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博物館員養成課程─
一套綜合學科的認識博物館教案

什麼是博物館？博物館是個什麼地方？名稱中

沒有博物館的場所算不算是博物館呢？動物園、植

物園、文化中心、觀光工廠算不算是博物館呢？

依據中華民國104年7月1日所公布的博物館法

第3條第1款：「本法所稱博物館，指從事蒐藏、保

存、修復、維護、研究人類活動、自然環境之物質

及非物質證物，以展示、教育推廣或其他方式定常

性開放供民眾利用之非營利常設機構。」

簡單來講，博物館是一個對物件進行蒐藏、研

究、展示及教育的場所。這裡所說的物件可以是有

形的東西或是無形的文化儀式，有形的物件比較容

易理解，像是高大的建築物，或微小如米粒般的豪

刻藝術品，也可以是很重的金屬石頭雕刻，或是輕

如羽毛的紙張或服飾。

無形的物件就比較抽象，一般常見到的就是宗

教儀式或是文化祭典，在此就以每年的媽祖遶境為

例子。如果有人想要設計一個媽祖遶境博物館，如

何符合蒐藏、研究、展示及教育的要求呢？在蒐藏

上，可以蒐集各地媽祖遶境的故事、起源、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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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培養大眾親近及走入博物館之習慣與興趣，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在文化部

「博物館系統及在地知識網絡整合計畫」支持下，

開發了一套「小小博物館員養成課程─植物調查手

冊」的綜合課程教案，利用校園植物為物件，進行

蒐藏、研究、展示及教育等體驗課程。

「博物館系統及在地知識網絡整合計畫」的目

的之一為：透過轉化、教育推廣及走入校園，提供

大眾及中小學生學習在地知識、印證書本知識的機

會，並培養參與博物館的習慣，所以，本課程的對

象設定在五、六、七年級。為瞭解目前中小學生的

學習內容與課程，本教案的內容參考教育部頒發的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以及坊間的國中小

教科書，以學生學習過的知識，結合國語文領域、

社會領域、數學領域、自然科學領域的素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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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透過文字描述、攝影機記錄等追蹤遶境的過

程，包括如何選定日期、遶境過程中的隊伍安排，

前導隊伍的啟動儀式、媽祖座轎的形式、報馬仔的

工具，遶境人士的服飾以及遶境後的後續追蹤等；

研究方面，可以比較或分析各地媽祖遶境的相同或

差異的地方，用圖表或是動畫方式來表達；再來就

是找尋一個適當的場所，將上述所蒐集記錄的影

片、照片或是物品，以及分析或研究的成果，以一

個主題或是你想表達的內容進行陳列展示與解說推

廣媽祖遶境的活動，甚至可以邀請民眾一起來體驗

或參與媽祖遶境。基本上，這就是進行「媽祖遶境

博物館」的步驟與過程。

參加教師工作坊的教師對於本課程教材適用性的問卷分析。

◀  學生進行校園植物觀察與記錄。

▲ 小小博物館員養成課程—
 植物調查手冊學生手冊及教師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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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動手填寫與繪製的內容。

學生進行校園植物觀察與記錄。 ▶

前測(%) 後測(%)

0

10

20

30

40

50

60

70

90

80

100

🅐🅐 🅐🅐 🅐🅐 🅐🅐 🅐🅐 🅐🅐 🅐🅐 🅐🅐 🅐🅐 🅐🅐 🅐🅐 🅐🅐

🅐🅐藝文文化中心　🅐🅐國家公園遊客中心　🅐🅐歷史建築物　🅐🅐天文館　🅐🅐美術館　🅐🅐圖書館　🅐🅐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保育教育館
🅐🅐植物園　🅐🅐動物園　🅐🅐海洋生物博物館　🅐🅐自然科學博物館　🅐🅐歷史博物館

參與本課程的學生對博物館認知的前後測比較。

參與本課程的學生的學習成效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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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內容以校園植物為主題，進行一場博物

