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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童對自然史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之研究-以科博館

嘉義縣自然史教育館為例 

學生：李嘉明                           指導教授：洪銘建  博士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學童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滿意度，以

及成效之研究。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參與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

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共得有效問卷 650 份，並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

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 相關以及簡單迴歸進行資料處理

與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1.不同的學童背景變項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與成效部

分具有顯著差異。「年級」、「學校地區」及「是否對自然科學感興趣」在

態度上呈現顯著差異；「年級」、「學校地區」、「是否對自然科學感興趣」

及「有沒有參加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在滿意度上呈現顯著差異；「學校

地區」、「是否對自然科學感興趣」及「有沒有參加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在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上呈現顯著差異。 

2.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對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有顯

著正相關；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有顯

著正相關 ；而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

有顯著正相關。  

 

【關鍵字】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態度、滿意度、自然史教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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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ing on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ward the outside services 

of Natural History Museum- An example of Chiayi County Natural 

History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Education Center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study on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ttitude, 

satisfaction and effectiveness toward the outside services of museum. The 

main o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outside services of museum. 650 samples were obtaine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are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described as follows： 

1.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f some statistical population variables on  

attitude,satisfac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outside services of 

museum.“Grade”, “school districts” and “we are interested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 in the attitude show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Grade”, “school 

districts”, “we are interested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did/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outside services of museum” in the satisfaction show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chool districts”, “we are interested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did/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outside services of museum”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outside services of museum show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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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ttitude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outside services of museum revealed 

positively correlated, attitud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outside services of 

museum revealed positively correlated, satisfaction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outside services of museum revealed positively correlated. 

     

Keywords：The outside services of museum, Attitude, Satisfaction,  

Natural History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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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為因應二十一世紀社會的特點與變遷方向，終身學習社會的發展，

已經不侷限於學校教育環境，舉凡社區中的圖書館、博物館、美術

館及文化中心等終身學習機構，皆可以視為終身學習環境之一。學

校應該根據課程目標、科目性質及學生興趣，精心設計各種教學活

動，透過校外教學、社區服務或建教合作，加強學生終身學習能力

的培養，增進學校教育與生活世界的聯繫(教育部，1998）。 

    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眾的文化、教育水準日漸提高，文盲

人口減少，終身學習的人數也與日漸增，人們對於人人都可親近的

博物館等文化機構之需求愈見強烈。各地方所設立的大大小小的公、

私立博物館亦紛紛成立，博物館屬性多元，其豐富的典藏是講述人

文或科學的良好場所，在推廣文化、教育與科學上有其實質的成效。 

    這麼多文物館如雨後春筍般地湧出，對於地方上文化傳承和教

育公眾具有很大的意義，但是隨之而來的問題也陸續產生，尤其中

小型博物館，因經費短絀、人員嚴重不足及專業知能的欠缺等因素，

造成中小型博物館營運不善，甚至成為「蚊子館」，嘉義縣自然史教

育館(以下簡稱自然史教育館)，也差點沉淪為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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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8年起由臺中科學博物館(以下簡稱科博館)輔導自然史教

育館，科博館以其專業知能和策略管理化經營，利用地質及動物蒐

藏，以及本館當地自然特色，發展與「地質」及「動物」有關的展

示和教育活動。更協助館務人員每年參與科博館館務人員培訓專業

知能和業務報告之後，自然史教育館從此擺脫「蚊子館」的陰影，

六年來參觀人數陸續增加，並透過「館校合作」結合新港國小自然

科學教學活動和新港國小家長志工，從事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在地

文化深耕-刺繡文化」、「交趾陶DIY」、「科學行動站」的建制，更讓

其功能性成效激增。自然史教育館辦理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可視為將

展示和教育功能延伸至學校校園情境和社區環境中，擴大其文化推

廣的廣度，不再受限於非得親自到館參觀。對學校而言，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是一項寶貴的校外教學資源，對社區而言，自然史教育

館科學行動站，不僅在校園推廣科學，更可以跨出校園和社區民眾

從事科學互動遊戲探索，達到寓教於樂和教學相長之成效，也讓社

區人士了解自然史教育館推廣在地文化和自然科學之努力。 

貳、研究動機 

    自然史博物館以地球科學、生物科學及人類學為素材，於館內說

明地球的起源、各種生物和人類的演化歷程。透過自然史博物館即

可有機會讓觀眾從展示的文物中，感受到大自然事物的美好，瞭解

地方上自然現象改變的歷程。而自然史博物館最大的功能不就是在

引導觀眾對自然現象感興趣之餘，能進一步去探索、瞭解，甚至更

進一步做調查、研究的動機(張譽騰，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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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史教育館早期經營方式比較傳統，不善於行銷，兼且館藏

資料老舊無力修繕，館務人員學經歷不足，以至於館務推動不佳，

差點形成蚊子館。近年來科博館專業知能人員的策略規劃，新港國

小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與家長志工的加入，結合館務人員，三方面

配合達到自然史教育館在當地文化特色和自然科學推動的巔峰，並

在地方上成為新港的地標之一。自然史教育館也不再是單以學生來

館內參觀為取向，而是走出館外，標榜「館外服務」，將自然史教育

館教學活動推廣到校園和社區內。 

    自然史教育館除了館藏資源可供民眾參觀之外，為使因時間、

路途或其他因素無法親自到館參觀的中小學師生有機會了解館內的

常設展和特展及教育相關活動，因而辦理「館外服務推廣活動」，配

合在地文化和科學活動推廣將自然史教育館的展示和教育功能帶到

校園和社區中，以教學互動的方式跟學童和社區人士有所接觸，而

在教學體驗活動中，觀察到學童和社區人士對於教學活動有極大的

興趣，在參與過程中表現出正向的態度，認同館務人員承辦活動的

苦心，滿意其所參與的活動項目，參與群眾產生此現象，對於擴展

自然史教育館當地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助益，也可以看出館外服務推

廣活動具有其成效。 

    因此本研究以瞭解學童對於自然史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之

態度和滿意度為其主要訴求。更期望能透過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

作為自然人文科學館藏推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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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問題 

    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歸納出本文所欲探討的研究

問題有下列四項： 

    一、自然史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實施情形為何？  

    二、學生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所安排的課程內容接受程度如何？  

    三、學生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滿意度為何？  

    四、學生在經歷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後，對於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行 

        為意向為何？  

貳、研究目的 

    自然史教育館隸屬於公立機構，早期經營模式較為死板，館藏

資源也因為活動經費拮据和缺乏完善專業的照顧而有所損害，本研

究試圖讓我國地方性公立博物館能重新思考其定位和取向，不再墨

守成規，與其等著顧客上門，倒不如主動出擊，以其研擬一套適用

地方博物館的做法，期望其廣度及深度的推廣方式能取得具體成

效。 

    根據前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預期達到的具體目標如下：  

    一、瞭解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實施的情況。  

    二、瞭解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所安排的課程內容。  

    三、瞭解學校和社區在進行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後，學生參與的態度 

        與滿意度。 

    四、瞭解學生經歷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等校外教學資源後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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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自然史教育館 

    台灣省立博物館是台灣地區唯一的省級自然史博物館，1991 年

起，因應將各項資源推廣到全省各角落，以增進人民對台灣本土自

然史之瞭解，籌設八所「自然史教育館」。嘉義縣自然史教育館為其

中之一(洪孟啟，1998)。 

   自然史教育館展示： 

 一樓-特展 

 二樓-「昔日風華－重現古笨港」常設展 

    雲林縣北港鎮與嘉義縣新港鄉南港村一帶，古名笨港，是清代

台灣對外貿易的港口，當時繁華熱鬧，為台灣較早開發的地區之一。

由於北港溪經常氾濫成災，地下因而埋藏了許多古代文物。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考古隊在板頭村與崩溪缺兩地發掘的重要標本，還有

新港文史工作者們採集的文物，如今通通展示在自然史教育館，以

便讓大家能藉此瞭解古笨港昔日風華。 

 三樓-岩石、礦物、動物標本展示室 

教育館三樓有偏光顯微鏡投影機可供觀察各種岩石構造成分，

擁有諸多岩石載玻片的標本，是經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協助

製作，可透過投影機顯現各種岩石成分的顏色紋路，是本室的特色。 

    2008 年起，由教育部主辦，委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以下簡

稱科博館）輔導六所教育館（初期桃園縣東門國小主動退出，而

後臺東縣三仙國小不列於科博館輔導行列之中）。在執行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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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教育館經費有所滯礙，教育館大多呈現休息狀態。六年來，

科博館集思廣益，配合教育館各地特色發展出結合當地的自然科學

教案與研習活動，並推出巡迴展示，發展適合「在地化」的經營模

式，並豐富當地的教學資源。下表為六所自然史教育館概況一覽表 

表 1-1 自然史教育館概況一覽表 

自然史

教育館 
地點 電話 

建館 

時間 
展示與教育活動主題 

宜蘭縣 羅東國中 03-9564177 1996.10 蝶蛾類、甲蟲類 

南投縣 仁愛高農 049-2801103#103 2001.03 

原住民農耕文化（泰

雅族、布農族、排灣

族）、原住民文化、植

物 

嘉義縣 新港國小 05-3746554 1996.05 
動物、岩石與礦物、

笨港文化 

臺南市 光榮國小 03-5732385 1997.05 化石、平埔族文化 

高雄市 
高苑科技

大學 
07-6077839 1997.03 高雄市各族群文化 

屏東縣 墾丁國小 08-8861081 1998.12 
地景、地質、植物、

海洋生物、天文 

資料來源：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http://www.nmns.edu.tw/public/nature) 

貳、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一般博物館教育活動可歸納為二大類(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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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館內服務的教育活動：主要指在館內舉辦之教育活動。 

    二、館外服務的教育活動：為協助學校或服務社會之教育活動。 

    教育館經科博館輔導，結合舊經驗採用「把知識送上門」的方

式，經學校提出教育館制定的教學活動申請後，派館員和志工教師

親自到各學校，讓學生能透過DIY課程和科學互動的方式，介紹地方

文化和科學知識，激發學生對在地文化和科學認知的興趣，藉以發

揮博物館的教育功能。 

    嘉義縣自然史教育館透過「館校合作」，結合嘉義縣新港國民

小學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們，從民國100年起每年皆在新港鐵路公園

辦理社區科學博覽會-科學益智GO，設立8大科學闖關主題(水、力、

聲音、大氣、機械、光、電、其他)共40幾站關卡，讓學生和社區民

眾可以透過闖關，了解自然科學的原理，並讓學生有教學互動的參

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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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台灣地區博物館教育活動分類表 

 

 

                              
 

 
資料來源：施明發(2000) 

叁、學生對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 

    張春興(1989)定義「態度」是指個體對人、對事、對周圍的世

界所持有的一種具有持久性與一致性的傾向。本研究談及學生對教

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是指學生對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所具有的認知與價值之看法。 

館內服務的教育活動 

1.導覽解說 

2.展演示範 

3.探索室與探 

  索活動 

4.演講 

5.教學研究 

6. DIY動手做 

7.視聽放映、劇  

  場節目 

8.研習課程/營 

9 有獎徵答/比賽 

 活動 

10.學術研討會/ 

  座談會 

11.知性之旅/野 

  外活動 

館外服務的教育活動 

A輔助學校 B服務社會 

A1.展示參觀活動單  

A2.到校服務 

A3.教具教材的開發 

   與製作 

A4.教具教材的外借 

   服務 

A5.函授課程 

A6.學生實習 

A7.教師訓練 

A8.教育人員座談會 

B1巡迴演示 

  與巡迴展 

B2配合節慶 

  及假日的 

  特別活動 

B3關懷社會 

  公益活動 

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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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生對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 

    本研究談及學生對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是指學生

參與教學後，對施教者的解說教學和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整體感受，

以及老師的協助與指導，經實際體驗感受後產生之滿意程度。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研究方式，筆者本身為新港國小教師，並

非教育館館員，在教育館推廣過程中，屬於參觀學習協助角色；而研究

結果也可能因研究者個人的想法及思考所影響，所以研究者的判斷、解

讀與推論會有一定的限制。此外，本研究之其他限制有以下兩點：  

壹、限於教育館規模與經費，研究的對象為嘉義地區參與館外服務推廣

活動的學校學生，研究結果只針對該區域，不宜過度推論。  

貳、本研究中提供「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嘉義縣自然史教育館，本質

上為地方文化自然史博物館，研究結果推論至其他類型之博物館宜

謹慎。 

第五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為了清楚自然史教育館目前教育推廣現況，研究者初期也跟

館務人員和館外服務推廣教師群進行討論，以便了解研究流程和研究的

切入點。本研究重點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先了解學校決定申請參加教

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過程，學生接觸教學活動的態度及想法，並研

討活動教學前之準備過程。第二部分在活動進行後探討學生參與活動投

入的情形。第三部分於活動結束之後，由實際參與者-學生對於活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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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態度和滿意度，初步探討分析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成效。本研究依

據問卷內容、文件資料分析與觀察教學參與者施教過程，進行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成效之探討與建議，並分析學生參與校外資源之態度和滿意度，

探討學生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之認知，其背後的宗旨為何。  

本研究採用問卷收集方式，研究者並依據問卷內容收集後的結果，

加以分析及整理。研究流程說明如下：  

壹、擬定研究計畫  

在既有的館外服務情境中了解研究主題與研究內容後，依照研

究動機及研究目的，確立研究問題，並設計本研究計畫。  

貳、蒐集相關資料  

參閱教育館相關的活動資料及文獻，統整資料後加以分析、比

對，作為研究文獻之參考。  

叁、活動調查及問卷調查  

活動調查先針對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進行了解，包括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的策畫、教學課程安排、學校申請程序、教學對象確認等

活動流程。問卷之編製則以學校參與活動學生為目標對象而設計問

卷，並進行問卷調查。  

肆、資料分析與探討  

調查結束後，將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及統整，根據所得結果

進行討論。 

伍、論文撰寫  

進行研究調查及結果分析後，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將之訴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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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標之確立 

研究計畫之擬定 

活動資料及文獻蒐集 

問卷調查 活動調查 

資料分析與探討 

結論與建議 

論文撰寫 

輿論文篇章。論文的撰寫目的在於紀錄研究過程及結果，並透過其

研究數據予以統計分析，期望能為相關類型活動提供參考資訊。  

 

圖 1-1 研究的基本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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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有關科學教育類地方博物館的文獻進行探討與分析。

