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簡稱 ICOM）在 2022年 8月 24日於捷
克布拉格舉辦的年會中，通過了博物館的新定義─「博物館是為社會服務的非營利性永久

性機構，它研究、收藏、保存、詮釋和展示物質與非物質遺產。博物館向公眾開放，具有

可及性和包容性，促進多元性和永續性。博物館以倫理、專業和社區參與的方式運作和交

流，為教育、愉悅、反思和知識共享提供各種體驗。」1因此，博物館被賦予更深層的社會

責任，隨著老年人口的遽增，博物館如何成為「活躍老化」的促進者呢？本文將探討年長

者學習和社會參與的重要性，並簡介故宮與台北仁濟院合作的「故宮尋寶趣」課程。

樂齡學習與「故宮尋寶趣」─

▌黃琇淩

一場有志藝同的旅程

　　聯合國（United Nations）於 2022年 7月

11日發布《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報告（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預測全球人口數在

2022年 11月 15日將達到八十億，而 65歲及

以上的人口比例將從 2022年的 10%在 2050年

時上升至 16%。2另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HO）統計，

全球人口老化速度比過去任何時候都來得快，

60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在 2015年到 2050年之

間，將從 12%增加到 22%，近乎一倍，3因此

世界各國面對此人口結構轉變的重大挑戰，須

確保其國民健康和社會系統有所準備。科技和

藥物研發的日新月異，壽命的延長成為普遍現

象，然而長壽代表 65歲退休後有更長的生命

時間，如何讓長者維持良好的生活品質並享受

生活、保持健康與活躍，並得到各方的充分支

持與資源，是全體社會的共同責任。4

　　聯合國於1991年通過的「聯合國老人綱領」

（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Older People）中，

指出科學研究已推翻許多對於無可避免、無法

逆轉的衰老所存在的刻板印象，需有年長者基

本人權與尊嚴的確保，才得以促進社會進步和

更好的生活水準。此綱領提出「獨立」、「參

與」、「照顧」、「自我實現」、「尊嚴」等

五大原則和十八項說明，呼籲各國政府應納

入老人相關之福利與政策中，即便距今已相隔

三十年以上，以今日博物館的定位回顧前述原

則，仍可發現其中幾項說明能與博物館角色的

相互對應。（表一）

　　綜觀表一所述，年長者所應享有的社會參

與、社會資源和社會支持，皆為博物館可行可

為之範疇。（圖 1）自上個世紀至今，博物館

的定位因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科技等環

境變動而不斷被重新定義與辨思，惟不變的

是，博物館乃人類文化資產的保存與推廣者，

為公眾所有且服務於民。爾後WHO以年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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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及前述五大原則為基礎，於 2002年提出

