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聯合大學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成果集錦 

執行單位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結合的課程名稱 文化人類學 

活動時間 111年10月30日 

參與人數 教師：1人、學生：20人、行政人員：0人、校外：1人 

活動名稱 
客家特色工藝文化體驗活動：客家觀光工廠參訪 

(柿餅觀光農場&九芎湖休閒農業區) 

活動目的 

1970年代末，許多學者開始摒棄文化同化並強調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採取「多元文化取向」，其目標是促進各族群的機會均等、推動

文化多元性，並支持族群間權力平等；透過本次校外參訪課程，認識客家

族群在臺灣山林間的開墾與努力，促進同學對文化的理解、對族群發展的

認識。 

活動內容 

08:40-08:50 集合 

08:50-09:30 出發：新竹新埔 

09:30-10:30 參訪：柿餅觀光農場 

10:30-12:00 參訪：九芎湖休閒農業區 

12:00-13:30 午餐 

13;30-14:10 乘車/移動 

14:10-15:40 參訪：北埔老街 

15:40-16:50 賦歸 

活動成果 

新竹是客家人佔比很高的縣市，近年雖受到科學園區擴廠吸引更多非客家族群前來工作並落

腳於此，但在文化多元的風潮之下，客委會及地方政府積極推動客家文化亮點，推展客家產業復

興，其中新埔的柿餅產業，由傳統的農產販售轉為文化創意及觀光旅遊，在柿園主人的介紹之

下，感受柿餅採收的辛勞，也透過解說及體驗的過程，讓同學理解柿餅的製作過程，更能對柿染

等文化產業活動有深刻認識。鄰近的九芎湖地區照門休閒農業區則是由五座丘陵地所組成的溪谷

地域，並形成布袋狀地形，獨具特色風光，是健行、採果、賞花，或是體驗大自然之美的好去

處。 

至於北埔更是漢人移墾的重要據點，金廣福公館是一重要的國定古蹟，係清道光十五年

(1835)，淡水同知李嗣鄴先後下令粵籍九芎林莊總理姜秀鑾與閩籍竹塹城西門總理林德修、周邦

正仝立合約，閩粵各募資本共同設立之武裝拓墾組織「金廣福墾號」的所在地。天水堂是三合院

為古厝傳統的基本形式，由北面正房（正身）和東西廂房（護龍）組成。姜阿新洋樓是連續劇

「茶金」的場景之一，見證客家族群在北埔開墾及茶產業興衰的歷史。鄧南光影像博物館是日治

時期台灣攝影先驅鄧南光的紀念館，在當代台灣攝影界與張才、李鳴雕三人素有「攝影三劍客」

之稱；鄧南光本名鄧騰輝，曾創辦台灣攝影文化協會，一生行腳紀錄，替北埔留下非常珍貴的歷

史影像資產。 

  同學在實地走訪的過程中，體悟客家族群在台灣山林間的開墾與努力，促進同學對台灣多元

文化及族群的發展，有深刻且重要的認識。 

活動照片 

  

圖一、師生團體合照 圖二、參訪：鄧南光影像博物館 



國立聯合大學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成果集錦 

執行單位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結合的課程名稱 文化人類學 

活動時間 111年11月01日 

參與人數 教師：2人、學生：30人、行政人員：2人、校外：0人 

活動名稱 智慧觀光講座：智慧觀光大數據分析(一)&(二) 

活動目的 
舉辦智慧觀光工作坊，讓學生了解何謂演算法，並透過實際上機練習簡單

的程式設計。 

活動內容 讓參與此工作坊的文觀系學生們能夠懂得 AI智慧運用於觀光領域。 

活動成果 

AI 帶來極致的個人化體驗。通過消費者歷史行為所產生的數據，預測消費者行為，做到比消

費者更懂消費者自己(比你更懂你)。基於深度學習的模型也在近年來觀光領域逐漸成為主流的推

薦系統模型。 

將 AI人工智慧的應用在觀光產業上的趨勢可說是銳不可擋，其中又屬聊天機器人是在目前是

最為火熱的一種應用。演算法是電腦處理資訊指令的最基本程式，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最基本邏輯

