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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勵期末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 

都市計畫服務學習教學創新計畫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實施課程：都市計畫（服務學習） 

授課教師：江益璋 

参、前言 

都市計畫的目的在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鄉街有計畫之均衡發展。都

市計畫涉及一定區域內有關都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樂等

重要設施之有計畫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理之規劃，也因此是一門跨領域的學科。本

課程定位在都市計畫之服務學習，目的在引導學生運用課堂中學習到的理性與型態分析

方法於服務學習，實地走訪都市計畫（更新）案例，瞭解都市計畫的任務與相關工作。

課程目標如下： 

- 協助修課學生熟悉都市計畫的基本概念，奠定從事都市規劃、都市設計與都市更

新工作基礎； 

- 熟悉溝通協調知能，為從事都市計畫工作做準備； 

- 深入都市，與居民互動，融入服務學習策略，培養服務精神與態度，在服務過程

中發揮自己的專長，體會服務與學習的連結真諦。 

都市計畫主要內容涵蓋都市計畫的理論基礎、都市形成、現況調查、土地使用、都

市交通、公共設施、分區管制與分期財務，牽涉領域相當廣泛，學生因此必須具備企劃

與執行技術、環境分析、資料組織與轉化、方案評估、溝通協調、表達規劃內容等跨領

域整合能力，正也挑戰學生如何有效學習課堂知識並運用於實務案例。 

肆、計畫特色與具體內容 

本計畫提出都市計畫服務學習教學創新構想，利用（模矩化）拼裝積木與（參數化）

建模軟體進行都市計畫評估，強調「先實驗後學習」的都市計畫服務學習教學創新，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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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實務案例，豐富都市計畫課程教學內容，提供學生「學用合一」的學習環境。進言之，

本計畫強調透過都市計畫服務學習教學創新，讓學生在實際接觸課程之前，有自行探索

的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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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扮演 

另本計畫認為學生在課堂上模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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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引導學生模擬都市計畫專業者（角色扮演），透過服務學習實地走訪

都市計畫（更新）案例，瞭解並嘗試操作都市計畫的任務與相關工作。案例分析工具包

括前述之拼裝積木與建模軟體，學習內容涵蓋如：街道和人行道、停車場基礎設施、住

宅、辦公空間、商業零售，學校、公家機關、綠地、交通系統與基礎設施等。並針對結

合 5OD 之發展策略（大眾運輸導向 TOD、人行徒步導向 POD、歷史文化導向 COD、

綠地建構導向 GOD 及水域保全導向 WOD)，引導學生提出未來的都市（更新）計畫藍

圖。進言之，本課程建立了都市計畫服務學習的創新方法，讓學生深刻了解都市計畫功

能、目的，以及都市計畫技師的角色： 

- 功能：確保都市環境品質、增進都市景觀、提升都市空間之人性使用機能、指認

都市未來環境發展秩序、保障都市房地展價值； 

- 目的：連接都市設計與建築管理專業、塑造地方風格及環境意象、避免環境不當

開發、保存具有歷史人文價值之空間場所、使都市環境建設作有秩序之發展、建

設現代化的人性居住環境； 

- 角色：都市計畫技師不僅是專業技術的提供者，同時也是保育及利用之平衡者、

都市現代化與環境人性可居化兼顧之追求者、官方與居民的協調者、政策轉化至

實質空間的實踐者、民眾參與機會的提供者、文化資產的保存者。 

操作案例 

本計畫以近期備受關注的「臺北市公辦都更 8+2 旗艦計畫」為操作案例，服務對象

為主導該計畫之臺北市都市更新處；期能透過案例分析，落實都市計畫服務學習教學創

新。「臺北市公辦都更 8+2 旗艦計畫」目的在突破現行都更之困境，透過公辦都更重新

建構臺北市都市機能的再生，引入最大之公益性，提供適切之公共服務與公共設施，係

領航臺北未來都市發展之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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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過程 

本計畫執行過程中遭遇之困難與解決之方案說明如下： 

- 遭遇困難：（模矩化）拼裝積木搭配（參數化）建模軟體兩款輔助設計工具僅管

有助於學生分析都市計畫的目的與功能，但仍挑戰如何讓都市計畫任務有效連結

都市設計與建築管理等專業，以跨空間尺度與治理層級引導學生釐清都市問題並

建立解決方案； 

- 解決方案：針對上述困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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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都市計畫服務學習教學創新。 

