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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類觀察研究各種宇宙中的自然現象與變化，逐漸理解相關事實和建立模型理論而形成科

學知識，然後再運用科學方法協助自身面對問題、適應環境與改善生活，並在此一過程中累積

經驗，最後成為文化內涵；因此，「自然」與「科學」可說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依據，也是

回應世界新課題、開創新思維的關鍵透鏡。同時以「自然」與「科學」為展示核心內容的國立

自然科學博物館，自 1986 年起對公眾開放，即運用特展與觀眾對話，肩負博物館面向社會、

詮釋知識的責任，卅多年來已舉辦超過 325 檔特展，內容涵蓋動物、植物、地質、人類學、天

文、科學與藝術、環境議題、基礎科學、跨學科領域、政策宣導、其他類別等主題。本研究藉

由分析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1990 至 2021 年的特展，從中了解博物館與社會脈動之間可能的

關係、連結與定位。例如近年來該館特展的主題有所變化，在原住民與臺灣常民文化展覽主題

上逐年增加，而策展模式也以多重角度呈現，還有持續關注的環境議題，則從過往陳述現況，

逐漸轉為由博物館角度進行批判，顯現當今對人文、跨領域與社會責任的重視。這些展示的變



 

化，不僅說明了博物館在世界潮流與環境變遷下所具有的意涵，也呈現出臺灣社會蓬勃的生命

力與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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