思維，因為電腦程式的本質就是運用演算法來告訴電腦確切的執行步驟，指定的任務來完成指

令。 

像是打開 Podcast、Facebook 時，會看到一些動態或者是訊息，這些動態或訊息出現在自己的

Podcast、Facebook 頁面當中，其背後都是因為有複雜的邏輯、流程來決定展示楡頁面，這一長串

複雜的邏輯和流程，就是所謂的演算法。工程師們基於某種邏輯運用演算法去設計一連串的指

令、條件和相應的動作和流程，讓電腦遵循並去執行，以產生結果。 

本工作坊將透過實機演示 AI 推薦模型，並分享完整程式碼(使用 Pytorch)。介紹最新潮的<生

成型 AI>和<決策型 AI>。並讓學生們實際上機操作練習，學習簡單的程式設計練習演算法。 

活動照片 

  

圖一、宣傳海報樣式 圖二、參訪：學生演練講師親自指導 

 



國立聯合大學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成果集錦 

執行單位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結合的課程名稱 茶文化與展演實作 

活動時間 111年11月05日 

參與人數 教師：1人、學生：32 人、行政人員：0人、校外：1人 

活動名稱 客家特色工藝文化體驗活動：客家觀光工廠參訪(鹿谷茶廠&遊山茶坊) 

活動目的 

1. 茶、咖啡及酒產業為世界三大產業，本次戶外參訪與教學將參訪泉發茶
場南投總廠(其在苗栗銅鑼設有嵐田茶行，由其女兒經營管理)、遊山茶
坊茶博物館及鹿谷特色農業旅遊場域。教學方式採取現域實地教學：泉
發茶廠將由該公司經理講授茶產業製作流程，與台灣茶產業的發展趨勢

與策略。遊山茶坊將由專職導覽解說人員講授茶文化產業博物館的經營
之道。鹿谷特色農業場域將由劉松杰先生講解農業產業特色營造的策略
與方法。 

2. 本次的戶外教學鏈結茶葉農業、茶文化博物館等文創產業及文化觀光產
業；預期將能夠引領學生更加理解為茶葉農業及茶博物館文化創意產業
及文化觀光的經營管理之道，也讓學生理解就業市場現況與需求。透過

這次參訪本系將與嵐田茶行建立產學合作，媒合學生進駐茶行，協助進
行商品設計與政府計畫提案，達到促進在地產業發展、串聯地方政府及
產業資源效益。 

活動內容 
10：00-11：50 導覽：鹿谷茶廠 

12：00-13：10 午餐 

13：30-14：30 參訪：遊山茶坊 

14：50-15：50 參訪：麒麟包裝總部 

活動成果 

第一站是鹿谷茶廠。採好的茶葉要曝曬，把茶葉均勻的鋪在布上，使茶葉的水分隨著太陽的

曝曬而蒸發。一邊看著師傅操作，一邊聽著老師解說，其實一心二葉並非就是最好，茶葉生長的

環境、濕度、溫度等其他因素也需參考。靜置一段時間後會開始攪拌茶葉，讓茶葉平均的走水。

再來就是殺菁的部分，利用高溫使茶葉停止發酵，穩定茶葉品質。揉捻，利用揉捻機破壞茶葉組

織，使茶汁更易附著在茶葉表面，留住精華，茶廠的揉捻機叫望月。由於我們去的茶廠是製作高

山茶，因此在團揉的時候茶葉將會呈現球型，不同的茶葉會有不同的製作方式，最後呈現的形狀

也會有差異。最後再次乾燥，以利於茶葉儲存。 

第二站前往遊山茶坊文化館，這裡可以看到許多關於茶葉製作的過程與由來，也可以看到關

於茶葉與器具的介紹與消費。遊山茶坊屬於一個觀光茶葉工廠，投過收購茶葉，再將茶葉透過精

美的包裝行銷出去，就是一個經典的行銷商品的方式。 

最後一站到達了麒麟包裝總部，這裡販售了各種茶具和茶葉的包裝品。在泡茶的過程中除了

茶葉外，這些器具也相當的重要，缺一不可，在一邊逛的同時也聽著老師的講解，感覺受益良

多。   

活動照片 

  

