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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臺灣玉」(豐田玉) 是我們家鄉的特色之一。我們的組員中，有兩位曾經

到溪邊撿過臺灣玉；每位組員都曾在七年級時，到如豐琢玉工坊磨過玉；我們

也在學校附近的考古博物館聽過，豐田地區可能是 3000 多年前，南海地區的玉

石貿易中心。但是，我們卻沒有深入了解臺灣玉的歷史、用途和價值。這讓我

們對臺灣玉產生好奇，我們想知道臺灣玉的主要產地在哪裡？臺灣玉和一些史

前文化遺址有什麼關聯？除了能夠裝飾外，還有哪些用途？從以前到現在都很

流行嗎？為什麼臺灣玉能那麼值錢？因為有了這些疑問，所以我們想藉由這次

的研究，透過查詢資料、書籍，來認識我們家鄉的特色「臺灣玉」。 

 

  另外，有老師告訴我們，壽豐鄉是全臺灣唯一產玉的鄉鎮，「臺灣玉」是壽

豐鄉的特色。我們學校的課程，除了國、英、數、社、自等等的部定課程之

外，還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彈性學習課程，例如：快樂閱讀課、專題探究課、

社團課等等。但是，無論在部定課程或彈性學習課程中，卻幾乎沒有提到臺灣

玉。我們開始思考，學校老師應該要教學生認識臺灣玉的知識嗎？可以把臺灣

玉發展成一門具有學校特色的課程嗎？我們希望讓同學們能透過課程的學習，

更深入了解我們家鄉壽豐鄉的寶貝「臺灣玉」，讓臺灣玉重現「豐」光。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臺灣玉的特性 

   (二) 知道生產臺灣玉的環境 

   (三) 了解臺灣玉的開採歷史 

   (四) 認識臺灣玉的產業發展史 

   (五) 了解壽豐國中學生是否知道臺灣玉相關知識 

   (六) 了解壽豐國中教職員工是否認為應該教臺灣玉相關知識 

   (七) 規劃臺灣玉校本課程發展方案 

 

三、研究流程圖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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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首先，我們先蒐集專書、網路和論文等文獻資料，進行分析歸納，了解臺

灣玉和校本課程的重要知識。接著，以這些知識為基礎設計問卷，先進行問卷

預試來修正題目，再對全校學生進行問卷調查 (Google 表單)。然後，根據問卷

調查結果，訪談玉石專家 (如豐琢玉工坊姜錦源老闆，以下稱姜老闆) 和學校

教職員工 (校長、老師等) 對於發展臺灣玉校本課程的意見。最後，綜合文獻

分析、問卷調查結果及專家意見，擬定一個學期的「臺灣玉校本課程規劃表」。 

 

圖 2 

到東華大學圖書館蒐集文獻 

圖 3 

對學校學生進行問卷調查 

圖 4 

實地訪談玉石專家 

   

 

貳●正文 

 

  一、認識臺灣玉 

         

  (一) 臺灣玉的特性 

 

  臺灣玉屬於閃玉類 (nephrite，化學式 Ca2(Mg,Fe2+)5(Si4O11)2(OH)2)，主要

由角閃石類的「透閃石–陽起石」混合的固溶體所組成，外觀呈暗綠色或黃綠

色，半透明或不透明，常含有黑色小斑點或黑色條帶。臺灣玉的成分，包含鈣

鎂矽酸鹽、黑色鉻鐵礦，常與石棉、滑石等礦物共生 (中華民國玉石協會，

2009；朱曉惠，2002；林慈德，1997；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21；張郇生

等，2016)。 

  臺灣玉結構呈纖維狀交織結構，硬度約為 6.0 到 6.5 度，又稱為軟玉，但有

些硬度比硬玉還高，是世界上韌性非常高的礦石，受到撞擊時不易斷裂，比重

為 3.2 到 3.3。民國 60 年代，臺灣是世界上生產最多閃玉的國家，以壽豐鄉荖

腦山為主，平均年產量約 1,600 公噸，約佔全世界總產量的 60%。 

 

  (二) 生產臺灣玉的環境 

 

