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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目前台灣有許多博物館，提供許多以前的珍貴的文物，供我們閱覽並了解以前的生

活方式及日常用品，讓我們知道以前和現在科技的差異，傳統的博物館在國家的經營下，

館藏豐富已經頗具規模，面對今日多元化的社會應該要有嶄新的規劃及設計，才可符合

現代人民的需求。身為學子的我們，各式各樣新穎數位化的博物館，圍繞在我們身邊，

面對如此豐富的館藏，在我們課業學習的過程中，我們又實際運用了多少呢？我們就針

對博物館跟我們學生之間的關係，進行追蹤與探討。 

 

二、研究方法 

 

    （一）問卷調查與分析 

    （二）小組討論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博物館在文物保存與歷史傳承的功能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依據中華民國博物館

學會「2007 年國內博物館類別、數量、縣市分布統計資料」，目前國內有五百八十二院所博

物館，可說積極營造全方位的社會學習資源。博物館一直是「「「「一處保存與詮釋歷一處保存與詮釋歷一處保存與詮釋歷一處保存與詮釋歷史及文化史及文化史及文化史及文化

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的地方，，，，不但是人類昨日不但是人類昨日不但是人類昨日不但是人類昨日、、、、今日與明日的連結橋樑今日與明日的連結橋樑今日與明日的連結橋樑今日與明日的連結橋樑，，，，也是世界過去也是世界過去也是世界過去也是世界過去、、、、現在與未來的調和色盤現在與未來的調和色盤現在與未來的調和色盤現在與未來的調和色盤。。。。」」」」

（梁光余，2006）如此重要得社會資源，和其發揮的效能與在學校扮演的角色，是否相互一致，

是本文所要探討的。 

 

二、問卷調查說明： 

 

    「調查問卷」的設計，我們請教了老師並與同學交談，盡力讓我們所設計的題目與選項，

發揮對我們研究主題的探究效力，將我們設計問卷的著力點與思考切入點，說明如下： 

 

    (一)調查背景說明：利用本校有普通科與職業類科之有利條件，分科調查探討。期在

交叉比對中，探討不同科別的同學，運用博物館的情形是否也有所不同。 

 

    (二)調查方向與設計： 

 

       國內有這麼多博物館，我們很想知道，到底高中生是否經常使用？高中生較喜歡

或較常參觀的博物館是那些？所以設計了參觀時間與參觀博物館的種類；我們也很

想知道什麼樣的博物館設計是高中生所喜愛的，於是我們在最後設計了一題「博物



博物館就在我們身邊 

 2 

館的設計與功能」，希望能探知些許輪廓。 

 

    (三)第三、四、五題計算比例時，分母的群體是以全班人數（全體總數），或是要扣掉「從

來沒去過」的人數，我們討論結果，其中第三、四題決定採以全班人數（全體總數）

為分母群體，我們覺得，我們各項問卷的研究，要看到的是在全體中所占的比率，而

非只在局部有去過博物館同學之中的比例。至於第五題，則分母群體數以「去過博物

館」的同學來計算，因「從來沒去過博物館」的同學若要勾選細項，較無法精準抓住

對博物館設計的需求。 

 

    (四)統計數字，先以表格呈現，再以長條圖比較分析，只有第四題「同學們去過的博物館」

的分類統計，資料較多也較複雜，故僅以表格呈現。 

    

    (五)分類依據：以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的分類原則為依據。 

 

三、調查資料統計與分析：至各科[進行問卷調查後所收回的資料，我們加以統計製表，進行

分析。 

 

    (一)針對第一題「你大約多久去參訪博物館一次？」的討論與分析 

 

    (表一)各科參訪博物館時間頻率表 

科別 
普通科 

51 

資料科 

32 

資訊科 

43 

汽車科 

34 

電子科 

46 

跨科總計

206 

人數/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一個月         1 2.3% 1 2.9％     2 1.0% 

半年 2 3.9%     2 4.7% 1 2.9％ 2 4.3% 7 3.4% 

一年 2 3.9% 1 3.1% 1 2.3% 2 5.9% 2 4.3% 8 3.9% 

二年     1 3.1% 2 4.7%   0.0%   0.0% 3 1.5% 

不一定 38 74.5% 29 90.6% 21 48.8% 22 64.7% 33 71.7% 143 69.4% 

從來沒去過 9 17.6% 1 3.1% 16 37.2% 8 23.5% 9 19.6% 43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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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各科參訪博物館時間頻率比例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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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綜觀各科兩年內會去一次博物館的比例普遍偏低，即使跨科總計亦不超過百分之十

