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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勵申請計畫書 

 

壹、計畫名稱 

微型建築構件教材研發計畫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 實施課程：實體建構 

- 授課教師：江益璋 

參、前言 

本計畫緣由於帶領本校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建築系) 學生參與 2019

「中建海峽盃海峽兩岸大學生實體建構大賽」經驗 (圖 1,2,3)，並因此開

設實體建構課程，認為學生應體認不只是建築的設計者，更是生活的觀察

者、體驗者、與執行者，方能賦予空間生命意義，落實學用合一。 

建築師作為實質關切生活環境的執行者或實踐者，不論在城市或鄉村，

場所的魅力常展現在微小的生活參與，不設防的巷弄空間與妥善親切的維 

護之中。微型建築創作，並非創造力的衰退，反而能從更深刻的生活體驗

中，切中設計的本質。微型建築所帶動的地方參與，所累積的實質經驗及

所激發的創造力，是台灣未來年輕建築師值得思考、參與甚至投入的領域 

(陳永興, 2015)1。 

本計畫目的在透過微型建築構件教材研發，支撐實體建構課程，涵蓋拆

解、形變與 (再) 組合等過程，引導學生共同設計與操作全尺度構件 (物

件) 與空間等來回應建築學中的課題；課程內容涵蓋結構系統、構造型態、

細部設計、物體承載、材料應用、構件接合、空間模組等基本理論與實務。 

                                                 
1
 陳永興, 2015. 微型建築創作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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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19「中建海峽盃海峽兩岸大學生實體建構大賽」文化大學團隊與作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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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計畫特色： 

- 微型建築：大城市人多地少，住屋有困難，日常生活受影響，連好好

找個地方拍拖亦是件難事。建築師要配合現存土地面積和周邊環境設

計新建築物是項挑戰，而近年備受歡迎的「微(型)建築」似乎是迎接

這項挑戰的良藥。《微建築》一書的作者 Ruth Slavid認為「微型建

築」就是十分迷你的建築物，可能提供單一用途，也可能在出奇狹隘

的空間中執行複雜的功能，就是要設計師用最少的空間發揮最大的創

意 (余思朗, 2016)2；例如藤森照信的這座建築「甲蟲之家」與建築

師 BIG的建築作品「Klein A45」(圖 3與圖 4)； 

- 學用合一：本計畫研發全尺度微型建築構件，導入實作應用，引導學

生透過實作學習，把設計變實際，落實學用合一，回應文化大學校長

徐興慶指出之台灣「學用落差」嚴重，應加強產學合作與教學成果「雙

軌」併進 (葉卉軒, 2020)3； 

- 團隊合作：本課程要求學生分組操作，在規定的材料費用與指定材料

內，根據事先設計好的圖紙，運用團隊成員的智慧、腦力、巧手，發

揮團隊合作精神，於學期內，選定基地，搭建完成長寬高各

2.5mx5.5m*x3m之微型建築； 

- 參與式教學：本課程著重學生的主動參與、滾動修正，使其在親力親

為的認知行動中體驗學習樂趣、增加剋服困難的自覺性和能力。參與

式教學允許滾動修正，有助於加強學生之間與師生之間的訊息交流和

反饋 (MBA智庫百科, 2016)4，使學生能深刻掌握所學，並予應用。 

                                                 
2
 余思朗, 2016. 最少空間最大創意:革命性的微建築學. 

3
 葉卉軒, 2020. 產學合作、教學成果併進, 文化大學拚出畢業生即戰力.  

4
 MBA智庫百科, 2016. 參與式教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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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藤森照信的這座建築「甲蟲之家」 ，位於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館，參考了日本

獨立小茶室的傳統建築。他寫道，「日本的茶室是目前唯一被廣泛承認的微型建築。」 

   

圖 4：建築師 Bjarke Ingels Group (BIG) 的五面體微形建築作品「Klein A45」，建築

面積 17 平方公尺，在场地进行模块组装，均由 100％可回收材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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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具體內容：  

1. 分析成功案例：分組學生共同挑選三個國內外成功的微型建築案例並

進行分析，尤其是其設計創意與建築構件，應考量拆解、形變與 (再) 

