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疫情再度升溫，整體環境面臨危機與挑戰，社會氛圍陷入低迷與不安，

本館配合國內防疫政策重新調整活動規劃與展覽檔期，持續競競業業推動館務計畫，

以線上線下雙軌並行的方式執行陶瓷教育課程、館內外交流、展覽及行銷推廣等，

於 9月「修館不休館」進行 2個月館舍大規模修繕，提升建物安全性及參觀便利性，

以新姿態迎接到訪的每位民眾。

隨著「三鶯文創整合計畫」的推進，本館與新北市美術館合作，自 10月份開始

為期 3個月的「鶯歌藝術季：後疫新生活」，結合生活美學、藝文表演、實體展覽、

公共藝術、親子活動、巡禮三鶯藝文景點等面向，串聯地方產業與人文特色，形塑

鶯歌為新北美學重鎮，並攜手各族群共同參與「許願糖果牆」及「遠得要命藝術廁所」

公共陶藝創作，營造陶瓷藝術園區新面貌，形塑多元文化共融的城市內涵。

本館藉由各式展覽推廣臺灣陶藝歷史與典藏品之內涵，亦提供陶藝創作者發表

作品與交流技術的平臺。《偶然人間》特展跨域結合服裝設計及關心環保議題之單

位，由陶偶擔綱代言觀看在瞬息萬變的時代下，對於環境與人性的思考；《臺灣當

代陶瓷的力量》、《鶯歌燒日本展》皆與日本岐阜縣現代陶藝美術館合作，於當地

展出深具代表臺灣陶藝之作品及鶯歌在地製作之日常陶瓷；《2021國際咖啡杯大賽》

展出來自世界各國別具特色的陶瓷咖啡杯作品。以「活化典藏品，提升數位典藏效

能」為核心目標，推出多檔館外展覽。此外，定期檢視及盤點藏品、利用數位技術

將展場及典藏品虛擬化，公開於本館「數位典藏」網站以利線上欣賞作品與解說、

打破空間限制進行國內外交流，並將成果分享給大眾，達到知識公共化目標。

另本館持續推動陶瓷藝術教育，如分齡分眾的文化平權服務、環境教育、館校

合作、節慶活動及駐村藝術家等課程活動，以各種型態的學習方式吸引民眾認識陶

瓷。此外，每年依生肖、節慶推出不同主題 DIY課程、「冬季青年陶瓷雕塑培訓工作

坊」及「與藝術家有約」邀請在地陶業者及陶藝家擔任導師，建立不同世代的陶藝

交流場域、「環境教育冬令營」深入淺出的製陶體驗課程，傳達珍惜地球資源的重

要性。

為推動地方文化發展，本館辦理第二屆「參與式預算」，公開徵件廣邀各地關

心鶯歌文化之民眾提供有助於文化推廣之提案及參與線上投票。於年初及年末聯合

陶瓷業者辦理展售活動，齊力強化「鶯歌燒」品牌形象，整合行銷鶯歌優質陶瓷商品，

共創地方產業新優勢。

透過梳理過去、創造當下，將陶藝向下扎根，深化在地發展及橫向連結跨域合

作，以兼具韌性與多元，因應趨勢調整應對方式，在變化多端的社會情勢中，同時

展現博物館的專業追求，亦重視公共價值與落實社會責任，是本館不斷自我砥礪的

文化價值。

           館長　張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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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施政目標及重點壹

( 一 ) 使命
陶博館是臺灣首座陶瓷專業博物館。在專業陶藝方面，提供藝術家發表創作、互相交流的平臺；

在社會教育方面，積極策辦質精量豐的展演活動、鼓勵市民參與；在社區連結上，致力活絡鶯

歌地方文化；在博物館專業知能上，透過舉辦陶藝展覽、積極參與臺灣陶瓷文化之調查、收藏、

保存與維護、記錄臺灣與鶯歌地區陶瓷發展脈絡，並鼓勵當代陶藝創作、推出各類相關陶瓷相

關競賽、陶瓷新品發表，同時舉辦陶藝研習，培養陶瓷工作者的創作能力，推動陶藝永續發展、

生生不息。

( 二 ) 願景 :「推動在地陶，邁向全世界」

	一、使命及願景	

為達成「推動在地陶，邁向全世界」的願景，本館中長程重要發展目標如下： 

(一 )落實友善平權服務 

(二 )完善文物典藏，深化典藏研究，活化藏品價值。 

(三 )落實知識數位化，實現知識無國界。  

(四 )結合地方產業，打造陶瓷文創品牌。 

(五 )保存傳統技藝，活絡在地陶瓷文化，建構國際陶瓷交流平臺。 

(六 )館舍改善，提升服務品質。

(一 )改善舊化館舍，更新博物館立面玻璃及瓷磚、防漏水隔層。 

(二 )盤點典藏文物，優化藏品儲放隔層與空間，提升典藏管理與維護。 

(三 )開發線上陶藝體驗課程及數位媒體，普及陶藝教育參與年齡與族群。 

(四 )推動陶藝與地方產業跨域整合，增進來館群眾類型。 

(五 )優化常設展軟硬體，虛實整合提升展示體驗。 

(六 )舉辦鶯歌燒商品展示與體驗活動，擴散鶯歌燒品牌宣傳。 

(七 )連結美術館，促進地方資源跨域合作。 

(八 )引入青年陶藝創作能量，打造環境場域，升級陶瓷藝術園區可親可遊。

(一 ) 本館出版品「灰釉：植物灰的故事與應用」獲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10年度獎勵出版文獻

書刊「政府機關―使用政府預算」佳作肯定。

(二 ) 館內兩處公共廁所榮獲「新北市 110年度公廁金質獎」觀光遊憩組、友善綜合組金質獎。

另協助輔導他機關獲獎，獲頒金質輔導獎。

(三 ) 發起許願牆計畫，邀請在地居民及多元族群參與，在陶球刻寫上願望，希望藉由陶土安定

力量祈願疫情消去。總計用約 2萬顆彩色陶球所構造出全臺唯一「許願糖果牆」，成為陶

博館全新網美打卡景點。

(四 ) 受日本岐阜縣現代陶藝美術館邀請策劃「台灣當代陶瓷的力量」特展。精選本館典藏品呈

現臺灣陶藝風華，與「第 12屆美濃國際陶瓷展」同期登場。臺日友好再一樁！

	二、中長程重要發展目標

	三、110 年度施政重點

	四、榮耀館史

陶博館

友善

專業 創新

願景｜推動在地陶，邁向全世界

陶瓷歷史
傳承

國際交流
合作

文化觀光
發展

現代陶藝
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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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以上均以 110 年 12 月 31 日在職人數計。

*註 2：教育人員 3員支援新北市政府文化局，1員支援坪林茶業博物館，1員支援新北市立圖
書館。

( 一 ) 組織編制
1.組織圖

2.人力運用分析

(1)服務組室

	五、組織編制及經費

類別 館本部
行銷 
企劃組

營運 
行政組

典藏展

示組

教育 
推廣組

人事 
管理員

會計員 合計

公務 
人員

2 3 8 3 3 1 1 21

教育 
人員

0 2 0 5 5 0 0 12

約聘僱

人員
0 0 1 3 0 0 0 4

職務代

理人
0 1 2 1 0 0 0 4

技工工

友駕駛
0 0 1 0 0 0 0 1

總計 2 6 12 12 8 1 1 42

比例 4.76% 14.29% 28.57% 28.57% 19.05% 2.38% 2.38% 100%

(2)性別

日期 男 女 合計

公務 
人員

9 12 21

教育 
人員

5 7 12

約聘僱

人員
0 4 4

職務代

理人
1 3 4

技工工

友駕駛
0 1 1

總計 15 27 42

比例 35.71% 64.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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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經費
	110 年歲出預算數 167,153,000 元

人事費
39,158,000元（23.4%）

業務費
89,979,000元（53.8%）

設備及投資費
37,992,000元（22.7%）

總計
167,129,000元（99.9%）

1 2

3

22.7%1

23.4%
2

53.8%
3

	業務費預算分配

	110 年歲出歲入執行率

推展博物館業務之文教活動
57.7%

基礎維運之行政管理計畫
42.3%

2

1

57.7%
1

42.3%
2

歲出 歲入

預算數167,153,000元
決算數163,928,196元(98.1%)

預算數13,534,000元
決算數7,567,170元(55.9%)

98.1% 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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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談天說藝



2021 鶯歌藝術季 : 
後藝新生活

貳

新北市 5條美學廊帶之 「紅色陶寶—三鶯文化」廊帶，在三鶯文創整合

計畫的推動下，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帶領新北市立美術館、鶯歌陶瓷博物館聯手

創立品牌活動「鶯歌藝術季」，持續形塑鶯歌為新北美學重鎮。活動分為「玩」

美生活家、「藝」術行動站、「漫」遊藝鄉、「談」天說藝 4部分，以線上及線

下共進，並加入多元跨域的美學元素，發掘地方共創的可能，進一步厚植美術館

開設的環境地基。

OFFICIAL WEBSIT

E

WATCH  VIDEO

	一、玩美生活家

鶯歌藝術季網站主視覺

規劃「偶然人間瓷盤彩繪」、「植感玩美生活花藝」、「我的餐桌美好風景」、「百人 Fun閃

敲幸福」共 4項主題活動，日常可操作的美學活動，透過達人線上示範、民眾在家參與、社群

網站分享，並以抽獎、評選或票選等方式，以獎品和實體課程作為獎勵，鼓勵民眾參與。於 11

月 28日加碼舉辦「玩美生活市集」。活動總計 5,843人次參與。

	偶然人間瓷盤彩繪
成果　753人次參與

簡介 「盤中偶然」瓷盤彩繪活動希望透過藝術貼近生活，為情感

帶來療癒，邀請大家共同觀察身邊愛的人、事、物，把愛

轉化成藝術，回憶當初的美好，繪製屬於自己那份偶然的美

麗。

	植感玩美生活花藝
成果　301人次參與

簡介 一花一葉都充滿著自然的生命活力，與花草的接觸讓人輕鬆

獲得自然所帶來的療癒能量，藉由日常的陶瓷器皿與植物的

結合，簡單的花藝擺飾，就能讓藝術走入生活，也為居家環

境創造療癒美好的樣貌。

 邀請民眾一起拍照分享自己創作的居家花藝擺設，以花草點

綴日常生活，感受花藝帶來的療癒力量。

 

	我的餐桌美好風景
成果　173人次參與

簡介 疫情的關係讓人待在家的時間變多，如何藉由日常生活的經營創造儀式感，好好款待自

己、款待生活、療癒身心靈，變得更加重要。

 生活儀式感的入門，從由每日都需要接觸的餐桌開始，邀請民眾運用喜歡的食器，將美

食盛裝、擺盤，拍照分享日常美好的餐桌風景，為生活創造更多療癒能量。

 

	百人 Fun 閃			敲幸福
成果　100人次參與

簡介 從緊繃忙碌的生活當中找樂子！由百萬街頭鼓手羅小白號

召百位民眾，一同透過日常可觸的各式容器，來場熱鬧的敲

擊樂！

 讓我們聚集在富饒文化氣息的鶯歌老街，敲打出幸福快樂的

樂曲！

 

	玩美生活市集
成果　4,516人次參與

簡介 從日常生活出發，結合豐富的三鶯在地藝術元素，推出金

工、藍染、木雕、手抄紙、瓷盤彩繪多項免費 DIY體驗活動，

並有身聲劇場《Fun閃新北敲幸福》、玩聲樂團、街頭藝人

等表演，每項體驗提供一百位民眾免費參加，一起感受文藝

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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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藝術行動站
動靜虛實交錯的藝術展示，有實體展覽、表演與公共藝術裝置等多元的藝術呈現。活動總計

