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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序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已於108學年度正式上路，新課綱以素養為導向，

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習者」，分為「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

與」三大面向。個人為學習的主體，學習者應能選擇適當學習方式，進行系統思考以

解決問題，並具備創造力與行動力。學習者在社會情境中，應能廣泛運用各種工具，

有效與他人及環境互動，更能理解社會的多元性，以參與行動與他人建立適切的合作

模式與人際關係，以提升人類整體生活品質。 

新課綱的實施揭示學校教育將由「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加速朝向「學生為中

心」學習模式。學校建築如何因應、如何領導這一波教育的變革?本學會名譽理事長

湯志民教授提出精闢的見解，值得吾人深思：當學校建築與工程結合，它是一個純然

的物質空間與設施，要依照建築相關法規審議和興建；當學校建築與教育結合，則成

為因應課程和教學需求的教育空間與設施，須依循教育部的課綱和設備基準來規劃與

設置；當學校建築進入學生和學習的核心，為符應新一代學生學習的多元多樣需求，

學校會成為學習無所不在的新世代學習空間，並須運用空間領導和校園營造使之永續

經營與發展。 

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於民國75年3月30日由蔡保田博士創立，致力於學校

建築學術研究，以及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理念的推展，迄今已逾33載。學會創會當年

即出版「學校建築叢書」6 冊，自此年會大會出版專刊成為傳統，從無間斷。回顧過

往出版之專刊，計有「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專題研究」、「幼稚園園舍建築與學前教

育」、「國民中小學學校建築與設備專題研究」、「大學及獨立學院學校建築與設備

專題研究」、「當前學校建築基本問題專題研究」、「學校建築理論與實務專題研

究」、「第一屆優良學校建築規劃評介－臺灣地區國小篇」、「第二屆優良學校建築

規劃評介－臺灣地區國中篇」、「第三屆優良學校建築規劃評介－臺灣地區高中篇」、

「第四屆優良學校建築規劃評介－臺灣地區高職篇」、「教學革新與環境規劃」、

「新世紀建築革新與展望」、「學習型社會的學校建築」、「校園文化與學校建築」、

「二十一世紀的學校建築與設施」、「Ｅ世紀的校園新貌」、「優質的學校環境」、



 

「永續發展的校園與建築」、「校園建築與運動空間活化再利用」、「校園建築優質

化」、「學校校園建築生態工法」、「百年校園建築創新裝」、「雲端科技與教育環

境」、「課程、教學與教育空間」、「學校建築的革新與發展」、「學校建築的創新

與精進」、「學校建築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學校建築與課程發展」、「學校建築

與特色發展」及今年「學校建築與學生學習」等30冊。 

本學會長年辦理舜耕學術獎助學金，鼓勵年輕學子投入學校建築領域相關議題研

究，今年恭賀政治大學呂賢玲「新北市立國民中學學校設施品質、教師創新教學與學

生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獲獎。本學會亦積極參與臺灣學校建築規劃的實務工作，許

多學會會員有辦理或設計學校的經驗，或擔任新設學校規劃諮詢顧問、評審委員。為

推動新設學校卓越案例的標竿學習，本學會設立「學校建築之光獎」，表彰著有貢獻

的傑出校長或建築師，今年恭賀臺北市內湖區潭美國民小學林碧雲校長和臺北市和平

實驗國民小學黃志順校長獲獎。今年學會年會大會特辦理「學校建築與學生學習」學

術研討會，徵計有專題講座「面向未來的學習空間：新世代學習空間之探究」和「校

園裡的非正式學習空間」2篇、學校建築專題研究論文15篇，以供學校建築學術研究

及實務規劃參考。本書能夠順利出版，特別要感謝作者們惠賜鴻文，理監事們的鼎力

相助，尤其是秘書長陳政翊理事、康燕玉理事、副秘書長吳珮青和洪宗平組長，協助

本書編輯、設計與出版工作，備極辛勞，功不可沒，特此申謝。 

本書出版力求嚴謹，惟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方家不吝賜教指正。 

 

理事長 廖文靜 謹識 

民國 108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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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來的學習空間―新世代學習空間之探究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兼學校建築研究學會名譽理事長 湯志民 

 

摘要 

21 世紀走完 20 年，學生的學習基於 ICT、工業 4.0 和 5G 的發展，學生的

學習模式和 20 世紀的學生截然不同，新世代學習空間的研究和樣貌，更是變

化多端。新世代學習空間(new generation learning spaces)係以學生為中心，並

採多模式(multi-modal)、多中心的空間配置和彈性家具，並以 ICT 為基礎設計，

以符應多元和多樣學習需求的空間與設施。 

本文先探索新世代學習空間的多樣化名詞，及其內涵和特徵，並例舉新世

代學習空間影響學習成就的相關研究。其次，在規劃理論上，介紹 Radcliffe

的教學法―空間―科技(PST)架構，以及 Lippman 的學習者―環境關係矩陣，

並說明規劃重點和規劃向度。最後，從學習時間、方式、興趣、群組、動線、

場域、融合等 7 個向度來思考，並據此分析新世代學習空間的重要類型，包括

正式學習空間與非正式學習空間、被動學習空間與主動學習空間、單元學習空

間與多元學習空間、團體學習空間與個別學習空間、區域學習空間與流動學習

空間、實體學習空間與虛擬學習空間、非融合學習空間與融合學習空間，以供

新世代學習空間發展與設置之參考。 

 

 

 

 

 

 

  



 

 

 

Future-focused Learning Spaces―The Inquiry of New 

Generation Learning Spaces 

 

Tang, Chih-Min 

 

Professor, College of Education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onorary Director, Chinese School building and research association 

 

Abstract 

 

After 20 years in the 21st century, students' learning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CT, industry 4.0, and 5G. The learning model of student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esearch and appearance of the new 

generation learning space are even more varied. The new generation learning spaces 

are student-centered, and adopt multi-modal, multi-center spatial configuration and 

flexible furniture, and are designed based on ICT to meet the needs of diverse 

learning space and facilities. 

This article first explores the diverse nouns of the new-generation learning 

space, its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exemplifies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new-generation learning space on learning achievement. Secondly, in 

planning theory, introduce Radcliffe's pedagogy-space-technology (PST) framework, 

and Lippman's learner-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matrix, and explain planning 

priorities and planning dimensions. Finally, think about 7 dimensions of learning 

time, method, interest, group, dynamic, field, and inclusion, and analyze the 

important types of new generation learning space, including formal learning space 

vs informal learning space, passive learning space vs active learning space, unit 

learning space vs multiple learning space, group learning space vs individual 

learning space, regional learning space vs mobile learning space, physical learning 

space vs virtual learning space, restrictive learning space vsinclusive learning space, 

to it is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setting of new generation learning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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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learning space, active learning space,flexible learning spaces, 

informal learning space, new generation learning spaces, innov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educational facilities, school buildings 

  



 

 

面向未來的學習空間―新世代學習空間之探究 

湯志民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學校建築研究學會名譽理事長 

 

日益多樣化的學生群體不斷變化的教育要求，促使校園內外採更量身訂製、

以學生中心取向來設計「學習環境」。為了實現學習並適應當今學生的多種需

求，必須重新考慮學習空間的使用、設計和位置。愈來愈需要學習方法具有靈

活性且網絡化，將正式和非正式活動彙集在一個無縫的環境中，讓學習可以在

物質和/或虛擬空間中的任何時間進行。 

(The changing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of increasingly diverse student 

populations have prompted more tailored, student-centred approaches to designing 

‘environments-for-learning’ on and off campus. New strategies for enabling learning 

and accommodating the multiple demands on today’s students have necessitated a 

rethinking of the use, design and location of learning space. Increasingly, approaches 

to learning are required to be flexible and networked, bringing together formal and 

informal activities in a seamless environment that recognises that learning can take 

place any time, in either physical and/or virtual spaces.) 

                                                                                              〜S. Elkingto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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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學習環境(learning environments)領域的起源可以往前追溯大約 40 年，該

領域發展的第一個里程碑是 1984 年成立了美國教育研究協會(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AERA)學習環境特殊興趣小組(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至今一直是 AERA 最國際化和成功的 SIG 之一。學習環境領域

的第二個里程碑是 1998 年《學習環境研究：國際期刊》（Learning 

Environments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的誕生，填補此一重要而獨特

的領域(Imms, Cleveland, & Fisher, 2016)。Osborne(2016)指出，學習環境是旨

在進行學習之完整的物質、社會和教學情境。「學習環境」一詞通常是指社會、

心理或概念的環境，而不是物質學習環境或空間(the phys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 or space)，然愈來愈多的教育工作者和設計專業人士都開始意識到

物質空間在教育環境中的重要角色(Cleveland & Fisher, 2014; Fisher, 2005a; 

Lippman, 2010; Taylor & Enggass, 2009; Weinstein 1979)。 

大家普遍認為，學習空間(learning spaces)應以學生為中心，而不是以教師

為中心；擁有必要的科技和家具，以符應學生和「主題」的需求；支持吸引學

生的教學、多學科、多媒體格式；具有彈性、符合人體工學的舒適性、功能性

和多功能性(Wilson & Randall, 2010)。尤其在高等教育的教育環境中，因科技

的普遍使用，發生了戲劇性的教學轉變，愈來愈將重點放在新學習空間的設計

及其對教學法的影響，通稱為「下世代學習空間」(next generation learning 

spaces)；現在，「教室」的概念結合了實體和虛擬空間的使用，這種變化意味

著更加關注彈性學習空間(flexible learning spaces)的設計和使用，使用更多混

合學習方法，並為學生提供更多個性化、個別化的學習機會(Wilson & Randall, 

2010)。 

新的教學方法要求提供新型的學習空間，使今天的學生能為將來做好準備。

隨著內容變得更加動態、彈性並可供大量學生使用，學校和大學正在研究當前

內容的傳遞方式，以及在物質學習空間設計中需要進行那些類型的改變

(National Office Furniture and Nancy Sturm of the Sextant Group, 2017)。Imms 等

人(2016)指出，新世代學習環境(new generation learning environments, NGLE)具

有以下特點：多中心的教室設計(polycentric room designs)、融合的資訊和通信

技術(ICT)、可移動的牆壁和其他靈活的內裝元素所帶來的彈性、各種「對學

生友善」的家具，並可隨時獲取資源，擴展了我們對學習和教學空間的概念。

儘管新學校建築的再概念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行，但教師利用新空間的能

力並不能與此成長相匹配。Cleveland 和 Fisher(2014)的分析顯示，許多教師的

「環境能力」較弱，因此知道如何理解並有效利用物質教學空間，以取得教學

優勢的能力有限。教師的挑戰愈來愈多，要重新思考他們的教學方式，並儘量

利用新的學習環境進行教學，這就興起了教師空間素養(spatial literacy)的概念。



 

 

亦即，教師應了解學生學習的特質、學習空間的重要，並有革新空間配置概念

和能力，以因應學生學習需求，增進學習效能。 

可以肯定地說，上個世紀，世界有了巨大變化，但我們的教室看起來仍然

非常相似，歐洲和美國大多數教室的規劃都相同，也都是在 19 世紀規劃和建

造的(Tanner & Lackney, 2006)，澳洲大多數學校典型的教室配置與 20 世紀初

的教室幾乎一樣(BFX Furniture, 2019； National Office Furniture and Nancy 

Sturm of the Sextant Group, 2017)，澳洲和紐西蘭學校有 75％是傳統教室(Byers 

& Lippman, 2018)；整體言之，傳統教室和傳統家具仍然占主導地位，大多數

傳統教室設計係以教師為中心(Stadler-Aitmann, 2015)。但教室設計，「單一規

格通用(設計)」 (one-size-fits-all)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們需要革新、創造各種

教育機會，以符應各個年齡段學生的多樣性；就學生而言，學生希望有機會適

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想要一個新的學習系統，無論是線上學習還是離線學

習，無論是在傳統教室還是在真實世界中，在教室內外都可以。他們希望將線

上資料和動手經驗融為一體。他們喜歡能夠在學校內外隨時隨地學習的學習環

境(National Office Furniture and Nancy Sturm of the Sextant Group, 2017)。 

空間是制度、社會、情境、歷史、物質和科技發展的空間，涉入其中的人

具有不同的興趣、專長和權威，Bligh(2019)認為，空間是雙重的(twofold)：空

間是人類學習重要的媒介，並且在機構內部以偶然、因地制宜的方式產生社交

互動；因此，有許多新形式空間的出現，這些不同的物質形式，代表了不同的

利害關係人的多樣興趣。Casanova, Napoli, 和 Leijon (2017)的研究指出，學習

空間的議題已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對學習者和教師以及他們的教學經歷可

能產生的影響，實際上，學習空間最近已成為「時髦」(trendy)的話題。重要

的研究和教育工作者的經驗都證實，傳統設計的教室缺乏準備擔任 21 世紀公

民所需的條件。教師和行政人員正在努力實踐新教室設計，利用靈活的家具和

協作技術，來創造可促進積極參與和有意義學習的空間(MyViewBoard, 2019)。

構成有效學習環境(ef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的形式和功能，以符應澳洲，

紐西蘭和美國等新出現的教育需求，已經成為高度相關和熱門的議題，同時拒

絕了現有的傳統教室，轉向更具動態和回應性的革新學習環境(innov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ILE) ，許多國家對 ILE 基礎設施的大量投資，並視之為

促進 21 世紀學習和技能的必要或最佳手段(Byers, Imms, & Hartnell-Young, 

2018) 

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教育部(NSW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9)，推展彈

性學習空間(flexible learning space)，認為革新的學習環境可以支持面向未來的

學習，許多公立中小學和教師調整教學方式，透過設計思維過程重新設計學習

空間，以實現面向未來的學習與教學。「彈性學習空間」的關鍵特徵是在相對

開放的空間中，有多種家具選擇，並可用各種方式配置這些家具，以促進一系

列學習體驗，並為個人和協作工作創造機會。 2017 年起，新南威爾士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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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投入大量資金對公立學校學習空間進行投資，旨在「以反映二十一世紀學習

的方式吸引學生」，未來 10 年內投資 50 億美元用於公立學校基礎設施建設

(Kariippanon, Cliff, Lancaster, Okely, & Parrish, 2018)。 

芬蘭，最近開展了一項雄心勃勃的學校重新設計方案，將彈性和非正式的

開放式計畫配置結合，以培養積極的情感體驗、協作工作、互動和創造力。新

加坡，也啟動了促進參與式學習的空間，以幫助促進學生的體驗式學習。馬來

西亞，教室也大大的改變他們的學習環境，以促進更好的學習。在與楊忠禮基

金會(Yeoh Tiong Lay Foundation)的合作下，重新設計了全國 150 個中小學教

室，以參與 21 世紀的社會學習。教室的藍圖通常都有色彩豐富的牆壁、引人

注目的圖像和激勵性訊息；每間教室都具有個性化特色，增加了鏡子、沙袋、

鼓套甚至豆袋等；課桌布置成弧形，學生可以在上面塗鴉。學生面對面坐著，

而老師占中心位置，可以與每個學生接觸；教室配有空調、無線網絡、液晶投

影機。這些教室除提供有吸引力和有益的學習空間外，還旨在促進將科技整合

到教學中(Nambiar, Nor, Ismall, & Adam, 2017)。 

基本上，學習空間超越標準教室，而有不同的形態；有團體集會的大空間、

有用以非正式學習和對話的小型親密空間(smaller intimate spaces)，同時也注意

到室外環境－可提供豐富的學習機會，尤其是關於環境和自然，不再只是「牆

對牆」(wall to wall)的思考，所有的這些發展都牽動著學校的設計

(Architectus,2017)。基於，新世紀學生學習的特質、工具和方式不同以往，加

以 5G 智慧校園、智慧教室蓬勃發展，特別是甫於今(108)年正式推動的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更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重視「素養導向」的

教與學，以及「跨領域」統整課程的需求(教育部，2014)，學校應重視學習環

境空間的靈活性、營造情境化的空間、搭配多元的教學方法與策略，讓空間為

教學帶來加分作用，更重要的是學生能透過體驗與實作達到深度的學習(黃祺

惠，2018)。臺灣，中小學甚至大學校院，專科教室和實驗室在教室配置上，

有較多利於學生學習的設計，普通教室雖強化數位環境，但大多數仍為傳統教

師中心的教室配置。因應新世代學生的學習特質和需求，面向未來的學習空間

如何建置? 新世代學習空間如何創建與開展，實值探究。本文擬就新世代學習

空間的理念研究、規劃理論、規劃要向、重要類型等四方面加以論述，並請方

家不吝賜教。 

二、新世代學習空間的理念研究 

學習空間的設計傳達的是教育理念。教育理念的不斷更新，將會以不同的

形式體現在空間設計上，如：教育旨在將個人能力與團隊協作的培養相結合，

學習空間的設計就開始打破以往的牆壁、單獨桌椅的限制，嘗試運用開放式的

空間讓孩子們進行協作學習；學校的非正式學習空間設計，其教育理念將教師

腦中抽象概念和方法變為實際的空間布置(陳飛亞，2018)。 



 

 

學生學習有很多不同方式，Gensler (2015)提出 6 種：(1)獲得(acquire)，積

極尋求知識，積極地與一個想法聯繫起來並賦予相關性。(2)協作(collaborate)，

建立網絡，與同儕交換想法也傳遞訊息，協作打造知識網絡。(3)反思(reflect)，

內化知識，重新評估和提煉想法，吸收和塑造新概念將知識深深地嵌入。(4)

經驗(experience)，透過體驗測試知識，應用新想法彌合學習與實踐之間的落差，

以建立強大所屬的知識。(5)精熟(master)，證明你已掌握，透過操作表現來評

估學習增進的保留率。(6)發表(convey)，分享正在學習的內容，公開新知識，

當學習者成為老師時，使此過程更為穩固(參見圖 1)。新世代學習空間應符應

學生不同的學習方式，以促進和提升學習成效。以下擬闡述新世代學習空間的

涵義，再就學習空間對學習成效影響之相關研究，加以探析。 

 

圖 1 不同的學習方式 

資料來源：Gensler (2015).Reimagining Learning: Defining Strategies for 

Engage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ensler.com/uploads/document/406/file/Reimagining-Learning-US.pdf 

(一)新世代學習空間的涵義 

物質學習環境(physical learning environment)係指學習者、教師、內容，設

備和科技互動的物質空間(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空間)，OECD( 2017)指出，當前

對物質學習環境的關注，是因培養 21 世紀學生能力所必需的教學法、課程、

評量和組織形式，是否需要不同的建築環境和用途而引起。但符應 21 世紀新

世代學習空間的條件、內涵或特徵為何?存在嗎? 

21 世紀學習環境的未來方向，Istance 和 Dumont(2010)根據研究認為應提

供有效的學習環境(ef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其條件為：(1)使學習成為

中心，鼓勵參與，使學習者理解自己為學習者。(2)是學習的社交場所，通常

是協作的地方。(3)非常重視學習者的動機和情感的重要性。(4)對包括先驗知

識在內的個別差異極為敏感。(5)對每個學習者都有要求，但不會造成過多負

擔。(6)使用符合其目標的評量，特別強調形成性回饋。(7)促進校內和校外活

動與主題之間的橫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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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s (2016)強調革新學習環境確實存在，且數量愈來愈多，可稱之為

「新世代學習環境」(new generation learning environments)，一年一度的「國

際教育設施規劃師協會」 (Council of Educational Facility Planners International, 

CEFPI)獎的設計方案就是一項指標；提交評審的完整設計方案總是引人注目、

鼓舞人心、富有想像力和令人興奮。更重要的是，他們使用最新的器材和表面

處理，家具是定製的，或適合各種使用者和用途。這些設計嵌入了有關永續性

和 ICT 集成的最新思想，在照明、聲學和氣流方面表現出卓越的建築性能，

在設計有效利用了建地、社區參與的潛力，有效的室外/室內處理，以及正式

和非正式使用空間。Imms 強調，這些革新學習空間的設計具有創新性、想像

力或科技特質，而新世代學習環境的設計必須促進能 21 世紀的學習風格。 

面向未來的學習空間，有許多不同的名稱，如新世代學習環境(new 

generation learning environments)(Campbell, 2017; HIGHER ED IQ, 2018; Imms, 

2016)、新世代教室(next generation classroom)(MyViewBoard, 2019).下世代學習

空間(next generation learning space, NGLS)(Berrs & Summers, 2018; College of 

the Mainland, 2019; Radcliffe, Wilson, Powell, & Tibbetts, 2008; Wilson & Randall, 

2010)、下世代學習環境(next generation learning environments) (College of the 

Mainland, 2019)、下世代教室(next generation classroom) (MyViewBoard, 2019)、

現代學習空間(contemporary or modern learning spaces)(Boudreau, 2019; EdTech 

Staff, 2018)、主動學習空間(active learning spaces, ALS) (Baepler, Brooks, & 

Walker, 2014; Haines & Maurice-Takerei, 2019; Sawers, Wicks, Mvududu, Seeley, 

& Copeland, 2016)、主動學習環境(a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 ALE) (Baepler et 

al., 2014)、主動學習教室(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 ALC)(Chiu & Cheng, 2017; 

Oradini, Saunders, &Hartley, 2019; Sawers et al., 2016；Wheeler, 2018)、革新學

習環境(innov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ILE) (Byers & Lippman, 2018; Imms, 

2016; Imms et al., 2016; Mahat, Bradbeer, Byers, & Imms, 2018; OECD,2013、

2019; Patrix, 2017; Ructtinger & Stevens, 2017)、革新學習空間(innovative 

learning space, ILC)(Mahat et al., 2018)、革新彈性學習空間(innovative flexible 

learning spaces)(Kariippanon, Cliff, Lancaster, Okely, & Parrish, 2019)、彈性學

習空間(flexible learning spaces, FLS)( BFX Furniture, 2019; HIGHER ED IQ, 

2018; Kariippanon et al., 2018、2019；NSW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9)、

新學習空間(new learning spaces)(Haines & Maurice-Takerei, 2019; Loughlin, 

Blackmore, & Bateman, 2011)、新學習教學空間(new learning teaching spaces)、

協作學習空間(collaborative learning spaces) (Haines & Maurice-Takerei, 2019)、

非傳統學校設施(non-traditional school facilities)或現代、彈性和革新的學習空

間(modern, flexible and innovative learning spaces) (Benade, 2019)、適足的學習

環境(adequate learning environment)、有效率學習環境(fficient learning 

environment) (OECD, 2017)、有效能學習環境(ef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Fisher, 2005b ;Istance & Dumont, 2010; OECD, 2017)、有效能學習空間



 

 

(effective learning space)(Gensler, 2015)，本文統稱之為「新世代學習空間」

(new generation learning spaces, NGLS)。「新世代學習空間」的涵義，可從下列

世界組織、學者專家或專業機構之研究和說明知其梗概。 

 2011 年，OECD 將「教育空間」(educational space)定義為「一種物質空

間，支持多種多樣的教學與學習計畫和教學方法，包括當前的科技；可以證明

其長期以來具有最佳的，具有成本效益的建築性能和運行狀況；一種尊重環境

並與環境和諧相處；一種鼓勵社會參與，並為使用者提供健康、舒適、安全、

有保障和刺激性的環境」(引自 Mahat et al., 2018, P.12)。隨著時間的流逝，「教

育空間」已重新更名為「革新學習環境」(ILE)，OECD(2013)將革新學習環境

(ILE)定義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的概念，包括學習活動和結果的生態系統(第 11

頁)，且為多模式、科技融合和彈性的學習空間，比傳統教室更能滿足 21 世紀

學習者的需求。 

Baepler 等人(2014)認為主動學習空間( ALS)或主動學習環境(ALE)是一個

比傳統空間更容易促進學生之間，以及學生與教職員工之間的主動學習和參與

式學習的空間。有許多不同的形式，有些著重以科技促進主動，有些著重教室

的配置，以及所提供的家具和影音設備的種類，著重於高水平的「彈性」

(flexibility)。主動學習環境為評估自己的學習提供了機會，使學習者可以對課

程進行決策，並反思和評估他們的學習進度(Brown, 2005)。 

Gensler (2015)提出有效能學習空間(effective learning space)的 3(+1)，3 個

重要品質，以及 1 個充滿活力的參與價值―有效的、互聯的學習空間(參見圖

2)：(1)多樣化(diverse)，旨在激發和支持各種學習行為的設計，透過確保多種

學習情境來提供選擇。(2)適應性(adaptable)，規劃彈性的空間，以允許活動之

間的動態互換。(3)多模式(multimodal)，透過確保多種學習情境來提供選擇。

(4)參與性(engaging)，鼓勵學生積極主動地進行自己的學習過程，以增進歸屬

感、成就感和彰權益能(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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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有效能學習空間 3(+1)―多樣化、適應性、多模式+參與性 

資料來源：Gensler (2015).Reimagining Learning: Defining Strategies for 

Engage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ensler.com/uploads/document/406/file/Reimagining-Learning-US.pdf 

Imms 等人(2016)認為新世代學習環境設施的特點是多中心教室設計

(polycentric room designs)、融合資訊和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可移動的牆壁和其他靈活的內部元素，「友善學生」

(student friendly)家具以及可隨時使用的資源。 

Sawers 等人(2016)指出，主動學習教室(ALC)使用可移動的工作檯面，這

些工作檯面通常按莢狀放置，並不面向教室的正面，旨在創造更多對進入科技

且允許學生互動的工作空間，並且通常包括有助於小組解決問題和同儕對同儕

教學的白板，提供這些功能將增強學生的學習和參與度。 

Mahat 等人(2018)界定革新學習環境(ILE)是革新空間設計和革新教學方法

的產物，革新學習空間(ILC)是物質設施，其設計和建造旨在最大程度地提高教

學、學習和社會教育活動的靈活性，而革新教學和學習實踐可共同幫助實現最

佳的學習成果和 21 世紀學生所需的學習技能。亦即，ILE 是一種鼓勵各種教

師和教學實務能靈活的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能共同領導如何最好地優化學生

的學習，使學生能掌握科技技能並深度學習，讓學生能在日益複雜的世界中蓬

勃發展。 

Benade (2019)指出，富科技的彈性學習空間(FLS)，其特點是寬敞的開放

空間、通透的邊界和多樣化的家具，重視學生的舒適健康和靈活性。開放式設

計增進學習和教學的靈活性，並允許團隊協作式教學。 

MyViewBoard(2019)指出彈性教室(flexible classroom)讓學生選擇最適合他

們的學習空間，並幫助他們進行協作、溝通和參與批判性思考。關於功能性彈

性教室設計的建議包括：(1)選擇性座位(selective seating)：提供多種座位選擇，

使學生能夠選擇並促進不同的工作方式/活動/方案。這包括沙發、地板枕頭、



 

 

豆袋椅和傳統的椅子/桌子組合以及 DIY 座位。(2)移動性(mobility)：可以重新

布置書架和其他帶輪的家具，以打開教室或創建舒適的協作角落。(3)協作配

置(collaborative configurations)：用大的圓形或矩形桌子代替單個工作區，或將

課桌放在一起以形成更協作的空間。(4)休憩空間(huddle spaces)：分享的合作

情境，這些空間提供了方便的座位以及科技(音頻、顯示、共享軟體），用於小

組協作和內容共享；其有一系列名詞包括：分組桌、媒體桌、休息室、小木屋、

凹室、團隊花園、學習組件、非正式學習環境或學習實驗室。 

Imms(2016)指出，新世代學習環境(new generation learning environments)應

適應多種模式的學習和教學風格(multi-modal learning and teaching styles)，融合

ICT，為師生提供教學和學習之多種運用新時代科技的方式；平面配置有彈性，

通常允許空間之間不間斷的流動，並可以自由進入關鍵學習區域。它們的設計

使學生和老師可以協作構建學習中心，專家群聚和學習場所，以適合特定時間

的特定任務。簡而言之，這些空間讓教師脫離教室前面，使學生減少了教室學

習「單元」(learning cells)的限制，並從直接指導學習到對概念的探索性探究。

新世代的學習環境已將重點轉移到每位學生的個人需求上，在設計上重視場所

和空間以學生為重心，並採多模式(multi-modal)、ICT為基礎、學生導向的學習。

如以公式表示，測量單位是新世代學習環境，空間設計和實際實踐的總和，除

以好的教學可以促進的潛在可測量學習，計算公式應為(Imms, 2016)： 

 

新世代學習環境效能＝ 

空間設計＋實際實

踐 

21 世紀學習／教學 

 

綜上所述，新世代學習空間(new generation learning spaces)係以學生為中

心，並採多模式(multi-modal)、多中心的空間配置和彈性家具，並以 ICT 為基

礎設計，以符應多元和多樣學習需求的空間與設施。新世代學習空間與傳統學

習空間特徵之差異和比較，詳參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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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傳統教室空間與革新學習空間特徵之比較 

資料來源： From Learning spaces literature review(p.6), by Ructtinger, L., & 

Stevens, R., 2017. Retrtieved from https://education.nsw.gov.au 

 (二)新世代學習空間與學習成效 

學習空間和學習成果的許多早期文獻來自美國和英國，其中很多來自社會

學、環境研究、心理學、健康、建築和設計等更廣泛的領域，以及教育哲學、

課程和學習理論（包括腦科學）、職業健康、健康與福祉、室內和家具設計、

景觀、人體工學、環境心理學和環境永續性(OECD, 2017)。 

1970 年代之後，學校建築與學習成效的相關研究，相繼出爐。Ructtinger

和 Stevens(2017)指出革新學習環境對學業、學生參與有好處，並為學生提供

參加各種活動和教學的機會；為靈活的分組安排提供機會，使學生可以在自己

工作和作為不同規模的小組成員之間正常轉換；為學生提供各種學習資源和材

料，包括資訊和通信技術(ICT)。在行為管理上，教師常用座位規劃來管理行

為，如將健談的學生分散開來，將失去動力的學生置於更有動力的學生附近，

或隔離破壞性學生。這種方法從表面上解決了問題，從長遠來看，發展學生的

自我管理學習策略無濟於事。教育研究人員 Blatchford 和 Russell 提出了一種

「社會教學法」 (social pedagogical)的學習方法，研究顯示教室配置不應嘗試

將某些學生分開，而應鼓勵所有類型的學生進行小組合作；小組工作可以嵌入

學生改善自我調節和溝通所需的技能，而不是壓制單個學生的挑戰；透過在小

組工作中支持積極的互動，學生可以發展重要的人際交往能力(引自 BFX 



 

 

Furniture, 2019)。以下介紹數篇有關主動學習教室、革新學習環境、彈性學習

空間、協作學習空間與學習成效之研究，以供參考。 

1.主動學習教室與學習成效 

Chiu 和 Cheng (2017)一項為期二年的大規模研究，探討主動學習教室

(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s, ACL)對通識教育計畫學生之學習經驗的感知以及與

學業成績之間關係的影響。經調查，從該計畫所有 306 門課程中收集了超過

35,000 個學生的感知數據。實證研究發現，與使用常規教室的課程相比，以

ACL作為主要學習環境的學生認為課程設計得更好，並且在鼓勵學生創造力

和創新方面更具優勢。而對創造力和創新的積極影響，在統計上不受學術成績

的影響，高、中、低成就者都受益於該設施的使用。結果顯示，ACL 是良好

的環境，無論學生的學術能力如何，都可以培養他們的創新能力。 

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建立了 17個主動學習教室( ALS)，並

在過去 5 年中一直對其使用情況進行監控。ALC 包括一個 360 度的表面標記

器，多個平板顯示系統，可容納 9 名學生的圓桌會議和一個中央教學台。他們

比較了在傳統空間中使用 ALC 教授相同主題的情況，發現 ALC 產生了完全不

同的動力，在「講台」上與導師的討論更多。學生和教職員工對 ALC 的參與

度、豐富性、靈活性、有效使用和教室「適合度」給予更高的評價。使用

ALC 的學生實際上超出了他們預測的課程成績。更好的空間=更好的教學=更

好的學習。ALC 提供：(1)鼓勵學生合作和同儕教學的協作學習環境。(2)讓學

生能輕鬆呈現作業的科技，並供同儕和指導者評論。(3)促進小組工作的家具

設計。(4)教師在活動期間以互動方式指導學生的能力。(5)學生互動和班級結

構的新選擇。超過 85％接受調查的學生，推薦此空間用於其他課程(Baepler et 

al., 2014) 

2.革新學習環境與學習成效 

Byers 等人(2018)之研究，採用了單學科研究設計(a Single Subject Research 

Design,SSRD)準實驗方法，比較了澳大利亞一所中學，二種不同的教室配置―

傳統教室配置和「革新學習環境」（ILE），分析學生在一個學年中於每個配置

中的態度與學習經驗、動機、參與度和學業成就。 

該中學建於 1940 年代至 1960 年代之間的三棟建築，有 22 個普通學習區

教室，容納 7、8 和 9 年級的所有班級(11 至 15 歲)。每間教室都有 1 台投影機、

1 個螢幕，並有足夠的無線基礎設施來連接學生和老師的數位設備。傳統教室

配置(圖 4A)桌子和椅子以固定成排或小組的形式布置，課桌面向教室前部，

這種空間布置強調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方法。ILE 是經過改造的教室(圖 4B)，

布局的關鍵是創建多中心(a polycentric)(許多焦點)以消除對前壁爐(the front 

fireplace)的重視，多中心布局改變了空間的內置教學法，激勵改變教學法和學

習體驗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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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傳統教室配置 B 教室式樣翻新為革新學習環境(ILE) 

圖 4  澳洲某中學傳統教室配置與革新學習環境(ILE) 

資料來源：From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traditional versus 

innova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on student attitudes and learning outcomes, by 

Byers, T., Imms, W., & Hartnell-Young, E., 2018.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58, 167-177. 

研究樣本包括學生(n = 385)和教師(n = 21)，其中 7 年級（n = 92）、8 年

級（n = 158）和 9 年級（n = 135）計 22 班的學生。將學生樣本分為三組：

ILE 干預(II)、ILE 控制(IC)和傳統控制(TC)：(1)ILE 干預(II)組由 6 個班級組成，

每間教室布置一個學期，此類進行組內分析，測量從傳統（基準）空間到 ILE

（干預）空間的空間變化的影響。(2)ILE 控制(IC)組包括 6 個班級，並在 ILE

中度過了整個學年學習的時間。(3)傳統控制（TC）組的 10 個班級，在同一學

習期間都留在不變的傳統教室中。這些控制組都經學業評量服務(the Academic 

Assessment Services, AAS)之認知能力工具(非言語和言語)的標準數據進行匹配。

比較分析組間（ILE 控制和傳統控制）和組內(ILE 干預)之學習是否因教室配

置(傳統和 ILE)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研究結果顯示：(1)在學習經驗上，組間和組內參加 ILE 的學生報告說，

他們經歷了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方式(即主動學習、協作學習、獨立創作和個

性化）的發生率高於傳統教室配置的學生，並受特定教師的中介影響。與傳統

教室配置的學生相比，ILE 的學生經歷的變化與學業成就的提高有關。(2)在學

習動機上， 

組間分析的結果類似於組內比較獲得的結果，在 ILE 中，所有課程對動

機期望和價值觀的評估都比傳統教室更高。(3)在參與度和學業成就上，組間

比較 ILE 班級的學生在學習認知和情感參與程度均高於傳統配置中的學生；

ILE 的使用與學生在有效利用科技的態度，對學習經驗更積極和回應的發生率，

以及行為和認知參與度的提高之間，在統計上有顯著改善，這些變化與英語、



 

 

人文科學、數學學業成就的提高有顯著相關，學生成績的統計顯著性差異在 2

％至 11％之間。這些初始的實驗證據，即使僅限於單一地點，也能夠辨別不

同學習空間的使用，對中學學生學習經驗、參與度和學業成就有所影響(Byers, 

Imms, & Hartnell-Young, 2018)。 

3.彈性學習空間與學習成效 

全世界許多學校正在用革新的彈性學習空間(innovative flexible learning 

spaces)代替傳統教室，以提高學業成果，但對教室行為的影響知之甚少。 

Kariippanon 等人(2019) 的研究，觀察了來自 9 所中學的 60 名學生，平均

年齡為 13.2(±1.0)歲，女生占 45％，來自不同的社會經濟背景，代表了 13 個

以上的文化和族裔群體。探討在傳統裝修和配置的教室，以及彈性學習空間(a 

flexible learning space)(有各種家具可供選擇)中，學生因應不同的教學方法和

學習風格。 

傳統教室(圖 5A)是標準的教室(M = 50 ㎡)，每位學生一張桌子和一把椅子，

成排成對的桌子或面向前方的 U 形。教學主要是由老師主導，老師大多留在

教室的前面，學生通常單獨完成設定的任務，並得到老師頻繁的指導；學生不

太有理由選擇站立或在教室四處走動，或在課程中有其他與他人互動的場所。 

彈性學習空間(圖 5B)(83 ㎡)配有一系列家具，例如組合桌子、站立式工作

台、軟墊凳、沙發、可寫桌子和牆壁，彈性學習空間都缺少教室的正面，教室

周圍有智能板和白板牆，使教師在空間中移動時具更大的彈性。彈性學習空間

的教學方法以學生為中心，注重小組合作，開始上課時，老師會向學生提供有

關課程計畫和目標的指示，並根據需要在整個課程中提供進一步的指導。此外，

學生有很大的自由選擇學習的方式，結合可用的家具，在課程中創造並激勵學

習機會，讓學生有自主權來選擇工作空間中的位置，使用的家具和資源，以及

組成小組或自主獨立工作。 

經瞬時採樣 30 分鐘，發現彈性學習空間的學生在大團體情境、協作、同

儕互動和積極參與上，比傳統教室的學生花費了更多的時間。在整堂課的教學

中，學生花費在課堂聽講的時間、參與老師指導的教學、個別工作、口頭下任

務和使用科技比傳統教室要顯著的減少。研究顯示，彈性學習空間的多樣性、

適應性，再加上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法的使用，更大比例促進了教室的互動、

協作和課程內容的參與。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會轉化為有益的學習成果

(Kariippanon et al.,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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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傳統教室 B 彈性學習空間 

圖 5 傳統教室和彈性學習空間 

4.協作學習空間與學習成效 

Haines 和 Maurice-Takerei (2019)之質性研究，以奧克蘭大型高等教育機構

32 名各科高校教師為對象，探討協作學習教室(collaborative learning classrooms)

教師教學行為之改變和學生學習成效。協作學習教室的設計概念為：當小組在

任務上進行協作時，互動將促進主動學習，小組座位安排主導了新的平面式協

作學習空間布局，8 名學生圍繞六邊形或方形課桌配置，並配有大型小組白板。

科技是教室設計的核心―每個小組都有帶輪子的電腦(computers on wheels, 

CoW)，教師有較大的 CoW，具有交互式白板功能和軟件，可以在所有 CoW

中進行屏幕共享。所有家具都帶有輪子，以提高靈活性(參見圖 6)。 

這項研究歷時二個學期，涉及機構內各學科(會計、計算機、建築、創意

企業、工程、幼兒教育，ESOL(其他語言使用者的英語)、跨學科研究、管理

和營銷、自然科學）。研究的重點是教師在新空間中的工作經歷，通過他們隨

著時間的推移進行思考的反思過程。為此，有兩種數據收集方法：整個學期每

週進行一次小型調查，以及每學期末 22 名教師進行焦點小組討論，以使教師

能夠在實踐中進行反思。 

研究結果顯示，新空間(小組空間和科技)以各種方式影響了教師的教學實

踐和學習行為：(1)教師教學實踐的改變：最初教師專注於針對在新物質環境

中運行的特定變化，應對與空間本身有關的挑戰，並管理空間中的學生。隨著

時間的流逝，教師發現他們的教學意圖發生了變化(控制較少、對學生的反應

更多、改變他們對內容的看法、適應協同教學)，以及他們看待自己的老師角

色。將來使用新空間時，教師將致力於發展學生的軟體技能，其中特別提到了

團隊合作、數位素養和網絡導航。總之，教師從高度以教師為中心並關注知識

傳播(左側）到在協作環境(右側)中專注於學習者的活動(圖 7)。學生們非常喜歡

此一協作空間，這是一個非常舒適的學習環境，允許移動而不會打擾其他人，

當學生遲到時不會造成干擾，並且可以容納體型較大的學生。總之學生參與其

中，並且在使用科技方面正變得非常有效率，有很多技能分享，白板和屏幕非



 

 

常適合查看。學生們看著彼此的工作，教師認為這有助於他們的學習。亦即，

將控制權交給了學習者，可帶來更多的好奇心和探究性―學習的個別化。 

 

圖 6 奧克蘭大型高等教育機構的協作學習教室 

資料來源：From The Impact of New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paces on Tertiary 

Teacher Practice(p.13), by Haines, K., &Maurice-Takerei, L., 2019.Journal of 

Learning Spaces,8(2), 12-24. 

 

圖 7 老師在新空間工作所改變的教學重點 

資料來源：From The Impact of New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paces on Tertiary 

Teacher Practice(p.18), by Haines, K., &Maurice-Takerei, L., 

2019.Journal of Learning Spaces,8(2),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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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世代學習空間的規劃理論 

大多數人思考「學習空間」，都會出現 1 間教室有 1 位老師在教室前面，

與黑板、投影機、或白板互動，以講述傳遞資訊。如以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是

學生而不是講師，就會看到學習和學習空間(Oblinger, 2010)。 

就學校而言，學生是教育的主體，失去對學生的注意，教育的績效是空的。

校園建築與空間規劃，應以「人」作為核心思維，「人」就是「使用者」，

「使用者」以學生為最大主體（教職員、家長和社區人士次之），學生的教育、

學習、生活和休憩需求能獲得滿足，教育空間規劃才能獲得最大的成效(湯志

民，2014)。新世代學習空間的規劃理論，以下就 Radcliffe 在 2009 年提出的教

學法―空間―科技(PST)架構，以及 Lippman 的學習者―環境關係矩陣，分別

說明。 

(一)Radcliffe 等的教學法―空間―科技(PST)架構 

Radcliffe 等人(2008)、Radcliffe(2009)的研究指出，在國際上，對高等教育

機構愈來愈感興趣的是，創建支持學習者為中心或建構主義的教學法之新型學

習環境。雖然許多新設施起初都是出於教學目的，但實際空間通常反映出科技、

體系結構或營運考量的必要性。需要一種更系統的方法來維持教學法、空間和

科技之間的適當平衡，以作為設計和評估新學習空間的基礎。下世代學習空間

(NGLS)方案探索了教學法、空間和科技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以開發教學法

―空間―科技(pedagogy-space-technology,PST)架構，該架構使機構能夠創建新

的教學和學習空間，從而鼓勵學生參與並改善學習成果。 

PST 框架借鑒了過去 10 年來在昆士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開發新的學習設施中獲得的經驗。該方案主要可轉讓成果是基於教學法―空間

―科技聯繫的新設計架構，透過協作和參與過程來開發，並吸收了與學習空間

有關的利害關係人的知識。PST 框架實質上是一系列問題，旨在從教學法，科

技和物質空間方面確定新學習空間的關鍵需求，並為設計過程提供訊息(參見

圖 8、表 1)。 PST 框架也可以應用於現有空間，作為評估性能的一種手段。

在使用該架構進行設計或評估時，表 1 所示的每個基本問題在指引過程上都會

擴展為更細節的問題和議題。 

 

 

 

 

 

 



 

 

 

圖 8  教學法―空間―科技架構 

資料來源：Radcliffe, D. (2009). A Pedagogy-space-technology (PST) framework for 

designing and evaluating learning places. In D. Radcliffe, H. Wilson, D. Powell, & B. 

Tibbetts (Eds.).Learning spaces in higher education: Positive outcomes by 

design(p.13). Brisbane, Qld: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ndthe Australian 

Learning and Teaching Council. 

表 1 

教學法―空間―科技(PST)架構 

項目 生命週期階段 

焦點 概念和設計 實施和操作 

整體 起始動機為何? 成功的樣貌為何? 

教學法 

 

我們嘗試推展的學習和教學類

型是什麼?為什麼? 

所觀察到的學習和教學類型是

什麼?證據是什麼? 

空間 什麼樣的空間設計概念，以及

家具和配件的供應，會增進這

些學習(和教學)模式?如何做? 

那一項空間設計概念和設備有

效?那一項無效?為什麼? 

 

科技

(ICT，實驗室

和專業設備) 

科技將如何部署以實現空間設

計，並推展所需學習和教學模

式? 

什麼樣的科技在增進學習和教

學上最有效?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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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romDesigning next generation places of learning: Collaboration at 

the Pedagogy-Space-Technology Nexus(p,6), by Radcliffe, D., Wilson, H., Powell, 

D., & Tibbetts, B., 2008. Retrieved from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download?doi=10.1.1.215.788&rep=rep1&type

=pdf 

教學法―空間―科技架構中各項要素的排序是有意且重要的，首先要考慮

的要素是教學法，其次是空間，最後是科技，這三個要素以周期性的方式相互

依賴和影響。其中，空間的形狀和使用的安排將影響所需的教學法，一個學習

空間，無論其預期用途如何，都將影響人們在其中的工作方式，進而影響教學

模式。同樣，特定空間對引入某些類型的科技加以限制(或帶來了機遇)，而特

定科技會影響教師和學生如何使用空間。 

教學法―空間―科技循環圈的迭代過程，理想情況下，這種迭代將在學習

空間生命週期的每個階段(從搖籃到搖籃)發生幾次。雖然表 1 中僅表示了兩個

生命週期階段（如「概念和設計」、「實施和操作」），但對應於更多生命週期階

段，可更細化架構。PST 架構之評估，應集中在衡量達到原始目標(特別是已

定義的教學目標)之程度；雖然，不能否認改善學習成果的目標最重要，但空

間的目標是根據培養特定的教學類型或模式來界定。因此，主要的評估要確定

是否觀察到這種行為，以及空間和科技的那些方面能夠實現、鼓勵和增能這些

類型的教學和學習活動。 

該架構可用於解決人們學習的連續性場所：正式和非正式；老師指導和學

習者指導；物質和虛擬的；在校園內和校園外；並考慮了三層面（PST），從

而為不連接的學習環境(如單個教室)或場所網絡(如整個校園)之概念設計和用

後評估提供了信息。PST 架構的格式允許在全國範圍內以及其他地區的新的和

不同的應用程序中概括和複製這些概念。昆士蘭大學的下世代學習空間方案，

透過使用 PST 架構的統一方法，為協作學習中心、高級概念教學空間、下世

代圖書館等三種不同類型的學習環境之設計、演示和評估做出了貢獻。 

 (二)Lippman 的學習者―環境關係矩陣 

Lippman(2010)參考 Dent-Read 和 Zukow-Goldring 發表的 4*4 矩陣，此矩

陣的四個象限，以一個二維――主動與被動的連續形式，說明學習者和其環境

之關係。「主動」表示行動與影響造成事件或是過程，當學習者與環境的關係

為主動時，於該情境內即是動態進行交互作用；而「被動」隱含的意思是順從，

亦即是不主動、不參與、不反抗外在環境和接受環境的改變。Lippman 以此矩

陣說明各類學習和發展理論，以及學習者和環境的主動與被動性，並以基因決

定論（genetic determinism）、行為主義（behaviorism）、多元智慧理論（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建構論（constructivism）、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和實踐理論（practice thoery）(參見圖 8)，作為教育環境規劃



 

 

學習社群（learning communities, LCs）之根據。可參照 Lippman 對學習者和環

境主動或被動關係之論述，建構規劃具學習思維的新世代學習空間。 

 

 

 

 

 

 

 

 

 

圖 8 學習者―環境關係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 Evidence-based design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 responsive approach to crea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s（pp.128-130） , P. C. 

Lippman, 2010, NJ：John Wiley & Sons. Inc. 

1.基因決定論(genetic determinism) 

基因決定論落在象限 1。在第一象限中，學習者和環境皆視為被動。基因

決定論認為遺傳決定人類的行動和行為，此立場推翻環境可能對學習者的影響，

也否決學習者對於環境的影響。因為基因決定論否定了學習者與學習環境之間

的互動關係，因此 Lippman 不接受此一基因決定論的觀點。 

2.行為主義(behaviorism) 

行為主義落在象限 2。第二象限為學習環境主動而學習者被動的系統。在

本系統中，學習者的心智是完全空白的，接受 Lock 的心靈白板說，等待環境

給印記，而個人反應將因面對環境的刺激而有所增強。 

象限 2 的教育情境由教師主導，教師透過想法、釋義和認知的傳輸，直接

影響學習。學生是被動的，不鼓勵學生自發提問、擁有獨立思想並與他人互動

之行為，學習者的目標只有重述老師給的知識而已。 

這種教學與學習模式從殖民時期開始便已在美國公立學校施行；教室裡老

師面對學生，學生排排坐來進行教學。在行為主義接受環境主動、學習者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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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之下，一般不考慮學習者進行學習的場所。此一行為主義取向強化空間

的再製（the reproduction of spaces），教師在此主導學習者的互動，並將教學

空間建構成被動的學習環境。 

3.多元智慧理論、建構論和社會建構論 

第三象限為學習環境被動而學習者是主動的。認知心理學派位於此象限，

認知心理學認為各種知識以及知識獲得的方法，不僅是技巧、目標和所強調的

活動，也必需考慮老師和學生的角色。多元智慧理論發展於 90 年代，之所以

就被不同專業領域所接受，係因它提供了框架可以設計為學習而生的環境。為

了瞭解第三象限的啟發與限制，特描述與分析多元智慧理論、建構主義論和社

會主義建構論，以闡明學習者是可以從環境中獲得知識的(Lippman, 2010)： 

(1)多元智慧理論(the 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 

1983 年，哈佛教育學院 Howard Gardner 提出了多元智慧理論，以說明學

習者的能力，包括：語言智慧、數學―邏輯智慧、音樂智慧、空間智慧、身體

動覺智慧、人際智慧、內省智慧、自然智慧(Woolfolk, 2013)。 

每個人擁有不同的智慧組成，也具備不同才華與學習風格，這些學習風格

可以獨立或群體工作。根據 Gardner 的多元智慧，不是只重視學生的語言和數

學―邏輯，也必須發展自然觀察、內省、人際關係、音樂、身體動覺、空間概

念和存在價值，這些都是主動智慧。因此，多元智慧理論鼓勵教師以不同方式

來發展課程和教學方法，如此學生才能利用適合他們自己的方式來獲取知識或

精進技能。依據多元智慧理論來設計學習環境，即表示學生可以利用環境去理

解新資訊和獲得技能。 

(2)建構論(constructivism) 

建構論發現，學習者可從建築與自然環境的互動參與中獲得知識，而知識

是透過學習者的心智活動轉換後所建構。建構主義之分支可以回溯至強調教育

中經驗角色的 John Dewey；還有一支為 Jean Piaget，以實證闡明孩童的心智並

非空白，而是他們主動表現之歷程。 

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學習者是尋找意義的主動有機體。他們嘗試從社

會與實體的經驗獲得資訊，並對自己的見解、陳述與詮釋提出定義，這些見解、

看法會變成心智模式或基模的發展、分類和詮釋之基礎。在建構環境中，學習

是從經驗發展意義的主動過程，並鼓勵學習者擁有獨特的見解和詮釋。 

(3)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vism) 

認知建構的焦點在於個人學習者如何了解事情，社會建構則強調如何利用

不同的理解方式從社會交互影響中成長。社會建構論提出學習者應更主動，以

創造新義，也強調文化與脈絡（context）的重要性。最常提到的是 Vygotsky、



 

 

Bruner 與 Bandura 的社會認知理論。Vygotsky 認為社會互動協助學生建構知識，

有效的學習環境應讓師生和同儕互動。 

對於社會建構論學者來說：（1）知識是人類的資產，是社會和文化的構建。

個人創造的意義係透過與他人及環境相互作用。（2）學習是一種社會過程，有

意義的學習發生在個人參與社交活動，知識是透過溝通與分享的過程而形成。 

在環境規劃上，Lippman(2010)認為建構主義並未考慮到物質環境如何影

響學習，也不認為積極的物質環境，可以協助或抑制發展中的個人；當社會環

境可能促發學習者的動機和影響其行為時，物質環境通常就會被當作不變的固

定變項。建構主義的教育規劃者以學習者為中心，承認學習的主動過程，會把

焦點放在於環境中主動參與的學生，而不會將學習環境納為學習的背景因素。

雖然，他們也想創造促進教學與學習的空間，在空間規劃上沒有設限，包括開

放空間計畫，但此一設計取向可能在其中一個情境下適用，可用之鼓勵教學與

學習，但並非可以套用在所有情境當中。 

4.實踐理論(practice theory) 

象限 4 中，環境與學習者均為主動。實踐理論落在此象限，教育規劃者重

視並認知到學習者和社會與物質學習環境所產生的關係。實踐理論的中心思想

是在社會情境脈絡中展開行動，不單只重視認知的過程，更重視個人透過文化

轉化完成特定任務的過程和吸收對個人有用的知識。 

實踐理論利用社會歷史、文化、物理動能的角度來檢視學習與個人活動之

間的關係。這理論是根據交易行為的觀點與 Vygotsky有關近側發展區（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的理論所建構。 

實踐理論認為，學習者是以適應環境為基礎的，也認為學習是發生與社會

文化中的，不過學習不單是認知發展的過程，更關切的是個人如何在解決問題

的過程中更加涵化（專精化）以獲得更適宜的知識。 

實踐理論強調社會與物質環境會影響學習者的學習與發展。在社會環境上，

實踐理論主張思考、學習和問題解決發生在人與人的互動中，而一切的對話也

與社會結構相互關聯，因此在社會環境中利用工具會有助於加速思考、記憶和

認知的發展。在物質環境上，實踐理論主張人們從與環境的互動中發展和獲得

知識，而交換知識的過程發生在自然或人造情境中的人與人互動之間。因此，

人不能脫離社會文化，而時間、持續和改變是環境內在的特質，也會增進個人

與空間之關係，亦即個人會影響空間的設置，而空間也會影響個人的知識獲得。

學習社群的互動相當複雜，學習者一起合作學習，從表面到全面、個人到彼此

的互動，包含了學習者、社會環境和物質環境等。因此要：（1）思考學習者如

何影響社會環境，而社會環境如何促進學習者的能力與提升學習者對世界的認

知。（2）認知到學生的轉化過程如何影響和形塑他們的物質環境，而後讓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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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來影響學生。總之，教育規劃者應將學習社群納入學習環境規劃，要考慮

活動區域和活動情境（Lippman, 2010）： 

(1)活動區域(activity precinct) 

物質環境的設計以促進活動的連貫為目標，整體設施應以多元的方法支持

學生的學習。因此學習社群結合了多樣的學習區域，包含教室和專業設備的空

間，例如：藝術、音樂、實驗室或體育館。活動區係提供特殊活動的場所，有

助於提供機會發展個殊性的認知智慧，也能同時促進其他智慧的發展。活動區

要能支持個人、人與人、小團體和大團體的活動。 

(2)活動情境(activity settings) 

教室的設置即是創造活動情境，場域為固定元素，或融入社會環境。這些

情境的創造是為了促進學生以多元的方式獲得知識和精熟技能。此外，這些情

境更提供了(Lippman, 2010)：  

A.技術能力同等、較強或較弱之同儕可彈性進入的空間 

建構有彈性的情境，以促進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取得知識。在這類的情境中，

社會環境可能安排或重組家具、設備與裝潢，以支持個人、一對一、小團體和

大團體活動。Lippman（2006）指出教室內的家具、設備與裝潢可以重組以促

進推動社交向心情境（sociopetal settings）與社交離心情境（sociofugal 

settings）：（A）社交向心情境的配置在鼓勵社會活動，可將桌椅每四個或五個

為一簇群，團體成員可在此聚集、分享資訊、協商並討論如何解決特定的問題。

在一個社交向心配置中，學童可以彼此教導對特定工具和材料的使用。（B）

社交離心情境的配置是為了阻礙社交活動，可將桌椅放置在遠離其他桌椅的牆

壁前，或安排成一整排，讓學生就坐時全部面向同一方位。一個有彈性的教室，

可運用情境配置，推動並（或）控制知識的分配。當學習環境有彈性時，該物

質情境就可被視為一個能依據活動目的加以配置的反應式環境。 

B.對日常發生的，包含口語或其他交流形式的影響 

活動情境形塑預期發生學習機會之類型，這些情境可規劃用以支持特定交

流，例如閱讀、繪畫、數學、使用電腦或堆砌積木。在此情境中，物質空間的

配置在影響、調解並協助學習活動、學習者以及學習標的。 

C.在情境中允許活動探索範圍的機會 

建構活動情境以支持學生不同的工作方式，鼓勵學生共同合作，需以支持

合作活動進行的方式來配置情境。雖然學生為達成特定目標共同合作，卻不意

味投入的學生在同一時間進行同樣的操作；相反的，每一個學習者可能忙碌於

解決特定的問題。在活動情境中，學生可決定他們想要的合作方式。這個方式

可能是個別承擔獨立工作再回報團體中的其他成員，或是直接與他人共同工作。



 

 

成員的工作可能是在群體共同承擔任務概念之下獨立進行、與另一學生共同、

或由群體共同進行，活動的流程將導致成員間的資訊分享。依據手上的任務，

活動情境的大小可配合學生工作的地點與方式加以延伸或縮減。 

D.創造和重新設計活動並承擔自發改變的機會 

設計活動情境以影響學習、學習者及其他同學，在同一工作區中會有互惠

效果。動態學習區、活動中心應規劃提供學習者多樣的工具和資源，有了這些

工具和資源，活動情境受到學習者活動方式之影響，因此活動情境不是靜止的，

而是動態的並能反應學生求知所需的方式。 

E.成人低度指導與監督並給予學生行動之自由空間 

正如前所述，活動情境是規劃用以和學習活動產生相互影響的場域，在此

活動情境中，學習者管理其間的互動並可引入新的工具，也可重安排此活動情

境。活動情境的規劃是為了支持「以學生為中心」的活動。「以學生為中心」

是指學習者彼此互動以了解他們之間所知的資訊、適於他們的知識，並分享彼

此的理解。當一系列不同的活動中心被創造為教學空間時，教師（促進者）的

角色不再是指導學習，而是提供資訊與引導活動。 

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化學實驗室可做為一個以活動區

域設計活動情境的範例(參見圖 9)。此一教學空間，由 Blomquist 和 Wark 建築

師事務所與 Peter Jamieson 聯合設計，包含了五個分離的活動情境。這雖然是

一個以支持教學者演示的分層安排，但也被設計以支持共同合作。每一個情境

雖較注重聚焦於教學者呈現資訊的場域，更重要的是，每一個活動區，設計給

8 名學生，可用以支持整個團體的工作，或鼓勵其在分為兩組各 4 名學生的團

體。此一特定活動區顯示，彈性可含在固定元素與重新配置情境可能性之中。

最重要的是，此一活動區不僅考量了活動學習者，也認知到物質環境可扮演調

解、協助與影響學習。 

 

說明：墨爾本大學化學實驗教室的設計是一個學習環境的案例，主動的支持學

生以不同的方式求知，並可以獨立的、小團體和大團體方式學習。 

圖 9 澳洲墨爾本大學的化學實驗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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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Evidence-based design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 

responsive approach to crea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s（p.139）, P. C. Lippman, 

2010,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須提的是，實踐理論建構的新世代學習空間，需有教師和學生進行創新教

學和學習，才能創造真正新世代的學習空間。正如 Mahat 等人(2018)所強調的，

革新學習環境(ILE)是革新空間設計和創新教學方法的產物，革新學習空間是

旨在促進教學，學習和社會教育活動中最大彈性的物質設施；革新的空間設計，

提供一個可促進所有可能的學習和教學方式之框架，只有教師和學生在其中進

行創新性教學和學習後，才能創造出革新學習環境(ILE)。革新的教學與學習

實踐是為學生發展創造力(creativity)、溝通力(communication)、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協作力(collaboration)等 4C 的「21 世紀學習技能」，這是學生為迎接 21

世紀複雜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做好準備所需要的技能，這些 4C 技能應在高水平

的深度學習中達到頂點。 

四、新世代學習空間的規劃要向 

未來主義者 David Thornburg 確定了三個原型學習空間―營火、洞穴和水

坑，學校可以將其用作學生和成人學習的物質空間和虛擬空間：(1)營火(The 

campfire)是一個人們聚集在一起向專家學習的空間，適合更多以教師為中心和

明確的指導。專家不僅是老師和嘉賓演講者，而且是能與同儕和其他老師分享

學習成果的賦權學生。(2)水坑(The watering hole)是一個非正式的空間，人們

可以在其中分享資訊和發現，同時擔任學習者和老師。這個分享空間可以充當

思想的孵化器，並可以促進共享文化的意識。這種空間支持基於探究的方法。

(3)洞穴(The cave)是一個私人空間，個人可以在其中思考，反思並將學習從外

部知識轉變為內部信念。它承認私密的必要性，有時需要我們一個人做，大多

數學習者需要一些時間給自己，一些人需要比其他人更多獨處的時間。配有靈

活的家具，例如可以方便地在房間內上下移動的椅子和桌子，營火可以變成一

個水坑或一系列洞穴(Davis & Kappler-Hewitt, 2013)。最能支持各種教學和評

量方法的家具配置應為：(1)種類繁多的―整個學校不同類型的學習空間，以

支持各種教學和評量方法，以及支持學生的不同學習需求(Davis＆Kappler-

Hewitt, 2013）；(2)整合―支持教學法的科技應整合到學習空間中，以鼓勵做中

學；(3)靈活―例如可以重新布置家具，以在不同時間創建不同種類的學習空

間。圓形劇場是一個可以拉開的靈活空間，可用以顯示 PowerPoint 演示文稿、

用於學校發展和專業發展；可用於演示(直接教學)，但可以重新安排做為模擬

議會。如果學校的所有家具都可調高，可以適用於大人和小孩，家具應易於移

動(如裝腳輪)，椅子可堆放以節省空間(Ructtinger & Stevens, 2017)。新世代學

習空間的規劃，從學習空間原型出發，加以空間和家具的彈性配置，使之更有



 

 

變化和引發學習興趣。以下擬就新世代學習空間的規劃重點和規劃方向分別說

明。 

(一)新世代學習空間的規劃重點 

新世代學習空間的規劃，從學生和學習的角度出發，必然出現新視界與新

環境。 

正如 Oblinger(2006)所言，如從學生和學習來形塑空間，出現的模式包括：

(1)創造多焦點(multiple focal points)而不是在教室前面的單一焦點。(2)讓學生

分組而不適排排坐。(3)建置非正式團體工作空間。(4)提供可移動家具。(5)建

立可重組空間(reconfigurable space)。科技的運用可促使學生參與學習，這些普

遍使用科技的學習空間有 5 項特徵：(1)數位化(digital)，承認科技術是當代學

生的生活方式；(2)移動性(mobile)，啟用多個設備的互連；(3)獨立性

(independent)，承認現代學生的自力更生；(4)社交性(social)，使學生能夠在虛

擬社交團體中工作和協作；(5)參與式(participatory)，認識到學生可以通過全球

聯繫參與(Lomas & Oblinger, 2006)。 

以俄亥俄州丹尼森大學(Denison University)為例，該校建立的學習空間方

案，增強所有校園空間的實用性、外觀和舒適性，並與學習有關；設計準則要

求，學習空間必須支持多種學習方式，具多功能性、舒適且吸引人，資訊豐富

且技術可靠，易於維護和使用，應在空間和時間上無處不在，以及學習空間應

得到有效利用，並為學習空間分配足夠的資源 (Radcliffe et al., 2008)。此一案

例，可供新世代學習空間的規劃知參考。 

新世代學習空間的規劃重點，參考相關研究(College of the Mainland, 2019; 

Fisher, 2005; TeachThought Staff, 2015)，要舉如下： 

1.協作空間(collaborative space)：協作工作區和空間(20 ㎡)使學生可在課前、課

間和課後一起工作，並為協作和團隊合作提供了環境。這些是重要的空間，

因為它們為學生提供了與同儕互動和社交的機會。協作區域為學生提供了在

課堂之間留在校園的位置，這增加了他們的整體參與度。 

2.發表空間(presentation space)：發表空間(40-50 ㎡，通常可分開)屬個人或團隊

展示和表演的地方。提供機會練習，與學習者、員工和公眾分享獲得的技能

和知識，並獲得回饋。 

3.陳列空間(display space)：陳列空間(20 ㎡)，提供想法、半成品和成品的展示

場所，設置白板、黑板、粘性表面和展示櫃，擺置家具以展示進行中的方案

或已完成的方案，可重疊布展。透過展示概念開發、學習活動、開發過程以

及成品和服務，來支持和共享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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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案空間(project space)：方案空間(40-50 ㎡，通常可分開)，提供生產訊息、

服務或產品的空間，鼓勵批判性思考、解決問題和團隊合作。設置各種工作

桌面、補給櫃、開發階段的方案存儲區，以及接近工具和科技的空間。有專

用照明和其他基礎設施，例如水槽和垃圾處理。 

5.專業重點實驗室：專業重點實驗室(80-100 ㎡)，支持需要專門的設備或家具

(例如，科學、技術、藝術、音樂、舞蹈、製作、故障排除)之學習活動區域，

提供空間和基礎設施來發展和練習專業技能。 

6.多用途空間(multipurpose spaces)：多用途空間(40-50 ㎡，通常可分開)，適合

各種學習風格和活動的空間，例如可用於展示、表演或合作小組的空間。 

7.有趣的空間(playful spaces)：有趣的空間，帶回學習的樂趣！有助於團隊有

效地合作，並創造有意義的學習參與。一如 Google 為員工提供遊戲的空間，

遊戲也是學習的「強大動力」(powerful motivator)。 

8.無鞋學習空間(Shoeless learning space)：無鞋學習空間，提供悠閒、自由的學

習氛圍。斯堪地納維亞半島(Scandinavia)和其他國家/地區，孩子們經常脫鞋

學習，這或許讓學生有家的溫馨感，並創造了輕鬆的學習環境。 

9.虛擬空間(virtual spaces)：運用雲端科技可將線上媒體，如 Skype 和虛擬檔案

組合作為學習的一部分，擴增實境(AR)、虛擬實境(VR)和混合實境(MR)在

學習空間運用之擴大，更將未來的學習轉向虛擬情境。 

10.個人吊艙(individual pod)：個人吊艙(10 ㎡)屬安靜的空間，適合個人或小團

體。提供安靜的工作、學習、思考或休息的地方。 

11.休憩空間(breakout spaces)：休憩空間(15-20 ㎡)，如休息區、小型自習室、

加寬的走廊空間，可讓人群聚並脫離正式的學習活動，提供正式環境的心理

和生理緩解。允許個人的反思、非正式討論或小團體社交活動。 

12.小會議室(huddle rooms)：小會議室分布各學術區域，為學生和教職員工共

同分享任務和方案提供了空間。這些空間通常襯有玻璃牆，以允許在室內外

觀看，並為學生提供安靜的工作空間，供學生在課前、課間和課後使用。 

13.教職員工作區(staff work areas)：透過在每個學術領域內建置分享工作區，

可以加強專業學習和協作。這些分享空間促進了對話，並為教職員工提供了

校園內的工作區，以支持他們的課程計畫和研究工作。 

14.支援空間(supply space)：支援空間(20-30 ㎡)，學習活動空間之內或附近的

空間，設置近便且需要的耗材、工具和儲藏室。用於提供資源、儲存課堂的

方案、工具、學習產品和器材。 



 

 

15.室外學習空間(outdoor learning space)：提供非正式、多樣的戶外區域，進

行社交、私人學習、反思或討論，也可用於結構化的小團體活動。任何規模

的室外區域，以景觀、建築物邊緣或輕質覆蓋物作部分組構，並提供座椅 

16.透明視界(transparency)：教室隨著可移動玻璃牆的引入而向相鄰區域開放，

使學習可溢出到協作區。玻璃牆還使室內部的活動與協作區的活動之間具有

連通性。玻璃牆的另一個好處是，當光線通過玻璃從外部窗戶「借入」時，

借來的光線會滲透到教室區域的中心。 

17.彈性家具(flexible furniture)：從傳統的靜態家具到非常活躍的家具，家具在

這些環境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易於重新配置，允許團隊活動和學生個人

的學習。此外，在協作空間引入軟座椅和休閒家具，可以形成多種情境。 

18.豐沛的科技(robust technology)：提供多媒體學習工具、便攜式科技空間，

所有學習區有強大的無線系統和科技工具，以促進協作和互動，例如互動式

LED 屏幕、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電子白板、數位相機、衛星電視

(satellite TV)、視頻製作等。整個空間設有充電站，讓學生個人手機、平板、

筆電，能在高科技支援環境下，有效工作。 

19.高性能組件(high performance components)：自然光、LED 照明和良好的音

響設備是必不可少的，對學習環境至為重要。研究證明，這些組件可以提高

學生和教職員工的表現。下世代學習環境利用了高性能組件，提高了能源效

率並降低了學習環境的運營成本。 

(二)新世代學習空間的規劃向度 

Elkington (2019)說得好，學習可以並且確實發生在任何地方。有時，學習

是在教室中進行的(正式學習），而有時是由於面對面和虛擬的相遇以及遠離演

講廳和研討室的個人之間的互動而產生的(社會或非正式學習）。空間―無論是

物質的還是虛擬的，個人的還是共享的―都可能對學習產生重要影響。 

因此，新世代學習空間的規劃向度，可從學生和學習者的學習時間、方式、

興趣、群組、動線、場域、融合等 7 個向度來思考(參見表 2)： 

1.「學習時間」有課間(如上課時間)學習，課前、下課和課後(如早修、下課、

午休、放學)學習，前者學習者使用的是正式學習空間(formal learning space)，

後者學習者使用的是非正式學習空間(informal learning space)。 

2.「學習方式」有被動學習(教師講學生聽)，主動學習(同儕互動)，前者學習

者使用的是被動學習空間(passive learning space)，後者學習者使用的是主動

學習空間(active learning space)。 

3.「學習興趣」有學術學習(以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為主)，多元學習(語文、

數學邏輯、音樂、空間、身體動覺、內省、人際、博物等多元智慧之學習)，



31 

 

前者學習者使用的是單元學習空間(unit learning space)，後者學習者使用的

是多元學習空間(multiple learning space)。 

4.「學習群組」有團體或大團體學習(班級上課、年級聽演講)，以及小組研討

和個人學習，前者學習者使用的是團體學習空間(groping learning space)，後

者學習者使用的是個別學習空間(individual learning space)。 

5.「學習動線」有以班級為中心的定班上課，以及課程為中心的跑班上課，前

者學習者使用的是區域學習空間(regional learning space)，後者學習者使用的

是流動學習空間(mobile learning space)。 

6.「學習場域」有實體的學習教室，以及虛擬的 ICT 世界(Moocs、社交網絡)，

前者學習者使用的是實體學習空間(physical learning space)，後者學習者使用

的是虛擬學習空間(virtual learning space)。 

7.「學習融合」有一般生一起的學習(班級上課、年級聽演講)，以及融合回歸

主流的特教生或重視不同學習者(如左右撇子)一起的學習，前者學習者使用

的是非融合學習空間(restrictive learning space)，後者學習者使用的是融合學

習空間(inclusive learning space)。 

其中，正式學習空間、被動學習空間、單元學習空間、團體學習空間、區

域學習空間、實體學習空間、非融合學習空間等都是「現在學習空間」的代表，

並因應 21 世紀新世代學生的多元、多樣學習需求，而朝向「面向未來學習空

間」來發展，包括非正式學習空間、主動學習空間、多元學習空間、個別學習

空間、流動學習空間、虛擬學習空間和融合學習空間。 

表 2 新世代學習空間的規劃向度 

 

 

 

 



 

 

五、新世代學習空間的重要類型 

教育空間規劃應強化以學生和學習者主體的「學習環境」或「學習空間」，

提供便利、多元、豐富、可操作的「學習資源」，讓學生和學習者能在上課或

下課時間、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程或空白課程、團體或個別學習，公共、社交

和個人空間、領域或私密性，都能有最大的自由度，以充分醞釀和發展潛能，

開展多元智慧(湯志民，2009)。 

新世代學習空間的重要類型(參考表 2)，從「現在學習空間」到「面向未

來學習空間」，依學習樣態來分，有正式和非正式學習空間、被動和主動學習

空間、單元和多元學習空間、團體和個別學習空間、區域和流動學習空間、實

體和虛擬學習空間、非融合和融合學習空間等 8 種重要類型，以下分別分析說

明之。 

(一) 正式學習空間/非正式學習空間 

學習空間以「學習時間」來分，可分為正式學習空間和非正式學習空間： 

1.正式學習空間(formal learning space)：正式學習空間，主要是正式課程的各

學科教室，如普通教室，自然實驗室、英聽教室、電腦教室、音樂教室、家

政教室、生活科技教室等。 

2.非正式學習空間(informal learning space)：非正式學習空間，主要因應學生在

課前、下課和課後(如早修、下課、午休、放學)之學習需求而設計之空間，

如走廊或樓梯間的學習角落、遊戲場、餐廳、合作、庭園等。 

有些學校設施，則橫跨正式學習和非正式學習，如圖書館、體育館、跑道、

籃球場、桌球室等。 

Brown(2005)即指出，非正式的學習空間(教室外面的空間)為開拓和培養

新的教學方法提供了特別有趣的機會。就大學生而言，這些空間雖然非正式，

但卻是學生學術工作的關鍵領域，與在正式教室裏相比，學生在這些地方花的

時間要多得多。研究、Web 瀏覽、寫作、統計分析和編譯實驗室報告全部在

圖書館、自習室、媒體中心、宿舍和學習共用場所進行。由於他們對 IT 的熱

情以及他們經驗豐富的動手學習方法，下世代的學生將輕鬆地「融入」非正式

空間的虛擬世界。 

如就正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加以比較，Boys(2011)認為正式學習是被動的、

一對多的、個人的、嚴肅的、無聊的，而非正式學習是主動的、多指導性的、

社交的、歡愉的、有趣的，二者有其相對性，也有相關性(參見圖 10)，對非正

式學習空間的相關性設計隱喻有中心性、群集性、密閉性、沙發、懶人椅、色

彩豐富等(參見圖 11)，認同行為和代表性配置相互對應。值得作為正式學習與

非正式學習空間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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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正式和非正式學習呈現二元的相對性和相關性 

資料來源：Towards creative learning spaces： Re-thinking the architecture of 

post-compulsory education（p.5）, Boys, J., 2011, London：Routledge. 

