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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參與博物館行為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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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詞：博物館教育、藝術推廣

摘要

研究者為熱愛藝文活動之藝術大學學生，在一門博物館教育理論之課程當中，發現

年輕人參觀博物館之意願低迷，而故宮博物院長林正儀（2018）指出，年輕人參觀博物

館人數少了三分之一，亦強調，應強化美學教育，文化藝術可提升生活品質，有助於整

體社會的競爭力；本研究以藝術推廣為目標、行銷觀點來切入，針對年輕人參與博物館

之行為進行探討，希望提倡年輕人參與博物館之意願，以提供博物館作為藝術教育之參

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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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者為熱愛藝文活動之藝術大學學生，在一門博物館教育理論之課程當中，發現

年輕人參觀博物館之意願低迷，而故宮博物院長林正儀（2018）指出，年輕人參觀博物

館人數少了三分之一，亦強調，應強化美學教育，文化藝術可提升生活品質，有助於整

體社會的競爭力；本研究以藝術推廣為目標、行銷觀點來切入，針對年輕人參與博物館

之行為進行探討，希望提倡年輕人參與博物館之意願，以提供博物館作為藝術教育之參

考依據。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尋找不同變項及環境因素，探討其對於年輕人參與博物館產生之影響，進而

增加年輕人參與博物館之意願，以達到培養藝術能力之目標。

（一）了解年輕人參與博物館之阻礙本研究試以展覽呈現方式、體驗式行銷策略、服務

品質探討其對於年輕人　參與博物館之意願影響

（二）探討如何增加年輕人參與博物館之意願。了解年輕人參與博物館之阻礙，探討如

何提倡年輕人參與博物館之意願

曾煜翔、吳依蓉、鄭羽雯
年輕人參與博物館行為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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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架構

本研究擬定研究架構，首先透過文獻分析法找出國內書籍、期刊、論文、研究報告

等，針對博物館的行銷、形象、趨勢進行探討，並使用問卷調查法後量化研究與統計分

析，探討年輕人對於博物館參與的程度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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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假設
（一）博物館互動媒介的體驗對於年輕人參觀博物館有無顯著影響

（二）博物館展場規劃的設計對於年輕人參觀博物館有無顯著影響

（三）博物館功能的展現對於年輕人參觀博物館有無顯著影響

（四）博物館類別的區分對於年輕人參觀博物館有無顯著影響

（五）博物館服務品質的呈現對於年輕人參觀博物館有無顯著影響

五、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本研究因經費與人力限制，將問卷發放對象設定於 19-30 歲之年輕人

（二）本研究因經費與人力限制，使用網路進行線上問卷填答方式

（三）本研究因經費與人力限制，將問卷發放地區設定在台北市及新北市

六、名詞釋義

（一）社群網路

本研究所指之社群網路是用來分享與交流之網路平台，人們會在網絡平台上集結成

聽閱社群。

（二）藝文活動

舉凡與藝術、文化有關的活動均屬之。

（三）體驗式行銷

消費者經由觀察或參與某件事後，感受到刺激而引發動機，產生消費行為或思考的

認同，增強產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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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博物館的定義

博物館於今日的在社會脈絡與科技發展之下，不斷的改變其形態樣貌，廣義的博

物館是科學與藝術普及教育或終身學習的中心，是公民與社區的空間 (museums as civic 
and community spaces)，是社會變遷與促進文化理解的機構 (museums as agents for social 
change and promoting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典藏人類文化遺產的博物館是創造力的

觸媒 (museum as catalysts for creativity)，是旅遊與觀光的關鍵夥伴 (museum as key partners 
in travel and tourism)，也是文化研究與創新 (research and renovation) 事業中重要的一環（王

