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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兒童教育趨勢考察
——以法國博物館為例

郭姿瑩1

摘要

近1 0年來，博物館兒童教育議題蓬勃發展，博物館界對兒童觀眾

之政策制定、活動策劃，乃至於內容等各層面的瞭解需求，可說殷切

期待。儘管兒童觀眾已成為博物館極力開發的觀眾群，然而相關理論

及實務的探討仍待累積。本文以筆者於2 0 0 7年6月實地參訪法國1 6間博

物館進行為期2週之研究為基礎，從博物館兒童教育政策、活動策劃與

執行等議題切入，借鏡法國博物館兒童教育實例。文中以法國 6間博物

館為例，包括龐畢度中心、東京宮、裝飾藝術博物館、國立自然史博

物館、里昂博物館、亞爾暨普羅旺斯考古博物館，說明其博物館性

質，並進一步闡釋其兒童博物館教育發展策略及實踐方式。最後從專

業教育人員的角度，提出觀察與省思，歸納出法國博物館教育發展之

趨勢為：兒童觀眾分齡化、教育活動主題化、啟發兒童五感經驗、開

發親子觀眾以及教育展覽化。

關鍵詞：兒童教育、博物館教育、法國博物館

1 E-mail: tzuyingkuo@hotmail.com
2 本文初稿曾於2 0 0 7年文建會與法國在臺協會共同舉辦之「趨勢計畫」赴法研習心得分享座談會中發
表，並經修訂。

前言2

法國博物館教育觀念發展歷史悠

久，教育活動豐富多元，始終為國內各

博物館教育人員借鏡之對象。近年來，

尤其針對兒童觀眾之認識，無論在理論

觀念及落實方法上，亦不乏以引進兒童

教育展或籌辦工作坊的方式，與法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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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教育人員進行交流，對促進國內博

物館教育人員對於兒童教育政策的啟發

多所助益3。儘管如此，國內教育人員若

想瞭解法國博物館兒童教育政策的形成

背景、活動策劃及執行，僅從為期數天

或單次的教育活動，仍不免有無法一窺

全貌之憾。

有鑑於此，筆者於 2 0 0 7年赴法國進

行為期 2週的訪問，由涵蓋各領域之中

型以上博物館中選取研究對象，從巴黎

到南部里昂等地，走訪了包括羅浮宮、

奧塞美術館等1 6家博物館及文化機構4，

並與各博物館觀眾服務部門主管會面，

針對博物館教育發展策略、兒童教育活

動、輔助參觀工具開發等教育理念議題

進行交流。

本次赴法訪問乃藉由訪談方式，實

地瞭解當前博物館兒童教育政策趨勢與

教育形式之實務運作，以豐富相關議題

之思考。同時，筆者亦獲得數個參訪博

物館的允許，參與兒童教育活動之進

行，實地觀察教育人員與兒童觀眾之互

動及成效；並透過直接的對談，對照在

當地的教育活動觀察，試圖整理出法國

當前博物館兒童教育趨勢，印證法國博

物館兒童教育的理想與落實。

參訪內容

本次訪問包括 1 6個法國文化機構與

各類型博物館，文中將以龐畢度中心、

東京宮、裝飾藝術博物館、國立自然史

博物館、里昂博物館、亞爾暨普羅旺斯

考古博物館等 6間館所，作為各類型博

物館兒童教育政策之研究實例，並整理

出各博物館之訪談概要及其教育活動策

劃與執行內容之分析，同時補述各博物

館之簡介以輔助讀者瞭解。最後綜合分

析法國博物館之兒童教育運作角度，探

討教育活動之形式與內涵，以及當前法

國博物館兒童教育之趨勢。

一、龐畢度中心：兒童藝廊之成立

龐畢度中心為世界上重要的文化藝

術匯集地之一，致力於呈現各種形式的

當代藝術創作，其中包含一座國立現代

美術館、電影院、劇場、音樂研究中心

及一座大型的博物館，員工總數超過

1 , 5 0 0人。龐畢度中心自2 0 0 0年重新整修

開放後，於大廳入口左側，規劃占地

4 0 0平方公尺的兒童專屬藝廊，其中包

含接待空間、展示廳以及兒童活動體驗

空間。該中心將兒童的專屬空間設於入

2 0 1 0年 4月

3 例如臺北市立美術館與龐畢度中心曾 7次合作舉辦教育展及工作坊，包括 2 0 0 1年「藏在石頭裡的
鳥：關於布朗庫西作品的遊戲空間」教育展、 2 0 0 2年「11張床：一樣／不一樣」教育展、 2 0 0 3年
「城市中的旅行」教育展、2 0 0 4年「發現馬諦斯與畢卡索」教育展、2 0 0 7年「國際兒童藝術節：我
也是博物館小小策展人親子工作坊」、2 0 0 8年「五感派對親子舞蹈工作坊」，並於為期2天的工作坊
結束後，安排龐畢度中心教育人員為北美館典藏作品設計教育訓練，且與北美館教育人員進行交流
及討論；此外，國立歷史博物館曾於2 0 0 9年4月與羅浮宮合作辦理「體貌會神：羅浮宮雕塑藝術觸
覺教育展」。

