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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臺灣歷史上最新的一波移民潮，大約從1990年代

開始，隨著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型態改變，陸續有

許多從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地區的朋友們透過婚姻與

工作關係而來到臺灣。以婚姻移入之新住民在104年

即逾50萬人，主要來自中國大陸及越南、印尼、泰

國、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而新住民二代亦突破35

萬人。而截至104年12月止，在臺灣的國際移工人數

為58萬7,940人。新住民與移工集合了多元文化和多

國語言等各種優勢於一身，為我們的社會也增添了

一道新的色彩。他們為臺灣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幫

助促進了社會與人口的發展、照顧我們的長者並從

事最辛苦繁重的勞動。臺灣對於多元文化社會的包

容也逐漸增加，族群之間正努力透過各式的多元文

化教育活動認識彼此，透過相互的認識，能產生更

多的了解與融入。「博物館」在族群相互認識過程中

即搭建了相當重要的「橋梁」角色。博物館四大功

能：研究、典藏、展示、教育中，博物館的展示能透

過各項教育活動推廣給新住民與移工朋友，讓他們

更認識臺灣特色。國立臺灣博物館的「新住民服務大

使」規劃，就是希望擔任起「橋梁」的角色，讓族群在

彼此認識過程中能更加順利、平和同時並到教育彼

此的功能。   

本文研究為初步之探討，因此規模及範圍均為有

限，將以活動舉辦後媒體報導內容為主要分析樣本，

並以質性研究方法進行，重點在了解下列二個問題；

此活動能否吸引新住民參與導覽大使的服務？此母

語導覽服務能否吸引新住民及移工進入博物館，以

了解更多臺灣文物?

文獻探討

臺灣是一個典型移民社會，臺灣社會現有族群中

最早的移民，是在6,000-7,000年前渡海北漂到臺灣

定居的「南島語族」臺灣原住民，為臺灣帶來豐富的

原住民文化，也為今日原住民祖先。臺灣進入20世

紀以後，最多元、最密集的移民潮共有三波，第一波

規模最小，主要是隨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以後，配

合其「皇民化運動」，而有部分日本政治性、殖民性移

民進入臺灣，不過隨殖民統治結束也大多返回日本，

第二波移民則是二次戰後到1949年短短4年間，隨

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至少百萬的大陸各省軍民（李

筱峰，1999；楊蓮福，2005），其移入人口佔總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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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約高達七分之一，也是臺灣有史以來最大一波的

移民潮，當時對臺灣的衝擊是相當全面性的。最後

一波則是1980年代以來透過跨國婚姻形式進入臺灣

的新移民即俗稱之「外籍新娘、大陸新娘」，尤以

1990年最多，後來統稱為「新住民」，截至2010年底，

透過跨國婚姻移民進入臺灣的外籍配偶人數已超過

45萬人，至此臺灣已相當程度地正式進入另一個重

要的移民潮時期。（林寶安，2011）

臺灣從1990年代開始的移民潮和以往臺灣歷史上

的移民歷程最不同的

地方在於，它就發生在

我們眼前、周遭、學校、

家庭與生活之中，而非

像以往一樣，是需要從

教科書、歷史記憶與相

關研究中探究的。他們

就站在我們的眼前與

身邊，這樣的衝擊是前

所未有的，如何去看待

這樣的現象，我們可從

世界各地多元文化主

義的歷程與研究中，思

考出最適合臺灣的方

式。

 「多元文化」確實有文化多樣性的概念，且也有豐

富內涵需要去檢視與省思，因此可以從不同面向去

了解多元文化的概念，例如從教育學、社會學、經濟

學、政治學以及人類學等去探討（林寶安，2011，

p53）。帕瑞克（Parekh，2000a，p，219）主張「一個多元

文化的社會就需要一種更廣泛共享的文化來維繫

它。既然它會牽涉到數個文化，因此共享的文化就

只能從他們互動中生長出來，並且應該尊重和培育

它們的多元性，同時也以某種共同的生活方式來將

他們團結起來。（葉宗

顯，2013）。

「多元文化主義」狹

義上，指文化上截然不

同的人們在同一個城

市裡共存。廣義地看，

通常用來描述一個社

會或國家，由於移民而

導致文化族群的多重

性。這一現象可能引發

對民族特徵穩定性的

焦慮，也會引起對各方

均可受益的文化交

流。這類交流主要集中

在文學、藝術和哲學，

圖1 「讓臺博館走進你的生活」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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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外在表現出的音樂、服裝和飲食的彼此欣賞。

