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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參訪了位於大陸地區重慶的三間主要博物館：「重慶自然博物館」、「重慶

科技館」及「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並參加了第 28 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

(GCCCE 2024)。行程的主要目的是瞭解大陸地區博物館的快速發展情況，特別是在營

運、典藏、資訊技術和科學教育等方面的應用。透過實地觀察和與當地人員的交流，

我們期望在未來的博物館營運、典藏與資訊應用的發想、設計、規劃和實施上取得更

多啟發和完善。 

在參觀過程中，重慶科技館展示了資訊和科學教育領域的先進技術，重慶自然博

物館則聚焦於自然科學的生物多樣性與展示，而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則呈現了豐富的

人文歷史。這些展覽內容與本館的營運、典藏和展示方向高度契合，提供了寶貴的學

習機會。同時，此次考察也使我們更深入瞭解了其他博物館如何運用多媒體技術和互

動裝置，如透明顯示器、互動電視牆和 AR 導覽設備，來增強觀眾的參與感和學習效

果。 

整體而言，此次參訪有助於借鑒對方在文化遺產保護和展示方面的經驗，提供展

示、文物典藏、觀眾服務及營運提升等方面的實踐案例，也為我們未來發展智慧博物

館提供具有參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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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本次參訪大陸地區「重慶自然博物館」、「重慶科技館」及「重慶中國三峽博物

館」，其目的是 

⚫ 瞭解各博物館發展現狀和趨勢：透過針對重慶地區特色博物館的參訪，瞭解當地

博物館在營運管理、典藏保護、資訊科技應用及科學教育等領域的發展和現況，

有助於我們掌握全球博物館的發展脈動，提供可借鑒和應用的實踐案例，藉此通

過觀摩及借鑒不同類型之博物館經驗，作為未來推動博物館創新發展之機會。 

⚫ 汲取他館經驗，豐富展示與教育手法：通過參訪重慶地區的三大特色博物館，希

望借鑒其在展覽設計和教育活動中的創新作法，提升本館的展示和教育質量。同

時，觀摩其博物館在資訊科技及科學教育領域的創新應用，包括多媒體展示技術、

互動體驗設施及資訊教育資源等方面的應用。希望從中獲得啟發，進一步豐富和

提升特展內容和教育項目，為觀眾提供更豐富的學習體驗。 

⚫ 推動邁向智慧博物館：考察中重點觀察智慧博物館建設的相關技術應用，如 AR

導覽、透明顯示器等，我們希望藉此瞭解智慧技術如何提升博物館的展示和服務

能力，並計劃在未來的發展中引入相關技術，以提升本館的科技化和智慧化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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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表 

 

日期 行程 

6/1(六) 去程：臺北-重慶 

6/2(日) 「重慶科技館」展場、活動解說及劇場觀摩 

6/3(一)  第 28 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交流分享 

6/4(二) 第 28 屆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交流分享 

6/5(三) 「重慶自然博物館」及「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展場&活動解說觀摩 

6/6(四)  回程：重慶-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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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行程紀要及心得 

 

一、 重慶科技館 

1. 參訪背景 

第一天半夜抵達重慶後，於隔天前往重慶科技館。重慶科技館於 2009 年開館，於

地鐵 6 號線大劇院站旁，以其豐富的展覽內容與互動展示，成為了當地的重要科學教

育場所。本次參訪目的在瞭解其營運模式以及如何以互動為核心，通過多元化的方式

達到科普傳達的目的。 

   
▲ 重慶科技館 

 

2. 展覽與展示設計 

重慶科技館共設兒童科學樂園、生活科技、防災科技、交通科技、國防科技、宇

航科技和基礎科學 7 個主題展廳。展品涵蓋機械、交通、航空、資訊通訊、計算機應

用、生命科學、環境科學、基礎科學等多項學科領域。 

全館展覽設計強調互動性，透過動手做的過程中培養觀眾學習各類學科知識。同

時，科技館內專為兒童設計的展區，如「兒童科學樂園展區」涵蓋物理、化學、生物

和地理等多個學科領域之互動遊戲式機台和體驗設施，特別吸引學齡前兒童和小學生。

這些展區提供了豐富的互動體驗，使孩子們能夠在遊戲中學習科學知識，激發他們的

探索興趣和創造力。例如：孩童可以通過如搭建積木來瞭解物體形狀變化；通過球體

運動來學習能量轉換的過程；透過操作各種水流設施，觀察水流的變化和影響，提供

孩童理解液體動力學的基本原理。此外，展區定時安排科學老師和志工在展區內進行

現場講解和指導，幫助孩子們瞭解各種科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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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科學樂園展區 