4 本次參訪機構為：法國文化部（ M i n i s tè re de la Culture et de la Communication）、文化傳播學會
（Association Médiation Culturelle）、裝飾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Val de Marne當代
藝術館（M u sé e d’Art Contemporain de Val de Marne）、奧塞美術館（M u sé e d’O r s a y）、羅丹美術館

（Musée Rodin）、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當代藝術中心東京宮（Palais de Tokyo）、立方體多媒
體創作空間（Cube Art 3000）、龐畢度中心（Centre Pompidou）、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M u sé a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網球美術館（Jeu de Paume）、發現宮（La Palais de la Découverte）、
里昂博物館（M u sé um de Ly o n）、亞爾暨普羅旺斯考古博物館（M u sé e de l’Arles et de la Provence
Antiques）及建築遺產城（Cité de l’Architecture et du Patrimo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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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大廳左側，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及高能

見度，無疑以實際行動落實了法國博物

館對兒童觀眾的重視。

兒童藝廊之活動及展覽由兒童創意

工作室負責規劃，其角色為協助 2 - 1 6歲

觀眾、家庭與老師建立與當代藝術創作

溝通的管道，任務為規劃 2 - 1 6歲觀眾之

教育活動、兒童教育展、教師培訓，以

及兒童與青少年書籍、影片之出版。

龐畢度中心附屬之兒童藝廊活動規

劃之定位，涵蓋多領域創作面向，包含

舞蹈、表演藝術、設計、當代藝術及科

技，主張鼓勵兒童發展視覺以外的感官

感受作品造型、體驗作品內涵，甚至進

一步發展個人的創作想像力。兒童藝廊

強調其自成立之初即訂定明確的目標：

「並非啟發兒童對藝術的認識，而是帶領

兒童透過藝術啟發其對世界的認識。」

（Poussou, 2006）自2000年起，龐畢度中

心開始由教育人員與藝術家共同策劃及

執行，以典藏品為主題或是以主題方式

集合多位藝術家之裝置藝術作品，設計

出6 - 11歲兒童專屬之展覽，這些教育展

除了藝術真品展出外，最重要的創意是

在展場中開發可啟發感官探索的遊戲及

創作。

兒童藝廊成立之初，即定位在捨棄

傳統博物館教育所強調的作品知識內涵

取向，轉而僱用藝術家作為教育活動規

劃人員，將每一項活動、每一檔展覽本

身視為一大型實驗性藝術創作，主張觀

眾以手、身體及五官參與展覽，在展覽

中重新發掘自己更多的面向5。

2 0 0 6年龐畢度中心推出年度專為 6 -

11 歲兒童策劃之「物件轉換」兒童

教育展，結合法國藝術家庫爾特魁絲

（Claude Courtecuisse）之作品及互動學

習遊戲，作為開啟兒童認識當代藝術創

作之鑰。庫爾特魁絲擅長以生活中毫不

起眼的物件作為創作的元素，例如塑膠

置物盒、塑膠玩具、紙杯、廉價的彩色

塑膠杯，或是一些我們甚至不知道名稱

的物品，建造出一座座的高塔，令人驚

奇的是，這些由生活中瑣碎的物件所堆

疊出的高塔，看起來竟然有如一座座現

代雕塑作品（圖1）。

展覽中除了展出庫爾特魁絲的作品

外，亦規劃 2個互動遊戲區，分別為

「當代藝術創作區」及「互動數位區」。

「當代藝術創作區」提供庫爾特魁絲創作

時使用的物件，供觀眾自行試驗（圖

2）。「互動數位區」則運用簡單的原理

重現庫爾特魁絲的創作概念，觀眾可以

從電腦中預先設定好的 5 0個物件圖案中

選出其中 5件，堆疊出虛擬的現代雕

博物館學季刊 24（2）

5 參見2 0 0 7 / 0 6 / 1 9筆者訪談龐畢度中心兒童創作工作室資深策展人康貝（Nadine Combet）女士之訪談
紀錄。

圖1. 庫爾特魁絲作品皆由日常生活常見

的物件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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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整個創作的過程並放大同步投影於

