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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觀光產業日益火紅，嘉義市也積極搶食這塊大餅，希望藉由更多外來的觀光

客，來"嘉”消費，可以增加市民收入。嘉義地區擁有許多值得前往的觀光景點，而其中的

大功臣就是嘉義市東區的"文化路觀光夜市”(Wenhua Rd.night market)。這裡不僅是在地人覓

食的好去處，每到假日更湧入滿滿的觀光人潮，不論是複合式早餐店、服飾百貨、鞋業配飾、

美食小吃、飲料店等，各式店家應有盡有。廖素慧(2019)在報導中指出，國際串流影音服務

平台 Netflix 拍攝「世界小吃」亞洲篇美食紀錄片，介紹了嘉義文化路在地美食「林聰明沙

鍋魚頭」、「阿娥豆花」，紀錄片於 4 月 26 日播映，估計全球有上億人觀看，讓嘉義文化路夜

市庶民小吃一夕之間躍上世界舞台。本組經過討論之後，決定選擇以「文化路夜市」為主題，

結合高職所學的幼兒保育專業，創作相關文創商品，目的是希望加深我們對故鄉文化內涵的

認識，同時開發出具有教育意義的文創商品。 

 

 二、研究目的 

 

（一）認識文創產業的定義。 

 

（二）分析文創商品的設計元素。 

 

（三）探討嘉義檜意森活村文創商品種類。 

 

（四）研發「文化路觀光夜市」教具。 

 

（五）設計「文化路觀光夜市」文創商品。 

 

 

 三、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 

（圖一資料來源：全組討論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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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究法：瞭解文創產業的定義、分析文創商品的設計元素。 

 

（二）實際踏查：調查嘉義檜意森活村的文創商品種類。 

 

（三）探究與實作：開發「文化路觀光夜市」教具、設計「文化路觀光夜市」文創商品。 

 

貳、正文 

 

 一、文創產業的定義 

 

2002 年台灣開始發展文創產業，行政院也將文化創意產業列為「挑戰 2008：國家重要

發展計畫」，並擬定《文化創意發展法》，簡稱《文創法》。 

 

周德禎（2011）將文創產業定義為：「源自創意及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

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提升的行業」。近年來，各地因開發文

創紀念商品，除了讓人們加深對各觀光景點印象以外，也帶來不少觀光商機。 

 

 二、文創商品設計元素 

 

開發文創商品常利用台灣多樣性的生態如：海岸地形、特有的動植物，或者多元的文

化如：布袋戲、宗教信仰、美食並結合美學來設計商品。我們透過文獻探討整理出台北縣文

創商品的設計元素有地標元素（女王頭）、產業元素（蓮花）、觀光元素（淡水漁船）、民俗

元素（布袋戲）、信仰元素（觀音）、祈福元素（平溪天燈）及美食元素（深坑豆腐）等（程

湘如，2016）。本組成員從中明白，一個好的文創商品除了意象之外，仍需要具備實用功能，

才能充分融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中。 

 

 表一：台北縣文創商品設計元素分析 

主題 商品 商品元素 設計理念 圖片 

地標

元素 
女王頭香皂 女王頭 

將女王頭的造型，設計在日常生

活的香皂中，不僅可以用來清

潔，也能讓我們了解到女王頭香

皂在使用的過程中將慢慢的消

逝， 是一個實用且富有教育意

義的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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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

元素 
繁花綻放瓶 蓮花 

將蓮花的造型結合現代科技，設

計在玻璃瓶上，加入不同溫度的

開水，瓶身的蓮花也會出現開合

的效果。不僅美麗，同時也能帶

動環保。 

 

觀光

元素 
藝術船燈 舢舤船 

以淡水漁船的特色，製成一艘舳

舨船，再結合當地藝術畫作，將

淡水河畔呈現的栩栩如生，同時

也溫暖了漂泊旅人寂寞的心

扉，喚起重新回到家鄉的溫暖作

用。  

民俗

元素 

布袋戲偶 

隔熱墊 
布袋戲偶 

能讓喜愛布袋戲的人們親手操

作布袋戲偶，讓布袋戲能夠透過

不同的方式繼續傳承下去。背面

還有設計黑色鋪棉材質，能夠當

隔熱墊使用。 

 

