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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如果可以在環境中埋下一些線索，

讓觀眾了解如何善用館內資源建構起屬於自己

的知識，「校史」和「檔案」將會和觀眾更有關

連，也能導致更深層的學習。

本文將從「鷹架功能」的角度來介紹臺大

校史館和檔案館，並進一步思考「鷹架功能」

能對博物館學習產生什麼影響。

在探索與體驗中學習 

博物館國際委員會定義博物館為「一座對

大眾開放，且替社會服務的永久性非營利機

構。藉由蒐藏、保存、研究、傳播、與展示所

有有形與無形的人類及環境遺產，達到教育、

研究與娛樂的目的。」(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2007)，指出教育是博物館的目的之

一，《新世紀的博

物館》也形容博

物館教育的重要

性：「若典藏品是

博物的心臟，教育

則是博物館的靈

魂。」(劉婉珍，

2002) 

 

 

 

 

 

 

然而，博物館是非正式教育機構，不像正

規教育機構內由老師結構化掌握教學內容與進

度。博物館的學習乃觀眾自行與環境(展品、空

間、人)互動的結果，在參觀過程中，「想要知道

更多」的動機會被引發，且觀眾會逐步修改自

己對於個人和社會的想法。 (Kelly & Gordon, 

2002, p.161)  

這種「利用資源主動自行建構知識」的學

習正符合建構主義教育學者的假定，本文依循

的架構—「資源本位學習」即為建構理論的實

踐方式之一。 

資源本位學習面面觀 

要了解「資源本位學習」，要先知道什麼是

「資源」？答案可能會出乎意料之外，只要有

潛力能支援學習的媒體、人物、地點、想法，

都是「資源」。

隨著越來越多資源得以數位化，資源本位

學習近年來獲得不少矚目。因為網路上五花八

門的資源對於不同學習者來說，會產生不同的

脈絡和使用方式，因此能提供真正符合學習者

當下需求，且沒有教科書限制的學習機會。

提起「校史」和「檔案」，不少人恐怕都聞之卻步，認為這些枯燥乏味又脫離時代，想起來就

沉悶。在參觀校史館和檔案館時，則往往揮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只留下幾張照片和一本

之後不會再打開的簡章。 

在檔案館和校史館 

搭起建構歷史的鷹架 
文 / 柯俊如、黃于庭、蘇琳詒    指導老師 / 林維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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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資源本位學習」以學習者為中心，

教學者能做的事情就是營造一個能發生「資源

本位學習」的環境，協助進入環境中的個體能

定位、分析、闡釋、應用資源以滿足學習需

求，博物館就是一個適合發展成「資源本位學

習環境」的場所。

「資源本位學習環境」透過提供工具和鷹

架，建立起讓學習者能建構意義的脈絡，以便

最佳化資源的使用。因此，這樣的環境中包含

三個重要要素 :「工具」、「鷹架」和「脈絡」。 

本文的分析將以「鷹架」為主。「鷹架」是

教學過程中為學生量身訂做的支援，目的是要

大學博物館有什麼不同？ 

本文介紹的對象—臺大校史館和檔案展示

館，隸屬於臺大博物館群。

臺大自日治時期創校以來，為了研究、教

學、行政，各單位都產生、蒐集、典藏了獨特

且豐富的史料、標本、檔案、物品。2005年

起，臺大開始研議設置校內博物館，2007年起

正式成立臺大博物館群，協助將藏品以適當方

式保存、展示和推廣。

博物館群由總圖統籌，包含臺大校史館、

昆蟲標本室、臺大農業陳列館、植物標本館、

協助學生完成其學習目標。(Sawyer, 2006)這些

支援將帶領學生突破當下的學習障礙，可以是

資源、任務、範例、指引、建議文獻、問題

等，一旦學生自行發展出學習策略促進學習技

巧和知識後，就會逐漸移除。

在「資源本位學習環境」中，不會有固定

的學習對象和教學內容，但是可以在環境裡安

排四種鷹架—程序性鷹架、概念性鷹架、後設認

知性鷹架、策略性鷹架，協助學習者在環境中

有方向、有步驟的建構知識。鷹架的數量與頻

率將會影響學習者的學習需求、問題解決方式

與學習脈絡的建構。(Sharma and Hannafin, 2007) 