牆面上，讓其他觀眾亦可同步觀賞，增

加觀眾間之互動。

二、東京宮：靈活成功的「Tok Tok 兒童

教育活動策略」

當代藝術中心東京宮建於 1 9 3 7年，

為舉辦世界博覽會而建造。 1 9 9 9年在法

國「文化與傳播部」的推動下，改造為

當代藝術展示空間，並於 2 0 0 2年1月正

式對外開放。自2 0 0 2年開館至今，當代

藝術中心東京宮展出無數多元的創作形

式，包含當代藝術、設計、時尚、電

影、音樂及舞蹈等藝術家作品。

3歲以上的兒童，是東京宮教育人

員服務的對象。東京宮針對 3歲以上兒

童，推出符合各年齡層兒童興趣的活

動：

（一）Tok To k 故事（3 - 6歲）：以說

故事的方式，讓小朋友跟隨著虛擬的故

事主角，進入作品的神秘世界，在充滿

奇妙的冒險過程及幽默的故事情節中，

打開小朋友的好奇心，自然而然親近藝

術作品的內涵。

（二）Tok To k 的假日（5 - 7歲）：星

期假日及寒暑假的平常日，推出主題創

作工作坊，內容以認識藝術家創作形

式、素材或以主題為出發點，開發每日

2場以上的創作工作坊。東京宮 Tok To k

創作工作坊本身就是一個大型裝置藝術

品，無疆界的傢俱就置放於展場的正中

央，鋪上一塊彩色的地毯，再將放有創

作材料的大推車駛進展場內，就成了兒

童創作的行動空間。

（三）我在東京宮的生日派對（5 - 1 2

歲）：兒童可以邀請好朋友到東京宮慶

祝自己的生日。東京宮特別選在閉館時

間，為小壽星及其好朋友們打開展場大

門，並為他們規劃工作坊，在創作中共

度難忘的生日。

東京宮推出的兒童創作活動在美術

界頗負盛名，每一場活動的報名幾乎一

位難求，始終為法國各美術館教育人員

列為必定參考學習的對象。不僅如此，

巴黎博物館數量眾多，且在各家所推出

的教育活動甚至已達彼此強烈競爭的情

形下，東京宮的活動仍然能夠經常、持

續且廣泛地受到媒體討論及報導，實屬

不易。筆者歸納東京宮教育活動策略成

功的因素如下6：

1. 直接與作品對話的創作空間：東

京宮內並未規劃教育推廣空間，主管貝

勒提耶（Tanguy Pelletier）先生因此決

定在展覽場內進行各種形式的創作活

動，讓兒童觀眾於展覽現場中，將自己

的創作與展出作品直接對話。這項原本

2 0 1 0年 4月

6 參見2007/06/15筆者訪談東京宮兒童觀眾服務部門主管貝勒提耶先生之訪談紀錄。

圖 2. 兒童教育展創作區提供紙

杯、塑膠置物盒等創作元素，供

觀眾創作小型雕塑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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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被視為干擾展出作品，甚至危及

作品安全的舉動，在活動推出後反而成

為美術界一項創舉。在「現場」創作的

作法，不僅鼓勵了兒童觀眾與作品之間

的直接對話，更破除了藝術家與兒童觀

眾的界線。

2. 不斷創新的教育形式：東京宮不

斷開發出結合各種領域，包含肢體律

動、說故事、製作影片等新奇創意的活

動，各類活動皆不脫趣味、好玩的性

質，充分吸引各階段兒童觀眾的興趣，

且營造出藝術容易親近的印象。

3. 充滿聯想力的活動命名：以館名

Palais de Tokyo為靈感，取 Tokyo 的發音

加以演繹，發想出一系列以 Tok To k 為

名的活動。該名稱有著容易發音、重

複、簡潔及發音響亮的特性，亦類似

「叩叩」的敲門聲音，不僅獲得兒童熱烈

迴響，媒體報導也喜愛引用，並經常加

以詮釋做為報導標題，引發大眾談論。

4. 動態活動影像記錄：東京宮針對

每個教育活動，均以數位相機或是影像

設備記錄其創作過程，經過剪接後，以

短片方式於網路上播放。影像記錄方式

掌握兒童創作活動「動態」、「即時」及

「視覺」的屬性，一般觀眾透過網路的瀏

覽現場直擊，活動現場創作的氣氛及觀

眾的熱烈反應都得以原音呈現，活動本

身與參加的觀眾成為最佳的代言人，其

宣傳效果相較於平面文字敘述或是廣告

更具說服力，成為一最佳的宣傳品。

三、裝飾藝術博物館：分齡教育活動

設計

裝飾藝術博物館蒐藏了從中世紀至

現代之裝飾藝術，為法國蒐藏最豐富且

最具代表性的室內設計作品博物館。館

內以年代區分展示空間，藉由文藝復

興、路易十六時代至新藝術時代的傢

俱、餐具擺設，一窺法國上流社會的生

活景象。

裝飾藝術博物館兒童教育活動最大

的特點在於視觀眾的不同年齡，以嚴謹

的態度訂定與其年齡興趣相符的學習內

容：4 - 6歲兒童以強調發展其感官敏銳性

及想像力為主，活動內容採「組合創作」

等動手做方式，以培養兒童雙手協調能

力的遊戲為主軸； 7 - 1 0歲兒童的學習則

著重在認識各個時代的審美觀及歷史演

進，活動透過現場作畫的方式，培養觀

察藝術家作品的能力；11 - 1 4歲青少年則

開始學習藝術字彙，且進一步學習分析

各時代的傢飾品味傳承及差異；1 5 - 1 8歲

青少年則是嘗試以深入的方式，探討展

出作品所象徵的手工業、歷史或是經濟

議題。

裝飾藝術博物館針對兒童到青少年

觀眾，推出主題式的「發掘之旅」，以多

樣性的主題選擇，提供觀眾對作品進行

跨領域的認識。「發掘之旅」設計了二

項主題，分別為「物件的功能及使用」

及「裝飾及其靈感」，每一項主題分別為

國中及高中生推出「上桌了！」、「1 0 1

種坐的方法」等導覽活動。

多數美術館內禁止兒童觸摸所有展

品的規定極不友善，也不符合兒童喜愛

用觸覺感受事物的特性 7。為了打破此刻

版印象，增加現場教育活動作品與觀眾

之間的互動性，觀眾服務部門開發了一

套專為導覽活動設計的輔助道具，內有

各式創作媒材樣本，教育人員可在展場

執行教育活動中供兒童觀眾觸摸，有效

提供兒童視覺以外的觸摸感官經驗（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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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見2 0 0 7 / 0 6 / 2 0筆者訪談裝飾藝術博物館兒童觀眾服務部門主管柯琳（Catherine Colin）女士之訪談
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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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立自然史博物館：家庭觀眾成長

