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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社區人文  發見客庄秘境】

　　桃園為客家第一庄，客家人口超過

85萬人，擁有豐富的客庄人文景觀、自

然生態及歷史遺跡，為使學童及家長認

識桃園客家文化，本市自105年起推動「

桃園客庄聚落主題遊學計畫」，以桃園

客家特色學校為核心，向外延伸至校園

周邊社區的客庄人文景點，並搭配各校

特色DIY體驗課程，讓參與的親子以輕鬆

方式走讀桃園，認識「山客、海客、都

會客」的多元風貌。

　　近年已經吸引越來越多外縣市的民

眾參加，108年合作的17所學校亦推出精

彩遊程，其中石門國小規劃了2天1夜的

露營體驗，相信可以帶給參與者心中留

下溫暖的客庄記憶，歡迎大家帶大小朋

友走出教室、閱讀鄉土，共下來　！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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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客家文化簡介

龍潭迎古董接財神

　　桃園市客家族群約85萬人，是臺灣客家人口最多的城市，主
要分布於中壢、平鎮、龍潭、楊梅、新屋、觀音、大園和大溪等
地區，客語腔調以四縣、海陸為主，另有饒平、詔安等。桃園客
家族群特色可以分為依農業維生的「山客」、居住在沿海地帶的
「海客」、新興移居的「都會客」，豐富了純樸的客家文化，呈
現繽紛多彩的面貌。

　　文化力是一個城市進步的指標之一，其中文化活動的辦理能
帶動民眾參與，進而認識客家文化，因此我們推出一系列活動， 
歡迎大小朋友共同來體驗客家文化多元且動人的風情！

發財母的活動吸引大批鄉親共襄盛舉

食伯公福
　　客家庄的「食伯公福」也被稱為「食四季福」，人們分別於農曆
2月2日、4月8日、8月2日與冬節(冬至)祭祀伯公，正好對應著四季時
節，因此有這樣的別稱。

　　「迎古董」是龍潭客庄特有的文化，
早期龍潭街上以第一市場旁的巷子為界，
分為上街與下街，日本昭和年間，龍潭
還沒有工商業發展，居民在農忙閒暇之餘
出點子起鬨，上、下街各以地方仕紳外貌
及姓名之客語諧音發展出有趣的諷喻性主
題，並製作道具置於牛車遊街、互相揶
揄，為農村生活平添樂趣。

　　近年來，結合在地祭祀財神之信仰，發展出
「龍潭迎古董接財神」活動，每年2月皆有千人
參加迎古董嘉年華， 重現早期龍潭街頭的熱鬧景
況；以及龍元宮辦理擲筊比賽、繞境祈福、發放
財母金等活動，成為龍潭元宵節之盛事。

小朋友們盛裝出席龍潭迎古
董活動

民眾DIY 五色湯圓，寓意助女媧
補天

親子參與密室逃脫體驗，認識客家
天穿日文化

客家桐花祭
　　油桐是客家地區昔日重要的經濟來
源，支持著客家人的生活。桃園大溪、
龍潭、楊梅等區域，處處可見桐花蹤
影，每年4至5月桐花盛開之際，各山頭
佈滿雪白桐花，猶如下著「五月雪」般
充滿詩意，伴隨著「桐花唸謠大賽」、
「賞桐健行」、「桐花野餐派對」等桐
花祭活動，讓鄉親感受客家人惜福、感
念、感恩之心，以及好客精神，並將此
精神延續。

宮廟將祭祀完畢的壽龜「分福」給參與
的民眾，讓大家都能分得伯公的福氣

　　客家人藉由準備豐富的祭品，祈求
或感謝神明的恩惠，信眾會在祭典後舉
辦食福活動，以伯公生之名辦桌宴客，
藉此分享伯公的恩典與福氣，希望人人
都能獲得伯公的福氣與保平安，這些許
願與還願的行為，不僅意味著人與神間
的依託，更是人與人之間相互照顧之
情。

　　桃園市自2016年起，便結合多所具
食伯公福傳統的客家伯公廟辦理「食伯
公福」活動，提供平安壽龜方式，發揚
伯公祭祀文化，也希望能藉此讓更多民
眾了解客家族群的伯公信仰。

