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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解說
◎文―羅智妃、林思婷．圖―羅智妃、劉德祥

身為科博
館的第一線
解 說 人 員，
在疫情休館
期間，我們
常被熟識的
人提問「教育
人員都在做
什麼呢？」可
能許多民眾

認為「都休館了，當然就跟著休養生息！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嘛……」
其實博物館的長官們是紛紛投以關愛的眼神，鼓勵我們這段期間要努力更
精進自己專業職能啊！
這段時間解說員同仁們分組分工、協同合作個個都身兼數職，化身為導
演、編劇、場記、打燈者、配音員、音效、製作動畫、剪輯師……，創作完
成展示線上解說影音：「玉言故事―臺灣玉傳奇」、「百年好合特輯」、「科博
銅樂」（圖1-1）及「陶趣科博館」（圖1-2）。
不同既往的工作型式，拍攝解說影片是另一種學習經驗：導演，喊

Action好神氣！但須面面俱到顧及畫面呈現的美感；編劇，想說的太多但
篇幅有限須求精簡；場記，打板對剪輯者而言是重要的依據；燈光，頗能
畫龍點睛；旁白錄製，看似簡單，其實魔鬼藏在細節裡，得留意說話的速
度、語調、勻稱的呼吸等等；剪輯影片，反覆檢閱各種素材，找出最好的節
奏。
影片拍攝的過程更拉近了解說員與展品的距離，深深貼近溫潤的臺灣
玉，緩緩走過當代婚姻之旅；也細細欣賞王者之音―曾侯乙編鐘及標音的
銘文、紋飾、銼磨的音槽、合瓦形鐘體的鑄造痕跡；俯瞰青銅之冠―銅車
馬、又大又寬又薄的車蓬蓋、車體上彩繪的紋飾―流雲紋、幾何紋、夔龍
紋、車窗上氣體流通的孔隙、武器類的弩、箭、盾牌等等及青銅拔絲工藝

和金工技術；好好品味遍布展廳的陶製器具，從趣味的陶偶到盛裝食物的
陶器，再從陪葬品一路追尋到考古遺址的挖掘修復，我們一起更加靠近這
些展品。
疫情休館！解說人員的工作日常是「防疫、推廣不停學、辦理不同的知識
傳播方式」，不一樣的體驗與不一樣的推廣模式。
活動演示
◎文―張宏彰．圖―林宜靜

在博物館工作期間，第二次遇到疫情休館，這件事情一點都不會讓人覺
得開心。「科」老闆們要求我們活動小組同仁將平時的演示教學拍成影片上
網。誰拍？當然是自己拍！誰錄音？怎麼會問傻話呢？誰剪輯？呵呵！你說
呢？於是乎，小組同仁紛紛變成小網紅，將平時完全沒接觸過的影音軟體
一項一項的學會，然後將科學中心宇宙奇航（圖2）的解說內容給製作出來
了。
在這段休館期間，小組內同仁也完成今年年底的科學節「大科學」項目的
研發和實驗。科學節今年已經邁入第二年，去年因為推出的反映良好，所
以當我們知道要推出第二屆時，心裡負擔真的是非常巨大。今年「大科學」
想要嘗試在夜間開放時舉辦，所以我們研發的項目主軸就朝光、火、聲等
具效果的主題思考，因為是「大科學」，所以效果要好、要大，壓力也真的
是很大！首先，我們嘗試要做大型的火龍捲，並且是不同顏色的三束火讓
它們像火龍一樣的捲動；去年出現過的液態氮火箭，今年會閃亮亮的華麗
現身並且升空；我們還將好玩的電漿球變大了，很多的實驗不看不知道，
一看嚇一跳呀，原來將實驗變大之後的效果還真的是非常驚人呀！觀眾們
若屆時不來親眼看看會很遺憾的！
劇場教室教學
◎文―曹炳智
休館期間是博物館人員進行教育訓練的最好時機，又因為防疫而不能群
聚，所以課程和會議都改為線上進行，終日與那一只方方的電腦為伍。然
而也藉由這位不可或缺的伴侶，將我們平日面對觀眾要說的話轉換成影像
與文字，遠距傳送，延續我們的科教活動。我們選定主題、寫腳本、分鏡、
美編設計，需要時攝影、錄影樣樣來，甚至進一步後製剪輯，所有的成果
都放在官網「環境教育」的影音專區中，希望觀眾上網指教。
劇場教室同仁今年在環境教育的重點活動「宜居城市―守護清淨空氣普

科博館在2003年5月時曾因應SARS疫情而休館一個多月，今年5月
16日起至今又配合新冠肺炎防疫政策，再度啟動休館機制，全館含

三園區皆暫停對外開放，教育推廣活動也暫停、延期或改以網路線上模式
辦理。平日專責提供觀眾學習服務的科博館教育人員在這段沒有服務對
象的期間，做了哪些事情？發展出哪些新教材？又規劃了哪些新活動？讓
該運作的業務持續進行，並預做準備迎接重新開館日到來。幾位科學教育
組的教育人員透過本文述說了他們這段特別的疫情日常工作實情。

圖3 劇場教室推播電視課程封面

圖2 宇宙奇航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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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休館下，
科學博物館的線上教育
活動與教育人員
不一樣的日常！

圖1-1 「科博銅樂」拍攝實況

圖1-2 「陶趣科博館」工作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