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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COVID-19 三級警戒期間，筆者觀察到有發展遲緩及身心障礙幼兒的家庭，

在外出限制及治療活動停擺情況下，家內親子互動及療育增能活動產生大量需求。時博

物館界亦有因應疫情，整合既有及開發居家親子學習資源的趨勢，筆者開始著手與戲劇

治療師合作規劃，將國立故宮博物院（ 以下簡稱為故宮 ）文物融入身體動作發展及感覺統

合活動，先至日間托育早期療育發展中心舉辦課程，後為讓已開發教案效益與教學經驗

延續，陸續與早療通報轉介中心、社區型早期療育資源中心、學前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等

單位接觸，並邀請有早期療育工作經驗的藝術治療師、職能治療師及藝術統合教師、教

保人員合作規劃執行外展服務（outreach program）及館內參觀創作等多元活動。

本文分享筆者與跨專業團隊至日間托育早療機構及社區早療資源中心兩種早療機構

所舉辦的外展活動，針對不同對象需求，結合跨領域師資轉化故宮文物素材規劃活動的

歷程，並思考博物館與特殊需求幼兒及家庭共創正向經驗的潛力。

本文分享故宮以具早期療育需求幼兒及其家庭成員為對象，邀請戲劇治療、藝術治療、

藝術統合、幼兒教保、社會工作等專業工作者合作，設計以文物為核心、促進學前特殊幼

兒動作發展、認知、感官知覺、情緒覺察與調節的藝術陪伴課程。1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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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外博物館近年友善平權服務

為促進文化平權，博物館為特殊需求觀眾規劃

硬體及軟體服務資源，創造友善的參觀經驗，如：

提供視障觀眾觸摸型展品或教具、點字參觀手冊、

口述影像等資源；為聽障觀眾提供手譯服務；為心

智障礙者提供易讀版導覽手冊等；亦有為發展障礙

者及家人提供展廳探索與創作活動，如美國紐約現

代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的「創

造能力」（Create Ability）專案，每個月挑選不同主

題，如：顏色、線條、形狀、攝影、藝術作品中的

臉等，由教育人員在展廳帶領觀眾欣賞多項作品，

充分表達與討論後，運用多元媒材體驗藝術家創作

過程；又如美國水晶橋藝術博物館（Crystal Bridges 

Museum of American Art），與阿肯色大學（University 

of Arkansas）合作，為神經多樣性兒童（neurodiverse 

children，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學習障礙、妥瑞症

等）規劃「營隊連結」（Camp Connect）日間課程，

鼓勵學員運用藝術材料創作與表達，並與同儕溝

通交流。

在國內，十三行博物館及鶯歌陶瓷博物館規劃

「早安博物館」專案，為自閉症類群障礙、發展遲緩

及身心障礙觀眾與陪伴者提前開館，於戶外園區及

室內休憩、聆聽導覽。前者結合外部團隊開發音樂

欣賞、牙齒保健、治療犬互動、餅乾製作等體驗活

動（馬元容，2020）；後者則結合陶藝創作課程。世

界宗教博物館規劃「小天使專案」，邀請國小資源班

及自足式特教班學生，參觀該館「愛的森林─尋找

奇幻獸」兒童生命教育館，透過視、聽、觸、嗅、

動覺等多感官遊戲體驗與探索，體會愛的感受（陳

素華，2009）。國立臺灣美術館則是針對在地社區的

幼兒園大班泛自閉症幼童，與藝術治療暨諮商心理

師合作，規劃參觀「跟著線條去旅行」教育展，引

導欣賞作品及表達感受，而後進行彩繪、裝置藝術、

攝影及意裝扮等團體藝術創作（吳麗娟，2016）。

故宮亦長年舉辦「跨越障礙•觸摸美麗」活動，

提供身心障礙團體口述影像及觸摸導覽參觀服務，

同時整合點字參觀手冊、觸覺地圖、口述影像語音

導覽及動畫影片等，讓視障觀眾自主選擇（林質安，

2021）；此外，故宮亦與藝術治療師及戲劇治療師

合作規劃智能障礙者藝術創作活動，開發易讀手冊，

引導智能障礙觀眾參觀展覽（葉家妤，2020）。

（二）特殊需求幼兒

本文所提及之特殊需求幼兒，是指《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 9條明訂在認知、

生理、語言、溝通及心理社會發展或生活自理技能

等方面，有疑似異常或可預期發展異常現象，並經

評估確認，發給證明之 6歲以下發展遲緩兒童，如：

自閉症、肢體障礙、視覺及聽覺障礙等（盧明、柯

秋雪、曾淑賢、林秀錦，2020；林雅容，2021）。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 2021年數據，臺灣目前發

