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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全世界都在關注海洋的環境生態、海洋資源的開發、利用及海洋永續

經營議題，教育部有感於海洋教育的重要性，特別將海洋教育列為中小學課程之

重大議題，並已於 2011 年正式全面實施海洋教育。但是除了學校教育將海洋教

育融入課程與教學活動外，更應注意到非正式教育機構推動海洋教育之情形，只

是這方面的相關研究卻非常稀少。非正式教育機構推動海洋教育包括各項傳播資

訊、媒體的應用以及海洋相關博物館推動海洋教育活動，這些方面的研究已成為

當前亟需探討的項目。基於實務經驗及強烈的好奇心所致，乃興起從事實地調查

之念，希望能走進實地場域中體驗、觀察與問卷，獲得第一手的真實資料，進而

加以分析解說。完成一趟有意義的實地探查，並在充份瞭解與見證下撰寫研究報

告。   

    本研究實地調查臺灣海洋相關博物館實施海洋教育的創意點子與成效。取樣

以臺灣 6 所海洋相關博物館為對象，研究方法以三種方式來進行：一為海洋相

關博物館參訪來賓的問卷；二為海洋相關博物館館方負責人員的訪談；三為海洋

相關博物館展場之實地觀察紀錄。本研究調查共發出訪客問卷 145份、回收有效

問卷 144份;現場實地調查記錄 6份，館方人員訪談紀錄 5份。 

    訪客調查結果整理出以下幾個結論: 

一、經由(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顯示，這 6間海洋相關博物

館(水族館)在海洋教育推廣方面達顯著差異(P<0.05 F=2.310)。即進入海洋相關

博物館參觀後的民眾對於海洋相關議題的認識更為清楚、也對海洋相關議題有了

新的思考方向。 

二、超過 9成接受問卷的受訪者表示喜歡這些海洋相關博物館(水族館)，並願意

再度進館參觀，顯見海洋相關博物館(水族館)推動海洋教育的創意點子有顯著的

成效。 

三、這 6間海洋相關博物館(水族館)館內教育活動安排創意十足，展演示範、探

索活動、親子活動區、創意點子等對於推動海洋教育具有顯著的效果。 

四、這 5間被訪談的海洋相關博物館(水族館)在館方的成立宗旨、教育政策等方

面也都明確的闡明推動海洋教育的目的，並且配置海洋相關的教育專責人員。 

    希望透過本研究的調查研究對正式與非正式教育機構之間提出具體而有效

的海洋教育推動方式，以供我國未來深化推動海洋教育之參考。 

關鍵字: 海洋相關博物館、海洋教育、非正式教育機構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為實踐《聯合國人類環境宣言》與我國《國家海洋政策綱領》及《海洋教育

政策白皮書》，達成「臺灣以海洋立國」的理想，各級學校應以塑造「親海、愛

海、知海」的教育情境，讓學生親近海洋、熱愛海洋與認識海洋。藉由參與生動

活潑且安全健康的海洋體驗活動，分享其體驗經驗，導引熱愛海洋情操與增進探

索海洋知識的興趣。進而達到善用海洋，珍惜海洋資源，並維護海洋生態平衡的

理想。奠定國民之海洋基本素養，建立海洋臺灣的深厚基礎，完成海洋國家永續

的發展。 

台灣四面環海，無論是地理環境、經濟發展、以及社會文化隨時隨地都與海

洋息息相關。雖然我們在利用海洋資源，卻沒有深入去認識海洋、去瞭解海洋，

讓現在的大海正遭遇空前浩劫、汙染。更由於長期以來的陸地思維、政治因素「海

禁」的影響、以及各種媒體及教材的一些負面訊息，讓我們疏忽了上天賜予我們

這樣寶貴的資源及資產、缺乏正確認識海洋環境，對海洋感到疏離，對於海洋的

負面意識，已經根深柢固在文化深層中（吳靖國，2007；吳靖國，2009a）。 

 

