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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為家庭觀眾設計的活動外，派對中也有策展人導覽與野望影

展，讓成人觀眾用更深入的形式認識展覽，尤其以影片《骨骼之秘：恐龍

再現》串聯大象與蜥腳目恐龍趨同演化的現象、《小

象寓言》倡議大象保育議題。派對活動最後的驚喜就

是臺北市立動物園的林旺大象布

偶現身，同臺博館吉祥物虎寶一起

與觀眾合照（圖5），讓大家在博物

館帶著滿滿回憶歡送象群特展，同

時期待2019年1月在動物園開幕的

「象足跡 向前進」特展。 

闖關遊戲

DIY大象
白夢璇、易拉、Tatiana

此活動中我們用多餘的館內活動簡訊作為材

料，剪裁、捲起來再黏成大象，兼具環保與創

意。一開始我們擔心小朋友不會使用剪刀、做

出來的可能看不出是大象，以及活動不知道是

否有吸引力？沒想到活動一開始就有一群小朋

友包圍工作桌，搶著領取材料。小朋友的自主

動手能力也出乎意料，每次問：「你需要幫忙

嗎？」他們一定回答：「我會！」接著專心一意地

做自己的大象。他們強大的想像力更令人驚

喜，有些小朋友把它做成水壺提袋，有些甚至

做成皇冠，讓大象真正成為「森林之王」！

闖關遊戲

大象賓果遊戲
柯定郇、梵雅戈、許恬恬

什麼樣的科普遊戲既能讓兒童學習艱澀的古生

物名字、又能讓他們搶著參與呢？當我們在構

思推廣象群演化與多樣性時，反覆唸著展場中

一幅大象親緣演化樹狀圖上各種古象的名稱，

靈機一動想出用賓果遊戲結合此教材。果然活

動一炮而紅，當天大排長龍，更多原本對於演

化生物學感到疏遠的觀眾，藉由參與賓果遊戲

而認識許多已滅絕古象的名稱與形態。

民眾參觀象群特展的心得，並以

其策劃一場微型展示（圖1），讓我

們得以了解幼年觀眾有趣的參觀

體驗，例如有一位小女孩在展覽

手繪圖中首先畫了大象臼齒，接

著才畫了一隻大象把臼齒包起來

（圖2），這是因為她對展覽的第一

印象來自觸摸區的古菱齒象臼齒

化石；另一個小男孩則畫了一隻

大象坐姿背

對觀者、面

對林旺標本，

這可能來自

他坐在木箱

上觀展的經

驗，將自己

化身成一隻觀展的大象以同理展

場的大象。幼年觀眾的創意與想

像力令人驚艷，即便他們來不及

出生在明星林旺的年代，本展覽

是否也製造了他們難忘的童年回

憶、就同你我兒時到動物園拜訪

林旺馬蘭的回憶一般？

上述經驗讓我們意識到觀眾的

回憶也是展覽的一部份，為了在

特展結束前讓

各年齡層的觀

眾都能有難忘

的回憶，我們

推出「帶一隻

大 象 進 博 物

館」派對活動

（圖 3）。派

對入場規則

為出示具有

大象形象的

物品、身著

有大象圖案

的衣物或變

裝成大象即

可獲免票入場，讓民眾也「參與展

覽」，果然活動在臉書一推出便受

到熱烈迴響，當日觀眾不分老少

紛紛攜帶自己的大象物品參加派

對（圖4）。

本次亮點活動是由臺博館外語

導覽學生志工團隊設計多樣的闖

關活動，以下逐一介紹：

金仕謙園長，除了讓大眾更加了

解林旺傳奇的一生，也認識了林

旺身邊臺灣人的故事，因而本展

覽不僅連結人與象，更連結人與

人。然而林旺於2003年過世，許

多年幼觀眾未曾聽過林旺的大名

（於是我們戲稱林旺成為區分不同

世代的關鍵字）。

臺博館暑期實習生潘敬收集了

歡送象群特展―
「帶一隻大象進博物館」派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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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

北市立動物園合作，共同籌辦

「小心！象出沒！」象群特展，其

中，由臺北市立動物園借出的亞

洲象林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由

孫立人將軍自緬甸戰區帶來臺

灣，他的故事串連了臺灣近代歷

史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是臺灣人

兒時記憶的象徵。雖然展覽著重

於科普知識推廣，但如何讓臺灣

人藉由展覽加深與大象的情感與

記憶連結，是教育推廣的重點。

2018年適逢林旺 101歲冥誕，

臺博館推出「林旺 101」系列講

座，邀請孫立人將軍攝影官羅超

群之子羅廣仁、林旺的皮毛標本

製作師林文龍、臺北市立動物園

圖1 臺博館實習生潘敬於象群特展觀眾回饋區

策劃的微型展示

圖2 兒童觀眾將參觀印象

以手繪方式呈現

圖3 「帶一隻大象進博物

館」派對活動

圖4 觀眾熱烈響應派對入場

規則（呂方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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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當天活動精彩花

絮

圖5 觀眾與臺北市立動物園的林旺大象布偶、臺博館吉祥物虎寶一起合照
闖關遊戲

大象知多少

─快問快答
程芝瑜、詹憶琳、鄒圓圓

本關活動以快問快答方式介紹大象生物學知

識。有些孩子在過程中展現驚人的知識吸收程

度，連一旁的父母也驚訝不已；許多幼齡孩童

其實不易理解本活動提出的問題，但父母們仍

樂意陪同孩子在展場中找尋答案。經過本關卡

後，許多孩子很驕傲地告訴父母自己已經學習

許多大象知識，不少家長表示逛博物館變得更

添趣味，不再只是走馬看花。

闖關遊戲

與大象明星合照
趙禹誠、熊國元

當天是三隻大象骨骼標本齊聚一堂的最後一

天，因此特設此關讓觀眾與其合影留念。成人

觀眾普遍熟悉林旺與馬蘭，但是少有人知道現

場展示的是真實骨骼標本而非複製品；另一方

面，小朋友直到這一區才知道林旺和馬蘭曾經

是臺灣動物明星！這也讓活動在一片好奇與驚

呼中畫下了記憶傳承的句點。

最後關卡

集章兌換紀念書籤
黃荷、洪子涵、Camille

本次以集章串連各關卡活動， 完成一關就能

獲得不同的蓋章，於第五關提供回饋心得即可

拼出一隻大象的面貌，並獲得臺博館設計的精

美大象書籤！精緻的大象印章讓小朋友們驚呼

連連，也吸引了集章狂熱的朋友。許多觀眾即

便闖關完成，仍興致勃勃地重複參加前面的闖

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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