《活躍老化政策架構》報告書，成為各國制訂老

人相關政策的依循的重要守則。「活躍老化」乃

年長者的健康、社會參與和社會安全需達到最

適化，以提升老年的生活品質；而「活躍」意

指持續參與社會、經濟、文化、精神層面和公

民等事務。6在「國際老人節」三十週年之際，7 

WHO於 2020年 8月提出「健康老化的十年：

2020-2030」（Decade of Healthy Ageing 2020-
圖 1　 博物館可提供長者社會參與、社會資源和社會支持。圖為仁濟

院學員參觀故宮。　行銷業務處提供

表一　 聯合國老人綱領與博物館角色之對應 作者製表

原則 項目說明 博物館角色

一、獨立
第 4項  老年人應有管道參與合適的教育

和培訓課程
博物館提供豐富的教育推廣活動

二、參與

第 7項  老年人應持續融入社會，積極參
與其福祉相關的政策制定，並與

年輕世代分享知識和技能。

第 8項  老年人應能尋求和發展為社區服
務的機會，並擔任與自己興趣和

能力相符的志工職位。

•  博物館展覽、教育活動、志工服務皆能
提供長者社會參與的機會。

•  博物館日趨重視青銀共學、共創方案的
可能性。

三、照顧

第 10項  老年人應能受益於符合社會體
系和文化價值、來自家庭和社

區的照顧與保護。

第 11項  老年人應能獲得健保服務以保
持或恢復身體、心理及情緒安

適的最佳狀態，以防止或延緩

疾病的發生。

•  博物館為社區的一份子，有義務發揮其
文化保存與推廣之價值。

•  越來越多研究指出博物館可提高長者的
身心安適感

四、自我實現

第 15項  老年人應能追求充分發揮潛力
的機會

第 16項  老年人應享有接觸社會教育、
文化、精神和娛樂資源的權利。

博物館是提供非正式教育的文化機構，與

接觸藝術亦屬精神面的交流，博物館同時

也是休閒娛樂的場所。

五、尊嚴

第 18項  老年人不論年齡、性別、種族、
失能或其他狀態，且無關於其

經濟貢獻之多寡，都應被公平

對待和重視。

友善使用、社會平權為博物館的價值。
5

※資料來源： United Nations.“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Older Persons.”Accessed July 31, 2022. https://www.ohchr.org/en/instruments-mechanisms/ 
instruments/united-nations-principles-older-persons. 右欄「博物館的角色」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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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行動計畫，同年 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

成為「聯合國十年健康老化（2021-2030）」計

畫，竭盡所能集聚國際通力合作，以改善年長

者、家人和社區的生活，並呼應「2030永續發

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以下

簡稱 SDGs）的行動與落實。8

樂齡學習與社會參與―通往身心健康
的金鑰 
　　樂齡學習是不斷探究和成長的過程。艾瑞

克森（E.H. Erikson, 1902-1994）心理社會發展論

（Psychosocial Theory of Development）將人生分

為八個階段，最後 65歲以上的老年時期在心理

發展上屬於統整（integrity）相對絕望（despair）

的階段，9而學習即能幫助年長者以積極的態度

面對人生，克服或轉化對生命絕望或失望的負面

感受，進而積累成為智慧。無論是「活躍老化」、

「健康老化」，教育和學習皆為維持健康的關

鍵。（圖 2）按「十年健康老化」報告再對應

SDGs第四項「優質教育」（Quality Education）

中，強調終身學習對「健康老化」的重要，使

年長者能從事所愛事物、維持獨立和作決定之

能力，包括數位技能的培養。10世界各國對於

界定幾歲為高齡學習的最低門檻各異，從 50

歲、55歲、60歲到 65歲甚至沒有設限皆有，11 

按政府於 2014年公布的《終身學習法》第三條

之用詞定義，「終身學習」是「指個人在生命

全程，從事之各類學習活動。」而「樂齡學習」

則訂定提供「五十五歲以上人民從事之學習活

動。」12在個體老化的過程中，要能持續貢獻社

會、工作更久、保持獨立、健康和安適感，當

年長者面對生命中不可避免的變動時，如退休、

孩子離家、喪偶或無預警成為照護者等，學習是

賦予其所需要的新技能、新知識、社會互動和心

理健康的來源。13對於老年階段可預期或突如其

來的變化，都是產生壓力與焦慮的來源，當具備

了如何面對挑戰及適應的知識、技能與正向的心

態，能幫助年長者建立自信和自我肯定，進而身

心達到安適感，提高生活品質。因此，高齡學習

不只是打發時間的源由，而是追求讓自己更好的

生命熱忱及強化調適韌性的能力，亦能持續對

社會付出貢獻。

　　在教育部 2006年發布的《邁向高齡社會—

老人教育政策白皮書》中，推動保障老人終身

學習的權利，鼓勵老人社會參與，提出高齡社

會中老人教育的必要性，乃是（一）退休前後

圖 2　 社會參與和學習是長者維持健康的重要關鍵。圖為仁濟院課程。　
行銷業務處提供

圖 3　 樂齡課程需納入長者可自由表述的活動設計。圖為北投區健康服
務中心學員上課情形。　行銷業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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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須學習如何安排生活，及學習心理的健康、

學習生命的意義與智慧；（二）個體和家人都

必須學習退休後老人與家庭之間的關係轉變；

（三）培養社會參與的知能，協助個體成功老化；

（四）全民都需學習高齡相關議題，營造高齡友

善的社會。14年長者能藉由學習的過程促進自我

成長與自我實現。另一方面，高齡學習中「賦

權」（empower）予學習者作決定和掌控自我的

權利，是實踐高齡者學習權的準則。15「賦權」

的概念亦是博物館樂齡相關活動形式規劃時需

謹記在心，讓長者有選擇、表達、決定的參與

權及被尊重的感受。（圖 3）博物館發揮影響力

之處，在於可透過與不同機構的合作推動高齡

學習，鼓勵年長者與他人交流互動，促進其社

會參與，發揮所能，肯定自我價值，同時藉由

互動圈中他者的關注，避免老人因孤獨、挫折

感而產生無力感、失落，甚至憂鬱和絕望，以

致身心功能退化，走向前述艾瑞克森心理社會

發展論人生最後階段的負面危機。

藝術參與促進高齡者健康和身心安適
  近幾年越來越多支持藝術參與促進年長者

健康和身心安適的論點，並從偏重「治療」轉為

著重個人的「預防」老化疾病。美國博物館聯盟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2018年公布《博