  臺灣玉出現的地區，位於中央山脈東側大南澳片岩 (Tananao Schist) 的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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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帶北端，主要分布在花蓮縣壽豐鄉豐田地區的荖腦山，在白鮑溪和壽豐溪的

河床，也有一些閃玉原石 (何恭算，2021)。另外，在花蓮縣萬榮鄉王武塔山附

近、花蓮木瓜山東側、玉里清水溪和宜蘭蘇澳粉鳥林等地，也有發現臺灣玉 

(朱曉惠，2002)。臺灣玉通常產於黑、灰色片岩和蛇紋岩的接觸帶，一般常和

片岩、蛇紋岩、透閃石及石棉共生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2021)。 

 

  (三) 臺灣玉開採的歷史 

 

  臺灣的史前人類，大概在 5,000 年前就已經開始使用臺灣玉。本研究根據

方建能等 (2020)、李光中等 (2015)、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2021)、劉憶諄與何

恭算 (2021) 等資料，將近代臺灣玉的開採歷史，統整成表 1： 

 

表 1 

近代臺灣玉開採歷史大事記 

年代 大事記 

1932 年 日本人中島先生，在白鮑溪上游荖腦山狩獵時，發現石棉礦。 

1937 年 
日本企業家砂田隣太郎，在豐田設立「砂田石綿礦業所」，進行露天及地下 (坑內) 

開採，將石棉運回日本，用於軍事工業，作為二次大戰期間的戰備物資。 

1940 年 
「臺灣拓殖株式會社」買下「砂田石綿礦業所」，設立「臺灣石綿株式會社」，繼續

大量開採石棉，而與石棉共生的臺灣閃玉卻被當作廢石，丟棄在礦區山谷中。 

1956 年 
從日治到臺灣光復，「臺灣石綿株式會社」的老闆數次換人，最後經濟部同意，將

礦權交給「中國石礦股份有限公司」。 

1956 年 
成功大學 廖學誠教授 (當時是學生) 和他的老師黃蒔傑到豐田礦區，採樣了綠色的

廢石，經分析鑑定後，證實為閃玉。隨後，掀起一陣「採玉熱」。 

1961 年 

臺灣玉打磨成功，正式進入臺灣玉礦業開採期。當時的玉礦公司，除了歷史最久、

礦區最大的中國石礦公司外，還有華封礦業公司、中國翠玉公司、荖腦山寶石礦、

遠東滑石公司、理想礦業公司等，玉礦開採業蓬勃發展。 

1965 年 

《中央日報》刊載豐田蘊藏臺灣玉消息，全臺各地採玉人潮湧入豐田，豐田幾乎家

家戶戶都從事玉石加工業。豐田玉拍賣所成立，玉石加工廠與藝品店林立，甚至有

30 輛專供閃玉買家和賣家乘坐的計程車，使豐田成為花蓮首富之區，獲得「東部小

九份」美稱。 

1973–1974 年 

進入加工與外銷全盛期。全臺玉石加工廠超過 600 家，最大加工廠超過百名員工，

粗估全臺從事玉石生產、加工、銷售的人數，約有 15–20 萬人。臺灣玉年產量超過

1,000 公噸，高居世界第一。 

1975–1980 年 
受到兩次石油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開採成本增加，外銷不景氣，加上臺灣開始

進口加拿大閃玉等種種原因，導致臺灣閃玉產量逐年減少。 

1980 年–迄今 
臺灣玉礦場陸續停止開採。目前僅存豐田地區的理新礦場、理建礦場，以及萬榮鄉

西林村的天星礦場、山益礦場。目前豐田僅存的玉石加工廠，是如豐琢玉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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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採玉石的方法，可分成「露天開採」和「地下開採 (礦坑開採)」。如果

從地面上就能看到礦脈，就會使用露天開採；從地面不易觀察到礦脈，就會使

用地下開採。露天開採的深度大約是 1-2 公尺。地下開採的深度大約是 10-20

公尺。台灣省礦物局 (1994) 提到，以往臺灣玉都使用地下開採，後來考慮到

開採安全，以及成本，就改成露天開採。 

   

  (四) 臺灣玉的產業發展史 

 