嵩山，2011）。從傳統的知識殿堂、教育滋養、文物典藏、藝術與工藝成就的流傳，博

物館逐漸轉型由過去國家權威的象徵，專業知識散播的殿堂，搖身一變成為社會教育機

構與社區 意識的凝聚中心，開拓了資訊、傳播、觀光、休閒、娛樂與行銷等功能（黃蕙娟，

2008）。近年來，民營化經營、企業博物館、及在地化特色園區不斷出現，使得舊型態

的博物館，不得不面臨轉型考驗。

二、博物館參與現象觀察

圖 2-1　博物館參與現象觀察

資料來源：整理自文化部 (2014)。「重要文化統計數據與指標」。

由上述圖表整理出大學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古蹟文物、景觀等文化遺產持續增加，

藝文活動的舉辦與參與人數呈現正相關的成長，博物館的文化參與率卻是下降，根據報

導行政院於嘉義縣設置的故宮博物館南部院區，營運至今參觀人數更是不廷下滑，單日

遊客數甚至出現一天不到 300 人，故宮博物院長林正儀也指出，年輕人參觀博物館人數

少了三分之一。由幾個現象發現的端倪，博物館參與是藝文活動中的一環，踏進博物館

的人卻逐漸年減少，故本研究以年輕人為目標族群探討人們對於博物館參與的衰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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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物館的趨勢變化

圖 2-2　博物館的趨勢變化

資料來源：黃英哲 (2014)。「文化觀光脈絡下的博物館發展趨勢」。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50，113。

由上圖的得到過去的思維重視文物、技術、經典的收藏保護，為學識的殿堂。然而

新興的博物館策略注重以人為導向的服務，如何吸引群眾與之建立連結，滿足觀眾的參

與感、增進觀眾與博物館的溝通對話，在地化的情感連結。結合時下科技，加入多媒體

元素，實際操作及影像互動，享受聲光效果的視覺饗宴，教育服務與休閒娛樂的結合。

四、博物館的展覽剖析

博物館的展覽，從過去的靜態儲存方式，到動態教育的立場，把物件與人性結合，

媒介與訊息互動的過程中，展覽理念的發展，事實上已如社會發展多元性的時代，它不

能拘泥典型性傳統方式，而應該有更廣闊的表現方式。展覽的理念， 是人、事、地、時

的要素，所包含並互為表裡的工作。展覽含括了美學呈現、視聽娛樂、劇場表演；博物

館的展覽在注重知識傳遞、經典文物的呈現上，也與時俱進加入新的策展思維；除了思

考空間、色彩、燈光與展場佈置；它不同於街坊的物象，而是在追求更深層情知價值，

超越現實性的拘泥，在普遍原則的理想外，加上獨特性的創意能量（黃光男，2006）。

現今人們可以從網際網路或是線上圖書館等方式，了解博物館內保存的各類資源，

如此便減少了人們實地踏入博物館的驅動力，而博物館的展覽呈現成為了吸引力的重要

環節。過去的策展，著重於以「物」為主的理念，博物館的珍貴性、稀有性典藏為賣點，

與被動式的靜態觀賞；現今轉變為以「人」為本的方向，展覽規劃提供休閒娛樂與參與

體驗導向，著重於展覽的新鮮感、有趣性、互動性，除了靜態的觀賞展品外，也與物對

話的雙向交流，過往的展覽著重於陳列式擺放、靜物型態的賞析，參觀者以被動的視點

觀賞；而科技技術的與人文思想的演進，舊有的策展思維逐漸式微。

曾煜翔、吳依蓉、鄭羽雯
年輕人參與博物館行為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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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展覽百樣多元，無論是商業型態、企業文化博物館、時尚展覽等等，都有著

各自的風格，特殊主題性質、從其他博物館借取及蒐藏者、抑或是該博物館的館藏，戲

劇性的技巧吸引、持續性的吸引力、較具議題性提高民眾興趣關注，增加不同族群的觀

眾等等，特展是一種表演、規劃的策略，創造吸引力、提供娛樂。

五、體驗式行銷 

行銷是數種活動的結合，目的在吸引觀眾博物館來，認識我們的藏品、設備和服務

行銷像是一座橋，溝通的是我們的所做所為，和那些來參觀、學習、經驗我們視野的觀

眾 。行銷的定義是什麼，行銷為什麼在今日博物館與美術館營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林潔盈，2004）。博物館因應社會風氣的變遷、經濟型態的轉變影響之下，行銷變成

