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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名稱 

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申請計畫：都市發展與風貌賞析 

2、實施課程、授課老師姓名 

實施課程：都市發展與風貌賞析   

授課老師：張慕恩 

3、前言 

本課程主要由最基礎都市的演變與發展出發，讓學員對於都市發

展變遷的風貌變化，在了解都市發展與成形的過程中，讓學生愛上都

市，透過都市意象的賞析方式，讓學生具備賞析的能力與方法，透過

現地調查、走訪、手繪等讓學員在分組討論的方式中，彼此分享對於

都市意象的感悟與啟發，引發學員對於都市認知的興趣與意象的體

悟。 

在歷年學習與教學過程中發現，本專業的學習歷程大多仰賴教室

內的學習與講授，尤其是大一新生對於現有的都市是一無所知的，並

在探索與學習的過程中，常常處於被動害怕的狀態。然而建築及都市

設計專業卻又需要學生做出因地制宜的設計，然而在因地制宜的本質

上，現場體悟與感受更是需要時間學習的一種方法，並在”走出去”

的議題上，更是很少人會去關注，為培養本系所大一新鮮人認知賞析

的能力，並讓學生了解學習需身體力行的重要性，本課程盼能以走讀

都市的手法，增廣學生的視野與能力。 

 



4、計劃特色及具體內容 

一般都市賞析課程多是上課用案例或是影片介紹，本課程以走讀

城市為本，運用課堂專題探討台北不同都市街區，並加上實地走訪，

深入了解，讓學員對課堂所學印象更加深刻。課程目標特色為： 

1. 都市認知與賞析的方法教學。 

2. 專題性的探討不同都市尺度與背景的介紹。 

3. 走讀城市實際走訪交流。 

4. 手繪素描的練習，讓賞析與認知能具象化的表達呈現。 

5. 攝影主題的作業，培養鑑賞事物的敏感度。 

本課程盼能運用教室內的理論教學與教室外的實際走訪學習方

式，來探討都市的前世今生。在走訪過程中，學員得憑藉都市意象練

習手繪作業，並於每周繳交。另外，每二到三周會訂定走訪的主題，

學員需先經由分組報告，對於要走訪的主題與課程中做最先前的探討

與動線規劃，以利於後續走訪學習課程能更有體悟。另外每周設定攝

影題目，養成學生在生活的過程賞析的能力，最後在期末繳交本學期

的走訪心得報告，並針對攝影與手繪的作品作介紹與說明，訓練學生

說話簡報的技能與藝術。 

5、實施成效及影響 

因本課程有許多戶外走讀的課程，需有部分時間至討論案例的基

地走讀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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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學期中後段，因為疫情嚴重，所以有預設的兩處地方無

法前往，所以改為線上上課，也因為課程的突然變動，本課程轉變為



走讀基地的一些介紹影片與背景資料的賞析課程，手繪的部分也讓同

學上網查找走讀基地的照片繪畫，且列為學期末加分作業。 

本堂課採用一周戶外走讀一周室內報告，室內報告由同學收集找

尋資料，介紹下周要去戶外走讀地區的歷史背景、變遷與今日的樣貌，

並且規劃行程，當日帶領全班同學走讀都市，老師也會跟著補充相關

教材。學期末因疫情關係，最後兩個走讀地區也改為線上上課的影片

賞析與老師介紹，視為本堂課程最為可惜之處。 

本課程採用階段任務的作業繳交方式，依循課程進度教學，繳交

每個教學單元的手繪與攝影作業。每一次的走讀地區，都要選取繪製

兩張速寫，作為手繪作品的繳交；每兩周會有一個攝影主題作業發布

於班上的 LINE 群組中，讓同學在生活中觀察都市的小確幸，拍攝出

符合主題的攝影作業。經過一學期的學習，期末每一位同學把最好的

三張手繪與攝影作品跟全班介紹簡報，分享其作品的構思，並在最後

每一位同學都要把這學期所有的作業製作成作品集，當作本課程的成

果展示。 

6、結論 

本次課程有確實的將都市走讀賞析的概念帶給學員，同學們也努

力的完善自己的作品集。最感動的是，本堂課程吸引了近十位外系的

同學來參與(本堂課程並非為跨域課程)，且外系同學雖沒有速寫與攝

影的基礎及對美學的掌握能力，但是皆能超過預期的呈現比本系學生

更好的作品。無論是投入的精力與老師的互動，都看不出是非建築系

的學員。我想本堂課能帶給不同專業領域的孩子更多都市專業的看法



與體驗是相當重要的，對於都市環境的關心、體驗皆是每一位都市居

民能享有的重要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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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與作法：真的現場進入到基地，感受就會更加不同，不

