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見臺灣故事數位學習平台

物件的秘密

搭配教學影片單元1：〈博物館中的物件到底有什麼特別〉

教學影片單元2：〈物件的觀察提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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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如何說故事」系列教學影片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長期推動學生「 說故事能力」的培育，引導學生

在學習歷程中蒐集素材、探究故事、組織敘事，逐步培養 說故事、呈現觀點的設計能

力，並運用文字、影像、展覽等呈現方式，表達身邊的臺灣故事。

本館為協助教師將「說故事能力」帶入教學現場，製作「如何 說故事」系列教學影片，

帶領學習者觀察物件、對物件提問、發展敘事及呈現。本館同時製作影片搭配教學簡

報及學習單，供教學使用。



關於「如何說故事」系列教學影片

本系列影片包含以下五堂課：

物件的秘密

多元的說故事方法：展覽

創造故事內容

建立故事架構

多元的說故事方法：其他

1

2

3

4

5

說明觀察物件、對物件提問的方法

說明如何透過人事時地物發展故事內容

梳理故事核心與層次

從蒐集素材到規劃展示的方法

運用其他媒介（影像、劇場）說故事



本簡報介紹

本簡報可搭配第一堂課「物件的秘密」之 單元1〈博物館中的物件到底有什麼特別〉 、

單元2〈物件的觀察提問技巧〉進行教學。

兩部影片將帶領學習者認識博物館「物件」之特殊性，以及如何透過「觀察」和「提問」

挖掘物件背後的故事。

本簡報另提供學習單，讓學習者可自行選擇手邊的物件，進行提問練習。

教師可彈性將本教材應用於各學科領域與學習階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t5rzn4axHY&list=PLjjZM1QoEMJdHJgnxoFoPrBDm6AihMV7i&index=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5ztiH_hY64&list=PLjjZM1QoEMJdHJgnxoFoPrBDm6AihMV7i&index=4


