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科技大學自1912年創校時即有建築養成教育，迄今已經超過

百年歷史。對於建築教育課程，基本上是傳承以往建築人的養成方式

並結合最新科技與技術學門，其中設計實作教育一直以來是系上建築

設計課程的主軸。以設計課程為本位搭配多元的橫向課程安排，是呈

現主軸課程之全方位訓練。

大一設計，是建築新鮮人初次表露才能於建築課程之中的萌芽階

段，對於第一年如何找出自我在建築領域上的才能，這是萌芽時期的

初開始，也是引發同學找尋自己與建築的適切性之方式。因此建築設

計系列課程的初教育，就格外的重要且需要完全個別化之思維教育。

初露階段是建立建築應有的「基礎」，例如美學、邏輯、人體工學、

尺度、架構、2D轉化空間等，然而建築教育課程方針中，「實作哲

理」最能襯托出建築技術之藝術，也是北科建築課程系列中最重要特

色其一。

體驗紙上建築，不如實際作出建築。這對於訓練學生在空間尺

度，以及概念模型轉化成實體是非常有效率的細膩思維教學方式。臺

北科大一年級學生，整學年度課程皆有實作之內容，分別由上、下學

期進行，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安排課程的難易程度。另一方面是「思維

創造」插花式教學之融入，近年來，台灣對於藝術的展覽多元且多

面，大一設計課程中，因應設計課程內容之需求，帶領同學從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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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參觀各面向的設計思維，提出設計相似度之

思維探索，讓學生了解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與發現

問題，並用異思維方式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設計作品展現」臺北科大於大一開始，

設定年度設計展覽，主要是因為在這大一的萌芽

階段中，學生們的作品都是最直接，且最能表現

個人特質時期。根據2013年學生們的表現，家長

不但能夠直接體恤到學生們對建築之熱誠狀態，

學生們也因此更能確定，建築與生活是不可分的

社會現象呈現。建築能否有趣且在大一生之自信

與自我評量可獲得表態，因此計畫性之「實作哲

理」、「思維創造」與「設計作品展現」皆是北

科建築設計『初露』教育之課程安排系列計畫

內容，再者學生們也同時可以預想未來之『出

路』。

種子背景

臺北科大的學生來源主要以國內技職體系學

生為主，近年來也有高中生及各國外籍學生選擇

本校建築系，儘管來源背景大不相同，為避免基

礎能力不同所產生的落差，以目前的設計課程規

劃具有相當的彈性，小組教學核心中以指導老師

對學生個別引導在單一主題下的不同設計方向，

盡量讓每位同學能發揮其個人特質展現設計能

量，並有足夠時間補強學習其應具備而未具備的

能力落差，整體而言，設計課程是緊湊的，充分

具有挑戰性的學習過程。

五官異質性

在課程安排中，同樣議題進行操作，90%會有

想法類似的同學，因此為了學生特質性的探索，

初教育會安排從五感體驗然後到建築之課程。我

們面臨的大一生很多都沒有受過繪畫技巧的基

礎，但我們認為這是反而是擺脫匠氣最好的表

現，圖面不見得一定有技巧或是理論背景，但確

定有個人特質，因此沒有所為的答案在圖面上，

如同個人簽名之筆跡有著一定的辨識性。

當探討到數位電圖是否適合於初教育時，我

們認為認識建築設計不一定要從數位電圖開始，

應該從認識自己與觀察環境的議題作為出發之課

題。因此在大一的設計教育初期，五感異質性

課程是課程的重心，例如用聽覺分析音樂，再用

視覺轉換音樂特性，從個人繪圖中找到特質或是

從音樂中堆疊立體的模型。讓學生啟發五官的特

實作課—嘉年華

實作課—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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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管橋

實作課—竹藝

折板

竹藝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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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觀察自我五官區域的變化之異質性。因此建

築訓練初期若一開始以電繪方式，可能會失去學

生對自我了解的機會。

實作

剛掀起平板數位風潮時，幼兒對於很快就

能使用平板數位的議題常常聽到，幼兒感到平板

數位從平面中會有變化，感到很有趣，因此從會

點、會滑、還會用簡單的方式操作遊戲，都難不

倒幼兒肢體在操作上的阻礙。當他們知道只要會

點、會滑等簡易操作後，就可以變動數位畫面，

因此會將這個動作直接轉換到電視螢幕、書本等

平面的方式上。但是這對於腦中之思維以五官肌

肉創造能力是比較無法直接達成的訓練模式。因

此建築教育過程中，應該需要有思維與實作馬上

執行呈現的課程，同時也是最能記憶深刻與最直

接呈現的方式；但是這樣的創作訓練常常是讓學

生陷入思維痛苦的過程。當大一同學有個很好的

想法後，在執行面上就可能陷入無法實作呈現的

困境，因而作品在思維與技巧上是無法同步呈現

在作品上的。就是因為如此才更需要實作的訓

練。讓思維與技巧的差距降低，往後對於數位技

巧的加入訓練，才能想像與實際面達到接近的目

標。由於實作常常不吸引學生，因此以趣味的遊

戲方式讓學生接觸建築，這是啟發學生們對建築

興趣的方法，目的就是讓學生測試自己對建築的

喜好度。臺北科大一直以來都有配合社區嘉年華

之遊行，讓學生從材料特性了解實作完成是不容

易的，再者竹的議題或是都市空間意象與兒時彈

珠台遊戲之題目，都是實作執行訓練等方向。實

作設計的確讓大一學生非常忙碌與勞累，但當他

們的作品完成過後，臉上會直接反映學生們對建

築設計的喜好。實作作品，是將設計概念以實際

尺度與材料呈現，從作當中了解縝密的計畫與構

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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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

成，在空間內都能呈現。對於同儕默契與團隊合

作之整合，都是最直接的執行訓練。實作設計置

入於大一開始是個非常適當的建築啟蒙教育。

雙手邏輯+橫向整合課程
大一學生是初次表露自我才能於建築之重

要階段，對於第一年萌芽時期，該如何在課程安

排。讓學生們很快的就能進入建築。在建築設計

的系列課程當中，萌芽期是建立建築應有的基礎

層面，手繪建築與雙手製作模型是課程堅持的方

向。另外一年級除了設計課程，其他的課業也相

當忙碌，整體課程規劃若以設計為主軸，橫向專

業課程皆需支援輔助設計課程。雙手邏輯+橫向整

合之課程系統，是北科建築萌芽階段的整體課程

之方向。上述所提的實作設計是設計課程系列中

最重要特色之一。因此整學年度課程都有實作設

計設成，分別由上、下學期進行，課程的難易程

度，皆以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因為重視雙手邏

輯，課程中例如板微折紙議題，讓學生用雙手邏

輯摺出空間。另外漢字美學的漢文邏輯，讓漢字

的架構之運用於空間。

啟發動能

建築須具有觀察力、分析力、聯想創造力⋯

等，說不上來的多種力量結合。臺北科大建築之

設計啟蒙教育，是以設計教育為核心，橫向課程

為協同之教育目的。建築設計系列課程之基礎

建立，基本設計訓練及美學、平面與三維空間的

構成、創造思維與機能組織、作品呈現、材料與

構築、討論、請益、學習。從實作為思維的設計

課程，多的是為了讓學生訂定自我養成的能力基

礎，自我特性的發展。從雙手邏輯動手實作，課

程教學中會自然的對學生說明每個設計環節之思

維與執行之重要性。大一設計課程可說是對建築

初露之接觸，更是建築出路的必經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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