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向多元學習
開放架構的設計教育 
訪談台科大建築系施宣光主任

技職院校的
建築設計教育
學院觀點

採訪時間：2013/11/22

採訪地點：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系主任辦公室

提問：

以「做中學」為主要核心概念的技職教育，請問台科大如何面

對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

施主任：

「做中學」是技職教育的中心理念之一，有許多人誤解了「做

中學」對技職教育的意義，以為是因為學生欠缺思考的能力所以採

取以實作為主的學習方式。這是錯誤的，完全誤解了做中學的教育

理念。台科大學生的來源有一大部分是從技職教育體系而來，這些

學生跟所謂「菁英高中」的學生主要的差異就是考試能力。這些學

生不那麼會考試，但他們有很多其他的才華，只因為沒有辦法在我

們的考試制度底下證明他的能力，所以他們走技職教育的管道。聯

考的基本條件是一定要有標準答案，沒有人敢在聯考出沒有標準答

案的題目。這導致有些學生習慣於依賴老師給予標準答案來學習，

這種學生有一部分會在考試表現得很好。但有些學生習慣獨立思

考，不一定完全順從老師給予的答案與程序，而對於某些問題有自

己的想法與做法，可是卻可能和聯考標準答案是不一樣的。這些學

生有一部分會在考試制度中被犧牲掉而考不進菁英高中。我們透過

技職教育收到這樣的學生，可能是較具備獨立思考能力與創意的。

我比較傾向用一個多元的觀點來看待學生。有些學生選擇走

向技職體系的管道完全不是因為他們不擅長思考或是能力比較差，

而是因為考試不適合鑑別他們的能力，在無法以考試成績進入菁英

高中的前提下選擇技職教育。「做中學」是一種很好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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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實作的過程同時也在思考，並且透過實踐來

檢測思考的有效性，而不是透過與標準答案的比

對。台科大建築系提供最好的學習環境，讓具備

不同能力的學生可以在這個環境裡面彼此交流。

因為我們的學生具備著不同能力與性向，有些學

生很會考試，有些學生很會動手做模型，有些學

生的能力可能我們也講不出來，而在台科大建築

系這樣的學習環境裡他們有機會互相學習、互相

交流，學習如何領導多元人才組成的團隊。多元

化的合作學習正是台科大建築系最大的優勢，我

們比任何一所大學的建築系都要更適合做多元化

人才的合作學習，與領導能力的培養。

台科大建築系大約有三分之一是來自一般

高中，這理面包括某些菁英學校的學生。經過嚴

格篩選的中學菁英教育讓同質性的學生被聚集起

來做特化的教育而產生更高的同質性。讓這些菁

英學校的畢業生在大學教育中接觸到不同類型的

學生，是在他們成長過程中非常重要的，對社會

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因為社會是多元的，這些

學生將來在社會中能不能發展得好，關鍵就是有

沒有辦法與和他不一樣的人好好相處，一起把事

情做好；而不是反過來，只喜歡和自己一樣的

人，只能跟這些人溝通合作，而和其他人格格不

入。多元知識的整合能力是把建築做好的基本要

件，台科大建築系讓不同類型的學生有機會去認

識跟他們具備不同才華與性向的人，學會包容與

溝通，然後其中有一部份同學會成為傑出的領導

者，有能力領導多元人才組成的團隊，這就是台

科大建築系的教育願景。

不同特質的學生進到同一個課堂確實會產生

一些教學上的困難，但我相信這也是一個機會。

我們系上教結構的老師曾反映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的學生來自各種不同的管道，有在大學學測

