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職院校的
建築設計教育
教學觀點

擦亮老招牌的突破與創新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

設計課程的設計與實踐

發展沿革與目標
本系於民國54年成立中國市政專校公共工程科，經歷五專、二

專、二技及四技等科班調整，於94年正式改名為中國科技大學建築
系，招收四技及研究所學生。 為配合國家與社會經濟建設之需求，提
昇建築業界之技術與知識，並加技職教育之完整性，本系強調以「由
做中學」的觀念，整合基礎課程與專業實務教學，期能培育實務及研
究能力兼具之建築專業人才。

本系擬定有中長程計畫並同時規劃本位課程，成立系課程發展
委員會，成員包括校外學者、業界專家、畢業校友及在校生代表，從
專業本位、社會環境資源與就業市場能力需要等檢討本系辦學理念、
現況、願景與課程現況。依據業界專家學者、校友及系課程委員會等
人事之意見及建議，做為教學發展與課程規劃之參考，本系課程教學
內容，因應社會人力資源之專業需要，使學生在畢業前獲得完整之訓
練。由淺而深漸進式之有計畫啟發性教學，規劃各種統合性專業課程
以建立整體觀念，使學生皆能在理論與實務並重的教學環境中養成並
能致用。規劃設計以「發展具人文特質的永續無災環境」為目標，重
點基於「世界遺產、文化保存」以及「都市更新、物業管理」的整合
理論，結合系、所教學，開展具特色的建築教育體系。

長久以來，本著務實的理念，在教學上堅持認真踏實的學習基本
的專業能力與態度，才是培養建築專業人員的途徑。在業界擁有很好
的口碑，是北部地區老字號的學府。但是近年來在面對環境的改變，
全球化的衝擊及少子化的趨勢，要求學生確實學會基本的專業能力，
需要更大的耐心與創新的教學方法。務實的說，面對轉變的年代，要
擦亮蒙塵的老招牌，需要的是突破與創新的理念與勇氣！

文／孫啟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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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院校的
建築設計教育
教學觀點

系所重點發展之特色
本系落實學生「生涯規劃導向」之精神，培

養具專業知識之建築師或專業工程師。
專業必修之課程外，學生依個人未來發展需

要及興趣選修相關模組之課程，達成「畢業即就
業，上班即上手」之目標。

依本位課程四大模組及五個教學小組成立不
同領域之研究中心或研究室，提供學生課後至研
究室實習機會，參與各項研究案之進行。

課程除專業必修課程外，也依產業之需求
及本位課程之規劃，除培養建築工程師或建築師
外，也可訓練程規劃師、設計師、電腦繪圖員、
土木工程師、古蹟修護人員及綠建築設計人員、
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並取得相關證照。

配合國家未來發展需要，增設物業管理學分
學程，培訓未來建築物業管理人才。

成立校級之「文化空間保存再利用與產業經
營技術研發中心」，不僅整合系、院內不同研究
領域之研究室，並擴大整合校內各系之專長，共
同進行相關研究。

成立院級「永續環境研究中心」，建立永
續建築環境規劃之平台，整合國內外技術交流活
動，為跨系教學研究參與、跨校教學研究交流、

跨國教學研究合作。
加強國際交流已與日本工業大學結成姐妹

系，並已派有學生赴日工大就讀博士班，也接受
日本工業大學推薦助理教授至本校授課，也積極
與國外及大陸學校交流及互訪。本系於93年11月
與日本工業大學簽訂姐妹校，又於95年11月簽訂
雙聯學位，每年舉辦兩次兩校視訊評圖，並於98
年5月邀請國際知名建築師丹下憲孝到本校評圖，
101年更與日本大學生產工學部建築系互訪，建立
兩校畢業設計交流評圖及設置獎項的制度。現正
持續與國外大學進行學術交流與研究合作，以增
加學生見聞及提昇國際觀。

整體課程的教學特色
本系具有四技及研究所，學制完整，學生有

一貫的升學機制，師資完備，102學年度助理教授
以上比例占71%，課程規劃符合產業變動之需求，
以及技職教育發展目標。教師研究風氣良好，論
文發表及研討會舉辦數量逐年增加。教師實務經
驗豐富，多數教師具有專業證照。各年度產學合
作成果豐碩且逐年成長。系所現況與發展深受肯
定，教育部歷年評鑑皆獲一等佳績。

課程規劃分為「規劃與設計」與「工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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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等兩大專業領域，著重實務與理論的綜合

應用並配合建築領域重要議題，開設文化資產保

存、都市更新、環境規劃、高科技防災、綠建築

等特色課程，以及環境規劃、歷史理論、環境控

制、結構施工等四大本位課程模組之選修課程。

專業師資與設計課程的配合

本系依據教學目標及建築專業需要，規劃

有建築設計、環境規劃、歷史理論、環境控制、

結構防災與電腦輔助等六個專業教學社群，未來

仍將持續順應建築及環境規劃專業發展趨勢，整

合跨領域專業教學內容並提昇教師整合研究的能

力。本系現有專業專任教師14位，其中助理教授

以上師資10位，占67﹪。擁有專業證照之專任教

師有14人次。兼任教師之來源聘任具實務經驗之

專家學者及政府單位主管蒞校兼課。

設計課程的師資組織架構，基本上是由專任

教師擔任各年級的設計課程召集人，召集人負責

在整體課程架構之下，透過設計課程會議擬定課

程大綱與教學規範，整合其他參與課程教學的專

兼任老師，分工合作完成教學的準備工作，從題

目的擬定，講義的準備到其他配套的活動，均依

據所有老師相互討論偕同配合完成。師資的聘用

是由召集人與系主任協商，由系主任負責聘請。

本系對於兼任師資的要求，是期盼兼任師資能彌

補專任師資在實務經驗上的不足，並配合各年級

的特殊要求來聘任，本系本著最大的誠意爭取各

界學有專精的專業者參與本系的教學工作，多年

來來自各界的專業者參與本系設計課程的教學工

作，貢獻卓著，衷心感謝。

設計課程的規劃與學生基本能力的培養

我們衷心期盼，因著設計課程的安排，能讓

學生擁有足夠的基本能力；學生應兼具人文、藝

術、科技多方面之知識涵養，並能體認環境、社

會、文化等多元議題之能力。學生應能體認人文

與自然環境之關係，並蒐集相關資訊除反應於設

計作品外，並對於其他課程也有同樣之瞭解及反

應。學生應兼具電腦及數位媒材應用於建築設計

及其他課成之表現能力。學生要能夠具備創新思

考、歸納演繹及邏輯等多方思考與分析能力。期

盼學生具備永續環境之整合能力，將綠建築及綠

設計理論與技術實務化。要求學生具備各類課題

之整合能力，並提出解決問題之方法，使問題能

化繁為簡，而能滿足課題之目標。最後，期盼學

生具備合作溝通、領導協調、自我行銷及國際交

流之能力。

設計課程與其他專業實務課程的相互配合

以設計課程為核心來整合其他課程。

設計實作訓練，依不同年級學習不同規模之

建築設計內容，以建築設計(一)至建築設計(八)作

17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赴日參觀日本工業大學與日本工業大學簽訂姐妹校與雙聯學位