二、研究目的 

政府在 2008 年頒佈《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議題課程綱要》及《後期中等教

育海洋教育科目課程綱要》等(教育部，2008a,b)，將海洋教育列為中小學課程

之重大議題，於 2010 年開始必須融入於各年級、各領域的課程與教學當中。但

是成效如何?希望藉由這次的研究調查，從非正式學校的海洋教育面向來瞭解台

灣的海洋相關博物館推動海洋教育的現況。 

要從非正式學校教育裡讓民眾認識、瞭解海洋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到

海洋相關博物館去參觀，因為可以在講求休閒娛樂的同時，藉由一個有系統的、

富教育意義的海洋相關博物館，讓教育民眾瞭解海洋，親近海洋，進而能夠愛護

海洋，保護海洋(趙月萍，2000)。 

基於實務經驗及強烈的好奇心所致，興起實地調查之念，希望能走進實地場

域中體驗與觀察，獲得第一手的真實資料，進而加以分析解說。在充份瞭解與見

證下撰寫研究報告，相互比較，截長補短，以達「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成效。

故本研究之目的為實地調查臺灣海洋相關博物館實施海洋教育的創意點子與成

效，以供我國未來深化推動海洋教育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海洋相關博物館 

（一）博物館定義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對博物館的定義

是：「博物館應係一個非營利性的常設機構，為服務社會大眾，以及促進社會發

展而為大眾開放；為研究、教育與娛樂的目的，從事收藏、維護、研究、傳播並

展覽有關人類及其環境之具體證物」(ICOM, 2001)英國博物館協會於西元 2000 

年提出一個新世紀的博物館定義是：博物館使民眾可以探索藏品，達成啟發、學

習、樂趣的目的；在這個博物館定義中，除了界定博物館對其藏品的收藏、維護

和推廣基本功能外，更明確提示博物館與民眾、社會的關係：博物館服務的對象

是民眾；博物館負責的對象是社會。 

 

(二)博物館的教育特色與原則 

    1984年美國博物館協會新世紀博物館委員會(Commission on 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的調查報告中建議將教育列為最優先的工作且將觀眾在博物館如

何進行學習，列為最優先研究的議題(Bloom, Powell, Hicks & Munley, 1984；

王啟祥, 2000)。然而，博物館的學習是一種非正式(informal)、潛在性

(subsurface)的學習方式，與一般控制下的教室學習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和學校

比起來，博物館是一種非正式的學習環境，來館觀眾純屬自願，並非強迫得來。

觀眾在各展示場所中遊走，想看某一個展示，或不想看某一個展示，都隨他們高

興，即使對展示有所解或誤讀，博物館當局也鮮能控制或導正(Danilov, 1982，

張譽驣譯，1987)。 

根據 Danilov(1982)博物館展示效果三因素理論(three factor theory of 

exhibit effectiveness)認為一個具有包容力的展示效果必須考慮三個因素: 

1.必須考慮展示是否一開始就能吸引觀眾注意。 

2.必須考慮展示是否能持續其對觀眾的吸引力。 

3.必須考慮展示是否能使觀眾在有關展示方面的學習或影響(influence)達到大

的效益。 

 

(三)博物館的教育活動與評量 

Alexabder 與 Alexabder(2008)提出博物館常見的教育活動包括導覽解說、

展演示範、演講、探索活動、課程、視聽放映、工作坊、與學校進行教學合作、

提供各種出版品、學校參觀輔助、教材教具外借、研討會等。 

博物館教育功能的水準正反映出一個博物館的營運成功與否(Carter, 

1990)。因此，博物館的觀察與評量，只要先看其教育性設施與活動便可窺其全

貌。對於博物館的評量，除了正式的由館方或有權威的機構採科學化、系統性的

評量外，大致上較傾向於三種方式來進行：一為問卷(Questionnaire)，二為面



談(Interview)，第三為觀察(Observation)。現在的博物館更應在乎有什麼創意

活動、整體展示的協調性與教育價值等，才是更為重要的問題。其次為面談部分，

面談可以是十分正式的也可以是較隨意的，要使面談更有收獲，除了在事先準備

一些特定而明確的問題之外，也可以在面談過程中臨時產生的問題。錄音是面談

中經常要做的，這有助於追敍雙方談話並做分析。第三是觀察，可直接觀察在展

示廳內的觀眾，記錄他們有興趣的展示，他們花在觀看展示和閱讀展示說明的時

間等。當然，在觀察時也要注意有哪些展示較具教育價值，以及創意點子等。 

 

(四)海洋相關博物館 

    根據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的統計(104年 3月底)臺灣目前有公私立各類的博

物館共 476家(臺灣博物館名錄，2014)， 如圖 2-1-1。 

 
圖 2-1-1臺灣博物館分類 

 

    在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的網站上，其中臺灣博物館名錄的博物館分類中，並

沒有專門獨立出來一個海洋相關博物館的類別，這在以實踐海洋國家為目標(教

育部，海洋白皮書，2007)的臺灣，是一個相當值得探討的問題。因此，基於研

究調查的需要，根據臺灣博物館名錄登載中的簡介，將其簡介中與海洋相關內容

的博物館整理統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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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縣市海洋相關博物館統計表 

