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玩中學 搞創意
做個有溫度的室設人

一、系所規模與課程

中原大學設計學院是國內第一個跨系整合的設計學院，擁有充沛的校

友人脈及產學資源，更融入關懷社會的理念，放眼國際、在地落實，提供

實現永續關懷理想的學習環境。設計學院中的室內設計系（以下簡稱「中

原室設」）是國內第一個成立的室內設計系，也是唯一兼顧理論、實務、

生活美學及社會參與的室內設計系。好的環境除了應具有機能性，也要滿

足人類的精神、美學需求；「中原室設」不只能讓生活空間更美好、更宜

人，還肩負著引領與創造新生活風格的重責大任。

「中原室設」目前大學部學生共有 4班，研究所分碩士班甲、乙兩組

及碩專班一班，學生總人數約 340人。「中原室設」的師資來自英國、美

國、德國、日本及台灣自行培養之博士班及設計人才。教師群均學有專精，

兼具全球視野與在地經驗。近年來，為積極維持高品質設計教學，廣泛延

攬畢業生回校任教。也曾與維也納、伯恩、舊金山、香港、新加坡、中國

北京、廈門、福州、泉州、武漢、成都等地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或交換學生。

每年邀請國外學者蒞系進行講座及師生出團歐、美、日、泰、韓、新加坡

等地見習參訪。

「中原室設」肩負引領臺灣室內設計思潮與設計方向的責任。針對銀

髮族、單身、弱勢等族群的健康環境、通用設計、服務學習課程；針對觀

光發展的文創休旅，以及針對照明、色彩與敘事的展示空間設計課程等，

都是為未來重要趨勢所規劃的課程。

「中原室設」學生能力指標之訂定，不僅為了充實學生學術專業知

識，同時也希望賦予學生獨立思考、創新應用及實務發展的能力。與國際

先進國家相同，室內設計師應具備一定之核心能力，「中原室設」依此需

求擬定以下 6項學生核心能力： （1）環境永續創新能力；（2）設計實

務執行能力；（3）室內構築與規範應用能力；（4） 室內材料與產品應

用能力；（5）設計理論與發展能力；（6）溝通與表達能力，綜整如圖 1、2。

文／倪晶瑋

倪晶瑋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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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班教學  與全英語授課的設計

課（design studio）
「中原室設」的設計課（design studio）課程，

強調「多元多師 、「小班教學 的「師徒制 教育；

上、下學期皆有不同的設計課授課教師。每位設

計課教師，原則上最多教 8位學生，保持與學生

間的緊密關係。因此，在老師與學生間，除了室

內設計的專業教學外，也是師徒交心傳承的直接

途徑。這種一年 70位專、兼任教師「小班設計教

學  的授課陣容，除讓學生體驗未來面對各種不同

類型業主的情境外，更創造學生在全國性與國際

性學生競圖中連年奪魁的佳績。

「中原室設」是一個專業導向的應用型學系，

學生之培養與理工科系、法商科系不同。學生們

須「理性」、「感性」能力兼備，須「理論」、「實

務」均識，須「IQ」與「EQ」兼具，須「分析」

與「統合」思維共存，須「創新」與「落實」執

行力兼具。這樣的科系在「教學」與「教學環境」

上，自與其他科系不同。「中原室設」自創系以來，

在校方既有的支持下，雖有小成，但面對網路資

圖1 六大核心能力：大學部課程對應圖

圖2 六大核心能力：研究所課程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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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及社會發展快速轉變下，造成的新世代生員的

「質變」、2015年「少子化」的「量變」與大陸

市場崛起後的國際化現象，「中原室設」的設計

課教學需同時有「漸進式」與「跳躍式」的成長，

才得以因應「世界」與「市場」、「職場」的轉變。

因此，為增強學生競爭力，「中原室設」自 103

學年度起，加入全英語設計課教學、漢象就業學

程及國外實習機會。目前，全英語設計課教學（兩

至三組），除堅守設計課「小班教學  的既有原則

外，更逐步配合學生的進階成長，由一年級起，

逐步安排進階性的全英語設計課。亦即，104學年

度起（每年級增為三組），除提供一年級全英語

設計課外，也開設二年級全英語設計課；105學年

度起則開設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全英語設計

課；106學年度起，則可達到四個年級每個年級均

開設全英語設計課之目標，循序漸進培育出台灣

第一批可直接與國際接軌的室內設計師種子。

三、「起始性」的設計體驗

對學設計的大一新鮮人而言，體會設計「發

掘問題」、「解決問題」的本質，遠比走入精品店

購買流行時尚商品更重要，即便「室內設計」與時

尚有著孿生兄弟般的密切關係。一反「中原室設」

帶著大一新生出國進行「體驗之旅」的傳統做法，

自 102學年度起，「中原室設」響應「看見台灣」

齊柏林導演的呼籲，帶著全系 60多名新生，加入

設計學院「Fomorsa 人文地產景」的「起始性」認

識台灣、體驗台灣之旅；由「看見問題」中，結合

四系師生，找尋跨領域的合作與解決之道。本土

的、「起始性」的設計體驗，為年輕的設計新鮮人，

注入一顆集結集體智慧、共同合作解決問題的「起

始性」種子。此外，設計學習若不及時加以應用，

學習者常不能「學以致用」。「中原室設」的「起

始性」設計體驗，除落實在政策性的移地教學課

程中，也常在校級活動中「學用合一」，甚至創

2014年德國紅點獎Red Dot  Honorable 
Mention Award：陳怡君、葉郡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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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九屆全國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 金獎：謝郁生、鄭銘慶