館展示，讓學生體驗進行校園植物的蒐藏、研究、

展示及教育等過程，最後由學生親自進行一場校園

植物主題展演。

蒐藏

觀察與記錄的書寫，其實正是國語文領域中的

教學素養。在這個單元中，首先讓學生分組討論可

以調查校園中的哪些植物，然後由學生實際到該植

物的生長現場進行觀察並記錄，學生練習用自己的

語言來描述該植物的生長位置、環境與外形描述，

學生也可以用繪圖的方式來輔以文字記錄。

調查地點的記錄，除了用文字的描述外，點

位座標的記錄也是不可或缺，因為有了位置點的

座標，就可以繪製校園植物分布圖。課程中採用

GOOGLE地圖，列印出校園的空照圖，再配合透明

片的使用，讓各組學生在透明片上貼上圓形標籤，

以標出各組自己所觀察到植物的地點。

觀察與記錄後，接下來就是進行植物標本的採

集。在課堂中會先跟學生說明標本採集的目的，以

及採集的倫理，要求學生要尊重生命，當決定要進

行標本的採集，自己就要對標本負責。

研究與分析

自戶外採集植物回到教室內後，接下來教學生

如何製作植物的蠟葉標本。在實務上，蠟葉標本的

製作需要經過3-4週的壓製與乾燥後，才能上台紙，

但是因為這個課程只有4堂課的時間，以體驗為

主，所以在進行標本初步的整修後，就直接放上厚

紙板並加以固定，以便後續的研究觀察。

植物觀察的第一步就是觀察植物的葉形與葉

序，小學三年級上學期的自然與生活科技課本有提

到植物的外形與葉序，課本也有圖片的說明，可以

讓學生直接應用到課堂上所學到的知識，觀察自己

所採集的植物。在製作標本的過程中，學生會根據

自己所採集標本的大小，有無花、果等部位，進行

植物標本版面的設計，也可以培養學生美感與藝術

的素養。

在研究與分析方面，這段課程內容區分為調查

點位資料與植物標本兩個部分。在調查的過程中，

要求每一小組的學生將所調查到植物位置，用圓形

標籤紙貼於校園地圖上的透明片上，回到教室內，

以左下角座標軸為(0，0)，以1公分為1個單位，請

學生估算出其調查到的植物點位座標位置，如同

一般調查人員所填寫的調查表單，填寫出調查的時

間、植物名稱、X座標與Y座標。座標軸的觀念在小

學五年級已有教過，而且將資料整理成表單，這個

過程也是數學領域中的資料整理表格化的素養。

調查資料除了以表單的方式整理外，每個小組

所完成的植物分布點位圖，基本上其實就是該種植

物的校園分布圖。當把三組所完成的三種校園植物

分布透明片疊在校園的空拍圖上，就可以獲得校園

植物分布圖。然後再引導學生瞭解校園內植物為何

會如此分布，也讓各組間相互討論校園植物分布的

情況與其他生物之間的關係。

◀  學生動手製作所採集的校園植物標本。

用透明片與空照圖來疊圖，其實是地理資訊

系統的基本概念，由於地理資訊系統是在高中的課

程，所以在本教案中並沒有太多的著墨。讓學生使

用空照圖來找尋校園植物地點，正好可訓練學生的

方向感，以及可以配合社會領域的認識校園與家鄉

的單元。

生物多樣性有三個層次：遺傳多樣性、物種

多樣性及棲地多樣性，於是就用學生們所採集的植

物來進行生物多樣性的觀察與分析。在遺傳多樣性

方面，以日常所食用的稻米為說明，因為有個體上

的性狀差異，研究人員才得以培育出不同品系的稻

米。之後讓學生觀察比較同一組內不同的植物個

體，是否可以找出差異點。

物種多樣性除了單看種類的數量，也就是豐

富度(Richness)外，物種的均勻度(Evenness)也是

一個指標。在課程設計上，以分三組的方式進行三

種校園植物調查，所以每個學校都是調查三種植

物，那是否每間學校的植物多樣性是一樣的呢？在

小學五年級、小學六年級的數學中正好有教比例及

分數的乘法，所以在這個單元中，就用辛普森指數

(Simpson Index)與學生一起來計算校園植物的物種

多樣性指數。

在棲地多樣性單元，與學生一起討論校園可

以分為哪三種環境，再以另一張透明片疊在校園地

圖上，請學生分別以三種顏色的油性蠟筆，將校園

內的三種環境範圍塗在透明片上。塗抹的範圍也就

是代表該種環境的面積大小，小學五年級的數學也

教過面積，然後再引導學生可以使用面積大小的數

值，和計算物種多樣性一樣，可以使用辛普森指數

來計算校園的棲地多樣性指數。在製作校園棲地分

布圖的過程，學生可以再一次透過空拍圖，瞭解自

己的校園環境與分布。

學生在透明片上繪製校園棲地分布圖。

手動式的校園植物地理資訊系統—利用透明片疊在校園空拍
圖上的植物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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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與推廣

