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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博物館蒐藏品對國小學童科技教育課程上之輔助 

 

黃俊夫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蒐藏研究組副研究員兼主任 

 

壹、前言 

科技的產生是為了解決問題及滿足需求（滿足人類需求當然也反應人性）。

因此，早期人類運用智慧發展各種工具（技術物），擴展能力，滿足需求，最終

的目的是要存活與適應環境；現今人類發展科技不僅是為了存活與適應環境，而

是為了讓生活更舒適、更方便，或是讓人類更了解未知的事物，甚而至是為了財

富。 

科技類博物館就是為了保存這些人類發展出的技術物或科技文明而存在，

舉台灣來說，民國 68年行政院頒訂十二項建設計畫，在文化建設計畫中預計在

台灣的北、中、南、東設立幾座國家級的博物館，後來在台中市設立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在高雄市設立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在屏東縣設立國立海洋生物博物

館，在台東縣設立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在基隆市設立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截至 98.03.10尚未開館）。在已開放營運的國家級博物館中，位於高雄市的國

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以下稱工博館）是第一座以應用科技為展示、教育、蒐藏及

研究主軸的博物館，我們可由下列工博館的建館宗旨： 

 引介科技基本原理及發展沿革，充實國民科技知識。 

 展示與生活相關之主題，啟發國民研究科技之興趣。 

 闡明科技對人類生活之影響，引導國民重視科技發展。 

 彰揚我國科技成就及發展趨勢，以建立國民自信心。 

由其中不難理解工博館積極保存人類科技發展沿革中所下來的物件，藉由研究、

展示及非制式教育的管道來引發國民研究科技之興趣以增進國民科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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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科技博物館蒐藏 

本篇文章將以工博館為例來探討工博館蒐藏文物對國小學童科技教育課程

上的輔助。首先我們來看工博館所訂定的「蒐藏宗旨」為 

 探討科技基本原理及發展沿革。  

 記錄科技對我國民生發展上的重大影響。  

 反省科技發展歷程，以促進大眾瞭解科技與社會之相互影響。  

 表彰或實證我國科技發展上的重要成就。  

 研究我國科技文化資產，並進而與國際相關領域間，交換研究、展示與

教育之成果。 

由工博館所訂立的「蒐藏宗旨」來看，工博館以作為台灣本地科技產業文

化資產的國家級保存單位自居。目前工博館所蒐藏的物件類別有下列幾大類 

 印刷產業科技文物類 

 度量衡產業科技文物類 

 電信產業科技文物類 

 電視產業科技文物類 

 紡織產業科技文物類 

 電子產業科技文物類（廣泛性區分，待某類產業文物增加至 30件以上

再獨立分類） 

 機械產業科技文物類（廣泛性區分，待某類產業文物增加至 30件以上

再獨立分類） 

 

參、台灣與美國科技教育 

台灣地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中有清楚的詮釋科技教育的重點。課程

中描述科技素養是人類善用與科技相關的知識、技術、相關資源及價值判斷，以

便適應社會變遷、改善未來生活、解決相關問題、及規劃其生涯發展的能力。其

最終目標，在幫助人们成為有效率的科技使用者、科技決策者、科技消費者、科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二○○九年  四十二卷  第二期 
 

 29

技環境工作者乃至於科技發展者。科技素養教育的重點為（教育部，2003） 

 科技的發展與影響：主要讓學生認識科技的演進歷程及其對人類的影

響。 

 科技的範疇：教導學生認識現代主要科技領域之系統、資源、程序及產

品。 

 科技的應用：讓學生能以各種方式表達科技的創意和構想，並進行科技

產品的設計與製作。 

 

美國 ITEA (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Education Association )協會於 2000年提

