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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
台南市的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以

下簡稱台史博），以推廣台灣歷史

文化教育、建構台灣人共同的歷史記憶為立館

的使命，面對不同的博物館使用者，館方嘗試

提出多元的學習方案，讓不同需求的使用者可

以透過個人適合的方式認識台灣歷史。

博物館讓歷史知識更加活化

參觀展覽是多數人最常使用博物館的方式

之一，因此展覽成為博物館傳遞知識最主要的

媒介。台史博展覽採用多元詮釋的歷史觀點，

內容涵蓋台灣史的多元面向，以及開闊的族群

與文化視野。在常設展中，博物館透過物件、

口述影像及海內外的文獻史料等，重現台灣不

同族群的歷史，而原住民族史也是台史博所關

心的台灣史的一環，觀眾可以在常設展的每個

時代，發現原住民族在台灣留下的身影與故

事，將龐雜的歷史知識化繁為簡，並以趣味、

有別於學校教育的方式，讓觀眾在學習歷史的

同時，也能與日常生活記憶產生連結。學習活

動不在培養會背頌歷史的人，而是鼓勵觀眾主

動思考，並以同理心來理解不同時代、文化背

景的人與故事，讓學習者在參與活動的過程

中，找尋歷史與自身生活的關聯與意義。

多樣化的博物館教育活動

博物館常見的教育活動包括展覽導覽、講

座、DIY工作坊等，台史博除了不定時提供此
類活動，更針對歷史知識傳達的特性，發展出

結合戲劇的活動形式。

台史博目前提供學校「常設展戲劇導

覽」、「迷你劇場」等預約活動，並開放教

師借用「博物館教具箱」在校使用。另外，

博物館也不定期推出「互動式劇場」，透過

這些兼具歷史教育及特色的活動，將台灣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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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以不同的形式讓觀眾認識。在這些台史博推

出的教育活動中，有許多活動內容是以台灣原

住民族為活動的主角，以下列舉部分台史博曾

推出與原住民族相關的教育活動。

一、常設展戲劇式導覽：利用台史博常設

展特有的空間及展覽特性，選取展場中適合的

時代場景，結合戲劇手法發展出移動式的戲劇

式導覽。導覽過程由2位演示員結合說、演、唱
的方式，搭配簡單的服裝與道具，介紹台灣歷

史。每個場景段落以約10分鐘的短劇與觀眾進
行互動式演出活動。目前博物館已開發「異文

化相遇」、「唐山過台灣」、「原漢簽約租

地」、「日本時代文化協會」、「原住民正名

運動」等5個時代單元故事。其中「原漢簽約租
地」及「原住民正名運動」二大故事段落，特

別以原住民族做為故事主角。導覽過程中，為

了讓觀眾能以同理心、不預設立場的角度來理

解歷史，加入一些活動橋段，讓觀眾與演示員

一起經驗歷史人物所遭遇到的困境與掙扎，過

程中演示員會邀請觀眾參與討論。

以「原住民正名運動」來說，戲中扮演原

住民族的演示員，藉由展場裡現有的反核運動

場景，來介紹蘭嶼達悟族反核廢料的故事。另

外，更進一步討論到原住民族受到不同時代台

灣統治者的影響，失去使用自己族名權利的歷

史；而劇中人物雖得以恢復傳統姓名，但是否

要實際提出申請，現實生活中仍存在許多問

題。博物館試著透過這些劇中人探討現況的掙

扎情緒，引發觀眾的同理心，讓每位觀眾有機

會表達自己的意見，也讓觀眾思考當歷史走進

生活，每個人該用什麼角度來面對這些事情。

二、迷你劇場：博物館迷你劇場是一種由

博物館教育推廣員透過角色扮演、情境體驗、

實物觸摸、趣味問答等互動方式，帶領參加者

探索及感受物件擁有者的生命史，推想不同時

代歷史樣貌的館內活動。活動對象為國小3年級

數位博物館融入歷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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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學童，時間約30分鐘，是一個適合以班級
為單位進行的活動。

