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兒童博物館交流論壇  
 

論壇主題 

想像國家兒童未來館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國家兒童未來館籌備處 

執行單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論壇日期：2025年 5月 22日（四）、2025年 5月 23日（五） 

論壇地點：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20號） 
 

論壇緣起與目的  

建構一座國家級兒童博物館，是臺灣社會整體的一件大事——是臺灣關注兒童權利指標性

的一步，是臺灣重視社會未來的關鍵行動。本論壇的初衷，是希望向社會報告國家兒童未來館

軟體規劃現階段構想，並邀集兒童教育、博物館領域等不同專業與立場的專家、民間組織與實

踐者，共聚一堂分享交流、相互激盪，提出對即將登場的國家兒童未來館的期待。 

兒童博物館，是具有獨特目標與方法的博物館類型。雖然，各種主題博物館設置兒童展區

已經日益普遍，然而由於博物館的整體定位與專長，各館的兒童展區著重如何在不同主題的學

科關懷或創新教育方法下提供兒童觀眾體驗與學習。獨立的兒童博物館的當代意義，首在肯認

兒童權利，認識到兒童是擁有豐富心智活動、能自主作出決策的個體，博物館應尊重兒童主體

性，協助兒童認識自己的能力，學習思考、想像、對話、尊重與創造；同時，與兒童的溝通不

再是啟蒙的、傳播的，而是透過遊戲與探索，透過藝術性與開放性的思維與方式，開啟兒童從

認識自己到認識世界的路徑。 

放眼世界，兒童博物館已經有百年的歷史，不同時代與地區的兒童博物館，反應了不同時

代與地區的兒童教育思維、實踐方法與相關制度。即將登場的臺灣國家兒童未來館，當然有自

己的時代任務、也必須發展自己的特色，回應臺灣社會的課題與期待。 

「未來」，是國家兒童未來館的關鍵字。的確，兒童就是未來，同時，由於社會快速變化，

兒童面對的未來也充滿挑戰。除了梳理國際先進的兒童博物館經驗，各種國際組織對社會未來

發展趨勢與課題的觀察，臺灣兒童圖像與成長課題，活躍的、實驗性的、創新的本地實踐，都

是國家兒童未來館規劃時必須掌握的基礎。 



經過上述的梳理，國家兒童未來館就「兒童與未來」聚焦六大主題：「遊戲探索」、「多

元共融、「永續價值」」、「想像創造」、「兒童權利」、「未來素養」，邀請國際間指標兒

童博物館、國內相關領域的專家與行動者，透過專題分享與交流討論，探討兒童博物館如何可

以透過創新性的行動，成為兒童，甚至連同家庭與社會共同思考對未來的想像。 

 

論壇主題概念說明  

一、遊戲探索 

兒童博物館在知識轉譯的選擇上，遊戲是兒童學習與建構知識的重要途徑，透過遊戲，兒

童學會與他人合作、探索規則、應對挫折並解決問題。好遊戲具備開放性、挑戰性和趣味性，

能引發兒童的好奇心、創意，還促進社交能力和情緒管理。建立讓兒童自由探索的環境，是屬

於兒童博物館之自成一格的學習型態。 

二、多元共融 

為確保所有參觀者能平等參與並受益，近年博物館已引入更多共融設計、無障礙設施和多

元文化展覽。在軟體方面，兒童博物館透過引導兒童理解人類的共同性與差異性，以及了解人、

動物、植物和昆蟲如何共生共存，反思人類與環境及其他物種的關係，培養兒童尊重差異、理

解文化/環境多樣性，或可成為促進社會對話和推動變革的關鍵力量。 

三、永續價值 

面對高齡化、少子化、城鄉差距、氣候變遷與環境永續等問題，這些議題已融入日常生活，

需要立即採取相應的行動。針對全球性社會變遷所引發的挑戰，使用兒童熟悉的語言和故事，

展示時空變化的脈絡，強調這些現象對未來世代的影響，並引導兒童反思與應對，培養其未來

公民素養。 

四、想像創造 

從兒童觀看世界的視野來看，他們經常發揮想像力編織故事，來理解不熟悉的人、事、物。

因此除了強調兒童自主學習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之外，博物館應提供富有美感的遊具或展示設

