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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 

   【跨域的臺灣建築文化研究】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一、實施課程：建築碩 2「建築及都市設計專題(二)」 

二、授課教師姓名：鄭昭民 

參、前言 

    「建築及都市設計專題(二)」課程為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碩士班所開設選修課程。

在碩士班 2 年的學程當中，目前已規劃有「建築及都市設計(一) 」(4 學分)、「建築及都

市設計(二)」(4 學分)、「建築及都市設計專題(一)」、「中國空間設計專題」(2 學分)、「高

等建築設計」(2 學分)等諸多操作建築創作、設計之課程。故本計畫嘗試跳脫此模式，並

考量碩士班學生應有之學術訓練，規劃兼具深度－時間軸向、廣度－領域面向之教學內

容。 

     鑒於優質建築的產生係紮根於對於所在土地的深入理解，本課程所設定之主題為

「跨域的台灣建築文化研究」，企圖帶領學生沿著時間軸向，並納入人類學、歷史學、地

理學、民俗學、建築學等領域的觀點，重新認識臺灣的建築文化，做為其未來從事建築

專業創作的養分，並培養學生獨立思考、探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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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一、計畫特色 

 (一)課程架構的創新 

    臺灣建築文化的科學性研究係肇始於日治時期，當時日本建築學者的調查、研究活

動主要集中在昭和時期(1926-1945)，其以族群文化或是歷史時代所建構的分類體系至今

仍是學界的研究基礎。然本課程跳脫建築領域的傳統思維，將視野擴及日治時期人類學、

歷史學、地理學、民俗學等研究領域，對照殖民政府於各個階段所採取的治理政策，不

同領域的學者亦有其活躍時期。故本課程的架構係以殖民統治分期為主幹，包含領臺之

前、領臺初期，以及領臺之後的特別統治主義時期、內地延長主義時期與戰時下施行的

皇民化時期；其下再依族群文化做為分枝，分項說明各時期對於原住民、漢人、荷蘭人

或西班牙人的建築之調查、研究成果。 

(二)教學內容的創新 

    本教材研發內容係教師本人依循上述課程架構所完成之原創性編寫，著重於訓練碩

士班學生具備獨力思辨、研究之能力。首先進行時代背景的脈絡鋪陳；其次透過研究者

生平經歷或是學術組織的成立過程，來說明其參與的形式；接著再介紹相關的調查、研

究成果。因考量碩士班學生已具備建築史學之基本知識，故教材採用文本原貌呈現之方

式，摘錄具參考價值之段落，以原文(日文、英文)形式置入，並附上相關圖面、影像做

為參照，讓學生能有機會接觸未經詮釋之一手史料文獻。且藉由大量文本的讀解、對照，

追究其相互間之影響，累積其整合性之視野。 

二、具體內容 

(一)教材編寫的參考文獻 

    針對以上教學內容需求，本計畫全面蒐羅日治時期有關臺灣建築文化調查、研究的

資料，所使用於課程教材編製的主要文獻及其相關組織、研究者簡單歸納如下： 

    1、特別統治主義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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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臺灣慣習研究會：《臺灣慣習記事》 

     (2)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法治科：《第一、二回報告書》、《台灣私法》 

     (3)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行政科：《清國行政法》與土木行政調查 

     (4)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蕃族科：《臺灣蕃族圖譜》、《臺灣蕃族志》、 

       《蕃族調查報告書》、《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臺灣番族慣習研究》 

    2、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1)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相關報告書、《臺灣博物學會會報》 

     (2)臺北帝國大學學者研究成果(歷史學、人類學)：村上直次郎、移川子之藏、 

       岩生成一、《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科學の臺灣》、 

       《南方土俗》、 

     (3)臺灣建築會學術活動：栗山俊一、井手薰、《臺灣建築會誌》 

    3、戰時皇民化時期： 

     (1)《民俗臺灣》相關研究成果(地理學)：富田芳郎、《臺灣地學記事》 

     (2)《民俗臺灣》相關研究成果(考古學、民俗學)：國分直一、《臺灣建築會誌》 

(二)教學內容的進度大綱 

    根據以上創新教材的構思，本課程原規劃於第 1～4 週先針對日本領臺之前、初期

的調查做整合性的探討、說明。第 5～8 週以特別統治主義之下執行的土地調查、舊慣

調查之相關成果進行探討、說明。第 10～13 週以內地延長主義施行之文化、教育政策

下，相關文化、學術活動為中心進行探討、說明。第 14～15 週以皇民化運動中，日臺

民間人士共同創辦的雜誌及其周邊的調查、研究進行討、說明。第 16～17 週由學生針

對本課程所設定的學習方針進行小型研究報告；並於第 18 週進行總結，全面性回顧日

本時代臺灣建築史學之主要著作，說明前述諸調查、研究對其所產生之影響。 

    然因肺炎疫情的嚴重化導致開學延遲，學期行事曆大幅更動，本課程的進度也隨之

略做調整，其詳細之授課主題如下： 

第 01 週  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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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02 週  日本領臺之前：原住民建築文化的觀察 