縣市別 海洋相關博物館名稱 性質 展示主題 

基隆市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 

公立 

私立 

科學博物館 

產業博物館 

台北市 海關博物館 

長榮海事博物館 

公立 

私立 

專題博物館 

產業博物館 

新北市 淡江大學海事博物館 私立 學校博物館 

苗栗縣 通霄西濱海洋生態教育園區 私立 自然史博物館 

台中市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公立 自然史博物館 

彰化縣 彰化區漁會漁業文化館 私立 產業博物館 

高雄市 澄清湖海洋奇珍園 私立 自然史博物館 

屏東縣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墾丁國家公園自然資源展示館 

公立 

公立 

自然史博物館 

自然史博物館 

台東縣 國立台東海洋生物展覽館 公立 自然史博物館 

花蓮縣 花蓮縣水產培育所 

遠雄花蓮海洋公園 

公立 

私立 

自然史博物館 

產業博物館 

宜蘭縣 蘭陽博物館 

北關螃蟹生態館 

南安國中漁史文物室 

公立 

私立 

私立 

歷史博物館 

自然史博物館 

學校博物館 

澎湖縣 澎湖海洋資源館 

澎湖望安綠蠵龜觀光保育中心 

水產試驗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附設水族館 

公立 

公立 

公立 

自然史博物館 

自然史博物館

自然史博物館 

金門縣 金門縣水族教育展示館 公立 自然史博物館 

連江縣 連江縣政府建設局漁業管理課漁業

展示館 

公立 產業博物館 

(統計資料截至 104年 3月底) 

   根據表 2-1-3的統計結果，取樣北、中、南、東等較具規模的海洋相關博物

館: 1.屏東海生館、2.國立海洋科技館、3.長榮海事博物館、4.花蓮海洋世界、

5.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及具有特色的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並根據其官方網站提

供的資料進行文獻探討。 

 

二、海洋教育 

(一)各級學校全面實施海洋教育 

從 2011 年開始海洋教育已成為我國各級學校課程的一部分，雖然有些學校

可以設立一門獨立的領域課程，但是大多學校以融入式科際整合及主題教學等方

式來實施。為了要使海洋教育融入課程實施更為順暢，學校將以探究主題或問題

作為為核心，協助學生在探究過程中，覺知學科間的關係(李坤崇, 2000)，使學



生的學習更有效率，去蕪存菁、節省時間，不再是抽象或破碎的，可以系統化增

強學習的效能(Beane, 1997; Glatthorn & Foshay, 1991)。此外，各種社會資源的配

合除了可使一般民眾，直接接受到海洋的知識或感受海洋之情境外，更是提供學

校實施主題教學或探索問題的重要資源，例如各種媒體、網路以及將海洋生物或

科技濃縮在一個易於觀察及探索學習的空間裡的海洋相關博物館等，皆為未來我

國實施海洋教育深化課程的重要資源與場域。 

    海洋教育的認知:第一、海洋教育成為全民的基本素養且必須從基礎教育做

起，故不管學校在都市或在山中，不管靠海或不靠海，每所中小學都必須推動海

洋教育。第二、推動海洋教育採融入各學習領域的方式，即表示各領域教師都必

須將海洋教育融入自己的教學活動中，所以每位中小學教師都必須具備從事海洋

教育的能力(吳靖國，2010)。 

在日益重視觀光休閒的現代趨勢裡，我們的海洋教育應塑造「親海、愛海、

知海」的教育情境，讓學生親近海洋、熱愛海洋與認識海洋。藉由海洋休閒或參

與生動活潑的海洋體驗活動，分享其體驗經驗，從親近海洋歷程，導引熱愛海洋

情操與增進探索海洋知識的興趣。從活動與省思中激發熱愛海洋情操，善用海洋、

珍惜海洋的各項資源，並維護海洋的生態平衡，積極保育海洋資源(吳靖國，

2009)。 

 