 

圖 11 設計隱喻和非正式學習空間的相關性舉例 

資料來源：Towards creative learning spaces： Re-thinking the architecture of 

post-compulsory education（p.22）, Boys, J., 2011, London：Routledge. 

 

 



 

 

(二)被動學習空間/主動學習空間 

學習空間以「學習方式」來分，可分為被動學習空間和主動學習空間： 

1.被動學習空間(passive learning space)：被動學習空間，採單中心空間設計，

教室或學習空間的桌椅採排排坐配置形式，學習聚焦於教室前方，知識單向

傳遞，學習者被動吸收。 

2.主動學習空間(active learning space)：主動學習空間，採多中心、多模式空間

設計，教室或學習空間的桌椅可移動(裝輪子)並可依學習需求重新配置，通

常採小組、或多樣形式配置，利於同儕研討和互動，學習焦點在學習者身上，

知識和學習多向傳遞，學習者主動探索和建構。 

Fisher(2005a)將教學/學習活動與空間情境連接，從教學/學習活動的傳遞、

運用、創造、溝通、決定，分別說明其教學/學習屬性、歷程步驟、行為前提

和空間圖示，其中「」傳遞的學習空間屬於被動學習空間，「運用」、「創造」

和「溝通」的學習空間為主動學習空間，而「決定」的學習空間既是被動也是

主動學習空間，詳參表 3 之說明。 

表 3 

教學/學習活動與空間情境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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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From Linking pedagogy and space: proposed planning 

principles(p.2.02), by Fisher, K., 2005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education.vic.gov.au/documents/school/principals/infrastructure/pedago

gyspace.pdf 

此外，為因應同儕對同儕主動學習 (collaborative peer-peer active learning)

的需求和變化，傳統的走廊和教室布局愈來愈多重新配置為「彈性」的學校設

計，與 1970 年代的開放式教室和「自由學習」(free-range learning)的概念重點

不同，這些空間中的最佳位置在理論上可以適應學生喜歡的學習風格(Imms et 

al., 2016)。2014 年 Dovey和 Fisher 將學習空間分為 5 種設計風格(圖 12)，從傳

統的蛋盒樣式到大型開放空間配置不等，「開放性」從左到右增加，最大的彈

性出現在 C 和 D 型中，可以重新配置牆壁、門、家具和空間，支持各種期望

的學習和教學之實踐、活動與行為。這些學習空間的開放性和彈性，符應學習

者主動探索和建構學習之需，可供規劃與設置主動學習空間之參考。 

 



 

 

 

圖 12  Dovey 和 Fisher 的學習空間分類法 

資料來源：Imms, W., Cleveland, B., & Fisher, K. (2016).Pursuing that elusive 

evidence about what works in learning environment design. In W. Imms, B. 

Cleveland & K. Fisher (Eds.), Evalua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s: Snapshots of 

emerging Issues, methods and knowledge(p.4). The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Baepler 等人(2014)介紹 3 個主動學習空間的設計案例，值得參考。首先，

主動學習空間可採取研討室、工作坊空間，甚至是演講廳的形式。拉夫堡大學

(Loughborough University)重新設計了演講廳(參見圖 13A)，使其成為主動學習空

間，與之前演講廳相比，容量減少了 20％。但是設計的簡單性和彈性廣受學

生歡迎，並為非正式學習提供了絕佳的環境。 

其次，威諾納州立大學(Winona State University)新的家具、硬體和軟體的有

趣組合(參見圖 13B)，統整以進行小組學習。家具供應商與 WSU 合作開發有

平面屏幕的弧形小組學習桌，安裝的軟件包括 ClassSpotPBL，它將互動式功

能與小型團隊協作結合在一起。所有學生筆記本電腦或平板電腦能夠自動連接

到大型顯示器，因此每個人都可以根據需要看到相同或不同的訊息。此一個環

境，學生和教師可以積極合作以解決問題並掌握課程，學生更加參與學習過程，

教室則 100％的時間被預定。 

還有，東京大學 Komaba 主動學習工作室(KALS)(參見圖 13C)，將東京大

學的「理想的人文教育」願景付諸實踐。該工作室被設計為教室，以支持主動

學習―即吸收、分析和評估各種輸入(例如訊息或視覺數據），然後以書面或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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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形式產生輸出的過程。配備了最先進的資訊通信技術，無線投影機可以將不

同的圖像同時投影到四個屏幕上，且每個屏幕可以顯示四個不同的圖像，因此

最多可以有 16 名學生同時顯示他們的作品。 

   

A 英國拉夫堡大學主動學習

空間演講廳 

B 屏幕共享軟件賦能跨學

科 

C 東京大學 Komaba 主

動學習工作室 

圖 13 主動學習空間設計案例 

資料來源：Baepler, P., Brooks, D. C., & Walker, J. D. (2014).Active learning 

spaces. Retrieved from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688b/a974c07504b99d6f89ababf511b3fef26e24.pdf

?_ga=2.43789734.263756349.1571817029-842334105.1558093908 

(三)單元學習空間/多元學習空間 

學習空間以「學習興趣」來分，可分為單元學習空間和多元學習空間： 

1.單元學習空間(unit learning space)：單元學習空間，採專業或專科空間設計，

因應學術學習(以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為主)之需求，教室或學習空間的

設備器材與桌椅，屬單一功能，如傳統普通教室，物理、化學等專科教室。 

2.多元學習空間(multiple learning space)：多元學習空間，採多功能、多單元空

間設計，教室或學習空間和設備多樣化，或配置可移動家具，可重新組合學

習空間，特別是全校的學習空間避免單一化，以因應學生多元智慧探索與開

展之需求。 

1983 年，哈佛教育學院 Howard Gardner 提出了多元智慧理論，說明學習

者的能力，包括：語言智慧、數學―邏輯智慧、音樂智慧、空間智慧、身體動

覺智慧、人際智慧、內省智慧、自然智慧（Woolfolk, 2013）。每個人擁有不同

的智慧組成，人也具備不同才華與學習風格。根據 Gardner 的多元智慧，不是

只重視學生的語言和數學―邏輯，也必須發展其他的智慧，包括自然觀察、內

省、人際關係、音樂、身體動覺、空間概念和存在價值，這些智慧可被描述為

主動智慧。依據多元智慧理論來設計學習環境，即表示學生可以利用環境去理

解新資訊和獲得技能(Lippman, 2010)。 

Bligh 和 Crook (2017)提出空間和學習的 6 種關係，從空間為「無關緊要

的」(insignificant)、空間是「阻礙的」 (impeding)、空間是「包容的」



 

 

(containing)、空間是「刺激的」（stimulating）、空間是「聯想的」（associative）、

空間是「組構的」（constitutive）到空間是「社會組構的」（socially 

constitutive）；亦即，空間從不被注意，空間不足阻礙學習，空間的彈性可支

持不同的學習實踐，空間激發思維、反思和探索，空間與歷史、文化和社會結

合成為場所的意義，以及空間分布式認知（distributed cognition）的重要，到

空間成為社群焦點。對因應多元智慧發展的多元學習空間而言，顯示空間的不

足會阻礙多元智慧的開展，對一位喜歡桌球的學生，學校沒有桌球設備，就會

成為身體動覺智慧發展一部分的阻礙，也會少了自信與成就感，和對上學的喜

歡。小田園的食農教育體驗與激勵，利於自然智慧的發展，這是空間的「刺

激」；鄉土教室和社區文化踏查運用空間「聯想」，科技和白板促進認知思維，

這是空間「組構」分布式認知的方想和交流，利於語言、數學邏輯、空間智慧

之發展；非正式學習空間，如小研討室、學習角落、戶外劇場、庭園、獨立園

桌椅，促發學生社群互動或提供個人沉思，這是空間的「社會組構」，有助內

省、人際智慧之發展。 

Bligh(2019)提出六種學習空間，具有不同的物質形式，並代表了不同的利

害關係人的多樣興趣，對於管理與使用有著不同的挑戰，可供多元學習空間規

劃之參考： 

1.透明的學習空間(The transparent learning space )：透明的學習空間是建立在經

過深思熟慮的標準之上，因空間功能事先設定，使用者依章行事，不會注意

到這些良好學習空間的存在，亦即空間的功能，像透明一般，一目了然。我

們需要標準的應用，可讓使用者依賴制度化空間並發展對它的熟悉度，例如

在機構中的所有教室都配備了相同的技術控制系統，讓進入相同教室的人，

增加熟悉如何打開所需裝置之可能性。惟，當利害關係人推動革新，透明的

學習空間可能成為一個脆弱的構造，限制使用者運用可用資源或空間配置，

並修改其學習習慣。 

2.賦能的學習空間(The enabling learning space)：賦能的學習空間是經過精心配

置的容器，可為各種期望的教育實踐提供支持和資源。空間的物質布置，會

吸引人們或使其更容易以特定方式進行操作。 

賦能的學習空間之運作，透過允許其使用者以特定方式移動，使空間更有

彈性或適應性。例如，提供帶輪的桌子和其他可移動的資源，讓使用者進入時

可以重新配置空間，並可以在同一整體場次中的不同時刻切換不同的實踐模式。

然而，賦能的學習空間仍然經過精心配置―彈性通常不是讓使用者不受限制的

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而是為在本身特定的不同場景之間提供便利的移動。在微

觀層面上，也可透過強制教室布置規則來實現，如堅持必須在教室使用後恢復

原狀，這意味著對教室配置隨時間的變化進行專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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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刺激的學習空間(The stimulating learning space)：刺激的學習空間旨在通過感

官體驗來激發思維和行動，它們提供的故事可以激發我們學習的動力、反思

或探索。刺激的學習空間其做法是提供使用者感興趣的人工製品之經驗，並

透過這些文物的情境化，在總體敘述中，強調這些文物與教育實踐，以及與

空間中其他文物的相關性，並邀請使用者探索空間，以遍歷故事。這種探索

可能涉及步行運動，例如在大學展覽空間或校園中漫步，或停留在一個位置，

一邊看著訊息展示或藝術品一邊享受安靜的思考。此外，探索可能會以各種

社會形態進行，包括從相對合群的（與他人一起探索、討論、爭辯、笑著，

大喊）到明顯孤立的經歷（獨自探索、靜思和自己對話）。最為重要的是感

官體驗的激發，通常是視覺體驗的形式，但也可能基於觸摸或操作、氣味或

剝奪特定感官的體驗來激發好奇心(如房間變黑)。空間的敘事、使用者探索

時激發的感覺，以及體驗中的社會性的特徵，這些都會成為利害關係人有興

趣討論的基礎。此外，刺激的學習空間有些可能顯現出關注感動和幸福感，

而不是認知知識本身，例如誇張地「展示」與所修課程相關的建築結構方面

之工程空間；安靜的花園，自然光線和植物生命可以幫助學生在忙碌的一天

中有安靜時刻來放鬆，二者均是刺激的學習空間之例證。 

4.聯想的學習空間(The associative learning space)：聯想的學習空間旨在以直觀

的方式，喚起人們的感覺和期望。聯想的學習空間其作法是模仿其使用者可

能已經熟悉的其他空間，例如咖啡館、家庭情境、公司會議室、工廠廠房和

博物館畫廊。模仿可能涉及導入那些其他空間的孤立元素，例如家具或牆壁

配色方案，或者可能涉及將整個聯想學習空間設計為一個模仿對象。最初的

討論可能側重於使用者所享受（或發現有生產力）的空間類型，這些空間中

的那些元素對其體驗最重要，以及在機構空間內可能且可取的模仿程度。聯

想的學習空間之基本前提，通常是受到討論「空間」(space)和「場所」

(place)之間區別的啟發，「場所」是具有意義的「空間」。人們與他們生活中

特定地點建立深厚的意義關係，其中可能涉及特定的情感狀態（例如舒適、

歡樂或沉思）和特定的期望（例如如何行動、誰會在那裏，以及有那些資源

可用），這些關係可以在需要相同情緒狀態和期望的其他空間中發揮槓桿作

用，而被喚起的聯想具有深厚的文化和社會意義。 

5.認知整合的學習空間(The cognitively integrated learning space)：認知整合的學

習空間旨在直接支持我們的工作，並與他人交流我們的思考。空間是我們思

考和行動方式的一部分，我們操作物質世界來幫助思考，並利用空間來記錄

和展示我們的思維過程。認知整合的學習空間其做法是提供一系列人工製品

(例如訊息顯示，來自某些專業或行業環境的書寫板或設備)，使使用者可以

在他們的教育工作中彼此互動，這些人工製品會成為使用者思考的組成部分。

對於某些人來說，認知整合學習空間的想法似乎是違反直覺的，我們習慣認

為思維和其他人類功能(如記憶、思考和決策)是發生在大腦的生物器官之中。

事實上，思維與身體的其他部分(包括手和眼睛)可整合在一起，在團隊合作



 

 

中與其他人一起探索和操作，並鼓勵討論者透過具體的工作示例進行思考，

這些應成為人類學習方式不可或缺的部分。 

6.社會整合的學習空間(The socially integrated learning space)：社會整合的學習

空間為社群使用者服務，支持他們的程序和規則，並喚起他們的歷史。社群

擁有空間，以不同的方式與個人互動，並重新塑造空間以適應公共需求。社

會整合的學習空間通常具有某種歷史，其使用者認為這是他們對該空間體驗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段歷史可能是相對短期的和個人的―某個特定的小組

可能經常來此參加此活動，最初是出於某個特定目的在此見面，並享受了這

一經驗。理解機構內那些空間以這種方式實施社會整合，將是集體反思的一

個有用議題。 

社會整合學習空間的歷史可能清晰可見：使用者可能會在該空間周圍(包

括牆壁上)展示自己的作品，或前幾代社群的作品，無論那種方式，都可以有

意識地強調空間是使用者社群傳統的一部分；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能讓人有強

烈的「歷史」感，並在美學上特意喚起先前的歷史記憶。 

與社會整合的學習空間相關的一個難題通常涉及在那裡發生的學習的性質。

社會整合的學習空間可能是一家酒吧或酒館，提供酒水和遊戲設施；使用者可

能會在某個地方專門逃避一段時間的正式學習義務。然而，儘管如此，他們在

該空間的社會化，成為他們整體教育經驗的一部分。社會整合的學習空間可能

與一個學生社團有關―也許是一個專注於媒體製作、語言學習或體育的社團―

在這裡，使用者更明顯地學習特定技能，但這些技能與正式大學證書之間的關

係可能不確定。或者相反，社會整合的學習空間可能很容易解讀與正式學科相

關聯：例如，這樣的工作室可能經常位於藝術和設計學科的中心。 

(四)團體學習空間和個別學習空間 

學習空間以「學習群組」來分，可分為團體學習空間和個別學習空間： 

1.團體學習空間(groping learning space)：團體學習空間，採大空間、單向空間

設計，因應班級、年級和全校性教學與活動需要，運用普通教室、專科教室、

視聽教室、演藝廳、體育館等空間。 

2.個別學習空間(individual learning space)：個別學習空間，採小空間、多向空

間設計，因應同儕互動、小組討論、發表、演示，以及個人學習和研究之需。

學習空間和設備多樣化，或配置可移動家具，可重新組合學習空間，有些空間

須有隔牆或隔音效果，以利靜態的研究或探索。 

學校應發展新的學習環境，以回應大量增加的獨立學習、協作和社群活動

等學生學習活動，Marchisen、Williams 和 Eberly(2017)提出非傳統的沈浸式學

習環境(Immer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或學習岬(learnings capes)。沈浸式學

習環境通常環繞 5 種不同類型活動設計，包括：(1)個別研究區(individu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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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as)提供個別調查研究、批判思考和測量的私密空間。(2)小團體協作區

(collaborative small group areas)整合彈性團體空間，供主題學習和協作之用。

(3)工作坊區(workshop areas)適用動手探索和測試，類似科學實驗室。(4)聚落

演講區(breakout lecture areas)提供短暫群聚空間，用以研討和遠距學習。(5)社

群教室區(community classroom areas)提供分享空間，用以社交學習和團體合議，

這些空間的配置鄰近中央教學團隊策劃區(a central teaching-team planning area)。

每種空間各有獨特的空間、配置、科技、裝修、家具、音響和採光需求。 

Marchisen 說明，沈浸式學習環境是主動學習、個人化學習和主題式學習，

促進多樣教學策略，目的在改變 1 間教室 1 位老師的觀念，而有更多的洄游教

育經驗(migratory educational experience)，多樣的空間類型讓教師團隊參與策

劃課程，成為工作流程(workflow)的學習鄰里，以改善師生(teacher-to-student)、

生生(student-to-student)互動和教育成果。學習鄰里對學生和老師們都有利，不

是從 1 間固定的教室移動到另 1 間，和讓同樣的老師待一整天，學生可以選擇

個別的工作，或和不同大小規模與能力的團體協作研究。沈浸式學習環境融合

互動、協作、現代化課程，以及增進科技的統整，學生處於創造性氛圍，學習

歷程中會有更多機會參與。該情境提供主動式教學(activity-based instruction)和

學生領導參與(student-led participation)，顯著的改善專注、增加留校率和理解

新觀念(Marchisen et al., 2017)。美國喬治亞州富爾頓縣(Fulton County, Ga) 羅納

德麥克奈爾初中(The Ronald E. McNair Middle School)是該縣第一所以沈浸式學

習空間原則重整學校設施的案例(參見圖 14)，提供學生演講或團體工作、展示

和分享之空間，並從真實世界的問題解決中獲益。 

 

(圖片來源：2016 BRIAN GASSEL 

HOTOGRAPHY) 

 

(圖片來源：2014 OSWALD DESIGN STUDIO) 

沈浸式學習環境，加上明亮的色彩、自然採光、注意音響和室內空氣品

質，對學校有幫助，並成為讓老師和學生愉悅和舒適的地方。 

圖 14 美國喬治亞州富爾頓縣羅納德麥克奈爾初中沈浸式學習環境 

資料來源：Architectural innovations for immer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K-12 

schools, by Marchisen, K., Williams, T., & Eberly, D., 2017.School Planning & 



 

 

Management.Retrieved from https://webspm.com/articles/2017/05/01/learning-

environments.aspx  

(五)區域學習空間和流動學習空間 

學習空間以「學習動線」來分，可分為區域學習空間和流動學習空間： 

1.區域學習空間(regional learning space)：區域學習空間，因應以班級為中心的

定班上課，在鄰近主要班級教學區域，設置室內外多樣性活動空間與設施，

如學習角落、置物櫃、庭園、涼亭、木平台、圓桌椅等，讓學生在上下課之

間，有便利的互動、探索、沉思、休憩的場域。 

2.流動學習空間(mobile learning space)：流動學習空間，因應課程為中心的跑

班上課，學生在教學區間移動，以班級基地(home base)或長廊鐵櫃為置物與

出發點，所經之處可以停、等與同儕互動、小組討論及獨處和研究空間與設

備，對學生而言，都是「流動式」使用的學習空間，範圍比區域學習空間大，

但權屬性弱。 

教育空間（或敎室）營運的配置類型，通常配合課程與空間的營運有四種

類型(湯志民，2014)（參見圖 15）： 

1.綜合教室型（activity type，A 型）：全部的課程均集中在同一個教室上課，

運用班級教室或班級教室是周圍進行大部分的學習和生活活動，此型適用於

幼稚園和小學低年級。 

2.特別教室型（usual & Variation type，U+V 型）：一般的課程在各自的普通教

室（即班級敎室）上課，特別的課程在特別教室或專門的學科教室上課，惟

有足夠的特別教室時，教室的利用率會降低，此型適用於小學高年級、國中

和高中。 

3.學科教室型（variation type，V 型）：所有的課程都有充分的學科教室，如國

文、英語、數學、社會、理科、音樂、家政、美術等每一學科均有敎室，學

生係按課程表移動至各該科目的學科教室上課，可提高教室的使用率，此型

適用於國中和高中。 

4.混合型（platoon type，P 型或 U2+V 型）：將全部的班級數分為二集團，並設

對等的普通教室和充分的特別教室或學科教室，然後各自分開在普通教室及

特別教室上課，每幾小時互換一次，其間使用普通教室的班級係在各自的普

通教室上課，即 2 班共用 1 間普通教室，而使用特別教室的班級每小時都需

要移動，教室的利用率高，惟因安排教室較難，實例不多，此型適用於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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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依教室營運的配置型態 

資料來源：建築設計資料集成（4）（第 7 頁），日本建築學會，1974，東京都：

丸善株式會社。 

各國教育空間（或敎室）營運配置的主要類型，幼兒園都為綜合教室型

（A 型），中小學在臺灣、大陸、日本大多是特別教室型（U+V 型），在英、

美、加小學為特別教室型（U+V 型），中學為學科教室型（V 型），大學在各

國都為學科教室型（V 型），主要因全為分科課程和選修課程之關係(湯志民，

2014)。就學習空間類型而言，A 型、U+V 型的學習空間，屬於區域學習空間，

應加強主教學區鄰近之學習空間與設備之設置。V 型的學習空間，屬於流動學

習空間，應在班級基地及學生移動的動線上，強化學習空間與設備之設置。至



 

 

於 P 型的學習空間，則區域和流動性質兼而有之，學習空間與設備的設置應

兼容並蓄。 

(六)實體學習空間和虛擬學習空間 

學習空間以「學習場域」來分，可分為實體學習空間和虛擬學習空間： 

1.實體學習空間(physical learning space)：實體學習空間，係學校因應學生教育、

學習與生活需求，所規劃設置的物質學習空間與設備，如普通教室、專科教

室、演藝廳、體與館、運動場地、合作社、餐廳、學習角落、庭園、圓桌椅

等皆是，屬於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五官可感受到的環境與設施。 

2.虛擬學習空間(virtual learning space)：虛擬學習空間，因應 ICT 的快速發展，

工業 4.0 和 5G 所促動的智慧教室和智慧校園，使學習環境虛擬化，如擴增

實境(AR)、虛擬實境(VR)、混合實境(MR)，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

線上課程(MOOCs)、社交網路(如 face book)等，快速發展，改變了學生的學

習空間與學習模式，成為無所不在的學習。 

數位科技是觸動和引領學習空間轉型與革新，最重要的基礎與最大關鍵。

新世代的學習者是屬於網絡一族，Brown(2005)即指出，虛擬空間(virtual space)

是一個全新的環境，是人們可以使用網絡數位設備聚會的任何位置。從最廣泛

的意義上理解虛擬空間，不僅指同步、高度互動的功能（例如聊天，博客和

Wiki），還指異步功能(例如電子郵件和討論線程）。與物質空間不同，虛擬空

間來去去去，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有意的，同步的或異步的。參與者在虛

擬學習空間中的關係可以快速變化，還可以執行多任務，一次進駐多個虛擬空

間。同樣，基於 IT 的功能，虛擬空間與下世代的特性緊密結合。網絡一代的

學生可以移動，虛擬空間也可以移動。網絡一代的學生在多任務處理以及在真

實空間和虛擬空間之間來回移動（有時快速）方面很容易。下一代學生對這種

多任務處理的快節奏感到滿意。亦即，虛擬空間係為下一代學生的工作習慣量

身定做。顯然，虛擬空間正在取代教室和其他物質位置，成為學習的場所。 

因此，Brown(2005)即強調，學生使用各種數位設備，可以將教室外的所

有空間變成非正式的學習空間；與傳統教室類似，教育工作者應重新思考和設

計這些非教室空間，以支持、鼓勵和擴展學生的學習環境。尤其是，無線網絡

使所有班級參與者之間的即時或同步互動（例如即時輪詢）成為一種非常實際

且越來越實用；通過視頻會議，來自遠程機構的受邀專家可以參加課堂培訓；

討論、筆記和其他課堂活動可以儲存和傳播，以供進一步研究。重要的是，這

些方法與網絡一代學生的學習習慣契合，例如他們對社交互動的享受，對體驗

式學習活動的偏愛，以及對科技的使用。科技促使新教學法的拓展，尤其是高

等教育使用的資源愈來愈數位化，並通過網絡提供。此外，網絡連接更具移植

性，使學習可以在傳統教室、圖書館和教職員工辦公室以外的地方非正式地進

行。學生方案團隊可以在綠色草地上、休息室，以及任何校園咖啡廳中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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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們幾乎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時間聚會。借助無線網絡和眾多數位設備，

使學習也可以隨時隨地進行。 

此外，混合式學習模式(blended learning models)乃是一種結合傳統教學方

式和線上學習的模式，也是一種新興教學模式，就教學理論發展而言，它注入

教學革新的另一種主流，值得教育界加以重視(吳清山，2013)。2015 年，

Eastman 在個人官網的白皮書中對「混合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提出教學策

略的設計指引：循環、彈性、自我混合和擴充虛擬，並強調「沒有『前面』的

教室」 (no ‘front’ to the classroom)適用「混合式學習」(blended learning)，牆壁

是作為個人化、展示和投影之用，以增進實務分享。Berliner 認為行動科技

(mobile technology)活化這樣的環境，也開啟了「空間彈性的新世界」 (a new 

world of spatial flexibility) (Caulfield(Ed.), 2016)，圖 16 為適用於混合式學習的

小團體教學研討室。 

 

( 圖片來源：Chris Cooper, Courtesy Perkins Eastman ) 

圖 16  適用混合式學習的小團體教學研討室 

資料來源：Expanding possibilities for America's K-12 schools, Caulfield, J.(Ed.) , 

December 14, 2016.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dcnetwork.com/expanding-

possibilities-americas-k-12-schools 

 

 



 

 

(七)非融合學習空間與融合學習空間 

學習空間以「學習融合」來分，可分為非融合學習空間與融合學習空間： 

1.非融合學習空間(restrictive learning space)：非融合學習空間，係指為一般學

生上課設置的教室，學習空間與設備依一般標準需求，未特別考量特教生和

學生學習的特殊需求，通常進出教室的障礙較少，但是室內移動或特殊設備

的考量則未臻周延，對一般學生使用尚無大礙。 

2.融合學習空間(inclusive learning space)：融合學習空間，基於回歸主流特教

生和學生學習的特殊需求，在學習空間和設備會特別規劃設置，如無障礙環

境和設施、室內桌椅配置預留無障礙通道、特教輔具、左撇子使用的桌椅、

宗教祈禱室、共融式遊戲場、無障礙網頁等等，讓所有學生的學習暢行無阻。 

Berrs 和 Summers(2018)強調，為了提供公平的學習體驗，校園應優先確

保普通教室能夠為學習做好準備，以支持所有學生的生理、文化和認知的需求；

而可供學習的空間，要特別關注人類的舒適度，為教師和學生提供多種互動與

表達的方式，並確保所有人均享有平等的環境使用權。特別是，紐西蘭的教育

體系宣稱致力於提供融合的教育經驗，融合(Inclusion)紐西蘭教育的基本原則

(Benade, 2019)。紐西蘭教育部(New Zeal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16)提出能

讓所有孩子運用的彈性學習空間(FLS)，其通用設計原則為：(1)公平使用

(equitable use)―該設計對各種能力的人都很有用。(2)使用靈活(flexibility in 

use)，―空間可以改變以適合學習者的需求或喜好。(3)簡單直觀的使用(simple 

and intuitive use)―空間易於使用，不用考量使用者的經驗、知識，語言技能或

專心程度。(4)可感知的訊息(perceptible information)―無論環境條件或使用者

的感官能力如何，都可以弄清楚如何有效利用空間。(5)誤差容忍(tolerance for 

error)―該設計儘可能減少危害，並考慮了意外或意外行為的後果。(6)低體力

(low physical effort)―使用該設計無需花費太多力氣。(7)接近和使用的大小和

空間(size and space for approach and use)―無論空間大小、運用姿勢或移動性如

何，使用者都能夠接近該空間，並更改以滿足他們的需求。這些通用設計原則，

對於融合學習空間的規劃與設置極，具參考價值。 

五、結語 

面向未來的新世代學習空間，是一個因應 21 世紀新世代學生學習新模式、

新樣態，而提供多模式、多中心，並以 ICT 為基礎，設計符應新世代學生多

元和多樣學習需求的空間與設施。從學生和學習的視角出發，從新看待學校建

築與校園規劃，會有全然不同的視野，整個學習空間體系更為複雜，但也更值

得了解與探究。當學校建築與工程結合，它是一個純然的物質空間與設施，要

依照建築相關法規審議和興建；當學校建築與教育結合，則成為因應課程和教

學需求的教育空間與設施，須依循教育部的課綱和設備基準來規劃與設置；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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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建築進入學生和學習的核心，為符應新一代學生學習的多元多樣需求，學

校會成為學習無所不在的新世代學習空間，並須運用空間領導和校園營造使之

永續經營與發展。 

如以物理的牛頓「三大定律」來思考物質空間，教育空間與設施就要用愛

因斯坦的「相對論」來思考，至於新世代學習空間則要用「量子力學」來思考；

因為，物質空間與設施的建築法規是恆定的，教育空間與設施有課綱和設備基

準設置的相對性，此二者皆以鉅觀角度觀之，而新世代學習空間則以微觀角度

細查學生的多元多樣需求，而學生的需求一如粒子在被觀測之前不具任何物理

性質，然而被觀測之後，依測量儀器而定，可能觀測到其粒子性質，也可能觀

測到其波動性質，或者觀測到一部分粒子性質一部分波動性質，一如學生的學

習需求多樣而幻變且具有不確定性，並成為無所不在的學習。 

21 世紀走完 20 年，學生的學習基於 ICT、工業 4.0 和 5G 的發展，學生的

學習模式和 20 世紀的學生截然不同，新世代學習空間的研究和樣貌，更是變

化多端。因此，本文在理念研究上，先探索新世代學習空間的多樣化名詞，及

其內涵和特徵，並例舉主動學習教室、革新學習環境、彈性學習空間、協作學

習空間影響學習成就的相關研究，以資了解新世代學習空間的重要。其次，在

規劃理論上，介紹了 Radcliffe 的教學法―空間―科技(PST)架構，以及

Lippman 的學習者―環境關係矩陣，以了解學習和空間的建置關係。第三，在

規劃重點上，要舉協作空間、發表空間、陳列空間、方案空間、專業重點實驗

室、多用途空間、有趣的空間、無鞋學習空間、虛擬空間、個人吊艙、休憩空

間、小會議室、教職員工作區、支援空間、室外學習空間、透明視界、彈性家

具、豐沛的科技、高性能組件等 19 項，以供新世代學習空間規劃之參考。此

外，在規劃向度，可從學生和學習者的學習時間、方式、興趣、群組、動線、

場域、融合等 7 個向度來思考，並據此分析新世代學習空間的重要類型，包括

正式學習空間與非正式學習空間、被動學習空間與主動學習空間、單元學習空

間與多元學習空間、團體學習空間與個別學習空間、區域學習空間與流動學習

空間、實體學習空間與虛擬學習空間、非融合學習空間與融合學習空間，以供

新世代學習空間發展與設置之參考。 

須提的是，新世代學習空間在大學、中小學，甚至幼兒園的規劃與設置上，

依其學生學習特質、時間、興趣和方式，以及校園的空間條件，各會有不同的

考量和形式，正因其複雜度和多元、多樣的變化，促使學習空間的研究和探索

快速發展，也更有利於新世代學習空間理論與實務之開拓與探究。期待，校園

建築與環境規劃，能從學生和學習的新角度來思維，以開拓學習空間的新視野，

為新世代學生創建新空間、新設施、新環境!  

 



 

 

(本文得以完成感謝臺北市青發處廖文靜處長和政大博士生吳珮青小姐的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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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教室教學行為數據採收： 

以 AI 蘇格拉底分析系統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兼教育學系系主任 張奕華 

全球醍摩豆智慧教育研究院院長 吳權威 

中國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助理教授 許正妹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生 謝宛芹 

壹、緒論 

「智慧教育」(Smarter Education)是藉由數位科技學習輔具的優勢，使教

師可以「關注每一個孩子」，並根據學習者的背景與需求提供合適的教育，發

展學習者的多元智慧、培養團隊合作素養、提升創造與創新能力。在智慧教育

發展藍圖中，培養採用現代教育理念的智慧教師、提煉可複製會擴散的智慧模

式、創造以學生為中心的智慧課堂，是最為關鍵的環節(張奕華、吳權威，

2018)。「醍摩豆智慧教室」(TEAM Model Smarter Classroom)支持系統是幫助

教師整合教學、評量、診斷、補救等四大環節的教學專家系統，也是助力學生

完成課前自學、課中合作和課後複習的自主學習系統。TEAM Model 是教學 

(T) 、評量 (E) 、診斷(A) 、補救 (M) 等四大 e 工程，各取一個英文字母組成為

TEAM，意指團隊、整合之意。「醍摩豆智慧教室」系統是一套出最適合實踐

現代教育理念，並能加速教師專業成長的支持系統(HABOO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6)。通過大規模教學實驗的成功經驗，可以「系統性、大規模、

常態化」導入智慧學校、智慧學區的智慧教學系統，能加速教師專業成長的支

持系統。 

大數據(big data)又稱巨量資料，是指透過新型的信息技術方法快速擷取、

處理和分析大量資料，成為可解讀有用的資訊，以供理解現象、預測趨勢和決

策之參考。舉凡天文學、大氣學、醫療、社群網路、醫療紀錄、警政治安、交

通路況、電子商務等，都能借用數據的分析來提高效能或開發商機(維基百科，

2019)。現在教育界也搭上了這一個大數據的潮流，將能從教學中產生的大數

據來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若課堂中師生間的互動情況能進行數據化分析，將能

更科學化地探究「以生為本的課堂教學」；若對教師的教學方法數據化，就能

幫助教師找出最有效的教學模式；若統計課堂中師生之間的提問互動與類型，

就能提升課堂互動品質。透過資訊科技的導入，學校中時時刻刻都在積累教學

大數據，從中採收的教學行為數據將能有效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可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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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拉底(Sokrates)分析系統」所自動採集、分析的教學行為數據報告，做

為自我提升的科學化依據。 

貳、智慧教室意涵與設計哲學 

一、醍摩豆智慧教室意涵 

「醍摩豆」三個字代表 TEAM Model 智慧教室系統所創造的教育價值和

改變世界的力量。其意涵為：「醍醐灌頂、觀摩學習、希望種子」，「醍摩豆智

慧教室」可以幫助老師給予學生醍醐灌頂的指導，創造智慧連環的精彩課堂。

醍摩豆也代表修煉、學習與希望，是發展智慧課堂的完美狀態。採用「醍摩豆

智慧教室」支持系統的智慧課堂，必須重新提煉整合「技術、教法與內容」的

智慧模式，這種教學法稱之為「智連環教學法」，智連環教學法之課堂活動，

可以大幅提高師生的「有效互動」。簡言之，在「醍摩豆智慧教室」裡，採用

「智連環教學法」，可以創造「醍醐灌頂、智慧連環」更完美的現代課堂。換

言之，TEAM_Model 這套系統是幫助教師整合教學、評量、診斷、補救等四

大環節的教學專家系統，也是助力學生完成課前自學、課中合作和課後複習的

自主學習系統。TEAM Model 是教學 (T) 、評量 (E) 、診斷(A) 、補救 (M) 等

四大 e 工程，各取一個英文字母組成為 TEAM，意指團隊、整合之意

(HABOO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16)。 

醍摩豆(TEAM Model) TBL (team-based learning)智慧教室高度整合

HiTeach 互動教學系統、IRS 即時反饋系統、HiLearning 系統、HiTA 智慧助教

等教學支持系統，讓教師能在課堂中隨時啟動 TBL 團隊合作學習模式與策略。

教師能在課前透過 IES 完整掌握每一個學生的自學情況，從而調整自己的教學

策略；在課堂中方便而有效率地收集、彙整、分類學生討論的成果、即時掌握

各個團隊的學習成效，發揮團隊合作學習的優勢並強化團隊合作學習的成效；

課後學生可以透過智慧學伴進行課堂複習，並透過診斷報告了解自己的學習難

點，進行補救學習。在 TBL 智慧教室中(見圖 1)，學生座位分為多個小組，每

一個小組配備一台平板 



 

 

 

圖 1 TBL 智慧教室 

電腦，作為學生收集、產出與回饋的工具；每一個學生則持有一個 IRS

即時反饋系統，能對課堂中的問題、調查、互評等活動提供個人化的回饋。教

師則是使用 HiTeach 互動教學系統，在電子白板或觸控螢幕上呈現課堂教材、

彙整學生的討論結果、檢視各組學生的學習成效，並可使用智慧手機上的

HiTA 智慧助教進行智慧巡堂，隨時拍攝熱烈討論的狀態、團隊實作的成果或

個別學生特別的思考與作品，並可立即向全班展示與分享，讓教學素材更加豐

富。 

二、醍摩豆(TEAM Model)設計哲學 

醍摩豆(TEAM Model)是實現「教學」(T)、「評量」(E)、「診斷」(A)與

「補救」(M)四大 e 化工程的理想系統。TEAM 分別代表四大工程的其中一個

英文字母，包含課堂教學服務(e-Teaching)、評量服務(e-assEssing)、診斷服務

(e-diAgnosing)及補救教學服務(e-reMediation)等四大子系統，為一全新的科技

應用服務模式(見圖 2)。「科技服務教育，科技服務教學，科技服務學習」是醍

摩豆(TEAM Model)系統在開發時的出發點，回歸教育的基本面，徹底改變以

往僅從科技角度看待教學的錯誤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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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醍摩豆(TEAM Model)智慧教室 

醍摩豆(TEAM Model)基於教學與學習的應用需求，研發可以有效能地服

務各種教學方法與策略的軟硬體工具。例如，傳統講述法、問題導向學習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TBL 團隊合作學習、精熟學習法(master 

learning)、一對一學習(one to one learning)等教學方式與策略，都可以應用智慧

教室的協助，提升品質與效能。科技是否發揮在「教」與「學」上的應用價值，

可以從三個面向來評估，分別是：使用便利(Convenience)、展現效能

(Efficiency)、科技智慧(Intelligence)，這三個面向簡稱為 ICE 評估指標(見圖 3)。

簡言之，以醍摩豆(TEAM Model)為主要核心的 e 化教室，能提供教學者 ICE

之科技輔助，具有教學、評量、診斷、補救等四大服務的教室，稱為「醍摩豆

(TEAM Model)智慧教室」。 

 

圖 3 ICE 評估指標 

 



 

 

參、教學行為分析與數據採收 

一、教學行為定義與類型 

「教學行為」係教師在班級教學中所展現的行為，以及有關實際教學的活

動。教學行為之內容架構分為教學執行、班級管理、學習評量、親師溝通、教

學革新和環境轉化等六個向度(孫志麟，2001)。張慧媛﹙2010﹚指出，「教學

行為」乃施教者與受教者之間的教學互動活動，此種活動是複雜而多樣態的，

且是在教學情境下經由思考後所做的行為。陳冠妃和何俊青（2011）將「教學

行為」定義為教師在教學歷程中，所表現於外與教學有關之行為，其類型包含

教學準備、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與態度、師生關係、教學評量。張蓓莉(1996)

研究發現，不同教師會有不同的教學型態及不同的教學行為，而教師的教學行

為表現的差異則可能受教師的教學信念、外在因素及教學態度等影響。綜合國

內外學者有關教學效能及教學行為的研究，教師行為與學生的學習成效有一致

性的相關性。 

Flanders (1963)在探討教師教學行為與學生學業成就的關係時，將教師的

教學行為區分為「間接影響」與「直接影響」等兩種方式。間接影響係指教師

多採用情感接納、稱讚、鼓勵及學生的觀點來進行教學；直接影響則指教師多

以命令、指導、批評及糾正的教學行為。Bennet (1976)探討教師的教學型態時，

將教師的教學行為分為「學生中心」與「教師主導」兩種型態，前者較傾向採

取非指導、民主、讓學生自發學習的教學行為；後者則較傾向直接指導、命令、

由教師決定的教學行為。鄭碧瑤和鄭詠勛（2015）指出有效的教學行為包含了

教師在教學前即準備好了教材，在每一次的教學活動中都能清楚明確的呈現學

習目標，且會因人適所的使用學生可以理解的句子來傳遞，並透過作業、測驗、

討論、問答等各種方式檢閱學生是否了解，必要時需要再重新釐清概念講述一

次。莊茜茹（2016）指出不同教師會有不同的教學型態及不同的教學行為，而

教師的教學行為表現的差異則可能受教師的教學信念、外在因素及教學態度等

影響。綜合國內外學者有關教學效能及教學行為的研究，教師行為與學生的學

習成效有一致性的相關性。 

二、教學行為分析方法 

(一)弗蘭德互動分析系統研究 

弗蘭德互動分析系統（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 FIAS）是 1970

年由美國學者 Flander 發明，簡稱 FIAS，其源於這樣的理念：語言行為是課堂

中主要的教學行為，占所有教學行為的 80%左右。因此，對課堂中的師生語

言行為進行互動分析就能夠把握課堂教學的規律和實質。該系統包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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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描述課堂互動行為的編碼系統，即量表；一套關於觀察和記錄編碼的規定

標準；一個用於顯示資料，進行分析，實現研究目標的遷移矩陣（魏寧，

2006）。對於互動的教師行為研究，亦有將教師行為分成「教師導向模式」

（Teacher-Directed Model, 簡稱 TDM）及「共同決定模式」（Decision-Sharing 

Model, 簡稱 DSM）以研究教師行為。另有採用質的研究模式來進行研究，對

同一位或同一群教師連續進行長期（如一學期或一學年）觀察，憑觀察的結果

作深度的詮譯，以了解教師行為的意義及所發生的影響。上述對教師行為的研

究，除了由研究者直接觀察之外，大多同時將教師在教學前後及其過程中的行

為錄影，再運用教師行為觀察系統進行分析，並以因素分析法認定教師行為因

素，探求其與學生學習成就之間的關係。對於實習教師及初任教職者而言，教

師行為研究提供楷模，有益其教學成效的提升(梁茂森，2000)。 

應用「弗蘭德互動分析系統」(FIAS)之相關研究(Inamullah, Hussain, & Din, 

2008; Yu & Kim, 2010)發現教師改善教學行為，能增加學生學習效果；小學和

國高中教師的教學行為有顯著差異(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鄢放

（2014）提及弗蘭德斯互動分析系統(FIAS)是一種著名的用於教室裡師生教學

互動行為觀察的系統，是記錄和分析教師在不同教學情景下的教學行為和師生

互動行為的分析系統。它包括 3 個步驟：1.一套描述課堂言語互動行為的編碼

系統；2.用於規範觀察和記錄編碼的一套規定標準；3.將觀察記錄的課堂言語

行為紀錄入到編碼系統中，通過矩陣表格表示，並進行分析 FIAS 將課堂教學

行為分為教師語言、學生語言及混亂沉默共 10 類。研究發現教師語言分為 7

類，其中包括對學生產生間接影響的 4 類和直接影響的 3 類。學生語言包括學

生回應教師的講話，以及主動開始對話兩類。 

(二)靠譜(Communities of Practice)研究 

由王陸擔任首席專家的教師線上實務社群（The Teacher's Online 

Communities of Practice,簡稱 TOCOP 或 COP，中文簡稱靠譜）是由中小學教

師、大學專家及助學者所組成的一種正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相混合的學習環境，

是一種基於課堂教學行為大資料，促進教師實踐性知識增長和專業能力發展的

學習型組織，是一種將教師學習、研修、培訓、資源建設等融合在一起的新型

教師專業發展模式（靠譜聯盟，2017）。針對近年來中小學教師課堂提問的有

關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王陸與蔡榮嘯（2016）從課堂大資料分析的視角，

從樣本地區，用分層抽樣的辦法選擇新手教師、勝任教師和成熟教師，採用視

頻分析法、IRT 模型法和歸納法與演繹法，對其課堂教學提問的傾向性特徵開

放性傾向、問題解決傾向、批判性及創造性傾向）和價值取向進行分析。王陸

與李瑤（2017）利用課堂教學行為大資料，運用視頻案例分析法、內容分析法、

統計分析法和歸納推斷法等研究方法，從教學現象的觀察與描述中研究課堂教

學的規律。 



 

 

課堂教學行為大数据具有模式数据、關係数据、結構数据和行為数据四種

典型的類型。而所謂的課堂教學行為是指教師引起、維持或促進學生學習的所

有行為，也就是教師為了促進學習者完成學習行為而進行的支援性、服務性、

指導性的活動總和。課堂教學是一切問題的衍生物，教育的邏輯起點是問題，

所以，課堂教學行為分析也是聚焦問題類型、問題水準、問題結構、問題解答

等方面的行為分析」。靠譜 COP 主要研究包括課堂教學行為大數據的基礎理論

研究和應用研究兩大部分。在基礎理論研究中，從資料獲取與數據分析的原理、

方法及技術等維度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同時，也對數據向信息的轉化、信

息向知識的轉化、知識向智慧的轉化等數據流及數據生命週期等做了大量的實

證類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實踐性研究，形成了基於課堂教學行為大數據的課堂觀

察方法與技術、教學反思方法與技術、知識建構方法與技術，以及知識管理方

法與技術等系列成果。在應用研究中，針對基於大數據的教師專業發展支援服

務做了深入系統的研究，開發出面向具體經驗獲取、反思性觀察、抽象概括和

積極實踐等不同維度的共計 12 類 4096 種支援服務，開創第一個教師線上實務

社群，實現了大學科研成果的轉化等」（王陸、魏寧，2017）。 

(三) S-T 分析法研究 

程雲、劉清堂、王鋒與王艷麗（2016）S-T 分析法是一種以圖形的方法表

示教學性格的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將教學中的行為僅分為學生（S）行為

和教師（T）行為兩類，減少了教學過程中行為分類的模糊性，增加了客觀性。

對於所有記錄的行為序列數據，可以計算 T 行為佔有率 Rt，行為轉換率 Ch，

繪製 Rt-Ch 圖，據此可以判定該節課所採用的教學模式，採用可視化的方法研

討教學。T 行為和 S 行為的具體表現形式見下圖，由於 S 行為包括 T 行為以外

的所有行為，所以除了表 1 描述的 11 種行為外，都可以歸為「其他」，作為 S

行為的一種表現形式。但是，S-T 分析法採用機械採樣方式進行教學行為數據

的收集，每隔 30 秒採集一個行為樣本數據，極易遺漏關鍵教學行為數據或連

續採集重複的行為數據，影響到其分析結果的科學性和準確性。因此研究者提

出一種改進型的 S-T 分析方法。改進型 S-T 分析法針對原有的 S-T 分析法中存

在的不足，從數據採集，統計及分析等三方面分別提出了改進方法，提出「時

間抽樣，動態補償」的教學行為數據採集原則，以行為持續時間作為行為佔有

率的統計標準，並對教學模式的判定方法進行了補充，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操作

簡單的，可視化的教學研究方法，對 ST 分析法進行了完善和發展。 

王欣、馮春梅與宫霞英（2013）指出教學分析是一種以一定的方法，尋找

教學中的諸要素，明確要素間的各種關係，明確教學的整體結構形式和特點，

在此基礎上，通過一定的分析，得到某種知識和信息，並通過這種知識和信息

來評價教學過程、完善教學、改善教材開發的諸項活動。S-T 分析是一種用圖

形的方法直觀表現教學性格，對教學過程及其結構進行定量處理與評價的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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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分析。 S-T 分析中的行為僅有 S 行為和 T 行為，其中 T 行為定義為教師

視覺的、聽覺的信息傳遞行為，S 行為定義為 T 以外的所有行為。 

萬華明、蔣雪明與姜鑫（2010）提及 S-T 信息方法就是將課堂教學分為學

生行為(S)和教師教學行為(T)兩類，減少分類判定的模糊性和主觀性。基於 S-

T 信息分析，可以有兩種同的圖來分析教學方法。一種是表示老師與學生行為

的 S-T 圖，分為計劃 S-T 圖和實測 S-T 圖。計劃 S-T 圖是在教學實施之前設計

理想，它參考前期教學的結果和一些經驗所繪製成的，實測 S-T 圖是根據實際

情況，採取一定的時間間隔記錄老師和學生的行為，它是基於教學過程的實際

數據，然後繪製而成。另一個為體現教學類型的為 Rt-Ch 圖。橫軸 Rt 表示教

師的教學情況，縱軸 Ch 表示教學中的轉換率。仔細觀察軸間的關聯，可將教

學分為四種不同的教學模式：講授型、對話型、混合型、聯繫型。 

 (四)其他教學分析(teaching analytics)相關研究 

Prieto, Sharma, Dillenbourg 與 Jesús(2016)指出「教學分析」就是運用學習

分析技術來了解教學過程，這種以教師為中心的學習分析工具，以

eLAT(exploratory Learning Analytics Toolkit)或 LOCO-Analyst 等工具為例，這

些分析工具將教學實務描繪成一個循環，從教學環境中蒐集數據-數據分析-進

行教學介入（改變），。即將蒐集、分析、可視化學習過程的數據。探索機器

學習科技（如眼動跟踪，腦電圖，加速度計，音頻和視頻）在教室中使用可穿

戴式傳感器，這種方法是可行的，並達到相當好的準確性。研究發現眼動追蹤

可提供大量有用的數據來測量學習者的情緒反應與認識負荷，特別是每 10 秒

的平均瞳孔直徑窗口。穿戴式感應器（如運動用的小型攝像頭）則可評估學生

的注意力、捕捉到教師教學活動的過程（如遮擋、死角）對於教師事後改善教

學具有積極的的作用，因為能更容易地記住或理解當時的情況。Gauthier(2013)

認為教學分析側重於透過視覺方法和科技工具的發展或應用來輔助教師教學。

利用科技工具提供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數據分析（如提供學生反饋、注意力

等），來決策教師是否要改善自我的教學設計。另外對於新手教師也提供一個

增進教學的一個機會，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透過科技將上課過程記錄下來，提

供給新手教師瞭解學科知識結構、學習者迷思概念及可能遇到的困難。 

肆、蘇格拉底教學行為分析系統(STAS) 

一、蘇格拉底教學行為分析系統概念 

蘇格拉底教學行為分析系統為一個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之平台，依循三大原

則所開發出來，首先要能更直接、更完整的蒐集到教師教學行為，其次則為以

半自動、非人力的方式採集教師教學行為特徵之數據，最後則是將分析結果以

簡單圖表，可清楚視覺化的呈現。藉由擴建教室之科技設備，如電子白板、錄

播設備等，成為一智慧教室，使教師能於授課過程中，立即的、半自動的採集



 

 

到教師所做之行為，而非過往仰賴受訓過的訓練員或教師，以人工註記之方式

做紀錄；而在授課完畢後，則能馬上進行課程中的教學行為分析，教師不僅能

藉此系統進行自我教學反思，還能精進與改善在課堂中的教學行為決策，甚而

能與平台上的不同課堂進行觀摩與交流；且累積不同時空背景下的課堂案例，

更有助於課程與教學發展之相關研究(Kuo, Liang, Chang, & Wu, 2018)。 

蘇格拉底教學分析系統，是以(半)自動化的方式採集老教師的教學行為數

據，透過人工智慧引擎分析教師的教學數據，每堂課結束後可以馬上產生分析

報告，是為一個讓老師們可以互相觀摩好課，共同成長的平台。有諸多課堂教

學實錄與分析的工具，提供了大量的教學記錄，但仍存在許多難以普及的技術

性問題，而隨著智慧教室的逐漸普及，並設計了一套基於醍摩豆智慧教室的自

動化教學分析系統：蘇格拉底教學行為分析系統，並建構一個分享平台，期望

透過此平台協助老師更容易進行教研工作進而提升教學專業(吳權威、梁仁楷、

古騏毓、張松濱，2018)。 

二、課堂教學行為數據採收架構 

教學行為數據特徵分析系統-蘇格拉底分析系統的「課堂教學行為數據採

收」架構(如圖 4 所示)，蘇格拉底分析系統可以自動收集相關教學行為並進行

數據分析。這些數據如下：1.主動趨勢數據：顯示這堂課的師生互動情況，是

由教師主導或以學生主導為主。2.有效互動數據：顯示這堂課的有效互動頻率，

計算師生、生生間互動行為數據後，產生有效互動點數，包含全班與各小組互

動點數。3.工具使用數據：顯示這堂課的智慧教室工具使用情況，呈現工具使

用頻次統計、時間比率，以及各項工具使用時，所引發的互動強度。4.方法應

用數據：顯示這堂課的方法應用趨向，系統根據教學片段，分析教學行為數據

後，呈現課堂中教學方法應用的特徵。5.提問標記數據：顯示這堂課中，專家

使用蘇格拉底議課介 

 

圖 4 課堂教學行為數據採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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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認可的有效提問標記，以補充、或修正 AI 的不足。6.回應標記數據：

顯示這堂課中，專家使用蘇格拉底議課介面認可的有效回應標記，以補充、或

修正 AI的不足。 

教師在課堂中的教學行為會透過 HiTeach 互動教學系統自動記錄，並自動

上傳至雲端平台，接著教學行為大數據雲服務就會自動生成「教學行為數據分

析報告」(見圖 5)。蘇格拉底分析系統能協助專家與聽課教師們，以更科學的、

有效的方式進行議課(張奕華、吳權威，2016)。在蘇格拉底分析系統採收的大

量教與學大數據，透過客觀的數據分析，加上教學專家的專業知識，就能即時

對教師的教學模式、教學方法等面向進行指導建議，讓以往教研時對教師評價

的主觀因素影響減少，其即時性更是大幅提高對教師專業指導的效率。教師可

透過每堂課後所產出的教學行為數據分析報告比對自己的教學設計，即能精進

自己的教學內容，確認自己的教學可達到教學目標，這就是教師自主專業成長

的自主模式。透過數據化分析，對於教師發展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教學會有幫

助；同時，透過蘇格拉底分析統之教學行為數據分析，教學中教師所使用的教

學方法能統計且數據化，對於教師找出最能提升教學成效有所幫助。更重要的

是，課堂中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提問與回應都能有效記錄，對於改善師生之間的

互動有所幫助。 

 

圖 5 教學行為數據分析報告 

三、AI 蘇格拉底報告指數 

（一）AI 蘇格拉底科技互動指數(T)  

醍摩豆智慧教室是基於現代教育理念的教學支援系統，運用有效的科技互

動和教法應用策略，可以創造更高效的教學效果，而借助 AI蘇格拉底系統，

可加速熟練教學系統，是輔助教師熟練醍摩豆的 AI 智慧教練。科技互動指數，



 

 

是依據使用 HiTeach 互動功能組合，評價有效互動的指數，適當科技互動功能

組合，可獲得較高指數。基礎科技互動功能包括即問即答(Pop Quiz)、統計圖

(Show Chart)、挑人(Pick-Out)、計分板(Scoreboard)、推送(Push)等，二十多項。 

（二）AI 蘇格拉底教法應用指數(P)  

醍摩豆智慧教室是基於現代教育理念的教學支援系統，運用有效的科技互

動和教法應用策略，可以創造更高效的教學效果，而借助 AI蘇格拉底系統，

可加速熟練教學系統，是輔助教師熟練醍摩豆的 AI智慧教練。教法應用有六

項基礎分析指數，包括小組學習、全班互動、生本決策、全班測驗、個人學習、

多元評價等，運用這六項指數，能自動分析教師在課堂中教學行為的資料特徵，

當相關有效教學行為資料越多時，可獲得越高的指數。當然，這些教學行為指

數就像吃維他命，必須適量搭配運用，才能獲得最佳教學成效。 

（三）AI 蘇格拉底教材實踐指數(C)  