    第 03 週  日本領臺初期：原住民建築文化的觀察 

    第 04 週  日本領臺初期：漢人建築文化的觀察 

    第 05 週  特別統治主義時期：土地調查及舊慣調查中的漢人建築文化觀察 

    第 06 週  特別統治主義時期：臺灣慣習記事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 

    第 07 週  特別統治主義時期：舊慣調查中的原住民建築文化觀察(1) 

    第 08 週  特別統治主義時期：舊慣調查中的原住民建築文化觀察(2) 

    第 09 週  校外教學、期中報告提出 

    第 10 週  內地延長主義時期：文化資產保存活動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1) 

    第 11 週  內地延長主義時期：文化資產保存活動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2) 

    第 12 週  內地延長主義時期：臺北帝國大學學術活動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1) 

    第 13 週  內地延長主義時期：臺北帝國大學學術活動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2) 

    第 14 週  內地延長主義時期：臺灣建築會學術活動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 

    第 15 週  戰時皇民化政策時期：民俗臺灣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1) 

    第 16 週  戰時皇民化政策時期：民俗臺灣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2) 

    第 17 週  期末報告發表 

    第 18 週  【07/03，依行事曆排定，已進入暑假】 

(三)教學內容的講義編寫 

   依循上述的進度大綱，本課程共編寫了 15 回的講義，累計的 PowerPoint 簡報頁數達

1080 個頁面。為節省篇幅，以下由每個主題的講義摘選出重點頁面，簡要說明每週教學

內容的創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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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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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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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領臺之前：原住民建築文化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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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領臺之前：原住民建築文化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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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領臺初期：原住民建築文化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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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領臺初期：原住民建築文化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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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領臺初期：漢人建築文化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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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領臺初期：漢人建築文化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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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別統治主義時期：土地調查及舊慣調查中的漢人建築文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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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特別統治主義時期：土地調查及舊慣調查中的漢人建築文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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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別統治主義時期：臺灣慣習記事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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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別統治主義時期：臺灣慣習記事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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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特別統治主義時期：舊慣調查中的原住民建築文化觀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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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特別統治主義時期：舊慣調查中的原住民建築文化觀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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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特別統治主義時期：舊慣調查中的原住民建築文化觀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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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特別統治主義時期：舊慣調查中的原住民建築文化觀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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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內地延長主義時期：文化資產保存活動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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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內地延長主義時期：文化資產保存活動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1) 

 

 

  

  

 

 



23 
 

10、內地延長主義時期：文化資產保存活動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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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內地延長主義時期：文化資產保存活動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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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內地延長主義時期：臺北帝國大學學術活動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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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內地延長主義時期：臺北帝國大學學術活動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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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內地延長主義時期：臺灣建築會學術活動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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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內地延長主義時期：臺灣建築會學術活動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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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戰時皇民化政策時期：民俗臺灣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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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戰時皇民化政策時期：民俗臺灣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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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戰時皇民化政策時期：民俗臺灣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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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戰時皇民化政策時期：民俗臺灣中的本土建築文化觀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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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成效及影響 