中壢大石頭庄福德宮以傳統祭祀文化祭
拜，發揚傳統祭祀文化

「桐花仙子野餐趣」限量公仔

桐花唸謠大賽 桐花野餐派對

全國客家日－－天穿日
　　俗語說「有賺無賺，總愛尞天穿；有做無
做，　到天穿過」。農曆正月20日「天穿日」
是客家族群獨有的文化節慶。舊時相傳水神與火
神相爭，將天撞出一個大洞，女媧為免去人間災
苦，於是煉五色石補天，這便是「天穿日」的
由來，客家人感念女媧的幫助，遂於「天穿日」
男不耕田，女不織布，唱山歌自娛，藉此感謝上
天，亦使大自然休養生息，體現環境永續發展的
精神。2019年桃園市首度結合天穿日傳說設定解
密線索，推出「密室逃脫」體驗互動遊戲，希望
參與者身歷其境認識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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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仍以乙未戰爭為主
軸，結合龍潭及平鎮等兩區， 
辦理「乙未客家戰役文化季－
平鎮戰祭(平鎮區)‧龍潭歸鄉
文化節(龍潭區)」活動，龍潭
區主要規劃辦理市長盃龍舟競
賽、Hakka音樂會、在地文化景
點巡禮及光雕展演等活動，平
鎮區辦理乙未田園練兵神氣競

技賽、乙未補給車踩街大遊行、乙未戰役舞台劇等活動，讓民眾
藉由參與活動了解乙未戰役意涵未，並追思弔念義民軍為國犧牲
之英勇精神。

龍潭歸鄉文化節

　　桃園市昔有「千陂之縣」、「
千塘之鄉」的美譽，特殊的「陂
塘」地理景觀聞名各地，原名「菱
潭陂」的龍潭觀光大池，是凱達格
蘭族霄裡社通事「知母六」與客家
人共同興築而成，每年農曆5月5日
在龍潭觀光大池舉行的龍舟競渡活
動已經有超過百年的歷史。

文化導覽帶領民眾走讀龍潭人
文景點

　　新竹縣新埔鎮的褒忠亭義民廟，因
收葬林爽文事件，為了保衛家鄉由桃、
竹、苗客籍人士組織的義民軍，並訂定
每年農曆7月20日為「義民節」，由客
家十五大庄輪值祭祀，1791年分香於平
鎮褒忠祠。祭祀期間有挑擔、奉飯、
踩街遊行、神祇繞境活動；民間也有神
豬、神羊比賽，搭醮壇和演戲酬神等祭
祀活動。

　　為傳承與延續新埔枋寮客家精神
的義民精神，凝聚桃園平鎮義民廟慎
終追遠、慶祝豐收的氛圍，桃園市每
年都會規劃客家義民祭典文化節系列活
動，108年主要以金神豬-挑擔奉飯為主
軸，規劃隊伍於中壢區光明公園集結出
發前往義民廟，同時在廟前舉辦創意飯
糰活動，吸引小朋友的加入，共同參加
義民爺的奉飯祭祀，讓大小朋友都能藉
由體驗活動，緬懷客家先烈情操，保存
客家特有文化的認同感。

義民文化祭

傳承百年的龍舟競賽熱血沸騰

挑擔奉飯踩街大遊行

平鎮高連社區以布馬客家舞蹈開場
演出

牽罟體驗活動吸引許多親子共同參與

海客文化藝術季
　　「牽罟」是早年濱海客庄在海螺響起、漁船啟航時，眾人待漁
網撒好，魚群被圍住後，利用人力將漁網拉至岸上的捕魚方法。自
2016年起舉辦牽罟體驗，重拾客庄特有捕魚方式，呈現漁村互助合
作精神，也教育傳承給下一代。

　　108年除以桃園特有的海客文化為底蘊，並將深化傳統祭海儀
式及在地連結，增添環保教育意涵，在新屋、觀音等地舉辦千人牽

罟、築石塭體驗、動靜態藝文展演及小旅行等系列活動，藉此展現
不同於桐花祭等「山客」意象的文化特色。

　　桃園市有全國最多客家音樂出
版公司、客家歌曲、影音工作室、
獨立創作人等，樂風鼎盛。而每年
於3月至4月舉行的客家流行音樂
節，總是吸引來自各地之客家鄉
親、非客家族群(如新移民、外籍
僑生、閩南人口等)踴躍報名，讓
海內外民眾以歌會友、切磋交流、
凝聚情誼，也印證音樂具有跨越年
齡與國際的文化魅力。

　　除了「客家流行歌唱大賽」，
還有「客家流行歌曲創作大賽」及
「客家歌曲合唱大賽」，用各種不
同的比賽方式，增進民眾參與的廣
度，共同推展客家音樂產業，綿延
客家文化。

