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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不該用教條去傷害學生的心靈，而應給予時間令他們去接受

挑戰，擴大他們興趣範圍，去看更多的東西，去深入其他方面，喚

醒他們的熱情、感受力和好奇心，促使他們提出更多問題，經歷更

多的世界，從而擴大與他們關聯的圈子。

教育，包括建築學學生的教育，應該比其他學科更早地打開精神空

間，因此可以去探索未知的、新的東西和其他的事物並將其引入他

們的領域，而不是用我們已知的東西填入他們腦中，使學生渴望獲

得資訊，而不用已有的去”餵”他們。” 

--- Herman Hertzberger, 建築學教程2,空間與建築師, p.38

 

壹、前言

大學科系的領域，除了少數如國文、英文、數學等系之外，大多

都不是直接延續高中的課程，而是綜合運用高中課內課外的所學，逐

步建立專業領域的知識，建築系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所有的高中都

沒有建築設計課程，只有比較接近的美術或工藝課。但在傳統升學主

義之下，除非是美術班，美術或工藝又都是不被重視的課程。在高中

志願選擇進入建築系的學生，對建築的了解大都相當有限，卻必須在

當時做出人生要走哪一條路的決定。在大學這一端，初始教育成為學

生入門、轉變並銜接高中教育的階段，啟發並影響整個建築系五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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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將2D圖視為平、立、剖面，建構3D的練習。

數位時代的
建築初始教育
來自學院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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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學習與日後建築生涯的發展，是一個極具挑

展性的階段。

貳、數位原住民

早年建築系學生交完圖之後的短暫休閒是看

電影或逛街等，不久之後就換成打電動遊戲；上

課抄筆記也變成老師揮汗寫黑板，學生輕鬆照相

記錄的情形。目前進大學的同學 生於1990年代

後期，已經逐漸進入所謂「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的時代 (此用語從Dr. Marc Prensky在2001年

發表的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這篇文章而

來)。對數位原住民而言，這些數位工具理所當然

的存在，他們習慣在網上瀏覽(Surfing the Web)，

或在遇到問題時透過搜尋引擎( Search Engine)尋找

與拼湊網路上可得的資訊，同時接受多種媒體資

訊，影像大於文字。學校對他們來說不再是唯一

的教育環境，且不一定是主流環境。從小在鍵盤

上打字，字對他們來說，是打出來的，不是用寫

的。他們一出生就接觸豐富的影音生活，習慣於

大量的感官刺激。或許正如同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所稱的「擬像的超真實主義」，在現

代世界中，是靠封閉的符號系統自己建構起來，

且所有的這些符號完全都沒有參考到外在的現

實。人們藉由電視電腦影像並以符號所形塑出的

世界就是真實，這個所謂的真實可能是一種「超

真實」－既非真實，卻又比真實更真實。

面對這樣的世代，面對勢不可擋的環境變化

與趨勢，數位設計及製造對於建築教育的影響，

已經是必然且正在發生的事。因此，所應思考的

問題已經不是該不該或要不要導入數位工具與數

位媒體，而是建築教育要在何時、對哪些內容、

用什麼樣的方式、以及如何應用適當工具與媒體

的問題，因為網際網路與數位工具早就與現代人

以及學生的生活緊密結合了。

該如何因應數位科技發展所帶來的衝擊與改

變呢？ 許多落入「數位移民」的老師們要如何面

對？ 另一方面，建築的本質有改變嗎？ 數位只是

工具嗎？ 電腦繪圖、絢麗快速方便的數位模型與

3D列印盛行之下，手繪與實體模型還要學習嗎？ 

網路社群發達便利，還需要實體的Studio (設計工

作室)嗎？ 從數位的優點來看，數位工具可提供許

多教學資源，包含網路社群、3D軟體等數位工具

的運用，可以進行各種互動，同學在網路上跨越

時空限制獲得學習資源或進行課程，學習團隊合

作與倫理，初步的模擬構築等等。 以下提出幾個

未來可能的方向加以討論：

邁向主動與探索式的自主學習

當資訊取得相對容易的時候，教學型態將逐

漸脫離老師教而學生學的被動式學習，知識的建

構也不再是透過教條的傳承，學習的動力更多來

自於好奇與對知識的渴望，而非僅因考試或分數

的壓力。

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將更形重要

傳統教學大多著重於課堂上課業的傳授，教

師較少關注學生的學習動機為何，或是思考如何

激發學習動機，但是當學校不再是唯一的學習來

源，學生有更多取得資訊的方式時，或者是學生

有更多不同的學習管道或自我學習時，召喚學生

學習的熱情，引導或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以提升

學習成效將更值得老師關注。

強化多元與多面向的思考角度

當資訊的流通愈來愈快速且愈來愈普及的時

候，因區域、族群、階級、性別等因素所引發多

元觀點的呈現是可以預期的，如何在紛亂的資訊

中梳理出完整架構與脈絡，有賴多面向的辯證思

考方式，尤其教導學生如何辨別錯誤或偏頗的資

訊，避免產生偏差的想法或數位工具的誤用，也

需教育者適時的導正與關心。

老師的角色與功能的重新定位

當學校不再是學習的唯一場域，當學習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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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不在，當虛擬比真實還真實，傳統老師的角色

