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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中原大學建築學系一年級設計課程教學小組，有感當

前環境、社會與專業者的空間實踐狀態，徘徊在網絡社會與數位化年

代，以及建築物質性基礎這幾個重要的巨變向度當中，反覆思考建築

設計的基礎教育應如何回應？這個發問。深感網絡社會社群新溝通模

式的形成與數位建築生產模式的改變，前者是在虛擬網絡中構築社群

認同，後者則因為當代設計工具的改變，從而深刻的轉化了設計者的

物質性想像，過往由圖或者模型思考設計，透過營建轉而成為實體。

現則由人工智慧運算、數位模擬取代前端設計思考模式，從虛擬中理

解多重空間向度。這工具革命已然進入當前業界的實務操作過程與部

分建築系課程教學當中，舉凡各軟體的應用到專案管理皆有，這樣的

模式，造就了組織之間的擴大連繫與平台、語境趨同、自由形體(free 

form)、設計審視與分析方式改變之現象。但，與此同時，“建築”這

門學科之所以古老其實與“建造”息息相關。當代設計之教與學，所

面臨最大的挑戰與張力或可放諸當下與古老間的辯證性對話中理解。

一方面，設計主體已生活與網絡社會當中，數位設計提供了設計多元

發展的機會。另方面，則可能造成設計主體在不熟悉真實環境分析的

狀況下造成空間與場所經驗的失卻，而產生物質性想像的瓶頸與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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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脫落。考量本系高年級已根據學生之興趣

進行數位設計分組，且一年級已有其他數位軟體

教學課程。則就大一設計教學而言，何為“必要

之操作重點”？且避免過於鄉愁為導向的發展為

最大的挑戰。

據此，教學小組最終整併了網絡虛擬社群與

各設計小組分組上課這兩個設計溝通平台，並交

會於創意思維、建構與建造渠道。前者，主以形

構社群認同。除了課堂小組上課以外，許多分組

透過fb建立網絡社群討論設計，以讓學生與教師之

間，能夠在公、私兩條軸線交軌的狀況之下進行

溝通，以整合出一種網絡時代社群溝通與認同的

設計教學。繼之，則考量創意思維往往起始於：

“開發主體、從零開始、打破刻版印象、細微關

注”等思考習慣的建立，故以”在破與立之間談

發想與建構”的態度引導設計思考，而”物質性

與身體經驗的結合，繼而導入建造”亦為關注重

點，以回應此學科之歷史任務。這幾年我們的題

目設計與執行方式敘述如下：

1. 從再現自我與溝通開始:每一學年新生入

學的第一個題目往往是透過影像與紙板相互嵌卡

以介紹自己，此方式一方面希望同學能夠從根自

己最密切的子題介入，進而走入空間構築的操作

範疇，同時讓師生有機會從交流走向學習溝通之

途。而授課教師也較能夠理解每個學生的差異與

背景(� g1-3)。

2. 抽象幾何與空間構成:此設計子題主以2D

平面線稿出發(fig4)，後希望同學自行訂製一木框

4 5

6

7

30 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   201501

0124 學會cs6 2015/01.indd   30 2015/2/2   下午12:58



8 9

10

11

12

13 14

架，其中崁入一透明片上繪局部線稿，以此為發

展3D線模之基礎，從而討論線與面之空間構成

(� g5,6)。最後，則將立體線模實虛反轉，運用灌注

類材料，使成量體(� g7-9)。期望透過此三階段設計

操作，讓操作者進入抽像幾何的思考脈絡，從而

理解空間構成諸元素之特性，增加空間美學的感

知能力。

3. 構築與空間架構：此作業主要期望同學可

對結構、空間進行徹底的“去刻板印象化”，從

而找出構築與空間形態的多樣性。首先，學生必

須找尋有機或無機生物並將其放大觀察，從而幾

何化，後則須選擇一適切材料將其轉化成為空間

架構(� g10-14)。

4. 建築資訊站系列一(大溪資訊站)：有感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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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認知與場所觀察為建築設計不可或缺之考量範疇，同時也希

望學生能真實的面對在地、觀察在地。故此作業擇以中壢附近

之大溪，師生共同進行現地場域之歷史空間與社會調查，同學

在兩人一組的編制下，花了約一個半月進行觀察、訪談，與資

料收集(fig15-17)。並擇以特殊場域，製作一源自在地觀察與題

問為切入點的裝置(� g18-21)。

5. 建築資訊站系列二：此題目主要期望整合學生環境觀

察、設計者作品分析與再現、永續發展、人的尺度與建造行為

等向度，為大一最後一個作業。採兩人一組模式，並於建築系

館周遭擇一地點，各組學生分析不同普立茲建築獎獲獎者理念

與設計操作特點。於基地上採回收材進行現地施工，最終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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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並體現該設計者的思維、表述與特徵，同時兼

具空間可及性之作品(� g22-27)。

每回與設計教師和友人們談起大一基礎建築

設計教育，著重點應放在何處？或者，應如何引

導初學者進入「建築」此一廣泛性很強的領域當

中，從而進入一種強化主體的學習狀態，大家常

在拋執出許多重點議題時，反覆體認到“破、立

”之間遊走對創意激發的重要性，而此現象不僅

往往與當代社會的學習主體及其視野息息相關，

同時也需透過身體與物質性基礎的建構而完成。

當代的新鮮人已進入網絡世代，面對越漸多樣化

的社會樣貌與片段化、虛擬群體的經驗，其所面

對的物質世界與認同，較諸過往更形複雜。在這

看似進入二次工業革命(資訊化革命)巨浪的時代，

設計教育亦隨之變動，返身自問，“摸著石頭過

河”或可說明當下教與學間的一種面對時代巨變

與建築這古老學科間的一種強大張力的當代對話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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