    關於本創新教材的實施成效，在當初提出本計畫時即表示須配合互動式、參與式的

教學，以創造讓學生勇於發問的學習環境，如此才能及時掌握學生對於教學內容的不明

瞭之處，並立即為其解惑。 

    故本課程進行方式係由教師先針對每個主題做背景脈絡的說明，再由學生透過教材

的預習，進行主題相關文獻摘要的讀解，因讀解的文本涵蓋英、日兩種語言，故教師須

隨時予以輔導、協助，強化其對於外國語言文獻的掌握能力。最後，再由教師總結課堂

的教學內容。希冀透過以上創新教材和教學模式的結合，達成本課程 4 項的預期成果，

其分別為： 

   1、對於臺灣各個族群、各個年代的建築文化能有深刻的認識。 

   2、能夠理解政治、社會背景與建築知識生產之間的脈絡關係。 

   3、對於跨領域的知識體系具備架構性的思考、整合性的視野。 

   4、能夠掌握文獻，獨力進行建築相關的歷史向度調查、研究。 

    首先，由於本課程強調政治、社會背景與建築知識生產之間的脈絡關係，加上內容

範圍涉及人類學、歷史學、地理學、民俗學等研究領域，故對於學生而言，透過本教材

的學習可補充、強化上述之 1、2、3 等 3 項之研究生所應具備之能力，此由學生所提出

之作業可獲得檢證。 

    由修習本課程的學生在自主觀察的作業中所選擇的案例可知，其橫跨的年代包括了

清代、日治時期及戰後，涵蓋的類型有傳統漢人的宗教信仰建築、融合西洋與日本風格

的休閒設施及受西方現代建築教育的建築師自宅，其顯示學生對於預期成果所列第 1 項

已有一定的認識。而從學生的報告內容則可窺見，其對於每棟建築的興建歷史、背後所

反映的族群、社會活動皆有觸及，且連結了建築與不同領域的關係，如文化、文物、民

俗與生活經驗等，此呈現了學生已逐漸具備預期成果所列第 2 項、第 3 項之基礎能力。 

    其次是面臨外國語言的讀解能力問題。面對目前建築界在國際上的合作、競爭已成

常態，若有語言上的優勢，將會是其專業上的絕大助力，本課程要求學生必須先行預習

教材中的外文資料以及在課堂上進行讀解，促使其強化這方面的能力。為循序漸進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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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目標，本課程必須考量學生對於語言適應性問題，本課程初期將由教師來帶領外文

資料的讀解，待學生熟習操作模式之後，再逐步增加學生參與的比例。透過此教學操作，

亦可強化預期成果所列第 4 項之能力。 

 

學生期中、期末作業： 

   (1)北投溫泉公共浴場(碩一，李日進) 

   本建築落成於日治時期的 1913 年，為磚、木混合構造的和洋折衷休閒設施。其一樓

主要為帶有圓拱列柱的羅馬風格浴池，提供男賓沐浴，並以鑲嵌彩繪玻璃營造出亮麗的

氛圍；二樓則是傳統日式寬廣的榻榻米廣間，以推拉門帶入戶外的通風、採光。是一棟

結合西洋、東洋文化的建築。 

    (2)三重先嗇宮(碩一，李家穎) 

    本建築創建於清代乾隆 1755 年，供奉自福建原鄉請來的神農大帝，舊稱「五穀先

帝廟」。日治時期改名「先嗇宮」，並於 1925 年由地方仕紳集資重建。此次的改建依循

傳統漢式規制，並採用對場作的形式延攬當時著名的工匠來施作，但前殿兩側入口的 4

面壁堵，則是選擇了具有日治時期特徵的花磚做為建築材料。 

    (3)三峽祖師廟(碩一，陳姵樺) 

    本建築創建於清代乾隆 1767 年，供奉迎自福建安溪的清水祖師，其營造集結了三

峽、土城、鶯歌、大溪等地的劉姓、陳姓、林姓、李姓、王姓、大雜姓、中莊雜姓之 7

組人士。其後歷經清代 1833 年、日治 1899 年的重建，戰後 1947 年在藝術家李梅樹教

授的主導下開始漫長的重建工程，形成現今之廟貌，有「東方藝術殿堂」之美稱。 

    (4)「建築詩人」王大閎的建國南路自宅(大五，李燁程) 

    有「建築詩人」美譽的王大閎，成長於江南庭園文化發達的蘇州，後至英國劍橋大

學修習建築，在留學美國時受教於德國包浩斯(Bauhaus)的首任校長葛羅佩斯(W. Gropius)，

為中國早期接觸現代建築的建築師。來台後的第一個作品為 1953 年落成的建國南路自

宅，此建築帶有鮮明的現代建築特徵，同時也具備中國傳統的空間格局，為其融合現代

性與中國性的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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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投溫泉公共浴場(碩一，李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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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三重先嗇宮(碩一，李家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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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峽祖師廟(碩一，陳姵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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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築詩人」王大閎的建國南路自宅(大五，李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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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平時翻譯讀解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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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課程所規劃、編纂的教材係整合不同學域的研究成果，以提供多元的視角來認識

臺灣的建築文化。修習本課程的研究生人數雖不多，除 1 人為建築系的學生，其餘 3 人

皆擁有各自的專長背景。藉由本課程的引領、啟發，讓建築出身的學生能跳脫既有的視

野重新認識建築；同時讓非建築出身的研究生能夠以寬廣的視野進入建築的領域。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由於遭逢肺炎疫情及配合無法入境的陸生之學習需求，本課程皆以學校建置之

Teams 系統進行線上視訊教學，故無課堂活動照片提供。 

 

捌、附件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