55,475人次參與。

	耶誕珠寶派對 新北技職教育陶瓷金工成果展
簡介 展出全國唯 「八年一貫珠寶金工班」

學生作品及「新北市全國精品金工競賽」

得獎作品。作品以金工或陶瓷為基底，

創作者運用金屬延展性及陶瓷溫潤的特

性，將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展現在作品上，

每件作品都是學生創意的表現。 新北市

為打造「鶯歌藝術城」，首創「八年一

貫珠寶金工班」，此一條龍式的人才培

育方案，是新北市技職教育的里程碑，暢通 8年 3個學習階段升學管道，銜接國中、高

中及科技大學相關課程，引進產官學資源為鶯歌藝術產業培育人才。讓學生從試探職能、

傳承資深業師技術到進一步成為專業設計人才走向國際。

 

	公共藝術裝置
簡介 戶外空間裝置作品，藝術家試著延伸街口的帶狀語彙，透過數位計算的構造與周圍曲線

橋樑對話。當夜晚來臨，裝置透出光線，在漆黑中漫延成另一個空間，塑造廣場前獨立

存在的夜間風景。

 後疫情時代，接觸戶外的風物景觀成為

嚮往的日常，本作品是一處意識的想像

空間，投射動植物的多面鏡窗，實體的

家中窗景，在各種數位通訊的虛擬介面

之外，成為唯一連結外在世界的介面，

融合此望向窗外的觀看視角，返照各種

角度的窗外在地風物，讓想像與意識出

神，成為一處自由意識的居所。

	Artgogo	Bus
簡介 融合新北市前輩藝術家經典作品，以及藝術家與新北藝文教師共同開發的教案，適合

3-12歲兒童體驗，透過眼睛觀察、動手操作、開心玩美玩藝術，培養孩童美感素養。

	 全新打造的 ARTGOGO 2數位號，融合新北市前輩藝術家經典作品，以數位動畫及互動

體驗、閱讀沉浸書區等多元方式，適合 12歲以上民眾一起來親近藝術，探索藝術結合

科技的有趣體驗。

 

	樂舞野燒夜
簡介 吳其錚取臺灣土加水融合後直接以手捏

製陶偶，讓觀眾可以觀看到大自然的土

如何變成藝術品的過程。

	 燒演開場以電音伴隨風調雨順轎偶出

巡，舞者以舞蹈與土偶作品互動，同時

開窯讓火神帶領小土偶出窯，融合臺灣

民俗風情之劇場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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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漫遊藝鄉 	四、談天說藝
集結三鶯地區藝文與自然景觀等資源，以「主題遊程」、「鶯式下午茶」、「鶯樂不停擺」共

3項主題活動，帶民眾走訪在地陶藝工作室、商店及工廠，親身體驗三鶯美學生命力，用茶、陶、

染、藝豐富生活履歷。

活動總計 2,195人次參與。

	主題遊程
簡介 三峽擁有東方藝術殿堂清水祖師廟、巴洛克風格老街，深厚的歷史人文，更有充滿活力

的藍染、金工、打鐵等工藝職人，跟著我們一起走進三峽，感受三峽文化之美。

	 鶯歌以陶藝之城著稱，以在地的陶瓷為基礎，融合地方歷史與文化，孕育出屬於鶯歌獨

特的陶藝文化。此外，鶯歌也隱藏了許多森林步道，蓊鬱的山林交錯，讓人心曠神怡，

跟著我們的腳步一同走入鶯歌特色步道及陶藝體驗，認識生活中的大自然之美。

	 三峽多山地形及潮濕氣候適合茶樹生長，出產的茶葉在國內曾佔有一席之地。藉由這次

的機會，跟著我們的腳步一起造訪及體驗，深植在東方人生活中的茶文化，從採茶到品

茶，放慢步調一起看三峽傳統產業的驕傲。

成果 120人次參與

 

	鶯式下午茶
簡介 由食物造型師 林睿琦老師及專業講師帶領民眾學習擺盤美學與構圖技巧，在自行攝

影實作之後，欣賞鶯歌燒獨特美感以及品嘗新北市人氣甜點，體驗最在地的「鶯式下午

茶」。

 邀請「鶯歌燒」廠商：傑作陶藝、臺華窯、文生窯、新旺集瓷、大謙堂，共 5家一同參與。

成果 75人次參與

 

	鶯樂不停擺
簡介 於鶯歌老街上，舉行音樂、敲擊、雜耍、舞台劇等表演活動。

成果 2,000人次參與

雲端科技放送達人對話：利用Podcast及Youtube頻道，邀請美學相關領域職人，展開藝術話題。

	藝術開麥拉
簡介 以藝術文化為主題，每一集都精心挑選關於藝術的各種話題，讓米博士和展覽小精靈用

輕鬆有趣的方式與你分享人物和作品的精彩故事。

成果 Podcast平台，共 24集，6,548次收聽。

 

	藝熠新北 x 鶯歌藝術城
單位 新北美術館

簡介 藝術能量的交流相聚，照亮、閃爍新北市以及美術館所在地鶯歌。節目邀請東吳大學社

會學系副教授劉維公及新北市美術館籌備處顧問賴香伶擔任節目主持人，共同規劃「想

像未來美術館」及「地方創生新典範」兩大單元，藉由輕鬆的對談方式，與民眾分享對

於新北市美術館的未來想像，以及新北市鶯歌在地量能的發散。

成果 新北市美術館 Youtube頻道，共 12集。

1.	 漫遊藝鄉 鶯歌生態美學 2.	 鶯式下午茶 傑作陶藝 3.	 鶯樂不停擺 雜耍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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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館舍新風貌

一、許願糖果牆

二、遠得要命藝術廁所

三、文化商品店

四、建物安全提升及改善



地點 陶瓷藝術園區

更新緣由

創作發想源自於 2020年疫情之初，在 3月份時陶博館也因此閉館一段時間，在背負著

傳承陶瓷工藝之任務，以藝術療癒人心的力量，動盪不安的日子下，發起了「許願糖果

牆」計畫。由館方自行生產泥漿翻模球體，並在各個課程、暑期活動中將土坯球體提供

給民眾，刻下心願。渺小的球集結眾人的願望，成為絢麗的七色彩虹，期望疫情過去，

美好留下。

館舍新風貌參

	一、許願糖果牆 執行成果

更新前

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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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陶瓷藝術園區戶外廁所

更新緣由

因地理位置關係，陶瓷藝術園區戶外廁所，成為本館使用率最低的公共廁所。本計畫參

考了美國 John Michael Kohler*藝術中心的廁所駐村計畫，與八位藝術家合作，進行廁

所改善計畫。希望透過博物館與藝術家合作，讓博物館使用率最低的廁所華麗變為藝術

園區新亮點，同時也為館方及藝術家帶來嶄新的收獲與效應。

*註：Kohler衛浴為美國著名的衛浴製造商，其藝術中心主要推廣藝術與產業的結合 )

	二、遠得要命藝術廁所

1.	 作品名稱：愛	 	 作者：唐瑄

2.	 作品名稱：雨天	 作者：陳韋竹

3.	 作品名稱：轟隆隆．滴答滴‧嘩啦啦　作者：郭舒凡

4.	 作品名稱：陶形圖	 作者：胡宮雪娜

5.	 作品名稱：映照	 作者：田欣以

1

2

35

467

8

9

6.	 作品名稱：動物們，快來看！	 作者：陳加峯

7.	 作品名稱：回家的路	 	 作者：黃偉茜

8.	 作品名稱：樹精靈	 	 作者：耿怡文

9.	 作品名稱：慶祝多樣性	 	 作者：莎莉．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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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陶品集

地點 本館一樓

更新緣由

因商品陳設空間多年不變，展示櫃體經年使用，表面多脫皮及刮痕。後方凸起展示臺階

阻礙輪椅、娃娃車前行。

拆除臺階以利輪椅、娃娃車通行；重新粉刷展示櫃體及新增ㄇ形門框，分成前後 2區，

展示鶯歌燒及其他陶瓷文創藝術類主題商品。

 2 小陶窩

地點 陶瓷藝術園區

更新緣由

軟墊遊戲區因近年來少子化，消費人數每年遞減；遊戲器材更新不易，再次消費吸引力

不足；照明設備經常使用，照明耗弱亮度不足。

移除軟墊遊戲區，更換益智遊戲器材，擴大參與遊戲年齡跨度；更換照明設備，汰除舊

款裝飾，重新粉刷展櫃牆面。

	三、文化商品店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後 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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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本館前館建物

更新緣由

改善建物磁磚脫落、漏水、裂縫、隔熱老

化等情形。並進行地坪修復、室內裝修、

結構補強及玻璃更新，提升建物服務功能

及環境永續。

電梯汰換工程：博物館及現有昇降設備自

竣工後已使用近 20 餘年，已逾升降機汰

舊建議年限 15 年標準。因常故障且相關

檢驗規定額外費時費工，現有機型屬於老

舊機型，與現行電梯標準及技術均已過

時，其電腦按鈕面板及電路管線均已老舊

需汰換。

	四、建物安全提升及改善

正門

客梯

水池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前

更新後

更新後

更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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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資源與活動肆

	一、數位陶博館
自 108年開辦，策劃線上展示、典藏、學習三大區，回溯過往展覽經驗，保留展覽紀錄以

供觀眾欣賞，開放館內藏品查詢、3D 環物影像，進而提升對陶瓷領域的認識，增強陶瓷知識

專區，建立出版及影音資料紀錄、線上課程與學習資源等，提供民眾教育學習陶瓷知識多元管

道與強化本館數位服務機能。

110年因應疫情增設「數位宅陶藝 線上資源」專區，整合本館線上影音、活動課程、

教育資源、紀錄片等，讓民眾在家也能享受逛博物館的樂趣。數位陶博館 110 年瀏覽總計

227,734人次，較 109年同期 136,199人次成長 67%，每月網頁瀏覽量統計數據詳如附表單

元表 1

展示區設置線上展覽、展覽環景、歷屆臺灣國際陶藝雙年展及臺灣陶藝獎專區，建立數位

化展覽，提供民眾除了實體展，更可從線上逛展覽或是欣賞過往展覽。110年共計特展 9檔、

合作展 3檔、線上策展 3檔。

各月瀏覽量折線圖

109年 110年

10,000

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000

30,000

40,000

數位陶博館總瀏覽量

 DIGITAL  MUSEUM

偶然人間特展線上環景展示

數位陶博館網站

475,243

227,734

總　計 陶博館網頁

總　計 數位陶博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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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線上活動
( 一 ) 新北市兒童藝術節
暑假期間本館結合新北市兒童藝術節「怪獸競技場」辦理，推出系列 

線上活動。活動時間：110.8.13-110.10.30

	泥好棒棒泥塑大賽 Online
簡介 本館提供 500份陶土，免費送到府，讓長時間待在家中無法出門的民眾，仍然可透過線

上教學影片在家學習與體驗。讓家庭成員在家防疫的同時，增添生活趣味，讓參與者享

受多元豐富的藝術教育活動，又可訓練造型手做能力及激發創造力，藉以增進親子互動

關係，促進家庭和諧。

成果 教學影片觸擊率 20,502次

 

	泥好棒棒黏土怪捏塑教學示範：輕質土篇
簡介 授課老師：吳明玉

 為取得陶土有困難的民眾專門開設的黏土教學影片，在一般文具店都有販售的輕質土，

也是很好玩的黏土。來看看老師如何用輕質土製作兒藝節的小怪獸 黏土怪，在家裡就

可以試試看，防疫生活中能找尋創作樂趣。

成果 教學影片觸擊率 5,570次

 

	泥怪轟轟劇場
簡介 邀請「四把椅子」劇團用戲劇的方式帶領我們體會陶瓷世界，製作了 2部有趣的影片《進

擊的黏土怪》、《黏土怪與他們的產地》。

成果 《進擊的黏土怪》影片觸及率 4,897次、《黏土怪與他們的產地》影片觸及率 4,235次。

 

