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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2008年起，

開始與臺灣關注新住民、國際移工的非營利組織合

作，不定期邀請因為婚姻關係在臺灣生活的新住民

與新二代，以及進行看護工作及重大工程的國際移

工們，利用他們的休息日，在非營利組織及通譯的

陪同下，到臺博館參觀展覽，甚至是參加臺博館因

展覽辦理的相關教育活動。臺博館期許新住民與移

工，在家庭、工作之外，當他們假日到臺北火車

站、二二八公園與家鄉朋友聚會時，也能入館參

觀，藉此認識臺灣的文化與自然特色。2014年臺

博館舉辦「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以下簡稱伊

斯蘭展），藉由展覽讓國人認識伊斯蘭信仰與穆斯

林，在生活與文化的密切連結。筆者在展出過程，

見到不少印尼籍移工，於周末假日與朋友們聚會，

一同到臺博館本館三樓參觀展覽。也親眼見過移

工，特別帶臺灣雇主一家人來參觀，由移工親自用

中文向雇主及其家人說明自身信仰的內涵與生活

的連結景象。筆者至今回想當初這一幕，真的是感

中文的導覽及母語導覽，隨即於 2015年初登場服

務，為在臺灣工作的家鄉移工、居住在這塊土地

的新住民們，甚至是駐臺大使館、辦事處等貴賓，

介紹臺博館建築、歷史及常設展。2015年3月「樸

埔風情－躍動的先民身影」特展展出，也培訓新住

民大使以中文解說該展，以新住民大使對母國原

住民生活、建築和器物的瞭解，加上對臺灣平埔

族群原住民們的認識產生連結，除了向移工、新

住民及國人說明展覽的內容外，也說明器物與建

築在母國的使用情況和特色，呈現兩國原住民在

建築與器物使用的相似與差異性，帶給國人不同

的觀展體驗，無形之中透過該展初步認識東南亞

國家的原住民文化。

2017年7至10月臺博館南門園區小白宮展出「南

洋味．家鄉味」
1
特展，透過國人喜愛東南亞各國食

物、香料、香草等食材為題，引國人從食物認識東

南亞各國的生活、飲食、歷史與文化。新住民大使

們親自進行展件蒐集、故事說明，透過對母國飲

食、食材的瞭解，分享母國飲食在各面向的連結，

認識臺博館與新住民的連結與歷程：
由2018年新住民服務大使招募與培訓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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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莫名！配合該展也與移民署合作，透過新住民通

