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興紙寮 

場域特色 在導覽解說的過程中 

▲認識台灣手工紙與埔里在地關係： 

日治時期，治台日人發現埔里的水非常的純淨，適合手工紙的生

產，在 1935年在愛蘭橋下塔建木造廠房「埔里製紙所」試驗造紙，後來

日人陸續前來開拓經營，從此改良自中國的日式造紙術就開始傳入埔

里，埔里成為了手工紙的故鄉（重鎮） 

 

▲了解傳統產業的轉型以多元性的經營方式與現代接軌： 

於 1965當時埔里紙業的蓬勃發展，以及愛蘭台地水質良好的造紙條

件下，創立「廣興製紙加工所」，投入埔里手工造紙業的行列。 

初期是一間規模不大的加工所，是以代工為主。 

民國 62年廣興製紙加工所營運漸入佳境，同年開始手工宣紙的內

銷，並易名「廣興造紙廠」。 

1991年成功研發高品質的手工宣紙，更以「廣鴻興有限公司」開始

外銷日本與韓國市場，這段期間是廣興造紙廠的巔峰時期。 

隨著台灣社會的變遷，埔里手工造紙產業面臨重大的考驗，紛紛外

移或關廠，迅速沒落。 

1996年廣興就嘗試轉型觀光工廠，並對外命名為廣興紙寮。 

後來積極嘗試紙的可能性，創造出可食用的紙張並在 2015年 8月 1

日取得專利。 



 

▲傳達「紙」的價值（包含：歷史，文化，人文）： 

1.了解紙是中國偉大的四大發明之一，是二千年文化承傳的重要載

體，蘊涵了所有文化精髓。 

2.了解紙的用途，推動著人類的文明，烙下了人民生活的印記。 

3.了解紙的產生，造紙的原理是纖維重組的技術，如何從植物上取

得纖維，經蒸煮，漂洗，打漿，抄紙，壓水，烘紙......介紹造紙的原

料，包括軔皮纖維、木質纖維、草本纖維，不同纖維形成不同的紙張。 

4.了解造紙的艱辛，親身體驗造紙職場的環境，反思珍惜用紙，最

後透過學習單＆導覽員的解說進行。 

  

  

  



  
▲參觀廣興紙寮「紙的旅行」實際可有五感體驗 

（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 

 
「文化館」：參觀紙產業文化館，館內展示有天工開物造紙的工具，

藝術家們利用「紙」去創作的紙藝品，廣興擁有專利可食用的「菜倫

紙」，以農作物再生的纖維紙，了解「紙」的多元性。 

  
「原料區」：手工紙的原料介紹，實地觀察生產手工紙的相關植物，

並了解其相關用途，講解過程中讓學生知道埔里特產「筊白筍」也可以

透過回收利用製作「惜褔紙」，希望從中引發學生關懷大自然與人類的永

續發展。 



 

接著在看手工紙製造過程前先完整介紹所有步驟工序。 

「配料打漿區」：現場感受「已蒸煮」的樹皮，接著了解打漿機的原

理。 

 
「展示紙區」：進一步讓學生了解紙的多元性（農作物如蕉絲紙、甘

蔗渣紙......)及用途。 

還有手工紙與機械紙的差別與不同的特色。 

 



 實地觀察職人造紙：了解「紙豆腐」是怎樣形成，每抄好一張紙

為何就要放一根線，壓榨紙豆腐時要注要什麼，烘紙時為什麼紙都不會

烤焦，紙的計算單位怎樣稱呼等資訊，職人師傅們做的手工紙除了給學

生來賓多了解製作過程，也希望能讓學生看到職人氣們的專業精神＆技

術，以及感受到古人給予的知識和對世人的貢獻（紙是歷史的延續），並

了解紙是多的可貴。 

  
DIY體驗 

▲可以親自體驗造紙的經驗與樂趣： 

1.場內有提供親手體驗造紙的環境，從自己親手體驗抄紙開始－壓

紙－烘紙，完成自己的紙張。 

2.場內有提供動手體驗傳統印刷術，有包括：絹印、拓印。 

▲環境配套： 

1. 有非常大的專用停車場，有停車空間提供給旅遊巴，轎車停放 

2. 場內動線一次能容納 300人 

   
動線包含文化館、原料區、蔡倫教室、打漿機、展示紙區、手工紙

生產區，DIY體驗區。 

方案介紹 1.DIY－紙中信（造紙體驗） 

簡介： 

。親自寫給在心中最感謝的他 

。寫下自己對未來的期許／願望，裝在紙管中 

或許未來的某天，可以再度打開這乘載著回憶的信箋。 

活動內容： 

DIY動手體驗篩出手工紙並在當中加入花材及線，充分發揮創意。 

完成抄紙後進行壓紙>烘紙>絹印>拓印>寫信>封裝 

本方案包含入場＋導解說 

活動時間： 

導覽解說（20分鐘）＋拓印體驗（20分鐘）＋紙中信抄紙 DIY（80分

鐘） 



活動總長度＝120分鐘 

 

