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成果報告一 

 

社群名稱 觀光醫療產業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社群召集人 張建中 

報告撰寫人 張建中 聯絡電話 
分機：7455 

手機： 

活動日期   111年 8月 16日 填表日期    111年 9月 1日 

活動地點 南投縣和菓森林紅茶莊園觀光茶廠 參加人數 9人 

活動時間 9時   30分至 15時 30分（計  6時 0分） 

講師姓名 石茱樺 總經理 講師單位 和菓森林紅茶莊園觀光工廠 

活動成果報告 

    本次活動學習對象是南投縣和菓森林紅茶莊園觀光工廠，由總經理石茱樺女士親自接

待。和菓森林紅茶莊園是南投魚池鄉在地頗負盛名的製茶廠，1949年老茶師石朝幸先生於台

北林口「茶業傳習所」學習日人製茶技術，學成後被指派回魚池家鄉附近的「持木紅茶廠」

工作，至今已傳承至第三代。自此期間也因紅茶市場沒落而蕭條，後來到2003年自創品牌-

和菓森林，以經營理念「用心做好茶」來肩負在地產業傳承及發揚紅茶文化的使命。欽佩總

經理對於紅茶的熱忱與堅持，亦深深了解到日月潭紅茶產業的興盛與衰敗。 

    過往歲月中，日月潭紅茶可說是紅極一時，從日治初期的培育作業到60年代的滿山茶園

的茶金歲月，但隨著國外廉價茶葉的傾銷與競爭，台灣茶業景況頓時丕變，易造成了日月潭

紅茶產業逐步衰退。石家後代不忍心看到長輩曾經辛苦過的紅茶產業被消失，毅然扛起重

擔，思考轉型，透過地方政府的輔導，成立觀光茶廠，提供一個讓遊客見證日月潭紅茶產業

發展歷史文化的地方，除了讓更多遊客了解紅茶產業知識，也能對在地文化傳承盡一份心

力，更進一步推廣日月潭紅茶文化，讓全世界看到日月潭紅茶的茶藝復興。 

    在活動的過程中，先與石茱樺總經理聊到她的在地深耕經營歷程與經營理念，了解到日

月潭紅茶的發展故事。接著我們到戶外的茶葉生長環境，認識茶樹及學習茶樹品種的辨別，

主要從茶樹的葉片做差異識別，可從葉片厚薄、葉片大小、葉片形狀及葉片邊緣齒狀差異來

辨別茶樹品種。再來學習茶葉的製作過程，茶葉製作流程大約可分成五個步驟-1.採青、2.

萎凋、3.揉捻、4.發酵、5.乾燥，按部就班操作，第一步「採青」以手工採摘一芯二葉；第

二步將茶葉均勻平鋪於萎凋架上，靜置約18-22小時，主要使茶葉變鬆軟，有助於揉捻的製

程；第三步是很重要的揉捻，其主要目的是破壞葉面組織，使含有葉多酚、兒茶素及酵素的

茶汁釋出黏附葉表，增進香味濃度；第四步發酵是為了使茶葉中的茶多酚藉由空氣中的氧氣

進行酵素氧化作用，此步驟是製茶師根據茶業的色澤與發酵時的香氣來判斷，所以發酵可說

是紅茶品質形成的關鍵；第五步乾燥是以高溫加熱的方式，迅速鈍化酵素活性，讓酵素停止

發酵，將茶葉的含水量降至2-3%，此舉亦能讓茶菁的香氣鎖在茶葉裡。 

    最後學習如何品評茶葉的方式和技巧，評茶是對茶葉的外形和內質作全面的品評，包括

通過觀察乾茶的外形及品鑑茶湯之色、香、味和茶底（即茶渣），從而判斷茶葉質量等級和

優缺點，所以評茶過程是採用客觀的方式，利用相同的條件沖泡茶湯，從而判斷茶品整體性

的質量。至於評茶方法包括: 白瓷工具-150毫升審評杯、200毫升的審評碗和茶匙。採用煮

沸至攝氏100度的蒸餾水，取3克茶，浸泡5分鐘後倒出茶湯。再按照評茶八因子-條索、整碎、

淨度、色澤、香氣、湯色、滋味、葉底，評比每款茶品。 



 