 

參觀完重慶科技館 7 個主題展廳後，可發現展廳內的展示方式靈活多樣，通過實

物展示、展廳互動展品和體驗設施，使科學知識變得更易理解和有趣。相信這樣的展

覽與展示設計不僅提升了參觀者的學習體驗，也有助於促進了他們對科學的興趣和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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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展區互動展品和體驗設施 

 

3. 劇院與教育的結合 

這次參訪的重慶科技館擁有三種不同類型的劇院，包含 XD 劇院、4D 劇院和

IMAX 劇院。這三個劇院在提供娛樂的同時，也結合教育內容，使得觀影過程也兼具

知識學習。這種形式的科學教育不僅有助於吸引更多年輕族群的觀眾，還能提供觀眾

在愉悅氛圍中吸收重要的科學知識，進而增強科學教育的效果，為觀眾提供了深刻的

記憶點與創造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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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科技館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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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 劇院 

 

  

 
▲ 4D 劇院 

 

4. 館校結合綜合實踐活動教學場地 

在參訪重慶科技館各展區的過程中，觀察到展場中規劃了各式的教學場地，每個

場地獨特且針對不同的教學需求，為參觀者提供不同的學習體驗。以下就參訪重慶科

技館所觀察到的幾個主要教學場地及其特點： 

(1) 展區內的教學空間 

此教學空間結合現場主題展區，如消防、地震、地球科學等。這些展區，館方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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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紅龍設置一臨時的活動空間 (可能包含互動展品)，並透過解說員引導小朋友或團體

進行主題式的教學活動。這類型的空間，學習者可以直接與鄰近展品進行連結，便於

將展覽與教學相結合，以助於學習者更好地理解展示內容。 

   

   
▲ 展場型教學場地  

 

(2) 半開放的教室 

半開放教室是一個半封閉的教學空間，這些教室通常位於展廳旁邊，於現場互動

展品與展覽有段距離，當天看到的為小組教學與互動活動。館方人員在這裡為孩童上

課，內容包括科學知識講解、實驗操作等。半開放設計讓教室內外的空間相互連通，

能夠吸引更多的參觀者觀摩學習。當天觀摩教學方式多強調互動和參與，講師有較大

機會根據學生的反應調整教學內容和方法，進而增強學生的學習體驗。 

   
▲ 教室型教學場地  

 

(3) 科學夢工廠 

為了培養大眾程式設計能力及工程思維素養，科技館於 1F 的科學夢工廠設置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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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多功能的創意教育空間，包含元宇宙數學+、機器人編程競賽中心，以及 FRC 機器

人集訓基地。元宇宙數學+(館)是結合數學與元宇宙科技體驗的付費展館，帶領觀眾進

入一虛擬的數位世界，並結合 VR 設備、3D 模型、互動投影及展示設備進行沉浸式學

習，進而瞭解其幾何、數學運算、影像、聲音和空間思維。FRC 機器人集訓基地與機

器人編程競賽中心，配備了各種類型的機器人套件和編程工具，提供大眾一個機器人

建造與程式設計的場所及訓練場地，通過參與國際性機器人競賽，使參與者能與世界

各地的愛好進行交流與學習。這種動手做的教育形式，不僅有助於提升大眾與參與者

的科學素養，同時也提供一個機會培養他們科學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 元宇宙數學館 

 

   

 
▲ FRC 機器人集訓基地與機器人編程競賽中心 



 

10 

 

