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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課程之實務操作訓練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系

楔子

建築教育是一門結合藝術與工程、自然與社會、及科技與人文

之綜合性學門，而建築設計課更是所有課程中最具關鍵之一門，這

特點當然與建築師執業之工作內容有關，一位作家藉由文字表達情

緒、描述現象及述說故事，而建築師主要則藉由圖像完成所被委任

之工作，建築師當然也藉由圖像建築物之實踐，也就是一般大家說

的所謂“蓋房子”這件事，當然蓋房子這件事已經不只是“起厝”

了，因為隨著文明的發展及文化逐漸精緻化，人們對房子的期待逐

漸變高，過去漢人的“厝”、客家人的“屋”、我們常說的房子，

經過數年的演化，已經變成廣告詞常說的所謂“豪宅”，先不討論

這現象所 涵的內容，至少這字義的表面也表達了大家對建築物的

要求已經不同，這件事就已經顯現出一個訊息，就是人們對建築的

內容需要及品質要求已逐漸提高，當然我們現在只是用設計住宅這

個工作為例，更遑論其他類型的建築物，建築師這個職業隨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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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及“時代”的改變，工作形態也逐漸隨著演

進，這絕不僅僅是從“筆” 到“滑鼠”，也不僅

是由“CAD”到“BIM”，工具固然會變，但是

我們都認為真正最重要的還是建築教育本身必須

要“change”，但這個改變並不是創新，因為建

築師終究還是建築師，做的事情還是建築設計這

件事。我們在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系，

我們要做我們做得到的目標，或說我們到底要訓

練學生們能做些什麼，我們確實花了些時間討

論，對文化建築而言這是一個大事情，因為我們

也已有五十年了，我們一直是一所四年制的建築

系，這五十年來好像也不曾影響我們所訓練出的

建築師，但是我們竟然想進步想改變，如同楊重

信院長所說：我們不能自我感覺良好，所以我們

必須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幾次討論中，我們都

認同建築師的訓練並非停止於畢業，學習是一件

不會停止的事情，只是由“他人教授”轉成“自

我學習”，這現象說明老師們除了要教會基本建

築技能，其實我們更重要的是要教年輕建築學子

們“如何自我學習”、“正確的學習”且貫徹自

我的想法，這聽起來很簡單，但是我們認為這很

重要，我們認為如果僅是追求業務而停止學習，

這將會是一場建築界的災難，所以困難的事情就

是如何在課程中達到這自我訂定的目標，第一、

我們很不創新的認為，既然建築設計是建築師最

主要的執業手段，以建築設計課整合其他相關專

業課程仍是最佳的解答，第二、課程的貫徹必要

由老師執行，所以我們招聘具熱誠且有英語教學

能力之建築設計師資，這是因應建築市場國際化

之準備，這將是這個世代面臨的不可避免條件，

第三、多元建築設計課程，我們在不同年級給予

不同之“教學資源”，如建築設計工作營，包含

跨領域、跨年級建築設計工作營，國際建築設計

營、足尺實作實習及移地教學等不同資源，第

四、有教無類因材施教之小組師徒制教育，我們

依學生學習情況分組，給予不同學生最適之學習

條件，第五、最後我們的最大突破則是學制，最

初由本系丁育群博士提出五年制之必要，在校方

及楊重信院長的支持下，於2011年由末學英浩開

始辦理系院校之行政相關工作，2012年順利完成

且通過法規之調整，五年制學士班第一屆將於今

年2013年8月入學，文化建築至此將以老枝新葉的

面貌迎接未來。

建築設計學習階梯

大學部一年級的課程重點，旨在培養建築

新鮮人對於建築空間的基礎認識與興趣，並訓練

2013年宜蘭綠色博覽會

仿生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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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亦規劃有其它輔助課程。如建築圖學與建築

