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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計畫摘要表 
一、基本資料表 

計畫名稱 2008 第二屆國際創造力教育博覽會計劃書 

計畫執行單位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立中山大學創意與創新研發中心 

計畫主持人 
鄭英耀 教授 電話  傳真  

Email 手機 

計畫期程 自 96 年 9 月 1 日至 97 年 5 月 31 日止  

計畫經費 壹

計畫網址  

計畫聯絡人 
葉筱微 電話 傳真 

Email 手機 

地址 
內容摘要 
1.博覽會基本概念 

(1)展現以教育為本的創意城市。 
(2)成為全民參與具教育學習的活動。 
(3)以互動式成果博覽會的方式展現，輔以虛擬網站帶動創意氛圍。 
(4)國內各教育團體互動交流及成果展現，透過跨領域之經驗交流，催生產

業創意，呈現創造力教育在產業的實踐。 
(5)具創意氛圍的動態節目演出。 
(6)國際經驗交流，激發出更具創意與創新的教育思考。 

2.計畫工作項目 
(1)攤位部分：分為國際創造力教育區、產業創意區、創造力教育示範區、

創造力教育成果區、創造力教育學習區。 
(2)招商部分：延攬具有正面意義、形象之贊助廠商及邀請創意相關產業、

外商觀摩。 
(3)活動部分 

A.邀請國內、外知名創意團隊之表演 
B.創造力教育成果之發表 
C.創造力教育攤位之競賽 
D.創意活動表演秀 
E.主舞台每日之活動設計：包含創意有獎徵答、創意ＤＩＹ、抽獎及各

項創意遊戲 
(4)創造力教育交流工作坊部分 

A.邀請國內、外知名創意團隊之講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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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邀請全球五大海洋城市之代表性創造力教育大師交流分享。 
C.舉辦創意人講堂。 

(5)國際邀請部分：邀請 10 個國家，各具創造力教育代表性之學術團隊。 
(6)博覽會網站部分：架設博覽會之專屬網站，活動網站瀏覽人次預計達 10

萬人次以上。 
(7)博覽會問卷部分：設計創造力教育博覽會滿意度問卷，對參與民眾進行

問卷調查作為活動成果評估之重要指標。 
(8)宣導推廣規劃： 

A.媒體部分：包括記者會之舉辦，及帄面媒體、電子媒體、網路、雜誌

等廣告刊登、文宣品印製以及影像紀錄。 
B.創造力教育宣傳造勢活動 
C.於博覽會期間每日出版活動快訊 
D.製作博覽會紀錄片，將博覽會的過程作系列性的影像紀錄與製作呈現。 
E.各項文宣品之規劃印製，配合國際化主題，所有文宣品、大會資料、

會場標示、博覽會週邊產品皆以中英文標示、設計。 
 
3.預期效益 

(1)預估吸引約 10 萬以上參觀人次，親身體驗創造力教育成果，成為潛在的

創意種子。 
(2)預估吸引 10 萬以上人次瀏覽創造力教育博覽會官方網站，傳播創意成

果。 
(3)經由國際團隊的參展，與國人相互交流創造力教育之經驗，並藉此分享

台灣創造力教育之特色。 
(4)提供對創造力與創新相關課題感興趣者，直接獲得資源和資訊的便捷管

道，啟發內外在創意動機。 
(5)藉由博覽會事件、不同主題活動和廣告運作，營造媒體話題，喚起社會

大眾對本博覽會之好奇與持續關注，拓展群眾參與創造力教育之基礎。 
(6)透過媒體合作系列深度報導，激盪各界對推展創造力教育的延伸討論。 
(7)強化各政策單位所屬之創意團隊成員間的橫向聯繫，有助於創意社群之

建立與凝聚。 
(8)提供強調創造力教育與創新人才養成的不同政策單位之間，整合與政策

執行檢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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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計畫內容 
 