人類學博物館、地質標本館、物理文物廳、動

物博物館、檔案展示室及醫學人文博物館，各

館根據握有的資源進行藏品的陳列或展示。

大學博物館是設置於校園、由大學負責行

政管理的博物館，基本功能和目的與一般博物

館相似，同樣包含典藏、展示、推廣以及研

究。不過，大學博物館有三個不同的特色：歷

史與所屬大學有密切淵源、使命目標與功能和

大學的學術研究及教學相關、座落於校園且以

大學師生為服務對象。(張譽騰，2008) 

҈   22



 

走！前進檔案館和校史館！ 

身為大學博物館，且同樣背負著紀錄和展

示臺大歷史使命的校史館和檔案館，自身發展

的歷史和臺大校地及校舍位置的變遷有著密切

關係，校史館所在的建築物為舊總圖，檔案館

則位於水源校區，都有一段故事值得了解；另

外，兩者主要服務對象皆為臺大校友及對臺大

有興趣的學生和外賓，展出的內容相互呼應，

兩館時常互相轉介觀眾。

不過，校史館和檔案館仍有不同之處。

首先，校史館以校史為核心進行典藏，蒐

集過去與現在和校史有關的有形及無形資產，

並藉著舉辦活動、口述歷史徵集，來掌握未來

的校史資源；檔案館則是以公文檔案為典藏對

象，以檔案為出發點，尋求一個故事脈絡將數

個檔案串連起來，這個故事脈絡不一定只限於

臺大的校史，然而多半會與臺大校史有關。

其次，校史館的展示目的是為了藉由了解

臺大的發展凝聚向心力和認同感，檔案館則多

了推廣檔案修復概念與技術的成分。

再者，由於檔案館隸屬於總務處文書組檔

案股，檔案有其公務用途，因此展示內容除了

以穿衣鏡和檜木傢俱還原檔案辦公環境外，其

他展示都是館員和志工精心製作的複製品搭配

說明海報，藏品研究依賴內部館員進行；校史

館的展示品則是五花八門，照片、影片、校

歌、桌椅、學士服、證件、電子書、實體物

件，既能和學校各單位合作進行研究工作，也

能向校友徵集校史資料。

最後，校史館位於總區、又是校園導覽的

重點，加以有對應的服務學習課程和固定的導

覽志工，比起位於水源校區的檔案館更容易接

觸偶發性觀眾；檔案館在偏遠的水源校區，不

容易接觸，導覽人員由內部員工兼任，也因此

導覽水準一致，且都能掌握不同性質觀眾的習

性。

了解整體環境脈絡後，讓我們來看看兩館

在實體與線上空間裡鷹架功能的發揮現況吧！

 

參觀時間：(一)-(六) 10:00-16:00 

電話：(02)3366-9705  Web: http://archives.ntu.edu.tw/  

原為國防醫學院圖書館建築，2007年成立檔案展示

室，建築名為飲水樓，希望將過去被視為歸檔公文的文

件，轉換成紀錄歷史軌跡的檔案。 

檔案展示室 

 

參觀時間：10:00-16:00 (二)休館  Web: http://www.lib.ntu.edu.tw/gallery/home.htm 

導覽：五人以上團體電洽(02)3366-3818，開館日 14:00~14:30定期導覽。 

校史館所在地為 1929年起造的臺北帝國大學舊總圖書館二樓中央閱覽廳，已由臺北市政

府指定為市訂古蹟。展示廳籌設始於 2004年 5月，2005年正式開始對外開放參觀導覽，

李嗣涔校長將之託給總圖管理。2007年設置川流廳，由校友李華林先生捐款設置。 

校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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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校史館實體環境中的鷹架功能 