信仰

元素 
觀音線香盤 

金色觀音

神像 

將小小金色觀音神像佇立在扁

舟的一端，扁舟上還可以放置線

香，以祈求觀音保佑平安。 

 

祈福

元素 
福氣平安燈 平溪天燈 

小小的天燈上印有象徵福氣的

蝙蝠，祈願能夠帶給我們福氣及

平安。放在家中，也能隨時回味

平溪天燈的美麗。 

 

美食

元素 

豆腐香皂盤

組 
深坑豆腐 

利用深坑當地名產─焦味豆

腐，做成一塊塊小巧可愛豆腐形

狀的精油香皂，外表不僅能夠吸

引大多數人的目光，也具有實用

性。  

（表一資料來源：程湘如（2016）。把土裡土氣變得揚眉吐氣：一鄉一特色，地方產業文創

與商品設計關鍵密碼。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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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析文創商品種類 

 

根據 109 年嘉義市政府觀光局所建置的觀光旅遊網統計資料，嘉義檜意森活村 108 年

一整年的遊客人數為 2,123,591 人，換句話說，108 年度平均每個月有 17 萬人次會造訪此地。

因為遊客數量驚人，難怪這個占地 3.4 公頃的園區會吸引許多具有文創特色的商店駐村，增

添了觀光亮點，所以本組決定選擇這個在地熱門的森林文創園區，深入探究文創商品的種

類。 

 

環顧整個檜意森活村園區，不乏販賣臺灣傳統童玩、體驗日式風情的和服及相關飲食，

以及具有林業意象的文創商品。實際踏查時，因為所有的商家都表示不能接受自家商品被拍

攝，所以無法附上商品照片，本組成員只能透過實際踏察時，親自訪談園區商家之後，將文

創商品種類重新整理成表二資料。 

 

表二：分析檜意森活村文創商品種類 

商店名稱 商品種類 商品元素 設計理念 

幸福之音 

冰箱貼 

森林小火車意象 

把阿里山森林小火車做成冰

箱貼及鑰匙圈，滿足遊人們收

藏旅行回憶的心願。 鑰匙圈 

奇木風景 

檜木精油 

檜木 

將原本只能在高山森林聞到

的檜木氣味，透過特殊技術提

煉，讓旅人在家也能感受到高

山森林的氣息。 
精油香皂 

松檜木創 

時鐘 

檜木 

早期檜木多為建築用材料，現

將檜木客製化，除了更具實用

性質外，也更能貼近一般人的

生活。 

手機架 

小花器 

聚寶盆 

刻字版 

刮痧板 

森咖啡 

明信片 

日式風情 

園區皆為木造房屋，是日治時

期為了建造阿里山鐵路而形

成的日式官舍，利用其建築特

色營造日式風情，商家結合相

關意象，販售主題明信片、攝

影作品及生活用碗。 

碗 

攝影書 

（表二資料來源：本組成員實際踏察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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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發「文化路觀光夜市」教具：夜市美食紅綠燈 

 

（一）設計元素：美食 

 

夜市是臺灣最具觀光指標的地方，所以我們選擇在地嘉義市文化路觀光夜市做為

文創商品的發想來源，希望家庭親子間或幼兒園師生間可以透過這個教具，幫助孩子在

開心品嚐夜市美食之餘，能夠從小扎根，清楚分辨什麼是健康的食物。 

 

（二）GI 飲食的「紅黃綠」理論 

 

力克・蓋洛普（2016）在《低 GI 飲食聖經》一書中指出，GI 指數是指食物在體內

轉化成葡萄糖的速度。由於過多的胰島素會促使體脂肪形成，因此如果吃了低 GI 類型

的食物，血糖就不會那麼快升高，胰島素就不會急著把太高的血糖存成脂肪。他提出

GI 飲食的「紅黃綠」理論，有助於幼童透過色彩，清楚辨識日常的飲食，了解適合經常

食用的飲食類型。 

 