博物館正好發揮其社會面及文化面功能以多元文

化社會為推動服務特色，並率先為臺灣文化融合創

新一拋磚引玉的亮點措施。

國立臺灣博物館─「新住民服務大使」

國立臺灣博物館─「新住民服務大使」計畫係臺博

館於103年1月14日至9 月14日於本館三樓推出特展

「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而開啟了臺博館與新住

民互動的大門，並為了鼓勵已成為臺灣第四大族群的

新住民與移工利用博物館資源，在該展最後一天9月

14日（週日）邀請新住民與移工免票參觀館內所有展

覽；同時為了加強未來臺博館對新住民觀眾的服務，

也現場招募「新住民服務大使」。此服務是臺博館對於

新住民觀眾服務的開始，除了期望臺博館能成為新住

民與移工朋友週末充電與休閒新去處，更希望促進臺

灣多元文化的相互理解與融合。透過新住民服務大使

的推廣與宣傳，除了用母語導覽讓其他不熟悉中文的

新住民，能認識臺灣自然與人文之美，進而讓更多新

住民朋友能融入臺灣文化生活，也藉此讓臺灣民眾能

更接納多元的臺灣文化。此計畫包含了「招募」、「訓

練」及「活動」等三個部分。

首先在招募方面，國立臺灣博物館除了透過內政

部移民署、臺北市民政局、萬華新住民會館等服務

新住民與移工的單位發送相關招募訊息，也針對以

新住民與移工在臺灣最愛使用的臉書等社群網站，

以「新移民的娘家」、本館官網與本館社群網站等管

道宣傳招募活動。另外，臺博館也積極地與四方報、

南洋姐妹會等民間媒體與團體相互合作與結盟，邀

請更多新住民加入臺博館的東南亞語導覽服務。

臺博館招募到大約12位新住民姊妹們來參加服務

大使訓練，她們分別來自印尼、越南、緬甸、馬來西

亞與菲律賓，有部分是因為家族移民來臺灣或者是

因為婚姻關係而來到這片土地，並且都是身兼數職

圖2 新住民服務大使招募海報─中、印、越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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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04年3月14日新住民服務大使導覽訓練課程，由本館說明員李玨瑩先生進行臺博館建築與歷史導覽。攝影：袁緒文

的「全能」媽媽，有些在公家機關擔任通譯人員、有

些在私人企業上班並身兼東南亞文化講師與翻譯人

員。 

在103年12月中舉辦新住民服務大使見面相聚歡

茶會中，由這群分別來自東南亞各國姊妹們所組成

的「新」力軍，在茶會中彼此分享生命中不同文化歷

程，並期待著能夠接受博物館的培訓，除了可多認

識臺灣，參與臺灣社會教育活動外，並能於未來服

務從自己家鄉來的同胞們（圖3與圖4）。

訓練課程進行先以認識本館歷史建築以及本館兩

個常設展「臺灣生物」與「臺灣原住民族」為主，於每

週六、日進行一小時建築歷史或展示內容介紹，並於

課程後由老師與未來的服務大使們針對課程內容以

及來自家鄉的歷史與經驗進行討論。前兩個月以上

課和討論為主，後兩個月開始，現場觀摩本館定時導

覽志工的導覽解說服務，並開始演練。

「新住民服務大使計畫」從104年3月的新住民服務

大使訓練開始後，除了持續於每週末辦理訓練、討

論與演練課程之外，臺博館陸續在5月28日於主管

機關文化部定期辦理之媒體茶敘中向社會大眾介紹

「新住民服務大使」將於6月份正式上線的訊息，並於

6月21日與「社團法人臺灣外籍勞動者發展協會」合

作，邀請約20位移民工朋友與在臺留學生參訪臺博

館。更在7月18日與19日邀請新住民與移工免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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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本館，同時提供印尼語和越南語的導覽服務。此

