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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之間－培育鼎立的觀眾群 

文．圖／屈慧麗 

摘要 

針對「鼎立三十」特展，本館在開幕之前就陸續於臉書推出布展花絮、歷史

故事 100 篇，以吸引粉絲關注，正式開展後相繼推出如古銅礦坑採礦體驗活

動、冶煉鑄造演示、今童說青銅－暑期小小解說員研習營、「爵鼎」聰

明‧絕頂聰明－搶答活動等。參與科教活動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在傳統學

校施教和博物館受教關係的轉變，同學們因為要進一步參與競賽與解說青銅，

因此在館內的參觀過程常是「主動學習」，加上展場面板深入淺出及鑄造影片深

具吸引力，相對於被動的灌輸與接受，這個過程具很強的自主性。 

當代博物館的教育者希望引導和激發參觀者對展品的興趣，透過青銅教化之

間，期待培育潛在的觀眾群，對觀眾的科學態度的培養具有正面影響。追蹤發現

學生在參與活動後，反應變快、表達能力明顯增強，其主動探究與尋求了解青銅

文明的學習態度更積極與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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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到「學」 

「鼎立三十」特展展出包括湖北省博物館、國立故宮博物院、中研院史語

所、歷史博物館、傳藝中心編鐘與本館青銅器精品蒐藏共 200 餘件，是近年來規

模最大的聯合展覽。這個特展融合青銅器材料科學及現代鑄造工藝的手法，嘗

試透過科普的互動方式及手作體驗，揭開青銅器的銘文、紋飾、採礦、煉銅、鑄

造的神秘面紗，讓觀眾一睹商、西周、春秋戰國時代的青銅丰采，並透過呈現金

屬鑄造及材料科學的演變過程，體會科學對人類歷史文明進展的重要貢獻。 

一般傳統的考古展示是以古物陳列為主，此次本館將鑄鼎鎔金的科學智慧反

映出材料科學的證據訊息，發揮更多器物的相關創意空間，並且科學教育也在其

影響下蓬勃展開。展場中設計重點之一是讓觀眾可以超越玻璃櫥窗，零距

離的體驗古代力能扛鼎的意義，依不同年齡層感受青銅器鼎的重量。此

外陽光過道活動區設置一比一井架古銅礦坑模型實景，透過解說員和志工提供

國小一至六年級學童認識礦石、敲擊、採收、提昇、掏選礦石的過程，進而瞭解

古代的採礦技術。 

此外周末在陽光過道活動區提供兩場由 2位志工演示「失蠟法」，及 1位冶

煉人員演示超高頻溶解加熱爐冶煉鑄造，與觀眾互動體驗銅器熔煉的過程，共

演示 168次，吸引約 4078人駐足觀看（圖 1）。 

 

圖 1. 近距離與觀眾互動解說鑄造過程 

 

 

 

 

 

 

 

 

 

 

參與活動對學習之影響 

針對「鼎立三十」特展，本館在開展前就在臉書陸續推出布展花絮、歷史故

事 100 篇，吸引大批粉絲關注，之後相繼推出 14項活動，其中參加者認為今童

說青銅－暑期小小解說員研習營、「爵鼎」聰明‧絕頂聰明－搶答活動

最有挑戰性。小小解說員研習營活動以青銅器展品為專題，介紹包括古文

字的演變及青銅器銘文的象徵意義，先由博物館資深解說同仁示範解

說，學童接著透過互動方式瞭解、觀察、思考、創意訓練與解說技巧的

反覆演練，增加口語表達的自信心（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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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小解說員會主動學習  

 

搶答活動則是科教同仁們利用展品內容與鑄造設計題目，透過競賽

方式讓學生團體更深入理解青銅文物與鑄造的各項科學意涵（圖 3）。

事後追蹤參與解說員與搶答的學生群，發現他們在活動後反應變快、表達能

力與對青銅的興趣明顯增強，其主動探究與尋求了解的學習態度更積極與主

動。參與科教活動中非常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在傳統學校施教和博物館受教

關係的轉變，因為同學們要進一步解說青銅及參與競賽，因此在博物館內的

參觀過程常是「主動學習」，加上解說面板深入淺出及展場影片極具吸引力，相

對於被動的接受，這個過程是由自我引導，具很強的自主性。當代博物館教育者

越來越傾向於引導和激發參觀者對展品的興趣，對科學態度的培養具有正面影

響。 

 

