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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integrating museum resources into elementary school teachings. As the

researcher seeks, applies resources and implements the museum resources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study, it has become clear the

difficulties for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to fully integrate museum resources in their teachings and the help needed to make the

integration possible. This study takes a qualitative approach and the object of study is a group of Third Grade students (Centennial

academic year) from one of the Changhua County Elementary schools participated in the Aesthetic Training Field Trip sponsored

by the Council for Cultural Affairs. Data was collected by on-site observation, interviews,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was analyzed using data triangulation techniques. For each museum visit, a course program was specified. Data was

then analyzed based on how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responded to the program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museum visit, in

order to see how the addition of a field trip to the museum affects students’ aesthetic perception and therefore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a detailed plan needs to be drafted prior to museum visit to ensure the best utilization of the

resources; school leads the museum collaboration to ensure students' involvement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utilizing the teaching

materials prepared by museum maximizes effectiveness of the collaboration; students are capable of self-learning in museum courses;

the incorporation of museum resources into one's teaching can assist teachers in realizing some of their teaching blueprints. The

researcher constructs her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field trip and museum collaboration designs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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