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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制定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開啟了全球性的自然和文化遺產

保護及傳承運動，基於文化資產保存與結合社區參與的理念，生態博物館因此誕生。白河蓮鄉揉合了

人文鄉土、蓮花產業及自然景觀等因子，猶如一座擁有心跳的博物館，是值得我們保存並留給後代子

孫的珍貴資產。因此本研究以典藏白河蓮鄉在地特色，進一步配合行政院「i236計畫」的智慧生活願

景，數位科技與文化的結合能相互提升其價值，再透過教育傳承，讓學生走讀社區進行體驗學習，使

所學與生活環境產生共鳴，建構出屬於自己的思維，進而內化成屬於自己的「知識」，擁有帶得走的能

力以面對未來的挑戰。 

因應新生活潮流，強調健康、環保、簡單、永續的樂活理念，本研究運用數位多媒體技術將白河

蓮鄉特色進行數位創意加值、典藏保存，展現白河是一個健康生活、低碳環保、身心愉悅及產業永續

的樂活蓮鄉。更進一步整合至 Google Maps 平台，建置「走讀蓮鄉新教育」的學習平台，規劃「知性

體驗行」、「社區藝遊樂」、「農村新亮點」、「產業新活力」、「蓮饗好滋味」五大主題的體驗路線並將環

境教育、美感教育等重要議題融入其中，讓學生經由走讀方式體驗多元文化魅力，暢遊蓮鄉自然風情，

學生可以從知鄉開始、進而親鄉、最後小小解說員的培訓展現白河之美，讓學生利用行動表現愛鄉之

意，並可培養兼具本土情懷及國際觀的公民。 

 

關鍵字：白河、體驗學習、樂活、數位創意加值。 

 

 

一、前言 

自然景觀及文化遺跡，是地球演進及人類發展史的痕跡，擁有其地區的獨特性及

珍貴性，是全人類共同的財富。在西元 197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通過了「世

界遺產條約」，主要任務在鑒定及保護具有價值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藉由國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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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來呼籲世界各國須共同保護地球的珍貴遺產，各成員國也將承擔保護他們國內遺產

的義務[1]。隨著文化資產的保護工作日漸重視，基於文化資產保存與結合在地社群的

理念，生態博物館(Eco-museums)因此而誕生。生態博物館提供一種全面性的教育，不

單只有文化和建築，也包含了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這個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大