中取得高分的高中生，也有來自建築土木與設計

類科的技職學生。建築土木類科的技職學生已經

修過結構相關課程，而一般高中與設計類科同學

卻沒學過。結構課程的內容、進度與考試要如何

安排？如果不從基本的地方教起的話，對一般高

中生怎麼辦，甚至一般高中生跟設計類科技職生

也不一樣，因為高中生可能物理、數學很好，而

設計類科的同學則很會畫圖。於是我給結構老師

一個建議，就是讓學生分組，不同類型的學生要

在同一組。學習的目標建立在小組的學習，學習

內容的設計要讓不同背景的同學進行溝通，而學

習成就的評量也要建立在小組能否整合之上。老

師要去創造一個合作學習的環境，以班級經營的

方式去創造交流的機會。

大學的教育，尤其是現在這種資訊時代的

大學教育，學習動機等於學習成效，教學成功的

關鍵並不是老師在課堂上可以跟學生講多少東

西，不是，因為老師已經不是資訊的主要來源。

事實上，學生五分鐘上網拿到的資訊可能比老師

講一個小時還要多，關鍵是他們能不能對所獲得

的資訊加以判斷、篩選並吸收。所以，老師扮演

的角色比較像是球隊的教練。球是球員在打，老

師是創造一個環境讓大家可以很愉快又有效的把

球練好，而在適當的時候引導方向。所以，老師

不用太在意是不是在課堂上把所有的內容都告訴

學生，而是去創造一個機會，把不同的學生組合

在一起，讓他們把一個需要整合不同知識與技能

的課題做好。比如說建築科的學生知道算某些力

學課題的分析方式，而學設計的學生很會畫圖做

模型，高中的學生數學好，讓他們合作做一個專

題，除了學到學科知識之外，還學到互相合作。

這裡面會出現領導者，將來有能力去領導不同才

華的同伴，他們學到比單單結構這門科目更多的

東西。而且也不用擔心結構他們學不到，因為這

個過程他們會交流。所以像結構的基本知識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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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老師一步一步來教，畢竟我們從高工建築科