共分為五節討論之。第一節為館校合作，第二節為博物館的教育功能，

第三節為自然史教育館與學校教育的互動，第四節為教育館館外服務推

廣活動情形，第五節為態度、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  

第一節 館校合作 

自廿世紀初期，博物館和學校之間的教育合作，便漸漸開始備受矚

目，博物館界和教育界的學者皆重視這一概念，美國博物館學者班哲明

（Benjamin）當時便對博物館的教育功能極其推崇，並依此概念安排規

劃一系列的教育活動；進步主義教育學者如約翰 ·杜威（ John 

Dewey,1859—1952），也開始體認到博物館在教育推廣的重要性，進而

促進博物館和學校教育間的合作（Hein,1998）。黃光男(2008)也談到博

物館屬於非營利的文化機構，具有教育研究功能，並提供大眾學習機會，

未來博物館營運，館際合作和國際合作是必然的趨勢。而博物館和學校

的合作發展，簡稱為「館校合作」(Museum School Collaboration) ，此型態

已成為二十一世紀博物館教育和學校教育互動發展的新趨勢

（AAM,1992）。 

    根據廖敦如（2005）指出，目前在台灣較有可能實施的「館校合作」

型態，屬於「博物館主導」或「學校主導」的館校合作模式。「博物館

12 
 



 
 
 
 
 
 
 
 
 
 
 
 

 

 

主導」因為是以博物館為主體，邀請學校教師共同參與活動策畫，學校

教師更透過參加博物館一系列的研討訓練，與館方人員共同成為博物館

活動規劃的主導者（廖敦如，2005）。而這樣的合作模式，由於在規劃

活動期間，館方人員和學校教師可以有所協調溝通，策畫出適合學校教

育的活動，也較容易讓一般學校教師於教學過程中實施。 

    教育館的館務人員人力有限，透過家長志工和學校教師的協助，當

教育館主導活動時，則可透過其協助與配合而能將計畫好好推行。志工

和教師平時除了能透過科博館培訓培養專業知能外，也能從活動參與中

提升本身在不同領域的專業能力，創造出雙贏的局面。 

第二節 博物館的教育功能 

    博物館早期起自於富有的王公貴族收藏品陳設，這些珍藏品往往只是

貴族基於自己的好奇心和顯耀自己身分的物品擺設，因此博物館只為少

數權貴所掌握。 

隨著時代變遷、藏品的增加，及各國博物館所代表的國際地位，博

物館的重要性開始顯現。以大英博物館為例，大英博物館始建於 1753年，

享有第一屆全國公共博物館的美譽。國家轉而重視博物館的管理和建設，

並於 1759 年 1 月開放博物館，成為博物館開放民眾觀賞、研究的先驅，

而博物館的珍藏也慢慢浮現在大眾面前；1984 年，蘇聯總理戈巴契夫造

訪大英博物館時忍不住感概說：「一切都是從這裡開始」；大英博物館

也被譽為「博物館中的博物館」二十世紀的搖籃地(BM,2014；出口保夫，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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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的定義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簡

稱 ICOM）在 2007 年所通過的定義是：「一個非營利性、對外開放、永

久經營的機構，以服務人群、促進社會發展為宗旨，主要從事蒐集、保

存、研究、傳播、展示等活動。」但也因為世界各地人文風情不同，定

義也有其彈性上的調整(ICOM,2007)。由此可知各國博物館協會皆對當地

博物館文化資產的注重，以台灣來說，民國 80 年，博物館法草案研擬委

員會提出「博物館法草案」，草案中對博物館的定義大致是：「從事歷

史、民俗、美術、工藝、自然科學等領域的蒐集、保存、研究、展示工

作，可供學術研究、教育、休閒之用，且為永久固定、非營利的教育文

化機構。」，因應台灣的博物館定義於此產生(陳照旗，1999)。 

    行政院會於 2014 年 8月 7 日通過博物館法草案，文化部表示，有了

這項法源後，未來包括故宮在內的台灣公私立博物館就可共同成立國家

級的專責機構，為推動博物館典藏加值與跨域應用推廣注入活水，提升

台灣的文化國力。由此可見博物館對國家在文化、教育意義的傳承上有

不可多得的地位(行政院，2014)。 

    漢寶德（2000a）認為，博物館的教育功能是一種精神，是自展示上

呈現出來的，展示物件如同古文物歷史課本，而解說員就是民眾和文物

歷史課本之間的橋樑，為群眾講解的教師，這是博物館教育的基本型態。 

    現今的博物館教育已經不再只是在館內展示教學，戶外教學也讓學

習更加生動活潑，更能增加學習的意願。學者認為博物館有四項功能，

一為收藏與研究，一為展示與教育，四大功能間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其

作用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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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漢寶德博物館四大功能作用圖 

資料來源：漢寶德(2000a) 

     從博物館四大功能作用圖，可以了解到博物館其收藏、研究、展示、

教育彼此之間是息息相關的，並有相輔相成之效。尤其是在博物館教育

部分，現代博物館期望能讓館藏品達到教育的最大化，其展品不再只是

陳列於櫥窗中，而是可供參觀者近身體驗，為了剔除以往展品只能遠觀

不能褻玩焉的遺珠之憾。現代博物館教育特色也漸漸改變，從以前收藏

品展示「請勿動手」到「歡迎動手」，期許社會大眾「從做中學」，使

民眾能更樂於接近博物館，利用博物館資源。觀覽現今的博物館教育，

可歸納為下列幾點特色與發展趨勢(黃淑芳，1997)： 

 全民的、終身的教育。 

 啟發的、誘導的、寓教於樂的教育。 

 自導式、探索式的教育。 

 臨場的、實物體驗的教育。 

 生活化的教育。 

 資訊化、電腦化的教育。 

 扮演知識寶庫及學習中心的教育。 

研究 

收藏 

展示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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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社會需要、促進社會發展的教育。 

博物館教育主要透過展示物件的直接接觸，有特定時間兼備自主性

學習，不具有強迫性。而教育目標一般分為認知、情意、技能等三大學

習領域，博物館教育對於群眾而言，應著重於認知和情意的領域，其中

又以情意領域更有意義(Bloom and Mintz,1990)。可見博物館教育側重群眾

主動探索問題產生新的學習興趣為目標，而非得要群眾從展示中獲得知

識。羅得等人也認為情意的學習方式透過非正式的教育較為恰當，因為

可產生群眾態度和興趣上有一定水準的改變( Lord,1997)。博物館教育在

認知、情意、技能這三大學習領域，應以情意為主，認知和技能為輔，

因為情意領域的學習對於群眾影響比較深遠也較適合博物館非正式教育

的特性。     

博物館的分類方式，可從館藏內容、設立目的…等方向著手，如：

國際博物館學會（ICOM）將博物館歸類為歷史、科學、工藝、藝術…等

幾大類別。而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將台灣的博物館分成十八類，分類上

基本是從博物館的形態或屬性及藏品的屬性來加以區別分類。不同類型

的博物館依其特色，專注於博物館四大功能其中一部分，例如故宮博物

館蒐藏和保存具有歷史價值的古文物，每三個月更換展出一次，每一樓

都有特定的展出項目，近七十萬件收藏，令人嘆為觀止， 展現中華文化

之博大精深與源遠流長。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宇宙天文方面雖然無法實

體展示，但是能透過科學教育媒體教材，發揮其教育的功能。九二一地

震後，專家學者建議台中霧峰鄉光復國中現址規劃為地震博物館(2001 年

2 月 13 日正式定名為「九二一地震教育園區」)，以保存地震現址，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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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史實，並提供社會大眾及學校有關地震教育之活教材，其功能偏重

於歷史紀念及教育意義(林耀東，2002)。一般人歸納出博物館所富有之

功能為：典藏、研究、展示、教育四大項。而「博物館使人們探索其藏

品，以追求靈感、學習與享受。這些機構蒐藏、維護文物和標本，並使

它們能讓公眾所運用，因此博物館受社會的付託，保存這些物件。」，

所以博物館在教育社會大眾的功能，漸漸凌駕於其他方面的功能(Museums 

association，1998)。尤其是民國 102 年教育部以「培育優質創新人才，提

升國際競爭力」為教育整體發展願景，期在未來十年我國的人才皆能具

備「6 項關鍵能力」，以強化國際競爭力(教育部，2013)。可見教育活生

生的適用「人才」，為國之根本，這也是博物館所需重視的功能之一。 

嘉義縣自然史教育館屬於自然史博物館類，展品囊括了岩石、礦物、

動物標本、地方古文物及生態特展等多個範圍，除了展覽各種展品外，

這家博物館還有各種培養國中小學生探索科學興趣的教育活動，還能提

供培訓讓教師們參與。雖然博物館屬於非制式的教育機構，在教育上的

角色和重要性不如學校教育，但是自然史教育館由於地域性-地方文化和

生態特色展場、結構性-結合嘉義縣新港國小學校組織結構，具有推廣教

育上的優勢，尤其著重在自然相關特展和科學教育推動上，推廣對象除

了一般民眾之外，也依據目標發展特色，結合地方和學校特色，發揮出

影響學校地方文化教育(交趾陶、刺繡)和科學教育(科學行動站、科學博

覽會)的功能。而與學校教育間的合作，不僅提供學生多元上的學習，學

生若能越早接觸博物館，或者善加利用館內資源，引起自我學習興趣，

熟稔博物館的教育和學習意義，更能達到終身學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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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然史教育館與學校教育的互動  

    嘉義縣自然史教育館位於嘉義最古老的小學新港國小內，館內收藏著

各式岩石、礦物及動物標本，原先的一樓-紅樹林生態展示區，由於標本

年久失修保養不善，所以撤掉改為生態特展；二樓的「新港文化館」另

展示新港人文風情舊照片和地方的古地圖、北港溪的考古調查與發掘成

果，鮮明而深刻地訴說新港小鎮的老謝與新生(洪孟啟，1998)。教育館

成立目的最初在於普及自然史知識，提高民眾對於自然資源及鄉土的瞭

解與興趣，兼可充實各學校的鄉土與自然教材，並推廣本館之各種資源

能及於各縣市。整個教育館在地方上具有極高的教育意義，也是當地國

中小極佳的校外教學去處。 

    自然史教育館的使命是要對自然物進行調查、研究、收集、典藏與

展示；舉辦相關的教育推廣活動，以啟發自然保護的觀念與行動。目前

教育館的目標觀眾群有： 

    (一)嘉義縣各國中小學校外教學參觀場所。 

    (二)新港鄉社區人士。 

    (三)對地方文史教育有興趣人士。 

    (四)到新港奉天宮進香遊客。 

    (五)每年大甲媽祖到新港奉天宮進香香客上萬人次。 

    教育館教育文化功能比較著重於社會大眾教育，有別於課堂上制式化

教學的學校教育，教育館教育功能較為彈性、多元、富有探索性，為了

迎合目標觀眾群的服務需求，教育館館藏資源比較著重於自然生態和在

地文化特色，一方面讓群眾了解新港古笨港在地文化和新港發展史；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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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推廣自然生態教育，令群眾在參觀時也能對自然生態有通徹性的

瞭解，而博物館(社會教育)與學校(學校教育)之間的合作，受限於博物

館本身的規劃和資源不一定迎合學校課程，表2-1為傳統學校教育和博物

館教育方式的比較。 

表2-1 學校教育 VS 博物館教育 

           教育方式

項目 
傳統學校教育 博物館教育 

1.對象(who) 學生 觀眾 

2.內容(what) 教材 各種教育活動 

3.時間(when) 階段性 終身 

4.方法(how) 講授式 自動學習 

5.場所(where) 不能自由出入之教室 可自由出入之展覽室 

6.評量(evaluation) 考試 無，由自己評量 

資料來源：施明發(2000) 

    專業的博物館教育推廣策略，應該不斷進行調整滿足當前正規教育機

構對博物館的要求，也就是安排特定館務人員專職負責教育推廣，既能

凸顯出教育服務的重要，也能讓館員透過教育推廣的互動了解觀眾的需

求。博物館提供的學習方法和學習環境，雖有別於學校環境，但也有同

質性和互補之處，從而形成一種教育夥伴關係。在此等關係下博物館與

學校是平等互惠的，共同投入資源與人力進行合作計畫，以滿足各自的

需求(謝文和，2000)。由此可知，博物館和學校的互動合作，並不是單

方面的，其相互之間的合作關係在國外已行之有年，學者廖敦如（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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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英 美兩國館校合作的歷史，並評析適合國情的合作型態；繼而分析

國內曾經實施的個案，以瞭解館校合作的型態，在臺灣實踐的可行性；

並依此做分析比較，想找出符合國情之具體實施方式，最後提出以下具

體建議： 

(一) 英國在1998年國家課程的制定中，為館校合作方案的成功奠定  

基礎，其方式可供國內參考。 

(二) 以「博物館主導」的型態，館方需透過系列研討訓練種子教師， 

配合館方人員共同參與活動規劃。 

(三) 以「學校主導」的型態，學校提出活動構想，館方和教師能互     

相溝通配合，加強學校教師對博物館利用的認同感。 

(四) 以「學校為主體」的合作內涵，推動學校本位課程，結合館務 

展覽教學，方能使館校合作方案永續發展。 

    調查探訪自然史教育館與學校的互動方式，教育館館務人員和學校

行政人員的合作模式屬於以「學校主導」的型態；館方長期與學校教師

保持互動，並設立種子教師，每年皆透過科博館培訓種子教師，並藉由

學校主任和種子教師透過相關教學活動，讓學生和當地居民了解教育館

的服務性質，藉此成為教育館與學校互動的橋樑和管道。而教育館的發

展目標也配合學校方針擬定出下列目標： 

(一) 藉由科學教育的啟發，發展全人教育，培養系統思考，發揮教 

育單位境教功能。 

(二) 結合社區人力、物力資源，辦理各類文物展覽，增進社區民眾 

及親師生文史生態之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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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藏社區歷史文物，瞭解社區文物史蹟之發展，培養熱愛社區 

文史知識、技能及情意。 

(四) 提昇社區家長及學生之自然與人文素養，拓展探索生命教育之 

效能，促進自然生態永續發展。 

(五) 結合國家「創意台灣、全球佈局」，深化認識台灣，發揚台灣 

文化特點。 

第四節 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情形 

壹、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的現況  

    博物館一向是學校教育不可或缺的夥伴，學校校外教學實施時常蒞

臨博物館，其科學教育學習情形常是關注的焦點（Rennie et al.,2003）。

現代博物館展示有一崇高的理念，那就是大眾教育。這是新時代博物館

為全面提高社會大眾文化生活水準所設立的目標，透過博物館展示的教

育意義促使觀眾學習興趣的提高。因此，在現代博物館裝置設計中，動

態展示成為一項重要的行銷策略。 

    動態展示有兩個意義(漢寶德，2000b)： 

(一)展示品本身的動態：動態展品比靜態展品更吸引觀眾。 

(二)由觀眾操作的動態：觀眾真正有興趣的是自己能參與的動態。 

    因此，如何有效的爭取觀眾，則動態展示和行動站的建立無可厚非，

觀眾群不只能在館內展示中有接觸性的參與，學校團體更可透過活動申

請，使博物館能主動走入校園中，由館務人員、志工和活動指導教師提

供專業教學資源，不再是只以等待觀眾來博物館參觀的營運策略，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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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館外，從事教育推廣實施館外服務，將館內資源和文化推廣到鄰近