教材實踐(P)是運用 TPACK 理論，促進 TPC 三者深度融合的腳本(劇本)。

教師必須熟悉科技互動(T)功能和教法應用(P)組合樣態，把科技和教法，巧妙

的設計在教材中，而透過課堂教學實踐與評估，逐步提升教案設計的品質與效

能。 

教材實踐有五項指數，包括教學設計、教學過程、教學效果、技術應用、融合

創新等。結合 AI蘇格拉底科技互動(T)功能和教法應用(P)的豐富資料和蘇格

拉底影片，教育專家可以更客觀的評估教材實踐指數。逐步建立教育專家的教

材實踐評估指數庫，以期發展半自動和全自動的教材實踐評估指數服務。 

伍、結語 

個性化教育已經成為教育人工智慧探索的一個方向，要實現個性化教育，

其關鍵點是數據的採集與分析。蘇格拉底分析系統可以自動收集相關教學行為

並進行數據分析，加上教學專家的專業知識，就能即時對教師的教學模式、教

學方法等面向進行指導建議。以往成就一個好老師可能要花五年、十年，然而

在 AI人工智慧的「蘇格拉底影片」加持之下，一年就足以打造一個好老師。

有好的老師能造就好的孩子，有更多的好老師就能成就更多孩子。本研究之預

期影響性為善用採收與研究教學行為大數據的教學行為分析系統蘇格拉底系統，

將能建立完善的典型智慧課堂資料庫，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透過蘇格拉底分

析系統，將能讓教師團隊與專家團隊共同議課、共同分享、共同成長，此為教

師專業成長的議課模式，讓學校教師團隊以團隊合作的形式一同向上成長。而

在教育行政單位，如教育局的整合下，將能促進智慧學區專業成長，做到整合

數據、分析研討、理解差異、目標性專業協助，教師專業成長的學區模式能完

美整合學區內的教育資源，使學區教師專業成長。依照教師教學行為而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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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的評價、診斷，讓教育專家科學化的有效幫助教師提升專業知能，這是

未來提高教師專業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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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ncipals' Campus Building Planning 

and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s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兼實小校長/園長/林進山博士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

本研究係針對台北市、新北市和桃園市曾獲校園營造獎、特色學校獎、綠建築

學校獎(含建築之光獎)、綠色學校獎或其他獎項的學校校長為研究對象。並透

過 Google 問卷調查，共回收 185 份，有效問卷為 182 分，佔 98.38％。研究方

法採文獻探討和問卷調查，資料分析採描述統計的平均數和百分比與次數分配，

經綜合討論做成以下的結論。 

一、中小學校長校的校園建築規畫涵蓋獨特建築造型、創意學習角落、詩性空

間規劃、美學情境設計和主題探索廊道等五個主要向度。 

二、中小學校長校的校園建築規畫，其中以「美學情境設計」列為第一(佔

42.31%)。 

三、中小學校長在學生學習成效最優先考量向度涵蓋激勵學習興趣、增進學習

能力、強化成就機、優化創價學習和提升領域學習效果等五個主要向度。 

四、中小學校長在學生學習成效最優先考量向度，其中以「激勵學習興趣」列 

為第一(佔 47.28%)。 

五、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的「獨特建築造型」、「創意學習角落」、 

「詩性空間規劃」、「美學情境設計」和「主題探索廊道」等五個主要向 

度與「學生學習成效」的相關度，皆以「激勵學習興趣」列為第一共有 86人

次。 

六、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各向度，進行交叉比對 

發現:「美學情境設計」與「激勵學習興趣」連結度佔 20.86列為第一。 

七、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的「美學情境設計」和「學生學習成效」的 

「激勵學習興趣」、「強化成就動機」、「優化創價學習」和「提升領域 

學習效果」等四各向度的連結度較強。 

八、「校園建築規畫」五個向度中的「美學情境設計」是最能激發學生學習成 



 

 

效佔 42.28％，而「學生學習成效」五個向度中的「激勵學習興趣」是列為最

有價值性和重要性佔 47.25％。 

九、學校背景變項的各項獲獎獎項與校園建築規畫的美學情境設計關係較高；

而學校背景變項的各項獲獎獎項與學生學習成效的激勵學習興趣關係皆較高。 

最後，研究者依據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校園建築、學生學習、學校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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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校園建築規劃與空間美學設計將以「建築實體、建築形式、建築空間、質

量標準、功能佈展、實用程度、空間秩序、精神傳承、情境氣氛、自然情境、

空間系統、人文設施、永續校園、數位科技、精緻資源、師生動線、學習步道、

活動脈絡」等十八個向度提供學生學習。同時，校園建築空間規劃和美學情境

設計將影響學生學習成效。職是之故，課程、教學、學習將影響校園空間規劃；

校園空間規劃與情境設計亦能提升課程、教學與學習的成效(湯志民，無日期；

潘教寧，2016）。 

湯志民（無日期）認為「課程、教學與學習是教育的主體，空間是教育的

基礎與載體；課程、教學、學習影響教育空間規劃與營運，教育空間規劃提升

課程、教學、學習的成效」。職是之故，校園景觀規劃須考量學生的認知程度，

整體而言涵蓋互動性、安全性、教育性、空間性、獨特性和美感度。因此，校

園營造的「建築規劃-空間設計-美學情境-學生學習」要有延續性和關連性。校

園建築規劃須考量學生的學習心理和學習內涵，透過美學設計技巧呈現詩性空

間概念，設置學習情境，啟迪學生學習意願(沈瑞琳，2009；林進山 2019）。 

黃玉英（2004）研究發現「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校建築規劃現況與學生

學業成就的關係」，在個別建築規劃變項方面，僅學校規模、校地配置以及廁

所維護等三個變項與學業成就有顯著的關係存在，尤其廁所維護變項能有效預

測學生學業成就。足見依學校規模規畫校園建築特色和校地配置規畫學習空間

和情境設施，諸如廁所設計、維護管理與情境布置皆與學生學習成效有連結性

的關係。 

中小學校長如何整合校內外的人力、財力、物力和組織的資源，結合產官

學研，建立足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的學校建築，提供詩性空間和美學情境，讓

教師善用建築特色，創造幸福空間，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和促進學生創價學習。

因此，校長的「校園建築規畫」將影響教師的「教學品質」和學生的「學習成

效」。茲就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的重要性和價值性分

敘如下 

一、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的重要性 

校長校園建築規畫須結合校務發展計畫、營造建築特色、活化校園空間、

展現設備功能、優化美學情境、發展主題探索、規畫學習步道，藉以迎合課程

設計和創新教學，增進學生學習成效。因此，研究者認為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

學生學習成效關係的重要性，包含校園建築規畫締造學生學習的幸福空間和校

園建築規畫改造校園成為學習型學校。 



 

 

(一)校園建築規畫締造學生學習的幸福空間 

校長須要有規畫校園建築和設計學習空間的能力，掌握教育脈絡和發展學

校學習特色，營造優質的學習環境，開拓校園學習空間，進而善用閒餘空間創

造幸福空間。 

(二)校園建築規畫改造校園成為學習型學校 

校園建築規畫和空間改造，須結合學校特色課程，規劃學生學習動線，促

使校園形成處處是學習角，各個都是學習的場域。同時，讓校園學習空間變廣，

激勵親師生皆意願學習，使校園成為學習型學校。 

二、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的價值性 

校園的建築規畫與空間改造，如能結合「課程與教學」(curriculum 

&instruction)，形塑校園學習文化，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學校建築特色會

更有價值。因此，研究者認為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的價值性

包含形塑學校學習文化延續教育價值和增進學生學習意願提升學生學習力。 

(一)形塑學校學習文化延續教育價值 

校長須要有建立學校學習文化的使命，延續學校文化的學習命脈，方能創

造學校教育價值。諸如校史室的建立，讓全校師生從學校文化與傳承命脈的學

習價值出發，藉以了解學校文化的創建與緣起，提升學生學習的教育價值。 

(二)增進學生學習意願提升學生學習力 

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須結合教師教學的實用空間和校園建築特色，以激勵

學生學習意願與興趣。同時，結合領域教學特色吸引學生學習，提升學生學習

能力。因此，學校建築的規劃特色與校園空間的藝術創作，可透過教師創意教

學，促進學生創價學習。由內在的成就動機需求，就能彰顯學生學習力，達成

有效的學習。 

貳、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的意涵 

本研究就以研究題目「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之研

究」的變項和次變項，分敘如下。 

校長校園建築規畫 

湯志民(2017）認為學校建築規劃（the school building planning）係以教育

理念、學校環境和建築條件為基礎，以人、空間、時間和經費為基本向度，使

校地、校舍、校園、運動場與附屬設施的配置設計能整體連貫之歷程。而黃庭

鈺（2015）認為「校園建築美學規劃」係指校園建築、環境景觀及教育設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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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能反映出校園建築的美學概念，使其具有「形象美」、「意境美」、「空間

美」及「生態美」，藉以彰顯學校特有的建築風格。 

本研究所指的校長校園建築規畫(Building planing of campus)係指校長須具

有智慧創見和科技能力，領導學校行政團隊進行校地位置配置，規畫校園建築

造型風格，設計裨益學生學習的空間特色，以達成整體的辦學績效。其校園建

築規畫涵蓋獨特建築造型、創意學習角落、詩性空間規劃、美學情境設計和主

題探索廊道等五個向度。 

(一)獨特建築造型 

獨特建築造型(Unique building modeling)係指校長能藉由校際交流、國際

參訪、建築學術研討會，思考學校需求的建築造型和特色風格，以形塑校園建

築的獨特性、創意性和教育性，藉以拓展校長的學校建築視野。進而改建古建

築風貌和新建築特色，以迎合學生創價學習。 

(二)創意學習角落 

創意學習角落 (Creative learning corner)係指校長須結合校園建築公共藝術，

規劃學習角落。諸如溫馨的閱讀角、快樂的學習角、音樂的賞析角、藝術的彩

繪角、揮毫的書法牆、休憩的棋藝角、遊戲的桌遊角等，藉以展現校園多元的

創意學習。 

(三)詩性空間規劃 

詩性空間規劃(Poetic spatial planning)係指校長須具有校園整體空間規畫的

概念，結合產官學將閒餘空間改造成學習空間或特色空間，讓學生透過課程活

動沐浴於幸福空間學習，感受詩性美學情境的校園生活。 

(四)美學情境設計 

美學情境設計(Aesthetic situation design)係指校長針對整體校舍建築特色空

間規劃，成立校園美學情境設計小組，再依學生學習需求和老師課程教學需要，

進行學習空間和教學情境的設計。諸如角落情境布置、教室色澤搭配、生態植

栽設計、動態動向規畫、專科教室設計等等皆符合美感、美色和美學的概念，

促進學生全方位的學習，以達陶冶性情教育之功效。 

(五)主題探索廊道 

主題探索廊道(Topic exploration corridor)係指校長可依校園配置圖像和建

築造型特色，規畫各項領域學習步道。諸如國際文化廊道、生態蝴蝶步道、語

文學習步道、彩虹學習步道、校史學習步道、數學學習步道、藝術創作步道等

等，提供學生探索學習。 

學生學習成效 



 

 

學校「校園建築美學規劃」是以學生學習為主體，其學習成就表現是學校

教育的核心價值。是故校園建築的「形象美」、「意境美」、「空間美」及「生態

美」等四個面向，對於學生在「認知學習成就」、「情意學習成就」和「技能學

習成就」等三個層面具有影響力（黃庭鈺，2015；Education World,2015)。 

本研究所指的學生學習成效(Student learning achievement)係指學生在學習

歷程中獲得「認知學習成就」、「情意學習成就」和「技能學習成就」，並具有

認知、知識、能力和態度的核心素養。其學生學習成效涵蓋激勵學習興趣、增

進學習能力、強化成就機、優化創價學習和提升領域學習效果等五個向度。 

(一)激勵學習興趣 

本研究所指的激勵學習興趣(Learning interest)係指學生對校園古建築風貌

或新建築風格以及校園的空間規畫及情境設施，產生學習吸引力，激發學習動

力。 

(二)增進學習能力 

本研究所指的增進學習能力(Learning ability)係指學生對校園的整體建築

規劃，空間設計和美感情境，能提升學習意願，進而增進個人知情意的學習能

力，以發揮校園境教的功效。 

(三)強化成就動機 

本研究所指的強化成就動機(Achievement motivation)係指學生對校園建築

空間及各項情境設施，感受校園的「形象美」、「意境美」、「空間美」及「生態

美」，由外在的學習誘因轉為內在需求的成就感，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四)優化創價學習 

本研究所指的優化創價學習(Create valuable by learning)係指學校校長領導

行政創新經營，營造優質校園特色；激發教師創意教學，改變教學品質與教學

模式，結合校園情境提升教學內涵；促使學生創價學習，轉化學習方法，增進

學習能力。 

(五)提升領域學習效果 

本研究所指的提升領域學習效果(Domain learning effect)係指校長規畫學校

建築須設計各項活動設施，涵蓋靜態學習區、活動設施區、發表欣賞區、生態

養殖區、攀爬設置區、休憩遊樂區，戶外教學區和室內探討區等等，讓教師依

專長領域選擇適當的教學空間或區域場地，使學生學習空間變廣，操作學習多

元活動，發揮領域學習功效。 

總之，學校的建築規畫、空間設計和情境布置，足以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 

因此，建構主題空間，拓展學習範疇；建置互動場景，發揮寓教於樂；創

建協作空間，促進多元學習；符合學生需求，布展趣味情境；結合色澤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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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舒適環境；融合課程架構，共享空間之美；開放學習空間，提供互動體驗；

規劃綜合教室，發展全人學習，打造校園建築特色，提升整體學生學習效果

(趨勢教育設計，2019）。 

叁、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的策略分析 

研究者就文獻分析、問卷調查及實務經驗，提出下列有關中小學校長校園

建築規劃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的策略，分敘如下。 

一、獨特建築造型-提升領域學習效果 

學校校長須領導行政團隊與教師會、家長會、社區發展協會、建築師、結

構技師，甚至學生集體塑義校園建築，藉以形塑校園獨特建築造型、風格與特

色。集體規劃學校建築特色空間，符合在地文化傳承和師生學習情境的需求，

以彰顯學校建築的獨特性、價值性和教育性。 

二、創意學習角落-強化成就動機 

創意學習角落設計須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依歸，以彰顯學校建築特色和

建築風格。同時，讓創意學習角落帶動課程設計(curriculum design)、引領教師

創新教學、豐富學習內涵、強化孩子的學習動機、學習意願和學習成就(林進

山，2018；湯志民，無日期）。校園學習角落或學習區的規畫設置與應用，能

深化校園學習課程，活化學習內容，形塑學習特色。 

三、詩性空間規劃-增進學習能力 

發展精緻空間設施，開拓詩性空間設計，結合課程規畫和教學創新，使

「空間規畫-課程設計-教學創新-學生學習-學習能力」，成為辦學的主題軸。進

而激勵教師創意教學，鼓勵孩子增能賦權學習 (enpowerment learning)。同時，

從「空間動線」(space moving lines)設計活動課程(activity curriculum)，引領學

生學習，增進學習能力。讓學校空間更具教學詩意和空間美學，提升學生學習

意願，展現空間美學之功效。 

四、美學情境設計-激勵學習興趣 

「布置美學情境」和「空間多重應用」最能激勵學生學習興趣。學校應順

應學生的好奇新鮮和探索動機，設計各種創意的學習步道、探索步道、閱讀角

落、探索空間和情境教室，並配合領域學習課程或特色學習課程，規劃設計學

習空間，強化美感美學的情意教育布置，激勵學生學習興趣，藉以提升學習效

果。 



 

 

五、主題探索廊道-優化創價學習 

校園建築的特色風貌須規劃設計主題探索廊道，配合學生學習的探究課程

(explore curriculum)、主題課程(topic curriculum)和系列課程(series curriculum)，

使課程教學與建築設計結合成創作教學，提升學生學習內涵，進而優化創價學

習。 

綜觀上述，校園建築規劃應著重在詩性空間規劃和美學情境設計，方能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一)詩性空間規劃應涵蓋 1.空間自由-多重應用空間； 2.空間

規模-小組學習空間；3.空間設計-家式幸福空間。(二)美學情境設計應包含 1.

情境廊道-探索學習步道；2.情境角落-閱讀學習區域；3.情境藝術-人文美學布

置。校園建築能結合空間規劃和情境設計，就能彰顯學生學習成效。 

肆、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

茲就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資料處理，分敘如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在獨特建築造型、創意學習角

落、詩性空間規劃、美學情境設計和主題探索廊道等五個主要向度的差異性。

同時，了解中小學校學生學習成效在激勵學習興趣、增進學習能力、強化成就

機、 

優化創價學習和提升領域學習效果等五個主要向度的現況。最後分析學校

不同背景變項對校園建築規畫和學生學習成效的差異性，以及校園建築規畫對

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如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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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研究架構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針對台北市、新北市和桃園市曾獲校園營造獎、特色學校獎、綠

建築學校獎、綠色學校獎、建築之光或其他獎項的學校校長為研究對象。並透

過 Google 問卷調查，共回收 185 份，有效問卷為 182 分，佔 98.38％。 

三、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採文獻探討和問卷調查，本研究係透過中小學校長的校園建築規

畫(campus buildingplaning)與學生學習成效(student learning effect)的文獻探討和

「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的問卷調查。藉以了

解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在獨特建築造型、創意學習角落、詩性空間規劃、

美學情境設計和主題探索廊道等五個主要向度的差異性。同時，了解中小學校

學生學習成效在激勵學習興趣、增進學習能力、強化成就動機、優化創價學習

和提升領域學習效果等五個主要向度最優先考量的向度，以及校園建築規畫對

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程度。 

四、資料處理 

1.曾獲校園營造獎 

2.曾獲特色學校獎 

3.曾獲綠建築學校獎 

(含建築之光獎) 

4.曾獲綠色學校獎 

5.曾獲其他獎項 

學校背景變項 

1.激勵學習興趣 

2.增進學習能力 

3.強化成就動機 

4.優化創價學習 

5.提升領域學習效果 

學生學習成效 

 

校園建築規畫 

1.獨特建築造型 

2.創意學習角落 

3.詩性空間規劃 

4.美學情境設計 

5.主題探索廊道 



 

 

本研究採「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的問卷

調查做為資料分析的工具，所使用資料分析的方法包含描述統計的平均數和百

分比與次數分配，藉以了解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

學習成效關係的現況。 

伍、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依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就其校園建築規

畫和學生學習成效進行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在「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的

主要內容向度」、「中小學學生學習成效的主要內容向度」、「中小學校長校園建

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向度之分析」和「學校背景變項與校園建築規畫、

學生學習成效關係向度之分析」等四個面向進行討論與論述。 

一、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主要內容向度之分析 

由表 1 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主要內容向度之分析摘要表中得知，中小

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等五個向度中，以「美學情境設計」列為第一(佔 42.31%)，

「創意學習角落」列為第二(佔 23.08%)，「主題探索廊道」列為第三(佔

13.74%  )，其他依序為「詩性空間規劃」向度(佔 10.98%)和「獨特建築造型」

向度(佔 9.89%)。 

「美學情境設計」和「創意學習角落」是大多數校長認為校園建築規畫，

形塑學校特色最佳的面向，足見大多數的校長認為「美學情境設計」和「創意

學習角落」是校園建築規劃最具價值性、重要性和意義性。而「獨特建築造型」

列為第五向度，較沒有獲得認同，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值是之故，校長校園建

築規劃，以連結美學空間和創意學習為主軸。有關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主

要內容向度之分析，如表 1。 

表 1 

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主要內容向度之分析摘要表 

向度次數分配百分比排序 

1.獨特建築造型          18                9.89%             5  

2.創意學習角落          42               23.08%             2 

3.詩性空間規劃         20               10.98%             4 

4.美學情境設計          77               42.31%             1 

5.主題探索廊道          25               13.74%             3 

合計                 18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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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中小學學生學習成效主要內容向度之分析 

由表 2 中小學學生學習成效主要內容向度之分析摘要表中得知，中小學學

生學習成效等五個向度中，以「激勵學習興趣」列為第一(佔 47.28%)，「優化

創價學」列為第二(佔 15.93%)，「強化成就動機」列為第三(佔 15.38%)，其他

依序為「提升領域學習效果」向度(佔 10.98%)和「增進學習能力」向度(佔

10.43%)。 

其中「激勵學習興趣」佔 47.28%是絕大多數校長認為學生學習成效最主

要的內容向度，足見校長對學生學習成效以激勵學習興趣為最重要因子。如何

激勵學生學習興趣，引導孩子創價學習，增進學習能力是教育的根源。而「優

化創價學」列為第二，可見中小學校長強調學生「創意-創新-創客-創價」學習，

符合當前教育現場的 STEAM 的統整教學、創造力教學和 3D 列印實做教學。

在「增進學習能力」向度列為第五，認同度較低，是值得探討的。大抵是「激

勵學習興趣」，學生學習能力自然提高，進而達成整體學習成效，如表 2。 

 

三、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向度之分析 

由表 3 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次數分析表得知，在

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的五個向度中「美學情境設計」列為第一有 77

人次、「創意學習角落」列為第二有 42 人次，其他依序為「主題探索廊道」有

25 人次、「詩性空間規劃」有 20 人次和「獨特建築造型」有 18 人次。在「學

生學習成效」的五個向度中「激勵學習興趣」列為第一有 86 人次、「優化創價

學習」列為第二有 29 人次，其他依序為「強化成就動機」有 28 人次、「提升

領域學習效果」有 20 人次和「增進學習能力」有 19 人次。 

在「校園建築規畫」的「獨特建築造型」18 人次中與「學生學習成效」

相關的，以「激勵學習興趣」列為第一有 10 人次，其次依序「強化成就動機」、



 

 

列為第二有 5 人次，其他依序為「優化創價學習」2 人次和「增進學習能力」

1 人次，「提升領域學習效果」0 人次為最後。在「校園建築規畫」的「創意學

習角落」42 人次中與「學生學習成效」相關的，以「激勵學習興趣」列為第

一有 20 人次，其次依序「增進學習能力」有 10 人次、「強化成就動機」有 6

人次和「優化創價學習」有 4 人次，「提升領域學習效果」2 人次為最後。在

「校園建築規畫」的「詩性空間規劃」20 人次中與「學生學習成效」相關的，

以「激勵學習興趣」列為第一有 8 人次，其次依序「強化成就動機」有 6 人次、

「優化創價學習」有 5 人次、「增進學習能力」有 1 人次，「提升領域學習效果」

0 人次為最後。在「校園建築規畫」的「美學情境設計」77 人次中與「學生學

習成效」相關的，以「激勵學習興趣」列為第一有 38 人次，其次依序「提升

領域學習效果」有 14 人次、「優化創價學習」有 13 人次，「增進學習能力」和

「強化成就動機」各有 6 人次為最後。在「校園建築規畫」的「主題探索廊道」

25 人次中與「學生學習成效」相關的，以「激勵學習興趣」列為第一有 10 人

次，其次依序「強化成就動機」和「優化創價學習」各有 5 次，「提升領域學

習效果」有 4 人次，「增進學習能力」1 人次為最後。 

綜觀表 3 在「校園建築規畫」的「獨特建築造型」、「創意學習角落」、「詩

性空間規劃」、「美學情境設計」和「主題探索廊道」等五個主要向度與「學生

學習成效」的相關度，皆以「激勵學習興趣」列為第一有 86 人次；其次是

「優化創價學習」列為第二有 29 人次；其他依序是「強化成就動機」有 28 人

次、「提升領域學習效果」有 20 人次和「增進學習能力」有 19 人次。足見在

「校園建築規畫」各向度與「學生學習成效」的「激勵學習興趣」之相關度最

高。而在「校園建築規畫」的「獨特建築造型」和「詩性空間規劃」二個向度

與「學生學習成效」的「提升領域學習效果」向度的相關度皆為 0 人次，值得

討論與探討的，彷彿「獨特建築造型」和「詩性空間規劃」與「提升領域學習

效果」沒什麼相關。「創意學習角落」與「提升領域學習效果」的關連度亦不

高僅 2 人次。「獨特建築造型」與「激勵學習興趣」和「強化成就動機」；「創

意學習角落」與「激勵學習興趣」和「增進學習能力」；「詩性空間規劃」與

「激勵學習興趣」和「強化成就動機」；「美學情境設計」與「激勵學習興趣」

和「提升領域學習效果」；「主題探索廊道」與「激勵學習興趣」和「「強化成

就動機」、「優化創價學習」彼此的連結度和相關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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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百分比分析表得知， 

在「校園建築規畫」的「獨特建築造型」、「創意學習角落」、「詩性空間規

劃」、「美學情境設計」和「主題探索廊道」等五個主要向度與「學生學習成效」

的「激勵學習興趣」、「增進學習能力」、「強化成就動機」、「優化創價學習」和

「提升領域學習效果」等五個主要向度，進行交叉比對發現:「美學情境設計」

與「激勵學習興趣」連結度較高佔 20.86％；「創意學習角落」與「增進學習能

力」連結度較高佔 5.50％；「創意學習角落」、「詩性空間規劃」、「美學情境設

計」與「強化成就動機」連結度較高佔 3.29％；「美學情境設計」與「優化創

價學習」連結度較高佔 7.14％；「美學情境設計」與「提升領域學習效果」連

結度較高佔 7.70％，其彼此的連結度較高。其中「校園建築規畫」的「美學情

境設計」和「學生學習成效」的「激勵學習興趣」、「強化成就動機」、「優化創

價學習」和「提升領域學習效果」等四個向度的連結度較強。足見「校園建築

規畫」五個向度中的「美學情境設計」是最能激發學生學習成效佔 42.28％，

而「學生學習成效」五個向度中的「激勵學習興趣」是列為最有價值性和重要

性佔 47.25％。 



 

 

 

四、學校背景變項與校園建築規畫、學生學習成效關係向度之分析 

由表 5 中小學學校背景變項與校園建築規畫關係次數分析表得知，在中小

學「學校背景變項」與「校園建築規畫」五個向度關係，其中「曾獲其他獎項」

列為第一有 89 人次、「曾獲校園營造獎」列為第二有 50 人次，其他依序為

「曾獲特色學校獎」有 30 人次、「曾獲綠建築學校獎」有 7 人次和「曾獲綠色

學校獎」有 6 人次。在「學校背景變項」與「校園建築規畫」各五個向度關係

的交叉對應中，「曾獲校園營造獎」與「美學情境設計」關係次數較高有 26 人

次；「曾獲特色學校獎」與「創意學習角落」關係次數較高有 9 人次；「曾獲綠

建築學校獎」與「美學情境設計」關係次數較高有 5 人次；「曾獲綠色學校獎」

與「主題探索廊道」關係次數較高有 2 人次；「曾獲其他獎項」與「美學情境

設計」關係次數較高有 40 人次。足見學校背景變項的各項獲獎獎項與校園建

築規畫的美學情境設計關係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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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 中小學學校背景變項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次數分析表得知，在「學

校背景變項」與「學生學習成效」各五個向度關係的交叉對應中，「曾獲校園

營造獎」與「激勵學習興趣」關係次數較高有 22 人次；「曾獲特色學校獎」與

「激勵學習興趣」關係次數較高有 11 人次；「曾獲綠建築學校獎」與「激勵學

習興趣」關係次數較高有 4 人次；「曾獲綠色學校獎」與「激勵學習興趣」關

係次數較高有 3 人次；「曾獲其他獎項」與「激勵學習興趣」關係次數較高有

46 人次。在學校背景變項的各項獲獎獎項與學生學習成效的激勵學習興趣關

係皆較高足見，中小學校長都認定各種獲獎獎項皆與學生學習成效有關，其中

激勵學習興趣是最重要的因子。 

 

綜觀上述文獻探討和研究問卷分析，校園建築規劃應以符合「學校設備標

準」為基礎，並能結合學校行政、教師教學、學校課程、學生學習和學校活動

等需求(湯志民，無日期），方能發揮學校建築與空間規劃的整體效益。本研究

由表 3 和表 4「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分析表」得知，

「校園建築規畫」五個向度中的「美學情境設計」和「學生學習成效」的五個

向度中的「激勵學習興趣」相關度最高，「創意學習角落」和「激勵學習興趣」

的相關度次之。足見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在「美學情境設計」和「創意學

習角落」最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以達學生學習成效。茲就文獻探討和研究者

辦學經驗加以分析，校園建築規劃如何形塑學生學習成效的具體策略，做以下

小結 

(一)校舍美學造型-提升雅致學習風貌 

學校規畫校舍建築和活動設施，應具有美學情境設計和創意學習思緒。學

校校長要以社區發展、學校文化和學生學習為主軸，結合學校建築設施、文物

風貌和課程教學，型塑校舍美學造型，深入學習校園文化特色，營造雅致學習

風貌。 



 

 

(二)藝術廊道設計-展現詩性美學情境 

學校可規畫陶藝藝術廊道、佈置美學情境，以結合教師協同創作教學和學

生作品展示，展現課程設計和教學特色，藉以營造詩性美學情境。 

(三)美感學習步道-創造幸福學習園地 

學校可利用閒餘空間和戶外活動場域，結合在地社區文化特色和校內雅致

空間，開闢各領域學習步道，以創造幸福學習園地，讓美感教育蘊育在校園學

習情境中，以彰顯學校建築空間特色和學生學習成就效益。 

(四)主題學習角落-營造校園學習氣氛 

學校校舍可規劃學習區域或學習角落，諸如學生活動區、遊樂設施區和生

態情境區，角落閱讀區、植物觀賞區、文化展示區、STEAM 學習區、音樂饗

宴發表區和英語情境模擬區等，藉以營造校園學習氣氛。同時，透過「主題學

習角落(學習區)-規畫課程創新校學-營造校園建築獨特風格」的品牌實驗學校。 

(五)典藏校史文物-延續校園學習文化 

學校建築規劃須考量學校文化的傳承與延續，設置規劃校史室或鄉土文物

館，藉以典藏校史文物，延續校園學習文化，讓孩子了解學校歷史，習得學校

文化脈絡，以建立「愛校-愛鄉」的教育情操。透過校史文物館，啟迪學生正

向思維和核心素養的學習態度，以達成全人教育發展的目標。 

 

陸、結論與建議 

茲就針對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目的，提出

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中小學校長校的校園建築規畫涵蓋獨特建築造型、創意學習角落、詩性空

間規劃、美學情境設計和主題探索廊道等五個主要向度。 

(二)中小學校長校的校園建築規畫，其中以「美學情境設計」列為第一(佔

42.31%)。 

其次「創意學習角落」列為第二(佔 23.08%)，「主題探索廊道」列為第三

(佔 13.74%  )，其他依序為「詩性空間規劃」向度(佔 10.98%)和「獨特建築造

型」向度(佔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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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小學校長在學生學習成效最優先考量向度涵蓋激勵學習興趣、增進學習

能力、強化成就機、優化創價學習和提升領域學習效果等五個主要向度。 

(四)中小學校長在學生學習成效最優先考量向度，其中以「激勵學習興趣」列

為第一(佔 47.28%)。 

其次「優化創價學」列為第二(佔 15.93%)，「強化成就動機」列為第三(佔

15.38%)，其他依序為「提升領域學習效果」向度(佔 10.98%)和「增進學習能

力」向度(佔 10.43%)。 

(五)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的「獨特建築造型」、「創意學習角落」、「詩

性空間規劃」、「美學情境設計」和「主題探索廊道」等五個主要向度與「學

生學習成效」的相關度，皆以「激勵學習興趣」列為第一共有 86人次。 

其次是「優化創價學習」列為第二有 29 人次；其他依序是「強化成就動

機」有 28 人次、「提升領域學習效果」有 20 人次和「增進學習能力」有 19 人

次。 

(六)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各向度，進行交叉比對

發現:「美學情境設計」與「激勵學習興趣」連結度佔 20.86列為第一。 

其次依序「美學情境設計」與「提升領域學習效果」連結度較高佔 7.70％；

「美學情境設計」與「優化創價學習」連結度較高佔 7.14％；「創意學習角落」

與「增進學習能力」連結度較高佔 5.50％；「創意學習角落」、「詩性空間規劃」、

「美學情境設計」與「強化成就動機」連結度較高佔 3.29％。 

(七)中小學校長「校園建築規畫」的「美學情境設計」和「學生學習成效」的

「激勵學習興趣」、「強化成就動機」、「優化創價學習」和「提升領域學習效

果」等四各向度的連結度較強。 

(八)「校園建築規畫」五個向度中的「美學情境設計」是最能激發學生學習成

效佔 42.28％，而「學生學習成效」五個向度中的「激勵學習興趣」是列為

最有價值性和重要性佔 47.25％。 

(九)學校背景變項的各項獲獎獎項與校園建築規畫的美學情境設計關係較高；

而學校背景變項的各項獲獎獎項與學生學習成效的激勵學習興趣關係皆較高。 

二、建議 

(一)對主管機關推動校園建築規畫的建議 

1.主管教育機關或地方教育局(處)須挹注建築經費，做新校園的整體規劃，舊

建築校舍改建計畫，以幸福空間和美學情境，形塑學生學習成效的建築風貌。 



 

 

2.主管教育機關應成立「校園綠建築」規劃小組。涵蓋優質建築師、校園規劃

專家學者、具有建築藝術設計經驗的中小學老師或校長，共同營造裨益學生

學習的學校建築內涵與特色。 

3.地方教育局(處)應結合學校建築學會，共同辦理「學校建築與學生學習成效

評比計畫」，增進各級學校校園建築與學生學習成效之連結度。避免落入僅

以校園建築特色取向，卻忽略學生學習效益的教育陷阱。 

4.地方教育局(處)應將「校園建築規畫」課題納入校長培訓專題，並辦理國際

校園建築規畫研討會及參訪調訓活動，力求校長在校園建築規畫增能與重視

校園情境設施，裨益學生學習。 

(二)對校長推動校園建築規畫的建議 

1.校長應主動參與校園建築規畫研習課程，建築學術研討會，國際建築參訪，

孕育校園建築規畫、美學情境設計的專業能力。 

2.校長應成立「校園建築空間規劃小組」，羅致建築專家學與親師生集體對話，

提出詩性空間規劃，裨益學生學習成效的建議。 

3.校長可組成校際建築特色策略聯盟，定期舉辦研討、參訪系列活動，以營造

一所具有獨特建築風格的學校。 

(三)對學校形塑學生學習成效的建議 

1.校園空間整體規劃，涵蓋普通教室、專科教室、情境教室、智慧教室、角落

規劃、廊道設計、學習場域、活動設施、生態情境、情境佈置等空間的設置

與應用。 

2.學校可結合產官學研的經費設備，將閒餘空間創造幸福空間，空餘角落布置

成美學情境，發揮產學合作，使空間多重應用，再創空間學習價值。 

(四)對未來研究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的建議 

1.整體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生學習成效在「提升領域學習效果」面向，其關係較

薄弱。尤其，校園建築規畫在「詩性空間規劃」和「獨特建築造型」面向與

學生學習成效在「提升領域學習效果」面向，其關係更薄弱，值得更深入探

討校園建築規畫與學習領域的相關度和連結度。 

2.中小學校長校園規畫的「美學情境設計」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最高，可

更深入探討其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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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後設評估 

林海清吳京玲張凱翕許庭瑄陳俊諺 

摘要 

花卉產業結合文化創意與科技研究以達觀光休閒及環境生態保育之境界世

辦理花博的主要目的。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已自 2018 年 11 月 3 日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在台中市舉辦完畢，成效如何是大家所關心的議題。本文透過實地

訪查進行花博會的後設評估，檢視其辦理成效及改進之處提關心花博人士及社

會大眾隻參考。 

關鍵詞:台中、花博、後設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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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研究背景 

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Taichung World Flora Exposition，簡稱台中花博）

於 2018 年 11 月 3 日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在台中市舉辦。該博覽會獲國際園藝

生產者協會認證授權為 A2/B1 級國際園藝博覽會。台中花博以追求生產過程、

尊重珍惜土地與所有生物、創造更有價值、更加幸福生活、重新詮釋具有溫度

的 GNP（Green 綠色、Nature 自然、People 人文）、追求永續、包容多元、貼

近人心為主題。總計編列新台幣 86 億元，由后里、外埔、豐原三個主要園區

組成，園區總面積為 60.88 公頃，打造幸福花都。台中市政府除在三大園區進

行整地以及建造主要場館外，並規劃串聯 7 條園道、7 座公園、全長 17 公里

的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路網，以期改善人行徒步空間、增加道路綠帶面積；此

外，台中市政府也投入經費增設后里車站東站等基礎建設，以期藉之紓解花博

人潮(臺中市政府，2018)。 

臺中花博以大臺中區域特質與傳統農業為基礎，將農業產業導入會展

MICE)及民間參與公共建設(PPIP)兩大元素來降低政府之財務及管理支出，將

公共資源效益發揮至最大化。同時，透過更彈性之政策與方式，打造跨多元農

業機能平臺及促進農業相關經濟活動，達到農業專業人才培育、作物生產及刺

激消費等目的。此一創新、整合、農業加值之營運規劃模式，將帶動

1+2+10+N」整體區域經濟發展(郭坤明，2018)。 

已於 2019 年 4 月 24 日閉幕，本研究目的是藉由用後評估來探討臺中花博的軟

硬體使用成效，並提出建議，以供本國各地方政府辦理國際重大活動之參考。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後設評估」是藉著使用者的行為反應與意見來探討

台中花博在規劃上的目標與內容、場館設計上的理念與手法以及營運管理的觀

念與策略是否符合使用者的需要，而充分實踐當初規劃的目的。用後評估能夠

有效地反應使用者的需求與滿意度，並檢討關鍵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法。 

本研究目的是藉由後設評估來探討臺中花卉博覽會的軟硬體使用效益以及

滿意度，並提出改進建議，以供日後辦理類似活動之參考。 

貳、台中世界花博的文獻探討 

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rticultural Producers, AIPH)是由各國園藝生產組織，為了建立全球的花

卉園藝行銷、展示及生產組織而成，國際上需申請認證之博覽會有兩大系統，

一為國際展覽局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Bureau, BIE) 二為國際園藝生產者協

會。環境永續經營規劃是人類在環境品質的內涵經營上，有追求自由、平等和

適當生活水準的基本權利，同時為了目前及未來世代，也負有保護及改善環境

的嚴肅責任。近年來環境思潮已逐漸形成新的社會認知及規範。尤其面對臭氧

層破壞、溫室效應、酸雨、熱帶雨林的消失等全球性的環境問題，使人類體會

到以往追求資源無限制使用的經濟成長，勢必危及自然環境與人類的平衡，唯

有確保環境生態的永續穩定，才能達到人類社會的永續發展。 

現代人為了工作辛苦奔波忙碌，身體忙心理也盲，而創造「幸福」就如同

花開時的安靜無息，人們在忙忙碌碌的過往生活中，一不小心就錯過其綻放的

美麗時期，生活或許日趨富裕，心靈卻逐漸掏空。臺中花博將展覽主題訂為

「花現 GNP - Rediscover Green, Nature and People」，賦予 GNP 全新的定義，

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數字產值，而是 Green 綠色生態、Nature 自然生產及 People

人文生活三者和諧發展的美好價值，向世界訴說一個全新的觀點，具有溫度的 

GNP。臺中花博的三個展區，正是 GNP 的具體呈現，以「不破壞、只優化」

為設計理念，我們相信，生態、生產及生活之間，可以取得完美平衡，當大自

然變得更好，人類也可從中汲取源源不絕的活力，形成善的循環。花博營運期

間，正是展現成果的時刻。花博是一個平臺，將臺灣花農及果農的心血、建築

師的巧思、志工的用心，甚至是臺灣最為人稱道的人情味，展示給全世界，讓

世界看見臺中，更重要的是，進一步看見臺灣。透過具體的設計實踐，讓人們

的生活走進自然，感受大地賜予的心靈饗宴，創造生命的幸福感動。我們希望

看展的人開心，參展的人榮耀，更重要的是，當地居民的生活也因建設變得更

便利，更多人都能因為花博感受到幸福(林柏霖，2018)。 

一、台中世界花博的意義與價值 

辦理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簡稱臺中花博)係建構結合農業生科、生產、研

發、生活、生態、教育、展覽觀光之世界性活動，運用在地農業、工商業等優

勢做為基礎，再加入綠色產業（Green Industry）概念及會展產業（MICE）兩

大元素，推動大臺中區域變身為引領產業趨勢潮流之火車頭。回顧 2010 臺北

國際花卉博覽會是以「彩花、流水、新視界」「River、Flower、New Horizon」

為目的，旨在表現園藝、科技與環保之技術精華；達成減碳排放及 3R

（Reduce、Reuse、Recycle）之環保目標，同時結合文化與藝術之綠色生活。

其中台北市民針對景觀設計、環保節能與呈現資訊科技概念的評價較高；遊客

對導覽手冊設計的實用性和花博內的告示及指示牌標示的明確性，皆反應不佳。

非台北市民針對環境整潔、環保節能與服務人員態度的評價較高(林巍(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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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目的係建構一個結合農業生物科技、生產、研

發、教育、展覽之觀光園區(林柏霖，2018)，但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不只是建

立一個賞花、踏青的地點或是「放大版花市」而已，而是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

永續共生，重新定義 GNP，讓 GNP 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而是具有更深層意義的 Green、Nature 及 People（綠色、自

然及人文），在生產、生態及生活之間取得完美的平衡(台中花博，2018)。 

而這個新興的產業園區，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模式，引進民間的資

金與資源投入，以區域經濟效益帶動臺中地區的發展，創造公、私部門及地方

共享之效益(林柏霖，2018)。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價值莫過於會後延續的效應，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的

影響並不會隨著展期結束而結束，多數的設備、場地、建築皆保留下來並轉型

為公共空間造福地方，后里森林園區初期將開放為花博公園供民眾使用，中長

期以 ROT 方式發展主題樂園；位於馬場園區的「后里馬場」及「花舞館」將

朝 OT 方式委託民間營運管理；外埔園區將以農業為主題結合產業、觀光、文

化，利用既有設施提升農業經濟發展；豐原葫蘆墩公園則恢復公園休憩使用

(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2018)，藉此機會讓地方建設更加完善。 

二、台中辦理世界花博的規劃與執行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簡稱臺中花博，園區座落於臺中市后里區、

外埔區及豐原區三個行政區內，範圍包含后里馬場森林園區，面積計 30.04 公

頃，外埔永豐園區，面積計 14.32 公頃，豐原葫蘆墩公園，面積計 16.52 公頃，

總面積約 60.88 公頃。2018 臺中世界會博覽會(Taichung World Flora EXPO)為

A2/B 等級之世界博覽會，展覽主題訂為「花現 GNP - Rediscover Green, Nature 

and People」，賦予 GNP 全新的定義，不再只是冷冰冰的數字產值，而是

Green 綠色生態、Nature 自然生產及 People 人文生活三者和諧發展的美好價值，

向世界訴說一個全新的觀點，具有溫度的 GNP。臺中花博試營運期間為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8 日，正式營運期間為 2018 年 11 月 3 日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志工日為 2019 年 4 月 25 日至 28 日，預計將吸引 800 萬參觀人

次。於 2018 臺中花卉博覽會期間將預計邀請超過 30 個國家、60 個國外單位

(組織)、國內花卉園藝產業相關團體及農民共同參與，園區內將安排多種不同

的類型及主題的室內花卉及戶外庭園競賽。競賽項目及內容進行規劃與執行，

包含於后里森林園區執行「國際庭園競賽」，葫蘆墩公園執行「長期國內庭園

競賽」及「短期國內庭園競賽」，以及花艷館執行「國際室內花卉競賽」及

「短期室內花卉競賽」(林柏霖，2018)。 

展覽期間將整合全國之農業相關產業，發展植物的魅力，並藉由優質園藝

博覽會的主題活動，活絡在地豐盛的自然資源、園藝產業、造園景觀等多樣性

產業，創造出有助於邁入國際社會的新生活文化，同時推展滋潤城市的建設，



 

 

並營造國際交流的機會。三大園區將分別發展生態保護、精緻農業及環境營造，

呼應了綠色生態共生（Green）、自然生產共享（Nature）、及人文生活共好

（People）「三生」的概念，並藉由舉辦臺中花卉博覽，建構一個結合綠色共

生、自然共享、人文共好等多元面向發展之模式，將臺灣的精華與美好放入其

中，向全世界展現這座美麗之島，傳達島上人民最珍視的綠色、自然與人文精

神，進而珍惜這片土地，並以之為榮(林柏霖，2018)。 

三、台中世界花博執行策略之探討 

(一)執行策略 

台中世界花博是由於臺中市翡翠區域農業加值綱要計畫在 103 年 11 月奉

行政院核定為國家重大建設計畫，並於 105 年 4 月核定臺中市翡翠區域農業加

值推動計畫(含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推動計畫)。台中市政府依前述計畫

內容編列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於 104 年第 2 屆第 2 次定期會審議通過

舉辦台中世界花博。 

台中市政府規劃依規定將園區基本規劃書圖，報送中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公共工程委員會等相關單位審查，於 105 年 8 月全部審查完成，後依中央核定

之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推動計畫內容訂定施行步驟、期程，依序辦理發

包施工；三大園區基礎工程及展館工程、聯絡道路工程、停車場工程於 107 年

9 月陸續完工，園區植栽及場館策佈展如期於開展前完成所有佈展作業，國內

外宣傳行銷、志工培訓、藝文展演及相關活動配合展期如期進行，使 2018 臺

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於 107 年 11 月 3 日依計畫正式營運。 

總預算金額 86.75 億元，經費分別編列於農業局、建設局、水利局、觀光

旅遊局及交通局。工作內容主要分為七大項：(一) 園區基礎工程、(二) 展館工

程、(三) 場館佈展、園區植栽佈展及營運管理、(四) 交通規劃、接駁、停車場

及聯絡道路工程、(五) 城市綠美化 10+N、(六) 國內外宣傳行銷及文化藝術展

演、(七) 其他(含安全防護、志工、資訊管理及一般行政作業費等)。 

(二)主要工作項目 

花博三大展區場域分別為后里森林園區主要開放為花博公園供民眾使用，

森林園區內有許多好看好玩的景點，像是發現館、友達微美館、聆聽花開的聲

音、從天下掉下了一個種子、台開積木館、故宮館、四口之家、原生秘境、森

龍活虎館、森之屋、奇幻森林樂園、森林市集以及花馬道等，也是這次台中花

博最大主要展區。后里馬場園區主要分為二大區塊后里馬場與花舞館，后里馬

場主要是以推廣馬術運動教育文化為前提、以「全民馬術運動教育文化體驗園

區」為定位。結合市定古蹟、歷史建築等文化資產，融合現代化國際標準馬術

競技場、聞香下馬餐廳、第八馬廄市集、遊客服務中心等完善設施，提供國內

各公民營單位進行馬術競賽或表演、國手選拔訓練場地、私人馬匹寄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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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遊客體驗騎乘駿馬、乘坐歐式馬車或騎自行車遊園、觀賞各項馬術競賽、

巡禮古蹟、歷史建築與老樹等珍貴文化資產、參觀馬術教育歷史文物、購買紀

念商品、品嚐美食與咖啡下午茶等闔家休閒遊憩度假之優質環境功能，打造屬

於臺中后里的文化風貌，塑造為馬術體驗的入口(台中市政府，2019)。花舞館

主要是以「北臺中產業展覽中心」為定位，設置目的係作為臺灣蘭花王國常設

展（含蘭花各種花卉品系及中彰投球根花卉）且具專業特色的展館，未來民間

機構應維持「臺灣蘭花王國」常設展（花卉常設展），其餘空間則舉辦各種展

覽或產業行銷活動來維持自給自足的經營。外埔園區朝以農業為主題跨域結合

產業、觀光、文化，透過既有設施充分利用，提升農業經濟發展，帶動人潮消

費、增進農民收益(台中市政府，2019)。 

2018 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以「花現 GNP：Green，Nature，andPeople」為

定位，Green 綠色生態、Nature 自然生產及 People 人文生活三者和諧發展的美

好價值，向世界訴說一個全新的觀點，具有溫度的 GNP。臺中花博的三個展

區，正是 GNP 理念的具體呈現，以「不破壞、只優化」為設計宗旨，相信，

生產、生態及生活之間，可以取得完美平衡，當大自然變得更好，人類也可從

中汲取源源不絕的活力，形成善的循環。主展場「后里馬場森林園區」以綠色

共生為核心價值，結合科技創新技術、生態環保及文化藝術充分展現了臺灣透

過國際大型活動的舉辦與國際接軌的契機。發現館以永續循環概念共規劃成八

個區域，(水生川流、里山石虎、溪澗孓遺、巍峨之森、新的視野等)不同的情

境轉換讓參觀的民眾體驗從海拔 0 的出海口至 3,886 公尺雪山山頂的大甲溪生

態之旅，園區使用可回收性的再生塑材磚，打造透空式建築，讓遊客在排隊途

中就能依稀聽到展覽館內發出的叮咚聲響，營造氣氛。聆聽花開的聲音是由世

大運設計聖火裝置團隊打造 15 公尺高的地表最大機械花，將近 700 朵紅色雨

傘布花組成的巨大球體，每朵皆由機器馬達控制會自由開合，會隨著時間、氣

候搭配著燈光及音效，展現十足的生命力！想徜徉在樹林間有天空步道，依照

指示可走往入園方向；后里森林園區前身是軍營，花博規劃時妥善保留了原先

的老樹們，讓建築及環境達成平衡，漫步在園區中樹蔭很多，氣溫涼爽幾乎不

覺得熱。 

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以歷史人文、自然生態與文化特色結合當地的環境、

地形生態景觀及素材，闡述人們對這片土地的依賴、記憶與大自然共生、共存

與共好的互動關係。 

為探究此次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之實施是否符應上述設立之意義與價值及

相關規劃與執行，本研究透過以下研究設計，深入瞭解與分析參觀民眾的用後

感受，進而發展本研究結果。 

 

 



 

 

參、研究設計 

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探討內容，進行此研究設計，包含研究方法的採用及

研究工具的發展，旨在透過電話訪談蒐集受訪者對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的用後

滿意度與看法，並將受訪者之回答打成逐字稿加以編碼，進行分析與歸納，最

後得出本研究之研究結果。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以訪談法進行後設評估研究，針對花博進行資料蒐集，訪談對象

的選取係採立意抽樣，分別抽取台中市政府人員中高階基層三名、學校校長主

任教師三名以及參觀過花博的一般民眾三名，進行訪問。 

二、研究工具(訪談大綱) 

本研究以電話訪談方式進行意見調查，編擬之訪談大綱如下： 

(一)請問您是否有參觀過花博？ 

(二)請問您參觀過花博的哪些區域？ 

(三)請問在您參觀花博之後，覺得有什麼優點？ 

(四)請問在您參觀花博之後，覺得有什麼缺點？ 

(五)請問您認為台中世界花博對台中城市發展的影響為何？ 

(六)請問您參觀完花博後，還有什麼其他待改進的建議？ 

三、分析整理 

研究者將經訪談後所蒐集之資料打成逐字稿，並進行資料編碼，最後針對

訪談內容予以分析歸納。 

資料編碼如下 

(一)第一碼代表受訪者之服務單位，市府人員為 1，學校人員為 2，一般民眾

為 3。 

(二)第二碼代表受訪者順序，共九位，故第一位為 1，以此類推。 

(三)第三碼代表訪談題目之題號，題目共有六題，故第一題為 1，以此類推。 

(四)第四碼到第七碼為受訪日期，以 4月 27日為例，編碼為 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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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之分析與討論 

一、花博的實施成效之討論 

經由電話訪談，大多受訪者對於此次花博之舉辦的反應普遍良好，經分析

之後，我們將受訪者以服務單位分為三類，第一類為市府人員，第二類為學校

人員，第三類為一般民眾。 

（一）市府單位 

市府人員對「志工安排」的部分評論有佳。其中有兩位市府人員認為志工

在旁提供明確的協助與導覽對整個參觀動線與花博整場的規劃可以有更深入的

了解。另外，若是在參觀過程中有問題時，這些志工也會立即給予回應。其次，

市府人員認為花博的展示也非常吸引人，並且在花卉中結合許多環保、科技與

企業理念的想法，算是在這次花博中一個很創新的點子。 

（二）學校單位 

學校人員對園區內部的規劃頗為滿意，尤其是在后里馬場的部分，有位受

訪者有提到，今年的花博活化了已具有百年歷史的后里馬場，並建立國際標準

馬術場地、呈現精彩馬術表演，讓參觀者讚賞有佳。另外，該位受訪者也有談

到此次花博提升了民眾對周遭環境的「生態意識」。例如，近年來因為人類的

居住導致生物生存空間的破壞，因此上層開始提出各種環保生態的理念，其目

的就是要宣揚人應該要跟大自然和平相處，方能保有寶島台灣豐富的生物多樣

性。在花卉展覽的部分，受訪者巧妙使用「驚豔」二字，讚賞此次花博所帶來

的極稀有植物─全世界熱帶地區最有名的辜嚴倬雲，來展示熱帶及亞熱帶地區

瀕危植物並提高全國人民對生態的警覺意識。另外，因為受訪者為學校人員，

其中一位就有談到，因為此次花博台中市民為免費參觀，且台中市的中小學學

生前往觀賞還有額外補助，此措施有助於屯區學校前往戶外教學，對此學校單

位端也持正面看法並給予肯定。 

（三）一般民眾 

一般民眾在用後評估的問卷上普遍也對此次花博的花卉展覽、馬術等表演

感到十分滿意。有民眾甚至在看完馬術表演後感到流連忘返，想再看一遍。有

位受訪者談到，外埔園區介紹了各國的豬籠草等食蟲植物，稀有的蘭花，各國

瀕臨絕種的植物等，由此可見，這些植物也提升了民眾對生態環境的意識，是

一個具有啟發性的展覽。另外，在志工的安排上他們也感到滿意。 

綜合以上，若以服務單位去區分受訪者對於此次花博用後評估的看法，可

以發現到無論是市府人員或一般民眾，都認為志工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可見

在花博展覽會中，志工的專業度、嚮導能力會大大影響到用後評估者的想法，



 

 

另外，在學校方面，則是對於政府所祭出的補助措施有所關注，因為這在學生

的戶外教學方面上會有頗大的受益。 

二、花博實施之限制與分析 

經研究者整理歸納，將訪談內容分成若干面向加以探討之。受訪者對於花

博實施之限制與待改進之處之意見可分為下列七個面向：(一)場地規劃、(二)

交通規劃、(三)展期規劃、(四)收費規劃、(五)餐飲品質、(六)政治因素、(七)

資源利用，下列將進一步說明之。 

(一)場地規劃 

對於各園區間的距離及園區內的引導標示方面，有受訪者認為： 

園區間距離大，一天逛完全部園區難度大(1140427)。 

一開始營運的標示不清讓遊客抱怨連連(1340427)。 

勿充斥各種小型自製紙製的指示及擾人的廣播錄製(1360427)。 

豐原后里外埔三個園區相隔太遠，國際庭園區標示太小及說明翻譯不清楚，

售票亭及各入口缺少大型看板標示園區定時導覽的時間，很多民眾都不知道有

定時導覽的訊息(1540503)。 

此外，亦有受訪者對於展區及園區內設施提出意見： 

馬場園區故宮花蝶館，將國寶級展品在世界級博覽上展出，極費心思，立

意甚佳。然對國寶而言，極其委屈，展場太小，看完各家名畫馬之後，轉身隨

即看到翠玉白菜的那份驚嚇，展場設計不該如此，應該給故宮國寶一個鋪陳的

空間，讓朝聖者有每往國寶前進一步的那份期待，讓視覺去醞釀那份時空氛圍，

凸顯國寶展品的價值。而不是那種，就這樣喔!驚訝與可惜。外埔智農管想展

出的物件過多，尤其是第四樂章最後一檔，商品太多了會有點成為賣場的商品

展示會，但還是肯定所有參展的每一個展櫃，都是近年來全國農改場令人感動

的研究成品和報告。皋月杜鵑展在智農館，分三個展出場地，有把智農館擠爆

的感覺，這其實是對遊客的視覺負擔(1560503)。 

遮陽和休息的椅子，可以再多增設一些，方便老人家休息(1760505)。 

(二)交通規劃 

若干受訪者對於園區間的交通便利性及等候接駁車時間接提出看法： 

交通可再便利些(1160427)。 

接駁車等待時間過長，人流多的時候不夠搭，人流少的時候要等到

有其他人上車才能發車(144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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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間接駁浪費太多時間，且豐原園區無法接駁到后里園區或是外

埔園區(1540503)。 

接駁車間隔時間太久(1840504)。 

后里森林園區到后里馬場 ubike 太少(1960504)。 

(三)展期規劃 

針對展期時間大多數受訪者沒有表示意見，僅有一位受訪者不太滿

意： 

展覽的時間太短，其他未看過的家人五月初想去看，卻已經結束了，

花了這麼多錢，應該要持續到暑假，比較符合經濟效益(1740505)。 

(四)收費規劃 

收費規劃方面，排除對收費標準有所誤解的受訪者之意見， 

僅有一位受訪者提出建議： 

台中市民要收費比較好(1940504)。 

(五)餐飲品質 

對於園區內所提供的餐飲品質，大部分受訪者未表示意見，僅有 

少數受訪者提出看法： 

園區內便當及餐點偏貴且難吃(1540503) 

飲食區宜有素食的選項，否則只能自己準備，非常不方便。

(1730506) 

(六)政治因素 

在眾受訪者中，其中有一位特別提到政治因素介入的看法： 

正逢選舉，花博成為政治議題，多了一些負面的評論，剝奪了原本

的美與善，有些可惜(1640427)。 

(七)資源利用 

對於此次台中花博的展示設施後續使用，有受訪者提出看法： 

建議所有園區現有硬體建設繼續留存，好好規劃成為展館，成為臺

中特色景點(1460427)。 

另外，亦有受訪者認為台中花博應與社區資源結合，增加市 

民的參與感，提升城市的整體價值與經濟效益： 



 

 

本次花博主題為聆聽花開的聲音，充滿了視覺聽覺感覺的想像，若

能增加民眾參與感，以居家社區附近公園為場域，公開徵求社區改造總

體營造企劃案，由政府補助經費協助建設，將可以達到花博滿台中的漣

漪效應，提昇台中市民的尊榮感(1660427)。 

唯比較可惜是所有資源全部建設在外埔后里豐原，這些地區畢竟人

口少，對一般市民而言，或許花博期間前往參觀一兩次，但對於居家附

近的公園、社區缺乏相對應的資源投入，對整體市民的生活水平提昇有

限(1650427)。 

綜觀上述受訪者意見，皆傾向針對活動辦理的實質面向提出看法。多數受

訪者認為在園區或展區的空間規劃、設施及交通規劃方面有較多需要改進之處，

其中市府人員的意見也主要聚焦在場地規劃與交通規劃上，研究者推論由於場

地規劃與交通規劃是密切相關的兩個部分，大多數受訪者提到園區之間相隔距

離遠的問題，可能進而造成其更仰賴交通，即接駁車的接送，當人潮一多，候

車時間也隨之拉長，故交通規劃應與園區規劃更好地配合。 

此外，亦有受訪者提到此次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園區設施的後續發展問

題，研究者認為此為較特殊且別具意義的看法，較聚焦在活動辦理的意義與價

值層面。該受訪者認為應將園區內的硬體設備延續使用，與政府希望將其保留

下來並轉型為公共空間造福地方的想法不謀而合，更有人提到市府可與社區串

連，由政府予以補助，讓市民可在社區附近的綠地空間進行總體營造，和主要

園區相互呼應，增加市民參與感，提升花博整體規劃的一致性，讓整體城市氛

圍更為濃厚，研究者認為市府與市民協力創造、規劃城市建設，亦能符應此次

花會博覽會所強調之人文生活（People）的共好精神，且創造地方共享之效益

（Nature），實為值得參考的發展方向。 

二、綜合討論與分析 

本段針對受訪者對花博的實施成效與其限制分析的整體看法，聚焦在花博

辦理之意義與價值上，分為以下幾個面向作進一步分析。 

(一)花博的舉辦可達到生態教育推廣與發揚 

市政府積極爭取花博係為達到喚起全民重視生態，以促進環境的永續發展

為主。以外埔園區為例，其旨在透過農產品的研發育種、生產加工到包裝銷售

等歷程的展示，讓人感受到台灣農業生產鏈的價值。其中智農館(如圖一)就可

見我國將生物科技技術與農業完美結合的成果，無論是蔬果或植栽，都因為加

入科技技術應用，使其能克服生長環境的限制，兼顧農業永續發展和經濟生產，

另外，亦有 GIS 等偵測系統的搭配運用，以管控台灣農民作物種植情形及相

關產業，試圖解決產銷失衡的現象。使用玉米葉子所設計出來的服裝，以科技

結合農業再以時尚的形式呈現，讓人驚嘆就連農業廢棄物也能再利用，延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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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而樂農館(如圖二)則是以數位化服務為概念，定位為農業教育、體驗為

輔之環境教育場域，透過台灣農作物的生長過程訴說農業的故事，讓人們可以

從中體驗到農作物從產地直送到餐桌，農作物變成食物的真實滋味，此外，亦

展示許多學校食農教育的成果，讓人更深刻地體悟農業的珍貴與農民的辛勞，

可說是成功地推廣我國的食農文化，整體而言，從訪談內容可看出從農業技術

到農業價值的展現，成功地達到生態教育的意義與目的。 

 

 

 

 

 

 

圖一智農館

 

圖二樂農館 

 

 

 

 

 



 

 

(二)花博的舉辦可喚起環境保護的重視 

在自然環境的保育方面，受訪者表示，花博展現台中市母親之河大甲溪流

域生物多樣性，及海拔高度呈現不同植物的分布，然而人類的居住卻導致其生

物生存空間的破壞，使其體悟到人類應該要跟大自然和平相處，才能保有寶島

台灣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此外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展示的熱帶及亞熱帶地區

瀕危植物(如圖三)，不但讓受訪者感到驚艷，也使其感受到氣候變遷對植物帶

來的危害，進而體悟保育的重要性。另外於展覽中真實呈現石虎的棲息環境，

並用多媒體手法將石虎善於躲藏野外的特性完整展現，參觀民眾也能透過互動

裝置實際感受，其中大量的鏡面裝置(如圖四)，反映人與自然密不可分的關係，

象徵石虎與我們相連的過去，對比牠們破碎的現在，可使觀眾反思人類與自然

和平共處的課題。透過花博的展示，凸顯台灣或國際上許多動植物的保育問題，

而這些存在於我們環境中的問題，大多是人為因素所致，但卻是由地球上的其

他生命來承擔這樣的迫切的惡果，故研究者認為，透過這些問題被真實的展示

與呈現，參觀的人們能夠更了解並重視環境保護的迫切與重要性，學習和這個

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和平共處，或多或少都能對激發民眾對環境保護的意識。 

圖三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展示的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瀕危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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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正隆森隆活虎館 

(三)花博的舉辦可創造經濟效益 

從受訪者的看法中，可見多數針對此次台中主辦世界花卉博覽會所帶來的

經濟效益持正面態度，其幾乎都提到此活動能促進地方觀光、帶來人潮，進而

帶動台中地區周邊的經濟效益，有受訪者認為在 720 萬的總入園人次之下，除

了這些參觀民眾的門票支出所帶來的顯著經濟收益，還有伴隨其食衣住行方面

的消費而生的經濟價值，對台中城市發展有很大的助益。 

然而，亦有受訪者認為台中主辦世界花卉博覽會展期過短，在投入如此大

量的資源後，應考量到相應的經濟效益，因此提出展期應延至暑假期間，讓更

多家庭可以有更充裕的時間前往參觀，創造更大的經濟效益。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研究結果發現，此次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所蘊含的意

義與價值雖然並不是每位受訪者都能清楚感受，但有針對此部分給予回饋的受

訪者，其看法大多為正向的，尤其在生態教育及環境保護層面，僅有少數受訪

者在經濟效益層面提出建議，以達到更好的經濟效益。故研究者經歸納分析，

認為此次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用後評估，僅有少數訪談者基於活動實際規劃不

夠完善而影響其用後感受，其餘大致良好。 

伍、結論與建議 

臺中市透過辦理「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從「生產、研發、展覽觀光」

到活化經濟、均衡區域建設、營造永續環境及國際化之目標，促進世界各國經

濟、文化、科技的交流，促進臺中躍昇國際舞台。透過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及

民間參與，帶動產業各方面之發展。本研究透過實地探勘及訪問，了解臺中花

博辦理的成效反映，歸納結論與建議如下: 