  臺灣玉被用於製作器物，最早可推溯到 5,500～4,500 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

期。1980–1990 年，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師生，在臺東卑南文化遺址挖掘出 4,600

件以上的玉器。卑南玉器主要分為工具、武器及裝飾品三類。工具類，例如：

玉錛 (扁平長方形帶有鋒刃的工具)、玉鑿、玉斧；武器類，例如：玉矛、玉鏃 

(箭鏃) ；裝飾品類，例如：玉管 (項飾)、玉玦 (耳飾)、玉環 (手環)等。這些

大量而精美的玉器，其中約 3,800 件出自 1523 座墓葬石板棺中，是重要的陪葬

品。除了玉器之外，卑南遺址也出土少數玉器廢料，代表有部分玉器在當地製

造，可推測當時的人類，可能已經有製作玉器的技術 (黃國恩，2017；方建能

等，2020)。 

 

  近代製作玉器的技術，更為精細。隨著臺灣 1960–1970 年代的豐田「採玉

熱」，臺灣玉加工業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早期臺灣玉加工業，大多是純手

工製作，粗分為「圓珠加工」和「平面製品加工」(台灣省礦物局，1994)，玉

石大致經過選材、設計、裁切、打磨、雕刻、拋光等步驟，製作成裝飾品。如

豐琢玉工坊 姜老闆提到，現代臺灣玉的加工業，幾乎都是用成型機、砂輪機等

機具量產，只有客製化造型，需要先跟製模師傅討論開模，再用手工製作。 

 

  臺灣玉的價格，根據方建能等 (2020) 的紀錄，1960–1970 年代的臺灣玉原

石，分成 A、B、C 三級，A 級色澤和結構優美，每公斤批發價格約 100 到 400

元；C 級色澤和結構不佳，每公斤批發價格約 20 到 30 元；B 級的品質和價

錢，介於 A 級和 C 級之間。另外，我們向如豐琢玉工坊 姜老闆詢問目前臺灣

玉的市場價格，姜老闆舉例，目前一般品質的貓眼閃玉 7*7mm 的戒面，至少約

200 元起跳；A 級貓眼閃玉 13*18mm 的戒面，大概要好幾萬。但姜老闆隨即又

補充說明，臺灣玉的價格，往往根據親眼所見的實物，以及買賣雙方的議價來

決定。一般來說，無裂、無紋、較透光，或貓眼閃玉光芒較亮者，價格較高。 

 

  二、校本課程簡介 

   

  學校本位課程 (以下稱「校本課程」)，是指學校為達成教育目的或解決教

育問題，以學校為主體，由學校相關人士如校長、行政人員、教師、家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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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人士主導，所進行的課程發展歷程與結果 (張嘉育，1999)。 

     

  依據教育部 (2014) 規定，校本課程可以分成「部定課程」與「校訂課

程」。「部定課程」就是「領域學習課程」，是由教育部統一制定，培養學生基本

知識技能，有固定課名與內容的課程，例如：國語文、數學等。「校訂課程」在

國中稱為「彈性學習課程」，是學校依照學校理念、社區資源、教師專長等，自

行規劃的特色課程，又可分為：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社團活動、技

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其他類課程等。 

  

  國中校訂課程的實施，每一週可以上 3 到 6 節課，每一節課上課時間是 45

分鐘。主要特色在於學校可以根據學校願景和學生圖像，自主發展出符合學

生、學校及社區需求的特色課程；可連結社區資源，由單一領域教師進行單獨

教學，或由跨領域教師或業師進行協同教學，並且保有滾動式修正的彈性。 

 

  三、臺灣玉知識調查問卷分析 

 

  為了瞭解本校學生是否知道臺灣玉相關知識，我們用 Google 表單設計了

一份問卷，其中包含七個問題。我們從全校 140 位學生中蒐集到 116 份問卷，

將調查結果統整成表 2，並加以分析解釋： 

 

表 2 

臺灣玉相關知識問卷調查結果 

問題 1：您知道臺灣玉主要分布在花蓮縣的

哪一個鄉鎮嗎？ 

 