客家流行音樂節

客家歌曲合唱大賽

熱血化碧濤樂團融入原住民詞彙，音
樂豐富的表現獲得評審青睞

牽罟空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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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共有6處聖蹟亭(龍潭聖蹟亭、大溪蓮座山觀音寺敬聖
亭、大溪齋明寺敬字亭、中壢惜字亭、龜山大湖福德宮聖蹟亭、
蘆竹五福宮敬字亭)，為傳承客家文化敬字惜紙的美習、緬懷倉
頡先師造字之神聖，每年7至9月規劃辦理「送聖蹟講座」、「送
聖蹟祭典」及「桃園聖蹟亭巡禮」等活動，帶領民眾探訪客家鄉
親敬惜字紙文物古蹟，加深民眾對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體認，以
帶動更多人認識這項客庄的重要文化資產。

送聖蹟

　　每年到此季節會規劃
「月光團圓音樂宴」、「
老屋系列活動」、「稻草
藝術創作大賽」等一系列
的活動，讓鄉親一起體驗
客家族群團結及與大自然
和諧共存之精神。

客家金曲歌手-謝宇威於月光團圓宴高唱客家歌曲

　　桃園作為臺三線沿路的起點城市，富含豐富茶文化與客家文
學、音樂之養分。本地區位於龍潭銅鑼圈，在臺三線的至高點，鄰
近國道交流道預定地，園區內整體規劃以茶產業為主軸，並將客家
文化作為文化特色之一，將銅鑼圈的地理環境優勢及人文產業加以
整合串聯，希望未來透過客庄茶文化館的興建，提升地區的整體環
境品質與帶動周邊產業經濟與人潮。

臺灣客家茶文化館

全區鳥瞰示意圖 周邊景觀工程示意圖

乙未戰爭紀念公園暨地下停車場
　　乙未戰爭是發生在臺灣史上，戰鬥地域最廣、時間最長、參與
人數最多、死傷嚴重、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其中尤以臺灣客家族
群的義民軍為主要戰力。為緬懷紀念客家義民在桃園地區的保臺歷
史，本計畫基地位於平鎮區褒忠祠(又稱義民廟)旁，透過空間通行
動線的設計，融合周邊渠圳自然環境、義民歷史脈絡、現代社會經
濟產業等元素，將地景式的乙未戰爭紀念意象─乙未之環陸橋，串
聯義民公園與復興親子公園，並將於公園內設置乙未戰爭紀念牆、
紀念水池，賦予本公園更多人文精神景觀意象。

目前唯有桃園保有最完整之送聖蹟儀式 龍潭聖蹟亭

客家文化節

　　每年農曆8月客家庄秋收
時節，客家人在入秋作物豐收
後，為了答謝天地眾神的庇
佑，除了會準備豐盛祭品進行
祭祀外，客家人亦經常藉這個
機會，欣賞戲劇、高聲歡唱，
度過一年中最歡樂的時光，因
此，特規劃辦理「桃園客家文

化節」，也歡迎大家共同來體
驗客家文化的傳統動人風情。

參與民眾與創作稻草人一同合影

乙未戰爭紀念公園乙未之環示意圖 全區配置示意圖

永安海螺文化體驗園區
　　本案以新屋永安漁港為主軸，在永安漁港北側廣場，結合周邊
之砂丘環境生態景觀、青年體驗園區、客家聚落、廟宇節慶、文化
活動及相關產業等軟硬體，形塑濱海「海洋客家」區域之生活、生
產、生態特色，以結合海洋客家產業軸線(臺61線與臺15線)，推廣
桃園海洋客家特色，進而帶動觀光產業。

正面設計圖 側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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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香客庄in龍源

　　高平里位於龍潭區的最南方，是一片隆起的高地，因為這片
隆起的平坦高地的形狀像是覆蓋著的客家八音樂器「銅鑼」，因
此被稱為「銅鑼圈」。民國9年日本人
將菱潭陂、三坑仔、銅鑼圈三區合併為
龍潭庄。光復後，民國39年進行全省行
政區域重新劃分，銅鑼圈這片廣闊的弧
形高地劃分為兩村，分別是西北方的高
原村及東南方的高平村，此時才正式誕
生高平的名字。

銅鑼圈上的高平

龍源的由來

源於地方文史的特色課程

　　在早期，民眾都認為龍潭地區有一條「山龍」鎮守在此，「山
龍」的源頭就是在高平村南方的丘陵山脈-高種山，因此高平村這
一帶又稱為「龍源」，意為「山龍之源頭」。民國50年高平村要設
立國民小學時，地方耆老商議認為高平乃范姓家族的堂號，不宜為
校名，故捨「高平」而以「龍源」為校名，就是現在的龍源國小。