出二十條科技教育的標準，針對這二十條準則中，可以了解科技教育包括科技的

本質、科技與社會、設計的認識、面對科技世界應有的能力、及設計的世界等五

項重要的內函，其準則說明了科技教育教學的內容重點，茲敘述如下： 

 科技的本質 

1. 對科技的特徵與領域之認識 

2. 對科技的核心概念之認識 

3. 對科技與其他領域的關係與連結之認識 

 科技與社會 

1. 文化、社會、經濟與政治對科技的影響 

2. 科技在環境上的影響 

3. 社會在科技發展與使用上所扮演的角色 

4. 科技在歷史上的影響 

 設計 

1. 設計的本意 

2. 設計工程 

3. 解決問題、研究和發展、發明與改進與實驗所扮演問題解決的角色 

 面對科技世界應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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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施設計的程序之能力 

2. 使用及維修科技產品與系統的能力 

3. 確定產品和系統的衝擊實施之能力 

 設計的世界 

1. 對醫藥科技之認識並可對其選擇與使用 

2. 對農業及相關的生化科技之認識並可對其選擇與使用 

3. 對能源與動力科技之認識並可對其選擇與使用 

4. 對資訊與傳播科技之認識並可對其選擇與使用 

5. 對運輸科技之認識並可對其選擇與使用 

6. 對製造科技之認識並可對其選擇與使用 

7. 對營建科技之認識並可對其選擇與使用 

 

肆、工博館蒐藏品對國小科技教育之輔助 

由上述工博館的蒐藏宗旨及蒐藏類別與台灣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中的

科技教育重點有許多共同的方向，相同的美國 ITEA協會所列舉出的科技教育準

則也有類似的現象。所以工博館所蒐藏的科技物件，其實對於國民中小學生及社

會大眾之科技教育應會有幫助，只是要把工博館所蒐集到的科技物件「素材」，

經由廚師巧妙的手法轉化成一道道的「教材」讓學生及老師使用。 

以工博館所蒐藏的科技物件中有一大類別為「印刷產業科技文物類」，此類

蒐藏在科技教育學科分類上為「資訊與傳播科技」中的一部份；印刷產業科技之

所以重要是因為人類自從發明文字之後，傳播的發展形態則從閉鎖式的空間，進

入了無限制的開放環境。人類靠著智慧的激盪，得以促進各種傳播技術的發展及

改良，使傳播的方式更為廣大，並促使記錄保存的時間更為久遠，除一般的口耳

相傳之外，在平面文獻的部份是借助印刷技術進行複製工作，讓手抄工作的緩慢

進度得以改善，以增進其複製的速度。如此一來不僅促使產量的提升，也導致價

格的降低，並使得知識的取得與傳授，不再如帝王時期般，僅存在於貴族或為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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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階層所獨享的權利，進而使得一般民眾亦能接受文化傳承和教育的陶冶。 