服務介面 

本計畫強調建立互動式的三維都市模型服務介面，透過視覺模擬效果，引導服務對

象參與都市計畫討論，同時滾動修正教學內容與方法，提升服務學習效率。服務介面特

色如下： 

- 技術：介面建置主要是應用 CityEngine 軟體，整合二維地理資訊，轉換成三維數

位環境模型（圖 14），以更直覺易懂的方式，促進都市計畫的溝通、規劃、設計

與發展。目前已有諸多中國、美國與歐洲地區運用該技術用於評估未來的都市發

展並據此提出地方發展建議。 

- 擬真：介面主要功能在呈現現在與未來都市面對的問題與挑戰，尤其是針對高人

口成長地區，及其對高密度環境規劃與韌性系統建設需求。擬真的三維都市樣貌，

除能呈現環境改善前後的差異，更可凸顯設計元素的功能，例如用於提升建築量

體、土地使用分區與綠色基盤的抗熱與防洪功能等。 

- 效益：介面可視覺模擬未來的都市樣貌，並呈現出不同都市計畫結果，除有助於

評估環境風險，規劃細部策略與挑選最佳發展路徑，更可吸引社區與利害關係人

積極參與，透過充分的溝通與共同提案過程，精確地描繪與評估都市發展，從而

找出最佳規劃與設計方案。 

- 擴充：介面具有擴充性，允許逐步改善與新增二維資料及三維模組，提升都市計

畫整合評估能力；搭配更具互動與分享性介面，則可協助利害關係人、規劃與設

計師，以及相關決策者，充分溝通交流，落實都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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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以解決都

主要功能包

度層級；(2

探究利害關

面基礎上，

市樣貌（圖

，同時滾動

土地使用分

元素；強調

溝通->2.提出

描繪出都市

圖 15：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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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問

包括：(1)詮釋

2)啟發設計構

關係人意見

，進一步建

圖 15, 16, 17

動修正教學內

分區與綠色

調共同評估

出想法->3.共

市計畫最佳

劃平台-以建

問題；模型建

釋都市計畫

構想，提升

見，促進師生

建構以服務學

7），引導學

內容與方法

色基盤，乃至

估都市風險、

共同設計，

佳規劃方案。

建築量體為例

建置的主要

畫相關之風險

升學生對於都

生與同學間討

學習為目的

學生與服務對

法，提升學生

至建築、街

、設計策略

以模型為整

。 

例  

要在呈現目前

風險等級、科

都市綠色基

間討論，轉化

的之都市規劃

對象積極參

生學習效率

街廓、廣場

略與最佳發展

整合媒介，

前狀態、

科技類型

基盤以及

化成可行

劃平台，

參與都市

率。平台

、步道、

展路徑。

彙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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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

誠如

案例，豐

包括拼裝

業零售

都市計畫

施成效及影

如前述，本

豐富都市計

裝積木與建

，學校、公

畫的目的與

圖

圖 17：

影響（量化

本教學強調

計畫課程教學

建模軟體，學

公家機關、綠

與功能，以及

圖 16：規劃

都市擬真-

及質化） 

「先實驗後

學內容，提

學習內容涵

綠地、交通

及都市計畫

- 15 -

劃平台-以土

-以建築量體

 

後學習」的都

提供學生「學

涵蓋如：人行

通系統與基礎

畫技師的角色

土地分區為例

體及綠色基

都市計畫服

學用合一」

行空間、停

礎設施等；

色。針對實

例  

基盤為例   

服務學習教學

的學習環境

停車場、住宅

執行過程已

實施成效及影

學創新，搭

境。教學實

宅、辦公空

已讓學生深

影響，本教

 

 

搭配實務

實驗工具

空間、商

深刻了解

教學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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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課程品質與評估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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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到以積木與

模型為輔的參與式都市計畫服務學習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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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品質：透過上述都市計畫服務學習教學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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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方法：針對前述創新教學面向，進行課程品質與學習成效評估（表 1）；評估