活動議程 

活動以座談會方式進行，活動主題: 

時間 講題內容 主講人

aau/6名 9:00~9:30 報到  

9:30~10:45 講題1:和菓森林紅茶莊園在地深

耕經營歷程與魚池鄉日月潭紅茶歷

史解說 

Q&A 

石茱樺 

10:45~11:50 講題2:傳承與創新-和菓森林紅茶

莊園觀光茶廠紅茶製程導覽與製茶

解說 

Q&A 

石茱樺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00 和菓森林紅茶莊園環境參訪  

14:00~15:15 講題3:品茶與試茶-如何對紅茶感

官試茶與評鑑泡茶學習 

Q&A 

石茱樺 

15:15~15:20 大合照  

15:30 散會  

探討問題    本次觀光醫療產業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討論的議題重點有下列四點： 

1.認識在地發展的觀光茶廠如何深耕經營與歷史發展過程。台灣茶葉產業

起於日治時期，是繼蔗糖經濟作物後，台灣的第二大經濟作物。然經歷東

南亞及南亞地區的茶葉產品競爭而蕭條，如何透過觀光產業的帶動，讓茶

葉產業再次復興。 

2.了解紅茶產業產品的生產製作過程。魚池當地天候環境與土壤，適合紅

茶生長，所以魚池地區的茶樹大都為紅茶品種。從茶樹採摘到紅茶產品的

製作過程，都需要製茶師傅的經驗與技術。 

3.學習紅茶產品品質的辨識與鑑別。由於茶葉好壞落差頗大，因應市場發

展及商業利潤，所以對茶葉的品質辨識及鑑別需要一套的方式。 

4.學習紅茶產業產品的行銷。現在台灣的茶葉市場或國際間的茶葉市場應

如何拓展，針對日月潭紅茶此品牌的競爭策略要如何制定。 

執行成果 

說明 

    首先感謝健美觀科的童湘芸老師的引薦，有機會安排一次觀光產業的
學習活動，亦要感謝南投和菓森林紅茶莊園觀光茶廠總經理石茱樺女士願
意承接此次的活動重擔，分享許多觀光茶廠經營的心路歷程。在這麼多的
協助之下，完成學習之旅，實感感恩！本社群為了促進教師教學精進，利
用寒暑假假期，與產業學習，並經驗交流，期望教師實務經驗成長。透過
產業交流的經驗分享活動，增進教師產業實務專業知能，提升教師教學品
質與成效，以落實產業與學界之學用合一的教學模式。 
    依照市場經濟規模及發展趨勢，保持彈性反應機制，掌握多元多變的
商業脈動，以提高競爭力，使傳統製茶業在九零年代後，為通路市場行銷、
茶葉產品產銷、休閒體驗等多元化的經營模式生存。政府以國外「工廠觀
光化」之概念，將傳統製茶業結合觀光休閒產業，促使轉型成新興產業。
近幾年來已成功將傳統製茶業，藉由觀光化打造為具有競爭力的觀光茶廠
型態。日月潭地區製茶業亦在政府積極協助產業轉型，地區的製茶產業就
開始發展以茶生態及文化為主軸的休閒產業，透過已具有一定程度的茶業
文化歷史價值，若是可以藉由工廠觀光化的概念，成功轉型為觀光休閒產
業，定能可以替製茶業創造一個新利基市場。 



 

【觀光醫療產業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活動】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11年8月16日 