壹、 緣起 

為培養創意人才，具體落實「創造力教育白皮書」，教育部各司

處持續推動與執行創造力之相關計畫和活動；自 91 年起推動 2 期「創

造力教育中程發展計畫」，為展現教育成果、傳播創意理念、鼓勵全

民發揮創意潛能，已於 2004 年 2 月 13 至 15 日舉辦第 1 屆創造力教

育博覽會，短短 3 天吸引 6 萬 2 千餘人次參加，活動獲得各界廣大迴

響。目前「創造力教育中程發展計畫」即將完成階段性任務，為因應

各界要求展現成果，擬舉辦第 2 屆創造力教育博覽會，以展現「活力

台灣˙創意教育」之精神，本計劃規劃於 96 年 3 月，舉辦「2008 第

二屆國際創造力教育博覽會」，並首度邀請國際團隊一同分享創造力

教育之魅力。 

貳、 目的 

廿一世紀是劇變的的時代，資訊科技迅速發展與流通，社會多元

化的腳步也越來越快，人類正面臨「第三次產業革命」－一個以「腦

力」決勝負的「知識經濟時代」。此時，不論是創新思考、批判思考

或解決問題之能力，皆是未來世界公民的重要基礎能力。創新可視為

一系列知識生產、知識利用以及知識擴散的歷程，而創造力就是創新

的火苗。因此創造力與創新能力之培育，不僅是提昇國民素質之關

鍵，亦為發展知識經濟之前提，所以創造力教育也就成為未來教育工

作之推動重點。 

歷經七年創造力教育先導型計劃之播土、深耕，創造力教育在台

灣各地方以及各級院校逐漸開花結果；為重新詮釋「德、智、體、群、

美」五育的均衡發展，從過去的單向學生學習，到如今注入許多創新、

雙向互動學習教學，並融合各地方教育特色，台灣的創造力教育不僅

是在態度上轉變了新的思維，更將新思維化成實際之行動，展現出具

體實行成果。於是，為了展現創造力教育七年來階段性之具體執行成

效，以及持續宣導推動創造力教育的全方位連結，「2008 第二屆國際

創造力教育博覽會」將呈現各單位的執行成果，並藉由博覽會的啟發

與營造，積極鼓勵創意與創新成全民運動。 

此外，今年特別邀請 10 支代表不同國家創造力教育特色的團隊

來參與博覽會的展出，期望透過互動式的經驗交流，激發出更具有創

意與創新的教育思考，並將台灣創造力教育的範例，推向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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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博覽會內容之基本概念 

本屆博覽會主題為「以教育為本的創意城市」，以國際舞台的城

市創意作為主軸，展現創造力跨領域整合的成果，不但強調創造力的

發想歷程、創造力的實踐成果、更展現出知識資本的有效運用和價

值。因此，藉由博覽會的展出，可充分表現出互動的、學習的、以及

經驗的創造力成就。 

博覽會基本概念圖： 

 

 

 

 

 

 

 

 

 

 

 

 

 

 

 

 

為了完整呈現出本計畫之基本概念，縱向以現行學制之各級學校

為主軸，包含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學院校及技專院校，橫向由各

縣市教育局組成，形成地方創造力教育推動團隊，以縱向與橫向之跨

領域連結，共同推動產業創意，並輔以國際間之相互經驗交流來促進

創造力教育發展，以雙向互動式活動設計方式，提供民眾實際體驗創

造之歷程；以靜態展覽方式，呈現創造力教育實踐之成果；透過主題

性之創意節目演出、創造力工作坊及國際創造力團體互動交流活動，

提供全民參與之學習機會，深化創造力教育於民眾生活之中。 

本屆博覽會基本概念如下： 

一、 展現以教育為本的創意城市。 

二、 成為全民參與具教育學習的活動。 

三、 以互動式教育成果博覽會的方式展現，輔以虛擬網站帶動創意

氛圍。 

產 業 創 意 

大學院校、技專院校 

高中職 

國中 

國小 

24 縣市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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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內各教育團體互動交流及成果展現，透過跨領域之經驗交

