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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文章中，作者點出依各國文化的不同，會產生一套各民族不同的教學習

慣與方式，但在現今的社會，一如其前言所述，當世界跨入知識經濟的時代，教

育即變成最重要的文化資產，各國為了增加競爭力，無不致力於培植更加優秀的

人才，而在現今全球文化、資訊交流快速頻繁的狀況下，容易看到他國的成功，

而造成積極的借鏡其經驗以發展自身的教育改造工程。作者以英國與台灣為例， 

台灣受到英美的開放教育理念，開始了小班教學、課程統整等；英國也參考學童

學科表現普遍優秀之亞洲各國的教育系統，推出中央統一課程綱要、全國性的學

科能力測驗。但教改過程不論台灣與英國都崎嶇難行，原因就是與原本的社會文

化所造成的教師教學習慣產生很大的差異。 

橘逾准而成枳 

 作者首先指出在許多學科上，其研究結果都顯示相同的教育政策或理念在不

同的社會文化情境下，確實會產生「橘逾准而成枳」的現象，一個政策或制度的

成功與否，與當地的文化價值是否能協調一致有很大的關連，在此的文化價值指

的是一種集體的心態模式，即整體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態度、信仰、傾向等。

在教育學的觀點，以漢恩( Hein )提出的四種教學模式－說教式、刺激式、反應式

及建構式，其實都使因於人類對於知識本質和學習經驗不同的看法；文化心理學

家歐爾森和布魯納(Olson&Bruner)也提出「教學人類學」，強調不同的風土民情、

社會文化脈絡下，每個民族會產生一套直覺性的看待學習者該如何學習的集體意

見，而發展屬於這個社會獨特的教學模式。依照這樣的論述下，作者認為這是許

多行政者所忽略的一點，常試圖以外來的、強制性的法令政策來改變教學習慣。

這的確給我們在許多政策上爭論不下中，一個從文化本體思考的方向，在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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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模式下，一個政策原封不動的移植，而不修改為適合台灣的教條，為什麼會