	怪獸小陶師訓練營
簡介 授課老師：吳明玉

 怪獸小陶師訓練營系列線上課程，由博物館寄送材料包到家中，再由本館專業陶藝老師

線上教學。教導小朋友在家製作兒藝節專屬的小怪獸，捏塑黏土怪與他的好朋友們，上

完捏陶課多了可愛的怪獸朋友，還學到陶藝技法和知識，晉級成為專業的怪獸小陶師。

成果 共 4梯次，102人次參與。

ONLINE  ACTIVITIE
S

( 二 )	 	陶博館 Podcast「藝術開麥拉」——	
用耳朵與藝術約會

透過 Podcast平台，分享博物館相關主題，如當期展覽，邀請藝術家及

相關領域人員，分享創作及從業的心路歷程，以生活化的角度切入，帶

領聽眾從更多元的方式理解展覽；以生活美學、藝術文化主題，邀請駐

村藝術家、文創業及相關人士分享創作、文創產業經營及生活美學等相

關話題。

成果 共 24集，受訪者分別為：貓王不討喜、吳宗彥、卓銘順、RE-THINK、呂巧智、抱瓶庵、

黃偉茜、夥房、許蕎棋、陳韋竹、王幸玉、林榮國、許旭倫、喻幼眉、張清淵、方柏欽、

徐仲葳、地衣荒物、施姵伃、鄧惠芬、呂兆炘、咖啡行者、郭舒凡、楊欣怡。 

總計 4,049次收聽。

左 .	 	Podcast 錄製過程 米博士的藝術診聊間 臺華窯董事長	呂兆炘先生

右 .	 Podcast 錄製過程 展覽說故事 貓王不討喜

1.	 泥好棒棒泥塑大賽
Online( 頒獎 )

2.	 泥好棒棒 黏土怪捏塑教

學示範：輕質土篇

3.	 泥怪轟轟劇場

4.	 怪獸小陶師訓練營 黏土

怪彩盤

1

3

2

4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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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參與式預算 鶯歌文化推廣活動
鶯歌為臺灣陶瓷重鎮，孕育獨具特色的陶瓷文化，也培育出許多知名陶藝家，因為鶯歌的土，

我們在此落地生根、茁壯，與這片土地培養深厚的情感。

「鶯歌文化推廣活動」參與式預算計畫邀請大家一同集思廣益，以鶯歌文化特色為基礎，構思

活動或行銷點子，用創意新思維，齊力推廣鶯歌在地文化，讓更多人認識鶯歌文化底蘊。

時間 事項 成果

11.8 線上說明會 共 6人，7件提案

11.13-11.16 新北 Vote系統線上投票

共 989票。

第一名：出走 ( 出去走走 ) 陶博館，共

297票。

第二名：鶯歌囡仔娶媳婦，共 268票。

	三、研究與出版
藉由研究專文的發表、專書及館刊的出版，提供觀眾從專業人員的角度了解博物館相關議題，

從展覽專書的紀錄探索作品，並透過館刊認識在地陶瓷產業的多元風貌。

( 一 )		研究專文
發表期刊 專文名稱 作者

陶博館《館刊》 

第 6期

與社區共好 淺談博物館的在地連結 程文宏

在岐阜看見臺灣當代陶瓷的力量 江淑玲

( 二 )		出版	
本館為記錄各展覽作品展出過程，且為響應節能環保，部分書籍改以電

子專刊發行。圖書資料中心更是臺灣圖書館及博物館中重要的陶瓷知識

收藏中心，每年固定購置專業入藏圖書，有效提供館內同仁及民眾藏書

查詢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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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1. 展覽專刊

「偶然人間」電子專刊

編輯 葉玫霖 出版月份 10月 ISBN 978-986-546-264-2

簡介

人類最初的生活發展取之於自然，蒐食、耕作、形成聚落，精神意識與文化同時於自然中

建構，經歷時代的演變及工業發展後，自然環境受到破壞，產生溫室效應、海洋汙染、糧

食短缺、土地沙漠化等各種環境問題。

面對環境的變動及突發事件，人類改變心靈思考的方式，仍努力面對挑戰並省思過往，期

待風雨過後，能回歸熟悉的日常。

「偶然人間」展覽以人生旅行的角度，以陶偶創作帶領觀者感受在變動的時代之下，體會

人與環境的密不可分，相信我們所經歷的人生風景，都會帶領我們，往微笑以對的日常邁

進。

1

2021 國際咖啡杯大賽電子專刊

編輯 林琪 出版月份 12月 ISBN 978-986-546-289-5

簡介

陶博館「2021國際咖啡杯大賽」，延續歷年新品獎精神，鼓勵實用陶瓷創作，以極具生

活感的陶瓷咖啡杯作為徵件主題，各領域專家依據造形美學、實用價值、設計理念等評審

原則，精選出 50件別具特色的陶瓷咖啡杯作品收藏於此專刊。 希望能夠持續推廣陶藝的

生活美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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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博館館刊第五期

編輯 宋佳晏 出版月份 6月

簡介

本期專題為「鶯歌陶．工藝之家」，臺灣工藝之家為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推動之傑出工

藝家認證機制，鶯歌地區歷年來共有 5位陶藝家獲得此殊榮。本期介紹這 5位傑出陶藝家，

並讓民眾認識地方工藝文化據點，同時也是可到訪參觀與體驗的學習場所。「陶博大小事」

介紹本館舉辦之展覽、更新工程、教育推廣活動及出版品等，力求以多元及跨域的方式傳

遞陶瓷專業知識給大眾。

章節

內容

專　　　題 ．地方陶藝文化據點 淺介「陶瓷類」工藝之家 

．一生懸命於陶藝創作 吉州窯 許朝宗 

．遊走於茶與咖啡間的陶藝之路 文生窯 吳明儀 

．以藍口碗盤發揚臺灣早期生活美學韻味 立晶窯 蘇正立 

．以陶土記錄常民文化 摘星樓陶藝工坊 許明香 

．不斷拓殖繁衍的創作路 丹陽工坊 許旭倫

陶博大小事 ．再現臺灣陶瓷發展歷程：陶博館常設展更新 

．青年導覽培訓計畫 戲劇導覽 

．2021國際兒少陶藝獎 

．感動牛 兒童暨青少年彩繪 陶博特展 

．新北十年 城市與人攜手成長的印記 文化杯 

．《灰釉 植物灰的故事及運用》 出版品介紹

1

3. 電子報

陶博館館刊第六期

編輯 宋佳晏 出版月份 12月

簡介

本期專題「三鶯文化旅行」介紹鶯歌在地發展歷程與現存文化景物的走讀路線，以及在鶯歌

老街上所見的窯業、陶藝家及商家，呈現陶瓷產業的多元風貌。

「研究專文」共兩篇，由兩位館內專業人員釐梳第一手業務資料，深度剖述本館近年推動陶

瓷公共藝術發展與在地連結的理念與形式，以及在疫情下所策劃「臺灣當代陶瓷的力量」國

際交流展的內涵，提供豐富的學理資料及實務見解。

「陶博大小事」介紹大鶯歌地區陶瓷品牌「鶯歌燒」赴日本展示、探討環境社會與人性思考

的「偶然人間」特展以及本館在陶瓷藝術園區設置「萬人許願糖果牆」及改造「遠得要命藝

術廁所」。

章節

內容

專　　　題 ．三鶯走讀 

．鶯歌陶瓷老街文化旅行 

．老街上傳承創新、傳遞美好的活歷史 新旺集瓷

工 藝 之 家 ．創作之道無單 侷限 藍坊工作室 侯春廷

研 究 專 文  ．陶瓷公共藝術 從公眾參與性來看陶瓷公共藝術的發展 

．在岐阜看見臺灣當代陶瓷的力量

陶博大小事 ．國際美濃陶瓷文化節 鶯歌燒日本展 

．偶然人間特展 

．許願糖果牆 

．遠得要命藝術廁所 

．駐村藝術家側寫

2

期數 標題 發送日期

184 齊心抗疫期間，關注館內資訊不
中斷

5.17

185 宅在家逛線上博物館 6.17

186 開館即開展，精彩展覽即將上檔 7.17

187
落實防疫措施，預約參觀安心不
打折

8.19

期數 標題 發送日期

188
修館不休館 服務不打烊，邀
請大家相約來陶博

9.17

189
鶯歌藝術季，用藝術療慰疫情時
代的心靈

10.18

190
「玩 / 藝 / 漫 / 談」串聯藝術、
生活與地方文化

11.17

191 來陶博感受濃濃耶誕氣息！ 12.17

1 / 2 /

2. 電子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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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文化平權

一、高齡友善行動博物館

二、早安博物館

三、復能小旅行



文化平權伍
落實陶博館友善平權理念，讓博物館參觀及體驗成為無障礙的友善藝文參訪行程。服務對象可分為 3

種：各級學校資源班學生，各類身心障礙人士，長者（含健康、失能、失智長輩）。服務項目有「行動博

物館」、「早安博物館」、「復能小旅行」，同時配合新北市衛生局執行社會處方箋計畫，提供友善空間

與友善課程。

1.	 行動博物館 新埔國小

2.	 早安博物館 新北市愛維養護中心

1

2

	行動博物館
成果　共 3場，127人次參與。

簡介 配合 110年度館校合作計畫主題，前往板橋區新埔國小、內湖瑞光社會住宅、板橋大觀國小展示「土

的魔法箱」

 

	早安博物館
成果　共 19場，643人次參與。

簡介 共 17所學校、新北市愛維養護中心、新北市私立佛教中道淨苑參與本館早安博物館優惠體驗方案，

參訪本館陶瓷藝術園區、常設展或特展，並參與陶藝體驗課程。

 

	復能小旅行
成果　共 9場，272人參與。

簡介 包括臺灣計程車學院協會、計程車學會、裕隆集團、板橋榮譽國民之家（5場）、台北慈濟醫院日

照中心等單位，帶高齡或身障親子團前來鶯歌旅行，並參與博物館課程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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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與典藏陸

	一、特展
	2020 臺灣國際陶藝雙年展

承 辦 人　林佳蓉

起訖期間　109.11.20~110.5.9

展覽地點　3F特展室

參觀人次　388,350人次

展覽簡介

於 2020年正式邁向第８屆，針對國內外當代陶瓷藝術創作者提供展示平臺，採作品競賽展方

式辦理，徵求全球陶藝工作者報名參加，共有來自 58個國家 605位、732件作品參賽，收件

數為自 2004年開辦 16年來最多，共同角逐獎金 100萬元首獎。

 

	偶然人間
承 辦 人　葉玫霖

起訖期間　110.7.24-111.3.20

展覽地點　3F特展室

參觀人次　110年 80,688人次 

(截至 12/31止 )

展覽簡介

以藝術家對環境及人性思考之陶偶創作

為主題，呈現人在環境之下所歷經的各種價值觀、情

緒反應與自處的方式，重新思索人類與環境之間的相

互依存關係。展覽邀請 22 位跨世代藝術家、130 組

作品之創作共同展出，以陶偶做為訴說故事的媒介，

以 4個展廳子題：與土共生、偶發人生、回應當下、

重返日常，將陶偶與生活日常感受連結，探討瞬息萬

變的時代環境並反應社會主題。亦透過展覽環物影像

線上欣賞參展作品與解說，並搭配線上陶偶心理測驗、

療癒小物募集計畫等活動豐富展覽內容。

上圖		展場入口

下圖		展覽現場

	二、競賽展
	2021 全國兒少陶藝獎「童話故事 東方傳奇」

承 辦 人　黃虹嘉

起訖期間　110.1.15 - 110.3.1

展覽地點　1F陽光特展室

參觀人次　55,094人次

展品數量　100(組 )件

展覽簡介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為落實美學教育，積極推廣校園陶瓷藝術創作，自 1995年 (豬年 )起，每年

以生肖年序為主題，辦理「生肖陶藝展」，並於 1998年 (虎年 )開始舉辦全國性學生陶藝徵件

競賽，競賽成果於農曆年期間展出，以帶動年節氣氛。2020年開始以「兒少陶藝獎」為名，

鼓勵學生製作各式創新設計，以童話故事為創作題材，今次 2021更以「東方傳奇」為主軸，

作品名稱自行訂定，開放陶藝徵件競賽，展覽地點於 1樓陽光特展室，提供民眾更多藝文及休

閑遊憩的空間。

報名時間　109.9.1-109.10.15

初　　審　109.10.28　書面審查。

複　　審　109.12.9　實體審查。

決　　審　110.1.30　實體審查。

獎　　項　每組首獎 1名、銀獎 2名、銅獎 2名、優選至多 20名；最佳人氣獎 1名。

參賽分析

共計報名 243件，入選 100件 

國小低中年級組：報名 41件，入選 25件 

國小高年級組：報名 76件，入選 25件 

國中組：報名 64件，入選 25件 

高中職組：報名 62件，入選 25件

本屆參賽者所在地分析

北部地區 +100

41%

南部地區 +82

34%

中部地區 +54

22%

東部及離島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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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國際咖啡杯大賽
承 辦 人　林琪

