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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君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主任

建築設計教學中的共同性
與多樣性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的創立源自本校原名工業技術學院的時期，也

就是1991年先於工程技術研究所設立設計技術學程建築組，招收碩士研究

生。1994年成立建築系大學部二年制，招收專科學校畢業生。1998年學校

改名科技大學，設置設計學院。接著於2000年開始招收大學部四年制學

生，並將工程研究所中之設計技術學程建築組調整至設計學院，成為建築

研究所，同時招收博碩士班研究生。目前每年招收大學部四年制一班，另

有不分系與創意設計學士班同學加入；研究所包括有碩士班、博士班及碩

士在職專班。大學部學生數約為二百人，碩博士研究生人數約為一百五十

人。

由於學校以「科技」為名，如何發展「科技大學」中的建築系，一

直是我們創系以來不斷受到外界關心垂詢，以及自己思考的問題。以「科

技」為特色，在建築系中適合發展的方向，我們思考過數位科技、環境控

制或建築構造等。因此，從創立研究所的建築結構專長的林草英老師開

始，起初延聘的師資就是從就這樣的角度思考，包括專長在建築領域運用

電腦技術的施乃中老師和施宣光老師，材料構造與施工管理領域的彭雲宏

60 

建築
設計
教育 Academic Persp

ectiv
e

學院
觀點

P002-089-13TA095.indd   60 2013/7/30   下午 9:17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老師與林慶元老師以及建築環境技術領域的江維

華老師等。

然而，不久第一屆二年制帶著滿腔學習熱忱

入學的同學，強烈的表達正是因為過去的技職背

景，好不容易進入國立大學就讀，期待的就是完

整的建築學習，特別是過去最缺乏的人文素養，

以科技為主的教育訓練，無法滿足他們對大學教

育的期待。確實就建築的本質來說，考量人文

（如建築史、建築理論課程）與科技領域整合之

均衡課程規劃，才能具備建築教育應有的內涵。

因此，又延聘了建築史專長的施植明老師和

筆者。由於當時大學部的學生來自二專、三專或

五專建築科系，是專科畢業生中最好的學生，但

是由於來自各地不同的學校，由於過去學習背景

的差異，在建築設計課程中就出現任何設計課題

都可能有同學說以前就做過，發出這裡的學習和

之前的專科好像沒有什麼差別的聲音。因此，我

們決定由各個老師各自提出自己專長領域的設計

主題，由學生自己來選擇自己想學習的主題。同

時，由於我們的設計課師資除了不同建築研究專

長的專任老師之外，又有許多實務經驗豐富，在

業界中非常有成就的建築師，幫助我們建立了能

提供多樣化學習的開端。

之後，隨著教育部政策的改變，專科學校逐

漸減少，我們大學部的學制增加了招收四年制學

生的四技，隨著二技學制告終，四年制的建築設

計教學，對我們來說又是新的挑戰。

因為過去二技的學生已經學過設計和繪圖，

儘管學生擅長的部分各不相同，然而基本上都知

道設計是什麼，大多數學生也對設計有興趣，才

會繼續就讀。然而，四技的學生雖然可能以前學

過繪圖，但基本上是「依樣畫葫蘆」式的學習，

在大學課程的設計創作上，出現不知從哪裡著

手，每一步都希望老師提示的狀況，使我們對設

計課程的內容也必須重新思考。

此外，我們開始同時面對還不習慣獨立思考

和創作的技職畢業生，以及沒有嘗試過繪圖與設

計的高中畢業生。儘管老師們都一致同意，不管

學生的來源與背景，都應該回歸起點，從零開始

出發。但是，在課程規劃中，我們還是一開始就

有不同的意見，首先的歧異就是是否要訓練學生

手繪能力的問題。

由於過去電腦繪圖與運用的能力是我們教學

中相當重要的部分，當時在建築上電腦的運用還

不像現在一樣普及的時期，我們的畢業生確實在

就職方面，因為具備這些能力而具有一些優勢。

實際上來說，能夠熟練運用電腦軟體的學生，在

設計表現法上確實能有更為亮眼的呈現；同時，

隨著電腦軟體的發展，以及從小就開始接觸電腦

的電腦世代學生逐漸增加，的確有的同學擅長於

直接用電腦軟體進行設計，是否有必要訓練同學

手繪的能力，成為至今在設計老師之間仍然未能

有一致看法的部分。

主張以電腦為主來進行設計練習的老師，

認為現在設計運用軟體已經可以和雷射切割機和

CNC等機器連結，與實際建築事務所在進行大型

或特殊結構建築設計的過程相近，讓學生一開始

就訓練這樣的操作能力，是未來的設計趨勢。同

時，如果熟悉軟體之後，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實

際做出多種方案的模型。

但是另一方面，主張不能沒有手繪訓練的老

師，則認為手繪設計圖培養出的手感，以及與手

繪同時進行的手工模型製作，能幫助學生體會建

築的尺度，同時將來實際從業時，在設計案的討

論過程中，手繪表現也是最快的溝通工具。

另一個課題，就是前述的「特色」問題。

「科技」是我們一直被提醒不能忽略的部分，然

而大家都會同意，建築設計本身具有跨領域結合

的本質，專注於技術的訓練，即使不考慮前述的

學生期待，就設計本身就會有所缺憾。同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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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特色」之前，建築設計基本上必須學習的內容就需要長時