為了推廣博物館不可或缺的一環，博物館以民眾服務為主的機構，如一般企業依靠市場

的研究與觀察，利於推廣博物館的品牌形象，訂定行銷策略、改善服務，增進大眾對於

博物館的參與程度，新一代群眾相較於過去世代對於博物館的期許，以及利用及接觸博

物館的方式也不斷改變（謝榮峰，2015）。

六、社群行銷

博而博物館如何利用社群網路的力量發揮其最大效益 ? 根據歐美博物館與社群網路

新關係― Instagram APP 案例介紹 ( 彭詩婷，2015) 一文中發現到，Instagram 在近幾年

成為最多年輕人使用的 APP 平台，簡潔的介面傳達文字與圖像，擁有標籤人事物的功

能，則形成廣大的連結網絡。歐美博物館在 Instagram 上，建立與年輕族群的連結，舉辦

邀請年輕會員的藝術、時尚派對，或官方帳號標籤民眾所拍攝博物館的相關照片，建立

一個互動性的分享平台，歐美博物館的行銷策略結合了時下流行趨勢，呈現良好效果。

網際網路與行動載具盛行的時代，新世代的年輕人活躍於各虛擬社群中，舉凡電子佈告

欄 Ptt、網誌 twitter、影音分享 YouTube、社交網站 Fackbook、通訊軟體 Line、skype、
wechat 等等，形成強大的互動網絡，成為獲取資訊快速且便捷的管道、沒有地理限制的

社交場域，根據行政院研考會所進行的「新興網路議題調查」發現，台灣地區最近一個

月有上網的 12-20 歲青少年中，有 45.9% 持續經營部落格、40.4% 上 Facebook、 39.3% 
以 MSN 和朋友聯繫；21-30 歲民眾則有高達 76.4% 使用 MSN、54.5% 用 Facebook、
43.2% 寫部落格（吳淑俊，2010），可以觀察到，台灣的年輕人網路黏住度比例相當高，

社群網路成為了年輕人的主流場域，而博物館如何去在社群網路定位與發展是不可避免

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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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定研究架構，首先透過文獻分析法找出國內書籍、期刊、論文、研究報告

等，針對博物館的行銷、形象、趨勢進行探討，並使用問卷調查法後量化研究與統計分

析，探討年輕人對於博物館參與的程度。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效度與信度分析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博物館的功能與類別、展覽規劃 Cronbach's Alpha 值皆大於 0.7 本研究問卷信度具有

準確信，設施與互動趨近於標準值，服務品質無法達到標準區間值。

二、博物館類別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藝術博物館的平均值為 3.99 與現代藝術展覽平均值 3.99 得知年輕人偏好藝術類別的

展覽與博物館。準確信，設施與互動趨近於標準值，服務品質無法達到標準區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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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物館功能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學術的研究、歷史文物保存、傳播知識與文化為年輕人族群所體驗的博物館思考與

情緒連接，文獻調查所強調休閒娛樂的功能並不如預期彰顯，可能是流失族群的原因之

一。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對於展覽內容、主體內容和創意呈現、展品與佈置都處於平均值高出其他環節內容

許多，參與本研究之年輕人族群對於展場規劃的重視程度可見其突出的數值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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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品質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論得到年輕人對於博物館的意象為學習傳遞知識與歷史文物的場所，在博

物物館的功能傳遞方面，沒有顯現出探討中博物館轉型增加得提供休閒娛樂成為大眾場

域的跡象，或許是群眾流失原因之一；在對於展覽呈現的面向展現出高度的需求與重視

度，然而展覽的吸引力尚未達到成為補給流失群眾的主要動力。所在不同觀測環境下造

成印刷色彩變化更是惡名昭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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