起訖期間　110.10.30-111.1.23

展覽地點　B1陶藝長廊

參觀人次　92,709人次

展覽簡介

當經典不敗的媒材遇上風靡全球的人氣飲品，可以激盪出甚麼樣的火花？隨著咖啡與現代人生

活越來越密不可分，咖啡杯成為我們妝點日常的重要元素。而陶瓷器皿多變的造型與迷人的手

感，至今依然是許多人用來品味咖啡的第一選擇。

陶博館「2021國際咖啡杯大賽」，延續歷年新品獎精神，鼓勵實用陶瓷創作，以極具生活感

的陶瓷咖啡杯作為徵件主題，邀請各領域專家依據造形美學、實用價值、設計理念等評審原則，

從來自世界 30個國家的 210件參賽作品中，精選出 50件別具特色的陶瓷咖啡杯作品於本館

展出。 透過辦理「國際咖啡杯大賽」，陶博館希望能夠持續推廣陶藝的生活美學，使陶瓷不僅

僅在藝術的面向可賞可藏，更能在生活中可玩亦可用。

	人工智慧 張麗娟創作個展
展覽期間　110.1.29 - 110.3.21

展覽地點　B1陶藝長廊

參觀人次　61,756人次

 

	云語 劉榮輝陶藝展
展覽期間　110.3.5 - 110.4.11

展覽地點　1F陽光特展室

參觀人次　49,672人次

 

	自虐之詩 陳安琦陶藝展
展覽期間　110.3.26 - 110.5.16

展覽地點　B1陶藝長廊

參觀人次　63,644人次

 

	明茶秋毫 鶯歌工商．陶瓷傳統技藝作品成果展
展覽期間　110.4.16 -110.5.9

展覽地點　3F市民陶藝平臺

參觀人次　33,053人次

	三、合作展及申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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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位思考 鶯歌高職陶瓷工程科第二十二屆畢業成果展
展覽期間　110.4.16 - 110.5.12

展覽地點　1F陽光特展室

參觀人次　34,256人次

 

	美麗飛翔 臺灣女性陶藝展
展覽期間　110.7.24-110.8.31

展覽地點　1F陽光特展室

參觀人次　4,238人次（防疫預約制）

 

	經典傳承 臺灣當代陶藝容顏典藏展
展覽期間　110.7.24-110.8.31

展覽地點　B1陶藝長廊

參觀人次　4,238人次（防疫預約制）

 

	超越．再現 大型陶藝雕塑典藏展
展覽期間　110.10.30-111.2.6

展覽地點　1F陽光特展室

參觀人次　103,686人次

	臺灣意象 島嶼內的陶藝之力與美
承 辦 人　呂翊菁

合作單位　外交部

起訖期間　110.7.17- 111.6.30

展覽地點　外交部 1樓正門右側大廳、1樓電梯穿堂、5樓展示空間。

展覽簡介

為促進國際與臺灣陶藝相互有更深入的認識與欣賞，本次與外交部共同合作展出「臺灣意象―

島嶼內的陶藝之力與美」，展覽係以臺灣意象為主題，精選 29組 (件 )平面及立體類陶藝展品，

展示本國豐沛的藝術創作能量與美學涵養，呈現臺灣獨有風貌，傳遞內容具有豐富臺灣現代藝

術意象、代表性、特色等。欣賞臺灣陶藝之美不侷限在藝文館舍之中，走進外交部，來自各國

的友人於此即可欣賞、感受屬於這座島嶼上的世代風華。

 

	絢麗的彩繪 典藏陶藝展
承 辦 人　劉巧心

合作單位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起訖期間　110.7.30-110.8.29

展覽地點　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3F展覽室

參觀人次　535人次 (防疫預約制 )

展覽簡介

彩繪陶瓷歷史悠久，是陶瓷藝術創作的重要類項，全球亦有重要的發展。此展覽精選 35組 (件 )

作品，從彩繪工藝技法的演變，逐漸呈現當代彩繪陶瓷的風貌；並以彩繪陶瓷的前世今生，讓

人們欣賞時光演變，廣泛了解其表現特色、展望風味、創作新意；思考時代演變中，陶瓷的年

輕特質與未來力量。希望透過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精選典藏品，能對彩繪陶瓷有更深刻的

認識，激發陶藝家的無盡潛力。

	四、館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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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當代陶瓷的力量」
承 辦 人　江淑玲、黃虹嘉

合作單位　日本岐阜縣現代陶藝美術館

起訖期間　110.10.1-110.11.7

展覽地點　日本岐阜縣現代陶藝美術館第 1展覽室

參觀人次　6,776人次

展覽簡介

在臺灣陶瓷發展史上，日本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從日治時間始逐漸形成的北投、鶯歌、苗栗、

南投等產地，可見於日用陶瓷及工業陶瓷等方面，不僅在技術的投入、也體現在人才的養成，

二戰後仍持續影響臺灣。

展覽共展出 86組 (件 )作品 (包含 77件典藏品及 9件藝術家借展作品 )。透過館際合作，從鶯

歌陶都逐步鋪陳臺日淵源，兩國交互的陶藝影響，而後開展臺灣自身多元豐沛的藝術活力，介

紹臺灣當代陶瓷藝術與發展脈絡，展現臺灣豐沛的創作能量，同時促進日本與本國文化的交流

與認識，猶如日本人珍視的茶道，這是臺灣當代陶藝的力量。

鄧惠芬《拱橋映月》

	燿 北科大．陶博館合作交流展
承 辦 人　黃柔晏

合作單位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社會責任 (USR) 辦公室、國

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互動設計系

起訖期間　110.10.20-110.11.17

展覽地點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開　　幕　110.10.22 14:00舉辦開幕典禮。

參觀人次　6,750人次

展覽簡介

本展作品精選 43組 (件 )自陶博館典藏之當代陶藝作品 (36件典藏品及 7件藝術家借展作品 )，

其創作年代橫跨 1995年至 2015年，總計 36件參展陶藝作品來自亞洲、美洲、歐洲共 13國，

這些典藏品大部分來源自國際陶藝競賽入選及獲獎之優秀創作，蘊含美感及特色。

此次特別邀請鶯歌創作者以在地的創作表現，傳達臺灣文化之美。本展創作主題涉及人文、自

然、社會關懷，如同陶瓷本身可廣泛運用於日用、建築、科技等，在在影響社會不同層面。參

觀展覽時，除了傳統的欣賞方式之外，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與互動設計系，透過

跨界合作與激盪，精心設計科技互動展示，為本展覽增添不少趣味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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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典藏品，提升數位典藏效能」一直

是本館努力的目標，本館截至 110年底共

3,683 件藏品。除了定期拍攝高解析藏品

平面影像，並拍攝 3D 環物影像，公開於

本館「數位典藏」網站，開放民眾線上瀏

覽，達到知識公共化目標。

( 一 ) 盤點
110 年度盤點計畫於 110 年 8 月至 10 月

執行，完成典藏庫及常設展 3,683件典藏

品盤點，核對藏品相關資訊並管理維護。

( 二 ) 修復
110年間因展覽展出前後檢視或盤點檢視時，發現作品損壞，彙整待修復物件委外修復。110

年共修復 30作品，詳如附表單元表 2。

( 三 )	藏品數位化
本館於 2004年件置完成「數位典藏管理系統」，並開放數位典藏資料提供民眾線上瀏覽，除

了提供展品平面高解析影像外，另提供藏品 3D環物影像，立體類作品 360°觀賞。110年藏

品平面拍攝 90件，3D環物攝影 10件。

	五、典藏

左圖 .	平面影像拍攝　　右圖 .	環物影像拍攝

( 四 )	館內外借展
活化藏品是本館典藏一直努力的方向，策畫適合藏品主題的展覽，於展覽會場展出，將藏品數

位化公開於網站，更能吸引其他館舍藏品借展交流機會，以更開放的方式讓觀眾接近陶瓷藝術。

110年度館內借展共 4檔，80件；館外借展共 4檔，178件。詳列於附表單元表 3。

典藏品修復前 典藏品修復中 典藏品修復後

類別 平面攝影 (件 )
3D環物攝影

(360°×10件 )
多層環物攝影
(720°×0件 )

研究用攝影

文獻史料類 0 0 0 0

器物類 90 10 0 0

歷年累計 3,488 319 10 24

典
藏
品
《
心
湖
》

典
藏
品
《
達
悟
族
雙
耳
大
碗
》

典
藏
品
《
精
神
藩
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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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柒

	一、陶瓷教育推廣課程
( 一 ) 陶瓷 DIY 課程
110年共 12門課，1,192場次，10,460人次參與，詳如附表單元表 4。

( 二 ) 研習課程
辦理專業的研習內容，達成推廣陶瓷藝術、分享製作技法、強化設計理念、建立品牌特色等目的。

110年課程陶瓷學院規劃 4門課程，總計 113人次參與︰

課程名稱 簡介 成果

紫砂陶特質研究

與成型實務Ⅱ

課程講師：林靖崧

供學員深入了解原礦實物，共分為宜興紫砂礦料的四大

種類（紫泥礦、綠泥礦、朱泥礦、團泥礦）解析說明。

下午時段為各成型技法示範講解與學員實做，原則上每

一次課程會採用當天學理課程講述之泥料，提供每位學

員嘗試性製作作品一件。

共 4堂，

25人

陶瓷雕塑成型 

技法進階班Ⅱ

課程講師：游忠平

了解材料捏塑的掌控與訣竅，以各成型技法示範講解與

學員實做，採用實務課程分析講述處理手法，每位學員

嘗試性製作作品一件，且得視程度與進度而定。

共 6堂，

30人

多媒材實作

課程講師：章格銘

了解陶瓷材料與其他媒材結合的可能性探索，以生活周

遭各種材質的結合利用，透過實做與講解，讓每位學員

嘗試性發想製作一件作品。

共 4堂，

30人

寫實迷惑眼睛 -

成形技法與表面

質感

課程講師：許明香

認識陶瓷材料的仿真世界之探索，以生活周遭各種材質

的觀察與利用，透過實做與講解，從立體造型土片成形

技法、浮雕的層次表現、表面質感裝飾技法、立體雕塑

等實務技法。

共 4堂，

27人

1 2

3 4

1.	 紫砂陶特質研究與成型實務Ⅱ 林靖崧老師示範如何明針

2.	 陶瓷雕塑成型技法進階班Ⅱ 游忠平老師示範作品表面質感表現

3.	 多媒材實作 章格銘老師示範曲木側把壺製作

4.		寫實迷惑眼睛 成形技法與表面質感 許明香老師指導學員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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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10 年冬季青年陶瓷雕塑培訓工作坊、成果展
冬季青年陶瓷雕塑培訓工作坊的目的是培養青年從事陶瓷藝術的研究與創作，透過陶博館聚集