流，催生產業創意，呈現創造力教育在產業的實踐。 

五、 具創意氛圍的動態節目演出。 

六、 國際經驗交流，激發出更具創意與創新的教育思考。 

肆、 計畫工作內容 

一、活動特色 

1. 「城市創意‧國際領航」為本活動之主要特色，以城市創意教

育出發，結合高雄市在地特色，以河、海、水活力為主題，展

現城市創意。 

2. 邀請全球五大海洋城市之代表性創意教育大師，例如，舊金

山、赫爾辛基、雪梨、新加坡、上海等，分享該城市創造力教

育現況為工作坊主題，以國際間之相互經驗交流來促進創造力

教育發展。 

3. 創造力教育成果之發表，展現出創造力教育這些年來在台灣推

動之成效，並引發民眾對於創造力教育的持續關注。 

4. 運用主舞台活動營造創意教育氛圍，邀請國外創意團隊表演，

例如：日本超級變變變節目，引起民眾的好奇和持續性關注。 

5. 特闢產業創意專區，具體展現知識資本之有效運用與價值。 

6. 國際攤位部分，則邀請 10 個國家的創意教育團體參展，與台

灣一同交流創造力教育之經驗。 

二、活動時間及地點 

1.日期：民國 97 年 3 月 14~16 日(星期五~日)，上午十一時至下

午九時，其後四天為靜態展出，共為期七天。 

2.地點：夢時代購物中心 

(1)博覽會展覽區：8 樓時代會館 

(2)博覽會舞台區：3 樓蛋型廣場 

(3)創造力交流工作坊：8 樓演藝廳 

                  

三、參觀對象 

1.各級大中小學帅稚園教師、學子、一般市民及專業人士。 

2.地方創造力、創意高中職、高中職智慧鐵人競賽、創意學院、

創意的發想與實踐、成人創造力計畫、教育部各司處參展團隊

等隊伍總動員，為基本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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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之組織 

1.指導單位：教育部 

2.補助單位：教育部顧問室 

3.執委會召集人：鄭顧問英耀 

4.統籌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國立中山大學創意與創新研發

中心 

5.執行秘書長：陳教授以亨 

 

◎計畫組織架構： 

 
 
 
 
 
 
 
 
 
 
 
 
 
 
 
 
 

五、博覽會內容 

1.攤位部分 

所有參與展出的攤位，每個攤位為 3×3 公尺隔間，由教育

部各司處偕同參與，以具備創意、創新相關之各項計畫或符合

博覽會主題作為參展素材，並進行宣導推廣，總計 200 個攤位。 

(1) 國際創造力教育區：20 攤位(10 個國家)，具各國創造力

教育代表性之創意中心或學術機構。 

(2) 產業創意區：20 攤位，以創意融入產業之協力媒體、廠

商、基金會等。 

創造力教育博覽會執行委員會 

 

 

指導委員會 

指導委員會 

 

教育部 

 

 

 

指導委員會 

指導委員會 

 

大會秘

書組 

1.紀錄片 

2.活動快訊 

3.官方網站 

1.主舞台節目 

2.展區競賽活動 

3.創造力交流工

作坊 

4.問卷 

互動展

覽組 

活動競

賽組 

場地組 媒體宣

導組 

國際交

流組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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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造力教育示範區：100 攤位，各級學校、實驗創新學校。