程序性鷹架

z 導覽員利用現
場的多媒體資訊

站，如臺大校歌播

放、臺大大事記影

片、川流廳的鳥類

組曲等，讓參觀者能更

了解這些資源能如何用來學習。

z 展品配合時間依序擺放，順著路線前進便
能依序掌握重要大事。

z 使用可掀式板子，依序翻動就能了解校區
或景點故事的發展。

概念性鷹架

z 空間規劃分為 15區，由淺入深地帶領參觀
者了解臺大歷史發展脈絡、主體性，進而

展現社會貢獻。

z 各空間主

題標示清楚，且

搭配很多路標和

簡章地圖，可以

輕易掌握館內任

務。不過空間動

線的限制造成概

念串聯的打亂，像是歷任校長的回顧被川

流廳的入口切割開來。

z 運用多媒體突顯重點任務，像是校歌、臺
大歷史新聞、系所成果影片、過往教室實

景還原，都會吸引人駐足注意此任務。

l 導覽員導覽內容會自行串聯概念，像是連

結大學精神區的話語和校史發生的事件。

z 川流廳不僅有地上的地圖搭配感應式影音
介紹博物館群，也有實體展物和文字說

明，使人可以一次掌握博物館群，進而規

劃至其他館的參觀。

後設認知性鷹架

z 中央主視覺造
景以橋連結

「追求卓越」

與「社會關

懷」二區，可讓參

觀者反思與檢討，是否有達

成「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校訓精神。

z 簡章附有學習單，可自行檢驗學習成效。 
策略性鷹架

z 15個展覽區皆有專屬 DM，需要多媒體資
料的展區也都架設資訊站，提供延伸學習

的機會。

z 能透過錄影或留言，分享不一樣的校史。 

程序性鷹架

說明如何使用資源

的功能。協助學習

者處理資源、降低

程序與導覽機制的

認知負荷。

Ex.導覽地圖、圖

表、程序 etc. 

概念性鷹架 
串聯概念以引導

學習者思考。協

助學習者決定有

哪些任務要考

量、任務的先後

順序。

Ex.大綱、概念圖

etc. 

指出分析、計畫和

回應之道。協助學

習者發展替代觀點

或問題解決的替代

方法。

Ex.問問題的工具、

任務替代方案

促進反省、比較和

修正。協助學習者

評估已知和未知，

進而了解任務、深

度思考。

Ex.反映目標或問題

解決模式的提示. 

後設認知性鷹架 策略性鷹架 程序性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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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校史館網路環境中的鷹架功能 