學會0202.indd   17 2014/2/10   下午5:35
P001-103-14TA113.indd   16 2014/2/10   下午8:46



科技」等兩大專業領域，著重實務與理論的綜合
應用並配合建築領域重要議題，開設文化資產保
存、都市更新、環境規劃、高科技防災、綠建築
等特色課程，以及環境規劃、歷史理論、環境控
制、結構施工等四大本位課程模組之選修課程。

專業師資與設計課程的配合
本系依據教學目標及建築專業需要，規劃

有建築設計、環境規劃、歷史理論、環境控制、
結構防災與電腦輔助等六個專業教學社群，未來
仍將持續順應建築及環境規劃專業發展趨勢，整
合跨領域專業教學內容並提昇教師整合研究的能
力。本系現有專業專任教師14位，其中助理教授
以上師資10位，占67﹪。擁有專業證照之專任教
師有14人次。兼任教師之來源聘任具實務經驗之
專家學者及政府單位主管蒞校兼課。

設計課程的師資組織架構，基本上是由專任
教師擔任各年級的設計課程召集人，召集人負責
在整體課程架構之下，透過設計課程會議擬定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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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技多方面之知識涵養，並能體認環境、社
會、文化等多元議題之能力。學生應能體認人文
與自然環境之關係，並蒐集相關資訊除反應於設
計作品外，並對於其他課程也有同樣之瞭解及反
應。學生應兼具電腦及數位媒材應用於建築設計
及其他課成之表現能力。學生要能夠具備創新思
考、歸納演繹及邏輯等多方思考與分析能力。期
盼學生具備永續環境之整合能力，將綠建築及綠
設計理論與技術實務化。要求學生具備各類課題
之整合能力，並提出解決問題之方法，使問題能
化繁為簡，而能滿足課題之目標。最後，期盼學
生具備合作溝通、領導協調、自我行銷及國際交
流之能力。

設計課程與其他專業實務課程的相互配合
以設計課程為核心來整合其他課程。
設計實作訓練，依不同年級學習不同規模之

建築設計內容，以建築設計(一)至建築設計(八)作

17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赴日參觀日本工業大學與日本工業大學簽訂姐妹校與雙聯學位

技職院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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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重點發展之特色

本系落實學生「生涯規劃導向」之精神，培

養具專業知識之建築師或專業工程師。

專業必修之課程外，學生依個人未來發展需

要及興趣選修相關模組之課程，達成「畢業即就

業，上班即上手」之目標。

依本位課程四大模組及五個教學小組成立不

同領域之研究中心或研究室，提供學生課後至研

究室實習機會，參與各項研究案之進行。

課程除專業必修課程外，也依產業之需求

及本位課程之規劃，除培養建築工程師或建築師

外，也可訓練程規劃師、設計師、電腦繪圖員、

土木工程師、古蹟修護人員及綠建築設計人員、

公寓大廈管理服務人員，並取得相關證照。

配合國家未來發展需要，增設物業管理學分

學程，培訓未來建築物業管理人才。

成立校級之「文化空間保存再利用與產業經

營技術研發中心」，不僅整合系、院內不同研究

領域之研究室，並擴大整合校內各系之專長，共

同進行相關研究。

成立院級「永續環境研究中心」，建立永

續建築環境規劃之平台，整合國內外技術交流活

動，為跨系教學研究參與、跨校教學研究交流、

跨國教學研究合作。

加強國際交流已與日本工業大學結成姐妹

系，並已派有學生赴日工大就讀博士班，也接受

日本工業大學推薦助理教授至本校授課，也積極

與國外及大陸學校交流及互訪。本系於93年11月

與日本工業大學簽訂姐妹校，又於95年11月簽訂

雙聯學位，每年舉辦兩次兩校視訊評圖，並於98

年5月邀請國際知名建築師丹下憲孝到本校評圖，

101年更與日本大學生產工學部建築系互訪，建立

兩校畢業設計交流評圖及設置獎項的制度。現正

持續與國外大學進行學術交流與研究合作，以增

加學生見聞及提昇國際觀。

整體課程的教學特色

本系具有四技及研究所，學制完整，學生有

一貫的升學機制，師資完備，102學年度助理教授

以上比例占71%，課程規劃符合產業變動之需求，

以及技職教育發展目標。教師研究風氣良好，論

文發表及研討會舉辦數量逐年增加。教師實務經

驗豐富，多數教師具有專業證照。各年度產學合

作成果豐碩且逐年成長。系所現況與發展深受肯

定，教育部歷年評鑑皆獲一等佳績。

課程規劃分為「規劃與設計」與「工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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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等兩大專業領域，著重實務與理論的綜合

