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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的建築教育中，一年級的設計課扮演了相當獨特的角色。就上課的

方式而言，工作室制度(studio)的學習環境所形塑的小組討論之上課方式，提供

學習者與授課者一種更為緊密的思想交流，個人的思考必須不斷的被提出來討

論辯證；而在工作室中的互相學習中，也讓同儕之間的腦力激盪及競爭天性產

生事半功倍的學習成效。就課程的內容而言，設計思考的學習邏輯除了理性分

析的能力之外，感性上的領悟與創造力的啟發常須採取某些特殊的方式以刺激

學習者的心靈，以突破其刻板印象及思考上的常規，進而探索全新的可能性。

然而，以上所提到的教育環境與一般高中講求效率而採用的單向傳輸知識的學

習環境相當不同，常造成建築新鮮人學習上的困惑，進而影響其學習的成效。

因此，一年級的設計課除了進行專業知識的探索之外，也在開創學習者對於建

築專業學習的想像，並逐漸形成各自的學習模式。於是，淡江建築一年級的設

計課便是基於對這一狀況的警覺而開始課程的討論與規劃。本人在過去六年中

參與大一設計的課程安排及教學，承繼著本系在過去所逐漸發展出來的教育思

考及理念，持續與所有大一設計課的老師們共同探討大一設計的各種可能性，

並於課程中逐步實踐並檢驗成果，大致可歸結出以下幾點來概略說明淡江建築

的大一設計教育。 

 

一年級設計課有以下幾項教學目標：一、認識建築專業的內容，並理解設

計技術及生產技術的創新所帶來的挑戰；二、學習設計的思考邏輯，運用各種

方式開發創意，並培養解決問題的思考導向；三、建立學習的基本方式，並誘

導其自主學習 。以下將概要說明教學目標設定的思考，以及如何逐步實踐而為

往後的建築學習奠定基礎。 

 

一、認識建築專業的內容，並理解設計技術及生產技術的創新所帶來的

挑戰 



建築新鮮人對於建築的學習，往往充滿浪漫的憧憬，以為設計是學習的一

切，忽視了建築具有工程性的本質(這部分以甄試錄取的同學為主)；或是將建

築專業認知為硬體工程，不了解設計所必須具備的思考能力(這部分以指考錄取

的同學較多)。因此，第一學期的設計題目，常刻意尋求兼具形式美學與結構力

學的主題，讓同學們的思考在創作的過程中來回擺盪，再經由上課時與指導教

授的討論過程中，感受到建築專業應兼顧美學及工程的本質。例如「立方體組

合」，以白色模型版製作八個邊長 10 公分的立方體，每個立方體必須型態各異，

且可用卡榫的方式連結組合成一長度 80 公分的長方柱體，水平放置後須能承受

至少四塊磚塊的重量。由於結構承重視基本要求，但每一塊立方體的形體變化

牽涉到美學，所以同學們在學習的過程中自然會在結構與形式中揣摩出可能的

結果，進而發展出足以反映力學的美學形式。此外，近來的同學們從小即與電

腦為伍，虛擬空間的觀念早已養成，但是對於現實生活中的現象反而失去了觀

察的敏銳度。因此同學們在運用各種電腦軟體創作的時候，往往對於空間尺度

沒有概念，不同建築材料(木、石、混凝土、鋼、玻璃…等等)的構築特性也毫

無理解。所以在一年級的相關課程中，一方面由「建築與永續環境概論」以及

「體驗建築」兩門課來介紹各種建築的發展之外，設計課更要求同學們運用各

種建築材料製作作品，以深刻的建立對於材料特性的理解，感受材料的個性，

以期在運用電腦發展設計概念時，對於不同材料的獨特構造形式具有基本的敏

感度。另外一個訓練的目的則是把同學們“弄髒”，養成動手的習慣，並且親

身體會建築生產的辛苦，知道圖面上的每一條線都必須透過各種勞力的運作才

能於現實中生產出來，因此而能夠負責任的繪製建築圖面。 

 