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服務個案數為 26,392人，其中

尚不包含未被診斷及通報可能具發展遲緩傾向的兒

童人數。

1 　 �本計畫感謝戲劇治療師蘇慶元、故宮導覽志工蔡佳玲、藝術統合教師張凱越與謝宜蓁、藝術治療師郭韻筑、諮商心理師林昱芳共
同設計課程，以及文中兩個機構的主任、督導、組長、社工、教保老師與學員家長的投入，和孩子們共創有品質的相伴時光。

二、博物館與特殊需求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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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英國物理治療師Veronica�Sherborne所創立的動作教育模式，從觀察母嬰互動中發展出三種關係遊戲：涵容、對抗與分享，協
助個案在遊戲中使用身體、探索空間、發展自我與建立和他人的關係。詳參蘇慶元（2018）。戲劇治療應用於特殊教育的七種介入
模式。桃竹區特殊教育，31，7-19。

早期療育是為了預防或彌補影響嬰幼兒發展的

不利因素，由社會福利、衛生、教育等專業人員共

同合作，提供 0至 6歲之發展遲緩、身心障礙、高

危險群兒童及其家庭必要的治療、教育、諮詢、轉

介、安置等直接或間接性的支持服務，以增進嬰幼

兒發展。服務模式可分為中心本位服務（如日間托

育或時段療育的身心障礙或早期療育福利機構、醫

療院所、學前特殊班級等）、家庭本位服務（到宅

療育服務）、醫院本位服務（長期住院接受醫療復

健）、學校本位服務（幼兒園的融合情境）、混合

服務（混合以上模式）（盧明等，2020；林雅容，

2021）。本文所介紹的故宮藝術陪伴課程，則是與

提供中心本位及家庭本位服務的機構合作。

自 2018年起開啟的故宮藝術陪伴計畫，以文

物為核心結合實體（如複製文物、教具）與數位（如

多媒體互動設備、影片）教育資源，並與跨專業團

隊合作，共同為多元對象客製行動課程。服務對象

包含偏鄉離島小學及幼兒園師生、社區民眾、兒少

安置機構、中介教育學校及矯正中學特殊境遇少

年、安養院長者等。單次課程以一件或一組主題文

物為題，與現代生活及在地文化連結，學員在認識

文物及連結生活經驗之外，同時體驗至少一種創作

方法或活動形式，從中練習觀察探索與自我表達。

2021年起，因應目標對象─早療需求幼兒─

較受限的認知、口語及動作發展能力，筆者將課程

中的數位元素比例降低，以實體複製文物作為主要

運用素材；文物溝通詮釋的部分，則以文物圖像轉

化身體動作，或以文物材質連結感官體驗與情緒辨

識。除了邀請具豐富早療工作經驗的戲劇治療師、

藝術治療師、諮商心理師合作規劃課程，亦邀請故

宮導覽志工、藝術統合教師及幼兒教保人員，分別

就其文物解說、肢體創作與媒材運用，及幼兒照護

等專業共同執行活動。課程並非強調治療性，而是

鼓勵口語能力較弱的學員藉由表達性藝術治療的工

作方法引導其非口語性的表達。同時，透過肢體遊

戲及藝術創作，促進家庭成員與早療需求幼兒的正

向互動。以下將分別介紹與戲劇治療師、藝術治療

師以及諮商心理師於日托早療機構和社區早資中心

合作的內容。

（一）促進動作發展及多元感官體驗─日間托育

早期療育福利機構

2021年 8月起，筆者透過戲劇治療師接觸其長

期服務的日間托育早期療育福利機構，該中心所收

對象為 2至 6歲具語言障礙、動作協調障礙、自閉

症、發展遲緩及合併多重障礙等中重度障別學員。

因學員多數較無口語能力、認知程度較弱、行動能

力各異，因此個體差異性大。

三、故宮藝術陪伴計畫早期療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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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規劃初始，筆者以較貼近學員的生活經驗，