新趨勢

國立自然史博物館位於植物公園

（Jardin des Plantes）中，以「現代世

界」、「人類活動的環境」及「地球的歷

史與生物的進化」等三大主題呈現生命

的進化。

觀眾服務部門主管范培（ M i c h e l

Va n - P r aë t）先生為著名博物館教育學

者，文章經常發表於知名期刊中，他表

示越來越多的博物館及科學城針對家庭

觀眾（指1 5歲以下由家長陪同前來的兒

童）進行觀眾研究 8。近期針對1 0 0家法

國博物館調查結果顯示，家庭觀眾是參

觀民眾結構中 非常重要的一個族 群

（M i r o n e r, 2001）。以國立自然史博物館

為例，家庭觀眾至少占了總參觀人數的

三分之一，並且有逐年升高的趨勢。國

立自然史博物館很早就觀察到，並針對

此趨勢推出多項親子教育活動。

范培主張針對親子觀眾設計之活動

有以下參考原則，可供教育人員開發教

育活動時參照9：

（一）正視父母在博物館參觀中的角

色：在法國，針對兒童開發的教育活動

已是各個博物館基本且發展成熟的服務

項目之一，目前博物館積極努力開發的

方向為針對父母的教育 1 0。由於兒童尚

未具備獨立行動的能力，多半由父母陪

同，且他們識字能力不足，對於生活周

遭事物的認識仍須仰賴父母傳遞訊息給

他們。在博物館參觀經驗中，父母因此

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既是主要的訊息傳

遞者，也決定了兒童接收訊息的內容以

及被引導的方式。因此，父母與兒童教

育其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二）鼓勵親子共同參與教育活動：

2 0 1 0年4 月

圖3. 專為導覽活動設計的輔助教具，內有玻璃、木板

等創作媒材，以及鉗子、鐵鎚等創作工具。

8 參見2007/06/12筆者訪談文化部博物館司督察兼國立自然史博物館教授范培先生之訪談紀錄。
9 參見2007/06/12筆者訪談文化部博物館司督察兼國立自然史博物館教授范培先生之訪談紀錄。
10 筆者本次訪問 1 6家文化機構，亦印證此一描述，包括奧塞美術館、羅丹美術館、羅浮宮、龐畢度
中心、國立自然史博物館、網球美術館、亞爾暨普羅旺斯考古博物館、建築遺產城等 8間博物館，
皆提供以親子為服務對象之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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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個針對大眾參加文化活動行為之研究