表三：GI 飲食的「紅黃綠」理論 

紅燈食物 含有大量的飽和脂肪，不能常吃 

黃燈食物 中熱量、中脂肪 

綠燈食物 低熱量和脂肪含量低的食物，可以較常食用 

（表三資料來源：力克・蓋洛普（2016）。低 GI 飲食聖經。臺北：采實文化。） 

 

（三）研發「文化路觀光夜市」教具：夜市美食紅綠燈 

 

本組組員皆為幼保科學生，在幼保科專業課程中，第一次接觸 GI 飲食的「紅黃綠」

理論，我們也透過課程接觸了食物紅綠燈的教案，因此決定沿用這個想法，納入文化路

觀光夜市美食，研發「文化路觀光夜市」教具。這個教具可以讓幼兒園老師在學校操作，

或者提供家長在家裡操作，幫助年紀較小的幼童認識臺灣特色小吃，以及練習形狀配對；

而針對年紀較大的孩童，老師可以試著解釋綠燈食物是指含糖較少、水煮類或較少加工

的食物，讓幼兒除了逛夜市，更增添不少選擇食物的知識。 

 

表四：夜市美食紅綠燈教具研發 

夜  市  美  食  紅  綠  燈  

使用材料 丹迪紙、不織布、保麗龍板、食物圖片、護貝板、保麗龍膠、雙面膠。 

製作方法 

先將兩片保麗龍板黏合，再將丹迪紙依照紅綠燈的顏色黏在保麗龍板上，

畫出底線，用不織布做出 3 種不同的表情，在旁標上「健康」、「適中」、「不

健康」。再將圖片放在保麗龍板上，拿筆刀沿著食物的外型割開，將其挖

空後，把掉落的保麗龍板，用雙面膠黏在食物圖卡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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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法 
根據圖片的外型找到相對應的洞，也可以判斷食物的營養成份，幫助辨別

紅綠燈。 

引起動機 

操作這項教具可以讓年紀較小的小朋友看著食物圖卡的外型找到相對應

的位置，學習「形狀的判別」；年紀較大的小朋友則能夠根據食物的健康

程度找到相對應的洞，學習「判斷並了解食物的營養成份」。 

教具照片 

   

（表四資料來源：由本組成員自行繪製。） 

 

（四）實際操作教具照片 

 

研發這個教具的目的是為了要讓幼童學習依照食物的健康指數，進一步區分紅、黃、

綠燈食物，讓幼童知道哪些食物可以多多攝取、哪些食物應該儘量減少。這是教導幼童

判別食物營養成分的入門教具，因此我們實地找了大班的幼童來操作這個教具，經過引

導之後，他可以很快辨識圖片的外型，找到正確的位置進行擺放，但對於分辨健康成分

還有待加強，需要有人在旁說明、解釋每一種食物之後，他才能清楚辨別。 

 

透過這次實際操作教具的經驗，我們知道未來倘若開發出具有教育意義的文創商品，

仍然需要教師或家長角色的陪伴與協助，事前需要充分的提供教育措施與引導，才能正

確幫助孩童清楚判別日常飲食的健康與否。 

 

  
說明：以本校幼兒園大班學生為對象，實際進行教具操作之情形。 

圖二：夜市美食紅綠燈教具實際操作情形 

（圖二資料來源：本組成員實際指導學童操作教具，並拍攝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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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設計「文化路觀光夜市」文創商品：夜市美食公仔 

 

本組發現「夜市美食紅綠燈」教具的體積較為龐大，若要攜帶至夜市進行實際操作是比

較困難的，而且也會使遊興大減，所以本組決定搭配夜市美食紅綠燈教具，設計出體積較小

的「夜市美食公仔」，讓幼兒可以帶著公仔去逛夜市，透過圖片及文字的提醒，做為選擇可

以多吃（綠燈公仔）或少吃（紅燈公仔）的參考指標。 

 

