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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方向及目標，故宮從院藏文物及展覽出發，

試圖設計及建構「學校主導」及「博物館主導」兩種

合作模式，進一步檢視課程內容並提出建議。

學校主導的館校合作模式─南投縣育樂國小

「故宮達人書包客」館校合作計畫

育樂國小位於南投縣國姓鄉，中潭公路與國道六

號通過，七○年代，學校下方是草屯通往埔里的必

經之路，沿路店家擺設各種地方特產。因國道六號

通車，加上先前賴以維生的檳榔種植行情直落，繁

榮光景不再，育樂國小成為教育界戲稱的「不山不

市」學校
1
。在少子化衝擊及資源取得不易的雙重挑

戰下，學校努力走出自身特色，於102年推動閱讀特

色課程，學生藉由閱讀各種書籍提升多元學習，並

搭配戶外探索課程，增進學童閱讀與認識環境等實

地踏查的能力。

此館校合作模式，係由學校以既有「閱讀特色課

程」作為延伸，讓學童從熟悉的課程內容中，搭配

博物館文物賞析及參觀活動，從不同面向了解博物

館學習方式及故宮院藏文物，在此課程規劃中，博

物館教育人員之角色為提供教學資源及專業文物課

程及諮詢，從旁協助進而精進課程。

校本課程設計由學校教師指定閱讀文本，配合課

程進行詩集創作，故宮則根據校本課程規劃，搭配

院內展覽，安排文物賞析及博物館導覽參觀活動；

並以博物館學者Hooper-Greenhill(1991)所提出之

博物館參觀前、中、後的統整性概念出發，學校教

師運用博物館資源，讓學生藉由參觀資源進行深度

學習，結合生活經驗及學校課程。

1.參觀前課程準備

博物館學者 Falk&Dierking(2000)認為觀眾的參

觀經驗受到先備經驗、同行者、環境及時間的影響

而產生不同的認知與感受。在推動閱讀特色課程的

基本方針下，育樂國小於課堂選取與故宮文物相關

的書籍，包含《親子攜手遊故宮》，以及兒童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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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應全球發展及時代趨勢，教育部於103年發

