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
築
改
革

40 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   201310 

建
築
教
育
與
學
術

台灣的建築發展，從世界的角度來觀察，真正的壓力，在於

與世界的接軌。特別是整體建築發展制度的問題，如果不與世界接

軌，以台灣現在的建築市場，未來發展的機會與競爭力是令人堪

慮。

建築系統的改造，必然面對著許多的問題。從台灣內部的角

度來看，這些問題有自己的文化邏輯，也自成體系，許多問題糾結

的關聯，硬把他放在文化的架構下，好像也能自圓其說。然而，有

許多制度的形成，不但與世界發展的趨勢無法接軌，更基本結構地

弱化了台灣建築發展的競爭力。其中一個最不容易談，最不願意被

談，也最被忽略的問題，就是建築教育中，「建築教師」與「建築

師」系統脫鉤的問題。

根本上，一方面，台灣建築系的老師不得開業執業，另一方

面，一個成熟卓越的建築師，也很難再當前教育系統在追求學術專

業的設定與行為規範下，成為建築系的師資，這是一個關鍵的，行

之有年的社會制約及規範。並不是一開始就不行，建築師同時是建

築教授，或建築系教授同時開業擔任建築師，在台灣曾經行之有

年，然而導因於利益衝突的規範，建築系的老師在本兼職權責與領

取雙薪的社會錯誤想像下，建築系的教授被規範不能同時開業擔任

建築師。建築師也在大學越來越強調分工化專業及學理性學術評鑑

的規範下，難以進入教育系統。這種制度的形成當然有其社會視聽

與公平正義的道理，然而因此使得台灣的建築教育在理論與實務結

合的基本核心能力養成上，產生系統性的斷裂，這是這個制度設計

必須要重新評估與改革的關鍵。這裡牽涉到雞生蛋與蛋生雞的弔詭

辯證，以及在這種不清楚的制度下的深層問題。

以建築作為一種在實務及實踐取向上高度多面向整合的科學來

看，建築教育養成的過程中，建築系的教授自己都沒有實際實踐執

業的能力，我們能夠期待帶出來的學生，將來如何能在建築實踐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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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基本的能力？如果學生對建築實務的能力

都要等到畢業了，重新在職場上學習，那我們要

這個教育系統做什麼？

進一步來說，如果建築系老師本身的基本職

能，因為制度的設計，只擁有各自分工分化後的

所謂專業知識，卻完全沒有回到實務上關鍵的實

踐整合能力，這也難怪我們建築教育裡的學生，

從老師身上根本學不到他們進入職場上所需要最

關鍵的專業能力。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一個在社會競爭場上歷

練出來，有創意並有卓越能力的建築師，也因為

制度的設計，無法成為帶領及承傳學生競爭力發

展的專業師資，我們真的也很難期待我們的學生

能夠在年輕的時候就歷練真實競爭的情境，並帶

出關鍵的設計競爭能力。

這種專業能力脫鉤的制度，衍生了很多負

面的效應在建築師專業及競爭力的養成上面。影

響最深的，就是我們的設計教育。設計教育被當

成建築教育養成的關鍵，建築師考試基本資格的

認定，也企圖強化建築設計課程在專業養成教育

中的角色。然而我們回來檢視我們的設計教育。

拿到博士學位的建築系教授普遍不願意擔任設計

課程的老師不用說，設計課程透過兼任的方式委

託給有實際執業能力的建築師。理論上來說似乎

補足了學生專業學習的需求，然而事實上，因為

兼任老師的客卿身份，課程的設計主張不是在兼

任老師的身上，再加上我們的設計教育錯誤地假

設了學生在設計上循序漸進，經驗能力累積的看

法：也就是低年級學學小設計（住宅，空間單元

等），中年級能力漸長，因此學學一些中規模尺

度的建築設計，進而高年級學習複雜的大規模建

築工程，以及複合的都市設計。這種看似合理的

學習途徑，事實上根本性的違反了建築設計的原

理。有經驗的人都知道，小尺度的住宅設計永遠

是最難的，住宅設計永遠都是大師典範性表現的

最愛。整合性建築設計能力掌握，根本關鍵根本

不在與建築尺度規模的大小與複雜度，而是在對

各種技術、設備、構造系統與結構系統的掌握，

進而面對基地、法令、社會條件、業主需求的課

題挑戰，最後回歸到空間形式、美學以及品質的

綜合掌握上。其實這種在空間表現的核心訴求

下，綜合運用各種知識進而綜合性解決問題的能

力，才是建築師專業學習的最核心。這種能力的

養成，背後牽涉到態度的表現，價值的決定，構

造系統、細部材料與設備系統選擇，美學品味的

堅持，以及哲學的主張等等。根本不是建築師以

客卿的教學方式能夠帶給學生的。建築系的設計

教學，因此往往就是說說而已，我看大部份時候

都是雞同鴨講！

另外一個建築設計學習的關鍵課題，是面對

問題是提出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也是專業建築師

展現能力高下的關鍵，更是建築設計教育應當列

為關鍵核心能力的地方。我們當前的設計教育，

卻錯誤的把抽象的創意能力養成，當成設計學習

的重點。學生設計學習的核心，因此關切空間形

式及意涵的抽象表達，作為是否有設計創意的判

準，而不是跟老師學習利用知識與各種技術來解

決問題的能力。所以也不需要真實的面對問題，

學習如何結合各種技術構造與結構系統，來解

決問題。我們的建築教育也因為一再強調學生創

意能力的表現，主觀的設定了不同年級不需要面

對真實的條件。這種設定下，學生每一期學習的

手段，通常都落在研擬討論設計方案，老師們也

陪著談談天馬行空創意的想法，老師們都很熱情

努力，但也都覺得很無力！我們因此也看到不到

學生設計專業能力，更因此無法期待競爭力的養

成。

德國建築教育的體系，雖然有其本身社會

文化的支撐系統，但是在建築專業及教育系統

的設計上，將建築整合性實踐能力與建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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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結合在一起的。其中的關鍵，在於建築系師資的構成。德國建築系