圖 3. 同仁針對不同年齡層精心設計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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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化的接觸 

視障同學們在「樂玩小編鐘」時聆聽戰國青銅樂器－曾侯乙編鐘、禮樂制度、

古代八音等相關音樂知識後，滿懷期待體驗大編鐘，透過指間想像雄偉肅穆的

聲音（圖 4），同學們感受到禮樂文化的魅力，顯現出興奮、敬畏表情，令

人感動。 

 

 

 

 

 

 

 

 

 

 

 

 

 

 

 圖 4. 視障同學透過指間想像編鐘的聲音， 

感受禮樂文化的魅力  

 

此外特展中有位高齡長者希望不用展場準備的蠟筆拓片，體驗自己的拓印方

式，透過安排如願（圖 5），相信對青銅紋飾和藝術探索應有更深刻的體會和欣

賞。當今的博物館不斷走向公眾，隨之而來的必然就是需要承擔更多的社會和文

化責任。教育的關注點也就不僅限於考古知識的傳遞，而更傾向於價值的建構，

或者加深參觀者的幸福感。因此無論從展覽的內容或活動方式，展現出博物館越

來越能體諒不同的聲音和關注「人」本身。 

 

 

 

 

 

 

 

 

 

 

 

  4圖 5. 博物館希望觀眾樂在其中 



教化之間 

一般學校「教」育是指知識的灌輸與技能的傳授，是自上而下的，博物館「化」

育是無形的影響，是自下而上的。孫館長希望透過本展推動創客(maker)教育，

從「想」到「做」，進而成為改變孩子的力量與工具，成為影響未來競爭力的關

鍵。因此，除了固定的鑄造演示外，本館特別針對有興趣的報名者參加自己設計

雕刻，進行連續兩周的石膏做範、銅液澆注、敲範得模、磨砂、拋光等體驗，讓

學員真正捲起袖子來操作。「想像」是創意的來源，「實踐」是創新的可能，有的

學員完成作品帶回家後寫信感謝，我們也期待這些具前瞻性的技能可鼓勵他們學

會動手自造，學會更縝密的思考，擁有更多的創新能量，在社會則能有更多的分

享，因為每個孩子都可能是影響臺灣未來的一個機會（圖 6、7） 

 

 

圖 6. 學員們很喜歡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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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期待孩子透過鑄造擁有更多創新能量 

 

 

 

 

 

 

 

 

 

 

 

 

 

 

 

 

博物館的每一展示都是由其團隊的努力建構而成，本次青銅展透過參觀者

欣賞文物之後略窺究竟，進一步衍生出記憶、比較和整合。過程就像語言系統的

字彙、文法結構，透過特殊語意範疇試圖瞭解人類的心智活動和發揮後續影響，

我們從博物館中看見無數潛能，也期待透過鼎立三十進入下一個三十年。根據統

計，展場和科教活動共吸引了 8 萬多民眾，定時導覽解說 1153 場，許多同仁引

導青銅相關的知識也樂在其中。 

國內評論展覽的成敗都以參觀人數多少為標準，然而亦應接受人數多並不

完全等於成功的觀念，展場收費有 5萬觀眾與陽光過道不收費科教活動有 3萬參

與者，教與化之間的效益可能不是一時可評估。然而時時反省如何培育潛在的觀

眾群，如何實現大眾教育的目標讓民眾真正受益，多元化價值的普及讓觀眾體會

永恆的價值。未來也期待更多經過展示團隊及相關組室的密切配合，呈現更多精

彩作品，讓博物館在競爭激烈的行銷市場中更容易被觀眾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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