在完成上述的校園植物調查、記錄、採集、標

本製作、研究與分析過程，本課程已經完成博物館

的蒐藏、研究、展示與推廣四大要素的二個要素。

接下來的單元內容，模擬學校將舉行校園植物展，

由學生以今天所學的內容及親手製作植物標本進行

校園植物展的展演。

首先是請學生回想課程中經歷哪些內容？討

論要調查哪一種校園植物、實際到現場觀察與記錄

植物特徵與外形、採集植物、在透明片上貼上植物

點位、製作植物標本、觀察植物的葉形與葉序、計

算生物多樣性指數、繪製校園環境分布圖等，以及

由學生進行校園植物展的解說。

臺南市中營國小空照圖。

讓學生發想在學習過程中的感受：是簡單、還是困

難？是很累、還是很高興。然後引導學生挑選出2

－3個可以分享的重點。接著就請學生在紙上寫出

或是以繪圖的方式表達。

有了展示的物件─校園植物標本，也有要分享

推廣的內容，除了以「○○學校校園植物展」這個

通用性的展覽名稱之外，是不是可以有個創意的展

覽名稱呢？在這個單元，藉由引導學生從校名、班

級別、觀察植物之間的諧音，產生出有創意的名稱

來為這個展命名。像是在○○國小，上課的班級是

5年甲班，學生就以「無價(5甲)之寶」為展覽主題

名稱。

入班教學－實際的教學現場

上述內容的課程，以一頁一個單元的方式，編

排設計了一本學生用的學生手冊。本課程於2020年

5－10月間進行中部、南部及東部的30所國中小學

進行入班教學演練，每次進行了一間學校的課程教

學後，會立即依學生的反應，進行教案內容的滾動

和修正。由於課程中會分為三組小組進行校園植物

的調查，所以邀請班級的導師或科任老師擔任其中

一組的隨隊老師，而這位老師也全程一起參與整個

教學過程，提供本課程許多寶貴的教學實務意見。

在上課之前，會先請老師幫忙進行前測，前測

的目的是希望瞭解學生有無去過博物館，以及對博

物館的認知。課程完成後，再進行後測。後測的目

的是想了解學生經過這個課程，是否對博物館的認

知有所提升，以及對各單元的教學內容的理解與難

易度，以作為日後編寫新教案的參考。

初步進行前後測的分析，學生上完這個課程

後，對博物館的認知有大幅度的提升，不再只認

為名稱上有博物館的場所是博物館，而且以後會

想再去參觀博物館。對於課程內容，大多數學生

對於每個單元都認為可以理解，尤其能實際觀察

校園植物的體驗，會激發學生日後觀察校園環境

與關心環境，而針對困難的單元，大多數學生認

為計算物種多樣性的算術上是比較困難。過程中

的分組合作調查與展示過程，也讓學生瞭解團體

合作學習很有趣。

教師工作坊─課程推廣

為推動這套課程，我們編寫教師手冊，並分

別在南投縣、彰化縣、嘉義縣、臺南市、屏東縣

及臺東縣等6個縣市進行教師工作坊。初步分析問 本教案成果於2020環教研討會海報發表深獲肯定。

學生手冊 教師手冊

與學校課程的連結

語文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記錄

蒐藏

分析

研究

展示

社會 自然 綜合數學 科技 藝術

卷的結果，參與教師工作坊的教師、主任或校長

均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本課程所設計的各單元

內容，可以融入所教的教學單元或架構，而且如

果能提供教材，可以自行來操作課程。本課程學

生手冊與教師手冊已放於本中心網站，歡迎有興

趣的老師下載使用。

2.本課程內容架構符合12年課綱或素養的對照表

附錄 

1.手冊網址

學生手冊：https://www.tesri.gov.tw/Uploads/userfile/A15_7/2020-12-30_1107414657.pdf
教師手冊：https://www.tesri.gov.tw/Uploads/userfile/A15_7/2020-12-30_11063835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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