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數位工具的使用與思維改變導致政治版圖劇烈震動，社會大驚之

際，新世代學習者與上一代教授者間有著迥異的生命經驗與學習歷程的事

實更為明晰。其實，數位化的現象對於當代建築設計專業所產生的機會與

挑戰早已存在，不算新鮮。只是若要將「數位時代的建築初始教育」作為

一個議題來探討之前，首應思考建築專業教育的進程中，初始教育的目標

為何；再者是確立設計活動是「人（主體）是透過工具與外界（客體）展

開互動」這樣的一組關係。如此一來，便可將為達成教育目的所進行的相

關訓練置於其中來討論。

一、現有初始教育目標與課程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現有的一年級課程的結構以「建築設計（一）、

（二）」為主要核心，希望同學們對設計、造形原理、建築與空間組成有

基本的認識。透過實作與討論培養學習者分析、綜合、批判的認識及思考

能力，並建立處理造形及塑造空間的基本設計能力。此外，直接相關的輔

助課程為「建築概論」，「繪畫（一）、（二）」，「建築圖學」、「建

築圖與表現法」，「建築徒手繪圖之理論與技巧」，「工程力學」、「微

積分」。全校共同通識課程包括「基礎國文」，「英文」，「歷史」，

「服務學習」。其中，「繪畫」，「建築圖學」與「建築圖與表現法」皆

明確強調「徒手」的特性。

面對數位躍然的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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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造型本質探求中「數位」的角色

建築設計（一）的課程主要著重在對造型本

質的體驗與探索，而「線、面、體」的構成練習

是訓練重點。

線元素構成

本階段希望初學者同學能在所處城市中，透

過體驗與觀察來提升對空間視覺元素與美感特質

的敏感度。並進一步認識空間中「線」造型元素

的特質與構成。具體的教學目標在於：1.認識所在

城市的環境特質；2.培養觀察、記錄的基本工具與

技能；3.認識線造型元素的性格與構成的原則；

4.練習線造型元素之立體構成。（圖1）

塊體元素構成

持續提升同學在實質環境中「觀察」、「記

錄」與「分析」的能力，以及指認空間視覺元素

與美感特質的敏感度。這裡特別強調運用石高或

水泥材料的塑形與澆灌，進一步認識空間中「塊

體」造型元素的特質與構成。具體的教學目標在

於：1.培養觀察、記錄的基本工具與技能；2.認識

塊體造型元素的性格與構成；3.體驗材料、工具與

造型之間的關係。（圖2）（圖3）

版元素構成

本單元的教學目標希望能延續各位在上一

階段的訓練及成果，達到了解基本造型中「版」

元素的本質及特性。以及有意義的操作版、線組

合，形成「純粹造型」的或「空間尺度」的美感

構成。具體的教學目標在於：1.認識板造型元素的

性格與構成；2.體驗材料、構法與造型之間的關

係。（圖3）

此階段的訓練再對物體造型的體驗與認識，

手的觸覺（手感）與其他的感覺如視覺、聽覺與

嗅覺等的開展是主導，而「數位」的角色反倒是

表達「工具」的輔助角色。

三、空間組織的思考下「數位」的可能

建築設計（二）課程強調在環境的解讀與回

應下，運用空間元素來塑造與組織空間，並且滿

足空間機能。因此，內容安排上包括具有關連性

的三個單元：基地閱讀與公共空間思考、空間構

成、使用需求與空間設計。

基地閱讀與公共空間思考

閱讀給定基地的「線索」，以平面的方式

上色，運用色彩、質感、符號等元素，賦予它秩

序、層級、意義，就像一張自己詮釋過的「地

圖」。下一階段需依此內涵，將平面圖像轉換成

具有立體外貌之基地。因此，基地上的線條、圍

塑的區塊都不能任意被塗抹掉，但它們的確切意

義與關係則是設計者要予以指認與界定的。這個

圖2 塊體塑形練習 圖3 版構成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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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同時是之後整個空間構成練習的「所在」，