含「高級中等學校創意學校建構計畫」之各學校、「全國

高中職智慧鐵人創意競賽計畫」之相關辦理單位及團隊、

「創意學院計畫」之各大學院校、「創意發想與實踐巡迴

課程計畫」之各大專院校。 

(4) 創造力教育成果區：40 攤位，含「地方創造力教育計畫」

之 24 縣市教育局（含所屬學校參與計畫者）、「成人創造

力計畫」之各社區大學及其他創造力教育相關子計畫之參

與者。 

(5) 創造力教育學習區：20 攤位，展覽內容具有互動學習功

能之攤位，例如創意餐飲、創意動畫等，提供全民參與學

習。 

2.活動部分 

(1) 邀請國內、外知名創意團隊之表演，例如：澄果設計、

迪士尼夢工場、華義國際、遊戲橘子、麥兜等。 

(2) 創造力教育成果之發表：安排多元創意成果、研究成果、

紮根成果、各縣市教育局成果等之發表。 

(3) 創造力教育攤位之競賽：藉由競賽的方式激發參展單位

飆創意的潛在因子。以博覽會參展攤位為對象，並以每

攤位整體為評分單位，分為現場觀眾票選以及評審團評

分二部分來做遴選，國內及國外攤位共同競爭。 

A. 凡參與活動之民眾均可參加攤位投票競賽，預計票選

出「最有創意的攤位獎」、「最佳人氣獎」、「最佳宣傳

獎」。 

B. 邀請五人小組的評審團，評選出「評審團金創意大

獎」、「攤位設計金手指獎」、「創意傳播金旋風獎」。 

(4) 創意活動表演秀，例如：打擊樂團表演、活力演唱會。 

A.主舞台每日之活動設計 

a.創意有獎徵答:每 3 小時前公布題目，答案就在和攤

位中，3 小時之後回主舞台，搶答拿獎品。一天預計

做 2-4 場。 

b.創意ＤＩＹ：題目取自參賽攤位中的遊戲部分，限

時完成，優先即可獲獎。 

c.創意參觀抽獎：每天下午 4:30 舉行參加獎之抽獎活

動，但得獎人以現場在場為主，若不在場，則視同

放棄獎項。 

B.參觀民眾參與創意遊戲得獎品 

a.創意攤位接龍：參賽者需自所有攤位名稱中，串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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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題目的首、尾字；至少要 8 個攤位名稱以上，且

每一區至少要一個攤位名稱，串連成功即可得獎。 

b.創意蓋章玩賓果：只要集滿同色系的攤位章，每區

一個攤位，連成一線即可得獎品。 

3.創造力教育交流工作坊部分 

(1) 邀請國內、外知名創意團隊之講演：例如：澄果設計之

創意歷程、宮崎駿工作團隊、迪士尼台灣代工之創作團

隊。 

(2) 邀請全球五大海洋城市之代表性創造力教育大師，例

如，舊金山、芬蘭、雪梨、新加坡、上海等，分享該城

市創造力教育現況為工作坊主題，以國際間之相互經驗

交流來促進創造力教育發展。 

(3) 邀請國內創意人講演，分享各產業之創意經驗。 

(4) 國內外產、官、學界之經驗交流：舉辦相關工作坊以促

進相互了解。 

4.國際邀請部分 

原則上，國外參展的團隊，由本計畫則負責落地接待，

包括台灣當地之住宿、交通及餐飲部分。 

各國家派出之團隊需具有創造力教育代表性之學術團

隊。預計邀請團隊如下所列:日本、韓國、馬來西亞、越

南、香港、泰國、德國、芬蘭、美國、英國…等。 

5.博覽會網站部分 

(1) 為擴大博覽會參觀效益，本計劃將架設博覽會之專屬網

站，結合虛擬與實體概念，營造創意氛圍，預計活動網

站瀏覽人次達 10 萬人次以上。 

(2) 網站內容以互動式網路博覽會為原則，網站內容為中英

文設計，包含各展覽攤位簡介、主舞台節目表、各項活

動獲獎名單及活動最新消息等，除配合活動期間宣傳

外，博覽會後仍持續維運 3 個月為期，以利外界了解。 

6.博覽會問卷部分 

委由國立中山大學設計創造力教育博覽會滿意度問卷，對

參與民眾進行問卷調查，包含，參與動機、參觀滿意度、參觀

後對於增進創造力的實質助益調查等，預計取樣 1500 人，進

行資料分析與統計後，作為活動成果評估之重要指標。 

六、宣導推廣規劃 

為使創造力教育的概念及多年來先導型計畫之成果更廣為台灣

民眾所知，藉由此次博覽會之跨領域之公開展示，民眾能夠有一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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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性的總觀認識及了解。 

