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化大學 

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申請計畫： 

【環境調查分析與攝影】 

 

實施課程：環境調查分析與攝影   

 

 

 

 

 

授課老師：張慕恩 

  



1、計畫名稱 

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申請計畫：環境調查分析與攝影 

2、實施課程、授課老師姓名 

實施課程：環境調查分析與攝影   

授課老師：張慕恩 

3、前言 

環境調查於建築系所學，是一件非常重要且基礎的第一步，有完

善的環境認知，才能有良好的建築計畫。另外，攝影技術的使用更能

直觀的記錄環境調查的議題，以作為後續規劃設計所依循的資料。然

而過去的課程多停留在基地分析的基本理論、環境調查的基礎方法的

文本教學，而攝影則多為攝影構圖、美學及作品的分享賞析，少有目

標性、專題性的讓學生能深入的去完成一整套的環境調查與攝影成果

展現。所以本計畫盼能有目標性的引導學生操作環境調查，在專題選

擇上，以與本校建築相同歷史時空背景的幾位建築師及作品做介紹，

以歸納整理出當時年代在「中華文化復興運動」下的建築思維及成果

賞析。 

建築設計與環境息息相關，良好的建築設計需與周邊環境相互呼

應，本教學實踐計畫透過「環境調查分析與攝影」課程，結合傾斜式

攝影與專題導向式學習法，將過往老舊且無創新性的課程做大幅度的

改良，並且於課程後段讓學生自主籌辦專題攝影展，作為成果展示平

臺。本次計畫採專案導向式學習法，透過民國期間因對岸正處於中國

文化大革命的反動思潮影響，產生在台灣的國民政府，提倡中華文化



復興運動，在此思潮的帶動下，也因而產出此時代獨有的建築設計語

彙。本計畫透過讓學生在攝影調查分析中，透過此年代獨有的建築設

計語彙為專題，讓學生學習操作。另外，本專題的選擇意義之精神在

於本校中國文化的大學的校園建築與整體規劃，正是此時代思潮下的

建築產物，其特殊性及自明性，正是本校及本系所尋根與自我認知的

重要情懷。 

4、計劃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計畫運用專題導向學習找尋系所自我認知。1960 年代，對岸

正處於中國文化大革命之反動思潮，蔣介石位於台灣的國民政府開始

推動「中國文化復興運動」，以倫理道德為本，以民主自由為則，以

科學技術為實，以彰顯中華民國為正統中華文化之代表，盼能借此完

整地保存整體中華文化。而本校中國文化大學創校時正逢此時期，因

此本校校內建築多採用了當時西方的材料來製成中式的建物，藉由對

傳統文化之彙整，合中西文化之大成，西體中用的模式，更使得中國

複合式建築物成為了臺灣特有的建築形式，也讓本校成為那個時代思

潮下所遺留之珍貴文化資產。本次課程將帶學生了解當時代建築師所

遺存的建築語彙，運用專題導向式學習法等教學方法，實際操作與了

解不同面向的建築攝影視角與中華文化復興思潮下之建築設計，並於

分組課程後，讓學生自組籌辦專題性攝影展，以展示學生本學期專題

攝影作品的心血結晶。 

過去的建築環境調查分析與攝影課程，多數為老師在臺上照本宣

科，而學生在台下默默聽講，這對學生的吸收及整體建築高教環境，

無有效性的幫助外，更加重教育體系的八股化，希望藉此讓課程更加

活潑與彈性化，使學生沉浸在專題導向式學習之環境，改善過往固化



的教學方法，培養學生自主思考、提出問題、蒐集資料、解決問題的

能力。本課程透過下列課程方案： 

(1). 依據專題攝影分組做簡報介紹攝影的專題人物的背景與建

築風格。 

(2). 實地環境調查分析及攝影，運用攝影做建築語彙的比較，在

課堂上與老師討論。最終以攝影作品作為成果呈現。 

(3). 攝影展規劃與操作。 

5、實施成效及影響 

因本課程有許多戶外調查攝影的課程，需有部分時間至討論案例

的基地攝影體驗，本學期課程運氣不錯，天氣因素沒有影響到本課程

之體驗行程。學期中後段疫情也未嚴重影響課程的成果，算是本次課

程實行的幸運之處。 

本堂課程攝影基礎理論、攝影技巧及後期影像處理教學，有請老

師的攝影專業朋友回來分享指導，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自尊心太強

不太願意自己的作品被評論，致使進步的空間與攝影的水平無法提升，

使得操作本課堂的老師有點教學心寒。另因部分學員的打混摸魚不來

上課，使得分組出現嚴重問題。另外學校其中棄修的制度，又給某些

不來上課學習的同學機會，再次打亂班上分組狀況，最終只好縮減組

別，由五位建築師減少至三位與文化大學建築風格較為相似且學生較

有興趣的盧毓駿、修澤蘭、王大閎三位建築師的作品，嚴重影響班上

認真且願意學習的絕大多數同學。但到後期攝影展的成果展現階段，

學生成果相當滿意，皆有在系上順利展出，成果豐碩。 



6、結論 

本次課程有確實經由專題性攝影主題分組將建築攝影的趣味帶

給班上同學，在攝影展的成果上，能看見學生了解中華文化復興運動

思潮之背景及歷史沿革，並探討此時期建築技術與風格的轉變成果，

最終針對建築風格運用攝影作品分析。完成中華文化復興運動下三位

代表性建築大師之作品介紹與攝影專題。最感動的是，本堂課程吸引

了三位外系的同學，以及來至馬來西亞、日本及中國的國際學生，來

參與(本堂課程並非為跨域課程)，讓這些國際與外系的友人能在了解

建築的同時受到深遠中華文化的薰陶，尤其美術系的同學，攝影的基

礎及對美學的掌握能力，皆能超過預期的呈現比本系學生更好的作

品。 

在攝影成果展中各組以 10 張以上之 25CM*25CM 基本版面為限，

讓同學學習自組排版、設計，呈現專題攝影成果作品。於學期末預計

讓學生自組籌辦攝影成果展，給予各組單一牆面，將 10 張以上設計

後的版面，自由排列與規劃整體牆面。作品內容為本課程中學生所拍

攝之建築圖面、建築語彙介紹及建築師簡介。最終以攝影展覽呈現學

生成果並讓學生互評以達到良性之競爭效果。本堂課的教學方式相當

成功，且成果匪碩，值得繼續往後的推行與推廣。 

 

 

 



7、課程課表 

 

 



8、執行計劃活動照片 

針對攝影構圖及美學，將對稱、三角等方式運用在自己的作品中，

並做成攝影作品介紹。 

攝影第一次作業： 

  

 

  



攝影第二次作業： 



 

 

  



建築師介紹： 

 

















 

 



期末攝影作品展：(海報) 

 

期末攝影作品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