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庚大學資管系 陳畇巧 

這個活動是我從參加文物館經營計畫以來很期待的一項，本身就對不同類型的文

物館與博物館有很大的興趣，而在今天也安排了台北市立植物園，和我一直很想去的

中正紀念堂的行程。 

 進入植物園的第一個想法就是：「一堆植物就叫植物園?」，因為對於植物園的印象

是有經過人工的整理和特別編排過後呈現出來的，後來在聽導覽員解說時才明白，原

來園區最主要還是讓植物能夠呈現它最原本自然的樣子，尊重生態的發展，也因為經

過了導覽員的解說，我才知道原來看起來不起眼的植物其實有非常多的功用，也因為

跟其他散客一起聽導覽的關係，發現導覽人員在問問題時，有些我根本從來沒聽過的

植物竟然就一一的從那些散客的嘴裡說出來，可見真的是對植物非常有研究，讓我甚

至想回去研究一下植物，改天回去跟植物園裡的植物愛好者有共同話題。「聞道有先

後，術業有專攻。」今天的植物園讓我深深體悟這句話的道理。也從那裏的討覽人員

介紹時的眼中看見了他對於他介紹的這些是有熱忱的，與其稱呼他為「導覽人員」，甚

至他更喜歡稱自己為「愛好者」，這也是我特別被他專業的導覽所吸引的另外一個原

因。 

接著來到的是中正紀念堂，到中正紀念堂參觀的人就與植物園是完全不同的兩個

類型了。有別於植物園的「植物專家」和「愛好者」，紀念堂更像觀光勝地。有著各種

不同的人，韓國人、中國人、西方人、東南亞人、成年人、老年人甚至國中生，每個

人一進入中正紀念堂一開始都會很認真聽講畢竟這麼華麗雄偉的建築，置身其中還是

會想要有多一些文藝氣質。不過到最後來聽眾是來來去去，而原本也聽得很認真的我

也逐漸失去耐心，在中正紀念堂聽導覽時總覺得導覽人員說的認真，但卻沒有打動我

的感覺，甚至會覺得我在上高中歷史課，後來寧願去看牆上寫的字，用自己的見解找

到一些自己感悟出來的感動。並不是導覽人員講得不好，而是對於自己的期待有所落

差，因而造成在中正紀念堂的聽導經驗沒有覺得很專業。如果可以我會希望多聽到一

些故事，在哪個年齡層會希望聽到怎麼樣的內容，像是看見我們是學生，那學生對於

感情的世界會有些想像，因此多說一點蔣公與毛女士之間，蔣公與宋女士之間，如何

相處等等，也因為我有去過中國的紀念館，對於蔣公和毛女士還有宋女士之間的糾葛

是講得非常動人，也讓我能夠感動到今日。 

因此如果未來有這個機會與時間，我會多看看與台塑企業和王永慶先生相關的小

故事或小短片，讓不同的族群聽眾能夠在我的導覽中，找到跟我同樣的感動。 

 

 

 

 