程序性鷹架

z 網站的導覽系統協助使用者知道如何尋覓
並使用數位資源。

z 線上觀覽的結構與展區空間相同，與實體
整區有所呼應，學習程序可相互連結。

概念性鷹架

z 提供網站地圖協助使用者建立對於網站的
整體概念，分為首頁、認識校史館、記憶

園地、線上觀覽、活動紀要、訪客留言紀

錄。

z 線上觀覽
雖然沒有

3D虛擬情
境，但是

盡力還原

實體觀覽

環境中的所有資訊，像是有語音導覽、主

題區的整體樣貌照片、物品近照與文字內

容、影片、校歌等，因此使用者在網站上

也能將概念串聯起來。

z 在「臺大大事紀」的年表上，每個年代發
生的事件皆分為「臺灣社會發展」和「臺

灣大學發展」，有利於臺大校史和整體社會

發展的連結。

後設認知性鷹架

z 網站提供實體環境中不會明講的成立宗
旨，有利使用者比對自身參觀經驗與宗旨

是否相符。 

z 提供導覽解說詞、校史館簡介之中文、英
文、日文版本，並提供展場平面圖之 PDF

檔，可讓網站使用者下載，提升資源可及

性外，也讓使用者可於參觀前後能參考，

了解自己對於校史館的熟悉程度。 

策略性鷹架

z 聯結部落格「臺大話當年(口述歷史)」、網
站「校史漫談」與臺大老照片 flickr，提供
其他認識臺大校史的管道，且在部落格和

flickr可以留言發問討論。 
z 附上參考文獻提供其他認識校史的機會。 

檔案展示館實體環境中的鷹架功能 

程序性鷹架

z 展示空間提供
印章與打洞機

供參訪者操

作，工具旁擺

放說明的展

版，導覽員也

會簡單說明。

z 參訪者依循參觀動線的設
計，對於檔案串聯起的傅斯年校長生平或

臺大校史能循序漸進的了解。

概念性鷹架

z 實體的檔案展示館中，較少概念鷹架的使
用，由於空間小，便直接進行參觀導覽，

缺乏分區介紹。

z 重建檔案工作現場，印章是公文檔案的重
要代表，而打洞機則是在裝訂公文時的要

件。參觀者能親自體驗檔案工作環境，了

解檔案工作者的任務有哪些。

z 將檔案作成複製品或建立印章的圖像輸
出，可與其他圖像和文字介紹搭配於一

區，有助於了解過往公文、用印在歷史事

件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z 參訪者可由展
示主題的連結建立

參觀的脈絡，有一

中心架構了解學校

相關事件。

後設認知性鷹架

z 檔案展示館中擺放
著一組穿衣鏡，提醒檔案人員正衣冠、保

持廉正，這使參訪者重新思考檔案工作的

特性。

z 由導覽人員的互動對答(像是「為什麼學校
要建立在一座拇指山的前面？這代表著臺

灣大學是首屈一指的」、「你有沒有聞到一

種氣味？這是日治時期起使用的檜木

香」)，使參訪者評估他們知道什麼和在此
環境中該注意什麼。

҈   25



 

檔案展示館網路環境中的鷹架功能 

網頁分成英文版、中文版、兒童版、檔案

應用申請，英文版內容較不完整，因此只選擇

中文版與兒童版進行介紹。

[中文版] 

程序性鷹架

z 首頁的導覽列可做為程序性鷹架，然而網
頁清單需要點開許多連結才能得到所需資

源，影響資源可及性與使用順暢度。

z 以流程圖呈現檔案修復的步驟。 

概念性鷹架

z 透過網站地圖，可以知道網站的設計概念
與每個主題所涵蓋的內容，在短時間內對

網站有概括性的了解。

z 製作許多一目了然的圖表，例如：以心智
圖呈現檔案發展行銷包含檔案聯創、品牌

行銷概念、創意運作模式等要素。

策略性鷹架

z 檔案展示館將過去所展出的特展數位化
後，放置於網頁的「數位檔案」中，還原

當時的展示方式，提供網站使用者對於檔

案展示館有不同的參觀路徑。

z 特展包含：夜讀同窗共剪燭、探索臺大檔
案系列－千里始足下、2010花中傳騎獎不
完、公館天空最夯的火花。

[兒童版] 

程序性鷹架

z 導覽列引導使用者逐一點擊，提供直觀認
識檔案館的方式。

概念性鷹架

z 首頁有一張以人物為主的地圖，地圖內容
由虛擬人物與動畫影片名稱組成，讓參訪

者對於此網站有概略性的了解，並知道這

三個影片是兒童版網頁的重要軸心。

z 點選虛擬人物會出現其簡介，可以由此迅
速辨識出有哪些重要角色和可能任務。

後設認知性鷹架

z 「動畫影片」皆以問句作為名稱，影片的
內容則會對這些問題進行解答，且影片中

角色對話中也會有提問，可以透過問句協

助參訪者進行反思。

策略性鷹架

z 在延伸閱讀區，提供其他相關網站，有利
於使用者從不同角度來認識臺大歷史或檔

案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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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館鷹架的比較與展望 