三、非正式學校海洋教育 

海洋教育課程融入各領域或科目，學校可以依不同之條件與狀況來設計海洋

教育的課程模式。以下舉出四項提出來討論(羅綸新,2012)。 

1.學校本位課程：各級學校得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等

相關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及博物館等社區資源，發展具創新性、前瞻性與海洋特

色的學校本位課程。 

2.融入各領域教學：海洋教育可融入語文（含國語、外語）、數學、藝術與人文、

社會、自然與生活科技、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等七大領域。 

這些指標不但成為中小學校應授課的內涵，更將是各領域未來學力測

驗考試的範圍。落實這樣的海洋教育除了在課堂上講解外，更是可以讓學

生以小組或親子活動方式至海洋相關的場域或博物館進行主題式學習或問

題導向學習。這樣在各中小學實施的海洋教育可謂為最直接、最有效，也

是普遍化可行的模式。 

3.戶外參訪教學：學校或班級可以安排一日或半日之校外教學或畢業前安排二至

三日之校外教學，讓學生參訪具有代表性的海洋教育機構或設施甚至漁村等。戶

外教學除了可提高學生學習之興趣，增廣學生見聞外，更是一種寓教於樂、親身

經歷的直接經驗教學(Dale, 1969)。台灣海洋方面的戶外教學場域非常豐富，例如

台南縣七股、基隆市和平島、台北縣龍洞、澎湖縣的海邊、高雄市港區以及屏東

縣佳樂水等不一而足。另外，早已是各級學校樂於參觀的海洋生物博物館、科學

館以及水族館等均可以讓學生以最近的距離接近海洋及海洋生物，學習到有關海



洋生物或科學等知識。 

4.課餘活動或親子體驗活動:此方式為利用假日時間辦理體驗活動，邀請家長參與，

而非納入正式課程中，主要由教師與學校行政單位負責。目前多數的國中小均以

此方式進行海洋教育的推展。該項課程可稱為非正式課程，或潛在課程。學校可

以佈置相當好的海洋教育情境或以社區附近的海洋相關博物館場來讓師生參與

共同規劃活動，甚至邀請附近海洋有關產業或博物館等機構的人員及資源前來共

襄盛舉，共同形成社區性的教育活動。 

 以上各種海洋教育的實施方式，海洋相關博物館是一個可以善於應用及補充

學校不足的重要資源與場域。在各種非正式學校海洋教育的實施方式中，海洋相

關博物館是一個可以善於應用及補充學校不足的重要資源與場域。此外，各種社

會資源的配合除了可使一般民眾，直接接受到海洋的知識或感受海洋之情境外，

更是提供學校實施主題教學或探索問題的重要資源，例如各種媒體、網路以及將

海洋生物或科技濃縮在一個易於觀察及探索學習的空間裡的海洋相關博物館等，

皆為未來我國實施海洋教育深化課程的重要資源與場域。 

      



參、研究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我國海洋相關博物館推動海洋教育的實際情形。透過海

洋相關博物館推動海洋教育的方式，啟發大眾對海洋保育議題的關心，並藉此將

海洋環境教育的種子散播每個階層讓海洋保育觀念遍地開花結果，讓台灣每一個

人都能夠了解、尊重自然及體認保護海洋環境之重要，希望本研究結果能將各級

學校海洋教育之推動資源更上一層樓，將此一研究的過程與結果來與海洋相關博

物館對話及交流，同時開發非正式海洋教育機構之機能，交換有關之教學知能，

提昇海洋相關博物館與學校之互動機制。 

 

一、研究對象 

臺灣因國土不大，海洋相關博物館館所亦不會太多，本研究以找到具代表性

的館所為對象，在海洋科技方面，選取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以下簡稱海科館)；

在自然科學博物館方面，選取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博館);海洋生物

類選取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以下簡稱海生館)與位於花蓮的遠雄海洋公園附設

水族館(以下簡稱遠雄海洋公園);私人產業博物館類選取文化藝術類的陽明海洋

文化藝術館(以下簡稱陽明)，及海事船舶的長榮海事博物館(以下簡稱長榮)。 

 

二、研究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所欲蒐集的資料含量化及質性，並參考 Danilov(1982)的三種評量博

物館方式進行，採取訪客問卷調查法、館方相關人員面談法及入關實地調查觀察

法進行研究。 

(一)調查問卷表 

本問卷為一種觀眾回饋(Visitor feedback)單，將針對已進館參觀的訪客，

對該博物館的教育方面的印象、期待及滿意度進行調查。每一館約發放 25人，

作為該館觀眾回饋的量化資料。此問卷在參訪觀眾走出館後，研究者請求其填寫。

在印象及滿意度上共約 12 題進行填答，依 Likert的 5點量表製作一份問卷調

查表及兩個半開放性問題。 

 (二)面談大綱 

 本研究擬訪談海洋相關博物館主管或負責海洋教育業務的相關人員，針對該

博物館的教育政策、功能及實施情形，詳細討論。包括可以觀察到的及一般觀眾

不能現場看見的部分深入訪談。本研究將先擬定一個大約 10 題的訪談大綱，由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教研所以 email 發文徵求該館的相關人員協助，並約在一個

可以單獨面談處，做大約 30分鐘的面對面訪談，或填答訪問內容。 

(三)觀察表單 

 在訪客問卷調查前，本研究者將親自進入館內進行實地觀察紀錄，針對該館

之導覽解說、展演示範、演講、探索活動、課程、視聽放映等觀察、評量並紀錄。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經與指導教授討論並確定研究主題後，即透過學術期刊、碩博士 

論文、網站與書籍等，我國海洋相關博物館資料、非正式學校推動海洋教育之相

關文獻與資料，經過分析與整理後，提出待答問題與確定研究主要之變項，並擬

定研究架構。接著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參考相關文獻，在指導教授指導下完成

「海洋相關博物館觀眾回饋單」、「海洋相關博物館訪談大綱」及「海洋相關博

物館教育活動觀察表」。就研究對象於十月中旬進行施測，並將資料進行統整及

比較分析。 

 

四、資料的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為混合法研究設計，即進行量的研究目標-蒐集量化的資料(參觀者

問卷調查)並進行分析;質的研究目標-收集質的資料(館長訪談紀錄及展場觀察

記錄)並進行分析。因此，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交談以及問卷調查上的統計，都

是很重要的蒐集內容。混合法研究設計的特點就是，將所有訪談觀察記錄彙整、

簡化、產出的資料和問卷調查統計分析要素融合做成推論和結論。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根據問卷調查結果、現場觀察紀錄及館方相關人員訪問整理，分別加