有 10.3％的人選擇新城鄉；7.8％的人選擇

瑞穗鄉；81.9％的人選擇壽豐鄉。本題正確

答案是壽豐鄉，可見有 81.9％的學生知道

臺灣玉主要分布在花蓮縣壽豐鄉，而 18.1%

的學生則不知道。 

問題 2：您知道臺灣玉主要生產在臺灣的

哪一座山嗎？ 

有

有 31%的學生選擇玉山；45.7%的學生選

擇荖腦山；13.3%的學生選擇鯉魚山。本

題正確答案是荖腦山，可見有 45.7%的學

生知道臺灣玉主要生產在荖腦山，而有

44.3%的學生則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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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您知道臺灣玉最早是在臺灣歷史上

哪一時期被挖出來嗎？ 

 

  有 35.3%的學生認為是新石器時期；

13.8%的學生認為是清帝國時期；50.9%的

學生認為是日治時期。 

  本題正確答案是新石器時期，可見有

35.3%的學生知道臺灣玉最早是在新石器時

期被挖出來使用，而 64.7%的學生則不知

道。 

問題 4：您知道臺灣玉是在哪一年代被證

實為閃玉嗎？

 

  有 19.8%的學生認為是民國 40 年代；

69.8%的學生認為是民國 60 年代；10.3%

的學生認為是民國 80 年代。 

  本題的正確答案是民國 40 年代，可

見有 19.8%的學生知道臺灣玉是在民國 40

年代被證實為閃玉，而 80.1%的學生則不

知道。 

問題 5：您知道臺灣玉內部有什麼特徵嗎？ 

 

 

  有 43.1%的學生認為有白色石棉；有

25.9%的學生認為有黑色斑點；有 31%的學

生不知道臺灣玉的內部特徵。 

  本題正確答案是有黑色斑點，可見有

25.9%的學生知道台灣玉內部有黑色斑點，

而 74.1%的學生則不知道。 

問題 6：您知道臺灣玉內部有什麼礦石成

分嗎？ 

 

  有 23.3%的學生認為有鈣鎂矽酸鹽；

18.1%的學生認為有鈉鋁矽酸鹽；58.6%的

學生不知道臺灣玉的礦石成分。 

  本題正確答案是鈣鎂矽酸鹽，可見有

23.3%的學生知道台灣玉的成分有鈣鎂矽

酸鹽，而 76.7%的學生則不知道。 

問題 7：您知道臺灣玉除了裝飾之外，還有

什麼用途嗎？

  

 

 

  有 69%的學生認為可以交易物品；

8.6%的學生認為可以做眼鏡鏡框；22.4%

的學生不知道臺灣玉能做什麼。 

  本題正確答案是交易物品，可見有

69%的學生知道臺灣玉除了裝飾以外還有

交易的用途，而有 31%的學生則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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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表 2，我們將臺灣玉知識的問卷調查結果，分為以下三類，嘗試提出

解釋與討論，並歸納成小結： 

 

  (一) 大多學生知道的臺灣玉相關知識 

 

  根據問題 1，可發現約有近 7 成的學生知道臺灣玉分布在花蓮縣壽豐鄉，

推測可能是因為學生大多是壽豐本地人，可能聽長輩提過、在店家看過或在考

古館看過臺灣玉。根據問題 7，可發現約有 8 成的學生知道臺灣玉除了裝飾以

外還能用來交易，推測可能是因為課本有提到相關知識，或是老師曾經教過。 

 

  (二) 大多學生不知道的臺灣玉相關知識 

 

  根據問題 3，可發現約有 6 成的學生不知道臺灣玉最早的出土時期，推測

可能是因為國小或國中的歷史課本，有提到史前時代 (新石器時代) 卑南文化

使用玉石的紀錄，但並沒有提到那就是臺灣玉，或是學生不了解這方面知識。  

根據問題 4，可發現約有 8 成的學生不知道臺灣玉是在民國 40 年代被證實為閃

玉，推測可能是因為學生不曾接觸過臺灣玉開採歷史的相關知識。根據問題

5，可發現約有近 7 成的學生不知道臺灣玉內部有黑色斑點，推測可能因為他們

根本沒看過臺灣玉，或比較少接觸或仔細觀察臺灣玉，約有 4 成學生誤選「有

白色石棉」，可能是因為他們曾到如豐琢玉工坊進行職業參訪，聽過「石棉和臺

灣玉共生」，也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石棉是一種玉石。根據問題 6，可發現約有

8 成的學生不知道臺灣玉的成分，推測可能是因為學生不理解「鈣鎂矽酸鹽」

和「鈉鋁矽酸鹽」這兩個化學專有名詞，也不知道臺灣玉的成分有哪些。 

 

