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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茶語販後 

 

 
學校：花蓮縣瑞穗鄉舞鶴國民小學 

指導老師：李明澤主任、周中琪主任、洪正岳老師 

參賽學生：林雨潔(六年級)、廖鈺鎧(六年級)、田聖瑁(六年級) 

          劉心慈(五年級)、陳于芳(五年級)、李心美(四年級) 

 

 

 

 

 

 

 

 

 

 

 

   

 

            

            

 

 

 

 

 



壹、專題名稱： 

    茶語販後(herk no kangn ma sasowa sowal) 

貳、主要目標： 

一、透過訪問踏查，認識舞鶴地區茶產業的歷史脈絡。 

二、認識現在舞鶴茶產業的發展與經營現況。 

三、舞鶴地區茶產業的轉型，走向休閒農業的再活化。 

參、進度表： 

 

 

 

 

 

 

 

 

   

 

 

肆、策略與方法(含解決問題與蒐集資料等)。 

一、 主題引導： 

    舞鶴台地盡是茶園茶莊，茶的香氣佈滿

舞鶴台地，相信各位小朋友都喝過舞鶴的茶。

老師利用曼陀羅式聯想法引導學生進行「茶」

的聯想，小朋友發揮思考力與探索力，聯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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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進行「茶」的聯想分類 



一系列的素材，經過大家的分類統整後，決定出「人」、「產品」、「自然環境」、「用

具」、「技術與方法」、「發展」等六大類別。 

 

 

 

 

 

 

 

 

 

 

二、 確立目標： 

    針對這六大類別，請小朋友進行舞鶴

地區「茶產業」的問題擬定，找出各位小朋

友最有興趣的研究方向，已確立我們的研究

主要目標，計有「自然環境」、「產品」、「技

術與方法」與「發展」等四大目標，產業發

展歷程和此四大目標的關係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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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進行「茶產業」的問題分析 

↑說明：大家一起共同分享、討論與分類的六大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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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利用茶樹意象來呈現此次研究主

題的架構圖，更符合在地的產業特色。 

    自然環境就像孕育茶樹的土地，有適合

的地形與好的土質、氣候等先決條件才能讓

茶樹健康成長；透過舞鶴社區居民的專研，

以獨創的技術與方法來讓舞鶴茶展現新的

風貌，更成為舞鶴地區的代名詞；當然也有

以茶為元素的副產品，樣貌可是多采多姿

呢！然而每一個經濟活動總有發展到瓶頸

的時候，該如何持續推銷與轉型？有怎樣的

方式去活化？這是一個須長期努力且向下

紮根的目標。 

 

 

↑說明：茶意象的主題架構圖 



三、資料蒐集： 

    針對上述的四大目標，我們發展出的研究活動有： 

(一)上網查詢： 

    確認問題方向後，利用網路資訊科技進行資料搜尋，學習從浩瀚的資訊中擷取

統整所需的訊息，以訓練學生主動探索與思考的能力。 

 

 

 

 

 

 

 

(二)人物訪談： 

    將網路搜尋所得資料，與訪談者口授資料進行比對。這次我們總共訪談了二位

茶行老闆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透過經營者的口述，可以了解現在舞鶴茶行在市

場上的優勢，以及不斷創新的想法；而以提升社區動能為目標的理事長，關懷如何

利用有效的活動來豐潤舞鶴的產業。舞鶴現在有採茶工年齡老化而無人接手的問

題，也有茶園經營管理出現斷層的隱憂，所以他強調向下扎根與青年回鄉築夢的重

要性。 

 

 

 

 

 

↑說明：利用網路搜尋資料 ↑說明：在使命式網站上分享 

↑說明：拜訪嘉茗茶行 ↑說明：拜訪清風茶行 



 

 

 

 

 

 

 

(三)實地體驗： 

    走到戶外親身觸摸茶樹，觀察微小的小綠葉蟬，隨手摘取一心二葉，小小的昆

蟲與葉片，經過人類巧手的催化，卻能夠成為舞鶴地區最富盛名的產品，這就是舞

鶴的傳奇。田聖瑁小朋友問：「老師，為什麼一邊種茶樹，一邊種鳳梨！」這樣的問

題，老師也不知道。小朋友從實地體驗中主動發現問題，透過人物的訪談，我們獲

得了答案。林雨潔說：「喔！原來現在鳳梨酥太好賣了，所以種植鳳梨可以賺大錢」。 

 

 

 

<7>舞鶴社區農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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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拜訪舞鶴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說明：在地老師分享舞鶴茶產業現況 

↑說明：茶園踏查，低頭找

小綠葉蟬。 

↑說明：茶園景觀，一邊是

茶樹，一邊是鳳梨。 

↑說明：舞鶴台地的高低落差，這二百公尺造就舞鶴茶的得天

獨厚環境。 



(四)活動參與： 

    小朋友參加舞鶴發展協會辦理的「舞鶴健康養生農夫有機市集開幕活動」，讓

小朋友了解推動茶產業活動的多樣化型態，這也是舞鶴地區未來走向產業創新與升

級的契機。 

 

 

 

 

 

 

 

 

 

 

 

伍、實施情形(互動紀錄) 
一、「茶」與「茶舞此地」曼陀羅式聯想 

 

 

 

 

 

 

 

 

 

 

↑說明：有機市集活動的參與，讓小朋友了解舞鶴茶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與活化

再生的潛能。 

↑說明：文/林雨潔 ↑說明：文/陳于芳 ↑說明：文/廖鈺鎧 



二、茶樹的主題架構網： 

 

 

 

 

 

 

 

 

 

 

 

 

 

 

 

 

 