更多的中小學。不過由於受限於教育館經費、人物及交通條件，館外服

務的對象目前僅限於教育館鄰近國中小學及嘉義縣偏鄉學校。除了館內

展示，教育館同時進行館外服務，會事先透過各國中小提出的申請表格，

制定一系列的教育推廣活動，並與申請學校確定實施的時間及對象，進

行所擇定的課程。以下為102年度和103年度館外服務活動內容一覽表 

表 2-2 102 年度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內容一覽表 

編號 日期 場次 人數 活動名稱 
地點 

(對象：學生) 

1 102.1.15 1 57 科學行動站活動 黎明國小 

2 102.1.16 7 283 科學行動站活動 新港國小 

3 102.1.17 2 126 科學行動站活動 
北美國小、黎

明國小 

4 102.1.18 7 226 科學行動站活動 新港國小 

5 102.3.29 3 50 科學行動站活動 好美國小 

6 102.4.2 2 53 科學行動站活動 和睦國小 

7 102.4.9 3 84 科學行動站活動 和睦國小 

8 102.4.16 6 189 科學行動站活動 大同國小 

9 102.4.19 3 93 科學行動站活動 大同國小 

10 102.4.26 3 108 科學行動站活動 大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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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日期 場次 人數 活動名稱 
地點 

(對象：學生) 

11 102.5.9 3 92 科學行動站活動 大同國小 

12 102.5.15 1 12 科學行動站活動 福樂國小 

13 102.5.16 6 128 科學行動站活動 東石國小 

14 102.6.15 1 1800 科學博覽會 新港鐵路公園 

15 
102.5~6

月 
14 406 

在地文化深耕-

交趾陶 
新港國小 

16 
102.8~11

月 
4 100 

在地文化深耕-

刺繡推廣 

復興、北美、

新港、古民國

小 

17 102.7.16 1 100 科學闖關活動 雲林仁愛國小 

資料來源：嘉義縣自然史教育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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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103年度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內容一覽表 

                資料來源：嘉義縣自然史教育館(2014) 

    透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讓更多嘉義縣地區小學能了解教育館教育推

廣的用意，讓學生們不僅能共享教育館所擁有的各項資源，增進學生對

自然史的興趣，更能充實自然史的知識，從而達到服務推廣的目的。爾

後擁有興趣的學生們，若能熟稔教育館的活動，並進而認識到教育館資

源運用，如此一來，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就更具有意義和成效。 

貳、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課程內容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之課程內容，活動實施方式分為「科學行動站」

及「DIY動手做-在地文化推廣：刺繡、交趾陶」兩個部分。教育館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辦法中所安排的課程內容如 

表2-4、表2-5和表2-6所示︰  

項次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人數 對象 

館外服務--教育推廣共 23場 

1 102.12.20 
教育推廣-復興國小種子

DIY 
100 人 學生 

2 103.4.1 復學國小-科學闖關活動 100 人 學生 

3 103.5-6月共 10場 在地文化深耕-刺繡推廣 200 人 學生 

4 103.5~10月共 9場 在地文化深耕-交趾陶 270 人 學生 

5 103.6.14 科學博覽會 1500人 親子 

6 103.6.27 辰光國小-科學闖關活動 100 人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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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科學行動站課程內容 

項目 內容概述 時間 適合程度 

水火箭製作 
介紹水火箭的衝力，是應用作用

力與反作用力產生的。 

約90分

鐘 

國小中年

級以上 

電流急急棒 

利用電流原理，當一個完整的迴

路形成，電流便可順利由電池出

發、推動元件如LED燈、蜂鳴器、

再回到電池。 

40分鐘 
國小中年

級以上 

空氣砲 

利用瓶子中的空氣受擠壓後，經

過小瓶口出去形成的氣流（風），

吹倒立牌。 

40分鐘 
國小中年

級以上 

拉大泡泡 

清潔濟及甘油的混合後的表面張

力，透過比例調配出大泡泡水成

分。 

40 分鐘 
國小低年

級以上 

站立的鉛筆 

鉛筆重心越低愈能保持平衡，利

用鉛錘的重量將鉛筆的重心移至

筆尖的正下方，如此即可將鉛筆

直立起來。 

40 分鐘 
國小中年

級以上 

轉頭恐龍 

恐龍的頭部製作成凹凸是為了在

不同角度，還是可以看到恐龍頭

部，而形成轉頭的視覺錯覺。 

40 分鐘 
國小中年

級以上 

  

25 
 



 
 
 
 
 
 
 
 
 
 
 
 

 

 

項目 內容概述 時間 適合程度 

CD氣墊船 

氣球放開後，噴出的空氣，會在

CD跟平面間形成空氣膜，降低彼

此的摩擦力，所以氣球可以在桌

面上移動，跟水陸兩用的氣墊船

運用的原理相同。 

40 分鐘 
國小中年

級以上 

白努力原理 

流體的壓力，隨著流速的增加而

降低。乒乓球當受到吹風機的強

風往上吹時，乒乓球不但沒有被

吹走，反而可以懸浮在吹口處，

不落下也不被吹走。 

40 分鐘 
國小中年

級以上 

啄木鳥 

利用物體的重力、摩擦力，以及

漆包線的彈性所產生的簡諧振動

結合在一起的活動。 

40 分鐘 
國小中年

級以上 

無重力漂浮

機 

利用磁鐵的吸力與排斥力 ( 異

性相吸、同性相斥 ) 的特性原

理，構建一個小型機器，無視重

力，一起探索磁浮的神秘面紗。 

40 分鐘 
國小中年

級以上 

黏土船 

運用浮力原理，用黏土捏製出船

型構造，使密度大於水的黏土能

浮在水面上。甚至可以載運好幾

顆彈珠喔(船艙越深浮力越好)。 

40 分鐘 
國小中年

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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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概述 時間 適合程度 

平衡蝴蝶 

槓桿原理的應用，蝴蝶前端即是

它的支點（重心），翅膀到前端

之距離為力臂，當力臂等長，且

左右兩邊的翅膀等重時，則平衡

蝴蝶就會達到平衡的效果。 

40 分鐘 
國小中年

級以上 

電漿球 

電漿球( 靜電球)是一個抽真空

的玻璃球，內部含有低壓的惰性

氣體，中央金屬球接上電源後，

內部氣體因為高壓而產生火花，

發出數條不斷扭動的光線。 

40 分鐘 
國小中年

級以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教育館成立「科學行動站」其宗旨在：  

(一)、提供館外服務，增進教育館經濟效益。 

    教育館雖然為公設館所，每年有其預定經費運作，但若是經

營運作不佳，不只經費效益不彰，更要檢討其得失，作為往後教

育館經費審核之評估，因此提升其教育館經濟效益更能凸顯其經

費運籌帷幄之能。而提供館外服務應為現階段促使館藏教育推廣

最大化措施之一，使其館藏資源能透過帶出館外，到校服務，讓

更多學童能不用到館內就可以享受到館藏資源的服務。 

(二)、活絡地方科學資源，提供偏遠地區教育均等機會。 

    自然史教育館除了館務科學資源之外，並能結合合作學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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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學教師人力資源上的配合，雙管齊下推廣自然相關科學知識，

並透過到校服務以及社區服務讓科學行動站達到極致，解決偏遠

地區學童到館參觀學習交通之不便，讓科學教育也能紮根到偏遠

地區。 

 ※「DIY動手做-在地文化推廣：刺繡、交趾陶」其課程內容與相關介紹

如下： 

表2-5 2014在地文化深耕-刺繡課程內容  

項目 內容概述 時間 適合程度 

自然史館簡

介 

簡單介紹史館特展和刺繡文化

推廣的用意，透過館外服務巡

迴活動，能將刺繡文化推展到

各校園中，讓學童們能學會簡

易的刺繡藝術。 

30 分

鐘 

國小中年級

以上 

基本刺繡針

法 

平針、回針縫法，輪廓繡、鎖

鏈繡、飛行繡…等刺繡基本針

法和繡法的解說和操作。並能

透過團體教學和個別指導完成

刺繡手帕製作。 

120 分

鐘 

國小中年級

以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朴子在過去是全國四大刺繡重鎮之一，早期婦女的嫁娶衣物，甚至

八仙彩、布袋戲偶、神明服飾都曾為朴子的刺繡產品。刺繡在古代稱為

「女紅」，台語則稱為「做針黹」或是「挑花刺繡」，自然史教育館結合

28 
 



 
 
 
 
 
 
 
 
 
 
 
 

 

 

朴子刺繡館推動發展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藝術品及實用的刺繡品，以期

能讓下一代認識到嘉義縣在地的刺繡傳統文化(朴子刺繡文化館，

2010)。 

表2-6 2014在地文化深耕-交趾陶課程內容 

項目 內容概述 時間 適合程度 

交趾陶製作

技巧 

含捏塑與上釉等技巧：向日

葵的捏塑技巧、筆筒捏製、

和尚蟹製作。 

約 120分

鐘 

國小中年級

以上 

交趾陶的歷

史 

新港奉天宮在西元1961年的

聘請交趾燒大師洪坤福修

建，其定居台灣之後，傳承

起交趾陶文化。 

20分鐘 
國小中年級

以上 

交趾陶的文

化藝術價值 

台灣的剪粘師傅，還融合一

項剪陶片的技巧，就是馬賽

克拼貼彩繪，將交趾陶與「剪

黏」兩種工藝結合，產生艷

麗無比、創意非凡的藝術

品。 

20分鐘 
國小中年級

以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交趾陶為新港在地文化，早期為廟宇裝飾的主要技藝，如今將此傳

統技藝結合文化創新，逐漸發展成為民間的藝術品。自然史教育館為推

廣新港在地文化，結合當地交趾陶藝師，擬推出適合國小學童製作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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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陶製品，並透過教育服務推廣到各校園中，讓學童們了解到文化歷史

和價值之外，更能有所體驗交趾陶製作之樂趣，期能達到教育推廣之效。 

第五節  態度、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 

壹、態度  

態度是人們的心理現象，既是指人們的內在體驗，又包括人們

的行為傾向。一般而言，態度是體現在人的內心，主要通過人們的

言語、表情和外顯行為來反映的。人們對於周遭的人、事、物、觀

念和體制等等態度對象，有的表示接受或贊成，有的表示拒絕或反

對，這種在心理層面上所表現出來的接受、贊成、拒絕和反對等評

價傾向就是態度。因此，態度也是一種人們在面對事物其心理上的

準備狀態，這種準備狀態支配著人們對觀察、記憶、思維學習的選

擇，也決定著人們其面對事物學習上所應抱持的想法和行為意向。

溫世頌(1998)提到態度係個人對他人、事物與環境所持的信念、情

感與行為傾向。張春興（1995）認為態度的組成因素，係由認知

（Cognition）、情感（Affection）、及意向（Conation）三個因素組成：

認知包括個人在了解某一特定事物之情形和相關知識的程度，情感

係指個人在態度形成對象上的感情及感覺，意向乃指個體在從事某

些行動之前的心向或準備狀態。依學者之研究探討，針對態度之定

義整理如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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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國內外研究者對態度之定義分析表 

研究者 年代 態度定義及意涵 

Fishbein 1967 

態度係指人類的一種學習傾向，基於這種傾

向，個人對一事物（或觀念），或一群事物（或

觀念）做反應，反應方式可為良好的反應，或

為不良的反應。 

Rokeach 1968 

態度是指對於某些事物或情境所形成一群相

關和持續的信念系統，使個人傾向於某種偏好

行為的反應。 

Oskamp 1977 

其將態度分為： 

1. 認知的：包括個體對事物的理解與看法。 

2. 情感的：包含感覺與好惡。 

3. 行為的：對刺激發動某種反應之行動傾向。 

唯有三者具備，才能形成可資觀察及判斷的態

度反應。 

Robbins 1993 
態度是對人、事或物正負向的評價陳述，反應

出人對事的感覺。 

徐光國 1996 
態度和行為間並非單方向性的，而是一種互為

影響的關係。 

陳李綢 1997 
態度是人們對外界的刺激，以相當一致且穩定

的方式來感覺、行動與傾向如何感覺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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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態度定義及意涵 

李美枝 2000 

態度是個人對一特定對象所持有的評價感覺

及行動傾向。對象可以是人、事、物、制度及

代表實徵事件的觀念等，且態度包含認知、情

感與意向三個成分。 

董家宏 2002 態度是一種對人 、物體或事件的評價性反應。 

郭生玉 2003 

態度是個人對某件事物或他人的積極或消極

反應傾向，包含認知、情感和行為三種成份。

認知為個人對事物的了解或信念；情感是個人

對事物的情感或好惡；行為的成份是個人對事

物的行動或外在行為。 

童文志 2006 

態度經過認知學習而有所增長，情意在態度的

改變及形成影響力最深遠、但較不易觀察，而

且最終表現在行為意向上。 

吳滄洲 2012 
態度意指個人對於某件事情所表達的好惡及

行為傾向。 

蕭鵬程 2014 

態度通常是指個人對某一客體所持的評價與

心理傾向。也就是個人對環境中的某一對象的

看法，是喜歡還是厭惡，是接近還是紓遠，以

及由此所激發的一種特殊的反應傾向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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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所述，雖然各學者專家的對於態度的定義不盡相同，

本研究經過上述定義整合，將其態度定義為：態度具有認知、情感、

行為意向三個成分，態度源自個人對於所處學習環境之認知，遵循

人們習慣性的思維反應，態度的發展和提升的要素是基於個人學習

情境的暸解和滿意程度。本研究所指的「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的態度」係指學生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所具有的認知與價值之看

法。 

貳、態度的相關研究 

    結合國內外對態度的相關研究，將相關文獻整理後，以便於應

用本研究層面上：Cobern(1980)，一個人的言語和行為決定於態度上。

因此，在科學學習上，學習正向的態度比學到精練的技巧和知識更

為重要。而在教育館推廣館外服務，也是期望能透過館外教學活動，

讓學習者能透過體驗引起興趣，並建立正向的態度。Farenga and 

Joyce(2003)，認為科學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是教導學習正向的科學

態度，而許多學者也研究證實與科學相關的正向態度能成為對科學

上的興趣和選擇學習科學課程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將態度的相關研

究整理如表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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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態度相關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代 態度相關研究 

林本源 2002 態度分為認知、情感以及意向行動三個層面。 

葉國慈 2004 
態度構面分為「活動的意義」、「活動實施成

效」、「相關人力及資源」等三個因素。 

劉世均 2004 
將參觀科學博物館之態度分為「參觀展示時的

態度」、「與展示互動時的態度」等兩個因素。 

陳昭如 2007 

教師對實施休閒農場戶外環境教育之態度具

正相關，在「生活教學資源」、「生產教學資源」

與「生態教學資源」、「整體面向」等四個態度

構面中能有效解釋運用休閒農場的態度。 

石坤龍 2009 
認為休閒態度包含情感層面與認知層面、行為

層面等三個因素。 

凃秋雯 2012 
態度構面分為「環境認知」、「行為傾向」、

「情感」三個因素。 

賴怡婷 2013 
態度，其中包括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課程壓

力與自我概念等三項因素。 

吳淑珍 2014 
學童的「性別」、「年級」、「母親教育程度」不

同，在環境態度上具有顯著差異。 

蕭鵬程 2014 
國中學生基本特性不同在校外教學態度和滿

意度上部分達顯著差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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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研究，本研究將態度構面分為認知層面和情感層面，以

