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館外的延伸教育——
打開「認識氣候變遷」學習資源箱
Museum Outreach Education:
Open “Understanding Climate Change” Resource  Box

博物館所提供的社會服務，除了將博物館的資源運用於館內，
開發展示或教育活動，讓觀眾前往參與外，近幾年來，也逐漸重視
資源的延伸，主動出擊，將各項服務延伸至館外，分享給學校甚至
於社會大眾。博物館延伸服務中，「外借服務」為民眾直接接觸博
物館物件資源的方式，而資源箱或稱為教具箱，是博物館外借服務
當中的型態之一。本文以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自行開發設計的「認
識氣候變遷」學習資源箱為例，了解科工館如何利用「氣候變遷」
常設展示廳的內容及物件，設計規劃學習資源箱，將博物館資源延
伸至學校，提供多元教材，輔助教師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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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紀的博物館，如果還只停留在經營這
個「館」 四方大小的空間，是難以回應廣大觀
眾的需求，為了使博物館眞正落實為大眾享有的
社會機構，讓他們了解與接收博物館的資源，除
了在館內舉辦展覽與教育活動，也逐漸重視資源
的延伸，將資源帶向館外，使社會中多元的觀眾
類型皆可以享有文化教育的資源，進行所謂的館
外延伸服務（Outreach service）。因此，延伸
服務這項概念，陸續分別由不同的學者提出，但
大家的目標都是希望能夠擴大博物館的功能。

博物館「延伸服務」的名詞最早是由美國大
都會博物館 Henry Watson Kent 在 1905 年提
出。Hooper-Greenhill（1994）將博物館的「延
伸服務」分為三類，包括外借服務、行動博物館
和學校與社區內的工作坊。

博物館的延伸服務

Talboys 則將博物館的延伸服務分為「直接
服務」與「間接服務」兩類，直接服務會在博
物館以外的環境中執行，與使用者直接接觸的
情況，例如 : 演講、到校服務等，間接服務是由
博物館設置與管理，與使用者之間的聯繫層面較
少，服務型態包括資源出借、行動博物館等。

博物館推出的諸多延伸服務是為了實踐社會
教育機構的責任，提供大眾終身學習的場域，並
實現大眾平權，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簡稱
科工館）近幾年進行相當多的延伸服務，例如 :

菸害防制行動展示前進高中職學校、奈米科技離
島半島巡迴展等，都是期望減少城鄉之間的資源
差距，或是提供學校教師與學生學習上的補充教
材，對學校團體進行教育推廣，讓學生能夠在非
博物館的場所也能接觸博物館的資訊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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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boys 認為博物館的外借服務提供民眾使用博物館物件，
透過觸摸、觀察、檢視的動作，獲得第一手學習經驗。博物館外
借服務的相關文獻以國外案例較多，甚至有博物館為了外借服務
的發展另外設立機構，專門研發由博物館蒐藏與研究所延伸的教
材與課程，訂定明確的借用方案，提供學校與民間團體使用。

 博物館外借服務的理念是源自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與學習理論，透過「動手做」和
「經驗」來學習，利用實物教學的方式，讓學生
使用博物館的物件，獲得實際操作的經驗，以實
物提升建構知識的能力，並增加自我導向學習的
效能，達到教育的目的。

英國萊斯特郡的館外服務有悠久的歷史與傳
統，其自 1930 年設立資源箱出借服務計畫起，
一直致力於各項館外服務，以提供各級學校多元
豐富的博物館資源。而臺灣從 1999-2000 年之
間開始有博物館將展覽、蒐藏品與相關研究發展
為具體教材與教具，並以資源箱型式進行推廣，
多以借給學校為最多，提供教師與學生以正式課
程搭配使用。

博物館提供外借的資源分為三大種類，第一
類為「紙張」：如活動建議、學習單、海報；第
二類為「實物」：如標本、藝術品、模型、複製品；
第三類為「輔助視聽器材」：如影片、照片。

而 Talboys 則將博物館外借服務的進行方
式，分為兩種，一種為「拼湊組合型」的借貸材
料，使用者可以在所有出借性的館藏品中，自由
搭配，主要是由使用者來選擇。另一種為「特定
主題的組合方案」。由博物館針對特定主題或者
展示的內容，進行前置規劃研究、訂定目標觀
眾，再選出適當的物件供借用，後者因為便於管
理因此較為常見。

許多博物館以開發設計資源箱作為推行外借
服務主要的營運項目。資源箱或稱為博物館箱、
探索箱、教具箱、教材箱，其設計與規劃多以常
設展示或專案計畫所延伸的教育活動為題材，以
博物館蒐藏品或展覽物件為主，並搭配開發教具
或教材使用。內容可包括圖片、影片、物件複製
品或原件、活動學習手冊、學習單等，大多數為
中小學教師和學生所設計。