照片說明：向觀光茶廠致贈感謝狀 

拍照日期：111年8月16日 

照片說明：試茶與學習茶葉評鑑 

  
拍照日期：111年8月16日 

照片說明：茶葉生長環境導覽 

拍照日期：111年8月16日 

照片說明：茶葉製作導覽解說 

  
拍照日期：111年8月16日 

照片說明：茶葉製作-揉捻學習 

拍照日期：111年8月16日 

照片說明：在地茶葉品種解說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成果報告二 

社群名稱 觀光醫療產業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社群召集

人 
張建中 

報告撰寫人 張建中 聯絡電話 
分機：7455 

手機：0963069639 

活動日期   111年 8月 26日 填表日期    11年 9月 1日 

活動地點 苗栗縣花露休閒農場 參加人數 9人 

活動時間 9時   30分至  15時  30分（計  6時 0分） 

講師姓名 林倩如 老師 講師單位 
社團法人台灣芳香草本應用暨美

學推廣協會 

活動成果報告 

    在埃及、印度等古文明國家所發展的芳香療法為一種輔助療法，配合規範治療，有助提

升整體醫療效果。芳療師專門使用芳香植物所萃取出的精油做為媒介，利用混合治療級別的

精油，並以按摩、泡澡、薰香等方式經由呼吸道或皮膚吸收進入體內，通過局部使用方法，

包括按摩，吸入或浸水去激發所希望的效果，來達到舒緩精神壓力與增進身體健康。本次活

動透過對花露休閒農場的認識，了解休閒農場的開發與經營，並以農場生產的精油來認識在

芳療界精油的生產及商業發展。 

    花露休閒農場位於苗栗縣卓蘭鎮壢西坪，過去是台灣最重要聖誕紅花種的生產基地之

一，漸漸轉型以花卉花田、城堡民宿、天然精油、精緻餐點等多角化經營的休閒農場。這種

曾經以栽種聖誕紅而馳名，如今又增加了藥用香草植物區及精油博物舘、民宿花田的農場主

人甚至得到神農獎的肯定，代表其經營方式受到各界肯定與認同。一個10萬坪的農場，如何

創造出農業奇蹟，是我們想要了解的。花露休閒農場主人陳基能先生熱愛種植花草，也曾研

讀中醫及草藥。早期本於台北經營花卉事業，並研發創意造景盆栽，後來因緣際會之下，邂

逅卓蘭柑橘園，於是買下闢建農場，讓「花露」自此踏出第一步。陳基能先生秉持「綠色心

生活、幸福過生活」經營理念，分享花露休閒農場的融入創新作法，利用四季不同主題特殊

性及增值性，讓農場全年皆可欣賞各類奇特美麗花海。他亦分享他的創新點子，例如以契合

園區花卉主題，在男性廁所設立二便文化館，設計出各種花型便斗；餐飲方面以食農教育為

理念，推出以花入菜，品嚐現採即食落實從產地到餐桌的鮮味；住宿則以栽植花卉提煉精油

做為民宿主角，創造與眾不同的精油民宿，都令人耳目一新。 

    四千年前的人類就懂得提煉精油，並運用在葬禮、淨化等儀式，19世紀後，人們物質生

活富裕，開始將香水與香氣視為一種生活形態，促進了植物精油的廣泛運用，以創造出迷人

的魅力香氣。在台灣透過香茅、樟樹等也曾經創造出精油產業及商業利益，在學習過程中認

識了精油的萃取方式，它透過各種物理化學萃取方式，從不同植物的根、莖、皮、樹脂、葉、、

花、果皮、果實、種子等不同部位萃取出來。常見的萃取方式有蒸餾法、冷壓法、脂吸法、

浸漬法溶劑萃取法及超臨界萃取法。其中蒸餾法是最常見的萃取方式，適合用於香氣不容易

被破壞且耐熱的植物上，可產出精油與純露，蒸餾法又分為二種:水煮式蒸餾法、水蒸氣蒸

餾法，差別在植物是否浸潤於水中。學習過程還體驗了精油調製，精油是高濃縮且具揮發性

的物質，本質上並不適合直接塗抹肌膚，所以必須稀釋到適合的濃度，一般來說，成人身體

四肢使用3~5%，臉部1~3%。而精油的濃度計算公式，常用調配濃度是容器容量× 精油濃度× 20 

= 精油的總滴數。 



 