間和多次親身的練習與操作，無論是前述的手繪圖手做模型，或

是電腦繪圖與機器切割模型，建築系學生在步出校門前的短短數

年，要具備必要的基本能力，也就是以建築設計為核心，加上人

文關懷，以及數位科技、環境科技、建築結構與構造等知識來共

同完成設計的實踐，師生都需要付出相當大的努力才能達成。因

此，真正的個人專長與學校特色，可能在畢業就業後，或是研究

所階段比較適合來發展。

實際上，我們也發現儘管我們大多數學生來自技職體系，在

很容易對人進行「標籤化」的今天，大部分技職學生會被認為比

較適合訓練技術與實作能力。然而，在實際教學上，發現有的技

職生具備很好的思考能力，並且有更好的實踐力；或是同樣的技

職生，有的對結構計算或電腦軟體等並沒有興趣，卻在設計創意

操作上獲得成就感。有的高中生在學科成績上有很好的表現，卻

認知到自己可能無法成為設計領域的佼佼者，而將學習重心放在

建築技術上。

這樣的狀況，讓我們注意到學生無論背景相同與否，他們在

想法和能力上都有個別的差異。雖然因為這樣在設計教學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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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老師覺得不知道應該如何進行，才能適合所

有的學生；但後來也發現，學生的差異性帶給彼

此刺激，使原來比較沒有想過自己想法的學生，

也試著思考；而一直以思考為主的同學，也要

求自己動手做做看，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有好的影

響。

因此，我們發現儘管今天國內很清楚的將大

學劃分為「一般大學」與「科技大學」兩群，也

有一些既定的印象；然而實際上學生個人本質上

的差異，比出身背景的差異更應該受到注意。同

時，在大學部只有四、五年的建築設計教育中，

不可或缺的基礎訓練，無論貼著是「科技大學」

或「一般大學」的標籤，基本上並不能有太大的

差別，反而先要針對學生的個別特質、在學習上

遭遇到的瓶頸，以及使學生未來能具有競爭力的

方向，來思考建築設計教育的進行方式與內容。

過去我們經歷過學生來源的改變，現在學生

來源也可以說有繼續走向多樣化的趨勢。同時，

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隨著時間的變遷，外在環境

變化越來越快，對學生來說，課業之外有趣的事

太多，資訊來源太豐富，帶來時間上難以取捨，

即使同樣來源的學生，在資質與學習態度上也會

有所變化。我們可以推測接下來學生可能會更為

極端，也就是某一方面特別好，但對某一方面特

別不願意嘗試的學生可能有增多的趨勢；或是有

的學生對老師或學校給予的訓練要求更多，而有

的學生則難以付出時間等。

加上建築設計的學習，不像其他學科，不只

是要吸收知識，還要自己創作；同時無論是在紙

面上手繪，或是在電腦螢幕前進行設計，都是在

二度平面上，思考三度空間的狀況，除了在造型

與質感上追求整體美的呈現，還必須同時顧及機

能以及結構與構造等，事實上是相當複雜的學習

過程。只有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實際動手操作，在

摸索與嘗試錯誤的過程中，加上其他人的評斷，

自己的實際空間體驗，才能逐漸體會。過程中，

可能會經歷過眼高手低，對自己設計成果的不滿

意，或是被別人批評帶來的挫折感，許多其他學

科不會有的痛苦經歷。

在這樣的思考之下，我們對建築設計課程的

想法，發現最重要的，就是要帶起學生學習的興

趣，才能有學習的熱情；然而同時還要給予適當

的要求與壓力，讓學生能真正發揮所有的能力，

付出時間來進行設計練習，以具備建築設計之基

本能力。

其中，設計老師是重要的關鍵，儘管談到設

計教學，每個老師都會有自己獨特的看法，就像

上述對手繪訓練與電腦軟體操作的不同看法，對

每個問題都不容易有所謂的「共識」這件事。面

對學生的多樣性，只要聘請到適合的老師，這些

老師的熱情與信念是對學生學習上有幫助的，對

於老師們多樣性的想法和作法都可以給予充分的

支持，正如手繪或是電腦軟體操作的訓練，其實

終究都對學生有幫助，不同老師的教法讓學生能

夠瞭解社會上不同人的溝通與相處方式，不同的

人在關注點上之差異，學習到面對問題可能可以

提出多種解答的可能性。

這幾年我們很幸運的延聘到幾位設計專長