單元影片簡介

單元1〈博物館中的物件到底有什麼特別〉

「物件」可能是我們身邊的任何一項東西，而博物館的物件和一般物件的差異，在於

博物館的物件都具有某種「獨特性」，它們在歷史、文化上具某種特殊地位，讓大家能

透過這些物件，了解博物館想傳達的故事。

單元2〈物件的觀察提問技巧〉

想挖掘物件背後獨特的故事，我們可以透過下列步驟，進行「觀察」和「提問」：

一、在問之前，先透過觀察和思考，建立問題清單。

二、利用觀察、提問得到的資訊，再多問一點延伸問題。



02 教學簡報



如何說故事 第1堂課〈物件的秘密〉

搭配教學影片單元1：〈博物館中的物件到底有什麼特別〉
教學影片單元2：〈物件的觀察提問技巧〉　　　



什麼是物件？

我們身邊的任何一項東西，小至手機和鑰匙，大至王船和軍艦。

建議搭配影片：「博物館中的物件到底有什麼特別」 1:01



物件 vs 博物館

● 物件是構成博物館、展覽的重要基礎

● 博物館透過物件蒐藏、研究、展示和教育的詮釋與應用，連結了不同時空的生活方式和社會文化！

建議搭配影片：「博物館中的物件到底有什麼特別」 1:30



博物館的物件

博物館物件的特色：

● 具有獨特性。

● 在歷史、文化，或在某個故事中具有特殊地位。

建議搭配影片：「博物館中的物件到底有什麼特別」 1:30



舉個例子——銀幣和銀盔

銀幣和銀盔的獨特性 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產物。

建議搭配影片：「博物館中的物件到底有什麼特別」 3:30



舉個例子——銀幣和銀盔

銀幣和銀盔的故事
16-17世紀東亞貿易興盛，蘭嶼達悟族人和附近的
商船貿易得到銀幣，再打製成頭盔、頭飾。

建議搭配影片：「博物館中的物件到底有什麼特別」 3:30



想一想：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知道物件的故事？

知道故事之後，要如何知道更多的故事？



挖掘故事的關鍵步驟：問

在問問題之前，我們可以先一起來 建立問題清單。

建立問題清單有兩個步驟：

步驟一

步驟二

1

2

觀察、思考

提問

建議搭配影片：「對於物件的觀察與提問技巧」 1:33



步驟一：觀察、思考

觀察物件的基本資料和外觀，試著回答：

● 這個物件的用途是什麼？

● 它存在在怎樣的環境？

● 它有沒有使用過的痕跡？

● 材質和包裝有沒有特別的地方？

建議搭配影片：「對於物件的觀察與提問技巧」 1:50



步驟二：提問

試著想一想你觀察物件後得到的答案：

● 有哪些地方和物件的「基本資料」衝突？

● 有哪些答案是可以繼續追問下去的？

建議搭配影片：「對於物件的觀察與提問技巧」 2:51



舉例

請你試試看：

● 說出這個物件的基本資料

● 對這個物件進行觀察與思考

● 列出問題清單



小組分享：對物件的提問和看法

● 物件的基本資料

● 對這個物件觀察到什麼

● 問題清單與答案





請你選擇一個手邊的物件，試著回答下列問題：

這個物件是：

主題 問題 答案

挖掘物件的獨特性
1. 這個物件的獨特性是什麼？

2. 你希望大家透過這個物件了解什麼故事？

基本資料 3. 請你整理這個物件的基本資料。

觀察

4. 這個物件的用途是什麼？

5. 這個物件會放在什麼樣的環境？

6. 它有沒有使用過的痕跡？

7. 它的材質和包裝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提問

8. 請你進一步對這個物件來提問，並列出預計提問
的問題清單。

9. 在觀察後，你看到哪些衝突或不合常理的地方？

統整與分析 10. 完成觀察與提問後，你會如何理解這個物件？



基本資料

17世紀荷蘭地理學家

繪製的澎湖媽祖廟畫

建議搭配影片：「對於物件的觀察與提問技巧」 3:39



觀察

● 室內

● 有高大的女性神像

● 有人在膜拜

● 神像旁有兩個具翅膀的

龍

● 建築不像台灣常見的建

築

建議搭配影片：「對於物件的觀察與提問技巧」 3:46



提問

● 台灣的廟宇裡會有長翅

膀的龍嗎？

● 台灣的廟宇裡會拱形建

築嗎？

建議搭配影片：「對於物件的觀察與提問技巧」 4:20



綜整練習（一）

請你選擇一個身邊的物件，與大家分享：

1. 這個物件的「獨特性」是什麼？

2. 你希望大家透過這個物件，了解哪一段故事？



綜整練習（二）

接著，請你進一步：

● 分析這個物件的基本資料

● 觀察與思考這個物件的性質

● 對這個物件來提問



物件的秘密

每項物件都有好故事

你可以選擇一項物件，試著透過策展平臺（ https://curation.culture.tw/）說出它的特色嗎？

https://curation.culture.tw/


03 延伸參考資料



蘭嶼達悟族銀盔

達悟族（Tao）分布於臺東蘭嶼島，除了有精湛、優美的拚板船工藝外，也是臺灣唯一擁有冶金工藝技術的原

住民族，銀盔的製作便是代表。根據研究，製作銀盔的原料來源主要是觸礁沉沒商船上的銀幣或透過交易所

取得的銀元。

鳥居龍藏在  1897 年（明治 30 年）調查紀錄中寫道「當船靠岸的時候，島上的『蕃人』爭先恐後似的駕著獨木

舟（Canoe）過來，每一個人都喊著： Peark！Peark！（銀）…為什麼喜歡銀幣呢？拿銀幣作什麼用途呢？結果

我查出了原因。『土人』一旦有了銀幣，就放進陶甕裡燒熱，然後拿出來用石頭打成薄片，以製造男子的頭

盔、女子的頭飾、頸飾、臂飾等」。

館藏編號：2003.012.0004
出處：蘭嶼達悟族銀盔－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臺史博線上博物館）
：https://the.nmth.gov.tw/nmth/zh-TW/Item/Detail/b488ac56-744a-4d5c-96ab-d80008e764de

https://the.nmth.gov.tw/nmth/zh-TW/Item/Detail/b488ac56-744a-4d5c-96ab-d80008e764de