探討學生對於參與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後其態度上的意向。 

叁、滿意度 

滿意是對參與者需求是否滿足的一種界定尺度。Vroom（1964）

認為個人需求達到預期的目標，他將感到滿足；需求的強度愈高時，

達到預期目標時就愈滿意，反之則否。Tough(1982)則認為滿意是學

生在學習活動過程中，心中所呈現的感覺或態度，感覺呈現高興或

態度呈現積極為「滿意」，感覺呈現不高興或態度呈現消極則為「不

滿意」。Martin（1988）認為滿意是指個人在參與過程中所獲得經驗

的期望，以及他所感受到該經驗與實際結果之間的一致性，當所感

受到的經驗等於或超出所期望的，便覺得滿意；反之則不滿意。 

    當參與者需求在活動過程中被滿足時，參與者便體驗到一種較

積極的情緒反映，這稱為滿意，否則即體驗到一種較消極的情緒反

映，這稱為不滿意。因此，滿意度是一種概念，是屬於參與活動後

的一種情感定位，係指行前期望值與實際體驗後滿意度間之一致性

作為評量基準，可由兩者之間的差距來量測參與者是否感到滿意，

若行前期望值大於實際體驗後之滿意度，即表示不滿意；反之，則

代表滿意（賴佩芳，2008）。由此可知，滿意為參與者在進行一項

活動體驗之後所帶來的一種高興愉悅的感覺，是一種相當主觀的感

受或態度。 

    滿意度所應用的範圍十分廣泛，無論是私人企業機構、政府機

關或是教育活動方面，均被廣泛運用，主要是希冀能透過其數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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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用來瞭解受訪者對於參與某項產品、活動、政策或事項等的

滿意程度。而現代博物館經營管理方式須因應使用者的需求，增強

博物館和使用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提升使用者體驗的感受，從而增

加使用者的滿意度，如此一來，博物館才能提昇其推廣行銷的競爭

力及建立永續經營的策略(陳依依，2013）。以下為整理國內外學者

對滿意度的定義如表 2-9。 

表2-9 國內外學者對滿意度之定義分析表 

研究者 年代 滿意度定義及意涵 

Cardozo 1965 
依「消費者滿意度的概念」實證，顧客滿意會增

加顧客再次購買的行為，且會購買其他產品。 

Dorfman 1979 
滿意度的體驗因個人的偏好、期望、知覺、動機

等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Manning 1986 

滿意度可參考因素有三：遊憩場所環境的、硬體

的或生物的特色；管理行動的類型或層級；遊客

的社會和文化的特徵等。 

Martin 1988 

指出滿意是指個人在獲得經驗之期望，以及他所

感受到該經驗的實際結果之間的一致性，當所感

受到的等於或超出所期望的，便覺得滿意；反

之，則覺得不滿意。 

侯錦雄 1990 

遊客不同的社會經驗、特徵，在不同的文化影響

下，產生多樣的態度、偏好及動機，並以不同之

方式影響其對滿意度及品質的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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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 年代 滿意度定義及意涵 

張春興 1991 

滿意度為個體之心理感受，若在學習過程中感受

到愉快或符合自身期望，則會覺得滿意，反之，

則有可能覺得不滿意。 

邱博賢 2003 
滿意度是一種個人生理或心理的感受狀況，也是

個人對於情境的主觀表現。 

Elliott 2003 

滿意度是一種感覺或態度，係指期望或需求目標

之達成，當學習有效達成或超越學習者的期待

時，就會衍生出滿足感，它在學習過程中會周期

性地持續出現此特徵。 

吳聰裕 2005 

滿意度是消費者對產品的使用結果，作一整體性

的評估，以衡量其滿意情形，同時透過對顧客滿

意度的瞭解，可藉此研究如何函強服務品質，以

提高顧客滿意度。 

曾兆興 2010 

從事喜愛的學習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感受或態

度，能激勵個人有動機的學習，持久性的學習，

誘發正向的學習態度，最終能滿足個人的需求與

期望。 

蕭鵬程 2014 

滿意度是個人經過體驗後的心理及情感的狀

況 ，顧客對產品的滿意程度乃受到使用者期望

與實際體驗間的差異所決定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7 
 



 
 
 
 
 
 
 
 
 
 
 
 

 

 

    綜合上述定義，滿意度為參與者在歷經參與教學活動過程後，

其心理上對整體活動會產生不同的體驗感受及態度上的個別差異程

度，如果參與者得到正向的知覺，因此而喜愛這次的學習活動，那

滿意度就會與之提高，反之則不然，此衡量過後所產生的差異程度

即為滿意度。本研究所指的「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

係指學生參與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教學後，對施教者的解說教

學和活動過程，以及老師的協助與指導，經實際體驗感受後產生之

參與活動滿意程度。 

肆、滿意度的相關研究 

    本研究著重在館外教學服務後體驗感受後之滿意度，其滿意度

的觀點，將之定義為「觀眾進行實際體驗之後，對整個體驗過程所

形成的情感評價滿意」(周冠名，2007)。影響滿意度的因素很多，

除了參與學習者個人因素外，教師、課程與學習環境等因素都具有

其影響力(王秋華，2001）。研究者會因為研究的活動環境內容和目

的不同，而著重於不同的因素。因此將相關研究彙整如表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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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0 滿意度相關研究彙整表 

學者(年代) 研究結果 

McVatta(1981) 

在研究學生對社區研究推廣的滿意度和行為傾向

時，分為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材、師生互動與

教師特質五個因素。 

Binner(1994) 

將學習者滿意度分為教師與教學、技術、課程管

理、教職員、教材、支持服務、課外的聯結等七個

層面。 

黃玉湘(2002) 
將學習滿意度分為學習環境、學校行政、教師教

學、課程內容、學習成果及人際關係六個構面。 

王龍輝(2003) 
採用學者Czepiel(1974)的看法，將滿意度視為依整

體的面向，以衡量整體遊憩滿意度。 

黃享湧(2004) 
本研究將學習滿意度分為課程安排與設計、教師教

學、學習態度、學習成果知覺等四個層面。 

朱耀明、張美

珍、黃俊夫

（2007） 

活動滿意度分為教學內容、教學行為、活動設施等

三個構面。 

周冠名(2007) 
將整體滿意度分為實體環境、休閒娛樂、解說導

覽、自我成長、人際互動等構面。 

蕭秀琴(2008) 
將滿意度分為人員服務、閱讀服務、參與經驗三個

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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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年代) 研究結果 

蔡文智(2011) 
將學習滿意度分為同儕關係、教師教學、場地設

備、學校行政等因素。 

詹欽惠(2012) 
將滿意度分為工廠環境與設施、解說與活動、老師

協助與指導等因素。 

賴怡婷(2013) 
滿意度包括：教師教學、學校行政、課程與學習環

境等三項因素。 

許淑珺(2014) 
將滿意度分為環境設施、體驗活動、解說服務三個

構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滿意度相關研究發現，參與者滿意度隨著參與活動後，

因為參與活動課程和環境而產生不同影響因素，本研究針對自然史

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內容將滿意度分為活動教學內容、教學方

式、教學環境設施等三個構面。 

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 

    自然史教育館於2014年成果報告書中提到，其建館使命為： 

 (1)承襲了原寶壇博物館所收藏之岩石、礦物、及動物標本。 

 (2)任務為發揮其蒐集、研究、保存、陳列台灣自然史資料及標本。 

 (3)從事社教工作使全省民眾分享各自然史館所擁有的各項資源。  

 (4)古笨港溪進行調查，研究收藏、展示、提供鄉土教學及學術研究。 

 (5)為嘉義縣自然史的諮詢站，提供地方文物史料供學者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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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舉辦相關的教育推廣活動，以啟發民眾保護大自然的觀念與行動， 

提供資料影片及展覽。 

 (7)配合國立台中科學博物館辦理各項巡迴展示及學術活動，落實政

府機關推行自然教育活動。 

而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以第(3)、(6)、(7)條使命為推廣宗旨，期

望能透過館校合作，令館務人員和學校志工及教師能共同研究發展

出在地文化課程，增進民眾的自然科學的知識，並能將自然史教育

館打造成為嘉義縣的自然教育中心，使學生和參觀民眾們能共享館

內軟硬體設施之資源，並在體驗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之後，能產生某

些行為意向，以達到推廣服務的績效。茲將相關研究彙整如表 2-11。 

表2-11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績效相關研究彙整表 

學者(年代) 研究結果 

Domino (1971) 
發現教學者或領導者對學習者的態度會影響其學

習成效。 

Lam & Wang 

(1974) 

發現教學內容如果符合學生的興趣與需求, 則學

習成效較佳。 

許興旺(1997) 

針對博物館推廣活動績效目標層，專家及活動承辦

人對於博物館推廣活動目標層的重視程度依序為

「文化教育」、「資訊傳播」、「休閒娛樂」。 

趙月萍(2000) 
教育活動規劃研究人員對各項評估目標重視程度

依序為「海洋教育」、「休憩娛樂」、「資訊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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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年代) 研究結果 

蔡淑惠(2000) 
展示設施之解說「效果」的界定，採取三項標準：

1.知識增長；2.滿意度；3.重遊意願。 

李坤燕(2003) 
活動之成效包括知識、技能及情意成效三構面及整

體感受。 

賴怡婷(2013) 
學習態度分別對學習滿意度與學習成效有正向影

響。學習滿意度對學習成效有正向影響。 

吳怡彣(2014) 
校外教學滿意度與校外教學學習成效有顯著正相

關；校外教學學習成效與重遊意願有顯著正相關。 

許淑珺(2014) 

校外學習成效分為「環境教育」、「同儕互動」、

「生態知識」等構面，並加入「重遊意願」以了解

其成效效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研究以及教育館目標定向，本研究定義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成效在於令參與者於活動體驗後產生某些行為意向，能引起對自

然科學探索的興趣並有意願協助推廣教育館資源之參觀方式與再次

參與服務教學之意願；本研究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構面分為資

訊傳播、再度參與意願兩個構面來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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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非隨機抽樣的立意取樣，以嘉義縣區域有參加教育館館

外服務活動的國小學童，作為研究的對象，以便了解國小學童對於教育

博物館活動的認知態度與看法。其中每校取樣的對象以本身為參與過館

外活動的國小中、高年級學童為研究的對象。本研究採以民國102年度到

103年度提出申請並從事館外服務的學校，計有國小共16所學校，樣本取

樣時間從民國103年12月中旬到民國104年1月初，為期兩個多禮拜。 

表3-1 嘉義縣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學校名冊 

序號 學校名稱 序號 學校名稱 

1 新港國小 9 過溝國小 

2 好美國小 10 圓崇國小 

3 大同國小 11 水上國小 

4 古民國小 12 秀林國小 

5 雲林辰光國小 13 柴林國小 

6 永安國小 14 福樂國小 

7 過路國小 15 龍港國小 

8 中和國小 16 復興國小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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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學童本身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了解和態度，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

活動之資源時，會影響其在教學活動參與時的滿意度與所採取的行為。

本調查研究在探討它們彼此之間的相關性，並以量化研究方法進行探討，

其研究架構圖如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照前述相關文獻，研究者假定教育館提供之館外服務體驗活動，

讓不同背景的學童在參與過程中，其參與態度會因應體驗而有不同程度

的情意表現，參與滿意度也會有不同的體現(凃秋雯，2012)。而學童在

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後，其參與態度和參與滿意度會影響其對於館外

 
 

學童參與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的滿意度 

學童參與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的態度 

館外服務推

廣活動成效 

學童背景變項 

1. 性別 

2. 年級 

3. 學校地區 

4. 對自然科

學感興趣 

5. 以前參與

館外服務

的總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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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推廣活動的看法和行為意向。 

    本研究探討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及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成效，而其主要影響因素在於導入的教學體驗活動之適宜性和

吸引力，因此瞭解學童在參與過程中的態度和滿意度認同程度，為教育

館服務人員需關心和予以改善的主要課題。根據研究架構，提出下列研

究假設： 

假設1：學童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以及館外服務推廣 

       活動成效各研究變項之間有差異。 

    有學者研究出學生背景變項不同在態度和滿意度上均有顯

著差異，且態度和滿意度之間也有顯著的正相關(石坤龍，2009；

蕭鵬程，2014)；而賴怡婷(2013)之研究表示態度、滿意度與成

效三者之間兩兩有顯著正相關和正向影響。 

假設1-1：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童，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上 

         有差異。 

    假設1-2：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童，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 

             上有差異。 

    假設1-3：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童，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上有差 

             異。 

假設2：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以及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成效之間有相關性。 

    假設2-1：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的滿意度呈現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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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2-2：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 

             效呈現正相關。 

    假設2-3：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成效呈現正相關。 

假設3：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以及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成效各變項之間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3-1：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對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的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 

    假設3-2：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 

             效有正向的影響。 

    假設3-3：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成效有正向的影響。 

假設4: 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會對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的態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間產生中介效果。 

第三節 問卷設計 

    學童本身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在體驗館外服務教學資源後，

會影響其在參與學習過程上的行為意向與滿意度。探討它們之間的相關

性，以量化研究進行探究。根據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實施狀況，分析學

童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及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本調

查研究之主要工具為自然史教育館館外服務調查問卷，本研究問卷設計

分為三部分，其中態度問項參閱：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自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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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林本源（2002）國小學生體育態度簡式量表編製研

究；滿意度的問項參閱：朱耀明、張美珍、黃俊夫（2007）國立科學工

藝博物館科技教育活動評量工具發展研究、邱瓊儀(2010)博物館教育活

動實施成效之研究-以史前館教資中心為例；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的問

項參閱：Parasuraman et al.(2005)所發展之行為意向量表、李嘉祥(2007) 以

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台灣人力銀行網站使用者態度、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之

相關研究，編擬出適合本研究的變項，問卷含學童基本背景變項、態度

量表變項、滿意度量表變項和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變項。 

    問卷的調查對象是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國小學童為主。問卷

設計共分為四大部分，其中第二部分至第四部份，皆採用李克特（Likert）

五點量表計分，量尺計分方式從同意程度最高至最低：「非常同意」、「同

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採取 5 至 1 分計算，參有反向

敘述題部分，並採以反向計分。茲說明如下： 

壹、問卷內容 

    一、學童基本背景變項題項如表3-2所示: 

表3-2 學童背景變項之題項 

學童基本背景變項題號與問項 

一、 性別：□男  □女 

二、 年級：國小_____年級        

三、學校地區：□鄉鎮   □山地偏遠 

四、是否對自然科學感興趣：□是  □否 

五、除了最近這一次館外服務體驗以外，您以前有沒有參加過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 □三次(含)以上  □兩次  □一次  □沒參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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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變項 