的專任老師，使我們從過去師資以建築研究為專

長的狀況，逐漸能走向研究與設計兩方面並重。

這些設計專長的老師擔任各學年設計課程的召集

人，建立各學年的設計課程授課目標和方式，並

且與共同擔任設計老師的兼任老師充分溝通。還

有透過各年級召集人在每學年結束時的討論，使

各年級的學習內容連接更為順利。

在目前建築設計課程規劃中，一年級的基本

設計是介紹建築設計的基本元素與組合原理，主

要著重在光、影、造型、空間與材料的呈現，練

習將設計概念具體呈現的過程。上學期從線形、

面形到塊體，進行各種元素的認識與構成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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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設計是共同的題目，之後則由各個老師在

同樣的教學目標下，自行出題。下學期的設計重

點則是延伸至人、建築與環境，第一個共同的題

目是選定校園的一個區域，提出空間化妝佈置的

設計，中間兩個設計由各個老師自行出題，主題

為媒材與環境、建築與基地，最後的一個共同的

設計則是向大師學習住宅設計，透過經典案例的

圖面繪製與模型製作，為接下來的二年級開始的

實質建築設計做準備。

二年級的設計目標在培養空間尺度之觀念與

訓練空間組織的能力，由機能較為簡單的空間單

元設計，到機能較為複雜的單棟建築。學習內容

還包括生活行為的瞭解與體驗，動線與空間機能

之掌握等。今年度的題目上學期是由臨時性展場

開始，到通用住宅與社區親子中心設計；下學期

則為地方文化館與社區圖書館設計。

三年級的設計則是經由案例分析，學習特殊

需求類型在建築設計上必要的知識與技術，包括

結構系統、機電系統與構造方式，同時考慮基地

氣候、交通、社經狀況等條件，從各種資料的蒐

集、分析、評估與研究，練習大基地內多功能或

多棟不同群組建築的配置方案，處理外部空間與

內部空間適當的相互關係。設計課題則包括集合

住宅、教堂、學校與複合式辦公大樓等。

四年級以一整年的時間，學生可以挑戰當

今各種複雜的建築或都市議題，自己選擇題目與

基地，進行基地分析與擬定計畫書，希望學生能

就自己關心的領域，深入學習環境關懷與實質設

計。目標是將過去三年所學的內容，展現在建築

設計的執行能力上。

從一年級開始，就有共同題目的練習，與各

指導老師出不同題目的方式。二年級和三年級是

共同的學習，四年級再由自己的能力與關心的課

題來練習完整的設計執行，希望能因此達到共同

性與多樣性的學習過程，培養基本能力並展現學

生不同的特質。未來或許因為召集老師的改變，

訓練重心也會有調整，建築共同的基礎訓練，

以及提供多樣性的學習機會，應該會是一貫的方

針。

此外，15年前首創寒暑假期間，由專任教師

搭配海外兼任專家共同帶領學生移地學習，透過

不同的文化與建築，以海外旅行方式來進行授與

學分的學習課程。還有每年的外國交換生和學生

一起分組上設計課，鼓勵師生共同組隊參加國內

外重要競賽，帶起學生的國際觀，英文學習的興

趣，也激起設計學習的熱情。

建築專業是長期的學習過程，即使進入界

業，無論是建築設計或是技術應用領域，都必須

與時俱進，學校的訓練終究只是起步，讓學生

親身體會與瞭解設計的過程，體會設計的快樂與

成就感，無寧說是更重要的部分。除了滿足自己

創作的慾望之外，嘗試去感受與理解其他人的需

求，與人接觸與溝通，也是重要的部分；從符合

不同老師的要求與期待，來學習如何滿足業主或

是社會大眾的要求與期待，應該也是在多樣化教

學中可以學到的部分。

同時，設計教學的另一個期待，就是希望學

生在實際設計操作過程中，瞭解建築所涵蓋的各

種領域，以及自己的機會和限制之所在，以思考

自己未來最適合發展的領域。

經過這些年的檢討，目前在建築設計教學

中體會到的是培養建築設計基本能力仍是最重要

的，同時面對可能會持續變化的學生狀況，似乎

並沒有必要特別鎖定在哪一個部分，比起學校的

「特色」，更希望給學生各種機會，找到個人的

「特色」。因此，最後現階段如果要說學校希望

呈現的「特色」，或是教學目標，應該是對經過

多元管道入學的學生，提供多樣化的學習機會，

找到能展現個人特質的發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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