青年創作的能量，建立不同世代的交流場域，提供青年學習、對話與實踐的育成平台。工作營

期間，由陶藝家方柏欽指導，並邀請許旭倫、王幸玉、田欣以、施姵伃、許仲恩、陳芍伊 6位

陶藝家擔任講師，向青年分享創作和藝術生涯的經營與規劃，協助其未來的藝術道路規劃，並

透過館外參訪、創作討論、講座及示範、展覽發表及作品分享，讓學員了解藝術家的自我經營

之道。

時　間　110.01.18-110.03.21

項目 內容 成果

培訓課程 主題發想、創作、技術指導與討論、期末發表 共 6場，每場 19人

藝術家講座

講座邀請藝術家分享自身創作與歷程；示範由

藝術家示範一件＂具有個人特色之作品＂並分

享技法。

共 2場，136人

冬季青年陶瓷雕

塑培訓成果展

為培力陶瓷創作者新血並鼓勵青年來鶯歌學

習，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於 2021 年 1 月

舉辦「冬季青年陶瓷雕塑培訓工作坊」，從 34

位申請者中徵選出 19 位年輕創作者培訓，本

次展覽為 19位學員進行為期 23天的培訓成果。

本次結合藝術家講座與工廠參訪等課程匯聚陶

瓷創作能量，讓參與的學員們可以從中吸收藝

術家的技巧、經驗之外，更可透過相互觀摩、

切磋，從實作中累積學員的創作經驗。期望能

提供永續性的友善學習環境，啟發學員興趣及

視野。

110.02.19-

110.03.21，

共計 38,588人次 

參觀 ( 四 ) 與陶藝家有約 仿生製造
陶藝家　張麗娟

時　間　110.03.20

作品靈感源自從二十世紀 80-90年代北美流行風格蒸汽龐克（Steampunk），藉由釉藥、手作

及形式去「模仿」金屬質感、工業化冰冷的生產方式及蒸汽龐克式的造型拼貼。這三重的「仿

效」 蛻變出一種「仿生」的概念，在「有用」與「無用」、「似」或「非似」、「有」跟「沒有」

之間游移。為推廣生活美學，藝術家張麗娟配合展覽《人工智慧》開設特別課程分享藝術創作，

民眾能直接與藝術家交流互動、汲取國際經驗，豐富作品多元文化創作。

項目 簡介 成果

仿生製造 講座 分享張麗娟自身創作與歷程 共 2小時，34人

仿生製造 工作坊
由張麗娟示範一件「具有個人特色之作品」

並引領民眾完成作品。
共 4小時，20人

1.	 110 年冬季青年陶瓷雕塑培訓工作坊 	
導師指導學員

2.	 與陶藝家有約 仿生製造 導師指導學員

3.	 與陶藝家有約 仿生製造 學員製作作品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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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館校合作

活動名稱 簡介 成果

館校合作計畫：

陶博×板橋區

新埔國小

講師：陳韋竹、耿怡文

1.主題：食在有趣

2. 課程內容：結合新埔國小當地夜市文化帶入陶藝課

程，透過夜市美食與吉祥物的設計，學生發揮想像的空

間將美食與吉祥物結合。

3. 上課時間：每週 2 堂課，共計 9 週 18 堂課，2 場成

果發表。

4年級美術

班共 27人

藝起來尋美：陶

博×板橋區大

觀國小

1.主題：大觀茶空間

2. 本館參與教育部 110 年度「藝起來尋美－教育部推

動國民中小學辦理美感體驗教育計畫」探討板橋浮洲地

區過往栽種茉莉花茶的文史脈絡，並藉由陶博館所收藏

的國內外「茶具主題典藏品」，激發孩子們的想像力，

引導孩子們重新定義校園裡的茶空間，歸納出新的時代

感與儀式感，讓孩子們創造出屬於自己的茶具與飲茶美

學素養。

3.上課時間：每週 2堂課，共計 4週 8堂課。

3-6年級美

術班共 100

人

戲劇導覽  

鶯歌石傳說

本館與鶯歌國中戲劇社合作，提供相關鶯歌陶瓷資料，

一同討論每年度方向與成果展現方式，並由陶博館導覽

員示範導覽技巧。每學期期末於陶博館辦理一場成果發

表，並邀請在地鶯歌國小以及建國國小同學一同參與，

達到地方文化傳承的目的。

140人參

與。

工作坊開訓 鶯歌國中戲劇導覽 有獎徵答

	三、節慶活動

活動名稱 簡介 成果

春節活動

牛轉乾坤絹印斗

方

自己的斗方自己印，不同以往等待書法家寫春聯，今年

由「樂心絹印」團隊現場指導，讓民眾體驗絹印斗方，

享受手作的樂趣。

180人次參

與。

國慶日 藝術

家特別課程： 

小貓兩三隻

邀請陶藝家陳韋竹教大家捏塑陶土，陶藝家陳韋竹擅長

各種動物捏塑，作品都非常療癒可愛，為大家示範貓咪

陶土捏塑，小貓兩三隻很適合疫情下的生活寫照呢，期

許透過手作，一起來作隻招來好運的貓咪。

共 2梯次，

24人參與。

牛轉乾坤絹印斗方

藝術家特別課程：小貓兩三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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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文化旅行

( 一 )	三鶯藝遊行
為了塑造三鶯藝術重鎮的品牌形象，計畫從 2021年起，規劃地區性的品牌活動，命名為「三

鶯藝遊趣」，以體驗、教育為核心，結合公共藝術、多元工藝、美食 DIY、舞台表演以及文化

行旅等，吸引各種不同階層與喜好的民眾參與，彰顯三鶯地區的美學資源與文化底蘊。其中三

鶯藝遊行串聯三鶯地區工藝家、藝術家、藝廊等資源，依照陶、茶、染的主題，規劃出數條文

化行腳路線。

路線名稱 簡介 成果

三峽藝染走讀
三峽老街、祖師廟、藍染遊客服務中心、庶民美術館、

李梅樹紀念館之文史導覽及藍染體驗。

38人次參

與。

陶茶之旅
天芳茶行 - 丹陽陶坊 - 吉洲窯陶瓷博物館，體驗採茶、

參訪工藝之家陶瓷工作室。

24人次參

與。

( 二 )	樂齡之旅
為增進高齡者參與博物館活動之意願，同時推廣陶瓷藝術與鶯歌在地文化，與「和鄰居家護理

所」一同辦理「週二樂齡」一日遊活動，使陶博館能與周邊地區結合，帶動樂齡族群走出戶外，

享受出遊活動的獨特魅力。共 41人參與。

內　容　1.登高望遠鶯歌石及孫臏廟，鶯歌文史故事導覽

2.咖啡沖泡與餅乾製作體驗

3.步行至陶博，沿途文化導覽   

4.陶博館陶藝體驗

1.	 工作坊開訓

2.	 鶯歌國中戲劇導覽 - 有獎徵答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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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的理念重視環境倫理的思考

及永續發展的實踐，而陶博館身為全

臺唯一以陶瓷文化保存為目標的博物

館，肩負觀眾、陶藝家、鶯歌在地陶

瓷廠商的期待，多年來細細耕耘，盼

能呈現最好的陶瓷展覽及活動給大

家，另一方面，博物館是很適合推動

環境教育的場域，能與學校的教學結

合，並提供陶瓷相關知識、歷史、製

程給老師及學生，傳遞陶瓷知識與文

化，也盼陶博館的環境教育課程，能

豐富學生的環境教育素養。

活動名稱 簡介 成果

環境教育冬令營

合辦單位：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樹林垃圾焚化廠

時間：110.1.29、110.2.5

以珍惜環境為主軸，運用區域合作力量，在陶博館了解

鶯歌製陶史，化身陶工體驗扛坯、畫坯等趣味活動，並

製作屬於自己的＂飲水思源杯＂，下午則有樹林垃圾焚

化廠透過有趣活潑的環境教育體驗課程及手作活動，讓

小朋友了解愛物惜物、珍惜地球資源的重要性。。

共 2場次，

57人次參

與

學校團體預約環

境教育課程

本館提供學校團體預約環境教育課程。110年 11月 16

桃園大崗國小 ( 高年級 )、110 年 12 月 30 板橋中山國

小 (高年級 ) 共有 2學校預約報名。

71人次參

與

	六、駐村計畫
時　間　110年 3月至 12月

為增進國內陶藝社群交流，並提升

陶藝園區環境美化，110年駐村計

畫以「奇幻花園」為主題，選出 6

位藝術家 (呂巧智、吳宗彥、許蕎

棋、施姵伃、徐仲葳、邵慈 ) 駐館

創作，未來使作品融入園區之中，

讓遊客在休閒輕鬆的氣氛中，經由

視覺美感與動態體驗的過程重新認

識陶瓷藝術之美，並考慮周圍自然

與人為的景觀元素，展現人為創作

與自然的平衡關係。

駐村藝術家：施姵伃、徐仲葳、邵慈

駐村藝術家：許蕎棋、呂巧智、吳宗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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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行銷內容包含 : 新聞媒體宣傳、經營博物館文化商品店及推動在地品牌 鶯歌燒。

新聞媒體宣傳透過新聞稿、報紙、電子媒體等露出方式，行銷及發揚博物館特色 ;文化商品店

「陶品集」及「小陶窩」積極推出寓教於樂或具陶博館意象之文創商品，並於網路商城努力推

廣優質陶瓷產品 ;「鶯歌燒」品牌計畫，為推廣鶯歌在地陶瓷產業及增加國際能見度，於經濟

部註冊之商標作為在地品牌。

110 年臉書按讚及追蹤數分析，按讚數、追蹤數平均成長 2,650。

行銷活動捌

按讚數

追蹤數

73,302

72,936

73,446
73,721

73,858
74,073 74,153 74,196

74,562

76,000

75,000

74,000

73,000

72,0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74,782
74,894

74,434

75,805

75,754

74,304

74,695
74,567

74,314

73,91173,851
73,760

73,569
73,405

72,104

	一、館際交流
自 2001年持續與各國締結姐妹館及參與國際組織，藉由國際專業交流，讓臺灣陶藝在國際佔

有一席之地並使國內陶藝創作接軌國際。

合作單位 合作名稱 /內容 時間

中華民國博物館 

學會 518 

國際博物館日

2021年主題為「博物館的未來：復甦與新象」，

將各館舍之活動及展覽於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

之官網、「博物之島」網頁及各館舍社群媒體

上推播。本館配合 518 當日免費入館、「有獎

徵文」、「有獎徵圖」、「有獎徵答」等活動

於 facebook及 IG上宣傳。

110.5.18

合作單位 合作名稱 /內容 時間

IAC

1. 國 際 陶 藝 學 會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eramics，簡稱 IAC)，本館於 2006年加入該會

成為團體會員，今年持續加入辦理續會。

2. 參與第 49 屆會員大會線上會議之一般會議

(General Assembly)。

1.110.3.26 

(續會 )

2.110.9.24 

(線上會議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合作備忘錄 (MOU)

透過合作備忘錄的簽訂，結合各自的專長領域，

在陶瓷文化保存、技藝傳承、科技互動之間產

生跨域合作的可能性。

110.4.21

AAM

本館於 2014 年成為美國博物館會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簡稱 AAM)第一等級博物

館會員，今年持續加入辦理續會。

110.4.30 

 (續會 )

ICOM

本館於 2009加入國際博物館學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簡稱 ICOM)會員，今年持續

加入辦理 2022年續會。

110.11.10 

(續會 )

日本岐阜縣現代 

陶藝美術館
鶯歌燒商品展

110.9.30-

110.10.17

日本岐阜縣現代 

陶藝美術館
「台灣當代陶瓷的力量」國際交流展

110.10.1-

11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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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媒體合作
媒體拍攝　406則

媒體報導　19次

廣告拍攝　7次

詳如附表單元表 5-7

1.	 媒體合作 - 大豐有限電視訪「感動牛 兒童暨青少年彩繪陶博特展」

2.	 綜藝節目 - 飢餓遊戲來館錄製節目

1

2

左 .	 	於日本岐阜縣現代陶藝美術館展出鶯歌燒商品 
展覽主視覺 ( 原開展日為 9.17，因日本疫情延後至
9.30 開展 )

右 .	 「臺灣當代陶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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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陶瓷產業的特色及活絡地方的發展，將「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之概念，轉化

為陶瓷產品及典藏品的加值創新，持續開發並販售本館特有的文化商品，亦結合地方資源引進

具有原創性的文創商品，落實本館獨有的使命並拓展地方的價值。

( 一 ) 文創商品
本館文創商品以典藏品及園區大型陶瓷裝置藝術為創意概念發想，另

配合展覽或教育活動開發別具特色的文創商品。

110年開發 8項商品。

	新北十年 文化五色杯
簡介 為了讓文化意象、美學、功能性與時代感具體呈現於設計，以具新北市幾個闡述在地鮮

明文化特色的場館所在地為發想起點，以溫暖療癒的馬卡龍顏色表達新北五大廊帶文化

特色：

1.富饒府中 銀

2.青春山海 藍

3.坪林茶山 綠

4.鶯歌陶寶 紅

5.黃金山城 黃

 