數據顯示，四分之三以上的父母表示參

觀的目的是為了「全家一起出遊」、「共

同分享」等社會功能。因此有別於目前

法國多數博物館所規劃大人與小朋友分

開各自進行館內參觀的親子活動，國立

自然史博物館特別發展出小孩及大人可

以「共同」參與的創作活動，整個活動

歷程必須由親子共同協力才能完成，使

得大人和小朋友不僅從中獲得學習，亦

藉此創造出屬於全家人的博物館參觀經

驗。

（三）開發親子觀眾輔助參觀工具：

法國博物館教育人員觀察親子觀眾閱讀

展覽文字的行為發現，父母普遍花很少

的時間閱讀展場文字，通常會以看一兩

眼展場看板或是說明書，取代閱讀完整

的文字，而且他們偏好口語式的互動閱

讀模式。此外，兒童閱讀展覽文字的理

解力較弱，需要透過親身操作或是形式

新奇的裝置引起閱讀的興趣。有鑒於

此，觀眾服務部門乃開發出多種互動式

且隨手可得的教育工具，讓這些個別來

館的親子家庭能以他們的偏好及意願瞭

解展覽內容。例如在展場中設立電腦提

供展覽相關的遊戲或說明、提供多種主

題的參觀動線建議，以及設計兒童學習

盒，讓兒童得以依照個人的興趣進行主

動的探索式參觀。

五、里昂博物館：學齡前幼兒教育展

里昂博物館屬於隆河省立（Dé pa r t e -

ment du Rhô ne）級博物館，蒐藏來自美

洲、非洲、大洋洲的人類學遺產，以及

地球科學研究成果。館內蒐藏豐富的人

類史遺跡，讓觀眾得以從環境、歷史、

美學及當代等多元豐富的角度，思考人

類生存環境所包含的各種不同面向。

里昂博物館於 2 0 0 6年首度嘗試策劃

專為3 - 6歲幼兒設計，名為「出發了，熊

寶貝們！」之幼兒教育展。熊一直以來

就是幼兒故事書及玩具世界中重要的主

角之一，牠們經常被擬人化為人類生活

上的好朋友，教育推廣部門於是藉由

「熊」這個經常出現在寓言故事書中的擬

人化動物，帶領兒童認識他們想像中的

熊，以及熊如何生活在真實的世界中。

幼兒教育展目標觀眾皆為學齡前兒

童，考量學齡前兒童尚不識字，展場設

計的挑戰在於不能出現任何的文字敘

述，僅能用圖像、遊戲、玩具等代替方

式，協助幼兒認識熊。展場設計處處可

見巧思，藉由重現熊的生活環境，運用

昏暗的燈光、茂密的樹林，甚至搭造熊

居住的洞穴，以營造出身歷其境之真實

感。進入展場前，父母及幼兒須穿上館

方準備的熊掌絨布鞋，讓幼兒融入動物

的世界中，藉由擬「動物化」將自己的

情感轉移到熊身上，協助幼兒進入展場

營造的意境（圖 4）。展場規劃數個體驗

區，包含藏書豐富的繪本區，提供與熊

有關的故事與知識，並供父母閱讀給幼

兒聽；森林體驗區展示各種熊的皮毛樣

本並可供觸摸；熊的居住洞穴允許幼兒

進入體驗；並在展場中設計活動板牆，

以圖示的方式，對照各種熊及其皮毛特

徵，充分刺激學齡前兒童以各種感官探

索他們心中的主角——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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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觀眾進入展場內須穿上熊掌鞋，宛

如化身一隻小熊進入森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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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亞爾暨普羅旺斯考古博物館：親子

觀眾群之開發

亞爾暨普羅旺斯考古博物館於 1 9 9 5

年開館，座落於亞爾城外的古羅馬競技

場。該館展示空間占地2 , 7 0 0平方公尺，

呈現亞爾與整個隆河口省自新石器時代

至古代的考古蒐藏。

館內空間分為三大區，分別為作品

展示區（以主題或按照年代展示之常設

展或特展）、觀眾接待區（包含創作工作

坊、圖書室、視聽室、文件區）及典藏

庫房區（設有典藏庫房與陶瓷製品、鑲

嵌畫修復區）。

該館觀眾服務部門自 2 0 0 6年起極力

開發新觀眾群，主要設定為父母帶著 1 2

歲以下兒童自行來館之親子觀眾。親子

活動每月舉辦 1次，特訂於每個月的第

一個星期天博物館免票日的下午舉辦。

親子活動設計以遊戲與故事二大主軸方

式進行，最受兒童歡迎的教育活動為

「展品尋寶遊戲」與「傳奇故事」系列：

（一）「展品尋寶遊戲」：提供與典

藏常設展品相關的提問，引發兒童尋找

作品的動機，由父母帶著小朋友共同至

展場找出作品，尋求問題解答。

（二）「傳奇故事」系列：以結合戲

劇、表演、燈光等說故事方式，將作品

詮釋給親子觀眾。表演內容由館方邀請

專業劇場表演者與教育人員共同研發，

以常設展品為靈感，與教育人員共同研

議故事主題，先由教育人員策劃故事表

演流程及對白，接著編寫劇本，最後再

由戲劇表演者轉化為戲劇語言於展場中

演出。表演者穿上戲服後，搭配燈光及

道具，就像由作品中跳出來的真實人

物，將展場變身為一表演舞臺，藉由肢

體和戲劇語言的詮釋，呈現展品的內容

或蘊含於展品背後的歷史故事，以活潑

生動的表演活化千年歷史的考古文化遺

產（圖6）。

親子活動以具有高度娛樂性和編劇

性質的「看表演」、「聽故事」，取代傳

統的導覽或是獨自欣賞展覽等靜態閱讀

方式，吸引親子觀眾共同參與，從中獲

得歡樂的博物館經驗，累積許多忠誠的

親子觀眾群11。

發現與分析

綜合前述法國博物館兒童教育活動

紀實與訪談內容，針對法國當前博物館

兒童教育趨勢觀察，茲提出以下發現與

綜合分析。

2 0 1 0年4 月

11 參見2 0 0 7 / 0 6 / 2 2筆者訪談亞爾暨普羅旺斯考古博物館觀眾服務部門主管丹尼斯（Fabrice Denise）先
生之訪談紀錄。

圖5. 展場中設計活動板牆，供幼兒對照

各種熊及其皮毛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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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兒童觀眾分齡化