 

 

一、結論 

(一)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的意義與價值受到肯定 

並非所有受訪者都對此次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的意義與價值層面，提出看

法，然而這些回饋中，大多是正向評述。在生態教育及環境保護的意義與價值

層面上，受訪者提到園區內將當前台灣及其他地區的生態環境如實呈現，經參

觀後，其深刻感受到維護生態永續發展重要性，故研究者認為此次台中世界花

卉博覽會在激發民眾生態及環境保育的意識有不錯的成效，這也是促成民眾付

出行動的第一步。 

此外多數受訪者也對此次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為台中帶來的經濟效益與以

肯定，可以感受到周邊經濟因此而被帶動，並且也看到不少外國嘉賓共襄盛舉，

藉此可提升台中市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二)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的實際規劃仍有改善空間 

然而在良好的活動立意之下，許多受訪者仍對此次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的

實際規劃提出一些待改善之處，大多聚焦在場地規劃與交通規劃上，因為兩者

具有密切相關性，可見使用者在實際使用上的需求會大大影響其使用感受，進

而影響其對活動的滿意度與整體觀感。 

二、建議 

(一)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的場地與交通規劃應更加完善 

受訪者針對此次台中舉辦世界花卉博覽會所給予的建議，多數傾向場地設

置與交通接駁能夠更為便民，作為研究者的角度則是認為此活動立意良善，為

達預設成效，實際層面的考量與設計應更完周全，才能更加彰顯與符應此活動

所要傳達給參觀者的理念與價值。 

(二)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可串連社區共同合作辦理 

此次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各展區及展館皆有各自主題及其所代表的意義，

參觀民眾進入園區內多少能感染到其中自然與人文共生的氣息，然而，若要更

加提升且達到台中市民的參與度與共鳴，可嘗試結合社區在地資源，如周遭生

態環境或人力資源，政府攜手民眾共同推廣生態教育、環境保護的理念，創造

共享效益，達到自然與人文結合的初衷，不僅能拓展此次活動的範圍及，也能

讓市民對此次活動背後的意義更加有感，增進市民參與感及認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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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圖一智農館 

 

圖二樂農館 

 

 

 

 

 

 

 

 

圖三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展示的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瀕危植物 



 

 

 

圖四正隆森隆活虎館 

圖片來源 

卡爾吉特。（2018 年 12 月 22 日）。石虎眼中的台灣！花博發現館濃縮半個地

球領略大甲溪生態地景。取自

https://www.beautimode.com/article/content/86017/ 

雲大少爺。（2018 年 11 月 10 日）。聆聽花開的聲音：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

會一日遊(一)外埔園區。取自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99%BA%E8%BE%B2%E9%A4%A

8&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iOlpSI9_DiAhUKyrwKHU

lCDoUQ_AUIESgC&biw=1517&bih=694#imgdii=1d-

25520FN7rUM:&imgrc=sMu8enwtcZ0AAM: 

旅咖。（2018 年 12 月 11 日）。台灣-台中-台中花博外埔園區。取自

https://www.flickr.com/photos/cheng05/31345952407/in/album-

72157704559969475/ 

Carrie Wu。（2018 年 11 月 16 日）。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外埔園區〜「智農

館」、「樂農館」親子生態教育+科技五感體驗！展期 2018.11.3 - 2019.4.24！

【台中旅遊】。取自 https://photo.xuite.net/carriewu0925/20389341/1.jpg 

 

 

 

  

https://www.beautimode.com/article/content/86017/
https://photo.xuite.net/carriewu0925/20389341/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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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航空噪音防制與空氣品質之探討 

臺北市立萬芳高中校長、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糸博士生劉葳蕤 

摘要 

噪音問題對學校師生所造成的影響，包括生理、心理等方面，然而在無法

改變現有校址以及解決航空噪音源的情況下，接受航空站的補助以進行教室噪

音防制措施是目前所能採行的方法之一。以往的教室噪音防制，以防音改善效

果為主要考量，但此防噪音措施往往會影響教室的環境條件；師生往往在教室

內的通風、溫度等教室環境條件無法令人感到舒適的情況下，將防音門窗打開

以利通風、換氣，反而失去當初所要達成的防音目的。因此本文希望藉由筆者

任職南港高中時所進行教室噪音防制措施，以探討噪音防制措施對教室環境條

件改變之影響，希望從事學校噪音防制的人士及學校相關人員能在注重教室噪

音防制的同時，對於教室的空氣品質也能妥善考慮，以期學子一個健康的學習

環境。 

 

關鍵字：校園噪音、空氣品質、噪音防制 

 

 

 

 

 

 

 

 

通訊地址：臺北市 116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115 巷 1號 

聯絡電話：0932-185-237 

E-mail：2010138@gmail.com 

  



 

 

壹、前言 

校園的環境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學校中的一切情境，包括人的環境、事的

環境、物的環境，都應該盡可能的提供安全。噪音與空氣污染、水污染並列

為重大污染，何謂「噪音」？依我國「噪音管制法」之定義為聲音超過管制

標準者即為「噪音」。但字面意義而言，凡是不想聽、不悅耳的聲音，就可以

被歸類為噪音。由於它是一種令人不喜歡聽到的聲音、或是令人不愉快的聲

音。在生理上，噪音除了可能會引起人的內分泌異常、頭痛、易疲倦與高血

壓，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因長時間的暴露造成師生音感性的聽力損失。而在心

裡層面上，噪音會令人心裡厭煩、不專心以及影響學生各項作業表現與思考

學習能力。因此，各級學校受到各種噪音源污染之際，在無法改變現有校址

以及解決校外噪音源的情況下，校內噪音防制措施是目前所能採行的方法之

一。 

以往的教室噪音防制，多以防音改善效果為主要考量，但教室噪音防制措

施(如：吸音或遮音)往往會受教室的環境條件所限制，常導致師生在教室內的

通風、溫度等環境條件無法令人感到舒適的情況下，將防音門窗打開，以利

通風與換氣，反而失去當初所要達成的隔音目的。學生到學校接受教育，校

園的環境會影響學生的學習和健康，同時亦影響教師的教學態度及工作情緒，

因此本文希望針對受航道噪音干擾之臺北市立南港高中為例，探討噪音防制

措施對教室環境條件改變之影響，希望從事學校噪音防制的人士及學校相關人

員能在注重教室噪音防制的同時，對於教室的空氣品質也能妥善考慮，以期

提供學生與教師健康的教學環境。 

貳、校園噪音與室內空氣品質 

一、校園噪音 

（一）噪音的定義與種類 

噪音是指一般正常耳朵覺得聽不慣的強大聲響，使人覺得不愉快、妨害聽

取會話、思考能力、休息或睡眠以及會引起生理各種障礙的聲音，也可以說是

足以妨礙民眾健康、生活環境安寧或干擾生活作息之聲音。依據「噪音管制法」

第二條規定，噪音，指超過管制標準的聲音。噪音對人體的影響包括聽力喪失、

睡眠干擾、溝通干擾、脈搏加快等生理反應，其他在心理和社會行為的影響也

不容忽視（教育部，2012）。以下就音量、頻率和持續時間三個基本部分作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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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量：音量即是聲壓。聲壓是由聲音所產生的壓力，是最容易量測的量度，

但由於自然界間存在的聲壓範圍很大，通常不直接使用，而改採聲壓水準表

示，單位為分貝(deci Bel,dB)。 

2.頻率：人類的耳朵並不是對所有的頻率都一樣的敏感，對某些頻率會較別的

頻率容易覺得喧鬧，通常是高頻率的聲音容易讓人覺得吵鬧，敏感度也會隨

聲壓有所變化。單位為赫玆（Hz）。 

3.持續時間：持續時間的增加表示能量的增加，困擾度因此隨之增加。   

但持續時間改變的效應又不能單純地以能量來轉換。 

噪音依頻率之大小可分為喧嘩、超高頻噪音、超低頻噪音、衝擊性噪音

與連續性噪音五種，正常人耳可聽之頻率範圍為 20 至 20000赫玆（sec/次），語

言帶為 500-2000 赫玆，因此當聲音超過 20000 赫玆時則稱之「超高頻音」反之

稱之「超低頻音」，通常人耳對 1000 赫玆之聲音（中頻音）最敏感，而對高頻

音則比低頻音敏感（敏感度：中頻音>高頻音>低頻音）因此 1000 赫玆所發出

之聲音大小與人耳實際聽到之聲音最接近(鍾竺均等，2003)。 

（二）校園噪音與噪音防制 

校園噪音可分為校園內噪音及校園外噪音，校園內噪音，如：音樂、體育、

工藝課發出的聲響、設備(空調、水塔等)、麥克風聲音、學生的嬉戲喧嘩聲…

等；校園外噪音，如：車輛、火車、飛機、工廠、商業活動等引起的噪音。一

般而言，校園內的噪音應限制在 70 分貝以下，教室噪音以不超過 60 分貝為原

則，才不會影響學生的聽課效率；學校周邊噪音到達學校圍牆處應低於 70 分

貝，到達教學用教室的窗外 1 公尺處應低於 55 分貝(湯志明，2006)。如果師

生長期生活在超過 70 分貝的噪音中，身體健康將會受到嚴重的危害，甚至導

致食慾不振、呼吸困難及精神無法集中等問題。若更嚴重，還可能使人精神

錯亂，無法自制而產生犯罪問題。根據研究，30 分貝以下的噪音對人類無影

響，31〜65 分貝的噪音會導致人的情緒不快，66 分貝以上的噪音會降低工作

效率，而人所能忍受的最高噪音為 120 分貝，超過這個限度極為危險，甚至

會致人於死（盧士一，葉文裕，2000）。根據「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環

境音量標準」及「噪音管制標準」之規定，針對校園噪音之要求標準如表 1。 

表 1、校園噪音管制之標準 

 

 

 

 

法源依據 噪音標準 說明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

規則 

Lw<90dB(A)，8 小時 

Lmax<140dB(A) 

八小時日平均暴露劑量衝

擊噪音 

環境音量標準 65dB(A) 第二類管制區 

噪音管制標準 72dB(A) 擴音設施噪音管制標準 



 

 

 

雖然噪音是越少越好，但校園也不能完全寧靜，依據校舍的用途而有不同

的噪音容許值，如表 2。但由於學校噪音屬於慢性暴露性噪音，對師生身心之

影響和教學上影響，至少有四種：影響聽取能力、影響思考及作業能力、形成

聽力障礙、造成職業性嘶啞症(湯志民，2006)。為防止噪音在校園間造成危害，

因此校舍噪音的防制越發重要，學校應從校園位置及設計上多加考量。 

學校地點的安排應遠離市場、公路、鐵路、捷運出口或機場。 

校舍形式上採開放空間為佳，並應特別避免口字形包圍運動場的規劃。 

音樂教室、工藝教室、體育館等易產生噪音的教室，需獨立設置。 

於校內適宜地點設置遮音體，如：栽植樹木或隔音牆，以阻斷噪音。 

教室可採雙層隔音窗、隔音走廊，並輔以通風箱扇、遮陽板或安裝吸音器

材等。同時避免教室內、教室上下處安裝主要的機械設備，以及善用擴音設備。 

 

表 2 學校建築的噪音容許值                  (單位:dB) 

 

資料來源：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湯志民，2006，p.271 

 

（二）航空噪音及防制 

航空噪音的來源有三，包括:引擎進口，引擎的震動，引擎的排氣；尤其

以引擎的排氣噪音（exhaust noise）為主要的噪音來源。引擎排氣噪音的產生

是由於它以高速的擾流向外界相對靜止大氣移動的結果。在排氣口後方，噴射

氣流以極高的速度向外噴出，由於大氣尚未與這些噴射氣流的充分混合，因此

產生高頻噪音。當噴射氣流離開排氣口向機身後方繼續前進時，其速度逐漸下

降並開始與大氣混合，於是產生粗糙的聲音；此時噴射氣流噪音的頻率降低，

當引擎排出氣流的能量漸漸消失時，大部分的能量均轉變為低頻的噪音，至於

渦輪旋轉所發出的機械噪音，則是屬於高頻噪音，雖然高頻的噪音較為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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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空氣中傳播時衰減得較快，很容易受到建築物、地形和大氣干擾，因此

在離機場較近的地方，高、低頻的噪音都很重要，距離較遠的地方，低頻噪音

才是主要考慮因素(徐明宏，2019)。 

世界各國對於航空噪音的界定，皆採用「有效察覺音量指標」

（EPNL,Effective Perceived Noise Level）運用相同的衡量程序與噪音標準來衡

量機場周圍地區的航空噪音。目前我國航空噪音相關法規，採用兩種航空噪音

指標，一為有效察覺音量指標（EPNL）用來量測航空器的噪音值，另一則使

用航空噪音日夜音量指標（DNL，Day-Night average sound level），適用於機

場周圍地區的航空噪音量測，是累積噪音指標(行政院，2009)。臺灣與美國的

指標均為 DNL，其他各國家所使用的航空噪音指標未盡相同，如:英國的 NNI1、

加拿大的 NEF2、日本的 WECPNL3，不論指標如何定義，都是用來決定機場

周圍土地使用目的及制定相關防制策略。 

依「機場周圍地區航空噪音防制辦法」第四條載明，航空噪音防制區分為

三級，其劃定原則如下： 

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指航空噪音日夜音量六十分貝以上與未達六十五

分貝兩等噪音線間之區域。 

第二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指航空噪音日夜音量六十五分貝以上與未達七十

五分貝兩等噪音線間之區域。 

第三級航空噪音防制區：指航空噪音日夜音量七十五分貝以上之等噪音線

內之區域。 

前項等噪音線定義及各級航空噪音防制區航空噪音日夜音量之計算，依美

國聯邦飛航規則第一百五十號規定訂定之。 

在航空噪音管制法規中，對於民用航空噪音的防制規定應由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負責督導。另外，也規範航空主管機關對於航空噪音應採行的防制措施，

包括下列事項： 

1.減少噪音源及其音量。改善機場結構及降低噪音。 

2.協商有關機關擬訂航空站周圍土地的使用對策。 

3.輔導學校、公共設施、住戶設置防音設施。 

                         

1NNI:Noise and Number index，英國及瑞士航空噪音測量指標。 

2NEF: Noise Exposure Forecast，加拿大航空噪音測量指標。 

3WECPNL: Weighted Equivalent Continuous Perceived Noise Level，日本航空噪音測量

指標。 



 

 

4.其他應採取的防制措施。 

航空噪音一直是民航單位亟思解決的問題，尤其隨著經濟進步，國民對生

活品質要求日益提升，航空噪音抗爭事件日增，交通部依據民用航空法第三十

七條，於民國 96 年修訂之「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及民國 104

年法之「機場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據以補助機場民眾施作噪音防制設施及

進行回饋工作，其補助範圍皆為環保機關公告的各機場周圍航空噪音防制區。 

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的級別亦為進行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工作的優先順

序依據，依「航空噪音防制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第四條規定，其補助的優先

順序為︰ 

1.第三級航空噪音管制區內之學校、圖書館、醫療機構與住戶，以及第二級、

第一級航空噪音管制區內之學校。 

2.第二級航空噪音管制區內之圖書館、醫療機構。 

3. 第二級航空噪音管制區內之住戶。 

4. 第一級航空噪音管制區內之圖書館、醫療機構及住戶。 

5. 維護相關居民健康設施及活動。 

 

二、室內空氣品質 

(一)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與生活密不可分，隨著生活品質的升高，民眾重視環境空氣品質

(Indoor Environment Quality, IEQ)的意識逐漸提高，例如細懸浮微粒 PM2.5 等

相關報導、研究已成為民眾關注的趨勢；但是由於生活型態的改變，大部分的

活動都是待在室內，因此室內之空氣環境顯得更為重要。再加上大量仰賴空調，

若未妥善清潔保養空調系統，使空氣品質不佳的情況下，將造成人體罹患「病

態建築症候群」，出現氣喘、過敏反應、咳嗽、打噴嚏、噬睡等，若人員離開

該空間一段時間後症狀將會減輕。形成原因相當廣泛，包含室內存在之汙染源

如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二氧化碳、生物性

污染物及溫度等。 

(二)校園常見之室內空氣污染物 

校園環境中，有許多危害學生健康的潛在危險，影響學生在求學過程中，

受到環境上的污染與危害。由性質上可初步將污染物質分為物理性的溫度、溼

度，化學性的甲醛、CO2、TVOC，生物性的 PM2.5、PM10、真菌、細菌等。

物理性的污染物：包含懸浮微粒及生物粒子，懸浮微粒又分為粒徑小於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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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微米(μm)之 PM10 及粒徑小於等於 2.5 微米(μm)之 PM2.5)，也包含部分微

生物；這些懸浮微粒可隨著呼吸作用進入呼吸系統，而對呼吸道有所危害。生

物性的污染物：主要為微生物，以細菌、真菌、病毒、寄生蟲等各種不同的型

態普遍存在於自然界中，有些微生物會引起過敏、感染、毒性效應，對人體甚

至有致命的殺傷力。化學性的污染物：包含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甲

醛(HCHO)。大多數揮發性有機物質物質具皮膚或呼吸道刺激性，有些則對中

樞神經有影響，會引起眼睛、呼吸道不適，甚至頭痛、暈眩、疲勞、視力失常

等症狀，而有多種物質已被證實為致癌物質。其危害因子與空間關係如表 3 所

示。 

表 3 校園室內空氣品質的影響因子 

 

資料來源:校園室內空氣品質與節能減碳之研究，黃建隆，2012，p.9 

由於學校教室或活動空間多使用無引入外氣換氣的窗型冷氣、分離式冷氣

及箱型冷氣，在通風不良的情形下，室內污染物會不斷累積，對於室內抵抗力

較弱的學生容易生病，且學習成效也會降低。因此在學校建築規劃的通風設計

上多留意自然通風或空調之機械通風，就可減少未因通風不良而造成室內空氣

品質不佳等問題。 

二氧化碳(CO2)是人類呼吸的代謝產物，所以室內二氧化碳的主要來源是

人員呼吸所發生，當室內人員密度過高或是換氣效率不佳時，容易造成二氧化

碳濃度累積，同時其他的污染物濃度也會相對地提高。因此，二氧化碳被視為

室內空氣品質良窳的指標，當二氧化碳濃度過高時，會有頭痛、嗜睡、反射減



 

 

退、倦怠等症狀，也會刺激呼吸中樞引起呼吸困難等感覺，因此若室內二氧化

碳濃度過高，會使學生學習效率降低(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2018)。 

由於二氧化碳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氣體，性質安定不易變化，為綠色植物行

光合作用的主要元素之一。因此 CO2在室外並非空氣污染物，但在室內由於

濃度過高會造成人體健康不適；雖然在大多數的狀況下，二氧化碳基本上不具

毒性，但在門窗關閉、換氣不良的室內環境，室內人員多二氧化碳濃度升高，

血液變酸而易疲倦，使工作及學生學習效率降低(黃建隆，2012)。室外二氧化

碳濃度大約為 400ppm，許多辦公室內的二氧化碳濃度則可超過 1000 ppm，學

生人數多的教室內濃度甚至會高達 3000ppm，此因很多人在封閉的空間內呼

出二氧化碳，且通風換氣不佳所致。故一般判斷室內通風或空調系統是否適用，

主要是以二氧化碳為指標。 

(三)改善室內空氣品質的方法 

室內空氣品質污染物依其污染物的特性與來源，改善時應評估適用環境、

改善效率、成本(含維護)及能源消耗等等因素，改善的優先順序:源頭管制、通

風改善以及使用空氣清淨設備。 

1.源頭管制： 

改善室內空氣品質最有效且直接的改善方式，是了解污染源位置再依污染

源的特性去做改善與控制，因此常見的源頭管制對策如下： 

(1)移除或隔離污染源。 

(2)使用低污染低危害的材料代替。 

(3)改變污染源位置。 

2.通風改善： 

(1)增加自然通風量。 

(2)提高有效換氣量。 

(3)空調設備定期清潔與維護。 

3.使用空氣清淨設備： 

(1)使用正確的空氣清淨設備。 

(2)定期的設備清潔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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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教室航空噪音與室內空氣品質改善實際案例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臺北市立南港高中航空噪音防制設施工程為研究對象，探討教室

內噪音值改善及室內空氣品質的控制與改善。 

南港高中位於臺北市南港區西新里，依據松山機場航空噪音防制區圖範圍

及分級表的分類，屬於第一級航空噪音防制區，其航空噪音日夜音量應控制在

六十分貝以上與未達六十五分貝兩等噪音線間之區域。依據「航空噪音防制經

費分配及使用辦法」(2007)及「機場回饋金分配及使用辦法」(2015)據以補助

機場民眾施作噪音防制設施及進行回饋工作，南港高中於 107 學年度進行至善

樓、新民樓、崇實樓之校舍航空噪音改善工程。 

由於以往的教室噪音防制，多以防音改善為主要考量，但教室噪音防制措

施往往會影響室內的空氣品質狀況；往往在教室內的通風、溫度等教室環境條

件無法令人感到舒適的情況下，將防音門窗打開以利通風、換氣，反而失去當

初所要達成的防音目的。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教室噪音防制措施之研究，實際

測量噪音防制措施實施前後之教室環境的變化情況，以探討噪音防制措施能兼

顧對教室噪音及空氣品質的改善，以供學生健康的學習環境。 

二、研究方式 

1.因噪音防制工程之限制，採取檢測點之前/後測設計。X，Y1，Y2。 

2.教室噪音防制措施(X)：包含雙邊防音氣密鋁窗、隔音門、對角小型排風扇

(每間教室四個,進風機兩個 ,排風機兩個)。 

3.施工前檢測(Y1)：包括教室噪音、空氣品質條件之測量。 

4.施工後檢測(Y2)：包括教室噪音、空氣品質條件之測量。 

三、測量方法及儀器 

l.教室背景資料及測點位置 

(1) 選擇本次施工範圍內之教室 3 間，分別為新民樓 1 樓高 103 教室、新民樓

4 樓高 108 教室、至善樓 4 樓高 110 教室，教室大小分別為 63 平方公尺，窗

戶面積約為地板面積 1/2，學生人數 36 人。 

(2) 教室噪音測點 : 於上課日下午空教室狀態下測定。教室內外水平測點分別

為教室長之中央點，垂直測點高度教室內為 135 公分、教室外為 140 公分，

聲音感應器距任何反射音源至少 1 公尺以上。 



 

 

(3)教室空氣品質條件測點 : 教室中央一點，垂直測點高度為 100 公分，接近學

生坐時呼吸帶之高度。 

2.噪音測量項目 

以 A 加權分貝 dB(A)為測量單位，測量方法依行政院環保署民國 101 年

10 月 2 日環保字第 10033404 號公告函「學校、圖書館、醫院及托育機構防音

門窗一定減音值之定義及認定方式」，執行 2 分鐘固定音源之量測，以均能音

量(Leq)為主要分析指標分析，測量位置如圖 1 : 

 

教室內測量位置 教室外測量位置 

圖 1 教室內外測量位置 

3.測量儀器 

(1)使用 RION NL-32 型精密積分噪音計，同步測定實驗教室內外之音量，分析

比較室內外之噪音位準。 

(2)使用 APRSWorld LLC 風速風向計，測量風速、相對濕度等測值。 Graywolf 

IAQ Meter，測定教室內 CO2濃度(ppm)變化，並記錄其濃度值。 

4.主要變頂之定義與測量 

(1)教室防音措施：指利用防音鋁窗、隔音門以降低教室環境噪音。 

(2)教室空氣品質：指以上述儀器之標準測量法所測得之教室內二氧化碳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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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角小型排風扇(每間教室四個,進風機

兩個 ,排風機兩個) 

二氧化碳測量儀器 

 

四、結果與討論 

1.不同實驗情境教室環境噪音之變化情形 

本研究實驗情境是比較防噪音措施實施之前後教室內外之音量差異。目前我國

環境音量標準採用均能音量作為評估指標，因此本研究結果以均能音量(Leq)

作為比較值。表 4 為教室防音措施實施前所測量之噪音值，測量情境為雙側

窗戶全關，測量結果當教室全關窗時於新民樓 1 樓高 103 教室、新民樓 4 樓

高 108 教室、至善樓 4 樓高 110 教室，室外均能音量(Leq)各為 91.7dB(A)、

89.5dB(A)、90.5dB(A)；室內均能音量(Leq)為 63.3dB(A)、61.1 dB(A)、

62.5dB(A)，衰減量為 28.4dB(A)、28.4dB(A)、28.0dB(A)。所測定之噪音量

皆已超出環境音量標準中第二類管制區日間均能音量之標準 60 dB(A)較為

高。 

表 4 控制前教室內外固定音源噪音單位:dB(A) 

 

 

量測地 高 103 室內 高 103 室外 高 108 室內 高 108 室外 高 110 室內 高 110 室外 

量測時間 18:35-18:37 18:35-18:37 16:04-16:06 16:04-16:06 17:03-17:05 17:03-17:05 

收樣日期 2018.6.29 2018.6.29 2018.6.29 2018.6.29 2018.6.29 2018.6.29 

Leq 值 63.3dB(A) 91.7dB(A) 61.1B(A) 89.5dB(A) 62.5dB(A) 90.5dB(A) 

衰退值 28.4dB(A) 28.4dB(A) 28.0dB(A) 



 

 

噪音防制措施實施後之防音教室(防音鋁窗+隔音門)，測量情境為雙側窗

戶全關，表 5 為教室防噪音措施實施後所測量之噪音值，測量結果當教室全關

窗時室外均能音量(Leq)：新民樓 1 樓高 103 教室、新民樓 4 樓高 108 教室、

至善樓 4 樓高 110 教室外噪音各為 90.5dB(A)、87.3dB(A)、90.1dB(A)；室內

均能音量(Leq)為 60.2dB(A)、57.9dB(A)、59.7dB(A)，同時達到教育部學校教

室噪音的標準，以及機場航空噪音的防制標準。此外，噪音防制施行後，室內

外噪音衰減量為 30.3dB(A)、29.4dB(A)、29.4dB(A)。透過數據我們可以觀察

到新民樓 1 樓高 103 教室，室內外噪音量為 60.2dB(A)、90.5dB(A)，新民樓 4

樓高 108 教室 90.1dB(A)、59.7dB(A)，１樓教室的噪音量較４樓教室的噪音量

較為高， 

表 5 控制後教室內外固定音源噪音單位:dB(A) 

2.教室噪音防制措施實施後教室空氣品質條件之變化情形 

(1)教室空氣品質條件控制前後之變化情形 

表 6 是教室噪音防制措施實施前後，依據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辦法第 6 條規

定，包括高中以下學校等 11 類場所，為法定室內空氣品質列管場所，所進行

之測量值。控制前打開冷氣空調無排電扇所測得之二氧化碳之數值。測量結果，

新民樓 1 樓高 103 教室、新民樓 4 樓高 108 教室、至善樓 4 樓高 110 教室，教

室內二氧化碳濃度分別為 964PPM、1008PPM、925PPM。控制後打開冷氣空

調無排電扇所測得之二氧化碳之數值，新民樓 1 樓高 103 教室、新民樓 4 樓高

108 教室、至善樓 4 樓高 110 教室，教室內二氧化碳濃度分別為 934PPM、

957PPM、961PPM。 

控制後打開冷氣空調、打開對角小型排風扇(每間教室四個,進風機兩個，

排風機兩個)所測得之二氧化碳之數值，新民樓 1 樓高 103 教室、新民樓 4 樓

高 108 教室、至善樓 4 樓高 110 教室，教室內二氧化碳濃度分別為 519PPM、

523PPM、510PPM。整體上二氧化碳並未超過教育部建議值(1500ppm)，控制

前二氧化碳濃度分佈在 892-964ppm 之間，控制後未開風扇在 939-961ppm 之

間、控制後打開風扇在 510-544ppm 之間。這可能是因為控制前的防音措施實

施前一般鋁窗玻璃厚度較薄、密閉性不高，且有縫隙；而防音措施實施後防音

量測地 高 103 室內 高 103 室外 高 108 室內 高 108 室外 高 110 室內 高 110 室外 

量測時間 18:35-18:37 18:35-18:37 16:04-16:06 16:04-16:06 17:03-17:05 17:03-17:05 

收樣日期 2018.9.07 2018.9.07 2018.9.07 2018.9.07 2018.9.07 2018.9.07 

Leq 值 60.2dB(A) 90.5dB(A) 57.9B(A) 87.3dB(A) 59.7dB(A) 90.1dB(A) 

衰退值 30.3dB(A) 29.4dB(A) 29.4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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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整體上氣密性較高，因此外界空氣較不易進入產生對流。因此在未打開對角

小型排風扇，二氧化碳的濃度反而是偏高的，但是打開對角小型排風扇時，空

氣的對流因而產生，二氧化碳的濃度急速下降。 

表 6 教室空氣品質條件控制前後之變化情形單位:ppm 

 

 

 

 

註: 

1.控制前:107 年 06 月 29 日。教室環境：一般鋁門窗、未開窗、開空調。 

2.控制後:107 年 09 月 17 日。教室環境：隔音鋁門窗、開空調、未開窗/隔音鋁

門窗、開空調、未開窗、打開對角小型排風扇(每間教室四個,進風機兩個 ,

排風機兩個)。 

肆、結論與建議 

防噪音措施實施前，測量結果當教室全關窗時，室內均能音量(Leq)新民

樓 1 樓高 103 教室、新民樓 4 樓高 108 教室、至善樓 4 樓高 110 教室，分別為 

63.3dB(A)、61.1 dB(A)、62.5dB(A)；教室防噪音措施實施後所測量之噪音值，

測量結果當教室全關窗時室內均能音量(Leq)：新民樓 1 樓高 103 教室、新民

樓 4 樓高 108 教室、至善樓 4 樓高 110 教室各為 60.2dB(A)、57.9dB(A)、

59.7dB(A)，衰退值約為 29.4 dB(A)，且防音措施實施後，教室內音量均符合

教育部之建議值(60 dB(A))，也符合機場噪音防制的標準。 

教室噪音防制措施實施前、後，CO2 濃度分佈控制前為 892-964ppm 之間，

控制後未開風扇在 939-961ppm 之間。可能與防音窗、隔音門的材質、氣密性

較高有關，外部空氣較不易進入產生對流、換氣效果較差。因此在隔音、氣密

效果較好的環境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反而有明顯偏高的情況。但是打開對角小型

排風扇時，空氣的對流因而產生，二氧化碳的濃度急速下降。噪音防制措施控

制後打開排風扇後，二氧化碳的濃度就降到 510-544ppm 之間。所以，只要每

間教室對角安裝四個排風扇-兩個進風機，兩個排風機，就可以快速達到降低

二氧化碳的效果，經濟又實惠。 

學校在實施教室防音措施時，除了考量隔音效果之外，也應將通風、空氣

品質列為重要考慮因素，以免在達成噪音防制效果後，卻又衍生出其他空氣品

質之問題，反而造成資源的浪費。 

量測地點 控制前 控制後未開風扇 控制後打開風扇 

高 103 室內 964 PPM 939 PPM 519 PPM 

高 108 室內 892PPM 957 PPM 525PPM 

高 110 室內 925PPM 961 PPM 540PPM 



 

 

 

學生到學校接受教育，校園的環境除了影響學生的學習和健康，同時亦

影響教師的教學態度及工作情緒，因此希望透過此研究讓從事學校噪音防制

的人士及學校相關人員能在注重教室噪音防制的同時，對於學校中的一切情

境皆能妥善考慮，以期提供學生與教師健康的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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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小學校園空間美感營造探討—以臺北市、新北市及臺

中市八所小學為例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員王惠瑩 

摘要 

隨著現今多元文化潮流的社會價值觀念趨勢，各國對於校園空間也逐漸打

破傳統方正格局的規劃，取而代之的是融入「美感教育」的校園空間環境，從

過去至目前，無論透過制度政策與法規的推行、規範或鼓勵，或者經歷了九二

一大地震化危機轉為校園重建的新契機，臺灣小學已可見許多實際美感營造的

案例。 

本文從美感教育對於生活之影響及重要性為出發點，以臺北市、新北市以

及臺中市共八所小學為例，並以校園空間美感營造角度，探討各校於空間規劃

時，包含校舍、校門、圍牆及穿堂、庭園、運動場地及遊戲場等美感營造之呈

現方式與特點之具體作法。透過舉例探討，也體驗到「美感」教育的重要性，

學校發揮創意巧思，便能發現孩子的眼睛是亮起來的，因為在探索校園過程中，

形與色之美帶給孩子的是愉悅美好的感受。 

 

 

 

 

關鍵詞：校園空間、美感營造、美感教育 

  



 

 

壹、前言 

近年來許多國家進行校園空間環境的改造，「美感教育」也越來越受到重

視，以目前臺灣的國民小學為例，可見不少美感校園的案例，在現今全球化潮

流趨勢下，強調多元、差異與開放的價值觀中，人們開始思索校園空間與學校

建築規劃的各種可行性，也打破了原有認為校園只能方方正正的觀念與想法，

學校是兒童每天投入將近三分之一時間的場所，更應思考如何透過校園空間與

學校建築美學的潛移默化，使學生能體驗校園美感的「形」與「色」，所帶來

愉悅、舒適的學習環境。 

現今我國國民中小學正式課程中，並未明定有關建築美學相關專門課程，

而在學校行政人員及校長等管理人才培育的過程裡，關於校園空間美感的著墨

亦仍需持續深化力道，從過去至目前，無論透過制度政策與法規的推行、規範

或鼓勵，或者經歷了九二一大地震化危機轉為校園重建的新契機，臺灣小學校

園建築與空間規劃的轉變，已可見於各種形式之校園空間美感營造案例中。 

本文從美感教育對於生活之影響及重要性為出發點，試探討我國小學校園

空間美感營造情形，並瞭解目前因應相關美感教育政策計畫的推行，所帶來校

園空間美感營造契機，更以包含臺北市計四所，分別為：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

私立新民小學、和平實驗國民小學及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新北市計三所，分

別為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中正國民小學及直潭國民小學，以及臺中市神岡區

神岡國民小學，總計八所公私立小學為例，透過舉例說明包含校舍、校門、圍

牆及穿堂、庭園、運動場地及遊戲場等美感營造之呈現方式與特點，以探討分

析有關校園美感營造之具體作法。 

貳、校園空間美感 

一、美感、生活與教育 

「美感」看似抽象之名詞，卻實實在在存在日常生活之中，能使人們感受

到形式呈現上及情意表達上各種創新及美好感受，姚村雄（2016）提到「透過

美感可以提升自我素養並傳達情感，美感可用以傳播文化，美感能夠增進生活

品質，美感可以創造美學經濟，美感可以增加競爭力。也就是，美感關係到每

個人的生活，美感必須從自身培養，進而至學校、社會，讓美感成為國民基本

素養」。由此可知，美感教育應從小培養扎根，落實於生活之中，在講求迅速、

便捷及實用功能的同時，對於美感的訴求則不應偏廢捨棄，以全球化的角度觀

之，美感更能成為提升經濟成長與競爭力的模式之一，能使產品在使用功能之

外，更提高形與色的美感呈現。 



127 

 

美感教育在全球許多國家已成為全人教育重要之一環，無需有強烈目的性，

而在於孩子對自己及周遭環境至世界的探索，對於學校而言，關於美感教育的

培養，便是潛移默化的養成所在，是最佳的境教，而因應全球化潮流及多元文

化的刺激，我國亦逐漸重視「美感教育」，關於美學的種子也逐漸在校園中發

芽茁壯。 

二、校園空間美學之契機 

過去臺灣的校園多半重視實質使用功能，從前校園高牆、規矩方正的教室、

四方環繞的大樓、制式的操場跑道…等，往往是對於「校園空間」的既定印象，

也因大部分教育與學校行政人員並未具美學專業背景，對於校園空間的美化思

維因而受到限制，因而僅能規劃制式校園建築。然而透過各項專家進駐校園計

畫，也漸使教育與學校行政人員能打破舊有思維，創造了校園空間美感營造的

契機（陳芛薇，2018），也因而使這些學校創造出亮點特色。 

「教育部中長程美感教育計畫」（2013）也說明試圖透過教育，建立「感

受」與「實踐」的美感教育行動；透過學校及社區美感互動參與，促使校園空

間成為「公共美學教育場」，強化校園周邊鄰近社區的緊密性，美感生活也拉

近了學校及社區的距離，更希望能創造出美感校園的教學情境，藉由校園空間

的美感營造，也提升師生對於學校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在周間夜晚或者假日時

段，適宜的開放校園空間，更能促進社區與學校良性互動，使校園空間妥善運

用。 

而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於 1992 年頒佈「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於第 9 條

規定「公有建築物應設置公共藝術，美化建築物及環境，且其價值不得少於該

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也因而開拓了公共藝術的新領域，設置於校園空間中

之公共藝術，融入校園環境中的公共藝術，不再僅僅是校園空間的環境美化裝

飾物，亦或學校治校理念的圖騰象徵，而成為空間美感教育的生活素材，讓使

用者於此共同學習與生活的環境，體驗到多元的空間呈現（尤秀蓉，2012）。 

而就校園創意設計面向，湯志民（1999）提出求新、求變、求精、求進、

求絕、求妙等六項原則，也帶來可結合校園空間美感營造的思考方向，以跳脫

過去傳統思維，注重美感、創意、生活與教育之間的連結，使校園空間更具多

元呈現。 

參、我國校園空間之美感呈現 

本文以臺北市、新北市及臺中市共八所公私立小學為例，舉出包含：校門、

校園圍牆及穿堂、校舍建築、庭園、運動場地及遊戲場等，其美感營造具體作

法之探討與分析： 



 

 

一、校門、校園圍牆及穿堂之美感—結合學校特色行銷並強化與社區互動 

校門圍牆是學校的門面，也是建立社區良好關係的第一道防線（湯志民，

2014），然而過去經過一般小學時，發現有些學校校門與圍牆僅具功能上意義，

缺乏足以使人眼睛為之一亮的亮點，隨著時代潮流的演變，越來越多校園的圍

牆已不再是高聳封閉的牆面，取而代之的是視覺上更為穿透，並且強化美感營

造的圍牆，而校門圍牆可為學校行銷的首項利器，更可與校園外鄰近街道等空

間，形成互動的結合，使路過行人發現趣味巧思，而有些學校不僅有造型設計

的校門及圍牆，更可發現其設計融入了學校的特色與課程，例如：臺北市大安

區古亭國民小學正門旁之圍牆即可見音符造型設計，便能令人與該校設有音樂

班作為連結（見圖 1）；同樣位處大安區的私立新民小學，因學校課程特色著

重國際教育，校門融入學校「小新、小民與機器人」公仔圖案，運用豐富的彩

度及可愛校園公仔圖案，提升校門吸睛程度（見圖 2），而其飛機造型圖示的

校園圍牆則將國際教育融入整體意象的布置，此外，從校門口往穿堂望去，則

可見顯示著世界各大主要城市時間的時鐘，與機場時刻表等視覺延伸，與校園

圍牆的飛機圖示相互輝映，也更凸顯行銷該校所強調的特色課程（見圖 3 及圖

4）；而古亭國民小學一側圍牆改建，則設置貓、狗等動物造型裝置藝術，吸引

路過行人駐足拍照欣賞（見圖 5），增加學校與社區之互動性，皆為美化校門

圍牆之具體作法；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的校園圍牆則是結合了校史背景，因過

去為「四四兵工廠子弟學校」，為運送軍用兵器，有火車固定經過學校故而融

入列車意象，另校園牆面更有彩繪陶板增添視覺的活潑性（見圖 6 及圖 7）。 

  

（圖 1）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

校園圍牆 

（圖 2）臺北市大安區私立新民小學—

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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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臺北市大安區私立新民小學— 

校園圍牆 

（圖 4）臺北市大安區私立新民小

學—從校園圍牆意象延伸至穿堂 

  

（圖 5）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 

校園圍牆 

（圖 6）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

學—校園圍牆 

 

（圖 7）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校園圍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二、校舍建築之美感—結合公共藝術打造學校地標及老校翻修 

校園建築美感應結合整體校園的規劃及發展，可透過引進駐校藝術家或師

生聯合藝術創作等，替校舍建築增添美感色彩，例如：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

小學邀請藝術家與校內美術專長教師，於活動中心建築從屋頂上方掛著一個充

滿驚奇創意設計意象的「信義國小」超大型書包，傳達「上學趣」意象，另還

有結合師生作品之彩繪陶板，妝點在校舍外牆，呈現快樂學習氛圍（中國時報，

2014），便是透過公共藝術替校舍建築增色的案例（見圖 8 及圖 9）。此外配合

校舍的重建改建，重新替校舍建築增添新裝，可為校園建築帶來活力，例如：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國民小學創立於西元 1902 年，是所今年將滿 118 年的百年

老校，透過校舍的改建與重建，不僅空間配置重新調整，也增添了校園建築的

形與色的美感（見圖 10）；此外，大安區私立新民小學雖校地狹小，透過校舍

建築外牆重新粉刷，以跳色明亮的色彩增加視覺活潑性，也展現以現有條件發

揮巧思的美化（見圖 11）。 

  

（圖 8）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 

校舍牆面 

（圖 9）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

學—校舍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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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臺中市神岡區神岡國民小學—校

舍外觀 

（圖 11）臺北市大安區私立新民

小學—校舍牆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續上頁） 

三、庭園之美感—遊憩設施的巧思及美感與安全的改善 

學生於校園空間遊玩休息時，除了運動場或遊戲場外，庭園也是其駐足所

在，然而庭園景觀往往是學校相對弱勢的空間，舉凡亭臺樓閣、花草植物園圃、

綠蔭、生態水池及迴廊曲徑…等，倘能發揮創意巧思，便能增進師生及同儕之

間互動的樂趣（湯志民，2014）。以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為例，可發現

校園十分容易看到各式休憩設施，例如：校舍間圍繞的庭園空地，設置數座有

遮棚的休憩桌椅，不僅使得庭園空間不再空曠，更實質地提供了師生互動交流

環境（見圖 12），在操場旁的綠蔭四周亦設置供休息的木質平臺，因此即便是

假日時光，家長陪同孩子至校園遊玩，也提供家長休息之處，在綠美化環境的

同時也帶來貼心巧思（見圖 13），此外，至於涼亭的設計可在造型上加以變化，

提升視覺上的活潑度，例如：新北市新店區直潭國小內位於操場及特色遊戲場

旁的造型涼亭（見圖 14）。 

在規劃庭園景觀綠美化及提供遊憩設施的同時，也應考量安全相關問題，

例如：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其校舍大樓圍繞而形成的廣大中庭裡，原

本地面造型有高低差而有安全疑慮，經改善後消除了原有的高度落差，使學生

在中庭活動時降低跌倒的可能性（見圖 15）。 



 

 

 

 

（圖 12）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

學—庭園休憩 

（圖 13）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

庭園休憩 

 

 

（圖 14）新北市新店區直潭國民小

學—庭園涼亭 

（圖 15）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 

庭園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四、運動場地之美感—運用色彩與彩繪增添視覺變化 

過往對於運動場地的直覺印象，往往僅是綠地草皮、人工 PU 跑道以及水

泥地球場上的各種器材設置，然而關於運動場地的美感營造，運用簡單的色彩

改變以及彩繪方式便可帶來變化而產生新意，例如：臺北市大安區私立新民小

學的彩色跑道（見圖 16），而新北市新店區的中正國民小學，將設置籃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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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牆面加以彩繪（見圖 17），皆運用簡單的色彩變化便提升了視覺上的活潑度，

以營造出運動場地之美感。 

  

（圖 16）臺北市大安區私立新民小

學—彩色跑道 

（圖 17）新北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籃

球框架彩繪牆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五、遊戲場之美感—強調校園空間主題、綠化營造及安全性 

以往常見的兒童遊戲場多為塑膠罐頭的溜滑梯等，而磨石子溜滑梯也可能

僅是單調的石頭原色，如今益可發現小學校園中的遊戲場漸漸不同，形式、材

質及顏色都有大幅度改變，也更顧及不同兒童的需求情況而有共融式遊戲場，

也因造型可愛、活潑且富趣味性等多元樣貌，而成為特色遊戲場，在校園空間

開放時段，尤其是假日時光，更可見親子遊憩的場所，倘遊戲場主題設計能與

校園美化環境結合，更能為學校空間增添美感巧思。 

以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為例，其共融式遊戲場以「綠野仙蹤」為主題，校

園各角落內更可見與該主題連結的各式牆面彩繪與結合駐校藝術家進行師生創

作的藝術作品（見圖 18 及圖 19），不僅符合湯志民（2006）所提「減少學校

行政負擔、增加師生對學校認同感、隸屬感及投入校園環境休憩的興致」，更

使學校美感規劃富主題性；而和平實驗國民小學的共融式遊戲場則是保留了大

片草地，以土丘與蜿蜒小徑營造多樣地形地貌，強增加遊戲場環境的多元樣貌

（見圖 20）。此外，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學的彩繪大象長頸鹿磨石溜滑梯，

經校方檢查校內遊具，因大象滑梯的滑道角度太大、兩側高度不足 30 公分、

地墊厚度不足（見圖 21），經評估以挹注經費修繕以符安全規範方式保留（聯

合報，2016），便說明了校園美感與安全考量間衡量的重要性。 



 

 

 

 

（見圖 18）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

學—共融式遊戲場 

（見圖 19）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

學—特色遊戲場 

 

 

（見圖 20）臺北市大安區和平實驗國

民小學—共融式遊戲場 

（見圖 21）新北市新店區北新國民小

學—遊戲場溜滑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肆、結語 

校園中的各種事物，皆與活動於其中的學生形成互動影響，蘊涵美感的校

園環境，更可成為學生的生活學習教材，而經由本文八所案例小學，亦可初步

歸結出校園空間美感營造模式的幾個面向：校舍、校園圍牆及穿堂的美化、校

舍建築的美化、庭園、運動場地及遊戲場的美化，不僅提升創意美感，更結合

學校特色行銷並強化與社區互動，或者融入當地特色意象與結合學校主題課程；

而美感與安全性、適切性的規畫評估亦十分重要。 

誠如本文開頭所言，校園空間是孩子一天投入將近三分之一時間的場所，

然而目前在小學課程中並無明定有關建築美學的課程，但關於空間之美、建築

美學，對於身處多元文化世代的孩子，實為其所該關切與培養的，透過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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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新北市及臺中市共八所公私立小學，更深切體驗到「美感」教育的重

要性，色調豐富鮮豔、造型多元的校舍建築、校門、圍牆，庭園環境、運動場

地以及吸引孩子的遊戲場，學校發揮創意巧思，便能發現孩子的眼睛是亮起來

的，因為在探索校園過程中，形與色之美帶給孩子的是愉悅美好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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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設施管理與永續發展之探析 

黃庭鈺 

壹、前言 

美國於 2016 年所啟動的「PK–12 公立學校基礎設施國家計畫」（A report 

from the Planning for PK–12 School Infrastructure National Initiative）指出，美國

許多公立學校學生長期暴露於透氣性差、不舒服的溫度、光線不足、過度擁擠，

而且過多的噪聲中，這會損害健康、造成曠課、影響學習品質、使教師流動率

高，尤其在 70 年代之前所建造的學校中，有許多有毒物質的殘留（如鉛、石

棉、多氯聯苯等）。這些學校欲維護、維修、清除有毒物質及提升基礎設施，

卻因資金不足而加劇了上述問題對健康的影響等負面情況。美國公立學校設施

不足和不公平的危機，是由於潛在的設施管理政治和行政系統的結構性限制所

造成，相關當局的設施政策、作法和資金是過時且發展不周全的（Filardo & 

Vincent, 2017），其提出在設施治理和決策、資金、管理、規劃、數據和資訊，

以及績效責任上，應須更講求現代化及有效性。反觀國內學校建築現況，多數

校長參與學校規劃與建設機會少、學校建築專業知識的來源較匱乏，教育工作

者通常不熟悉設施管理，也不知道如何將建築物和場地的有效管理引入學校的

改善策略中，這些都是影響校園設施管理成效，及設施能否永續發展的重要因

素（邵興江，2016；Filardo & Vincent, 2017）。 

校園設施管理之實施及後續永續經營發展，均離不開以校長為核心的教育

代表的參與，也需要校長在此複雜工作中發揮領導作用。身為教育領導者宜運

用空間環境發揮領導的影響力，隨著教育環境及目標的改變，調整學校行政及

設施管理系統，讓校園建築及設施設備達到功能最大化，這是校園設施管理的

宗旨，也是永續經營發展的前提。本文嘗試由設施管理之定義與內涵談起，再

論及校園設施管理運用及綠建築概念，以作為永續發展的前提與基石。 

關鍵字：設施管理、永續發展、學校建築規劃 



 

 

貳、設施管理的意涵 

設施管理（Facility Management，FM），按照國際設施管理協會

（International Facility Mamagement Association，IFMA）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的

定義，是「一項能整合人員、地點、流程及科技，來確保人造環境能充分發揮

其應有的功能之專業技術」，且「結合了商業行政、建築學、行為學及工程科

學的知識及原則，使設施內人員、組織與實質的工作場所相互協調」，其「以

保持業務空間高品質的生活和提高投資效益為目的，以最新的技術對人類有效

的生活環境進行規劃、整備和維護管理的工作」，設施管理以複合專業來維持

建築物正常運作，確保建築物發揮原有功能，除了建築物構造物本身之外，其

內外部構成目的之附屬設備，都屬於設施管理的範疇（康思敏和葛翊凡，2016；

維基百科，2019）。 

傳統的物業管理側重於人員現場管理，以保全、保潔、採暖、通風、空調、

電氣、給水、排水等設施設備的維護保養為主要工作內容，以設施設備的正常

運行為工作目標，較著重於「維持」。進入 20 世紀 80 年代之後，物業管理產

生三個主要變革及範疇上的擴展，這促成了「設施管理」的產生（智庫百科，

2019），以下兼論 Coenen、Alexander 和 Kok（2013）所提出的「設施管理」

之四個價值面向，包含社會價值（social value）、環境價值（environmental 

value）、關係價值（relationship value）及使用價值（use value），藉此以更了

解設施管理的內涵梗概： 

一、建築領域的技術革命使得物業管理的對象越來越複雜。隨著建築業的發展

和 4C（Computer、Control、Communication、CRT 圖形顯示）技術的應用，

智能建築蓬勃發展，信息化的現代建築設備使物業管理形成龐大而複雜的系

統。Coenen、Alexander 和 Kok（2013）亦指出設施管理具有「社會價值」，

亦即透過組織目標和需求行為對建成環境負責，如社區感、地方感、公民自

尊以及親切行為。 

二、社會發展要求物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要以「物業節能」來解決傳統物業

管理粗放之經營模式所造成的問題，如：路燈徹夜通明、用電負荷失衡、給

排水管道跑冒漏滴、公用水閥細水長流、供暖空調溫度不穩、室內空氣嚴重

惡化、自控設備失常運行等現象。透過對建築設施的管理，要能延長設備設

施的使用年限，確保其功能的正常發揮，節約能源，降低成本及運行費用。

Coenen、Alexander 和 Kok（2013）指出設施管理具有「環境價值」，例如透

過降低能源和水資源消耗、當地採購決策、綠能交通運輸、廢物回收利用等，

這也促進企業去善盡社會責任。 

三、為了有效面對競爭，企業不得不集中精力關注其核心業務，而將以物業為

主的非核心業務外包給專業公司進行管理。物業管理行業朝向專業化、集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5%9B%BD%E4%BC%9A%E5%9B%BE%E4%B9%A6%E9%A6%86
http://wiki.mbalib.com/zh-tw/%E7%8E%B0%E5%9C%BA%E7%AE%A1%E7%90%86
http://wiki.mbalib.com/zh-tw/Control
http://wiki.mbalib.com/zh-tw/Communication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F%A1%E6%81%AF%E5%8C%96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3%BB%E7%BB%9F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3%BB%E7%BB%9F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3%BD%E6%BA%90%E5%88%A9%E7%94%A8%E6%95%88%E7%8E%87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F%E8%90%A5%E6%A8%A1%E5%BC%8F
http://wiki.mbalib.com/zh-tw/%E6%A0%B8%E5%BF%83%E4%B8%9A%E5%8A%A1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93%E4%B8%9A%E5%85%AC%E5%8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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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精細化發展，並由勞動密集型逐漸轉化為知識密集型，設施管理便應運

而生，期能以各種高新技術，向客戶提供各種高效增值服務，使客戶工作更

加合理化和簡潔化，生活更方便和舒適。這也呼應了 Coenen、Alexander 和

Kok（2013）所提出之設施管理的「關係價值」，包含讓客戶獲得高品質的

服務和客製化的產品、供需者之間有比較良好的互動、因對供應商的信任而

降低焦慮感。因此，較高的關係價值能增加利益、降低損失。同時也服膺

「使用價值」，包含設施管理的顧客、消費者和直接用戶對產品、服務、資

訊以及售後服務的滿意度。 

Coenen、Alexander 和 Kok（2013）根據相關文獻，指出設施管理的價值

面向是多維的（multi-dimensional），甚而超越經濟考量。Ware 和 Carder 在

2012 年的 RICS（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研究報告中指出：

「設施管理在許多組織裡可用最低成本獲取，其已成為日常而非專業技術了。」

（Coenen, Alexander & Kok, 2013）。 

設施管理服務除了基本的物業管理外，服務內容往往涉及設置或使用目的

機能的「作業流程規劃與執行、效益評估與監督管理」（維基百科，2019），亦

即設施管理乃是確保各設備保持正常運作狀態，尤以設備管理與維護管理為執

行之要。為了達到設施管理的目的，無論從成本或效益的角度來看，完善的建

築物資料與後續的設施管理系統就顯得非常重要，有利日後有效管理並節省成

本（洪鐿庭，2017；康思敏和葛翊凡，2016）。此外，蔡進雄（2013）提出

「環境領導」（environment leadership）概念，可與設施管理的內涵相互闡發。

環境領導意謂非與生態環保有關之環境治理，學校組織的環境領導可以分為大

E（Environment）及小 e（environment）的環境領導。前者係指學校組織與政

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大環境互動關係的領導；後者係指學校組織與鄰近學

區家長、外界人士、校友等彼此的互動影響關係之領導，惟不論大 E 或小 e 都

值得學校領導者加以關注。有關設施管理所涵蓋的範疇如圖 1 所示。 

 

 

 

 

 

圖 1  設施管理涵蓋範疇 

資料來源：康思敏和葛翊凡（2016）。BIM 在設施管理上之應用（頁 49）。台

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1。 



 

 

Kok、Mobach 和 Omta（2011）認為設施管理的功能範圍廣大，涵蓋各種

流程、服務、活動及設施。要定義設施管理對組織變革和改善的貢獻並不容易，

但具體而言，設施管理的品質和施行對於學術成就確實有影響，特別是表現在

設施服務直接影響教育過程，如高壓交流電系統（即學校的電腦中央控制系

統）、視聽系統，以及清潔工作等。其亦指出設施管理在教育環境中的增值概

念化（如圖 2 所示），包含從「設置（ setting） --設施服務合作（ facility 

services）」、「歷程（process） --知識轉化（knowledge transfer）」到「成果

（outcome）--教育成就（educational achievement）」的歷程。 

 

 

 

圖 2 設施管理在教育環境中的增值概念化 

資料來源：The added value of Facility management in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p.256）, by Kok H. B., Mobach M. P., & Omta S. W. F., 2011. 

Journal of Facilities Management, 9（4）. 

而植基於教育環境增值的設施服務類型（Kok, Mobach & Omta, 2011），則如表

1 所示，從中可看見各種環境所屬的周邊設施會對教育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性。

管理者應掌握這些設施服務類型的使用狀態，方能有效為教育環境增值。 

表 1  植基於教育環境增值的設施服務類型 

環境範圍 直接影響 間接影響 

周邊的／低消費 清潔 保全、收發 

半固定的 維修、音響系統、教室的視聽

配置、資訊科技設備（IT 

equipment） 

補給、內部裝飾、引導標

示、移植、歸檔、硬體保

全、複印、提供飲食服務 

固定的／高消費 燈光系統、空調系統（HVAC 

systems）、教室設計 

建築設計、物質布局 

資料來源：The added value of Facility management in theeducational environment

（p.258）, by Kok H. B., Mobach M. P., & Omta S. W. F., 2011. Journal of 

Facilities Management, 9（4）. 

建築物生命週期是包含規劃、設計、發包、施工、營運維護至最後拆除等

六個階段，各階段資訊互有關聯且繁雜，並與設施使用功能息息相關；但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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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或設施管理系統模式中，常缺乏完整生命週期之資料建檔，致使許多相

關文件因年代久遠不易保存而遺失，進而影響建築物維護作業之實施。建築設

施於設計完成、完工營運後，即進入漫長的使用期，而其使用設備也開始進入

運轉期。隨著營運時日的增加，設施及設備亦隨之老舊，故障頻率漸漸提升，

可靠性及安全性降低、能源耗損量隨之增加，因此，適時的保養與維護極為重

要（洪鐿庭，2017；郭哲瑜，2010）。美國相關研究亦指出，美國公立中小學

學校設施不足和不公平的危機，是由於潛在的設施管理政治和行政系統的結構

性限制所造成，相關當局的設施政策、作法和資金是過時且發展不周全的，美

國 21 世紀學校基金（21CSF）、加州柏克萊大學的城市+學校中心（CC+S）、

全國學校設施委員會和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的綠色學校中心，合作在 2016 年

啟動了「PK-12 基礎設施計畫」，其提出在設施治理和決策、設施資金、設施

管理、設施規劃、數據和資訊，以及設施績效責任上，應須更講求現代化及有

效性（Filardo & Vincent, 2017），可知提供充足且公平的學校設施及維護系統

之迫切，及建物生命週期及建物維護作業之現代化、有效性管理之必要。 

Kaiser 和 Klein（2010）提出「設施管理職責（facilities stewardship）」的

概念，「設施管理職責」意謂對於優質化資本投資的高層次和普遍性承諾，且

需對機構的過去和未來有長遠觀點，包括對資本資產保護和品質的重要承諾，

其目的是促成高功能和有吸引力的校園。據此，設施管理有六項原則，包含：

一、直接和機構的策略性優先事項作連結；二、使設施成為一種機構範圍的領

導責任；三、需要進行全面的需求評估；四、達成資本投資決策的可信度；五、

確保執行中的績效責任制；六、即使經過領導變革也要保住（設施管理）連續

性。Kaiser 和 Klein（2010）認為教育設施的規劃應成為常態性的制度，不該

只是財政單位的責任，應由領導者、執行者、投資者共同參與與取得共識。可

見，設施管理職責已從管理層次擴大到使用者範圍。 

綜上所述，「設施管理」的意涵可從其定義、效益（含對教育的影響及服

務類型）、施行原則來界定。在定義方面，「設施管理」乃一項結合建築學、管

理學、行政學、工程科學等多種領域，以讓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能維持正常運

作的專業技術；在效益方面，「設施管理」能促進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的組織

責任感、永續發展、功能效益及使用者滿意度等；在施行原則方面，「設施管

理」宜朝「常態制度」發展，使之成為組織領導者和使用者的共同責任，同時

宜建立績效責任制及用後評估機制，以確立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能持續且有效

地促進組織發展。 

 

 

參、校園設施管理的運用 



 

 

校園設施管理包含使用和用後評估，承接規劃、設計和建置之後的設施管

理（Tanner & Lackney, 2006），而設施管理的主要責任在於組織內部，必須從

相關人員角度（包含建物使用者，或更廣義來說，便是設施使用者）來看設施

管理的價值，其中三個關鍵利益相關者分別是：一、客戶（Client）：透過設施

管理協議而獲取設施服務的組織；二、消費者（Customer）：在設施管理協議

的條件內去指定和命令設施服務遞送的組織單位；三、終端使用者（End 

user）：接受設施服務的人。有關設施管理中關鍵利益相關者的價值（Key 

stakeholders of value in FM）之架構，如圖 3 所示。基於使用者有不同的特性、

需求及行為，設施管理內部機制便需藉由協調需求及設施服務，以提升並支持

組織效能（Coenen, Alexander & Kok, 2013；Kok, Mobach & Omta, 2011） 

 

圖 3 設施管理中關鍵利益相關者的價值 

資料來源：Facility management value dimensions from a demand perspective

（p.343）, by Coenen, C., Alexander,K., & Kok, H., 2013, Journal of Facilities 

Management, 11（4）. 

