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廣組成員在發現問題後提出了製作學習包的想法，但礙於當時展覽題材不適

用，加上館務作業繁忙，此想法的具體化一直到了藝術家連建興的展覽才得以

實現。

王： 請問對於親子學習包的整體規劃是如何呢？花了多少時間？規劃內容大致又
是如何？真正參與規劃與籌備的人員組成是什麼樣的背景？有沒有外部人員

參與規劃呢？如果有，他們參與的方式與內容如何？這個計畫的預算的規模

如何呢？ 

陳雨農（以下簡稱「陳」）：學習包規劃方面，主要以扣合展陳主題及刺激孩

童「主動探索」、「發展興趣」為其目標。我們希望學習包的內容成為媒介，引

導家長及孩童從作品中連結生命經驗、創造彼此對話。

實際操作方面，製作時間約為三周左右（含學習包內容討論及完成後測試）；

成本約為三千元（我們先以館內現有材料發展適合的教具，確認缺少的品項後

再行物料採購，材料多來自大創或草屯當地的書局，而當時的大創尚為 39元均
一價的營業模式，因此節省不少製作成本）。

我們的團隊組成相當有趣，除了成員尹珊為博物館專業背景，其他成員分別為

畢業於新聞系的雨農、室內設計系的杰勳，後期又加入了擁有劇場背景的實

習生欣蓉，看似湊不到一塊的幾個人，卻意外完成了別具特色的學習包。成

員的分工大致如下：尹珊負責學習包內容整體規劃；杰勳、欣蓉負責設計（感

謝兩位成員設計出了饒富趣味的著色卡）；雨農則是擔任校稿，協助說明文字

的修正。

家長帶領小朋友使用學習包中

的觀景窗觀看作品

©毓繡美術館親子學習包：
毓繡美術館的經驗談
Family Learning Kits at Yu-Hsiu Museum of Art

王柏偉（以下簡稱「王」）：可以說明一下毓繡美術館當時為什麼想要發展「親

子學習包」嗎？

黃尹珊（以下簡稱「黃」）：學習包的誕生，來自於教育推廣組成員的「觀察」。

由於初期館內缺乏獨立的教育活動空間，我們發現，多數來館的家庭觀眾無法

真正參與到美術館的場域中，縱使家長試圖引導孩童認識藝術，孩童對於陌

生、空曠的展覽場地所產生之畏懼或興奮情緒，往往阻礙了他們親近作品的機

會，導致父母最終只能選擇在戶外園區活動（或是帶著孩子在展間漫無目的的

閒晃，我們打趣地稱之為「喪屍型參觀」）。這並不是教育人員所樂見的狀況，

於兒童，我們認為少了一次難得的學習體驗；於家長，則是少了與孩子構築美

好回憶的機會。

受訪者｜

黃尹珊、陳雨農
Huang Yin-shan
Chen Yu-nong
毓繡美術館教育推廣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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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美術館助理研究員

小朋友正認真思考及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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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使用教具並開心互相討論的照片，那種成就感遠遠大於租借登記表上的

數字。

王：請問親子學習包計畫如何與展覽或其他的教育推廣方案相互搭配？

陳： 展覽搭配方面，我們邀請了藝術家加入前期的規劃討論，除了使其創作內涵
能更貼近學習包內容，藝術家的親身參與也能提供教育人員更豐富的靈感。 

例如藝術家連建興「我願望散步島國只深深的凝視」一展，我們以作品中

出現的「童趣」元素為核心，使用童玩、鯨魚、多拉Ａ夢等符號發展互動

教具，並邀請連老師為學習包設計明信片；而展間宛若叢林般的色彩配置，

使我們突發奇想在學習包加入了迷彩帽、迷彩領巾、放大鏡等工具，讓小

朋友能化身探險家，打造沉浸式的觀展經驗。藝術家盧嬿宇、黃品彤、楊

柏堯、盧舫四個展中，我們以「材質」、「感受」為出發點，透過任務卡引

導、木材質觸摸及作品故事陳述，加強孩童對於藝術創作基本面之認識，

並建立孩童以生活經驗詮釋作品的能力。

黃：結合其他推廣方案部分，主要有三種方式：

一、搭配「我的美術課在美術館」專案，於教學時加入學習包使用。

二、學校團體租借不收費，鼓勵老師將美術館資源帶入課堂。

三、搭配館內特殊活動免費租借。

王： 請問毓繡美術館在親子學習包的規劃與執行上，瓶頸因素為何？有沒有遇到
無法克服的困難？

陳： 總體來說，從學習包的發想到使用，我們並沒有遇到所謂「無法克服的困
難」。過程中當然有許多困難面，但我們認為只要盡力了，都不會是無法克

服的難題。在所有的瓶頸中，我們認為主要在於多數國人未建立於博物館／

美術館內使用輔具（教具）的習慣，因此在推廣的部分較容易有無力感。

其他例如人力上的限制、成本與效益如何取得平衡及現場突發狀況皆是當

初在執行階段常面臨的問題，但這些難關對我們來說都是養分，除了能更

了解觀眾與教育人員之間的認知落差，也能提供館方未來進行相關活動推展

的改善方向。

雖然每個人有各自負責的任務，但凡組裝教具、印製等手工部分皆是大家共同

完成，除了上述成員，實習生孟真、暄惠及小志工們也提供了不少協助，減輕

團隊不少的時間壓力。

王：請問親子學習包的實際執行狀況如何？

黃： 學習包實際使用成效可以分成兩種角度看待：一、租借人次。二、觀眾
回饋。

以租借人次的角度出發，學習包的成效並不如預期，單就以入館家庭觀眾

的租借情形來看，踴躍度並不佳。若以觀眾回饋的角度出發，我們相當肯

定學習包的影響力，除了毓繡美術館的好鄰居坪林國小到館使用外，埔里

鎮南光國小的教師主動向館員提出租借申請，並自行開車至館領取教材，

更主動將學習包的教學狀況回饋給教育人員。當我們看到同學在課堂上認

上圖─

小志工示範如何使用四個展的

學習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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