譯陪同，引領剛到臺灣不久的印尼、越南、泰國、

菲律賓籍等新住民到臺博館參觀，讓他們理解博物

館是個資源豐富的地方，期許能多利用博物館資

源，也傳達博物館在文化平權的努力。

新住民服務大使初次成立與推動過程

在伊斯蘭展的機緣巧合下，2014年9月臺博館發

起「新住民服務大使」（以下簡稱新住民大使）的招

募，希望藉由在臺灣生活一段時間的新住民們，提

供初來乍到的新住民同胞們，有個能認識臺灣文化

與生物多樣性的場域，同時提供新住民與孩子共同

學習的環境，彼此有共同的話題，讓孩子的學校教

育與博物館教育及資源產生連結。藉由母語導覽，

能提供移工與新住民們認識臺灣，拉近與臺灣的距

離。也能讓孩子對母親家鄉的語言、文化、歷史，

產生認同、連結與認識，促使孩子在推波助瀾下，

主動認識媽媽母國與臺灣文化之間的獨特性及各

別的差異性，產生發自內心的喜愛，無形之中搭起

兩國的橋樑。

初次招募和培訓時間只有3個月，僅針對臺博館

本館建築與歷史、臺灣的生物及臺灣先住民常設

展安排培訓課程。透過臺博館解說員及解說志工

分別以展場解說培訓，搭配撰寫導覽口稿等方式，

讓初次招募的新住民服務大使們，分別考核通過

呈現出有別於國人對東南亞各國的刻板印象。透過

新住民大使帶領，讓國人認識在臺灣的印尼街、緬

甸街及菲律賓街、泰國飲食、印尼國慶及蠟染藝術

等豐富教育活動。展覽之外，大臺北地區隨處可見

不同於華人們的飲食及生活面貌。也促使臺博館藉

新住民大使，傳遞文化平權與多元文化特殊性的目

的。同時，到臺博館參觀的移工、新住民和貴賓們

大幅增加，既有服務的新住民大使們，導覽次數與

時間亦大幅提升，移工、新住民民眾對展覽的主題

也非僅限本館歷史建築。促使臺博館在南洋味家鄉

味特展後，決定啟動新一批新住民大使招募。在文

化部大力支持與經費補助下，臺博館能持續推動友

善文化平權計畫，辦理 2018年招募、培訓及相關

教育活動辦理。

2018年新住民新住民服務大使招募與

培訓計畫發想

有鑑於 2014年臺博館新住民服務大使初次招募

成立時間較短，課程安排較無法讓新住民大使全面

本館新住民服務大使 Linda Tjindiawati Arifin以印尼語為儲備新住民大使

解說「臺博館歷史與建築」

本館志工吳世昌對新住民進行「土銀展示館建築與歷史」解說內容分享

楊仁江建築師進行「土銀展示館古蹟修復現地展示」內容解說

1 
「南洋味．家鄉味」特展，2018年6月12日至9月23日於臺中國立公共資訊
圖書展巡迴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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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與展示物件找出自己導覽故事脈絡與特色，面