國父在其所著的「實業計畫」中指示：「據近世文明言，生活之物質原件，

共有五種，即食、衣、住、行及印刷也」。並且又說明倘人類沒有印刷此技術，

文明就無法進步，真切的說明了「印刷」為文明進步的一個重大的因子。 國父

瞭解「印刷」的重要性，進而鄭重的提醒國人。同時又特別指出：「中華民族雖

然是印刷技術的發明者，但是印刷工業的發達，反而比較遲緩」。因此，特別在

「實業計畫」的第五項計畫中專列印刷工業此一章，並作詳盡的指示，印刷工業

為發展文化事業重要的一環，而與其他工商礦業發生密切的關係。欲使文化事業

能熱絡的展開，以見收工商礦業相輔之效果，實宜促進印刷工業的健全發展，以

應事實上之需要，而得以追求各項事業發展的卓越進步。 

印刷技術隨著現代科技的改變，目前已進入了數位化、電子出版時代。在

此時代具備有新的優點，如：字體與版面變化多、校稿改版方便快速、圖片色彩

應用靈活、、、、等等，也由於這些優點因素，使得傳統印刷方式顯露出日近西

山的現象。因應科技技術的提升，使得印刷速度更加地快速，而印刷品質也越來

越精良，相對著傳統印刷方式中無法改良的部份，便逐漸沒落，甚至於消失。 

但是技術的傳承必然有其一貫的脈絡可循，並藉由新舊技術交替之間，足

以鑑往知來，雖然在新式印刷技術的衝擊之下，傳統舊式印刷技術已經日漸式

微，而以現代印刷業界的技術更替狀況來看，活字印刷術勢必走進歷史中，成為

過往歷史軌跡的一部份。 

工博館從 1997年開館後，體認到印刷產業因為電腦科技的快速發展，將會

產生一個劃時代巨大的變化，於是開始努力採集印刷產業即將消逝的「鉛字活版

印刷技術」，整個技術經考據在台灣已使用近一世紀，該技術過程從「銅模雕刻

機」將鑄鉛字的銅質模型雕刻出來，接著利用「鑄字機」把這些銅模灌注入熔融

的鉛液，這就是鑄鉛字的過程；接著這些鑄好的鉛字到印刷廠，經過「撿字師傅」

在數以千萬計的鉛字中撿選出所需要的字型、字體，而後再到「排版房」設計排

列出顧客所需要的版型，接著將此板型利用「打樣機」先行試印個幾張樣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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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確認後再將此版型拿到「印刷機」上去大量印製成品。 

 

 
銅模雕刻機                     銅模                      手搖鑄字機 

 

以上所概要描述「鉛字活版印刷技術」至少含括三種以上不同產業，有印

刷材料業、銅模雕刻業、鑄字業、印刷廠等等；技術層面上含括材料科技、機械

科技與設計科技等等，在當時社會還沒有電視、電腦的時代，此技術在知識傳播

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工博館從 1997年開始大量採集「鉛字活版印刷技術」的「印刷產業科技文

物」，在那時期恰好遇到上述狀況，所以很多鑄字廠結束鑄字的工作，工博館甚

至是整廠（逢源印刷所）蒐集，到 2001年已有初步成績，約有 300餘件蒐藏品，

有銅模雕刻機、手搖鑄字機、電動鑄字機、活版印刷機、打樣機、圓盤印刷機、

為數成千上萬不同字型字體的銅模及鉛字、鉛字架、整座排版房及排版工具等

等；當時考量到這些科技物件的功能性及利用性，於是申請「數位典藏國家型科

技計畫」來將這些物件數位化，並與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系合作開發數位教材，並

將此教材在台南市大同國小中實施。另外工博館利用「鉛字活版印刷技術」中的

科技知識，開發成 5套能讓同學實際操作體驗的教具，並將這 5套教具在館內、

學校內、甚至於在國際書展會場上給民眾操作，來讓民眾或學生能藉由動手操作

來體會科技演變，進而提昇科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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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工具                   排版房                    鉛字及鉛字架 

 

一般博物館的蒐藏品不管是器物或標本通常是僅可以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所以大多是躲在環境控制的櫃內，這是因為該蒐藏品材質脆弱的緣故，但科技博

物館所蒐藏的科技物件通常材質比較上不像其他類別博物館蒐藏品般脆弱，所以

工博館也將蒐藏品－－近一甲子的「手動打樣機」修復後在特定人員指導下，開

放給學生及民眾來操作，這種對蒐藏品操作的經驗比先前所述操作教具更具意

義。現代不管是何種類型的博物館，其所重視的區塊已從早期對「物」的重視，

轉化成對「人」的重視，所以科技博物館蒐藏品對小學生的科技教育上所能扮演

的角色會更加重要。 

 
近一甲子的「手動打樣機」修復後（左圖）在特定人員指導下，開放給學生及民眾來操作（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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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博館「鉛字活版印刷技術」的蒐藏品在館方有計畫性的規劃及轉化下，

達到上述對於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中所詮釋科技教育的重點：讓學生認識印

刷科技的演進歷程及其對人類的影響；教導學生認識現代印刷科技領域之系統、

資源、程序及產品。工博館還有許多類別的蒐藏品，我們將會如同「鉛字活版印

刷技術」蒐藏品一樣，持續設計規劃符合九年一貫課程中所詮釋科技教育重點的

相關輔助活動，在保存台灣地區產業科技文化資產的同時，也能夠提昇國小學生

科技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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