	新北十年 文化相思杯
簡介 以新北市市花、市徽的 山茶花瓣為把手造型。杯蓋上方以磁鐵吸附相思木片，述說多年

前鶯歌地區以相思木作為燒陶燃料的故事，結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創新專利的多色階雷

雕技法，以 3層不同顏色的木料貼合後，用雷射施以深淺差異的雕刻，呈現色階變化。

特別精選鶯歌陶博館、淡水紅毛城、板橋林本源園邸、九份基隆山及坪林茶山等 5種新

北文化景觀。

 

	陶瓷骨牌
簡介 啟發創造力，訓練協調力及培養專注力，適合親子一起共玩的遊戲。

 

	許願琴酒
簡介 以本館最大公共藝術品「許願糖果牆」為發想，十色馬卡龍圓形球瓶蓋，與地方酒廠、

陶瓷廠及三峽農會合作共同開發屬於三鶯的地方酒。

	三、文化商品發展與運用加值

ONLINE  SHOP

	許願磁
簡介 以本館最大公共藝術品「許願糖果牆」剩餘的小圓形球，加以改裝成為「許願磁」，妝

點家中每一個可以「磁吸」的牆面、冰箱門。

 

	許願花器
簡介 來自陶博館園區「許願糖果牆」集氣之力，一個花器代表一個祈福願望，讓這充滿愛的

花器，承載著希望的種子，繼續傳遞。

 

	福虎花器
簡介 111年為虎年，推出「福虎花器」。

 可以彩繪專屬於自己的花器。

 

	轟隆隆折傘
簡介 以「遠得要命藝術廁所」中陶藝家郭舒凡「轟隆隆 ‧

滴答滴‧嘩啦啦」的下雨意象作品開發，將陶瓷藝術

創作之美，融入你我生活。

1.	 新北十年 文化五色杯
2.	 新北十年 文化相思杯

3.	 陶瓷骨牌
4.	 許願琴酒
5.	 許願磁
6.	 許願花器
7.	 福虎花器
8.	 轟隆隆折傘

1

2 3

5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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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行銷活動
以節慶或活動規劃文創商品行銷主題，110年共 12檔，詳如附表單元表 8。

WEBSITE
WEBSITE

我的鶯式時尚 古典美‧新潮味

( 三 ) 文創會展
	鶯歌燒新春展售手作活動

期間 110.2.11-110.2.17

地點 Sogo百貨復興館

簡述 與 Sogo百貨復興館合作，於該館 9樓辦理鶯歌燒新春展售手作活動，並邀請 00家廠商

一同參與。

 

	國際美濃陶瓷文化節 鶯歌燒日本展
期間 110.9.30-110.10.17

地點 岐阜現代陶藝美術館

簡述 受日本國際陶瓷器節慶美濃執行委員會邀請，因疫情影響，本次展覽僅運送商品赴日本

展出 (無販售 )。商品選擇具臺灣特色的圖像及造型，同時考量日本民眾對商品的共鳴，

因此展出兩地皆有的動物及文化，並能融入日常的實用陶瓷為主。

 

	2021 臺灣國際咖啡展
期間 110.11.19-110.11.22

地點 臺北市貿中心南港展覽館一館

簡述 以「鶯歌燒」為題，推廣優良陶瓷，介紹鶯歌燒品牌，並宣導館內同期活動。

 

	2021 鶯歌藝術季
期間 110.11.28

地點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簡述 展售「許願糖果牆」延伸開發相關商品，並推廣「鶯歌燒」商品將鶯歌燒融入生活。

1 2

43

1.	 鶯歌燒新春展售活動
2.	 2021 國際咖啡展
3.	 國際美濃陶瓷文化節 鶯歌燒日本展
4.	 2021 鶯歌藝術季 玩美生活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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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緣起
為建立本市鶯歌陶瓷品牌形象，振興地方文化創意產業，於民國

97年推動「鶯歌燒品牌計畫」廣邀鶯歌鄰近地區（含新北市鶯

歌區、三峽區、樹林區、土城區、以及桃園市桃園區、龜山區、

八德區、大溪區）在地業者共同參與，以競賽及申請兩種方式，授予審查通過之陶瓷產

品使用「鶯歌燒商標」。齊力打造「鶯歌燒」品牌形象，整合行銷鶯歌優質陶瓷商品，

共創地方產業新優勢，活絡地方產業新展望。

( 二 ) 成果
1.鶯歌燒授權審查：110年 4月、11月各舉辦 1次商品審查會議，通過審查授權商標使

用計 74件商品。歷年成果累計授權 794件。

2.於 110年參與 4次文創會展，自 97年至 110年共累計參加 44場次。

3.於陶博館陶品集、桃園機場免稅店、朱銘美術館以及電商 Pinkoi銷售鶯歌燒認證商品。

	四、鶯歌燒品牌推廣

YINGGE  WARES

鶯歌燒品牌推廣 110 年鶯歌燒授權審查通過之商品：	
東龍珠 落英繽紛	藝術珠寶茶壺

110 年鶯歌燒授權審查通過之商品：大謙堂 心花開 ( 一壺二杯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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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公共服務

一、入館參觀人次統計

二、觀眾滿意度調查

三、導覽

四、無障礙服務

五、志工

六、防疫作為



公共服務玖

	一、入館參觀人次統計

為提供觀眾良好的參觀環境，本館推出多元且友善的軟硬體設施，如導覽服務、無障礙服務等，

每年持續招募志工提供人力及專業的協助，並辦理培訓課程提升服務人員的職能及知識，以強

化、擴大館內服務品質，積極打造專業、舒適且寓教於樂的博物館。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0

10,000

20,000

30,000

33,513 33,521 34,051

41,914

14,907

0 710
3,812 2,618

11,472

37,691

34,480

40,000

50,000

人數

月份

	二、觀眾滿意度調查
為提升本館服務品質，每年均由服務臺主動邀請民眾填寫滿意度問卷。110 年度共發出問卷

2,482份，回收 2,374份、有效問卷 2,207份。滿級分 5分，整體民眾滿意度為 4.4分，購票

入館流程滿意度為 4.25分、門票費用價值感為 4.28分，民眾滿意度介於「滿意」與「非常滿意」

之間。依據有效問卷統計分析相關民眾基本資料重點摘要表列如下：

性  別

年  齡  

女

男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75以上65-7451-6441-5031-4021-3020以下

931人
42.18%

1,276人
57.82%

4

91

221

384

616

729

157

110年進館參觀人次共 248,689人次。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館室內空間於 5月 13日至 7

月 23日暫停開放，7月 24日至 8月 31日採「預約參觀」方式開放，9月 1日至 10月 29日

進行館舍整修工程，暫停開放，全年度室內場館對外開放 224天。

全年度每月人次統計及觀眾類型，如附表 9-10。其中男性約 116,055人次（佔 46.67%）、女

性 132,634人次（佔 53.33%），本年度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外國遊客僅 37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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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狀況戶籍地區

200

400

600

800

1000

其他桃園市臺北市新北市

1,110人
252人

728人

111人

已婚(小孩3人以上)

已婚(小孩2人以下)

已婚(無小孩)

未婚

632

877

356
320

5.04
%

33.07% 50.43%

11.44%

學  歷 職  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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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軍公教

自由業

商

工

學生

52 77

1540

306
224

673

162

331

389

373

238

	三、導覽
本館提供定時導覽、團體導覽、語音導覽服務。平日 4場、假日 5場定時導覽，由專人中文、

英文解說常設展、特展。另提供中文、英文、日文、韓語、越南語、臺語、客語及兒童版的語

音導覽服務。

110年導覽共計服務 10,888 人次。

類別 定時導覽 個人語音導覽 團體專人導覽

總計人次 3,698 83 7,107

來館目的

1,261人

640人

53人
246人

其他

校外教學或編寫報告

吸收新知

休閒娛樂

2.4
%

57.32%29.09%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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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無障礙服務

	五、志工

針對特殊需求觀眾提供各項無障礙服務申請，包含免費入館、陶藝研習活動及各項軟硬體等服

務。

類別 簡介 服務人次

免費入館 提供身心障礙者及陪同人員免票入館 2,967

輪椅借用 免費提供遊客使用 35

娃娃車借用 免費提供遊客使用 130

愛心傘借用 免費提供遊客使用 49

哺集乳室 免費提供遊客使用 271

合計  3,452

( 一 ) 組成
本館志工分為導覽、教學服務、觀眾服務及資料中心等四大組，依據館務需求及志工個人專長

與興趣分派，協助館方進行中、英導覽解說、陶藝教學協助、諮詢、活動支援及行政庶務等作

業。另外，每年依各組提出的需求，辦理志工召募作業，經由書面審核、面試、培訓、實習及

考核等流程，通過者可為正式志工。110年招募新志工 20位 (教學服務組 13位，觀眾服務組

7位 )。

110年底本館志工共計：129位，累計服勤時數達 7,417小時。

類別 導覽組 教學服務組 觀眾服務組 資料中心組

人數 32 49 39 9

( 二 ) 館內外培訓
為提升本館志工專業知能，針對常設展及特展、園區生態、陶藝手做、服務禮儀及消防安全等

安排培訓，深化志工服務職能。

110年共舉辦 14場次 (導覽培訓 6場、陶藝手做研習 8場 )，計 264人參加。

	常設展 203 展間培訓
時間 110.1.29

成果 17人次參與

簡介 邀請劉克竑教授為 203展廳之史前及原住民陶瓷展件介紹。

 

	陶瓷藝術園區植物生態導覽
時間 110.11.1、110.11.6

成果 共 2場次 44人次參與

簡介 邀請林美惠專業植物生態講師或本館導覽員及志工講解園區各式植物生態。

 

	偶然人間特展導覽培訓
時間 110.5.12、110.11.17、110.11.24

成果 共 42人次參與

簡介 由本館偶然人間特展策展人葉玫霖及導覽員進行特展動線導覽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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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工陶藝手做研習
時間 110.5.6、110.11.11-110.12.23

成果 共 8堂課，107人次參與

簡介 邀請陶博義工陶老師許旭倫陶藝家現場指導教學茶具組製作。以茶壺基本概念與其他配

件組合之設計發想，引領組合構思，在收納時，壺與杯或茶海、茶倉，結合成為一件雕

塑，可供觀賞，使用時分拆，可為一組實用之茶具組。壺蓋、壺嘴、把手、蓋紐製作；

壺與配件整合塑形，整體造型加強及裝飾，化妝土調配及彩繪、素燒、上釉，最後完成

品檢討與分享。

 

	志工館外研習
時間 110.11.12(五 )

成果 54人次參與

簡介 規劃東北角地區景點參訪學習。八斗子望幽谷濱海海步道，可眺望到遠處的基隆嶼，俯

瞰崖下的海蝕平台豆腐岩；黃金博物館以金瓜石礦業歷史與黃金為主題核心，並整合金

瓜石地區的聚落樣貌；報時步道，據傳在日治時代設有警報器定時鳴放因而得名；潮境

公園是寒、暖兩潮流的混合區，此區浮游生物孳生，能吸引洄游魚類聚集，退潮時的海

蝕平台是最佳的自然教室。學習當地地形人文景觀特色知識。

陶藝手做課程 館外研習

	六、防疫作為
2021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影響全球人類生活，加上變種病毒陸續出現，傳染

