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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共同主辦：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依臺灣北南地點排序）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二、 緣起 

自 2012年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發起全國科普論壇以來，這場年

度科普盛會已成為臺灣博物館從業人員、科普教育研究者、學者專

家、各級學校教師及社會大眾交流與對話的重要平台。隨著科技快

速發展，人工智慧（AI）、量子科技、基因工程、能源轉型及環境永

續等議題正深刻影響全球社會，科學知識的傳播與應用也變得更加

關鍵。 

當前社會面臨的挑戰，如氣候變遷、能源危機、科技倫理、錯

誤資訊傳播等，使得公眾對科學的理解與信任至關重要。然而，在

資訊爆炸的時代，如何有效傳播正確的科學知識、提升社會對科學

議題的參與度，並讓科學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核心動力，是本次論

壇的核心關注點。 

2025年全國科普論壇以「科普教育與淨零未來：從知識傳播到

公民行動」為主軸，探討科普教育如何促進社會邁向淨零排放，並

提升社會大眾對氣候變遷、碳排放減量及永續發展的理解與實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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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博物館作為科學知識的重要傳播者，應如何透過科技應用、跨

領域合作與創新教育模式，讓「淨零」不再只是政策口號，而能真

正轉化為全民行動，將是本次論壇的重要議題。 

面對全球環境與科技變遷，科普教育的角色不僅是傳遞知識，

更應引導公民從被動接受資訊轉變為主動參與改變的行動者。本次

論壇期望能集結各界專家與實務工作者，共同探討如何讓科學教育

與公民行動相結合，促進社會邁向更智慧且永續的未來。 

三、 研討主題 

「科普教育與淨零未來：從知識傳播到公民行動」為本次論壇

的核心主題，重點探討科普教育如何提升社會大眾對氣候變遷、碳

排放減量與永續發展的理解，並運用科技創新改變博物館的教育與

展覽模式，以科普賦能推動社會永續發展。 

近年來，博物館積極運用數位科技，如擴增實境（AR）、虛擬實

境（VR）及人工智慧（AI），以創新展示方式提升學習效果，使參觀

者不再只是知識的被動接收者，而能透過互動體驗參與科學發現的

過程。此外，科學典藏的數位轉型與開放資料共享，突破了地域與

時間的限制，使科學知識能更廣泛地觸及不同族群，促進全民科學

素養的提升。 

在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人工智慧、基因編輯、綠色科技等領

域已深刻影響社會運作，帶來便利與進步的同時，也衍生出倫理挑

戰與公共討論。如何在科技發展與社會價值之間取得平衡，使科學

應用真正為社會帶來福祉，成為當前重要課題。科普教育不僅需提

升大眾對新興科技的理解，更要培養公民的批判思考與決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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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科技發展符合公眾利益，並朝向永續發展的目標前進。 

此外，科普傳播方式的演變，使得短影音、直播、科學漫畫等

新媒體成為影響公眾科學認知的重要工具。如何透過創新傳播策

略，使科學知識更具吸引力、易於理解並融入日常生活，已成為新

的挑戰與機會。跨領域合作亦日益重要，科學與藝術、科技與文創

的結合，能提升科普內容的影響力，讓科學教育突破傳統框架，成

為大眾樂於參與的學習活動。 

然而，科學素養的提升不應止於知識傳播，更需關注社會實

踐。氣候變遷、能源危機、資源短缺等挑戰不僅是環保議題，更與

經濟、社會、生活方式密切相關。因此，如何讓公眾理解科學知

識，並進一步採取行動，如減碳、節能、使用再生能源，成為當前

最重要的科普議題之一。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與生態環境變化，科普教育如何成為公民行

動的推動力，使社會從被動接受資訊轉變為主動參與改變？如何透

過學校教育、社區活動與公民科學計畫，將科學知識轉化為具體行

動，使個人與社會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永續理念？此外，未來人才的

培育亦至關重要，如何透過科學教育培養青少年的創新思維與解決

問題能力，使其成為未來社會的關鍵推動者，是科普工作者需要深

思的重要議題。 

2025年全國科普論壇期待匯聚全國各地的博物館從業人員、科

普教育研究者、學者專家、社會人士，以及國內各級學校教師與學

生，共同探討科普教育如何在科技日新月異、社會結構不斷變化的

時代中，啟發公眾心智，建立對科學的信任，並賦能個人與社會，

邁向更智慧與永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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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討範疇 

本屆全國科普論壇針對各公私立博物館、社教機構、社群媒體

及各級學校推動科普教育有關之學術研究，或實務成果分享等皆歡

迎投稿，涵蓋以下重點議題，數位科技融入博物館、跨領域合作、

博物館在科學溝通及公眾參與中的角色與實踐、非制式科學學習及

淨零減碳的科普教育與管理策略等五大議題，簡要說明如下： 

（一） 數位科技融入博物館(A) 