二、學習設計的思考邏輯，運用各種方式開發創意，並培養解決問題的

思考導向 

由於建築新鮮人於高中時的學習方式，都以被動接受以及背誦為主，而建

築設計的思考，需要自行發展創作主題，並依著相當的邏輯性建立初步的推導

過程，再加上某些心領神會的巧思，因此同學們需要“學習”如何思考設計，

並擺脫對於“標準答案”的依賴，才能逐步踏入創作的領域。所以，如何引導

同學們思考，卻又不提供具體解答，便成了教學者最大的挑戰。除了在設計題

目上創造想像的可能性之外， 適時營造某種時間上的壓力(建築師們應該都很熟

悉這件事)，往往能讓同學們展現出自己都想像不到的潛能，如同我們在語言中



會說“激發”靈感，而非“學習”靈感。不過這種壓力的形塑，需要許多配套

措施，例如老師們對於進度的掌握，以及對於每位同學個性的理解，方能有理

想的效果。這部分的教學方式，常展現在驚人的工作量以及工作時間的限縮，

以至於同學們在第一時間覺得不可能完成，卻又被要求必須完成。所以當同學

們用盡全力達到目標，或是雖然沒有達到目標，卻也完成了超乎自己預期的成

果，因此所衍生的成就感及自信，對於日後的學習極有助益。 

大一設計課由於題目的特性較為活潑，成果無法於第一時間預期，因此也

有機會在一次次的小組討論中，逐漸解決各種問題，例如因為製作模型所產生

技術上的困難、抽象主題的呈現方式、形式與結構的衝突、基地條件的限制等

等。同學們開始理解建築設計的過程，其實牽涉到一系列問題的解決，並且無

可避免。然而這種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思考模式，除了在建築專業上運用之外，

也為各種設計相關學科所採行，因此這樣的訓練所養成的思考能力，常常也能

運用到其他專業。 

 

三、建立學習的基本方式，並誘導其自主學習 

如同之前所言，大一設計課的學習方式與高中截然不同，但卻會影響未來

專業能力的養成。在學習建築的過程中，案例分析可能是最重要的學習項目之

一。然而世界上優秀的案例如此之多，不可能一一造訪體驗，因此案例的學習

有兩種，一種是現地的觀察理解，並運用各種身體的感知記錄空間經驗，著重

在建立身體與空間的實際關係，注意各種空間氛圍如何被塑造、不同建築材料

的使用與結合，與各種空間的測繪。另一種是從國外的各種建築案例中學習，

這部份的資料除了一般慣用的紙本作品集之外，同學們會被要求藉由網路搜尋

來累積相關的資料，並加以組織判讀，以完整建構出案例的所有細節。這個部

分正可顯現出同學們熟練運用電腦的能力，並從各種資料來源的尋找及拼湊之

過程中，在腦海中建立及理解資料的多元性。除了基本圖面的繪製與模型的製

作外，同學們會被要求繪製一幅畫作以顯現案例中某些無法言喻的特質，感受

建築師設計建築時的思考，體會建築設計中除了理性分析之外的創作神韻。 

大一下的創作中，同學們會被要求在特定的條件中自行訂定與建築相關之

主題（空間、材料、光線、環境、構造…等等），並自行完成該主題的創作，

並以完整的圖面及模型呈現。由於是自定主題，同學們的學習態度更為主動；



在觀摩同儕不同的概念發想中，也逐漸理解設計過程中如何自行開發各種可能

性，並逐步進入學習建築專業知識的領域。 

 

對於未來的展望 

在過去幾年的教學經驗中發現，由於成長環境的改變，同學們的學習模式

及工具（例如電腦的運用、知識的建立方式、數位生產工具的出現…等等）都

與過去有所不同。因此淡江建築的大一設計課程目前所面對的挑戰，是思考如

何能將不同於以往的設計輔助工具（各種推陳出新的軟體程式與硬體設備）引

入設計教學，強化同學們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同時仍然需要保持對於真實空間

設計以及材料運用的敏感度及邏輯性。這樣的探索有可能會結構性的改變目前

的教育內容及方式，也須要從教學的過程持續觀察反覆辯證，並非一蹴可幾。

我們期待未來藉由這樣的調整與改變，持續養成面對未來社會能夠自行調整適

應，對於專業的各個面相，都保有創造能力及參與熱情的建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