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乃中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大一建築設計（一）、（二）召集人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提供啟發性學習體驗，從課程目標與內容規

劃、多元學習背景、設計教學溝通與學習體驗、到出走校園，逐項敘

述如下。

課程目標與內容規劃

大一設計上下學期（一）及（二）各有其著重的教學目標，建築

設計（一）（圖1-4）教學目標如下：

．訓練抽象式型式思考，以作為日後進入建築空間設計的基礎。

． 教導同學造型基本元素與設計基本原理的知識，包括點、線、面、

體等元素的發展組合操作。

． 訓練同學設計溝通的基本能力，運用模型與圖面表達設計構想與成

果之能力。

． 指導同學間相互評論、請益、學習，以及體驗建築環境空間之存

在，發覺創造與設計之樂趣。

建築設計（二）教學目標則延續建築設計（一）的訓練，以實作

為主配合理論的講解，對人、建築物以及環境之間的關係作進一步探

討，並深入說明此三者與設計問題之關聯。課程的內容著重於建築基

本語彙的認識與組合操作，解決問題的思考訓練，以及建築專業溝通

方式的認識與應用（圖5-9）。此外，本課程將與其他課程的學習內容

學習體驗與
出走校園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設計系
一年級設計教學

文／施乃中

數位時代的
建築初始教育
來自學院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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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融合學習成果。建築設計（二）課程教學目標如下：

． 延續上學期對造型與空間的操作，加入建築的基本元素，以之塑造建築空間與形式。

． 加強瞭解基地環境與建築物的基本元素，以及其間的關連性。

． 訓練同學設計學習的模式，著重設計發展過程的學習與設計成果的呈現。

． 配合「電腦輔助繪圖」與「體驗建築」課程教學，訓練同學使用運算工具的基本能

力，並加強環境觀察與紀錄能力。

圖1 「形體與支撐」設計草模

圖2 台北市文創空間展示作品：空間穿越體驗、光器、形體與支撐（拍攝者：汪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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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學期規劃四個主題，由專任老師擔任召集人，約由九

個教師共同參與：游育寧老師、林祺錦老師、王曉萱老師、柏

永青老師、徐基耀老師、胡聰寶老師、曾翊庭老師、吳細顏老

師、施乃中老師。課程的進行以小型工作室(studio)分組教學，

每組由一位任課老師指導，負責各階段的課程教學。頭尾兩個

主題採共同題目，中間二個由設計老師自行訂定，目的是讓教

師依其專長有發揮的機會，在集體評圖時不同組同學也有接觸

不同議題、材料、操作方式之機會。首尾兩個設計雖然是共同

題目，可讓同學在比較大的參與族群中比較、學習，體驗較多

種設計解決方案外，各授課老師仍可在該框架中加入不同要

求，引導學生體驗。學期另規劃6個星期上午時間進行圖學或設

圖3 台北市文創空間展示作品：光器
（拍攝者：汪廷元）

圖4 台北市文創空間作品展示及學生示範穿戴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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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相關知識教學。

建築設計（一）內容規畫如下：

． 單元一（共同題目）形式構成：基本設計原理的學習

． 單元二（分組題目）媒材：色彩與材質的學習

． 單元三（分組題目）構造：結構與構造觀念的學習

． 單元四（共同題目）環境：基地與設計間關係的學習

建築設計（二）內容規畫如下：

．單元五（共同題目）構造與環境

．單元六（分組題目）媒材與環境

．單元七（分組題目）基地

．單元八（共同題目）住宅

圖6 下學期設計作品：校園裝置藝術與校園生活–基隆側門入口設計

圖5 下學期設計作品：校園攤位設計、巷弄空間操作、光-影-表皮-量體設計

圖7 下學期設計作品；門鎖機構與室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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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課並非獨立操作的一門學科，相反的它應是

綜合學習網路之一環，必須與其他直接或間接相關課程

在不同年級有不同程度的結合。因此除設計題目操作外

亦有輔助課程如圖學、表現法的規劃，希望學生在既有

學習背景外能具有共同的學養基準，但如欲進一步修習

相同內容也有獨立課程可供學生選讀，譬如除製圖課外

是「基礎電腦輔助設計課（一）、（二）」較具直接關

連性，希望學生能在低年級即予以基本數位設計工具體

驗，作為學習其他媒材運用之基礎。

多元學習背景

規劃眾多學生學習環境是一項挑戰，一方面要提供

群體交流機會，另一方面希望能著重多樣性讓學生得以

適才發揮。目前師生比落於1：9到1：11之間，一班正圖8 下學期設計作品：校門口公車站設計

圖9 下學期設計作品：與大師學習-住宅空間增建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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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入學人數從最早40人到如今含外籍生達55人，