畢業的同學往往都是在班上成績最好的，他們就

會把這些知識和其他同學交流，而數學好的高中

生則提供結構計算背後的數學理念，更懂得將這

些結構知識活學活用。

總之，台科大建築系多元的學生來源如果用

負面角度看會造成教學上的困難；但我們從正面

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有機

會創造更高品質的學習環境，而「做中學」正是

實現這個目標的方法。

提問：

所以「做中學」是一個多元學習的方法之

一，請教主任除了剛剛舉例的結構學課程以外，

是否有在設計課程中運用多元學習的相關案例？

施主任：

有關設計課程的修正我們正在努力，我們

努力的方向就是希望在每一個學期的設計課程要

跟另外一門的專業課程搭配，有可能是一門或兩

門，比如說設計跟結構。我們目前設計課是由一

位專任老師擔任召集人，同時邀請很多在外面開

業的建築師來擔任我們的設計教學工作。我希望

再來台科大每一門設計課要有兩位專任老師擔任

召集人，其中有一位原先就是帶設計課的，另外

一位則是專業課程的講課老師，比如是結構的老

師，讓兩位老師一起合作，來擔任設計課的召集

人。這門專業課程的課程設計就併入建築設計

課，這個學期出的題目會從專業課程內容的角度

出發做為設計的議題，比如說結構造型。所以學

生除了做好設計之外，他要學會怎麼樣用結構去

創造建築設計的造型，或者用結構來解決設計上

使用空間所需要的品質，比如說要大跨距空間，

或者是必須要解決跟節能有關係的問題，或者是

基地環境中某些特定的條件必須要用適當的結構

來克服。

在建築設計上，學生對於造型是最重視的。

不可否認的是所有的建築史上有名的建築都是因

為造型。那同樣的，學生如果懂得怎麼樣從結構

的角度出發來創造造型，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棒的

建築設計訓練。用這樣的做法，建築設計就是最

適合整合多元化學生的課程。台科大建築系正努

力朝這方向走，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另外一種可以與設計課結合的課程就是電腦

課程，因為數位的工具是讓我們能夠做到領域整

合的時代性的工具。傳統的專業分工讓建築可以

運作，在傳統的產業背景底下，如果沒有專業分

工的話建築反而蓋不起來，因為你沒有辦法期待

有人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並且做好所有的事，

所以必須要分工，分工之後才會有效率。現在時

代改變了，因為資訊工具的發達，溝通的成本降

低，本來分兩個階段做的事情，現在可以在同一

階段做完。所以我們過去的傳統的產業裡面，建

築師和結構顧問某種程度要做一些切割，要不然

沒辦法進行。而現在的資訊技術讓這兩個不同領

域的專業可以重疊同步，因為溝通成本降低了，

所以來來回回溝通會越來越順暢。我會期待這個

產業本身就是會整合，就是近年來所謂BIM的概

念，也就是建築資訊建模。建築產業長時間來已

經發展成很好的專業分工模式，傳統的建築教育

因應過去的產業分工而生。這個背景因為資訊技

術的發展而有了改變，產業的程序跟組織都會扁

平化，就是垂直與水平向度的扁平化。扁平化代

表跟你一起做事情的人會更多元，我們要在更短

的時間內讓更多不同領域的人一起來做事，這和

台科大建築系多元整合的目標完全一致。台科大

要讓建築設計跟其他的不同專業結合，我們要讓

學生有機會在做建築設計的同時，對其他專業能

夠有更深程度的認識。所以剛剛提到設計跟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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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的整合，背後輔助的力量就是數位的技術。

提問：

剛剛老師講的是在設計課程裡面的安排，

不同專業、在不同年級有適當的安排，不同的專

業來引導同學，藉由資訊的技術來幫忙整合。對

於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這個四年制的標準來

說，應該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請教主任對於

在設計課程的循序漸進的做法是如何進行？

施主任：

第一個，針對所謂的循序漸進我必須說，因

為我們的學生是多元的，所以基本上不可能去定

義出一套完美的程序適合所有的學生，我比較傾

向提供一個開放性的架構，學生會找到最適合他

們的方式，當然我們必須配合學校的教學體制，

在不違背這個體制的前提下，我們需要提高最大

的可能性，讓學生可以去循最適合他們自己的序

來漸進，而不是循我這邊給他規定的序來漸進。

所以我們大學部的設計課，有不同的年級

在一起修課，包括研究生在內。這一樣要回復到

我剛剛所提的多元，這些研究生他有可能大學

不是學建築的，例如學語文、心理或者護理，但

對建築有興趣。這些學生進來以後，我們讓他可

以決定要從哪裡開始學習，我們並不會規定他要

從大一的基本設計開始。至於所謂深淺的一個問

題，我認為在於建築系裡面這個問題沒有這麼嚴

重，因為建築本來就是一個整合的領域。我自己

在東海大學建築系唸了五年下來，感覺到所學的

東西都不是太深入。沒有錯，建築本來就是這樣

子，因為我們就是要整合所有的人，學建築得結

構談得過土木系嗎，空調談得過機械系嗎，你什

麼專業在深度上都比不過人家，但是，你卻可以

領導這些人，把建築做好。這正是建築教育的一

個本質，比任何其他科系都更適合打破循序漸進

的制式規範。在建築系你有機會可以這樣教育，

比如說結構行為跟結構系統，誰說一定要先學結

構行為再學結構系統，我相信有很多學生他最後

對結構系統有很棒的概念，可是你叫他去算一個

彎距，他不會算，我覺得很有可能。當然對於彎

距的了解與計算能力可以幫助你結構系統走的更

深，但是每個學生都會找到一條適合他的路，有

些學生他會從彎距怎麼樣計算切入，非常有興

趣，最後對結構系統非常深入非常棒；另外一個

學生他就是設計造型取向的學生，你叫他弄那些

彎距，他會連課都不想上，但如果給他機會，他

會發現結構系統跟造型會有密切關係，這時候他

興趣就來了，他很快就學會，但你如果叫他循序

漸進，可能在結構行為的這個課程當中就扼殺他

的學習興趣，從此他對結構就開始排斥了。所以

為什麼我要強調，每一個學生會找到適合他的順

序，而不是以我老師或系主任的立場規定每一個

學生都應該依據我認為的順序而漸進。

當然所謂「自主學習」是有老師在旁邊幫

忙的。在建築系，學生很有可能從不同的老師裡

面聽到完全相反的事情，那就是要學生自己去判

斷，然後學生要某種程度相信自己判斷的，同時

反過來學生要為自己的判斷負責。在這樣的環境

裡面的學生必須具備的一個能力，要不然他將會

迷失。如果從小就習慣要老師給標準答案的，確

實他需要一段時間來適應，因為說老實話，我覺

得我們的考試制度會造成這樣，學生期待你直接

給他答案。我在跟我們同學的對話過程體會到有

些同學真的會這樣子，當你問他一個問題，其實

我的目的是想要理解他在想些什麼，可是我感覺

到學生一直在觀察我，因為他在試探我喜歡什麼

答案，所以這個溝通就開始變得很難。因為，我

並沒有什麼預設的答案，我只希望了解他在想什

麼，但他每次都是講兩個字就開始看我眼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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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沒有露出肯定的眼神，他才決定他這個話要