計，去豐富兒童的思考力、感受力和想像力，使得博物館的參觀經驗也能充滿迷人魅力與深刻

啟發。 



五、兒童權利 

近年，隨著兒童權利意識的抬頭，不同於過去僅將兒童視為被保護的對象，透過《兒童權

利公約》的宣導，更加重視兒童自主行使各項權利的能力培養與主體性，相關倡議如兒童自我

保護意識、兒童人權、表意權利及兒童參與等。博物館如何透過轉譯技術，將這些抽象議題「再

概念化」為兒童易懂的情境，使他們能在博物館空間中自由探索、學習、回應、思辯與行動，

是博物館重要的課題。 

六、未來素養 

隨著社會與科技的迅速演變，雖然兒童博物館趨勢傾向減少科技的使用，但科技依然是無

法迴避的議題。在這個時代，兒童被稱為「數位原住民」，自出生即接觸數位科技。近年來，

國民義務教育倡導素養導向，兒童不僅需要具備數位與科技素養，更應掌握批判思維、解決問

題的能力以及社會責任感。因此，博物館在面對這些新課題時，必須進行適當的評估，並具備

前瞻性的想像，才能引導兒童有效應對未來複雜的挑戰。 

 

論壇參與對象  

本論壇的參與者，除了主持、演講、與談者之外，並將廣邀相關領域學者、實務工作者、研

究生或有興趣之社會人士，預估參與論壇總人數為 200人。 

  



議程  

2025/5/22（四） 

時間 活動內容 

08:50-09:20 報到（20分鐘） 

09:20-09:40 開幕（20分鐘） 

09:40-10:35 

【想像國家兒童未來館】 

主持人｜曾聰邦（國家兒童

未來館籌備處主任）（5分

鐘） 

專題分享｜黃貞燕（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

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40分鐘） 

Q&A（10分鐘） 

10:35-12:30 

【主題 1：遊戲探索】 

主持人｜呂理政（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前館長）（5分

鐘） 

專題分享｜石井 今日子（日本東京玩具美術館

執行董事）（40分鐘） 

與談人｜曾成德（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客座

講座教授）（10分鐘） 

專題分享｜Raphaël Chanay（法國科學工業城展

覽總監）（40分鐘） 

與談人｜郭昭翎（國立臺灣博物館展示企劃組

副研究員）（10分鐘） 

Q&A（10分鐘） 

12:30-13:30 午餐（60分鐘） 

13:30-15:25 

【主題 2：多元共融】 

主持人｜張鑑如（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幼兒與家庭科學學

系教授）（5分鐘） 

專題分享｜黃貞燕（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

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40分鐘） 

與談人｜賴志婷（桃園市立美術館展覽組組長）

（10分鐘） 

專題分享｜Lok-Wah Li （美國波士頓兒童博物

館展覽評估經理）（40分鐘） 

與談人｜江明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公共服

務與教育組組長）（10分鐘） 

Q&A（10分鐘） 

15:25-15:45 茶敘（20分鐘） 

15:45-17:20 【座談 I：兒童權利】 

與談人｜（15分鐘/組） 

Ciwas Pawan吉娃思巴萬（國家教育研究院原住

民族教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主持人兼與談人｜張弘潔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

系副教授）（5分鐘） 

潘汝璧（臺灣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秘書長）、

林珦如（臺灣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政策倡議

組組長） 

謝宜暉（超越遊戲理事） 

呂佳育（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研發知能組副主

任） 

交流及 Q&A（15分鐘） 

17:20-17:30 【綜合問答】（10分鐘） 

17:30- 賦歸 

 

  



2025/5/23（五） 

時間 活動內容 

09:30-10:00 報到（30分鐘） 

10:00-11:55 

【主題 3：永續價值】 

主持人｜王嵩山（國立臺北

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兼任

教授）（5分鐘） 

專題分享｜葉嘉青（天鈺環境永續基金會顧問

總監）（40分鐘） 

與談人｜莊世瑩（兒童文學作家）（10分鐘） 

專題分享｜林怡萱（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展覽

組主任）（40分鐘） 

與談人｜侯君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建築研究

所副教授）（10分鐘） 

Q&A（10分鐘） 

11:55-13:15 午餐（80分鐘） 圓桌論壇（邀請參與） 

13:15-15:10 

【主題 4：想像創造】 

主持人｜林曼麗（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名譽教授）（5分

鐘） 

專題分享｜謝明霏（雲門舞集舞蹈教室執行長）

（40分鐘） 

與談人｜容淑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人

文教育研究所副教授）（10分鐘） 

專題分享｜吳岱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與

人文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40分鐘） 

與談人｜熊思婷（臺北市立美術館教育服務組

組長）（10分鐘） 

Q&A（10分鐘） 

15:10-15:30 茶敘（20分鐘） 

15:30-16:50 

【座談 II：未來素養】 

主持人｜劉婉珍（國立臺南

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

護研究所教授）（5分鐘） 

與談人｜（15分鐘/人） 

邱紹雯（少年報導者主編） 

丘嘉慧（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蔡宗翰（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朱堯麟（財團法人黃大魚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

長） 

交流與問答（15分鐘） 

16:50-17:00 【綜合問答】（10分鐘） 

17:00-17:10 閉幕（10分鐘） 

17:1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