二、 重慶自然博物館 

 
1、 參訪背景 

重慶自然博物館為一個以自然歷史和科學教育為主題的博物館，擁有大量的自然

標本，包括古生物化石、礦物岩石、動植物標本等。這些館藏品不僅展示了重慶地區

豐富的自然資源，也作為解讀自然歷史和生物多樣性，很重要的觀摩場域。 

這次參訪的機會，目的在瞭解博物館在營運、展覽科技應用和教育功能的發展現

況，以及如何提升觀眾的參觀體驗。在全球博物館逐漸資訊化和智慧化的趨勢下，重

慶自然博物館提供哪些軟硬體及服務，以吸引更多的參觀者及提升觀眾觀展體驗。此

外，博物館的文化創意產品和商業運營也是關注的重點之一。這些產品不僅是博物館

收入的重要來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博物館的文化價值和市場營銷策略。 

   

▲ 重慶自然博物館 

2、 展覽與展示設計 

此次參觀館內特展廳及 6 大展廳，分別為「恐龍廳：恐龍世界」、「貝林廳：動

物星球」、「進化廳：生命激流」、「環境廳：生態家園」、「重慶廳：山水都市」

及「地球廳：地球奧秘」。 

   
                         ▲ 特展廳                                                  ▲ 恐龍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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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貝林廳                                                          ▲ 進化廳 

   
                        ▲ 環境廳                                                          ▲ 重慶廳 

 

其展示內容與本館相似，均涵蓋從地球科學到生物多樣性的廣泛主題。重點展品

包含如：野生中華鱘、恐龍化石等展品。其展示設計多以標本、化石展櫃進行展示，

並搭配解說立牌、直立式數位看板進行輔助。 

   

                ▲ 長江魚類及中華鱘標本                   ▲ 恐龍化石 



 

12 

 

    

     

▲ 各式解說輔助設施 

 

3、 科技應用 

重慶自然博物館廣泛應用 AR(擴增實境)和 VR(虛擬實境)技術，使參觀者能夠以全

新的方式探索展品。除了各展區定時導覽員詳細的解說，幫助參觀者更好地理解展覽

內容和背後的知識外，現場在 1F 也提供自助導覽設備。 

 

▲ 自助(租賃)導覽設備 

首先看到的是，自助式租借 AR 導覽機，其內容包含展品圖文影音解說，配合相對

應展件的 3D 模型及互動遊戲。此外，觀眾也可透過導覽機進行 AR 拍照與展品合影等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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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 導覽機 

 

於 AR 導覽機旁，另有專人協助租賃免持式的 AR 導覽眼鏡，觀眾僅需戴上 AR 眼

鏡，透過注視展品或透過語音方式，即可自動觸發 30 件館藏之 AR 導覽內容。相較

AR 導覽機，又再更人性化直覺操作及提供觀眾更沉浸式進行參觀導覽體驗。此科技之

應用，讓觀眾能將重點展品 1:1 還原所有細節，更近更清楚地觀看展品的紋理細節。 

   
▲ AR 導覽眼鏡 

 

在展場中，除原有的 QR-Code 解說服務外，另提供 VR 真人講解服務，透過微信

掃描現場 QR-Code 及完成付費後，提供包含語音與 VR 環景導覽解說，可提供觀眾選

擇性進行個人化的導覽服務。實際體驗後，目前僅提供中文展品導覽，導覽數量依場

景及解說員不同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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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 真人講解 展場 QR-Code 

 
▲ VR 真人語音導覽 

 
▲ VR 真人全景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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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場 QR-Code 導覽 

 

4、 公共服務 

重慶自然博物館每層樓均設有服務休憩區，休憩區的椅子放置在各展廳入口、出

口附近及主要展廳之間的區域。因寬敞的展區走道設計，這樣的安排並沒有影響參觀

動線。此外，部分展場入口和休憩區設有資訊看板和自助式販賣機，這些設施也提供

了展覽相關資訊以及飲食及購物的便利。然而，這些設施的安排是否會影響展場的美

觀與整潔，甚至影響展場的整體氛圍和視覺效果，這往往依賴於博物館的設計和管理

標準。相信如果未來休憩區設計上，能再融入整體的展覽風格，那麼它們就不僅僅是

功能性設施，還能營造出一個舒適、整潔和專業的參觀環境。 

   
▲ 展場入口和出口休憩區 

  
▲ 展場入口及動線旁，擺放資訊看板及販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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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創產品 

