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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場體驗之公司與組織介紹 

公司名稱：新欣國際陶瓷有限公司(古笨港陶華園) 

地點：嘉義縣新港鄉南港村 117-86號 

創立時間：新欣國際陶瓷有限公司成立於民國 94年 12月 

企業理念或核心價值：古笨港陶華園以交趾陶為特色主題，集合了文化產業與創意運用，提供

訪客傳統，釋、道、儒文化的核心知識與優質美感，讓訪客有機會做親子 DIY

深度體驗。 

產品與服務類別：交趾陶製作、觀光園區 

廠房環境介紹：園區佔地約 1000坪，座落於新港鄉南港村北港溪畔古笨港遺址上，前有國家

二級古蹟水仙宮、後有全台最長的五分車鐵路橋歷史建築。園區展示文化創意產

品、親切的服務與美麗的空間、春夏夜滿天飛舞的螢火蟲與蛙鳴，秋天有溪畔的

蘆葦花伴著夕陽、花開遍地，冬天有候鳥到訪、生態豐富，藉著地方文化活動吸

引來園區。組織介紹：古笨港陶華園為私人文化藝術製作場所，其組織人員除園

長外，計員工約 5人左右。 

製程技術或核心服務簡介：交趾陶裝飾工程壁堵設計製作、公共藝術陶板、馬賽克磁磚拼貼設

計製作、材料販售、寺廟廟頂剪黏材料、規劃設計、交趾陶修護、陶瓷文化創意

產品開發設計、生活陶製作、文化休閒園區(陶華園)。 

市場發展情況：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各地域及族群的界線日益模糊，面貌漸趨近同。在地文化

特色及藝術創作，是保有自我面貌的重要關鍵之一。而普遍具有多樣性、小型性、

分散性特色的文化創意產業，特別著重結合在地文化及全球性市場的深層思考，

遂成為各國兼顧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重要政策。為提升我國全球競爭力，政府將「文

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納入「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積極推動，並將

文化創意產業分為創意生活、數位休閒娛樂、時尚、設計、廣告、建築、出版、

廣播電視、電影、視覺藝術、音樂及表演藝術、工藝、文化展演設施等 13個產

業範疇。 

交趾陶融合捏陶、繪畫、燒陶、文學、戲曲與宗教民俗等，技藝與內涵為一體。

台灣交趾陶的發展始於葉麟趾（葉王），與後期對交趾陶有極大貢獻的林添木，

兩人皆為嘉義人，因此嘉義市在八十六年辦理第一屆交趾陶藝術節，重新整理這

項文化資產，並以交趾陶作為嘉義市的文化特色。台灣的社會文化充滿著複數傳

統及多元文化的交會，這些都是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豐厚元素。在推動文化創意

產業的同時，也能帶動其他產業的創意化趨勢，讓各產業善用既有的文化藝術條

件，鼓勵產出更多的創意與設計，進而帶動社會文化的整體活力，進而標示出台

灣人文與經濟的全球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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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與系所辦學特色關聯表 

活動名稱 推動主題式職場體驗活動 

承辦單位 商品設計系 辦理時間 102.5.1 

活動重點 

(請簡述活動內

容及重點) 

活動內容： 

    本次活動內容主要是讓學生參觀新港地方文化，包括新欣國際陶瓷有

限公司、北港朝天宮、椿生活館、板陶窯及新港香藝等地方。 

新港是個氣質出眾的地方，被形容是地靈人傑、人文薈萃。街道巷弄

間，不經意便能發現古厝、古蹟的蹤影，有源長歷史的聚落，便總是能夠

散發出一種不急不徐的小鎮氣息，古意盎然、韻味十足，藉由此職場體驗

活動順道讓同學親身體驗新港的人文風情。   

活動重點： 

本次活動重點在於欣國際陶瓷有限公司之陶瓷製作職場體驗活動，中國

陶瓷藝術源遠流長，精美絕倫的作品說明了中國陶工所耗費的心血。活動

重點讓同學體驗陶瓷五個主要製作部驟，包括：取土、成形、上釉、裝飾、

燒製等過程。並藉由活動體驗中瞭解職場團隊合作及人際關係的經營，為

未來職場實戰作好準備。 

系所發展特色 

(請依據貴單位

中長程發展計畫

或核心本位課程

計畫書規劃內容

說明) 

系所中長程發展計畫： 

本系中長程發展計畫如下： 

1.發展具「客製化」與「美感化」的時尚創意生活商品設計。 

2.結合設計學院其他設計系的資源，建構一完整的設計產業架構。 

3.結合地方文化與特色，發展文化創意商品設計。 

4.加強數位化商品設計模擬技術，提高設計開發效能。 

5.整合相關課程培育創新創業之能力。 

 

核心本位課程計畫書： 

本系本位課程本著「做中學，學中做」的教學理念，並結合地方產業的

發展方向與特色，訂定出符合本系特質的核心本位課程： 

1. 本位基礎能力模組。 

2. 造形設計能力模組。 

3. 數位設計能力模組。 

4. 設計行銷能力模組。 

 

關聯度 □高度關聯       █中度關聯        □低度關聯 

填表人 吳宜真 單位主管 陳昱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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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心得報告分析 

學生心得報告部份，本次參與學生共 80人，回收報告為 54份，為有效檢視活動之成果與

具體成效，本章將就量化和質化兩個面向對活動產生的回饋資料作簡要描述統計和質化分析，

以便作為未來執行類似活動改善之參考。首先就資料之述性統計說明如下： 

◎參與人員性別統計表 

性別 人數 比例 

男 24 44.4% 

女 30 55.6% 

合計 54 100% 

 