高種山及山頂上地標－中華電信電塔

高平簡易自來水塔

高平里第一口深水井

美麗又有特色的龍源國小

　　早年開墾銅鑼圈高平里大部分是客家人，
他們在這塊土地上辛勤耕耘，創立家園、落地
生根，因此高平里便成為以客家人為主，民風
純樸的「客家庄」。位在海拔300多公尺丘陵
地上的高平里，因為是黃土覆蓋的丘陵高地，
水源並不充足，取水不易，龍潭地區的客家族
群中流傳著一句俗語：「有妹仔莫嫁銅鑼圈，
一擔水愛　半晝邊。」(意思：有女兒不要嫁
到銅鑼圈，喝一擔水要花大半天)這句話說明了

居住在銅鑼圈民眾用水的困境，這樣的困境
到民國64年當時的里長及地方仕紳爭取設置
高平簡易自來水廠，在龍源國小的校園內開
鑿了一口深水井，這口井水量充沛，終於解
決居民取水不易的難題。

茶香的傳承與創藝

　　 如同森林小學的龍源國小，環境清幽，放眼望去皆是茶園景觀，
生於茶之鄉、長於茶之園的龍源學子，有著傳承茶文化的使命。我們
透過整合地方茶產業，結合客庄風情、文史資源，透過探索、思考、
認同和創藝，讓龍源茶香照映浪漫台三線。

特色課程-種植茶樹

特色課程-以茶學禮 特色課程-種植魯冰花

特色課程-參訪茶工廠 特色課程-製茶體驗

　　高平里的土壤是屬於酸性的紅黃土地
質，排水性極佳，且土壤中含有豐富的鐵
質，氣候溫和多霧，形成了栽植茶樹的最佳
環境，茶樹成為此地最重要的經濟作物，茶
葉生產全盛時期，一壟壟翠綠的茶樹遍佈在
這片黃土高地上，一群群採茶人戴著斗笠、

揹著茶簍，穿梭在茶園中採一心二葉的「茶菁」，再將茶菁送到茶工
廠製成茶行銷各地。為了傳承這一份茶香，龍源國小特別設計「紅韻
ㄔㄚˊ香映Long Yuan」的特色課程。

高平社區採茶趣

銅鑼圈 tungˇ loˇ kienˊ

魯冰花 luˇ benˊ fa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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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水資源－褲襠 (浪) 埤

　　高平地區位處丘陵山坡地且
為紅土土質，儲水不易，因此早
期先民要種植作物與民生用水都
十分不便，需用埤塘來貯存雨水

走讀客庄：高平社區

　　粗坑窯朱家在台3乙線的龍源路向粗
坑方向前行，沿路景緻，映入眼簾的是客
家聚落，很快的看到一個紅色的磚造瓦
房，與周圍的山景相互輝映，走進紅瓦房
中，裡面滿是充滿靈性的陶藝作品，滿是
禪意，能讓人的心靈滌淨，正是這樣的場
景，不禁讓人想想這裡的主人是誰呢？

客庄藝文推手－粗坑窯朱家 龍陶藝術工作坊

　　龍陶藝術工作坊獲桃園市政府遴選為「桃園工藝之家」。工作
坊空間本為廢棄豬舍，卻經尤尉州老師夫妻整理而成工作坊，創作
元素常融入客家庄聚落特色，形成高平地區特色之一。尤尉州老師
夫妻倆熱心好客，經常以陶會友，
以茶會友，尤老師作品融入對生活
及自然的觀察，作品流露出感動人

心，關照生命的精神，其作品也經
常在桃園市、台北市及新北市舉辦
展覽，深獲民眾好評。

　　多年前，他在純樸自然的高平村定居，讓此地成為一個具有文
化藝術的社區，在朱大師的工作室裡經常用捏陶及燒窯的活動，讓
更多民眾接近陶藝及其特有的客家村落風情。

粗坑窯 cuˊ hangˊ ieuˇ

褲襠埤 fu nong biˊ 

門口前充滿童趣的陶藝品

「褲襠埤」一景之一 「褲襠埤」一景之二

粗坑窯入口

　　沒錯，就是在客家地區的創作大師朱義成
老師，他的創作深受佛光山暮鼓晨鐘及梵音陣
陣的影響，對佛像及交趾陶創作很有獨特風
格，創作出許多細緻且感動人心的作品有佛
像、歷史人物等，曾在國父紀念館及新竹社教
館及各縣市文化中心展出，並獲第四屆民族工
藝獎。