這次觀察到重慶自然博物館的商品，主要通過館內的實體商店和自動販賣機進行

銷售。主要商品包括常見文具、書籍、紀念章、集章本、化石標本、恐龍模型和動植

物標本模型等。實體商店位於博物館 1F，方便參觀者選購商品。而自動販賣機則設置

在休憩區或主要展廳附近，提供快速便捷的購物服務。這些商品不僅作為參觀博物館

的紀念品，也起到教育和宣傳的作用。 

 
 

     
▲ 實體商店和自動販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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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自動販賣機 

 

三、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1. 參訪背景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為一級博物館。展示三峽地區歷史文化遺產與環境保護。博

物館內的互動展示和多媒體應用也展示了如何利用現代科技技術來豐富文化體驗，這

對於博物館推動者和文化創意發想同樣具有借鑒意義。藉由此次參訪機會，進一步瞭

解在文化遺產保護、展覽科技應用和文化創意產品運營的發展現況。 

 

2. 展覽與互動展示 

這次參觀共 10 間展廳，包含：「三峽出土文物保護利用展」、「壯麗三峽：大三

峽環景」、「重慶：城市之路、遠古巴渝展」、「抗戰歲月展」、「巴蜀漢代雕塑藝

術展」、「西南民族民俗風情展」、「景仁懷德—社會捐贈文物展」、「歷代錢幣

展」、「歷代瓷器展」及「歷代書畫展」。 

其中，印象深刻的互動展示包含「三峽出土文物保護利用展」中，透過「透明觸

控互動顯示螢幕」虛實整合的特性，將實體展品與虛擬內容整合，以擴增展品想傳達

的資訊，使觀眾在無法觸摸到展品及受限於展示空間的情況下，與展品進行更深入的

互動，如圖、文影音的展品介紹、展品 3D 物件展示及縮放瀏覽等，進而豐富觀眾與

展品的互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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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觸控互動顯示螢幕」輔以展品解說 

 

其次，在「壯麗三峽」展廳中，展示三峽地區自然與文化遺產。進場後首先映入

眼簾的是三面巨型螢幕打造出三峽風貌之全景式展覽，緊密扣合壯麗三峽自然奇觀。

為了增強觀眾的沉浸感，展廳內透過壯麗的自然景觀與搭配的環境音效，營造出不同

時間與和氣候條件下的三峽風貌 (如日出、日落等)，這些效果不僅增強了視覺衝擊力，

也使得展廳的氛圍更加生動和多變。搭配主展場螢幕兩側捲簾後，構建三峽「歷史長

卷」及「人文古跡」為第二展區，打造其自然、歷史與人文兼具的展覽。 

觀展後，可感受到「壯麗三峽」展廳通過多樣化的展示、強烈的主視覺衝擊和精

心設計的展場空間，創造出了一個既具教育意義又富有藝術美感的展示空間，進而引

導觀眾多角度、全方位地瞭解和體驗三峽的自然和文化遺產。 

  

  
▲ 全景式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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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物保護 

在此次參訪中，參觀了他們在三峽出土文物的保護和展示中，採用了環境動態監測

裝置、文物保存環境空氣微生物薰蒸裝置及預防性保護監測系統。這些科學技術與專

業團隊的努力，為文物提供了全方位的保護，確保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得以長期保存

並展示給觀眾。 

(1) 環境動態監測裝置 

為避免微生物造成文物破壞，環境動態監測裝置即時感知文物保存環境中的各種

數據，如溫度、相對濕度、CO2 濃度、PM10、PM5、PM2.5 及 PM0.5 等數據，以

評估文物發生不同病害的環境風險等級。這些裝置不僅監測現場環境，還能與相

關設備聯動，根據即時數據自動調節環境條件，以保持文物保存的最佳狀態。 

  
▲ 環境動態監測裝置 

 

(2) 文物保存環境空氣微生物薰蒸裝置 

為了應對文物保存環境中的有害生物所造成的破壞，博物館設置了空氣微生物薰

蒸裝置。這些裝置利用薰蒸降低有害微生物數量、趨避有害動物以截斷文物黴變

及蛀蝕的風險，防止這些有害生物對文物造成損害。這樣的措施不僅保護了文物

的完整性，也確保了展示和儲藏空間的清潔和安全。 

   
▲ 微環境及小環境薰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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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源薰蒸劑 