(9.8％)。 

      2.「不一定」的選項中比例最高：可見「博物館」這本百科全書在高中生的學習規劃中，

尚未納入其定期的功課表中。 

      3.「從來沒去過」的選項中比例偏高：以資訊科超過三分之一最高(37.2％)，其次汽車科

接近(23.5％)，在其次是電子科的接近五分之一(19.6％)。跨科總計的比率高達五分之

一左右(20.9％)。以高中生的求學過程，至高中仍未運用博物館資源，的確讓人覺得

我們的社會，空有寶山，未見尋寶之人。 

 

    (二)針對第二題「你上次去博物館的時間約多久以前？」的討論與分析 

 

        本題從最近一次參訪博物館的經驗切入，一方面從參訪時間的遠近，了解高中生運用

博物館的熱度，以測量高中生與博物館的距離，一方面喚起最近一次參訪博物館的經驗，

以便為以下第三、四、五題引導鋪路。 

 

    (表二)各科參訪博物館最近一次時間表 

科別 普通科 51 資料科 32 資訊科 43 汽車科 34 電子科 46 跨科總計 206 

人數/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一個月 4 7.8% 1 3.1% 2 4.7% 3 8.8% 1 2.2% 11 5.3% 

半年以前 7 13.7% 2 6.3% 4 9.3% 7 20.6% 5 10.9% 25 12.1% 

一年以前 15 29.4% 9 28.1% 7 16.3% 5 14.7% 11 23.9% 47 22.8% 

二年以前 5 9.8% 8 25.0% 2 4.7% 2 5.9% 10 21.7% 27 13.1% 

三年以前 7 13.7% 6 18.8% 10 23.3% 5 14.7% 5 10.9% 33 16.0% 

四年以上 4 7.8% 5 15.6% 2 4.7% 2 5.9% 5 10.9% 18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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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各科參訪博物館最近一次時間長條圖 

 

          各科最近一次參訪博物館的經驗，普通科、資料科、電子科大部分同學的落點在

一年以前，感覺上參訪博物館的意願似乎不是很熱衷，尤其令人注意的是有四分之一的

同學，已有三年以上為運用博物館資訊，這些同學在社會資源方面，應已經有學習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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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斷層。再加上前面已提及的五分之一左右「從來沒去過」博物館的同學，大大拉長

高中生與博物館的距離。 

 

    (三)針對第三題「你在什麼情況下會去博物館？(可複選)」的討論與分析 

      

    (表三)各科參訪博物館動機比率表 

科別 普通科 51 資料科 32 資訊科 43 汽車科 34 電子科 46 跨科總計 206 

人數/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畢旅 24 47.1% 19 59.4% 6 14.0% 8 23.5% 15 32.6% 72 35.0% 

作業規定 16 31.4% 19 59.4% 9 20.9% 13 38.2% 3 6.5% 60 29.1% 

假日休閒 30 58.8% 18 56.3% 8 18.6% 13 38.2% 17 37.0% 86 41.7% 

增廣見聞： 

知性之旅 
12 23.5% 4 12.5% 6 14.0% 4 11.8% 3 6.5% 29 14.1% 

有主題 

特展時 
10 19.6% 7 21.9% 2 4.7% 8 23.5% 6 13.0% 33 16.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普通科 資料科 資訊科 汽車科 電子科 跨科總計

畢旅

作業規定

假日休閒

知性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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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各科參訪博物館動機比率長條圖 

 

    本題的統計分析中，我們發現參訪博物館的動機背景，以「畢旅」、「作業規定」居多，

也就是說，是在「被安排」、「被規定」的情況下，走進博物館。職業類科勾選「知性之旅」

的比率多是敬陪末座，職業類科例外的資訊科與普通科亦是倒數第二。由此看來，要高中生主

動走進博物館這知識座寶山，將博物館拉進其學習圈中，學校、社會還有學生自己的努力與培

養，尚有一段「距離」要前進。 

 

    (四)針對第四題「你去過哪些博物館？(可複選)」的討論與分析 

 

    (表四)各科參訪博物館種類比率表 

科別 
普通科 

51 

資料科 

32 

資訊科 

43 

汽車科 

34 

電子科 

46 

跨科總計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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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台北故宮博物館 23 45.1% 14 43.8% 16 37.2% 13 38.2% 19 41.3% 85 41.3% 