的教授，基本上一定具備開業建築師的資格，建築系老師，也通常有

自己的事務所。兩者中間不被當做主業與兼業的關係，而是當成彼此

相互相成的專業能力表現。老師的薪水是依據他被期待投入建築教育

的時間與內容來規範，而且形成制度性的脈絡被保障。建築系教授都

是講座教授，各自有不同的分工重點，甚至連建築建築理論與建築歷

史教授，都具有開業建築師的資格（是否開業不同教授可以自由的選

擇）。教授在學校主持自己的講座（制度設計每個教授下面都有配額

行政的秘書，以及2∼5名講師級的助教），被規範支持系所規劃的課

程，參與學校必要的行政工作，在外主持自己的事務所。兩者之間權

益的調節，相互透過制度性的規範，以及績效的表現。建築系老師因

此提供了一種專業能力整合學習的平台，在開業的實踐上，建築系老

師也被期待在作品上有超乎當代水準的獨特詮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每每看到歐洲許多建築大師，同時也是大學教授的原因。能夠被挑選

作為建築系教授，其被檢證的關鍵，在於其作品。作品包含你所設計

的，以及你所論述的。也就是不僅有好的實踐作品，作品中也有超乎

一般建築表現的新論述。作品不在多，而在於創新實踐與理論的結

合。

德國的建築設計教育也因此跟台灣完全不同，除了前兩年的基

礎教育外，學生進入主要學習階段被規範在畢業前要修習4∼5個設

計練習。每一個設計練習就是跟定一個老師學習一整套處理課題與

（shutterstock）

在課堂上就必須面對問題，並提出符

合建築專業訴求的綜合解決方案，而

非光紙上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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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能力（包括到技術應用，美學品味，品質

訴求，設計手法和哲學等等）。每學期各個講座

教授除了必須自己開講的專題授課外，也必須開

出設計題目和課程，時間從半年到一年半不等，

選課會配合一些選課條件的設定，可是學習卻不

分年級。也就是某一個設計題目學習的課程，有

可能有三到五年級的學生，設計課程都有講師級

的助教一起帶領。因為跟著教授學習整套處理問

題的能力，所以設計課程結合着專業授課、課題

討論、技術系統選擇等配套，甚至類型範例的參

觀見學等。學生在課堂上就必須真實面對問題，

並提出符合建築專業訴求的綜合解決方案。德國

的建築師沒有建築考試，這套系統訓練出來的大

學生，畢業設計就必須符合建築師專業整合能力

的基本訴求。畢業後至業界實習兩年，自動取得

建築師的資格。這種系統關鍵能力的保障，在於

建築系老師與建築師專業能力在系統上的共構。

建築設計訓練的方式，因此使得建築系的學生未

來專業執業的能力和競爭力，在學生階段就被養

成。這種專業能力養成的方式，以及專業實踐與

教育透過建築師與建築教學共構整合的方式，事

實上不只是在德國，我們看到不同國家也用相同

的精神，但或許不同的制度設計在積累建築專業

表現的能量！

我們要面對建築的改革，或許我們應該誠

實的面對這種有關於建築師能力養成的制度性脫

鉤，並務實而又開創性的檢討我們建築設計教育

的設計。建築師同時擔任建築專任師資，建築專

任師資同時有開業的可能性，不應該再用道德與

財務利益的角度來評價，而是應該回到對整個建

築建築教育及能力養成系統來對待，並發展出合

理的制度規範，進而根本性的改變我們建築教育

的內涵，才有可能讓台灣的建築界與世界接軌，

也才能真正奠定我們的競爭力。

下期預告

技職院校的建築設計教育

設計教育對於建築專業者的養成至關重要，對於大學院校的設計教育，近年來由於環

境的改變而有不同的發展，對於設計教育的意見，各界討論甚多，論述汗牛充棟，但是對

於在空間專業者中的技職體系設計教育，卻較少被深入討論，佔有多數比例的技職體系專

業者，對於設計教育在這樣一個轉換的年代，是值得認真仔細討論的一個主題。

由於台灣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技職體系的設計教育面對外在條件的改變，首先反

映在區域化發展的趨勢，是限制也是發展的契機。其次是少子化的競爭，造成教學模式的

改變。另外，對於建築師考試制度的修改，五年制與四年制之辯，教學與實習制度的相互

關係，也影響了技職體系建築教育的發展。最重要的是，技職體系的設計教育是否能建立

以技術為依歸的論述與實踐策略，找到足以與高教體系在建築專業競合的依據，讓建立在

「做中學」的技職教育理想的以發展。

文／孫啟榕

P002-072-13TA103.indd   43 2013/10/30   下午3:44


	P040-13TA103.pdf
	P041-13TA103.pdf
	P042-13TA103.pdf
	P043-13TA10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