三場的新聞媒體報導持續擴散，在電子與平面媒體

共計34則的新聞露出，平均一個月內有10則與新住

民服務大使相關的新聞露出，讓國立臺灣博物館在

此部分經營與努力持續地被社會大眾看見。

現摘錄幾則媒體報導內容如下：

第一則報導：中央社【新住民服務大使─臺博館的

「新」力軍】

（中央社訊息服務20150528 14:52:18）文化部

所屬國立臺灣博物館長期關注新住民及國際移

工的文化平權，為鼓勵已成為臺灣第四大族群

的新住民與移工親近及利用博物館資源，已舉

辦過多次教育活動，邀請新住民家庭、移工及

雇主參與，同時為了加強對新住民觀眾的服務，

臺博館於去（103）年9月開始招募「新住民服務

大使」，目前已有來自印尼、越南、緬甸、菲律賓

等國的新住民加入，該館希望透過服務大使讓

東南亞新住民及移工瞭解臺灣的自然與人文之

美，並作為博物館與新住民群體間的橋梁。 

臺博館位於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週末假

日公園內常是新住民及移工熱門聚會的地點，

為了鼓勵他們親近博物館，該館除了在去（103）

年9月14日「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的最後

一天，特別開放新住民與移工免票入館參觀外；

為了加強對新住民觀眾的服務，臺博館從103年

9月開始招募「新住民服務大使」，透過內政部移

民署、臺北市新移民會館、四方報、南洋臺灣姐

妹會、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臺灣國際家

庭互助協會（TIFA）等機關單位的協助及發布招

募訊息，吸引來自印尼、越南、緬甸、菲律賓等

國的十位新住民加入臺博館服務大使的行列，

並於今年3月開始進行培訓，課程內容包含博物

館的建築與歷史、臺灣原住民族、生物多樣性

及解說技巧的訓練等，逐步讓服務大使認識博

物館的歷史及展覽，並加強導覽能力；而透過

培訓課程，臺博館也從服務大使身上了解新住

民的需求及期待，進而將博物館的資源為新住

民觀眾作適切的安排。

臺博館表示，為提供友善服務，除了首開國內

博物館之先，新增印尼及越南文的特展摺頁、博

物館簡介外，該館今年4月也參與「東南亞語文

書籍收書站」計畫，成為國內第一個響應「收書

站」的博物館，透過收書站設置收集東南亞語文

書籍，供新住民及移工自行取用、免費閱讀，提

供他們閱讀母國語言的書籍。另該館也積極與

臺灣外籍勞動者發展協會（GWO）合作，並預計

於今年6月開始持續邀請移工團體到博物館參

觀，由服務大使為母國同胞們導覽、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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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元管道的推廣落實新住民與移工的文化

平權。

臺博館表示，將開放新住民及移工朋友們於伊

斯蘭開齋節的週末假日（7月18、19日）免票入館

參觀，並由新住民服務大使提供母語導覽，為東

南亞來的新住民及移工朋友服務，期望透過活動

推廣，讓新住民、新住民二代、移工或來臺留學

的東南亞學生，能善用博物館的文化資源，並藉

由長期深耕，拉近博物館與新住民間的距離。

報導二：聯合報【臺博館新住民大使 精彩上線】

2015-06-21 13:55:06 聯合報 記者何定照╱即時報導 

臺灣博物館去年9月開始招募「新住民服務大

使」，10位新住民加入大使行列，今天大使首次

正式上線，共有來自4位新住民大使印尼的服務

大使Linda、施鷺音及來自越南的劉艷玲、阮氏

芳花率先上陣，為近40名越南、印尼移工及配

偶導覽，觀眾都高呼精彩。

活動開始前，邀請由印尼移工組成的樂團

Relix表演，主唱Harris時而輕柔哼吟，時而搖滾

飆唱，十足大將之風，大家對首次進臺灣的國家

級博物館表演，都深感驕傲，「我們竟然能在這

裡開唱！」樂團演唱之餘，也在大使引導下認識

臺博館與「樸埔風情─躍動的先民身影特展」，

都深感興趣，「原來臺灣的歷史是這樣開始。」

圖4 104年3月14日新住民服務大使，分別來自印尼、越南與緬甸。背對鏡頭者為臺博館林華慶副館長。攝影：袁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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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歲的越南配偶阮氏水來臺4年，首次踏入臺

