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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名稱 

再現陽明山學--源自生活地景的構築知識探索與詮釋 

貳、 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建築設計(二)、鄭人豪 

參、 前言 

建築設計是一門結合了美學、環境觀察、邏輯思考與表達相關的課程，對於

剛踏入建築系的莘莘學子們尤為重要，對於身體、尺度與周邊環境的觀察力更是

不可忽略，但在人手一機的虛擬科技時代裡，人們習慣透過網路快速地去獲取海

量的知識，進而忘卻了對於真實空間的生活體驗。有少部分學生於過去的學習歷

程中曾學過繪畫、雕刻等美術訓練，然而對於大部分剛從高中進入大學的社會新

鮮人而言，在高中階段並沒有任何這類的學習經歷與操作，學生普遍存在操作設

計的能力不佳（對草模、草圖、材料不熟悉）的問題，要立即進入建築設計這門

專業就如同學習陌生的外國語言一般，常常會毫無頭緒、迷茫，如何學會運用這

完全不熟悉的語言進行設計思考與產出常常是學生遭遇的最大瓶頸。經訪談統計

發現每年約有1/4到1/3的大一新生們因無法掌握設計訓練的目標、表達方法便開

始懷疑自我，還沒培養出對於建築專業的熱情與興趣前，便遭受過多的挑戰與打

擊，學生逐漸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產生自己沒能力或不適合唸建築系的自我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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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進而中輟或轉學，尤其在強調創意思考、設計思維轉化與表達的建築設計

課程中最為嚴重。因此如何引導學生順利轉化設計邏輯並認識身體與空間尺度，

適應建築教育、打開視野為本課程的重大挑戰。 

為降低學生從傳統教育跨進建築領域的門檻，本課程善用本校鄰近自然資源

與人文薈萃的陽明山國家公園特性，以陽明山的「生活地景」為田野，進行課程

主題，引導學生走出校園體驗真實生活場域，除了讓學生向自然、原生學習外，

開始對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社會與生活進行切身的觀察。透過課程的安排喚

醒學生對於外在空間的感知能力，運用最擅長的數位工具(相機)進行陽明山自然

資源（植物、動物、地質、地形）與人文資源（建築）的紀錄，再試著將這些源

於土地的生物與自然資源、人文歷史、建築構築、建築材料轉化為建築設計的養

分。 

肆、 計畫特色與具體內容 

     臺灣是全世界土地異質性最高的國家之一，在最短距離與最小範圍內有最多的生

活地景空間（郭城孟，2019）。在這塊土地上，先民與自然環境共同生活，在不同時

期、地點發展出各自的產業與生活型態，因應生活所需的建築與地景自然而然的與環

境融合成為「生活地景」。 

     中國文化大學以建構「陽明山學」為主軸的USR計畫，前與陽明山國家公園簽訂

策略聯盟MOU，並於2020年以環境設計學院為平台進行「草山溫泉小鎮」之規劃研究，

以清代以降原草山核心區(中山樓/前山後山公園，雙溪磺溪交流為空間範疇)作為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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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透過田野調查與訪談探討日治及國民政府來台迄今之變遷。陽明山昔稱草山，

先後有許多不同的族群居住在這塊土地上，各個族群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因此形成陽明

山特有且豐富多元的「生活地景」。不同時代的不同文化在這塊土地上留下完全不同

的建築形式，包括清代運用以在地建材（奇里岸岩）搭建的石頭屋、磚造閩式建築、

日治時期的日式宿舍、美軍協防時興建的美式建築，到晚進國民政府來台後所興建的

建築物。這些建築物不僅僅是物質的保留，更重要的是迄今仍承載著在地居民的生活。

非常適合建築系學生作為向自然學習、向原生（土地）學習的田野與場域，打開學生

的視野重新關注這塊土地與人的關係。 

    本次「建築設計(二)」利用中國文化大學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以陽明山為田野，

分別以自然資源與人文（建築）發展，帶領學生踏出校園，親近自然，透過次級資料

搜集、實際調查、專家學者訪談方式，更加了解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地質、地形、 原生

生物的特色與特性，並將這些特性轉化為自身的建築設計的發展概念進，而後針對國

家公園範圍內之建築物進行測繪與調查，了解建築物之構築方式與其歷史意義，結合

傳統建築融入設計中。讓學生一步一步真切地進行周邊環境的觀察，深刻的去感受到

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喚醒學生對於外在空間的感知能力，並將調查結果轉化為

自身建築設計的養分。 

伍、 執行內容與方法 

    「建築設計」作為建築及都市設計系的主要課程，主要在於喚醒學生對於外在空

間的生活感知能力及訓練自身邏輯的轉化與表達，依此目的總共將課程分為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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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階段 –啟蒙與入門(仿生特性觀察抽取與構造轉化) 

學生透過次級資料搜集、實際調查、專家學者訪談等方式，了解陽明

山國家公園的地質、地形、 原生生物的特色與特性等自然資源，並將其剖

開進行更入微的觀察，透過素描或是拍照的方式記錄下來吸引自己的部

分，將其特性抽取並轉化為建築設計的發展概念進行「仿生設計」（Bionics 

design）。 

二、第二階段 - 深入田野與調查 

以陽明山為田野，分別以自然資源與人文（建築）發展出兩個主題，

第一個階段以自然資源為主進行觀察生物及土地等觀察，第二階段則是以

人文為主，請學生針對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建築物進行測繪與調查，了解建

築物之構築方式，並將傳統構築方式運用於設計之中。 

三、第三階段 – 提案與動手做(設計成果) 