2015年博物館推出「是誰不一樣」與「阿
福勇闖黑水溝」主題活動，前者探討泰雅族人

與日本人相遇後的文化衝突；後者則是讓觀眾

體會早期漢人移民渡海來台的困境與抉擇。

「是誰不一樣」活動，是以1930年霧社事件發
生的年代做為活動背景，教育推廣員藉由泰雅

族人與日本人的物件，引導觀眾從不同的族群

角度來觀察彼此對生活文化的看法。教育員會

透過角色扮演等手法，與觀眾討論當時日本人

要求台灣原住民族遵守的新政策或禁令，例如

禁止紋面、管制狩獵、提倡教育與通婚等，探

討這些新政策從原住民族的角度來看會產生什

麼問題？思考兩種不同文化接觸後，何以會產

生如此強烈的衝突！

三、博物館教具箱：台史博發展教具箱，

最初目的是希望能讓更多無法經常來訪博物館

的學生，也能以具啟發性與活潑的方式認識台

灣歷史。每一套教具箱，均設計有實體道具、

圖卡、影音補充資料及教師手冊等，教師可以

借用教具箱至課堂使用。目前台史博已推出

「唐山過台灣」、「真正的人」、「當我們同

與
原
住
民
族
相
關
的
教
育
活
動
，
會
以
常
設
展

戲
劇
導
覽
、
迷
你
劇
場
、
博
物
館
教
具
箱
、
互

動
式
劇
場
等
方
式
進
行
。
以
台
灣
原
住
民
族
為

活
動
的
主
角
，
在
展

演
過
程
中
讓
觀
眾
與

演
示
員
或
教
育
員
一

起
經
驗
歷
史
人
物
所

遭
遇
到
的
困
境
與
掙

扎
，
引
導
觀
眾
進
行

相
關
議
題
的
反
思
。

博物館迷你劇場「是誰不一樣」，以1930年霧社事件發生的年代做為活
動背景，引導觀眾從不同的族群角度來觀察彼此對生活文化的看法。

博物館教具箱「真正的人」，讓更多無法經常來到博物館的學生，也能

以具啟發性與活潑的方式認識台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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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台灣女子‧非常好」等多套教具

箱，並逐年擴充教具箱主題，而本館也不定期

舉辦教具箱教師工作坊，讓老師認識博物館教

具箱的特色與教學技巧。

四、互動式劇場：有別於常設展戲劇式導

覽是由多位演員演出歷史故事情節，在專屬的

演出空間裡進行大型戲劇活動。互動式劇場的

展演過程中，演員扮演的角色會與觀眾對談、

互動，有時會走出場景求助觀眾，徵詢觀眾的

意見與想法；或引導觀眾與演員扮演的歷史人

物自由對話，讓觀眾不再只是旁觀者，而是與

劇中主角一同親身經歷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台

史博自2009年起陸續策劃《大肚王傳奇》、
《草地郎入神仙府》、《一八九五開城門》及

《彩虹橋》等4部台灣不同時代、主題的戲
劇，並在台史博及台南市區的古蹟中演出。目

前這些戲劇屬非例行性推出，但仍會搭配適合

的特展主題重新演示。

以《大肚王傳奇》的劇情為例。17世紀
時，大肚王曾治理台灣中部20個村社，然而在
面對中國商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業需求及

介入部落的統治，甚至在大肚王去世後，因中

國海盜鄭成功的勢力崛起，讓村社走向幾近滅

亡的命運。本劇跳脫漢人或歐洲人的史觀，從

原住民族的視角來呈現兩代大肚王以何種不同

方式，保護自己族人安全，並保有部落尊嚴的

勇氣和智慧，劇中二代的大肚王，會對觀眾傾

訴他的矛盾與猶豫，並詢問觀眾的看法，希望

觀眾提供建議，並進而引導觀眾思考不同文化

及民族間該如何平等對待與相互尊重等議題。

歷史就是生活，學習從動心開始

歷史博物館應該提供怎樣的教育活動呢？

除了動手、動腦的學習之外，還必需能夠動

心，用心去感受歷史，感受在不同時代與文化

背景下人物的感受。因此，台史博的教育活

動，希望能夠引發觀眾觀察歷史物件、想像時

代情境，發揮主動思考的能力，讓歷史不再是

死板的過往知識、或與自己無關的他人故事，

而是具開放性、趣味性、與你我生活息息相關

的事。我們希望透過歷史，讓觀眾看見現在的

自己，關心所處時代的生活，並能對未來擁有

想像。新時代的歷史博物館不再謹守單一的歷

史觀、掌握唯一的詮釋權，而是希望博物館為

大眾所用，成為一個提供思考及發聲的平台，

讓觀眾能透過參觀展覽、參與活動，擁有屬於

自己的觀點，並進而運用在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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