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里商工梅子夢工廠築夢-產學接軌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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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南投縣中心點，玉山下的濁水溪畔國立水里商工，學區的教育資源條件相對貧乏。

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影響，學生就近入學，社區化現象顯著，新生入學成績懸殊，

來自單親、低收入戶及外配子弟的經濟弱勢比例偏高。因此，學校自 96 學年度起，積極

辦理 5 年「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於 102 學年申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

畫」，103 學年辦理「高級中等學校精進優質計畫」，在教育部經費挹注支援下，有效提升

辦學績效與教學品質，結合在地資源，創造校園特色，校務邁向卓越優質發展，讓水里商

工備受社會肯定與矚目。 

 

近年來，水里商工在劉丙燈校長的領導下，積極結合產業界與技專院校的資源，整合

校內餐飲管理科、觀光事業科及資料處理科之專長，期能透過產學合作，有系統、有組織

性的教育訓練，強調教學與實務操作結合的學習重點，以產業界需求為導向之課程設計，

培育學生具備理論與實務技能，強化職場之競爭力，達到學校、產業與科大三贏之效益。 

 

 



103 學年辦理高級中等學校精進優質計畫中的「產學合作共創雙贏計畫」就是成功案

例。此計畫是為水里商工、南開科技大學與信義鄉農會梅子夢工廠的合作案，它成功地結

合地方產業，在科技大學優勢資源及產學經驗支援下，展現教師的創新教學與學生創意，

開發出特色產品並有效推廣，創造學生的成功學習經驗。信義鄉農會與國立水里商工透過

學生校外實習及業師蒞校協同教學機制，以「梅子」為主題，建構發展地方特色與永續經

營的共同願景。本產學合作計畫由信義鄉農會提供原料，由水里商工餐飲管理科林郁芃主

任和二年級的 5 位學生共同研發出具特色的「梅果醬」，歷經 2 個月的研發，共開發出紫

蘇梅醬、烏梅醬、黃梅醬等 3 種口味，研發過程中學生做製作完整的紀錄及教學微電影。

參與研發的林同學表示：「果醬熬煮凝結時間點的掌控是果醬成功的關鍵，另外如何不因

加糖而影響梅子的天然氣味，更是一大竅門。」水里商工為確保產品之優質性，特地自籌

一萬餘元將梅果醬送 SGS 檢測單位化驗並通過認證。本產品將陳列於信義鄉農會農特產展

示中心「梅子夢工廠」銷售，讓遊客能品嚐在地天然的好滋味。 

 

水里商工充分發揮科際整合功能，為了學校的永續經營，結合水里、信義地區豐富的

觀光資源，型塑賞梅、嚐梅的品牌形象，水里商工觀光事業科的校外實習課程，特安排學

生至信義鄉農會梅子夢工廠實施導覽解說，由學生解說信義鄉的特色景點，並行銷產學合

作研發的梅果醬，讓梅果醬成為遊客旅遊信義鄉必買的伴手禮。 

 

此外學校還與南開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設計系合作，為師生辦理產品設計及微電影拍攝

工作坊研習課程；資料處理科也透過本計畫，與業界合作辦理建立電子商務行銷平臺系統

研習，增進教師電子商務行銷的專業能力及電子商務特色教學，了解網路行銷運作方式。

資料處理科施青妙主任則帶領學生設計「梅果醬」的行銷文案包裝、建構線上電子商務行

銷系統，藉由梅子夢工廠的成功經驗，提供資料處理科師生網路行銷的增能機會。 

 

另外資訊科江祈生老師也率領學生拍攝以梅子為主題的微電影，學習以威力導演軟體

完成剪輯。學校藝文中心為配合本計畫案，由美術老師洪春成秘書規劃縣內攝影大師劉憲

仁老師的「雪影梅蹤」梅花攝影展，在深具藝文氣息的「紅樓雅集」舉辦「梅果醬成果發

表會」，透過梅果醬的品嘗、梅果醬微電影欣賞、師生製作梅果醬心路歷程發表，在各界

來賓的見證下，展現出策略聯盟合作模式之教育意義及深化成果。 

 

本計畫共計辦理 8 場次校外實習、開發 3 項梅子新產品、完成電子商務行銷系統、拍

攝 1 部微電影及 1 場搭配主題的藝文活動；103 學年度上學期參與計畫活動的師生高達 500

人次。因為水里商工師生的共同努力，本產學合作案獲得高級中等學校精進優質計畫輔導



訪視評鑑委員及大學教授的肯定，推薦為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精進優質計畫申辦的典範學校，

劉丙燈校長並於 104 年 3 月 12 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向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做經驗分享，

透過此次產學計畫合作案的實施，讓學校師生一方面能實務增能，另一方面能引入梅子夢

工廠商品開發、製作及商品行銷等成功的經驗，讓每位學生找到屬於展現自我專長的舞臺，

在職場上適才、適所、適用，成為學習成長的墊腳石，創造出產學接軌新典範，充分達成

精緻、優質有特色學校的預期效益，實現該校「培育出有教養、有競爭力的學生」的教育

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