組合等過程； 

2. 繪製建築草圖：與分組同學根據案例分析結果，在指導老師協助下，

賦予建築單一或複合式機能，繪製建築設計草圖數套； 

3. 製作建築草模：與分組同學根據草圖，製作建築設計草模數個，同時

考量重力 (載重)、風力與地震力對構件以及整體結構與構造可能帶

來的影響； 

4. 製作建築構件：與分組同學挑選評估應用材料，製作微型建築構件，

應考量製作成本，涵蓋可攜性、可再利用性，以及製程節能減碳等； 

5. 挑選建築基地：與分組同學挑選校內建築基地 (鄰近菲華樓建築系專

業教室)，考量環境條件，主要包括外界氣候、熱環境、光環境、音

環境等，並展開建築計畫； 

6. 進行實體建構：與分組同學展開建築實體建構，並就建構過程中遇到

之障礙，滾動修正設計圖面與模型； 

7. 發表建築作品：分組學生透過創意設計，發表微型建築作品，包括設

計圖面與模型，搭配精彩照片、影片和音樂內容等，讓課堂同學能親

身體驗各式各樣精彩的故事，再以論壇的方式進行跨組討論，充分交

換彼此想法。全班對外展示各組建築作品，聽取各方意見。 

8. 模擬專業角色：全班學生模擬建築師、地方代表、地方官員等專業角

色，針對各組微型建築構件相關課題與操作流程，建立一套遊戲規則

以及故事腳本，說明環境限制與應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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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19「中建海峽盃海峽兩岸大學生實體建構大賽」文化大學設計作品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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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19「中建海峽盃海峽兩岸大學生實體建構大賽」文化大學實體建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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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 

誠如前述，本計畫目的在透過微型建築構件教材研發，支撐實體建構課

程，涵蓋拆解、形變與 (再) 組合等過程，引導學生共同設計與操作全尺度

構件 (物件) 與空間等來回應建築學中的課題；課程內容涵蓋結構系統、構

造型態、細部設計、物體承載、材料應用、構件接合、空間模組等基本理

論與實務。針對實施成效及影響，本教學說明學習成效、課程品質與評估

方法如下： 

- 課程品質：透過微型建築構件製作與實體建構的學習教學模式，課程

品質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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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習成效：學生將從傳統以書本與投影片為主的單向學習方式，提升

到以構件為輔的建築設計學習模式，有助於改善學生學習成效，從而

啟發對建築設計「學用合一」的企圖心； 

- 評估方法：評估方法著重針對教學面向，進行課程品質與學習成效評

估（表 1）；面向涵蓋：分析成功案例、繪製建築草圖、製作建築草模、

製作建築構件、挑選建築基地、進行實體建構、發表建築作品，以及

模擬專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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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實施成效及影響 

教學面向 課程品質 學習成效 

透過微型建築構件教材研

發，支撐實體建構課程，涵

蓋拆解、形變與 (再) 組合

等過程，引導學生共同設計

與操作全尺度構件  (物件) 

與空間等來回應建築學中的

課題。 

透過微型建築構件製作與實

體建構的學習教學模式，課

程品質已從過去訴求資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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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將從傳統以書本與投影

片為主的單向學習方式，提

升到以構件為輔的建築設計

學習模式，有助於改善學生

學習成效，從而啟發對都市

計畫「學用合一」的企圖心。 

1.分析成功案例 案例分析方法：提昇85% 案例特色掌握度：提昇90% 

2.繪製建築草圖 繪製草圖方法：提昇85% 圖面繪製完成度：提昇80% 

3.製作建築草模 製作草模方法：提昇90% 建築草模完成度：提昇95% 

4.製作建築構件 製作構件方法：提昇95% 建築構件完成度：提昇95% 

5.挑選建築基地 基地選擇方法：提昇90% 基地特色識別度：提昇85% 

6.進行實體建構 實體建構方法：提升60% 實體建構完整度：提升65% 

7.發表建築作品 作品發表方法：提升80% 作品呈現完整度：提升80% 

8.模擬專業角色 建築專業態度：提升70% 建築專業成熟度：提升70% 

 

陸、結論 

本計畫目的在透過微型建築構件教材研發，支撐實體建構課程，涵蓋拆

解、形變與 (再) 組合等過程，引導學生共同設計與操作全尺度構件 (物

件) 與空間等來回應建築學中的課題；課程內容涵蓋結構系統、構造型態、

細部設計、物體承載、材料應用、構件接合、空間模組等基本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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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建築可能提供單一用途，也可能在出奇狹隘的空間中執行複雜的功

能，就是要設計師用最少的空間發揮最大的創意，活化土地利用。透過計

畫執行，學生已從既有以書本與投影片為主的單向學習方式，提升到以全

尺度實體建構作品作為師生共同探究對象的參與式學習模式，有助於改善

學生既有的學習成效，從而啟發對於創新建築構造與施工的企圖心；而透

過上述參與式教學，課程品質將從過去訴求資料與資訊傳遞的功能與需求，

提升到有助於應用與推廣的知識與智慧產出，有助於提升教學成效與相關

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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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學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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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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