以統計分析及探討。 

 

一、海洋相關博物館(水族館)訪客問卷調查分析 

    本問卷採取立意抽樣方式，在六個海洋相關博物館(水族館)出口，對結束參

觀的訪客進行問卷，共發出145份問卷，有效問卷144份，問卷可用率達99.31%。

本研究採用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方法，調查受訪者在參觀過博物館(水

族館)後，當面請求塡答問卷，並致贈紀念品。填答時若有漏答或疑問，也當場

說明並盡量要求填答完整。 

    問卷統計整理資料分三個部份，一為有效樣本資料分析，二為海洋教育相關

議題統計分析，三為敘述性問題整理分析。 

 

(一)有效樣本資料分析 

    1.經過統計分析，6個館的訪客問卷所呈現的遊客反映總平均值為 4.17，中

間值偏高，達同意程度，且平均值都在 3.5以上，表示訪客對於海洋相關博物館

的喜歡度都在中等以上，平均值最高的二個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和遠雄海洋

公園水族館)甚至達到 4.34跟 4.33; 平均值最低的二個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和長榮海事博物館)的平均值也接近 4達到 3.98跟 3.97。 

2.訪客問卷的十個題目的總平均值為 4.1736，中間值偏高，達同意程度。

可見訪客的滿意度相當良好，尤其是第一題「我覺得這所博物館/水族館非常有

趣」的平均值最高(M=4.4028);平均值最低的是第六題「這所博物館/水族館提供

很好的服務」(M=3.8264)。 

3.經由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顯示六間海洋相關博物館(水族

館)在海洋推廣方面答統計之顯著差異(P<0.05 F=2.310)。且經由 LSD 事後分析

發現第二間博物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顯著總得分高於第四間博物館(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P<0.05)。 

4.訪客停留時間以 30到 60分鐘及 120分鐘以上最多都是 34人各佔 23.6 % 

六個館的停留時間，以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最久，依序為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遠雄海洋公園、長榮海事博物館。 

 

(二)海洋教育相關議題 

    在問卷調查十個題目中，有二個題目是針對海洋教育相關議題所提問的(T7 

這所博物館/水族館的參觀，讓我對海洋相關議題的認識更為清楚、T8參觀完這

所博物館/水族館的參觀，讓我對海洋相關議題有了新的思考方向)，因此也就這

二個議題做統計分析。 



    1.經過統計分析，六個館的訪客對於T7「這所博物館/水族館的參觀，讓我

對海洋相關議題的認識更為清楚」這一題在問卷所呈現的遊客反映總平均值為

4.08，中間值偏高，達同意程度，且平均值都在3.5以上，表示訪客對於六所海

洋相關博物館的「海洋相關議題的認識」同意度都在中等以上，平均值最高的二

個館(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和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平均值甚至達到4.52跟4.32; 

平均值最低的二個館(長榮海事博物館和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平均值也接近4

達到3.85跟3.56。 

    2.六個館的訪客對於T8「參觀完這所博物館/水族館的參觀，讓我對海洋相

關議題有了新的思考方向」。這一題在問卷所呈現的遊客反映總平均值為4.13，

中間值偏高，達同意程度，且平均值都在3.5以上，表示訪客對於六所海洋相關

博物館的「海洋相關議題有了新的思考方向」的同意度都在中等以上，平均值最

高的二個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和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平均值甚至達到4.52

跟4.44; 平均值最低的二個館(長榮海事博物館和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平均

值也接近4達到3.85跟3.60。 

     

(三)敘述性問題整理分析 

    在訪客問卷調查表中，除了上述十個題目是依Likert的5點量表製作問卷調

查表，還有二個半開放性問題: 

1.經過統計分析，六個館的訪客對於 T11「我喜歡或不喜歡這所博物館/水

族館」這一題在問卷所呈現的遊客反映:回答「喜歡」的百分比非常高，達 91.0 

%。回答「不喜歡」的只有 13為訪客只占 9.0 %。喜歡的理由有:「導覽很清楚、

生動、有趣，很容易看」、「全家旅遊，增加小孩常識」「…魚類生態豐富…」

「館藏豐富、種類多元」等等。 

    2.對於 T13「這所博物館/水族館，我最喜歡的展品或活動是…」的開放問答

題的內容針對各館進行整理分析: 

