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 

學生至「藝文機構實習」  實習報告書 

一、基本資料 

姓   名 陳怡如 學   號 11125503 

實習時間 2023/07/03-2023/08/20 實習單位指導人 温席昕 

實習單位 
國立臺灣文學館 臺北分館 
（臺灣文學基地） 

 

二、實習報告 

1. 實習機構概況 
國立臺灣文學館為臺灣首座國家級文學博物館，以蒐藏、保存、研究、展示及推廣臺灣文學為使命，

於 2003 年開館營運，其組織編制包含研究組、典藏組、展示組、公共服務組、臺北分館、秘書室、人事
室、主計室。 
國立臺灣文學館臺北分館包含臺灣文學基地（簡稱臺文基地）與目前正在修復中的糧食局倉庫。臺文

基地共有七棟日式宿舍：齊東舍、悅讀館（濟南路二段 25 號與 27 號）、繆思苑、文學厝、創作坊、展覽
廳、平安京（齊東街 53巷 2、4、6、8、10號），園區內另含三個防空洞及戰後增建的樹屋、玻璃屋。七棟
日式宿舍原為幸町職務官舍群，大約建於 1920-1940年代，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入住居民多為臺灣銀行
職員及眷屬，而濟南路二段 27 號則由空軍王叔銘少將及其眷屬自 1949 年入住，1992 年遷出。2002 年齊
東街日式宿舍群面臨將被拆除的危機，齊東街社區居民因此發起社區保存運動。2004年齊東街 53巷等九
棟日式宿舍被登錄為歷史建築，2006年公告全區為聚落風貌保存專用區。 

2012年濟南路二段 25號與 27號完成修復工程，2014年這兩棟建築定名為「齊東詩舍」，由臺灣文學
館進行營運管理。2020年齊東街 53巷 2、4、6、8、10號完成修復工程後，與齊東詩舍合併為「臺灣文學
基地」，於 2021年初正式對外開放，由臺灣文學館委託玉山社營運，2022年 4月後則改由臺灣文學館成立
的派出單位「臺北分館」直接營運管理。 
臺文基地的使命為以更多元、開放的方式推廣臺灣文學，致力於推動文學的跨界合作，並透過駐村作

家、展覽講座、市集、繪本說故事等活動，為臺灣培養更寬廣的閱讀市場。 
2. 實習工作內容 

• 臺文基地營運管理手冊編輯 
• 「繪本說故事」活動優化 
• 文學厝繪本空間優化 
• 臺文基地滿意度問卷設計與製作 
• 展覽講座與駐村作家活動場佈與拍照 
• 導覽活動、「繪本說故事」活動、志工繪本工作坊拍照 
• 參與三次園區導覽，並填寫導覽回饋表給導覽志工及館員參考 



• 三次開閉館巡館，並回報觀察到的狀況 

3. 實習工作紀錄 
 

每週工作進度 
• 7/3-7/9：說故事活動及繪本空間優化構想、園區學習單構想、營運管理手冊架構討論 
• 7/10-7/16：活動問卷設計、繪本分類標籤製作、繪本區數字貼紙查找、導覽意見回饋、說故事活
動當週貼文 

• 7/17-7/23：側記撰寫、營運管理手冊討論、園區學習單構想、說故事活動當週貼文 
• 7/24-7/30：活動問卷修改、滿意度問卷設計、營運管理手冊初稿、說故事活動當週貼文 
• 7/31-8/6：參訪臺灣文學館庫房及修復室、維基百科寫作工作坊、活動問卷與滿意度問卷修改、營
運管理手冊修改、說故事活動當週貼文 

• 8/7-8/13：糧食局倉庫工地踏查、營運管理手冊修改、活動問卷與滿意度問卷完成、繪本區貼紙更
新、完成兩則維基百科條目編輯上稿、說故事活動當週貼文 

• 8/14-8/20：營運管理手冊修改完成、實習成果發表、完成兩則維基百科條目編輯與撰寫、完成 4
篇說故事活動側記、繪本區優化完成、說故事活動當週貼文 

 
實習照片紀錄 

 
與主任及館員一同前往糧食局倉庫工地踏查 

 
爬上鷹架看糧食局倉庫的屋頂 



 
參與繪本說故事活動 

 
參與駐村作家活動 

 

展覽講座活動場佈 

 

參與展覽講座活動 

 
繪本區優化（分類標籤製作、編號貼紙更新、整

架）  
製作繪本區分類標籤 



 
滿意度問卷設計-第 1頁 

 
滿意度問卷設計-第 2頁 

 

4. 實際參與之計畫 
• 編輯營運管理手冊雙數章，內容包含：展覽與活動、志工管理與培訓、園區日常清潔、保全、園藝、

緊急事件 SOP、期程。 
• 「繪本說故事」活動優化：活動問卷設計、6篇當週活動宣傳貼文、4篇活動側記。 
• 文學厝繪本空間優化：製作繪本主題分類標籤、數字編號貼紙更新、整架。 
• 臺灣文學基地滿意度問卷設計與製作。 
• 參與兩天的維基百科寫作工作坊，完成四則臺灣文學相關條目編輯或撰寫。 