本組成員經過充分討論後，選擇嘉義市文化路觀光夜市中，最常見也是最受青睞的三種

美食，分別做為三種燈號的代表食物。首先，紅燈公仔為沙鍋君，因為沙鍋魚頭是油炸類的

食物，所以我們把它作為不健康的代表，歸類在紅燈；其次，黃燈公仔為雞蛋君，因為雞蛋

糕是用小火烤的方式製作而成，同時擁有澱粉和蛋白質的營養，但因含有糖份，仍不建議攝

取過量，所以我們把它作為黃燈代表；最後，綠燈公仔則是菜菜君，因為蔬菜水果含有許多

營養的維生素與纖維質，烹煮方式多為水煮或涼拌，水果甚至可以洗後直接食用，蔬果本身

非常健康，我們將它作為綠燈代表。 

 

有了夜市美食公仔，並經過教師或家長的事前教育，帶領孩童至夜市大啖美食時，讓孩

童隨身攜帶夜市美食公仔，那麼全家既可以一邊享受夜市美食，又可以一邊驗收孩童的學習

成果，孩童在逛夜市的過程中，也會增加許多遊戲式學習的樂趣。 

 

紅燈公仔：沙鍋君 黃燈公仔：雞蛋君 綠燈公仔：菜菜君 

   

圖三：夜市美食公仔 

（圖三資料來源：本組成員繪製。） 

 

參、結論 

 

本組從實際帶領幼兒園學童操作「夜市美食紅綠燈」教具的過程中，得知孩童們的日常

飲食習慣會受到家長飲食習慣的影響，同時若家長沒有實際帶孩童去逛過夜市的經驗，孩童

也不一定會明白這套「夜市美食紅綠燈」教具中，所有美食的正確名稱。因此，想要培養孩

子正確的飲食習慣，家長一定要先從自身做起。如果想要豐富孩子的成長經驗，開發其多元

感官知能，規劃家庭旅遊，或陪伴孩子前往所在地附近的夜市逛逛，引導孩子認識在地飲食

文化，也是可行的做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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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也發現，帶領幼童操作「夜市美食紅綠燈」教具時，倘若小老師在開始操作教具之

前，可以充分地向幼童說明與解釋，幼童大致上可以認識所有的夜市美食，而且知道紅燈食

物基本上是高熱量、含有大量飽和脂肪的食物；黃燈食物代表平時應謹慎食用的食物；而綠

燈食物就是蔬菜水果類。 

 

由於本組研發的教具體積較大，適合在室內使用，所以為了便於攜帶，我們另外設計了

一組攜帶型公仔，搭配 GI 飲食的「紅黃綠」理論，公仔也分別設計為紅、黃、綠三種顏色，

公仔本身圖案都是嘉義市文化路著名的美食，如「林聰明沙鍋魚頭」、常見的「雞蛋糕」點心、

小吃攤會出現的「涼菜」，方便兒童和家人逛夜市，或者幼兒園所進行戶外教育時，幼童可以

隨身帶著公仔，在品嚐美食的同時，也能正確辨認食物是屬於哪一個燈號，而當兒童無法辨

認時，家長或老師也可以在旁協助小朋友辨認，讓兒童從小就可以知道哪些食物可以經常食

用、哪些食物則要減少食用次數，讓健康、營養的觀念可以從小扎根。 

 

設計夜市美食公仔主要是因為臺灣具有獨特的夜市文化，對大眾和觀光客而言，夜市極

具觀光魅力，本組希望加入一些健康飲食的概念，設計出具有教育性、趣味性的文創商品，

讓兒童懂得各式食物的優缺點，也可以讓外地觀光客加深對嘉義文化路夜市的印象。 

 

本組目前設計的夜市美食公仔只是一個起點，由於現階段僅能靠組員們的手工製作，成

品數量有限，公仔尚無法全面量產，因而無法廣泛評估臺灣多數幼童使用後的成效。是否成

功達到寓教於樂的預期效果，有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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