繪圖之課程安排，便是輔助學生習得正確地建築

圖面表現語言與方式，並能從圖面上讀懂量體

與空間的實虛關係與流動性。而這樣的建築圖面

語言訓練，將會搭配建築設計課程的進度，讓學

生逐步學習將其抽象的設計思考與空間想像，用

正確且專業的建築圖面語言表達出來，作為與外

界溝通的工具。除去建築圖學等理性工具的訓練

外，為了培養學生對於空間美學的感性感知能力

與表現能力，則是規劃有素描與建築攝影課程，

強化學生對於環境美學的觀察感知能力與表現紀

錄的能力。而在引介學生初步認識建築與空間的

特殊性與專業性上，則有建築概論、空間形式分

析等概論型課程，帶領學生逐步認識建築與空間

的魅力。

在大學部二年級的訓練目標上，則是正式進

入建築設計的專業領域，著重於將人體尺度引進

空間設計思考當中，並開始嘗試如小住宅、咖啡

廳等單一機能性空間的設計思考，開始考量基本

基本的立體造形和平面製圖之能力。在課程的安

排上，是以建築設計課程為核心，再搭配建築圖

學、建築繪圖等技術性課程，輔助以素描、建築

攝影等美學性課程，以及如建築概論、空間形式

分析等基礎概論性課程，來作為引領大一新生進

入建築專業領域的入門訓練。在大一建築設計課

程的架構安排上，主要是培養學生對於立體造形

能力的培養，以及對於形式與空間轉化的基礎能

力訓練。在設計課的訓練過程中，特別著重於從

觀察、轉化到再現間的形式邏輯推演與實作能

力。藉由密集的設計課題演練，讓學生先逐漸習

慣用紙筆速寫的方式，將其對於抽象的空間形式

想像紀錄下來，然後再藉由立體模型的製作，將

此想像具體的轉化、再現於空間模型上。這個訓

練的主要目標，一方面是讓學生熟悉運用2D平面

速寫與3D立體模型的操作技藝，另一方面，則

是讓他們學習透過這樣的造形工具和語言，去認

識、思考並再現建築與空間的想像。

為達成大一建築設計課程的核心訓練目標，

畢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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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構、材料、動線、機能配置與生活空間環境塑造等等問題。在輔助課

程上，除了延續大一的架構，更增添了工程構造等專業性的課程。在技術

性課程的訓練上，規劃有電腦輔助設計與數位建築等工具性課程，讓學生

開始習慣數位化的設計工具與環境；在美學性的課程規劃上，則規劃有物

件與材質創作課程，讓學生進一步認識並練習不同材質與物件間的造形美

學與構成魅力。在理論性課程上，則是透過近代建築史課程，系統性地引

介學生建築美學與理論的發展演變。而在專業課程上，則是規劃有建築物

理環境學、應用與材料力學、建築構造與施工等工程構造與物理環境知

識，同時也引進敷地計畫學、都市計劃、環境規劃設計等課程，引領學生

進一步去認識建築與都市環境紋理間相互的配合關係。這些綜合性基礎輔

助課程的規劃設計，均是為了銜接大三大四的複合性建築設計訓練，提供

一個堅實的基礎。

三年級設計教學為銜接低年級與高年級設計課程之重要環節，其教學

模式主要是結合傳統的小組式教學與短期密集的設計工作營式教學，具體

內容包括兩個部分：一是以中尺度、複合性機能之建築設計為主，從集合

住宅、商場、辦公大樓到博物館、表演廳、車站等，學生在題目所設定之

機能與空間量要求限制下，透過一系列基地空間分析、設計概念擬定、建

築量體發展之過程，逐步學習整合各種不同空間尺度與機能，並進而將個

人設計概念融入基地既有之社會與文化涵構，完成具可行性之設計提案；

桃林鐵路溫羅汀（剝皮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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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第二屆華岡建築國際工作營中，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

計系三年級學生在澳洲PTW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Mark Butler

與Lily Le的指導下，以「Blue Gate」為題設計台北港新港務大樓，

透過小組合作的工作營學習模式，學生不僅從指導老師身上學習

到建築空間設計的方法，更充分體認到分工合作與思考相互激盪

的重要性。

三年級設計教學的第二個主要部分是透過實作工作營的教學

模式，讓學生思考結構與構造問題、實際操作木工機具、投入真

實建築之營造，並完成一比一的空間裝置；如在2013年宜蘭綠色

博覽會中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系三年級的學生便以「水

舞風聲」為題，構築出長11公尺、寬12公尺、高8公尺的空間裝

置作品，在近兩個月的現場施作過程中，學生除學習搭建真實建

築空間的技術外，透過反覆地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學生還進一

步將過去在課堂上學習的構造、材料、工程等知識整合一起，真

正認識到建築設計整合其他相關領域的關鍵角色。

在三年級設計教學強調中尺度與複合性機能建築設計的基礎

之上，四年級設計教學著重於都市尺度的空間議題，並具體以大

台北地區為基地讓學生直接參與真實進行之規劃設計案或展覽活

動，以增進其在實務方面之工作經驗。在教學模式上則引進設計

工作室的概念，讓各工作室之指導老師依其所學專長擬訂設計題

目並決定設計發展方法，從探索空間議題、選擇設計基地、決定

溫羅汀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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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論文的畢業途徑上，則是以建築設計或是都市