怎麼往下講，我們那樣的教育體制，會鼓勵學生

去直接了當的尋求標準答案與標準解答程序，而

不是透過自己的思考與判斷，甚至嘗試錯誤。

提問：

特別是學生透過自己的價值判斷，以他獨

立思考判斷的結果，來建立自己對這件事情的看

法。台科大不斷的建構一個開放性架構的同時，

其實背後深層意義是在推動一個真正大學教育在

講的獨立思考判斷能力，也希望在這裡面學校是

幫忙學生的，而不是框架他，關於這點真的讓人

敬佩。

更進一步地請教主任，對我們設計課程，如

果是以這個開放性的設計架構來設計的話，那維

持四年制教育制度，因為目前台灣因為考試制度

的修改，四年制和五年制的問題影響了大學的部

分學校，已經初步都有了一些他們的做法，那做

為技職體系目前都還沒有學校改變成五年，這個

問題跟設計課程的安排有關，也坦白說四十個學

分這件事情就直接的影響到這個學生的未來的發

展跟進路，這點是不是請主任說明一下？

施主任：

我的看法是這樣，這個社會若對於建築專業

的訓練是決定要這樣的走法，台科大也不可能去

對抗。事實上這完全不違背台科大建築系對於設

計教育所設定的目標，因為重點並不在於課程是

四年或五年，而是設計課程的強化。如果用傳統

的教學方式，一般認為設計課強化會造成對其他

專業課程的排擠問題，但是我認為因為設計課如

果能跟專業科目結合，代表學生去上結構課會幫

助他把設計做的更好，同時花時間做設計也是在

學結構。所以，我們要增加設計的學分數，要增

加上課的天數與時數來達到社會對建築師專業訓

練的要求。學生可以選擇四年的課程就畢業，也

可以選擇多修一年的設計。上課的天數有一些問

題我們不容易克服，因為兼任老師很忙，專業的

建築師好不容易拜託他來上課，不能叫他一天到

晚來學校。所以我們每一門設計課需要兩位召集

老師，由專任老師搭配足夠的兼任老師進行，然

後透過先前談的多元學習的方式進行。老師的負

擔會轉移，老師一樣是負擔，但是他會從課程內

容的準備，改變成課程的經營。

最後我要用一個實際的個案做為總結，過去

我帶過一位非常認真用功的學生，但從大一開始

每學期的設計課都是跌跌撞撞，很令人擔心會因

為畢業設計過不了而無法拿到學位。他畢業設計

從一開始設計題目的選擇就讓人擔心，後來我讓

他和另一位同學合作，建議他們以火星殖民社區

做為設計題目。這位同學對太空非常有興趣，同

時外文能力非常好。他花了很多時間在像NASA這

樣的網站蒐集資料，對於火星的物理環境，火星

地球間星際旅行的各種條件，運送材料設備的尺

寸與時間限制等等進行分析。和他同組的學生則

具備很好的造型能力，可以根據他所提供的資料

進行設計創作。他們了解到火星因為物理環境的

差異，其建築會有很大的不同。例如火星重力是

地球的三分之一，大氣壓力是地球的千分之幾，

所以建築結構面臨的問題不是會倒下來，而是會

爆炸；而材料的運送受限於太空船的大小與旅

程，在建構程序上需要先派無人太空船運送足夠

的材料與設備，並搭配當地的材料，然後火星移

民者才能過去建造社區。一個學期下來，他們完

成很好的設計方案，更重要的是他們學會和與自

己不同特質的人合作的態度與方法。我認為他們

兩位雖然具備不同的特質，但將來都有機會成為

成功的建築師。這位同學後來進了日本東京大學

建築系的博士班，其研究課題就是太空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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