應用並配合建築領域重要議題，開設文化資產保

存、都市更新、環境規劃、高科技防災、綠建築

等特色課程，以及環境規劃、歷史理論、環境控

制、結構施工等四大本位課程模組之選修課程。

專業師資與設計課程的配合

本系依據教學目標及建築專業需要，規劃

有建築設計、環境規劃、歷史理論、環境控制、

結構防災與電腦輔助等六個專業教學社群，未來

仍將持續順應建築及環境規劃專業發展趨勢，整

合跨領域專業教學內容並提昇教師整合研究的能

力。本系現有專業專任教師14位，其中助理教授

以上師資10位，占67﹪。擁有專業證照之專任教

師有14人次。兼任教師之來源聘任具實務經驗之

專家學者及政府單位主管蒞校兼課。

設計課程的師資組織架構，基本上是由專任

教師擔任各年級的設計課程召集人，召集人負責

在整體課程架構之下，透過設計課程會議擬定課

程大綱與教學規範，整合其他參與課程教學的專

兼任老師，分工合作完成教學的準備工作，從題

目的擬定，講義的準備到其他配套的活動，均依

據所有老師相互討論偕同配合完成。師資的聘用

是由召集人與系主任協商，由系主任負責聘請。

本系對於兼任師資的要求，是期盼兼任師資能彌

補專任師資在實務經驗上的不足，並配合各年級

的特殊要求來聘任，本系本著最大的誠意爭取各

界學有專精的專業者參與本系的教學工作，多年

來來自各界的專業者參與本系設計課程的教學工

作，貢獻卓著，衷心感謝。

設計課程的規劃與學生基本能力的培養

我們衷心期盼，因著設計課程的安排，能讓

學生擁有足夠的基本能力；學生應兼具人文、藝

術、科技多方面之知識涵養，並能體認環境、社

會、文化等多元議題之能力。學生應能體認人文

與自然環境之關係，並蒐集相關資訊除反應於設

計作品外，並對於其他課程也有同樣之瞭解及反

應。學生應兼具電腦及數位媒材應用於建築設計

及其他課成之表現能力。學生要能夠具備創新思

考、歸納演繹及邏輯等多方思考與分析能力。期

盼學生具備永續環境之整合能力，將綠建築及綠

設計理論與技術實務化。要求學生具備各類課題

之整合能力，並提出解決問題之方法，使問題能

化繁為簡，而能滿足課題之目標。最後，期盼學

生具備合作溝通、領導協調、自我行銷及國際交

流之能力。

設計課程與其他專業實務課程的相互配合

以設計課程為核心來整合其他課程。

設計實作訓練，依不同年級學習不同規模之

建築設計內容，以建築設計(一)至建築設計(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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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設計課程的主體。建築基礎技法則由老師實際
操作並領導學生操作繪圖與製作過程，如素描、
建築製圖、表現法、模型製作等課程，並配合設
計課程來進行。建築類型設計以研擬及評估各種
建築類型之設計方案來要求學生，如建築計畫、
敷地計畫、都市計畫等課程，運用在設計教學中
最多的是建築計畫，這也是重要的設計方法論，
幫助學生務實的討論紹季的內容。電腦輔助設計
實務訓練在現在是最重要的課題；本系目前對於
電腦運用的看法，仍然是以數位工具輔助設計繪
圖過程為前提來設計相關課程，如電腦輔助設計
與繪圖、電腦輔助模擬表現。雖然本系知道科技
一日千里，競爭激烈，數位建築在理論與實踐都
有具體的成果，且影響深遠。目前以本校的師資
與設備，在規劃設計學院的架構之下，嘗試推動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建築資訊
模型)為架構的相關課程。安排校外實習的機會，
讓學生能夠實際參與業界工作，如：建築專業實
習，以印證設計課程中所討論相關課題的實際面
向。作為設計課程的重要核心之一，實務課程則
以案例分析及實地參觀應用所學之理論，如營建
法規實務、生態工程技術與實務等，希望同學能
更真實的反應專業的相關問題。

另外，配合設計課程，本系亦舉辦建築文
化與都市規劃巡禮：每年寒暑假規劃海外短期遊
學及交流訪問團。長達十多年以來的合作，本系
環境規劃設計研究室與日本工業大學建築系波多
野研究室每年定期共同安排的「建築素描旅行」
（Architectural Sketch Tour）是非常重要的活動。
除此之外，邀請國外專家學者短期講學：邀請國
外專家學者短期講學，提升學生實務能力、國際
觀及外語能力，如日本：丹下憲孝、波多野純、
波多野想、渡邊康、筱崎健一；大陸：朱光亞；
香港：許焯權……等多位學者專家，都曾蒞校指
導。

這些課程的開設，是期盼能能滿足學生多元
選擇之需求，能夠引導學生，從學生個別之能力
及興趣從課程模組中選修專業課程。鼓勵學生參
與各項學術活動及競賽，除提升專業能力外，並
擴充國際視野。整合規劃與設計學院中各系之教
學資源，並鼓勵學生建立第二專長之培育。

課程總學分數及各年制學分數必須有效控
制，本系(所)現招收有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
另還有進修專校一班及研究所二班。依學制及
年級除通識課程與專業基礎課程，並輔以建築領
域中重要之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在四技學制之
前兩學年內，著重密集之共同必修與專業基礎課
程，並輔以建築領域中重要的專業必修課程，學
制之後兩學年中，每位學生必須自系上開設的各
類專業領域選修課程中(其中也可以跨系選修)中依
個人興趣選擇課程，以發展其個人專業特色。依
學制之不同，調整理論與實務課程內容之比重，
以滿足學生需要。

各學制課程架構及學分配，四技課程日間部
以理論為主輔以實務；進修部以實務為主，輔以
理論，以滿足不同學制學生之需要。

設計課程的架構與各年級設計重點
設計課程教學的特色，基本上各年級的重點

是大一啟蒙，大二奠基，大三提升，大四獨立。
透過各課程召集人的安排，在整體的架構之下，
配合其他專業課程，按部就班安排設計題目，
各年級要求的重點，各自不同但彼此連貫延續。
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的價值判準一直以來都是建
立在「基本能力的建立」與「專業倫理態度的養
成」，也是本系的重要核心價值所在。

依據「規劃與設計」與「工程與科技」等兩
大專業領域，讓學生自由選擇，設計課程配合不
同專業領域安排，讓學生能夠依照自己的定位與
學習節奏選擇課程，期盼透過這樣的安排，能讓

技職院校的
建築設計教育
教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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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設計課程的主體。建築基礎技法則由老師實際