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以下簡稱

108課綱 )，並即將於108年正式上路。而在 107 年

度已有部分前導學校及教師配合新課綱，進行實驗

性課程。

建立良好館校合作關係是落實博物館教育的重要環

節，而學校教師如何利用外部資源，達到全人教育之

精神與目標，是108課綱的重要目標之一。國立故宮

博物院 (以下簡稱故宮 )推動館校合作已經行之有年，

在108課綱上路後，如何持續扮演學校師生的好夥

伴，是未來努力的方向。有鑒於此，故宮開始在108

課綱的基本架構下與學校合作，進行實驗性統整學習

課程。本文將介紹故宮與學校館校合作計畫，分析館

方如何與教師合作，有效運用博物館資源，進而針對

108課綱發展課程設計，並提出後續規劃之建議。

教育部108課綱基本理念及發展方向

108課綱明確指出，應發展本於全人教育之精神，

以「自發」、「互動」與「共好」為理念，以「適性揚

才、終身學習」為願景，激發學習者對於學習的動

機與熱情 (教育部，103)。

108課綱強調「核心素養」，意指為適應現在生活

及面對未來挑戰，所應具備的知識、能力與態度，

並強調學習不以學科知識與技能為限，需關注學習

與生活的結合。換句話說，108課綱的課程規劃，

將不再著重於知識及技能的習得，而是在碰到問

題，能夠由自身所處生活出發，尋求解決問題的方

法。為達到上述之理念及核心，教師課程設計上更

強調跨學科領域，推動主題式統整課程。

在課程架構的規劃上，除了部訂課程之外，亦規

劃「校定課程」，讓各校能夠依照本身特色，設計學

校本位課程。該項轉變促使教師在教學上有更大彈

性，因此教師需尋求外部資源，進而豐富校本課程

教學內容。

博物館被視為發揮終身學習的社教機構，雖不像

學校是正式教育機構，有既定的課程及評量，但在

引導學習動機及誘發學習熱忱的特色下，有更多富

有變化及開放的學習方式。在108課綱的規劃理念

中，學校教師如能善用博物館資源，與博物館進行

良善溝通及分工，將為課程注入重要且有特色的學

習養分，本文將以故宮館校合作案例，探討博物館

如何協助教師融入正式教學的可行方案及未來規

劃，做為後續博物館教育及學校課程合作之參考。

博物館館校合作模式及案例分析

劉婉珍 (2002 )在其著作《美術館與教育理念實

務》一書中，將館校合作模式分為「提供者」與「接

受者」、博物館主導、學校主導、社區博物館學校、

博物館附屬學校、第三仲介者等六種合作模式。國

內中小學教師運用博物館資源，多為申請參觀導

覽，此類模式係屬「提供者」與「接受者」的模式，

較不具館校合作的意義及目標 (廖敦如，2004)。在

108課綱校本課程規劃核心架構下，「學校主導」或

是「博物館主導」的合作模式將成為博物館與學校

作家林世仁先生撰

寫之《我的故宮欣

賞書》等書籍，配

合閱讀課程，鼓勵

學童自行閱讀。

博物館協同教學

部分，先行與教師

進行溝通及討論，以閱讀計畫課程為架構，以「文

字、旅行與遊記」等關鍵字挑選合適的故宮文物進

行介紹，亦配合當期展覽安排參觀前進班教學及文

物賞析課程。

文物課程賞析挑選故宮刻有最多銘文的毛公鼎為

課程的開端，認識毛公鼎及銘文紀錄的內容，再從

清乾隆皇帝在文物當中留下的題跋，瞭解皇帝利用

文字書寫對於所收藏文物的藝術價值，讓學童了解

乾隆皇帝因珍愛自己的所藏，寫下對於文物的鑑賞

與評論，經由文字的流傳，才能讓後世體會並想像

當時乾隆皇帝的心境。

為呼應學校進行的閱讀計畫，以院藏文物中騷人

墨客留下的痕跡為主，此部分以元代趙孟頫所繪之

《鵲華秋色圖》作為課程發想，提及乾隆皇帝遊歷

至鵲華二山，在該畫作留下題跋，紀錄實際到鵲華

二山的經驗與感動。藉此讓學童了解，無論是九五

之尊的乾隆皇帝，還是騷人墨客，都藉由文字撰寫

留下遊歷與生活的印記。

2.到院參觀

學童在課堂認識故宮文物，經由閱讀瞭解作者林

世仁對故宮文物的介紹與個人感受，引發實際進入

博物館觀賞真實文物的想望與動機，從導覽老師及

院內教育人員的引導，學

童能夠聆聽導覽的時間相

對較久，甚至主動要求導

覽老師必須引導其觀賞某

件文物。由此可知，學童

利用複製文物讓學童近距離觀賞

1 依據教育部對於偏遠地區之定義為「地域位處偏遠且交通狀況不變，或數位學習不利地區」，依此原則教育部授權各直轄市、縣 (市 )政府，得依據所屬
各級學校狀況，自行闡述是否符合上述偏遠地區之定義，並報教育部備查。而南投縣育樂國小因位處兩條交通要道，既沒有像城市小學有豐富資源，

亦非重點偏鄉學校能有社會企業之關注，即所謂的「不山不市」學校。

育樂國小學童到院參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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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院觀賞前先在書