外借服務

理念與發展 分類與進行方式

資源箱

博物館延伸服務中，以「外借服務」

為民眾直接接觸博物館物件資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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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氣候變遷」
學習資源箱內涵

前面定義了博物館的延伸服務，外借服務進
行方式及資源箱的要素，接著透過科工館自行開
發設計的「認識氣候變遷」學習資源箱為例（以
下簡稱本資源箱），了解設計內涵、目標、外借
模式及成效與回饋。

為加強本館與學校聯繫合作，推廣延伸氣
候變遷展示廳的效益，教導學子以地球公民角度
思考所肩負的環境責任，本資源箱係利用該展示
廳的內容來開發，提供予高雄及臺南國小學校借
用，透過溫室效應教具組及兩款桌遊活動，以實
際動手操作讓學習者對此議題產生興趣，進而認
識溫室氣體與理解溫室效應。

圖 1 / 「認識氣候變遷」學習資源箱

圖 1 / 「認識氣候變遷」學習資源箱

設計概念

設計目標

本資源箱設計主軸是以讓地球變熱的最主要
原因「溫室氣體」切入，透過「建構知識」及「利
用知識」兩步驟，讓學習者了解與溫室氣體相關
的各項主題，概念架構如表 1。

透過「動手做」和「觀察」來學習，讓學習
者使用博物館的物件，例如 : 圖卡、模型及實驗
組，帶領其了解溫室氣體與溫室效應，進而認識
影響「氣候變遷」的原因與對地球環境造成的影
響。從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價値
觀等三方面來進行整體設計，達到教育目標。學
習目標見表 2。

使用對象

使用對象是國小三年級以上學童，其課程內
容與學習程度依據教育部 2018 年課綱所示，係
屬「自然科學」學習領域，深究其學習領域課題
涵括「自然界的組成與特性」、「自然界的現象、
規律與作用」及「自然界的永續發展」，統整與
主題相關的概念、技能，藉此培養學童科學認
知、探究能力及面對科學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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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認識氣候變遷」學習資源箱學習目標

表 1 / 「認識氣候變遷」學習資源箱設計架構

認知

學習目標

技能 情意

認識氣候變遷

地球變熱了

建構知識

溫室氣體 產生途徑 溫室效應 實驗活動 桌遊競賽

知識利用

能知道地球升溫對氣候變遷的影響。
能認識溫室氣體產生的途徑及所造成的溫室效應。
能了解人類面臨氣候變遷的挑戰與因應。

如何以實際行動來幫助地球
減緩二氧化碳及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

體認到地球及環境正面臨到的危機與
挑戰，引發關心、愛心與同理心。

912020  TAIWAN NATURAL SCIENCE  VOL.39 (1)



資源箱主題內容 A. 溫室效應教具組

1. 二氧化碳分子模型組
2. 二氧化碳特性紙卡
3. 溫室效應實驗組 + 操作組裝解說圖

1. 遊戲紙牌
2. 遊戲說明卡
3. 溫室氣體產生途徑表

B. 桌遊

Catch you 溫室氣體

1. 遊戲規則說明卡
2. 保衛冰家園棋盤

C. 桌遊

北極熊抓西歐兔保衛家園

表 3 / 「認識氣候變遷」學習資源箱主題內容說明表

4. 計分卡
5. 三色磁鐵
6. 溫室氣體布偶

3. 北極熊棋子
4. 六角形拼圖

4. 溫室效應說明版
5. 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途徑樣本

6. 再生能源小道具
7. 自製溫室效應實驗紙卡



圖 3  臺南市復興國小透過桌遊了解行動愛地球的方法

圖 2  高雄市六甲國小學生透過組裝 「溫室效應教具組」來觀察

並認識溫室效應

本資源箱於 2016-2017年免費提供臺南市、
高雄市的中小學外借服務，一校一次借用期為三
個星期，來回運送費用由各校自行負擔，一年期
間扣除寒暑假共 13 個學校借用，服務 1,526 位
學生，搭配的課程包括自然、防災宣導及環境教
育等，許多學校會分齡使用這套資源箱，高年級
的部分多使用「溫室效應教具組」透過實驗來觀
察學習溫室效應，中年級則以桌遊來寓教育於遊
戲當中，了解地球升溫對氣候變遷的影響。

成效與回饋

教學流程

採用不織布布包來裝載物品，內容包括：溫
室效應教具組、Catch you溫室氣體桌遊（2套）、
北極熊抓西歐兔保衛家園（2 套）、物件淸冊、
教師手冊暨教案及使用紀錄單，其中溫室效應教
具組係由七個小教具串連，搭配圖卡、模型、實
驗套組：自製溫室效應實驗來操作與教學，再搭
配自行開發的桌遊，從遊戲中來進一步認識溫室
氣體及行動愛地球的方法，進而對氣候變遷議題
產生認知與關懷。詳細內容如表 3。