操作並領導學生操作繪圖與製作過程，如素描、

建築製圖、表現法、模型製作等課程，並配合設

計課程來進行。建築類型設計以研擬及評估各種

建築類型之設計方案來要求學生，如建築計畫、

敷地計畫、都市計畫等課程，運用在設計教學中

最多的是建築計畫，這也是重要的設計方法論，

幫助學生務實的討論紹季的內容。電腦輔助設計

實務訓練在現在是最重要的課題；本系目前對於

電腦運用的看法，仍然是以數位工具輔助設計繪

圖過程為前提來設計相關課程，如電腦輔助設計

與繪圖、電腦輔助模擬表現。雖然本系知道科技

一日千里，競爭激烈，數位建築在理論與實踐都

有具體的成果，且影響深遠。目前以本校的師資

與設備，在規劃設計學院的架構之下，嘗試推動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建築資訊

模型)為架構的相關課程。安排校外實習的機會，

讓學生能夠實際參與業界工作，如：建築專業實

習，以印證設計課程中所討論相關課題的實際面

向。作為設計課程的重要核心之一，實務課程則

以案例分析及實地參觀應用所學之理論，如營建

法規實務、生態工程技術與實務等，希望同學能

更真實的反應專業的相關問題。

另外，配合設計課程，本系亦舉辦建築文

化與都市規劃巡禮：每年寒暑假規劃海外短期遊

學及交流訪問團。長達十多年以來的合作，本系

環境規劃設計研究室與日本工業大學建築系波多

野研究室每年定期共同安排的「建築素描旅行」

（Architectural Sketch Tour）是非常重要的活動。除

此之外，邀請國外專家學者短期講學：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國際觀及外語能力，如日本：丹下憲

孝、波多野純、波多野想、渡邊康、筱崎健一；

大陸：朱光亞；香港：許焯權⋯⋯等多位學者專

家，都曾蒞校指導。

這些課程的開設，是期盼能能滿足學生多元

選擇之需求，能夠引導學生，從學生個別之能力

及興趣從課程模組中選修專業課程。鼓勵學生參

與各項學術活動及競賽，除提升專業能力外，並

擴充國際視野。整合規劃與設計學院中各系之教

學資源，並鼓勵學生建立第二專長之培育。

課程總學分數及各年制學分數必須有效控

制，本系(所)現招收有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

另還有進修專校一班及研究所二班。依學制及

年級除通識課程與專業基礎課程，並輔以建築領

域中重要之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在四技學制之

前兩學年內，著重密集之共同必修與專業基礎課

程，並輔以建築領域中重要的專業必修課程，學

制之後兩學年中，每位學生必須自系上開設的各

類專業領域選修課程中(其中也可以跨系選修)中依

個人興趣選擇課程，以發展其個人專業特色。依

學制之不同，調整理論與實務課程內容之比重，

以滿足學生需要。

各學制課程架構及學分配，四技課程日間部

以理論為主輔以實務；進修部以實務為主，輔以

理論，以滿足不同學制學生之需要。

設計課程的架構與各年級設計重點

設計課程教學的特色，基本上各年級的重點

是大一啟蒙，大二奠基，大三提升，大四獨立。

透過各課程召集人的安排，在整體的架構之下，

配合其他專業課程，按部就班安排設計題目，

各年級要求的重點，各自不同但彼此連貫延續。

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的價值判準一直以來都是建

立在「基本能力的建立」與「專業倫理態度的養

成」，也是本系的重要核心價值所在。

依據「規劃與設計」與「工程與科技」等兩

大專業領域，讓學生自由選擇，設計課程配合不

同專業領域安排，讓學生能夠依照自己的定位與

學習節奏選擇課程，期盼透過這樣的安排，能讓

學生安心學習，誠懇面對自己。

技職院校的
建築設計教育
教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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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

大一設計課程的重點在於觀念的啟蒙。

設計課程從觀念與態度讓學生的學習模式從

能高中銜接到大學，能夠了解建築專業的種種面

向，本系在99年起，為了因應學生學習模式及整

體環境變遷的改變，由吳韻吾老師負責策畫，從

基本的教學理念與論述開始，與設計教學群一起

逐步整理調整課程內容。一上的課程，借助長久

以來所建立的基本設計的基礎，從「環境認知」

開始，透過「平面的構成」、「立體的構成」到

以1:1實作的「創意構築」，以及「公園裡的小咖

啡館」到「7米立方」等設計題目，讓學生建立

基本操做設計的概念，透過讓學生動手做，體會

「做中學」的理念，建立同學快樂學習的模式，

銜接大二設計的課程，一步步向建築專業前進。

102年起，系上委聘了廖偉閔、劉月華、謝

政鴻及闞凱宇等多位年輕充滿活力的老師參與教

學工作，因為他們的參與，進一步提升了設計課

程的內容。從「風箏與降落傘」、「文字裡的空

間」到「互動感知裝置」，以及「聯合縮小軍&格

列佛遊記」，「動物之家」與「1:1構造原型迷你

屋」等設計題目，讓學生耳目一新也提升了設計

課程的品質。

奠基

大二設計課程的重點是在於奠定專業的基

礎。

設計教學的重點是在於建立學生的基本專業

能力。如何具體呈現建築的相關議題，透過讓學

生能夠使用適當的不同的工具與語言，來呈現他

們在建築專業中的相關知識與想法。繪圖與模型

製作當然是重要課題，因此在大二這一年的設計

題目多半採取機能簡單而內容單純的建築類型來

操作。在此同時，更希望透過設計課程的學習，

能夠進一步建立建築專業的倫理與紀律，循序漸

日本建築師丹下憲孝來校評圖與演講

潘冀建築師參與畢業展評圖與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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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安心學習，誠懇面對自己。

啟蒙
大一設計課程的重點在於觀念的啟蒙。
設計課程從觀念與態度讓學生的學習模式從

能高中銜接到大學，能夠了解建築專業的種種面
向，本系在99年起，為了因應學生學習模式及整
體環境變遷的改變，由吳韻吾老師負責策畫，從
基本的教學理念與論述開始，與設計教學群一起
逐步整理調整課程內容。一上的課程，借助長久
以來所建立的基本設計的基礎，從「環境認知」
開始，透過「平面的構成」、「立體的構成」到
以1:1實作的「創意構築」，以及「公園裡的小咖
啡館」到「7米立方」等設計題目，讓學生建立
基本操做設計的概念，透過讓學生動手做，體會
「做中學」的理念，建立同學快樂學習的模式，
銜接大二設計的課程，一步步向建築專業前進。

102年起，系上委聘了廖偉閔、劉月華、謝
政鴻及闞凱宇等多位年輕充滿活力的老師參與教
學工作，因為他們的參與，進一步提升了設計課
程的內容。從「風箏與降落傘」、「文字裡的空
間」到「互動感知裝置」，以及「聯合縮小軍&格
列佛遊記」，「動物之家」與「1:1構造原型迷你
屋」等設計題目，讓學生耳目一新也提升了設計
課程的品質。