法國博物館的教育活動設計所服務

的觀眾年齡層非常廣泛，從 4歲幼童到

退休銀髮族，皆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學習

方式及階段性目標。博物館對兒童教育

的啟蒙非常重視，為吸引兒童觀眾參

與，教育人員體認兒童教育活動之規劃

與定位，不僅須考量兒童喜愛獲取資訊

的方式，亦須建構於各年齡層兒童觀眾

的知識和經驗，並考量符合其興趣之互

動模式。為此，教育人員規劃活動時須

依照各年齡層兒童之學習模式及認知特

質，訂定出適切的學習主題、參觀內

容、參觀動線及學習目標。

大致而言，法國博物館兒童教育將

活動區分為三大年齡層，分別為 4 - 6

歲、7-9歲及10-12歲。針對4-6 歲學齡前

幼童，設定之目標為刺激其對博物館展

出物件的好奇心，培養對博物館的喜愛

度。例如東京宮與亞爾暨普羅旺斯考古

博物館皆以展出作品為故事主角，將藝

術史、歷史或自然史作為故事背景編入

劇本，再輔以戲劇的表演方式呈現。此

種展出形式大受學齡前幼童喜愛，亦最

能夠吸引幼童的注意力，幫助他們進入

展覽營造的情境。說故事的教育方式，

成功擺脫博物館僅有靜態展示的刻板印

象，當幼童們能不斷想要再次進入博物

館接觸新穎的表演時，可能就因此培養

出對博物館的參觀習慣。

7 - 9歲兒童則對博物館功能已具備基

本觀念，故活動目標訂為培養兒童「觀

看」展出物品的能力，教育方式圍繞在

引發兒童觀看「這是什麼？」、「這是由

什麼組成？」、「這是什麼材質？」等問

題，並藉由具體描述展出物品學習如何

觀察。例如裝飾藝術博物館教育活動透

過畫畫的方式，讓7 - 9歲兒童仔細觀察作

品的色彩、材質、造型等，希望能培養

出兒童對各時代不同的室內裝飾審美

觀。

至於1 0歲以上兒童，不僅能瞭解博

物館展品的功能與作品造型，且已具備

分析及瞭解展品背後抽象的社會、政治

意涵能力，因此教育活動規劃可嘗試比

較深入的方式，探討作品象徵意義。例

如裝飾藝術博物館針對 1 0歲以上兒童，

推出探討各時代的傢飾品味傳承及差

異、作品所象徵的手工業、歷史或是經

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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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傳奇故事」以親子為對象，結合「聲、光、色」的

戲劇表演方式，取代傳統的導覽解說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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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以適切、適齡的教育方式

與兒童觀眾互動，有助於維持兒童對博

物館的興趣。一旦兒童觀眾發現參觀博

物館、觀察展品，瞭解作品意涵等並非

空談，亦非和生活無關的烏托邦想像，

而是探討觀眾所關心且感興趣的種種議

題（B r iè re, 1996; Bé rardi, 2000），參觀

博物館儼然是日常生活的延伸，便會刺

激他們主動參與的意願，並可能引發他

們對博物館終身的興趣，成為博物館固

定的觀眾群。

二、教育活動主題化

國內博物館針對兒童參觀團體，大

都以提供「現場導覽活動」為最主要之

教學方式。現場導覽以「展出物件」及

「展覽主題本身」作為導覽主軸，其活動

內容主要依照展場動線及展品選件進行

參觀動線規劃，以傳達展出物件之背景

知識與展覽概念為預定學習目標。

法國博物館兒童教育哲學，則展現

出與國內不同的觀點與作法。儘管博物

館與學校皆被視為主要的教育場域，然

而兩者對於處理知識最大的差異之一，

在於前者以「主題」代替後者以「學科」

作為分類知識的方式（Caillet, 1996）。

亦即，因應各年齡層觀眾的興趣與需求

設定，教育人員應從展覽中發掘作品多

樣的切入面向與可發展之學習脈絡，將

博物館展出物件當作素材，而非學習目

的，強調連結不同學科知識的統整，發

展多面向之活動或是導覽主題。如此，

學校老師得以選擇連結學校課程的主題

作為參觀路線，一般家長則可依照孩子

的興趣，自行選擇參觀路線。

進一步分析，以主題作為規劃主軸

就是以「生活主題」為思考中心，其概

念具有兩大意義。首先，主題式的教育

活動有助於觀眾將展覽內容連結於日常

生活，並進一步在個人心中產生意義。

事實上，觀眾在生活上需要面對的議題

通常是由多個領域揉合形成，絕非如教

科書單純的分類方式般將各領域切割處

理，（Cohen, 1996: 12），因此，展品僅

存在於藝術界的歷史趨勢已被取代。其

次，藉由各種生活面向的介入，一般觀

眾可在未經提示或是不具藝術史專業背

景的前提下，輕鬆地依照既有的知識背

景理解活動內容，引發其深入瞭解展覽

內容的意願 1 2，博物館也得以接觸較大

範圍的民眾，擴大觀眾群。

三、啟發兒童五感經驗

兒童觀眾對於事物認知的建立，不

僅依靠視覺的刺激，還須透過身體的參

與、各種感官的運用，以及與物件之間

的直接接觸，才能將物件內化為自身經

驗的一部分（Tisseron, 2006）。法國博物

館針對兒童之教育活動，以透過各種教

材及遊戲的開發，強調「體驗式學習」

的重要性，並結合「作品討論」、「動手

操作（創作）」及「感官體驗」等多元方

式進行活動。

科學、歷史類博物館對於展場使用

多媒體、電腦操作與觀眾溝通，已經達

到普遍且成熟階段，大部分輔助參觀工

具操作簡易，觀眾僅須執行單一且簡單

之動作，便可獲得展覽基本資訊。部分

工具之設計難度較高，需要觀眾複雜且

精細的連續動作，甚至需要靈巧敏捷的

2 0 1 0年4月

12 參見2 0 0 7 / 0 6 / 11筆者訪談法國文化部博物館司吉伯特（Claude Gilbert）女士之訪談紀錄。訪談中，
吉伯特女士表示法國多項觀眾研究結果皆顯示，博物館參觀民眾中，僅有 2 0％具有藝術史相關背
景，其他8 0％參觀美術館時，並不具備足夠的知識解讀藝術家創作意圖，觀眾面對作品時，容易
因缺乏欣賞的方式或是工具，而感到挫折或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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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與思考，才能達到設計時所預定之

