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紫德   
中正高中教師

青少年的
城市探索
從空間漫遊與生活相會

 注 1
 

文／蔡紫德

如果即便長大成人，

還是能保持像孩子一樣的好奇心，

那該是多棒的一件事。

小時候請教別人的問題，

現在如果自己去探究，

想必能有無止境的新發現吧。

松浦彌太郎《今天也要用心過生活》

教與學建築，不是等到進入大學建築

系裡才開始

當孩子的通學路途描述成了捷運站點的連

結，上車、低頭、下車 ...小小的手機螢幕，

取代了我們年輕時隨著公車搖晃的車窗外風

光。存在記憶中的台北書街已不存在新世代的

腦海，在一次課程討論中，學生以迷惘的眼神

回答：「老師你說買書的地方？博客來？誠品

書局？」在變遷與遞嬗之中，如果問我策劃空

間旅遊的目的，我想：「是藉由建築中的複雜

多元，帶著孩子重新發現、思考、關心我們的

生活。」

帶高中生看建築，乍聽之下似乎只能探究

建築表面的美好，但也因為他們旅遊的目的並

非為了發展設計創造的基地，無須考核能否對

建築師如數家珍，反而可以藉由不同性質、機

能的建築旅程安排，引導其發掘空間當中的複

雜與可能性。

這樣的城市空間旅行，淵源於一場校內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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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的「城市思考」選修課程，校長大膽提議：「何

不讓老師帶學生走出教室，前進日本。」這個提

議引發參與設計課程的教師，一個共通想法：「教

育旅行的目的，是以旅行的步伐，進行書本無法

驅動的思考與感受。」我們期待這一場教育交流

是以「東京城市的多面性」為課程主題，「設計

型思考」成為教學模式、「旅行計畫」成為教學

步驟，「都市」成為課程焦點。不可諱言，這樣

的旅程承載了不輕的學習目標，但也展開了不同

於課堂之上的學習可能。今年一月，第三屆中正

高中的東京城市教育旅行圓滿回國，而孩子們的

空間思考卻也隨著旅行結束進入第二階段。

因應專題課程的面向，行程規劃出東京之旅

五個充滿野心的子題注 2，一方面期待融入教學、

一方面也要避免走出教室後，卻又踏入導覽機的

講授制約中。儘管誘導孩子們在旅途上自主探索

是重要的，但動輒三、四十人的高中生教學旅行

團，其中有許多是第一次出國的十五、六歲青少

年，如何顧及學生安全與自主學習的界線，成為

我們第一個挑戰。其二，如何引導長期習慣坐在

教室內聽講、照本宣科學習的學生，能在空間中

探索未知，同樣是旅程前後，課程設計教師必須

思考如何突破現況，協助學生翻轉學習模式。

連續三年來（2012-2014），我們已經能從第

一屆堅持每日連貫式主題規劃，到第二屆開始融

入自主學習行為的引導，到第三屆彈性規劃講述、

1

1.  學生實際體驗三鷹天命反轉住宅得建築師所說的：「住戶將會學著想辦法解決。用意就是喚醒直覺，

讓人活得更好、更健康、更長壽。」圖片為學生試著使用空間中懸吊的問題。（作者攝於 2015 年）

2.  轉載於三鷹天命反轉住宅 FB，學生驚奇地體驗不同於日常的空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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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觀察、探索、思考的疏密安排，我們為高