(3) 預防性保護監測系統 

透過預防性保護監測系統高精度的感應器和資料分析，即時監控文物保存環境的

溫度、濕度、光線強度和空氣質量，確保文物在穩定的環境條件下保存。當環境

條件異常時，系統能夠即時發出警報，使管理人員能夠迅速採取調整措施，避免

文物受到不良環境的影響。 

   
 

 
▲ 預防性保護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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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民眾瞭解溫度、相對濕度以及真菌總數如何影響文物的保存，館方使用

「微生物生長表現」裝置模擬不同環境條件下對文物保存狀態的影響。從下圖中可以

看到，調整右下方的溫度、相對濕度和真菌總數的數值，對文物保存有明顯的影響。

透過這次互動展示的機會，也提供一個機會教育大眾瞭解在文物保護中環境控制的重

要性。 

 
▲ 「微生物生長表現」– 不萌發、無微生物生長 

 

 
▲ 「微生物生長表現」 – 微生物急速生長，覆蓋文物面積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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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物典藏活化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在文物典藏過程中採用了高精度 3D 掃描技術，詳細記錄文

物的形狀、表面紋理和微小細節。這不僅保留了文物的原始狀態，也為未來研究和修

復工作提供了精確的數據支持。展覽中並設置了多台互動式觸控螢幕，讓觀眾可以縮

放及旋轉模型，深入觀察文物的細節。這種互動展示不僅增加了觀眾的參與感，也使

得文物的細節能夠得到更深入的解讀。讓博物館的文物展示不再僅限於靜態，而是創

造了一個與觀眾互動與探索的學習空間。 

 
 

   
▲ 文物典藏活化再利用 

 

5. 文創及空間運用 

相較於「重慶科技館」與「重慶自然博物館」文創商店，商品多為文具、標本、

模型等，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的文創，結合三峽豐富且獨特的生態文化，透過「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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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包裝+產品」的設計創意，開發獨特的文化產品，進而加強觀眾對博物館特色的記

憶點。 

   
▲ 文物 IP 

 

此外，為提高商店曝光度與人流量，館方除了在 1F 入口兩側設置了文創館及文

創集市外，在每一層樓遊客進出的主要通道上，均設置有小型文創商店，商品種類多

為藝術品衍生的杯墊、文具、磁鐵、冰箱貼、揹袋、飾品及紀念品禮盒等。 

 

 
 

 

   
                                              ▲ 各樓層文創小店                                       ▲ 展廳旁文創小店 

   
▲ 1F文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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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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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事項 
 

一、 運用科技與創新：重塑展覽互動體驗 

此次參訪博物館的過程中，能夠明顯感受到各博物館在提升展覽互動性和沉浸感

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這些努力不僅讓觀眾在參觀過程中能夠身臨其境地體驗自然、科

學和人文藝術，也明顯提升觀眾參觀的樂趣。 

未來，科技和創新思維的緊密結合，將創造博物館更多元的展覽模式。通過優化

空間敘事、創造沉浸式參觀體驗，引發觀眾參與及產生共鳴，以及個人化和多樣化的

服務的提供，將有助於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讓博物館持續發揮文化傳播和知識普及

的重要作用，並為觀眾帶來更多元、更豐富的學習和體驗機會。 

 

二、 多元化展覽與豐富教育：推動科學與文化知識的普及 

近年來，博物館作為文化與科學教育的重要平臺，其角色不再僅限於展示科學知

識，更是激發創新思維和促進科學素養的重要場所。為了滿足不同觀眾的需求，博物

館針對不同年齡層的觀眾，舉辦各類適齡的展覽、講座、工作坊等教育活動，形成了

多元及分眾化的教育模式。為此，運用數據分析和人工智慧技術，提供博物館進一步

根據觀眾興趣和學習需求，量身定制教育套餐，以滿足觀眾多樣化的學習需求，將成

為日益重要且需積極應對的議題。 

此次參訪博物館的過程中，能感受到博物館展覽越趨朝向整合多元主題式發展，

以創造跨學科、跨領域的豐富展示內容。例如，通過環境變遷反映科技的影響，或通

過藝術作品解釋科學原理等，讓觀眾在視覺感官上獲得多重體驗；為此，反映了未來

跨域合作對於在發展多元化展覽和豐富教育中的影響性，以及對推動科學和文化知識

普及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在博物館課程觀摩的過程中，大多數活動的參與人數超過 30 人。在