以及必需有所對應的「環境」。

整組基地包含了個別的基地，其中還包括被

指定為公共空間的部分，應視為不可變的限制條

件。因此，相鄰基地間並不是獨立毫無相關，每

一個個別基地都有周遭，需處理與周遭的關係。

對個別基地的詮釋可以是個人的，無論平面或是

立體的型態並不受限制。對於公共空間的部分，

這一階段僅需考慮連貫性即可，暫時先不必考慮

確切形式，但是在下一階段的操作中，則需配合

公共空間/系統形式予以調整，因此製作基地最好

能夠容許修改。

立體基地模型一座。

將給定基地之公共空間，由各組討論其性質

與形式，並完成於基地模型上。

公共空間應視為不可任意變動之基地條件，

透過各組成員討論並共同接受之形式性質。而此

一性質可以是具體的空間形式，也可以是規範式

的空間默契，其成果應讓人可以清楚閱讀到公共

空間的存在。個別基地會因為公共空間的介入，

而給予前階段製作的基地必要的調整。反之，若

個人希望對個別基地中的公共空間形式有所調

整，在不破壞公共空間和相連基地之間的關係的

前提下，是允許的。（圖4）

空間構成

在基地上用塊體、框架或其他立體方式表

現空間形狀與大小，並給予空間屬性，以六至十

個「空間單元」，組織成一個整體的「空間架

構」，此一空間架構另必須安置在基地上，並回

應基地的線索。可以適度調整基地秩序及意義的

設定，以承接其上的構體，使基地與空間架構相

互對話。

依據空間架構給予「空間元素」（牆面、

地板、屋頂、樓梯⋯）的組構，組構的目的是圍

塑空間（空間的骨架與外皮），並不是各種元素

堆砌的雕塑。需考慮空間屬性（停留與流動、公

共與私密）及空間關係（包括構體內、構體與周

遭），但不要帶入具體的使用（臥房、工作室、

車庫之類）。此外，各種元素的組構需符合結構

的邏輯，也能適度考慮元素本身的強度（長度、

厚薄與粗細關係）。基地需適當整理以回應所建

構的秩序、及其與構體的關係（整地），尤其地

下的部分需要藉基地開挖使空間能與外界連通或

對話。

最後，選擇適當剖線位置繪製剖面圖，以及

局部透視圖。在剖面圖與透視圖中應清楚指認出

基地環境關係、構體型態、空間組織與尺度等。

可依據圖面完成立體模型，再由模型的檢討來修

改圖面，過程中可能需要數次地來回修改，技術

上也可以透過電腦3D軟體的輔助。（圖5 ）

使用需求與空間設計

以三至四人為一組，選定使用面積約50至80

平方公尺之商業空間（如：咖啡店、文具店、服

飾店、飲食店⋯），進行空間使用的觀察與紀

錄，並可透過訪談來瞭解使用上的問題與需求。

同時，針對該使用類型，蒐集相關資料，做為空

間設計之參考。

在前一單元的線板元素構成空間中，選取

一部分（室內空間約50至80平方公尺，相連之周

邊空間不在此限），以基本調查中商業使用為

對象，重新設計空間。依據不同的空間條件（包

括：週邊環境、位置、型態、規模等）、解決問

題的方式與空間詮釋的構想，必須個別提出清晰

圖4 基地閱讀與公共空間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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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與說明，並依此計畫進行空間設計。

在選定的空間中，依據合理的空間計畫進

行設計。而這個空間不是「自己」的空間，是以

「他人」為對象的設計！設計過程中，鼓勵適度

地回應週邊環境，以及盡可能地照顧構造材料的

合理性。（圖6）

相較於造型本質的體驗與探索，此課程是

有機會在空間產生的部分以數位的方式來思考創

作，使其不再侷限於工具的層面。

四、以開放的態度來面對各種挑戰

近幾年來，面對快速變化的世界，建築設計

的初始教育究竟應該如何因應一直備受關注。只

是不妨先想想甚麼是一個理想的設計初始教育？

我想這還是要回到文初所建立的一組「人（主

體）是透過工具與外界（客體）展開互動」這樣

的一組設計活動關係來看。

首先，是有一個明確的教育價值與目標。

這牽涉到教育者與學習者兩個主體的問題。現階

段以設計、造形原理、建築與空間組成有基本的

認識。透過實作與討論培養學習者分析、綜合、

批判的認識及思考能力，並建立處理造形及塑

造空間的基本設計能力的價值與目標應該可確

立；其次，幫助學習者開展在現存環境中的真實

體驗的各項能力。在先前所提及的「建築設計

（一）」對於造型本質的體驗與探索與「建築設

計（二）」對公共與個別空間的認知與處理即是

感知能力的開發；第三才是如何藉由「工具」展

現與外界互動的成果。就現有課程而言以手做為

表達的工具仍是主導，而以數位為輔助。至於是

否強調以數位作為探索思考方式的所謂「後設設

計」我想在此刻對於初學者似乎是過於龐大且複

雜的課題。

當然，如何面對數位躍然的態勢，仍舊能保

有已存在的這個手與設計思考豐盛交織之地，永

遠是個挑戰。或許隨時保持開放的態度是個初步

的解答。

圖5 空間構成 圖6 使用需求與空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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