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 蔡郁儀 

在植物園的導覽，導覽員有拿出兩片台北楓葉子，讓我們比較和哪種植物相似，

那這部分我覺得很棒點是，我們可以近距離觀察到植物葉片的特徵。但其他植物介紹

時，就只有讓我們抬頭仰看，或是伸手拉近樹葉讓我們看，除了像南洋山蘇花這類生

長較低矮的植物，我們可以很容易的觸摸到。我覺得可以像另一位導覽員一樣，自己

收藏一些植物果實，或其他想介紹的部分，讓我們拿在手上細看，這樣有些東西可以

近距離觸摸，可能會讓人增加點吸引力。不會像我聽一聽就覺得看不清楚東西，不知

道你在講解哪個部分，而放棄學習。應用在文物館方面，可以明確並持續的指出你現

在正在講解的部分，不是一句話說完，其他觀(聽)眾可能分心了、被擋住了而沒聽

到，可能就會像我一樣放棄學習。 

中正紀念堂的蔣公生平導覽，導覽員的聲音稍微不夠大聲，站在第二排的位置以

後就有點聽不清楚了。希望可以使用麥克風。而且因為導覽過程中有些其他遊客會加

入一起聽講解，這時候導覽員的聲音便很需要麥克風。那位導覽員很厲害的部分，是

她講解的發生時間年份都記得非常清楚，就算有些小部分忘了也可以很快的從展覽說

明中找到需要的資訊，即使補上。且她的站姿從頭到尾都很筆直，沒有鬆懈過，就算

她懷孕了。 

導覽員最後介紹了一封信，這封信我們平時自己看展覽，不會覺得它有什麼特別

的，可能大多數目光會焦點在拆信刀上面，而不會特別關注那封信，只會看過一眼有

個印象是外國寄來的信，不知道它信封上地址寫什麼。但導覽員自覺這是一個有趣的

展品，而特地和我們介紹，說這信上收件地址上寫的不是台灣的英文直翻，而是寫福

爾摩沙，並且說明對於外國人來說，福爾摩沙的名字比起臺灣更為耳熟能詳。 

這位導覽員覺得這部分很有趣，也對這有興趣，了解的很全面也講解的很詳細，

讓我們很有印象。那這是我們可以學習的一點，只要對展覽中有興趣的部分，稍微了

解多一些，在導覽時有趣的部分也會說明的更精彩，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就能夠讓他

們了解這些資訊。 

 

 

 

 

 

 

 

 

 

 



 

長庚大學工商管理系 葉錦蓉 

在此次校外參訪中，我除了學習到了三件事情:詢問了解、口語表達以及生動情節

外，也從一些小細節中思考如何應用。 

一、詢問了解 

在開始導覽前，先以淺顯、輕鬆的方式誘導聽眾，掌握在解說前，聽眾對自己即將要

講述的導覽主題知道多少並且得知聽者對哪方面的領域有興趣，在講解到相關的內容

時，可依聽眾的喜好調整不同部份的比例。就如在中正紀念堂時，導覽員在導覽前有

先詢問我們是甚麼團體、科系等，我想可能這就是有利於後續導覽著重的部分吧! 

二、口語表達 

講解內容多半具備專業知識，可帶入較生活化的舉例，吸引聽者興趣且較能讓我們和

主題有聯結，就如在植物園時，導覽員在講解大眾較少知道的植物時，就會以有趣的

小故事為先，再以淺顯易懂的說法傳達這棵植物的資訊；而對於在講解眾所皆知的植

物（例如:姑婆芋）時，就可以帶入實例，像是在山中食物不足時，怎麼樣準確地分辨

可食植物與不可食用之植物，亦或是可利用這種植物做出什麼樣的菜餚。 

三、生動情節 

此次導覽活動中，皆以口語為主，但若長久下來易導致聽覺疲勞。但在聆聽講解時，

我注意到導覽員會利用一些肢體語言來吸引視覺注意，或者是用不同的語調來講解一

個故事（講到較有興趣的主題部份時）以拉回我們的注意力。 

在參與此次校外參訪中，也思考過如何以用以上內容實踐到文物館的導覽上。首先，

偶爾可利用提問技巧和群眾互動，例如:在四樓產業區。第二，可以生動口語化的方式

說故事，例如:在二樓創辦人生平故事區。第三、平時多閱覽不同的資訊（例如:新

聞、書籍、經驗體驗等）以利於講較生硬的內容時易於簡單化、淺顯易懂，如:在產

業、旗下公司服務內容。最後，在參觀台灣博物館的樟腦常設展後，我覺得也可以再

多增加一些體驗小物，例如:可在六樓 921地震震災的地方多設一個 DIY重建樓塔等，

以不同材料來讓參訪者知道並親自接觸台塑子公司用甚麼樣的材料以及服務，來協助

賑災。(只是突然想到的參考意見)。另外，也謝謝此次辛苦帶隊的館員們，這是一次

收穫滿滿的參訪活動! 