    本研究所指之態度變項，為學童參與活動所抱持之態度，從學

童的角度來探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認知和情感程度。其態度變項

如表3-3所示： 

表 3-3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之題項 

 

 

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題號與問項 

A1.館外服務活動讓我能建立正確的自然科學觀念。 

A2.館外服務活動讓我能學習新的自然科學相關知識。 

A3.館外服務活動讓我能夠了解自然科學概念。 

A4.館外服務活動讓我能夠培養科學素養。 

A5.館外服務活動能夠豐富自然科學學習的經驗。 

A6.館外服務活動無法幫助自然科學的發展。 

A7.館外服務活動可以了解自然科學對於科學認知的重要。 

A8.我不喜歡參加館外服務活動。 

A9.參加館外服務活動讓我心情愉快，減輕壓力。 

A10.參加館外服務活動可以讓我感受到心理是緩和、放鬆的。 

A11.我很期待參加館外服務活動。 

A12.我希望可以不要參加館外服務活動。 

A13.館外服務活動學習能夠沒有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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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變項 

    本研究所指之滿意度變項，為學童在進行教育活動教學，對

活動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教學環境設施等的滿意程度。從學童

的角度來探究其對於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程度。其滿意度變

項如表3-4所示： 

表3-4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之題項 

四、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變項 

    本研究所探討的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依據文獻探討學童參與

教學活動後，其對於資訊傳播和再度參加活動的意願程度。其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成效變項如表3-5所示：  

 

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題號與問項 

B1.我對館外服務教學活動的整體過程感到滿意。 

B2.我對活動教學內容的難易度感到滿意。 

B3.我對館外服務教學活動內容感到滿意。 

B4.我對上課介紹的活動內容產生興趣。 

B5.我還想參加類似的館外服務活動。 

B6.我對教育館教學老師上課教學互動方式感到滿意。 

B7.我對教學老師表現出的注意和關心感到滿意。 

B8.我對活動工作人員的協助感到滿意。 

B9.我對教學活動場地空間的安排感到滿意。 

B10.我對我學習的收穫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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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題項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題號與問項 

C1.我會告訴他人關於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積極正面的消息。 

C2.我會推薦他人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C3.我會希望老師與教育館互動教學合作。 

C4.教育館是我未來參與館外服務教學活動時的第一選擇。 

C5.在未來的幾個月裡，我會透過館外服務教學的體驗去尋 

   找更多自然相關知識。 

貳、預試問卷分析 

    本研究之預試問卷內容，係蒐集有關參與活動態度、參與活動滿

意度與推廣活動成效之相關問卷，並與指導教授逐題討論修正，檢核

題意內容適切性以及修飾其遣詞用字，以降低問卷因語意不明確所可

能導致的偏誤。接著進行問卷前測，先利用信度分析以明確了解各變

項間的一致性，再採用因素分析，根據Kaiser(1974)所提出的標準，

擷取特徵值大於1的因素，並利用最大變異數法進行因素分析，藉以

獲得各問項之因素負荷量，並刪除因素負荷量低於0.5之問卷題項。

本研究在預試問卷確定後即實施預試，以探討預試問卷問項可用性，

來作為修題與刪題之依據，共發出75份問卷，回收75份，回收率100%，

有效問卷69份，有效問卷回收率達92%，回收後問卷以SPSS for 

windows 21.0 版統計軟體進行信度分析及因素分析來建構效度的檢

定，並將其變項分析結果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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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 

    在預試問卷中，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之量表共13

題，經因素分析結果除第A1、A4、A5、A6、A7、A8、A13題之因素負

荷量未達0.5，考慮刪題，刪除題項後因素分析結果如表3-6所示，

態度變項歸納成單一情意因素，其餘題項均合乎檢定標準，接著進

行信度分析，由表3-8可知題項之Cronbach’s α值為0.797，顯示題項之

信度在理想範圍。 

二、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 

    在預試問卷中，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之量表共

10題，經因素分析結果除第B3、B8題之因素負荷量未達0.5，考慮刪

題，刪除題項後因素分析結果如表3-6所示，滿意度變項歸納成活動

教學互動方式及教學環境設施兩個因素，其餘題項均合乎檢定標準；

接著進行信度分析，由表3-8可知題項之Cronbach’s α值為0.771，顯示

題項信度在理想範圍。 

三、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 

    在預試問卷中，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量表共5題，經因素分

析結果除第C3、C4題之因素負荷量未達0.5，考慮刪題，刪除題項後

因素分析結果如表3-6所示，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變項歸納為資訊

傳播因素，其餘題項均合乎檢定標準；接著進行信度分析，由表3-8

可知題項之Cronbach’s α值為0.765，顯示題項信度在理想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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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刪題後的成份矩陣 

預試量

表原題 

正式量

表新題 

態度- 

情意 

滿意度-活動

教學互動方式 

滿意度-教

學環境設施 

活動成效-

資訊傳播 

A11 a5 .851    

A9 a3 .763    

A12 a6 .724    

A10 a4 .696    

A3 a2 .607    

A2 a1 .541    

B6 b5  .800   

B7 b6  .783   

B2 b2  .706   

B1 b1  .616   

B4 b3  .556   

B9 b7   .878  

B10 b8   .579  

B5 B4   .513  

C2 c2    .909 

C1 c1    .818 

C5 c3    .738 

PS：小於 .50 的值消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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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分析時，以「KMO與Bartlett球形檢定」來檢驗變項之間的相關係

數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而KMO值取樣適切性的判斷標準量數為： 

 .90以上，極佳的； .80以上，良好的； .70以上，中度的； .60以上，

平庸的； .50以上，可悲的； .50以下，無法接受的(邱皓政，2010)。

從表3-7得知，本研究預試問卷於量表重整後各構面之KMO取樣適切性量

數符合檢定標準，Bartlett球形檢定均達顯著水準(p＜0.05)，表示前測問

卷題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而各構面問項之因素負荷量也高於最低標準

值0.5，均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表3-7 預試量表重整後因素分析結果彙整表 

衡量構面 

KMO取

樣適切

性數 

Bartlett 球形檢定 
因素負荷

量範圍 
近似卡 

方分配 
自由度 

顯著

性 

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

的態度 

.681 152.046 15 
.000 

*** 
.541~.851 

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

的滿意度 

.779 145.347 28 
.000 

*** 
.513~.878 

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

成效 

.651 56.180 3 
.000 

*** 
.738~.909 

  註：*表p＜0.05、**表p＜0.01、***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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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續預試量表以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α)表示量表工具之信度，

量表係數為 .80以上最好，介於 .70到 .80之間屬於可以接受的範圍。

工具量表的係數以 .70以上為最好，若研究者目的在於編制預測問卷或

測驗某構念之先導性研究，信度係數介於 .50到 .60之間已足夠(吳明隆，

2006)。從表3-8得知各構面之Cronbach’s α值皆高於0.7，表示具有良好的

信度。因此，本研究遂以將重整後的預試問卷作為後續問卷調查之正式

問卷。 

表3-8 預試量表重整後信度分析結果彙整表 

衡量構面 單一構面 Cronbach’s α 整體 Cronbach’s α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

態度 
.797 

.890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

滿意度 
.771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

效 
.76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正式問卷回收之後，先以人工的方式逐一檢視，刪除無效問

卷，舉凡填答不完全或是未依規定填答之問卷，視為無效樣本，予以刪

除，再將有效問卷編碼登錄，以SPSS 21.0中文版電腦統計軟體進行統計

分析。再以下列統計分析方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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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描述性統計  

    主要在運用次數分配統計，將原始資料轉換作次數分析、平均

數、百分比、標準差等分析結果，以平均數和標準差來瞭解資料分

佈情形。運用在研究內容包括： 

 一、學童基本背景相關變項之描述。 

 二、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 

 三、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 

 四、自然史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 

貳、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如欲比較比較一組樣本的平均值與某一定值間之差異，或是兩

組樣本的平均值間是否存在差異，且其對應值是連續，則使用獨立 t 

檢定。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檢定學生之「性別」、「地區」、「是

否對自然科學感興趣」 三變項在學生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

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上是否具有顯著差異存在。 

叁、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變異數分析的基本假設: 

1.常態性假設:必須在依變項具有常態化的前提下來進行考驗。 

2.可加性假設:變異數的變異量需互相獨立，且可以進行加減乘除四

則運算。 

3.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每一個常態化樣本必須具有相似的離散狀

況。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學生之「年級」、「除了最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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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館外服務體驗以外，您以前有沒有參加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兩變項在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

廣活動成效上是否具有顯著差異存在。若達顯著水準，則以雪費法

(Scheffé method) 進行事後比較分析，以考驗各組相互之間的差異情

形。 

肆、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本研究以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法來分析學生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的態度、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間的相關性。 

伍、迴歸分析（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迴歸分析是利用線性關係來進行解釋與預測，簡單迴歸在使用單

一解釋變數去預測依變數（邱皓政，2010）。目的就是要找出變數間

的關係式，觀察變數間有無相互影響，本研究利用簡單迴歸分析檢測

國小學童參加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態度、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

效之間是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並利用複迴歸分析來驗證學童參

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是否具有中介效果，即檢驗假設4之影

響性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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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採用非隨機抽樣的立意取樣，以嘉義縣區域提出申請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的國小學校之學童，作為研究的對象，共發出問卷 720 份，問

卷回收後，經剔除無效問卷後，得有效問卷 650 份，有效回收率約為 90%，

隨後逐筆輸入問卷資料，並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把所得資料加以整理，

進行統計分析與討論。統計分析結果分成四節來說明，第一節為學童背

景變項分析，第二節為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與館

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層面分析，第三節為學童背景變項與學童參與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差異分析，第

四節為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

之相關，以下是問卷之分析 ： 

第一節 學童背景變項分析 

    本研究學童之背景變項分別包括性別、年級、學校地區、對自然科學

感興趣以及以前參與館外服務的總次數。各變項之次數分配分布情形分

述如下（見表 4-1）： 

壹、性別 

受訪學童男生為 324 人，佔 49.8%；受訪學童女生為 326人，佔

50.2%，受訪學童中男性和女性人數差不多，比例約各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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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級 

    受訪學童中，三年級者有 20 人(佔 3.1%)，四年級者有 73人（佔

11.2%），五年級者有 239 人（佔 36.8%），六年級者有 318(48.9%）。

其中以六年級佔最多數（48.9%），其次為五年級（佔 36.8%），最後

為三年級（佔 3.1%），年級中以高年級佔多數共 85.7%，中年級只佔

14.3%，顯示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以高年級學童居多。 

叁、學校地區 

    受訪學童中，學校位於鄉鎮的有 505 人(佔 77.7%)，位於山地偏

遠的有 145 人(佔 22.3%)，資料顯示申請館外服務活動的大部分集中

在鄉鎮地區學校，偏遠地區小學佔少部分。 

肆、對自然科學感興趣 

    在受訪學童中，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有 508 人(佔 78.2%)，不感

興趣的有 142 人(佔 21.8%)，感興趣的比例佔 3/4 以上，顯示學童對

於自然科學教育活動接受度高。 

伍、您以前有沒有參加過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 

    受訪學童中，曾參加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三次以上的有 218 人

(佔33.6%)，兩次的有129人(佔19.8%)，一次的有164人(佔25.2%)，

沒參加過的有 139人(佔 21.4%)，顯示這些受訪學童參與過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一次以上的佔大部分。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受訪之國小學童男女比例約佔 1/2，三到

六年級以高年級為大部分(85.7%)，中年級為小部分(14.3%)，參與

活動的學童集中在高年級。受訪學童學校在鄉鎮地區的有 77.7%，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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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偏遠地區為 22.3%，可見偏遠地區學校申請參加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比例依然不高，只佔 1/4。經過統計，受訪學童有 78.2%對自然科學

感興趣，不感興趣的有 21.8%，參加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一次以上的

佔 78.6%，沒參與過的佔 21.4%，可見受訪學童對於自然科學教育皆

有一定程度上的體認和興趣，資料分析彙整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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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學童個人背景變項資料分析（N=650） 

變項 基本資料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324 49.8 

女生 326 50.2 

總計 650 100.0 

年級 

三年級 20 3.1 

四年級 73 11.2 

五年級 239 36.8 

六年級 318 48.9 

總計 650 100.0 

學校地區 

鄉鎮 505 77.7 

山地偏遠 145 22.3 

總計 650 100.0 

對自然科學感

興趣 

是 508 78.2 

否 142 21.8 

總計 650 100.0 

您以前有沒有

參加過教育館

館外服務活動 

三次以上 218 33.6 

兩次 129 19.8 

一次 164 25.2 

沒參加過 139 21.4 

總計 65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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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與成效層

面分析 

壹、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受訪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採用敘述性統計分析，

其分析結果依平均數之排列如表 4-2 所示。由該表可看出學童對館

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以「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讓我能學習新的

自然科學相關知識（M=4.45；SD=.714）」認同感最強，其他題項平

均數皆在 4 以上，達同意及非常同意者，有「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

讓我能夠了解自然科學概念（M=4.36；SD=.764）」、「參加教育館館

外服務活動讓我心情愉快，減輕壓力（M=4.21；SD=.834）」、「參加

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可以讓我感受到心理是緩和、放鬆的（M=4.17；

SD=.879）」、「我很期待參加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M=4.16；SD=.887）」、

「我希望可以常常參加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M=4.09；SD=.945」。

由上述顯示，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對學童而言，與傳統式教學活動，

在教室裡的學習是不一樣的，學童認同此活動除了可以到學習自然

相關知識和自然科學概念之外，並且在活動參與中可以感受到心情

是輕鬆、愉快，還可以減輕壓力，讓學童在快樂中成長，有別於以

往填鴨式教學方式，同時也期待繼續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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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敘述統計量表 

題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a1.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讓我

能學習新的自然科學相關

知識。 

1 5 4.45 .714 

a2.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讓我 

   能夠了解自然科學概念。 
2 5 4.36 .764 

a3.參加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  

   讓我心情愉快，減輕壓力。 
1 5 4.21 .834 

a4.參加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 

   可以讓我感受到心理是緩 

   和、放鬆的。 

1 5 4.17 .879 

a5.我很期待參加教育館館外 

   服務活動。 
1 5 4.16 .887 

a6.我希望可以常常參加教育 

   館館外服務活動。 
1 5 4.09 .945 

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活動態度

問項平均 
2.17 5 4.2395 .627 

註：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分數之範圍「1」表示非常不同意到「5」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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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受訪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採用敘述性統計分析，