除了透過田野與調查的方式讓學生增廣見聞外，本次課程最主要的目

標是希望學生能將所見所聞轉化為設計，將第一階段觀察到的植物特性仿

生設計運用陽明山國家公園現地的材料進行實作與構築並建構在第二階段

所測繪與調查的真實建築環境當中，與傳統建築融合並產生對話。  

陸、 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且說明是否達到申請時所期之學習目標與預期成

效） 

一、 調查方法 

     為確認學生本次課程學生的學習效果，本計畫藉由影像紀錄、社區訪談、

同學互相分享的方式，瞭解學生對於社區溝通能力、溝通工具的掌握能力。並

透過大一設計課 11位專兼任老師、邀請地方頭人、社區營造專業者一起評圖，

共同評估學生所提提案的內容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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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對象 

本次修課內容學生綜計 75 位學生 

三、 實際操作時間 

111年 4月 25日至 111年 6月 13日 

四、 本次計畫課程題目 

向土地學習-向陽明山生活地景學習 

    生活地景-臺灣是全世界土地異質性最高的國家之一，在最短距離與最

小範圍內有最多的生活地景空間（郭城孟，2019）。人類數百年來在這塊土地

所延續的歷史文化、生活脈絡與記憶等，加上圍繞在周遭的地理景觀及社會經

濟，加以引導堆疊成的空間記憶與信仰，形成所謂的「生活地景」（黃翠芬、

黃承令，2011；鍾依倫、周融駿，2020）。在這塊土地上，由先民與自然環境

共同生活，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發展出不同的產業與生活型態，因應生活所

需的建築與地景自然而然的與環境融合成為「生活地景」，即使是在國家公園

範圍內，亦應針對各空間單元在地圖上清楚標示其區位，並考量該地資源豐度

及重點物種等，繪製成「生活地景單元」（郭城孟，2019）。本次設計題目以陽

明山(因疫情影響得經設計老師同意改以住家周邊)為田野，分別以自然資源與

人文（建築）發展出兩個主題，第一個階段將由學生透過次級資料搜集、實際

調查、專家學者訪談方式，了解國家公園的地質、地形、 原生生物的特色與

特性，並將這些特性轉化為建築設計的發展概念進行「仿生設計」 

 

五、議題 

1. 向自然學習、向原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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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仿生設計 

3.設計構造化、真實化 

4.設計與基地環境融合 

六、訓練目標 

（一）階段一 (04/18-05/16） 

透過次級實際調查、資料搜集、專家學者訪談⽅式，了解國家公園的地質、地

形、 原生生物、動物等的特色與特性，並將這些特性轉化為建築設計的發展

概念進行「仿生設計」（Bionics design）。 

（二）階段二（05/16-06/18） 

針對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傳統建築物進⾏測繪與調查，了解建築物之構築方式，

並將仿生設計運用於真實建築環境當中，並與傳統建築之構產生對話。 

七、計畫分析 

     在課程原設定上有大量的陽明山地景實地觀察、基地測繪與實作後現地

展出，但受到新冠肺炎影響相關課程由實體轉為線上進行，於是經過調整後將

觀察對象調整為居所周邊能找到的生物進行觀察。由於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學

生對於觀察較不入微，無法深刻體認並發現觀察對象的特性，多數資訊來源仍

為網路資料。更難讓學生在陽明醫院舊址上實地構築。惟經 6月 15日邀集學

生線上座談後了解到本次計畫，學生對實地觀察、紀錄工具的學習皆覺得適

合，惟因為無法對生物進一步觀察，加上過去並無仿生設計的操作經驗，且又

沒有工作室能跟同學互相討論，因此在設計轉化的部門面臨比較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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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課程安排圖 

 

 

學生實地訪查之照片 

柒、 結論 

 學習用全新的語言方式表達設計的概念和認識身體與空間尺度，一直以來都是建

築教育領域中教導建築設計時廣泛被討論的事情。此次計畫嘗試突破以往的既有教學

方式，分為三階段: 



 

9 

 

    第一階段為啟蒙與入門，重點是解放身體、打開視野，課程設計的內容是：向自

然學習、向原生學習、空間劇本與設計；一下是「扎根」階段，重點在於接觸人、接

觸社會、進入生活。第二階段透過深入田野與調查，對國家公園範圍內之建築物進行

測繪與研究，了解建築物之構築方式，並將傳統構築方式運用於設計之中。第三階段

漸漸地將場域結合自身的仿生設計，透過前期第一階段的的仿生特性觀察抽取與構造

轉化及田野調查，在此階段將基礎的設計方式與前面的練習做結合，讓學生體會「向

自然、原生學習」與「空間劇本與設計」，並且達到喚醒學生對於外在空間的生活感

知能力及訓練自身邏輯的轉化與表達，最後透過提案與動手做讓學生察覺，每個人都

可以對環境改善做出貢獻，增加學生的成就感。 

 執行過程中透過不斷的調整與觀察，學生對於本次課程中實地觀察、紀錄工具的學

習是有達成目標的，但礙於疫情關係導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在設計轉化的部分面臨

比較大的問題，之後透過課堂中的調整與安排再次推回正軌上。 

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第一階段(自然) - 仿生特性抽取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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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自然) - 仿生特性構造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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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人文) – 田野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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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 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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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件 

 

 

備註： 

1. 本報告書大綱得視需要自行增列項目。 

2. 成果報告書須另以光碟儲存，並另附執行計畫活動照片電子檔(照片原始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