從102年開始學期初選人數達90多人，最後期末完

成修課人數約85人。入學與修課人數差異來自多

元學習背景如創意設計專班、四不分系、他校、

友系、三校聯盟、隨班附讀、轉系、轉學、旁聽

生等。最後完成修課人數除約10人以外，其與仍

繼續升二年級。校內四不分系、創意設計專班通

常在二年級以後才選定志向，但近年選取建築專

長人數有增加趨勢。

多元學生來源有其擴大學生學習體驗與交

流的益處，但因課程時間長，加上大一共同科目

多，要適應新的學習環境、人際關係，非本科系

學生在配合上亦有困擾。唯近年觀察結果發現學

生有不同適應步調，最終均有不同程度的收獲。

設計教學溝通與學習體驗

早期設計操作、改圖已非今日電腦環境下的

操行方式可相提並論，數位時代呈現媒體的方式

已經改變了師生間的溝通方式，除了順應學生生

活體驗及網路環境在Facebook或MOODLE回應設

計評論或延續課堂溝通外，在面對面討論上，師

生互動似乎已經因為空間、數據操作方式不同而

分道揚鑣。在國外研討會上，曾有設計老師報告

觀察到在融入電腦環境後老師課堂教學、評圖上

已經很少動筆，即使草圖階段也已是電腦輸出。

早期老師使用描圖紙、6B鉛筆改圖方式不僅在電

腦輸出成品上不易實做，除非使用麥克筆否則根

本畫不上去。加上與學生學習電腦環境不同，平

時看設計時更少有直接進入學生數位模型資料中

修改。本系在設計教學溝通與學習體驗上希望二

者兼顧，教學上早期對學生手繪製圖的相關要求

仍然存在，設計課排版要求之外一定要有手繪圖

面，也有相關課程、作業配合學習。

目前在數位世代教學上學生似乎仍應同時具

備類比知識及數位操作經驗。數位製作在建築構

築過程中仍必須與既有技術應用有重疊的部分，

在著重體驗的設計課程操作之餘，一方面應保

留手做經驗，另一方面必須以該經驗的感知為基

礎延伸到數位操作中。數位操作其實對現在學生

學習過程而言通常是自然發生的，只要系上提供

相關課程與設備，學生一般都會自發性地擁抱相

關的價值觀、技術、器材、與軟體。在教學溝通

上，數位的教學環境在協助老師闡述設計想法上

確有其助益，譬如藉由移動剖面線可即時3D呈現

建物構造、空間關係，進而引導或直接操作以示

範或修改，當然前題是教師也要有數位操作經驗

才能跟學生在相同的資料操作體驗中做最有效率

的溝通。

設計教學內容在傳統點、線、面、體、色

彩、材質、時間、互動相關元素操作中及議題演

繹上，專注獨立元素的題目操作方式在學習上似

乎不及融入一般綜合課題的操作來得具啟發性，

或有較佳學習效果。本年級在兼任老師規劃上多

為年輕新銳建築師，寄望可以從實務經驗中給予

學生啟發，建立傳統「基本設計」與「實務」間

之聯繫，因此題目規劃包括光之介面設計（光

器）、椅子、空間穿越經驗、公車站、校園販賣

攤位（設備及尺度練習）、與大師學習（小住宅

練習）等。譬如在「椅子」題目中不同老師各有

其著重的版本與操作方式，有的先從材料屬性試

驗出發，先瞭解測試結果與議題關連性後再切入

設計，從PVC管、報紙、瓦楞紙板、石膏、到布料

纖維，每年要求模式不同，引伸的構築方式也有

差異。如果是不得使用釘接，學生因應設計要求

也有多樣性發揮，如使用編織方式或將報紙捲筒

以改變應力傳遞屬性以求兼顧造型、尺寸、與機

能。

出走校園

學生在接受老師教導、同儕學習之外，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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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台北市文創空間作品展示

圖11 2015青年設計大賽入圍決選作品之一：學生王心妤、指導
老師游育寧

品展現、情境體驗上也是設計訓練之一，因

此每年都會鼓勵學生參加校辦的「校園創

意化妝競賽」，藉由對周遭環境的關懷與解

讀，提出以環境為主導的實體、足尺設計於

日常生活空間中，這無論在尺度掌握或小組

合作上均是一種珍貴的體驗。這兩年該活動

因故取消，因此轉而規劃校外展示，藉由台

北市文創空間「保安捌肆觀止堂」[2]呈現學

生努力成果（圖10）。後者已不僅有民眾回

應，展示內容業已曝光於各種媒體，如介紹

學生設計學習成長經驗的電視訪談，現場照

片亦編錄於旅遊書如「MOCK墨刻」出版的

「台北自由散策」及「iWALKER 愛玩客」

2014.Feb.No.1景點介紹影像中，這也是另類

對學生學習成果的認同。「校園創意化妝競

賽」也曾獲得媒體報導多起，如104年3、4

月中國時報[1]、蘋果日報[3]、建築雜誌等

都有，101年聯合新聞網的「Really Bird」相

關報導[4]也是其一。這學期鼓勵參加校外競

賽，「2015青年設計大賽」有七組入圍決選

作品（圖11）。這在激發學生興趣與投入中

有其不可磨滅的效果，今後也會持續往該方

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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