如親子互動、遊戲、童玩等主題來挑選應用於課程

的文物，並以動物或人物互動文物圖像，如子母

猴、玉人與熊、馬上封侯等作品，對應戲劇治療師

長期推廣的夏邦發展動作（Sherborne Developmental 

Movement）2中涵容、對抗與分享的概念，使連結

文物圖像的身體動作設計有理論架構支撐，且對學

員的親子依附及信任關係產生助益。

討論過程中，治療師指出學員們的象徵能力未

成熟、連結能力較弱，以文物視覺意象預設的課程

架構與審美經驗，可能無法被學員感知，建議聚焦

於感官知覺與身體遊戲來挑選適合物件，文物選件

則以可觸摸質感的立體作品為佳。故除上述作品

外，筆者另挑選造型與觸感特殊、顏色鮮豔、人物

表情豐富與動作明顯且已有複製品的器物，初步列

出清單後，再由戲劇動作治療師針對課程需求進行

二次選件及課程設計。屬平面畫作或無複製品的文

物，則以大型圖面輸出與簡報播映畫面輔助。

課程初步架構確立後，故宮邀請該中心主任與

社工針對內容與形式提供建議，中心期待課程內容

除了身體遊戲，仍能融入創作活動以增加學員親近

藝術的經驗，故筆者與治療師再邀請藝術統合教師

加入團隊，課程定調為身體遊戲結合藝術創作。除

了故宮團隊，並有隨班教保老師協助執行活動，使

整體師生比接近一比一，學員可在課程中獲得充分

協助。課程共 6堂，每次執行兩個班級，每堂課進

行約 40分鐘，包含暖身活動─模仿文物圖像的「身

體遊戲」，及主活動─與文物連結的多元感官「活

動體驗」或「藝術創作」，形式與內容摘錄概述如下：

1.   身體遊戲：以學員熟悉的暖身歌曲開啟上課

模式，運用簡報或大型輸出，引導學員觀察

文物圖像中主角動作，模仿其姿勢，如：母

猴子猴互相擁抱、手持不求人搔背（圖 1）、 

小貓在母貓腳下穿梭、騎馬、人熊互推 

（圖 2）等。

圖1　戲劇治療師示範模仿「清　黃楊木雕搔背羅漢」，
引導學員以不求人搔背，增加背部刺激感知

圖2　帶領學員觀察「清　玉人與熊」（圖右側）的動作後，模仿人
熊互相對抗的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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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元感官活動體驗：搭配實體複製文物，引導

學員觀察及觸摸複製品，並連結生活經驗中

對應的物品及材料，增加多元感官刺激，如：

(1) 視覺：觀察文物圖像及其所對應的真實形

象，如猴子、馬、鳥類照片；收集不同樹

葉，請學員辨別何種接近茶葉罐上的裝飾

圖案（圖 3），用與茶葉罐外型相似的奶粉

罐照片解釋容器的概念，在引導視覺辨識

同時嘗試連結認知概念。

(2) 觸覺：讓學員觸摸玉、瓷、銅、木、毛筆、

銅胎琺瑯等不同質材複製文物，增加觸覺

體驗多元性；提供現實生活對應物品，如

用毛筆當觸覺刷、讓孩子抓握翠玉白菜複

製文物，再以外型相似的娃娃菜，進行剝

撕葉片的練習等（ 圖 4）。

(3) 聽覺：敲打不同音階的小型銅製編鐘，

創造聽覺經驗；聆聽貓、猴、馬等動物真

實叫聲。

(4) 嗅覺：在茶葉罐口嗅聞罐裡茶葉、或是聞

菜葉及苦瓜撕剝後的味道。

(5) 空間與肢體動覺：以紙箱比擬多寶格的不

同空間，讓孩子在箱體連接的通道中爬行

穿梭（圖 5）。

3. 多元感官藝術創作：運用不同媒材創作文物

上的圖案，並透過拍打拓印、按壓輕黏土（圖

6、7）、用吸管吹食用色素或捏、敲滴管擠出

顏料等方式，增加學員觸覺經驗及訓練手、

口部的精細動作。

圖3　收集不同樹葉，請學員觀察哪一種和「清　康熙　青
花竹葉紋茶葉罐」上的圖案相似（活動設計：蘇慶元）

圖4　觀察觸摸翠玉白菜複製品後，提供學員外型相似的娃
娃菜，練習剝撕葉片（活動設計：蘇慶元）

圖5　以紙箱比擬多寶格（圖片左上方螢幕展示）的不同空
間，讓孩子在箱體連接的通道中穿梭爬行（活動設計：
蘇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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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堂課程結束後，筆者提供當日活動引導單與