中生的城市建築之旅，開啟了實行上的一些可能

性。

一、各自獨立卻具串連性的參訪行程與隨身

指南編撰

考量中學生有限學習時間安排，整理行程規

劃由教師搭配課程規劃，以日為單位區隔子主題，

並串連不同獨立對象，或安排觀察走讀、體驗交

流或小組獨立活動。而對於參訪空間的書面資料，

則轉化為隨身指南，讓學生在出發前後自主閱讀；

從第一版至三版的手冊，除了既有的空間資訊，

更顯著增加觀察提示與思考引導筆記。若論指南

資料是否會降低學生自主查閱的動力，也權衡中

學生出訪前後高密度的學科課程，我們還是期待

學生能將心力放在行程投入中，以過程實際引導

與互動編排的巧思，激發學生因為興趣而主動閱

讀與反思的動力。

二、具安全性的自主行程

我們一直期待能在高中生教學旅行中規劃出

個人 /小組的旅程規劃，當中可塑性、便利性與安

全性的地點成為我們首先考量。東京的地鐵系統

四通八達，但中大型樞紐的站體有指向與集合困

難的顧慮，主站體較小且出口單純的原宿站成為

我們的最終選擇，而兼具東日本 JR線及東京地下

鐵（Metro）的網絡，使學生在時間內可拜訪的腹

地擴大。

行前討論時，難免發現高中生資料收集來源

仍集中網路、密度不高的二手資訊，即便參看旅

遊書，仍侷限在知名餐飲與觀光景點（如明治神

宮、竹下通、可麗餅、拉麵店⋯等），但以另個

角度思考，如果能將這樣的討論聚焦在「如何閱

讀地圖、了解區域的交通關係」的引導，如此學

生既有完成個人目標的成就感，也能在過程中勾

勒出空間關係。

三、適度的交流與聆聽

中學生的國際交流，通常是同年齡學校間的

互動，我們嘗試在旅途中聯繫一些對城市與建築發

聲的團體，讓他們與學生互動，我們可以觀察到，

當聽講的對象變化時，孩子們變得更加專注，三

鷹天命反轉住宅與 SHIBAURA HOUSE成為我們這

幾次積極合作的對象，除了充滿個性的建築衝擊

外，兩個建築扮演的角色也讓孩子有了許多思考，

實踐「愈動愈不老」的三鷹天命反轉住宅，與思考

社會生活變遷中自我可能改變力量的 SHIBAURA 

HOUSE，不約而同地帶給學生身體感知與社會角

色的思辨。

而除了安排參訪單位交流外，我們也會在特

定地點邀請在地或旅日人士與學生對談，輕鬆的

在異鄉的角落分享互動，相信是彼此深刻的記憶。

四、從五感到探索，從探索到思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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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美感教育實驗時，曾對不同階段的學生

學習作了基本區分，倘若國中階段發展了學生發

現的敏銳力，高中生便能開始建立觀察與思考的

能力，這些都能作為未來大專階段發展專業的基

礎。

觀察引導，是我認為高中生空間旅行中最重

要的！

很多觀察的模式，或許我們想像起來很容易，

但學生真正操作起來，卻可以發現相當多困難的

地方！即便來到著名或精采的空間中進行探索學

習，孩子看似認真，卻不一定能有我們預期的收

穫，如何階段性的（「五感─探索─思考」）達

到觀察思考，並且能有具體的思考方向，端看教

師適當的提問與操作引導，這部份的可以用下述

的經驗分享：

東京車站旁的 KITTE大樓
這本來應該是一個很好的空間質感參訪對象，

除了原研哉先生精采的視覺設計，隈研吾建築師

一如以往在材質質感上作了精采呈現，我搭配美

感教育的質感實驗活動，試著讓學生們觀察收集

這棟建築具有的質感，當題目出現時，孩子們這

才發覺這棟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每層樓也充滿

了多元的變化，我們在回國後花了一些時間進行

分享討論，卻發現孩子們剛開始整理資料時，即

便拍攝齊全也無法好好的描述這些質感，這群高

中生越認真，越習慣投入大量的形容詞嘗試描述，

整個文章反而顯得浮誇，一週後，我們讓學生的

3.4.  作者與旅日的六本木藝廊經理

羅苓寧小姐，在六本木東京中

城草地上，與學生討論都市更

新帶來的改變。（黃詣峰老師

攝於 2013 年）

5.6.  學生與關心社區問題的芝浦地

區廣告制版公司—SHIBAURA 
HOUSE 交流，並參觀由妹島

和世設計，充滿開放與穿透感

的建築。（作者與陳怡錚老師

攝於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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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製作一部簡單的靜態影像繪本（使用 Adobe 