奠基
大二設計課程的重點是在於奠定專業的基

礎。
設計教學的重點是在於建立學生的基本專業

能力。如何具體呈現建築的相關議題，透過讓學
生能夠使用適當的不同的工具與語言，來呈現他
們在建築專業中的相關知識與想法。繪圖與模型
製作當然是重要課題，因此在大二這一年的設計
題目多半採取機能簡單而內容單純的建築類型來

日本建築師丹下憲孝來校評圖與演講

潘冀建築師參與畢業展評圖與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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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設計課程的主體。建築基礎技法則由老師實際

操作並領導學生操作繪圖與製作過程，如素描、

建築製圖、表現法、模型製作等課程，並配合設

計課程來進行。建築類型設計以研擬及評估各種

建築類型之設計方案來要求學生，如建築計畫、

敷地計畫、都市計畫等課程，運用在設計教學中

最多的是建築計畫，這也是重要的設計方法論，

幫助學生務實的討論紹季的內容。電腦輔助設計

實務訓練在現在是最重要的課題；本系目前對於

電腦運用的看法，仍然是以數位工具輔助設計繪

圖過程為前提來設計相關課程，如電腦輔助設計

與繪圖、電腦輔助模擬表現。雖然本系知道科技

一日千里，競爭激烈，數位建築在理論與實踐都

有具體的成果，且影響深遠。目前以本校的師資

與設備，在規劃設計學院的架構之下，嘗試推動

「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建築資訊

模型)為架構的相關課程。安排校外實習的機會，

讓學生能夠實際參與業界工作，如：建築專業實

習，以印證設計課程中所討論相關課題的實際面

向。作為設計課程的重要核心之一，實務課程則

以案例分析及實地參觀應用所學之理論，如營建

法規實務、生態工程技術與實務等，希望同學能

更真實的反應專業的相關問題。

另外，配合設計課程，本系亦舉辦建築文

化與都市規劃巡禮：每年寒暑假規劃海外短期遊

學及交流訪問團。長達十多年以來的合作，本系

環境規劃設計研究室與日本工業大學建築系波多

野研究室每年定期共同安排的「建築素描旅行」

（Architectural Sketch Tour）是非常重要的活動。除

此之外，邀請國外專家學者短期講學：提升學生

實務能力、國際觀及外語能力，如日本：丹下憲

孝、波多野純、波多野想、渡邊康、筱崎健一；

大陸：朱光亞；香港：許焯權⋯⋯等多位學者專

家，都曾蒞校指導。

這些課程的開設，是期盼能能滿足學生多元

選擇之需求，能夠引導學生，從學生個別之能力

及興趣從課程模組中選修專業課程。鼓勵學生參

與各項學術活動及競賽，除提升專業能力外，並

擴充國際視野。整合規劃與設計學院中各系之教

學資源，並鼓勵學生建立第二專長之培育。

課程總學分數及各年制學分數必須有效控

制，本系(所)現招收有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

另還有進修專校一班及研究所二班。依學制及

年級除通識課程與專業基礎課程，並輔以建築領

域中重要之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在四技學制之

前兩學年內，著重密集之共同必修與專業基礎課

程，並輔以建築領域中重要的專業必修課程，學

制之後兩學年中，每位學生必須自系上開設的各

類專業領域選修課程中(其中也可以跨系選修)中依

個人興趣選擇課程，以發展其個人專業特色。依

學制之不同，調整理論與實務課程內容之比重，

以滿足學生需要。

各學制課程架構及學分配，四技課程日間部

以理論為主輔以實務；進修部以實務為主，輔以

理論，以滿足不同學制學生之需要。

設計課程的架構與各年級設計重點

設計課程教學的特色，基本上各年級的重點

是大一啟蒙，大二奠基，大三提升，大四獨立。

透過各課程召集人的安排，在整體的架構之下，

配合其他專業課程，按部就班安排設計題目，

各年級要求的重點，各自不同但彼此連貫延續。

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的價值判準一直以來都是建

立在「基本能力的建立」與「專業倫理態度的養

成」，也是本系的重要核心價值所在。

依據「規劃與設計」與「工程與科技」等兩

大專業領域，讓學生自由選擇，設計課程配合不

同專業領域安排，讓學生能夠依照自己的定位與

學習節奏選擇課程，期盼透過這樣的安排，能讓

學生安心學習，誠懇面對自己。

技職院校的
建築設計教育
教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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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

大一設計課程的重點在於觀念的啟蒙。

設計課程從觀念與態度讓學生的學習模式從

能高中銜接到大學，能夠了解建築專業的種種面

向，本系在99年起，為了因應學生學習模式及整

體環境變遷的改變，由吳韻吾老師負責策畫，從

基本的教學理念與論述開始，與設計教學群一起

逐步整理調整課程內容。一上的課程，借助長久

以來所建立的基本設計的基礎，從「環境認知」

開始，透過「平面的構成」、「立體的構成」到

以1:1實作的「創意構築」，以及「公園裡的小咖

啡館」到「7米立方」等設計題目，讓學生建立

基本操做設計的概念，透過讓學生動手做，體會

「做中學」的理念，建立同學快樂學習的模式，

銜接大二設計的課程，一步步向建築專業前進。

102年起，系上委聘了廖偉閔、劉月華、謝

政鴻及闞凱宇等多位年輕充滿活力的老師參與教

學工作，因為他們的參與，進一步提升了設計課

程的內容。從「風箏與降落傘」、「文字裡的空

間」到「互動感知裝置」，以及「聯合縮小軍&格

列佛遊記」，「動物之家」與「1:1構造原型迷你

屋」等設計題目，讓學生耳目一新也提升了設計

課程的品質。

奠基

大二設計課程的重點是在於奠定專業的基

礎。

設計教學的重點是在於建立學生的基本專業

能力。如何具體呈現建築的相關議題，透過讓學

生能夠使用適當的不同的工具與語言，來呈現他

們在建築專業中的相關知識與想法。繪圖與模型

製作當然是重要課題，因此在大二這一年的設計

題目多半採取機能簡單而內容單純的建築類型來

操作。在此同時，更希望透過設計課程的學習，

能夠進一步建立建築專業的倫理與紀律，循序漸

日本建築師丹下憲孝來校評圖與演講

潘冀建築師參與畢業展評圖與演講

19 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

學會0202.indd   19 2014/2/10   下午5:35
P001-103-14TA113.indd   19 2014/2/10   下午8:47



