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新聞稿107.11.1 

串連世代求學記憶  跟著臺史博「上學去」 

「噹噹噹噹~」該到博物館上學啦！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今（1）日開展的

「上學去：臺灣近代特展」把校園場景搬進了博物館，嘗試從學生的角度出

發，透過豐富的簿冊、課本、掛圖、標本與模型等教育物件及趣味互動，邀請

觀眾共同一窺近代教育發展歷史，也從中看見教育對個人、社會的影響，喚起

跨世代的校園生活記憶。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展覽展出的物件除了臺南市中西區協進國小、屏東縣

高樹鄉泰山國小、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臺南大學視障

重建與教育中心等學校的精采典藏，秋惠文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會歷

史委員會與國立臺灣博物館借展文物，同時還包括臺史博自開館以來大量的民

間捐贈文物。以今年度柯瑞吉先生捐贈案為例，柯家是臺南新化地區的教師世

家，3500多件捐贈物件中不僅包含了時代的課本、筆記，還包括任教的相關紀

錄文件與學校簿冊。透過相關內容，不僅能夠勾勒出各時代集體教育生活的景

象，更能鮮明地窺見其中「個人」在教育現場的真實樣貌。 

展覽開幕特別商請長榮女中進行一場別開生面的走秀與畢業紀念冊展演活

動，由學生穿著跨越自清朝、日本時代到現今最新的校服，現場彷彿歷經時空

交錯的感受，呈現出制服因應時代更迭的不同風貌。學生並藉由畢業紀念冊中

出現的校園歷史影像，配合演出精彩趣味的橋段，展現學生在校園生活中充滿

青春活力與創意的一面。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林崇熙表示，臺史博自開館以來除了以博物館的

專業進行教育文物蒐藏、保存與研究，更希望透過展覽、數位化與電子資源建

置等方式，促進歷史的公眾化。以這次的教育展為例，從文物到內容發展都是

透過除了在規劃前期就向各地教育文物普查團隊請益，也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史研究所團隊合作發展內容，並透過展覽中系統性的規劃、展現，讓大眾

更了解教育物件對於整體教育史研究的意義與價值。除了特展，也結合館藏畢

業紀念冊與 GIS地理定位建置了「校園生活記憶庫」，目前已完成臺南洲 2000

多張照片資料整理，未來也希望拋磚引玉，邀請更多個人與單位共同參與教育

記憶的建構。 

展覽以學生的校園生活作息、教育生活歷程為觀看視角規劃，由「走進學

校：成為我們中的我」為引，帶觀眾走入展場，探討近代教育如何透過定制的

集體教育試圖培養國民共同認識基礎，並透過考試、任用等方式，建構出一套

以學歷為評斷的新社會標準。緊接著的「打開課本：理想國民養成術」單元以

教室為場景，則藉由大量的課本、教具甚至是動物標本與模型等物件，深度解

析了近代國家如何透過掌握教育內容，針對不同群體設置的教育制度，把國民

培養成國家期望的樣貌，而國民又如何憑藉受教育所獲得的知識與人脈，走出



 

自己的路。 

「揮灑青春：我的校園記憶」則集結了各世代常見的文具、參考書、筆記

以及紀念冊等個人物件，透過操場的場景，展現升旗、上課、吃便當、社團、

課外生活、畢業旅行等主題，希望觀眾在其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時代校園記憶，

同時看見跨世代校園生活的共通性。同時，觀眾也可以點選現場的校園生活記

憶庫主題地圖，看見日本時代學生在歷史時空中的校園生活樣貌。最後一單元

「多年之後：我的未來不是夢」，則透過趣味測驗與開放式論壇，邀請觀眾一起

分享自己的教育經驗。 

展覽即日起至 108年 4月 14日於臺史博四樓第一特展室展出，歡迎觀眾踴

躍參觀。展覽期間，將陸續推出相關講座、工作坊與手作活動等多樣教育活

動，歡迎關注官網最新訊息。校園記憶庫（https://school.nmth.gov.tw）即

起也同步上線，歡迎檢索。 

https://school.nmth.gov.tw/?fbclid=IwAR0pw4ttSwGH4MiHb9RYTURbABdBq9WVz1-uNN6p33z-EaHT4k969chs58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