力高、確診症狀複雜，導致國際疫情更趨嚴峻，各國許多城市因確診人數迅速飆升，數度實施

封城禁令防堵疫情擴大，為避免民眾室內群聚感染風險，本館配合新北市政府防疫政策，在館

舍及人員防疫措施上皆有做應變作為，如下：

( 一 ) 館舍防疫措施
1. 本館室內空間自 5月 13日起至 7月 23日暫停開放（共 72日），7月 24日至 8月 31日採「預

約參觀」方式恢復開放。

2. 市長春節防疫巡視。

3. 餐廳自主暫停營業 -增設各類型隔板 -疾管家實聯制。

4. 線上加值服務。

5. 容留量與社交安全距離：實施入館參觀容留量控管。因應疫情，控制主館室內空間容留人

數為 2,000人 (原 4,000人 )。控管方式，包括：在展場入口處標示容留量、張貼安全距離

告示，保持室內 1.5公尺、室外 1公尺之舒適安全距離、設計「手舉牌」的提醒方式，由

服務員在尖峰時間使用「手舉牌」以提醒觀眾保持社交安全距離。

6. 加強清消及防疫物資補給：每日加強清潔消毒，並於尖峰參觀時段，增加消毒頻率；於大

門出入口、展場觸控螢幕旁，配置酒精，提供觀眾噴手消毒；於電梯、展場互動設施之按鍵，

張貼薄膜；於園區廁所、哺乳室皆配備洗手乳，宣導勤洗手。館區備有充足之酒精、口罩

等物資，支援防疫工作。

( 二 ) 觀眾進館
1. 單一動線出入口：館內全員、志工與洽辦公務者，由行政區車道入口。觀眾於前方正館入

口和後側園區入口入館，入口處張貼腳印地貼，並由服務人員管制，入館落實防疫措施。

2. 戴口罩：所有入館人員均需「全程配戴口罩」。

3. 量體溫：於各入口處「量測體溫」，超過 37.5度以上，或有上呼吸道症狀者，禁止入館。

4. 實聯制：洽辦公務者及觀眾需以身分證、健保卡、市民卡、借閱證刷卡，或手填登記單入館。

( 三 ) 人員管理
1. 防疫小組：由館長擔任召集人，成員為秘書、人事管理員及營運行政組組長、行銷企劃組

組長、教育推廣組組長、典藏展示組組長，並指派專責人員擔任防疫負責人。因應新北市

政府防疫政策，及疫情發展機動召開防疫會議，相關防疫物資準備及調配作業，由營運行

政組統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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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員工自主健康管理

(1) 員工上下班採單一出入口，進館一律於公務車道警衛哨亭前量測額溫，並全程配戴口罩。

(2) 賣店、展場、清潔、保全等一線工作人員，服務民眾時一律需配戴雙罩（口罩及面罩或

護面鏡）。

(3) 員工如有發燒感冒症狀者，應暫停工作儘速返家就醫休養，並由各單位自行調度人力支

援維持業務運作。

(4) 員工本人或同住者如出現發燒（額溫 ≥37.5℃）、呼吸道症狀、嗅覺味覺異常或不明原

因腹瀉等疑似 COVID-19 症狀，或最近 14天曾接觸或疑似接觸確診者，應儘速就醫接

受評估及處置，並應主動通報單位主管及人事室。

3. 異地分區辦公：全館員工依業務屬性分為 2組，區隔於前館行政區、陶藝研習室、園區行

政大樓、國際駐村中心 4個館舍異地分區辦公，疫情嚴峻期間，管制 2組人員不得任意接

觸。實施期間自 5月 17日起至 8月 9日。每日紙本公文交換作業，改採定時、定點、專

人負責機制，以降低員工館內跨組室移動之接觸。

4. 分組居家辦公：5月 24日起至 7月 26日分 A組 13名、B組 12名依序輪流居家辦公為加

強防疫，降低大眾外出移動流量，盤點各承辦人員業務性質，5月 24日至 7月 26日分 A

組 13名、B組 12名依序輪流居家辦公。經審酌業務可採居家辦理，且家中電腦設備已裝

設 VPN遠端連線之人員，分為 A、B兩組居家辦公，每組實施一個星期；至業務性質無法

居家辦理或家中無電腦設備者，一律到館上班。

1.	 賣店櫃台 - 加裝隔板 - 定時清消

2.	 民眾進館 - 掃描疾管家 - 實聯制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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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09.11.20-110.5.9

109.11.20-110.3.1

109.12.4-110.1.24

109.12.11-110.1.10

1.1- 3.31 

1.1- 3.31 

1.1~12.31

1.1~12.31

1.15-3.1

1.15

1.15-4.11

1.15-4.11

1.15-4.11

1.18~2.19

1.29

1.30

2.22-4.30

2.5

1.29-3.21

1.31

陶
事
紀
錄

2020 臺灣國際陶藝雙年展
參觀人次：388,350 人次。

2020 國際咖啡杯大賽
參觀人次：12 萬 5,664 人次。

花解構 ‧ 花在微觀下的生命創造—曾祥軒陶藝展
參觀人次：5萬 8,634 人次。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 陳加峯創作個展
參觀人次：3萬 5,823 人次。

「盒器小牛迎新春」－兒體常態課程

「福牛置物架」－陶研常態課程

早安博物館

復能小旅行

2021 全國兒少陶藝獎「童話故事─東方傳奇」

館校合作：鶯歌國中戲劇導覽成果發表

感動虎 | 兒童暨青少年彩繪 陶博特展

感動虎 | 兒童暨青少年彩繪校外教學 35 場

感動虎 | 兒童暨青少年彩繪工作坊 4 場

冬季青年陶瓷雕塑培訓工作坊

環境教育冬令營

牛轉乾坤斗方絹印

許願糖果牆施工

環境教育冬令營

人工智慧 - 張麗娟創作個展

2021 全國兒少陶藝獎頒獎典禮 ( 因疫情取消 )

2月

3月

4月

2.11-2.17

2.19-3.21

2.22

3.2

3.5-4.11

3.7

3.7 -5.23

3.10、17、20、24

3.12

3.15-6.25

3.16-6.30

3.17-6.17

3.20

3.26-5.16

3.28

4.1- 6.30

4.1- 6.30

4.6

4.8

鶯歌燒新春展售手作活動

冬季青年陶瓷雕塑培訓工作坊成果展

復能小旅行：臺灣計程車學院協會

「快樂拼陶趣 -- 皂皂的家」－陶研常態課程

「陶跑吧！塔克怪獸」－兒體常態課程

感動服務 ( 展場服務人員服務技巧實務課程 )

早安博物館：桃園市清華高中

表禮如儀 ( 展場服務人員美姿美儀課程 )

云語 - 劉榮輝陶藝展

云語 - 劉榮輝陶藝展開幕茶會

「紫砂陶特質研究與成型實務Ⅱ」—110 年陶瓷學院研習課程

教師研習：全臺國中小藝文教師

早安博物館：中壢區大崙國中

臺灣籍陶藝家呂巧智來館駐村

臺灣籍陶藝家吳宗彥來館駐村

臺灣籍陶藝家許蕎棋來館駐村

與陶藝家有約課程：仿生製造（張麗娟）

自虐之詩 - 陳安琦陶藝個展

自虐之詩 - 陳安琦陶藝個展開幕茶會



4月

4.9

4.9

4.10

4.10 -9.25

4.16

4.16

4.16-5.9

4.16-5.12

4.20

4.23

4.26

4.28

4.29

4.30

陶
事
紀
錄

早安博物館：鶯歌區鶯歌國中

復能小旅行：計程車學會

復能小旅行：裕隆集團

「陶瓷雕塑成型技法進階班Ⅱ」
—110 年陶瓷學院研習課程

早安博物館：新北市愛維養護中心

早安博物館：基隆市七堵區明德國中

明茶秋毫—鶯歌工商‧陶瓷傳統技藝作品成果展

幻位思考—鶯歌高職陶瓷工程科
第二十二屆畢業成果展

早安博物館：新北市新市國小

明茶秋毫—鶯歌工商‧陶瓷傳統技藝作品
成果展開幕活動

行動博物館：板橋新埔國小

早安博物館：板橋國中

早安博物館：新北市蘆洲區鷺江國中

早安博物館：臺北市立松山工農

5月

5 ～ 11 月

5.1

5.1-5.30

5.3

5.4

館校合作：板橋新埔國小—食在有趣「陶跑吧！
塔克怪獸」－兒體常態課程

志工招募說明會暨面試

三鶯藝遊趣

消防講習及心肺復甦術員工教育訓練

早安博物館：台北市中山區五常國小

7月

8月

5.4

5.7

5.11

5.13- 7.23

5.6、11.11~12.23

5.7

5.13-7.23

7.1- 8.31

7.1- 8.31

7.14

7.17-12.31

7.24-8.31

7.24-8.31

7.24-8.31

110.7.24-111.3.20

7.27-10.30

7.30-8.29

樂齡文化之旅：65 歲以上樂齡長輩

早安博物館：新莊區裕民國小

早安博物館：基隆市七堵國小

全國疫情第三級警戒防疫政策－本館暫停營運。

志工陶藝手做研習課程：茶具組 (5.13~10.30 期間閉館 )

幻位思考—鶯歌高職陶瓷工程科第二十二屆畢業成果展
開幕暨頒獎典禮

防疫閉館

「懷古論今 - 奉茶印花碗」－陶研常態課程

「閃亮亮 ! 繽紛夏日花火彩繪派對」－兒體常態課程

玩美畫陶趣—著色畫

臺灣意象─島嶼內的陶藝之力與美 ( 延展至 111.6.30)

美麗飛翔—臺灣女性陶藝展

經典傳承 - 臺灣當代陶藝容顏典藏展

啟動預約參觀制

偶然人間

陳韋竹駐村計畫 - 巨型陶瓷捏塑

絢麗的彩繪─典藏陶藝展

8.2

8.3-10.30

數位博物館線上策展 1- 樂淘陶

新北市立兒童藝術節 - 陶博館怪獸小學堂



9月

9.1-10.29

9.1

9.1-10.31

9.1-10.31

9.18-9.21

9.30-10.17

陶
事
紀
錄

本館封閉維修。

( 館內教學體驗空間分別搬遷至園區「小陶窩」
及「披薩屋」處所執行教學體驗課程部分 )

數位博物館線上策展 2- 相處之道─
當代陶藝典藏展

「手繪古早碗」－陶研常態課程

「Q 蛋怪獸動物園」－兒體常態課程

9 月中秋特別課【小雨兔留言夾】複合媒材輕質
黏土捏塑

美濃國際陶瓷文化節 - 鶯歌燒日本展

10月

10.1-11.17

10.1

10.4~12.30

10.4~12.30

10.6、27，11.3，11.10

10.9-10.10

10.9-12.26

10.17 -11.14

10.20-11.17

10.22

10.30

110.10.30-111.1.23

臺灣當代陶瓷的力量 ( 國際交流展 )

數位博物館線上策展 3- 夢與藝想生物

臺灣籍陶藝家徐仲葳來館駐村

臺灣籍陶藝家施姵伃來館駐村

教師研習：全臺國中小藝文教師

陳韋竹駐村活動 - 小貓兩三隻

鶯歌藝術季

「多媒材實作」—110 年陶瓷學院研習課程

燿－北科大．陶博館合作交流展

燿－北科大．陶博館合作交流展開幕典禮

志工特殊訓練

2021 國際咖啡杯大賽

11月

110.10.30-111.2.6

11-12 月

11.1

11.1- 12.31

11.1- 12.31

11.1~111.1.30

11.10

11.11

11.12

11.12

11.13

11.15

11.17

11.18-11.22

11.20

11.20 -12.18

110.11.25-111.1.2

110.11.25-111.1.2

11.27

超越．再現—大型陶藝雕塑典藏展

館校合作：板橋大觀國小—大觀茶空間

員工自衛消防講習及演練

「耶誕甜點盤」－陶研常態課程

「耶誕糖果屋派對」－兒體常態課程

臺灣籍陶藝家邵慈來館駐村

復能小旅行：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復能小旅行：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志工館外研習：黃金博物館 . 潮境公園、望幽谷等地

早安博物館：新北市私立佛教中道淨苑

鶯式下午茶：新旺集瓷、大謙堂

復能小旅行：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復能小旅行：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2021 臺灣國際咖啡展

