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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園設立之目的與主要機能為學術

研究、種源保存、教育及休閒遊憩等。植物

園擁有多重功能，使各國政府與國際機構日

益重視其角色，為了達成生物多樣性公約及

二十一世紀議程所揭櫫永續發展之目標，環

境教育被認為是植物園最重要且應擔負起的

責任之一。在促進解說教育成效的目標下，

可由植物展示解說空間著手，針對遊客特

質規劃不同的教育主題，達到寓教於樂的效

果。本文由問卷調查、專家訪談與現地觀察

的結果，說明植物園教育功能發揮、都會型

植物園之遊客特徵、植物展示主題與展示空

間設計之準則以供植物園規劃設計之參考。

都會型植物園與解說教育

植物園的服務對象包括植物相關之研究

人員、學生及遊客，其中遊客因植物園管理

措施之限制，一次停留的時間通常不超過一

日，卻是服務最重要的對象，而從遊客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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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空間規劃設計準則初探

求與偏好常可顯出遊客對植物園的期望。在

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所做的遊客調查顯示有

91%的使用者來園目的為休閒娛樂；而台北植

物園與台中科博館植物園兩個都會型植物園

亦有類似的結果。

根據1990年邱文良與林朝欽對台北植物

園遊客問卷調查顯示，遊客深刻體驗台北植

物園的性質異於一般公園(88.4%)，遊客主要

從事活動為散步(37.0%)與認識植物(22.4%)。

本研究於2004年台北植物園遊客調查結果顯

示，只有46.0%的遊客表示植物園的性質異於

一般公園，33.8%的人表示兩者些微相似。遊

客來園動機及所從事活動皆仍以休憩為主，

主要從事活動為散步、運動、賞景、親子活

動(90%)與認識植物(10%)，且有超過一半的

遊客並不特意去注意植物與植物相關知識。

台北植物園中最吸引人的展示區，多是與

人生活、文化或外型特殊的植物為主，例如

25.1%的遊客表示最受吸引主題區為十二生肖

植物區(25.1%)，其次為民生植物區(16.8%)、

多肉植物區(12.4%)與文學相關的植物區(包括

成語、詩經、佛經植物區，共約20%)，故在

展示主題選題時，宜朝向生活化的主體選定

之。

就台中科博館植物園遊客特質分析可

知，遊客為從事散步、運動、賞景等而來的有

64.2%，而為認識植物及相關知識及參加活動

而來的有29.9%。在園區功能認知上，36.1%

受訪者表示為教育功能，其次是休閒遊憩

(25.6%)與種源保存(25.5%)。最吸引遊客的主

題區為熱帶雨林生態區(39.2%)，其次為隆起

珊瑚礁區(17.5%)與海岸林生態區(13.6%)。此

台北植物園民生植物區(高瑞卿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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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有1/3遊客相當清楚的認知台中科博

館植物園是一教育為主要機能的園區，而其遊

客對於特殊生態模擬展示有著相當的偏好。

雖然都會型的植物園的遊憩與運動功能

相當重要，然而當人們對植物園的認知為“為

遊憩活動而來園，但又轉變成有學習動機之

潛力時”，已達到良好的教育的第一步。如何

能不失其植物園之本質，不讓遊客只把植物

園當成公園使用，而失去教育傳播的優勢地

位，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從空間規劃促進植物園解說教育功能

植物園可稱為一本以植物與植物相關知

識的「植物百科全書」，其內容包括活體(植

物、組織培養瓶苗、種子、孢子等)、標本與

圖書收集展示等，提供遊客賞覽與學習的資

材。不同於一般文字書僅能平面閱讀，植物

園提供三度空間的感官體驗（甚至四度空間

時空交錯場景塑造），給參觀者視、聽、嗅

與觸覺之全方位體驗。一個以「教育」為經

營目標且具完備規劃的植物園，除需展現出

本身所收藏的植物與環境特色、空間美感及

舒適性外，亦需選定屬於該園特有的「植物

百科全書」主題、架構與章節安排及圖文傳

達方式。

基於教育是植物園之重要機能，而植

物園的遊客又普遍的將其視為休閒遊憩園

區，台灣的植物園應可由空間規劃設計角度

來增進植物園的教育功能。於園區規劃設計

階段，從選定展示區主題、展示空間環境營

造、動線串連與解說設施的規劃設計等進行

全面考量，關係如下圖所示。

不同於博物館以展示空間配置與展示動

線規劃兩項為主，植物園的解說牌扮演傳播

訊息的重要角色，也是眾多解說媒體中最常

且最易被忽略的。因此，為促進植物園解說

教育功能，其空間設計可分為展示環境、展

示動線以及解說牌三部分。而依據2000-2004

年在台北植物園與台中科博館植物園的訪

談、觀察與問卷調查結果，本文建議下列設

計準則:

1.展示區主題：除特色植物種源收集展示

外，盡量選定文學性、文化性、生活性、

主題性、故事性的植物主題展示，以利使

用者親近，主題區名稱亦需有趣且呼應展

示主題。

2.動線串連:應藉由序列性空間配置，串聯

各主題空間與相關資訊；主題區入口應依

意象形塑，以提醒使用者主題區之起始與

轉變。步道鋪面、動線韻律起伏與步道寬

度的一致性與變化性，可暗示即將出現的

不同主題。指示牌與導覽圖可減少遊客迷

台中科學博物館熱帶雨林溫室(高瑞卿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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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並利於順暢遊園，提高使用滿意度與增

加重遊意願。

3.展示區空間及場景氛圍:展示空間主題景

觀與氛圍情境需相呼應；加強空間情境聲

音、氣味等，將有助於增強使用者除視覺

以外的體驗，有助於提升對植物的興趣與

喜好；增加空間神祕性與複雜性，有助於

學習動機的引發。

4.解說設施:解說牌前在不妨礙動線為前提

下需留適當的空間，其與閱讀者的距離、

高度需合乎人體尺度；解說牌的造型、

大小、色彩可供辨識主題類型或訴求的客

群；解說牌周邊的特殊環境、植物、氣味

與聲音輔助或景觀營造等，有助於引起遊

客注意。結合聲、光互動性的解說牌，配

合良好情境營造，更能強化解說效果。

在植物園景觀規劃設計中除美學考量

外，更應強化教育功能之實現，除植物園硬

體設施的安排外，軟體的導入亦是完備植物

園教育功能的重要一環，若兩者能有效的整

合，將有助於教育功能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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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百科全書 植物展示區規劃設計

內容主題 展示區主題選定

主題章節安排 主題區動線串連

主題章節內容
主題展示區空間定性定量及場景氛

圍營造

章節內容圖文傳達模式

教育活動 (教育活動的設計)

解說活動 

　人員解說

　非人員解說 (解說媒體、設施)

　　植物園以「植物百科全書」呈現之方式與植物展示空間營造及規劃設計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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