與功能將直接受到挑戰，而需重新思考與定位。未

來老師將不再只是答案的提供者，更可能是轉換為

問題的提出者、思考與學習的引導者。學生的角色

也不再是被動的知識接受者，當學生在某些範疇內

投入自主學習且勇於分享學習成果與想法時，學生

也可以是知識的分享者、提供者與啟發者。

叁、初始教育：先打開哪幾扇門？

「設計」正是不斷地在嘗試新的空間組合變

化，過程中一直在拓展未知的空間版圖，與新變化

的可能。在設計裏沒有標準答案，卻有高下、好

壞、新舊、前瞻性、適合與否⋯等差別。建築系的

訓練將逐步開啟空間造型的敏感度與生活美學的品

味，是一個專業度很高的行業。建築系訓練綜合性

的思考，包含生活、美學、技術、構造、文化、工

程、環境等各個向度的掌握能力。 建築教育課程，

在於逐步建立建築領域 (非只有執業建築師) 的專業

能力。這些面相概要來說，包含了：

多元視野：創意思考、水平與垂直思考、批判思

維。造型美學：空間敏銳度、美感、組織與安

排、能力。空間創作：點線面體的操作(動詞 ex.摺

疊⋯)、3D/2D轉換、文本空間/意義形式轉換、事

物的規律⋯。空間表現：繪圖、電腦、模型製作。

生活觀察：自然人文環境、人體尺度、行為機能、

互動模式、生活美學 。實體構築：材料、力學、機

構、群體合作。

對於建築初始入門者而言，這些眾多專業的知

識與能力，在入門基礎課程中，需要被分解成較小

的單元，課程設計成容易被學生掌握，由淺入深，

導向建築本質。而在教育的現場，建築專業這麼多

需要的能力之中，初始課程只能選擇一些重要的點

進行訓練，扮演 “打開這一扇門”的基礎工作。在

五年的課程之中，由於課程鐘點與學生學習能量有

限，先打開哪幾扇門是比較重要的，要及早訓練？

成為教師最核心的問題，也是課程單元設計的主

軸。 

綜觀建築專業者的能力，在課程時數有限的

狀況之下，許多專業的能力到了高年級，甚至工

作環境例如建築師事務所再學， 一則是需要基

礎知識，二則社會環境與法規建材也不斷的推陳

出新。因而，入門者有限的課程，放在需要啟發

性、進行多次或長時間訓練的能力，例如創意思

考、空間創作、繪圖模型、3D軟體等等，題目設

計也要包含多樣能力，且以入門者有限的能力可

以進行的部分。

其中空間的設計創作，以銘傳建築系而言，

一直是學校訓練的主軸。原因無他：在學校時，

一個設計的題目會有數十個解答與創意被開發與

討論，是學習吸收創作思維最好的機會；日後

在職場上，事務所可能只有你一個專案負責人的

設計案，當你看得到別人不同的設計時，已經是

競圖公布結果，設計獎落誰家，生死已定的時候

了。大一是一個課業多樣且負荷繁重，非常忙碌

的階段，預示了日後建築生涯中需要掌握複雜事

項的能力。教師端則須將各個課程進行比較精密

的整合，讓學生有限的時間精力之下進行最有效

的學習。

圖2 大一上一開始就進入三度空間的練習。「物件平衡」
為不同形狀幾何量體之組合，要求幾何量體之組構、平衡

美感與手工的精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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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數位生產或手繪製作？