整體而言，臺大校史館的鷹架功能發揮的

較好，不僅有整體的空間概覽，也善用各種多

媒體暗示重點任務，隨著動線前進亦可循序漸

進的了解臺大歷史。校史館的網站不僅再現實

體館的參觀經驗，也提供更多延伸管道，用不

同方式理解校史，不同觀眾也能透過錄影、留

言、網路提供等方式留下眼中的臺大校史。 

不過，校史館資訊量太多，光靠目前的鷹

架還無法有效協助學習者吸收。雖然每個展板

都有大標題，也有圖像影音輔助，但是文字太

多、影片太長，很容易使參觀者放棄學習任

務。未來可以重新

確認多媒體的內容

是否具有輔助學習

的效用再設置，並

以不同顏色標出重

點文字，甚至可以

設置椅子供參觀者

使用，讓他們有更

多意願來花時間接

收這些訊息。

另外，目前校

史館的學習單放在

簡章中，很不明顯，學習單的問題又十分單

純，不會引發更深度的思考學習。未來或許能

針對不同性質的觀眾(如校友、貴賓、學生)設計

不同的啟發性問題，以及在對應問題的展區設

計看板提示學習任務，如此一來將使後設認知

性鷹架能更客製化、更容易被看見。 

校史館網站提供的鷹架主要是用來協助使

用者善用網站資源，對於展示內容的鷹架功能

多半與實體環境中相同，雖然可以連結部落格

和 flickr，提供更多策略，但很可惜沒有看到數

位科技帶來鷹架的新突破。 

事實上，在虛擬環境中，很適合增加後設

認知性鷹架。像是將實體環境中分置於不同展

示空間的相關內容串聯起來，或仔細的從不同

角度觀看實體環境中被櫃子隔離的文物，使學

習者更能進行比較、串聯的深度思考，也可以

透過互動式網頁，在學習過程中適時提供回饋

協助學習的進展。 

檔案館由於空間狹小、資源不足，和校史

館能採取的鷹架也就不太相同。檔案館展示空

間內的資訊不多，極度依賴導覽人員的講解串

聯起展物和不同主題。另外，由於複製品耗費

不少時間製作，每次特展

都會盡量數位化保存，也

因此會提供網站使用者仔

細觀看檔案的機會。 

雖然導覽人員的問答

互動提供許多後設認知性

鷹架，使參觀經驗十分深

刻，然而缺乏整體性的概

念圖，會讓觀眾必須快速

進入導覽內容，無法自行

掌握參觀流程，如果在一

開始失去注意力，就可能

不知如何再回到原本的學習任務。因此，提供

一個全面性概覽和在展區提供看板指引自助參

觀者，對於檔案館的學習經驗將很具助益。 

至於檔案館的網站，一般中文版介面的網

站連結不方便會影響在此空間內的學習，且網

站內容和實體環境展示不一致，只用網站認識

檔案館的人將會獲得和實體館藏不同的體驗。

檔案館網站可以參考校史館網站重新組織。 

檔案館的兒童版介面以動畫提供後設認知

性鷹架，輔佐的不只是網站資源的使用，而是

對於展示內容的重新理解，令人十分讚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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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同樣有網站內容和實體展示內容不一致的

問題，而且後續沒有更新也十分可惜。 

兒童版介面的另一個問題是，動畫對話用

語不像兒童所用的，會讓人好奇這個介面鎖定

的兒童是誰。兒童族群的心智狀態都在發展階

段，鎖定不同對象就有不同的鷹架支持方式，

館方釐清到底想針對哪類兒童傳達檔案館的哪

些面相後，可以根據皮亞傑的認知發展理論來

重新設計鷹架。 

其實檔案館的主要使命之一是要使更多人

了解並重視檔案修復，將檔案置於歷史脈絡

下。只是展示的策略，不應是檔案館的所有內

容。雖然目前檔案館在實體環境內提供檔案修

復工具的展示，在虛擬環境中也放了檔案修復

的照片和流程圖，然而都缺乏更仔細的說明，

之後可以加強這些資料的重新組織，並思考可

以安置什麼樣的鷹架來協助一般大眾進入陌生

的檔案修復世界。 

最後，兩館在策略性鷹架和程序性鷹架的

提供都比較少，或許是因為目前兩館的展示內

容比較少依照程序才能達到的學習任務，以及

策略性鷹架不論在實體或虛擬環境中提供都需

要較多的人力和時間成本，這兩種鷹架是否要

增加、在哪些部份最需要增加，可以用問卷了

解觀眾的想法，以便能在現有資源條件下提供

最適合兩館觀眾的鷹架。 

未來？ 

「鷹架」的概念來自教育學者，若只考慮

「博物館」而未考慮「學習」，則不容易注意到

這個面相。然而，如果要使博物館的展示能夠

活化、進入觀眾的心中，和觀眾的親身經驗產

生互動和融合，那就要關注博物館經驗能否帶

給觀眾「學習」經驗。 

在本文中，我們以資源本位學習中的四種

鷹架來分析臺大校史館和檔案館的展示，顯現

目前兩館提供的實體和虛擬環境中，有哪些設

計可做為觀眾的鷹架，也提出一些簡單的鷹架

設計建議。 

不過，在「資源本位學習環境」中，「鷹

架」和「工具」都是用來促進觀眾學習「脈

絡」發展的，未來可以進一步了解這些鷹架對

於學習脈絡的影響，才會有更完整的博物館學

習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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