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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介紹:山腳國小日式宿舍群

建於昭和12年（1937）至昭和19年（1944）
間，宿舍群最早於1935年中部大地震後重
建，每戶空間包含玄關、客廳、臥室、廚
房、廁所及前後院，展現當時教師宿舍的
典型生活樣貌。當時山腳國小宿舍是較低
階官員的住所，不僅反映了當時的建築技
術與審美，也見證了日治時期教育與社會
的發展歷程。

宿舍群精緻的建築細節與歷史氛圍吸引許
多攝影愛好者前來，尤其春天黃花風鈴木
盛開，宿舍群更是美不勝收。

校園還設有溜滑梯、盪鞦韆與彈跳床等設
施供孩子們玩耍，是親子共遊的好去處。



場域介紹:藺草文化館

藺草文化館是一個展示與推廣藺草主題的文化
場所，苑裡自日治時期開始就以盛產藺草聞名，
成為全台藺草製品的重要產地。1936年當時帽
蓆內外銷的價格高，工資亦高，婦女每日所得
高出男人甚多，幾乎家家戶戶都在從事藺草編
織業，因此當時的女性可是苑裡一帶的核心人
物，在一個家庭裡只要有一人會編織帽蓆，就
能養活6口人。當時的年銷量更是達到1600萬頂，
日據時代估台灣省五大特產的第三位，僅次於
糖和米。

在館內展示區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藺草製品，
從傳統草蓆到現代創意設計，呈現產業的發展
脈絡。在館內的手作區域，可以親自參與藺草
編織活動，製作簡單的杯墊或吊飾，將一份充
滿地方特色的紀念品帶回家。



場域介紹:愛情果園

數十年前，苑裡鎮的某位農民偶然發現
這種果樹的種植潛力，並開始試驗栽培。
因此有了【愛情果園】，隨著時間的推
移，他發現這種果實不僅口感獨特，而
且每年在秋冬季節正是農閒期，這為當
地農業帶來了可觀的收入，並且吸引了
許多遊客來採果、品嘗。

名字由來是因為成熟的番茄花開和蒂紅
通通的連在一起，就像一對情人，所以
就取名為「愛情果園」。

愛情果園，除了可以品嘗新鮮的愛情果，
還有多樣的農產品以及各式農場活動，
讓遊客能夠全方位體驗農村生活。



參訪與訪談

↓這是山腳國小的圍牆，
圍牆的磚是金良興磚窯廠
製的，而且他的造景都是
跟當地生活息息相關

↑我們身後的建築就是宿舍
群的其中一棟

這是日式宿舍群拍的照片→



←在藺草文化館外拍的大合照

↓這是當時苑
裡的農民們收
割藺草到製作
各樣產品(背包、
帽子、手工藝
品等)的過程 ↓這些就是當時製作的產物



(左圖)是愛情果
園裡的休息區，
他也是DIY手作區

(左圖)這是觀景台的階
梯，上去後可以看到(上
圖)稻田彩繪，這是院裡
獨有的非常特別

(右圖)這是愛
情果園的直銷
站，可以買當
地特產的商品
當伴手禮



實作成果展示



心得感想

這份心得是我們六個統整在精簡過的。

這次到苑裡進行導覽解說，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充滿挑戰但也非常有收穫的
經驗。起初站在大家面前時，我們都很緊張，擔心自己的表達不夠好，但
在進行過程中漸漸找到了自信，解說變得更加流暢。

在山腳國小宿舍群，我們帶領師長參觀了這些富有歷史意義的建築。

而愛情果園是一個讓人放鬆的地方，我們向師長們介紹了果園的特色和當
地農業故事。

藺草文化館的部分，因為途中有專人介紹藺草學會的歷史與文化特色，讓
我們收穫頗多，但也因此後續的時間變得緊迫，無法如原計劃進行我們的
解說。雖然有點遺憾，但能親身聆聽專人的分享，也是另一種寶貴的學習
經驗。

這次的導覽活動讓我們受益良多，在介紹前我們到現場參觀再到上網找資
料準備講稿，為了就是想把這個導覽解說呈現最好的給師長們，也謝謝師
長讓我們有機會透過這次的活動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