活動議程 

    本活動以座談會方式進行，主題:  

時間 講題內容 主講人姓名 

9:00~9:30 報到  

9:30~10:40 講題1:花露休閒農場開發歷

程與疫情時代對休閒農業的

衝擊與因應對策。 

Q&A 

林倩如 老師 

10:50~12:00 講題2:休閒農業的導覽解說-

以花露休閒農場園區為例 

Q&A 

林倩如 老師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00 花露休閒農場環境參訪  

14:00~15:10 講題3:芳療應用-世界精油

產區認識與商業模式 

Q&A 

林倩如 老師 

15:10~15:20 綜合討論  

15:20 大合照  

15:30 散會  

   探討問題 本次活動討論的議題重點有下列四點： 

1.認識花露休閒農場的開發歷程。花露農場是近年來中部地區經營休閒農場最成

功的案例之一，希望透過實地的經驗交流，了解農場的開發過程與經驗分享。 

2.了解疫情時期對花露休閒農場的影響及因應對策。近兩年來的covid-19疫情重

創台灣觀光產業，希望透過活動，了解疫情之下的休閒農場如何面對及因應措施。 

3.認識精油製作與發展。台灣曾有香茅油、樟腦油等精油產業，如今精油產業的

發展是如何，休閒農場發展精油市場的過程，亦希望了解精油的生產過程。 

4.學習精油調製方法。在古老療法中，精油一直是主要的工具之一，現在的芳療

師都會透過精油調製，讓個案能有個人的喜好或香味，這是商業手法之一。如何

做精油調製，是我們想學習的地方。 
 執行成果 

說明 

    本次活動要感謝花露農場主人陳基能先生及林倩如老師，由於他們的全程陪
伴及解說，讓此次的活動收穫良多。本社群成立目的就是為了促進教師教學精
進，所以利用暑假期間，與教學相關產業做實際學習，透過經驗交流，讓教師
實務經驗能增長。此次透過休閒產業的認識及經驗分享，不但可以增進教師產
業實務的專業知能，並且提升教師在教學過程的品質與成效，也期待能落實產
業與學界之學用合一的教學模式，對本科有一些與精油成分分析及芳療應用等
課程都有實質的學習認知與技能提升。 
    近年來，精油產業和芳香療法產業在全球市場越來越受到關注，許多傳統
式療法經科學實證後逐漸被認同，消費者對於養生保健的需求也相對提高。從
此次活動中了解到目前無論精油或芳療產業都是透過體驗行銷到口碑效益，來
延續此產業之市場行銷的績效。芳香療法在市場崇尚天然產品的趨勢下，個別
產業在既有的基礎下深耕市場並有長期延續企業績效，來滿足市場的需求。 
    不過，目前在台灣的消費者對芳香療法知識大多普遍不夠，且市場中精油及
芳香療法相關產品，在商品品質及服務品質呈現出參差不齊，是一個隱憂。消費
者使用精油或透過芳香療法，主要是希望藉由使用芳療產品的經驗與價值，獲得
身心靈放鬆或療癒效果。 
    對於產業擴展的方式，應該透過精油業者或芳療師，再芳香療法課程教育或
者是在提供消費者對芳香療法的知識宣導，推廣精油、芳療產品最重要關鍵。 

 



 

【    觀光醫療產業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活動】活動花桇 

  
拍照日期：111年8月26日 

照片說明：花露休閒農場團拍 

拍照日期：111年8月26日 

照片說明：頒贈感謝狀 

  

拍照日期：111年8月26日 

照片說明：精油故事館解說 

拍照日期：111年8月26日 

照片說明：精油製作過程解說 

  
拍照日期：111年8月26日 

照片說明：精油認識與調製 

拍照日期：111年8月26日 

照片說明：花露農場導覽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