國立台灣美術館   0.0% 1 3.1% 3 7.0% 1 2.9% 2 4.3% 7 3.4% 

藝術 

博物

館 台北市立美術館 11 21.6% 7 21.9% 2 4.7% 5 14.7% 9 19.6% 34 16.5% 

國立歷史博物館 9 17.6% 3 9.4% 2 4.7%   0.0% 2 4.3% 16 7.8% 歷史 

博物

館 

台北二二八紀念

館 
13 25.5% 10 31.3% 7 16.3% 6 17.6% 12 26.1% 48 23.3% 

臺中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 
11 21.6% 7 21.9% 7 16.3% 6 17.6% 2 4.3% 33 16.0% 科學 

博物

館 
臺北士林國立台

灣科學教育館 
14 27.5% 8 25.0% 4 9.3% 4 11.8% 6 13.0% 36 17.5% 

台北縣立十三行

博物館 
20 39.2% 17 53.1% 15 34.9% 17 50.0% 21 45.7% 90 43.7% 考古 

博物

館 
卑南台灣史前文

化博物館 
2 3.9%   0.0%   0.0%   0.0% 2 4.3% 4 1.9% 

台北國立台灣博

物館 
7 13.7% 1 3.1% 2 4.7%   0.0% 3 6.5% 13 6.3% 

台北市立天文科

學教育館 
16 31.4% 15 46.9% 9 20.9% 7 20.6% 5 10.9% 52 25.2% 

自然

史博

物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

物館 
12 23.5% 12 37.5% 4 9.3% 8 23.5% 17 37.0% 53 25.7% 

鶯歌陶瓷博物館 14 27.5% 12 37.5% 7 16.3% 11 32.4% 10 21.7% 54 26.2% 

三義木雕博物館 7 13.7% 1 3.1% 3 7.0% 3 8.8% 3 6.5% 17 8.3% 
工藝

博物

館 
新竹市立玻璃工

藝博物館 
2 3.9% 1 3.1%   0.0%   0.0% 1 2.2% 4 1.9% 

台中台灣民俗文

物館 
2 3.9% 1 3.1%   0.0% 1 2.9% 2 4.3% 6 2.9% 

國軍歷史文物館 2 3.9% 2 6.3% 1 2.3% 1 2.9%   0.0% 6 2.9% 

李梅樹教授紀念

文物館 
1 2.0% 1 3.1%   0.0%   0.0%   0.0% 2 1.0% 

文物

館 

三峽歷史文物館 4 7.8% 2 6.3%   0.0%   0.0% 3 6.5% 9 4.4% 

九份金礦博物館 16 31.4% 12 37.5% 5 11.6% 7 20.6% 6 13.0% 46 22.3% 產業

博物

館 
坪林茶業博物館 3 5.9% 2 6.3% 1 2.3% 2 5.9% 2 4.3% 10 4.9% 

宗教 

博物

館 

世界宗教博物館   0.0%   0.0%   0.0%   0.0%   0.0% 0 0.0% 

 

       1.本題的統計讓我們意外發現，高中生去過的博物館，排行榜第一的，不是「台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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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而是「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這可能是交通因素吧！我們學校在新北市，

就近取經，自然就高於國際水準的故宮。不過這只是我們小組片面討論與主觀看法，

雖然我們也詢問多位曾到過十三行博物館的同學，答案大致就是交通方便，但若

真要探究原因，應有更多思考依據，可列為下次寫小論文的方向與主題。 

 

       2.同樣是交通因素的還有「國立台灣美術館」與「台北市立美術館」。同樣是國家高規

格等級的美術館，兩者的參訪頻率，除資訊科是在接近的情況，其他科別的同學，其

使用頻率都是「台北市立美術館」高於「國立台灣美術館」，且有一段差距。探究

其原因，也應是一個在台北，一個在台中，因地利之便，自然地同學們較有機會、

較方便造訪之。 

 

       3.同理亦可分析，同樣是工藝博物館的「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與「三義木雕

博物館」。「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的參訪比率全都高於「三義木雕博物館」，

除交通因素外，應該還有興趣因素，以及生活化的因素，「鶯歌陶瓷」較貼近我們

的生活層面，「三義木雕」則含有藝術修養，較不屬普羅大眾的範疇。 

 

       4.我們再把選項中獨立的單項，依據：以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的分類原則，分為「藝

術博物館」、「歷史博物館」、「科學博物館」、「考古博物館」、「自然史博物館」、「工

藝博物館」、「文物館」、「產業博物館」、「宗教博物館」等九類，其中參訪頻率最

高的是「藝術博物館」，感覺又和上一點分析不合，或許是有「台北故宮博物館」

此類重量級明星撐腰吧！  

 

       5.還有一項很特別的比率，就是「宗教博物館」，竟然「掛零」！是否因為對高中生

而言，尚不識「宗教」滋味，應可以找機會再深入探討。 

 