管空間尺度、人文氛圍、景觀植栽、交通便捷等，都會影響

著人們對於此都市空間的體悟。老師會邊走邊與學生互動，

包含當地的歷史、建築、法規、人文等等的演變，會分別與

同學邊走邊看邊探討。 

2021.03.11：走訪美軍宿舍區 

  

  

  



2021.03.18：走訪陽明山國家公園溫泉小鎮 

  

  

  

 

  



2021.04.01：走訪信義計畫區 

  

  

  

 

  



2021.04.22：走訪松山菸廠 

  

  

  

 

  



2021.05.06：走訪寶藏巖 

  

  

 

 

  



9、教學文件 

都市賞析方法—都市環境感知 

 目的與作法：經由都市賞析方法的理論與訓練，才能讓學生

知道到了基地後要看甚麼？要感受甚麼？而不是出去玩出去

踏青。需要提升學生對於空間、事物、議題的敏感性，與看

事情、看空間的不同面向思考，不見得現場的設計就是完美

的，我們可以提出質疑並做下一步的討論。 

 課程內容簡報簡介(擷取部分內容)： 

 

 



 

 

 



 

 

 



 

 

 



 

 

 

  



10、走讀地區專題介紹 

 目的與作法：在我們要去走讀每一個專題單元課程之前，會

先運用前一周的時間做基地的介紹與了解，包含歷史背景、

法規計畫、空間大小、重要節點及建物等面向。讓我們在走

讀前能對基地有更明確的認識，也能知道我們到基地要看些

甚麼？要體悟甚麼？讓我們過去能有目標性的，而並非是一

般的郊遊旅行。 

  



 課程內容簡報簡介： 

2021.03.25：介紹信義計畫區 

 

 



 

 



2021.04.15：介紹松山菸廠 

 



 



 



 

 

  



2021.04.29：介紹寶藏巖 

 



 

 

  



2021.05.13：介紹迪化老街 

 



 



 



 



 



 

 

  



2021.05.27：介紹華山藝文中心 

 



 



 



 



 

 

  



11、走讀地區手繪作品 

 目的與作法：在走讀城市的過程中，一定會遇到讓人印象深

刻的空間、建築、場域等，本課程希望同學能練習運用手繪

或素描的方式把這份印象畫出來，把自己的體悟融入進畫作

之中，並與班上師生分享畫作的內涵。 

 2021.03.11：走訪美軍宿舍區 

 

資管系 2C_彭日宏作品 

 

新聞系 1B_陳香菱作品 



 

地理系 1_陳昭愷作品 

 

建築系 1_陳哲弘作品 

 

建築系 1_盧姿伃作品 



 

建築系 1_廖崇凱作品 

 

建築系 1_邱佳文作品 

 

建築系 5_馬令芩作品 



 

建築系 1_趙子茵作品 

 

建築系 5_黃琳珈作品 

 

建築系 5_李應輝作品 



 2021.03.18：走訪陽明山國家公園溫泉小鎮 

 

新聞系 1B_陳香菱作品 

 

建築系 1_陳哲弘作品 

 

建築系 1_陳哲弘作品 



 

建築系 1_廖崇凱作品 

 

建築系 1_邱佳文作品 

 

建築系 5_馬令芩作品 



 

建築系 1_趙子茵作品 

 

建築系 5_黃琳珈作品 



 

建築系 5_趙亭婷作品 

 

建築系 5_李應輝作品 

 

都計系 2_黃子晴作品 



 2021.04.01：走訪信義計畫區 

 

資管系 2C_彭日宏作品 

 

新聞系 1B_陳香菱作品 

 

建築系 1_陳哲弘作品 



 

建築系 1_林鈞翊作品 

 

建築系 1_廖崇凱作品 

 

建築系 1_江翊萱作品 



 

建築系 1_趙子茵作品 

 

建築系 1_洪寀榛作品 



 

社福系 4B_周采瑩作品 

  

速寫三 

 

 

 

 

 

 

 

 

 四四南村與台北 101 大樓 

 

《城與鄉之連結》 

初始兵工廠員工及眷屬以四十四兵工廠為家，懷抱著一年半載後回鄉的心，以

布幔為隔間展開生活，並同時開始興建眷村，因地理位置之故，且村民皆為聯

勤四十四兵工廠的同仁及眷屬，故名四四南村，而當地居民多以「南村」稱

呼。 

現位於信義 101 附近，猶如被城市包圍的鄉村，一眼就可以看出城市與鄉村各

自的風格。如今為台灣第一個眷村古蹟，市政府將建築內部規劃成活動展演空

間以及保存眷村文物的小型博物館。 



 2021.04.22：走訪松山菸廠 

 