操作。在此同時，更希望透過設計課程的學習，
能夠進一步建立建築專業的倫理與紀律，循序漸
進。

大二的設計召集人由楊立明老師擔任，在教
學群的共識之下，安排了「天橋」、「藝術家自
宅」、「宅+1(公共空間)設計」、「興隆公園的
公共廁所」、「主題餐廳」、「小型活動中心設
計」與「幼稚園設計」等題目，以簡單的建築類
型配合建築基本專業訓練來要求學生完成設計的
學習。

102年起，系上委聘了邱于川建築師及其他老
師加入大二的教學工作，在邱建築師的主導之下
進一步加強了設計課程的內容。從「候車亭」、
「公共藝術」、「未來自宅設計」到「鄰里公園
及休憩站設計」，以及「跨國品牌商業空間設
計」、「體能生活館設計」、「鄰里主題圖書館

設計」與「森林小學設計」等設計題目，讓學生
在強化了設計課程的品質。

提升
大三設計課程的重點是在於提升專業的素

養。
設計教學的重點是在於提高學生的建築專業

能力。如何更深入討論建築的相關議題，透過讓
學生能夠運用各種不同的專業知識，整合在建築
設計中。構造、法規、結構、敷地、物環……等
專業的相互配合是重要課題，因此在大三這一年
的設計題目多半採取機能較為複雜的建築類型來
操作。在此同時，更希望透過專業建築師參與教
學，以及分組開放自由選擇老師的機制，能夠進
一步讓學生認識自己與不同專業領域的嚐試與思
考。

技職院校的
建築設計教育
教學觀點

劉瑋鳴的作品 台灣大學人文館規劃設計 剖面透視圖

劉瑋鳴的作品 台灣大學人文館規劃設計 全區透視圖

劉瑋鳴的作品 台灣大學人文館規
劃設計 圓形廣場透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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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大二的設計召集人由楊立明老師擔任，在教

學群的共識之下，安排了「天橋」、「藝術家自

宅」、「宅+1(公共空間)設計」、「興隆公園的

公共廁所」、「主題餐廳」、「小型活動中心設

計」與「幼稚園設計」等題目，以簡單的建築類

型配合建築基本專業訓練來要求學生完成設計的

學習。

102年起，系上委聘了邱于川建築師及其他老

師加入大二的教學工作，在邱建築師的主導之下

進一步加強了設計課程的內容。從「候車亭」、

「公共藝術」、「未來自宅設計」到「鄰里公園

及休憩站設計」，以及「跨國品牌商業空間設

計」、「體能生活館設計」、「鄰里主題圖書館

設計」與「森林小學設計」等設計題目，讓學生

在強化了設計課程的品質。

提升

大三設計課程的重點是在於提升專業的素

養。

設計教學的重點是在於提高學生的建築專業

能力。如何更深入討論建築的相關議題，透過讓

學生能夠運用各種不同的專業知識，整合在建築

設計中。構造、法規、結構、敷地、物環⋯⋯等

專業的相互配合是重要課題，因此在大三這一年

的設計題目多半採取機能較為複雜的建築類型來

操作。在此同時，更希望透過專業建築師參與教

學，以及分組開放自由選擇老師的機制，能夠進

一步讓學生認識自己與不同專業領域的嚐試與思

考。

大三的設計召集人由陳慶銘老師擔任，在教

學群的共識之下，設計題目日趨複雜。上學期安

排了「集合住宅」與「社區活動中心設計」，下

技職院校的
建築設計教育
教學觀點

劉瑋鳴的作品 台灣大學人文館規劃設計 剖面透視圖

劉瑋鳴的作品 台灣大學人文館規劃設計 全區透視圖

劉瑋鳴的作品 台灣大學人文館規
劃設計 圓形廣場透視圖

2011年本系畢業生劉瑋銘以 台大
文學院增建規劃設計 贏得北區設
計百組跨校聯合畢展的金獎(資料
來源:自由時報2011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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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則以「小學設計」與「都會型觀光旅館」等

題目，強調實務操作真實反映建築的相關議題，

以複雜的建築類型，要求學生整合建築相關專業

來完成設計的學習。

獨立

大四設計課程的重點在於建立獨立的人格。

設計教學的重點是在於透過整合建築專業知

識，來培養能夠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專業者。在

經歷過建築的專業訓練之後，讓學生不僅僅只是

能夠運用各種不同的專業知識，整合運用在建築

設計中；更希望透過畢業設計課程的學習，能夠

進一步建立學生自我認知與定位的嚐試與思考。

讓建築設計課程不僅僅只是專業實踐的養成過

程，更是讓同學認識自己、成就自己，以面對未

來畢業之後人生的難得機會。

大四的設計召集人由孫啟榕老師擔任，在教

學群的共識之下，安排了「創意設計」與「建築

計畫」、兩大組，以工作室（Studio）制度讓學

生自由選擇，不同的老師組合搭配不同的教學內

容，提供多樣性的專業訓練，以符合學生不同的

期待與需求。

「創意設計」組以議題設計為核心，不同老

師所提出的議題來呈現專業的多樣性，鼓勵以建

築設計為職志的學生，積極努力尋求專業上的突

破，提升自己與外界對話，成為一個能夠獨立思

考的專業者，以面對畢業後的生涯規劃。

「建築計畫」組以建築計畫為方法，涵容不

同專業領域的建築專業訓練，期待能透過按部就

班，踏實認真的學習過程，讓學生能走向不同的

專業領域，邁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2013年是我們第一次做這樣的改變與嚐試，

張宗睿作品—生命節點

本系畢業班學生參加2013年新一代設計展

本系畢業班學生參加2013年新一代設計
展空間類設計競賽榮獲金獎(周敬恆—邊
界突入計畫)與銀獎(張宗睿—生命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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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的設計召集人由陳慶銘老師擔任，在教
學群的共識之下，設計題目日趨複雜。上學期安
排了「集合住宅」與「社區活動中心設計」，下
學期則以「小學設計」與「都會型觀光旅館」等
題目，強調實務操作真實反映建築的相關議題，
以複雜的建築類型，要求學生整合建築相關專業
來完成設計的學習。

獨立
大四設計課程的重點在於建立獨立的人格。
設計教學的重點是在於透過整合建築專業知

識，來培養能夠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專業者。在
經歷過建築的專業訓練之後，讓學生不僅僅只是
能夠運用各種不同的專業知識，整合運用在建築
設計中；更希望透過畢業設計課程的學習，能夠
進一步建立學生自我認知與定位的嚐試與思考。