眾對自然生態及地域文化觀念發展的迴響[2]。近年來，臺灣在各領域都積極地表現與

世界接軌的企圖心，在文化資產保存方面也有積極的作為。  

體驗學習是指一個人透過直接體驗來獲的知識、技能與學習價值[3]。以「做中學」

為主要概念，強調以學習者現在的經驗為基礎來進行教育，讓學習者以解決問題為前

提，學習所需具備的知識與能力，過去既有的知識與技能，只是學習過程中的媒介或

工具，而不是教育最後的結果教育[4]。體驗學習是必須設計規畫的教學活動，強調觀

察與反省的過程，讓學生從中產生新知及能力，以達到學習的目標，是一種「親身體

驗」與「學習經驗」並重的教學型態，重視活動後知識增進與能力的獲得，否則光有

「體驗」沒有「學習」，只能算是一場好玩的遊樂活動而已[5]。體驗教育其過程分別

為體驗、觀察反思、歸納、應用，再回到體驗而組成的體驗學習圈模型。讓學習者透

過具體的體驗活動，做反省性的觀察分析經驗，然後將特定的經驗歸納脈絡化，最後

把體驗式教學的經驗、知識與技巧運用到未來，實際施行或作有意義的連結到個人的

日常生活或工作中[6]。在活動進行時，不向傳統教學要求學生跟著做，而是適度留給

學童自我決定與表現空間，當外在的干預降到最低，孩子會受其好奇心及興趣驅動，

展開自主學習，表現本身能力、創意與想法，發現更多樂趣，有效提升其涉入程度[7]。 

樂活(Life 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LOHAS)是一種追求「健康的飲食、

生活、身心靈的探索與個人成長」以及「人類生存環境的永續發展」的生活型態。梁

世儁歸納出樂活概念的三大概念為健康生活、永續環保、身心愉悅三類[8]。在健康生

活方面，係指個人身體健康與心理健康，「樂活」的健康概念是一種較為積極主動的

態度，主張將身心的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強調「預防勝於治療」的觀念，積極主

動追求健康，以改變生活型態去擁有身心健康為目標[9]；在永續環保方面，希望人類

能夠了解在地球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能夠考慮到地球與人類的未來，致力於環境

保護的工作，有效地利用現有的資源，不過度消耗資源，且更進一步地去開發更多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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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的資源[10]；身心愉悅方面則是一種簡單的生活態度，認為生活中的物質享受並不

重要，他們重視的是精神層陎的享受，並不致力於賺取更多的金錢來滿足物質慾望，

而是希望以正常的步調來享受生活，也就是慢活的概念[11]。簡單來說，樂活的概念

即是強調以簡單、快樂、愉悅地過著身體健康、有益於環境永續的生活，以落實健康、

簡約、自在、永續的新生活主張。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資訊網路科技的蓬勃發展之下，文化、社會、與工作各方

面、甚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因應通訊技術與電腦的結合，產生急速的變化，數位

化也開始提供人們無限的想像及便利。我國自 2002 年通過「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方案」，

陸續推動「數位台灣(e-Taiwan)」、「行動台灣(M-Taiwan)」與「發展優質網路社會

(u-Taiwan)」等計畫，而在面對高齡化社會、數位機會以及經濟發展等議題，行政院

於 2008 年更進一步推動「愛台十二建設(i-Taiwan)」，其中「愛台十二建設」的第五項

即為「智慧台灣(Intelligent Taiwan，i-Taiwan)計畫」，內容包含教育人力的投資、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無線寬頻建設及智慧生活環境的營造等，智慧台灣的願景，就是要建

設台灣成為一個安心、便利、健康、人文的優質網路社會[12]。2015年 4月 28日，

行政院進一步公布「網路智慧新臺灣政策白皮書」，目的要建立一個涵蓋了連結

性、智慧性、包容性的「3i」智慧新臺灣，做為政府數位施政進化蛻變的行動

指南。其內容主要橫跨了 5大網路施政構面，包括了基礎環境、透明治理、智

慧生活、網路經濟，以及智慧國土等五大規劃。在智慧國土構面的子構面「智

慧運輸」，包含四大推動策略：公共運輸、即時路況、營運資訊、觀光旅遊等。

「觀光旅遊」推動策略，是將資訊網路與觀光服務結合，打造雲端化的智慧觀

光服務平臺，發展出更多的智慧觀光加值服務及應用[13]。 

近年來，社區意識的抬頭，「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的主張不斷被提出，抱

持著投資教育即投資未來，促使學校不再是封閉型系統，結合社區資源，將社區作為

教學的另一個場域，讓學校與社區成為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體，相互合作及成長。再

加上，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電腦已普及至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近年來結合了網路技

術，已全面的改變了人類的生活習慣。資訊科技不僅帶來全球化的衝擊和競爭，更加

速了社會和環境的變化。未來的世界因而增加了許多變數。為了協助孩子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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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更加積極運用各種資源和機會，除了帶領他們從小培養主動認真學習的習慣，