博館，大讚好好玩。她說以前常和老公來228紀

念公園，但都不知這裡有個博物館，也從未想

過進來。今天有越南服務大使導覽，她笑說有

如發現新世界，將來要和老公一起來。

報導三：聯合影音【移工免費逛臺博 聽母語導覽好高

興】

2015年7月18日

今天是伊斯蘭開齋節後第一個週日，臺博館

內外都很熱鬧，館內開放全民參觀，特別歡迎

新移民、移工入場，一早就由新住民服務大使

到臺北車站、228紀念公園等移工聚集處發傳

單，邀請移工入館參觀，並予母語導覽，果然吸

引眾多特別是印尼移工入館。 

今天上場的新住民服務大使包括來自印尼的

洪榮細、來自越南的黎于菲、江美雲，由於伊斯

蘭開齋節等同印尼新年，伊尼又以信奉伊斯蘭

教為主，放假慶祝新年的印尼移工特別多，讓

洪榮細導覽得不亦樂乎。 

29歲的印尼移工Rini來臺16個月，工作是照顧

老人，今天首次和朋友來到臺博館。她說以前雖

然常來228公園，但都不知這裡有博物館，早上聽

新住民服務大使介紹說可免費參觀，還有母語導

覽，非常興奮，「總算有機會聽母語介紹臺灣歷

史！」（原始連結http://udn.com/news/story/9/1065587）

報導四：臺灣醒報 臺博館新住民導覽 說母語嘛耶通

【臺灣醒報記者游昇俯臺北報導】 國立臺灣

博物館自去年12月開始招募新住民服務大使，

今年6月完成培訓，已正式提供服務。洪榮細

表示，她從1999年來到臺灣，就常接觸大大小

小的志工活動、外勞服務，她自豪的表示，只

要有志工培訓活動，她常常就隻身前往，「還

不是和同鄉的朋友，而是直接和臺灣人一起上

課。」

有豐富志工經驗的她，才剛結束前一梯次導

覽活動，就有印尼朋友進到館內，洪榮細馬上

又上前向同鄉解說起臺灣民主國的「藍地黃虎

旗」，展現熱情的服務熱忱。「新住民朋友對臺博

館免費參觀都非常驚喜。」據洪榮細表示，新住

民朋友對臺博館的巴洛克式建築相當有興趣，

還媲美希臘的柱式造型，紛紛拿起手機來自拍。

越南籍大使黎于菲則說，在接受導覽服務培

訓時讓她更了解臺灣歷史，收穫最多的其實是

自己。「尤其許多新住民朋友都已經是媽媽，」黎

于菲說，相當推薦新住民朋友親子共遊臺博館；

她更談起自己10歲的女兒說，自己接受服務培

訓時還帶她一起上課，女兒還會考她「平埔

族」等臺灣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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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五：聯合新聞網【迎開齋節 臺博館明後天免費開

放】

臺博館表示，開齋節形同伊斯蘭世界的過年，

歡迎新住民及移工利用本週末假期免票來館參

觀，該館也將持續透過多元管道推廣並落實新

住民與移工的文化平權。」

報導六：聯合影音

臺博館館長陳濟民也提出「東南亞

友誼之門計劃」。陳濟民說，由於臺博

館大門面向馬路，後門才面對人潮聚

集的公園，許多新移民、移工常來公

園，卻不知有博物館或從未想進

館。陳濟民因此計畫最快在10月擇日

打開後門，讓更多人注意到臺博館，

「別讓後門把博物館和公園隔成兩個

世界」。

陳濟民說，館方文物因須長存恆溫

恆濕環境，過去長期關閉後門。臺博

館將與管理228公園的臺北市公園處

協調，考慮先找一天試辦開放後門，

不收門票，讓包括新住民、移工在內

的全民，入館都更方便。」

上述六則新聞報導中，有博物館政策

面，參與導覽服務新住民大使及新住民及

圖5 臺博館新住民服務大使（印尼籍 -Linda）以母語為移工朋友導覽

移工三方面之報導。首先在博物館政策方面報導如下：

摘錄自第一則報導：【新住民服務大使─臺博館

的「新」力軍】為鼓勵已成為臺灣第四大族群的新

住民與移工親近及利用博物館資源，已舉辦過多

次教育活動，於去（103）年9月開始招募「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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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大使」作為博物館與新住民群體間的橋梁。