物館如何看待健康議題》報告，羅列全美五十一

州各類型博物館在健康照護相關的措施和活

動，涵蓋阿茲海默症、自閉症、心理健康等十個

面向，高度肯定博物館的貢獻。16 2019年WHO

公布一份有關藝術改善健康和幸福感的綜論報

告，整合世界三千多項實證，顯示藝術在個體的

生命歷程中不但能促進身心健康和幸福感，也能

預防疾病和幫助療癒。17（圖 4）同年 12月，另

一項發表於英國醫學期刊的研究，在追蹤 6,710

位 50歲及以上的人士長達十四年後，發現每數

月或更常參與藝術活動者，比完全不接觸藝術

者減少 31%的死亡風險；即使每年僅接觸 1∼

2次的藝術活動者，死亡風險也比無參與者降低

14%。18

圖 4　藝術參與改善個體的健康和幸福感。圖為長者於故宮課程進行御守創作。　行銷業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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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愛爾蘭藝術協會（Arts Council of Northern 

Ireland，以下簡稱 ACNI）以降低 55歲以上民

眾的貧窮、疏離與孤獨感為目標，自 2010年開

始「藝術與年長者專案」（Arts & Older People 

Programme），起心動念在於年長者因孤獨和社

會疏離產生的意外事件增多，而孤寂和社會疏

離感影響生理、心理及情緒的安適感。ACNI於

2019發表了專案進行十年後的調查報告，1,804

位參與藝術活動的長者中，相較於十年前改善了

健康和心理安適感，提升生活的愉悅感、更好

的人際交流，願意嘗試新事物和學習新技能。19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透過在地老

人服務機構向外觸及樂齡族群，將藝術帶入年

長者的生活，藉由激發長者對故宮文物多元面

向的興趣，促進其藝術欣賞能力、吸收新知，

肯定自我的成就感。與台北仁濟院合作的「故

宮尋寶趣」課程，即是實踐活躍老化、高齡學

習和社會參與的理念。

故宮×台北仁濟院之「故宮尋寶趣」
　　位於臺北市萬華區擁有一百五十六年歷史

的台北仁濟院（以下簡稱仁濟院），前身是保嬰

局、育嬰堂（收容、撫養棄嬰，貧困無依之兒

童）、回春院（收容、救濟行旅病人）、養濟院

（賑濟鰥寡孤獨）、同善堂（客死而無力殯殮之

停柩所）等在地的慈善組織，是臺灣北部最重要

的醫療與社會福利機構，提供診療、巡迴義診，

安老，精神病患協助等服務。現今台北仁濟院以

仁心濟世為宗旨，關懷弱勢與高齡者，落實在

地服務，透過社區、醫療、社福等跨領域合作，

為弱勢發聲，提升社會福祉。除社會救助外，

「活躍老化、在地安老」是仁濟院的重點服務目

標，20而故宮與仁濟院合作的「故宮尋寶趣」 

（圖 5），即是在此項下的主題課程。

合作緣起 
　　臺灣長期照護 1.0於 2007年開始施行，仁

濟院當時參考北歐和日本的老年政策，除了老

後的照顧，之前的預防和活化更為重要，因此

自 2010年開辦「老人身心活化課程」（圖 6）， 

主題訂定多以長者健康促進與預防老化為導

向，例如高齡體適能、牙齒與營養、樂齡生活

等，接著加入提升生活功能之課程，如生活文

字班協助不識字的長者能獨立外出就醫和辦

事。從最早的三門課到現今在三大主軸「體能

促進」、「生命探索」和「多元學習」架構下

的四十門課，內容包羅萬象，從最基本的肌力

運動、肢體舞蹈、樂器演奏，藝術創作，到 3C

產品應用、養生保健、生活外語、品茶咖啡演

練等，每期報名熱烈，學員高達六百多人。而

「故宮尋寶趣」則是「多元學習」單元中，唯一

屬於人文藝術欣賞的博物館課程。那麼，故宮

是如何與仁濟院開啟美好的相遇呢？

　　社會服務室陳穎叡主任提到，歐美日等國

對高齡者創意增齡（creative aging，以下簡稱

創齡）和活躍老化（active aging）的政策與作

法，是將藝術面向帶入保健宣導，進而對長者

產生正向影響；當時仁濟院也開設製作個人生

命故事書的「傳承藝術」課程，工作人員看到

透過藝術參與和藝術創作，幫助長者回顧生命

歷程，讓他們和家屬對生命重新產生了新的意

義。擁有社工背景的陳主任二十年前曾學習音

樂治療及表達性藝術治療，深刻體會藝術對於