也要藉由資訊和網路來開拓他們的視野[14]。 

傳統教學偏重於「教師教、學生聽」的方式，強調單向的灌輸書本的知識內容，

以紙筆測驗評分數評量學習成效，如此一層不變的學習方式，導致學生的能力常停留

在知識與理解階段，並讓學生日益降低其學習興趣，造成學了就忘、與生活脫節的窘

境。然而，在現今網路及數位科技盛行的21世紀，資訊科技正無所不在地改變生活的

一切，教育方面也能明顯地感受到這股科技旋風，讓傳統的教學方式正掀起了翻轉的

浪潮。體驗學習的學習場域不單侷限於教室，也能以社區作為學習的場域，強調學生

在主動參與的過程中，激發有意義且關聯性的想法，並建構至應用、分析、評鑑、創

造等高層次認知能力，使所學與生活環境產生共鳴，獲得實際生活的知能，擁有帶得

走的能力以面對未來的挑戰，進而帶動社會的進步與和諧。 

因應數位時代、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的趨勢，以數位化的方式運用在教學上，以提

升學生學習的動機及興趣。因此，本研究結合有關白河綠活小鎮創意加值相關的研究

[15]，佐以數位技術將白河蓮鄉在地風情與文化特色，予以數位化創意加值，達到傳

承保存的目的；並在Google Maps平台上以五大面向呈現在地文化特色，做為主題式

的數位鄉土補充教材，讓學生能深入探究白河的歷史、美好事物及地方特色，關懷及

認識所生長的社區與自然，珍惜呵護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景物美好及獨特性，找回對鄉

土的愛與感動，進而讓學生可以從知鄉開始、進而親鄉、最後達到愛鄉、回饋家鄉的

目的。 

 

 

二、研究範圍與方法 

白河位於嘉南平原東南隅，開發甚早，曾經是重要的商業交易據點，舊名為「店

仔口」，後因白水溪流經此區域，而稱為「白河」。白河地區屬於熱帶氣候，自古埤塘

遍布，灌溉用水不虞匱乏。灌溉水源多來自白河水庫，水中的石灰質含量多，讓長出

來的蓮子吃來特別 Q、鬆，再加上白河地區的平原地區東側，有廣大山林屏障，減少

蓮花開花時最怕的風害，如此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造就白河成為全台種植蓮花面積最

大的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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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年前，先民將蓮子灑至埤塘中，任其生長，因種植不多產量少，一般只當

藥用或賞玩為主，因此有「帝王食品」之稱[16]。直到民國 50 年才有人將它當作經濟

作物種植，民國 70 年代後，因應政府「精緻農業」的政策推動，鼓勵農民稻田轉作，

因水田有維護生態的功能，白河農會以不減少水田面積的原則下，鼓勵農民選擇蓮花

作為轉作物，正式將蓮花引入白河。民國 84 年，白河農會為解決蓮子及藕粉滯銷的

問題，利用大片的蓮田花海策畫了「白河蓮花觀光花季」的活動，以推廣白河蓮子。

隔年的全國文藝季，台南縣選擇了白河蓮花節為主題，阡陌縱橫的蓮田花海，吸引將

近二十萬的遊客湧入，為白河蓮花打響了知名度，成為台灣第一個以賞蓮聞名的觀光

小鎮，「蓮鄉」的美譽不脛而走，本文將以白水溪以北的平原地區為主要研究的空間

範圍。 

選定白河為研究對象，以白河地區之地方特色及蓮產業做為創意加值與數位典藏，

將「資訊」轉化為「知識」，打造出不同於傳統紙本的創意學習地圖，也利用創意加

值來展現白河樂活蓮鄉，讓人們對白河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再以 Google Maps 建

構一創意導覽平台，整合多媒體資訊，讓瀏覽者可以藉由數位創意導覽，對白河的在

地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再者，透過選單式的設計，以不同面向呈現白河的在

地文化特色，可以讓學生不受空間及時間限制進行數位體驗學習，教師亦可以作為鄉

土教育的參考教材。另外，設計「知親愛蓮趣」之按鈕，讓學習者依自己的喜好選擇

景點加入規劃路線，讓學生能享受自我學習的樂趣，來發現白河的樂活農村之美，展

現蓮鄉風華。 

 

 

三、蓮鄉樂活體驗學習新教育 

體驗學習樂活新教育強調的是一種慢而享受的學習，透過課程的設計規劃，引導

學生能主動探索體驗的一種課程。以貼近學生的真實生活為設計理念，讓社區為教室、

社區資源為教材，社區人士為教師，強調學生做中學、遊中學及思中學，透過親身的

體驗過程，主動去建構出屬於自己的思維，進而內化成屬於自己的「知識」。因此，

本研究以白河蓮鄉在地文化特色為主體，結合數位技術創作電子書及多媒體影音，建

置一個多媒體數位整合平台，可作為教師的數位教材補充資料，亦可讓學生自行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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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平台探索學習。走讀蓮鄉新教育的 Google Maps 整合平台透過主題式的分類模式，