同第一則報導：結合相關單位以發布招募訊息       

「招募訊息係透過內政部移民署、臺北市新移

民會館、四方報、南洋臺灣姐妹會、臺灣國際勞

工協會（TIWA）、臺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TIFA）

等機關單位的協助及發布招募訊息。」

同第一則報導：「新增印尼及越南文的特展摺

頁、博物館簡介外，該館今年4月也參與「東南

亞語文書籍收書站」計畫⋯」

同第一則報導：「透過多元管道的推廣落實新

住民與移工的文化平權積極與臺灣外籍勞動者

發展協會（GWO）合作，並預計於今年6月開始

持續邀請移工團體到博物館參觀，由服務大使

為母國同胞們導覽、進行交流。⋯」

同第一則報導：「⋯培訓之課程內容包含博物

館的建築與歷史、臺灣原住民族、生物多樣性

及解說技巧的訓練等，逐步讓服務大使認識博

物館的歷史及展覽，並加強導覽能力。⋯」

第三則報導：「今天是伊斯蘭開齋節後第一個

週日，館內開放全民參觀，特別歡迎新移民、移

工入場，一早就由新住民服務大使到臺北車站、

228紀念公園等移工聚集處發傳單，移工入館參

觀，並予母語導覽⋯。」

第四則報導：「國立臺灣博物館自去年開始招

募新住民服務大使，今年6月完成培訓，已正式

提供服務」

同第四則報導：「臺博館往後除了在每週日上

午10點半提供新住民母語導覽，新住民朋友若

有導覽需求，只要5人以上，在1週前向該館預

約申請，也可享有母語導覽服務。」

同第五則報導：「臺博館表示，也將持續透過多

元管道推廣並落實新住民與移工的文化平權。」

第六則報導：「臺博館館長陳濟民也提出「東南

亞友誼之門計劃」。計畫最快在10月擇日打開後

門，讓更多人注意到臺博館，「別讓後門把博物

館和公園隔成兩個世界」。」

上述之報導顯示臺博館自104年結合相關單位推動

「新住民服務大使」計畫並辦理服務大使的教育、宣

導、招募及訓練工作，培訓之課程內容包含博物館建

築與歷史、臺灣原住民族、生物多樣性及解說技巧等

訓練，逐步讓服務大使認識博物館的歷史及展覽，並

加強導覽能力。除了新增印尼及越南文特展摺頁、博

圖6 臺博館新住民服務大使（越南籍 -劉艷玲）以母語為移工朋友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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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簡介外，該館104年4月也參與「東南亞語文書籍