這種大班環境中，講師難以照顧到每個參與者的狀態，尤其是在需要進行實驗或動手

操作時，造成管理難度增加。為了提升教學質量並確保每位參與者都能得到充分的關

注和指導，在未來規劃課程活動時，除考慮依年齡層和課程難度分級來設計一系列課

程外，適時導入即時回饋和學習輔助工具及教材，有助於更好地管理大班環境的教學

活動，從而確保並提升教學質量。相反地，小班課程精緻化則著重於透過深度學習和

實踐，創造獨特的學習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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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創意運營與文創設計，提升博物館的經濟效益和文化影響力 

在參訪博物館的過程中，創意運營與文創設計為提升博物館經濟效益和文化影響

力的關鍵之一。博物館的文創產品不僅僅是販售簡單的圖像套印，而是需要針對博物

館特色，透過挖掘其文化內涵和歷史背景，結合現代設計理念，創造出具有時代感和

創意的產品，從而凸顯出其獨特性。例如：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結合了當地的文化特

色，透過獨特文物 IP、 設計與工藝的連結，創造出一系列文創 IP 及與展覽主題相關

的特色產品，如文創 IP 衍生的考試祈福文具、冰棒和棒棒糖等，吸引了不同年齡層的

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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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非常感謝教育部及本館的經費支持，得以有擴增視野的學習機會，此次參訪大陸

地區「重慶自然博物館」、「重慶科技館」及「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觀摩各館在

營運、展示、典藏、科教等服務。參訪過程中，各博物館於各主題展區採用了各項資

訊技術來保護和展示文物，展出了大量標本並融入多種多媒體裝置 (例如：透明顯示器、

互動電視牆、自助租賃的 AR 導覽手機與 AR 導覽眼鏡…)供民眾依實際需求進行付費

加值選擇，從單純展版介紹逐步擴展到語音、AR 展品導覽與 AR 疊加互動等互動性相

對豐富的展示方式，同時結合各式互動體驗項目，讓民眾可以更沉浸體驗場域與科技

融入展示內容的魅力。 

在博物館教學活動上，觀察到各館科教活動現場，除了如常見定時導覽解說外，

針對學校師生或孩童客群的館所，於鄰近展示空間規劃多個主題式科教活動的教學現

場，以方便執行該展區主題式科教活動。在博物館營運中，各館場館內規劃各具特色

之文創館，通過多樣化的產品，將博物館的展覽內容延伸至參觀者的日常生活中，也

提供遊客不同的參觀樂趣，進而延伸後續對經濟、教育、文化效益的影響。 

三館在不同領域的探索和創新，不僅展示了重慶地區豐富的科學與文化資源，也

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學習和借鑒經驗。此趟行程除了兩天的博物館參訪計畫外，亦自

費參與 GCCCE 2024 學術研討會及進行研究發表，與來自全球各地的專家學習進行交

流，針對資訊科技如何應用於教育及教學上的議題相互討論並分享研究成果與實務經

驗，更重要的是藉由他們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來激發出過去從未想過於博物館應用

之新的方向。 

未來，博物館應持續關注觀眾需求，運用先進科技和創新思維，不斷提升展覽品

質和服務水準。通過多元化的展覽與教育活動，讓更多觀眾能夠享受到優質的科學和

文化教育。同時，強化文創產品的設計和市場運營，提升博物館的經濟效益和文化影

響力。 

綜上所述，此次參訪不僅增進了我們對重慶博物館運營模式的瞭解，也為未來博

物館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交流合作機會，掌握全球新

進發展與脈動，借鑒成功經驗助於不斷創新與推動博物館事業的進步與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