將白河蓮鄉在地特色分為知性體驗行、社區藝遊樂、農村新亮點、產業新活力及蓮饗

好滋味共五大主題區。讓學生能深入探究白河的歷史、美好事物及地方特色，關懷及

認識所生長的社區與自然，珍惜呵護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景物美好及獨特性，找回對鄉

土的愛與感動，進而讓學生可以從知鄉開始、進而親鄉、最後達到愛鄉、回饋家鄉的

目的。 

 

(一) 多元宗教文化知性體驗行 

台灣因海島的開放特質，在不同背景時代吸引不同的移民族群前來，從早期的南

島文化、古閩粵文化，到中期的海盜文化，地理大發現後的荷蘭、葡萄牙、西班牙文

化等外來文化，明鄭時期來自閩粵地區的漢人渡海至臺開墾，不同的宗教信仰開始對

本島產生影響，到後來混合日本統治時代的文化及接受日本皇民化文化教育，最後承

接戰後歐美文化的影響，以及本地與原住民的文化覺醒，促使台灣成為多元族群及文

化所融合組成的社會。 

白河舊稱「店仔口」，是原臺南縣的七大古鎮之一，主要住著漳州的移民，在渡

過波濤洶湧的黑水溝時，他們總是不忘攜帶著家鄉的神明，祈求神威顯赫的守護神能

在冥冥之中助他們一臂之力，保佑他們安全登陸台灣，並且在惡劣的環境中保佑他們

開墾順利，無殃無災。等到在臺灣落地深根後，為感謝家鄉神明的護佑之恩，遂興建

廟宇供俸家鄉神明，廟宇便成為聚落團結的中心，形成一村一廟宇的現象。其中較具

規模的有俗稱大廟的「店仔口福安宮」。福安宮供奉天上聖母為主神，建廟至今約有

三百餘年的歷史。媽祖信仰在常民文化中，有著無法取代的重要意義，媽祖原為航海

之神，但媽祖來台之後，隨著群眾多元的信仰需求，現在媽祖又包攬信徒的健康、考

試、事業和感情等所有問題，媽祖儼然成為台灣人的守護神。福安宮因鄰近的觀音亭、

城隍廟，及昌祠幾經滄桑及廟地被佔，迫不得已將諸神尊聖像合祀於福安宮，成為全

台首創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公廟。藉由鄉野踏查方式，學生必須事前利用網路搜尋福安

宮的歷史並製作簡報，於活動當天擔任小小解說員，初步介紹福安宮；如下頁圖 1 所

示，再透過廟方人員的專業解說及實地踏查參觀，讓學生能瞭解先民開發土地及建立



 
 
 
 
 
 
 
 
 
 
 
 
 
 
 
 
 
 
 
 
 
 
 
 
 
 
 
 
 
 
 
 
 
 
 
 
 
 
 
 
 

 

 

C8-7 

 

家鄉的辛勞，並賦有歷史傳承的任務與責任，啟發學生愛護家鄉之情懷。 

圖 1. 多元宗教文化深體驗-廟方人員介紹福安宮的歷史文化 

 

(二) 社區活化藝遊樂 

「美感」乃國家文化水準的基本指標，也代表一個國家的競爭力與產業創意程度。

因此，教育部不僅將「美學素養」列入現代公民核心能力，並致力推動美感教育。美

感教育是一種精煉個體美感素養的教育，必須從生活中基礎美感的掌握做起，從日常

生活中「人」、「事」、「物」的形式與內涵之真、善、美，以培養個體的感知、想像、

詮釋、思辨、實踐與溝通的能力以及相關習慣的養成。這些能力與習慣的養成非一蹴

可就，必須長期的培育。最好的美感教育，應該落實於生活之中，讓學生潛在的審美

能力能日積月累慢慢的培養，進而再轉化成執行力及創造力。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對周