設計作品，來取代傳統學術論文的撰寫，作為其

取得學位的依據。在課程的安排上，則會搭配業

師制度的引進，選擇進階建築設計或是進階都市

設計，進行更深入的設計與實務上的論述探討。

畢業之前，則必須參與過競圖發表，並將其設計

發展之成果，舉辦公開的展覽，藉此獲得外界的

批評與建議，來作為完善其設計論述的依據。

展望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創立於

1962年，創系主任盧毓駿博士以建築設計不可忽

略都市設計之考量，所以有了這個不同於其他

五所老建築系的系名，到今日全國的建築系當然

都知道建築與都市之不可分離，但五十年前的盧

老師高瞻遠矚替本系決定了未來對這塊土地的使

命，他的歷屆學生們階段性的完成了文化建築的

經營，今日本系十三位專任、四十多位兼任老

師、近四百位學生及三千多位校友更是接棒準備

迎接新的階段，我們希望學生能秉持原傳統，在

新的建築設計教育思維下成長，接受來自不同學

校不同背景的老師教導，以因應未來多變且多元

之建築工作形態，我們接受各個不同背景之專業

想法，我們以建築設計課程為核心，訓練學生知

識整合之能力，讓學生瞭解如何將知識運用於建

築設計之中，我們目前亦計劃強化學生之職業倫

理觀念，讓學生自發性地瞭解建築之“應為”與

“不應為”，最後我們亦將利用本系區位之優

勢，主動鏈結產官學界，與產業界合作創造學生

實習之機會，與公部門共同經營環境，給學生有

社會參與之空間，更積極向各相關科系共同學

習，給文化建築學子及老師們更寬廣之眼界，以

上想法並不偉大也不非凡，但我們希望未來文化

建築畢業的學生們都能做自己的建築，並可為這

塊土地做一些事情。

使用機能到進入設計發展階段，學生在老師的指

導下逐步建立系統性的設計思考流程，並提早為

未來的畢業設計做準備。如2013年5月於新生16概

念場所所舉辦的「喧鬧中的寧靜：龍坡里城市閱

讀」展覽即為一例，包括研究所與大學部在內的

25位中國文化大學建築系學生在多位指導老師的

聯合指導下，以台北市大安區龍坡里為基地共同

提出了社區空間改造的願景，在長達三個多月的

工作過程中，每位學生不僅對於龍坡里有其獨特

之觀察角度，更各自選定了感興趣的空間議題與

基地，最終完成了以個人為單位的設計提案。

五年級的設計教學內容即為畢業設計，在長

達九個月的時間當中，學生必須在其指導老師之

協助下擬訂個人設計題目、發展設計內容，並參

與六次階段性評圖。在完成畢業設計後，學生還

必須透過畢業展覽將其設計成果對外公開於社會

大眾，如2012年在中山創意基地、2013年剝皮寮

歷史街區，所有畢業班的學生都參與了展場設計

與布置工作，也為自己在大學階段的建築學習生

涯畫上完美的句點。

在研究所的課程規劃設計上，則是採用了

課程分流的發展路徑。在研究所一年級的課程規

劃上，還是保有建築與都市設計課程，透過各項

工作營、產學合作計畫與跨域的整合型計畫，來

引領學生對建築與都市設計有一個全盤性的整合

思考與認識。同時，亦規劃有研究方法與理論課

程，為研究生們提供一個基礎性的學術思考工具

與理論架構。課程分流的設計主要是在研究所二

年級時展開，主要分為學術性論文與設計論文兩

個發展架構。在學術性論文的畢業途徑中，則是

透過各種專題與課程，拓展研究生在其研究領域

上的專業學術性知識，並藉由與指導教授間的輔

導討論，完善其研究題目與內容。在畢業之前，

其階段性研究成果必須公開發表，藉此獲得外界

的批評與意見，來作為完善其論文的依據。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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