高齡者的影響力，他認為，醫院和博物館在某

些部分雷同，都是在限定的建築內提供服務，

但同時也往外出走服務不同地區的民眾，例如

醫院的偏鄉義診、博物館的對外推廣。有鑑於

此，仁濟院於 2019年開始尋求臺北市數家博物

館規劃長者藝術欣賞的課程。事實上故宮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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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濟院的首選，但卻是第一間應允合作的博物

館，讓該院承辦同仁感到不可置信，因為故宮

給人「高不可攀」、「非常遙遠」、「不易親近」

的印象，陳穎叡說。而這也顯示故宮與民眾確

實存在著一道根深蒂固、需要被跨越和消弭的

高牆。2019年正是故宮積極啟動走入長者社區

的時期，除延續定期至養老機構辦理樂齡講座

外，2018年與臺北市立圖書館樂齡學習示範中

心合辦「藝起發現國寶美」、與士林區健康服

務中心合作「穿越故宮的時空隧道」系列課程，

而仁濟院的叩門，開啟了這場自 2019年延續至

今，有志藝同的樂齡旅程。

　　仁濟院「老人身心活化」課程的參加對象

為年滿 60歲以上之民眾，報名時需繳交 1,000

元保證金。2019年第一次開課前，仁濟院和故

宮經過數次討論有關機構期待、學員背景與偏

好，以「故宮尋寶趣」作為往後課程的固定名

稱，每年再依主題特色加上副標題。第一期剛

開課時，仁濟院有點擔心故宮課程曲高和寡，圖 6　仁濟院「老人身心活化」課程　台北仁濟院提供

圖 5　「故宮尋寶趣」課程 2022年、2021年、2020年（由左至右）　台北仁濟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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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無法投入，甚至有學員坦言，是因選不到

其他課程才選故宮，但到了第一期課程結束後，

經學員口耳相傳，故宮課程打破大家對其難以

親近的既定印象，已成為最搶手的選項。故宮

原以為選課學員皆為萬華區在地居民，進一步

瞭解後才得知學員來自臺北市和新北市各區

域，甚至從基隆和桃園遠道而來。對此，陳穎

叡認為，「故宮尋寶趣」的成效及吸引樂齡者

前來報名的主因，在於課程設計與教學和傳統

藝術欣賞的授課方式截然不同，故宮文物成為

可親近、可玩賞、可和生活相連結，同時能進

修新知、充實自己的最佳選擇。

學員背景
　　「故宮尋寶趣」招生時原以每班 30人為上

限，然 2019年至 2022年歷經場地整修和新冠

肺炎疫情，仁濟院時有停課及招生名額縮減的

防疫措施，以確保年長者的健康。四年期間「故

宮尋寶趣」參加學員性別比例男性為三成五、

女性為六成五，65∼ 69歲和 60∼ 64歲學員分

別佔 40%和 31%，70∼ 74歲則佔 21%，可看

出隨著年齡增加參與人數下降；教育程度方面，

一半以上學員具有大學學歷，30%高中畢業。

居住地一半學員來自臺北市，近一半者來自新

北市，整體而言，來自當地萬華區居民最多 

（約 20%），約 30%來自鄰近的板橋區。（表二）

仁濟院的學員整體而言，為具備移行能力的健

康長者。

課程主題設計
　　「故宮尋寶趣」課程一開始即設定以有趣、

容易親近、淺顯易懂、與現代生活連結為內容

設計原則，同時藉由課程期間帶長者至故宮參

觀，建立學員熟悉故宮和文物，並將仁濟院期

望能搭配手作活動的想法納入課程規劃中。

2019年上半年與下半年各開一期課程，每期八

週、每週一次上課頻率。2019年課程結束後，

學員反應希能增加故宮參觀次數，故於 2020年

起增為九週。每期課程由故宮承辦人和講師以

前述設計原則為基，發展年度主軸，羅列相關

文物亮點進行轉譯連結，發想延伸手作活動，

盤點適合各單元的複製文物等，課程內容如。

（表三）統整四年教學和學員反應的積累，建立

課程原則性的架構概述如下。

一、國寶總動員 
　　此單元以故宮人氣動畫「國寶總動員」為

表二　 2019年～ 2022年仁濟院學員背景分析 作者製表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居住地