◎年級分佈統計表：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人數 28 0 26 0 

比例 0.44% 0% 0.56% 0% 

 

◎學生觀察與分享焦點量化統計表 

描述分享主題 人數 比例 

產品/服務內容 20 37% 

專業技術 12 22.2% 

作業環境 8 14.8% 

服務銷售 6 11.1% 

市場需求 5 9.2% 

研究創新 3 5.5% 

生產成本 0 0% 

就業認知 0 0% 

     (活動參加人數共 80人，回收有效之心得報告為 54份) 

 

為瞭解學生於職場環境中之學習成效與學習焦點為何，作為未來改進教師教學方式和調整

教學重點，與強化學生認知較不足之領域等參考，以下就本次職場體驗活動之學生具體學習內

容分享描述資料中，分析出下列幾項學習焦點： 

一、學生體驗最深刻的內容。 

本次體驗活動中，同學之間印象最深刻的內容為產品/企業服務及專業技術內容的陶土拉

坏製作，從同學的回饋單中共有 32位同學提到與此相關的內容，內容如下： 

A同學：陶土製作是比較偏手工技藝方面之技能，產品企業服務品項也比較稀少，所以，專業

技能培養可以未來從事相關設計工作。 

B同學：服務品質很好，老師講解的很有意思，很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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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同學：拉坯製作過程，很有趣很好玩，可以學到以往學校沒學到的製作技能。 

D同學：產品有時偏向個人喜好而設計，相對的手工製作也會提升產品銷售成本考量。 

E同學：可提升個人特殊的專業技能。 

 

二、學生普遍注意到的製程技術。 

由同學的回饋資料中，發現大部分的同學都認為專業技術培養及訓練是重要的，而作業環

境、市場需求及研究創新也是製程技術考量的要點，因此，共有 12位同學於分享資料中提出

內容如下： 

A同學：陶土燒製非常有趣，雖然有失敗，但可以從拉坏中培養設計者專注、創意設計的精神。 

B同學：拉坏過程需要專業製作技術及培訓，否則設計過程中會失敗。 

C同學：製作中要在腦中思考作品設計造型，馬上透過手的拉製，製作造型出來，考驗腦力激 

        盪、創新設計的感覺。 

D同學：有趣、好玩，可培養同學們的特殊專業技能。 

E同學：每個陶藝品都需要很大的耐心和細心去完成。 

 

三、學生普遍認為商品與服務之未來市場的發展為何?。 

    從同學的回饋資料中，同學普遍認為商品與服務未來發展趨勢是走向客製化設計的，因

此，從同學的回饋單中共有 11位同學提到與此相關的內容，內容如下： 

A同學：產品服務可以針對客戶客製化設計，未來發展是有市場性的。 

B同學：未來可製作設計個人化商品，可以作為文創特色產品。 

C同學：陶土設計過程很有趣，但作業環境常常會弄得髒髒的，但是，可以因應市場商品客製 

       化需求，可針對客戶要求而設計商品。 

D同學：屬於較特殊的個人專業技能，對未來就業屬於獨佔市場。 

E同學：陶土設計偏手工製作，未來市場實施機器化設計也是要考量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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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說明照片 

環球科技大學 102-103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相片說明: 全部參與職場體驗之商品設計系學生一起合照留念。 

 

 

相片說明: 進行陶瓷首要拉坏製作，並塑自我風格之陶杯造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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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科技大學 102-103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相片說明: 拉坏完成之陶杯造型設計。 

 

 

 

相片說明: 行程中並額外參觀拓印老師製作石版拓印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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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生參與滿意度分析 

本次學生參與滿意度部份共發放 80份，回收有效問卷為 80份，其資料統計說明如下： 

一、滿意度調查結果 

題    項 
非常 

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平均 

滿意度 

1.本活動內容與主題相關性 24 50 6 0 0 4.23% 

2.職場體驗活動規劃完整度 27 45 8 0 0 4.24% 

3.活動參觀地點規劃安排度 25 48 6 1 0 4.21% 

4.活動對提升職場體驗學習的助益 25 49 6 0 0 4.24% 

5.承辦單位整體規劃度 27 48 4 1 0 4.26% 

有效問卷：80份  整體平均滿意度： 4.24% 

二、開放性問題  

1.我會將學習內容應用在  

◎產品設計，這次看到許多傳統文物及陶藝品，這次對我將來在產品設計的概念增加許多不同

的創意。 

◎本次活動接觸到的事物，我覺得對於系上課程中所需製做之作品十分有幫助，我將會應用於

課程作品設計中 

◎生活創意作品中 

◎設計商品上，可以多利用生活周遭的物品，多是創意的發想 

◎畢業專題上，還有平常一些北港文化的作業上，也讓我們見識了北港媽祖的文化知識 

◎文創商品設計上 

◎各方面設計品材料應用 

◎文化或是類似的課程上 

◎學到很多，團隊合作 

◎文化商品產業，增加設計靈感 

 

2.我對本次活動的建議  

◎希望能有更多實作的體驗 

◎很好，希望日後能多辦此類活動 

◎不錯，很開心，希望日後系上多辦此活動 

◎很好玩，動手玩動身體驗，是不錯的學習方式 

◎時間緊迫，希望日後能多點時間 

◎自由活動時間放寬鬆一點 

◎很好 

◎很開心可以更認識到雲林之美 

◎餐點可以訂再好一些 

◎感謝老師這次的安排，很開心，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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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比例統計 

1.本活動內容與主題相關性 

 

4.本活動對提升職場體驗學習的助益 

 
  

2.職場體驗活動規劃完整度 5.承辦單位整體規劃度 

  
  

3.活動參觀地點規劃安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