 

 

 

 

 

 

 



 

長庚大學生技系 鄭渝蓁 

由於時間上的關係，上一次聽專業導覽不知道是多久以前了，聽完之後還是覺得

有條有理的導覽就是不一樣，在此紀錄一下我的心得感想和學習收穫。 

關於植物園的部分，我覺得這種類型的導覽很依賴某個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某

種意義上就像學校老師吧？就我個人來說，我對那些植物一點也不了解，完全就是外

行，在面對好幾個外行的情況下要如何把自己很了解的知識傳達給他們，我覺得需要

很多用心的鋪陳和解釋技巧，重點還要引人入勝，這就是我認為那位導覽員很厲害的

地方。其實對一個對植物沒什麼認識的人來說，聽導覽首先需要的就是對導覽內容產

生興趣吧，不然導覽內容再精彩觀眾都不會買單，那位導覽員透過觸摸植物和各種問

答提起觀眾的興趣，之後也帶入一些故事方便大家進入狀況，分享自身經歷的部分也

加入得很剛好，比起一味地塞新知識，我想一般人都會比較喜歡聽故事吧？不管對大

人還是小孩來說，自己能夠想像出導覽員所說的畫面不就挺有成就感的嗎？有種「啊

～這個我也懂」的感覺，對導覽員來說，能夠和觀眾產生共鳴是再好不過了，我覺得

這點非常值得學習。另外就是，能夠準確回答觀眾的問題這點也很重要（所以仰賴特

定領域專業知識的導覽員很厲害），當然也會碰到一些真的回答不出來的問題啦，我想

只要是能讓觀眾保持對導覽的興趣的回答都是好回答吧！ 

中正紀念堂的部分，其實我本來就對歷史有一定的興趣，所以好像沒有提不提得

起興趣的問題呢，我覺得那位導覽員厲害的地方大概是每個點的連貫，雖然說整棟建

築物裡的展示品彼此都有一點關係，但要介紹兩樣不同東西的時候還是會有一點間

隔，可能需要再重新開頭之類的，當然這是一種必然現象，要是兩個點或兩樣東西沒

什麼關係就必須重新起頭，非常合理。 

中正紀念堂的導覽員就是讓我覺得，她做到了增加連貫性和減少重新起頭的機

會，所帶來的好處就是會讓觀眾開始期待導覽員會怎麼介紹下一個東西或是導覽員接

下來會介紹什麼別的物品，總之又是一種引起觀眾共鳴的方法，但和植物園導覽員的

方式不一樣，我覺得兩者都有優點，都值得學習。 

最後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參與這次的校外參訪，我學到了很多，謝謝！ 

 

 

 

 

 

 

 

 



 

長庚大學生技系 鄭亦晏 

從小到大看展覽時我都不太喜歡聽導覽，有時候也覺得導覽員很輕鬆，只是和別

人說說話而已，但在來到文物館後自己學習當個導覽員，才發現到這工作其實一點都

不容易。在這次的校外參訪中，我第一次認真的聽完了全程的導覽，也學習到一些導

覽員該注意的事。 

在植物園時，我學習到了自我興趣及對事物熱愛的重要性，負責替我們介紹各個

植物的導覽員他本身就對植物感興趣，從他的話語中可知道，即使他不是在工作時也

會注意到身旁的一花一木，也因為他對植物的熱忱，使得他對園中的許多植物都有很

深的了解，向他人講解起來時充滿了自信，即便他曾說過他當導覽員只是純粹出於興

趣，還是會讓人感覺到他的專業。 

不過在這之中仍有個小缺點：由於導覽員想給我們看的樣品不是很大很多，所以

站在一群觀眾後方的我有許多時候看不到正在被介紹的植物，這樣可能會使後方的觀

眾漸漸不那麼認真聽講，因此日後導覽遇到容易被遮住的部分時，我也應該提醒自己

要注意後方的觀眾是否能看到。 

在中正紀念堂的導覽中，我則學到了如何說一個故事，但要說個故事又要同時讓

觀眾都能認真聽講並不容易，即使為我們導覽的那位導覽員非常專業，故事內容也很

精彩，但對我來說卻有些過長，中間有好幾次聽到恍神了，我覺得在講故事時可以把

一些比較普遍知道的事情簡單化，用一兩句帶過，比較冷門的故事插曲或是軼事反而

更能吸引我的注意，畢竟普遍的事物我已經知道了，會讓我覺得有聽和沒聽沒有太大

的差別，但關於故事主角的一些有趣的秘密會讓我的好奇心作祟，自然而然得會認真

且充滿期待的聽下去。 

中正紀念堂的導覽和植物園的非常不同，植物園的聽起來像是在學習新的知識；

中正紀念堂的則是在聽一個很長很長的故事。這兩種不太一樣性質的導覽在台塑企業

文物館裡都必須遇到，在說明王創辦人的一生及台塑企業的成長過程時比較類似於我

們在中正紀念堂聽的導覽；而在介紹文物館的一樓及四樓時，比較類似於我們在植物

園裡聽到的方式。兩種導覽的技巧不一樣，不過對我來說，似乎說故事比較吸引人，

且聽到後來彷彿有一種自己就身在主角生活的環境中，我希望未來在導覽時也能讓觀

眾擁有身歷其境的感覺，至於知識方面的介紹，我期望自己能用最簡短的語句，同時

讓觀眾覺得自己有所收穫。 

 