或泉水，「褲襠埤」是高平村儲水的池塘，源頭來自山泉水，流向牛
欄河，由高空望去，形狀像一條褲子。

遊學路線圖

　　國展茗茶位於牛欄河畔，紅磚瓦房依山傍
水，尹家在此種茶超過半世紀，並逐漸轉型有機
耕作，99年起申請認證，成功轉型為有機茶園，
目前正開始發展體驗活動經濟，提供製茶體驗活
動行程，幕後推手就是第二代接班人－尹國士。 

　　尹先生在艱困的環境中，找到自家茶園的定位與出路。轉型的過
程相當艱辛，有機生產需要一些時間，除了環境及茶葉需要使用無
毒，且不能使用任何的化學肥料的施作，經過數年的努力，也完成了
生產履歷記錄，並且開始進入有機認證的申請程序，之後生產的茶葉
也可以正式稱為「有機茶」。這幾年有機茶的價位逐年上漲，加上「

東方美人」的名號傳到全球後，
近年也生產有機紅茶，隨著「桃
映紅茶」名聲，傳遍全國，國展
有機茶闖出自己的定位與價值。

客庄茶大師「國展茗茶」

學生實際參與茶葉製作

有機栽培茶葉 親師生參與採茶

　　深窩子福德宮設置迄今將近一百年的歷
史，供奉著土地公。當初設置土地公是希望在
土地公的護佑下，深窩子地區年年風調雨順、
穀物豐收。在每年農曆十月十五日，這裡會舉
行「添新丁」的酬謝儀式，就是過去一年中，
高平地區民眾家中有新生男孩的家庭，在這一
天要準備紅粄來敬拜土地公，以感謝祂的保
佑。拜完土地公，還要將紅粄分給附近人家，
以分享得子的喜悅，是一項極為溫馨的習俗。

深窩子土地公

伯公守護高平客庄

添新丁儀式的紅粄-新丁粄



圓身 ienˇ siinˊ 

手 suˋ 

腳 giogˋ 

頭那毛 teuˇ naˇ moˊ 

目珠 mugˋ zuˊ 

帽子 mo eˋ 

畫圖 fa tuˇ 

茶米人公仔 caˇ miˋ nginˇ gungˊ eˋ

龍

源

國

小

14 15

遊
學
地
圖

夏
客
正
來

庄
客
園
桃

四

客家創客：茶寶捏塑

　　龍潭地區盛產茶葉，談到茶有包種茶、綠茶及紅茶等種類，
而高平地區是最具代表性的產地。這裡可以看到好山、好水、好
茶園。每年採茶季節一到，可以見到採茶婦女成群出現在青翠茶
園，一面辛勤採茶，一面唱起嘹亮山歌，真是熱鬧！接著將由麗
揚工作室的鍾老師帶領大家捏塑茶寶DIY活動，體驗在地風情。 

1.工具：3支工具組、白膠。

2.材料：黏土—咖啡、白、綠、膚、黑、黃色及MEMO夾。

步驟：

（一）將黏土塑型，捏出公仔圓身，手，腳，並用白膠固定。

（二）使用工具，製作公仔頭那毛，目珠。

（三）製作公仔帽子，以及「一心二葉」裝飾。

（四）捏出客家茶鄉意象，如花、茶杯、茶壺，擺設於公仔旁裝飾。

（五）進行彩繪，在公仔身上畫圖。

（六）插入MEMO夾，就完成茶寶－茶米人公仔。

1.捏出茶寶圓身、手腳，並　

　用白膠固定。

3.製作公仔帽子及「一心二　

　葉」裝飾。

5.在公仔身上彩繪。 6.茶寶作品完成圖。

4.捏塑花、茶杯、茶壺，做為

　公仔裝飾。

2.使用工具，製作公仔頭髮、

　眼睛。

DIY客家茶寶（客語：茶米人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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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原來龍潭區的山之源就在高平里呀！