      在海生館和遠雄海洋公園的問卷調查裡面，可以看到訪客最喜歡的是，可

以看到活生生的海洋生物、觸摸池、餵食秀、海獅、海豚表演等;在陽明，訪客

對於海洋文化、藝術、歷史類的展品最感興趣;在長榮，訪客最喜歡的展品是一

系列船舶展示;在海科館，八個展廳完整的呈現海洋科技、文化，各有喜歡的訪

客，對於互動式、操作展品特別喜歡，例如「海洋文化廳，看到海洋歷史，海洋

文化，看到傳達永續海洋的努力。值得推薦給更多人來看」、「七樓科學館，可

以實際操作了解」等;沒有專門海洋議題展廳的科博館，在生命科學廳裡「海洋

奧秘」展示也讓訪客認識了海洋，例如:「抄自然特展，很有趣，很有新意，挑

戰、激發孩子的創造力」、「向大自然借好點子。在地球能源快速消耗的今天，

海洋是個無限的寶藏。這個展覽，激發了人類向大自然見習創意，偷用了他們的

好點子」 

 

 



二、 海洋相關博物館教育活動觀察表分析 

為了了解各海洋相關博物館(水族館)教育活動推行現況，除了在現場進行訪

客問卷調查之外，也進入展館做實際觀察、體驗或詢問展館相關服務人員、志工

等，並完成「海洋相關博物館教育活動觀察表」。整理如下: 

(一)導覽解說:六個館都有預約專人導覽解說服務，其中海生館、科博館、海科             

館除了預約專人導覽解說，並安排有專人定時定點導覽。此外，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並配備有導覽機租借。 

(二)展演示範:六個館都有形式不一的展演示範，例如:海生館有大洋池、餵食秀、

與魚共舞、海底隧道等;科博館有定時定點的科學演示及 3D立體呈相;海科

館在每一個廳都有靜態、動態的展演示範;遠雄海洋公園水族館除了「晃晃

海獅秀」、「海豚秀」在展場內還有水獺築巢、海底隧道等展演示範。 

(三)專題演講:除了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之外，海生館、遠雄海洋、科博館、海

科館、長榮海市都有不定期的舉辦海洋相關專題演講。 

(四)探索活動:陽明有穿上船長的衣服，戴上船長的帽子，操船體驗;海生館有觸

摸池、夜宿海生館等探索活動;遠雄海洋公園除了海獅、海豚表演時的互動

外還有二天一夜的海洋夜未眠活動及實體觸摸體驗;4.科博館也在各個展館

有定時定點的探索活動，深受參觀者的喜愛;海科館的探索活動在六個海洋

相關博物館中是最完整的，每一個展館都有，都讓訪客驚豔，根據展品的相

關性設計出對應的探索操作活動，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長榮海事的探索活

動讓訪客在不知不覺中走入時光隧道，進入船舶的歷史氛圍，徜徉在軍艦的

時代演進。 

(四)相關紀念品:六個館都有相關紀念品的販售，其中海生館及遠雄海洋公園的             

紀念品在訪客問卷調查時，被列入喜歡該館的原因。 

(五)視聽放映:六個館在展場都有現場視聽播放系統，有持續播放，也有訪客自             

行操作閱聽；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有整點的 3D影片播放；海科館及科博館

有四個劇場及 3D 呈相，在訪客問卷調查時，被列入喜歡該館的原因。 

(六)創意展品輔具:六個館都很有該館特色的研發創意展品的輔具。讓參觀的民             

眾領會展品所要表達、呈現的意念和感官效果。 

(七)親子活動區: 六個館都很有親子活動區，這一區是每個展館精心規劃、設             

計的必備區域，特別是海生館、科博館和海科館都有讓孩子們不想離開的親

子活動區，特別是海科館的親子館，在休假日是大排長龍等著進館參觀的。 

(八)遊樂學習活動:六個館都設計有專屬於自己展館特色的遊樂學習活動，讓訪

客們在參觀的同時也接收到學習的訊息，潛移默化地將海洋教育的理念、精

神悄悄的在心裡駐點，實踐博物館的教育功能。 

(九)具創意之點子和具創意之設施:陽明，每年配合兒童節設計闖關活動、創意

海洋造型、舞台劇等，並結合基隆各小學彩繪創意鯉魚旗，飄揚在海洋廣場。

海生館:親子海洋樂悠游-SUP立式划槳+獨木舟體驗，探索教室;遠雄海洋公

園:海洋永續生態教室，認識海洋流域生態、尊重海洋休息時間等;科博館:



自然愛好者的科學探索園地、蒐藏櫃內開放給民眾自由觀察的標本或文物;

海科館: 從「深海之光：發光生物」、「靈光一閃之光：海洋科學研究的 

Eureka」、及「生命之光-化石」三個主題，一同認識海洋研究與度量衡的

關係！等推陳出新的創意點子。長榮海事:小小航海王活動除了海故事導覽、

多媒體遊戲體驗還有航海知識大考驗和 DIY活動。 

(十二)其他相關事宜 

   1.展場志工:除了海生館和遠雄海洋公園沒有展場服務志工外，陽明、科博              

館、海科館、長榮海事等在展場都有親切的服務志工。 

   2.會員制: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有小學生免費進館優惠，海生館、海科館、            

科博館則有類似家庭學習護照、會員制。 
 

(三)海洋相關博物館(水族館)館方相關人員的訪談結果 

     做了訪客問卷、也進館實際觀察紀錄，接著就是進行館方相關人員的訪談，

更深入的了解六個海洋相關博物館推動海洋教育的細節。長榮海事博物館婉拒訪

談，僅同意館外問卷調查及觀館內觀察記錄。訪談、填答資料整理發現: 