指標包括：都市計畫的議題明確度、流程可行性、模組完成度、佈局全面性、角

色詮釋度、想法成熟度；作為課程品質與學習成效量化評估依據。 

表 1：實施成效及影響 

教學面向 課程品質 學習成效 

強調「先實驗後學習」的都

市計畫服務學習教學創新，

搭配實務案例，豐富都市計

畫課程教學內容。 

課程品質從過去訴求資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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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從傳統以書本與投影片

為主的單向學習方式，提升

到以積木與模型為輔的參與

式服務學習模式。 

擬定街區議題 擬定議題方法：提昇85% 街區議題明確度：提昇90% 

規劃操作流程 規劃流程方法：提昇85% 操作流程可行性：提昇80% 

建立設計模組 建立模組方法：提昇90% 設計模組完成度：提昇95% 

討論設計佈局 討論佈局方法：提昇95% 設計佈局全面性：提昇95% 

模擬專業角色 模擬角色方法：提昇90% 專業角色詮釋度：提昇85% 

交換設計想法 交換想法方法：提升60% 設計想法成熟度：提升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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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結論 

都市計畫的目的在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鄉街有計畫之均衡發展。都

市計畫涉及一定區域內有關都市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樂等

重要設施之有計畫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理之規劃，也因此是一門跨領域的學科。本

課程定位在都市計畫之服務學習，引導學生運用課堂中學習到的理性與型態分析方法於

服務學習，實地走訪都市計畫（更新）案例，瞭解都市計畫的任務與相關工作。並以近

期備受關注的「臺北市公辦都更 8+2 旗艦計畫」為操作案例，服務對象為主導該計畫之

臺北市都市更新處；期能透過案例分析，落實都市計畫服務學習教學創新。 

本計畫提出都市計畫服務學習教學創新構想，利用（模矩化）拼裝積木與（參數化）

建模軟體進行都市計畫評估，強調「先實驗後學習」的都市計畫服務學習教學創新，搭

配實務案例，豐富都市計畫課程教學內容，提供學生「學用合一」的學習環境。進言之，

本計畫強調透過都市計畫服務學習教學創新，讓學生在實際接觸課程之前，有自行探索

的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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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該都市計畫服務學習教學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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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有助於促進教學成效與相關產學合作。 

附件、教學助理期末反思（次頁起） 

 

 



Interactive Digital Technologies, Inc.

課程名稱：都市計畫

授課老師：江益璋

開課系組：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三年級

教學助理：吳佳龍 系級：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博一
學號：A4001519

教學助理期末反思PPT

1

2

簡報大綱

1. 準備階段
2. 服務階段
3. 反省階段
4. 慶賀階段

2



3

準備階段

3

課程介紹及說明
服務學習意義

學習課程專業
理論

服務機構聯繫 服務學校座談

4

準備階段

合作對象：台北市政府都發局
服務範疇：針對台北市水源營區防災型公辦都更計畫進行案例分析。

4



5

準備階段

合作對象：台北市政府都發局
服務範疇：針對台北市士林中正路、基河路沿線公辦都更計畫進行案
例分析。

5

6

服務階段

6

• 服務時間：
利用課餘時間服務8小時。
利用課堂時間服務8小時。

• 服務目標：
• 1.社區媒合：透過里長介紹團隊，並與社區居民認識。
• 2.共同工作：和社區居民共同發現社區問題。
• 3.解決方案：和社區居民共同研擬。



7

服務階段

• 現地勘查及基地狀況了解

7

學生實地勘察都更基地狀況 學生分組討論調查現況

8

服務階段

8水源區自行車道勘查水源區居住環境勘查

• 現地勘查及基地狀況了解



9

服務階段

小組針對基地狀況進行討論及交換意見

9

10

服務階段

• 與居民討論，並了解都更區域環境狀況及面臨問題。

10



11

反省階段

11

問題蒐集、彙整 問題歸納、評估 提出建議方案

12

反省階段

與授課老師及TA於課堂上討論及反省
• 服務學習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
• 針對服務學習可改進的方向。
• 服務學習對課程的具體幫助。
• 問題提出與討論。
• 填寫反思日誌。

12



13

慶賀階段

• 舉辦地點：授課教室。
• 由TA針對國內外都市計畫案例進行分享。
• 學生分享此次都市計畫課程服務學習感想。
• 學生撰寫服務學習心得感想。
• 由老師針對表現優良小組及學生進行嘉獎。

13

Interactive Digital Technologies, Inc.

感謝您的聆聽 !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