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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宜學、宜遊 

【宜蘭地方博物館 x 環境教育】 

國際論壇 

2020 年是蘭陽博物館成立 10週年、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成立近 20 週年、宜蘭博物館事業推展 30週

年的重要里程碑。值此之際，在「宜蘭是一座博物館」的概念下，以環境教育為題，重新探討、檢視博物館所

蘊含的社會價值與教育意義。 

2019 年，我們透過圓桌會議方式，探討環境教育與博物館事業發展的推動經驗對話；策劃「宜蘭勁鄉團—

蘭博家族特展」，展現宜蘭自然、文化特色；2021 年則在此基礎上，擴大辦理地方博物館與環境教育國際論

壇，為宜蘭博物館事業發展開啟交流，並作為檢視宜蘭是一座生態博物館推動 30 年經驗歷程之再出發的起點。 

一、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文化部、宜蘭縣政府 

(二)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文化局 

(三) 承辦單位：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四) 執行單位：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二、 論壇目的 

(一) 分享宜蘭縣內環境教育推動的成果 

(二) 分享國內外地方博物館推動環境教育之經驗、作法與交流 

(三) 作為地方博物館群後續推動環境教育之參考 

三、 大會子題：子題 A、宜學做環教；子題 B、宜居推環教；子題 C、宜遊玩環教 

四、 辦理日期：2021年 1月 15、16日（週五、週六） 9:00-17:00 

五、 論壇地點：蘭陽博物館二樓國際會議廳（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三段 750 號） 

六、 參加對象：公、私立博物館、地方文化館、環境教育與社區營造從業人員、相關科系師生及有興趣

的民眾等。預計招收 70位。 

七、 報名費用：本論壇由文化部專案支應，報名免費。不含參加者交通住宿安排。 

交通指南請見附件 1。 

八、 報名方式：即日起受理報名，採線上報名（額滿為止，正取 70名，備取 30名）。 

報名連結：https://reurl.cc/Z7L9da。錄取名單將於 2021 年 1月 4 日公告於蘭陽博物館網站並以 email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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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注意事項：    

1. 論壇內容及時間分配當得視情況調整之，為求最佳活動品質及效益，本館保留各項修改之權利。 

2. 全程參與者，課程結束後核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及環境教育學習時數。 

3. 本課程將進行錄影、拍攝，其影像供指導單位、主辦單位日後教育推廣及成果紀錄使用。若不

同意授予肖像權者，請於報名表上特別註明，並於錄影與拍攝時留意迴避。 

4. 本館為環境教育設施場所，邀請您支持環保愛地球，自備環保碗、筷、杯具。 

5. 為避免嗅覺刺激，引發與會者偏頭痛或癲癇等症狀，請勿塗抹含香料物。 

6. 為配合防疫新生活，入館實施實名制。論壇期間請全程佩戴口罩。 

7. 若發生不可抗力之因素影響活動進行（如風災、地震、火災、水災等），依規定辦理延期並公告

於本館網站。 

8. 交通指南可參加附件 1。更多交通資訊請參考蘭陽博物館網站

http://www.lym.gov.tw/ch/audience-service/traffic/lym/。請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前來。 

十、 聯絡人：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劉小姐 03-9221613#20 / miaomiao@eeft.org.tw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張小姐 03-9779700#304 / hting5@mail.e-lan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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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國際論壇議程  

國際論壇議程 2021/1/15（五） 

時    間 主    題 

0900 - 0920 報    到 

0920 - 0930 開 幕 式 / 貴賓致詞 

0930 - 0940 全體合影 

0940 - 1000 茶    敘 

1000 - 1010 主持人 / 黃貞燕 副教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 

1010 - 1100 
專題一、「宜蘭就是一座博物館」下一個十年願景 

陳碧琳 館長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1100 - 1150 
專題二、日本地域博物館與無形文化遺產 

梶原宏之 博士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觀光學系養生休閒管理學科 

1150 - 1200 與談時間 

1200 - 1300 午    餐 

 子題 A、宜    學 

1300 - 1310 主持人 / 周  儒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1310 - 1400 
專題三、如何推廣和實踐可持續的環境素養？琵琶湖地區環境活動的作法考察 