目標，通常是作為觀眾深入瞭解展品及

延伸其知識之用。

藝術類博物館對於數位科技的使

用，以及針對兒童觀眾需要感官體驗的

需求回應則顯得謹慎許多，尤其美術館

強調「視覺」的欣賞，並且有「禁止觀

眾觸摸展示品」的嚴格規定，使得美術

館與兒童觀眾始終保持著無形的距離。

這種只能「看」的場域特性，使得兒童

習慣以觸摸方式認識世界的模式無法發

揮，容易產生參觀障礙。如何減低參觀

障礙便成為美術館共同面對的課題。近

年來美術館不僅意識到兒童觀眾對於

「感官參與」的需求，並具體開發可增加

觸覺經驗的輔助參觀工具，或藉數位互

動科技使兒童可以「動手操作」，讓兒童

透過主動的查詢及探索，達到與藝術作

品「接觸」的另類互動。例如巴黎裝飾

藝術博物館開發的參觀輔助工具籃，將

各種創作的媒材樣本納入其中，便是一

例。除此之外，在展場作品前臨摹、另

闢工作坊進行藝術創作或遊戲，則早已

是美術館規劃兒童教育活動所選擇的作

法1 3。

四、開發親子觀眾

根據法國文化部博物館司於 1 9 9 1 -

1 9 9 9年針對 1 0 0間博物館所作的大規模

觀眾研究顯示，科學類博物館的觀眾組

合大多是大人陪伴兒童或是 1 5歲以下的

觀眾結伴前來，分別占總參觀人數之 5 1

％與22％（Mironer, 2001: 190）。法國有

關親子觀眾的研究集中於 9 0年代，主要

關注於瞭解親 子觀眾的特性、參 觀

頻率、動機、 參觀行為及學習 模式

（J o n c hé ry, 2008: 5）。研究顯示，親子觀

眾參觀博物館動機並非來自認識展覽內

容，而是首重於促進與家人之間的互

動；此外，家長選擇外出的地點，取決

於兒童能否從中得到樂趣與學習。對家

長而言，玩樂與學習的關係是非常緊密

的，他們希望兒童在參觀過程中引起興

趣，並在玩樂中獲得學習。展場內若提

供輔助參觀的工具，兒童多半會成為主

動的使用者，並且進一步影響全家人參

觀時的氣氛，使參觀過程變得更為熱絡

（Van-Praët, 1997）。

呼應親子觀眾逐年成長的趨勢，博

物館紛紛提高對親子觀眾的服務品質，

並反映於輔助參觀的媒介上，例如國立

自然史博物館設計展場文字與輔助參觀

學習單時，皆會考量親子的需求，設計

簡單、易讀、短篇幅的文字及具互動性

的多媒體操作，供親子共同查詢資訊，

提供親子參觀動線建議等。亞爾暨普羅

旺斯考古博物館則選擇於假日推出「展

品尋寶」的遊戲，鼓勵親子共同參觀、

解謎，促進親子在展場間的互動。顯而

易見地，凡能提供兒童身體力行或具實

驗性、以探索為取向的活動與工具，將

被視為能促進親子互動及達成讓兒童想

進一步認識展品的目的，而成為家長喜

愛的出遊地點，增加參觀博物館的意

願。

五、教育展覽化

龐畢度中心自 2 0 0 0年開始舉辦兒童

教育展，為行之有年之藝術教育政策，

在法國博物館中頗富盛名。近年來，為

博物館學季刊 24（2）

13 參見2 0 0 7 / 0 6 / 1 4參與羅丹美術館為8 - 9歲學生團體規劃之「肢體語言」活動觀摩紀錄；2 0 0 7 / 0 6 / 1 7參
與奧塞美術館舉辦之假日親子活動「不只是遊戲」觀摩紀錄；及2 0 0 7 / 0 6 / 2 0參與裝飾藝術博物館為
5 - 7歲兒童舉辦之「有輪子的玩具」創作工作坊的活動觀摩紀錄。上述之美術館兒童教育活動時間
約為2小時，參與人數約7-10人，內容皆包含現場展覽參觀、臨摹與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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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量身設計展覽的概念漸漸為法國其

