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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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圖學與表現法參與式教學創新計畫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 實施課程：建築圖學與表現法 

- 授課教師：江益璋 

參、前言 

建築圖學與表現法為本校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學生之必修課程。本課程透過

「建築圖學及表現法參與式教學創新」，整合運用基本的建築圖學與表現知識與

技巧，搭配建築實務案例分析，以及學生課堂與課後不斷的練習，提升學生學習

建築圖學與表現法學習成效。本課程之參與式教學創新內容，目的在訓練學生熟

悉建築專業上各種表現知識與技巧，透過建築圖學與表現方法，有效表達與溝通

建築設計過程與成果；課程目標包括： 

- 建立建築圖學與表現法的基本概念，奠定從事建築設計工作基礎； 

- 熟悉建築設計表達與溝通知能，為從事建築相關專業工作做準備； 

- 培養探索以及創新應用建築圖學及表現法之濃厚興趣與正確態度。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一、計畫特色 

本課程分為建築圖學（圖面、線條、尺度）與表現方法（模型、速寫、色彩）

兩個授課單元（圖 1）；內容涵蓋建築之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大樣圖、結構

圖、設備圖、透視圖、線法與字法、尺度標註、投影原理、製圖符號、速寫、色

彩，與模型等（參考附件），引導學生運用課堂中學習到的理性與型態分析方法，

深入瞭解建築圖學與表現法相關知識與技巧與應用範疇。 

基於課程內容具備高度的表達性與溝通性，本計畫提出「建築圖學及表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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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式教學創新」構想，透過 (1)老師出題、(2)專家評圖、(3)學生表決的課程操

作模式（圖 1），強調合作或協作的「參與式教學」，以學習者為中心，鼓勵與激

勵學生積極參與教學過程，加強師生之間以及學生之間的知識交流和反饋

（MBAlib，2017）1，使學生能有效掌握所學知識，應用於建築設計以及因應未

來職場所需，落實「學用合一」。進言之，該創新教學法有助於引導學生自行探

索，對專業知識瞭解會更加深入，包括安插與同學互動交流式的探索，易於引發

學習熱忱，以及培養學生追究和解決問題等技巧；另學生在課堂上體現的建築專

業角色也相當重要，是學業表現能夠出色的關鍵要素之一（教育部，2013）2。 

 

圖 1：本課程之「參與式教學」操作模式 

  

                                                 
1
 參與式教學法；http://wiki.mbalib.com/zh-tw参与式教学法 

2
 先實驗後學習的反轉式教學效果更佳；http://epaper.edu.tw/windows.aspx?windows_sn=1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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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內容 

本計畫教學具體內容強調： 

- 建築圖學範疇：做為研究建築工程技術領域中有關圖像的理論及其應用的

學科，是建築技術不可缺少的技術語言，具有信息傳遞的功能。建築圖是

建築設計和施工的根據，建築圖樣將建築物的藝術造型，外表形狀，內部

佈置、結構構造、各種設備、地理環境以及其他施工要求，準確而詳盡地

表達出來（黃若珣，2014）3； 

- 建築表現法：目的在培養建築專業上各種表現工具與技巧，以作為爾後建

築設計中表達與再現的基礎。除了要熟練各種溝通相關的方法與工具，同

時必須讓設計思考的過程，能夠以具體的圖像方式清楚呈現 （陳林蔚，2013）

4； 

- 參與式教學：誠如前述，本課程著重透過 (1)老師出題、(2)專家評圖、(3)

學生表決的參與式教學機制，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從而瞭解建築圖學與表

現法之重要性與應用性。該機制操作方式（依序）如下 (圖 2~圖 15)： 

(1) 老師出題 (設計題目)：老師指定建築設計題目，針對建築圖學與表現法

著重之圖面、線條、尺度、模型、速寫、色彩等六大面向，進行案例分

析說明，作為學生操作建築圖學與表現法之依據； 

(2) 專家評圖 (專家意見)：老師邀請專家評論學生之建築圖學與表現法作品；

評圖過程著重學生如何有效透過圖面與模型表現，搭配有系統且合理的

說明，聽取與回覆評論專家的意見，以檢視及提升學習成效； 

(3) 學生表決 (學生回饋)：學生參與整個評圖過程，聽取每位評圖專家的意

見，然後選出最欣賞的建築圖學與表現法作品；每位學生有三張貼紙，

貼於最欣賞的作品之上；老師再統計每件作品所累積的貼紙數量，挑選

出全班 (前八強) 的優秀作品，作為其他同學的學習對象。 

                                                 
3
 建築圖學：http://moodle.ncku.edu.tw/pluginfile.php/771910/mod_resource/content/0/ 103圖學 0915.pdf 

4
 建築表現法：

http://teacher.thu.edu.tw/102/teac2_desc/outline3/print_outline.php?setyear=102&setterm=2&curr_code=2781&

ss_sysid=o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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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計畫發現，課程採用的參與式教學機制，包括老師出題、專家評圖、學