 

 

 

 

 

 

 

 

 

 

 

 

 

↓說明：圖/廖鈺鎧 

↑說明：圖/陳于芳 ↑說明：圖/劉心慈 

↓說明：圖/李心美 



三、「舞鶴茶的歷史」資料蒐集： 

 

 

 

 

 

 

 

 

 

 

 

 

 

 

 

 

 

 

 

 

 

 

 

 

 

 

 

 

 

 

↑說明：文/田聖瑁 

↓說明：文/林雨潔 



 

 

 

 

 

 

 

 

 

 

 

 

 

 

 

 

 

 

 

 

 

 

 

 

 

 

 

 

 

 

 

↑說明：文/陳于芳 

↓說明：文/廖鈺鎧 



四、人物訪談紀錄： 

 

 

 

 

 

 

 

 

 

 

 

 

 

 

 

 

 

 

 

 

 

 

 

 

 

 

 

 

 

 

↑說明：文/林雨潔 

↑說明：文/陳于芳 

↑說明：文/劉心慈 



陸、小組成員心得、感言或新發現 
職稱 姓名 心得、感言或新發現 

主任 李明澤 

    第一次帶領孩子參加鄉土使命式教育研究，之前曾

有參加過創意教學等類似活動，不同的主題有不同的研

究情境，但研究精神與方法則仍是包括踏查、訪談、搜

尋等方式為主，尤其是認識己身服務地區的在地特色，

走動式的行動研究讓我成長不少，也給予我有不同的思

考面向，留待下次有更多的創意發想。 

主任 周中琪 

此次，帶領學生參加使命式學習計劃，從茶生生態、

茶產業、製茶技術及茶產業，讓我與學生們對於舞鶴地

區的自然與人文有更豐富的體驗與認識，學生對於自己

家鄉的產業無形中產生了認同，更喚起師生對於家鄉產

業的「使命感」，著實佩服「本土使命式學習」這計畫名

稱取得好呀！ 

教師 洪正岳 

    帶領舞鶴的茶鄉子弟們，參加本土教育研究，讓我

走進了在地產業，了解舞鶴的茶歷史與文化，最感到開

心的是，看到孩子們研究精神與家鄉互動的過程，在活

動的過程中，受到在地茶行與社區長輩們的幫助，很多

網路上無法搜尋到的資料，藉由本地茶行老闆與發展協

會理事長口述中，ㄧㄧ得到解答，也因此孩子們對自己

的家鄉，有更多的體認與使命。 

    對於本土文化的傳承，是件偉大的工作，這是個開

始，期望透過這樣的學習，深植於孩子們的心中。 

學生 劉心慈 

    從我一開始上使命是到現在，我學到了很多知識，

有其是有關舞鶴地區和舞鶴茶，在我還美上使命是之

前，我都不知道原來茶可以養生，還可以做成香包等用

具，我也不知道原來舞鶴的茶這麼有名，可是到我上使

命式以後，我還知道更多呢!我現在才知道原來舞鶴的地

形很像一個布丁，而且還很適合種茶呢，因為這裡的土

是紅色的，有很多礦物質。在這裡我學到的都是我的家

鄉最有名的禪品，那就是茶，而查裡面最有名的是蜜香

紅茶，它有濃濃的蜜香味，令人喜愛。 

學生 林雨潔 

    我參加使命是真的很開心，讓我們更加的認識舞鶴

茶，舞鶴臺地就像是一個布丁一樣，由於在一大早時會

起一大片霧，是一個很適合種茶樹的好地方，而且舞發

現茶樹上有許多小綠葉蟬，這就代表這裡茶樹是無毒

的，我們才能喝得健康，也喝的到好茶，舞鶴茶是我們

獨一無二的好茶。 

學生 田聖瑁 
    這次的使命式讓我知道舞鶴茶的歷史和品種，我已

經知道茶的品種有金萱茶、大葉烏龍茶、蜜香紅茶、蜜



香綠茶等，都是舞鶴的特產。我還知道舞鶴的五大產品

有香茅、樹薯、咖啡、鳳梨、茶。昨天我們去拜訪謝老

闆的時候，他跟我們說以前三大種咖啡的地方再古坑、

台南、舞鶴的地方。我覺得參加這次的使命式讓我知道

舞鶴茶的歷史和知識，我覺得很開心。 

學生 廖鈺鎧 

    我可以參加使命式的活動,我很開心，因為我們去了

黃理事長的店裡拜訪他和清風茶行的老闆，所以讓更加

認識舞鶴茶的歷史和發展，讓我知道現在有很多不同種

類的茶，也讓我知道舞鶴的地形很像布丁狀，一大早會

起霧，這裡非常適合種茶，所以現在有很多人在種茶。 

學生 李心美 

    我很高興能參加這次活動，也希望能在這次的活動

當中能學到很多東西，更希望這些知識能留在我腦中，

茶能做出很多品種，讓很多人來品嘗，茶最有名的是蜜

香紅茶 ，茶有很多產品，例如茶餅、苦茶油、飲料等等，

這些產品都會有很多的人來買，可是現在都在做鳳梨

了，本來茶是最好的，現在不是了，好可惜呀！希望下

次能再次這次活動。 

學生 陳于芳 

    第一天，我參加使命式活動，我到了五年級教室上

課很開心，有一次老師要邀請高老闆，到了明天結果高

老闆沒來，我心裡想:「有可能高老闆很忙喔!」過了一

兩天，我們去茶園，原本是要拜訪採茶阿嬤，結果她們

都不在，可沒關係有學到知識就好，我們待一下，我們

就坐車回去，到了明天還是沒有，沒關係還會有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