(一) 沉浸式學習相關探討 

(二) 短影音與 Podcast或社群媒體如何塑造新世代科學內容 

(三) 科技在科學素養提升當中的角色探討 

（二） 跨領域合作(B) 

(一) 博物館、學校與社會的科學教育網絡 

(二) 博物館、科普基地與企業責任的科普交流模式 

（三） 博物館在科學溝通及公眾參與中的角色與實踐(C) 

(一) 回應性別平等、族群平等的科普行動 

(二) 回應雙語教育、本土教育的科普行動 

（四） 非制式科學學習(D) 

(一) 遊戲式學習、STEAM教育與媒體識讀的應用 

(二) 科普營隊對於輔助性別、族群弱勢的設計 

（五） 淨零減碳的科普教育與管理策略(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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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探討如何透過博物館、學校與社會資源，將淨零減碳議

題融入科普教育 

(二) 博物館與教育機構如何透過展覽設計、能源管理、活動

安排、館舍改造等方式降低碳排放 

以上為參考議題方向，徵稿範圍不限於上述內容，歡迎投稿者

根據自身專業背景進行延伸探討。 

五、 預定日程 

（一） 徵稿及審查的時程訂定如下： 

1. 114 年 7 月 15 日投稿摘要截稿並交付審查。(延至 114 年

7月 31 日止) 

2. 114年 8月 31日投稿摘要審稿完畢及公告結果。 

3. 114年 9月 25及 26日辦理本屆全國科普論壇。 

4. 114年 10月 15日投稿全文收錄截止。 

5. 114年 11月 30日完成彙編及出版。 

（二） 論壇議程： 

114年9月25日(星期四)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9:40-10:00 報到 教育中心門廳 

10:00-10:20 開幕式 國際會議廳 

10:30-11:00 專題演講 

11:00-12:00 博物館的淨零實踐—從展覽到營運的減碳行動 

12:00-12:20 綜合座談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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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3:20 用餐 

13:20-15:00 論文發表與實務分享(1) 

教育中心 15:00-15:30 茶敘 

15:30-16:30 論文發表與實務分享(2) 

 

114年9月26日(星期五)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09:00-09:30 報到 
教育中心門廳 

09:30-10:30 特展導覽 

10:40-11:00 茶敘 

11:00-12:00 專題演講(待定) 國際會議廳 

12:00-13:20 午餐 

13:20-15:00 論文發表與實務分享(3) 

教育中心 

15:00-15:30 茶敘 

15:30-16:30 論文發表與實務分享(4) 

16:30-16:50 

傳承與期許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館長、國立海洋生物博

物館館長 

16:50-                   賦歸 

六、 徵稿對象 

（一）國內各公、私立博物館（含天文館、美術館、圖書館、

動物園、國家公園、水族館..）從業人員。 

（二）關心科普教育之研究人員或學者專家。 

（三）各級學校教師。 

（四）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自然科學、博物館學、社會

學、教育學、傳播學、資訊科技或休閒觀光各相關系所

學生。 

（五）關心科普教育之社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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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徵稿與發表辦法 

（一） 請投稿人撰寫合於上述研討範疇論文投稿，論文撰寫範例

如附件。 

（二） 請於核定日起至 7月 15日(含)以前，於論壇網站上傳完

成。 

（三） 摘要審查結果將於 8月 31日公告於論壇網站。 

（四） 通過摘要審查者請依規定格式撰寫論文全文，並於 9月

28日至 10月 15日期間，於論壇網站提交論文全文， 

論文檔案及授權書名 

(1) 論文檔案主題編號-2025科普論壇-論文名稱 

(2) 授權書 ：2025科普論壇授權書-論文名稱 

（五） 論文發表僅口頭發表，議程預定於 9月 10日網頁最新消

息中公告。 

（六） 論文發表僅口頭發表，請於發表時間至論壇會場進行 20

分鐘簡報（15分鐘口頭報告，5分鐘討論詢答） 

（七） 全文收錄於具 ISBN書號之論文集，彙編後出版。 

八、 預期成果 

（一） 深化科普合作，推動永續發展 

促進科學教育與館所合作，建立多元夥伴關係，共同推動科

學館所的永續經營與科普發展。 

（二） 實務分享，促進學術與應用結合 

提供學者、科普工作者及教師的交流平台，透過案例分享與

討論，強化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的相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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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領域整合，創新科普傳播 

連結學術界、教育機構、科技產業與科學館所，促成跨界合

作，推動創新科普教育與科學傳播模式。 

（四） 研究成果彙編出版 

論題相關實務與研究成果發表，集結收錄於研究彙編出版

(ISBN)。 

（五） 公私協力，共創淨零未來 

透過跨界合作，讓企業支持教育資源開發，學術界提供研究

基礎，政府單位協助政策推動，使全民科學素養與環境行動

力同步提升，實現淨零減碳的長遠目標。 

九、 聯絡資訊 

  電話：02-24696000 轉 7014洽吳佩樺；或 7015轉洽葉佳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