目前施工圖都是數位軟體例如Autocad，各項

競圖都要電腦模型或動畫，BIM已經成為建築趨

勢，唯獨建築師考試設計還是用手繪。在課程鐘

點數與學生學習能量都有限的情形之下，手繪與

實體模型還需要訓練嗎？如果詢問許多建築界的

前輩們，大多贊成兩者都要學。筆者曾經詢問過

日本中生代建築師手塚貴晴關於手繪與電繪的爭

議，他回答在創作時是用手繪，因為那是創作，

到了某個階段再交給電腦定型。

對於一個設計中的空間模型，手的操作與腦

部是直接的互動，但是透過電腦螢幕又隔一層，

螢幕上的影像沒有比例，螢幕大小也受限，不像

圖紙幾乎可以無限延長。 手繪媒材很自由，一

張餐巾紙就可以做設計，創意容易捕捉。但另一

方面，色彩絢麗的數位模型可以製作動畫，是手

繪所不及者。對學生而言，既要學手繪功夫，又

要學眾多不斷變化的電腦繪圖軟體，學習負擔很

大，超過早年建築系的學生。銘傳建築目前是圖

學課程與大一大二設計作業為手繪，打下一些手

繪基礎，之後就自由選擇。字對他們雖是用打

的，但是就建築表現法的需要而言，還是要會寫

的。

要求學生做實體模型還是3D模型？ Sketch up模

型容易上手，也可以數位傳送，三更半夜或任何時

間老師可以在各地方進行設計討論，模型在沒有重

力狀態之下進行平移、錯移、旋轉、卡接、銜接、

並置、延伸等操作也容易自由。但是實體模型有真

實的比例，有構築過程的練習，碰觸時有結構力學

的感覺和思考，並有材質的溫度觸感等等，也一樣

可以進行上述動詞的操作。

3D列印模型或手做模型？建築由於形體龐大，

需要分成許多構件，分別在異地製造，再分次運送

進行構築。3D列印模型並不是構築出來的模型，儘

管日後可能會降價與改進，但仍然是非構築性，目

前建議只適合做手作模型的部分構件。

網路社群及時方便之下還需要實體的Studio (設

計工作室) 嗎？事實上設計工作室的目的在於互相

交流，從同儕互動之間獲得知識並相互刺激設計創

意。虛擬影像與實體圖模的比較如前述，實體設計

工作室同儕的實質互動具有許多虛擬環境所不及之

處，仍是不可取代，尤其數位原住民不缺虛擬世界

的夥伴，在實體世界的互動會更真實。

伍、課程設計案例討論

一年級的課程，是五個年級分階段逐漸引導同

圖3 大一立體構成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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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物件放大」作業選定小型物件(如膠水瓶、吹風機⋯)，以
片狀結構組成並放大，不用膠水。要求造型組構之邏輯、手工；

具有空間發展的可能。

圖5 「文本/空間」的練習，是由選定文本的內涵轉成對應的空間，嘗試由意義去創
作對應的空間。

圖6 「橋/塔」要求垂直與水平的結構與動線安排，除了力學、動線連結與基地之外，還有部分的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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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進入較複雜的設計領域的基礎，如表1。

“創造力在神經學上的定義就是兩個不相干

的神經迴路碰在一起，活化第三條迴路。” 如何

逐步陶冶出一顆顆敏銳、柔軟、開放、有創意、

洞察力、組織力、批判性與美感的心靈，需要一

個整體設計的系列課程，與整體開放的教學環

境與氛圍。就建築領域的空間專業各項基礎能力

而言，大一階段設計課程的題目，以銘傳建築為

例，概要如表2。

除正式課程之外，其他輔助教學活動包含演

講、校外教學、工作營、構築體驗⋯等等。這個

階段其他專業課程的配合，包含建築藝術概論、

圖學、立體構成、電腦繪圖、建築數理等等，以

及其他非專業課程與活動，構成建築學習初始階

段的整體面貌。

在全球在地化、氣候變遷、數位網路、後金

融海嘯與經濟偏向亞洲的時代，建築人將面臨許

多的挑戰，也擁有很多新的機會。數位時代的學

生對建築領域的初始學習，無論是手繪製作或者

數位生產，仍然會聚焦在建築創意與建築本質，

如何打下良好基礎，展望一輩子的建築生涯，是

建築初始教育的主軸。

年級 方向 內容

研究所 進階研究設計 特定議題研究設計

大五 專題畢業設計 個人議題完整設計

大四 進階建築設計 都市尺度、多元議題建築設計

大三 基礎建築設計 中尺度 實務 創意 空間單元組織

大二 基礎建築設計 小尺度 創意 實務 空間單元組織

大一 基本設計 多元空間美學創意

題目 概要 重點

1 方盒子 建構 /解構正立方體
紙板切 45度角製作，手工平
整度，切割整合的邏輯。

2 平衡 不同形狀幾何量體之組合 幾何、組織、平衡、手工

3 物件放大
選定小型物件 (如磨蕊器、螺絲起子⋯)
以片狀結構組成並放大，不用膠水

造型邏輯、組構、 手工

4 2D轉 3D 將 2D圖視為平、立、剖面，建構 3D 不同向度轉換

5 文本 /空間 文本涵義轉成對應的空間 意義與空間的連結創作

6 橋 /塔 垂直水平構造、動線安排 力學、連結、故事性

7 工作室 物件轉化、人體尺寸 創意轉化、生活空間

圖7 「工作室設計」，從事物轉化發想，加上人體尺寸，產生了生活空間。

表1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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