主題文物拼圖（片數為 2至 4片）讓家長攜回，親

子可在閒暇之餘重溫活動內容，並透過拼圖進行視

知覺與手眼協調的練習，引導單中建議了圖像觀察

重點、提問內容、文物概介及家內可進行的親子互

動遊戲。同時，筆者也於通訊軟體群組中分享上課

影像與說明文字，讓家長瞭解當日上課內容，家長

亦多有正向回應。該中心亦搭配部分課程內容，由

教保老師在平日帶領學員進行與前一週課程主題相

關的創作活動，延續學習效益。

（二）�促進家庭成員正向互動與藝術媒材體驗�

─早期療育社區發展中心

完成上述日照型早期療育發展中心系列課程後，

故宮與其他早療機構分享將文物素材轉化為發展遲

緩及身心障礙幼兒適用學習資源的嘗試，陸續接獲早

期療育社區資源發展中心的洽詢，希望故宮針對社區

在地 4至 6歲早療兒童、照顧者及手足設計課程。

家有發展遲緩及身心障礙兒童的成員，多有正

向互動、情緒調節、親職增能等需求，因此筆者邀

請藝術治療師、諮商心理師、善於將文物連結生活

經驗的故宮導覽志工共同規劃課程，並請合作機構

多位社工參與試教，針對課程形式與流程提供建議。

筆者初步先選取貼近生活經驗（如母子擁抱、

手足遊戲、喜怒哀樂等情緒）的文物，希望藉由故

宮文物圖像連結家內日常活動，引導親子進行肢體

遊戲與藝術材料探索，增加學員與照顧者、手足間

的互動與多元感官體驗，鼓勵在創作中呈現獨特的

圖6　引導學員觸摸「明　景泰　
掐絲琺瑯番蓮紋盒」複製
文物，透過觸摸感受冰涼
質感及表面紋路

圖7　以毛根比擬掐絲琺瑯中的金屬輪廓線，再用輕黏土代
表琺瑯釉料填塞空處，讓學員練習手部精細動作（活
動設計：蘇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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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內互動風景。開課期間因疫情嚴峻，課程從實體

