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103 學年上學期「環境規劃設計實習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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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城 工坊：公館鄉 4148，試一試 ！】是以城 一同學的集體家園，城吧 鄉研 鄉

公館厝，作 營造實驗基地，大家一起來試試看如何改造我們的城 公館厝。為 鄉
“4148”是因 我們的住址是為 基隆路      4      段      148      號  。 然一起搬進了既 4148，就一起試

一試 ！公館厝裡的使用者累積了近半世紀城 實踐的智慧與經驗，也沉澱了吧 鄉
建築本身與周遭環境的各種風霜。從城 歷史，生態建築，公館社區，與台大校鄉
園規劃的不同角度，都 得新進城 夥伴琢磨營造。我們將要營造的不只是公館值 鄉
厝的物質空間，同時是空間中具有包容力的跨領域社會關係與有著激進傳統的

城 精神。有包容力的社會關係與激進城 精神需要透過城 入門子弟在營造實鄉 鄉 鄉
質空間語彙的過程中，拿捏出結合空間與社會濃纖合度的氛圍。

一、學習目標與成果

mailto:pei3352377@gmail.com


實習一為建築與城鄉研究所（Building and Planning）必修兩學期的課程

分 上下兩學期。上學期聚焦於建築或小空間尺度的營造（為 Building）,下學期

結合社區或城市尺度的規劃（Planning）。整體而言，我們希望透過兩學期的實

習，建立同學對環境營造、設計與規劃專業工作的社會與環境意涵、創新方法以

及深化議題與探索知識的基本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同學們能在一年實習

課程中，找到自己認同的專業者與社會、環境及使用者之間的公平正義關係。

具體的說，第一學期實習一(上)定位 本所的入門理念與營造實務的學習、為

演練與反省，第二學期則以社區 核心，包括社區參與及城 規劃的理論、社會為 鄉

創新與實踐。貫穿實習學程的三個核心原則如下：

（1）參與即 育：教  自我參與，團隊參與，社區/社群參與

（2）操作即學習：動手做、動手畫、動手整理，以及動手幫助彼此和社區

（3）共識即創造：團隊中理解自我後從自我訓練包容，再出發凝聚共識並創

造集體認同

實習課程首重同學本身的參與，及訓練同學帶動參與的能力。“參與”全面地

牽動了我們彼此，我們和使用者及所有相關社群的對話。誰主導參與？誰來參與

誰參與誰?這些民主社會的經典問題，觸動當代參與式設計，民主式規劃及市民

社會平權營造等空間生 過程中產 ,設計層次的對話及理論層次的論爭。這些對話

及論爭在空間生 的操作層次，無可避免地指向空間形式生 的『一起做」、『集產 產
體營造』實質空間生 行動。換言之，在實習課的學習中，“一起做”並非只是協產
調時間、分工，進而完成工作的單線程序。 弔詭地兼具言論自由、集體決策，它
及每個獨立個人對夥伴的包容隱忍。幸運的話，也許團隊夥伴將經歷從未經歷過

的集體創意經驗。當然， 也許沒那 幸運，而是常常獨自覺得委屈或者不爽。你 麼
因 “一起做”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一個單獨的個人能 完全依照個人的意志決為 夠
定每一個步騶。這樣的不舒服，逼迫我們面對深層的自我，參與式設計的核心學

習是在這樣的不爽過程中學習釋懷自處，並進一步掌握融合他人意見的創造力，

進而集體完成設計，並協作生成空間作品。這一連串高難度的過程是“一起做”的

極致表現。這個學習過程，將會有意想不到的挑戰與探險。從專業素養的層次而
言，同學們需要有開放的心胸及成熟的心態，才能在跨領域，多元人格特質的
團隊互動中，開發跨領域團隊正面學習的最大創造力。

更具體的預期成果的部分，我們希望透過一學期的地方營造及工坊演練，

跨領域的同學們都可以掌握基本的能力包括：（1）累積並開始掌握空間設計語

彙，（2）熟練調 訪談方法，（查 3）了解綠色建築 念，（概 4）熟悉台北地區環

保建材網絡，（5）操練營造工法（特別是回收建材），（6）培養跨領域團隊

合作專業素養。這些能力並非一蹴可就，需要日積月累的磨練。未來各位能 熟夠
練掌握這些能力時，就能 靈活的運用自己的能力，營造自己的空間，或 其夠 為
他需要的對象服務。一個學期的實習，是開始不是完成。實習的目的是讓各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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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自學的方法，及培養自我探索的能力。學習過程中的困惑與挫折是激發學習潛

