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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葉俊甫、圖／潘云薇

走進電影、圖像裡
體驗身歷其境的科普世界

公共圖書館帶民眾經由電影及圖像的賞析，學習科普知識，感受親臨現場
的閱讀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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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圖書館河堤分館與美國資料中心合辦「38 萬里路，雲和月—關於太空競賽與登月任務」電影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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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演講者林聖翰於高雄市立圖書館河堤分館活動

場內，陳設登月火箭與登月小艇模型。

2 演講者林聖翰於高雄市立圖書館河堤分館，以

電影精采片段，搭配簡報與圖片，傳遞太空科學

知識。

圖書館善用時事推廣閱讀活動，吸引更多民眾

參與活動，講者林聖翰透過電影《十月的天

空》、《關鍵少數》、《登月先鋒》等精采片段，

回顧當年美國與蘇聯太空競賽歷程，帶領民眾

回到 50年前的登月現場。

對科學知識產生興趣 
面對難題學習解決之道

林欣靜說，推廣科普知識在於讓科學普及

化，引發孩子對科學有興趣，刺激思考學習，

但若只是單向傳遞知識，不易引發好奇心，因

此需透過不同方式啟發孩子學習動機；河堤分

館運用繪本《三隻小豬》中，豬小弟如何快速

煮熱水退敵，帶領孩子去面對故事中所遭遇的

困難，並學習解決之道，「一個看似說故事的

場景，卻充滿科學思考與操作，比單純聆聽科

學知識，更有意義與效果。」

「只要能引起興趣的閱讀推廣方式都應嘗

試。」林欣靜指出，像透過電影分享推廣科普

也是很好的方法，她觀察館內最受歡迎的科普

叢書像三采文化出版的《科學實驗王》、《科

學發明王》及《神奇樹屋小百科》等，一直高

推廣科普知識，公共圖書館善用影像特

性，透過電影欣賞與圖像的感染力，帶觀眾走

進科學世界，感受彷如身歷其境的閱讀氛圍，

並加入不同體驗活動，讓科學與生活緊密結

合，發揮創意、啟發好奇心，讓圖書館成為孕

育科普種子的豐厚土壤。

高市圖河堤分館回顧登月史 
喚起更多人對太空產生興趣

高雄市立圖書館河堤分館與美國資料中

心合辦「38萬里路，雲和月—關於太空競

賽與登月任務」講座，進場時每人可獲取精緻

的月亮照片，場內陳設登月火箭與登月小艇模

型，活動選在登月 50週年當天帶領民眾回顧

歷史，演講者高雄市右昌國中地球科學教師林

聖翰說，臺灣對天文太空的認識，多從科幻電

影與文學而來，科學部分較為欠缺，「透過回

顧登月，可讓更多人對太空產生興趣，藉此培

養科學素養。」

河堤分館主任林欣靜表示，1969年 7月

20日「阿波羅計畫」使人類成功登陸月球，

寫下太空史上燦爛一頁，正逢登月 50週年，

2

1



272019年 9月
第 145期 

封
面
故
事 

…
…
… 

閱
讀FU

N

輕
鬆

C
o

ve
r S

to
ry

1 運用藍曬技法讓照片呈現普魯士藍與純白兩色交錯的迷人風情。（高

雄市立圖書館河堤分館提供）

2 於高雄市立圖書館河堤分館電影演講活動現場，參與者與演講者林聖

翰交流、互動。

居借閱排行榜前幾名，表示有趣的漫畫故事情

節能讓孩子在淺顯易懂間認識科學奧妙，「如

果變成動態的影片，一定可以吸引更多人進入

科普世界。」

電影充滿華麗想像 
審慎選擇片段傳遞科學知識

林聖翰也說，透過不同電影重建 50年前

登月計畫，可以帶領民眾回到過去，回顧人類

如何突破重重關卡，完成跨時代的偉大任務，

「電影為讓劇情有張力，有時充滿華麗的想像，

因此透過電影來傳達科學知識，需要對事件的

始末有充分理解，也要知道選取出來的片段，

要傳遞什麼理念給民眾。」

林聖翰用一個半小時時間，帶領滿場大

小朋友，以電影精采片段，搭配簡報與圖片，

彷彿讓觀眾親身駕駛登月小艇，踏下人類史上

重要的那一步；他說，科學發展的目標是要將

所學知識應用在實際層面，「太空任務並非每

天發生，但太空人英雄事蹟很容易引發學習興

趣，知識不是一股腦兒全部倒給孩子就好，而

是要點燃熱情，引導他們自己去閱讀學習。」

講座現場吸引許多小小太空迷，跟林聖翰

熱情互動，分享彼此熟知的太空知識；林聖翰

說，因為時間關係，要把重要的登月過程濃縮

實在不太容易，「尤其 50年前所留下的影像

紀錄不是很完整，於是搭配劇情片重現場景，

我反覆看了很多次，花不少時間決定要留下哪

些段落。」林聖翰希望引發大家對太空科學的

興趣，「登月其實不是歷史，2024年美國再