收書站」計畫，積極努力地透過多元管道推廣落實新

住民與移工的文化平權，伊斯蘭開齋節後第一個週

日，館內開放全民參觀，特別歡迎新移民、移工入場，

一早就由新住民服務大使到臺北車站、228紀念公園

等移工聚集處發傳單，邀請移工入館參觀，並提供母

語導覽服務。臺博館往後除了在每週日下午2點半與

3點半各提供一場東南亞語定時導覽外，新住民朋友

若有導覽需求，只要5人以上，在1週前向該館預約

申請，也可享有母語導覽服務。臺博館館長陳濟民也

提出「東南亞友誼之門計畫」，在104年11月起擇日打

開後門，讓更多人注意到臺博館。這些工作均可看出

臺博館在落實新住民與移工的文化平權政策方面推

動之努力，更期待博物館能對融合臺灣多元文化盡

一己之心力。

其次在參與導覽服務之新住民大使心態上的報導

如下：

第二則報導：「共有來自4位新住民大使印尼的

服務大使Linda、施鷺音及來自越南的劉艷玲、

阮氏芳花率先上陣，為近40名越南、印尼移工

及配偶導覽，觀眾都高呼精彩。」

第三則報導：「吸引眾多特別是印尼移工入館、

來自印尼的洪榮細導覽得不亦樂乎、展現熱情

的服務熱忱。」

第四則報導：「越南籍大使黎于菲則說，在接受

導覽服務培訓時讓她更了解臺灣歷史，收穫最

多的其實是自己。接受服務培訓時還帶她女兒

一起上課，女兒還會考她「平埔族」等臺灣文

史。」

此三則報導可看到參與導覽服務的新住民的感受

為「榮耀」及「興奮」。一位曾在在103年「伊斯蘭文化

與生活」特展時，擔任過導覽通譯服務的印尼籍新住

民服務大使在104年6月21日的導覽服務結束後清楚

表示：「⋯但這次的導覽，感覺經過了「進化」的過程，

首先從一般觀眾欣賞展覽，感受到被導覽時，睜亮

著眼睛，體會自己看展覽與有人導覽時的不同。接

著是當翻譯，把聽到的導覽內容以母語轉述給同胞

聽，但此階段的知識不屬於我的。最後進化到現在

我就擔任當初那位導覽志工的位置，自己直接當導

覽員，把自己所吸收到的知識，以自己的方式主導

並講給同胞聽。」

越南籍的新住民服務大使在進行過導覽服務後，

有以下表示：「我在越南是擔任中文翻譯人員。我想

分享的是：『每一次上課都有收穫，也學到了不少寶

貴的知識，這些是想買也買不了的，沒想到臺灣文

化跟越南文化也很像⋯導覽其實也要靠經驗，不是

懂了，會講了就能吸引觀眾，要靠經驗，看聽導覽是

什麼人，希望以後會有更多我們越南人來到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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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更多機會上場⋯我來擔任導覽服務員，也是

希望未來能夠教導我的小孩更認識臺灣』。」

對於一般新住民與移工對此服務的心情，有下列

六則報導：第一則報導：「共有來自4位新住民大

使為近40名越南、印尼移工及配偶導覽，觀眾

都高呼精彩。」

第二則報導：「大家對首次進臺灣的國家級博

物館表演，都深感驕傲，「我們竟然能在這裡開

唱！」樂團演唱之餘，也在大使引導下認識臺博

館與「樸埔風情─躍動的先民身影特展」，都深

感興趣，「原來臺灣的歷史是這樣開始。」⋯」

同第二則報導：『36歲的越南配偶阮氏水來臺4

年，首次踏入臺博館，大讚好好玩。』

第三則報導：『29歲的印尼移工Rini來臺16個

月，聽新住民服務大使介紹說可免費參觀，還

有母語導覽，非常興奮，「總算有機會聽母語介

紹臺灣歷史！」⋯』

第四則報導：「週末齊聚二二八和平公園的外

籍移工與新住民，得知臺灣博物館免費入館都

相當雀躍。」

圖7 臺博館新住民服務大使（印尼籍 -施鷺音）以母語為移工朋友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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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則報導：「據洪榮細表示，新住民朋友對臺

博館的巴洛克式建築相當有興趣，還媲美希臘

的柱式造型，紛紛拿起手機來自拍。」

此六則報導描述出一般新住民及移工對這個移居

的寶島，還是有許多好奇及了解的慾望。並對臺灣

博物館能有這樣像家的待遇，均感受到被尊重及包

容的基本尊嚴。

總計在104年7月18日與19日兩天內進入臺灣博

物館的東南亞籍人數約775人次，兩天內參與聽取印

尼語和越南語導覽服務將近60人次，此成效一方面

展示了館方努力的成果，針對本探討之問題：此活

動能否吸引新住民參與導覽大使的服務？此母語的

導覽服務能否吸引新住民即移工進入博物館，以了

解更多臺灣文物?均獲正面及肯定之答覆，另也彰顯

了多元文化服務之需要性，因此未來博物館的服務

計畫也將持續朝向此方向規劃。

結論

自21世紀開始，全球博物館事業較進步的國家對

於博物館的永續發展討論建立共識，這些國家對於

博物館永續經營的內涵聚焦在環境面、文化面（教

育面）、經濟面與社會面等方向，臺灣自上世紀末開

始，新移民的人數連年增加，其中又以東南亞人士

居多，隨著時間流逝，這些當年的「新移民」也逐漸

在臺灣定居而成為了「新住民」，成為了臺灣社會的

一份子，臺灣也順勢進入全球多元文化社會趨勢下

的一環。

臺灣博物館在這兩年掌握了社會脈動，積極努力

推動新住民服務大使導覽服務，推出兼顧尊重、榮

譽及包容的方案，立時受到輿論及社會大眾重視，

更備受新住民的歡迎及支持，但此方案是否能成為

臺灣博物館永續發展的文化特色及為民服務亮點，

則更需不斷地針對新住民提供持續深化的服務及創

新方案。

博物館發展方向必須是能掌握社會需求，此項工

作的初步探討，不僅希望能提供持續規劃的方向，

更期待未來有更多博物館能參與此服務及研究，以

為臺灣多元文化社會融合與進步持牛耳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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