2014年第八屆全國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設計大獎：李佩瑾、 曹惟婷

2014年第八屆全國大學院校室內設計
系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 金獎：蔡佳
穎、黃靖詒

2014-2015年第三屆特力家居盃全國室內設計競圖大賽 首獎：董伊軒、李虹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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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全校第一的佳績與榮譽：啦啦隊比賽冠軍與最

佳創意獎、母親節合唱比賽冠軍。

四、「總結性課程」與畢業設計

「總結性課程」扮演著大學設計學習總體檢

的重要角色，檢視學生學習成果是否達成學校與系

所設定之目標與核心能力。國內現行室內設計課程

評量方式主要依學生「學習過程」及「學習成果」

二方面加以評量。「學習過程」主要評量學生的

平時表現；「學習成果」則透過評圖制度的建立，

由指導老師與外聘老師共同進行對學生作品的意

見交流與溝通，學生也因此獲得更多元的學習。

之後，再以評圖的結果作為評量學生的依據。具

體而言，「學習過程」強調學生學習態度的積極

表現、互動性及自我發展，並評量其是否能整合

相關知能，成為前後連貫的、有系統的知識，既

著重理論也兼顧實務。「學習成果」則強調學生

學習過程完成後的成果表現。目前，「中原室設」

採用開放式的設計評圖制度，由學生以口頭表達畢

業設計成果，並進行與校內外評圖老師間的溝通、

答辯與討論。學生可透過評圖老師們所提出的批

評與建議，獲得「整合性」與「總結性」的成長。

「畢業設計」是檢核學系核心能力養成與否

的「總結性評量」課程，也是學生大四畢業前必

修的一門室內設計課。因此，每位學生都必須透

過這門課程檢核其核心能力之達成度。從表 1及

表 2呈現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學習成

效指標與核心能力」之關連性，可知預期檢核的

六大核心能力，被分為五項學習成效指標，落實

在相對應的課程主軸中，成為學生基本能力養成

的重要基礎。

五、做個有溫度的「室設人」

「中原室設」積極培養學生具備「整合性」

的、「全方位」的設計思考與設計實務執行能力，

期使畢業生能與專業實務接軌，服務社會與人群。

故在大學部三、四年級設計相關課程中，特別讓

同學以 team work方式，進行不同設計議題的操作。

「畢業設計」不僅是一個設計案，也是一個「專

案」（project）。因此，課程目標除培育學生專業

能力外，更注重「整合性」、「全方位」統合思

考能力的養成；藉由讓同學以 team work進行的「專

案」，學習如何與他人共組團隊，合作解決設計

問題，使其了解專案各分項間的管理與協調的常

規與細節。

此外，雄厚的照明設計師資及校友群是「中

原室設」之光與亮點；「色彩照明中心」與「文

創休旅中心」的產學合作資源，更是學生鏈結產

學的孕育場所。學生走出校門不管就業、國內或

國外深造，遍及業界與學界的校友群，都是畢業

新鮮人的最佳守護者。「中原室設」玩中學、搞

創意，培育學生成為一個「有溫度的室設人」。

2014年中原大學設計學院 「起始性」體驗之旅：Fomorsa 人文地產景

10 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   201507

台灣
室內設計
教育       年30



學系能力指標 與 教育目標之對應  (「●」表主要關聯，「◎」表次要關聯 )

環境永續創新能力

設計實務執行能力

室內構築與規範應用能力

室內材料與產品應用能力

設計理論與發展能力

溝通與表達能力

                             核心能力
教育目標

A B C D E F

1.以學生學習為基礎的課程專業教育 ● ● ● ● ● ●

2.以業界共通內容精進專業教育 ◎ ● ● ● ◎

3.針對學生未來執業態度養成的專業教育 ● ● ● ● ◎

學系能力指標 與 學習成效指標之對應  (「●」表主要關聯，「◎」表次要關聯 )

環境永續創新能力

設計實務執行能力

室內構築與規範應用能力

室內材料與產品應用能力

設計理論與發展能力

溝通與表達能力

        　　                 核心能力
學習成效指標

A B C D E F

1.從專業知識學習中獲得設計幫助 ● ● ● ● ● ◎

2.從邏輯思考的學習中獲得設計新思維 ◎ ◎ ◎ ◎ ● ●

3.從設計操作中獲得新知識 ● ● ● ● ● ◎

4.從設計操作中思考解決問題的不同觀點與方法 ● ● ● ● ● ◎

5.團體合作、與人溝通、自我表達能力 ◎ ● ◎ ◎ ◎ ●

2014年「起始性」設計體驗：啦啦隊比賽冠
軍與最佳創意獎，陳偉恩攝

2014年「中原室設」第26屆畢業設計展覽，松菸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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