他類型博物館效法 1 4。龐畢度中心觀眾

教育部門主管表示：「兒童教育展的目

的並非啟發兒童對藝術的認識，而是透

過藝術，啟發其對世界的認識。」因此

龐畢度中心之兒童教育展，首重以觀眾

熟悉的日常生活作為展覽主題，強調以

跨領域、遊戲體驗為主，展出物件為輔

的學習方式，目的不只是學習藝術的專

業知識，而是期望培養一個全能的兒

童，在觀看作品的同時，發現作品，並

且作為認識世界的跳板1 5。

兒童展覽關注的是參與主動性，而

「現代」、「可動手操作」、「好玩」、

「具互動性」（Gasc, 2008），被視為可協

助兒童從被動觀看，轉變為主動參與的

重要元素。具備「可操作性」的展示布

置，通常目的在於落實物件與兒童之間

的互動，最常見到的是要求觀眾動手參

與之裝置，例如運用機械、資訊設備操

作，以及多媒體互動裝置作為媒介。其

中，最基本的互動方式為資訊提供，例

如里昂博物館於展場中設置活動板牆，

兒童須按鈕、翻看板，才能獲得提問的

答案。

另外亦有更複雜的可操作性展示設

計，可引發觀眾一連串反應的互動，包

括花時間解決問題的遊戲、可供探索的

遊戲、可自行創造的創作及設計開放性

可供思考的問題，以及讓兒童觀眾與物

件之間可反覆來回的試驗，形成既個人

又多樣的經驗。例如龐畢度中心兒童展

覽所設計的延伸創作遊戲，允許觀眾反

覆地在電腦前操作、在展場中堆疊積

木，以達到滿意的創作結果。此外，當

代美術館舉辦之兒童展覽，尤其擅長運

用數位科技，讓觀眾的影像成為展覽一

部分，藉此達到互動的目的。例如龐畢

度中心於「物件轉換」展中，以互動數

位科技讓觀眾的影像存於電腦中，並結

合個人創作，同步投影在展場牆面上，

使觀眾與展出作品並置於展場空間，對

兒童而言，在公共空間見到自己的影像

被複製，是一個非常奇特且深刻的參觀

經驗。無論何種型態的互動操作，目的

皆是為了達到要求觀眾一連串行為的參

與、動員感官、刺激思考與引發想像力

（Gasc, 2008）。

兒童教育展結合藝術真品展示與體

驗遊戲，透過親手操作，建立與展品密

切的連結，就像給予兒童一個體驗玩樂

的路徑，幫助他們進入作品，並且形成

對現實生活的認識。

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法國博物館兒

童教育展原本設定的對象是兒童及親子

觀眾群，卻意外吸引一般觀眾群參與，

帶來大量的參觀人潮並頗受好評，為教

育人員帶來極大的鼓舞，勢必使得各類

型博物館更加重視這一股「教育展覽化」

的趨勢，並且在一次又一次策劃展覽的

過程中，形塑出一個兒童教育展的理想

樣貌1 6。

結語

本文探討法國博物館兒童教育趨

2 0 1 0年4 月

14 著名的例子除了巴黎龐畢度中心的兒童藝廊每年規劃2場以上之教育展及延伸工作坊之外，里昂博
物館則以學齡前兒童為主要對象，規劃以「熊」為主題之展覽；東北部之史特拉斯堡動物博物館
自2 0 0 1年起即關注兒童觀眾群，舉辦結合趣味、色彩、音樂及氣味之互動展覽；南部亞維農附近
著名之古羅馬遺址 Pont du Gard 規劃5 - 1 2歲兒童為主要對象之互動展覽 L u d o，以允許動手操作之
教具作為展覽主軸，介紹自然環境、考古學以及古羅馬歷史。

15 參見2007/06/19筆者訪談龐畢度中心兒童創作工作室資深策展人康貝女士之訪談紀錄。
16 參見2007/06/19筆者訪談龐畢度中心兒童創作工作室資深策展人康貝女士之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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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一方面提供國內博物館教育人員理

論觀念上啟發的誘因，另一方面則提供

實務運作的參照實例。

法國博物館兒童藝術教育觀念及其

不斷創新的形式，逐漸成為各國博物館

參考的對象。探究其成功之關鍵，筆者

認為主要來自於法國博物館教育人員不

斷思考博物館教育本質的態度，並且不

忘檢視其最初的目標，他們時時自問：

「為什麼兒童需要博物館教育？」、「我

們要給兒童什麼樣的博物館教育？」。誠

如法國龐畢度中心兒童教育展策展人 1 7

談到兒童教育展策展理念時表示，教育

人員在策劃兒童活動過程中沒有捷徑，

唯有不斷地思考與質問自己，如何呈現

一個展示作品真跡；如何緊密地結合作

品及遊戲道具，並兼顧作品良好的保存

性；以及如何讓兒童從一個參觀者轉變

為面對作品的主動者，並促進兒童與陪

伴前來的家長之間的互動？

儘管法國與臺灣之間的博物館兒童

教育觀念與作法存在著差異，值得注意

的是，法國極為重視博物館身負「公眾

服務」的使命，使得博物館界從未停止

討論對於兒童教育的本質思考，並且不

斷地透過辯論及省思，形成具有創意與

不斷革新的教育形式，深化教育內涵，

此為法國博物館教育始終能夠朝專業化

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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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參見2 0 0 7 / 0 6 / 1 9筆者訪談龐畢度中心兒童創作工作室資深策展人康貝女士、 2 0 0 7 / 0 6 / 2 1訪談里昂博
物館兒童觀眾服務部門主管馬特維（Yvan Mathevet）先生之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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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nd of the Museum Education
for Children in France

Tzu-Ying Kuo*

Abstract

In the last decade, discussions of the museum education for children began to emerge
and spread quickly. Researchers in museology are eager to explore various aspects of this
issue by exami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museum’s policies or the planning of education
activities. Though the juvenile audience has been viewed as potentially important visitors of
museums, the related theories and practices to develop suitable education programs are still
limited in scope and number.

In fact, the museum education has relatively well developed and practiced in Franc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heories and underlying philosophies of France’s museum education,
and to learn the forms of museum’s education activities, the author investigated sixteen
museums in France.

In this article, six museums, including Centre Pompidou, Palais de Tokyo, Musée des
Arts Dé coratifs, Musé a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 Musé um de Lyon and Musé e d e
l’Arles et de la Provence Antiques, are discussed as the exemplars to illustrate and interpret
their typical education strategies and activities for children. Lastly, the author comes to a
conclusion of the trend of museum education in Fr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personnel. It is observed and generalized as the following: (1) subdivision of
audience by age; (2) education activities planned by themes; (3) five sensations fully used
for inspiration; (4) exploitation of parent-child audience; and (5) offer of specially designed
exhibitions for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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