鶯式下午茶：文生窯

「寫實迷惑眼睛 - 成形技法與表面質感」—
110 年陶瓷學院研習課程

耶誕珠寶派對—新北技職教育陶瓷金工成果展

耶誕珠寶派對金工工作坊 13 場

鶯式下午茶：傑作陶藝、臺華窯



附 

表
12月陶

事
紀
錄

12.2

12.7

12.9

12.13

12.11

12.15

12.16

12.17

12.19

12.21

12.22

12.24

12.29

12.30

12.31

早安博物館：中壢區中壢高商

早安博物館：土城區土城國中

樂齡文化之旅：65 歲以上樂齡長輩

復能小旅行：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行動博物館：內湖瑞光社會住宅

行動博物館：板橋大觀國小

早安博物館：新北市立清水高中 ( 土城區 )

館校合作：鶯歌國中戲劇導覽成果發表

志工年終聯誼暨感恩表揚大會

早安博物館：新北市蘆洲區蘆洲國中

復能小旅行：台北慈濟醫院日照中心

早安博物館：台北市蓬萊國小特教班

教師研習：新北市國小藝文教師

早安博物館：臺北市士林區啟明學校

「傳統腳踢轆轤」－園區示範活動 ( 僅例假日 )

附表 1.	110 年網頁瀏覽人次統計數據 P.33

月份 陶博館網頁 數位陶博館

1 38,599 16,743

2 38,310 10,858

3 47,895 10,210

4 48,622 8,163

5 32,112 10,964

6 16,260 29,952

7 31,312 32,522

8 41,402 15,711

9 34,928 15,740

10 48,185 29,618

11 50,226 22,607

12 47,392 2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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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2. 典藏品修復統計

作品名稱 作者 修復計畫 物件狀況 修復人員

觀音像 不詳
110 年藏品修
護計畫

頸部裂痕處需將其
穩固、填補及清潔

委外修復

達悟族雙耳大碗 不詳
110年藏品修
護計畫

口唇碎成數塊需黏
合、填補及清潔

委外修復

心湖 謝嘉亨
110年藏品修
護計畫

有兩小片剝落需黏
回及清潔

委外修復

烹飪系列 -煮 翁樹木
110年藏品修
護計畫

組件小節段落需黏
回及清潔

委外修復

材質沉思 Sarah WELCH
110年藏品修
護計畫

髒污清潔與淡化 委外修復

獅鈕飾紋壺 劉世平
110年藏品修
護計畫

修復處需以表面顏
色模擬上色及清潔

委外修復

光之形式 新里明士
110年藏品修
護計畫

破片需黏回並填補
及清潔

委外修復

精神藩籬 長谷川泰子
110年藏品修
護計畫

兩小片剝落需黏回
及清潔

委外修復

010.014.06
Robin 

STRANGFELD

110年藏品修

護計畫

小組件剝落需黏回

及清潔
委外修復

適應輻射Ⅲ
Christopher 

ADAMS

110年藏品修

護計畫

組件尖細處斷落需

黏回及清潔
委外修復

模仿
Eric Nathan 

LANDON

110年藏品修

護計畫

局部泛黃需清潔與

污漬淡化
委外修復

平衡 Marc Leuthold
110年藏品修

護計畫

原以膠黏合處已分

開，需黏回、清潔
委外修復

快樂進行曲 曾倩如
110年藏品修

護計畫

一組件膠脫需黏回

及清潔
委外修復

作品名稱 作者 修復計畫 物件狀況 修復人員

之間
Karen 

GUNDERMAN

110年藏品修

護計畫

細小部分斷落需黏

回及清潔
委外修復

物件第 44號―

地殼構造

Kamila 

SZCZESNA

110年藏品修

護計畫

一小塊剝落分離需

黏回固定及清潔
委外修復

器官 重松あゆみ

「燿－北科

大．陶博館合

作交流展」作

品修復案

頂端剝落需黏合 委外修復

山在虛無飄渺間 陳國能

「岐阜縣現代

陶藝美術館交

流展」作品借

出前修復

邊角多處剝落需修

補及全色
委外修復

心窗 徐明稷

「岐阜縣現代

陶藝美術館交

流展」作品借

出前修復

斷落處需修補及全

色
委外修復

輪迴 2 陳銘濃

「岐阜縣現代

陶藝美術館交

流展」作品借

出前修復

斷落處需修補及全

色
委外修復

刻紋彩陶經瓶 楊文霓

「岐阜縣現代

陶藝美術館交

流展」作品借

出前修復

組件接合面磨損須

修復及全色
委外修復

失落的尊嚴 李永明

「岐阜縣現代

陶藝美術館交

流展」作品借

出前修復

斷落處需修補及全

色
委外修復

P.56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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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作品名稱 作者 修復計畫 物件狀況 修復人員

婆娑 林秀娘

「岐阜縣現代
陶藝美術館交
流展」作品借
出前修復

小塊剝落分離需黏
回固定及清潔

委外修復

仿宋定窯瓜式提
樑壺

曉芳窯

「岐阜縣現代
陶藝美術館交
流展」作品借
出前修復

黃斑需清潔 委外修復

豆腐 陳景亮

「岐阜縣現代
陶藝美術館交
流展」作品借
出前修復

黃斑需清潔 委外修復

梅樁茶具組 林根成

「岐阜縣現代
陶藝美術館交
流展」作品借
出前修復

邊角多處剝落需修
補及全色

委外修復

房裡，抽屜用強
壯的外殼藏匿鎖
碎的真實

胡慧琴

「岐阜縣現代
陶藝美術館交
流展」作品借
出前修復

剝落需修補及全色 委外修復

失落的尊嚴 李永明

「岐阜縣現代
陶藝美術館交
流展」作品借
出前修復

武器兩處斷裂，構
件已失，需修補全
色及清潔

委外修復

拱橋映月 鄧惠芬

「岐阜縣現代
陶藝美術館交
流展」作品借
出前修復

邊角剝落需修補及
全色

委外修復

制器規圜之漂流
雙西塔

施宣宇

「岐阜縣現代
陶藝美術館交
流展」作品借
展單位修復

破碎需黏回、全色 委外修復

表 3. 典藏品館內外借展檔次

區域 展覽名稱 展出時間 借出件數 展示地點

館內

美麗飛翔――臺灣女
性陶藝展

7.24-8.31 34件 1F陽光特展室

經典傳承――臺灣當
代陶藝容顏典藏展

7.24-8.31 30件 B1陶藝長廊

偶然人間 7.24-111.3.20 26件 3F特展室

超越．再現――大型
陶藝雕塑典藏展

10.30-111.2.6 9件 1F陽光特展室

館外

臺灣意象――島嶼內
的陶藝之力與美

7.17-111.6.30 13件

外交部 1樓正門右側大
廳、1樓電梯穿堂、5
樓固定展示櫃及兩側空
間

絢麗的彩繪――典藏
陶藝展

7.30-8.29 38件
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3F展覽室

臺灣當代陶瓷的力量 10.1-11.17 78件
日本岐阜縣現代陶藝美
術館　第 1展覽室

燿――北科大．陶博

館合作交流展
10.20-11.17 49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藝文
中心

P.56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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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4. 陶瓷 DIY 課程

類別 課程名稱 成果

兒童體驗室

盒器小牛迎新春 共 294場次，1,168人次

陶跑吧！塔克怪獸 共 135場次，420人次

寶寶壓印體驗 共 66場次，219人次

DIY自由做 共 6場次，1,301人次

抓週 -陶福氣！成長禮，闖關趣 共 7場次，31人次

耶誕糖果屋 共 159場次，360人次

陶藝研習室

福牛置物架 共 103場次，768人次

碗皂皂的家 共 61場次，593人次

奉茶印花 共 17場次，127人次

手繪古早碗 共 126場次，153人次

耶誕甜點盤 共 200場次，2,934人次

DIY自由做 共 18場次，2,386人次

日期 媒體 拍攝主題

1.22 大豐有線電視 感動牛—兒童暨青少年彩繪陶博特展

1.27 全國有線電視臺 復能小旅行

3.17 人間衛視 陶藝家張麗娟「人工智慧―張麗娟創作個展」

3.26 人間衛視 陶藝家劉榮輝「云語—劉榮輝陶藝展」

3.29 大豐有線電視 云語—劉榮輝陶藝展

7.24 八大電視臺 疫情後開館準備

7.24 大豐有線電視 玩美畫陶趣

8.20 中嘉電視 我的鶯式食尚

9.31 天下雜誌 鶯歌陶藝文化

9.11 大豐有線電視 小怪獸訓練營

9.29 大豐有線電視 偶然人間特展線上學習單

9.30 中嘉電視 偶然人間特展線上學習單

11.3 Shopping design 鶯歌藝術季

11.4 中嘉電視 許願糖果牆、藝術廁所

11.4 自由時報 鶯歌藝術季

11.7 東森電視 鶯歌藝術季

11.8 大豐有線電視 許願糖果牆、藝術廁所

12.8 大豐有線電視 國際咖啡杯大賽

12.13 ETtoday 鶯歌藝術季

表 5. 媒體拍攝統計 P.74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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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月份
發布媒體 
議題（則）

媒體報導 媒體報導

合計平面 網路 電視 廣播 雜誌

1 4 0 37 2 0 0 39

2 3 0 31 6 0 0 37

3 4 1 32 3 2 0 38

4 4 2 34 0 0 0 36

5 1 0 10 0 0 1 11

6 1 0 11 0 0 0 11

7 3 1 34 2 0 0 37

8 3 1 34 1 0 0 36

9 3 1 34 4 0 1 40

10 3 3 42 0 0 1 46

11 4 4 43 43 2 0 92

12 3 1 36 0 0 0 37

總計 36 14 378 61 4 3 460

表 6. 媒體報導統計

附表 7. 廣告拍攝統計

日期 主題 單位

3.19 全國運動會宣傳片 新北市政府

3.25 三隻小豬的逆襲 三立電視

4.20 交通安全宣導片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8.18 飢餓遊戲 中視

9.7 新北好所在 中嘉電視

10.20 餐桌上的美好風景 風傳媒

12.6 火星上的維納斯 巨宸製作有限公司

表 8. 文創商品行銷活動

項次 活動名稱 活動期間

1 牛轉乾坤·喜迎新春 2.1-2.28

2 牛轉乾坤·抽好運 2.10-2.16

3 陶氣彈珠檯 4.1-4.30

4 五月雪花之祭 5.1-5.31

5 花漾媽咪我愛您 5.1-5.31

6 我的鶯式時尚 8.19-

7 情人節限定 8.10-8.15

8 卓銘順奪金大賞 8.26-11.30

9 古典美‧新潮味 9.1-9.31

10 五倍券優惠方案 9.22-111.4.30

11 1111購物節 11.5-11.30

12 鶯歌燒咖啡品牌日 12.6-12.12

P.74 P.78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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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9. 本館 110 年參觀人次統計

月份
大門入博物館 
參觀人次

園區入博物館 
參觀人次

陶瓷藝術園區 
參觀人次

參觀人次 
合   計

1 14,134 7,590 11,789 33,513

2 15,173 6,612 11,736 33,521

3 15,395 6,846 11,810 34,051

4 17,848 10,366 13,700 41,914

5 6,577 3,829 4,501 14,907

6 0 0 0 0

7 176 0 534 710

8 1,532 0 2,280 3,812

9 0 0 2,618 2,618

10 1,384 873 9,215 11,472

11 12,614 8,127 16,950 37,691

12 13,768 6,932 13,780 34,480

總計 98,601 51,175 98,913 248,689

表 10.	110 年入館團體暨參觀民眾類型統計

月份 學校團體 (團數 ) 學校團體 (人數 ) 一般團體 (團數 ) 一般團體 (人數 ) 人數合計

1 53 3,329 14 616 4,012

2 15 1,222 6 253 1,496

3 47 2,696 23 884 3,650

4 57 3,595 41 1,999 5,692

5 14 1,539 13 913 2,479

6 0 0 0 0 0

7 0 0 0 0 0

8 4 110 0 0 114

9 0 0 0 0 0

10 5 111 0 46 162

11 34 1,985 43 2,639 4,701

12 46 2,695 55 2,110 4,906

合計 275 17,282 195 9,460 27,212

P.84 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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