楊  平 研究員 日本滋賀縣立琵琶湖博物館  (本專題以預錄放映，與談時間現場連線) 

1400 - 1430 
A - 1、宜蘭學的蛻變與成長~走讀宜蘭的高中特色選修課程 

徐銘鴻 老師 宜蘭高中  

1430 - 1500 
A - 2、擁抱大山大海的博物館~岳明國小的在地行動與實踐  

黃建榮 校長 岳明國小  

1500 - 1515 與談時間 

1515 - 1535 茶    敘 

1535 - 1545 主持人 / 林鴻忠 兼任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1545 - 1615 
A - 3、用我的眼睛記錄宜蘭影像 

顏廷伍 老師 北成國小 

1615 - 1645 
A - 4、永續森林的推動與實踐 

吳思儀 課長 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育樂課（羅東自然教育中心） 

1645 - 1700 與談時間 

1700 ~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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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論壇議程 2021/01/16（六） 

時    間 主    題 

0840 - 0900 報    到 

 子題 B、宜    居 

0900 - 0910 主持人 / 謝宏仁 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0910 - 1000 
專題四、博物館活動與公民參與─以公民培力(empowerment)為目標 

林浩二 研究員 日本千葉縣立中央博物館  (本專題以預錄放映，與談時間現場連線) 

1000 - 1030 
B - 1、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的居民大溪學 

陳倩慧 館長 桃園市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 

1030 - 1040 與談時間 

1040 - 1050 茶    敘 

1050 - 1100 主持人 / 林瑞木 總顧問 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 

1100 - 1130 
B - 2、青銀共創島嶼博物館計畫 

黃建圖 主持人 龜山島社區青銀共創計畫  

1130 - 1200 
B - 3、半農興村：為了嚮往農村生活的人們留一條路  

楊文全 共同創辦人 慢島生活、倆佰甲新農育成平台召集人 

1200 - 1210 與談時間 

1210 - 1310 午    餐 

 子題 C、宜    遊 

1310 - 1320 主持人 / 劉冠妙 處長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1320 - 1410 
專題五、城市中的保育行動與民眾參與   

梁恩銘 教育總監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辦公室  (本專題以預錄放映，與談時間現場連線) 

1410 - 1440 
C - 1、結合山、海與部落，讓旅人看見南澳的美 

漢  聲 總幹事 愛南澳生態旅遊協會 

1440 - 1450 與談時間 

1450 - 1510 茶    敘 

1510 - 1520 主持人 / 蔡明志 副教授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1520 - 1550 
C - 2、旅人書店的老城旅行與書店風情 

林世傑 創辦人 Stay旅人書店 

1550 - 1620 
C - 3、Bike 宜蘭媽祖古廟-巡禮噶瑪蘭文化地景 

葉永韶 主持人 燦景古建築研究工作室  

1620 - 1630 與談時間 

1630 - 1700 

綜合座談：宜蘭地方文化館落實環境教育的挑戰與實踐 

陳碧琳 館長 蘭陽博物館             /  林修毅 科長 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綜合計科 

林瑞木 總顧問 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 /  鄒金玉 理事長 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 

劉冠妙 處長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1700 ~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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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交通指南 

蘭陽博物館 

 

1. 地址：261 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三段 750號 

2. 電話：（03）977-9700 

3. 交通路線： 

(1). 自行開車：  

 路線 1：由基隆方向沿台 2線濱海公路往南行駛，過北關 134.5 公里處，即可抵達。 

 路線 2：沿國道五號經雪山隧道後，下頭城交流道往頭城烏石港方向，於台 2線 134.5 公里處，即可

抵達。  

(2). 大眾運輸： 

 火車：搭乘東部幹線火車至頭城站下車，往烏石港方向步行 20分鐘，或轉乘宜蘭縣境公車 131、1766、

紅 1(週末行駛)，至蘭陽博物館站或烏石港站下，即可抵達。 

 公車 1：搭乘國道五號首都或葛瑪蘭客運至礁溪轉運站，轉乘縣境公車 131、1766、綠 19、紅 1(週

末行駛)，至蘭陽博物館站或烏石港站下，即可抵達。 

 公車 2：搭乘國道五號國光客運至蘭陽博物館站或烏石港站下，即可抵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