 

為適應未來科技與挑戰，教育設施規劃及管理也相較越來越複雜，設施管

理者更需要重視教育設施管理不斷變化的趨勢。教育設施規劃需要具備的面向

包含：透過具有核心價值的領導者連接願景、對有效組織與卓越經營的組織實

現世界一流的業務流程能力、獲取或尋求支持有效能的溝通，包含社區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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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人員、學生等，能夠招收、指導和激勵員工達到最好的表現、尋求資源分

配和財務管理的能力、具有廣泛規劃流程之技能、以顧客服務為關注焦點等

（Ahoy, 2007）。 

Nair、Fielding 和 Lackney（2009）曾提及「教育設施效能工具

（Educational Facilities Effectiveness Instrument, EFEI）」，其乃用來衡量規劃新

學校階段或重新設計既存空間時，一種形成性而非總結性的線上評量工具。相

較於學校設施觀察清單和其他傳統儀器，EFEI可作為評估友善校園的物理環

境要件之一，且可藉由線上照片和圖像，顯示來自世界各地最佳學校的設計作

法。康思敏和葛翊凡（2016）則認為可將 BIM 應用於設施管理中，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又稱建築資訊模組，是一種將建築物資料數

位化的概念，由各專業領域的設計者，使用專業的 BIM 建模軟體，陸續提供

與建築物相關之專業知識，儲存於 BIM 模型中，一個帶有工程資訊的虛擬 3D

建築物，並做為資料載體供建築物生命週期之各階段使用，也就是由數位技術

來支撐建築環境的生命週期 

BIM 設施管理系統應從營運管理端需求出發，同時考量行政管理者、系

統維護者、決策者等權責與角色，與設施管理作業結合，以數位化整合式管理，

輔助現場作業，供各權責單位在統一的 BIM 模型中讀取各種營運管理資料，

使設施維護管理作業更趨完善，數位的作業可達到節省人力與精確度的成效，

所累積的資料亦可用來分析，以作為改善建築物營運效能的依據（洪鐿庭，

2017；康思敏和葛翊凡，2016）。美國國家建築資訊模型標準委員會（NBIMS）

對 BIM 的構想為：「一種用標準化機器可讀取的資訊模型，用來改良規劃、設

計、施工和營運維護的流程。無論新舊設施，其所產生或蒐集的適當資訊，都

會以整體生命週期皆可使用的格式，納入此資訊模型中。」如美國 FM 

Systems 公司開發出 BIM 設施管理模組，其提出 BIM 與 FM 整合後具效益的

六大重點，即空間管理、維護管理、變更管理、能源分析、建築物系統性能操

作、生命週期管理（洪鐿庭，2017）。 

由此可知，BIM 在校園建築物的生命週期中，能數位化各階段所產生的

資訊，並讓這些資訊日後能被有效提取和利用，學校設施管理者（如校長、主

任等相關人員）可參酌採用此技術，以減少重複作業和傳統工程模式所造成的

低效能；而在校園建築物及附屬設施的使用過程中，亦可透過 EFEI 之類的科

技工具來借鏡各校作法，以達到「它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效益。 

 

肆、校園永續發展與經營 

一、永續發展的定義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乃國際環境和發展機構（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IED）的創辦人 B. Ward

在 1970 年代中期提出，並在 1987 年世界環境和發展會議（the Wor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CED）獲得世界性的支持，

WCED 將永續發展定義為：發展係滿足現階段的需求，且不損及未來世代的

福祉。歐洲化學工業理事會（European Chemical Industry Council, ECIC）在

2002 年指出，永續發展會使人類的創造和破壞兩種能力產生衝突，因此永續

發展有三項平衡原則：（一）社會的需求（社會目標）；（二）資源短缺的有效

管理（經濟目標）；（三）減輕生態系統負擔以維護生命的自然基礎需求（環境

目標）。由此可知，永續發展建構在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和社會公義三項基礎

原則上，以能滿足現階段需求，且以不損及未來世代的福祉為核心觀念（引自

湯志民，2013）。此外，永續發展亦須考量建築環境與週遭生態的相容與維護，

會以綠建築、綠建材做為生態建築規劃的核心，以不增加環境負擔為訴求，強

調建築物與環境的共存（黃庭鈺，2015a）。 

二、校園的永續經營 

永續發展的重點在「循環」，亦即學校空間規劃與教育經營，不能捉襟見

肘、不能債留子孫，而應有一套系統模式，使校園建設的輸入（input）、歷程

（process）、輸出（output），有回饋（feedback）支撐，讓經費資源挹注與教

育理念執行能循環，方能促進校園營運的永續發展（陳詩媛，2016）。由於傳

統學校建物常缺乏設施管理，以致建物及設施設備的生命週期建檔不夠建全，

而許多相關文件亦因年代久遠、不易保存而遺失，進而影響建築物維護作業，

甚至花費更鉅、耗時更多以修復原本只須稍加維護便可循環使用的物件，凡此

都會造成資源浪費、空間閒置或不安全現象，並影響使用者權益。 

ECIC 所提出的永續發展之經濟發展原則，促使學校將行政管理、課程設

計、教學方法、學生學習、空間容量、教室配置、維護經費、資源挹注、運作

模式等，納入學校環境的規劃、設計和營運系統，做整體規劃考量，避免校園

空間閒置或效能不彰，並使校園空間和學校教育透過縝密的規劃，形成生生不

息的營運系統，可讓校園活化和學校經營能永續發展（湯志民，2013）。Barr、

Cross 和 Dunbar（2014）則提出學校整體永續性架構（如圖 4 所示），該永續

性系統包含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物質場地（physical place）和教

育方案（educational program）等三個面向，並跨界從社會科學、商業、教育、

建築科學來說明學校永續性的成功關鍵因素，茲簡述內容如下： 

（一）組織文化：組織文化包含共享價值、社交規範及組織內的慣例。要建構

學校的永續性計畫就需要結合組織內對永續性的願景及使命感，透過部門間

合作來支持永續性，且持續進行有效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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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質場地：學校物質場地包含建築環境、周遭自然環境，以及學校的資

源流動，物質場地能提供教育經驗內容和學校價值。為了讓場地充分被使用，

就應該提升參與和主動設計及進步效率，而且要有利於人體和環境健康，及

經濟上的利益。 

（三）教育方案：透過連結人、地方和目標，學校的教育方案能將學校願景及

使命帶向生活中。如果學校的永續性願景能和其核心教育使命結合，則教育

方案中的永續性就會透過魅力的擁護、以場地為基礎的連結及學生賦權而更

加彰顯。 

 

 



 

 

 

 

圖 4 學校整體永續性架構 

 

資料來源：The whole-school sustainability framework（p.2）, by Barr S. K., 

Cross J. E., &Dunbar B. H., 2014, Retrieved from 

http://centerforgreenschools.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Whole- 

School_Sustainability_Framework.pdf 

上述架構所涵括的三個面向，揭示了校園場所、學校文化及教育方案目標

三者間具有相互牽制、增能的關聯性，而這三面九項的細目最終能透過良善好

的管理及相輔相成的效益，促進教育環境的永續發展。 

在促進校園永續經營的具體作法上，Earthman（1995）提出校園設施規劃

方向，從中亦可見設施維護、能源再利用及永續經營的重要性。其內容包含：

校園設施規劃過程的簡介、對於建設計畫的擬定、組織工作人員的長期規劃、

調查現有的設施、對於設備的評估工具、發展預算的爭取、動員社區的參與、

建築外觀的選擇、建築位置的選定、教學設施的規範、環境設施的設計、採購

招標與效能評估、設備後續維護、能源利用等。而 Filardo 和 Vincent（2017）

也建議學校的營運和資本設施資金，要能以「使用者付費」來整合更好的系統，

為資本循環提供資金。據此，永續性概念提升了學校設計的境界，也是設施發

http://centerforgreenschools.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Whole-%20School_Sustainability_Framework.pdf
http://centerforgreenschools.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Whole-%20School_Sustainability_Framewor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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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進階，可以協助節省資源與保障學生未來，是以教育人員和校園規劃

設計者應倡導永續運動（湯志民，2014；Fanning, 2003）。 

此外，從都市永續發展的角度來看，校園空間就像公園，是一個很重要的、

可供都市呼吸的綠色的肺，同時也是增加土地水涵養、排除地面逕流的地方。

當都市成為水泥叢林的時候，充滿硬鋪面，幾乎找不到透水層的校園空間，對

環境的破壞無疑雪上加霜（畢恆達，2001）。在校園永續發展的生態層面與推

動策略中，未來也可以透過辦理綠建築標章及智慧建築標章認證、推動新建物

採行綠建築設計等方案，以推廣綠建築作為基準持續發展，讓新觀念、新建材

及新技術引入，使學校更具有現代性和前瞻性（鐘巧如，2016）。黃庭鈺

（2015b）指出校園建築、環境景觀及教育設施應以「永續環保」、「綠化美化」

為規劃精神，如此亦能營造出校園的「生態美」。生態建築、環保建築、省能

建築或綠建築等概念，在 1990 年代初期台灣的建築界流行一時，後現代建築

亦強調建築體要能呼應「環境保護與資源回收」這個主題。校園建築體現的

「生態美」，揭示了建築重視永續發展的觀念，尊重周遭生態的維護，不增加

環境的負擔，以良好通風、自然採光、優質聲量、節能減碳、再生材質等原則

來創造舒適、友善的校園空間為設計方向（黃庭鈺，2014；OECD, 2006）。 

學校是教育的場所，應將課程教學、學生學習和管理維護列入永續經營的

努力方向，例如讓永續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school facilities can also be 

used as science teaching tools and help students gain stewardship knowledge.環境

的學校設施成為科學教學工具，幫助學生獲得相關知識。Filardo 和 Vincent

（2017）便指出，學校設施的 15 Improvements to school facilities can also be 

engineered to generate energy as net zero energy schools, treat waste water, and 

retain storm water to improve our nation ' s water.改善可被設計成能節省能源，如：

淨零耗能學校、處理廢水，以及儲存雨水以改善美國的水來源。學校若能形成

可循環的營運系統，便能使校園活化，永續地經營與發展；而發展學校綠建築，

以茲做為永續校園發展基地，推展永續發展和環境教育，並成為社區的永續學

習中心，帶動社區整體發展，則是「永續校園」發展的重點與趨勢（湯志民，

2013、2019；Filardo & Vincent, 2017），湯志民（2019）進一步建構綠建築與

永續校園概念之關係，永續發展的核心概念是：（一）少即多，如節能、減碳、

減廢等；（二）生態循環，如再生、再利用、高成效學校、綠絲帶學校、綠星

學校、種子學校等，都是以「綠建築」（具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特性）為

發展基地，以永續發展為核心觀念；（三）推展永續和環境教育（運用方案本

位學習、地方本位教育、食農教育、社區學習中心），與社區共生共榮，共創

永續發展社區，成為地球環保的守護基地。 

 

伍、結語 



 

 

在資訊、科技越加繁複、進化的時代，設施管理領導者必須發展獨特、有

效能、有效率的設施管理行政（Ahoy, 2007），而學校管理階層需要更為有利

的資訊來啟動對學校設施的規劃（如本文所提及之 EFEI、BIM 的運用），有關

校園空間願景的形塑、空間之教育意境的影響，及空間領導的運用，都需長時

間對理念的堅持，亦需要建物設施受到良善的維護及管理，方能見到成效；而

永續發展論所強調的使用者參與、整體性的考量規劃及後續管理維護（使用者

用後評估）等要點，都與設施管理的實施成效有密切關係。 

在人們關心環境永續發展的當前情勢下，使用者會追求建物設施的舒適和

效能，同時也能符合使用目的（Natasha et al., 2011）。採用使用者用後評估，

可檢測出建物如何良好地迎合使用者的需求、鑑定改善建築規劃的方法，和建

物如何符合當初設計時的目的。建物狀況的資訊可透過檢視使用者的感覺和他

們在使用時如何反應其需求來獲得，善用使用者用後評估，可讓校園的永續性

獲得檢視及改善。據此，在設計校園和建造設施的初始階段，便應透過監督專

業技術人員的努力，評估其最終效果，甚至邀請使用者（如老師、學生）描述

和評價各類設施規劃，及其在使用過程中的期待與感受，方能為教育課程開發

出更具品質的學校環境。 

美國「學校建築行政人員協會」（APPA）曾指出，打造教育設施有三個重

要積極影響層面，包含：將教育設施專業拉高至執行經理和領導者層次、協助

機構轉化為具吸引力與支持性的學習環境，以及提高對於教育設施價值性的認

可，並對招募與留住學校教職員工生具有直接影響力（簡宜珍，2017）。這些

均須透過有效的設施管理來達成，設施管理是管理面和領導力相結合，校長需

要做好足夠的準備以及運用適當的方法以解決學校設施的管理問題，方能提升

學校效能（Ahoy, 2007；J. Eric, Michael & Adrian, 2011），讓資源循環再生、空

間有效利用或環境更健康安全，以充分保護使用者權益。是故，從校園建物設

施的規畫期、營運期到維護期，都應重視設施管理，以增進建物及設施設備的

使用滿意度，提升空間整體效能，最終期能達到永續經營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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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地區校園建築特色及其文化傳承蘊意 

—以桃園、新竹客家地區九校為例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生 彭允 

 

摘要 

 近年來各種多元文化的發展，傳統文化保護意識的抬頭，亦展現在學校建築

上。許多學校將各地區傳統文化融入學校建築、校園及課程的規畫，以潛在課程

的方式，使在地文化深植學生心中，藉以達到「境教」及文化傳承的目的。本研

究以客家人口數最高之桃園地區，以及客家人口比例分布最高之新竹地區的九所

學校，作為本研究之案例探討。 

 本研究發現興建年代較後期的學校，雖以學校建築直接設計為傳統建築的方

式，但改善了傳統建築可能對現代化教室造成的不便，也能用更多元的方式將傳

統文化融入學校建築之中。期望透過本研究探討客家地區校園建築特色與其蘊

意，闡述傳統文化的價值，希望學校教育人員將校園建築當成教具，發揚境教作

用，或將校園建築的課程提升為校訂課程，營造在地教育的優勢，提高教育的效

能。藉由將客家文化的特色與精神融入學校建築與生活，讓學生在學校潛移默化

的了解客家文化之美，讓客家文化可繼續延伸，並世代傳承。 

 

關鍵詞：客家文化、客家建築、校園建築、傳統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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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二十一世紀是資訊科技的時代，也是數位學習的時代，而這股數位科技的

浪潮席捲全球，亦使教育面臨挑戰。如何在科技化的現在，藉由學生天天浸潤

其中的學校建築、校園及課程之規畫，培養學生擁有人文素養及文化視野，實

為當前教育領域的重要課題。希望整個社會在科技進步的同時，也不忘記原有

的文化及內涵，學生除了學習課本上的知識外，更重要的是擁有一顆關懷文化

及不忘本的心。 

校園是實施教育的重要場所，亦是提供學生學習的最佳環境，而其所建構

的「境教」環境是潛隱性文化教育空間，影響學生的學習方式、價值觀念、態

度及行為（湯志民、廖文靜，2006）。根據湯志民（2006）的研究，學校建築

是為達成教育目標而設立的教學活動場所，包括校舍、校園、運動場，及其附

屬設施。學校建築規劃係以教育理念、教學環境和建築條件為基礎，以人、空

間、時間和經費為基本向度，使校地、校舍、校園、運動場、附屬設施的配置

設計能整體連貫之歷程。 

 學校建築和校園環境的規畫，不僅要依循「法」則--參照課程標準

（按：目前為綱要）、設備標準（按：或為設備基準）和建築法規辦理；也要

發揮「理」性--使學校的校舍建築、庭園景觀和園景設施，在空間配置、情境

布置與動線設計上，能整體流暢，有條不紊；並要使其成為有「情」世界--即

透過人文教育氣息的涵詠，使學校成為人性化的教育和生活空間。學校建築的

人文環境規畫，可以從人性化的教育情境、文化性的建築景觀、生活化的空間

設計、無障礙的校園環境、使用者的共同參與等面向來探討（湯志民，1994）。 

 近年來各種多元文化的發展，傳統文化保護意識的抬頭，亦展現在學

校建築上。許多學校將各地區傳統文化融入學校建築、校園及課程的規畫，以

潛在課程的方式，將在地文化植入學生心中，藉以達到「境教」及文化傳承的

目的。研究者為桃園市龍潭區之客家人，生於客家庄，對於客家文化有深刻的

感受。研究者查詢客家地區學校建築相關文獻闕如，只有一篇為探討客家地區

幼兒園校舍建築的文獻，缺少其他學習階段之客家地區校園建築探討，因此，

研究者期望藉由此研究探討客家地區校園建築特色，以及分析其在教育、文化

的意涵。本文將以客家人口數最高之桃園地區與客家人口比例分布最高之新竹

地區的九所學校，作為本研究之探討案例。 

  



 

 

貳、文獻探討 

文化是生活經過歲月的洗禮與沖刷而發展出的，文化亦是一種修養、文明

的表徵，而整個校園除了做為學生學習的場域，更是一座讓每一個學生都可以

接觸到的「大教具」。將在地的文化與特色融入校園建築之中，除了可以達到

「境教」的目的，更能將文化永續的傳承，也讓孩子們更認識過去、現在，且

能迎向未來。本節旨在藉由相關文獻之整理，作為後續探討分析之基礎，共分

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學校建築與文化；第二部分為客家原鄉建築形態；第

三部分為在臺客家建築流變。 

一、學校建築與文化 

學校建築不僅是一個遮風避雨、傳授知識的場所，而且是具有引人入勝、

發人深省、陶冶身心、涵養性情的文化環境；將學校視為文化環境，緣教育乃

是傳遞文化和發揚文化的場所，而文化環境的學校建築，至少要能表現出學術

氣氛，具有啟迪智德的作用，並與人美感的領受（賈馥茗，1969）。 

在湯志民（2006）《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一書中，提到學校建築規劃的

重要發展趨勢為：整體化、教育化、生活化、人性化、開放化、彈性化、多樣

化、現代化、與社區化九大面向，其中第二項教育化的內涵—人文教育環境和

本土教育環境的強調、臺灣學校建築風格的形塑，為本文主要探討的面向，故

以本土文化融入校園景觀、文化形塑建築風格的部分進行說明。文化性的校園

建築具有表徵的教育情境，校園的空間、建築、景觀和設施，透過象徵性意義，

傳達教育訊息，其訊息傳遞方式是內隱的（tacit）（湯志民、廖文靜，2006）。 

而根據湯志民於 2007 年及 2010 年提出的優質學校新規畫與整體營造相關

的指標，其中人文校園的部分是指校舍建築和校園環境，具有人性、文化、學

術的表徵和意象，透過典章制度，慶典儀式和史蹟文物的保存，傳延校園文化，

並能與鄉土和社區文化融合，形塑根留臺灣的本土教育文化特色。而人文意涵

中形塑人文的學校建築風格指標，具體作法為可將學校建築以傳統或現代化的

方式呈現；並以融入地方特色，設計展現學校文化特色之校舍建築等方式，傳

承本土的教育文化。 

二、客家原鄉建築形態 

在中國閩西、閩西南、贛南及粵東地區都各自存在不同的客家建築形態。

閩西南的南靖、永定一帶有圓形或方形等形狀的土樓。贛南地區則有同樣具有

防衛性格，稱之為「土圍」、「土圍子」或「水圍」的圍屋。位於閩西地區的

「五鳳樓」，其防衛性要比圓形（方形）土樓的弱得多。在閩西的汀州客家文

化地區，則採取與一般中國四合院建築性質相同的合院建築--「九廳十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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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粵東地區的客家建築，在基地前配有半圓形水池，後有圍龍屋圍繞，圍

龍屋內有龜甲形稱為「花胎」的土堆，稱為「圍龍屋」。雖然各地似乎分佈著

不同的建築型態，但是各地都普遍存在中國民居建築的基本合院建築型態（黃

蘭翔，2011）。 

根據黃漢民於 2003 年在《福建土樓——中國傳統民居的瑰寶》一書中提

到無法定居汀州府一帶的客家人，進入山區後，基於地域性的歷史社會環境因

素，從原來的殿堂式五鳳樓建築發展成方形土樓，再受到以漳州為中心的福建

東南沿海地域圓形寨堡之影響後，才發展出圓形土樓型態。而圓形寨堡是為抵

抗倭寇來襲，於明朝末年創造出具備防禦功能的居住設施。 

另外，黃漢民（2003）提到圓形土樓並非是客家人專有，閩南人亦居住在

土樓內生活。客家人的圓形土樓重視族群的整體關係，在各層都設置公共樓梯

與每層的公用前通廊或後通廊，形成「內通廊式佈局」；閩南人重視各戶獨立

的門戶與專屬樓梯，建築形式為「單元式佈局」，各戶獨立擁有一、二、三樓

空間，並設置獨立的樓梯上下連通。但客家土樓與閩南土樓在外觀上幾乎沒有

任何差異。 

贛南地區的「土圍」與閩西地區的「土樓」皆為明代以後才發展出來的建

築形式，比左右對稱、排列於中軸線上的合院建築出現的時間要晚，且與渡臺

開墾的先民之祖籍地沒有密切關連，因此臺灣不存在類似土圍、土樓之類的建

築，然而，臺灣的客家建築與粵東地區的圍龍屋有關係，圍龍屋形式之原型其

實類似閩西、粵東與贛南地區的合院建築，而土樓與土圍僅是後代發展出來的

特殊形式（黃蘭翔，2011）。另外，黃浩（2008）於《江西民居》一書中提到，

客家人為了自身的安全，因而興建了防衛性格強烈的「圍屋」建築作為保護措

施，「圍龍屋形式」的建築似乎是客家建築共通的基本形式。 

三、在臺客家建築流變 

雨青（1998）於《客家人尋根》提到，在傳統社會裡，家庭是農業的生產

團體，世世代代就都群居在一幢建築裡。客家人的傳統建築是依家庭制度所衍

生，反應出這個制度的基本表現。客家傳統民居非常重視「藏風聚氣，遺福子

孫」的風水觀，從夥房的建築形態、屋前水池及屋後化胎配置可見，另外「葬

乘生氣、脈認來龍」的風水觀念也可見於祖先牌位與墳墓內的位序，此脈絡的

價值原則也是儒家的「追本溯源」、「飲水思源」思想另一種表徵（黃蘭翔，

2000）。 

黃蘭翔曾在 2007 年於〈高雄美濃客家建築遺風所說的漢人建築空間的本

質——以化胎與墓塋型土地公為中心〉中探討臺灣客家建築與原鄉之間的關係，

該文中提到中央核心院落建築後側的後圍屋與位於左右兩側對稱的護龍屋圍繞，



 

 

建築整體宛如「太師椅」的造形，形成前低後高之住宅型態，因此推演出一個

結論，認為臺灣客家建築傳承粵東客家圍龍屋形式。 

臺灣客家建築繼承了中國原鄉粵東地區圍龍屋的建築形態，而典型的粵東

建築雖沒有如五鳳樓的四、五層或兩、三層之建築，但是確實是「三堂兩橫式」

的合院建築與五鳳樓幾乎採相同的平面配置。在中國似乎只有把外護龍才稱為

「橫」，而在臺灣三合院建築數量佔有絕對多數，建築通常不設下堂的門廳，

顯現出兩地合院建築的差異性，另因為臺灣護龍建築機能的混淆，所以較難以

幾堂幾橫的方式區分臺灣的合院建築（黃蘭翔，2011）。 

在臺灣的客家建築都使用紅磚砌牆，並且是正式的客家建築作法，而這樣

的結果使臺灣客家建築型態與建築材料的使用與閩南建築相似，臺灣不分閩南

人或是客家人的傳統建築呈現出紅磚建築的特色，但是中國的客家原鄉卻不存

在客家紅磚建築，原因是為什麼呢？根據記載，因客家人來臺後無法取得中國

內陸的青磚，因此改用較容易取得的紅磚砌造，而當時臺灣的紅磚大多來自廈

門。在日治時期，日人引進製造紅磚的新技術，在臺灣各地興建磚窯廠。另因

臺灣於中部於 1935 年發生大地震，震後土埆等建築材料被日人明文禁止，臺

灣人尋求較為安全的紅磚作為建築材料，而當時中部地震受災最嚴重的區域為

苗栗縣客家人聚集地區，因此客家人使用紅磚的建築變得更為普遍、數量更多

（黃蘭翔，2011）。 

從客家建築與閩南建築本來所就已具有的共通性基礎上，再加上三合院平

面空間的出現與建築外觀的紅磚化等現象，由文獻、史料及田野調查等相關資

料可以了解，在臺灣的客家建築與閩南建築在外觀上不太容易區分。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客家地區校園建築及其文化傳承蘊意，並分析不同學校傳

統建築與校園建築之關係。藉由文獻的歸納及探討，實地的觀察與紀錄，不同

學校之間的差異與比較，探究個案學校之建築與傳統文化之關係。本章共分為

三節，第一節為研究對象；第二節為研究方法；第三節為研究限制，以闡述本

研究之設計與實施過程，茲分述如下： 

一、研究對象 

根據客家委員會（2017）《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調查研究報告》，

該次調查結果符合《客家基本法》定義的客家人口比例最高縣市為新竹縣

(73.6%)，有近三分之二的縣民是客家人。由於都市化的影響，客家人大量湧

入市區定居，客家人口數以桃園市居冠 (853 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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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擇客家人口數最高之桃園地區與客家人口比例分布最高之新竹地

區的九所學校，作為本研究之探討案例。探查桃園市雙龍國民小學、龍星國民

小學、龍潭國民小學、三坑國民小學、高原國民小學及龍潭高級中學，共計 6

所，位於龍潭區；新竹縣興隆國民小學、東興國民小學與國立交通大學六家校

區，共計 3 所，位於竹北市。總計共 9 所學校，7 所國民小學，1 所高級中學，

1 所大專校院。9 所學校之地理位置分布參見圖 3-1 所示。 

 

圖 3-1 客家文化融入校園建築案例探討 9 校地理位置分布 

資料來源：Google 地圖（彭允）（2019）。桃園市、新竹縣【地圖】。取自 

http://maps.google.com.tw/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文獻分析法、觀察法、個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歸納與分析個

案學校是否具有客家文化、客家建築、傳統建築等特殊之文化或建築蘊意，以

及個案學校之間是否有關連性。以下分述之：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進行與客家文化、客家建築、校園建築、傳統建築之

國內外相關書籍、論文、期刊、會議資料、報告書、政策等相關資料蒐集、分

析與探討，經研究者歸納整理後，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參據。 

(二)觀察法 

本研究以無結構直接觀察法的方式，直接到案例學校進行拍攝與紀錄，根

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以大致的觀察範圍及內容，進行個案學校的資料蒐集。 



 

 

(三)個案研究法 

非同時對桃園、新竹客家地區九校進行分析與研究，運用觀察、紀錄等方

式，就客家文化、客家建築、校園建築、傳統建築等特徵能有更確切且深入的

認識。 

三、研究限制 

(一)研究地區與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以桃園、新竹地區客家地區九校為研究對象，因此結果的推論僅限

於桃園、新竹客家地區的九所學校。若欲推論到其他地區或學校，則有待進一

步論證。 

(二)研究方法的限制 

本研究結果推論依據觀察與紀錄研究對象後，運用文獻分析與歸納而得，

未使用量表、問卷或是量化研究等研究方法，研究結果易受研究者主觀看法之

影響。 

(三)研究推論的限制 

本研究因經費、時間等限制，無法進行大區域、規模之研究，能否應用及

推論至各地區、層級學校，則需要更進一步的驗證。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經實地探查九所學校後，本節整理出幾項客家地區學校建築常用元素，如：

圓樓、五鳳樓/院落（含有半月池/禾埕）、月洞窗/門、八卦窗/門等建築元素。

以下具體說明： 

(一)圓樓 

圓樓為一種土樓建築。根據文獻記載，約明朝時就有土樓，而最早發現土

樓的地方是福建省永定縣，是客家人居住的地方，故稱做「客家土樓」，但經

過前節之資料整理，發現土樓建築並不是客家人專有，後有更多的土樓發現於

閩南人居住的地區，所以應稱「福建土樓」或「閩粵土樓」較正確。 

圓樓有幾項優點，以下詳述之：圓樓為圓形無死角，可環視敵人；圓樓風

阻係數低，可抵抗強風；圓樓較抗震，不容易垮。圓樓將「防禦」和「居住」

的功能充分結合在一起。圓樓只有一個大門，在三樓以上開窗戶，用以射擊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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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圓樓的缺點為：室內通風採光不佳，因對外的窗戶很小，故只有中庭有採

光及通風，室內則較差；多人居住，及環形走馬廊的設計，使圓樓內噪音及回

音大。 

土樓是為世界獨一無二的大型民居形式，被稱為中國傳統民居的瑰寶，富

有文化價值，於 2008 年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桃園

市龍潭區龍星國民小學，2016）。 

本文探訪的 9 所學校中有 8 所皆使用圓樓意象做為校園主建築的設計，以

下將以圖例說明之。 

1.國立交通大學六家校區 

此校區為該校的客家文化學院位置，客家文化學院主體建築由建築師謝英

俊先生設計，結合中國閩西客家圓樓建築與粵東圍龍屋建築意象，外表為圓樓

的意象，在圓樓北面兩側另有半圓則代表著圍龍屋的意象，內部亦有客家圓樓

的環形走馬廊設計，主體建築內設有專業教室、國際會議廳及圖書室（國立交

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2019）。如圖 4-1-1-1-1、圖 4-1-1-1-2、圖 4-1-1-1-3 所示。 

 

圖 4-1-1-1-1 國立交通大學六家校區客家文化學院鳥瞰圖 

資料來源：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2019）。學院位置【網頁圖片】。取自

http://hakka.nctu.edu.tw/zh_tw/contact1。 



 

 

 

圖 4-1-1-1-2 國立交通大學六家校區客家文化學院主建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4-1-1-1-3 國立交通大學六家校區客家文化學院主建築環形走馬廊設計 

資料來源：黃文傑（2016）。中評鏡頭：新竹交大客家學院美麗的閩西客家圓

樓【網頁圖片取自 http://hk.crntt.com/crn-

webapp/touch/detail.jsp?coluid=217&kindid=0&docid=104144171。 

2.桃園市龍潭國民小學 

此校為百年老校，在一期校舍拆除新建工程後，將圓樓意象融入校園建築，

如圖 4-1-1-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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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2-1 桃園市龍潭國民小學圓樓建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3.桃園市三坑國民小學 

不同於他校多以紅磚為主的圓樓，三坑國小的圓樓外牆是以洗石子的方式

建成，圓樓內做為視聽館、校長室、會議室、圖書館使用，如圖 4-1-1-3-1 所

示。 

 

圖 4-1-1-3-1 桃園市三坑國民小學圓樓建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4.新竹縣東興國民小學 



 

 

此校只取圓樓「圓」之意象，從外側看似圓樓，從內側看實為圓弧，主體

建築以雙圓弧配置於基地北側，阻擋冬天冷峻的東北季風，西南處擁有充足陽

光的中庭（新竹縣政府，2015 年 04 月 20 日），主體建築做為教室使用，如圖

4-1-1-4-1、圖 4-1-1-4-2 所示。 

 

圖 4-1-1-4-1 新竹縣東興國民小學圓樓意象校園建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4-1-1-4-2 新竹縣東興國民小學空拍 

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2015 年 04 月 20 日）。當傳統遇上現代-東興國小圓弧

校舍登上建築師雜誌【縣府新聞】。取自

https://www.hsinchu.gov.tw/News_Content.aspx?n=153&s=103404。 

5.桃園市龍星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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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圓樓的設計與中國閩粵地區的圓樓空間佈局最為相似。校園建築圓樓地

下一樓可做為集會的空間，其他樓層則做為圖書館及演藝廳，如圖 4-1-1-5-1、

圖 4-1-1-5-2 所示。 

 

圖 4-1-1-5-1 桃園市龍星國民小學圓樓建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4-1-1-5-2 桃園市龍星國民小學圓樓建築地下一樓集會空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6.新竹縣興隆國民小學 



 

 

主題以科技與生活做為設計定位，以現代化客家圓樓為設計理念，以科技

為主、客家為本，凸顯客家文化特色，大小圓樓應用於校園建築中；此外，在

色彩上採用中國閩粵地區客家民居的灰白色系與臺灣客家民居的磚紅色系為設

計主軸（新竹縣政府，2012 年 07 月 13 日），如圖 4-1-1-6-1、圖 4-1-1-6-2所示。 

 

圖 4-1-1-6-1 新竹縣興隆國民小學空拍 

資料來源：徐發斌（2018 年 12 月 15 日）。頭前溪畔的閃亮明珠興隆國小，頁

19。 

 

圖 4-1-1-6-2 新竹縣興隆國民小學圓樓融入校園建築-大、小圓樓的展現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及整理。 

7.桃園市雙龍國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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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舍建築以圓樓的造型為建築意象設計，目前作為川廊、專科教室、校

史室、會議室、演藝廳使用，如圖 3-1-7-1、圖 3-1-7-2 所示。 

 

圖 4-1-1-7-2 桃園市雙龍國民小學圓樓、客家穀倉融入校園建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4-1-1-7-2 桃園市雙龍國民小學圓樓意象融入校園建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8.桃園市龍潭高級中學 



 

 

此校誠樸樓為圓樓造型的綠建築，其內部一樓為川廊，二樓有客家圓樓特

殊的「內通廊式佈局」設計，也就是「環形走馬廊」。如圖 4-1-1-8-1、圖 4-1-

1-8-2 所示。 

 

圖 4-1-1-8-1 桃園市龍潭高級中學圓樓意象融入校園建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4-1-1-8-2 桃園市龍潭高級中學圓樓意象與環形走馬廊設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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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鳳樓與院落 

五鳳樓表現客家典型的中原建築文化，為一種比較大型的院落建築，似古

代皇宮的小型翻版，是「圍龍屋」的一種。五鳳樓的特徵是前後有兩個以上的

廳堂，通常前低後高，代表身份地位不同；左右建築分佈對稱（桃園市龍潭區

龍星國民小學，2016），五鳳樓另一特色為在樓前設有禾埕和半月池。如圖 4-

1-2-1、圖 4-1-2-2、圖 4-1-2-3、圖 4-1-2-4 所示。 

 

圖 4-1-2-1 桃園市龍星國民小園五鳳樓意象與院落形式設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圖 4-1-2-2 桃園市雙龍國民小院落形式設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圖 4-1-2-3 桃園市龍星國民小半月池與禾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圖 4-1-2-4 桃園市雙龍國民小前庭廣場（禾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三)月洞窗/門 

圓形的月洞窗或者月洞門在傳統民宅是很常見，圓形的滿月有「圓滿」的

意思，圓形也寓意著「凡事圓融，諸事順暢」，這種建築的手法，稱為「框景」，

把景物利用門窗的開口、柱子、屋簷、花木的枝幹等方式，把自然景物「框」

起來，變成一幅圖畫（桃園市龍潭區龍星國民小學，2016）。學校建築多用於

走廊或是體育館等空間的採光及景觀設計。如圖 4-1-3-1、圖 4-1-3-2、圖 4-1-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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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1 桃園市高原國民小走廊及校史館月洞窗設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圖 4-1-3-2 桃園市雙龍國民小樂活館月洞窗設計、新竹縣興隆國小川廊月洞窗

設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圖 4-1-3-3 桃園市龍星國民小走廊月洞窗設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四)八卦窗/門 

八卦是中國古代用來代表宇宙天地運行的文字和符號，通常代表八個方位，

八種自然現象，也和家族中的男女長幼有關係。漢人認為，只要有八卦的意象，

就可以「趨吉避邪」，讓屋子裡的人平安、健康（桃園市龍潭區龍星國民小學，

2016）。以桃園市雙龍國小為例，將八卦窗融入於校園建築中，用於廁所外洗

手台區的採光、頂樓專科教室外走廊的採光、樓梯間採光以及校園圍牆的鏤空

設計。如圖 4-1-4-1、圖 4-1-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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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1 桃園市雙龍國民小八卦窗設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圖 4-1-4-1 桃園市龍星國民小八卦門與八卦窗設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二、討論 



 

 

本節旨在藉由相關文獻回顧，對實地探查結果進行校園建築特色與其蘊意

之討論，主要探討傳統建築意象與學校建築應用。目前學校建築取用了許多過

去傳統建築的元素，由表 4-2 的對照，可初步了解傳統建築與客家地區校園建

築的用途。 

表 4-2 

傳統建築意象與校園建築功能使用表 

功能比較 

建築元素 
傳統建築 現代化校園建築 

圓樓 民居，用於防禦與居住 
作為演藝廳、校長室、會議室、圖書

館、教室使用 

五鳳樓 民居，用於防禦與居住 作為教室使用 

半月池 防洪、蓄水、養魚、風水之說 生態教育、環境教育、景觀綠美化 

禾埕 
曬穀、曬菜乾、晾被、家庭聚會所

在 

迎賓、朝會場地、學生運動空間、大型

活動場域、避難集合點 

月洞窗/門 
寓意圓滿，凡事圓融，諸事順暢；

框景的效果 
採光、幾何圖形設計、原寓意 

八卦窗/門 
趨吉避邪，讓屋子裡的人平安、健

康；框景的效果 
採光、幾何圖形設計、原寓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經由文獻探討發現，在中國閩粵地區的土樓，先有五鳳樓，後演變成圍屋

(有方樓、圓樓等形式)，另外，亦有圍籠屋等形式之建築，此類建築皆為合院

的基本型態，因此本研究案例中，桃園市龍星國小及雙龍國小，皆以此種合院

建築的型態表現。此外，透過上述文獻分析，圓形土樓並不是專屬於客家人的

客家建築，閩南人亦有建造土樓，但最早被發現建造土樓的地區為客家人之聚

落，而保存完整至今與較有名氣的土樓亦為客家人所建造，而這些著名的土樓

多為圓形土樓，故大多數人認為圓樓即為客家人之代表建築，研究者認為此為

誤用，在臺灣客家地區之客家民居建築並未見圓樓等建築型態，因此為符合在

地化的精神，學校建築在設計的過程中，應將在地的特色與文化更融入校園中，

才能更達到校園建築做為大教具的目的，更能實踐「境教」的意義。而探查中

也發現部分學校有融入「圍龍屋」的意象，圍籠屋即屬在臺客家建築的特色，

本研究中探訪的國立交通大學六家校區與新竹縣東興國小的校園建築，皆有將

屬於臺灣客家建築特色的「圍龍屋」設計至校園建築中。 

此外，本文藉由文獻探討及實地探訪案例學校，提出：「傳統文化的建築

元素應用於學校建築，是否真的適合？」的疑問，例如：閩粵地區圓樓的設計

為團結、重視群體，融居住及防禦功能為一體的建築，但在學校建築中使用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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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易造成採光不佳、圓形空間較難利用等問題；此外，圓樓的環形走馬廊是

防禦與敦親睦鄰之用途，但當學校建築使用這樣的迴廊之後，卻會使圓樓內噪

音及回音較其他迴廊設計大。關於以上問題的解決方案，透過探訪案例學校可

發現，學校多將圓樓內的空間分配，應用於需要容納較多人的教室，如：視聽

教室、圖書館、會議室、專科教室等；噪音與採光的部分，則發現興建年代較

後期的學校，只取圓樓之「意象」為本，即取圓弧為建築部分形式，不以建築

直接設計為圓樓的方式，改善圓樓建築可能對現代化教室造成的不便，也能用

更多元的方式將傳統文化融入學校建築之中。 

本文案例中常用之建築語彙如：半月池、禾埕、月洞窗/門、八卦窗/門等，

皆為臺灣傳統民居常見之建築元素。半月池在傳統民居為防洪蓄水與風水之用，

現為景觀與生態教育之用；禾埕於傳統民居做為曬穀與聚會之地，在現代學校

建築中為多用途之大型空間；月洞窗/門寓意為圓滿，凡事圓融，諸事順暢，

八卦窗/門為趨吉避邪，讓屋子裡的人平安、健康之意，兩者皆有框景的效果，

現代學校建築融入此兩項元素，除了採光與幾何之用，更多的是希望在學校中

的每個人平安健康，事事順利與圓滿。這些建築元素並非為傳統客家建築專有

的，而是存在於大多數的傳統建築中，不限於客家建築，但寓意美好，放在現

代化的校園建築種亦是吉祥祝福之美意。 

伍、結論與建議 

一、建議 

(一)客家意象融入校園中 

客家人以勤勞、質樸、重視文化教育而聞名世界（鄭珊雲，2019）。客家

人重視儒家文化，崇祖、重教育、保守與變革的雙重性特點，以及尋根意識、

開闊精神與奇特而豐富多彩的民俗風情，可謂是這種文化特質的外在表現（林

曉平，2006）。范揚松（2004）提及客家人最大的特點即是勤勞節儉，樸實苦

幹，這與移民開拓歷史有絕大關聯，由於嚴苛的自然環境與貧瘠的經濟地位，

必須靠自己的勤勞和節儉方能爭生存、求發展。而為因應這樣的生活條件，客

家人為順應自然，而發展出現今的建築形式。 

綜合以上之論述，黃俊榜（2010）歸納客家精神為刻苦耐勞、團結奮鬥、

熱情好客、勤勉創業、重視教育、勤儉美德、樸素精神。客家文化，所散發的

內斂美學不會被表象事物輕易掩蓋，它訴求的不是己身的價值，而是與週遭環

境、器物間的和諧關係，客家人尊重自然且順應自然。透過上述文獻之論述，

本研究認為要在校園中達到「境教」的方式有許多種，不一定得要將整個巨大

的建築量體設計成符合「客家建築」的形式，亦可用「精神融入」校園的方式，

讓師生了解在地的文化，如：客家花布及客家藍衫等代表在地客家文化精神的



 

 

象徵。桃園市高原國小以客家花布及客家藍衫的意象，融入校園理的班級牌、

課表及二手課桌椅的彩繪，如圖 5-1-1-1 所示。桃園市雙龍國小以客家花布融

入校園中的布告欄及班級門牌，如圖 5-1-1-2 所示。 

 

圖 5-1-1-1 桃園市高原國民小客家花布及客家藍衫融入校園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圖 5-1-1-2 桃園市雙龍國民小客家花布融入校園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二)學校建築與文化傳承 

文化要如何藉由學校建築繼續傳承？學校建築蓋好了，學生就會了解在地

特有的文化？學生真的了解建築所蘊含的文化內涵？除了學校建築的建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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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中融入校園建築與文化可一步步的帶領學生了解在地的文化。課程是實現

教育目標所設計的重要活動，學校課程結構可分為「實有課程」(being 

curriculum)和「虛無課程」(null curriculum)，「實有課程」含括「顯著課程」

(explicit curriculum)和「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顯著課程」包含「正

式課程」(formal curriculum)和「非正式課程」(informal curriculum)（湯志民，

2013）。其中，學校建築作為「潛在課程」，在潛移默化中，達到「境教」的目

的。此外還可以「非正式課程」，或學校本位課程特色課程來設計教學，其方

式如下： 

1.校園布置 

桃園市龍星國小於校園建築的牆面及人行道座椅上，貼有該建築設計的窯

燒陶板及說明牌，並附有 QR Code 供想了解的人掃描使用，如圖 5-1-2-1-1 所

示。而桃園市雙龍國小於川廊設置印有校園建築說明的大型帆布輸出，讓經過

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對雙龍建築之美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如圖 5-1-2-1-2 所示。 

 

圖 5-1-2-1-1 桃園市龍星國民小校園建築說明標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圖 5-1-2-1-2 桃園市雙龍國民小校園建築說明標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2.專書與刊物 

桃園市雙龍國小出版了《閱讀雙龍建築之美》的說明手冊，手冊中詳細介

紹關於雙龍國小從建造至完工的各項建築知識，以及雙龍國小校舍的各種姿態

及文化與建築的關係；以及校刊《雙龍采風》中由校長撰寫的〈閱讀雙龍建築

之美〉一文，讓學生、教師及家長，都可以認識雙龍國小的校園建築特色，如

圖 5-1-2-2 所示。 

 

圖 5-1-2-2 桃園市雙龍國民小《閱讀雙龍建築之美》手冊與校刊《雙龍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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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3.培訓解說 

也有學校設計與學校建築相關的學校本位課程，如：桃園市龍星國小培訓

小小解說員。由主任從高年級各班中選出對校園建築有興趣的學生，在寒暑假

中參加小小解說員的培訓課程，課程內容為：聽專家介紹建築的美、動手做交

趾陶親身體驗客家廟宇的藝術，以及學長姊的解說經驗分享，通過考驗後成為

穿著客家花布背心的小小解說員，如圖 5-1-2-3。 

  

圖 5-1-2-3 桃園市龍星國民小小小解說員 

資料來源：桃園市龍潭區龍星國民小學（2016）。小小解說員上台囉【網頁圖

片】。取自 http://librarywork.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16/longsin/2a.html 

4.網頁製作 

桃園市龍星國小學生經過培訓成為小小解說員後，需撰寫心得感想，並學

習建立網頁—「歡迎來作客~~客家校園建築之美」，由教師帶領學生一同完成

跨語文、綜合活動、藝文、資訊科技等領域的課程（桃園市龍潭區龍星國民小

學，2016）。如圖 5-1-2-4 所示。 



 

 

 

圖 5-1-2-4 桃園市龍星國民小「歡迎來作客~~客家校園建築之美」網頁 

資料來源：桃園市龍潭區龍星國民小學（2016）。歡迎來作客~~客家校園建築

之美【網頁圖片】。取自

http://librarywork.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16/longsin/index.html。 

5.校園建築課程 

桃園市雙龍國小校長運用晨光時間或綜合活動課程—校長的一課，引領學

生認識校園建築，先在演藝廳上室內課程，從學校的建造過程說起到完工，並

介紹校園建築的特色，室內課程結束後，帶領學生到各個校園建築特色之處，

實地探查，除了聽校長說，學生更要自己「動手摸」；另外，在學校校史室，

展列各個角度的校園風采，以及整個校園的立體模型，供學生及教師認識與學

習，如圖 5-1-2-5 所示。 

 

圖 5-1-2-5 桃園市雙龍國民小校園建築課程—校長的一課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6.藝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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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雙龍國小辦理與校園建築相關的藝文競賽，如：學生組的寫生比賽、

作文徵稿，社會組的攝影比賽，讓親師生都可以參與其中，從各自的角度認識

雙龍的美，如圖 5-1-2-6 所示。 

 

圖 5-1-2-6 桃園市雙龍國民小校園建築寫生與攝影比賽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與整理。 

二、結論 

科技時代的來臨，人與人之間聯絡情感的方式改變，社會結構的轉變，及

家內人數減少，較未能以過去「大家庭」的方式共同生活，因此過去傳統的建

築也逐漸消失，隨著傳統文化及語文的逐漸式微，孩子們不清楚自己的文化與

過去，更不清楚祖先的奮鬥與辛苦，傳統文化的消失非一朝一夕，而是長久的

漠視及疏離所致，新世代的孩子不認識自己的過去，造成文化的斷層。 

期望藉由本研究探討客家地區校園建築特色與其蘊意，發揚傳統文化的價

值，亦希望學校人員將校園建築當成教具，有些學校更設計出校園建築的校訂

課程，藉此營造在地教育的優勢，增進教育的效能。更期許學校領導者深刻理

解文化傳承是無價的，學校亦承載著文化傳承的義務。「境教」是隨時存在的，

而非光空有巨大的建築量體，卻不知其蘊意，浪費了述說故事、感動孩子的教

育機會。 

本研究探訪之案例學校藉由將客家文化的特色與精神融入學校生活，讓學

生在學校就可以潛移默化的了解客家文化之美，讓客家文化可繼續延伸，並世

代傳承，也讓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人，可以更認識客家文化，看到建築與校

園，即如走進了客家庄，體驗了客家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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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北學校地下停車場之比較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研究生謝知庭 

摘要 

地下停車場多被視為學校之附屬設施，提供家長、教職員及社區居民使用，

一方面因應政府解決停車位不足之公共設施政策，一方面能作為學校收入之一。

然而在學校地下停車場的建製、規畫及設計中涵蓋了許多需要被重視且富涵教

育意義的議題，如兩性教育、關懷弱勢及交通安全等，因此筆者認為學校地下

停車場既是學校設施的一部份，不應止於提供使用者使用而已，應加以利用，

融入課程與教學，利用學校優勢結合教育議題，使其發揮最大之使用效能。 

 

關鍵字：地下停車場、交通安全、兩性教育、潛在課程、關懷弱勢 

壹、前言 

隨著教育理念逐漸的進步與聚焦，教育場域中不但注重在以往的老師教學

與學生學習，也開始注重學生學習與老師教學的環境，學校教育設施每天受到

數以百計學生、教職員、學校建築訪客和鄰居等人群經驗的影響（Brubaker, 

1998），而實現更有效的教育設施，則端賴學校建築使用者的喜好、需求和價

值的再認知（Sanoff, 1994）。行為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結果，環境的設計與人的

需求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學校空間建構的教育環境亦然，應以使用者（人）為

核心（湯志民，2011），伴隨著人權意識的抬頭，學校設施也越來越重視對於

弱勢族群的使用環境，以打造友善校園為目標，促進校園環境能夠使使人互動

並共榮共好，相對的學校是教育「人」的場所，一個失去人性關懷與教育理念

的學校建築，即已失去其成為教育環境的本質性意義（湯志民，2001）。 

然而過去的文章多在探討學校環境中與學生有直接關連性的場域，諸如教

室、運動場、廁所至校園圍牆、休憩空間以及校園安全、無障礙設施等等，到

與教職員相關的兩性友善空間─哺集乳室，但較少文獻探討學校設置的地下停

車場。雖然地下停車場對學生而言未必有直接的關聯性，卻是與教職員息息相

關並且富含著兩性議題、環保意識以、無障礙友善空間與社區結合等現代化議

題的場所。地下停車場既為學校建築中所附屬的一部份，應善加利用與學校的

教與學結合，使其不只是一個與學生無太大關聯附屬空間，而是如同其他學校

建築一樣，能夠促進學生學習，引發學生思考的教學環境。 

貳、文獻探討 



 

 

隨著時代及科技不斷的進步，促進臺灣多元文化社會的形成，並各種社會

意識的抬頭，多元文化的包容、種族的融合、弱勢族群的關懷與發聲以及人權

運動等越趨普遍，且受到重視。學校及社會教育中也開始重視培育學生們對於

各種意識的尊重及所需之素養的觀念教育，將社會議題融入學校的正式課程及

淺在課程中。 

一、人權意識及關懷弱勢 

周百營（2011）認為教育本身即是人權，臺灣人權教育的推動不應是學校

教育的額外負擔，而人權應是民主法治社會本身的教育目的且具有使教育環境

人權化之目的。而陳炫任（2011）中提及社會行動模式的學習相較於以往傳統

教育，更具有以社會批判及社會改革為目標，注重學生批判力及行動力之目的，

以實現社會公義。因此當代教育中應更重視教育環境與人權教育的聯結，並在

各樣的教育機會中培養學生的批判力、行動力，使之所學付諸於社會行動，力

行社會正義的實踐。 

性別平等委員會其重點工作包括：推動消除對婦女一切形式歧視公約及其

施行法（楊巧玲，2017）。陳炫任（2011）也提及對於身心障礙者方面，已在

法規上給予補償性措施及發展性措施保障其經濟等方面之權力，並避免歧視的

生；而在婦女方面，性別平等法及相關法律除了保障一般弱勢者常見之經濟及

補償條款外，更以課程、教材及教學等措施，作為支持性別平等的環境。而在

教育上性別平等能力指標在於分析學習領域內涵中可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概念，

使自然的融入教學活動設計中（方德隆、游美惠，2009；楊幸真，2016）。性

別平等教育以及關懷弱勢等教育目標已在我國之教育課程中行之有年，並明文

列入課綱中，列為教育之重點項目之一。不僅在文本課程中灌輸概念，更利用

校園空間的設置與規劃，例如殘障設施、哺集乳室的設置等，使兩性及弱勢的

概念藉由潛在課程作為教育中的重要環節。 

二、交通安全及情境教育 

交通安全教育一直是我國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議題，羅枝土（1975）中

提及，交通安全教育之目的在於指導兒童自保觀念、培養兒童遵守交通規則且

處處小心。然而雖然交通安全實施普及，卻仍有部份問題仍未有完善的解決，

林月琴、林慧華（2011）提及停車管理設施中，因學校周邊停車位不夠，導致

學校周邊停滿車輛，衍生出其他通學安全問題，因此需與社區鄰里協調設置停

車場，並完善的規劃家長接送區成為學校通學環境改善的重點項目。且認為通

學環境的改善，應納入社會工作專業技巧中之社區工作方法，以「人在情境中」

的概念作為改善通學環境的核心價值，亦即每個人都身受環境的影響。因此，

交通安全教育不僅是學校的宣導教育而已，亦仰賴學校附近環境的設施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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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的配合及參與，共同打造良好的環境及社區氛圍，才能使交通安全教育的

效益更加彰顯。 

對於環境及經驗的重要性，林月琴、林慧華（2011）認為焦點應放在目前學

童和過去生活功能與環境互動的關係。周百營（2011）認為真實的教學應由正式

課程與潛在課程交互形塑，且為言教、身教、境教整體的影響。因此可在學生

自主活動、週會講座或班級活動時進行議題的融入（張芬芬、張嘉育，2015）。

周百營（2011）認為在校園空間上，常有中心與邊緣化的現象，如行政及決策

處為中心，校園偏僻處、死角等則邊緣化。這種現象使的原本該活潑、多元化

的學習場所成了僵化、智識的形態。因此，在設計校園空間時，可從學生生活、

活動的角度，符合他們實際的需求，無論正式或是潛在，對學生而言學習是無

時無刻、無所不在的，校園中的每個地方都應是教育場所（周百營，2011）。 

綜合上述之意見，校園停車場作為學校的設施，卻仍停留在提供教職員、

家長、社區使用的定位，然而秉持著校園的每個地方都應是教育場所的理念，

且因該設施的設置中，具有許多關於兩性、身障弱勢等的潛在議題等。因此，

作為學校設施的一部份，校園停車場的建置能夠解決停車位不足且壅塞的問題，

同時能建立學校及社區的聯結，應能作為學校在教育上的情境場所，由其在交

通安全教育上提供適當的教學情境，且連絡社區建置交通安全共識，以期達到

更好的教學效果。 

參、研究方法 

觀察北部六所具校園停車場之學校作為樣本，並因臺北市及新北市在法規

定訂及政策執行方面可能會有些許差異，因此於兩市中各挑選三所作為觀察樣

本，觀察其車位設置規劃、環境設置、硬體設備系統等方面，並分析其中之差

異。 

關於六所學校停車場之標案名稱、停車格總數及建置金額等資料，利用政

府採購資訊網、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以及新北市及時交通資訊網作為資料提

供來源。並利用晴雨天時間至六所學校訪問，拍攝六校之設備系統，且觀察雨

天時通風、排水系統之狀況作為不同天氣狀況比較。 

六所學校樣本介紹如下： 

一、臺北市三所學校 

(一)A 國小 

1.標案名稱：A 國小新增校地暨附建地下停車場工程 

2.層數：3 



 

 

3.汽車位：253(含身心障礙停車位 6 格) 

4.機車位： 92(含身心障礙停車位 3 格) 

(二)B 國小 

1.標案名稱：B 國小遷校舍新工程暨附設地下停車場 

2.層數：2 

3.汽車位：211（含身心障礙停車位 5 格、學校停車位 70 格） 

4.機車位： 83（含身心障礙者停車位 2 格 

(三)C 國小 

1.標案名稱：C 國小教室及活動中心暨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2.層數： 2 

3.汽車位：234(含身心障礙停車位 5 格)。 

4.機車位：188(含身心障礙停車位 4 格) 

二、新北市三所學校 

(一)D 國小 

1.標案名稱：D 國小 2 期老舊校舍整建暨共構地下停車場建築工程 

2.層數：3 

3.總車位數 :438 

(二)E 國小 

1.標案名稱：E 國小校舍改建暨地下停車場興建工程 

2.層數：3 

3.總車位數 :652 

4.金額：884,652,899 元(含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出資 280,836,590 元及新北市政府

交通局補助 603,816,309 元) 

(三)F 高中 

1.標案名稱：F 高中運動場附建地下停車場新建統包工程總 

2.層數：2 

3.汽車位：300(含身心障礙停車位 7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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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機車位：49(含身心障礙停車位 1 格) 

肆、範例學校地下停車場設施介紹 

一、通風系統 

六所範例學校中，使用導流式通風系統者為 A 國小與 D 國小兩所學校；

而使用噴流式通風系統之學校為 B 國小、C 國小、E 國小、F 高中，以下表 1

整理各校所使用之通風設備系統。 

表 1 

六所範例學校通風系統設備整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兩種機械通風系統中，臺北市與新北市學校比例皆為 1：1。以下針對

兩種通風系統之特性與優點作討論。 

(一)導流式通風系統 

王清松（2011）指出導流式風機系統是以多台小型前曲式風機，代替傳統

式風管，安裝於樓板下方，先經由大型主進汽機（或僅藉由自然進氣方式），

將新鮮空氣送入，再以多台導流式風機藉由接駁方式將停車場內之空氣與粉塵

作一傳遞移動，再經由大型排氣機排出，達到通風換氣之功能。其原理為原理

為比空氣輕且漂浮於空中之懸浮微粒子，能經由導流式風機之吸入，而噴出送

至下一台導流式風機，比空氣重之粉塵，則能經由吹出之氣流推力，將其往前

推送。 

其優點如下：通常約為 62-65 分貝，噪音較低無須另製消音箱，且不需銜

接風管，所以不會引起共振現象，也不像傳統風管因風管太大無法穿樑，必須

架於樑下，因此較無壓迫感，導流風機的高度通常在 25 公分內，可以直接安

裝在樑內，不會占據安裝空間，相對成本也降低許多。 



 

 

(二)噴流式通風系統 

噴流(Jet Flow)的出口流場以高速噴出后，會捲入(entrain)週遭空氣，速度

逐漸降低，同時在此過程中帶動週遭空氣一起運動，此種運動稱為誘導風

(Induction  Flow)。隨著噴流向下游發展，誘導風量也逐漸增加，往往可達噴

流出口風量的十倍以上。所謂噴流風機，一般是由軸流風機組成，通常再加上

静葉片消除出口渦漩流(Swirling Flow)，使風機出口流場類似一平行噴流，而

產生上述的噴流流場（鄭名山和曹芳海，2005）。在小噴嘴其水平擴散距離較

遠且寬度較大，但噴流觸地不顯著，對靠近地面污濁空氣之疏導排除功能較差。

大噴嘴角，風機噴流朝地面流動性較佳，有助靠近地面污濁空氣的稀釋排除，

但噴流噴射距離較短(陳明旺，2006)。 

其優點如下：可安裝樑內，不影響樓高且施工方便，其特色為可調式塑膠

噴嘴可隨現場需求調整出風方向，入風口加裝抽取式濾網防止沙塵進入影響葉

輪效率，易拆、易清洗。 

(三)其他通風系統 

在實地走查的過程中發現新北市的三所範例學校皆有另外作自然通風的建

築設計，通常使用一面牆面的寬度將一樓至最底層之樓層打通，一方面能夠促

進地下室之採光，一方面增加自然通風之效果。但 D 國小與 F 高中兩所皆有

作防雨水之設置，唯獨 E 國小之設計能讓雨水降至地下三樓之地面，並作排

水系統避免積水。以下圖 1 由左至右分別為 D 國小、F 高中、E 國小建築之自

然通風設計。圖 2、圖 3 分別為 E 國小之排水系統與雨水濺入之情況。 

 

圖 1D 國小、F 高中、E 國小建築之自然通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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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2 E 國小之排水系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3 E 國小雨水濺入之情況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運用建築的設計以及部分空間作打通的設計，運用自然採光與通風設計能

夠增加單純設置機械設備之預期效能，達到節能減碳、環保的效果。E 國小之

設計通風處較大且能使雨水直接流入增加空氣的流動，但在設計防範雨水濺入

室內之設計上建議能夠增加斜頂之遮雨設備或將停車格向內縮，預防在雨勢過

大時因雨水的濺入造成使用者的不便。 

二、地面材質 

除通系統外，市面上各地下停車場對於地板鋪面所採用的材質亦有所差異，

統整觀察的六所學校中，各校並非只固定使用一種材質做為學校地下停車場鋪

面所使用，其中涵蓋環氧地坪、水泥鋪面及柏油鋪面三種，分別使用在議停車

場中不同之區域，以下分述各材質優缺點之比較。 

(一)環氧地坪 

為一種色彩鮮艷、多樣之塗料，容易運用期特性作色塊的區分，婦幼優先

車位多使用粉色坐為停車格之外框、身心障礙車位使用藍色作為其標示，並運

用黃色、白色、綠色等作為人行走道之畫製及警示區域之標示，使停車場各區

域之用途、分配一目瞭然，易於辨識。而其缺點則在於，因地下停車場地面磨

損頻繁，環氧地坪容易有掉漆補色等問題，較需耗費金錢及人力維護，且補色

時通常難以恢復和原本地板之同樣顏色，因此造成色塊間顏色的落差而影響其

美觀性。 

 

 

圖 4 A 國小運用環氧地坪作色塊區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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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環氧地坪補色後之色差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二)水泥鋪面 

水泥鋪面大多搭配塗料作部分色塊及畫線區分，較環氧地坪而言所使用塗

料之面積大幅下降，成本較低，也能減少塗料磨損補色之情況發生，但相對於

完養地坪以視覺效果作的色塊區分而言相對效果較差，辨識度略低。且亦有因

地面磨損所造成之坑洞填補問題。在觀察的六所學校中，惟 E 小學及 F 高中

使用水泥鋪面作為大部分之地面使用材料，其餘學校均使用在小面積之區域中。 

 

圖 7 F 高中地下停車場之水泥鋪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三)柏油鋪面 

柏油鋪面為常見之地面鋪料之一，地下停車場在使用博由作為鋪面材料時

亦會使用具顏色之塗料作為界線、警示及標示等用途的區分，其視覺效果較水

泥地面為好，深色地面更能襯出色塊而便於民眾辨識。而同水泥鋪面，亦有因

地面磨損所造成之坑洞填補問題。在觀察的六所學校中，惟 D 小學使用柏油

鋪面使用其作為主要鋪料，其餘學校接使用於樓層間車道斜坡的使用，部分學

校用在機車停車格之小部分區域中。 

 

圖 8 F 高中地下停車場機車格之柏油鋪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在觀察的六所學校中，每所學校在汽車、機車/自行車及斜坡車道三種部

分，其所使用的地面材質皆有所差異，但仍固定在環氧地坪、水泥、柏由這三

種材質中選取，互相搭配使用，以下表 2 為整理六所學校在不同類型交通工具

所使用之地面材質分類比較整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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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六所範例學校所使用之地面材質比較整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多元車位 

學校空間革新的「人─境」互動思維（湯志民，2000），應從學校空間規

畫之發展（湯志民，1987、1989）細思使用者（User, U）的時間（Time, T）、

空間（Space, S）和行為（behavior, B）等問題，亦即：學校有那些使用者

（人）？使用者的時間樣態為何？使用者的空間需求為何？使用者的行為內涵

為何？（湯志民，2001）。因此在學校地下停車場的設置中，有多元的車位提

供給不需求者，顧到不同族群之需要。以下分別說明一般性常見之多原車位種

類與學校停車場獨有之設置。 

(一)一般性多元車位 

1.身心障礙車位 

依據「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公共停車場應於便 

捷處所設置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並視實際需要設置指示標 

誌。機械式、塔臺式公共停車場如有足夠空間可供設置平面式專用停車 

位，應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比率於便捷處所設置平面式身心障礙 

者專用停車位。 

因此六所範例學校皆在管理員室附近之位置設置身心障礙優先車位， 

並以告示牌、畫藍色標識線、底色以及圖樣等方式作為識別。而在平面圖 

之標識方面也足以顯示身心障礙車位之位置，以利使用者辨識。 

2.孕婦及育有 6 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 



 

 

配合交通部 107 年 6 月 29 日發布施行「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停車

位設置管理辦法」，臺北市政府與新北市政府依序在 107 年 7 月 26 日及 25 日

發新聞稿公告「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3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各

符合須設置規定之場所附設之停車場，應保留 2％之汽車停車位作為孕婦、育

有 6 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但汽車停車位未滿 25 個之公共停車場，不在此

限。」 

因此六所範例學校中皆在靠近管理員室附近之停車格畫上粉紅色停車格線，

並加以告示牌作為「孕婦及育有 6 歲以下兒童者停車位」(以下簡稱婦幼優先

車位)之識別，部份學校在附近之柱子上漆上粉色油漆，更利於識別婦幼優先

車位的所在位置。唯獨在實際走查的過程中，六所學校的平面圖中皆未顯示婦

幼優先車位之所在位置，建議各學校機關在應在停車場平面圖中顯示各特殊車

位之區域以利使用者辨識。在機車方面尚未有法規或建議提出應設置婦女優先

車位，因此六所範例學校皆無此設施。 

3.電動汽機車車位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停管處）表示，配合行政院「2040 年

新售汽車全面電動化」方案及落實低碳永續城市實現，停管處已於路外停車場

積極建置電動車充電柱格位（全市公有立體地下停車場提供 193 格電動汽車充

電格位），提供車主免費充電服務。 

在六所範例學校中，電動汽車車位皆有設置，但數量仍較少；電動機車車

位只有 D 國小及 F 高中兩所學校友設置，顯示在電動機車車位設置方面還不

夠友善，因此，隨著電動車使用量逐年的增長，並配合環保意識的抬頭與政策

的願景，各學校機關之電動車車位設置應更積極。而在標識方面和婦幼優先車

位之識別方式雷同，亦使用告示牌與畫記圖樣、線條的方式標註，但未在平面

圖中顯示，較不利於使用者辨識位置。 

4.腳踏車車位 

強調環保的趨勢使許多人選擇以自行車代步，小學生多為鄰近學區就學，

多為已步行或家長接送的方式上下學，但中學開始有較多之學生選擇以自行車

方式作為上下學之交通工具，而學校應妥善設置自行車停車位給需要的學生使

用，也可以部分開放給校外人士租借使用。 

然而在六所範例學校中只有 A 國小、C 國小、D 國小、F 高中有設置自行

車停車位。其中 C 國小只簡單隔出一塊空地作為自行車之停放區，其他三所

皆有劃定區域並劃線作標識。平面圖標示方面，唯 C 國小明確指出停放之位

置，D 國小標識停放之樓層，其於兩所皆未標示，因此雖自行車之使用行之有

年，但在標識與車位設置方面仍有待改善。 

5.大型重機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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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之新聞稿中提及，據臺北市區監理所統計，本市 97 年

黃牌(逾 250c.c~未滿 550c.c)重型機車之登記數為 543 輛，至 101 年 7 月底增為

728 輛；另 97 年紅牌(550c.c 以上)重型機車之登記數為 3,796 輛，至 101 年 7

月底增為 5,433 輛，整體而言，無論黃牌或紅牌重型機車之登記數皆逐年大幅

增加。 

因此有部份學校設置大型重機車停車位，不但兼顧各種多元需求，亦能善

用畸零地，使原本不敷使用之閒置空間有其運用之方式。範例學校中 A 國小、

B 國小、C 國小與 D 國小皆有設置大型重機車位，但唯獨 B 國小在平面圖中

作位置的標識。大型重機之車位音多使用畸零地之緣故，有時後較難查覺，因

此在平面圖上的標識更顯為重要，清楚之位置標示更能使車位達到有效之利用

效益。 

表 3 

六所範例學校一般性多元車位整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多元車位之標示 

在觀察的六所學校中，各校皆因應各自之使用族群設置不同之車位，對於

弱勢族群車位之保留數量亦符合法規所訂，並運用畸零地作為特殊車位之使用，

但在各校平面圖及引導路線中上有標示不足之情況，容易使使用者不易察覺所

欲使用之車位其分布位置。如圖 9 所示，B 小學之平面標示在六所學校中較為

齊全，包涵博愛車位、無障礙車位及大型重型機車車位之標示，但仍欠缺機車

車位之標示；圖 10 中 A 小學則在平面圖中標示出機車停放位置，但無其餘特

殊車位之標示，因此各校在設計地下停車場平面圖時應注意各使用者之需求，

並於標示中註明各需求車位之位置，以利使用者辨識。 



 

 

 

圖 9 B 國小地下停車場之平面標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10 A 國小汽車學校專區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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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特有之停車位 