  (三) 過半學生不知道的臺灣玉相關知識 

 

  根據問題 2，可發現知道與不知道臺灣玉產地的學生比例差不多。約有近 5

成的學生，知道臺灣玉主要生產在荖腦山，推測可能是因為之前聽老師說過；

約有近 5 成的學生不知道臺灣玉產地，誤選「鯉魚山」選項，推測可能是因為

鯉魚山也在壽豐鄉；誤選「玉山」選項，推測可能是因為玉山有個「玉」字。 

 

  (四) 小結 

   

  整份問卷七個問題中，有四題 (第 3、4、5、6 題) 反映出，大多學生不知

道臺灣玉的「特性」和「開採歷史」等知識；有一題 (第 7 題) 反映出，大多

學生知道臺灣玉的交易用途；有一題 (第 1 題) 反映出，大多學生知道臺灣玉

的主要產地在壽豐鄉，但有一題 (第 2 題) 反映出，大多學生雖然知道臺灣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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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產地在壽豐鄉，其中部分學生卻不知道產地就在壽豐鄉的荖腦山。整體

而言，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本校學生大多不知道臺灣玉相關知識。 

   

  四、學校是否應該教臺灣玉知識訪談結果 

 

  為了瞭解本校教職員工是否認為應該教臺灣玉相關知識，我們訪談了全校

18 位教職員工，包含校長、老師、福利社阿姨，以及曾經擔任本校食農社團老

師的園長 (社區居民)。她／他們當中，有 16 位認為應教臺灣玉知識，主要理

由是，要讓學生了解在地特色，其中有 5 位提到要讓學生認識家鄉，有 2 位提

到要讓學生了解臺灣玉的歷史；有 2 位提到要透過教育來傳承在地文化；有 1

位提到要推廣在地文化。另外，有 2 位認為不應教臺灣玉知識，主要理由是，

臺灣玉產業已經沒落，對學生未來就業出路較無幫助。整體而言，訪談結果顯

示：本校教職員工大多認為學校應該教臺灣玉相關知識。 

 

参●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透過這次對臺灣玉的研究，我們了解了臺灣玉屬於閃玉，最特別的特徵是

有小黑點或黑條紋，主要生產在花蓮縣壽豐鄉豐田地區的荖腦山；臺灣玉從史

前時代就被人們作為工具、武器、裝飾及陪葬等用途，在日治時期開採石棉時

被當作廢石，經過近代學者鑑定後，在一陣採玉加工熱潮中重新展現它的價

值，最後卻受到石油危機影響而逐漸沒落。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及訪談，發現

本校學生對我們壽豐的在地特色「臺灣玉」，大多不太了解，而校長、老師們及

如豐琢玉工坊的姜老闆，則大多認為學校應該要教臺灣玉相關知識。 

 

  二、研究建議 

 

  根據研究結論，我們參考校長、老師們及如豐琢玉工坊姜老闆的意見，提

出研究建議，擬定一個學期的「臺灣玉校本課程規劃表」(表 3)，內容包括：認

識臺灣玉、蒐集資料、統整資料、製作簡報、分組報告等，由全校教師授課。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課程，讓本校學生了解臺灣玉的特性、產地、開採歷史、產

業發展史等在地知識，培養製作簡報、口語表達、邏輯思考、論文寫作等探究

能力。最重要的是，要具備關心家鄉的態度，希望能透過課程，傳承並發揚家

鄉特色，讓臺灣玉重現「豐」光，讓更多人甚至外國人看見臺灣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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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2 學年度花蓮縣立壽豐國中臺灣玉校本課程第一學期課程規劃表 

