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我不在學校，
就在往學校的路上
一段設計學習之旅的行程記事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之所以如此命名，與我們想像的設計專

業有關。傳統空間專業分類面臨知識片斷化與專業技能工具化問題，

專業之間壁壘分明，藉著物理性空間的差異定義專業邊界，各自牢固

專業權力版圖，利益競爭多餘合作結盟，專業背離社會與資本炒作連

成一氣，自絕於社會與公共利益漸行漸遠。我們認為專業範疇不應如

系所名稱一樣一成不變，專業的概念應是流動的、無一定邊界的。因

此，空間設計這個名稱超越既有專業分工與執業想像，可大可小具有

彈性，可謂一種設計專業的通才教育取向。

課程架構以設計課作為核心，輔以理論及技術，分成兩個模組，

影音與展演。所謂影音，數位工具應用與思考為核心，所謂展演，以

參與式設計為方法，社區營造為其實踐取向。其課程架構與定位如表 1

所示。

大一主要課程包括：「基本設計」、「人因工學」、「空間體驗」、

「空間圖學」、「立體構成」。「人因工學」主要發展並建立人體尺

度概念，尤其討論特殊尺度與載具的關係，例如銀髮族、幼兒、孕婦

以及其他行動不便者的需求，載具則是從穿戴裝置、輔具、家具至空

間，逐一放大。因此，尺度不是統計的數字，而是需求的反應。如果

說「人因工學」討論的是使用者的物理性需求，那麼「空間體驗」即

是討論社會性需求。透過身體與感官的解放、延伸、試驗，延伸至不

同社會位置的扮演、反串、模擬，以重新組織學生的空間經驗。「空

間圖學」著重實體空間的平面與幾何再現，是 2D、3D空間感知的轉

換。「立體構成」是比例美學基本訓練，從點線面延伸至量體的處理。

「基本設計」在個人與團隊合作間尋求平衡點，促使學生彼此互助溝

通以減少生疏感。例如想像個人生活空間的集體改造，融入合作設計

的概念，空間主體不是只有「我」，而是「我們」，透過大比例模型

製作，讓學生即早適應模型製作與空間尺度。

文／郭一勤

郭一勤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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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創意型
態設計

引導創意思考，開發設計創作的潛能

關注抽象思考與具象創作的可能

發展解決問題的相關方法與知識

一年級

探索人體基本尺度與空間關係

解析空間元素、構成尺度與人群活動關
係

培養空間實踐基本技能

學習空間實踐相關知識

關注室內空
間設計

學習空間氛圍的構思與具向操作之相關
技巧

掌握空間物件與人體尺度的關係

提升住居與零售空間之創作的實踐能力

二年級

探討空間機能與活動行為的內在法則

學習數位化的設計表現技法

探索實質空間建構之構造與媒材

結合環境之
空間設計

補強地域文化的思考

培養空間實質建構與解析能力

掌握 3D數位設計與情境描述的能力
三年級

加強對於地景環境之自然環境與人文涵
構的解析與議題思考

掌握內在之空間秩序與外顯之空間美學
的表述

整合設計技
能之創作

四年級

以發揮個人設計潛能為目標

強調空間專業設計能力之綜合展現

作為就業或升學之銜接準備

圖1 大一跨校基本設計課

表1 各年級的設計課程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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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大二空間設計課—實體構築

圖3 大三空間設計課—藝術介入空間

整體而言，大一課程的核心價值是「我」的

再認識，大二則是「我們」的組構。大二的主要

課程包括：「空間設計」、「施工圖」、「當代

藝術思潮」、「東方空間發展史」、「劇場環境」

等。「施工圖」是材料特性、質感、限制的組合

表現，中介了設計與實踐，是設計意念的語言整

合系統。「當代藝術思潮」與「東方空間發展史」

是一組相對概念，「當代」意指現代、反應了「西

方」為中心的觀點；「東方」則是討論在「現代」

被忽略的亞洲及中東。「劇場環境」通常與臺南

的劇團合作，視劇場為一種意義多元複合的空間，

全班分工完成劇場表演，反而是最能觀察學生潛力

的課程。「空間設計一二」將空間經驗從自我延

伸為家庭，家的改造是最常見的課題，多元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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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關係、宗族組織⋯是對家的再定義。此外，