遭景色一瞥而過，若能讓學生深入了解其故事，放慢腳步慢慢欣賞，不但能珍愛家鄉

並提升自己美感能力。 

林子內在面臨農村沒落，人口老化、外流等問題的衝擊下，當地居民對社區的認

同感逐漸消退，環境顯得髒亂不堪，但近年在教會的帶動下，激發居民的自發性和自

主性，讓社區有了起死回生的變化。居民們一起動手將先人從關仔嶺仔嶺移居到此的

古道打通，如下頁圖 2 林子內社區營造活化蓮鄉心靈步道地圖所示，共規劃成串十個

點、十個故事與十個回憶，打造出一條獨一無二的「心靈步道」，透過簡單文字讓每

一站都有特殊的涵義，不但讓人找到心靈的感動外，又可鍛鍊體魄。因此心靈步道不

僅是將荒廢的古道的重建，還包含居民之「心靈」和「精神」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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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林子內社區營造活化蓮鄉心靈步道地圖 

 

(三) 自然生態美景農村新亮點 

白河是個兼具自然生態與純樸農村鄉情的好地方，隨著四季更迭展現不同的田園

風采，無論是賞花、遊埤塘、尋古意皆有不同感受。近年來隨著環保意識的抬頭，環

境教育是教育的一個重要議題，而了解環境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親身體驗、感受在地的

美景，直接引發人與環境的關係，了解身為地球一分子的我們，應盡力關心環境，並

愛護及珍惜自然生態，與大自然共生永續，讓世世代代都能領略自然之美。 

白河因蓮花打響名氣，但近來因季節的變化所盛開的木棉花、南洋櫻、阿勃勒為

白河帶來了不同的色彩，也吸引不少人前來賞景旅遊。如圖 3 火紅美麗的林初埤木棉

花道所示，攝影家鏡頭下一幅幅美麗火紅的林初埤木棉花道，近來透過網路傳播的關 

圖 3. 白河火紅美麗的林初埤木棉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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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魅誘了多少人的眼眸，讓林初埤的木棉花道從當地的私人景點，成為近年熱門的

觀光景點，吸引遊客絡繹不絕前來賞花拍照。花朵盛開時總是擠滿人潮，徜徉其中能

感受到木棉花的熱情及浪漫。在 2015 年時，在西班牙旅遊休閒網站 Boredpanda 舉

辦全球 15 條夢幻林蔭花道的票選活動，白河木棉道名列其中，成為亞洲地區唯一

上榜的殊榮，在 Boredpanda 網站指出現今地球暖化現象日益嚴重，藉此希望大

家能感受植物對緩和地球暖化的重要性。  

 

(四) 精緻蓮花產業新活力 

白河地區因精緻農業的政策推行，在地農民紛紛轉作蓮花，使白河成為全台蓮花

種植面積最大的鄉鎮。民國 84 年，白河農會為解決蓮子及藕粉滯銷的問題，利用大

片的蓮田花海，策畫了「白河蓮花觀光花季」的活動，以推廣白河蓮子。隔年的全國

文藝季，台南縣選擇了白河蓮花節為主題，阡陌縱橫的蓮田花海，吸引將近二十萬的

遊客湧入，為白河蓮花打響了知名度，「蓮花造鎮」更為白河注入了新生生命，造就

了蓮花之鄉的美名。因「白河蓮花節」為當地帶來大量的商機，使得蓮花產業有了革

命性的改變，成為白河的重要經濟命脈，因此白河區農會決定自 86 年起將其改為常

態性年度活動，將蓮花結合觀光、旅遊、藝術、美食等，籌辦一系列活動，並讓遊客

能從旅遊中發現白河的地方文化。 

「白河蓮花節」開始辦理後，曾經盛極一時，讓白河蓮花產業成功地從傳統產業

轉變為觀光產業，靠得就是大家對白河及蓮花的熱情及付出，也為白河地區帶來無限

商機，讓大家見證到蓮花產業的強大生命力，後來卻因過度的商業操作及同質性的競

爭者等問題，導致日漸沒落，如今白河蓮花的美仍讓許多人為之動容，蓮產品的品質

也深得人心，若能集結更多在地人的心共同努力，必能讓沉睡的蓮花，再度甦醒發光

發熱，展現其美麗風華。因此，近幾年的「白河蓮花季」活動不但配合蓮花生長的時

間，約於每年的 6 至 8 月辦理，並凝聚一些有心的地方人士推動社區營造，以永續傳

承的精神，扎下對於這片土地感情與眷戀，因此蓮花季的辦理以結合社區、深入農村，

朝永續經營的理念辦理，除了延續往年的活動外，增添蓮鄉產業文化導覽等深度體驗

活動，具有多元化的活動內容，提供遊客體驗白河蓮鄉蓮花清新脫俗的絕美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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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的「愛戀白河蓮花季」活動，選在南 89 縣道的「悠活農場」做為開幕場