　　聽過龍源的文史特色之後，下次再造訪龍源時，記得尋一尋
您有興趣的景點，然後靜靜地享受大自然的聲音。現在我們一起
簡單複習今天的內容吧。

1.(     )今天參訪的龍源國小位於龍潭區哪一個里？ 

2.(     )高平簡易自來水廠的第一口深水井位於高平里的何處？

4.(     )客家俗語：「有妹仔莫嫁到銅鑼圈，一擔水愛　半晝邊」，
　　　　 這句話說明早期銅鑼圈居民有著什麼樣的困擾？

3.(     )承上題，第一口深水井上的題字為何？ 

(1)龍源里 (2)高原里 (3)高平里 (4)大平里

(1)高平社區活動中心 (2)高平里里長辦公室 (3)龍源國小 
(4)高揚南路旁

(1)飲水思源 (2)莫忘初衷 (3)登高望遠 (4)源源不絕

(1)傳宗接代 (2)天氣不適合務農 (3)日照不足 (4)取水不易

早年開墾銅鑼圈高平里的族群 　              　簡易自來水廠

龍潭地區有一條「山龍」鎮守 　                紅韻茶香in                                            

解決高平居民取水不易的難題 　              　客家人

高平栽植茶樹的最佳土質　　 　              　高種山

龍源國小傳承茶香特色課程名稱　             　酸性的紅黃土

選擇題

高平里有著珍貴的文史資料，請您連一連高平文史的代表特色

走讀客庄：高平社區

   經過社區長輩的介紹，大家對國展茗茶、粗坑窯及褲襠埤是
否有更深入認識呢？接下來請大家完成學習單囉！

1.（    ）請問本地的地形是什麼呢？ 
          (1)平原 (2)丘陵 (3)河川地

2.（    ）在早期，龍潭地區「山龍」的源頭位在 
        　哪一座丘陵山脈？ 
        　(1)石門山 (2)乳姑山 (3)高種山

3.（    ）國展茗茶致力於那種事業： 
        　(1)有機茶栽培 (2)咖啡樹  (3)水果園 

4.本地的埤塘名稱為（             ）。

5.粗坑窯的創辦人是（             ）。

多元測驗題

寫心得：（寫出您最感動的事或物）：

畫畫看：（畫出您最感動的事或物）：

－第 2 課－

請您畫出最適合製茶「一心二葉」的茶菁

． 
．
 
．
． 
．

． 
．
 
．
． 
．

茶香客庄in龍源

－第 1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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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動手DIY製作茶寶，是不是讓您有不一樣的感受呢？請您
回想一下今天的手作課程，再回答下列的問題。

（請黏貼『自己＋家人＋作品』的照片）

四、家人分享、評分（請家人勾選作答）

1.孩子是否主動與您分享DIY作品製作過程？ 

　□主動分享  　□普通  　　　□有待加強

2.您覺得孩子的DIY作品完成度？           

　□完成度高  　□普通  　　　□有待加強

3.您覺得孩子DIY作品有助於美化居家環境？

　□能美化   　 □普通  　　　□有待加強

4.若請您擔任評審，您評的分數為？

　□＋5　　　 　□＋3   　　　□＋1

1.創作地點:

2.創作日期:

3.誰陪您一起創作:

一、作品紀錄：

　  黏土       　  陶土         　　泥土

　  白膠       　  膠帶         　  牙籤或棍棒

二、這次DIY的作品使用了哪些材料？ 
　　請勾選作答(可複選)：

三、您今天的創客作品名稱是什麼？

客家創客：茶寶捏塑

－第 3 課－

家長簽名：　　　　　　　　

五、這次客庄遊學體驗活動中您有什麼感想或收穫？
　　請用文字或圖畫來表示。



觀音區

平鎮區

中壢

八德區

桃園區

楊梅區

蘆竹區

龍潭區

龜山區

大園區

大溪區

新屋區

復興區

隘寮集賢聚落隘寮集賢聚落

山 豐 國 小

永 安 國 小

客家海洋
客家海洋

東 明 國 小

 客家米食
 客家米食

大 坡 國 小

陂塘聚落陂塘聚落客家漁村
客家漁村

宋 屋 國 小

 梅
花八字圳聚落 梅
花八字圳聚落

祥 安 國 小

隘
寮風車聚落

隘
寮風車聚落

石 門 國 小

活魚聚落活魚聚落

十一份

永
昌
宮

客庄神農聚落客庄神農聚落

南 興 國 小

木
藝豆干聚落

木
藝豆干聚落

大 溪 國 小

龍 源 國 小

桃
映紅茶聚落桃
映紅茶聚落

上 湖 國 小

土
牛溝桐花聚落

楊 梅 國 中

楊
梅聚落楊
梅聚落

埔心車站埔心車站草
湳陂聚落草
湳陂聚落

瑞 埔 國 小

龍 星 國 小

客
家五鳳樓

客
家五鳳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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