資管系 2C_彭日宏作品 

 

新聞系 1B_陳香菱作品 

 

建築系 1_江翊萱作品 



 

建築系 1_張哲瑜作品 

 

建築系 1_邱佳文作品 

 

建築系 1_洪寀榛作品 



 

建築系 1_趙子茵作品 

 

建築系 5_黃琳珈作品 



 

建築系 5_趙亭婷作品 

 

都計系 2_黃潤青作品 

  



 2021.05.06：走訪寶藏巖 

 

新聞系 1B_陳香菱作品 

 

建築系 1_陳哲弘作品 

 

建築系 1_廖崇凱作品 



 

建築系 1_張哲瑜作品 

 

建築系 1_邱佳文作品 

 

建築系 1_沈柏岳作品 



 

建築系 1_趙子茵作品 

 

建築系 1_楊虹恩作品 



 

建築系 1_洪寀榛作品 

 

建築系 5_黃琳珈作品 

 

都計系 2_黃潤青作品 



12、走讀生活攝影作品 

 目的與作法：攝影主題會在每一週規定一種圖形，讓同學在

週間的時間內在生活周遭找尋本次攝影的主題元素，將其拍

攝分享。主要是要讓同學不只在上課時間，也能把空間賞析

當作是生活中的習慣，也提升在都市生活中的趣味性。 

 第一次攝影主題：圓形 

 

資管系 2C_彭日宏作品 

 

建築系 1_張哲瑜作品 



 

建築系 5_黃琳珈作品 

 

建築系 5_趙亭婷作品 

 

都計系 2_黃潤青作品 



 第二次攝影主題：平行線 

 

資管系 2C_彭日宏作品 

 

建築系 1_林鈞翊作品 

 

建築系 1_廖崇凱作品 



 

建築系 1_張哲瑜作品 

 

建築系 1_李翊維作品 

 

建築系 1_謝韋杰作品 



 

建築系 1_趙子茵作品 

 

建築系 1_楊虹恩作品 

 

建築系 1_洪寀榛作品 



 第三次攝影主題：曲線 

 

資管系 2C_彭日宏作品 

 

建築系 1_林鈞翊作品 

 

建築系 1_盧姿伃作品 



 

建築系 1_江翊萱作品 

 

建築系 1_張哲瑜作品 

 

建築系 1_邱佳文作品 



 

建築系 1_謝韋杰作品 

 

建築系 5_趙亭婷作品 

 

建築系 5_馬令芩作品 



 第四次攝影主題：折線 

 

建築系 1_陳哲弘作品 

 

建築系 1_張哲瑜作品 

 

建築系 1_楊虹恩作品 



 

建築系 3_邱以婷作品 

 

建築系 3_陳思妤作品 

 

建築系 5_馬令芩作品 



 

建築系 5_黃琳珈作品 

 

建築系 5_趙亭婷作品 

 

都計系 2_黃潤青作品 



 第五次攝影主題：三角形 

 

資管系 2C_彭日宏作品 

 

建築系 1_盧姿伃作品 

 

建築系 1_江翊萱作品 



 

建築系 1_邱佳文作品 

 

建築系 1_謝韋杰作品 

 

建築系 1_趙子茵作品 



 

建築系 3_邱以婷作品 

 

建築系 5_馬令芩作品 

 

建築系 5_趙亭婷作品 



 第六次攝影主題：流動 

 

資管系 2C_彭日宏作品 

 

建築系 1_江翊萱作品 

 

建築系 1_林鈞翊作品 



 

地理系 1_陳昭愷作品 

 

建築系 1_謝韋杰作品 

 

建築系 3_邱以婷作品 



 

建築系 5_馬令芩作品 

 

建築系 5_黃琳珈作品 

 

建築系 5_趙亭婷作品 



 第七次攝影主題：倒影 

 

新聞系 1B_張琇筑作品 

 

地理系 1_陳昭愷作品 

 

建築系 1_江翊萱作品 



 

建築系 1_林鈞翊作品 

 

建築系 1_李翊維作品 

 

建築系 1_謝韋杰作品 



 

建築系 3_邱以婷作品 

 

都計系 2_黃潤青作品 

 

社福系 4B_周采瑩作品 



 第八次攝影主題：燈光 

 

資管系 2C_彭日宏作品 

 

新聞系 1B_張琇筑作品 

 

建築系 1_陳哲弘作品 



 

建築系 1_林鈞翊作品 

 

建築系 1_盧姿伃作品 

 

建築系 1_沈柏岳作品 



 

都計系 2_黃子晴作品 

 

社福系 4B_周采瑩作品 

 

建築系 5_馬令芩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