對不同觀眾調整不同的解說方式和技巧，每個人都

能抓住臺博館針對展覽主題想傳達的主軸，同時發

展出自己與母國文化連結的特色和重點。

培訓課程中的火花

臺博館三館歷史與建築課程，負責展示的館員和修

復的建築師，從不同角度向學員們說明將古蹟變成博

物館的修復過程及每一棟建築的細節、特色和工法，

還有建築本身和臺北的發展脈絡關連。並且就文化資

產保存的角度，向學員們說明古蹟保存、修復及再利

用的意義和重要性。講師們也使出渾身解數，有筆者

以往不曾聽過的全新內容，也一併重新學習，意外引

起學員們對於母國建築特色的連想。

課程中，凌宗魁專案助理從臺博系統與臺北城的

關係，讓新住民們發現原來臺北到處是古蹟，無形

的臺博系統有無限大的可能。林一宏助理研究員分

享臺博館本館四次閉館整修的小故事及修復後的

演變，讓新住民們對臺博館本館建築另眼看待。史

認識臺博館及系統
2
。此次辦理招募與培訓時，考

慮完整而有系統的培訓過程。由於筆者曾辦理臺博

館志工業務經驗，遂協助辦理規劃過程，比照志工

招募及培訓辦理，但是考量新住民大使和志工的服

務性質差異，故有更多彈性調整。

2018年1月開始進行招募及培訓課程計畫安排，

2月招募、3月進行書面資料及面談審核及發佈，4

月至7月進行課程培訓，8、9月進行第一階段解說

考核，10、11月進行第二階段解說考核。課程安排

上，依照衛福部「志願服務法」規定，辦理「基礎訓

練」及「特殊訓練」，參加受訓者，兩個訓練各要上

滿 1 2小時
3
，才能獲得初步志工門檻。「基礎訓

練」邀請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專業講師群辦

理。「特殊訓練」由筆者進行構思、課程安排及講師

邀請。4月至 6月先辦理「特殊訓練」、7月再辦理

「基礎訓練」。「特殊訓練」課程內容分為「本館建築

與歷史」、「土銀展示館建築與歷史」、「南門園區建

築與歷史」、「發現臺灣常設展」、「生命演化廳常設

展」及「百煉芬芳 -樟腦產業與南門工場常設展」展

示內容課及展場導覽課，還有「臺灣與新住民系

列」課程。考量新住民平日有家庭和工作要兼顧，

只能利用周末假日來上培訓課，另假日有家庭聚

會，所以課程安排上，一個講題至少會有兩堂課，

時間必須錯開。無法如臺灣大多數志工主要是退休

人員、家管和學生，可以利用平日及課餘時間來上

課，培訓課程的時程長達三個多月。

筆者進行培訓課程規劃時，事先與講師們討論參

訓的學員與以往臺博館志工的不同，課程內容也請

講師再針對儲備大使與孩子們進行調整。希望新一

批大使能在一連串課程培訓下，最後都能通過考核

上場。也能對臺博館建築與歷史、展覽和生物多樣

性及文化多樣性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和認識，讓他們

與母國的文化和自然生態產生連結。同時，期待儲

備大使的孩子們，能與父母一起學習，也能成為臺

博館小小導覽員。

實際辦理過程

為期一個月的招募，除博物館發佈新聞稿宣傳

外，也透過移民署、新住民非營利單位和社群發佈

訊息，將訊息傳遞想到臺博館擔任新住民大使的新

住民們，也透過相關單位推薦合適人選參加招募活

動。最後共有 13位通過書審資料及面談的考核，

準備4至7月的培訓課程學習。

特殊訓練課程，先室內課，後展覽課。而課程內

容規劃上，要兼顧大人與孩子的區別。在課程主題

的上課順序，先介紹臺博館新住民服務大使辦理的

起源，臺博館三館的建築與歷史三個主題，因東南

亞大多數國家，曾經也與臺灣有被殖民歷史，故在

建築課程上，安排一堂越南殖民時期建築介紹。認

識臺灣博物館系統及臺北城之間的關係後，再針對

不同分館的常設展，依序進行展示內容課程。針對

大人與小孩進行不同的導覽技巧和教育活動帶領

課程的學習，最後，認識臺灣從事新住民與移工事

務的非營利組織，瞭解他們的發展脈絡和近年著重

事務的演變，從中認識臺博館與這些單位的合作關

係。上完教室課程，再依序從三館的建築歷史、常

設展和新住民服務大使本館建築與歷史母語導覽，

分別進行展場解說課程培訓。

教室課程著重於建築歷史、展覽內容和新住民事

務的理解，展場解說課程，則著重瞭解現場展覽脈

絡、展示物件和故事主題的理解，還能從中學習不

同講師的解說技巧運用。期許儲備大使與孩子們，

能瞭解導覽時傳達內容正確的重要性，從有興趣的
本館志工李彬對新住民及新二代進行「生命演化

廳常設展」解說內容與技巧分享

本館志工余陽輝對新住民及新二代進行「南門園

區建築與歷史」解說分享

本館志工湯谷明對新住民及新二代進行「生命

演化廳常設展」解說內容與技巧分享

本館志工胡新厚對新住民及新二代分享「南門園區建築與歷史」解說 本館志工陳昆睦與新住民及新二代進行「發現臺灣常設展」解說課

3 
衛生福利部2018年5月14日以衛部救字第1071361771號公告修正「志工基礎訓練課程」並發布「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課程」，並自6月1日生效。修正重點如下：

 一、志工基礎訓練課程：整併課程內容、性質相近之課目，將「志願服務的內涵」、「志願服務倫理」及「志願服務發展趨勢」修正為「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一課
目；「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快樂志工就是我」整併為「志願服務經驗分享」；保留「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課目。總時數由原訂6課目12小時修正為3課目6小時。

 二、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課程：刪除與社會福利服務較無直接關聯之課程，保留關聯性較高之課程，修正課程為「社會福利概述」、「社會資源與志願服務」、
「運用單位業務簡介及工作內容說明（含實習）」及「綜合討論」。總時數由原訂6課目12小時修正為4課目6小時。修正志工基礎訓練及社會福利類特殊訓練
課程。https://dep.mohw.gov.tw/DOSAASW/cp-530-41204-103.html

2 
2005年臺博館於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部前身）支持下，以臺博館
本館為中心，啟動首都核心區臺灣博物館系統計畫，臺灣博物館系統除

了228和平公園裡的臺博館本館，包含2010年開館的臺博館土銀展示館
（1991年指定臺北市市定古蹟日本勸業銀行臺北支店舊廈），2013年開館
的臺博館南門園區（1998年指定國定古蹟專賣局臺北樟腦廠），臺博館鐵
道部園區（國定古蹟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國家攝影文化中心（2014臺北市
市定古蹟大阪商船株式會社臺北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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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門園區的「百煉芬芳」常設展培訓，學員們對