其分析結果依平均數之排列如表 4-3 所示。由該表可看出學童對館

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以「我對我學習的收穫感到滿意（M=4.31；

SD=.787）」平均最高，其他平均數在 4 以上，達滿意及非常滿意者，

有「我對教育館館外服務教學活動的整體過程感到滿意（M=4.26；

SD=.782」、「我對教學老師表現出的注意和關心感到滿意（M=4.17；

SD=.825）」、「我對教育館教學老師上課教學互動方式感到滿意

（M=4.14；SD=.830）」、「我對教學活動場地空間的安排感到滿意

（M=4.13；SD=.880）」、「我還想參加類似的館外服務活動（M=4.09；

SD=.904）」、「我對上課介紹的活動內容產生興趣（M=4.01；SD=.852）」。

由上述可得知，學童認為「注教學老師的關心、注意和教學互動方

式」是很重要的，代表在進行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時，教學老師們會

隨時注意學童學習狀況，適時地給予教學指導，並增加教學互動學

習讓學生可以透過親自體驗而引起學習興趣，而平均數達到 4 以上

的問項，大部分與教師教學互動、場地空間安排較為相關，顯示學

童對於教育館教學教師的指導，以及到校服務的場地規畫滿意度高。

而滿意度平均較低者，如「我對活動教學內容的難易度感到滿意

（M=3.96；SD=.915）」，顯示學生對於活動教學內容難易度滿意度較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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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敘述統計量表 

題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b8.我對我學習的收穫感到滿 

   意。 
2 5 4.31 .787 

b1.我對教育館館外服務教學

活動的整體過程感到滿意。 
2 5 4.26 .782 

b6.我對教學老師表現出的注 

   意和關心感到滿意。 
1 5 4.17 .825 

b5.我對教育館教學老師上課 

   教學互動方式感到滿意。 
1 5 4.14 .830 

b7.我對教學活動場地空間的 

   安排感到滿意。 
1 5 4.13 .880 

b4.我還想參加類似的館外服

務活動。 
1 5 4.09 .904 

b3.我對上課介紹的活動內容 

   產生興趣。 
2 5 4.01 .852 

b2.我對活動教學內容的難易 

   度感到滿意。 
1 5 3.96 .915 

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活動滿意

度問項平均 
2.53 5 4.143 .623 

註：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分數之範圍「1」表示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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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叁、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由表 4-4 得知，自然史教育館進行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之成效 ，

以「我會告訴他人關於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積極正面的消息

（M=4.08；SD=0.860）」最高，其他平均也全都達到 4以上，屬於同

意到非常同意者，有「我會推薦他人參與教育館館外服務教育推廣

活動（M=4.07；SD=0.902）」、「在未來的幾個月裡，我會透過育館館

外服務教學的體驗去尋找更多自然相關知識（M=4.03；SD=.921）」。

由上述得知學童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後，願意分享館外服務推

廣活動相關訊息予他人知道，並會推薦他人來參與活動，顯示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是相當具有效果的，學童也對此活動給予相當程

度的肯定，並能因此體驗而有所收穫，引起學童學習自然科學知識

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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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敘述統計量表 

題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c1.我會告訴他人關於教育館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積極正 

   面的消息。 

1 5 4.08 .860 

c2.我會推薦他人參與教育館 

   館外服務教育推廣活動。 
1 5 4.07 .902 

c3.在未來的幾個月裡，我會 

   透過教育館館外服務教學 

   的體驗去尋找更多自然相 

   關知識。 

1 5 4.03 .921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問項

平均 
1.67 5 4.061 .753 

第三節 學童背景變項與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

滿意度與成效之差異分析 

本節主要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國小學童背

景變項對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

效之差異情形。 

壹、 學童背景變項與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與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成效之差異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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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性別 

    在性別對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與館外服

務推廣活動成效各構面的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顯示，不同

性別的學童對態度、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的同意程

度並無顯著差異（表 4-5）。 

表 4-5性別對參與態度、滿意度與推廣成效之獨立 t檢定(N=650) 

因素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雙

尾) 

態度變項 男 324 4.2428 .64997 .134 .893 

情意 女 326 4.2362 .60463 

滿意度變項一 男 324 4.1451 .66515 1.407 .160 

教學互動方式 女 326 4.0730 .64053 

滿意度變項二 男 324 4.1461 .71779 -1.161 .246 

教學環境設施 女 326 4.2086 .65276 

滿意度總量表 男 324 4.1456 .64848 .098 .922 

女 326 4.1408 .59831 

推廣成效變項 男 324 4.0607 .76926 -.028 .977 

資訊傳播 女 326 4.0624 .73812 

若 P 值小於 0.05則結論顯著差異男高於女或女高於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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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級學童對參與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情意」因素（F=4.647，p＜.05）和滿意

度「教學環境設施」（F=5.027，p＜.05）的同意程度有顯著差

異，經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發現，在「情意」因素上，三年級

和五年級學童分別顯著高於四年級學童；在「教學環境設施」

因素上，三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四年級、五年級和六年級學童；

而其餘構面因素並沒有因年級不同而有顯著差異（表 4-6）。 

表 4-6 不同年級對參與態度、滿意度與推廣成效之變異數分析（N=650） 

因素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 

檢定 

態度變項 

情意 

A三年級 20 4.5667 .43394 4.647* A>B 

C>B B四年級 73 4.0411 .62409 

C五年級 239 4.2789 .61556 

D六年級 318 4.2348 .63564 

總和 650 4.2395 .62717 

滿意度變項

一 

活動教學互

動方式 

A三年級 20 4.4000 .63578 2.206 

B四年級 73 3.9863 .65602 

C五年級 239 4.1155 .62823 

D六年級 318 4.1138 .66853 

總和 650 4.1089 .65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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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年級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事後 

檢定 

滿意度變

項二 

教學環境

設施 

A三年級 20 4.7000 .40320 5.027* A>B 

A>C 

A>D 

B四年級 73 4.0457 .67886 

C五年級 239 4.1520 .65369 

D六年級 318 4.1939 .71177 

總和 650 4.1774 .68613 

滿意度變

項總量表 

A三年級 20 4.5500 .43279 3.956* A>B 

A>C B四年級 73 4.0160 .60013 

C五年級 239 4.1338 .58713 

D六年級 318 4.1539 .65522 

總和 650 4.1432 .62334 

推廣成效

變項 

資訊傳播 

A三年級 20 4.3000 .49441 1.200 

B四年級 73 4.0457 .74807 

C五年級 239 4.1004 .74420 

D六年級 318 4.0210 .77300 

總和 650 4.0615 .75322 

註：*表 p<0.05 

三、學校地區 

    在學校地區對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與館

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各構面的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結果顯示，

山地偏遠地區的學童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t=-4.54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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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滿意度「教學互動方式」（t=-5.536，p＜.05）、滿意

度「教學環境設施」（t=-6.326，p＜.05）、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成效（t=-3.457，p＜.05）四個因素上的滿意程度，皆顯著高

於鄉鎮地區的學童。接著進一步觀察各因素平均數發現，山地

偏遠地區學童在各因素及整體上的滿意程度皆高於鄉鎮地區的

學童（表 4-7）。 

表 4-7 學校地區對參與態度、滿意度與推廣成效之獨立 t 檢定 

因素 學校地區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雙

尾) 

態度變項 鄉鎮 505 4.1805 .63119 -4.540 .000 

情意 山地偏遠 145 4.4448 .56895 

滿意度 -活

動教學互動

方式 

鄉鎮 505 4.0396 .65817 -5.536 .000 

山地偏遠 145 4.3503 .57664 

滿意度-教 鄉鎮 505 4.0977 .69652 -6.326 .000 

學環境設施 山地偏遠 145 4.4552 .56902 

滿意度 鄉鎮 505 4.0686 .63094 -6.485 .000 

總量表 山地偏遠 145 4.4028 .52019 

推廣成效變

項 -資訊傳

播 

鄉鎮 505 4.0073 .75048 -3.457 .001 

山地偏遠 145 4.2506 .73444 

若 P值小於 0.05則結論顯著差異鄉鎮高於山地偏遠或山地偏遠高於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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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自然科學感興趣 

    學童是否對自然科學感興趣對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

度、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各構面的獨立樣本 t 檢定

分析結果顯示，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學童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的態度（t=7.319，p＜.05）、滿意度「教學互動方式」（t=6.259，

p＜.05）、滿意度「教學環境設施」（t=5.744，p＜.05）、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成效（t=5.959，p＜.05）四個因素上的滿意程度，

皆顯著高於對自然科學不感興趣的學童。接著進一步觀察各因

素平均數發現，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學童在各因素及整體上的

滿意程度皆高於對自然科學不感興趣的學童（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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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自然科學感興趣對參與態度、滿意度與推廣成效之獨立 t檢定 

因素 自 然 科

學 感 興

趣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雙

尾) 

態度變項 是 508 4.3310 .60817 7.319 .000 

情意 否 142 3.9120 .58504 

滿意度-活動教

學互動方式 

是 508 4.1913 .64181 6.259 .000 

否 142 3.8141 .60992 

滿意度- 是 508 4.2572 .67346 5.744 .000 

教學環境設施 否 142 3.8920 .65660 

滿意度總量表 是 508 4.2243 .61174 6.468 .000 

否 142 3.8531 .57828 

推廣成效變項-

資訊傳播 

是 508 4.1522 .73634 5.959 .000 

否 142 3.7371 .72535 

若 P 值小於 0.05則結論顯著差異 

五、以前有沒有參加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經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表 4-9)，學童參加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次數對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在「教學環境

設施」（F=2.946，p＜.05）的因素上有顯著差異，但經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發現並無顯著差異的配對組；而在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成效「資訊傳播」（F=6.370，p＜.05）的因素上有顯著差異，

經 Scheffe 法事後比較發現在「資訊傳播」因素上，參加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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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以上」、「兩次」之學童顯著高於「沒參加過」之學童。 

表 4-9 參加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次數對態度、滿意度與推廣成效之變異

數分析 

因素 參加次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

檢定 

態度變項 

情意 

三次以上 218 4.2722 .62018 1.484 

兩次 129 4.3036 .59163 

一次 164 4.2124 .61434 

沒參加過 139 4.1607 .67965 

總和 650 4.2395 .62717 

滿意度變

項一 

活動教學

互動方式 

三次以上 218 4.1239 .65499 .617 

兩次 129 4.1442 .66801 

一次 164 4.1159 .63632 

沒參加過 139 4.0446 .65984 

總和 650 4.1089 .65341 

滿意度變

項二 

教學環境

設施 

三次以上 218 4.2523 .67964 2.946* 

兩次 129 4.2326 .64497 

一次 164 4.1443 .71036 

沒參加過 139 4.0480 .68989 

總和 650 4.1774 .6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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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參加次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

檢定 

滿意度變

項總量表 

三次以上 218 4.1881 .61942 1.753 

兩次 129 4.1884 .60700 

一次 164 4.1301 .62722 

沒參加過 139 4.0463 .63470 

總和 650 4.1432 .62334 

推廣成效

變項 

資訊傳播 

三次以上 218 4.1483 .72475 6.370* A>D 

B>D 兩次 129 4.1886 .68951 

一次 164 4.0325 .71713 

沒參加過 139 3.8417 .84683 

總和 650 4.0615 .75322 

註：*表 p<0.05 

    綜合上述分析，可得知在態度變項的「情意」因素上，三

年級和五年級學童分別顯著高於四年級學童，山地偏遠地區的

學童顯著高於鄉鎮地區的學童之學童，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學

童顯著高於對自然科學不感興趣之學童。 

    學童對參加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滿意度的「活動教學互動方

式」因素，山地偏遠地區的學童顯著高於鄉鎮地區的學童之學

童，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學童顯著高於對自然科學不感興趣之

學童；在「教學環境設施」因素，三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四年級、

五年級和六年級學童，山地偏遠地區的學童顯著高於鄉鎮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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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童之學童，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學童顯著高於對自然科學

不感興趣之學童，參加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學童與沒參加過

的學童有顯著差異。 

    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的「資訊推廣」因素上，山地偏

遠地區的學童顯著高於鄉鎮地區之學童，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

學童顯著高於對自然科學不感興趣之學童，參加館外服務推廣

活動次數「三次以上」、「兩次」之學童顯著高於「沒參加過」

之學童（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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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不同背景變項在研究變項各構面之比較結果 

T值/F值 構面因

素 

性別 年級 學校

地區 

對自然科

學感興趣 

有沒有參加

過館外服務

活動 

態 度 變

項 

情意 
- * *** *** - 

滿 意 度

變項 

活 動 教

學 互 動

方式 

- - *** *** - 

教 學 環

境設施 
- * *** *** * 

推 廣 活

動 成 效

變項 

資 訊 傳

播 - - *** *** * 

  註：*表 p<0.05，***表 p<0.001，- 表無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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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與成效之相關 

壹、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及成效三者間相互關係 

為了探討國小學童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及館外服

務推廣活動成效之相關程度，所以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總量

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總量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

之得分情形，以皮爾遜積差相關來進行檢驗、分析結果如表 4-11。 

表4-11 態度、滿意度及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相關矩陣表 

變項 
館外服務推

廣活動成效 

館外服務推

廣活動的態

度 

館外服務推

廣活動的滿

意度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 1.00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

度 

.613*** 1.00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

意度 

.710*** .796*** 1.00 

註：***表p<0.001 

    由表4-11的相關矩陣可知，國小學童對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的態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有顯著的正相關（r=.613，p＜.05），

因此國小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程度愈高，其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成效愈高。 

    從表4-11中亦可知，國小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

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有顯著的正相關（r=.710，p＜.05）。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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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的態度與滿意度也有顯著的正相

關（r=.796，p＜.05），因此國小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

程度，與其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彼此間有顯著關聯。 

貳、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和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分量表

間之關係 

    為了探討國小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分量

表及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相關程度，所以將「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的態度量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分量表」、「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成效」的得分情形，以皮爾遜積差相關來進行檢驗、分析

結果如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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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態度、滿意度分量表及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相關矩陣表 

變項 
推廣活動

成效 

態度量表 

情意 

滿意度- 

活動教學

互動方式 

滿意度- 

教學環境

設施 

推廣活動成效 1.00 

態度量表-情意 .613*** 1.00 

滿意度分量表一 

活動教學互動方

式 

.667*** .764*** 1.00 

滿意度分量表二 

教學環境設施 
.656*** .719*** .732*** 1.00 

註：***表p<0.001 

    由表4-12的相關矩陣可知，國小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

態度量表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有顯著的正相關（r=.613，p<.05），

因此本量表中國小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情意程度愈高，

其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愈高。 

    從表4-12亦可得知，國小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

分量表一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有顯著的正相關（r=.667，p<.05），

而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分量表二亦和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成效有顯著的正相關（r=.656，p<.05），相關程度中等。因此量表

中之國小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程度愈高，其館外服

務推廣活動成效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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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統計學上，涉及兩個連續變相的關係多以線性關係的形式來