「空間設計一二」也強調實體構築，透過與技術

匠師的合作授課，重新認識老祖先的智慧，運用

竹子、夯土、木料、磚瓦或其他軟材料，一方面

與基地、結合，同時回應綠色建築的基本思考。

大三課程核心為社區意識。「空間設計

三四」、「環境視覺設計」、「環境心理學」、「參

與式設計」、「家具設計」。「參與式設計」強

調身體機能以外，空間意義的意識化過程，將空

間想像的角色、劇本適度留白，是社會公平正義

的基本認知。「環境心理學」著重人與環境的關

係，指涉的不僅是實質環境，也包括社會文化與

脈絡，包括環保、文化、性別、族群、部落、生態、

政治、經濟、、、等，核心價值仍是人的關懷，

透過環境議題的討論，作為空間專業者社會責任

的思想武裝。「環境視覺設計」以都市意象為肌

裡，討論空間、時間與建築的構築，建築的複雜

與矛盾。「空間設計三四」以社區 /社群為尺度，

強調真實的基地以及社會議題的結合。例如：以

臺南市鐵路地下化為前提，討論以西醫為概念的

都市縫合，是否真能促進都市生活的品質。因此，

藉由中醫將人體看成是氣、形、神統一體的概念，

在鐵路沿線置入新的機能以活絡都市環境。或者，

以平實營區的都市更新為前提，思考營區空間再

利用的可能，對照了市政府的更新計畫，以比較

不同空間策略間的差異。

大四課程核心是全球化與綠色環境。「畢業

設計一二」、「景觀生態專題」、「綠色環境專題」

是主要課程。「景觀生態專題」著重土地倫理所構

築人文景象，地景這個概念或許更為貼切，它是

人與自然關係的總和，也討論人與環境的共生生

態。「綠色環境專題」強調綠色環境的科技取向，

透過技術、設備、科技，如何營造維繫綠色環境。

「畢業設計一二」強調多元化，學生依興趣訂定

議題，設定設計條件，完成一年的畢業設計。幾

年下來，動畫、遊戲場景建構、裝置藝術、表演、

空間設計、商品設計等類型都曾出現，雖然仍以

空間設計類型居多，但鮮少只做室內題型。此外，

畢業展一直是畢業設計一部份，學生組成畢籌會，

收費、協調場地檔期、展場設計、交通運輸、評

圖及演講邀請，都是學生自行運作。從學習角度

來說，這堂課尤其重要。它彰顯了合作的意義，

管理也被管理，透過和議機制解決紛爭，這過程

往往是學生畢業印象最深的一部份。

圖4 畢業設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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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課、理論課相輔相成之外，從大一開

始，每學期均開設數位工具課程，包括：「電腦

概論」、「電腦輔助設計」、「數位影音製作」、

「多媒體環境設計」、「電腦輔助進階設計」等，

AutoCAD、3d模型、排版、動畫都是必要的工具

訓練，其中隱含了工具理性的思考，當然也有盲

點，過多幽靈、唯美的畫面，往往掩蓋了空間最

基本的價值，使用。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系是通過教育部科系

評鑑，列為甲等的科系。這表示我們通過了書面作

業的考試，得到技職高等教育的 GMP標章。但有

趣的是 GMP標章並不能保障台灣的食安問題。我

們可以訂定合理、理想的課程架構，卻無法保證

這些課程適用於不同學習主體，換言之，教學或

課程並非為一學習途徑，創造一個好的學習環境，

誘發學生主動學習動力，總比把學生放在象牙塔

裡有意義。因此，以下例子或許值得進一步討論。

一、單一學校不再是唯一的學習單位，跨校

的合作、資源分享更顯重要。例如：這兩年，基本

設計課程嘗試與成大、南應大合作，共同命題各

自操作並一起分享成果的作法，類似「設計擂臺」

的作法，重點不在誰撂倒誰，而是既為對手又相

互加油支持，有助於學習意志的提升。又如今年

本系承辦的全國室內 /空間設計科系學生競圖，循

例將參賽資格侷限於室內 /空間設計系學生甚為可

惜。其實平台應可再開放、再放寬，鼓勵更多學

子參與，用更多的友誼取代競爭張力，畢竟我們

要面對的不只是台灣市場而已。尤其近期中國主

導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AIIB）設立，這是積極

在全球擴張的中國資本，透過制度性體制建立，

挑戰美國在戰後的布雷頓森林中確立的世界金融

霸權秩序。台灣是否進入如何進入亞投行組織涉

及兩岸間特殊的政治關係，進退之間需要高度政

治智慧面對，但空間專業者仍然必須面對可能的

各種挑戰以及資本與市場全球化的事實，光靠我

們自己打造的文化創意產業的頭燈，是看不了太

遠的。

二、學校與地方政府、社區、NGO組織的跨

域合作應再加強。各式學生工作營隊，如：嘉鄉

築義、大專生農村迴游計畫、台南築角、搭呼爽，

蓋理想 --農村勞動新時尚、、等活動，結合了社

區營造、勞動假期、夏令營、工作坊幾個概念，讓

學生進入社區貼近土地靠近人們的參與環境營造，

作為參與式設計的具體呈現。只是受限於時間、

預算以及構築技術經驗的欠缺，成果難免打折。

但我們仍然認為年輕學子應與台灣的社區營造連

結，從景觀、建築、都市設計、文化創意等面向，

參與台灣地景的改造歷程。重要的，倒不是學生

可以為社區留下什麼，而是可以把學生留在社區、

留在農村。因此，那個稱做「學校」的地方，必

然是學校以外的地方。

三、業界實習已然制度化為課程的一部份。

實習不是提供廉價的勞動力，也不是設計公司的

負擔。因此，學校與實習單位需要密切聯繫成為

伙伴關係。尤其，私校學生依賴藉助助學貸款完

成學業，打工賺取學費成為普遍需求。實習制度

如何與學校課程接軌，需要更多案例研究。近來，

有些事務所事先提出實習計畫，以公開徵選方式

決定名額，讓學生主動參與爭取，不失為一參考

機制。

最後，我們認為空間專業者的養成需要長期

計畫，面對生活、投入生產、尊重生態，是我們

想像的三項重要構面，是一輩子的功課，學分可

數，但設計是一種人生態度，學校終究是渡人一

程的機制之一，我們期待學校在學校以外的地方，

遍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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