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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參觀博物館已成為民眾日常休憩活動之ㄧ，相對的博物館亦衍生出多元的展示型態，以因應民眾的需求。為達到休

閒與教育的目的，民眾的參觀行為與意見遂成為博物館未來蒐藏展示的重要依據。 因此本研究針對博物館展出型態對參觀

民眾的影響進行調查研究，主要研究目的為探討參觀民眾對於動態展示(參與式)與靜態展示(觀賞式)的空間的體驗與學習成

效之差異性。 本研究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生命科學廳之「我們的身體」常設展為研究基地，研究對象以參觀此展示廳

的觀眾為主。於2008年3月23日至2008年5月18日期間一共發放363份問卷，實際回收有效問卷338份。問卷調查所得資料以

統計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假設之檢定。 依據分析結果本研究之結論為： 一、參觀民眾對動態展示與靜態展示在空間的體驗

上，對動線順暢程度均感到滿意；但是在擁擠、地域性與私密性認知程度上，動態展示顯著高於靜態展示。 二、在學習成

效上，以繼續學習的求知慾較為顯著，動態展示顯著高於靜態展示，顯示動態展示比較能引起參觀民眾的興趣與好奇心，

而產生繼續學習的求知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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