進行分析。線性關係分析是將兩個變項的關係以直線方程式的原理

來估計關聯強度，例如績差相關就是用來反映兩個連續變項具有線

性關係強度的指標；績差相關係數越大，表示線性關聯越強(邱皓政，

2010)。一般來說，兩個變項的關係先以相關係數去檢驗線性關聯的

強度，若相關達到統計顯著水準，表示線性關係是有意義的，便可

運用迴歸來進行分析。綜合表 4-11 和表 4-12 的相關矩陣來看，參

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彼此

之間有著顯著的正相關。因此其構面互相具有線性關係，而簡單迴

歸是用來探討 1 個依變數和 1 個自變數的關係。故以簡單迴歸分析

來檢定研究變項間的影響性，藉以驗證本研究之假設 3，學童參與館

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以及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各變項

之間的影響性假設。 

第五節 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與成效之迴歸

分析 

壹、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滿意度之簡單迴歸分析 

    此部分之研究以「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為「依

變數」，而「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為「自變數」，進

而進行簡單迴歸分析。 

由表4-13可知，其關係式中R=0.796，屬於「高度相關」，而𝑅𝑅2值 

為0.634，表示能夠針對「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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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量有63.4％的解釋率。本研究於95％信賴區間（α=.05）下，

顯示出「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會因「學童參與館

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而產生正向影響，兩者之間會有正相關之

線性關係存在（F＝1121.320，p＜.001）。 

表4-13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滿意度之簡單迴歸分析 

投入變項 R值 𝑅𝑅2值 F值 
Beta係

數 
t值 

學童參與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的態度 
.796 .634 

1121.320

*** 
.796 

33.486 

*** 

註：***表p<0.001 

貳、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簡單迴歸分析 

    此部分之研究以「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為「依變數」，而「學

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為「自變數」，進而進行簡單迴歸

分析。 

由表4-14可知，其關係式中R=0.613，屬於「中度相關」，而𝑅𝑅2值 

為0.376，表示能夠針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的變異量有37.6

％的解釋率。本研究於95％信賴區間（α=.05）下，顯示出「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會因「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得

分高低而產生影響，兩者之間會有正相關之線性關係存在（F＝

391.084，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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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推廣活動成效之簡單迴歸分析 

投入變項 R值 𝑅𝑅2值 F值 
Beta係

數 
t值 

學童參與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的態度 
.613 .376 

391.084 

*** 
.613 

19.776 

*** 

註：***表p<0.001 

叁、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簡單迴歸分析 

   此部分之研究以「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為「依變數」，而「學

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為「自變數」，進而進行簡單迴

歸分析。 

由表4-15可知，其關係式中R=0.710，屬於「高度相關」，而𝑅𝑅2值 

為0.505，表示能夠針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的變異量有50.5

％的解釋率。本研究於95％信賴區間（α=.05）下，顯示出「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會因「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

之意願高低而產生影響，兩者之間會有正相關之線性關係存在（F＝

660.243，p＜.001）。 

表4-15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與推廣活動成效之簡單迴歸分析 

投入變項 R值 𝑅𝑅2值 F值 
Beta係

數 
t值 

學童參與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的滿意度 
.710 .505 

660.243

*** 
.710 

25.695 

*** 

註：***表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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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顯示，Pearson 相關係數、R值與 Beta係數，

這幾個係數的檢定值均相同，達顯著水準。 

    而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其關

係式中 R=0.796，屬於「高度相關」。「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

態度」對「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力，

當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越高，學童對於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

意度也就越高。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其關係式中

R=0.613，屬於「中度相關」。「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

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具有正向影響力，當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的態度越高，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也就越高。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其關係式

中 R=0.710，屬於「高度相關」。「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

度」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具有正向影響力，當館外服務推

廣活動的滿意度越高，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也就越高。 

肆、複迴歸分析 

本節旨在驗證假設4。瞭解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

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間是否

具有中介效果，本研究係採用Baron and 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效果

檢驗程序進行分析，係利用迴歸方程式來檢驗三個條件是否成立(邱

皓政，2010)： 

1.自變項對中介變項具有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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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分別對依變項具有顯著的影響。

3.同時選取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對依變項進行複迴歸分析。若自變項

  對依變項的影響會因為中介變項的存在而變得不顯著，此為完全 

  中介效果；若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會因為中介變項的存在而減 

  弱，但仍達顯著水準，中介變項則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表 4-16 參與滿意度在參與態度對推廣活動成效間之中介效果彙整表 

    依變項 

自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參與滿意度
(β值) 

推廣服務成效(β值) 

參與態度 .796*** .613*** —— .131** 

參與滿意度 —— —— .710*** .606*** 

自由度 1；648 1；648 1；648 2；647 

F 值 1121.360 391.084 660.243 337.994 

𝑅𝑅2 .634 .376 .505 .511 

調整後𝑅𝑅2 .633 .375 .504 .509 

註：*表 p＜0.05、**表 p＜0.01、***表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4-16 之模式一得知標準化係數為.796 達到顯著水準

(p<0.001)，表示參與態度對參與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

模式二可知標準化係數為.613 達到顯著水準(p<0.001)，表示參與態

度對推廣活動成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由模式三可知標準化

係數為.710 達到顯著水準(p<0.001)，表示參與滿意度對推廣活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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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因此參與滿意度是否具有中介效果的

前提假設均成立。 

    另由表 4-16模式四得知，參與態度對推廣活動成效的影響在加

入參與滿意度之後，標準化係數由原先的 0.613 降低為 0.131，仍然

達到顯著水準(p<0.01)，因此參與滿意度在參與態度與推廣活動成

效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故假設 4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

滿意度會對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

之間產生中介效果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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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探討學童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

度與滿意度因素，本章根據本研究的實證分析結果，歸納整理出本研究

的結論，同時針對研究結論，並據以提出建議，提供給相關的機關及教

育工作者，作為未來執行或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壹、 自然史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實施情況和課程內容之結論 

一、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實施情況 

    透過第二章文獻探討的第四節自然史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

活動情形了解到目前教育館已經承辦諸多館外服務活動場次，

達 90 場次以上，涵蓋範圍包含嘉義縣山地偏遠和鄉鎮地區各國

小，共 16 間以上的學校(表 2-2 和表 2-3)，並由館務人員、志

工和自然科學相關教師組成服務團體，從事教育推廣活動。甚

至以學校為主體，結合新港國小師生，在新港鐵路公園籌辦大

型科學博覽會，設立各項科學闖關遊戲，讓新港社區人士和周

遭國中小學生共同參與此項館外服務活動，透過這些推廣方式，

自然史教育館成功地將教育資源擴展到學校和社區，達到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最大效益，並透過這些努力和成效讓更多學校願

意提出館外服務活動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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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館外服務推廣活動課程內容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內容有(嘉義縣自然史教育館，2014): 

(一) 科學行動站(表 2-4): 

    透過科學行動站，館務人員結合新港國小自然科學教

師和志工們，設計出適合國小中高年級學童的科學遊戲，

將此教育資源帶到各偏鄉學校。 

(二) 科學博覽會(表 2-4): 

    科學博覽會以學校為主體，新港國小高年級學童為關

主，館方透過自然科學教師教導新港國小高年級學童進行

科學闖關關主培訓，每年皆舉辦一次大型科學博覽會。 

(三) 在地文化推廣-刺繡(表 2-5): 

    透過刺繡教學培訓出種子教師，並設計出適合國小中

高年級學童的刺繡教學課程，進行刺繡文化推廣。 

(四) 在地文化推廣-交趾陶(表 2-6): 

    以傳承新港交趾陶文化，交趾陶教師設計出適合國小

學童的交趾陶製品，並推廣到各校園中。 

    本研究透過問卷設計和活動調查瞭解到自然史教育館課程

設計的用心，而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學童們也給予高度的

滿意度，這也是自然史教育館持續推廣的動力。 

貳、 國小學童之背景變項及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與館外服

務推廣活動成效之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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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主旨在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滿意度與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間的關係，及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對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間中介效果的影響

程度，並依照研究架構所提出的研究假設如表 5-1 所示，以下將說明

研究結果。 

表5-1 研究假設與分析結果表 

研究假設 研究結果 

假設1-1：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童，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

活動的態度上有差異。 
部分成立 

假設1-2：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童，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

活動的滿意度上有差異。 
部分成立 

假設1-3：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童，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成效上有差異。 
部分成立 

假設2-1：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參與館

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呈現正相關。 
成立 

假設2-2：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館外服

務推廣活動成效呈現正相關。 
成立 

假設2-3：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與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呈現正相關。 
成立 

假設3-1：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對參與館

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 
成立 

假設3-2：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對館外服

務推廣活動成效有正向的影響。 
成立 

假設3-3：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對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有正向的影響。 
成立 

假設4：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會對參與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

間產生中介效果。 

成立 

(部分中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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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小學童之背景變項 

受訪學童方面，男性學童和女性學童人數差不多，比例約

各佔 1/2，受訪樣本中四年級佔 11.2%，五年級約佔 1/3，六年

級約佔半數，可見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對象以高年級學童為主。

申請學校佔 77.7%坐落於鄉鎮地區，表示山地偏遠學校申請比例

尚待注意加強；學童有 78.2%對自然科學感興趣，在施教過程中

其學習興趣較高，而受訪學童有 21.4％的學童表示未曾參與過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此為初次體驗服務教學課程。 

二、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經過因素分析後，歸納成單一情

意因素。國小學童對於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態度程度介於「同意」

與「非常同意」之間(M=4.2395)，表示具有相當高的態度認同

程度。從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問項敘述統計量表發現，國

小學童對於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態度衡量，平均數超過 4 以上依

序為：「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讓我能學習新的自然科學相關知

識」、「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讓我能夠了解自然科學概念」、「參

加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讓我心情愉快，減輕壓力」、「參加教育

館館外服務活動可以讓我感受到心理是緩和、放鬆的」、「我很

期待參加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我希望可以常常參加教育館

館外服務活動」，就受訪學童的觀點而言，學童對於館外服務推

廣活動能學習到自然科學相關知識的態度認同程度高，而參與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能讓學童有心情愉快，減輕壓力，並讓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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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緩和、放鬆的態度感受程度次之，因此學童較喜歡有別於

傳統課堂的教學互動，在沒有學習壓力的環境下快樂的學習。 

三、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經過因素分析後，萃取出兩個

成份，分別命名為「活動教學互動方式」與「教學環境設施」

兩個因素構面。國小學童對於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滿意度程度介

於「同意」與「非常同意」之間（M=4.143），表示多持正面的

同意。從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敘述統計量表排序發現，

關於國小學童對於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滿意度衡量，較高者為「我

對我學習的收穫感到滿意」、「我對教育館館外服務教學活動的

整體過程感到滿意」、「我對教學老師表現出的注意和關心感到

滿意」、「我對教育館教學老師上課教學互動方式感到滿意」、「我

對教學活動場地空間的安排感到滿意」、「我還想參加類似的館

外服務活動」、「我對上課介紹的活動內容產生興趣」給予高度

的同意程度，而滿意度較低者為「我對活動教學內容的難易度

感到滿意」。由以上所述得知，學童對於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教學

人員的服務和關心以及活動的整體安排都感到滿意，加上教學

環境是在自己熟悉的學校空間，所以學童對於教學活動場地空

間的安排感到滿意。但學童對於活動教學內容的難易度滿意度

較低，尤其教學活動內容是平常不能接觸到的學習課程，若是

課程設計較為複雜時，則學童學習滿意度普遍降低，自然史教

育館教學活動內容設計必須迎合學童能力高低而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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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 

    國小學童對於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同意程度介於「同意」

與「非常同意」之間（M=4.061），表示學童多持高度正面的同

意，研究顯示態度和滿意度認同程度高會影響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成效，此結果與許多研究結果相同（Domino，1971；Lam & Wang，

1974；蔡淑惠，2000；李坤燕，2003；邱瓊儀，2010）。從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敘述統計量表排序發現，全部問項皆達到滿

意程度（4 分）以上，其中較高者為「我會告訴他人關於教育館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積極正面的消息」、「我會推薦他人參與教育

館館外服務教育推廣活動」、「在未來的幾個月裡，我會透過教

育館館外服務教學的體驗去尋找更多自然相關知識」。研究顯示

學童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給予高度的同意程度。自然史教

育館雖然位於嘉義縣新港鄉，離受訪學童所在地區有段距離，

交通上有不便之處，學童無法自行前往參觀學習，但是透過館

外服務推廣活動，教學人員主動將服務送上門，加上安排的活

動多與 DIY 體驗活動有關，所以學童不只有多方嘗試、學習的

機會，更因此服務活動而喜歡參與相類似教學活動，並將此訊

息能積極正向的分享給他人，令館外服務推廣活動資訊如滾雪

球一般，讓更多的學童知道有此類活動，獲得更多的正向宣傳

和肯定。 

叁、研究假設考驗結果 

一、「年級」、「學校地區」及「對自然科學感興趣」在參與館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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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活動的態度上呈現顯著差異 

假設 1-1：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童，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 

 度上有差異---部分成立。 

    研究結果發現，「年級」、「學校地區」及「對自然科學感興

趣」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上呈現顯著差異水準。在

「情意」因素上，三年級和五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四年級學童，

山地偏遠地區學童顯著高於鄉鎮地區，學童對自然科學感興趣

的學童顯著高於對自然科學不感興趣之學童。由此可知，山地

偏遠地區的三年級和五年級學童與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學童，

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認同程度較強，推論可能是三年級

學童因為參加活動次數不比四年級的學童多，所以對此活動充

滿興趣，五和六年級學童學經歷較四年級學童高，所以對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接受度較高；山地偏遠地區的教學資源比鄉鎮地

區少，因此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興趣也較高；而對自然科學感

興趣的學童相對地認同程度較高，顯著高於對自然科學不感興

趣的學童，此結果與劉世均(2004)相同。 

    而其餘「性別」與「有沒有參加過館外服務活動」不同的

國小學童，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層面上，不具顯著差異。

其中「性別」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上沒有差異存在，不

會因不同而產生認同上的差異，與下列研究結果一致（葉國慈，

2004；劉世均，2004；凃秋雯，2012)。 

由以上結論可得知研究假設 1-1 部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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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學校地區」、「對自然科學感興趣」及「有沒有參 

    加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上 

    呈現顯著差異 

假設 1-2：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童，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 

         意度具有差異--部分成立。 

    研究結果發現，「年級」、「學校地區」、「對自然科學感興趣」

及「有沒有參加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的滿意度上呈現顯著差異水準。 

    在「活動教學互動方式」因素上，山地偏遠地區的學童顯

著高於鄉鎮地區的學童之學童，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學童顯著

高於對自然科學不感興趣之學童。推論其可能原因是教育館教

學活動以實際體驗和 DIY 課程操作為主，山地偏遠地區學童較

少接觸此類教學，故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程度較高；

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學童，因為對於接觸新事物較有興趣，相

較之下，其活動教學參與滿意度比對自然科學不感興趣的學童

高。 

    在「教學環境設施」因素上，三年級學童顯著高於其他年

級學童，山地偏遠地區的學童、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學童顯著

性較高，而參加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學童顯著高於沒參加過

的學童。推論原因為四、五、六年級學童對參與教學環境及學

習經驗皆較三年級學童來得豐富，也比較習以為常，故三年級

學童相對會比較熱衷參與，較具有顯著差異，山地偏遠地區學

93 
 



童較少接觸此類服務活動，投入學習意願比較高，滿意度相較

較高，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學童亦然，而參加過館外服務推廣

活動的經驗可能使學童較認同於自然史教育館到校活動，而給

予較高的滿意度，但顯著性依然不高。 

    而其餘「性別」、「有沒有參加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不同

的國小學童，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總量表」層

面上，均不具顯著差異。其中「有沒有參加過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上沒有差異存在，此結果與