先由溫室效應教具組建構基本知識，透過動
手實驗來認識二氧化碳及溫室效應，然後，再分
組讓學童參與兩套桌遊，從遊戲中了解溫室氣體
從哪裡來和節能減碳的方法。

另外本資源箱中還提供一項回家作業－－
自製溫室效應組方法的實驗紙卡，讓學童將教室
所學到的知識延伸到家裡，邀請家長一同進行實
驗，利用小蘇打粉和醋產生二氧化碳，來觀察與
比較增溫效果，得出的結果在下一堂課，由教師
進行討論與分享。

資源箱內容

本資源箱中除了教具及教師手冊暨教案外，
還附上使用紀錄單，請教師塡具使用狀況、心得
及學童學習情形，這也是每個學校教師借用本套
教具後必須撰寫的紀錄表，在資源箱歸還科工館
時一併附上。為了了解各個學校使用情形，筆者
依據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研究中心 Hooper-
Greenhill開發的通用學習成效五大構面（Generic 

Learning Outcomes, GLOs），依關鍵字編碼分
類使用紀錄單裡 38 筆教師使用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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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級學生透過教具，能初步認識溫

室氣體的產生方式，並了解何種行為會造成

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

「學生在使用兩套桌遊時，前兩回合都

還興致勃勃，為持續樂趣，後來幾位學生還

改變了遊戲方式來增加趣味性。」

通用學習成效的五大構面

增進知識與

理解

增進技能

態度或價值觀

改變

愉悅感、啟發

與創造力

行動與行為的

轉變

學習事實或資訊

指「如何去做哪
些事情」，指事
情所得經驗結果

態度或價値觀可以
由學習者發展為本
身學習的一部份

透過參與，被啟發
出創造力、靈感與
愉悅感

在工作、學習、
家庭等生活上的
改變

表 4 / 通用學習成效的

五大構面主要內容摘要

「高年級學生因自然課上有操作溫室氣體
教具，對溫室效應的印象更為深刻。」

「從主動的實驗反覆操作上，學生對可減
少溫室氣體的作法有更深刻的印象。」

意見當中出現「了解」、「認識」、「樂趣」、「改變遊戲方式」等描述，與學習事實、啟發創造力、產生愉悅感相關。

通用學習成效的五大構面包括 :

增進知識與理解、增進技能、態度
或價値觀改變、愉悅 / 啟發 / 創造
力及行動與行為的改變，構面所對
應的主要內容摘要如表 4。

從各校使用紀錄單中發現「增進
知識與理

解」及「愉悅感、啟發與創造力
」是最多教師

著墨的意見，例如 :

不少紀錄單寫到「操作教具」而得到「深刻印象」，與增進技能中提到的「『如何去做哪些事情』，指事情所得經驗的結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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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博物館協會 (AAM) 在 1992 年的年會中提出公共關係與
活動已成為博物館的重點發展，且博物館的教育角色和內涵需更加
拓展，並要意識到提供更多元化的活動，以擴大社會服務的重要性。

透過博物館外的延伸教育，將觸角拓展到各個階層的民眾，讓
無法到館的他們，也有機會了解與接受博物館資源，是博物館的社
會責任，也是使命，而博物館豐富的展示、彈性的場域、多元的觀
眾，實有足夠的潛力及能量，因應不同的場域與特色，發展出各種
教育活動，發揮其多元學習的功能，使社會中多元的觀眾類型皆可
以享有文化教育的資源。

科工館以展示廳的內容設計活動資源箱，再以外借服務的方式
借給學校，打開大門，開放資源，以期能和更多不同學校建立長期
夥伴關係，教學相長，創造新的學習服務。從科工館的立場來看，
將博物館的教具、物件及材料送至學校，增加師生對博物館的認識
與利用，使他們因為用了這套資源箱，提高了來參觀博物館的興趣
和教育效果，而對科工館的展示教育人員而言，透過開發設計的過
程及借用單位的回饋意見，進一步充實及改善館內的教育活動，是
一舉數得的事。

本文彙整之資料期能提供教育設計者，在系統規劃博物館教育
活動時的參考，透過分享與共享，專業分工發展出更多有特色的教
育活動，提供大眾有趣、具脈絡性的學習環境，擴大教育的實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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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桌遊遊戲中設計了北極熊造型的棋子，而該遊戲的主題是
找出正確的節能減碳行動，來保護北極熊的家，因此回饋意見出現
「懂得為保護北極熊盡一份心力」的字句敍述，可以看出教師們因
執行本資源箱的活動，讓學童因為學習而觸發對事物的情意關懷，
正與通用學習成效中的「態度或價値觀改變」貼近。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借用學校對於本資源箱的使用都感到滿意
且頗獲好評，確可以輔助學童課堂上相關議題學習的多樣性，此外
教師也反映其他改進意見，例如 : 可以多增加教案操作手冊影片、
借用期延長及數量增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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