讓建築設計課程不僅僅只是專業實踐的養成過
程，更是讓同學認識自己、成就自己，以面對未
來畢業之後人生的難得機會。

大四的設計召集人由孫啟榕老師擔任，在教
學群的共識之下，安排了「創意設計」與「建築
計畫」、兩大組，以工作室（Studio）制度讓學
生自由選擇，不同的老師組合搭配不同的教學內
容，提供多樣性的專業訓練，以符合學生不同的
期待與需求。

「創意設計」組以議題設計為核心，不同老
師所提出的議題來呈現專業的多樣性，鼓勵以建
築設計為職志的學生，積極努力尋求專業上的突
破，提升自己與外界對話，成為一個能夠獨立思
考的專業者，以面對畢業後的生涯規劃。

「建築計畫」組以建築計畫為方法，涵容不
同專業領域的建築專業訓練，期待能透過按部就

張宗睿作品-生命節點

本系畢業班學生參加2013年新一代設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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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大二的設計召集人由楊立明老師擔任，在教

學群的共識之下，安排了「天橋」、「藝術家自

宅」、「宅+1(公共空間)設計」、「興隆公園的

公共廁所」、「主題餐廳」、「小型活動中心設

計」與「幼稚園設計」等題目，以簡單的建築類

型配合建築基本專業訓練來要求學生完成設計的

學習。

102年起，系上委聘了邱于川建築師及其他老

師加入大二的教學工作，在邱建築師的主導之下

進一步加強了設計課程的內容。從「候車亭」、

「公共藝術」、「未來自宅設計」到「鄰里公園

及休憩站設計」，以及「跨國品牌商業空間設

計」、「體能生活館設計」、「鄰里主題圖書館

設計」與「森林小學設計」等設計題目，讓學生

在強化了設計課程的品質。

提升

大三設計課程的重點是在於提升專業的素

養。

設計教學的重點是在於提高學生的建築專業

能力。如何更深入討論建築的相關議題，透過讓

學生能夠運用各種不同的專業知識，整合在建築

設計中。構造、法規、結構、敷地、物環⋯⋯等

專業的相互配合是重要課題，因此在大三這一年

的設計題目多半採取機能較為複雜的建築類型來

操作。在此同時，更希望透過專業建築師參與教

學，以及分組開放自由選擇老師的機制，能夠進

一步讓學生認識自己與不同專業領域的嚐試與思

考。

大三的設計召集人由陳慶銘老師擔任，在教

學群的共識之下，設計題目日趨複雜。上學期安

排了「集合住宅」與「社區活動中心設計」，下

技職院校的
建築設計教育
教學觀點

劉瑋鳴的作品 台灣大學人文館規劃設計 剖面透視圖

劉瑋鳴的作品 台灣大學人文館規劃設計 全區透視圖

劉瑋鳴的作品 台灣大學人文館規
劃設計 圓形廣場透視圖

2011年本系畢業生劉瑋銘以 台大
文學院增建規劃設計 贏得北區設
計百組跨校聯合畢展的金獎(資料
來源:自由時報2011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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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則以「小學設計」與「都會型觀光旅館」等

題目，強調實務操作真實反映建築的相關議題，

以複雜的建築類型，要求學生整合建築相關專業

來完成設計的學習。

獨立

大四設計課程的重點在於建立獨立的人格。

設計教學的重點是在於透過整合建築專業知

識，來培養能夠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專業者。在

經歷過建築的專業訓練之後，讓學生不僅僅只是

能夠運用各種不同的專業知識，整合運用在建築

設計中；更希望透過畢業設計課程的學習，能夠

進一步建立學生自我認知與定位的嚐試與思考。

讓建築設計課程不僅僅只是專業實踐的養成過

程，更是讓同學認識自己、成就自己，以面對未

來畢業之後人生的難得機會。

大四的設計召集人由孫啟榕老師擔任，在教

學群的共識之下，安排了「創意設計」與「建築

計畫」、兩大組，以工作室（Studio）制度讓學

生自由選擇，不同的老師組合搭配不同的教學內

容，提供多樣性的專業訓練，以符合學生不同的

期待與需求。

「創意設計」組以議題設計為核心，不同老

師所提出的議題來呈現專業的多樣性，鼓勵以建

築設計為職志的學生，積極努力尋求專業上的突

破，提升自己與外界對話，成為一個能夠獨立思

考的專業者，以面對畢業後的生涯規劃。

「建築計畫」組以建築計畫為方法，涵容不

同專業領域的建築專業訓練，期待能透過按部就

班，踏實認真的學習過程，讓學生能走向不同的

專業領域，邁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2013年是我們第一次做這樣的改變與嚐試，

張宗睿作品—生命節點

本系畢業班學生參加2013年新一代設計展

本系畢業班學生參加2013年新一代設計
展空間類設計競賽榮獲金獎(周敬恆—邊
界突入計畫)與銀獎(張宗睿—生命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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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職院校的
建築設計教育
教學觀點

班，踏實認真的學習過程，讓學生能走向不同的
專業領域，邁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

2013年是我們第一次做這樣的改變與嚐試，
成果斐然。本系畢業班學生參加的一系列展覽當
中，2013年新一代設計展空間類設計競賽當中獲
得金獎及銀獎。

本系周敬恆的「邊界突入計畫」榮獲金獎。
是非常特別且深具意義的策略設計。由於同學深
刻體認到設計是為了自己而做，全力以赴也是為
了成就能夠獨立思考的自己，表現傑出。

獲得銀獎的是由林棋錦老師指導的張宗睿的
「生命節點」，同時亦獲得國際交流學校「日本
大學生產工學部部長賞」的殊榮，他以具體流暢
而專業的建築設計成果，表達了真摯而深刻的誠
懇期待，作品非常動人亦深獲肯定。

其次在國際交流平途中也有很好的成績。在
日本大學生產工學部建築系的評審當中，李芙瑩
同學獲得評審渡邊康與篠崎健一一致好評，她的
作品「漫遊者之境」，從文本到空間，清楚地反
映了他的細緻思考與多重觀點，重要的是在畢業
設計的過程裡，重新發現了空間的力量，讓她重
新思考了建築的意義。

