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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1999年開始，文建會推出「文化產業之發展與振興計」，來成立地方文化館、推動地方獨特性地方產業、輔導地方產業

的文化發展以及對地方文化產業的創意與行銷，以落實「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目標。其中「地方文化館計畫」係

為「2008國發計畫」中「新故鄉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之一部份，它的目的在希望帶動文化旅遊觀光與振興地方文化產業。

位於彰化縣鹿港鎮彰濱工業區，台明將企業有限公司(Taiwan Mirror Glass Enterp- rise Ltd .簡稱TMG)成立的台灣玻璃博物

館(Taiwan Glass Musem)，就是其中之一。長期以來博物館一直被國人視為重要的文化教育和社會教育的重要機構，博物館

若是能把家庭觀眾當做主要的顧客對象，就能掌握週休二日親子共同休閒旅遊、文化體驗和知性之旅的潮流。

本研究希望藉由自然觀察與導引式訪談，探討台灣玻璃博物館展示內容與家庭觀眾在不同世代的互動情況，包括家庭觀眾

背景與參觀動機、參觀行為與成員互動，以及在參觀過程所顯示出的外顯行為表現與內在反應，結果發現：目前客源多來

自中部；影片播放室的功能不佳；導覽義工專業性不足；路標不明等，並建議開發新客源、鞏固舊客源；清楚展品特性、

活化展品功能；場域人性化、提高滿意度等供台灣玻璃博物館未來教育活動設計之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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