於南門工場曾是 1920年代全世界屬一屬二的化學

加工廠，感到非常驚訝！樟腦竟然除了可以做藥用

和除蟲外，也能製造與化工、生活、軍事、攝影的

相關產物，而感到不可思議！此外，園區裡裡外外

有許多有趣的故事和豐富的植物與動物。

展場的培訓和母語導覽課，讓學員們發現一樣的

主題和脈絡，透過不同的人解說，傳達的方式都不

同，而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說法和故事，呈現出一

個展覽內容的豐富性，讓民眾得以從不同角度切入

認識展覽，無論是針對大人和小孩，都有完全不同

的傳遞和互動。重點是，讓民眾愛上博物館，喜歡

博物館的展覽，透過多次的來訪參觀，獲得多重的

故事。對博物館而言，則是將展覽發揮最大效益，

回頭客愈多，表示展示的內容和傳達的豐富性被民

眾接受，而且喜歡博物館和展覽，還能透過口碑宣

傳，由回頭客幫博物館帶新顧客上門。如此才是正

確、精彩而豐富的解說，對博物館才有顯著的效

不可思議。透過課程也瞭解到古蹟修復再利用非常

不容易，比重建還花更多時間及金錢。但是，透過

建築本身的故事，卻是向大眾傳達都市生命史和民

眾生活連結的最佳題材。引發新住民對母國都市建

築背後的故事與都市和人們之間的關係，並與臺灣

產生連結。

生命演化廳的課程，石尚講師群的分享，讓學員

們對地球上的生物演化史有全面概括性的瞭解，從

古生代、中生代到新生代的古生物，小孩們如數家

珍，並感到高度興趣與好奇，課程中不斷提出許多

的想像和提問。而且，講師們以生動、活潑和深入

淺出的方式的說明，讓大人與小孩吸收到不少知識，

也引起他們的踴躍發問。也讓學員們發現，同樣的

主題彼此關注的重點和角度完全不同，理解到解說

要針對不同的年齡、族群、興趣去準備內容。雖然

演化史很複雜，有很多古生物和地質史的內容，老

師的傳達讓他們覺得內容很有條理又容易理解。但

是，真的要準備解說必須額外花時間和心力。

發現臺灣常設展培訓，學員們透過展覽從另一種

角度，結合臺博館自然史典藏，瞭解博物館成立的

起源及臺灣的文化、生物多樣性，還有促成博物館

成立及於館內任職的博物學家們與博物館、典藏之

間的故事。透過展出的經典標本，認識島上生物，

理解臺灣原住民，啟發他們思考在母國有什麼類似

臺灣的生物及原住民文化。

益。最後的基礎訓練，學員們透過課程的學習，瞭

解擔任志工的意義、責任和義務，還有志願服務的

真諦。

培訓課程結束後，針對志願服務法在特殊課程及

基礎課程的要求下，符合完全參與培訓課程時數

者，除發予結業證書，也為其申請志願服務紀錄

冊。鼓勵學員們針對自己有興趣的建築歷史、常設

展主題，持續通過驗收考核，成為臺博館新住民服

務大使及小小導覽員。

結語

最終，希望藉新住民招募與培訓課程，讓學員們

真正認識臺博館與系統、文化和生物多樣性後，透

過新住民大使與孩子們的母語導覽，能讓更多新住

民、移工及觀光客認識臺灣
4
，並且藉新住民大使

向國人傳達東南亞各國歷史、生活、自然與文化，

達到雙邊交流和文化平權目的，讓世界走進臺灣，

彼此都能更加深入認識與瞭解。 

博館鄧佳鈴研究助理（前臺博館專案助理）分享從

一個臺博館承辦人的角色與建築師和工匠們修復

南門園區的溝通和協調。馮佳福研究助理分享土銀

展示館修復過程面臨臺灣工匠不曾修復過的建築

技法和克服的過程，讓新住民們理解，原來修古蹟

也能學到臺灣不曾接觸的建築技術。透過王維周老

師對越南建築的瞭解，分享其特色，也意外讓參與

課程學員們理解，同樣曾經被殖民統治的臺灣與越

南，分別透過日本和法國傳入不同的歷史式樣建築

和都市計畫。臺灣在不同的建築師和都市計畫，呈

現建築師到不同國家學習建築特色的成果。越南在

法國殖民初期建築呈現以歷史式樣建築為主，到殖

民後期建築呈現融合法國人在越南觀察到廟宇等

本土建築特色，展現與殖民初期的明顯差別。楊仁

江建築師的土銀展示館建築培訓課程，建築師有如

說書人的描述古蹟修復再利用，內容詳實而精

彩。修復南門園區的詹益忠建築師，透過當初修復

過程那一張張手繪圖稿，記錄南門園區從廢墟到都

市中心小綠地，成為博物館的過程，讓新住民感到

本館新住民服務大使阮氏玉梅以越南語為儲備新住民大使解說「臺博館歷

史與建築」
本館志工溫松平對新住民分享「百煉芬芳─樟腦產業與南門工場常設展」

解說

本館志工張昆村對新住民分享「百煉芬芳─樟腦產業與南門工場常設展」

解說

本館志工馮季媛對新住民分享「土銀展示館建築與歷史」解說

4 
2017年至2018年7月，於臺博館本館及土銀展示館可見到假日不少泰國、
越南、印尼、菲律賓自由行觀光客前來參觀，並且主動參與新住民服務大

使的母語導覽。透過新住民服務大使詢問和瞭解，部份自由行是透過朋

友之間社群訊息傳遞，事前得知臺博館的多語導覽服務，並主動來參觀

和參加導覽活動，也許新住民服務大使的母語導覽服務，已經逐漸在東

南亞各國的社群裡傳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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