改為線上互動，由家長陪同協助引導，每堂課進行

約 1.5小時，包含「文物圖像觀察」、「媒材探索」、

「遊戲互動」及「藝術創作」，兩項課程簡述如下：

1.大手小手來話畫

以故宮子母猴、母親與孩子互動等文物圖像（圖

8）作為開啟課程主題的引子，接著運用彩色筆、

毛根、毛線、粉彩條等材料，邀請親子使用這批材

料為彼此丈量身體，覺察不同個體外型的差異，同

時體驗不同媒材質感與觸摸感受。接著，再觀察文

物圖像中的親子互動姿態與遊戲活動，引導鏡頭前

的家長孩子玩線上躲貓貓（親子共同躲到視訊視窗

外）（圖 9）及紙上鬼抓人遊戲。最後，畫下彼此的

手與臉，運用紙絲、毛根、亮片、棉花、不織布、

毛線、羊毛氈、毛球、蠟筆、彩色筆、粉彩條、色

紙等多元藝術材料裝飾及塗色，記錄親子間當下的

互動與心情。

課後有家長回饋，母親抱著孩子的文物圖像貼

近其平常和孩子一起互動的情景；亦有家長提及課

程觸發了孩子的興趣，想到故宮看一看。而線上課

程的形式通常較難吸引孩子持續專注，但本次學員

幾乎全程參與並樂於運用不同材料創作，足見家長

的支持與引導的用心，與孩子參與程度成正比。

2.我的心情多寶格

為連結學員日常生活經驗，筆者在課程討論初

始提出兩個方向，一是從故宮多寶格中層層的盒櫃

箱屜延伸家內空間設計，二是透過文物圖像中的人

物表情姿態，引導辨識、覺察，進而探索相對應情

緒的調節。對此，藝術治療師建議可將兩者做連結，

並提醒觸摸不同材質複製文物所引發的感受，亦可

用來連結、協助辨識與覺察情緒。此外，每個人在

家中不同空間所產生的感受，亦是課程可觸及議題。

課程一開始，導覽老師介紹故宮「清　乾隆　

紫檀多寶格方匣」（圖 10），觀察工匠精湛的手藝

與為皇帝珍玩量身設計收納空間，並分享許多現代

家庭中的冰箱、工具箱、梳妝盒與多功能櫥櫃以及

孩子的玩具箱照片，揭示身邊也有許多具空間設計

巧思的家具物品。

除了外在實體收納空間，課程亦希望探及人們

內心「收藏情緒的多寶格」。藝術治療師及諮商心

理師請學員觀察「清 黃楊木雕搔背羅漢」動作與表

情，邀請親子為對方搔癢，體會舒服愉悅的感受；

再觀察畫家丁衍庸筆下的鍾馗臉上表情是否為生

氣，討論可能原因及練習舒緩怒氣的方法，如撫摸

藝術材料中的棉花，或是撕紙、畫畫等。因轉為線

上課程之故，無法讓學員直接觸摸複製文物，僅能

透過觀察文物圖像來連結情緒，講師請學員將代表

他們特定情緒如開心、生氣、難過、害怕的文物圖

片摺成立體紙柱，放置在家中有類似感受的角落。

接著，再選取不同的藝術材料，針對特定情緒進行

創作，在小紙盒中搭建容放情緒的安全堡壘。

皇室珍玩需要打造量身空間收藏，每個人也需

要在心中尋找適切之處安放情緒。在課程中，發展

遲緩兒童藉由圖像觀察練習情緒辨識及覺察，並運

用具象材料表達內在抽象情緒，親子在體驗藝術活

動之際，也練習了情緒安撫等療育技巧。因疫情不

得已轉線上的課程，藉由網路的無遠弗屆，使文物

意象有了走進家裡並與家內空間產生連結的可能

性。亦有家長提及本次課程設計正好呼應孩子近期

的早療內容，可協助孩子再次練習描述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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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母子相關文物圖像。左：「宋　易
元吉　子母猴」（局部），右上：

「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西洋母
子鼻煙壺」（局部），右下：「清　
乾隆　銅胎畫琺瑯課子圖鼻煙壺」

（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　提供）

圖9　從「清　乾隆　琺瑯彩課子圖碟」
延伸的線上躲貓貓遊戲（活動設
計：郭韻筑、林昱芳）（上圖由國
立故宮博物院　提供，下圖為筆
者擷取線上活動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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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享故宮針對不同對象的日常需求，與跨

專業工作者合作，從不同角度切入應用故宮文物素

材的藝術陪伴課程。在日照型早療發展中心的系列

課程裡，所收學員為 2至 6歲之中重度障礙幼兒，

個體認知程度較弱、語言能力不一，且多有觸覺防

禦情形，故將課程聚焦在身體經驗，以故宮文物

圖像動作姿態引導學員練習粗大動作（gross motor 

skills）與認知學習嘗試，再由複製文物所引發的感

官知覺，連結需要運用精細動作的創作與體驗活

動，促進學員感覺統合。此外，考量家長的正向參

四、比較、分析與小結

圖10　�「清　乾隆　紫檀多寶格方匣」（國立故宮博物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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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有助於特殊需求幼兒能力發展，故宮在課後與家

長分享活動內容、對話引導、互動遊戲、情緒覺察

與調節的方法，使活動在家內環境中有延續的機

會，更期待友善愉悅的課程氛圍，讓家長未來能帶

著孩子到故宮進行下一步探索。

在社區型早療資源中心的單次型課程中，主要

招收對象為4至6歲發展遲緩幼兒及其手足與家長，

課程則聚焦在建立家庭成員互動的正向關係，選取

與日常生活中可對應的故宮文物圖像作為引子，引

導家庭成員進行肢體互動遊戲，或從圖像觀察與活

動中增進對情緒的辨識覺察與調節，探索多元藝術

材料與進行創作，藝術治療師及諮商心理師並分享

運用藝術材料安撫情緒的技巧。

在與不同領域工作者交流及與早療需求幼兒的

工作過程中，筆者對於促進特殊需求對象的博物館

參與樣態及方法，得以持續摸索、學習與修正。透

過跨專業合作，協助特殊需求幼兒動作發展、感覺

統合，藝術媒材探索與感官調節，嘗試非語言性的

表達與創作。機構社工協助課程團隊事前了解學員

及家庭背景，教保老師於課中協助團隊與學員建立

關係及課堂狀況排除，使課程順利進行。此外，戲

劇治療師、藝術治療師、社工及教保老師為個案能

力狀況進行個別化設計以及「以家庭為中心」的工

作方法，更協助深化了「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博物

館學習趨勢，並提醒從業人員博物館潛在家庭觀眾

更多元的樣貌。

一般博物館幼兒教育活動多以典型發展幼兒為

目標對象，較少將學前特殊需求幼兒列入常態活動

對象，筆者分析原因可能包括：學前特殊幼兒可參

與的形式較受限、單次活動須動員大量人力及物力

資源、活動效益不易評量，而博物館從業人員對此

類社群需求的陌生，及博物館整體環境較難提供特

殊需求幼兒心理安全與專業生理照護，亦是原因之

一。在社會文化參與權平等及重視兒少權益的今

日，面對觀眾的多樣性，博物館可透過跨專業合作，

增加文物應用的潛能；同時，透過多元教育活動提

供特殊需求團體支持性資源，促進正向互動與理

解，反映了博物館在當代的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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