生表決等三個過程，僅管有助於學生探究建築圖學與表現法的目的與功能，但仍

挑戰學生如何充實建築新知，以因應不斷創新的建築設計專業。針對該困難，本

計畫在分組操作的同時，搭配先進國家相關案例進行分析說明，包括考慮透過書

信與視訊會議與國內外專家交換意見，相信透過不間斷的試誤 (Try and Error) 過

程，有助於建築圖學及表現法教學創新。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誠如前述，建築圖學與表現法為本校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學生之必修課程。

本課程著重整合運用基本的建築圖學與表現知識與技巧，搭配建築實務案例分析，

以及學生課堂與課後不斷的練習，提升學生學習建築圖學與表現法學習成效。本

課程目的在訓練學生熟悉建築專業上各種表現知識與技巧，透過建築圖學與表現

方法，有效表達與溝通建築設計過程與成果。而基於課程內容具備高度的表達性

與溝通性，本計畫提出建築圖學及表現法教學創新構想，透過 (1)老師出題、(2)

專家評圖、(3)學生表決的課程操作模式，強調合作或協作的「參與式教學」，以

學習者為中心，鼓勵與激勵學生積極參與教學過程，加強師生之間以及學生之間

的知識交流和反饋。整體而言，本計畫之教學創新實施成效及影響，涵蓋課程品

質、學習成效與評估方法，說明如下： 

- 學習成效：學生已逐漸從傳統以書本與投影片為主的單向學習方式，提升

到以(1)老師出題、(2)專家評圖、(3)學生表決的課程操作模式，強調合作或

協作的「參與式教學」，有助於改善學生學習成效，從而啟發對建築圖學與

表現法「學用合一」的企圖心。 

- 課程品質：透過建築圖學與表現法的創新教學模式，課程品質已逐漸從過

去訴求資料與資訊傳遞的功能與需求，提升到應用與推廣的知識與智慧產

出，相信可促進教學成效與相關產學合作。 

- 評估方法：本計畫實質成效及影響評估，係就前述學習成效及課程品質在

教學面向上之表現，以百分比方式進行持續性的綜合性評估，包括公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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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聽取各界意見。評估面向包括：建築圖學內容、建築表現法、參與式教

學、老師出題 (設計題目)、專家評圖 (專家意見)、學生表決 (學生回饋)，

作為課程品質與學習成效量化評估依據（表 1）。 

 

表 1：實質預期成效及影響 

教學／評估面向 課程品質 學習成效 

強調強調「先實驗、後學習」

的教學機制，搭配實務案

例，豐富本計畫之課程創新

教學內容。 

課程品質將從過去訴求資料

與資訊傳遞的功能與需求，

提升到應用與推廣的知識與

智慧產出。 

學生將從傳統以書本與投影

片為主的單向學習方式，提

升到以「參與式教學創新」

為輔的互動式學習模式。 

建築圖學內容 建築圖學內容：提昇90% 建築圖學能力：提昇95% 

建築表現法 建築表現方法：提昇80% 建築表現能力：提昇85% 

參與式教學 師生互動關係：提昇85% 學生參與意願：提昇90% 

老師出題 (設計題目) 題目豐富程度：提昇90% 設計操作能力：提昇95% 

專家評圖 (專家意見) 專家評圖方式：提昇85% 學生吸收能力：提昇90% 

學生表決 (學生回饋) 學生表達方式：提升90% 學生表達能力：提升95% 

 

陸、結論 

建築圖學與表現法為本校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學生之必修課程。本課程透過

「建築圖學及表現法參與式教學創新」，整合運用基本的建築圖學與表現知識與

技巧，搭配建築實務案例分析，以及學生課堂與課後不斷的練習，提升學生學習

建築圖學與表現法學習成效。本課程之參與式教學創新內容，目的在訓練學生熟

悉建築專業上各種表現知識與技巧，透過建築圖學與表現方法，有效表達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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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過程與成果；課程目標包括：(1)建立建築圖學與表現法的基本概念，奠

定從事建築設計工作基礎、(2)熟悉建築設計表達與溝通知能，為從事建築相關專

業工作做準備，以及(3)培養探索以及創新應用建築圖學及表現法之濃厚興趣與正

確態度。 

本課程分為建築圖學（圖面、線條、尺度）與表現方法（模型、速寫、色彩）

兩個授課單元；內容涵蓋建築之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大樣圖、結構圖、設

備圖、透視圖、線法與字法、尺度標註、投影原理、製圖符號、速寫、色彩，與

模型等（參考：捌、其他補充資料），引導學生運用課堂中學習到的理性與型態

分析方法，深入瞭解建築圖學與表現法相關知識與技巧與應用範疇。 

基於課程內容具備高度的表達性與溝通性，本計畫提出「建築圖學及表現法

參與式教學創新」構想，透過 (1)老師出題、(2)專家評圖、(3)學生表決的課程操

作模式，強調合作或協作的「參與式教學」，以學習者為中心，鼓勵與激勵學生

積極參與教學過程，加強師生之間以及學生之間的知識交流和反饋，使學生能有

效掌握所學知識，應用於建築設計以及因應未來職場所需，落實「學用合一」。

進言之，該創新教學法有助於引導學生自行探索，對專業知識瞭解會更加深入，

包括安插與同學互動交流式的探索，易於引發學習熱忱，以及培養學生追究和解

決問題等技巧；另學生在課堂上體現的建築專業角色也相當重要，是學業表現能

夠出色的關鍵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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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圖 2：學生在「專家評圖」過程中說明作品 