力的最大祝福。

二、課程核心 （建築外觀的變動，需經教師團討論後決定）

在綠色建築永續營造的 念下，本學期的課程乃由以下三個階段與方法的學習概
構成：整合調 ，設計實驗，操作演練。首先，查 整合調查 調將傳統中所分開對強
待的「實質空間」與「人與社區」視而 一。我們透過人與空間並重的調 ，才能為 查
透過使用者的環境經驗發掘議題。其次是具體空間之設計實驗。所謂設計實驗包

括創造及溝通。創造是將前一階段的議題透過空間的方式，轉化成 暫時的空間為
性的解決方案。這些方案，需要進一步和使用者溝通。溝通的工具基本上包括：

圖面溝通，模型溝通，以及非傳統的五感溝通。第三步，但不是最後一步，操作

演練是指，將大家有共識的空間性解決方案試著做出來。做的過程會有非常多的

try and error，包括，材料，尺寸，工法，等等。這個步驟，能否進行到施工需

視實際情況而定。每一個階段的轉換團隊都需要有階段性的報告。第一階段是整

合調 及空間計劃，第二階段是參與式營造及工藝計劃，第三階段則是一個暫查
時的空間成果呈現。

整體而言，我們計劃以經驗累積的方式逐年進行有工藝內涵的綠色建築永

續營造的工坊工法彙整與 發。包括後續使用維運發展等等，這些不可能在一個研
學期完成的過程，希望能在開課數年後逐漸形成有規模的城 工坊鄉 know-how。

以下簡單說明三個階段的暫時安排。詳細內容會依照同學們學期中的學習進度隨

時調整。

（一）第一階段（第一到第五週）：整合調查 - 在環境中整體了解自我與社群
階段報告：整合調 及空間計劃查

1.進行方式：

（1）透過個案 究，發現自己的環境認同與社會關懷。研
（2）同步進行基地空間及人文調 ：使用者訪談，歷史調 ，建築物生態疊圖查 查 ，

及校園規劃分析，等等。

2.課程意涵：屬建築計畫前期階段，促進同學想像可能空間。

（1）實質空間：就空間營造定義進行初探。

（2）人與社區：認識人、認識社區、認識社會與文化環境。

（3）參與：重新看到彼此，彼此的經驗交流對話、大家的願景開始磨合。

（二）第二階段（第六到第十週）：設計實驗 - 小團隊的空間創造與溝通 
階段報告：參與式營造及工藝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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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行方式：