 

 

 

 



 

長庚大學護理系 鄭文媛 

第一次到植物園參訪，導覽人員對於植物的熱衷，再講述的過程中表達給了我

們。導覽途中雖然下起大雨，但導覽員不慌不忙的將我們移到涼亭，且繼續在涼亭內

繼續解說涼亭附近的植物。導覽員在講解過程中時常穿插一些小問題引導我們去理

解、思考這些與植物相關，但卻是我們平常不會想到的問題。導覽最後是熱情的相

邀，植物園的廣闊，使我們只看到冰山一角，還有很多地方沒有介紹到，除了植物

園，導覽員也為自己的茶屋宣傳幾番，讓我們有空去喝喝。 

在去中正紀念堂的空餘時間中，到了國立台灣博物館的南門園區，裡面是展出香

料、樟腦的常設展，雖然沒有導覽，但裡面很多視聽、互動性高的展品，也能讓我們

快速的理解這個展廳想帶給我們的故事與知識。尤其一進展廳陳設的一排排香料品聞

區，很多聞過的香味在這裡都能聞到，而且也能知道這些香味的名稱，很豐富也很有

趣。 

最後一站是中正紀念堂，這應該是第四次到這裡吧，不過蔣公的紀念展還是第一

次參觀，導覽員是一名懷孕的女性，雖然挺著大肚子，還是很盡責的導覽，這個展

廳，和文物館而來很像，都是人物的故事或者是他們所留下的一些物品。簡單介紹中

正紀念堂建築物的一些小故事後，便進入正題，從蔣公在大陸的一些經歷到台灣光

復，再到蔣公晚年，蔣公的政治生涯中，有北伐的輝煌，也有退居台灣的落魄。雖然

蔣公有很多的爭議性極高的事件，但導覽員在解說的時候都會避開主觀的說法，盡量

以客觀的說法表述給我們，對於一些政治性較高的疑問，也能以委婉的方式拒絕回

應。而之前上課時也有提及，若遇到不會回答又或是爭議性極高的詢問時，我們也能

以婉拒參訪人，請他詢問庚有能力去回答這些問題的館員們。 

這次的參訪收穫滿滿，平時我最常去的博物館就說故宮了，但我只有兩次是有導

覽員負責導覽的，其餘三次都是我自己去欣賞作品以及那些器具，而導覽的過程中，

我也常因人太多而聽不清導覽、看不清展品，覺得有些可惜。這次一次聽兩場，雖然

性質不同，但學到很多東西，期待下一次文物館再舉辦類似的館外參訪。 

 

 

 

 

 

 

 

 

 



 

 