(一)學校教職員專屬停車位 

因學校地下停車場附屬於校地中，因此有一部份使用者為學校之教職員，

在六所範例學校中對於教職員車位的保留則有所異同。其中，E 國小設置較職

員專用之機車停車區，需利用特殊的識別證進出，並行人唯一的出入口直接通

往學校；但在汽車格方面並未劃定固定區域，而是同其他未劃定固訂區域的學

校一樣以校方提供管理處名單的方式，保留車位數量給教職員使用，並採用自

由選空位的方式便於機動調整，E 國小所設置之機車停車位皆屬學校教職員所

使用，並未對外開放機車停車格。而 D 國小在汽車停車格方面設置學校專區

(如圖 5)，內部規劃約 50 格停車位，且另設閘門與辨識系統便於管理；機車停

車格則是在對外開放之停車格中規劃出部分區域保留給學校教職員，但未另外

作管制，只以告示的方式作為識別(如圖 6)。 

 

圖 11 D 國小汽車學校專區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12 D 國小學校專用機車區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二)家長接送臨停區 

六所範例學校中唯 A 國小與 C 國小放上告示牌標示家長接送臨停區，其

規定如下： 

1.臨停區係為提供放學時段家長接送學童使用，為增加使用率，請駕駛人勿離

開車輛，以免影響其他民眾使用權利。 

2.接送區可供臨停時段: 

星期一至星期五 

07:10~07:50 

11:50~12:30 

15:50~1630 

3.其餘時段禁止停車，謝謝您的配合 

4.逾上述時段或實際停車超過 30 分鐘，依實際停車時間計費 

臺北市政府停管處為減少民眾違規停車等待接送的情形，所以提 

供停車前 30 分鐘免費措施，除了減少違規停車問題，也增加了周邊交 

通的順暢度。因此 C 國小放置了使用須知，但未劃定固定之區域提供 

臨停，而 A 國小除了放使用須知告示外，另劃訂區域給林庭家長使用 

(如圖 4)。 

 

圖 11 A 國小家長接送臨停區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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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校地下停車場與學生學習結合的建議 

一、結合性別友善課程與培養學生重視人權意識 

(一)兩性教育 

學校革新的空間規畫應重視兩性平等的校園空間，其建構思考以「尊重

的」、「平權的」和「體貼的」為核心概念，並從專屬的女性空間、運動設施的

規畫、學校廁所的設計和更衣室的設置著手（湯志民，2001）。兩性教育為現

代基礎教育重點之一，多將其融入其他課程內，作為潛在課程，而結合學校地

下停車場之多元車位意識能夠促進學生不僅在日常生活中常見之場域，如廁所、

哺集乳室等意識到兩性問題，亦能在保留優先停車位的概念上意識所需要重視

的兩性差異與需求。 

(二)弱勢族群的人權意識 

身心障礙者的需求長年在許多設施的設置被忽略甚至不被重視，而身心障

礙優先保留車位能夠結合人權教育，讓學生學習弱勢族群的需求及其需要被法

規保障，並給予友善環境以落實尊重不同個體之教育意義。而身心障礙車位的

設置位置與其車位寬度亦能作為教學內容，讓學生意識到個體的差異需透過怎

樣的空間設置達到友善環境的真實效益。 

二、運用停車場空間與環保教育議題作結合 

地下停車場之通風系統、採光皆需電力的維持，而地面材質的不同也需依

照其耐用程度作定期的保養，在能源的耗費上能以採用自然光與自然通風的建

築設計減少能源的浪費。並能透過使用電動車代替一般汽機車的方式減少對於

環境的汙染，使這皆環境設施與環保意識及教育意義作結合，讓學生意識到周

遭環境的細節與其生活情境作結合，並反思對於環境友善的作法與待改善之處。 

三、結合交通安全宣導實施情境學習 

目前中小學實施交通安全課程多以口頭宣導、虛擬情境或是案例分析的方

式進行，較無實感且教具的維護與保存亦不容易，因此若學校能夠善用地下停

車場之場域，進行適當的管制下實施情境教學，更能使學生在交通安全面能夠

友真實的感受，同時也能夠熟悉彤為學校建築一部份的停車場，在日後可能使

用的情況下注意其安全性問題，達到兼顧課程與安全宣導的效果。 

此六所範例學校中皆將停車場出入口做汽機車分道的設置，唯 D 國小的

汽機車為同樣的車道。而部分學校有設置自行車停車位增加學生使用停車場的

可能性，因此應藉由學校地下停車場的場域，教導學生汽車、機車與自行車交



 

 

會時可能產生的危險行為與情況，並結合汽車死角等概念，建立其交通安全的

概念，讓學生在使用學校停車場或是在一般路上面對真實情境時能夠藉由學校

停車場所給予觀摩的情境與概念作為與其生活結合的實用知識。 

陸、結語 

學校地下停車場亦屬於學校設施的一部份，而各校在建製的過程中常融合

舊校舍、運動場的設施作共構之概念設計，並在通風系統、地面材質選用與動

線規畫等方面皆有所不同，而車位方面亦因應實際需要規劃，以致多元程度的

不同。然而各項理念及設計的背後均有其法規、安全等考量因素，是富含學校

潛在課程之場域，因此更應善用學校資源，結合各校交通安全教育、並兩性、

弱勢等議題，讓學生了解自己所處的學校，並結合生活經驗，將學校公共設施

發揮其最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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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教育──校園設施之境教學習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研究生黃奕禎 

摘要 

「美感教育」是近年來政府所推動的國家重要教育政策，美感教育是一種

素養教育的培養，希望讓我們對於生活周遭的事物多些探索與發現，進而增進

我們對於美感的賞析能力，以提高美的敏感度。教育部於近年發布「美感教育

中長程計畫」，至今已進行至第二期，以「美感即生活-從幼扎根、跨域創新、

國際連結」為理念，以期提升國民的美感素養。教育部也推動「中等學校暨國

小階段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希望學生透過跨領域美感課程的

推動與執行，獲得更加全面且創新的學科及藝術學習歷程。而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的推動，以素養導向為核心，也期望在各教育階段與領域課程的教學能落

實「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藉此，可以得知「美感教育」之重要性。 

而在校園中，學校建築的規劃也不容缺乏藝術的設計，美感可呈現於建築、

設施設計上，此即為校園建築美學。美感教育憑藉在校園中建築與設施的設計

可以帶來「境教」的學習，為一種潛在課程，藉此去提升師生的美感素養。本

文以校園設施所呈現出的美感教育為核心，列舉出四所小學在校園建築之設施

上所規劃呈現出美感教育為例，藉以說明其對學生帶來潛移默化的境教學習。 

 

關鍵字：美感教育、建築美學、境教、潛在課程 

  



 

 

壹、前言 

近年來，政府愈來愈注重美感教育的培養，「美感教育」是繼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之後政府所推動的國家重要教育政策。美感教育與設計專業教育、藝

術創作教育、美術專業鑑賞教育不同，由於原有的藝術教育過度強調藝術的專

業教育，以致忽略藝術的生活美感教育（姚村雄，2015）。「美感教育」不是技

術上的學習，而是培養我們對生活裡每一件事情的敏感程度，進而願意展開發

現、探索、體驗、嘗試、運用及整合的歷程；簡言之，「美感教育」是素養導

向教育，亦是自信心的培養成果（教育部，2018a）。 

「美感並非僅存於藝術作品中，而是存在於我們日常生活裡。」這便是教

育部推動美感教育的核心理念。我國教育部於民國 102 年發布「美感教育中長

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103 年至 107 年）」，以「美感從幼起、美力終身學」

為政策協力方向，從「課程教學」、「教職知能」與「支持資源」三大面向規劃

81 項行動方案。隨後，結合民國 103 年公布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

要總綱」九項核心素養中的「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在各教育階段過程、各

領域及科目之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落實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讓「美感素養」

成為全人教育中不可或缺之素養（教育部，2018b）。而在民國 107 年，教育部

發布「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108 年至 112 年）」，以「美感

即生活-從幼扎根、跨域創新、國際連結」為理念，以期提升國民的美感素養。 

此外，教育部也於民國 104 年推動「各級學校辦理『美感教育』、『藝術創

造生活品質』名人系列講座及叢書」計畫，希望能藉此為美學教育扎根（教育

部，2015）。德國美育哲學家席勒(Fr. Schiller,1759-1805)認為「人唯有透過美

感教育(Aesthetic Education) 才能使得人類的感性、理性與精神性動力獲得整體

和諧的開展，以造就完美人格，進而促進和諧社會之建立」（馮至、范大燦，

1989）。由此可以得知，美感教育的培養與生活學習息息相關，對於校園而言，

美感可呈現於建築、設施設計上，以校園建築美學來說，湯志民與廖文靜

（2014）認為校園建築美學係指學校教育設施和景觀的造型與色彩，在功能、

形象和蘊意上，具有自然、舒適、愉悅的美感和風格。而校園設施的設計，也

散布許多象徵符號與標誌，傳達出美感教育的價值。 

美感教育也憑藉著校園中建築與設施的設計帶來「境教」的學習，環境的

營造是一種潛在課程，可以就由潛移默化影響一個人，其所建構出的「境教」

環境，由於具有「教育性」、「象徵性」、「文化性」、「時代性」以及「藝術性」

的特質，所以顯得格外重要（湯志民，1994）。因此，藉由校園設施所設計營

造出的「境教」，可以提升學生的美感教育素養，以「生活美感」為主要範疇，

進一步增進學生對生活周遭的理解與審美判斷力，也透過運用生活美學當作問

題進而去引導學生，在來回反覆思考問題以及找尋合適的解決方法的過程中，

使學生能具備問題意識的解決能力，也藉此培養自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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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感教育之內涵與計畫 

一、美感教育之內涵 

「美感教育」的起源最早由德國教育學家席勒(Fr. Schiller, 1759-1805)所提

出，他主張人類除了在感覺、悟性與意志的三種官能之外，尚有一種美感官能，

而美感教育即是針對美感官能的教育。席勒認為美感教育能藉由自然與藝術的

事物，促進人類理性與感性的和諧發展，進而成就完美的人格（梁福鎮，

2001）。Smith(1992)談及美感雖然可能有不同的認知、道德及社會功能，但是

美感教育的主要目的即為促成美感經驗，而此種經驗帶有享受和珍視的特質。

美國教育學家 Broudy(1972)則認為美感教育是普通教育，強調美感教育可以陶

冶情感與建立價值觀，尤其可經由學習藝術典範而得之（引自陳玉婷，2007）。 

陳木金（1999）在其研究中將美感教育歸納兩個研究取向：「美感教育是

情緒陶冶與情感陶冶的教育」以及「美感教育是藝術教育或透過藝術的教育」

去探討美感教育之內涵。前者之取向，其代表學者柏拉圖(Plato)認為美育教學

就是感情的陶冶，其在理想國的教育規劃中，體認到美感教育的重要性，使學

生能進而達到潛移默化；赫爾巴特(J. F. Herbart)認為美育教學是情緒陶冶或感

情陶冶，以美感的陶冶來完成人格教育，藉由美感的展現，進而確立對美感的

理解；亨帝希(M.V. Hentig)視美育教學為品味美感或習性陶冶，其認為美感教

育經由美感教材符號系統之理解，進而發展對世界的掌握能力（楊深坑，1988；

1989）；蔡元培則認為美育教學即是品味美感或習性陶冶，認為美感涵蓋美麗

與尊嚴，能藉由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李雄揮，1979；聞笛、水如，1989）。

而後者之取向，其代表學者哈柏特里德(Herbert Read)主張美育教學即是藉由

藝術的教育，認為要透過藝術由外而內來啟發兒童的美感（呂廷和，1975）；

馬登福(W. J. Madenfort)認為美育教學是透過藝術教育，美育教學的主要媒介

是藉著藝術作品，來促長美感（楊深坑，1989）。 

朱根杰（2008）提及人類的美感經驗會受到個人文化經驗及社會經驗影響，

個人對於美感的評價會與過往的經驗有關。所以在校園中提供的美感教育學習

極為重要。美感教育早期被認為「美感教育即藝術教育」，強調對所見之具體

經驗累積，為一種對日常生活環境與自然現象的想像與感知，現今，美感教育

的觀點已超越藝術教育的論點，其將焦點放在對於環境的感覺知能鑑賞，日常

的生活藝術，從美學的觀點看法去理解教育現象（李雅婷，2009）。由此可知，

美感教育從藝術延伸至對環境的認知鑑賞，透過累積與教學過程，而形成個人

對美的感知以及判斷，進而培養美的素養，對於校園而言，美感教育在於透過

教育歷程，培養學生潛在的美感能力，除了強調情意面向的學習之外，也應該

兼重知性與感性的陶冶，豐富學生的學習內涵。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際教育局（IBE）曾對美感教育進行跨

國研究分析，進而發現美感教育為全世界各國學校核心課程的一部份，且在中

小學教育中對於美感教育主題最為重視，另外於社經地位愈高的群體，會投入

愈多美感教育的時間（Amadio, Truong &Tschurenev, 2006；于承平，2013）。

由此可知，美感教育應從小即開始培養小孩對於美的品鑑能力與感受力，且各

國也將美感教育融入於課程，此為一種培養美感素養的基礎，能逐步深化美感

教育，進而擴及其他領域，跨域學習。另外不同家庭的社經背景高低亦會影響

小孩對於事物的品味能力，甚至造成不同社會階級的學習成就差距，使社會階

級的流動受到影響與阻礙，故美感教育的推動有其重要性。 

二、近期美感教育之計畫 

(一)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 

在教育部民國 102 年發布「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103

年至 107 年）」，對於師生影響有四項正面的結果，一為在師生的美感覺察、認

知、情意和行動皆有正面影響；二為參與計畫者有助於強化學習者美感課程及

體驗；三為偏鄉／特偏學生的美感影響高於非偏鄉區域學生；最後則為藝術相

關領域教師顯著高於非藝術相關領域。故經過第一期的效益與美感影響力，教

育部接著於民國 107 年發布「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108 年

至 112 年）」之計畫裡，說明美感教育之意涵為「美感教育」是培育美感素養

的實踐作為；美感素養即為運用生活美學的省思，來豐富美感體驗，進而培養

對美善的人、事、物，進行賞析、建構及分享的態度與能力。因此，美感教育

需引領學習者覺察美、探索美、感受美、認識美及實踐美，敏銳其身心靈多元

感知的學習方法、機會與環境（教育部，2018b）。 

在計畫之推動藍圖中，主要以「支持體系」、「課程與活動」、「人才培育」

以及「學習環境」為四大策略（圖 1），其中在「學習環境」策略中，又細分

成兩個具體行動：「設計校園生活美感實踐」、「學習情境美感生活地圖」，前者

運用策略聯盟的方式，結合學校特色、建構主題式「美感校園」學習社群，透

過設計與創新的力量，串連各種生活美感的學習資源，並鼓勵學校與專業設計

師合作，將美感的課程設計進一步轉化為行動，以設計思維翻轉教育、以設計

翻轉校園之創新實踐計畫；後者針對教室學習情境、學校所處社區，引進企業

資源、跨界思維與跨域實踐，帶動教師透過課程教學規劃與設計，以藝術美感

連結領域學習，師生共同建構具啟發性之美感學習情境，建構「美感生活地圖」

（教育部，2018b）。由此可以得知，美感教育可以由校園情境之設計來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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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美感教育第二期計畫推動藍圖：4 大推動策略，16 個具體行動方案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8b）。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

（108 年至 112 年）。 

(二)中等學校暨國小階段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 

此外，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近年也行政協調與支援縣市政府辦理

「中等學校暨國小階段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推動、深耕與輔

導跨領域美感課程，「跨領域美感課程」即指以藝術概念、美感元素與藝術資

源等，融合彙整其他學科之教學，來作為活化、輔助學科學習的媒介、資源與

策略（教育部，2016）。有關課程規劃有兩大面向：一為使用藝術媒介、藝術

資源等素材，並且應用藝術實作、藝術鑑賞等活動，藉以活化與輔助教學；二

為藉由學科單元與藝術領域交集所產生的知識結構或美感共通性等，來融合彙

整課程內容（如圖 2 所示）。 



 

 

 

圖 2 跨領域美感課程之定義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6）。中等學校暨國小階段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

發計畫。 

其計畫以多樣化方式發展課程方案的跨領域廣度，並增強各校教師設計與

規劃跨領域美感課程之能力，藉以活化各個學科之教學樣貌，將跨領域美感教

育擴及至各個教育學習階段的教學實務現場，也利用強化在地的支持系統，連

結地方師資培育大學所提供教學現場在地化的資源與輔導，來作為跨領域美感

課程的旗艦基地，並推薦指派教師代表參加教育部美感教育工作相關的教師國

外進修參訪活動，藉由教師的國際交流進修參訪，來體驗國外跨領域教育的觀

摩及美學巡禮，同步提升職前教師與在職教師跨域美感素養。除此之外，也進

一步結合各縣市機構、師資培育、教育現場與社區資源，共同辦理師生參與之

校外社區走讀之工作坊、國際學者講座等相關增能活動，使跨領域美感課程理

念，能深植於各教育學習階段（教育部，2016）。跨領域美感教育以 Art 代表

的藝術領域為核心，串連跨學科學習的設計理念，希望學生在跨領域美感課程

的推動與執行中，獲得更加全面且創新的學科及藝術學習歷程。 

在十二年國教中提倡的「核心素養」，強調一個人為適應現在生活以及面

對未來所應具備的認知、情意與技能，更加關注於學習與生活情境的結合，上

述美感教育的計畫，皆隨著十二年國教的推動，強調培養以人為本的「終身學

習者」，以「自發」、「互動」及「共好」為理念，並配合創新教育的趨勢而推

展與實施。 

參、校園環境教育（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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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之意義 

環境(environment)從不同觀點而言，定義也不盡相同，以下彙整不同學者

對於環境的界定： 

以國外學者而言，Zeisel(1981)則認為環境是人們生活、工作及遊戲的情

境，該情境具有實質的管理的及社會的特性；Evans、Evans 與 Schmid（1989）

以生態系統之觀點將環境分為生理環境、物質環境、心理環境三種類別，生理

環境包括健康和有機組織的因素；物質環境包括教室、桌子、紙張、溫度、採

光、功課表及其工作區等情境因素；心理環境包括情感、情緒、價值和期望等

因素。國內學者，林萬義（1986）定義環境實為個人所面臨的一切外在事情、

條件、狀態、境遇之總稱；張春興（1996）提及環境乃是指個體生命開始之後，

其生存空間中所有可能影響個體的一切因素。 

在環境面向，校園包含自然與人為的物理環境，前者包含學校的地理位置、

地形地貌、溫度、空氣及噪音等；後者則包含學校建築設計、景觀與空間規劃、

生活與學習設施的安排等。而自然與人為環境兩者所形成的條件，像是光線、

噪音、空氣品質與美學條件等，皆會影響學校成員的感知與滿意程度及行為等

（Strange, 1996；黃玉，2003）。所以校園環境如何因地制宜利用現有的自然

環境規劃合適的人為環境，始能讓校園整體呈現出生氣蓬勃的樣貌，是身為教

育的場所所需思量與注重的。 

綜上，可以得知環境是個人在生活中所存在的空間，其空間影響個體的一

切特性。 

二、環境教育（境教）之意涵 

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是以達到改善環境為目標的教育過程

（周儒，1993）。Gifford(1997)對學習情境「人─環境」關係的架構指出學生的

個人特性和學習環境的物理特性以及社會組織氣氛產生交互作用，進而使學習

態度、學習行為等的形成。學校的校園環境，一方面是培養學生知識的地方，

另一方面也是他們要遊玩、嬉戲、談心的地方，對孩子的影響力很深遠。學校

環境的好壞程度影響學生的行為表現，即所謂「境教」的功能。一所學校的外

在環境，反映出那所學校校長和老師的人格的特徵，間接又會影響學生的行為

及學習效果（林清江，1988）。學校環境包含硬體設備，如：校舍、校園、運

動場及其附屬設施；軟體方面包括，校園美化綠化、造形、色彩、動線、裝飾

等各方面尋求空間上與時間上的連貫性，才能使學校產生渾然一體的完美意境

（李艷齡，2011）。 

在校園環境的物理模式中主要著眼於環境的自然條件、硬體與空間設施等

對人可能產生的影響，其所發揮的教育功能類似平常所說的「境教」（黃玉，

2003）。在環境的元素中，高翠霞（2011）提及包含美學的觀念、開放的理念、



 

 

教育的學理、生態（環境永續）的觀念以及安全（健康）的觀念，其中在美學

的觀念中，像是色彩的運用、造型設計及環境的調合，此為影響深遠卻不易呈

現之環境元素。湯志民與廖文靜（2001）提及學校建築環境是人為建構的潛隱

性文化教育空間，也是重要的都市景觀與公共藝術品，所建構的「境教」環境

益顯重要。對於學生處在的校園，如何配合教育理念或教學設計，對相關設施

進行功能改變、空間重組來打造合適的學習需求是重要的課題（高翠霞，

2011）。 

綜上所述，校園環境教育係藉由改善整體學習環境的過程，透過「境教」

的功能，進一步影響學生的學習，而在改善環境過程也應與校園設施連貫，以

符合適切性，始能落實「境教」之內涵。 

肆、校園設施之美感教育與境教 

一、校園設施之意涵 

校園(campus)是指校舍和設施所形成的學校景觀，包含校舍、校園、運動

場及其附屬設施（湯志民，2007；2014）。學校建築中有許多附屬於校舍、校

園或運動場的建築與設備，其目的在輔助或促進學校建築主體發揮最大功能，

可分為「附屬建築」與「附屬設備」兩類，前者包含校門、圍牆、傳達室、走

廊、川堂、樓梯、司令臺等；後者包含課桌椅、公佈欄、圖書設備、消防設備

等（湯志民，2013）。學校設施(school facilities)是為達成教育目標而設立的教

學建築與設備，包括校舍(schoolhouse)、庭園(schoolyard)、運動場(field)及其

附屬設施(facility)。 

學校設施興建的系統化流程，依序為計畫(plan)、規劃(planning)、設計

(design)、施工(construction)和營運(management)五階段；在「規劃」與「設計」

階段應注意整體性、教育性、舒適性、安全性、經濟性、創造性、前瞻性等原

則；「營運」階段著重校園營造，從簡單的專人管理和定期維護，提升至強調

行政管理、課程設計、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社區使用與學校空間營運模式作

一結合，並且強化「用後評估」(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POE)」，以發揮校

園的教育與境教功能（湯志民，2006）。是故，本研究所指的校園設施包含附

屬建築與附屬設備。 

二、校園設施結合美感教育之應用及其境教之落實 

教育部從民國 105 年起，嘗試在小型校園中將「美感」與教育結合，透過

充滿知性、人文的空間美學，在校園中落實「境教」的精神，也藉由空間中美

感的漣漪，無形中潛移默化學子們對美的感受力（教育部電子報，2018）。教

育部依據「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二期五年計畫（108 年至 112 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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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計校園生活美感實踐計畫，以「學美．美學」為主軸，串連各種生活美感

的學習資源，藉由計畫徵選之方式，使校園可以透過改造學習環境之方式，培

養師生美學認知與習慣。 

在校園創意設計上，湯志民（2007）提及校園創意設計之原則有六項：求

新、求變、求精、求進、求絕、求妙，「求新」在講求樣式新穎，能使建築呈

現新樣貌；「求變」指功能改變，能多元使用、使空間活化；「求精」係指品質

提升，讓建築或設施呈現精益求精之效；「求進」講求內容增加，讓校園設施

具文化教育意涵與輔助教學之教具、教材功能；「求絕」指本質逆轉，讓廢物

利用，給予不同的存在價值；「求妙」則為絕處逢生，讓現有設施能增添意想

不到的功能。在校園創意設計上往往能增添學生美感素養，藉由上述六項原則

的設計使校園設施呈現出教學情境，在這樣的環境營造下，則具有「境教」作

用。 

在校園文化藝術環境中，湯志民、廖文靜（2001）談及校園是教育情境以

「教育」為核心，文化傳承精神以「生活」為內涵，藝術呈現涵養以「美感」

為表徵。故在校園文化藝術環境建構中應以「教育」、「生活」以及「美感」當

作核心，如圖 3 所示，彼此相互依存與融合，形塑出校園的風格，此亦為校園

美感教育之呈現。 

 

圖 3 校園文化藝術環境之要素 

資料來源：湯志民、廖文靜（2001）。校園文化藝術環境的規劃。 

在《校園規劃新論》書中，其章節有談及校園建築美學之具體做法，藉由

運用美感佈置校園情境，增加文化氣息，並創造潛移默化的美感意境（湯志民，



 

 

2010；2014），在其具體作法中有提及「美化校園情境」與「增添校園色彩」，

其中，「美化校園情境」係指師生能善用藝能作品佈置教育情境，如在川堂、

廊道、樓梯間等，達美感與情境教育之成效。而在「增添校園色彩」則提及色

彩的運用可以增添校園的活力，益增校園美感（湯志民、廖文靜，2014）。以

下列舉幾所國小之校園美感設計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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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臺中市惠來國小與西屯國小運用走廊天花板與廊柱設計不同色彩 

圖 5臺中市西屯國小校門口前地板與校園內水管彩繪增添校園色彩 

在消防栓上漆上不同色彩

形成機器人樣貌 

善用學生藝能作品佈置紗窗門 

圖 6臺中市上石國小增添校園色彩實例 



 

 

在校園中透過「美化校園情境」與「增添校園色彩」等方式能使師生更容

易於生活中潛移默化獲得美感經驗，並能從經驗中學習到美感、藝術以外的蘊

意，如上述惠來國小運用川堂上方的天花板呈現學校校慶 LOGO 徵選的參選

作品，巧妙運用廊柱將不同參選作品呈現出來，學生經過川堂一方面可感受到

作品被肯定，另一方面也能使學校的價值感體現，也將校園川堂增添藝術美感；

而西屯國小在天花板廊柱彩繪不同色彩，每個廊柱本身為國內外教育學家的勵

志小語，學生經過一方面體驗到美感，另一方面也達到陶冶心靈與學習的效果；

再者，如上石國小在消防栓上彩繪成機器人造型，能使學生對於消防栓之位置

更加有印象；而口湖國小則在牆面上彩繪海洋畫風，並將海洋魚類的名稱用中

英文標示，樓梯轉彎處用木板裝飾出海的意象，並於木板上填上不同英文單字，

不僅增添學校角落的藝術美感，也在視覺停留之餘，促進學生對於英語的敏感

與興趣。 

校園的情境在整體意象呈現人文性的風格，將學校視為文化環境，由於學

校為傳遞與發揚教育文化之場所，故在川堂、樓梯間可以利用學生藝術作品呈

圖 7臺中市上石國小川堂設計星空學習情境 

圖 8 雲林縣口湖國小牆面彩繪與樓梯間藝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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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不同文化氣息。美感教育為培養美感經驗以及重視在日常生活實踐與應用美

感的教育，在我國教育法令上，《國民教育法》第一條即明示國民教育依《中

華民國憲法》第 158 條規定，以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

國民為宗旨。美感教育提供學習者能察覺美、探索美、感受美、認識美及實踐

美，因此美感教育不能脫離學生的生活經驗，應廣泛分布於正式課程與非正式

課程之中（廖婉雯、鄧瓊慧、陳健文，2018；教育部，2013），如圖 9 所示，

學校為教育的場所，在不同的設施上如走廊、川堂、公佈欄等設施運用一些設

計與佈置，能使美的素養提升，並達到「境教」的之學習目的。 

 

圖 9 美感教育與藝術教育的關係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3）。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一期五年計畫（103 年至

107 年）。 

 藝術校園的規劃與實施，湯志民（2007）指出其指標有「設置藝術的學校

環境設施」、「營造校園的美感教育情境」以及「發展參與的藝術文化活動」三

個指標。「設置藝術的學校環境設施」指學校環境應設置藝術設施與作品，包

含公共藝術，藉以美化校園；「營造校園的美感教育情境」指校舍與校園環境

應運用美感布置教育情境，達到潛移默化之效果；「發展參與的藝術文化活動」

則指校園的文化藝術相關活動，應注重師生的共同參與性，來增進藝術與文化

的創造、趣味以及價值。其中「營造校園的美感教育情境」這個指標更是可以

看出美感教育在校園規畫與設計當中的重要性，進而達到境教的效果。從上述

可以得知，校園設施的藝術規畫應為必要之舉，在三大指標的設計與考量下，

能著實讓校園藝術豐富師生與走訪校園的人們的生活，並充實心靈。 

 游美雯、黃介朋與楊忠斌（2019）提及學校建築是能夠與美學對話的，在

考量建築功能與需要，以美學的觀點來規畫學校建築，以人為本質，在盡力滿

足學校教育的需求下，掌握美學「協調」的原則，去營造學校建築美學的規律；



 

 

此外，學校建築亦能與環境做結合，以生態經營的觀點營造學校景觀，造就具

特色與美感的校園環境，進一步潛移默化提升學生的美感教育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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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美感教育在現行教育生態有愈來愈受重視，美感教育與教學、學生生活學

習、校園文化水準之提升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然透過政策上的推動無法真正使

美感教育落實於生活，唯須透過課程、師資、行政支持、學校理念等的配合與

認同，方能實踐美感教育，落實於生活環境中，達到「境教」的功能。校園是

一項藝術作品（a work of art）(Gaines, 1991)。學生透過在校園中學習到美的

素養，以及運用素養能力鑑賞事物品質的差異，此即為美感教育重要之原因。 

傳統的教育觀念偏向於在學科專業能力上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相對

而言在校園美感營造上較少受到關注，在校園美感的敏感度不高的情況下，可

能對於相關美感校園設計的計畫與活動較少積極參與，在現今教育環境逐漸提

倡校園結合美感教育的趨勢下，勢必要喚起學校師生在校園美化的重視及認同，

故在學校推動美感教育的過程中，校長的領導與學校願景的策劃，應結合行政

與教學端，透過跨處室的合作與跨領域的聯繫，共同建立行政人員、教師、學

生、家長與社區的願景共識，始能落實校園中的美感教育，甚至讓學校環境的

營造，融入於課程教學中，達到「境教」的目的與理想。 

美感教育在 21 世紀下已逐漸顯現出其價值，美感教育能透過校園設施呈

現蘊育，進一步涵養學生的性情、陶冶興致，並培養學生細膩的美感覺察力。

一個積極有效的校園規畫有助於促進學生各方面的成長與發展，未來如何在教

育領域生態中，超越語言、文化、種族的隔閡，落實環境設計與校園美感的教

育，提升「境教」之學習，是值得好好省思與規劃的課題。 

二、建議 

由於傳統教育注重升學主義導向，校園通常較偏向於教學活動與學科能力

的學習，對於美感教育的重視相較之下明顯低弱，加上許多校園可能面臨經費

設備不足、行政人力短缺等問題導致在校園環境維護上窒礙難行，也使得美感

教育、美化校園不受到關心，進而忽略學校環境在學習營造與學習氛圍上的影

響與重要程度，以下提出兩項可促進校園美感、美化環境之建議： 

(一)藉由校園美感之營造提升校園整體規劃 

當校園師生埋首於教與學的升學主義壓力下，可能導致學校環境疏於定期

管理規劃，師生對於校園美感營造無感，然而，校園環境若能提升其美感相對

能進一步提升學生學習，透過適當的校園色彩計畫，可使學校環境更加活潑彈

性，也能改善空間辨識引導效果，如此能更加促進師生、社區等對於學校的認

同感。 



 

 

(二)透過爭取相關校園美感設計之計畫更新校園設施 

校園可能礙於維護經費編列不足，無法進行設施更新與修繕，使學校可能

呈現破舊、安全問題，在美感教育愈加提倡的情況下，可以透過一些競爭型計

畫去爭取更新改造校園，如 108 年度教育部有推行「《學美‧美學》設計校園生

活美感實踐計畫徵選辦法」，可以藉由改造校園中的相關物件或活動/行為，使

校園環境具美感，也進一步將校園中老舊設施汰換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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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榮與共融的潛在課程－校園遊憩設施創新之案例分析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研究生謝宛芹 

摘要 

本文透過不同學校遊戲場的觀察與相關文獻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前言以遊

戲對兒童的重要性之角度切入，再進行對學校遊戲場的進一步探討。首先說明

兒童為何需要遊戲，並聚焦國內兩所學校的特色遊戲場（彰化市民生國小、台

北市潭美國小）為例，藉由實地半結構性的訪談方式，蒐集相關資訊，除了分

析學校遊戲場的設計，呼應規劃原則外，更進一步強調特色發展與共融理念之

落實，探討遊戲場的設置與促進學習和課程發展的結合，最後進行問題省思與

探析。除了應重視學校遊戲場的規劃與設置外，遊戲場更是學校重要的潛在課

程之關鍵場域，遊戲能夠幫助學生促進學習經驗、與他人互動之模式，更能提

供多元的發展，並能夠透過遊戲場產生與學校的連結、負責任之態度，以及同

理心的發展，遊戲場為兒童練習與實踐人際互動的重要場域，透過探索與互動

的機會，進一步增加感官的啟發與統合，其相關規畫也應具備文化性、人文性、

生態互動性、參與性，以及教育性之不同要素，使富含共榮與共融特質之遊戲

場得以遍地開花，給予學生充足、周延的遊戲空間與發展刺激，學校遊戲場亦

發揮其設置與存在之多元價值，特色遊戲場使學習有更多的延伸，創造了更多

共榮的機會，而共融式遊戲場則是溫暖的互動平台，提供了孩子們得以共融、

平等的契機。 

 

關鍵字：潛在課程、教育設施、學校遊戲場、共融式遊戲場 

壹、緒論 

「遊戲」能協助兒童領會學習之道，而且遊戲影響了兒童所有的發展層面，

包含語言的、認知的、社會的、文化的，以及身體技能之能力；兒童會透過遊

戲發現他們的世界，並透過互動與其同儕關係有更進一步的接觸

（Monroe,1985）。學者 Moore, Goltsman 及 Iacofano 亦主張「遊戲是兒童的學

習方式，遊戲也是兒童的學習歷程。」而學校的遊戲場，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遊戲場的類型與器材設施會影響遊戲經驗與品質，對上述之成長與發展至為重

要（引自湯志民，2002）。在校園空間的規劃當中，學校遊戲場多半不太被重

視，甚而被忽略的問題一直存在，在湯志民(2002)即論及國內、外皆有忽視學

校遊戲場的重要性之問題，說明大多數的學校行政人員仍未了解到遊戲在兒童

發展中的動態力量（the dynamic power）之影響，遊戲場域之設計應被重視；



 

 

甚至國外學者更直接指責，學校主事者多半完成了學校建築，卻完全忘了遊戲

場。 

國內學校遊戲場與公園遊戲場的發展脈絡與革新之契機則是因發生過多兒

童安全意外事件，中央政府因此修訂「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國家標準（CNS 

12642），使得地方縣、市政府據此對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遊具，多以拆除改

以塑膠材質的組合遊具取代，保障兒童在使用遊具設施時，免於重大生命意外，

然而僵化採用此標準，缺乏設計感、單調無趣的「罐頭遊具」即大量建置，在

近幾年因安全規範的全面檢查，公部門依據報告結果更是直接拆除不合規範的

遊具設施，引起了眾多民間團體的反彈與省思，因長期單調的罐頭遊具已剝奪

了公共空間遊憩設施的刺激與樂趣，而直接拆除了幾項別具傳統特色的遊具，

更是直接引起了反彈與抨擊的聲浪，使得遊憩設施功能弱化之危機，轉變成為

遊戲場革新、創新，以及開始被重視的契機！ 

一、研究目的 

(一)了解學校遊戲場的法令規範與發展現況。 

(二)調查與比較現況學校的遊戲場之規劃原則。 

(三)比較與分析兩個較為創新的學校遊戲場之案例，以利作為他校在規劃相關

決策時之參考。 

二、待答問題 

(一)學校遊戲場的法令規範與現況發展為何？ 

(二)現況學校的遊戲場對應之規劃原則有哪些？ 

(三)兩個較為創新的學校遊戲場有哪些差異與問題可提供給他校做為未來規劃

時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學校遊戲場之法令規範： 

（一）《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為維護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

防止兒童傷害事件發生，內政部(改制前兒童局)於 2003年 4月 9日訂定

《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嗣因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兒

少業務改隸衛生福利部，該部 2017年 1月 25日全文修正，並修正名稱為

《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全文共 14點。 

（二）CNS12642、CNS12643國家標準及《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對於兒童遊戲場相關設備訂定 2項國家標準： 

分別為《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CNS12642)國家標準與《遊戲場舖面材料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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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吸收性能試驗法》(CNS12643)國家標準。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

《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中，訂有第 11481章「兒童遊戲設施」專章規定，

說明公共工程於進行兒童遊戲設施工程之材料、施工、設備安裝等工作時，

應遵循之規範。 

二、學校本位課程的落實與特色學校的發展趨勢： 

學校遊戲場與公共(園)遊戲場有很大的不同，在於其非單獨存在，應考量

學生的年齡分布、上下課時間，並配合學校的校舍建築、校園和其他運動設施

作統整性的規畫，使其功能得以發揮（湯志民，2002）。當學校遊戲場具備連

貫性與統整性(unification)，遊戲場之主題能符應學校的特色與文化的發展，必

能潛移默化的影響遊戲於其中的學童，因此，統整性的落實可從區域分配、場

地統整、器材連結及動線設計來構思，使其更能透過遊戲豐富學習歷程，使遊

戲活化於學習當中。 

學校特色發展就是反映學校內、外在的條件優勢，持續發展出具有獨特性、

優越性的教育環境與教育表現之歷程，不僅可以提高學生學習效果，也可以建

立學校品牌、協助學校行銷，做到延續學校歷史、創造學校歷史的使命(林天

祐，2009)。因此，遊戲場的設計若能連結學校特色的元素，不僅僅具有統整

性，更能將其連貫性的效益影響至學生的學習效能與品質上，且影響的面向更

具有多元性。 

三、學校遊戲場之七大規劃原則（湯志民，2002）： 

(一)統整性(unification)： 

遊戲場的設計與規劃應納入與學校的連結，使其能具有整體性的設計。 

(二)發展性(development)： 

應考量與符合不同使用者的發展需求，各階段的成長與發展都有其不同的

需求，亦能提供不同層面的需求，如做決定的需求、肢體力量發展的需求、社

會互動的需求等。 

(三)多樣性(variation)： 

多樣化的設計不僅僅為提供多元刺激，更能增進對於環境適應的學習潛能。 

(四)挑戰性(challenge)： 

透過此原則之設計，能考驗與刺激兒童的動作協調、平衡能力、柔韌性和

持久力的發展。 

(五)創造性(creativity)： 



 

 

一個富有創造性的遊戲空間，更能激發孩童的想像力和創造的本能；該設

計原則亦說明當前罐頭遊具最大的缺失。 

(六)近便性(accessibility)： 

遊戲場是兒童的天地，應讓所有兒童( 含殘障兒童)皆有易近(臨近)、易達

(動線)、易用(方便) 的便利性，且無障礙環境的觀念亦應延伸至遊戲設施。 

(七)安全性(safety)： 

一個良好遊戲場最重要的特徵是它的安全(safety)，安全始於遊戲空間的

設計，以及包含後續的管理檢修與維護。 

四、特色遊戲場(featured play grounds)與共融式遊戲場(inclusive 

playgrounds)： 

林志慎（2018）指出共融式遊戲場(inclusive playgrounds)的設計目的是，

提供所有兒童可以一同玩樂、遊戲、發展能力的遊樂場，而這裡指的兒童包括

一般兒童及具特殊需求之兒童（例如：自閉症、心智障礙、肢體障礙、視覺或

聽覺障礙者等），意即此遊戲場是能提供身心障礙兒童、一般兒童，甚至是老

人家等，皆能使用與共同遊戲的環境，包括無障礙環境、適合不同障別，且寬

敞、安全、有趣，以及舒適，不同遊具之間更是具有多元刺激、互動性等特色。 

因相關法令之修正與規範，以及社會大眾的需求和推進，使校園當中的遊

戲場，開起了創新的轉變與實踐，在教育現場的教育工作者也開始更加重視這

些非正式場域的建置與延伸效益，且願意投入心力研究與考察相關領域的發展，

並承擔責任，著手規劃出與校本發展相關之理念，以及符合設計原則的學校遊

戲場，致力於投入任何可以增進學生學習效能的事務，在學校的發展當中，更

周延的強化了校園的學習空間，成為更具效用的學習場域。 

近年來的發展已從學校多元特色的元素，慢慢能再進一步落實無障礙環境

的共融式設計，學校遊戲場的發展趨勢也成為越來越富有互動與共好的學習空

間，讓學習模式與內涵都能更為深化和多元，不再侷限於教室裡。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使用實地訪查，以及採訪承辦學校遊戲場相關工程之負責人，在校

園中直接拍攝、搜集相關資料與影像，再進行後續的整理記錄。 

二、研究實施： 

（一）蒐集與篩選樣本，確認受訪者為承辦工程業務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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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行實地訪查與拍攝。 

（三）採訪後整理文字記錄，再與受訪者進行文稿訊息的確認，以及徵得受訪

者的同意，使用工程前、後之圖像紀錄。 

（四）分析與探討研究結果。 

三、研究對象： 

本文藉由參訪 7 所學校的遊戲場之觀察，以及透過與其中 2 所進行半結構

性的實地訪談，分述其中所富含的價值，不僅提供值得仿效之處，給予有相關

需求的校務工作者之經驗參考，也在文末整理出值得省思與討論的教育現場之

問題。 

肆、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特色遊戲場－鳳凰樹下的特色遊樂場（彰化市民生國小） 

(一)遊戲場改建的契機： 

在地方縣政府之競爭型計畫的角逐中，因結合老校樹（鳳凰木）的保存為

由，成為脫穎而出的特色亮點，老校樹鳳凰木在原遊戲場的場域中，已被樹醫

診斷為因侷限空間導致的病態問題（見圖 4-1、4-2），只要將侷限空間的條件

改善，能根除主要枝幹的病態惡化，學校也因此獲得足夠的補助額度進行遊戲

場之重新規劃，而在設計與規劃的過程中，學校邀請在學的學生一同參與，運

用半結構式的問卷，採集學生的聲音與想像，在有限定的範圍條件下，可以描

繪出自己想像中的遊戲場，以及進行喜愛度的排名。所以學校蒐集了學生想保

留哪些遊憩設施的內容與意見，也因計畫補助要符合層層關卡與程序，所以合

作的廠商有一定程度的品質保證，亦保持良好的溝通關係與後續維護之服務，

因此學校遊戲場的改建才能如此一次到位，成為彰化縣第一座特色遊戲場落成。 

  

圖 4-1：老校樹鳳凰木（施工前） 圖 4-2：老校樹鳳凰木（施工後） 

資料來源：彰化民生國小謝國明主任提供 



 

 

(二)新學校遊戲場的特色： 

具有「生態互動性」、「教育性」，以及「共同參與性」之三大特性，運用

回饋單／問卷的方式，充分的使校園中的學生一同經歷遊戲場的設計過程，也

讓所有學校成員共同期待著新遊戲場的開張，而學校與老校樹的連結，讓學生

在學習的歷程中，經歷到學校生態環境的部分變動，可以成為改變老校樹從疾

病到痊癒的一個關鍵原因，且成為遊戲場中持續陪伴他們的重要角色，此遊戲

場的主要遮蔽即為此老校樹的枝幹，而以下分別說明符應學校遊戲場設計原則

的改變： 

1.安全性(safety)： 

將原主要為「方格－橡膠地墊」的鋪面改成「沙地」(見圖 4-3)與「無縫

式地墊」(見圖 4-4)，從而改善了因長期曝曬或潮濕導致的部分剝離與易打滑

之問題，而將學生喜愛度高的攀爬架，保留設置於沙地上(見圖 4-3)，亦符合

遊戲場設備使用區域鋪面材料之衝擊吸收性能試驗的標準；而無縫式地墊上的

單槓也因為符合安全的墜落高度與衝擊力之標準，降低了原設計的部分高度

(見圖 4-4)，雖然原設計為考量不同年齡學童的發展需求，但在具挑戰性與安

全性上，還是以安全為要；另外，學童票選高喜愛度的搖搖馬，都將彈簧搖動

設備進行了包覆(見圖 4-5、4-6)，學生也在新遊戲場開放時，感受到更為安全

與堅固的遊樂設施，最後則是安全間距的考量，使得遊具設施設置有限，雖然

鞦韆為第一高票，但為保留原喜愛度也高的攀爬架，以及考量空間範圍的侷限，

做了幾項遊具設施的取捨。 

  

圖 4-3：鋪面：沙地 圖 4-4：鋪面：無縫式地墊 

  

圖 4-5：彈簧搖動設備－搖搖馬 圖 4-6：彈簧搖動設備－蹺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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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彰化民生國小謝國明主任提供  

2.近便性(accessibility)： 

在遊戲場中別具特色的還有兩座半層樓高的廊道溜滑梯，連結一樓走廊與

遊戲場(見圖 4-7)，亦即不同以往、以及不同於其他遊戲場之處則是其近便性，

連結學生上、下課的距離與界線好似突破了我們的既定印象，更富有樂趣的是

透過溜滑梯來串連，隱藏的喻意好似告訴學生們學習的環境無所不在，更沒有

什麼界線，學校遊戲場只是沒了圍牆的教室、任由你自由活動的場域罷了。其

設置不僅體現了近便性的精神，更讓學校遊戲場自然而然、融洽的成為校園學

習空間美好的一個延伸。 

  

圖 4-7：廊道溜滑梯 

資料來源：彰化民生國小謝國明主任提供 

3.挑戰性(challenge)： 

因遊戲場的鋪面有一半為沙地，給予學童最大的改變與回饋即是遊玩於沙

地上需隨時保時協調性與平衡能力，對於都市的學童來說，不僅是能在短短的

下課時間有機會產生不同的刺激外，與同儕的互動方式能開始有諸多變化更是

一大吸引力，而在沙地上保留的攀爬架即為原具挑戰性的設施(見圖 4-8、4-9)，

雖無法像鞦韆或蹺蹺板製造暈眩感，但其高度、使用的方式、位置等，都使該

區域成為笑聲最響亮的密集區域，其具有的刺激性則不言而喻。 



 

 

 

 

圖 4-8：攀爬架（沙地） 圖 4-9：攀爬架（沙地） 

資料來源：彰化民生國小謝國明主任拍攝 

4.具教育性的創造性(creativity)： 

在遊戲場當中，對在校學生來說一致希望保留的即是原有的大象溜滑梯，

對民生國小的師生來說已是學校遊戲場中重要的代表遊具，只是改建前的滑梯

設施已為加工過的白鐵材質(見圖 4-10、4-11)，負責相關改建規劃的師長也透

過此次機會進一步完善這別具意義的代表遊具，將其改回原磨石子的滑梯(見

圖 4-13)。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使大象溜滑梯穿上新衣的原規劃設計為透

過開放全校學生進行繪畫比賽徵稿的活動，使學生能更進一步的參與其中；值

得討論的即是在最後的校務會議決議中，選定大藝術家－蒙德里安的代表圖像，

使具象徵意義的大象溜滑梯最後穿上了別具藝術氣息的新衣裳(見圖 4-12、4-

13)。過程中各方代表都有其不同的立意，學校遊戲場的重建也成為了重要的

溝通、交流之機會，歷程與結果不僅改善了學生遊憩與延伸學習的環境，也成

為促進學校行政團隊得以進一步交流的機會。 

 

 

圖 4-10：大象溜滑梯 圖 4-11：白鐵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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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加入繽紛色彩（蒙里德安） 圖 4-13：改回最初：磨石子滑梯 

資料來源：彰化民生國小謝國明主任提供 

（三）管理與維護問題： 

因沙地為主要鋪面，除了維持沙地的軟硬度之安全性外，學生也有容易把

細沙四處滯留的兩大問題，故在後續維護與使用的問題上，民生國小的做法也

值得提供參考，在沙地的四周放置緩衝區濾沙墊，也要能在累積至一定沙量後

能方便置回於沙地中，以及呼籲跟教育使用的學生在開心遊玩之後，共同維護

的重要性，在離開遊戲場前整理好自己，不匆促、不莽撞；更不要把難得擁有

的沙地，因為平時的恣意使用而加速耗損，學習對自己負責、對所處的環境負

責，把珍惜與感恩的精神落實於平時的行為當中；而總務處更有進一步的規劃，

希望能於學期之間偶爾辦理一些關鍵性、具意義的活動，讓學生能藉由體驗翻

土的機會，而能同理平日維護工作的辛勞，也會讓相關的學習效益延伸至平時

在使用遊戲場時，更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二、共融式遊戲場－海洋世界遊樂場（台北市潭美國小） 

（一）建置學校遊戲場的契機： 

因遇上遷校的工程，負責相關事務的校務團隊在規劃時不僅廣納各方意見，

投入心力研究與考察現行的發展趨勢，也將學校的特教學生之需求納入考量，

具統整觀的讓學校的空間規劃有了整體性的分配與設計，讓校地空間得以有最

適的運用，使學生享有到處都是學習機會的校園環境，並且在遊戲場與學校的

融合之規劃別具用心。 

 

（二）遊戲場的特色： 

保留了原學校特色之主題性與文化性，且在諸多遊戲場空間的設計富含教

育性，如原校地的遊戲場有一座師生共同認定具有代表性的貝殼溜滑梯，在規

劃新遊戲場時，藉由主題的設定讓相關精神保留外，直接以海洋世界為主打，

將具代表意義的貝殼溜滑梯進一步成為遊戲場的核心，從螺貝變成扇貝，讓共



 

 

享的精神意涵潛移默化的影響嬉戲其中的學生等，以下更進一步的依據遊戲場

之七大規畫原則（湯志民，2002）說明潭美國小有關學生學習的設計與其效益： 

1.統整性(unification)： 

不僅保留原校地精神代表的貝殼溜滑梯(見圖 4-15)，更讓遊戲場擁有一個

明確的主題，融合與保留學校的重要文化，讓在遊戲場中的各個設施互相呼應，

如「行善號」就是海洋世界裡的一艘海盜船(見圖 4-16)，而名稱則是呼應學校

地址的路名選定，更結合學校品德教育發展的主軸核心，讓學生身在遊戲場，

心於品德薰陶的校園環境中徜徉；而不同區域的遊憩設施亦帶給學生不同的發

展，這也是透過規畫設計時的巧思，具有統整意義的分區分域(見圖 4-14)。 

  

圖 4-14：遊戲場俯瞰觀 圖 4-15：貝殼（扇貝）溜滑梯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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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行善號 圖 4-17：無縫式地墊的插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2.發展性(development)： 

透過選定遊具與設施改良，讓不同年齡層、不同族群的學生都可以在其中

同樂、共享，度過最歡樂的下課時光，甚至藉由不同的滑梯高度與刺激度使挑

戰能夠有進階的發展；攀爬架的設置亦有不同的高度與難易度，除了符合此階

段學童之高度，更有其細致的設置讓攀爬的方向具多元的向度，進行不同的刺

激(見圖 4-19)；而鞦韆的設置更是讓學生在團體環境中，學習同理他人與練習

做決定之機會(見圖 4-25)，其他不同的遊具之設置，都提供給學生社會發展與

互動的機會。 

  

圖 4-18：不同的滑梯高度 圖 4-19：攀爬架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3.多樣性(variation)： 

此海洋世界的遊具設施多元，提供多樣的形式與結構，甚而透過地墊的設

計也增添不少在色彩上的變化(見圖 4-17)，提供了許多不同的遊戲活動之環境

(見圖 4-20、4-21、4-22、4-24)，才能吸引學生，引導遊戲的展開，進而給予

興趣的選擇及鼓勵探索，如此之多樣化更可增進對於環境的適應能力與學習潛

能。 

  

圖 4-20：旋轉杯 圖 4-21：龍舟遙遙小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4-22、4-23：鱷魚橋(適用高年級) 圖 4-24：三角攀爬架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4.挑戰性(challenge)： 

行善號的主滑梯之高度即是具有挑戰性的改良之設計(見圖 4-18)，遊具的

設計本應在安全的條件下，提供給學童適量、適切的冒險與刺激感；而透過多

樣的遊具可以提供協調的挑戰、平衡的挑戰，更能提供持久力之挑戰，都是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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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發展與學習的良好設計；在具有挑戰性的範圍中，能夠製造暈眩感的遊具設

施，如：鞦韆、蹺蹺板，或繩索平衡類的遊具，在這個海洋世界中都可以找得

到(見圖 4-25、4-21、4-24)。 

  

圖 4-25：鞦韆 圖 4-26：鞦韆(安全扣座椅)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5.創造性(creativity)： 

對於學校遊戲場來說，這個海洋世界就是獨一無二的遊戲場，且對於在學

學生來說，求學時的經歷是他們難忘的經驗，在學童的經驗中，在學校遊戲場

獲得的刺激與互動之學習，都是每個孩子心中深刻的成長歷程；在遊戲場發生

的趣事與放聲大笑的原因，也都來自他們發展歷程中獨一無二的回憶。 

6.近便性(accessibility)： 

此遊戲場所處的位置就是校舍之間的空間，在近便性的層面不只對一般學

生來說很便利，其可及性亦利於該校的特教學生，且遊具設施的設計能提供輪

椅的進出與迴轉，部分設置的附加器具亦貼心的為所有孩童進行視平線的高度

之調整和規劃(見圖 4-27、4-28、4-29、4-30)。 

  



 

 

圖 4-27：行善號入口（斜度） 圖 4-28：悅耳的牆上琴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4-29：刺激力量的下錨器 圖 4-30：幼兒園遊戲場的無障礙坡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7.安全性(safety)： 

除了完整的安全間距之考量，還融合設置軟性緩衝的屏障，因鞦韆所處之

位置的前、後要保留一定範圍之距離，藉由章魚傳聲筒的設置，阻隔與緩衝了

學童直接從廊道衝刺進入遊戲場的機會，成為了別具巧思的設計，模糊了遊戲

空間與校園的明確界線，也營造了一種環境貼心的無聲提醒(見圖 4-31、4-32)；

而在安全性中也富具代表的是鋪面的設計，此海洋世界的主要鋪面為無縫式地

墊(見圖 4-17)，完整的避免了因開放空間可能會經歷之長期曝曬、雨淋後的問

題，無縫式地墊不會產生一般橡膠地墊的打滑或突起之安全疑慮問題；而在攀

爬架下的地墊都為雙層人工草皮(見圖 4-33、4-34)，除了安全的符合遊戲場設

備使用區域鋪面材料之衝擊吸收性能試驗的標準，也因融洽的使人工草皮與天

然草地結合，使學童更能於其中放心的釋放攀爬、冒險的天性，刺激其肌肉力

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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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章魚傳聲筒 圖 4-32：無縫式地墊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圖 4-33：人工草皮 圖 4-34：人工草皮與天然草皮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三）管理與維護問題： 

因其近便性與吸引力，且亦考量安全問題，以致產生要分流不同年級的使

用時間，雖然是一個良好的互動平台，但若沒有適當、適切的管理與使用規範，

也會使原本的美意產生變質。而在設施上的維護與需求問題，也在遊戲場開放

後陸陸續續發現，學童大量、頻繁使用的地方要進行堅固度的強化，如行善號

的入口處等，不過在與一般遊戲場的使用年限之比較上，當然是較為堅固的，

在選定遊具設施及檢核品質上也經過一番苦心與研究，會在其後續的使用與維

護過程中體現，雖其價格較為高價，但在其延伸價值與精神可謂具有無價的效

益。 

伍、結論與建議 



 

 

在遊戲場裡學習教室學不到的東西，學校的室外環境是潛在的教育空間；

校園遊戲場的每個環節之設計亦成為獨一無二的潛在課程，遊戲場空間所提供

給學童的刺激與發展更是多元向度的開展、與他人之互動、歷程中的抉擇與取

捨、同理心的培養與發展，都在於每個嬉戲的時刻中進行，諸多的互動、糾紛

都在此處發生，更多深刻的友誼、情誼也在此地深根。在遊戲空間的激盪不僅

於認知層面的刺激，更多的是學童對於與自然環境的探索、與他人的關係、對

自己的認識之成長。 

學校要能善用學校遊戲場為媒介，使學生的學習無所不在，一個學生對於

自己所屬的學校若能有緊密的連結，甚至是明確的認同，則是能穩定發展的基

礎條件，要培養全人發展的學童，不能只在教室裡頭；當校園空間的界線開始

模糊，學生開始自主的、具內在動機的探索其所歸屬的環境，甚至信任校園的

每個空間，使其得以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生之學習經驗，則該空間即發揮其設置

與存在的重要價值。 

讓學生能夠參與、產生更多發自內心的互動行為，是富有價值的推進效益，

學校若能透過校園教育設施的規劃，產生促進學生學習的效益，是為共榮的發

展；而若能透過用心規劃與設計，使學生能更進一步的突破與他人的界線，願

意伸出雙手、願意做出同理他人的行為，甚至共享、同樂於其中，那更是展現

了共融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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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創意設計在國小校園之具體實踐 

國立政治大學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陳佳雯 

摘要 

有鑑於學校設計的良窳將影響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師生在其中學習及活動

的成效，其中校園創新設計即是使投入的校園經費發揮最大效益的方式，也可

以讓無論是新舊校舍皆有機會煥然一新，呈現嶄新風貌，成為師生都喜歡來上

學的創意校園，充分發揮校園的境教功能，所以研究者想要瞭解校園創新設計

有哪些具體可行的作法。研究者以湯志民(1999)提出的校園創意設計的原則，

求新、求變、求精、求進、求絕、求妙等六項原則，就研究者所走訪過的三十

幾所學校中，列舉符合創意設計原則中的校園空間與設施樣式新穎(求新)、校

園空間與設施功能改變(求變)、校園空間與設施品質提昇(求進)及校園空間與

設施內容增加(求進)等四項原則的校園建築，舉出實例說明，整理出校園創意

設計的具體作法，並提出對校園創意設計的建議。 

 

 

關鍵字：校園規劃、創意設計 

  



 

 

壹、前言 

自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以來，就學的人數大幅增加，原有的

校舍不敷使用，至民國 89 年，教育部約已投入 1803.6 億元興建校舍，以提供

不斷增加的就學人數使用的建築與設備。於民國 88 年 921 大地震後，編列復

建經費 135.2 億元，讓受損的學校建築有全新的樣貌，於 89-93 年間教育部再

投資 152.1 億元整建老舊有危險的校舍，94-98 年每年編列 50 億元共計 250 億

元提升教學環境品質，保障師生安全。 

教育部所挹注的經費使學校建築從無到有，到考慮校舍的安全性，進而增

加對校園建築的要求，須能提升教學與學習品質，與課程結合，符合隨時代進

步不斷創新的教育現場。 

學校設計的良窳將影響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師生在其中活動及其學習成效，

其中校園創新設計即是使投入的校園經費發揮最大效益的方式，也可以讓無論

是新舊校舍皆有機會煥然一新，呈現嶄新風貌，善用校園的每一個角落，打造

師生都喜歡來上學的創意校園，發揮校園的境教功能。 

貳、校園創意設計的理念 

一、校園創意設計的涵義 

湯志民(2014)指出： 

校園創意設計係指學校的校舍、校園、運動場及其附屬設施的配置與布置，

以求新求變、開放的直覺的水平思考，使之具有獨樹一幟、引人遐思的境教功

能之歷程。此定義之內涵說明如下： 

(一)設計範疇上，校園是學校校舍和設施所形成的景觀，用以教學、研究和

（或）服務，其範疇包括校舍、校園、運動場及其附屬設施。 

(二)設計原則上，不受現存知識的限制和傳統方法的束縛，採開放、直覺的水

平思考，以求新、求變、求精、求絕、求妙之原則，讓校園建築和景觀設施

具有獨創性特質。 

(三)設計效果上，校園創意設計的歷程、行為與活動，具有獨樹一幟、與眾不

同、引人遐思的點子、風格和特色，使校園的「境教」功能，能激起「盪氣

迴旋」的潛移默化之效。(頁 99) 

二、校園創意設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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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志民(2014)指出，校園創意設計的策略有三： 

(一)多觀摩 

(二)多思考 

(三)多動手 

三、校園創意的原則 

校園創意設計的原則，湯志民(1999)提出求新、求變、求精、求進、求絕、

求妙等六項原則。 

上述校園創意設計六項原則，比之學校校園建築和校園規劃的績效層次，

「求新」是基本層，能將預算經費和建築量體完全正確執行得 100 分，並使之

具有樣式新穎之效。「求變」是較高一層，使學校建築和校園規劃能「減量」

或「減錢」而增加、延伸或改變功能。「求精」是不一定要花錢，運用與學校

有關之古物、史蹟建築或百年老樹等無價之寶，以貫穿時間縱軸，使環境品質

無窮提升。「求進」也是不一定要花錢，連結庭園成為教材園，益增設施教育

和文化意涵或有輔助教學功能，以擴充空間橫向之連結。「求絕」是不花錢的

「無中生有」，運用環保觀念和巧思，將廢物回收再利用，化腐朽為神奇，以

收本質逆轉之效。「求妙」最為高明，能「無量體」或「不花錢」的「無中生

有」，訣竅在於多思考，使現有設施能柳暗花明的增加意想不到之功能(但不可

影響、減少或牴觸原設施功能)，以收絕處逢生之效(湯志民，2007c)(頁 103) 

四、校園創意設計的指標 

詹紹威(2005)參照湯志民(1999)校園創意設計的原則，依其特徵提出校園

創意設計的指標： 

(一)求新原則(樣式新穎)方面，有三項特徵指標： 

1.設施或空間在造型上與傳統不同。 

2.設施或空間在色彩上與傳統不同。 

3.設施或空間在材料上與傳統不同。 

(二)求變原則(功能改變)方面，有三項特徵指標： 

1.設施或空間具有多項功能使用。 

2.設施或空間局部改變具有其他功能。 

3.設施或空間轉作其他功能使用。 



 

 

(三)求精原則(品質提升)方面，有三項特徵指標： 

1.符合政府規定的古蹟或文物。 

2.由政府列管的歷史建築或文物。 

3.與學校相關的史蹟文物或設備。 

(四)求進原則(內容增加)方面，有四項特徵指標： 

1.串連設施或空間，由平面擴展延伸為立體，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 

2.串連設施或空間，由線狀擴展延伸為平面，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 

3.串連設施或空間，由點連成線狀，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 

4.設施或空間，具有教化或輔助教學功能，成為校園的焦點設施或教材園。 

(五)求絕原則(本質逆轉)方面，有兩項特徵指標： 

1.廢物再利用。 

2.將設施或空間的劣勢轉為優勢。 

(六)求妙原則(絕處逢生)方面，有兩項特徵指標： 

1.設施或是空間的功能無中生有。 

2.設施或是空間的功能與價值提升。 

參、校園創意設計的做法 

就研究者所走訪的 30 幾所學校中，觀察到許多校園處處都有巧思，發揮

各自的創意，讓大家對制式校園的刻板印象耳目一新，在學校行政人員和老師

用心的規劃之下，並和建築師及施工單位溝通討論，使有限的校園發揮無限的

創意，讓校園更添繽紛色彩與活力，創造更多學習的機會，讓使用者都能喜歡

這優質的環境。 

以下就研究者所走訪過的學校中，列舉符合各創意原則中的校園空間與設

施樣式新穎(求新)、校園空間與設施功能改變(求變)、校園空間與設施品質提

昇(求進)及校園空間與設施內容增加(求進)等四個原則舉出實例說明，提供具

體的校園創意作法。 

一、校園空間與設施樣式新穎-求新原則 

(一)校園空間與設施的造形與傳統不同 

1.臺北市士林區士林幼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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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幼兒園的牆面以樂高積木做裝飾的牆面，由右到左，呈現幼兒園學生

認知發展的過程，從沒有規則到相同顏色、兩兩配對到拼出具體的士林二字的

積木組合，以小朋友喜歡玩的玩具為發想，讓學校牆面的裝飾即為學生學習的

教材，校園建築提供了最好的學習教材。 

另小朋友的遊戲器材，設計為大船的造型，結合學校靠近基隆河旁的碼頭

的歷史背景，有大船駛入港口的意向，讓學生在遊戲中也可以瞭解社區的歷史

背景。 

學校的走廊女兒牆採挖洞鏤空裝飾彩色透明的材質，讓小朋友透過孔洞觀

察探索外面的情況，也增加牆面的穿透性，女兒牆上方做波浪狀，增加柔和的

線條，另以學生陶藝作品及彩色磁磚裝飾牆面，和一般用泥作灰色的女兒牆造

型有很大的不同。 

 

 

 

 

圖 1 外牆以樂高積木裝飾圖 2 大船造型的遊戲器材 

 

 

 

圖 3 鏤空設計的女兒牆 

2.新竹市陽光國小： 

陽光國小以調色盤和水彩筆作為校門的裝飾，校門旁及背面以粉筆及水彩

裝飾具有童趣的圍牆；另有和校舍相連高達兩層樓，可容納七個溜滑梯道的大

型溜滑梯，想要溜滑梯需要繞到後方的樓梯上樓。 

 

 

 

 

 



 

 