Voice），學生一板一眼仔細的，卻又好像晚點名

一般，把一個個材質咬文嚼字的試圖平實敘述（聽

起來好像有些衝突，但的確是如此）。

但如此一來，我們又發現孩子們忘記這些材

質整體營造的氛圍了，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時刻跟

他們討論，你們覺得這棟建築的質感到底扮演什

麼角色？有的孩子說這棟建築既現代又古典，那

麼現代是什麼？古典又在那兒？那些在平時容易

被行人忽視的壁面質材，在學生反覆思考中顯現

了他的特殊目的，也讓學生很自然的開始思考幾

何的空間線條，與現代之間的關係。

一樣的例子也在孩子們觀察空間裡的人物中

出現，學生們在毫無頭緒，卻一一羅列的人物影像

繪本中，發現自己應該對自己提問：「老師提出

的問題是希望我發現什麼？我找到的這些訊息彼

此間有什麼關連？我應該刪掉哪些？保存哪些？

如何陳述？」這些觀察細節或許對於大專階段專

業的建築學子不值一談，但在高中生空間的探險

中，卻成了最好的實驗提案。

今年的教學旅行，我和我的夥伴在每天一早

提出今日觀察主題的建議選項：「踏入一個空間」

讓孩子觀察空間中的時間性、用相同範圍中的「人

群記錄」思考空間與人的關係⋯我們盡量減低操

作的複雜，期待孩子從簡單的細節發覺可能性，

進而對空間真正產生興趣，現在的學生總是羞於

在全體同學面前慷慨直言，卻能透過數位媒介的

引領暢所欲言、反覆修正，放慢角度對學生的進

步予以鼓勵是教師扮演引導者最應該注意的！

後記

綜觀整個旅程經驗，陪著學生反應不斷討論

修正，是我與合作夥伴在課程規劃上能不停延續

的原因，從剛開始難以割捨的塞滿行程，到近期

能適當的觀察學生反應與需求，引導孩子靜心觀

看習以為常的日常，從而發覺平凡的可能，即便

現實與時間的考量讓每次行程上有許多的不完美，

但是，如何在六天的時間點燃學生的好奇心，重

新對生活提問，思考很多很多的「為什麼？」，

總是會在很多事後發生的討論中找到喜悅之處，

就像我們曾在東京中城的草坪上，一邊討論都市

更新對六本木產生的變化，好奇的孩子一邊東張

西望，指著公園的遊具說「老師，這個設計對象

感覺很成熟耶！」，當他們願意思考到城市設計

中的使用者需求，彷彿我們的未來環境也產生了

更多的可能性，那些埋藏在 15、6歲孩子心中的

可能，就像一棵種子般，必然在未來的某一個關

鍵時刻萌芽。

一段城市旅程，也終是一場特殊的記憶，它

可以點亮許多生活的色彩，保持像孩子一樣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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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心，自己去探究，不只是這些青少年，甚至是

成人的世界裡，旅行也會是自我教育的一段重要

時光，在城市與建築中生活，感覺到什麼，也將

是這場旅行最美好的回憶。

注釋：

1. 本文 2015年 3月 17日完成於台北，首次發表於《臺

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第 78期。

2.我們的行程規劃共計五個主題課程：

  第一日：創新與傳統（2K540、合羽橋、淺草雷門、

淺草觀光文化中心、晴空塔）

  第二日：前瞻回顧與文化再生（湯島、谷中、中

銀膠囊大樓、汐留、銀座日比谷區、東京車站與

KITTE、萬世橋）

  第 三 日： 城 市 發 展 與 都 市 轉 化（SHIBAURA 

HOUSE、 東 京 中 城、Design HUB、21-21 Design 

Sight、六本木之丘）

  第四日：住居觀察（代官山、吉祥寺、井之頭公園、

三鷹天命反轉住宅）

  第五、六日：自主學習與觀察

7.  學生在根津神社中嘗試以影像捕捉

空間移動中的質感變化。（作者攝

於 2014 年）

8.  在日比谷公園，學生嘗試以數位工

具捕捉視覺外的空間聽覺訊息。

（作者攝於 2014 年）

9.  學生以接力合作的人工廣角速寫方

式，捕捉東京車站建築的線條。（作

者攝於 2014 年）

10.   於營業前參觀平田晃久設計的代官

山猿樂，體驗高低錯落空間中，人

與人的互動感。（作者攝於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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