 

 

圖 3：學生參考評圖意見再透過「學生表決」選出最欣賞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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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學生透過「專家評圖」聽取專家意見 

 

 

圖 5：學生透過「專家評圖」學習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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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學生透過「專家評圖」學習表達意見 

 

 

圖 7：學生透過「專家評圖」學習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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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透過「專家評圖」與「學生表決」選出的前八強同學 

 

 

圖 9：學生透過「學生表決」觀摩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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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學生組隊參加臺大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 

 

 

圖 11：學生透過參賽分享學習成果 (海報：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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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學生透過「專家評圖」聽取校外專家意見 

 

 

圖 13：學生透過「專家評圖」學習表達意見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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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學生透過「專家評圖」學習表達意見 (模型) 

 

 

圖 15：學生透過「專家評圖」學習表達意見 (簡報) 

 

捌、附件（次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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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

與水共生：卯澳社區活動中心韌性建築設計

隊伍編號+名稱 / 35 與水共生隊

團隊成員 / 施卉芸、劉楷芳、張敏慎、張薰云、范惠霖

參賽單位 /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二年級

方案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D

方案 A

方案 B

方案 C

方案 D

海平面上升3米高度
社區廣場

階梯 / 坡道

活動中心

船舶

與水共生建築原型－現況示意 與水共生建築原型－海平面上升模擬

1 大廳 2 會議室 3 戶外休憩區 4 里長辦公室 5 廁所 6 運動空間 7 閱覽室 8 咖啡廳 9 販賣部 10 多功能演藝廳 11 KTV     12 露天舞台

設計構想

•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指出，臺灣附近
平均海平面上升速率為過去50年的兩倍
(許晃雄等，2012)。

• 本團隊以「與水共生：卯澳社區活動中
心韌性建築設計」為題，描繪出台灣海
岸社區2050未來生活景象 (國發會，
2017)。

作品材料說明

• 建築設計圖：以圖紙繪製，合理說明作
品設計理念與設計成果。

• 建築設計模型：以能充分展現設計理念
的模型板材及特殊材質材料，製作建築
設計模型。

• 建築基地模型：以能充分呈現基地的地
貌的模型板材及特殊材質材料。

• 社區環境模型：以能展示卯澳灣、卯澳
漁村、坡地地形特色的材質材料，製作
一個環境模型。

創意構想來源

• 荷蘭為因應氣候變遷帶來之海岸線上升，
發展出著名的沙堤防洪系統 (Pijnappels
& Dietl, 2013)。

• 英國啟動「變遷的海岸線」計畫，將持
續調適、應對無法阻擋的趨勢 (Ng, k. & 
Penha- Lopes, 2016) 。

創意說明

• 本團隊綜合分析社區活動中心、卯澳漁
村與海平面上升等相關資料後，提出一
個與水共生的建築原形並研擬四個具體
可行的韌性建築設計方案。

• 以氣候變遷造成海平面上升對居民活動
的影響，設定三種情境進行韌性建築設
計討論。

• 「與水共生建築原型」特色包括：較少
的一樓硬體建設 (社區廣場)、以二樓為
主要出入口 (活動中心)、設置戶外階梯
(坡道)，與預留船舶停靠處等。

發展潛能

• 因應氣候變遷的環境改變，做出具有調
適觀念，可漸進改變使用狀態的多功能
社區活動中心。以韌性建築設計方案，
嘗試解決未來氣候變遷下可能造成海岸
國土流失甚至有滅村的風險，依循現有
法規限制，以調適而非對抗的理性思維，
設計可真正進行實質建設的建築設計方
案。

運作說明

• 預見未來 -> 檢視現況 -> 提出需求 -> 
進行分析 -> 進入設計

結論

• 氣候變遷帶來環境改變的衝擊是一種不
可逆的現象，我們能做的即是防患於未
然，預先做好準備。

• 透過本團隊落實「與水共生—卯澳社區
活動中心韌性建築設計」的可行方案，
以漸進調適面對轉變，達到真正「與水
共生」的目的。

• 並凝聚社區共識，尋回卯澳社區的生命
力，創建與水共生的新生活型態以漸進
調適氣候變遷帶來的生活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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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特點

• 本團隊以社區活動中心為主體，探討氣
候變遷下與水共生的韌性建築設計。

• 社區活動中心是一種公共空間，提供在
地居民一處連結地方情感與共識凝聚的
場所。

作品應用範圍

• 可作為卯澳社區的實質建設，並可成為
其他海岸社區未來發展參考的典範。

船舶停靠處

船舶

船舶

設計概念示意圖

海上舞台

水中公園

水上方舟

與水同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