獲獎確實鼓舞了我們，但是其實更重要的關
鍵，是因此建立了師生們對於改革之後設計課程
的信心，讓我們勇於嘗試，願意突破與創新。同
時也在這樣的過程裡，建立了學生獨立思考判斷
的能力；不僅成就了學生自已，更建立了典範，
鼓舞了後繼的學弟妹們。

擦亮老招牌的突破與創新
擁有悠久歷史的老學校，集數十年的經驗才

累積出來的口碑與傳統，緬懷過去專科時代的種
種，珍惜過往前人的辛苦耕耘，在面對環境的變
遷與消長時，要擦亮這塊蒙塵的老招牌，其實需
要更多的勇氣與努力。

2011年夏天，本系畢業班學生劉瑋鳴，在孫
啟榕老師的指導之下，以他的作品「重建校園倫
理的人文空間嘗試―台灣大學人文館規劃設計」
一案，在台北剝皮寮舉辦的北區設計百組跨校聯
合畢業展的競賽中榮獲金獎。

對我們而言，這是重要的教學成果。但是
更重要的是透過這個例子說明本系自身的處境與
位置。仔細觀察各校的精彩作品，其實都深具
意義。獲銀獎的台科大建築系鍾政平同學的作品
「迷你水庫」，對環境的觀察敏銳，選擇非常具
有創意的構想來解決問題，從概念到議題，從論
述到實踐，都有具體可行的做法。是嘗試真實反
映台灣環境議題的精彩作品。這樣的作品反映了
長期累積技術與知識論述的台科大建築系，採取
豐厚而多元的教學成果。

相較於台科大鍾政平的精彩豐富的作品，劉
瑋鳴的作品採取的態度，是真誠認真地做好基礎
的工作，把圖畫好，把模型做好，實實在在地回
答技職院校設計教育的種種對於實務的要求。沒
有喧嘩炫麗的3D繪圖，沒有高深難解的建築理
論，沒有深刻自我的設計議題。他確實的執行經
過仔細討論的空間計畫，選擇一棟兀自矗立在台
大校園裡的33層大樓，來反應重建台大校園倫理
的人文空間的種種努力。

劉瑋鳴的作品，具體的說明了我們中國科大
建築系的態度；建築設計是誠懇踏實地做好基礎
的工作，堅持專業的倫理與紀律，實實在在的面
對並回應建築的種種提問。

要擦亮我們中國科大建築系這塊老招牌，
不是只要回到過去的做法就行了，需要的是與時
俱進的突破與創新，更需要堅持信念的理念與勇
氣！我們所採取的一系列做法，都回應了這種堅
持，也希望這種堅持，是我們誠意面對未來年輕
建築專業者的一種允諾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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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斐然。本系畢業班學生參加的一系列展覽當

中，2013年新一代設計展空間類設計競賽當中獲

得金獎及銀獎。

本系周敬恆的「邊界突入計畫」榮獲金獎。

是非常特別且深具意義的策略設計。由於同學深

刻體認到設計是為了自己而做，全力以赴也是為

了成就能夠獨立思考的自己，表現傑出。

獲得銀獎的是由林棋錦老師指導的張宗睿的

「生命節點」，同時亦獲得國際交流學校「日本

大學生產工學部部長賞」的殊榮，他以具體流暢

而專業的建築設計成果，表達了真摯而深刻的誠

懇期待，作品非常動人亦深獲肯定。

其次在國際交流評圖中也有很好的成績。在

日本大學生產工學部建築系的評審當中，李芙瑩

同學獲得評審渡邊康與篠崎健一一致好評，她的

作品「漫遊者之境」，從文本到空間，清楚地反

映了他的細緻思考與多重觀點，重要的是在畢業

設計的過程裡，重新發現了空間的力量，讓她重

新思考了建築的意義。

獲獎確實鼓舞了我們，但是其實更重要的關

鍵，是因此建立了師生們對於改革之後設計課程

的信心，讓我們勇於嘗試，願意突破與創新。同

時也在這樣的過程裡，建立了學生獨立思考判斷

的能力；不僅成就了學生自已，更建立了典範，

鼓舞了後繼的學弟妹們。

擦亮老招牌的突破與創新

擁有悠久歷史的老學校，集數十年的經驗才

累積出來的口碑與傳統，緬懷過去專科時代的種

種，珍惜過往前人的辛苦耕耘，在面對環境的變

遷與消長時，要擦亮這塊蒙塵的老招牌，其實需

要更多的勇氣與努力。

2011年夏天，本系畢業班學生劉瑋鳴，在孫

啟榕老師的指導之下，以他的作品「重建校園倫

理的人文空間嘗試─台灣大學人文館規劃設計」

一案，在台北剝皮寮舉辦的北區設計百組跨校聯

合畢業展的競賽中榮獲金獎。

對我們而言，這是重要的教學成果。但是

更重要的是透過這個例子說明本系自身的處境與

位置。仔細觀察各校的精彩作品，其實都深具

意義。獲銀獎的台科大建築系鍾政平同學的作品

「迷你水庫」，對環境的觀察敏銳，選擇非常具

有創意的構想來解決問題，從概念到議題，從論

述到實踐，都有具體可行的做法。是嘗試真實反

映台灣環境議題的精彩作品。這樣的作品反映了

長期累積技術與知識論述的台科大建築系，採取

豐厚而多元的教學成果。

相較於台科大鍾政平的精彩豐富的作品，劉

瑋鳴的作品採取的態度，是真誠認真地做好基礎

的工作，把圖畫好，把模型做好，實實在在地回

答技職院校設計教育的種種對於實務的要求。沒

有喧嘩炫麗的3D繪圖，沒有高深難解的建築理

論，沒有深刻自我的設計議題。他確實的執行經

過仔細討論的空間計畫，選擇一棟兀自矗立在台

大校園裡的33層大樓，來反應重建台大校園倫理

的人文空間的種種努力。

劉瑋鳴的作品，具體的說明了我們中國科大

建築系的態度；建築設計是誠懇踏實地做好基礎

的工作，堅持專業的倫理與紀律，實實在在的面

對並回應建築的種種提問。

要擦亮我們中國科大建築系這塊老招牌，

不是只要回到過去的做法就行了，需要的是與時

俱進的突破與創新，更需要堅持信念的理念與勇

氣！我們所採取的一系列做法，都回應了這種堅

持，也希望這種堅持，是我們誠意面對未來年輕

建築專業者的一種允諾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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