            (表五)各科參訪博物館跨科統計種類比率表 

跨科統計 

台北故宮博物館 

國立台灣美術館 藝術博物館 

台北市立美術館 

126 61.2% 

國立歷史博物館 
歷史博物館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 
64 31.1% 

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科學博物館 

臺北士林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 
69 33.5% 

台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 
考古博物館 

卑南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94 45.6% 

台北國立台灣博物館 

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自然史博物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18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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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三義木雕博物館 工藝博物館 

新竹市立玻璃工藝博物館 

75 36.4% 

台中台灣民俗文物館 

國軍歷史文物館 

李梅樹教授紀念文物館 
文物館 

三峽鎮歷史文物館 

23 11.2% 

九份金礦博物館 
產業博物館 

坪林茶業博物館 
56 27.2% 

宗教博物館 世界宗教博物館 0 0% 

 

    (五)針對第五題「博物館的那些設計與功能，最可能吸引你前往參訪？」的討論與分析： 

 

    (表六)各科對博物館設計與功能需求比率表 

科別 
普通科 

51 

資料科 

32 

資訊科 

43 

汽車科 

34 

電子科 

46 

跨科總計

206 

人數/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豐富的館藏內容 39 92.9% 19 61.3% 19 70.4% 18 69.2% 28 75.7% 123 75.5% 

舒暢的展示空間 32 76.2% 27 87.1% 20 74.1% 21 80.8% 24 64.9% 124 76.1% 

良好的解說員 14 33.3% 6 19.4% 11 40.7% 11 42.3% 16 43.2% 58 35.6% 

多媒體影音聲效 20 47.6% 16 51.6% 12 44.4% 17 65.4% 16 43.2% 81 49.7% 

精美周邊商品  11 26.2% 11 35.5% 12 44.4% 7 26.9% 10 27.0% 51 31.3% 

主題專區特展 36 85.7% 18 58.1% 12 44.4% 13 50.0% 15 40.5% 94 57.7%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普通科 資料科 資訊科 汽車科 電子科 跨科總計

豐富的館藏內容 

舒暢的展示空間

良好的解說員

多媒體影音聲效

精美周邊商品 

主題專區特展

立體直條圖 7

                    (圖五)各科對博物館設計與功能需求長條圖 

 

    以複選題型設計，可看到普通科勾選率偏高，可見普通科對於博物館的設計與功能需求較

多，另外，可喜的是「豐富的館藏內容」比率高於「舒暢的展示空間」的需求，也就是說普通

科的同學是來看門道而不是來看熱鬧。相對於職業類科，除電子科的「豐富的館藏內容」需求

排在首位外，「舒暢的展示空間」在其他科皆排第一，是否職業類科的同學對職場空間原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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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有感受！ 

 

四、檢討與改進： 

 

     在統計的過程中，發現只去過一所博物館的同學，在第三題「你在什麼情況下會去博

物館？(可複選)」的選項中，皆有勾選。讓我們回歸思考我們的設計是否有模稜兩可，語

意不清的情形，題目中「你在什麼情況下『會去』博物館？」，讓同學們思考的方向會含

蓋以前、現在、未來。未來會不會去博物館不知道，所統計出來的數字，只能供博物館

經營者參考，對於我們想透過問卷以瞭解同學們在去過博物館經驗中，是在什麼情況去

博物館，則無法聚焦於我們想要的方向。所以，如果改成「你『是』在什麼情況下去博

物館？」，所得統計數字，應會比較接近題目設計的原意。 

 

     我們此次問卷設計尚有一缺點，在欲瞭解高中生與博物館之間的互動問題中，只著眼於

時間的頻率，未見「次數」的頻率，如：「到目前為止，你一共參訪博物館幾次？」如果以

後有機會再做此類研究，思考與設計可再周全些！ 

 

●結論 

 

     我們看到近年來臺灣的博物館數量一直增加，我們的國家亦用盡心力地經營各類博物

館，以全新科技與數位媒體，架構起文物與觀眾之間的溝通橋樑，拉近觀眾與文物之間無論是

「時間」或「空間」上的距離，營造一個「博物館就在我們身邊」的學習環境。從「參觀時

間頻率」、「參觀動機」的統計數字中，我們看到高中生對於社會資源的學習與運用，不夠熱

衷，不夠積極主動，儘管滿滿金銀的知識山就在我們身邊，我們不知伸手取用，那和在天涯海

角有何區別？博物館真就在我們身邊？期望我們能珍惜人類無價的文明財產，善用多元社

會資源，讓我們的學習，不僅止於課本教科書，而是更全方位的學習，真的！博物館就

在我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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