地，因往年蓮花節都是六月開幕，但 2014 年的早生蓮田在五月已可見蓮花綻放，且

蓮田面積大幅攀升，為讓蓮花產業榮景再現，公所決定提前於 5 月 22 日至 7 月 13 日，

舉辦連續 8 周一系列相關活動。如圖 4 所示，活動包含假日農夫市集、農村再生社區

-農產品成果展示、白河在地藝術家花婆婆作品展覽、兒童彩繪郵筒裝置藝術、兒童彩

繪郵筒裝置藝術等等各式動、靜態活動，且結合「2014 愛你一世之戀愛年份」，白河

區公所特別營造一個幸福綻放的甜蜜氛圍，設置「蓮兒」及「蓬兒」兩座大型公仔裝

置藝術歡迎遊客到來，並營造花海景觀的南 89 線賞蓮大道，讓遊客能紀錄下美好紀

念時刻，一同感受白河蓮花季幸福綻放的甜蜜氛圍。同時搭配白河區大竹、六溪、甘

宅、林子內、竹門、草店、詔安、虎山、南寮等 9 個農村再生社區的參與，讓每周的

活動增添更多不同特色，歡迎來訪朋友可以造訪每個社區，認識在地農業生活與風

貌。 

圖 4. 「2014 愛戀蓮花季」兼具動態活動及靜態展示 

 

(五) 知親愛蓮趣自主規劃樂學習 

「走讀蓮鄉新教育」的 Google Maps 整合平台，除了從不同的角度、多樣化的面

貌來介紹白河蓮鄉在地文化特色外，還有一個最具特色的功能，供教師和學生自己能

規劃學習項目，即是「知親愛蓮趣」。如下頁圖 5 知親愛蓮趣自主規劃的功能所示，

依照自己的興趣或需求規劃路線、設計學習課程，不但具互動性也能提高學習興趣。

首先，點選「知親愛蓮趣」按鈕，再依自己的需求選取左邊選單的五大主題的各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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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然後再按下「加入路線規劃」按鈕，還可以點選「箭頭」按鈕調整景點的先後順

序，接著按下選單左下角的「規劃路線」按鈕，畫面即會以 google 地圖呈現一條建議

路線，右方也清楚標出方向指示圖，讓師生可以自行選擇喜歡的景點進行體驗學習，

並藉由地圖瞭解景點的位置及路線規劃。  

圖 5. 知親愛蓮趣具有自主規劃的功能 

 

如圖 6 知蓮親蓮愛蓮趣的賞蓮知性文化規劃所示，夏日賞蓮的規畫第一站可先參

訪蓮花產業文化資訊館，白河的蓮花產業已耕耘數十個年頭，蓮花產業文化資訊館因

而誕生，不但典藏與蓮相關的詩詞、繪畫、生活工藝文物，並透過影片及圖文詳細介

紹關於蓮花的種類、栽種、採收等產業生態，在資訊館深入探究蓮的相關知識後，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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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知蓮親蓮愛蓮趣的賞蓮知性文化規劃 

須把握清晨賞蓮的最好時機，到不遠處的蓮花公園，享受走在木棧道上蓮花自動開路，

近距離地欣賞蓮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清新優雅，或坐在觀蓮亭，感受蓮田花海的壯闊場