1.媒體部分：包括記者會之舉辦，及帄面媒體、電子媒體、網路、

雜誌等廣告刊登、文宣品印製以及影像紀錄。 

(1) 記者會：配合活動時程舉辦記者會數場，如起跑記者會、

活動行前記者會等。 

(2) 電子媒體：與一家主要電子媒體合作，博覽會系列專題

報導至少 10 則、10 秒預告片製播一週強打、

追蹤三天博覽會新聞區段連線轉播、相關新

聞節目置入。 

(3) 帄面媒體：與帄面報紙合作，六天全國版全十廣告刊登、

十五天活動預告方塊、展前三個月博覽會團

隊新聞系列報導、七天開展新聞報導。 

(4) 其他媒體：雜誌專題深度報導、廣播 15~20 秒預告、國

內主要報紙報頭下廣告刊登、廣告版面規劃

設計費。 

2.創造力教育宣傳造勢活動部分，將由三方面進行，以求創造力

的創新與創意概念推廣至各層面。 

(1) 公司行號：公司的教育訓練課程。 

(2) 全國各級教育體系：包括帅稚園、國小、國中、高中、

大專院校、社會大眾發布活動宣導公文及宣傳海報，教

育界各級師生都可說是基礎參與群眾。 

(3) 大學社團：例如創意社。 

3.活動快訊：於博覽會期間每日出版，報導每日重點活動，以每

日即時的方式出版，並送交參展各單位及大會現場免費索取，

快訊內容亦將全文即時上網。 

內容規劃分兩部分： 

(1) 精采活動回顧：報導每日精采活動，競賽成績結果，讓

沒能參與的民眾也能藉此了解博覽會，讓參與過的民眾

重新回味當時的參與歷程。 

(2) 重點活動預告：預告隔日之重點活動，吸引民眾持續參

與博覽會的各項活動。 

出版數量：每日一萬份，連續三天出版，共三萬份。 

4.影像紀錄：本次博覽會將以紀錄片方式，將博覽會施行之軌

跡，從計畫籌備開始，期間的各項重要活動，至展覽會結束的

過程作系列性的影像紀錄與製作呈現。 

5.文宣品之規劃印製：配合國際化主題，所有文宣品、大會資料、

會場標示、博覽會週邊產品皆以中英文標示、設計。 

(1) 大會活動手冊：約 8 萬份，於博覽會三天於會場發送給



 12 

參加者人手一本。 

(2) 大會活動節目表 DM：大會重點活動節目介紹 8~10 萬份。 

(3) 大會活動海報：約 1 萬份，張貼於現場、發函各校張貼、

高雄市重要人潮出入點。 

(4) 工作坊手冊及提袋：約 600 份，提供參與工作坊之學員

使用。 

(5) 其他帄面文宣品：配合大會活動衍生之帄面宣傳物品設

計印製（如大會信封、cool card、書籤式傳單、記者會

背版輸出等文宣品）。 

 

伍、預期效益 

1.預估吸引約 10 萬以上參觀人次，親身體驗創造力教育成果，

成為潛在的創意種子。 

2.預估吸引 10 萬以上人次瀏覽創造力教育博覽會官方網站，傳

播創意成果。 

3.經由國際團隊的參展，與國人相互交流創造力教育之經驗，並

藉此分享台灣創造力教育之特色。 

4.提供對創造力與創新相關課題感興趣者，直接獲得資源和資訊

的便捷管道，啟發內外在創意動機。 

5.藉由教育博覽會事件、不同主題活動和廣告運作，營造媒體話

題，喚起社會大眾對本博覽會之好奇與持續關注，拓展群眾參

與創造力教育之基礎。 

6.透過媒體合作系列深度報導，激盪各界對推展創造力教育的延

伸討論。 

7.強化各政策單位所屬之創意團隊成員間的橫向聯繫，有助於創

意社群之建立與凝聚。 

8.提供強調創造力教育與創新人才養成的不同政策單位之間，整

合與政策執行檢視的機會。 

9.透過創造力教育的實踐與成果展現，促成創意教育在產業的實

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