失敗，確實有其道理﹗ 

兩國教師的博物館經驗 

    在反觀兩國教師利用博物館的情形，作者用意為了解雙方外在的教育政策都

因互相影響而越來越相似時，雙方老師對博物館的看法、觀念是否會相同﹖其固

有的教學習慣會如何影響教師在博物館教育資源的利用上。在此研究上，作者採

質性的多重個案比較研究法，分別在台灣、英國兩地個別進行三個小學老師帶領

學生參觀博物館的研究，也選取類似性質的博物館好互相對照。 

教師舉辦博物館參觀之目的 

以英國教師研究發現，英國教師自 1960 年代的開放教育的影響，就強調直接

經驗、獨立學習與興趣啟發對學習的重要性，在參觀博物館學習中，教師深信博

物館的參觀經驗有助於學生的學習，老師會主動安排參觀活動，並有技巧的引導

學生與物件接觸，強調獨立學習的能力，而不是被動的聽導覽解說，且老師會設

計學習單引導學生主動尋找答案，也就是說，在教改之下，英國教師仍有其教學

習慣，但是在學習單的設計上會以強化小朋友的學科知識，與國家課程銜接。 
    台灣教師的研究，雖然都認可博物館的教育意義，但卻沒有為此設定任何具

體的學習目標或是銜接上課內容，偏愛正式的、有組織的參觀方式，多以賴博物

館所提供的教育活動，而不以自由探索、個別單位的方式使用博物館。反應出台

灣教師習慣接受有條理、有系統組織的上課方式。 

老師對於博物館教育功能的要求 

 英國教師不希望安排參觀行程或使用資源上受制於博物館，而是能保有自主

權，依據教學的需要而靈活利用其所提供的服務。其老師最需要的博物館服務是

幫助他們如何有效的使用博物館資源。 

    台灣教師則傾向於將科博館當成權威性的教育機構，十分仰賴博物館能提供

有系統、有組織的專業知識，也表示自己專業知識不足，沒而有信心在博物館內

擔任教學的角色，因此老師不願意介入博物館的教學活動，把自己的任務界定為

看顧安全、維持秩序。反應台灣教育文化中對教學者專業訓練之要求與看重，使

缺乏訓練者無法參與教學會是自覺不足而裹足不前。 

老師參觀博物館的經驗 

    在英國即使因教改而大班教學逐漸蔚為風氣，但老師仍注重課堂上與學生的 
個別互動，重視學生的個別學習。因此在博物館中也會依照能力分組指導，儘可 
能的顧及不同學習能力的小孩。 
    在台灣，對於習慣大班教學以及上課秩序井然有序的台灣教師，仍習慣以集 
體規範約束學生個人的行為，顯然與博物館中強調自我引導學習有所衝突，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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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老師想要協助學生獨立學習，也不知如何運用，顯現出對博物館教學環境與理 
念的陌生。 
     以上的現象，作者認為這是出於課程混血下所呈現的現象，其歸納為三種： 
1.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消極抵抗，私下仍維持自己的教學方式。2.移花接木的 

直接套用，舊有習慣一時難以改變，但又不了解新的觀念與教法，常出現新、舊 

方式齊頭並進的現象。3.一知半解的錯誤詮釋，在執行上以自己過去的經驗和認 

知實踐新的政策。 

即使再怎麼教改，從博物館經驗上，仍可看出教師對於整個社會環境下產生 

的教育方式仍然有其難以改變的習慣與態度，若老師在觀念或態度上沒有徹底的 

大轉變，在執行新的教育政策或方法時只會流於形式，而作者對台灣教師與博物 
館的建議為：當務之急應是運用可能的管道，積極對老師溝通和宣傳博物館最重 
要的教育內涵與使用技巧。方向為 1.讓老師清楚知道博物館課程和學校課程的差 
異。2.讓老師清楚知道教師在博物館中該扮演何種角色以及博物館該提供何種服 

務。3.協助老師具備自行在博物館內教學的技巧。 

結論 

    在此篇文章的確讓台灣的教師值得思考在使用博物館上的經驗對於從文化價

值與教學人類學的方向來研究教師教學固有的習慣，也可使我們反思受到什麼樣

的固有心態所影響，但這文章應是受限於篇幅的關係，有許多內容沒有完全的呈

現出來，是個遺憾。 

而作者在內文中也提到一點，我認為很重要的就是，博物館對於台灣來說是

個移植來的外來物，我們的參觀風氣是在 1980 年代後才逐漸萌芽，與國外早就把

博物館當作自己文化的一部份是很不同的，就連現在我們參觀博物館的目的仍不

像國外那麼理所當然，我們會是因為課業或是學校安排而參觀，這種風氣還沒滲

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從反觀作者所提的建議上，似乎也是在學習西方的教學模式，仍是從西方的

觀點來看待博物館學習，但若我們沒有發展出自己一套東方使用博物館的經驗，

我想許多老師還是依照傳統的作法，因為這是我們的社會文化所帶給我們的習慣 

，加上博物館是西方移植的東西，本身我們的博物館就缺少自已的想法，也使得

我們不易從自身的文化中發展自己的博物館事業。 

    當然不能否定，作者的觀點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此才能充分利用博物館的

教育功能，但是，也能想想以博物館為主導的思考建議下，也可以反思，教師教

學習慣是無法一時之間改變的，博物館是否也可思考如何從中反利用老師的習慣

以達到教育功能。 

    也許在未來，因為教改的關係，我們未來的教師會有改變其觀念與習慣的時

候，但現在還是一個過渡期，或許未來也可以研究，在台灣的社會文化脈絡下，

教改是否有改變了我們文化上的一些固有經驗與習慣，以此檢測博物館參觀經驗

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