景，實地感受蓮田的自然生態之美。中午之際的蓮花已羞澀緊閉，此時可至白荷陶坊，

欣賞蓮的工藝之美。透過林文嶽老師的巧思，蓮花短暫之美得以延續，活靈活現的顯

現於陶器、繪畫等作品，每件作品皆有不同的韻味，陶坊還提供荷染、捏陶的體驗課

程，供人享受創作的樂趣。夏日午後時光，還可以前往歷史悠久的竹門鈺雪冰枝店，

來枝人氣商品-蓮子冰棒，咬下一口吃得到整顆蓮子的實在感，以及混著清甜滋味的香

蕉冰，讓人頓時暑意全消。最後再到南 89 縣道沿途欣賞蓮田、稻穗及遠山所構成之

農村景色，雖然此刻蓮花已含苞待放略顯羞澀，但附近的觀光農場仍可欣賞不同品種

且色彩豐富的睡蓮，亦可體驗乘坐大王蓮漂流田間之樂趣。 

藉由知蓮親蓮愛蓮的規畫行程，讓學生能先對蓮花有進一步的認識，再實際地親

近蓮花感受其生態之美，這樣能確保實地體驗時能有所收穫，避免走馬看花的情形發

生，最後再讓學生轉化成愛社區的情懷及行動力，並融合自己的見解與感受，介紹推

廣蓮鄉之特色，以達到愛蓮鄉的目的。因此，如圖 7 知蓮親蓮愛蓮趣培訓學生擔任小

小解說員介紹白河之美所示，學生擔任小小解說員，分享蓮鄉之美，可增進孩子的自

信及表達能力，體會家鄉的獨一無二，珍惜及愛護家鄉的一切。教育是機會之鑰，希

望藉由教育向下紮根，種下社區永續的希望種子，讓學生能與白河蓮鄉共同成長茁壯，

以身為白河人為榮，代代傳承蓮鄉之美，為白河蓮鄉舖上一條永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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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知蓮親蓮愛蓮趣培訓學生擔任小小解說員介紹白河之美 

四、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是運用數位創意將蘊含人文風采、田野風貌的白河傳統農村小鎮，以數位

多媒體創造技術，給予數位典藏與創意加值，編製成電子書及影音等呈現，進一步將

蓮鄉的樂活元素建置於 Google Maps 導覽平台，做數位整合行銷，設計互動視窗，並

具有主題式的整合導覽介紹，展現白河是個「健康舒活、低碳綠活、產業永續」的智

慧樂活蓮鄉。 

以樂活的理念，將白河在地獨特且多樣化的人文與自然之美、福安宮的心靈樂活；

林初埤的生態樂活及木棉花的自然樂活、林子內社區的社造樂活及白荷陶坊的工藝樂

活，強調林子內社區經居民展現化腐朽為神奇的力量，齊力改造社區環境；以及致力

於蓮花美學的白荷陶坊，讓藝術與產業融合的絕佳表現；蓮花四季生態的永續樂活及

蓮子蓮藕的產業樂活，展現白河蓮花產業不僅是蓮農賴以維生的經濟命脈，蓮花四季

的風貌，蘊藏著無窮的寶藏等待挖掘，是珍貴的自然教材；蓮子及蓮藕粉是在地的最

佳伴手禮，亦是蓮農揮汗種植及堅持品質製作的成果，蓮鄉的永續發展更是蓮農的期

盼。 

進一步將白河之數位創意加值之成果，藉由數位創意建構「走讀蓮鄉新教育」的

創意導覽平台，以選單模式將白河蓮鄉在地特色分為「知性體驗行」、「社區藝遊樂」、

「農村新亮點」、「產業新活力」、「蓮饗好滋味」五大主題區，作資訊互動設計的呈現。

以主題式的統整介紹，作為鄉土教學之數位補充教材，主題式的選單並將重要議題融

入其中，體驗多元文化魅力，暢遊蓮鄉自然風情，讓學生可以從知鄉開始、進而親鄉、

最後小小解說員的培訓展現白河之美，讓學生利用行動表現愛鄉之意，並可培養兼具

本土情懷及國際觀的公民。再者，透過網路無遠弗屆的傳播力，來分享及行銷白河之

美與特色價值，展現白河蓮鄉智慧小鎮的樂活面貌，永續傳承白河在地文化特色及完

整詮釋蓮鄉樂活新教育，利用教育紮根以達到社區永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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