男性 35%

女性 65%

60∼ 64歲 31%

65∼ 69歲 40%

70∼ 74歲 21%

75∼ 79歲 6%

80∼ 84歲 0

85∼ 89歲 1%

90歲以上 1%

研究所（含以上） 6%

大學（專） 53%

高中（職） 30%

國（初）中 5%

小學 6%

臺北市 50%

新北市 46%

基隆市 1%

桃園市 3%

※總人數除性別欄為 106人，其餘各為 10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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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2019年～ 2022年「故宮尋寶趣」課程主題 作者製表

2019年（8週，含 2次參觀） 2020年（9週，含 3次參觀） 2021年（9週，含 3次觀） 2022年（9週，含3次參觀）

國寶宮略 國寶總動員系列 故宮好好系列 樂力四射 135

1
國寶宮略：一生必看的經

典國寶
1
國寶總動員首部曲＋ 
故宮國寶動動操

1
故宮好好玩；經典國

寶介紹
1 參觀故宮好美力

2
瓷器上的萬花筒＋ 
我的禪繞百寶袋手作活動

2 國寶總動員二部曲 2
好健康防疫系列： 
故宮國寶動動操

2
草蟲捉迷藏：繪畫中

的草蟲世界＋ 
蝴蝶與花手作活動

3
瓷器與珍寶＋ 
我的小小傳家寶手作活動

3 參觀故宮 3 參觀故宮 3
樂力動齡：用身體認

識故宮文物　 
故宮國寶動動操

4 參觀故宮 4
花開富貴・節慶好時光＋ 
看見窗花風情手作

4
好虔誠系列＋ 
小提袋禪繞畫手作

4
四時節氣養生力＋ 
春意盎然：貼出你的

小花園

5
玉潔冰清＋ 
和諧粉彩畫話趣手作活動

5 故宮動物園 5
好心情健走系列＋ 
和諧粉彩畫山林杯墊

5 參觀故宮好美力

6 茶文化與生活風尚 6 參觀故宮 6 參觀故宮 6
古代的斜槓樂齡的創

造力＋ 
咖啡畫山水

7 參觀故宮 7
讀你千遍：古人與文物

的八卦小故事＋ 
心靈團扇手作活動

7
好關係系列：君臣、

夫妻、朋友
7 老派閑情最給力

8 國寶同樂會 8 參觀故宮 8 參觀故宮 8 參觀故宮好美力

9 百工百業達人誌 9 好華麗系列 9 百工百業達人誌

※以上課程按內容規劃搭配小型複製文物體驗

楔子（圖 7），由〈白瓷嬰兒枕〉、〈玉辟邪〉

和〈玉鴨〉的尋找螽斯之旅，和片中不可錯過

的經典文物相遇作為旅程的開始，為學員打開

博物館的大門。同時，示範如何運用故宮豐富

的數位資源如網站、臉書、Opendata、Podcast、

Youtube影片等，提供學員自學的管道。

二、故宮國寶動動操
　　「國寶總動員」中上述的三位主角、〈翠玉

白菜〉、〈青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等八件

文物，加上〈毛公鼎〉、〈珊瑚魁星點斗盆景〉

圖 7　 「國寶總動員」動畫中討喜的三位主角是帶領長者認識故宮文
物的導覽者。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臉書》：https://www.
facebook.com/npmgov/photos/a.166225773461215/34368685
5715105/?type=3，檢索日期：2022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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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清　珊瑚魁星點斗盆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1375