本及課堂上閱讀文

物相關資訊，將對

文物賞析有更深刻

的印象，並提高其

學習動機。

3.參觀後作品創作及成果回饋

在進行進班教學課程，並實際到院參觀，滿足學

童對於觀賞真實物件的期待與想望後，回到學校教

學場域，教師進一步引導學童認識故宮文物，進行

課程回饋與創作。教師選擇以童詩創作的方式，從

學童自身的觀察、理解與鑑賞，自我轉化與詮釋，

創作出屬於個人特色的作品。在完成的作品中，看

到學童充滿童心的語言與創意，經由天馬行空的文

字能力，讓文物詮釋再度鮮活起來，文物不再僅是

陳列於博物館的古老物件，更激發學童的無限想像。

博物館為主導的館校合作模式─

新竹市香山國小「郎世寧‧到此藝遊」

複製文物教育展館校合作計畫

2 0 1 7年，故宮於新竹

241展演空間展出「郎世

寧‧到此藝遊」複製文物

教育展，邀請新竹市香山

國小教師群，以展覽主題

及內容進行融入課程教

學。經院方及學校教師討論溝通後，以藝術與人文、

語文及綜合等領域為主，進行跨學科、跨領域的特

色教學課程。

此課程以「博物館為主導」形式進行，當學校瞭解

展覽內容後，思考如何將展覽與文物融入學校課

程。在語文及綜合課程，由展覽主題─「身邊的郎世

寧」出發，學童經由到班

教學課程中知道郎世寧是

從義大利到中國傳教的

「新移民」，後由教師帶領學童與校園附近的新移民進

行訪談，瞭解異鄉人離開家鄉到臺灣努力的原因及

困境，進而設身處地思考，如果自己是在外地打拼

的異鄉人，當生活或工作遇到困難時，可以思考的

因應之道。

而在藝術與人文課程，則以《十駿犬》及《百駿

圖》等由宮廷畫師郎世寧所描繪的動物圖像為主

題，仔細觀察校園環境及身邊的動物身影，分組討

論規劃以學生設計、共創方式，利用報紙、白膠及

壓克力顏料，設計立體寵物狗造型，並在犬隻上描

繪自己最喜愛的校園景色，藉此創作出屬於香山學

子所設計的香山百犬圖，藉此將故宮文物與校園美

感進行連結與融合，並於複製文物教育展展示。

反思與建議

108課綱即將正式上路，教學方式面臨重大變革，

其中彈性課程的實施，成為一線教師的重要挑

戰。博物館要與學校長期建立友善良好的合作關係，

在108課綱架構及目標下，更應成為學校強有力的後

盾。本文試圖以「學校主導」及「博物館主導」等館校

合作模式，介紹故宮與學校合作之兩種案例，藉此

成為學校及博物館合作之借鏡。以下則針對館校合

作案例，提出建議供學校及博物館參考。

從生活經驗出發，

讓學童感受博物館文物的有趣與新奇

教育應發生在生活周遭，藉由觀察、欣賞、轉化、

理解而引起不同的創意火花並產生共鳴。故宮收藏富

涵悠遠的歷史脈絡與文化價值，但與學童實際生活之

間，似乎有著遙不可及的距離。面對這樣的問題，運

用博物館的教育資源，與學校教師專業教學進行搭配，

兩者相輔相成，才能將博物館文物確實融入正式教

育。育樂國小位於南投縣國姓鄉，參觀故宮博物院對

於孩學童而言，與自身環境及生活相隔甚遠。因此，

在課程及活動規劃時，嘗試以學童自身的學校課程為

主，與學童生活經驗緊密連結。而香山國小雖然配合

故宮複製文物展進行課程教學，在課程內容編排上，

亦引導學童由周遭環境出發，讓他們能夠自然而然感

受文物與美感生活的連結。利用深入淺出的介紹方式

及體驗，一改學童對於「故宮文物艱澀難懂」的刻板印

象，更切合108課綱中培養核心素養的中心目標。

藉由統整性館校合作內容規劃，

拓展學童視野，達到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

參觀博物館除了培養學童批判性思考、同理心、其

他重要技能及性格外，更能增加學童世界觀，增加文

化涵養 (Herz, 2013)，而教育部於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

中明確指出，美術館及博物館除了補助學校的正規學

習，亦扮演美感教育的重要場域。美感教育所強調的

「增加多元生活的體驗藉以達到美感素養的提升」，

108課綱期待新課綱可培養學生「自主行動」、「溝通互

動」與「社會參與」等面向，博物館提供社會教育的使

命及目標，經由完整的課程規劃及安排，將能達到培

養學童核心素養的具體目標。

博物館教育資源融入課程，

並與教師共同討論，強化與正式教育之連結性

新課綱施行鼓勵學校進行校本課程，以學校特性

為主，尋求外部資源，進行多元的課程方案實踐，

然而，以現階段學校實際執行狀況發現，教師端對

博物館人員與香山國小教師進行

課程發想

香山國小學童進行香山百犬共同

創作

育樂國小學童的童詩創作

於課程領導願景及專業知能不足，無法提升學校組

織共識，影響十二年國教課綱理念發展，而缺乏整

合校內外課程資源及支援能力，亦是課程發展的阻

力之一 (吳國松，2018)。博物館係一開放學習的場

域，豐富的展覽及文物，有進行跨學科、跨領域課

程規劃之優勢，由上述兩種不同館校合作模式可發

現，博物館人員如能在課程規劃前期即共同發展課

程，將能讓課程效益更加完善。

然而，討論課程規劃時，博物館需考量教師課程

準備並配合學校行政時程安排，以香山國小館校合

作活動為例，從教師回饋中發現，從規劃至實際執

行及產出時間較短，對於部分學童而言，可能引起

因時間不足造成學習的反效果，此部分為後續與學

校進行合作時，需審慎考量之處。

結語

十二年基本國教以啟發學童素養為主軸，在課程規

劃上，將自主權充分授與教師，鼓勵教師進行跨領域、

跨學科課程。博物館富有教育民眾的社會責任，雖沒

有正式教育「教師教授，學生學習」的制式課程，卻能

夠安排開放多元的學習方式，彈性融入學校課程，在

博物館與學校教師協同整合的架構下，以專業分工進

行主題式課程，將促使教師授課方式及內容更加多元

豐富，藉以達到108課綱多元彈性課程的目標。 

學童於故宮複製文物教育展攝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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