長庚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陳思穎 

在台北植物園的導覽大哥對提出的問題都會認真地一一解答，也會補充些有趣且

相關的小知識和有獎徵答來提起大家的興趣。總體來說導覽很有趣也獲得了許多新的

知識，雖然只有導覽一小部分但是內容很豐富也不會冷場，能夠很好地抓住聽眾注意

的點。可以從大哥身上學到能夠有條不吝為各個聽眾回答他們的問題。因為天氣狀況

沒有很好所以有些點沒有過去覺得有點可惜。 

在轉點到中正紀念堂之前先到了另一個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的前身

是在 1899年建造的專賣局臺北南門工場，為製造及試驗樟腦、鴉片等兩大專賣品的重

要生產基地，也是日本時代臺灣唯一的公營樟腦加工廠。並在 1998年由內政部指定為

國定古蹟，2006年由國有財產局撥交臺灣博物館修復古蹟再利用為展示館，並新建一

棟典藏庫房暨行政大樓。不過到達的時候剛好過了導覽的時間所以是自行參觀。館內

空間沒有很大但是展示的東西很豐富，介紹了樟腦是什麼、樟腦的用途、樟腦的生產

過程，讓遊客回顧一下臺灣樟腦產業的輝煌歷史。 

看了介紹才知道人類發明的第一種合成塑料賽璐璐，其基本原料之一就是樟腦，

而賽璐璐被應用在各種用品以及電影膠卷上，但是賽璐璐製成的膠卷因為易燃，所以

在 1951年醋酸脂片發明後就逐漸被淘汰，展區內播放了用賽璐璐膠卷拍攝的影片，內

容介紹了日據時代台灣的各項產業，像是林業、糖業、鹽業、紡織業等，長度大約半

個多鐘頭，是當時的日本人所拍攝的。館內也有展示當時樟腦加工的機具縮小模型，

可以了解當初熬樟製腦的過程。 

到了中正紀念堂後，見到了準備為我們導覽的導覽員，她先和我們大概講解了紀

念堂的歷史背景及建築特色，讓我們有了初步的認知後才開始導覽。從先總統蔣中正

先生的生長背景、成長經歷、他使用過的物品、文獻及當時的照片等，和之後抵達台

灣後的各項事蹟一邊慢慢詳細的解說，好讓我們能夠更了解這位先總統生前的經歷，

不再只是課本上的內容，而是好好去了解在那時的時空背景下他做出這些選擇在當時

是否是成功亦或是失敗的選擇。 

 

 

 

 

 

 

 

 



 

 

明志科技大學電機系 吳昇祐   

總統府裡面是什麼樣子呢？ 經過總統府總是在想像內部的景象。 近期總統府舉辦

了一個展覽，主題為「府 100」，在府字裡代表了「付」與 「廠」，從展覽看到總統

承載人民的託付以及總統府內的運作。 "府" 為總統府一樓常設的展覽，今年總統府

滿 100年了，特別開放內部參觀，可以看看內部的景象。 

  建築物裡會看到特別的建築構造，裡面許多的門窗看似相同的風格，仔細看每扇

門窗都有著細微的變化，走在走廊上也不會有一成不變的感覺。最特別是進入屋內後

馬上看見的是充滿光線的中庭，特別的是四面的牆上有數面的窗戶，就連天花板也

有，用的都是自然採光，亮度不輸電燈打光，既省電又美觀，對於這設計的巧思感到

敬佩。 

  當天母親節將近，大廳特別舉辦演奏會，與民眾一起高歌慶祝母親節。看著媽媽

們一同歌唱的景象，感受到府裡親民的溫暖與感動。 

  與台塑企業文物館同為紀念性的展覽，也少不了歷史的回顧，最有印象的還是歷

代總統相片區，經歷百年的台灣，已經承襲的許多執政者的意志，看著每位總統當年

的政見，看見的不只是總統的變化，而是台灣人民託付意志的改變，從中是能感同身

受的。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 林芳宇 

今天非常感謝館員帶領我們參觀總統府，自 1919年落成以來，經歷過百年的歲

月，總統府依舊給予人們莊嚴的感覺嗎? 在這塊寶島土地上，總統府跟著人民一起走

過大大小小的事情，更是見證歷史的變化。進入民主時代後，總統府逐漸開放一些建

築空間供民眾參觀，並提供館內欣賞各界的傑出表現，持續與專業設計社群來合作，

引進民間無限的創意與活力，讓人民可以和總統府親切且更沒有距離！ 

 原本我對總統府有一點點的距離，畢竟這是我們台灣最高職位”總統”的辦公

室，但經過這次參觀過後，我收穫良多，原來一棟建築物可以結合民間文化，創造出

更符合現代設計的展覽區，也可以觀賞台灣歷年的重大事情，旁邊還有 VR可供參觀民

眾做使用，室內設計也十分接近現代的綠建築，採光良好，通風也做得很好，當天其

實沒有冷氣的地方也十分涼爽舒服，因建築物像是 8的形狀，所以總統府內還有花

園，我們一起坐在那邊乘涼也覺得十分悠閒~~當天也有導覽人員為我們介紹，介紹每

一扇門及每一戶窗的設計概念，都非常有特色，很少有重複的設計，府內還有一個管

線，是可以讓高樓層將垃圾藉由這管線，集中到一塊，在統一一起處理，覺得很驚

奇！ 



下次若有時間，想要再去參觀一次，並且帶些零食，就可以在總統府的花園內度

過美麗的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