圖 8　 「故宮國寶動動操」中「魁星」的動作訓練肌力和爆發力　行銷業務
處提供

圖 10　 「故宮國寶動動操」中〈玉龍佩〉的動作訓練平衡　行銷業務處提供

和〈玉龍佩〉，組成「故宮國寶動動操」的運

動設計元素，除了由故宮講師介紹文物精華，

本單元特別邀請職能治療師共同授課，帶領長

者用肢體與動腦體驗文物精妙之處，結合健康

促進和藝術造型欣賞，創造與文物連結的新方

式。（圖 8∼ 11）

三、參觀故宮展覽
　　課程主題搭配故宮當期展覽，以陳列室的

展品為優先選件，而當學員參觀故宮時，讓文

物從課堂簡報中的平面呈現，轉變成立體的接

觸，在博物館展覽的脈絡中，加深對文物的認

識與交流。學員喜愛參訪故宮的另一個原因，

是由授課講師帶領練習實地觀看、複習課程內

容，感受文物的質地、色澤、量體，甚至能量

流動（圖 12、13），成為會看門道的內行人。

部分學員參觀後，便能為親友導賞故宮，豐富

社交人際關係。

四、說說人生大小事
　　現代人的人生大小事，從職業、生活樣態、

感受、寵物、寶物、八卦、關係、健康、養生、

節慶等面向，即使時代不同，其實都能和古人

生活互相對話與印證，與古呼應之際，學員得

以不同形式的文物主題設計，表達自我感受、

人生經歷和故事，並與他人分享與交流。

五、手感創作
　　「故宮尋寶趣」每期課程設計 2∼ 3次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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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戰國中期　玉龍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玉 000405 圖 13　 仁濟院學員帶著故宮 Rody（右）一起觀賞青銅器，圖為〈毛公鼎〉。　 
行銷業務處提供

圖 12 -1　（左）參觀時老師請學員使用手機從下往上拍攝漢〈褐釉陶犬〉，發現狗兒面部表情從齜牙咧嘴變成可愛的微笑模樣。　行銷業務處提供
圖 12 -2　（右）東漢　褐釉陶犬　作者攝

作活動（圖 14、15），目的是如教育學家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所倡導的「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從操作中加深對文物的觀

察與連結，因此每項手感創作皆從故宮典藏及

課程主題發想，藉由創作參與學習新技巧，累

積經驗值，活化連接大腦神經元的樹突增長，

強化認知能力。每件作品代表個體透過藝術的

表達，再經由學員口述創作理念，亦是向他人

展現自我的另一種面向；而創作的決定權回歸

學員，幫助其建立自信與自我價值的肯定。

　　「賦權」年長者選擇表達方式及學習偏好需

建立開放、輕鬆自在的環境氛圍，今日的高齡

學習不再適合單方的輸入，而是能互動、對話、

探索與統整交替進行，長者亦有權選擇如何參

與互動及回饋的方式。講者應具備尊重及不批

判學員表現或回應的素養，同理長者身心狀態，

適度引導學員開口但不勉強或造成壓力；小組

討論、小禮品、即時肯定常能鼓勵發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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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考試般的問題等，端視帶領者與課堂助教的

細心關照、教學經驗與說話技巧。在同一課堂

中若同時有年齡或教育程度差距較大的學員，

需關注其是否有不同的需求需協助，避免長者

產生跟不上或被忽略而導致的挫折感。

學員回饋
　　2020年至 2021年學員回覆問卷有關報名仁

濟院課程的原因，依次為「學習新的知識／事

物」、「增廣見聞」、「追求身體健康」，而

「結交朋友」和「有熟人一起作伴」並列第四，

圖 14　「草蟲捉迷藏」特展介紹課程搭配蝴蝶印章彩繪手作活動　行銷業務處提供

圖 15　搭配好心情健走課程長者創作諧粉彩畫山林　行銷業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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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2019年～ 2021年「故宮尋寶趣」學員心得與建議之回饋彙整 作者製表

