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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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disciplinary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he use of space as a divisor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課程名稱: 空間再現的閱讀方法 

授課教師: 林家暉（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參、前言 

 本課程為環設學院針對第二專長學分學程在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開設的開放外系選修之課

程。藉由本課程開放外系也就是非建築專業的同學可以選修作為契機，本課程以一個不同於傳統

建築學教育之教學範疇及方法的設計達到對於空間設計理論與實務在跨領域教程的創新。 

 

本課程的設計希望幫助學生在修完本課程後可以： 

一、對於空間於人文學科的本質有進一步的了解; 

二、以跨領域的人文學科理論與文本來了解與分析空間; 

三、對於當下多元空間閱讀分析的建立及其人文本質的概念有基本的了解; 

四、對人文學科研究、藝術、建築、城市與歷史書寫的專業用語有初步的認識; 

五、經由課程的專題討論熟悉研究結果發表的技巧與應對，並建立多語言平台溝通學習的國際觀

與競爭力。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人文學科的研究領域探討人類個體在社群中的差異性，不過作為了解人類本質存在的軌跡，

歷史與哲學是了解人類由過去至當下，並由當下回溯過去與展望未來的必要元素。人文學科中的

歷史建構，也以人文為本作為史觀的起點。也就是說，人文學科的歷史書寫時常與誼屬相鄰的學

科，如語言學與文學，相互扣連也無法分離。本課程探討以人文學科為出發點的空間閱讀並檢視

人文學科理論如何思索過去並創建歷史。文本與論述在歷史、哲學與眾多相鄰學科中是了解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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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重要的分析工具，本課程將會由文本的分析介紹人文學科中空間閱讀的重要議題、人物及其

論述。本課程討論議題含括的領域包含建築、後殖民研究、文化研究、亞洲研究、哲學 、 語言

學、社會學、藝術史 、文學以及電影分析研究，這些領域是研究人文學科中的空間閱讀無法抽

離的必要元素。課程的操作將以關鍵文本的導讀、議題分析與專題討論為主，學生也會在課程架

構設計的範圍下操作分組選定議題的論述分析練習。 

此外，本課程除了思考如何讓非建築專業的同學可以接觸建築空間設計的習作之外，還考慮

了如何讓建築專業的同學一方面深入磨練其熟悉的學習模式另一方面也可接觸創新的習作模式

以及批判性的思考建築學以外對於空間的替代性閱讀觀點。 

本課程採用中英雙語互動教學，在課程活動的設計上也鼓勵學生進行手做練習（hands-on 

practice）但不受到設計專業工作室形式（design studio）在設備與技術上的限制; 這樣的教學特

色可以訓練同學不畏懼接受外文的溝通媒介，也可以引入除了傳統式講堂教學（teacher-centred 

lectures）與文字報告評量（text-oriented assessment）外更具互動性的（student-centred interactive 

tutorials）學習活動。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 

 跨領域（transdisciplinarity）的概念與所謂的多領域（multidisciplinarity）以及互動

領域（interdisciplinarity）有些許的不同。多領域所指涉的是不同領域的知識建構，但是各

領域間的知識建構範疇仍然是清楚區分的。互動領域所指涉的為斡旋與跨足不同領域的共時性基

模（synchronised schema）所建立的知識溝通平台。而跨領域的概念則是以互動領域的平台為

基礎並思考人文學科（the humanities）的知識範疇進而形成超越各領域間相異性的公約數

（divisor）;此跨領域的概念已經形成人文學科領域以及應用科學，例如歷史研究、文化研究、

亞太地區區域研究以及建築研究，教學設計的趨勢。 

為了實踐跨領域概念在教學上的發展，本課程在教學活動以及教材選擇乃至於溝通媒介以及

知識論建構觀點上設計了一個多元以及開放的平台： 

1. 概論講座  

 六堂講座分述十種閱讀空間再現的替代觀點以及其與傳統建築理論的比較。 

2. 閱讀習作 

 操作閱讀、分析以及簡報九篇代表性閱讀書目。 

 手做練習，以直觀與抽象繪圖輔助文字報告。 

3. 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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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閱讀習作的導讀雙向分析空間再現的閱讀方法 （由建築看人文空間以及由人文

空間看建築）。 

 由本課程設計之習作課題引導學生針對課程介紹之人文學科替代觀點做批判性的

空間再現閱讀並與傳統建築空間分析做比較。 

4. 雙語互動教學活動 

 投影片教學引入英文媒介。 

 原文影片賞析。 

 原文閱讀習作及導讀。 

 以學生為中心的課堂討論（student-centred seminar tutorials）。 

5. 由比較性分析引介跨領域替代觀點 

 由批判性理論來閱讀空間（critical theory: including philosophy, language, 

literature, cinematic studies, etc.）。 

 由西方知識理論來閱讀及反思亞洲及全球空間。 

 由亞洲在地論述批判與理解西方主流知識論述及其在全球化進程中之角色。 

經過一學期的教學，學生學習成效及課程品質的改善反應如下: 

1. 學生可以建立跨領域的批判性觀點。 

2. 學生可以經由更廣的溝通與知識平台建立更具國際觀之論點。 

3. 學生可以不畏懼英語溝通。 

4. 學生可以養成提出觀點建立自主性的互動習慣以取代填鴨式的學習。 

5. 學生建立對於單一議題可以有多元角度詮釋的能力。跨領域學習所推崇的是後結構主義

所主張的多元定義及眾生喧嘩，此一概念於人文學科及應用科學的學習領域及其重要，因為有

太多依賴意識型態知識論所建構的議題沒有標準答案。 

 

陸、結論 

 本計劃的實施已預期會面對下列可能的挑戰，作為結論，以下羅列預想對策以及實際上課所

觀察的狀況以及採取的應變。 

1.  語言障礙 

對策：引介經驗式的學習策略，並以雙語教學環境協助學生克服對於語言的畏懼與能力

提昇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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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雙語引導與鼓勵學生主動回應為關鍵。 

 

2. 理論之理解與批判性之建立 

對策： 

 理論解說。 

 文本導讀。 

 實務案例解說。 

 藉由本課程設計之習作課題引導學生做批判性論述之反思與練習。 

應對：鼓勵學生自主的批判性思考與回應為關鍵。 

3. 原文閱讀習作 

對策： 

 藉由本課程設計之習作課題引導學生進入閱讀習作。 

 經驗性解說協助學生建立對於外文閱讀之技巧。 

 文本導讀協助學生了解重點。 

應對：克服學生面對非強制性自我學習所產生之惰性，需配合課堂即席習作與不同媒

材之引導。克服學生對於原文再質與量上的恐懼，需由經驗性與技巧的配合指導來解

決。 

4. 跨領域習作於專業領域上之模糊性界定 

對策：經由空間實務案例的解說連結人文學科理論觀點於空間論述分析上的可行性與切

入點。 

應對：視覺性的解說與連結可以有效的讓學生快速建立一個跨領域的觀點。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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