圖一、師生團體合照 圖二、聆聽導覽介紹 



國立聯合大學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成果集錦 

執行單位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活動時間 111年11月29日 

參與人數 教師：2人、學生：30人、行政人員：2人、校外：0人 

活動名稱 客家纏花工藝文化體驗活動 

活動目的 
認識台灣傳統工藝之美，並透過體驗活動設計來深度了解傳統文化的特色

以及傳承，以及在文化行旅中讓形成規劃更具深度以及獨特性。 

活動內容 

1.透過講解介紹傳統纏花工藝文化 

2.說明傳統客家纏花工藝與閩南纏花之差異性 

3.纏花技巧之介紹與說明 

4.纏花工藝體驗製作 

活動成果 

纏花，又稱春仔花，是台灣民間一項特殊的手工藝，也是台灣早期每個新娘在出嫁時頭上必

備的髮飾。但隨著塑膠製品的大量生產與製作，再加上婚禮儀式的西化，傳統的纏花工藝逐漸消

逝於台灣社會，也因此面臨到傳承的危機。本日的演講者羅彩雲老師原本任教於大同大學的工業

設計系，並擔任系主任一職，但憂心於台灣工藝逐漸落寞、老師傅的凋零，而使得工藝與其文化

消逝於台灣，基於傳統工藝保存與傳承的心情，特地辭去專任教職的工作，從事纏花工藝的傳

承，並嘗試開發材料包、設計體驗活動、開發新的纏花工藝產品、至海外以及台灣各地行銷宣傳

纏花工藝，成為傳承纏花工藝文化與產業的實踐家，令人感到欽佩。 

纏花工藝所用的材料是：以紙片、鐵絲、絲線，然後運用剪刀、花藝膠帶等工具所創作出的

民間工藝。 

製作的技術相當的簡單，就是利用厚紙板剪出半分純的形狀，然後用線一直纏繞，因此又稱

為「纏繞花」或「線花」。 

許多學生在聽講解時，覺得纏花的製作相當簡單，但一旦自己開始動手做之後，才漸漸地發

現，雖然纏花看起來製作技術和門檻不高，實際自己動手做之後，才開始發現手指的靈敏度以及

美學的經驗，與當初自以為的情況相差甚遠，也開始敬佩纏花工藝、甚至是開始了解傳統工藝的

製作和傳承，是相當不容易的事。 

 

 

 

 

 

 

 

 

 

活動照片 

 

 

圖一、宣傳海報樣式 圖二、學生體驗 



國立聯合大學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活動成果集錦 

執行單位 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活動時間 111年12月14日 

參與人數 教師：1人、學生：45人、行政人員：0人、校外：1人 

活動名稱 客家茶工藝文化及茶席體驗 

活動成果 

「喝茶的人很多，但是懂茶的人不多！」 

茶，生活中常見易得的飲品，但其隱藏的內涵卻令人尋味，藉由茶文化實作課程，我們可以

深入瞭解茶葉的品種、產區、採茶、焙茶，司茶，到最後經己之手泡出一碗澄亮的茶湯，每一次

的練習都讓我們有更深的領略和心得。 

茶席的次主題是花，老師說在準備花會花了很多的時間，一部分養護盆栽，另一部分是到花

市買花。到了現場要如何佈置，其實也會有很多方案。茶帖是一桌一份。主要是希望來客可以清

楚知道茶人是誰，喝的是什麼茶，品的是什麼香及活動大致上的流程。 

經由茶文化實作課程，讓我在喝茶的同時，也能夠懂茶，甚至能有司茶的能力。在現代，茶

文化風潮席捲全球，或許我們在異國旅遊時，也能夠看見來自台灣的手搖飲品牌促立街頭，茶讓

我們拉近與世界的距離，懂茶，成為我獨特的國際競爭力。 

活動照片 

  

圖一、講師實作 圖二、講師對於茶席茶帖擺飾說明 

 

 

圖三、講師攜帶花藝，如何選擇適合茶席 圖四、學生認真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