次啟動登月計畫，也許臺下的某個人，會是計

畫中的一份子也說不定。」

影像有高度感染力 
適合結合推廣閱讀活動

林欣靜也說，影像的感染力強，容易讓

人身歷其境，適合用於推廣閱讀，河堤分館為

推廣愛河學，就曾與河川實驗室舉辦親子藍曬

1

2



28 BOOK Boom 
Magazine

課程，藍曬（Blue Print）是一種古老的顯影

技術，相片只需透過日光曝曬，接著用水沖洗

氰版相紙，最後完成的影像會呈現出普魯士藍

與純白兩色交錯的迷人風情，透過親子實際走

訪愛河拍攝，運用藍曬技法讓照片呈現不同面

貌，最後辦攝影展，讓親子留下彌足珍貴回憶，

「透過走訪愛河周邊、親自拍攝、沖相紙，到

最後展出的概念，雖是親子活動，但蘊含許多

科普知識。」

河堤分館推的科普活動常常秒殺，有什麼

訣竅？林欣靜建議，可結合有趣的手作活動，

讓參與民眾親自動手做，把抽象科學原理具體

化；另外，圖書館可尋求民間資源合作，讓館

舍成為社區人文中心，連結外部組織人才資

源，加乘推動科普的力量，就像美國在台協會

高雄分處在河堤分館設置美國資料中心，除推

動美國文化與教育，也不定期舉辦科普及創客

活動；林欣靜強調，隨著學制鬆綁，學生更有

機會以做中學方式探索世界，圖書館可充實科

普館藏，以領航者的角度，去孕育科普閱讀的

土壤。

北市圖舊莊分館結合電影情節 
激發對科學的思考與想像

臺北市立圖書館舊莊分館也善用電影推廣

科普知識，鄰近中央研究院的舊莊分館，以科

普為館藏特色。館員游智中說，電影賞析內容

大多會選擇與科普有關素材，邀請講師講解劇

情及背後傳達的科學知識，讓參與者欣賞電影

後，對主題有更深刻認識，有時會透過團體討

論，讓參與者分享不同看法，激發大家的思考

與想像。

今年暑假，舊莊分館舉辦「玩科普‧電

影會」電影賞析活動，講師藉由動畫《動物方

城市》，帶著參與者親手製作不同動物的可愛

面具，一起變身電影主人翁優游動物世界，透

過觀察不同動物性格，學習如何突破歧視與偏

見；而從德國小說改編的電影《丈量世界》，

1 在欣賞動畫《腦筋急轉彎》後，講師讓

孩子蒙住眼睛，在未知情況下觸摸恐怖

箱。（臺北市立圖書館舊莊分館提供）

2 臺北市立圖書館舊莊分館讓參與者欣

賞完動畫《動物方城市》後，親手製作

動物面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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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通常就會借閱回家閱讀；除了讓館內書籍

與活動結合外，游智中也關注時事，針對新聞

事件舉辦即時性的書展，「就像物理學家霍金

（Stephen William Hawking）逝世，許多

媒體都有大幅報導，我便做個小海報，展示霍

金的相關著作，因為新聞曝光量很大，所以也

會吸引民眾去翻閱跟借閱科普書籍。」

推廣科普認識世界 
熱情興趣是關鍵要素

科學知識的範圍很大，小至肉眼無法觀

察的量子世界，大到遼闊浩瀚的宇宙，游智中

說，一般人透過閱讀科普書籍，可滿足內心對

世界的好奇心，而孩子更能透過閱讀不同形式

作品，提升思考力與創造力，用多元角度去認

識世界。

游智中建議，推廣科普閱讀要對主題有

興趣，若覺得讀本太艱澀，其實有許多科普

網站提供文章閱讀，也可觀察其他館舍如何

辦活動，從中獲得靈感，「雖然我是把知識

推出去的人，但每次辦活動，其實也是把知

識推給自己；尤其看到活動後，每個人帶著

滿足笑容向你說聲『謝謝』後離開時，常會

覺得這一切都很值得。」 

則聚焦在德國探險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如何以親身體驗去認識世界，還

有天才數學家高斯（Johann Carl Friedrich 

Gauss）如何宅在家就能證明空間是曲面的，

在精采絕倫的冒險情節中，揭開 18世紀時，

人類是如何理解世界。

用電影探索科學知識 
體驗情緒變化、親自採集 DNA

游智中說，之前曾欣賞日本作家東野圭吾

作品改編的電影《白金數據》，片中討論的科

學知識是 DNA，講師帶領參與者，用簡單的水

杯、棉花、牙線棒等，嘗試採集自己的 DNA，

透過實作，讓大家有更深刻體驗；而在欣賞迪

士尼動畫《腦筋急轉彎》後，為讓孩子親身感

受情緒的變化，講師讓孩子蒙住眼睛，在未知

情況下觸摸恐怖箱，「其實講師拿出準備的非

洲巨型馬陸時，我有點擔心，怕孩子會尖叫嚇

哭，沒想到每個孩子都覺得很新奇，甚至紛紛

想要嘗試碰觸，也很大膽地放在自己手掌上，

其實最怕的，反而是一起參與的成人民眾。」

游智中說，電影賞析可引發參與者對科

普議題產生興趣，他會在活動現場準備與主題

相關的館藏，想要進一步認識科學知識的民

臺北市立圖書館舊

莊分館舉辦「玩科

普 ‧ 電影會」電影

賞析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