圖 4 以粉筆造型做裝飾的牆面圖 5 和校舍融為一體的兩層樓溜滑梯 

3.臺北市文山區景美國小： 

景美國小的蓄水池邀請藝術家黃耿茂先生設計，利用古厝建料融合由學校

師生彩繪燒製的陶板拼貼裝飾而成，並以時光探索為主題創作，除了具備蓄水

池功能外也成為學校的公共藝術，從外觀看起來，不易發現這是一座蓄水池。 

 

 

 

 

 

圖 6 將蓄水池以陶板拼貼為公共藝術作品 

4.新竹市關埔國小： 

關埔國小只有兩層樓高，外觀是柔和的綠色，有斜屋頂和通風塔，每間教

室的形狀和配置都不同，校園中沒有制式遊具，卻處處皆是小朋友們的遊戲場，

是融入設計美學與創新的小學，和一般高聳、方正的制式校園建築造型不同。 

 

 

 

 

圖 7 兩層樓高的校園建築圖 8 教室內有可通風和採光的通風塔 

5.新北市新林國小： 

新北市新林國小校門以樹木及色彩繽紛活潑設計的公共藝術為其大門，圍

牆以英文字母、注音符號、數字及音符圖案座鏤空的設計，達到教學的效果。

走廊採圓弧波浪狀的設計，增加學校的柔和感及線條的變化性。和一般校園的

大門、圍牆與走廊線條的造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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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以樹為造型設計的大門 

 

 

 

 

 

圖 10 有教學功能的鏤空圍牆圖 11 採波浪形狀設計的走廊 

(二)校園空間與設施的色彩與傳統不同 

1.新北市重陽國小： 

重陽國小教室一到五樓的外牆牆面，以魔法世界為主題繪製可愛的卡通人

物，在走道旁的牆面也整面繪製魔法世界的卡通人物，讓學生在校園中如同置

身童話世界中；在鄉土教室前的牆面繪製了傳統的三合院的場景，鄉土教室的

牆面則繪製上早期戲院售票口的景象，讓學生能感體驗早期人民的生活環境。

學校所呈現的色彩和一般教室灰色的水泥牆面有很大的不同。 

 

 

 

 

圖 12 建築物外牆彩繪為魔法世界           圖 13 彩繪走道牆面，色彩繽紛 

 

 

 

 

 

圖 14 將牆面繪製成三合院場景               圖 15 將牆面繪製成早期戲院 

 

 



 

 

 

2.臺中市內埔國小： 

內埔國小的教室走廊窗臺下的牆面及操場旁的圍牆，有許多可愛的手繪壁

畫，另在多處的階梯上也進行彩繪，從遠處望過去，即呈現一幅幅色彩鮮艷的

畫作，有臺中花博吉祥物石虎的圖案及當地的蜂蜜、葡萄等農特產品，介紹當

地特色，並貼心的繪製最佳拍照的位置，希望能讓遊客拍照打卡，藉以行銷學

校。較傳統學校增添許多繽紛色彩。 

 

 

 

 

圖 16 走廊窗下牆面可愛的彩繪圖案圖 17 操場旁的圍牆色彩豐富 

 

 

 

 

 

圖 18 階梯彩繪當地特色，打卡行銷 

3.臺北市博嘉國小： 

廁所外遮蔽的隔牆，彩繪上鮮豔的顏色，為灰色的磨石子的牆面增添增添

明亮及的色彩。 

 

 

 

 

圖 19 彩繪廁所牆面，明亮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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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臺北市景美國小： 

遮陽板原為不銹鋼的鐵灰色，在各棟樓的遮陽板漆上黃、藍、綠、紅的顏

色後，校園變得更有生氣及整體感。 

 

 

 

圖 20 彩繪遮陽板圖 21 依樓層分別漆上不同顏色的遮陽板 

5.新竹縣南和國小： 

南和國小是每個年級只有一班的小學校，一樓每間教室走廊的牆面及天花

板皆漆上明亮鮮豔飽和的油漆，將班牌也進行彩繪，走廊天花板以客家花布的

裝飾，樓梯繪製上英語短句，讓老舊校園充滿活力及繽紛的色彩。 

 

 

 

 

 

 

 

 

 

圖 22 手繪班牌                   圖 23 以客家花布裝飾天花板              圖 24.25  樓梯英語學習角 

 

 

 

 

 



 

 

圖 26 以鮮艷顏色彩繪走廊牆面及天花板 

6.新竹縣新星國小： 

學校的洗手臺、教室牆面及操場圍牆，由學生和老師進行彩繪，為老舊的

校園增添色彩。 

 

 

 

 

圖 27 由師生為教室牆面進行彩繪                        圖 28 在洗手臺上彩繪可愛圖案 

三、校園空間與設施的材料與傳統不同 

(一)新北大鵬國小： 

1.空間與材料： 

大鵬國小在靠近校門口處有一個多功能貨櫃展演藝文教室，為技職國手為

學校打造的空間，除了可以上藝文課之外，也可展示學生的作品。另一區為用

貨櫃屋打造的圖書館及由數個貨櫃組合成的 STEAM 科教中心。在操場旁也有

用貨櫃屋建置的校園防災倉庫，存放防災物資。 

2.優點： 

用貨櫃屋取代傳統的教室的建材，可免除申請建照、使照的時間，也大幅

縮短建造的時間，降低建造的經費，也可移動到外地進行分享或將教室的位置

更換到校園其他角落，和傳統的建築材料有很大的不同。 

 

 

 

 

圖 29 用貨櫃改造的藝文教室                                      圖 30 用貨櫃打造的 STEAM 科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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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可供上課及展示學生用的藝文教室內部    圖 32 用貨櫃建置的防災倉庫，

便於移動 

二、校園空間與設施功能改變-求變原則 

(一)校園空間與設施具有多項使用功能 

1.臺北市永建國小-地下活動中心 

永建國小遷校前由於校舍空間有限，全校所有的大小型集會、比賽、研習、

展覽、活動皆在地下活動中心舉辦，場地充分的發揮其多功能的效益。 

 

 

 

 

 

圖 33 可做為學生集會、比賽場地     圖 34 可做為藝文展覽場地 

2.臺北市景美國小-階梯 

景美國小鄉土穿廊前的階梯是每年聖誕節合唱團學生進行聖誕報佳音活動

的展演舞台，也是學生們拍攝團體照的最佳位置。 

 

 

 

 

 



 

 

圖 35 階梯成為學生表演的舞台 

3.新竹縣太平國小-多功能教室 

多功能教室除了提供課後照顧班、社團及夜光天使班上課使用，也是社區

居民上課的場所。 

 

 

 

 

 

 

 

 

圖 36 教室提供社區居民上課使用               圖 37 教室依不同時段做充份運用 

(二)校園空間與設施局部改變具有其他使用功能 

1.臺北市景美國小： 

面臨馬路圍牆旁的大型蓄水池，經以全校師生共同創作的陶板裝飾後，成

為校內的公共藝術之一，使蓄水池兼有公共藝術的功能。 

(三)校園空間與設施轉作其他使用功能 

1.臺北市景美國小： 

將校舍頂樓規畫為小田園，架設欄網，種植青菜及爬藤的瓜類植物，讓屋

頂成為空中菜園。 

 

圖 38  學校頂樓規畫為綠屋頂，充分運用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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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園空間與設施品質提昇-求精原則 

(一)校園空間設施歷史建築或文物的保存和運用 

1.臺中市清水國小-日式宿舍群 

成立於 1896 年，臺中縣文化局於 2008 年 10 月 1 日公告清水公學校日式

宿舍群為歷史建築。校園中保留的日治時代日式宿舍群做為鄉土教室及學生上

課的教室，在鄉土教室保存了歷史文物，也是最佳的校史室。操場旁ㄇ字型的

校舍完整保留紅磚教室，圓柱、紅磚牆、洗石子和木窗、木門，呈現古樸的質

感，目前仍做為一般教室及辦公室使用。 

 

 

 

 

 

圖 39 完整保留的日式宿舍作為鄉土教育教室       圖 40 鄉土教育教室完整保存歷史文物 

 

 

 

 

 

 

圖 41 完整保存日治時代日式宿舍群                       圖 42  校舍完整保留圓柱、

紅磚牆、洗石子和木窗、

木門 

2.臺北市景美國小-金龜樹 

成立於 1897 年，校內有兩棵金龜樹，為學校成立前即有的樹木，具有百

年以上的歷史，因為兩棵老樹比鄰而立，故又被稱為夫妻樹。校園經過近年的

整修，煥然一新，唯有這兩棵被保存下來的老樹，見證學校有百年以上的歷史，

也是校友們回來回憶起屬於他們童年時光的地方，是校友們返回母校必拍照留

念的校園角落。金龜樹中間歷經幾次蟲蟻侵蝕及病菌寄生腐朽生病，學校特地



 

 

邀請樹醫師診治，也因此發展老樹課程為校本課程，有金龜樹治病記及為金龜

樹祈福等課程。 

教育局每年皆會編列經費提供維護老樹使用，目前已加裝支撐架支撐樹幹

的重量，養護氣根，並將會妨礙樹根生長及已部分損壞的木棧道平臺更換為草

地舖面，確實做好保存和運用歷史文物的工作。 

 

 

 

 

 

 

圖 43 金龜樹及木棧道鋪面，以支架固定支撐            圖 44 整修維護後鋪設為草地的金龜樹 

3.新竹縣新埔國小-校門及榕樹 

成立於 1898 年，校內保存了於 1911 年興建的老校門，造型典雅，是校友

們共同的回憶；另保存了一棵在民國前 14 年學校成立時即有的樹，是百年以

上的老榕樹，枝繁葉茂，陪伴學生遊戲、成長，目前設置支撐架支持老樹的枝

幹，並設立告示牌說明榕樹的歷史，妥善的保護老樹。 

 

 

 

 

 

圖 45 枝繁葉茂的百年榕樹                                  圖 46 榕樹介紹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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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有百年以上歷史的典雅校門                          圖 48 民國 12 年畢業生在校門口的合照 

 

4.臺北市永建國小-司令台及濕地生態 

司令台：在研究者擔任總務主任期間所參與的永建國小新建校舍預定司令

臺文化資產價值鑑定專案小組會勘中，邵銘煌教授表示，新校地的司令台是民

國初年時，蔣中正總統曾多次蒞臨向幹部講話的司令台，於 103 年經文化局審

定為歷史建物，登錄為「革命實踐研究院司令臺」，須被完整妥善保存，唯該

司令臺位於新建校舍的操場跑道上，經過文化局專家審核同意，司令台及旗桿

採異地重組方式保存及再利用，完整遷移到操場旁的空地，繼續作為新校舍的

升旗臺使用。 

濕地生態：另有臺大教授鑽探發現新校地為古臺北盆地「馬明潭」遺址，

有豐富的濕地生態，學校也設置專區保留棲息於古台北湖及濕地動物的殘餘族

群，作為豐富的教學資源。除了保存和運用歷史建物外，也保存了古代的活化

石。 

 

 

 

 

 

 

圖 49 審定為歷史建物的升旗台 

(二)校園空間設施史蹟文物的保存和運用 

1.新竹市陽光國小-三合院、土地公廟 

(1)保存：在新建校舍時，基地內有一個四、五十年歷史有豬舍鴨寮的三合院，

及有一個小土地公廟。當時當地居民覺得僅有四十年歷史的三合院，沒有保

留價值應該拆除，但在校長的堅持下保留下來，希望讓它可以發揮更大的教

育文化作用，也見證本土歷史文化軌跡。 

(2)運用：初期是故事媽媽們說故事朗讀及表演、學生上三合院鄉土課程的空

間，到去年在學生的重新規畫下，設計了展演空間、遊戲廳、休息空間，或

者是點心鋪，與原先的使用設計截然不同，賦予老建築有新的教育使命。土

地公廟也成為學校於重大節慶、節氣，依時序祭祀的重要場所。 



 

 

 

 

 

 

 

 

 

圖 50 在校園中完整保留三合院圖 51 三合院中保留的豬圈 

四、校園空間與設施內容增加-求進原則 

(一)校園空間與設施單點聚焦並具教化功能 

1.臺北市景美國小-公共藝術 

(1)在大門穿堂入口處有金龜樹的陶板公共藝術，讓親師生及來訪的來賓都能

知道金龜樹是學校的重要的資產，學校的各式意象設計、校本課程都是以此

為發想。 

(2)在鄉土川廊東側牆面命名為「未來的哩程」的公共藝術，是一件木板浮雕

作品，藝術家將已拆除的古厝板料，進行幾何切割，進而重新拼出一幅既抽

象又具未來感的都市意象。整個作品結合景美街懷舊照片，表達出老景美過

去的歷史與未來發展的展望。 

(3)鄉土穿廊西側牆面的「生命的搖籃」公共藝術作品是一件陶板浮雕創作，

作品融入古厝磚、瓦、土塊，以「土」為元素，由左而右呈現出河流的變化，

中間淡藍色曲線部分寓義景美溪，以窯燒影像方式，將具歷史意義的景美老

照片融入作品中，表達出景美溪豐富的生命力與發展過程。皆是單一的設施

就能形成具意義的教學點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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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大門穿堂的金龜樹陶板公共藝術圖 53 「生命的搖籃」公共藝術 

 

2.宜蘭縣中道雙語小學-經典館 

仿照古代私塾而設置的經典館，在經典館中學習古代詩詞，讓學生浸潤身

在其中，感受到儒家尊師重道與學習古代先賢的智慧，如同回到古代的學習場

景，別具有教學意義。 

 

 

 

 

 

 

圖 54 仿照古代私塾設置的經典館             圖 55 懸掛孔子雕像，營造學習氛圍 

(二)校園空間與設施由點連成線並具教化功能 

1.臺北市國語實小： 

以推廣國語實驗教育為重點的國語實小，一進校門左邊圍牆旁，即可看到

一排教導學生六書造字原則及甲骨文、金文、小篆及楷書董文字演變過程的語

文教學步道，在鐵柱上也有論語和注音符號教學等內容，讓校園角落處處充滿

學習的元素，落實國語文教學。 

 

 

 

 

 

圖 56 校園中設置語文學習步道 

 

 



 

 

 

 

 

 

 

 

 

 

圖 57 在等待接送區旁的空間即可學習論語 

圖 58 在柱子上也可學習交通安全與注音 

 (三)校園空間與設施由線延伸為平面並具教化功能 

1.臺北市景美國小： 

遊戲場旁鋪設世界文化遺產透水磚，做為社會及數學面積教學的教材。 

 

 

 

 

 

圖 59 由學生設計的各國世界文化遺產圖案透水磚 

2.臺北市博嘉國小： 

樓梯轉角平臺牆面設置書法字體、論語、重要城市時差教學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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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 認識書法字體的學習角圖 61 論語學習角圖 62 重要城市時差學習角 

 

四、校園空間與設施由平面擴展為立體並具教化功能 

(一)新北市重陽國小-環境教育、生命教育 

1.校內有小田園及魚菜共生系統專區，旁邊設有植物堆肥區及生廚餘有機堆肥

場，可製作肥料液，打造永續校園。 

2.設有寵物飼養室及觀察室，讓學生可以帶自己家中的寵物到校，向同學介紹，

以動物和植物生命的價值為教材，推動生命教育。 

 

 

 

 

 

圖 63 魚菜共生系統圖 64 生廚餘有機堆肥場 

 

 

 

 

 

圖 65 寵物飼養室圖 66  寵物觀察室 

2.新北市建國國小-陶瓷美學、環境教育、防災教育、交通安全、成人教育 

(1)學校以鶯歌陶瓷作為整體規劃，大門旁有陶瓷壁畫，大門口穿堂有陶板公

共藝術，在走廊及牆面有陶瓷製作過程的學習角落，在校園中有展示學生陶

板作品的小徑；校內設置陶瓷博物館，介紹鶯歌地區陶瓷產業的發展，走廊

上的平臺也展示了地方藝術家的陶藝作品；廁所入口處以陶瓷瓶身為造型，

在牆上及洗手台以陶藝作品裝飾；圖書館入口旁的牆面展示以學生創作繪本



 

 

封面製作而成的陶板作品裝飾，走道牆面展示了歷年畢業生所製作的陶板作

品，校園處處可以看到陶藝的作品，充分發揮創意與巧思。 

(2)另有小田園及魚菜共生系統、廚餘回收及落葉堆肥專區，打造有機循環的

永續校園。(為 92 年教育部永續校園) 

(3)運用校園餘裕空間建置防災教室、交通安全教室；並將校長宿舍改建為社

區多功能學習中心，與社區結合，使校園呈現系統性的教育環境，具有輔助

教學的功能。 

 

 

 

 

 

圖 67 校門口旁的陶瓷壁畫圖 68 走廊旁的磁磚學習角 

 

 

 

 

 

圖 69 展示學生陶藝作品的學習步道              圖 70 設置校內陶瓷博物館 

 

 

 

 

  

圖 71 以陶瓷瓶身為造型的廁所牆面 

 

圖 72 在走廊展示陶藝作品及解說 QR Code 



261 

 

 

 

 

 

  

 

 

 

 

 

圖 73 牆面以歷屆畢業生的陶板作品裝飾圖 74  魚菜共生專區 

 

 

 

 

 

圖 75 廚餘回收及落葉堆肥專區圖 76 交通安全教室 

 

 

 

 

 

圖 77 防災教育教室圖 78 社區多功能學習中心 

3.連江縣仁愛國小-環境教育、當地歷史人文 

(1)在校內設有水生植物池，並將校內砍伐下來的橡膠樹放置於校園一角，作

為自然觀察的素材；牆面以每位師生代表一種鳥類的大圖輸出海報佈置，設

計 QRCode 圖示，可提供親師生掃認識各式鳥類。(為 95 年教育部永續校園) 



 

 

(2)另以馬祖地區常見的工字砌、人字砌及亂石砌的方式砌成圍牆，作為介紹

當地特色文化的教材，使學校充滿自然與人文的氛圍。 

 

 

 

 

 

 

 

 

圖 79 水生植物池                                           圖 80 橡膠樹觀察區 

 

 

 

 

 

 

圖 81 認識師生與鳥類學習角圖 82 圍牆砌法學習角 

4.新竹市陽光國小:鄉土教育、環境教育 

(1)校內保有原校地內具有四、五十年歷史有豬舍鴨寮的三合院及土地公廟，

並設置有牛車及腳踩人力水車，讓學生可以認識與體驗早期的臺灣農村生活，

進行鄉土教學； 

(2)校園中有樹屋、植物生態區及保留施工時的大型水管，讓學生增加許多下

課可以遊玩的設施，使學校就像一個遊樂園。(為 101 年教育部永續校園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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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校園中的樹屋 

 

圖 84 腳踩人力水車 

 

 

 

 

 

圖 85 建校時所遺留下來的建材成為遊戲場圖 86 水生植物池 

5.宜蘭縣岳明國小-環境教育 

設有自然綠廁所、生態池、雨水回收循環系統、太陽能板，能資源、循環

及氣象監測器等設施，建立學校完整再生能源系統(水力、風力、太陽能)，並

建置永續教育生活體驗基地，有炭烤窯、露營地等，可進行窯烤 PIZZA、露

營等體驗活動，落實永續校園精神。為 92、93、97、99、101、102、103 年教

育部永續校園學校，102 年度更榮獲經濟部推動能源教育績優學校傑出獎。 

 

 

 

 



 

 

 

 

圖 87 自然綠廁所圖 88 綠築動力球場立面圖 

 

 

 

 

 

 

圖 89 露營場圖 90 生態池 

 

 

 

 

 

 

 

圖 91 自行建造炭烤窯                    圖 92 打造可食花園專區 

肆、校園創意設計的困境 

校園空間與設施本質逆轉(求絕)、校園空間與設施絕處逢生(求妙)等兩個

校園創意設計的做法，因需要有具創意巧思的人員、足夠經費，和校園空間與

設施是否有可再利用、由劣勢轉優勢的機會，及考量使用者對空間有哪些使用

的需求，學校是否有古蹟和史蹟文物可保留、運用等因素，所以較沒有被普遍

的應用在校園中。 

伍、校園創意設計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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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園創意設計從樣式新穎就容易入手，其中以造型、顏色和傳統不同最容

易能看到明顯的創意設計，可針對面積較大的建築物外牆、教室牆面、走道

牆面、樓梯、廁所外牆、遮陽板等，漆上鮮明飽和的顏色，或彩繪上具主題

性、結合校本課程或小朋友喜歡的圖案，由師生共同創作或是請藝術家、志

工、廠商來完成，所花費的經費不多卻可達到明顯的效益，是各校進行校園

創意設計時可納入的優先考量。 

二、設計與傳統不同的創意造型很容易使設施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常運用於

校門、圍牆、公共藝術、圖書館、遊具等的創意造型設計，需要經校內共同

討論取得共識，結合校本課程、社區特色、學校願景等，多觀摩其他學校的

作法，經和建築師充分溝通設計想法與理念，並努力爭取到足夠的經費，打

造創意造型的空間或設施。 

三、若是在較偏鄉或經費不足、空間有限的學校，無法進行校舍大幅度的整修

或建設，可以以自行油漆彩繪，運用天然素材進行創意設計著手，例如:漂

流木、石頭、回收的寶特瓶、廢棄桌椅等，及發展所需經費較少自然生態教

學區，可節能減碳的永續校園，作為校園創意設計的方向；並發揮創意，思

考空間與設施其他多功能的使用性，增加其效益。 

四、學校的空間與設施除了很容易被看見的新穎樣式的創意之外，如何增加其

內涵和教學結合，進而輔助教學及涵養學生文化、情意的內涵，更是在教學

現場的教育人員應該重視的，在規劃時應思考可以如何使空間與設施的具有

教育意義、符合學生的發展與需求、如何增進教學品質，是教育專業人員和

建築師在規劃校園時最不同的思考角度。 

五、學校中若已現有或新發現古蹟、歷史建築或文物，應盡力保留，不論是建

築物、老樹或文物，一旦損毀、被移除了，即是無法再傳承讓後代看見、瞭

解，無法見證、體會過去的歷史，若是原址保留有困難，可請相關的專家協

助移到其他更適合的地點繼續保存。古蹟的保存需要編列經費才能持續維護，

另外校園古蹟如何結合課程及可如何活化再運用，賦予新的功能，也是亟需

思考的課題。 

陸、結論 

政府每年編列用於學校硬體建設及維護的費用有限，除大都市的六都或是

臺北市之外的縣市，編列的經費又更少。如何在有限的教育經費下發揮其最大

效益，多觀摩學習建築具有特色的優質學校，集結師生們的共同討論需求，發

揮巧思與創意，讓校園更亮麗醒目又充滿朝氣活力，共同打造處處皆是學習角

落，讓小朋友們期待來上學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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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園中的休憩空間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研究生袁亭雅 

壹、緒論 

大學校園是散播知識、建立人際互動、提供交流的重要環境，在充滿競爭

的 21 世紀裡，需要培育活躍的人才，就必須提升教學的效能，「課程、教學與

學習是教育的主體，空間是教育的基礎與載體；課程、教學、學習影響教育空

間規劃與營運，教育空間規劃提升課程、教學、學習的成效」（湯志民，2014）。 

學校對於學生的學習，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校園中往往令師生喜愛的

休憩空間，便是具備著實用性與美觀兼容的場域，使用者與環境在長期互動之

間，逐漸會產生獨特經驗與情感的連結。由此可知，良好的境教的規劃會對每

一個在校園環境裡學習的人產生潛在的變化，因此，休憩空間配置的好壞會對

於校園環境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因此若能經過適度評估，將大學校園空間結合休憩性質，便可以增進學習

的目的與成效，進而達到滿足與放鬆的狀態，將空間的價值發揮到最大的效益。

以下舉東吳大學的學生交誼廳、淡江大學圖書館、輔仁大學交誼平臺為例，透

過對校園空間的規劃創造，培養學生運用終身學習的場域，將珍惜永續、善用

環境的概念內化至在校園中的每一位使用者心中，為教育實踐者必須挑戰的任

務，也是在大學校園內增設休憩空間的意義。 

以下將針對休憩空間的意義與價值、大學校園休憩空間設計，做深入之探

討，以了解其內在關係。 

貳、休憩空間的意義與價值 

一、增設休憩空間的意涵 

休憩二字本義為休息、停息、歇息、蘇息（教育部，2015）。南朝宋．謝

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苑二中書詩》提到：「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閒」；唐．

鄭棨《開天傳信記》：「有少事，未暇欵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峻青《海濱仲

夏夜》：「他們浴著涼爽的海風，望著那綴滿了星星的夜空，盡情地說笑，盡情

地休憩。」此處所提之休憩皆是具有短暫的休息的涵義。在湯志民、廖文靜

（2002）談論「休憩」，認為以「時間」來說，生活休憩發生在個人可以自由

支配的時間，下課或課餘閒暇，即是屬於學生或教師的生活休憩時間；以「活

動」方面，休憩則是指個人依其自由意願，從事可以引發快樂或滿足感的活動。

而空間一詞則是指物質存在所佔有的場所、物體與物體之間的界線、或是物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8%B3%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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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物體之間的相對位置等抽象化之後形成的概念（維基百科，2016）。綜上所

述，休憩空間是指在校園正式課程之餘能夠提供教職員生自由選擇、從事可以

放鬆身心的活動，進而促使同儕之間交流的場所。 

林進山（2019）認為校園空間規劃指的是學校領導者或團隊，評估和規畫

空間設計、情境布置、美感色澤建構活動空間、學習步道、學習角落等，共同

營造安全、人文、自然、科技、藝術和健康的學習情境，進而塑造適合學生學

習和教師教學的詩性空間與美學情境之設施。 

學校如將校園中多餘的空間結合休憩的性質，或是加入電腦軟硬體設備的

使用，便可以改善校園的空間配置，使在校園中的每一個人，能夠利用的休憩

空間範圍更加廣泛，甚至將空間結合休憩來配合教學使用，將環境保護的概念

融入各學科教學及日常生活中，與課程設計做出連結，更能豐富當地學校文化

和特色，進而發展出多元的人文素養（陳建志，2010）。 

湯志民（2002）認為學校應像一個家（school as a family），提供生活休憩

空間，以增進師生與同儕的互動。 

由此可見，教育空間包含了潛在課程的空間，如「境教」的影響往往會對

校園產生潛移默化的教育功能，於是將休憩一詞的概念融合在校園環境當中，

例如設置功能性兼具休憩性質的場域，除了可以讓學生在學習成長的過程中，

建立尊重、自由與平等的文化，也有利於全面提升學生的素質，創造了人與人

之間相互交往的條件和「寓教於生活」的教育模式，同時也是校園整體氛圍、

人文環境創建的必要條件。 

二、良好的休憩空間增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學生是教育實踐當中的主要對象，教育之優劣成敗繫於學生的學習成效。

王如哲（2010）認為學習成效需要具備「直接」、「間接」、「認知」、「情感」、

「動作技能」、「機構」、「方案」七項能力，從直接面對教學前後的改變到間

接長遠才能顯現的成效；在認知方面，需從基礎任務開始接觸學習，到高層

次的批判分析；至於情感方面可以帶領學生價值上面的認同開始，再到高層

次情境的理解；動作技能則是學習身體力行，從不純熟到創意的肢體展現；

最後則是學校給予須達成的核心價值，並且在完成每一項計畫時，有完整的

測量標準評估學生學習成效。學生學習成效通常係於學術能力、團隊合作和

溝通、思考解決問題、人文素養及終身學習等方面之能力，因此教育者可透

過上述七項能力指標蒐集學生學習成效的資料，反映學生學習的程度。 

校園建築物扮演了學校中最大型教具的角色，對每一個在校園中來來往往

的教師、學生、甚至家長都帶有無形的影響和潛在的教育功能。由此可知，學

校建築與校園內的人員有著緊密關係，有效運用空間將能成功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其重要性不可言喻（陳建志，20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BD%E8%B1%A1%E5%8C%96


 

 

在 2005 年時，美國的《科學教育》期刊（Science Education）曾指出，對

於學生學習成效有顯著影響力的條件在於學習者本身的條件、教師專業的教學、

和學生學習的環境，因此關於資訊科技的輔助影響較低，一味的增置電腦或開

發教學軟體，對學生學習表現並無明顯相關影響。如以硬體方面來論的的學習

環境，包括「學校建築」、「校園規劃設計」、「教室佈置」等，即是學生學習、

互動和休憩的生活空間（高翠霞，2011）。 

「環境」的因素或許不是可以直接影響到教師教學、學生學習成效的關鍵，

但配適良好的環境空間可以間接地提高學生學習的品質，效果因此也會提升。

在學校空間規劃時應該著眼於多元的面向，如學校本身、學生、教師、行政人

員、性別平等的空間、無障礙的空間和提供人們休憩的空間進行設計。現代化

的校園的空間使用，除了老師、學生之餘，同時並存著許多不同需求的人匯聚

校園環境當中，而不同背景的人員進駐的校園，逐漸使校園日趣異質性，發展

後現代的多元文化特徵（黃詩芳、王瑞邦，2006）。 

三、休憩空間是人際互動的必要條件 

休憩空間不只是一個單純的環境場所，而是一個兼具情感的場域。自

1960 年代起，國內外的建築師開始著重空間設計中「人」的重要性，進而研

究在空間中人的行為、需要，以及使用者的喜好，探索設計與行為之間的關係，

提供了一套設計的依據與原則，在這樣的一套標準之下，「空間」、「人口」以

及「共同的情感」相互作用，可以促使校園中的使用者互動流暢完善，提高人

們使用需求的滿意度，如若能夠加以結合環保自然生態與人文，校園休憩空間

品質便會提升，達到實用的經濟效益。 

心理學家 Lewin 的場地論（field theory）是環境心理學重要理論之一，他

認為行為（B）是人（P）與環境（E）互動的結果，可用 B＝f（P,E）表示。

其中，人（P）與環境（E）相互影響，並非完全獨立（湯志民，2000），換言

之，個人行為隨其生活空間而變化。杜威曾說：「人類塑造環境，環境陶冶人

類。」，行為學理論為休憩空間的設計提供依據，從各自學科的角度研究環境

與人的行為的關係，設計了廣泛依據的法則。 

通過觀察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使用空間的情形，能夠發現人類行為與環境

的相互依存關係，因此如何建構優良的「環境空間」就成為人類追求安全舒適

的生活指標。建置休憩設施之前應考慮人們的行為習慣和心理感受，並且評估

使用情況，反映出使用者潛在的各種行為意識和心理感受，空間形式能夠恰當

地迎合使用者的行為，例如在潛在使用者易於接近並能看到的位置、明確地傳

達該場所可以被使用等。若能適當安排環境條件，可以預期休憩空間能夠有效

提升個人的心智發展及創意思考能力，對使用者有提振教學效能、學習成效、

鬆弛壓力，和開展創意的效果（姚鯤、余敏，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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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大學校園休憩空間設計 

湯志民（2017）提出學校應像一個家（School as Home），界定教學、休

憩和主題的特定教室區，讓能力高低不同的學生、個人的和社交學習者，有多

樣的活動和選擇；設置體驗式學習環境，使知覺的學習和表達持續延伸到室外，

學生可進入各類型室外空間。以下表 1 修改自馮佳怡（2006）的「校園生活休

憩空間之探析：以臺北市國民小學為例」，將校園中的休憩空間大致歸為五個

種類，以下將對交誼廳、圖書館、交誼平臺詳述之。 

表 1 

生活休憩空間規畫資料彙整表 

項目 相關名稱 種類 分佈位置 附屬設施 規畫重點 

交誼廳 師生討論室  各樓層 

桌椅、茶

水、書報、

音樂 

師生可以自由

使用 

圖書館  

集中式 

分散式 
教室區附近 

桌椅、沙發 

視聽設備 

提供舒適閱讀

環境 

交誼平臺 露天表演臺 依學校不同 廊道的延伸 休憩座椅 
休憩、談心空

間 

屋頂花園 屋頂平臺 依學校不同 樓層屋頂 休憩座椅 

1.高樓層休憩 

2.休憩談心賞

景 

庭園  

前庭、中庭 

側庭、後庭 
戶外 涼亭、座椅 

休憩、談心空

間 

資料來源：修改自馮佳怡（2006）。「校園生活休憩空間之探析：以臺北市國

民小學為例」。學校行政，45，205-225。 

一、學生交誼廳設計方面 

談論大學校園的室內休憩空間重要的形式之一，便是學生交誼廳。交誼廳

的設置通常以一、二樓為主，方便學生討論課業、教師與學生的交流、實作演

練的場域、或是空堂時間小憩的地方。通常學生交誼廳皆有設置桌椅或沙發，

尤以圓桌居多，方便團體使用，並加以配置飲水機、報章雜誌、校園期刊等

等……。 



 

 

以東吳大學為例，東吳為人文社會學院為主的大學，就人社院而言即包括

了中國文學系、歷史學系、哲學系、政治學系、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等十一個教學單位，人文學院等教育單位的核心理念為「提升人文素養，落實

社會關懷」，重視人與社會之間的研究和交流，同時重視跨領域整合方式，擬

建立教學資源平臺，期望學生能夠在自由的風氣之下，增進人文涵養，因此提

供學生互動的空間、軟硬體設備的建構為促進學生交流之必要，從而培育社會

發展所需要的人才。 

以下就東吳大學的交誼廳設計方面加以介紹，圖 1A 中為東吳大學的學生

交誼廳-「舜文廳」，它位於外雙溪校區綜合大樓一樓的位置，「舜文」一詞的

由來為知名企業家吳舜文女士，吳舜文女士於東吳大學任教二十六年，當過東

吳政治系主任、籌款設置獎學金、資助學校教師出國深造，並獲東吳大學頒發

「終身榮譽教授」的殊榮。於是東吳大學便以吳舜文女士為紀念命名，將空間

結合校園特色及師生需求，把舜文廳建造為具課業討論、活動策劃、空堂休憩

等功能的開放式學習空間，提供師長及同學們進行小組討論、學習交流，提升

學生的向學力及創造力。舜文廳當中還建置了圖 1B 中的 Learning Commons

（學生學習共享空間）。學習共享空間的概念為強調協同學習的重要性，使學

生透過與他人互動的來共同解決問題，為了開啟協同學習的模式，打破了空間

只能是一個安靜作業和閱讀的迷思，提倡小組開放討論，創造一個稍有聲響但

氣氛隨和的學習環境，鼓勵學生們共同使用休憩空間來研究和討論課業（吳政

叡，2012）。 

而圖 1C 則為東吳大學的「學生學習進行室」，地點位於外雙溪校區

D0507 教室，與東吳大學的師資培育中心相鄰。總共又分為三間諮詢室，為完

成室、現在室-備有白板，適合 4 到 5 人的小型讀書會；未來室-空間較大，適

合小組討論，備有電腦及投影設備可供使用；另外還有開放式沙發區，一旁放

置與教育相關的期刊和書本，讓修讀師資培育課程的同學在進行討論時方便取

用，是學習充電的好地方。圖 1D 為「學生學習進行室」的線上系統，只要透

過學習諮詢預約，就能馬上查詢並預約進行式的空間，搭配教學卓越計畫提供

的「英文語文學習角」及「課業個別諮詢」服務，還額外提供筆電、互動式白

板等高科技學習設備，顯現休憩空間與科技融合的多元化學習服務。 

http://terms.naer.edu.tw/search/?q=au:%22%E5%90%B3%E6%94%BF%E5%8F%A1%22
http://terms.naer.edu.tw/search/?q=au:%22%E5%90%B3%E6%94%BF%E5%8F%A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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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東吳大學學習共享空間 B.東吳大學舜文廳 

 

 

C.東吳大學學習進行室 D.東吳大學學生學習進行室預約系統 

圖 1 東吳大學休憩空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二、圖書館設計方面 

圖書館位於校園中心，是一個學術中立的單位，為正式與非正式學習提供

理想的場所，因此圖書館必須重視不同年齡層及多元族群的讀者閱讀需求，更

新圖書資訊、增加多元館藏、聯合建置網路、補充數位資源，配合相關主題活

動、建置各類電子資料庫、電子書，以及提升服務品質，促進整個大學的學術

成效。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圖書館使用的空間型態逐漸多元化，為了適應不同的

教學和學習需求，以提升技術來滿足用戶和機構，資訊共享在非正式的空間中

結合了物理和虛擬的形式，為協作創造了正式的環境，如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Frischer 的文化虛擬現實實驗室、德州理工大學圖書館 3D 動畫實驗室

（Sullivan，2003; Dougherty，2009）；在溝通管道方面，圖書館作為有效的相

關性學術研究和創新研究場域，必須保持開放的訪問權限（Beagle，2012），

才能厚植資源培養學術創新的能力（Halbert，2010; Lippincott，2012）。向家

長、學校單位證明他們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由此可知，圖書館作為一個學習

和溝通重要的樞紐，不斷精益求精，配合科技和電子化的趨勢為現今各個大學

需邁向的目標。 

此處介紹的圖書館將以淡江大學為主，以閱活區、主題展示區、期刊報紙

閱讀區、校史區等四個方向進行介紹。圖 2A 為淡江大學圖書館總館 2 樓閱活

區，地點配置在圖書館進館處右手邊，位於吸引讀者進館的最佳區域，配置圓

形和室桌和多張座椅，增加使用空間。從 2015 年起，淡江圖書館期望藉由閱

活區打造主題國度，以「閱讀、行旅、愛分享」為活動概念，每年選擇一國家，

作為世界閱讀日主題。2019 年便以法國為核心，概念來自於蘊含豐富文化、

至今創造出許多經典文學作品的國家，希望使用者可以於進入館內時，便藉由

想像徜徉於法國國度當中；圖 2B 為品質保證稽核處高教深耕辦公室於淡江大

學圖書館二樓設置的高教深耕展示區，邀請建築系黃瑞茂教授帶領的學生團隊，

共同製作而成，內容包含主視覺設計、融入深耕樹的概念、建置展示箱、海報

及各面向計畫相關文宣品等，呈現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和大學社會實踐計

畫之相關成果（丁孟暄，2018）；圖 2C 為２樓閱報區和無線射頻識別（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系統預約書區，除了新設舒適桌椅外，另有機

臺及書櫃，師生憑證件感應機器後，預約圖書所在的架位即亮起指示燈，方便

借閱者自助借閱，即時產生的完整資訊，使圖書管理上更有效率，並節省時間、

人力及物力；圖 2D 為位於覺生紀念圖書館二樓的校史區，同樣由建築系黃瑞

茂老師負責此處空間營造計畫，內容包含豐富的人文歷史脈絡，展現了虛實合

一的科技，將大事紀資料與燈箱區重新補正、以 3D 模型呈現「淡水校園模

型」、弧形牆面改修為播放區、以科技展示數位典藏資料等等……，圖書館提

供場地讓課程與展覽有發表的空間，以利多元的創新教學。 

 

 

A.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總館 2 樓

閱活區 

B.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高教深耕

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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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期刊報紙

閱讀區 

D.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二樓校史

區 

圖 2 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三、交誼平臺 

校園生活休憩空間包括步道、庭園、交誼平臺、空中陽臺、屋頂花園等地

方……。在交誼平臺方面，校園中的休憩設施的不足，常使學生無奈的駐足於

教室或走廊上（湯志民，1991），間接影響學習成效，因此規劃、增設校園的

交誼平臺為刻不容緩的任務。平臺的設置可以將多餘的空間進行系統性的規劃，

規劃的情境小至教室內部，大至校園內的各個庭園、植物、景觀皆可作為情境

佈置的素材，如再將空間結合美學，加強庭園的綠化和美化，將可以拓展學生

發揮創意的舞臺，進而促進學生學習的幸福感和學習效率。 

如圖 3A、圖 3B 為輔仁大學舒德樓戶外學習平臺，此平臺的位置選在輔

大第一棟圖書館(舒德樓)旁邊，環繞外圍的特色景觀為「樹屋」，指的是搭築

離地約一公尺以上的樹上複層式平臺，以樹冠為屋頂，不限制使用對象，主要

提供全校師生各種多元的活動運用，是以「當蘋果落下時，牛頓發現了地心引

力」為發想，透過坐在樹下的沉思，思考與大樹之間的關係，以「與樹共ㄕㄥ

(生/升)」、「環繞大樹為圓心向外發散」，象徵著學習無限的概念，期望透過這

些平臺營造創意校園空間、培養對環境的高度關懷、並提供學生自主學習的意

願。平臺的地板採用環塑材料，有環保、再生、防水、耐用的功能，配合節能

減碳的觀念，建立學生良好的環保意識；圖 3C、圖 3D 則是輔仁大學太陽能

手機充電站，突破往常的充電方式，充電站利用太陽能發電，將陽光透過太陽

能矽晶板到達蓄電池箱，供學校內的人員使用，並在充電站旁設置涼亭，結合

戶外休憩平臺的功能，讓學生需要手機充電時，不一定要到室內的空間，而是

能夠在校園隨處的一隅，也有可以駐足休息的空間，多了一個節能減碳又環保

的選擇。 



 

 

 

 

A.輔仁大學舒德樓戶外交誼平臺 B. 輔仁大學舒德樓戶外交誼平臺 

 

 

C.輔仁大學戶外交誼平臺 D.輔仁大學行動電話充電站 

圖 3 輔仁大學戶外交誼平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四、建議 

學校領導者對於決定建築的形式、環境配置、空間規劃以及人文風貌有關

鍵決定性的重要地位，影響著組織氣氛和學習成效。正因學校並非單純上課的

場所，轉換不同使用方式，教育便會產生不同的視野，讓校園從刻板的固有使

用方式，變成實踐生活的環境，轉化更多閒置空間，增設為校內人員可以休憩

的平臺，如長廊上的走道、操場旁的涼亭等等……。所以領導者若能依所屬之

情境，妥善運用空間領導之執行，促進永續校園理念的落實，便可以讓校園呈

現出獨樹一格的氛圍，提供學生更多樣化學習的場域（陳建志，2010）。 

因此，針對如何增加有效的休憩空間，林進山（2019）提出幾項可以改善

的建議，如為校長空間領導增設培訓的課程訓練，以紮實領導者的基本能力；

將空間規劃課程和美學的設計列入每年討論重要議題之一；辦理學校觀摩的課

程，藉由回饋以提升校長與老師的空間素養；再者組成校園空間委員會，與各

縣市主管教育機關、建築相關人才、學校專業人員合作，負責校園空間和美學



277 

 

情境的規劃評估；培育專業領導人，帶領老師或學生增加對空間的認識，是為

長期的人才培訓計畫；建立校園空間美學情境的分享平臺，可以與社區資源相

結合，達成教育資源共享的目的；同時可辦理優質校園營造、空間規劃、美學

設計的競賽活動，加強校長辦學的效能和提高教師參與度；空出的閒置空間和

多餘的教室，改由產業認養，改善現階段學校受少子化的影響，讓學校休憩空

間能夠延續應用，不造成資源的浪費。 

五、結語 

陳韻如（2019）認為學校的功能是提供教師教學、訂定目標與執行的歷程，

以便有效提升教學品質和教學效能，在這當中，與空間、教育設施的品質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良好的空間規劃能夠支持大學的組織改造、促進本位管理與

效能之提升，使每一位使用者能夠平均獲得有效益的資源。 

由此可知，空間規劃的設計須能符應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需求，為因

應全球化、電子化的社會來臨，現今大學生必備了使用資訊處理的能力，能夠

接收到外界的資訊更加廣泛，於是以學生為主體，建構出一個人性化的空間，

讓學生在修課之餘，有額外的空間可以開展自己創意的舞臺，才能發揮潛在的

教育功能。 

本文以學生交誼廳、圖書館、交誼平臺三方進行討論，可以得知大學生身

心健康的發展、學習的成效等都取決於休憩空間的設置與否、設置後的品質、

多元的空間組合、實用性、並具備足夠的預算方有成效，搭配氣候增設不同的

平臺與附屬設施可以使學生有更多選擇，達到境教合一的效果。因此提升良好

的休憩空間品質需建立在校方、設計者、執行者共同集思廣益的過程，如若我

們能夠在切身的日常生活中落實，便能發揮大學校園的活力和生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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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古蹟再利用之現況 

The situation of Campus Historic Buildings reuse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研究生許懷智 

摘要 

由於古蹟保存及閒置空間再利用的意識抬頭，在近年，校園古蹟再利用這

個議題深受社會各界所重視。台灣有許多古蹟座落於各大校園，其中古蹟蘊藏

豐富文史教育功能，是絕佳的教育場域及工具。然經研究者親身前往北區各大

校園參觀，發現許多學校對於古蹟的再利用，只是單純保存古蹟的形體以及有

在使用就足夠，其存在之能見度、文化意義及價值，幾近全無。本研究檢視了

研究者親身前往的各校園中古蹟再利用之現況及彙整有關文獻，為校園古蹟再

利用的現況提供反思。 

 

關鍵字：古蹟；歷史建築；校園古蹟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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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對於古蹟的再利用逐漸受到政府、產業界及社會大眾所重視。台

灣自 921 大地震，大量舊建築或文物受破壞後，社會大眾開始對於古蹟、歷史

建築保護的問題重視起來。而自 90 年代起，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觀念開始受到

重視並發展，加上 2000 年以後政府開始推動部推廣綠建築、綠色學校、永續

校園，兩者結合下，對於校園歷史建築活化的更受到重視，閒置空間的再利用

也慢慢將文化資產的再利用也融入其中。 

文化資產是過去人類發展歷程中留下來的見證，蘊含著過去的歷史，文化，

建築，藝術等不同的方面，是一個國家與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積澱下來的文

化瑰寶，代表著一個國家文化的傳承，具有極高的文化、科學、藝術和歷史價

值（吳武雲，2018）。具有承先啟後的文史教育功能。通過遺留下來的文化資

產，我們可以中了解各個歷史時期之先民社會關係、群體互動、經濟消長或文

化背景（陳建邦，2013）。保存文化資產，就好比一個宗族以留下一部族譜的

方式，記載著家族世代間的更迭與興衰（林華苑，2002），保存文化資產，即

是人類歷史文化之延續。 

古蹟或歷史建築本身作為文化與歷史傳承的載體，其中蘊藏許多價值可以

提供為教育使用。然而目前對於古蹟的運用，往往侷限於作為吸引外國人士觀

光遊玩的旅遊景點或是作為消費取向的「藝文空間」（許筱蘋，2005）。其對於

教育的價值，無法充分的發揮。文化資產紀錄著過去時間與空間裡，人們生活

的一點一滴，承載著一個地區中許多人的共同回憶，是地區歷史的見證，具有

濃厚的人文與歷史氣息。隨近年「學校社區化」與「社區學校化」理念的推廣

下，建立學校與社區價值的連貫性，以擴大教學效果，成為當今教育的重要課

題（許筱蘋，2005），加上政府積極推動閒置空間的再利用，文化資產的教育

價值和意義，方得以宣導及傳達。 

在台灣，不少的古蹟坐落在校園中，橫跨大學到中小學，隨近年校園閒置

空間再利用的推動，校園古蹟的再利用也備受關注，本文將探討臺北及新北部

分校園古蹟的使用狀況，並作出反思。 

貳、文獻回顧 

一、古蹟定義 

古蹟一詞由「古」、「蹟」二字組成，根據教育部辭典記載「古」是指古代

的、久遠的；「蹟」是指前人留下來的事物，多指建築、文物而言；「古蹟」即

是過去的人類遺留下來的事物。而隨著古蹟保護運動的進行，古蹟的定義亦逐

漸豐富並多元。 



 

 

黃秀政認為（1991）古蹟是人類在很久的過去所遺留的有意義或價值的痕

跡；馬以工（1983）認為歷史性建築物不僅可以表現出某一個時代人民的生活

與藝術，更是這個時代文明與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黃素絹（2000）認為古

蹟是泛指具有保存意義之古建築物，不限於依據法令所頒佈的規定，係古蹟之

概念早已為國人所認知，文資法頒訂前之既有名詞；周幸儀（2015）認為，古

蹟是保留古代人類的舊有文化、生活方式以讓後人可以回顧其歷史背景，並有

助於傳承過去人民之生活智慧與共同記憶，也是人類生活中所遺留下來具有歷

史發展過程所留下的痕跡。 

古蹟的定義從單純的「古建築」或「古文物」轉為代表凝聚了一個地區的

精神與力量，將無形的記憶與有形的實體合而為一的場所凝聚（張家甄，

2005）。 

而依據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規定，所稱文化資產，指具有歷

史、文化、藝術、科學等價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資產，其中又分成有形與無

形兩類，有形的包括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

蹟、文化景觀、古物與自然地景；無形的包括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口述

傳統、民俗、傳統知識與實踐。 

綜上所述，古蹟泛指前人留下來具有意義或價值的事物，當中包括但不限

於建築物、遺址、古物、民族藝術、民俗及相關文物、自然文化景觀等。古蹟

寄託著過去人們文化與生活的痕跡，同時又凝聚著當代社區中人們的共同記憶，

具有豐富的保存價值。 

二、再利用 

再利用之理論源自於舊建築再利用的觀念。國外學者與建築專業人員對於

描述再利用之字眼相當分歧，常見者有：整修（renovation）、修復

（rehabilitation）、改造（remodelling）、再循環（recycling）、改修

（retrofitting）、環境重塑（environmental retrieval）、延續使用（ex-tended use）、

再生（reborn）及調適再利用（adaptive reuse）等（湯志民，2014）。 

傅朝卿（2001）指出所謂舊建築再利用乃是結構安全的舊建築在兼顧史實

性與現代性的情況下，可以再循環其生命週期，並讓其以本身之條件得到經濟

上之存活能力。 

李金娥（2006）表示再利用是避免空間的重複投資，造成資源的浪費，並

減少「被庫存」的空間，賦予空間新的生命，提供新的功能讓人使用。 

湯志民（2008）指出再利用係指增加或改變原有空間與設施的用逾，或重

新組構使其原有機能得以延續，並在機能與建物之間適當調適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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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爵士、王瑞斌（2016）指出再利用是以創意發想提高舊建物原有的設計

機能，讓看似失去存在價值的閒置建物空間注入新的生命，重新發揮價值性，

再展風華，且在不犧牲追求經濟利益的前提下，兼顧歷史獨特性，讓舊建物的

文化底蘊得以延續。 

因此再利用是在保持舊建築原有形態之下，為其注入新的生命，賦予其新

的價值，在充分運用其空間的同時，亦保持其歷史性及文化底蘊，讓過去的文

化可以活在今日，使人類文化的得到延續。 

 

 

 

三、校園古蹟再利用 

臺灣地區由於其獨特的時代演變，造就其豐富且多元的文化內涵，也為台

灣留下歷史悠久的學校。當中不少學校都保留了一些史蹟建築，對於台灣本土

教育環境是相當重要的素材（湯志民，2002）。而自 2000 年後，受教育部對綠

建築、綠色學校、永續校園的積極推廣，校園中古蹟、歷史建築的活化更加受

到重視（湯志民，2014）。為因應教育部校園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計畫，不少學

校也紛紛把史蹟建築也規劃在校園整體發展的計畫中。 

參、校園古蹟之功能 

學校是學生學習的地方，除進行教學外，亦應該為學生提供一個有利於學

習、鑽研的環境氛圍，以讓學生更好的進行學習。校園環境氣氛的營造，可以

通過物質與精神環境兩個方面來營造。不同於過去純粹對學校行政、課程、教

學等的重視，二十一世紀的優質校園的營造更重視的是學生的需要（陳建邦，

2013），使他們各方面的需求得到滿足。 

陳建邦（2013）把校園古蹟的功能分為社會、文化和生活三個層面，其最

主要的意義在於「傳統校園文脈的延續」和「創造新的校園空間特色」。湯志

民（2014）指出校園古蹟的使用有助學校營造「人文藝術」的校園。人文校園

係指校園的建築和校園具有人性、文化、學術的表徵和意象，透過典章制度，

慶典儀式和史蹟文物的保存，傳延校園文化，並能與鄉土和社區文化融合，形

塑根留臺灣的本土教育文化特色。黃文煌（2003）表示校園古蹟不僅呈現設計

建造者的思想，反映當時的社會，制度，環境等，也承續歷史的傳承，成為文

化的一部分，更藉此消去時間的距離，延續他們的生命，敘說他們的故事。 

總的來說，對於學校而言，校園古蹟的意義有二： 



 

 

一、文化傳承 

古蹟是一項特別的建築物，除卻本身在設計時所規劃的建築功能外，還是

學校歷史的見證者，它的本身就是學校文化的最好載體。校園古蹟串聯著學校

的事件與記憶，激發著校園特有的文化氣質（馬寧、壽勁秋，2015），是認識

學校發展的主要蹤跡和線索。不同時期的校園建築構築著校園文化的時空序列，

透過保存有紀念、或有意義的文化資產，可以更好的傳承校園文化。校園古蹟

的活化將使其成為時刻傳承學校文化精神的教育場所。 

同時，學校本身便是積累著人文氣息和歷史情感的場所，而古老建築本身

具有濃厚的人文氣息，浸潤著歷史的建築和環境，能更好的營造學校的文化氛

圍。學校可以透過古老建築加深自己文化、歷史上的底蘊。歷史建築代表著學

學悠久的歷史，凝聚為無形的影響力，成為寶貴的歷史建築資產。一些歷史建

築甚至能超越了原本的建築功能成為學校的精神和象徵（馬寧、壽勁秋，

2015）。 

二、社區聯繫 

古舊的建築，很多也見證着社區或是社會的改變與發展，是學校文化與社

會歷史的連接點。古蹟是社會歷史的縮影，伴隨著數代人的成長，承載著社區

中許多人的共同回憶，可以成為社區精神上的寄託。文化資產是學校與社區的

聯繫，善用文資的資源可以更好的與社區進行互動。同時，學生時期的記憶在

大多數人們心中都有著重要的地位，而這些回憶往往與校園息息相關。對於畢

業校友而言，其珍惜的事物除了當年的師長外，便是他們求學過程中的生活環

境。而校友在畢業後回校，學校的人事往往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想要回想過

往的校園時光，只能依靠遺留下來的校園建築。通過對於有意義的建築的保存，

可以作為凝聚校友的依靠，以増強學校的校友資源。 

肆、校園古蹟的再利用情況 

再利用是歷史保存的觀念和手段，通過把舊的建築重新利用之行動（周幸

儀，2015），在舊建築結構安全的情況下，對其原有的用途加以改變，使其機

能得以延續，使棄置的舊建築重獲新生。 

據王瑞珠（1993）的整理，國外歷史性建築活化後的用途主要有四類：1）

作爲博物館使用；2）作爲學校，國書館或其他各種文行政機關使用；3）改作

爲旅館或餐館；4）利用建築本身（包括其室內裝橫及傢俱）作爲參觀遊覽對

象（轉引至湯志民，2014）。 

而筆者走訪了臺北、新北部分具有古蹟的學校後（包括大學及中小學），

統整了它們對於校園古蹟的利用情況，以下分成大學和中小學兩部分講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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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校園古蹟利用情況 

在大學的部分，筆者參觀了臺北四所的大學，分別為國立台灣大學、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及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城區部。其校園古

蹟的利用情況如表 1： 

表 1 

大學校園古蹟的再利用情況 

名稱 使用情形 

台大校門 作為警衛室使用。 

台大農業陳列館 一樓為特色農色農產品及紀念品販售地點，二樓為蒐集與展示農

業發展與農陳館建築歷史相關史料；並提供校內師生與農業團體

單位租用舉辦活動。 

台大校史館（舊總

圖） 

主要作為日文系和校史館的使用空間。 

台大文學院 作為教室及文學院各系研究室與系辦公室使用。 

台大行政大樓 作為學校行政單位辦公場域。 

台大機械工程館 已拆除，尚未公佈未來發展規劃。 

台大磯永吉小屋

（舊高等農林學校

作業室） 

作為臺北帝大時期的各種實驗器具，如電氣孵卵器、顯微鏡、種

子篩、種子取樣器、溫溼度記錄器等的陳列室開放民眾參觀。 

台大鹿鳴堂 原一樓為商場，二樓為台大劇場。原計畫拆除，但因暫列為古

蹟，故拆除計畫暫停。尚未公佈未來發展規劃。 

青田七六 原馬廷英故居，現外包出去作為餐廳經營。 

殷海光故居 作為殷海光教授的文物資料陳列展覽場所。 

台師大禮堂 作為大型活動場地，並開放校內、外人士租借舉辦活動。 

台師大行政大樓 作為學校行政單位辦公場域。 

台師大普字樓 與行政大樓相通，同樣作為學校行政單位辦法場域。 

台師大文薈廳 現為學生交誼廳，提供閱讀與討論的空間及藝術展演場域，內含

紀念品和輕食販售區，開放校內、外人事租借舉辦活動。 

舊總督府第二師範

學校大禮堂（國北

教大舊禮堂） 

主要分成兩部分，一為校友服務中心；另一作為活動場地開放校

內、外人事租借使用。 



 

 

北護大城區部文教

大樓 

原定與台大合併成長照演示中心，被指定為市定古蹟計畫暫停，

尚未公佈未來發展規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以上資料可看見，在大學的部分，古蹟的使用主要可以分成四類：一、

按照其原定建築用途繼續使用，如台大文學院、農業陳列館、台師大文薈廳等；

二、改為行政單位辦公場域，台大行政大樓、台師大普字樓；三、作為各種文

物、資訊的展覽及陳列場所，如台大校史館、殷海光故居等；四、讓外界承包

作商業用途，如台大鹿鳴堂、青田七六。此外台大除青田七六及殷海光故居外，

尚有其餘日式宿舍群，然而因目前多為教授宿舍，普遍都不允許進入。 

二、中小學校園古蹟利用情況 

在中小學部分，筆者參觀了臺北市及新北市共 8 間中小學，分別為大龍國

小、安坑國小、東門國小、龍門國中、老松國小、士林國小、深坑國小及建國

中學。校園古蹟的利用情況如表 2： 

表 2  

中小學校園古蹟的再利用情況 

名稱 使用情形 

大龍國小校門石

柱 

日治時期建物，與外牆修復連接後繼續作為校門使用 

大龍國小舊校舍 原教學大樓，現作為行政單位辦公場域 

安坑國小宿舍 原提供安坑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居住使用，其中一棟現改為烘焙教

室，另一棟仍供退休教師居住 

東門國小百年銅

鐘 

日治時期遺留建物，現作為學校進行非預期的通知時使用 

龍門國中濂讓居 作為古蹟展示開放民眾預約參觀，並提供導覽服務 

老松國小校舍 作為教學大樓及行政單位辦公場域使用 

士林國小八芝蘭

公學校古校門 

日時期遺留建物，八芝蘭公學校時期舊校門，現改作通往圖書館的

長廊入口 

士林國小八芝蘭

公學校講堂 

現改為學校圖書館 

深坑國小禮堂 現作為學校社團練習處，也開校內、外人士租借舉辦活動 

建國中學紅樓 作為學校行政單位辦公場域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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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資料可看見，中小學對於校園古蹟的利用一般都是按照其原來功能

繼續使用，一般是作為教學大樓或行政單位辦公之用，相較大學而言較少作為

開放空間供參觀遊覽或其他活動之用途。 

伍、校園古蹟再利用情況之反思 

從上述可見，筆者參觀之學校在對於古蹟建物之使用上與王瑞珠的整理結

果相似。根據資料，對於古蹟建物之使用，學校中建築類古蹟的用途主要如下： 

一、作為教學大樓供學生上課使用； 

二、作為行政單位辦公場域； 

三、作為陳列展覽之用； 

四、外包校外商店進行經營； 

五、作教師宿舍之用 

六、作公開場地，開放校內外人使用； 

在大學及中小學對於古蹟的使用中，雖看似是把古蹟活化，讓其可以再度

投入使用，然而就目前學校對古蹟的使用上，其實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部分。 

 

一、古蹟的公共性 

古蹟是人類歷史、文化的載體，同時亦承載著社區的集體回憶，其為古蹟

背後象徵的意義是全社會「共同」創造的，因此由私人團體單獨處置古蹟是不

恰當的（劉至謙，2016），雖現行法律尚未明文規定其公有性，但就其特性而

言，應恢復其公共財的地位。 

而因其「公共文化財」之特性，因此學校在經營運用古蹟時，應該要考慮

到一般民眾的使用，讓建築在不受破壞的情況下，一般民眾均可近距離接觸或

使用。而上述六項用途中，有一半的用途使的民眾難以參與或使用古蹟。 

教學大樓與行政單位辦公之場所，是學校成員以外之公眾難以接觸之處。

雖然目前國立及公立之大、中、小學一般在非上課期間都會開放給一般民眾使

用校園，然而教學大樓與行政大樓為安全問題往往會封閉不讓外人進入。同時

教學與行政大樓由於其功能較封閉，非學校成員使用的機會較少。甚至對於學

生而言，學校行政單位也是很少接觸之處。因此一段民眾難以參與或使用的。 



 

 

而如安坑國小的宿舍，台大的日式宿舍群等，由於仍有教職員的居住，普

遍不予以開放。其存在之能見度及文化意義，幾乎蕩然無存。 

同時需要注意，上述作為教學大樓，行政單位辦公場所及宿舍之校園古蹟，

佔筆者參觀之校園古蹟中的大多數，為此就筆者參觀之古蹟中，多數無法發揮

其公共財之特性。 

二、古蹟的教育性 

古蹟是過去人民生活、經濟狀況、社會文化、藝術風格的見證，具有極高

的文化和歷史價值。我們可以透過古蹟來進行歷史的學習，並通過真實的歷史

現場及文物，真切感受到歷史的存在與真實性，產生具有承先啟後的文史教育

功能。然而當古蹟成為了教學大樓與行政單位，與民眾的距離反而拉遠了。同

時古蹟雖能夠直接把歷史文化呈現於觀眾眼前，然而若不加以引導，民眾仍是

難以感受其中意境。加上民眾減少了與古蹟的接觸，更是難以再從中得到對歷

史的感動。 

此外，如安坑國小的宿舍、台大的日式宿舍群及青田七六的運用也缺乏教

育的意義，兩校的宿舍都因仍有人居住，而拒絕開放參觀。雖然宿舍原有之功

能便是居住，然而作為學校，在學校的資產被認定成文化資產後，對於其使用

方式也該加以調整，使其能充分發揮其教育功能。此外，青田七六被外包作餐

廳的營運，雖然是解決了維護及再利用的問題，但其現有功能完全失去文化與

歷史傳承之意義，只是單純的用餐之處。 

三、與社區的連繫 

古蹟對學校的其中一個意義便是作為與社區的樞紐，因為它承載了社區的共同

回憶。然而當古蹟與民眾的距離拉遠，民眾難以對其再產生回憶。其對於社區

的價值也會淪為只有時間上的意義。失去了凝聚社區的功能。古蹟的活化應該

積極參與校園的活動及發展，使其更好的記錄師生、社區的共同記憶。相比教

學及行政大樓，一些開放式的活動場地更為適合。 

陸、古蹟再利用實例與建議 

古蹟乃各地方歷史之記錄，不同的古蹟均有其特殊的功能與形式，以及獨

特之歷史背景。通過對於古蹟的再利用，可以宣揚古蹟之歷史意義與藝術價值

（陳水源，1986）。通過古蹟，可以為參觀者帶來正規教育以外的使命感和回

歸鄉土的認同感（臧芷伶，1993）。因此古蹟對於教育，實有其意義。 

然現在的校園古蹟再利用之情況，多數作為教學及辦公場域，無法充分發

揮古蹟之功能。為此，學校應該從新檢討，該如何設計再利用方案，使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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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連繫社區的功能得以充分展現。以下將以「北投溫泉博物館」作為古蹟再

利用之實例，作為古蹟再利用方向之建議。 

北投溫泉博物館 

一、歷史背景 

北投溫泉博物館前身為「北投公共浴場」，在日治時期由臺北市仿日本靜岡縣

伊豆山溫泉浴場興建而成，為當年東南亞最大的溫泉浴場，內設溫泉浴池休憩

室、餐廳、娛樂室等，為北投溫泉發展史上重要之代表性建築（王蕾霰，

2016）。修建至今百餘年，後因荒廢而將被拆除，經過各方人士大力奔走，於

1997 年被指定為台灣三級古蹟。 

二、現況 

現今北投溫泉博物館的展示配合古蹟再利用的空間使用，共分「北投溫泉

浴場展示區」、「北投石展示區」、「溫泉北投展示區」、「北投溫泉鄉發展史展示

區」、「望樓展示區」、「榻榻米活動大廳展示區」、「多媒體視聽室展示區」、「北

投產業展示區」、「台灣好萊塢展示區」與「進北投特展室」十個展區（北投溫

泉博物館，2019）。 

北投溫泉博物館其修復過程中保留了其原有主要建築空間及結構，保護其

原來面貌，又保留歷史各階段的建造使用痕跡（王蕾霰，2016），體現了對建

築原本文化和價值的重視，使得歷史建築的文化價值與歷史價值得以流傳。其

展覽內容以北投溫泉之歷史與文化、北投當地文化等為主，配合其前身「北投

公共浴場」之歷史，更加強其文化意涵。此外，博物館經營結合地方產業特色

與人文風貌，配以各教學機構、社團組織、商業團體等的合作互動，更是把其

影響擴大到周邊社區，建立以博物館為中心的生活區，帶動社區與環境再造。

加強了自身的社會意義（王蕾霰，2016；林華苑，2002）。 

校園對於古蹟再利用之手段，可參照北投溫泉博物館。在保持建築原有面

貌的前提下，重新設計其使用方式（無論是作為教學場域、展覽館、餐廳或其

他開放性空間），使其內容能符合建築原有之功能或歷史，使古蹟的歷使感和

鄉土教育功能可以充分發揮。同時，更重要的是應避免使古蹟成為非特定人士

不能使用的封閉空間，使得古蹟與社區隔絕，失去其凝聚社區向心力之功能。 

 

