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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即生活 

——策展工作坊（三）策展實作案例分享與展覽專案管理 

 
講師進行策展方法講解。攝影：郭盈秀 

【策略溝通辦公室 張雅屏】 

  一個好的展覽應如何設定主題？應該是大眾關心的議題，讓觀展者看完展覽後思

考會改變並有所收穫。教育的策展目的即為揭露：揭露生活、揭露人生，否則只是一

堆展板的呈現與擺置，並無意義。本院於 111 年 2 月 16 日舉辦第 3 場策展工作坊，

邀請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數位創新中心石文誠主任分享策展實作案例，以及展示組江

明珊組長說明展覽專案管理，提供同仁更完整的策展知能。 

  課程一開始，石主任點明：「策展即為思考」，人人都可以是策展人，從生活當中

尋找靈感並加以實踐，將策展視為一種生活態度，從學校教育、工作簡報到婚禮的呈

現，皆可視為一種展覽。此外，展覽應有情緒及力量，我們必須思考，展覽會帶給觀

眾什麼樣的情緒與餘韻？以此為方向並構思整個展覽風格；展覽亦是一種編劇，策展

的基本思考應有起、承、轉、合，先做鋪陳，再進入主題，並且應與觀展者保持距離，

方能產生美感。 

  此外，石主任提到當代博物館應包含的元素為：穿越性（回到過去）、揭露性（看

見不可見）、異質／奇異性（非日常的特殊體驗）、反抗性（製造反轉與改變），如荷蘭

的國家博物館，介紹黃金時代一段與奴隸制密不可分的荷蘭史，在那之後他們不以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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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時代稱呼，並且辦理蓄奴特展，即為一種自我揭露的表徵。另國立歷史博物館亦透

過許多展覽分別揭露統治者與原住民的觀點，讓民眾透過展覽瞭解歷史如何與當代對

話。 

  石主任的策展研究關注於族群關係、移民以及公眾史學，例如：「看見平埔：臺灣

平埔族群歷史與文化」特展，主要探討臺灣平埔族群的物質文化，呈現物件所反映的

平埔族群生活文化與外來文化接觸、變遷與融合的過程，以及平埔族群如何調適以適

應不同的生活文化；而「來自四方：近代臺灣移民的故事」特展，顯示不同歷史時期

的移民者，共同顯示著臺灣的移民精神，也呈現各自「移動者的視野」，移民所帶來的

多元文化元素，成了推動臺灣社會進步與多元的重要資產。 

  策展的重點在於對生活有感，從對現況的不滿出發，進而揭露問題，提出解答。

並且，策展應從博物館整體的角度思考，包含：研究、典藏、展示、教育及行銷推廣，

再進一步規劃策展細節，例如：選擇什麼物件作為展品及其理由？此物件引發何種情

緒？（情感）；何種歷史或記憶使你與此物件產生關聯？（事實、關聯、脈絡）；你在

此物件擁有的記憶有何意義？此物件有何價值？（個人評價、文化價值）等方向，將

使策展更具脈絡且完整。 

  研習後半場，江明珊組長請各組發表策展規劃成果，並依據各組設計的內容提供

建議，例如「課綱開麥拉」展覽，可從家長及學生的角度出發，搭配吸引觀眾的特點

（如詩歌），再結合策展周邊環境，則可使展覽更具說服力及合理性；「一字多音」教

育展則可先引用大眾的批評，進而說明多音字是透過何種會議討論及審查後呈現的結

果，並加入生活中的現象，以引起觀眾的興趣與注意。 

  3 場工作坊已圓滿結束，透過一系列的策展工作坊，讓我們對策展不再只是表面

的認知，而能更深入瞭解其中的細節與意義，透過周圍社區的結合，並加強跨域人才，

期望國教院亦能發展屬於本院特色之教育策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