     1.5 個海洋相關博物館主要宗旨、教育的政策，都為提昇國人海洋教育知

識水準與精神內容，也都兼具展示、教育、研究、蒐藏、休閒娛樂功能; 

     2.5 個海洋相關博物館都有海洋相關的教育專責人員(陽明1位、海生館12

位、海科館18位、遠雄海洋公園4位、科博館15位)，也都有每年至少一次辦理相

關的研討會。 

    3.5 個海洋相關博物館都有與學校進行教學合作、學校參觀輔助、提供給學

校相關出版品、除了遠雄海洋公園，其他四個海洋相關博物館都有教材教具外借;

除了陽明，其他四個海洋相關博物館都有辦理中小學教師工作坊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訪客問卷、現場觀察紀錄及館方相關人員的訪談，對臺灣海洋相

關博物館實施海洋教育的創意點子與成效進行實地調查。希望透過本研究的調查

研究對正式與非正式教育機構之間提出具體而有效的海洋教育推動方式，以供我

國未來深化推動海洋教育之參考，將可使各級學校海洋教育之推動資源更上一層

樓，也將以此一研究的過程與結果來與海洋相關博物館對話及交流，同時開發非

正式海洋教育機構之機能，交換有關之教學知能，提昇海洋相關博物館與學校之

互動機制，更希望研究調查結果可以作為海洋相關博物館的參考，讓海洋相關博

物館的業務日益蓬勃發展，並推廣一般大眾的海洋教育，達成非正式學校推動海

洋教育的目標，最後實踐海洋相關博物館兼具教育與休憩的理想。 

 

一、 結論 

    綜合我國 6個海洋相關博物館的訪客問卷調查統計分析、館內實地觀察記錄

分析及館方相關人員的訪談記錄，本論文獲得以下結論: 

 

(一) 經過統計分析，6 個館的訪客問卷所呈現的遊客反映整理如下: 

     1.訪客的滿意度相當良好。 

     2.在海洋教育推廣方面，即進入海洋相關博物館參觀後的民眾對於海洋相

關議題的認識更為清楚、也對海洋相關議題有了新的思考方向。 

     3.海洋相關博物館(水族館)推動海洋教育的創意點子有顯著的成效。所以，

海洋相關博物館雖然是新式的博物館型態，但是博物館的傳統的功能，如展示、

教育、保存等還是參觀者進入博物館的重要活動項目。 

 

(二) 整理訪客問卷回答結果，可以知道，藉由各種創意的展出設計，讓教育活

動更接近大眾，了解參觀者的需求，不只是將海洋相關博物館定位在單純

的文物保存與展示的場所，而是利用海洋相關博物館豐富的海洋教育資源，

將海洋相關博物館營造成更接近民眾、讓民眾淺移默化的接受、吸收海洋

教育，達到終身學習的目標。 

 

(三)綜合訪客回答結果發現:海洋知識及專業技能的理解也開始受到參觀者的重

視。參觀海洋相關博物館時，除了文物保存與展示外，由靜態、被動的展示方式，

提昇為辦理海洋教育相關創意點子、海洋相關知識的探索活動等，將可使海洋相

關博物館所具備的教育功能與特色充分發揮，同時可以增加海洋相關博物館的使

用效率，達成推動海洋教育的使命。 

    

(四)在進入展廳現場進行「海洋相關博物館教育活動觀察」紀錄時發現，這 6

間海洋相關博物館(水族館)館內教育活動安排創意十足，展演示範、探索活動、



親子活動區、創意點子等對於推動海洋教育具有顯著的效果。 

    由於博物館是以「群眾教育」為目的(林政弘、張沛華，1995)，在設計館內

教育活動時，會考慮到參觀者的背景、能力和興趣，讓在參觀的過程中隨時都有

意外的發現(探索活動)，同時提供參觀者自由參與，並以互動或溝通的方式來進

行，激發民眾的參與感與學習的欲望，將知識與技能結合，讓參觀者朝向海洋教

育的多元化發展，達成海洋教育生活化的目標。 

              

(五)博物館的教育跟一般學校的教育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就是將其收集、保存、

研究的成果，利用各種展演示範的活動跟參觀者分享，並引導參觀者去利用館內

的設施達到增廣見聞的教育效果(林政弘、張沛華，1995)。從 5間海洋相關博物

館(水族館)館方相關人員填答的資料中可以從成立宗旨、教育政策等方面也都明

確的闡明推動海洋教育的目的，並且配置海洋相關的教育專責人員。 

二、建 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與問卷分析、現場觀察紀錄、館方相關人員的訪問整理結

