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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研究對象尋求博物館資源融入教學之歷程。從研究對象在各階段尋求、運用資源與實施教學的面貌，進而

瞭解國民小學階段教師將博物館資源融入教學所遇到的困難與所需要的協助。本研究以質化研究取向，以研究對象一百學

年度參加文建會舉辦的美感校外教學時任教的彰化縣某國小三年級學生為主體。藉由觀察記錄、訪談、以及文件分析等方

式蒐集資料，並進行資料的三角檢核。就參觀博物館前、中、後的主題課程，討論學校教師將博物館教育課程融入教學對

國小中年級學生的美感教育與博物館參觀經驗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參觀前擬妥詳盡的參觀計畫才能充分運用資源、由

學校主導館校合作可提升孩子的學習興趣、善用博物館的教材資源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學生們確能在博物館課程中自主學

習、教師透過將博物館資源融入課程的歷程滿足了自我實現。 研究者根據研究對象的教學實踐結果，提出教學歷程省思並

歸納出結論，提出具體建議，以作為未來執行或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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