柒、總結 

古蹟具有承先啟後的文史教育功能，好好的運用可以有助文化、歷史、科

學、藝術的傳承，以及協助學校進行文化的延續及社區的互動。然而，綜觀目



 

 

前參觀之學校園內之古蹟，大多均未彰顯與該棟古蹟建物所擁有之風格特色與

歷史故事，並較少提供多數人接觸參與之表演集會或參觀展式陳列的機會。古

蹟需本身就具備了文化與歷史傳承的功能，但若不加以引導民眾仍是難以深刻

感受它的價值。同時學校與社區的連繫是建立兩者的共同回憶上，當社區無法

再親身參與於學校中，兩者的連繫便會斷絕。在校園古蹟的再利用並非單純保

存古蹟的形體以及有在使用就足夠，在進行再利用時，應該要對其公共性與教

育性再多加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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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 3 

各學校校園古蹟照片 

名稱 照片 

台大校門 

  

台大農業陳列館 

 

 

台大校史館（舊總

圖） 

 

 

台大文學院 

 

 

台大行政大樓 

 

 



 

 

台大機械工程館 

 

 

台大磯永吉小屋

（舊高等農林學校

作業室） 

 

 

台大鹿鳴堂 

 

 

青田七六 

 

 

殷海光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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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師大禮堂 

 

 

台師大行政大樓 

 

 

台師大普字樓 

 

 

台師大文薈廳 

 

 

舊總督府第二師範

學校大禮堂（國北

教大舊禮堂） 

 

 



 

 

北護大城區部文教

大樓 

  

大龍國小 

 
 

大龍國小舊校舍 

 

 

安坑國小宿舍 

 

 

東門國小百年銅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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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國中濂讓居 

  

老松國小校舍 

 

 

士林國小八芝蘭公

學校古校門 

 

 

士林國小八芝蘭公

學校講堂 

 

 

建國中學紅樓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拍攝 

 

 

  



 

 

兩岸智慧校園建設與規劃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研究生趙夢菲 

摘要 

隨著 21 世紀資訊化的迅猛發展，教育領域中學習方式、教學模式發生了

重大的改變，以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為特征的智慧教育時代悄然興起。智

慧校園是數字校園未來發展的必然形態，智慧校園是實現智慧教育的必由之路。

因此，本文意在探討兩岸在推動智慧校園的建設中，政策、智慧教室建置、產

值和評鑑指標等方面的異同，於本文的第二部分有詳盡敘述。 

經參照比較發現，在智慧校園建設過程中經費投入不斷增多是兩岸地區的

共同點，但在實施過程，大陸地區是「以點帶面」展開，而臺灣地區則是各市

「全面開花」起頭並進；大陸地區在規範標準上較明確，而臺灣則呈現自由寬

鬆的狀態；最後，臺灣地區對于綠色建築、環保方面的重視程度高於大陸地區，

此乃二者間又不同之處。智慧校園的建設過程必將困難重重，兩岸可以互相學

習、借鑒，以此激勵勇於在此道路上探索的人們。 

關鍵詞：智慧校園、智慧教室、智慧校園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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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雲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等新一代資訊技術的應用，教育資訊化迎

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傳統校園經由電子校園、數字校園，逐步邁向了智慧校園

階段，全球各國都相繼提出了相關政策來支持和推動智慧校園的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7）印發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的

通知中明確指出：推進「互聯網＋教育」發展，加快教育大數據建設與開放共

用，推進數字教育普遍開放共用。另「中國教育現代化 2035」等政策明確提

出以“互聯網＋”為主要特徵，引領教育現代化發展，推動面向資訊社會的教育

理念更新、模式變革、體系重構。 

臺灣經濟部（2014）提出執行「智慧校園」政策，將其規劃出六大核心，

分別是智慧學習(iLearning)、智慧社群（iSocial）、智慧保健(iHealth)、智慧行

政(iGovernance)、智慧管理(iManage)和智慧綠能(iGreen)等整合服務。2018 年

更是邀集產官學研界代表及海內外城市首長，簽署表達支持成立「全球智慧城

市聯盟」（GO SMART），共同構築全球城市交流網絡，為智慧校園的建設打

下強大基礎。 

本文將從智慧校園規劃之相關政策、智慧教室建置、產值和評鑑指標四個

方面探討兩岸智慧校園建設之異同。 

一、智慧校園定義 

「智慧」一詞在國語辭典中解釋為分析、判斷、創造和思考的能力；智慧

是由智力體系、知識體系、方法與技能體系、非智力的體系、觀念與思想體系、

審美與評價體系等內容組成的。在智慧校園定義上，不同學者針對不同角度對

智慧校園進行解讀。 

從智慧校園提供的服務來看，黃榮懷、張金寶等（2012）提出智慧校園是

一種以面向師生個性化服務為理念，能全面感知物理環境，識別學習者個體特

徵和學習情景，提供無縫互通的網絡通信，有效支援教學過程分析、評價和智

慧決策的開放教育教學環境和便利舒適的生活環境；張奕華（2013）的研究中

指出，智慧(SMARTER)教育係以學生為中心 (student-centered approach)的教學

與學習方式、能透過多元取向引起學生學習動機(motivate students to learn)、無

所不在的讓學生使用任何載具(any-device) 接近學習入口、提供豐富的學習資

源(resource availability and diversity)、使用科技(technology support and service)

支持與服務教學和學習、透過診斷工具和雲端服務提供即時的學習評量

(assessment of learning)結果，以及教師以科技創新教學和精進教學(refinement 

of teaching)。 

從智慧校園的具體組成來看，李春若（2012）認為，智慧校園是物聯網在

學校教學管理、公共安全、後勤保障中的具體應用，為學校構建了智慧化的學

習和生活環境；宓詠（2011）提出智慧校園應當具備感知層、網絡層、數據層、



 

 

應用層這幾個部份，強調按需服務，快速反應、主動應對；國際研究機構

EBTIC 於 2010 年所發佈的白皮書中表示，The Intelligent Campus 是指具有能

力思考、推理和理解的校園環境和設備，不僅可以依據不斷變化的情況進行調

整,而且還可以學習和適應。 

從智慧校園的特點來看，張奕華、吳權威（2014）提出智慧校園是隨著智

慧地球、智慧城市建設而出現的新概念，在資訊技術的支持下，智慧校園建設

得以逐步展開，整合智慧化管理、智慧化環境和智慧「教」與「學」；陳平、

劉臻（2012）認為智慧校園是通過智慧化的資訊手段實現具有智慧、人文、安

全、穩定、環保、節能等特點的智慧化的教學、科研、管理、生活。 

綜合各學者的觀點，研究者認為智慧校園是以物聯網技術為基礎，將人、

設備、環境、資源通過多平臺的傳遞，為學校建構更智慧化的學習和生活環境。 

二、兩岸智慧校園建設之比較 

（一）智慧校園建設之相關政策比較 

中國大陸在教育資訊化（大陸地區稱為教育資訊或教育訊息化）的發展的

歷程中，不斷注入時代新的觀念，政策緊隨時代的發展，研究者將相關政策和

核心內容整理如下表 1-1： 

表 1-1 

大陸地區教育資訊化進程相關政策與核心內容 

發佈時間 相關政策 核心內容 

2012.3.13 《教育資訊化十年

發展規劃（2011﹣

2020 年）》 

提出「三通兩平臺」的發展目標，即寬帶網絡校校通、

優質資源班班通、網絡學習空間人人通，建設教育資源

公共服務平臺和教育管理公共服務平臺。 

2012.6.14 《國家教育事業發

展第十二個五年規

劃》 

到 2015 年，農村中小學現代遠程教育基本實現班班通，

數字化校園覆蓋率達到 50%以上。 

2015.2.12 《2015 年教育資

訊化工作要點》 

基本完成全國中小學互聯網接入，其中寬帶 10M 接入

50%以上。網絡學習空間的開通數量達到 4500 萬，使

50%教師和 30%初中以上的學生擁有實名網絡學習空

間。 

2016.2.2 《2016 年教育資

訊化工作要點》 

實現全國中小學互聯網接入率達到 95%，其中 10M 以上

寬帶接入比例達到 60%以上。網絡學習空間開通數量超

過 6500 萬，80%以上的教師和 50%初中以上的學生擁有

實名空間。 

2016.6.7 《教育資訊化“十

三五”規劃》 

完成「三通工程」建設，全面提升教育資訊化基礎支撐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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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時間 相關政策 核心內容 

2017.1.25 《2017 年教育資

訊化工作要點》 

基本實現接入帶寬 10M 以上的中小學比例達到 70%，多

媒體教室佔普通教室比例達到 80%，力爭網絡學習空間

開通數量超過 7500 萬個。 

2018.2.12 《2018 年資訊化

和網絡安全工作要

點》 

基本實現接入帶寬 10M 以上的中小學比例達到 80%，多

媒體教室佔普通教室比例達到 90%，擁有多媒體教室的

學校比例達到 90%。 

2018.4.13 《教育資訊化 2.0

行動計劃》 

到 2022 年基本實現「三全兩高一大」的發展目標，繼續

深入推進「三通兩平臺」，構建一體化的「互聯網+教

育」大平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臺灣在教育資訊化的進程中呈現的是局部和整體相結合的特點，這樣既能

保證教育資訊化的整體推進，又有利於不同區域實現教育資訊化的個性發展。

同時，臺灣對於偏鄉、弱勢群體等的發展尤為重視，強調教育的均衡發展。研

究者將相關政策和核心內容整理如下表 1-2： 

表 1-2 

臺灣地區教育資訊化進程相關政策與核心內容 

發佈時間 相關政策 核心內容 

2009 《建置中小學優質

化均等數位教育環

境計劃》 

國中小電腦教室完成設備更新，班班可上網。 

2010 《2010 創造公平數

位機會白皮書》 

積極贈建與擴充學校諮詢科技，建制數位學習環境。 

2011 「教育雲」計劃 擬以 2.45 億元經費打造符合雲端運算的教學系統。 

2012 雲端運算應用與產

業發展方案 

強調應用與產業並重的精神，以政府雲端應用帶動國

內資訊產業。挑選符合大尺度、資料分享與可達成流

程整合條件的政府雲端應用，以帶動業界開發符合應

用需求。 

2014 《數位學習推動計

劃（臺北市）》 

提升校園網路頻寬效能及建置無線網路環境；建構教

育雲端應用及平臺服務；推展中小學創新應用學校；

推動數位學伴計畫。 

2016 《生產力 4.0 產業創

新提升人才培育計

畫》 

培養種子師資、人才培養，延攬國際顧問專家人才，

加強產學連結跨域培育和在職人才培訓。 

2017 《新一代智慧學習

計畫》 

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與教學創新模式，整合數位元學

習資源，規劃及發展創新數位學習任務或活動設計，

研發教學策略,提供合作學校運用並完成典範轉移。 



 

 

發佈時間 相關政策 核心內容 

2017 《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計畫》 

數位科技納入課程教學規劃，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科技領域的實施奠下基礎。 

  （續下頁） 

2019 「數位建設﹣建設

下時代科研與智慧

學習環境」 

提升高中職校園網絡對外聯網具告訴的介接頻寬。 

2019 《中小學數位學習

中程計劃》 

以數位學習促進學生的學習習慣與機會，提升教師的

數位教學知能，協助解決偏鄉、弱勢、離島師資與資

源不足問題。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臺灣地區，智慧校園相關政策呈現兩方面內容：其一是網絡之頻寬建設。

教育部（2016）於「2016-2020 資訊教育總藍圖」提及目前教室無限網絡覆蓋

以達到 45，並且至今已整合 30 項雲端服務、40 萬餘筆數位資源，155 萬個師

生登入，約 1 千所學校連結教育雲學習系統。其二是積極推動產學合作的經營

方式。在數位學習計劃中，就有包括華碩雲端、HTC、澔奇科技等捐贈軟體

或硬體服務，而學校與老師也透過產品使用及教案回饋的方式，幫助有意

長期耕耘在教育領域的廠商，建立更好的服務體系。  

大陸地區，智慧校園的建設隨著著教育資訊化「“十三五”規劃」、「教育資

訊化 2.0 行動計劃」的推出，也進入到了新的階段。現各省地方市級緊緊圍繞

三全兩高一大的發展目標，推動資訊技術與教育的深度融合。其中，「三全」

是指教學應用覆蓋全體教室、學習應用覆蓋全體適齡學生、數字校園建設覆蓋

全體學校；「兩高」是指資訊化應用水平和師生資訊素質普遍提高；「一大」是

指建成互聯網＋教育大平臺。 

綜合上述，兩岸地區在政策的推動上都重視網路頻寬的建設。但大陸地區

更重視教學資源、教學平臺中心、地區學校間的整合聯動，以中心或試點學校

帶動區域發展；臺灣地區則是非常重視實作與問題導向的學習形態，呈現產學

合作的經營模式，讓學生能夠儘早與市場接軌。 

（二）智慧校園建設之智慧教室比較 

智慧教室是智慧校園建設中重要的應用場景。它作為一種新型的教育形式

和現代化教學手段，是集物聯網技術集智慧教學、人員考勤、資產管理、環境

智慧調節、影像監控，及遠端控制於一體的系統。 

研究者從各市政府的公告中，整理出臺灣各市智慧教室建置情況，分別就

投入資金、目標和現況整理，如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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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灣各市關於智慧教室建設之情況 

 

 

 （續下頁）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臺灣地區，教育局未來兩年將投資 16 億推動智慧教育及校園數位化。教

育局於 107 年度開始將建置校園高速網路、智慧教室，並推動「行動學習智慧

教學」(平板教學)及發展臺北酷課雲 3.0，期藉由校園數位化結合智慧平臺營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投

入

金

額

說

明 

自 107 學年度

起 3 年內投入

近 16 億元 

 

106 年至 107

年已投入 3 億

元,未來兩年

準備再投入 5

億元。 

 爭取教育部前瞻計

畫補助 6 億 7,879

萬元，市府自籌款

1 億 3,057 萬元，

共計 8 億 937 萬元 

3 年投入 5.5

億元於國中小

建置具備互動

教學功能的智

慧學習教室 

配合前瞻數

位建設計畫

爭取經費，

將投入超過

14 億元 

 

目

標 

改變臺灣從首都該開始，改變

臺北從文化開始 

「新北智慧教室‧把學習變簡單

了」 

 

透過智慧教師

專業發展平

臺，培育智慧

教師，提煉智

慧模式，創造

智慧課堂。藉

由「合作」、

「分享」、

「交流」，以

凝聚教育創新

的強大力量 

將持續秉持「以學

生為中心」的教育

理念，充實校園資

訊軟硬體設備，盼

達成縮短城鄉、校

際數位落差的目標 

 

把精準醫療的

概念發揮在教

育上，就是應

用科技輔助學

生精準學習，

以培育迎向素

養導向新時代

的人才 

 

翻轉創新、

深耕本土、

放眼國際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設

備

建

置

情

況 

班班有投影機

的基礎下，國

中小 1/3 教室

將改採大尺寸

觸控螢幕 

 

109 年前完成

每校都有大尺

寸螢幕及 30

台以上平板電

腦，全市 1 萬

600 班教室皆

建置影音整合

控制器。 

建立個人-學

校-局端三層

次數據分析儀

表板，運用大

數據掌握教學

趨勢。 

桃園 105 至

107 年度已完

成 2,702 間智

慧教室，108

至 109 年度預

計持續進行智

慧學校網路環

境及智慧學習

教室規劃 

 

今年度將優先完成

中小學近 2,000 間

智慧教室，建置內

容包括大尺寸觸控

電視、投影機、筆

電、個人電腦、平

板電腦、資訊應用

整合控制設備等

12 套不同設備組

合 

 

目前臺南市國

中小學六、七

年級班級教

室，已經全面

建置具備互動

教學功能的智

慧學習教室，

引進 75 吋可

觸控大螢幕顯

示器、資訊應

用整合控制設

備及雲端數位

教材等軟硬體

元件 

 

建置至少 4

千間具有互

動學習資訊

教室，並就

其中 40 間

打造智慧創

新教室，結

合人工智

慧、虛擬實

境、機器學

習等內容 

 



 

 

造培育 AI人才的校園環境。就智慧教室建設的情況來看，整體呈現「各市開

花，共同推進」的模式。每一個縣市的政府對於智慧教室的投入都在逐年增長，

並且根據各市情況推出不同的目標。其中，不乏一些亮點值得關注。例如，高

雄市在今年更是率先與微軟公司合作，展開一系列育才行動，全方位翻轉傳統

教育模式，將 AI應用於 12 年國教課程內容；桃園市更是推出了「桃園智慧城

市之智慧教育發展計劃」，大有國中團隊應邀前往成都銀川中學，進行了一場

兩岸智慧教育教學的交流。 

大陸地區，依據「2019 年中國智慧教育行業市場發展及趨勢研究報告」

指出，自 2012 年來，國家財政教育經費占 GDP 比例連續七年保持在 4％以上，

並且呈現只増不減的趨勢。雖然研究者並未從財政部官方網站搜尋到國家在智

慧校園建設上的總投入數額，但從各省政府的公開資訊中，如湖北省政府撥款

130 萬元（人民幣）進行智慧校園建設、江蘇省徐州市撥款 220 萬元（人民幣）

建設 11 所智慧校園，以及財政部公開的招標案項目可以看出，國家和地方政

府對于智慧校園在資金撥款上的投入越來越大。 

智慧教室的建設也因政策的不斷推進迎來了高峰。「教育資訊化 2.0 行動」

計劃中提出要開展智慧教育創新示範，下圖 1-1 為 2019 年，“國家智慧教育示

範區”，包含 8 個創建區和 2 個創建培育名單（深藍色區域部份）。 

圖 1-1 

大陸地區智慧智慧教育創新示範區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由圖 1 所示，8 個創建區包括：河北省熊安新區、北京市東城區、上海市

閔行區、湖北省武漢市、湖南省長沙市、廣東省廣州市、陝西省運城市和四川

省成都市武侯區；2 個創建培育名單為：山東省青島市和江蘇省蘇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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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述所示 10 個區域為智慧教育創新示範區，因此這幾個省市智慧教

室的建設相較於其他地方來說會更具代表性。從這幾個區域的分佈中我們不難

發現，主要仍是集中在東部地區。 

另外研究者杜芮針以中國知網中 2014 年到 2018 年對智慧教室的研究共

84 篇為內容分析對象，發現智慧教室的主要研究機構是高等院校（如下圖 1-

2），且這些院校所在地也均位於東部地區，這與上述的發現吻合。結合上述情

況來看，在一定程度上大陸地區智慧教室的投入狀況有不均衡的情況。 

圖 1-2 

作者機構統計 

 

 

 

 

 

 

 

 

 

 

資料來源：杜芮（2019）我國智慧教室的研究熱點與趨勢──基於相關文獻的

可視化分析。中小學電教，472，88﹣90。 

雖然在智慧教室的投入上以東部地區為主，但研究者也發現其他各省在

2018 年也積極跟進智慧教室的建設，並非完全沒有涉足。表 3 是由「2018 年

中國智慧教室行業現狀與前景分析」提供的各省市智慧教室重點項目應用情況

表。 

表 3 

大陸地區 2018 年各省市智慧教室重點項目應用情況表 

地區 項目 

福建 寧德師範學院、廈門集美新城圖書館、福州市船政小學、莆田市職業技術學校、

福州高級中學進行招標，進行智慧教室項目建設。 



 

 

地區 項目 

重慶 女子職業高級中學、水利電力職業技術學院、重慶郵電大學、徐悲鴻中學進行招

標，進行智慧教室項目建設。 

山東 臨沂市商學院、山東大學、威海市水產學校進行招標，進行智慧教室項目建設。 

河南 員警學院、質量工程職業學院、洛陽經濟學校進行招標，進行智慧校園項目建設 

西安 西安市長安區電化教育中心、灞橋區教育局進行招標，進行智慧項目建設。 

寧夏 銀川市二十一小進行招標，進行智慧校園建設 

江西 南昌大學進行招標，進行智慧教室項目建設 

資料來源：2018 年中國智慧教室行業現狀與前景分析。前瞻產業研究院整理。

深圳：深圳前瞻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上述，臺灣地區在智慧教室上的發展是呈現「各市開花，共同推進」

的模式，而在大陸地區，則是以東部地區為主，「以點帶面」的方式來推動。 

（三）智慧校園建設之產值比較 

除了在政策上的支持以外，產值報告的數據也能夠較好地說明智慧校園建

設的發展現況。研究者從經濟部 106 年智慧學習產業產值調查報告中（圖 2-1）

中瞭解到：臺灣地區，2015﹣2016 年的增長率最高達到 18.04％，總產值在

2017 年夜達到了 1181.29 億新台幣。 

圖 2-1 

2017 年智慧學習產業產值報告 

 

資料來源：經濟部 106 年智慧學習產業產值調查報告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APP(億元） 0.4691 5.9735 0.7615 0.891 1.54

海外產值（億元） 120.84 189.41 295.48 462.25 507.95

總產值（億元） 573.91 719.46 902.77 1101.6 1181.29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產
值
：
億
元
（
新
台
幣
）

2017年智慧學習產業產值報告



307 

 

研究者從 2018 年中國智慧教室行業現狀與前景分析報告中（圖 2-2）中

瞭解到：大陸地區，在 2010 年至 2018 年間，智慧教育市場規模持續擴大，增

速保持在 10％以上；2018 年，市場規模超過 5000 億元（人民幣）。 

圖 2-2 

2010 年-2017 年中國智慧教育行業市場規模及增長情況 

 

資料來源：2018 年中國智慧教室行業現狀與前景分析。前瞻產業研究院整理。

深圳：深圳前瞻股份有限公司。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兩岸地區的智慧校園產業產值上都呈現逐年增長的情

況，這亦即說明瞭在新技術的支援下，教育的模式發生了變革，智慧教育迎來

了新的歷史機遇。 

（四）智慧校園建設之評估指標比較 

目前兩岸地區對智慧校園的建設都沒有給定明確地、有發源依據的評估指

標，因此研究者採其他研究者對指標建構的研究結果作為參考依據。 

依據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6)提出的智慧建築評估手冊，將智慧建築評估

內容依其性質分為八項指標：綜合佈線、資訊通信、系統整合、設施管理、節

能管理、健康舒適及智慧創新，如表 4-1 所示。 

表 4-1 

智慧建築標章評估系統 

指標名稱 項目 

綜合佈線 1.1 佈線規劃與設計、1.2 佈線應用與服務、1.3 佈線性能與整合、1.4 佈線管理

與維運 



 

 

指標名稱 項目 

資訊通信 2.1 廣域網路之接取、2.2 數位式(含 IP)電話交換、2.3 區域網路、2.4 公眾行動

通信涵蓋、2.5 視訊會議、2.6 公共資訊顯示、2.7 公共環境資訊導覽  

系統整合 3.1 中央監控系統之整合效能、3.2 系統整合平臺、3.3 系統整合之具體互動關

聯、3.4 統整合之操作與管理、3.5 系統整合之安全機制 

設施管理 4.1 資產管理、4.2 效能管理、4.3 組織管理、4.4 維運管理、4.5 長期修繕  

安全防災 5.1 防火系統、5.2 防水系統、5.3 防盜系統、5.4 監視系統、5.5 門禁系統、5.6

停車管理系統、5.7 有害氣體防制、5.8 緊急求救系統 

節能管理 6.1 能源監視、6.2 能源管理系統、6.3 設備效率、6.4 需量控制、 6.5 節能技術、

6.6 再生能源設備 

健康舒適 7.1 室內空間健康舒適、7.2 健康管理系統、7.3 生活服務系統 

智慧創新 8.1 智慧建築標準符號、8.2 智慧創新設計、8.3 應用創新設備系統 

資料來源: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6)。智慧建築評估手冊 2016 年版。 

研究者林光媚針對臺北市國民小學智慧校園指標進行建構，該指標分別從

智慧學習、智慧社群、智慧教師、智慧教材、智慧管理、智慧綠能、智慧行政、

智慧保健 8 個層級來建構，如表 4-2 所示： 

表 4-2 

臺北市國民小學智慧校園指標表 

指標名稱 項目 

智慧學習 1-1 具備發展智慧學習的階段性藍圖、1-2 建置班級智慧教室、群組智慧教室或雲

端智慧教室、1-3 每一個學生擁有學習載具 (IRS、筆電、平板)、1-4 建置學習資

源平臺（教學素材庫、教材內容庫、電子書庫及相關學習題材）、1-5 具備教學

互動服務(反饋和評量補救激勵、線上學習系統、學幣獎勵系統)、1-6 建置自主學

習管理平臺(個人學習紀錄庫、個人學習履歷、出勤資料檢索)  

智慧社群 2-1 建置親師生互動平臺(親師生聯絡簿、教師社群與學生社團交流網、校園即時

推播通訊系統)、2-2 建置遠距教學之系統、2-3 建置雲端資料儲存與分享、2-4 具

備即時的線上互動工具、2-5 成立專業社群，促進智慧教室的應用與擴散 

智慧教師 3-1 培訓熟悉智慧教室應用的種子教師，能夠展現生動、互動、主動的教學模

式、3-2 種子教師能帶領其他教師熟悉與應用智慧教室之軟硬體設備及功能的操

作、3-3 種子教師接受專業培訓，展現智慧課堂精確、精緻、精進之「學習洞察

力」，以發展教學模式案例、3-4 發展不同領域、學科與課程單元之智慧教室教

學模式、3-5 彙整和編輯智慧教室教學模式手冊，以利複製與擴散 

智慧教材 4-1 能夠應用實體素材即時數位化的教學，整合現有數位內容並應用於智慧教

室、4-2 根據智慧教室的提問流程需求，設計智慧教室專屬教材內容、4-3 提問設

計包含知識點、認知層次等類別，並能考量實物提示機和學習輔具等設備的操

作、4-4 融合以學生為中心之學習共同體、分組合作學習、與問題導向學習 PBL

等多元教學理念與方法，設計智慧教室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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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名稱 項目 

智慧管理 5-1 建置溫熱舒適度管理系統(空調舒適度管理系統、空調監控統、變風量系統、

變流量系統、儲冰空調系統)、 5-2 建置視覺舒適度管理系統(晝光感知控制、自

動點滅控制、自動調光控制、區域控制管理)、5-3 建置校園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5-4 建置校園一卡通的應用(安全 ID 識別、出缺席和註冊、圖書借閱、電子錢

包)、5-5 具備智慧圖書館系統、5-6 具備校園環境監控系統(空汙、噪音、水質)、

5-7 具備智慧影像監控和分析系統、5-8 具備智慧門禁管理系統(保全警報系統、

紅外線電子圍籬、遠端監控)、5-9 具備防災與緊急求救系統(強震即時預警系統、

環境自動隔絕和人員自動引導、遠端監控) 

智慧綠能 6-1 具備設備耗能控制系統(耗能監控整合、節能分析改善、ICT 設備能耗管理)、

具備需量控制系統(需電管控與統計改善、契約容量管理、教室燈光自動排程)、

6-3 具備再生能源管理服務(太陽能發電、供電系統)、6-4 具備水資源循環再利用

(如雨水回收系統)  

智慧行政 7-1 具備校務行政和決策系統、7-2 具備校務系統整合模組、7-3 具備財產管理模

組、7-4 具模組、7-5 具備校務活動專案管理(校務評鑑、大型活動)  

智慧保健 8-1 建置學生健康成長履歷、8-2 建置學生健康成長資訊服務系統(健康監測、健

康生活方式追蹤、流行病警報系統)、8-3 具備校園 e 化傷病與意外地點管理、8-4 

具備營養午餐健康管理系統(食材登錄及產銷履歷系統)、8-5 穿戴式個人健康紀錄

和運動培訓 

資料來源：林光媚（2017）。臺北市國民小學智慧校園指標表（碩士論文）。

取自國立政治大學碩博士論文系統。 

結合研究者林光媚（2017）針對臺北市國民小學智慧校園指標進行建構以

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提出的智慧建築評估手冊，可以發現，臺灣地區的指標中

除了對硬體、軟體設備（如網絡、行政系統、通訊系統、安全系統等）的建設

外，特別重視教學實踐現場、教學過程和這些資源的融合，這強化了學生非考

試的「21 世紀 5C 關鍵能力」──創造力（creativity）、溝通能力

(communication）、團隊協作能力(collaboration）、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以及複雜問題的解決能力（complex problem solving）；同時在建築

規劃環保化、能源高利用化上也是一大特色。 

大陸學者楊軍(2015)針對中小學教育資訊化構建了由 6 個構面和 24 個一

級指標組成的評價指標體系，如表 4-3 所示 

 

 

 

 

 



 

 

表 4-3 

中小學教育資訊化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構面 一級指標 

基礎設施 校園網建設 

多媒體網絡教師 

班班通工程 

遠程教學設備 

軟體平臺 教務管理系統 

在線教學系統 

辦公室自動化系統 

軟體自主研發 

教學環境 學習資源共用 

教學設備網絡化 

多媒體應用 

學生主體性發揮 

教學資源 課件資源庫 

視頻資源庫 

教案資源庫 

試題資源庫 

管理機制 規劃建設方案 

組織管理機構 

經費投入力度 

信息安全措施 

師資隊伍 資訊獲取能力 

資訊應用能力 

科學研究能力 

資源製作能力 

資料來源：楊軍（2015）。中小學教育資訊化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吉林大學學

報（資訊科學版），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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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東興、吳海燕、袁芳、付小龍（2017）將智慧校園建設的發展狀況分為

萌芽階段、集成階段和融合階段，並針對不同階段提出了 3 個一級指標和 17

個二級指標。如表 4-4 所示： 

表 4-4 

高校智慧校園成熟度模型與評價指標體系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智慧類技術應用程度 計算技術 

通信技術 

智慧感知技術 

數據技術 

智能技術 

虛擬現實技術 

其他技術 

智慧型應用開展程度 教學類應用 

科研類應用 

管理類應用 

服務類應用 

智慧型業務融合程度 人才培養 

科學研究 

社會服務 

文化傳承創新 

智慧型管理決策 

智慧型生活服務 

資料來源：蔣東興、吳海燕、袁芳、付小龍（2017）。高校智慧校園成熟度模

型與評價指標體系研究。鄭州大學學報：工學版，38，1-4。  

綜合上述兩位研究者的指標建構可以發現，大陸地區在智慧校園評估中，

主要重點還是技術、系統、資源的考察，並且緊緊圍繞「三全兩高一大」的發

展目標，這與前文的描述相吻合。在資源與教學實踐的融合上，顯然不及臺灣

地區，並且對於智慧校園建設中綠建築、綠能也沒有提及。 



 

 

三、結論 

針對上述對兩岸智慧校園規劃之相關政策、智慧教室建置、產值和評鑑指

標四個方面的陳述，總結其異同點如下： 

相同之處：兩岸政府在智慧校園建設上的重視程度都很高。無論是大陸地

區的「教育資訊化“十三五”規劃」、「教育資訊化 2.0 行動計劃」，還是臺灣地

區的「生產力 4.0 產業創新提升人才培育計畫」、「2016-2020 資訊教育總藍圖」

政策；以及兩岸在智慧教育產業的產值報告來看，不得不承認智慧校園必然是

校園發展不可迴避的趨勢。 

不同之處： 

（一）大陸地區採以點帶面的形式展開，臺灣地區則是各市全面開花，共

同推進。大陸地區在推行智慧校園的建設中先是從經濟較發達的東部地區的

城市作為示範，且這些城市中一線城市佔了大多數。並且研究者也發現，對

象以大學、職業學院偏多，中小學的建設速度不及大學。而臺灣地區則是各

市推行與自身特點、優勢相關的主題、政策，以此展開建設，部分先後，同

時進行，全面開花。 

（二）在智慧校園建設中，大陸地區對於綠建築、能源的考慮較欠缺，不

及臺灣地區。我們從智慧校園建設的指標中可以很明顯的發現，臺灣地區在

建設工程中除了實用、美觀外，對於“環保”的意識也很強。包括低耗能系統、

水資源循環再利用、再生資源管理等；而從大陸地區的評估指標中較少提及

這方面的內容。 

（三）大陸地區重視硬軟體設備的建置，有明確的標準和規範，臺灣地區

由於市場規模不大，在標準上比較自由，沒有既定的標準。這點的差異主要

還是由於大陸地區地大、人口基數大的客觀現實所造成的。統一的標準能夠

讓各省市在建設過程中有參照、有目標、有方向。而臺灣地區在這方面沒有

限制，也成為其一大優勢，讓各縣市在建設過程中能夠突出自身的特色，制

定出符合實際，具特色的內容。 

縱觀人類歷史，技術作為推動人類歷史發展的核心推進力，與教育這一人

力資本發動機競相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主力。傳統校園走向智慧校園是必

然趨勢，但這個過程必定會經歷很多困難與挫折。中國有一句古話說的好「路

雖遠，行將則至；事雖難，做則必成」，與所有依然堅定堅定探索智慧校園建

設的人共勉勵。 

 

  



313 

 

參考文獻 

Anderson, R. E., & Dexter, S. (2000), School technology leadership Incidence and 

impact. Teaching, earning, and computing: 1998 national survey Report #6), 

Retrieved April 21, 2009, from http://www.eric.ed. gov/PDFS/ED 449786.pdf.  

Abuelyaman, E. S. (2008). Making a smart campus in Saudi Arabia. Educause 

Quarterly, 31(2), 10-12.  

EBTIC(2016). The intelligent campus. Retrieved October 24, 2016, from 

http://www.ebtic.org/pages/the-intelligent-campus  

IBM(2010). Building the smarter campu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

950.ibm.com/events/wwe/cio/10menacio.nsf/Smarter%20Cities_Patr 

icia%20Sullivan.pdf  

IBM(2016). Building a smarter campus: How analytics is changing the academic 

landscape. Retrieved from 

ftp://ftp.software.ibm.com/la/documents/gb/mx/Building_a_Smarter_Campus.p

df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7）。關於印發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的

通知。取自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

01/19/content_5161341.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6）。關於印發教育資訊化十年發展規劃（2011﹣

2020 年）通知。取自

http://www.ict.edu.cn/laws/new/n20160617_34574.shtml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2016)。智慧建築標章。取自 

http://ib.tabc.org.tw/modules/filelist/index.php/download/get/41  

王春平、李捷、鄭偉、李文韜(2015)。基於卓越績效管理體系的智慧校園建設

探討。教育資訊技術，10，16-19。 

王曉妮、趙衛（2018）。智慧校園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信息與電腦（理論版），

12，22﹣26。 

李春若（2012）。基於物聯網的智慧校園研究。信息與電腦（理論版），2，91

﹣92。 

杜芮（2019）我國智慧教室的研究熱點與趨勢──基於相關文獻的可視化分析。

中小學電教，472，88﹣90。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19/content_5161341.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1/19/content_5161341.htm
http://www.ict.edu.cn/laws/new/n20160617_34574.shtml


 

 

沈潔、黃宇星(2011)。智慧校園及其構建初探。福建教育學院學報，6，122-

125。 

宓詠（2011）。智慧校園離不開資源與應用。中國教育網絡，1，29。 

前瞻產業研究院（2018）。2018 年中國智慧教室行業現狀與前景分析。取自

https://www.qianzhan.com/analyst/detail/220/180608-1765df24.html 

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2018）。智慧校園總體框架。取自

http://www.std.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82EE8D3A7E05397

BE0A0AB82A 

教育部(2011)。101-103 年教育雲計畫書。取自

http://www.edu.tw/plannews_detail.aspx. 

教育部（2016）。2016-2020 資訊教育總藍圖。取自

https://ws.moe.edu.tw/001/Upload/3/relfile/6315/46563/65ebb64a-683c-4f7a-

bcf0-325113ddb436.pdf 

教育部、智妍諮詢（2018）。2018─2024 年中國教育地產行業發展現狀分析及

市場前景預測報告。取自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808/664188.html 

陳平、劉臻（2012）。智慧校園的物聯網基礎架構研究。武漢大學學報（理學

版），58（1），141﹣146。 

湯志民(2012)。教育雲與未來教室。臺北市:中華民國學校建築研究學會。 

湯志民（2014）。校園規劃新論。臺北市:五南出版社。 

黃榮懷、張進寶、胡永斌、楊俊峰（2012）。智慧校園：數字校園發展的必然

趨勢。開放教育研究，18（4），12﹣17。 

黃榮懷、楊俊鋒、胡永斌(2012)。從數字學習環境到智慧學習環境-學習環境的

變革與趨勢。開放教育研究，1，75-84。 

經濟部（2017）。智慧學習產業產值調查報告。取自

https://www.epark.org.tw/images/20180914093820image_6.pdf 

福建省教育廳（2017）。關於印發福建省中小學智慧校園建設標準的通知。取

自 http://jyj.quanzhou.gov.cn/content.aspx?uni=7b84b7b7-963d-4604-aa29-

81387f4fc301 

福建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9）。關於福建省省屬中小學智慧校園項目（省

級平臺）可行性研究報告暨初步設計方案的復函。取自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808/664188.html
http://jyj.quanzhou.gov.cn/content.aspx?uni=7b84b7b7-963d-4604-aa29-81387f4fc301
http://jyj.quanzhou.gov.cn/content.aspx?uni=7b84b7b7-963d-4604-aa29-81387f4fc301


315 

 

http://fgw.fujian.gov.cn/zfxxgkzl/zfxxgkml/yzdgkdqtxx/201903/t20190314_48

27403.htm 

劉耿銘(2016)。智慧校園建置、匯流應用分析-以新北市白雲國小為例。取自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

cad=rja&uact=8&ved=2ahUKEwiX4vuq3MzkAhVjGaYKHf04An4QFjABeg

QIAxAC&url=https%3A%2F%2Fquarterly.tiec.tp.edu.tw%2FDownload.aspx

%3FItemId%3D401&usg=AOvVaw3oEtW1HXLmq1IPj-2E80sz 

薛美蓮（2016）。學校教室裝設監視器。臺灣教育評論月刊，5（9），158﹣

164。 

羅萬麗、王蕊（2018）。“互聯網＋”時代高校智慧校園建設與應用探析。數字

教育，20（2），33﹣38。 

  

http://fgw.fujian.gov.cn/zfxxgkzl/zfxxgkml/yzdgkdqtxx/201903/t20190314_4827403.htm
http://fgw.fujian.gov.cn/zfxxgkzl/zfxxgkml/yzdgkdqtxx/201903/t20190314_4827403.htm


 

 

從古風重現的建築中 傳承永續校園絢麗的華彩 

悠閒愜意陽光灑落樹義國小閩南風格的紅磚色復古建築斜影，映入眼簾

的多采多姿童年歡顏襯著四季光廊。樹義國小希冀傳承美善，營造出多采多

姿的樹仔腳學習生活情境。芬蘭裔美籍建築師埃羅．沙里寧（Eero Saarinen）

曾說：「建築就像一本打開的書，從中你能看到一座城市的抱負。」樹義國小

高度落實了校園建築的教育熱情，從古風重現的建築中，傳承永續校園絢麗的

華彩。 

建築之恆久底蘊— 

樹德育人知禮樂 義守善脩浸詩書 

建築與基地間應當有著某種經驗上的聯繫，一種形而上的聯繫，一種詩意

的連結!(StevenHoll)樹義國小學校建築於九二一地震後一年的 2000年 6月 5

日工程動土，因此特別重視「安全」與「防震」功能，採用筏式基礎，提升建

築結構安全。並從當地的地方人文視角來詮釋這個校園基地，創校蘇桂美校長

帶領團隊針對「樹仔腳」社區週邊環境和社區人文進行田野調查，例如:校園

內樹的植栽，皆考證當時社區內現有的樹種，或移植、或重新栽種。校園不僅

是一棟建築，更是充滿喜悅、榮耀和記憶的地方。 

人文教育真善美 古典校園蘊清新 

清晨燦然的陽光下走進校園，校園閃耀神采的讚嘆驚豔。在教育的鷹架上，

樹義孩子充滿童年的歡笑聲。樹義國小是一座 5層樓的建築體並運用許多當地

材質，並開放校園空間以串聯社區活動需求。如何和人們充分的溝通，並運用

當地的文化、環境特質來形塑適切的空間語彙，運用不同傳統建築元素裝飾，

形成具有傳統建築質感的意象，豐富了建築物的生命，令人有新的空間感受。

例：走廊地坪採用不同尺寸的尺二磚組合、搭配抿石子收邊，變化拼貼花樣；

走廊牆壁以二丁掛磚、抿石子、花格磚及陶磚搭配裝飾，柱間及門楣堂號以抿

石子及勾縫裝飾；一樓柱間以拱的形式裝飾；正立面則以抿石子、二丁掛磚、

斗子砌古磚及陶磚組成，深具古典意味。 

書院氛圍植簧舍 美哉校園懷初心 

樹義國小在優雅的書院建築中，建築物造型以親切尺度的斜頂廊道及磚拱

廊，創造出天人交會的師生休憩空間；配合校園入口廣場形成公共建築的景觀

意象，塑造出里民及師生駐足與閒話家常的社交空間；為屋頂遊戲平臺的花格

磚欄杆，於立面上具水平性之空間暗示作用；用於屋頂廊道及樓梯間頂端的斜

屋頂，作為傳統意象之襯托元素，屋瓦則以磚色調塑造樸素深遠的校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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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之規畫理念— 

巧奪天工的閩式校園建築 

樹義國小校舍整體規畫方向融合了「在地的人文特色」及「科技的教育環

境」，磚紅色的屋瓦與復古式的地磚，輔以傳統建築元素的設計藍圖，豐富的

古典人文意象建構了師生共處的空間美學;校舍設計融入閩南風格的建築構想，

嘗試從各方面構思、再現，塑造多彩多姿的生活情境，提供多樣性的選擇，增

加學生豐富的生活經驗。合院式建築各棟建築物組成口字型之配置，形成縱橫

兩條軸線，產生生活內庭。 

 

樹義國小校舍融合閩南書院建築風格:四合院微微起翹的裝飾屋角陪襯

著彎彎的板瓦與半圓形的桶瓦，馬背、紅牆綠窗銅門交錯於鑲有堂號的建築

中，古樸的復古磚、尺二磚、花格磚、陶磚、玻璃磚、景石、花亭、小橋流水、

扇形窗、洞門、汲水池、石磨、門板栓門、繩索門檻、仿圓樓的表演臺、庭園

造景。學生享受著古樸的校園環境、書院式的情境氛圍、滿懷濃濃的古風薰陶。 

  



 

 

建築氛圍蘊校園多元活動 

樹義國小在教育的鷹架上實踐多元學習活動，展現出熠熠生華的創意飛颺。 

(一)創意飛颺首部曲--兒童嘉年華會 

在樹義清晨初陽揭開活動序幕，開幕式及閉幕式由學校樹仔腳國樂團、兒

童節奏樂隊以及兒童舞蹈隊登場，展現歡樂的熱鬧氛圍。璀璨童年繽紛系列活

動，由「童心童趣童歡樂」心情點播歌曲、「繽紛童趣」校園達人秀表演、「童

樂派對」兒童嘉年華以及「璀璨童年」健康模範兒童表揚頒獎等精彩活動組成。 

週間午餐時刻的「童心童趣童歡樂」心情點播歌曲，由播音小天使進行歌

曲廣播活動，播放全校親師生點播之歌曲及心情分享短語。午餐時刻頓時成為

令人期待的精心時刻。「繽紛童趣」校園達人秀表演活動，則為學生個人或自

組團體及學年班級之各項才藝表演活動。分別在瑾瑜臺、化雨台粉墨登場、大

秀才藝，主持人則由高年級學生擔綱。「童樂派對」兒童嘉年華會為活動的最

高潮，結合了教育宣導單位及社區資源共同設攤，設計多元豐富之遊戲、闖關、

義賣、體驗、宣導等活動，供親、師、生參與同樂。另有，「璀璨童年」健康

模範兒童表揚頒獎活動。 

志工夥伴辛勤的來回穿梭佈置，活動中賣力的嘶喊吆喝，大家都認真投入

地與孩子共度美好時光。熱鬧非凡的兒童嘉年華會完美落幕了，汗水和歡笑都

收藏在親、師、生共同努力付出的珍貴記憶盒裡。 

(二)創意飛颺二部曲--薪傳成果活動 

校慶運動會場上，當耳畔揚起樹義國小《校歌》的悠揚歌聲:教育心、樹

義情，樹仔腳，是薰陶學子的好地方……。冬陽緩緩灑落樹義國小閩南風格的

紅磚色復古建築斜影，校慶凝聚了更濃厚的樹義情懷。在教育的鷹架上，校慶

粉墨登場的熱鬧運動員進場別具巧思，二、四年級表演節目吸睛，趣味競賽在

輕鬆愉快的節奏進行，競賽迸裂運動員高昂的求勝心，全場歡呼尖叫。精彩的

運動會，成功地緊密的連結了全校親師生的心。 

薪傳成果活動結合校慶運動會的二、四年級表演，校園達人秀的中、低年

級表演，一~五年級班際體育競賽，以及高年級的薪傳藝術成果發表會、畢業

路跑。晨去暮走，如是六年。樹義孩子在兼顧學業學習之餘，以多元展演能力

及充沛的體能，書寫詮釋出美好的童年生命故事。 

(三)創意飛颺三部曲-- 多元社團活動 

樹義國小規劃學生多元社團，衷心冀盼孩子藉由社團發展各項能力。舉

凡:戰功彪炳的樹仔腳國樂團、兒童舞蹈隊、民俗體育團隊、羽球校隊、直笛

隊、幼童軍、跆拳道，閃耀神采的節奏樂隊、籃球社團、直排輪社團、足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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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樹義孩子優游在多元社團，有瑾瑜台樂音繚繞的絲竹樂，川堂上民俗

體育汗水淋漓的努力練習，舞蹈教室裡的優雅氛圍，四處都傳來學生的快樂聲

音。 

樹義國小建築勾勒出學生願景「健康快樂負責」，並結合教師願景「創意

熱情專業」，形成班班有特色。家長的願景「熱心關懷支持」，無所求的支持老

師、學校。樹義社區願景「互助和諧共享」，用「愛」串起的學校願景「教育

心樹義情」。樹義孩子們在紮實的閱讀教育與師長的「身教」、學校的「境教」

形塑全人品格教育薰陶及多元的「社團活動」學習下，日漸茁壯、懂事、能力

漸增。在樹義親師合作共同營造優質多元學習情境、閩式建築特色人文學校，

讓樹義成為孩子們多元學習及自信展現亮點的書院式建築新樂園，當每個寶貝

蓄積好能量，將來展翅高飛，都是閃亮的一顆星。 

樹義國小浸淫古典書院氛圍，善用學校建築美感空間，在教育的鷹架上

實踐多元藝術教育學習活動，擘劃完整的藝術教育活動。 

 

 

 

 

 

 

 

樹義國小建築人文美感氛圍形塑完整綿密的藝術美感教育活動。樹義孩子

優游於多元社團，璀璨童年培養未來諸多能力。 

詳見精彩的樹義頻道: https://www.youtube.com/user/syestc/playlists 

 

 

 

 

 

 

  

https://www.youtube.com/user/syestc/playlists


 

 

建築之美感特色— 

建築語彙蘊美感 

樹義國小以優美古樸的閩式建築校園著稱，莘莘學子浸潤「樹人、明義」

書院美感氛圍。校園有二十處庭園景點解說石，並以詩寓意。 

戶外體驗學習二十景點:(一)學校奠基石【教育心、樹義情】(二)霞雲庭

【穹弩展望】(三)荷塘【飲水思源】(四)四季花徑【春夏秋冬】(五)時間廊

【珍惜光陰】(六)文苑【戲說人生】(七)妙禪庭【吉祥如意】(八)蘭因庭【金

玉滿堂】(九)桂苑【十二節氣】(十)榕園【風調雨順】(十一)魚樂軒【水生植

物】(十二)吟詩園【楓林小徑】(十三)樂樂園【石頭家族】(十四)知心園【美

語 ABC】(十五)和風庭【綠野仙蹤】(十六)悟智園【九九神算】(十七)健康步

道【注音ㄅㄆㄇ】(十八)豫園【游於藝】(十九)湧泉台【水撲滿】(二十)思源

亭等。 

 

本校以優美古樸的閩式建築校園著稱，莘莘學子浸潤「樹人、明義」書院

美感氛圍。樹義國小的建築特色是「紅磚牆的閩式建築」、班級名稱以「堂號」

讓學生瞭解每一種姓氏的背後，都有來自祖先辛苦的移民史，「一字型及人字

型」得地磚排列形式，引導學生了解臺灣民族敬天愛人的特質。 

誠如創校校長蘇桂美校長所說:「從古風重現的建築中，傳承永續校園絢

麗的華彩」。樹義國小建築提供「人性化、無障礙的學習環境」，位於臺中市南

區原「樹仔腳」段，學校建築將臺灣早期閩南式古樸的風味注入學校建築的語

彙中，讓孩子們能在幽雅的學習環境中飲水思源，傳承古典並開創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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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古幽情話合院 

四合院起翹的屋角襯上板瓦與半圓形的桶瓦，馬背、紅牆綠窗銅門交錯於

鑲有堂號的建築中，古樸的復古磚、尺二磚、花格磚、玻璃磚、景石、花亭、

小橋流水、扇形窗、洞門、汲水池、石磨、門板閂門、繩索門檻、仿圓樓的表

演臺、庭園造景，此建材語彙是臺灣閩南式聚落學習空間的基本界定，將成為

樹義社區親師生學習及體驗的意象建築空間。 

(二)紅樓曲徑詩意濃 

「人傑樓」旁的「魚樂軒」潺潺流水聲伴著孩子們的嘻笑聲、嬉玩穿梭在

「吟詩園」間，垂柳、楓香迎風搖曳，在詩情畫意之意境，樹義學子悠游自在

中，盡情開懷，享受童年歡樂。 

(三)舊時月光依舊明 

「明哲樓」循階梯下至後庭院，蜿蜒院牆與洞門、健康步道鵝卵石、相思

樹下椰影婆娑、櫻花道上和風輕柔、跳房子、汲水井，連結「義學樓」與諾大

的青青草原，由「化雨臺」為軸線畫出動靜分明的區塊。又與「樹德樓」前廣

場古酒甕與老榕樹的搭配，十二節氣的淵源始末，坐在石桌石椅上娓娓道出這

社區的古老故事。 

(四)四方天際望霞雲 

「霞雲庭」的中庭在四季燈柱的點綴下，襯著「時間廊」與「荷塘」的景

觀，坐臥在青草地上仰望四合院形成的四天方，可看盡霞雲的變幻莫測。 

(五)知性與感性的對話 

樹義國小的建築元素蘊涵了豐富的建築語言，營造出有知覺及空間體驗的

學習空間，成為社區與校園凝聚的開始。 

姓氏堂號懷溯源 

追本溯源，從姓氏開始！教室的門口上都有百家姓的堂號，堪稱全省唯一；

創校校長蘇桂美表示，希望透過學習單以及遊戲等情境教學的方式，讓小朋友

能從百家姓的堂號中，飲水思源，了解自己的過往。 

以閩南合院式建築為主體的樹義國小，創校校長蘇桂美為了突顯建築的特

色以及讓學生對自己的姓氏有所認識，特別到戶政事務所找出學區內家長的姓

氏，轉換成百家姓的堂號，像是姓曾的堂號是魯國堂，姓蘇的堂號是武功堂等，

高高掛在教室門口，成為樹義國小的特色。蘇桂美校長說，鄉土教學在現代教

育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而將姓氏堂號藉由學習單以及遊戲等方式融入教學，相

信有助於學生飲水思源，了解自我。 

 



 

 

樹義國小每間教室的門楣上都有對應百家姓的堂號，透過教學環境的規劃

設計，讓孩子們從尋找堂號的過程中，更進一步瞭解祖先的淵源史末，從飲水

思源的感悟中激發孩子們內心深處的感動。 

學校願景--推出校訂課程網站 

樹義國小 108 年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的校訂課程傳承了臺灣閩南式古樸

的書院風格， 

在多元互動中開創新意。本校校訂課程的設計理念主要在提升學生對傳統

文化的認識，並以 Maker 創客精神培養學生創新再造的素養。課程規劃如下： 

一年級：進行校園闖關來認識學校的景色和植物，並且完成【注音變身趣-書

插 DIY】。  

二年級：透過堂號讓學生瞭解每種姓氏的背後，都有來自祖先辛苦的移民史，

進而了解自己的姓氏與堂號的關係，並創作【堂號鑰匙圈】。 

三年級：認識校園建築基本元素，透過【樹寶桌遊】熟悉校園景物，並寫生【校

園建築】。 

四年級：認識校園二十個景點及詩句，以及【童詩創作】，還有製作【創意掛軸】。 

五年級：認識校園建築的【房屋格局、建材、建法】，並用紙盒創作【校園模型

屋】。 

六年級：認識【校名、校訓】的意涵及典故由來，從名人故事【心得寫作】中，

了解透過努力學習與堅持，也能活出發光發熱的自己。還有創作【福田生命

樹】，進行自我 覺察與悅納，並懂得尊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色與優勢，期

許自己的未來，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精采人生。 

   美感建築呼應學校願景，本校戮力建置校訂課程網站:樹仔腳傳統再造    

https://sites.google.com/gm.syes.tc.edu.tw/tree/ 

 

 

 

 

 

 

 

 

https://sites.google.com/gm.syes.tc.edu.tw/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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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仔腳傳統與創新再造】校訂課程規劃表 

年級 作品 發展主題 教學內容 教學資源 

一上 書插 

 

 

 

 

拓印詩 

校景大觀園 

 

 

1.認識樹義校景 

2.注音變身趣-書插 DIY 

3.書插票選活動 

1.上下學期教案 

2.簡報-注音變身趣-書插
DIY 

3.書插框列印檔 

一下 校園的 

植物朋友 

1.認識校園植物 

2.校園植物拓印小組創作 

1.一下校本課程簡報 

2.樹義校園植物追追追 

二上 鑰匙圈 堂號與百家姓 1.認識堂號 

2.了解自己的姓氏與堂號

的關係 

1.教案 

2.簡報 

3.歡樂對對碰-電腦遊戲-zip 

4.歡樂對對碰-電腦遊戲-rar 

5.姓氏堂號 

6.校徽 

7.校歌 

二下 堂號運用 1.堂號鑰匙圈製作 1.認識樹義校園和堂號(web) 

三上 校園建

築寫生

繪圖 

校園建築基本

元素 

 

1.認識校園建築構成的基

本元素 2.透過桌遊--樹寶

的各種玩法來熟悉基本元

素 

1.上下學期教案 

2.【樹寶】桌遊教學影片 

3.圖案名稱 

4.玩法說明 

5.圖案名稱說明表 

6.樹寶小檔案 

三下 校園建築寫生 1.複習上學期教過的校園

建築基本元素 

2.校園建築寫生繪圖 

1.認識樹義校園和堂號(web) 

2.校景照片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TxjwZIlWTEXOQ1SZ5hr645VjNtAo7zRNEQPzzXIjnDY/edit?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xPhcbcf-pLmkrY_4yYQkIuBa_k_QnVt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xPhcbcf-pLmkrY_4yYQkIuBa_k_QnVtR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h6rL2VxQe1uM2KOOEHtdsl4TWTxw0-AT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AgIQOKzeruD4CEh5Qu60T37L56gdZax3
http://140.128.236.8/~97ICT/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TtW0JMhJ2rSJatkJf-eQ9dnldJ_4pjtp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n5cw70MTuJ98s7xW3F-LGZWSYRsShlC/view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MQhJ4Wa0psTNPfcRpD9_O016UBm8S_5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twcBUM6VJUWwKM4VnhGqxnmHpFA4gw1U
https://youtu.be/P1ZRfouS2K8?t=86
https://sites.google.com/a/gm.syes.tc.edu.tw/xue-xiao-jian-jie/home/xue-xiao-xiao
https://sites.google.com/a/gm.syes.tc.edu.tw/xue-xiao-jian-jie/home/shu-yi-xiao-ge
http://www.syes.tc.edu.tw/~tanghao/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2hOOLzqIQ_WZ7KSvvqbKj8psmiMisZBZ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idb8br0-Bw&list=PLv313H60XRfrinCc3biJBGWLKI_mzpWfY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hleO49WPth4aZjMqMANyMVtqgggT7qb/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33tqEbua_leLutkva7JHdpZgf_YkjXW/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sYB7EC0p1QTQzkQ55K9L_3PCHgBe6km/view
http://140.128.236.8/~tanghao/Shubble.htm
http://www.syes.tc.edu.tw/~tanghao/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aMYDo9-0m2sbQWWuswvWH3_JLDH5XrOM?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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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  

 

 

 

童詩創

作 

童詩掛

畫 

二十景點 

童詩創作 

1.二十景校園巡禮 

2.童詩創作 

★上下學期素養導向教案

(word、pdf) 

1.簡案(word) 

2.二十景解說石原文翻譯 

3.現代詩賞析、童詩作品集 

4.怡超老師示範教學影片 

四下 童詩掛畫 1.二十景詩文賞析 

2.童詩掛畫 

1.二十景詩文賞析 

2.童詩掛畫(PPT) 

五上 樹義 

模型屋 

校園建築 

(古風重現) 

認識樹義校園建築 

1.房屋格局 

2.建材 

3.建法 

1.課程心智圖 

2.教學 PPT 

3.簡案 

五下 校園建築 

(古風重建-我

的創意古厝) 

製作樹義校園模型屋 1.課程心智圖 

2.教學 PPT 

3.簡案 

六上 生命樹 校名和校訓 1. 小故事大道理：以「仁

風臺、化雨台、人傑樓、

瑾瑜臺」語出的歷史人物

故事引起動機。 

2. 校園中蘊含「飲水思

源」和「感恩心」的建築

或景觀 

3. 了解校名和校訓、認識

樓名和表演廣場的意涵。 

4. 學生分組發表值得做為

榜樣的故事並完成作文一

篇。 

★素養導向教案 

1.簡案 

2. 「唐太宗、孟子、桃園三

結義、屈原明志、飲水思

源」動畫 

3. 德育的故事動畫 

4.二十四孝動畫 5.品格教育

影片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hUF0cpsqi6iyCsTaNn5CggqZWCV5p5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FYENbMnqUd1fXrY75kXLmzfVl2hqOL-/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5NPQeKzr6_EZZboGbpFxYT6H1oXItAf9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MxSU-8rcGkTSuGZstT8vuiFarApePP5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KykPP_mW76YMuJjw_0HfGObqXPusMbl
http://140.128.236.8/~tanghao/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66x9evc_Wz1xn9zw7tU2Az3oanCejjB4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UiO75YjWVBQahMOc-QxaYKvp_UhA8Ud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rxHoWf8l0y3Po3J2NIrgeVL3Q3P7gOoP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wveWkfzLl9BU2iIZl_7-eXMC3DIyBU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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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下 福田生命樹 製作福田生命樹 ★素養導向教案 

1.簡案 

2.誕生樹繪本(ppt) 

3.材料包 

4.實物投影機 

 

校景簡介 

 
1、時鐘:鑄五口鐘，傳統五音(宮、商、角、徵、羽)可定時敲擊，敲法應可有 5組以上的設

定，除傳統上下課外，依不同節慶或時令敲擊。(例如：以台灣福佬民謠白鷺鷥等主旋律作為上下

課鐘聲) 2、宮燈:東北角樓梯間之北向立面，採銀波花膠合玻璃，東西向立面採花格磚漏空處理

通風，樓梯間採 3000K色溫之日光燈，夜間即可呈現黃色宮燈意象，遠處即可辨識樹義國小。 

  
大門穿堂的壁飾〜教化子孫，樹義(樹人明義)及南側門造型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11q4_RopiddoETp0yuFcp7CBWjQov3I/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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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雲庭－瓊弩展望【引頸仰望四方天，恰似絢染彩雲飛，望盡天際變幻多 獨擁感懷

千萬縷】:抬起頭仰望著樹義教學大樓所圍繞的天際，可以看到朵朵白雲被陽光染成了光

亮的色彩，看著變化多端的天空與雲彩，不禁讓人多了許多人生哲理與學海旅程的感懷與

啟發。 

 
平安門〜隔景【以空間分隔，製造層次感與空間感】 

   
紅樓曲徑詩意濃〜「吟詩園」、「魚樂軒」 



 

 

  

桂苑【十二節氣】 古樸的迴廊 

 
 

 古樸的復古磚、尺二磚、花格磚 四季花徑【春夏秋冬】 

  

「荷塘」提醒學生飲水思源之深意 「時間廊」寓意光陰荏苒，把握時間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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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義親師合作共同營造優質多元學習情境、閩式建築特色人文學校，讓樹義成為孩子

們多元學習及自信展現亮點的書院式建築新樂園，當每個寶貝蓄積好能量，將來展翅高

飛，都是閃亮的一顆星。 

 

  



 

 

新北市立國民中學學校設施品質、 

教師創新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關係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Quality of School Facilities, Innovative 

Teaching of Teachers an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in Junior High School in New 

Taipei City 

 

國立政治大學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呂賢玲 



 

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目前新北市國民中學學校設施品質、教師創新教學與學

生學習成效的現況，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知覺學校設施品質、教師創

新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之差異情形，並探討三者間之關係，最後建構並驗證

學校設施品質、教師創新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結構方程模式。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共計抽樣 80 所學校，發出 830 份問卷，回收 792

份有效問卷，問卷回收率達 95%。問卷調查之結果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遜相關積差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等統

計方法加以分析與探討。 

本研究獲致結論如下： 

一、新北市國民中學教育人員知覺學校設施品質現況達中高程度，以「完善

的安全機能」表現最佳，「適宜的生活設備」之得分較低。 

二、新北市國民中學教育人員知覺教師創新教學現況達中高程度，以「教學

理念創新」表現最佳，「教學評量創新」較低。 

三、新北市國民中學教育人員知覺學生學習成效現況達中高程度，以「創造

能力表現」表現最佳，「技能成果表現」較低。 

四、新北市國民中學教育人員，在不同背景變項中（教師兼主任），在知覺

學校設施品質上顯著較高。 

五、新北市國民中學教育人員，在不同背景變項中（女性教師、30 歲以下、

教師兼主任職務、5 年以下服務年資），在知覺教師創新教學程度上顯著較

高。 

六、新北市國民中學教育人員，在不同背景變項中（教師兼主任職務、小型

與大型學校、一般地區）在知覺學生學習成效程度上顯著較高。 

七、學校設施品質、教師創新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之間呈現正相關。 

八、新北市國民中學學校設施品質透過教師創新教學影響學生學習成效，教

師創新教學具有中介效果 

最後，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行政及

教育人員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學校設施品質、教師創新教學、學生學習成效、國民中學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New 

Taipei City junior high school among the quality of school facilities, innovative 

teaching of teachers, an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and further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quality of school facilities, innovative teaching of teachers, an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Moreover, it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three variables, and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quality of school facilities, innovative teaching of 

teachers on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830 teachers from 80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in New Taipei City, and retrieved 792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ed: 

(1)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quality of school facilities perceived by teachers is 

good; (2)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innovative teaching of teachers perceived by 

teachers is good; (3)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perceived 

by teachers is good; (4)Teachers who have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perceive the 

quality of school facilities to a greater extent; (5)Teachers who have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female teachers, under 30 years old teachers,length of service less than 

five years perceive innovative teaching of teachers to a greater extent; (6)Teachers 

who have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small-sized and large scale sized schools, 

teachers at junior high schools in general areas perceive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to a greater extent; (7) Quality of school facilitie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innovative teaching of teachers and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8) The quality of 

school facilitie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has influences on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through innovative teaching of teachers. Besides, innovative teaching of 

teachers has the mediating effec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the 

reference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units, junior high school principal and 

teachers, and research staff engaged in future related research. 

 

Keywords: the quality of school facilities, innovative teaching of teachers, student 

learning outcomes, junior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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