蘭嶼達悟族銀盔

本件共有 14 塊銀片打製、穿洞，以銅線相結，

連接成一銀盔。打製方法係先將銀片打造成寬

約 5 公分的長圓弧形薄片，再套於木模上，由

下往上層層圈繞，並以銅線穿過小洞，固定銀

盔呈圓錐狀。最頂端在內側以麻線結成  11 公
分長的環帶，以利吊掛。並在前方保留二個眼

洞，作為觀看之用。

館藏編號：2003.012.0004
出處：蘭嶼達悟族銀盔－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臺史博線上博物館）https://the.nmth.gov.tw/nmth/zh-TW/Item/Detail/b488ac56-744a-4d5c-96ab-d80008e764de

https://the.nmth.gov.tw/nmth/zh-TW/Item/Detail/b488ac56-744a-4d5c-96ab-d80008e764de


西班牙1里爾銀幣

菲利普二世（Felipe Ⅱ，1556-1598年）時期製作的1里爾（real）銀幣，產

製地在墨西哥。里爾銀幣在西班牙菲利浦二世〜卡洛斯四世（ Felipe 
Ⅱ〜Carlos IV）時期流通，為西班牙在菲律賓建立據點後，歐洲人在東方

使用的通貨，荷蘭也使用。

當時從西班牙的殖民地，至南亞各地的西班牙、葡萄牙人的通商地域，都

流通這種貨幣。臺灣也有流通，到清代也一直延續使用。

里爾幣值有1/2 里爾、1里爾、4里爾、8里爾等，目前市場較常見為 8里爾

，1里爾之銀幣相當少見。當時使用這種銀幣的閩南人直接將里爾此外來

語轉化稱呼為「鐳」。清代《廈門志》也寫道：「又有紅銅鑄者，中肖雌虎，名

曰鐳，以當錢文之用」。現在新加坡的福建人稱呼錢就叫「鐳仔」。

登陸號：2004.028.0893
出處：西班牙1里爾銀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4.028.0893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4.028.0893


澎湖天后宮

澎湖天后宮為臺灣國定古蹟，由於澎湖開發時間早，因此澎

湖天后宮可說是歷史相當悠久的廟宇，另有別稱為娘媽宮、

天妃宮或媽宮，其中現在的地名馬公應由媽宮轉變而來。

由於建築時間早，經歷過多次整修，在 1919年重修過程中，從

地下挖出「沈有容諭退紅毛番韋麻郎等」碑，證實了 1604年沈

有容請荷蘭人離開的事蹟，同時這也是臺灣第一座漢人所立

之碑。1922年（大正11年）天后宮改建完成，奠定今日澎湖天

后宮建築之基礎。

出處：澎湖天后宮－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臺史博線上博物館）https://the.nmth.gov.tw/nmth/zh-TW/Item/Detail/60a45510-cb8d-438b-adfe-1cc6967040f1

https://the.nmth.gov.tw/nmth/zh-TW/Item/Detail/60a45510-cb8d-438b-adfe-1cc6967040f1


澎湖天后宮
插畫由法國著名藝術家與雕刻家伯納德皮卡特（Bernard Picart）於
1726年繪製，收錄於1728年出版的《偶像崇拜者之儀式及宗教習俗》

的其中一個章節〈論中國人和日本人的宗教儀式〉中。

這幅插畫參考了O. Dapper《第二、三次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出使大清

帝國記》（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 op de Kuste e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一書的插圖。當時的書籍因出版時重新製版的需求，

會出現插圖沿用、改作的情形。

比對書中文字，此圖畫的應該是澎湖馬公的媽祖廟（娘媽宮）。圖中將

媽祖形象畫的非常巨大，左右二旁站了千里眼、順風耳。

圖中媽祖廟畫的像是西方的教堂，顯示繪者對中國式的廟宇無概念，

因此以教堂的形象來想像中國廟宇。不過媽祖、千里眼、順風耳的造型

比較貼近真實，這也代表歐洲當時已有相關中國民間信仰的神明圖繪

流通。

館藏編號：2003.012.0004
出處：西方人描繪的澎湖娘媽宮－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臺史博線上博物館）
https://the.nmth.gov.tw/nmth/zh-TW/Item/Detail/e2c1fc97-7192-4f25-885e-9f263d30b6a0

https://the.nmth.gov.tw/nmth/zh-TW/Item/Detail/e2c1fc97-7192-4f25-885e-9f263d30b6a0


04 搭配學習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