課程名稱 「玉」見「豐」光 節數／週 1 節／週 

開課社群 臺灣玉校本課程發展教師社群 (全校教師) 開課年級 七年級 

師資來源 □校內單科 ■校內跨科  □跨校 ■外聘 (如豐琢玉工坊姜錦源先生) 

課程屬性 
■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 □社團活動課程 □技藝課程 

□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其他類課程 

課綱 

核心素養 

A 自主行動 □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A3.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 

B 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2.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 社會參與 □C1.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校願景 □品格 ■勤學 □健康 ■探索 ■多元 ■國際 

學生圖像 □生活力 □服務力 ■學習力 ■競爭力 

學習目標 

1. 能認識臺灣玉的特性、產地、開採歷史及產業發展史等知識。 

2. 能表現閱讀、收集、分析、歸納、判斷、統整及摘要資料等探究能力。 

3. 能表現製作簡報及有效口語表達能力。 

4. 能發展邏輯思考及論證寫作能力。 

5. 能具備關心及發揚家鄉特色的態度。 

教學大綱 

週次 主題 內容綱要 課程連結 授課及協同教師 

1 課程介紹 簡介課程、教學內容及評量方式 探究 盧 O 伶、王 O 雅 

2 

認識臺灣玉 

(一) 臺灣玉的特性 自然 蘇 O 傑、曾 O 婷 

3 (二) 臺灣玉的產地 自然、社會 蘇 O 傑、莊 O 錡 

4 (三) 臺灣玉的開採歷史 社會 莊 O 錡、邱 O 正 

5 (四) 臺灣玉的產業發展史 社會、藝術 
如豐琢玉姜老闆 

張 O 芫、莊 O 璋 

6 (四) 臺灣玉的產業發展史 社會、藝術 
如豐琢玉姜老闆 

林 O 珠、莊 O 璋 

7 第一次段考 

8 

蒐集資料 

蒐集資料的方法 探究、閱讀 盧 O 伶、王 O 雅 

9 判斷資料來源及可信度 探究、閱讀 盧 O 伶、王 O 雅 

10 擷取重點；引註資料來源 (APA) 探究、閱讀 王 O 雅、邱 O 正 

11 
統整資料 

摘要方法；分析資料並撰寫摘要 國文 王 O 祺、邱 O 正 

12 歸納、統整資料；提出結論 國文 何 O 力、劉 O 玲 

13 製作簡報 簡報製作原則；擬定簡報架構 科技、探究 鄭 O 民、陳 O 松 

14 第二次段考 

15 

製作簡報 

簡報製作技巧；分析簡報範例 科技、探究 莊 O 錡、汪 O 斌 

16 簡報美感設計；製作雙語簡報 藝術、英語 
張 O 芫、宗 O 儀 

張 O 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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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分組報告 

小組上台報告臺灣玉子題 探究、閱讀 鄭 O 民、曾 O 婷 

18 小組上台報告臺灣玉子題 探究、閱讀 鄭 O 民、曾 O 婷 

19 課程總結 回顧學習歷程，分享學習心得 探究 盧 O 伶、王 O 雅 

20 第三次段考 

學習評量 

一、課堂參與 10%：出席情況 

二、學習檔案 10%：封面、目次、學習單 

三、專題內容 50%：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正文。 

四、期末報告 30%：個人口頭報告 (需製作簡報) 

連結領域 

■語文 (國語文、英語文、本土語文) □數學   

■自然 (物理、化學、生物)     ■社會 (地理、歷史、公民) 

□綜合 (童軍、家政、輔導)     ■藝術 (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健體 (健康、體育)        ■科技 (資訊科技、生活科技) 

設備器材 行動載具、多媒體設備等 

參考資料 
《前世今生臺灣玉》、《中學專題研究實作指南》、《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自編教材等 

備註 
1. 本研究規劃課程，是臺灣玉校本課程三學年課程中，第一學年第一學期課程。 

2. 第 5、6 週課程，可配合本校「校外教學」或「社區達人職業試探活動」實施。 

 

肆●引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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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臺灣玉相關知識調查問卷連結 

 

https://forms.gle/u7qoA9GQ64dzw2DFA 

https://forms.gle/u7qoA9GQ64dzw2D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