5. 預期成果與實際收獲 
（1）預期成果 

• 參與「繪本說故事」活動，深入了解講者如何透過繪本故事啟發兒童的觀察力與想像力，觀察親子

觀眾參與過程中的反應，並記錄下參與者間有趣的互動，期望能使更多大眾對閱讀繪本產生興趣。 
• 參與展覽推廣、跨界展演等活動，與館員、志工、講者進行交流，深入了解大家對文學推廣的理念

與經驗，並從中學習。 
• 了解臺文基地如何透過展覽、教育推廣活動、跨界合作等多元的方式，更廣泛地推廣臺灣文學與閱

讀風氣。 
（2）實際收穫 

• 透過編輯營運管理手冊，深入了解及思考博物館各項大小事的規定、細節、SOP等，並在編輯過程
中學習更精準地用詞。 

• 了解如何使問卷的問法、選項、用詞更為精準，並讓問題的順序更符合邏輯，使觀眾在填答時能更

順暢，館方也能更準確地了解觀眾的想法。 



• 於撰寫「繪本說故事」活動側記及當週宣傳貼文過程中，學習讓內容與用詞更精簡、易懂，讓民眾

能夠快速接收到所需資訊以及館方想傳達的重點訊息。 
• 在參與導覽及繪本說故事活動過程中與志工們交流，學習到多元的導覽及說故事方法。 
• 了解舉辦講座活動所需留意的場地佈置細節。 
• 學會撰寫維基百科條目及上稿，並多了解了幾位臺灣作家的生平與創作。 
• 了解博物館庫房、修復室的工作細節。 

6. 實習心得與建議 
    在臺文基地實習的一大收穫在於，能夠近距離觀察到館員所需管理維護的每件大小事，例如每日園區
內的清潔、與活動講者或場地租借者的溝通、與志工們的互動等等，在館員繁忙的日常中，感受到超強時

間管理能力及與人溝通的藝術之於博物館館員的重要性。 
臺文基地特別之處在於，除了常設展和特展以外，其整個園區的生態環境和建築本身，都可以被視為

一整個展覽，背後都有許多可以向民眾訴說的故事，也因此歷史建築的管理維護、老樹保護非常重要。剛

來實習時，我常被園區內美麗的樹影所驚艷，但在編輯營運管理手冊的過程中才了解原來要維護這些老樹

並不容易，除了清潔人員每天要打掃落葉以外，館員也需每月填報受保護樹木的巡查表，也需每年定期修

剪老樹。這使我意識到對博物館來說，每件小事都有可能成為參觀者對此處留下深刻印象的關鍵，每件小

事都是成就大事的關鍵。 
    實習期間我主要負責的項目為「繪本說故事」活動、繪本空間的優化，及問卷的設計，在過程中也深
刻體悟到「魔鬼藏在細節裡」的道理。無論是在撰寫宣傳貼文、側記或設計問卷時，字字句句都會反覆思

量，必須思考館方想要傳達什麽樣的訊息，也必須換位思考怎樣的詞句、語調方便民眾閱讀與理解。而在

繪本空間的優化，我製作了繪本分類的標籤、新增書擋，並將每本繪本上手寫的編號貼紙更新為電腦打字

的數字貼紙，使繪本的陳列看起來更有條理又溫馨，未來館員在盤點書籍時也能節省時間。 
    臺文基地將志工視為共創夥伴，志工為主要直接跟民眾溝通的重要角色，無論是展場服務、導覽、說
故事活動都仰賴志工，也因此志工的管理與培訓相當重要。實習期間與館員一同參與過幾場導覽實習志工

和故事實習志工的考核，館員與其他志工都會給實習志工具體的建議與分享，其考核嚴謹、用心。此外，

臺文基地也會不定期為志工舉辦訓練課程及共創工作坊，以提升志工的文學內涵、歷史文化知識、導覽或

說故事技巧等。實習期間實際與展場、導覽及故事志工互動的過程中，感受到他們的熱情與用心，像是展

場志工會主動向參觀民眾仔細介紹園區歷史與環境生態，導覽志工會自己查找資料豐富導覽內容，故事志

工則會自備有趣的道具或簡報使說故事活動更具趣味性。然而少部分志工偶爾會傳達出較不準確的導覽內

容，或者和民眾的互動有些冷場，如遇週末活動較多時，館員分身乏術無法參與導覽或活動全程時，則無

法及時給予志工意見與回饋，有些可惜。 
    臺文基地舉辦的「繪本說故事」、展覽講座、駐村作家等活動都相當有趣，然有時受限於天氣或時間
點，參與人數並不多。像是週末的「繪本說故事」於上午 10:30舉辦，或許因為時間較早，有時會沒有觀
眾。或許未來也能再加強拓展活動宣傳的方式與管道，吸引更多民眾前來參與活動。 
最後非常感謝蘭燕主任及輔導員席昕用心地替我們規劃與安排了實習項目，給了我們許多肯定與信賴

及很大的發揮空間，也感謝每一位館員在實習期間的分享與協助，從北分館的大家身上學習到許多工作的

「眉角」，也開拓了我的視野，令我收穫滿滿！非常感謝北分館給予的實習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