果，本研究最後提出二方面的建議，希望透過本研究的調查研究對正式與非正式

教育機構之間提出具體而有效的海洋教育推動方式，以供我國未來深化推動海洋

教育之參考，同時也希望整合各海洋相關博物館推動海洋教育的寶貴經驗，為國

內海洋相關博物館提供正面的發展。 

(一)對國內海洋相關博物館規劃教育研究活動之研究人員的建議 

   1.加強導覽解說的功能 

  所謂導覽解說是要給遊客新的認識、新的觀察與引起新的興趣，藉由導覽人

員詳盡生動充滿熱忱的解說，或是各種解說媒體的運用與傳遞，達到與遊客有效

溝通、引導遊客更深入了解環境或展覽的內容。 

    綜合訪客問卷資料整理，可以得知，好的導覽解說，淺顯易懂、利用科技(3D

呈相)的展示板，除了可以達到海洋相關博物館欲達到的目標與成效，也可以吸

引訪客再度入館參觀。因此建議，海洋相關博物館可以定期舉辦導覽志工或約聘

導覽員的專業培訓課程，來招募對海洋有興趣的民眾，落實「培育海洋人才」，

達到「非正式學校推廣海洋教育」的終身學習目標，也可以利用各種教育研習活

動，提升海洋相關博物館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民眾進館參觀。 

 2.加強海洋相關博物館與當地居民的互動性 

     博物館在籌設期間需與當地居民有充分的溝通及共識，讓當地居民了解博

物館的成立可以對提升當地文化建設、提高觀光收益及增加就業機會。綜合訪客

問卷資料整理、館內觀察紀錄，可以得知在教育方面，海洋相關博物館可以和當

地學校合作，共同開發教具、教材，設計出更適合當地學生的海洋教育的課程與

書籍，讓學生對在地海洋教育更有認同感;在公眾參與方面，可以利用各種方式

回饋地方，提高當地居民對海洋相關博物館的接受度，這樣，不但可以增加國內

的文化建設，也可以提升國人海洋文化素養及海洋休閒品質。 



   3.館內配置規劃動線應有新需求的彈性 

     近年，來全球科技發展快速，電腦資訊與多媒體的運用已經是各個領域必

須具備的基本素養。海洋相關博物館必須對館內的配置設計、動線規劃做出符合

時代的潮流與需求，提高民眾進館參觀的意願和動機，海洋相關博物館也可以隨

著時代潮流的脈動趨勢，策畫符合民眾需求的海洋相關議題的特展，讓展品更具

彈性化、讓館內動線規劃更活潑化，不但可以讓進館民眾每一次都有新奇的體驗

和感受，也可以藉此提高館方的營業收入。 

   4.掌握群眾的心理、結合觀光休憩與文化的海洋教育功能，達到全民終身學

習的目的。 

漢寶德先生在「文化觀光的時代」一文中提到:「…在這樣的時代裡，博物

館即使不再重視收藏研究，而以教育文化為目的，也落伍了。到博物館的民眾，

其首要的目的是消遣…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博物館為能順應時代潮流，與民眾

打成一片，也未使不是積極參與廣大社會的一個機會。」因此海洋相關博物館的

經營策略必須要先了解社會大眾消費市場的動態，設計吸引民眾進館參觀的海洋

教育活動。過去，博物館是被動的等待觀眾進館參觀，但是現代的博物館經營，

已經轉變成要主動的邀請民眾進館。因此，精心規劃、經營行銷手法，讓參觀者

跟博物館能產生進一步的互動及溝通，讓博物館得以永續經營，才能在活動進行

中將海洋議題置入，完成推動海洋教育的目的。 

    

(二)、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1.納入可量化的評估準則 

      本研究以訪客問卷調查的量化統計分析、館內觀察紀錄及館方相關人員訪

談紀錄的質性研究分析。而海洋相關博物館為近年來較為新穎的博物館類型，海

洋教育相關議題也越來越被重視，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量化評估國內博物館對

於海洋相關議題的研究，讓國內推動海洋教育的的評估結果更為準確與客觀，以

供我國未來深化推動海洋教育之參考。 

    2.以博物館類型、經營模式之比較研究 

      在這次研究範圍的 6個海洋關博物館，有大型的公立海洋專門博物館(國

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及科學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也有私人經營的專門類海洋相關博物館(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長榮海事博物館)、

遠雄海洋公園附設水族館，期類型、經營模式都不盡相同。不同的經營模式對於

推動海洋教育的展示內容、活動設計與預期目標也有某種程度的差異。建議下一

個研究可以針對這些差異進行比較分析，相互學習個別經驗、檢討得失，讓海洋

相關博物館在推動海洋教育上面更有成效。 

 

 

備註:本論文獲科技部「我國與美國海洋相關博物館推動海洋教育實況調查研  

     究」專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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