類別 心得與建議

一、課程時數

• 感謝仁濟院、故宮開辦此課程，但課程僅八週太少。

• 可增加時數

• 課程時數太少

• 希望課程能夠多增加 3堂課（含參觀）

• 請可以增加課程、增加知識。

• 可惜課程太短，只知道一些些，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再參加。

• 非常感謝，希望有 12堂課（含參觀 4次）。

二、對課程的肯定

• 古文物的精緻巧思，令人欽羨！百看不厭。

• 實在是太棒的課程。值得一再參加學習。

• 講師講課非常生動，太棒了！

• 有朋友推薦或聽說不錯

•  以前去故宮，純粹是帶著觀賞心情去看，現在上完課，再看故宮的展物，能更清
楚觀賞其中之奧妙！

• 很滿意、非常開心、隨課增長見聞，謝謝！

• 喜獲學習樂趣，從孤獨中獲得解放。

•  參加仁濟院多年的課程，這次的故宮尋寶趣是最快樂、得到最多知識的，尤其是
三位美女老師，我最愛了。

• 認識古物，欣賞古物，引起興趣。

• 退休第一次參加感覺很開心；希望開不同的課程。

• 增廣對故宮文物的認知、寶物的來源，更愛古物。

•  請繼續辦理！讓國人更了解國寶的珍貴，欣賞國寶的美！（有上沒上差很多，上
了才能更了解跟體會）。

• 樂齡長者的課程很豐富，希望文化活動能往下開始，能開國小國中的活動。

•  時間過得很快，上課的快樂時光很快就要結束，依依不捨，謝謝如此美好的課程，
希望後會有期！

• 熱誠感人，喜歡書畫，承辦師資俱佳、專業優。

• 增加見聞，了解許多不容易學習的事物，不同時代使用器物的變化與應用。

三、課程設計

•  每個課程建議增加廣度和長度，九週一期無妨，但希望能讓舊學員優先任選延續
的課程。

• 每個課程建議增加廣度和長度

• 希望有更進階的課程

• 每次課程，除原有題材，再增加一些深入廣泛內容，是件好事。

四、報名名額
• 課程時數太少，名額亦少。

• 建議：增加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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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發時間」則無人填選；另回覆報名仁濟院

「故宮尋寶趣」課程最主要的原因依次為「對故

宮文物有興趣」、「對故宮開的樂齡課程有興

趣」、「故宮開的課一向很有品質」，並列第

四的為「有朋友推薦或聽說不錯」和「沒上過，

想參加看看」。由以上結果可發現仁濟院學員

對學習新知和對故宮文物有興趣是最大的參加

動機（圖 16），以積極的態度為自己安排生活，

並非消極的打發時間。

　　課程滿意度方面以 5分為最滿意、1分為最

不滿意來看，2019年至 2021年分別為為 4.24、

4.34和 4.37，其中達最滿意 5分的為 2020年的

三次故宮參觀。學員對課程的心得與建議可歸

納為四類如表四。按滿意度和心得建議，得知

最受學員喜愛的，是由講師帶領參觀故宮，解

說展覽並複習課堂所學的方式。相較於學員自

行參觀故宮或參加單次定時導覽，這樣的效果

更佳。當講師在課堂上先為學員解說，學員再

至博物館觀看真品並複習所學時，即搭建了長

者和故宮文物的橋樑，提高其對故文物的興趣，

也達到樂齡教育推廣的目的。

「故宮尋寶趣」的未來
　　未來，仁濟院正積極籌備「台北仁濟院樂

齡身心活化示範中心」（暫名），擴大目前身

心活化課程的規模，提供長者展現自我、培養

新技能和創造事業第二春的新舞臺，除了各項

課程教室外，設有展演廳，音樂、直播、多媒

體等教學設備，培養長者學習新技能。此中心

亦將成為不分年齡、不同專業領域者互動交流

的空間。以「故宮尋寶趣」而言，長者即可透

過新設媒介與平臺，展現對於故宮文物的個人

化演繹，增加了多元形式表達的可能性。2019

至 2022年學員報名仁濟院課程的原因，在於能

學習新的知識和新事物；而博物館加入社區機

構長者學習服務的行列，最大的優勢在於能透

過機構的影響力與資源，觸及更多非博物館參

觀者的年長民眾有機會瞭解博物館。長者透過

親近藝術文化的社會參與，學習新知、培養美

感、發揮創造力，進而肯定自我價值、達到身

心安適，此為博物館社區參與的力量。

　　未來，故宮的樂齡課程將持續以長者為主，

文物為輔，開發更好的「心」的交流方式，提

供共創、共學、共享的多種體驗。另一方面，

跨世代的代間學習，則是另一種值得探討的發

展。如果說人的一生是一趟奇妙恩典的旅程，

那麼博物館便是旅程中的陪伴者，期待故宮文

物能豐富長者的生命經驗，激盪出更多的延伸

對話與創齡實踐。

本文感謝台北仁濟院陳穎叡主任接受訪問並給予本

文有關仁濟院之介紹內容給予指導。

作者任職於本院行銷業務處

圖 16  仁濟院長者課程參與度高，樂於表達自己對文物的觀察。　 
行銷業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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