2.與扇為友－現成手工紙＋拓印（絹印） 

簡介： 

。用師傅已完成的手工紙完成拓印，並利用該紙張完成圓扇 

。適合停留時間不多於 1小時 

活動內容： 

DIY用上師傅現成手工紙完成拓印、絹印。 

導覽解說員現場示範完成圓扇組裝。 

本方案包含入場＋導解說 

＊重點可以實際接觸師傅做的手工紙＊ 

活動時間： 

導覽解說（20分鐘）＋拓印體驗（20分鐘）＋圓扇組裝 DIY（50分鐘） 

活動總長度＝90分鐘 

 

3.基本體驗（拓印） 

簡介： 

。用師傅已完成的手工紙完成拓印。 

。適合停留時間約 30分鐘 

活動內容： 

DIY動手體驗用上師傅已完成的現成手工紙，並完成傳統印刷術拓印。 

待紙張烘乾完成後，取得拓印紙，完成。 

本方案包含入場＋導解說 

活動時間： 

導覽解說（20分鐘）＋拓印體驗（25分鐘） 

活動總長度＝45分鐘 

 

入場基本導覽解說：（20分鐘） 

文化館、原料區、蔡倫教室、打漿機、展示紙區、手工紙生產區 

核心素養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在導覽解說中會讓學生了解紙張的原料及製作

過程，學會 「紙」的價值並珍惜，不隨意浪費「紙」，盡世界公民責

任。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在造紙的體驗中培養出對手工紙的生活美學，

並且在過程中發揮創意，把線及花材融入作品中，以線為提材。線是

延續感情的交流；花材是增加美感及技巧。烘乾紙張後在紙上進行藝

術創作。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在自己完成的信紙上，可用上文字符號跟自己

或想要感謝的人進行表達、溝通等書面互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在造紙過程中會遇到問題，需要理解現況分析



問題所在，思考如何修正並實踐，事後透過學習單反思。 

課程內容方案 抵達場域前（希望學校老師先行發放的或傳達的內容） 

●可以請校方致電預約委派代表前往廣興紙寮作實地考察，了解當日戶

外教育體驗流程以及 DIY的做法。 

●參觀到達廣興前跟學生傳達了解我們一家手工紙的觀光工廠，還有即

將要進行活動（DIY.作品） 

●埔里的特色介紹（特產筊白筍.水) <－好山好水 

●還有有關日治時期的背景，治台日人發現埔里的水非常的純淨，適合

手工紙的生產，在 1935年在愛蘭橋下塔建木造廠房「埔里製紙所」試

驗造紙，後來日人陸續前來開拓經營，從此改良自中國的日式造紙術

就開始傳入埔里，埔里成為了手工紙的故鄉（重鎮）。 

教學前（到達場域）：準備活動 

●服務人員會先行集合來賓以及分組(打招呼、帶熱氛圍、解說園區導覽

流程、要注意的安全事項) 

●宣導場內（工廠）要注要的安全事項包括：注意鐵板烘檯不能隨意觸

摸，請匆在場內奔跑，容易發生危險 

●請專重師傅，不能觸摸他們的紙張或成品。 

教學中（利用場域進行教學）：發展活動（進入整體教學重點） 

 

時間 發展活動 教學重點 

5分鐘 集合分組 

(打招呼、解說園區導覽流程、要注意的安

全事項) 

 

4分鐘 參觀文化館 

了解傳統造紙工具,藝術家創作的紙藝品,紙

的多元性 

人文藝術，在

地歷史 

藝術感知 

3分鐘 原料區 

了解造紙的原材料植物，傳統的造紙流程 

戶外教育 

尊重保護生態

環境 

3分鐘 參觀配料打漿區 

現場感受已蒸煮的樹皮，接著了解打漿機的

原理。 

自然科學 

2分鐘 展示紙區 

了解更多不同手工紙，機械紙與手工的的不

同 

走讀與觀察 

5分鐘 實地觀察職人造紙 

包括：抄紙師傅，壓紙機，烘紙師傅 

走讀與觀察 

能源教育、自

然科學 

社會責任 

3分鐘 傳統列印刷術拓印示範 觀察 

35分

鐘 

抄紙 DIY體驗 

前往抄紙區親自體驗造紙的樂趣 

自我精進，操

作行動與反

思、系統思



考，創意與藝

術感知 

10分

鐘 

壓紙 

由導覽員用手動方式協助完成 

互動合作 

20分

鐘 

烘紙拓印體驗 

把自己完成的紙張進行烘乾,使用現成手工

紙完成拓印 

操作行動與反

思、 

系統思考，藝

術感知 

5分鐘 取紙集合就位 

領取已烘乾的手工紙到作品 DIY區集合 

 

20分

鐘 

創作時間＆反思 操作行動與反

思 

系統思考，藝

術感知 

 歡送 互動 

教學後（反思、實作）：綜合活動（整體回饋） 

。活動結束後，會讓學生反思： 

。紙是纖維的重組技術，在參觀後能否對纖維組合發揮更多的可能？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珍惜用紙？ 

回到學校後：延伸活動（老師需要再引導） 

。在學習單背後描寫出 DIY體驗中遇到的困難，與老師互動找出可解決

問題的方法。 

。老師可以讓學生回顧導覽內容，並執行小活動，養成社會責任感與公

民意識， 

。關懷自然生態與人類永續發展，珍惜用紙。 

學習資源(方

案 學習單) 

學習單、問卷方向規劃 

以導覽內容為範疇，去設計簡單的題目，目的是讓學生能回想在導覽中

的內容。 

設計回饋空間，讓學生把心得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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