下列研究結果一致（詹欽惠，2012；許淑珺，2014；蕭鵬程，

2014)。 

 由以上結論可得知研究假設 1-2 部分成立。 

三、「學校地區」、「對自然科學感興趣」及「有沒有參加過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上呈現顯著差異 

假設 1-3：不同背景變項的學童，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具有 

 差異---部分成立。 

在「資訊推廣」因素上，學校地區位於山地偏遠的學童顯

著高於位居鄉鎮地區的學童，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學童顯著高

於對自然科學不感興趣的學童，參加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次數「三

次以上」、「兩次」之學童顯著高於「沒參加過」之學童。此

結果推論位於山地偏遠的學童可能在教育推廣上較少接觸，所

以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之後，對於自然史教育館教學活動

較有興趣，並能告知他人此類相關訊息；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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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上，有極大的提升作用，由此

可知，對自然科學有所感受的學童，在參與自然科學相關活動

上，也會有極大地響應和互動；曾經參與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的學童較熟悉自然史教育館教學活動，在體驗過館外服務推廣

活動後不只充滿興趣，想要尋找更多自然相關知識，更想將自

己的體驗感受推薦給他人知道，達到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最

大化。 

    而其餘「性別」、「年紀」不同的國小學童，在「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成效」上不具顯著差異。其中，「性別」對於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成效無顯著差異，與下列研究結果一致（詹欽惠，2012；

賴怡婷，2013；許淑珺，2014）。 

從以上結論可得知研究假設 1-3 部分成立。 

  四、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對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  

     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2-1：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對參與館外服務推 

        廣活動的滿意度呈現正相關---成立。 

假設3-1：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對參與館外服務推 

        廣活動的滿意度有正向的影響---成立。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國小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

度同意程度越高，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也會越高，兩

者間屬高度相關。進而以簡單迴歸分析，「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

廣活動的態度」構面，對「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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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具有正向影響力及顯著解釋能力。從以上結果可知，當學

童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程度越高，其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的滿意度也就越高，故研究假設 2-1和假設 3-1 成立。 

五、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具有顯 

    著正向影響 

假設2-2：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成效呈現正相關---成立。 

假設3-2：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對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成效有正向的影響---成立。 

   研究結果顯示，國小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程度

越高，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也會越好，兩者間為中度相關。

進而以簡單迴歸分析，「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構

面，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具有正向影響力及顯著解釋

能力。故當學童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程度越高，其館外

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也就越好，所以研究假設 2-2 和假設 3-2 成

立。 

六、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具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2-3：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 

         活動成效呈現正相關---成立。 

假設3-3：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對館外服務推廣 

        活動成效有正向的影響---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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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顯示，國小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

程度越高，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也會越好，兩者間具有高度

相關，此結果下列研究相同（賴怡婷，2013；吳怡彣，2014）。 

    本研究進而以簡單迴歸分析，「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的滿意度」構面，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具有正向影響

力及顯著解釋能力。故當學童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越

高，其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也就越好，所以研究假設2-3和假

設3-3成立。 

七、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在態度與成效之間具有部 

    分中介效果 

假設4: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會對參與館外服務 

      推廣活動的態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之間產生中介 

      效果---成立(部分中介)。 

    學童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滿意度在態度與成效之間具

有部分中介效果，顯示態度會透過滿意度影響館外服務推廣活

動成效，即是說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滿意度均能顯著影

響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而其滿意度較態度更加重要，因此

參與態度較差的學童，若能正向提升其參與滿意度，亦能有效

提升學生的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因此自然史教育館如何改

善學童的參與態度與增加學童的參與滿意度，以便提升館外服

務推廣活動成效，則可成為館外服務教學人員編訂教學活動課

程、擬定教學活動目標進而供予未來館外服務發展之參考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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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第二節  建議 

壹、對主辦單位－自然史教育館的建議  

一、設計出更多符合學童學習經驗的教學體驗活動 

    研究結果顯示自然史教育館對國小學童進行館外服務推廣

活動，對於教育館相關資訊傳播的推廣成效是顯著的，對教育

館館藏資源利用和學童參與活動學習有所幫助。且從表 4-2 的

題項「我很期待參加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M=4.16)、「我希望

可以常常參加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M=4.09)與表 4-3 的題項

「我還想參加類似的館外服務活動」(M=4.09)中得知，學童對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再次參加意願相當高，顯示對多數學童而

言，館外服務教學活動對學童是具有吸引力的，建議自然史教

育館可以多增加場次給予更多學校申請，並且吸收以往服務的

舊經驗，館務人員、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師和家長志工三方面討

論，設計出更適合國小學童教學互動體驗的課程，讓他們在參

與活動時更沒有壓力、更有興趣在課程學習上，甚至能再添加

不同的元素在教材教具上，讓參與教學互動體驗的學童在每次

參與過程中都能有不同感受和充滿新奇的感覺。 

二、增強教學老師對受教者的關懷和帶領方式 

    自然史教育館提供的教學互動方式和教學活動場地空間影

響著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學童對於教學老師的態度及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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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者的關心皆給予高度的滿意，表示學童喜歡透過教學互動方

式來學習新知，而非傳統的教學。建議繼續培訓更多專業的教

學人員，可加強教學人員的教學互動方式，使其教學更生動活

潑，熟悉教材教具的應用，讓學童更容易提升學習興趣、融入

教學場景。館外服務教學活動是一種新的學習、新的知識體驗，

教學人員帶領方式如不吸引學童，將使學童無法專注教學老師

的教學解說活動(羅育如，2011)，建議可與國小學童的課堂學

習經驗相結合，比較能引起共鳴，也更能吸引學童專注力，對

活動課程的進行及秩序掌控也有幫助，進而提升館外服務推廣

活動成效。 

三、優先推廣教育資源給山地偏遠學童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在對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

滿意度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各構面，山地偏遠地區的學童

會有顯著的高分。館外服務推廣活動能受到國小學童普遍性的

肯定與認同，代表學童在參與類似活動其接受程度較高，不排

斥學習，多參與此活動不但能使學童受益，其自然科學素養也

得以提升，自然史教育館也達成推廣自然科學教育的功效。 

    而將自然科學教育擴展到偏遠地區，將教育資源帶給文化

不利的弱勢學生了解，並期許他們對自然科學引起興趣，更是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一大初衷。因此，自然史教育館在辦理活

動時，偏遠地區的學校若有需求，應考慮給予較優先的服務。 

四、培訓更多專業志工和解說員，解決服務人員不足之窘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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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服務人員不足的問題，以致其他因素，像是經費問題，

皆能克服的話，研究者建議一方面辦理志工和解說員培訓專業

人才，另一方面尋求館校合作學校資源和對自然科學教育活動

有興趣的教師們一齊通力合作，協助擴大辦理活動，希冀能滿

足所有提出申請需求的學校，而這樣的活動，對館外服務推廣

活動，只有百利而無一害。 

    由本研究結果得知，多數學童在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中，

對教學老師表現出的關心和互動方式感到極高的滿意，但是對

於活動教學內容的難易度感到稍許不滿意，表示學童在參與活

動中，對於情意部分較有認同感，而認知程度可能因為初次接

觸，對教學內容不熟悉或難易度較高無法接受而有所降低。希

望未來館外服務推廣活動能多增加教學互動的題材、教學人員

的關注程度提升以及教學內容設計上能適合參與學童學習能力。

建議在設計活動時，除了操作科學教具、DIY交趾陶彩繪和刺繡

活動外，還能再多增加此類動態性活動，增加其新鮮感和互動

性；教學服務人員的增制，能時刻關心學童解決操作不易或因

學習不力而怠惰學習的窘態。 

參、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人員的建議 

一、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內容需配合年級做調整 

    研究結果顯示，四年級學童的態度以及滿意度皆不及其他

年級來得好，這顯示在活動內容的選擇上，需配合學童的課程

教學經驗以及心智發展程度，將課程內容作調整，以因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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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學童學習興趣，同時參考學童和教學教師互動上的經驗，

以規劃出更適合學童的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二、教學老師需適時從旁協助與指導 

    本研究發現，學童對於老師的關心協助與互動性指導滿意

度很高，但因在從事活動中，雖然教學協助者可以適時地在旁

協助學童們操作，但可能因為學童們以往較少接觸相關 DIY 課

程，所以教學協助人員有所不足，期望能有更多教學協助者參

與，將使教學活動工作更加順利，學童也有更好的學習環境和

品質，進而提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 

三、活動安排地點要事先探勘及人數限制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最重要的就是將服務送上門，本研究發

現，學童在意的不是自己學了多少知識，而是在參與的過程中

那種被重視關懷的感覺，以及 DIY 教學課程互動的部分，這顯

示出在選擇館外服務活動地點上需注意整體環境的布置和互動

上是否便利。因為進行活動的地點皆來自原申請學校場地，自

然史教育館服務人員並不熟悉，所以需事先探勘或是告知原申

請學校場地準備上的需求，以方便活動前的布置，故建議若有

大型學校申請館外服務，可將學生分批進行，一次活動進行以

三十人以內為限，以免造成同一時間過多學童在此進行活動，

造成教學活動不流暢，而影響學童活動學習品質以及 DIY 設施

體驗的使用成效。 

叁、對後續相關研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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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追蹤研究結果  

    本研究從自然史教育館所提供的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來探知

學生的態度、滿意度以及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但本研究範

圍僅限於嘉義縣自然史教育館，建議後續對此一主題有興趣的

研究者，可納入其他教育館相互作比較。 

二、擴大研究對象 

    本研究限於人力與經費，範圍僅以嘉義縣內參與活動的國

小學童為研究對象，建議後續研究相關者可針對其他縣市有參

與活動之國小學童為研究對象，或再擴大研究範圍，以全國國

小學童為研究對象，將其意見整合、歸納，進行更全面性的分

析比較，研究結果將更為完整周延。 

三、研究工具的改善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採用問卷量表測知，受限於量化研

究分析的限制，只能以探討調查問卷的結果，來了解國小學童

對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態度與滿意度。建議後續相關研究者，

能參考本研究結果，可以輔以採用其他方法，例如觀察法、訪

談等質性的研究方法來衡量館外服務推廣活動成效，以補量化

研究之不足，其研究結果必會更精準、更客觀掌握相關之影響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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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國小學童對自然史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之研究-以科博館嘉義縣自

然史教育館為例 

 

 

 

 

 

 

*預試問卷內容說明:嘉義縣自然史教育館在此簡稱教育館。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內容簡介: 

    各國中小學逕向教育館申請館外服務推廣活動，而館方人員則會派員(教學者、

活動人員)到您就讀的學校從事自然科學教學活動。 

*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包含: 

1.科學行動站:教育館到校從事科學互動教學,如:水火箭製作、空氣砲、竹水槍、……
等科學活動。 
2.在地文化深耕-刺繡、交趾陶教學。 

3.科學闖關活動:教育館到校設立科學關卡供參與者闖關。 

4.科學博覽會:教育館在新港鐵路公園辦理社區科學博覽會-科學益智 GO活動。 

 

壹、學生基本背景 

請逐題填寫，並在適當的□內打並請在其後的橫線附上說明。 

一、性別：□男  □女 

二、年級：□國小_____年級        

三、學校地區：□鄉鎮   □山地偏遠 

四、是否對自然科學感興趣：□是  □否 

五、除了最近這一次館外服務體驗以外，您以前有沒有參加過館外服務推廣活動：     

    □三次(含)以上  □兩次  □一次  □沒參加過 

各位同學，您好： 

這份問卷主要的目的是想了解你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之態度與滿意

度，以作為將來自然史教育館規畫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的參考。這不是考試，

所以題目沒有正確的答案，也不需要寫名字。因此，請你放心作答，在仔細

看完題目後，請認真的勾選屬於自己感覺的答案。非常謝謝你的協助！ 

祝  學業進步   健康快樂！ 

南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洪銘建 博士  

研究生:李嘉明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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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卷填答說明： 

    本問卷共有三大部份，請依序各部份的陳述，在適當的空格中填答： 

 

一、態度的問項： 

本部分為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後之態度，並依照您的同意

程度在適當的方格內打。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讓我能學習新的自然科學相關知識。 □ □ □ □ □ 

2.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讓我能夠了解自然科學概念。 □ □ □ □ □ 

3.參加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讓我心情愉快，減輕壓力。 □ □ □ □ □ 

4. 參加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可以讓我感受到心理是緩和、

放鬆的。 
□ □ □ □ □ 

5.我很期待參加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 □ □ □ □ □ 

6.我希望可以常常參加教育館館外服務活動。 □ □ □ □ □ 

 

第一部分結束，請您接續第二部份填答，謝謝。(背面尚有問項，請翻頁勾選) 

 

二、滿意度的問項： 

    本部分為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後之滿意度問項，請依

照您對參與活動的感受在適當的方格內打。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對教育館館外服務教學活動的整體過程感到滿意。 □ □ □ □ □ 

2.我對活動教學內容的難易度感到滿意。 □ □ □ □ □ 

3.我對上課介紹的活動內容產生興趣。 □ □ □ □ □ 

4.我還想參加類似的館外服務活動。 □ □ □ □ □ 

  

114 
 



 

 

 

 

二、滿意度的問項： 

本部分為參與館外服務推廣活動後之滿意度問項，請依

照您對參與活動的感受在適當的方格內打。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5.我對教育館教學老師上課教學互動方式感到滿意。 □ □ □ □ □ 

6.我對教學老師表現出的注意和關心感到滿意。 □ □ □ □ □ 

7.我對教學活動場地空間的安排感到滿意。 □ □ □ □ □ 

8.我對我學習的收穫感到滿意。 □ □ □ □ □ 

第二部分結束，請您接續第三部份填答，謝謝。 

三、推廣服務成效的問項：。 

    本部分為您對於教育館『推廣服務成效』的看法，請依

照您對參與活動的感受在適當的方格內打。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會告訴他人關於教育館館外服務推廣活動積極正面的消

息。
□ □ □ □ □ 

2.我會推薦他人參與教育館館外服務教育推廣活動。 □ □ □ □ □ 

3.在未來的幾個月裡，我會透過教育館館外服務教學的體驗

去尋找更多自然相關知識。
□ □ □ □ □ 

謝謝您的問卷填寫，請您再檢查是不是每題都有填寫，不要漏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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