（1）分組，開始以模型（傳統及電子）去理解並發展基地空間條件的潛力。

（2）發展潛力一定要照顧空間的社會關係，空間中的社會創新。例如，我們關

心公館建築中的公館阿伯。如果我們要將公館變成綠建築，我們希望綠建

築是一個可以一起解決公館阿伯的綠建築。

2.課程意涵：屬建築計畫後期，同時進入設計階段，並涵蓋營建作業前期作業。

促進同學想像具體的空間、看見空間，初步「體驗」空間。

（1）實質空間： 提課題研  → 擬建築計畫（書）研 （空間使用、空間模式、空間量）→ 
（基本）設計（空間機能、形式/美學、形象） → 原型製作

MOCKUP細部設計（尺度/構造、體驗空間/工法 究）研 。

（2）人與社區：

     A：於建築計畫階段時，將人、社區與社會/文化環境等層面納入，同時關心

在空間上的需求以及呈現。 
B：於基本設計階段，從使用者的感覺與經驗出發。空間與形式 誰說話為 ？

說什 ？麼
（3）工藝及營造：

A：營建作業前期的模型製作、細部設計，使用者參與式溝通及調整。

B：各種相關工法及綠色建材的探索及學習，包括木做，土水做，小鐵件

等等。

C：綠色建材的搜尋，例如台北與新北市，甚至公館附近或台大校園內舊

料的尋找。舊料循環利用時的工法或處理方式，等等。

（4）參與：

A：議題對話：看到問題、提出需求。

B：想像解放：給出對策、交叉 圖。拼
C：空間方案：整合多元、尋求共識。

（三）第三階段（第七週一直到期末）：操作演練 - 一起動手，試一試吧！
成果報告：暫時的空間成果呈現     –     公館厝策展  

1.進行方式：

（1）期末以策展的 念：公館概 building 就是 building 公館 的實體展示。各組

要開始 了整體的營造呈現以及社會創新的實踐，重新整合一起操作。各為
組可以仍以原來的小組 單元，但一定要以全班作 整合平台。為 為

（2）營造的綠色資源，希望以公館區域的回收資源來進行。舊家具，廢棄的建

材，可以工作的工地，等等，都需要同學自己去找。

（3）更重要的是，展覽結束後，需要如何恢復空間，更需要全體同學與學生會

以及公館社群一起討論決定。

2.課程意涵：完成營建作業，開始使用空間，並進行維護管理作業。同學藉由見

證空間的（物質性）生 及使用，想像更多空間社會的可能性。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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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質空間：施工（工程品質）→使用（滿足計畫及使用彈性）→空間發展（空間

發展的可能性）。

（2）人與社區：

     A：於施工階段，藉由同學參與監控品質，以關切「自己的空間」的態度。

B：使用、維護（使用管理的自主意識）。

C：新的社區關係，規劃的使用（調整）及（新）使用的規劃。

（3）參與：

A：施工計畫：執行策略、參與方式。

B：施工與監管：大家一起動手做。

C：一起驗收：慶祝完工、宣告後續。

D：預期滾動的…未來性…。

三、課程進度表（暫定–課程進度會依照學習進程而微調）

1．前期準備

7/1 - 9/15暑期作業

9/9 - 9/16 同學需開始進入公館地下室整理空間

本學期分組兩次：  9/16      及      10/17  

必須參加的基地參訪一次  : 11/21   （桃園航空城）  

2．正式學期課程：

週次 月 日 星

期

階段 暫定   事                        項

1 9 1
6

二 課程說明、暑期作品策展、公館整合調 動查啟

9 1
9

五 階
段
一【

小
作
業
及
講
課
時
間
暫
定】

城 傳承工作坊—夏鑄九 授鄉 教 /城 創所 授之一鄉 教

2 9 2
3

二 公館整合調 執行及討論（小作業）查

9 2
6

五 公館整合調 執行及討論，查 閱讀報告（1）

3 9 3
0

二 公館整合調 初步報告（小作業）（雙軌發展空間計查
劃）

10 3 五 城 傳承工作坊—黃永松老師鄉 /漢聲創辦人台灣文創開

先河者（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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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月 日 星

期

階段 暫定   事                        項

4 10 7 二 空間計劃初步討論

10 1
0

五 國慶日（國定假日）

5 10 1
4

二 第一階段小組討論整合調 及空間計劃查

10 1
7

五 第一階段小組報告：整合調 及空間計劃查  （第二次分

組）

6 10 2
1

二 階
段
二【

小
作
業
及
講
課
時
間
暫
定】

城 傳承工作坊— 老師（暫訂）鄉 喻肈青

10 2
4

五 上課（陳育貞老師）及設計實驗實做 

7 10 2
8

二 設計實驗實做（使用者參與小作業）

10 3
1

五 上課(賴仕堯老師)，土木系

8 11 4 二 謝 賢老師尚 （BIM概念，應用軟體和實際操作）

上課地點：暫定土木研究大樓的電腦教室 (V-Lab) 上課

11 7 五 設計實驗實做（舊料搜尋小作業）

9 11 1
1

二 設計實驗實做參與式營造及工藝計劃報告初步討論

11 1
4

五 閱讀報告（2）及規劃概論

10 11 1
8

二 階段二小組報告參與式營造及工藝計劃

11/21桃園航空城計畫基地參訪
11 11 2

5
二 階

段
三【

工
藝
訓
練
時
間

城 傳承工作坊—劉可 老師（暫訂）鄉 強

11 2
8

五 工坊操作（工具使用安全課程）

12 12 2 二 卡艾瑋老師及團隊之分享

12 5 五 工坊操作

13 12 9 二 工坊操作–分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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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月 日 星

期

階段 暫定   事                        項

12 1
2

五 工坊操作

14 12 1
6

二 工坊操作

12 1
9

五 工坊操作–分組報告(暫定外評老師：邢幼田老師)

15 12 2
3

二 工坊操作【公館厝策展開始】

12 2
6

五 工坊操作

16 12 3
0

二 公館厝策展–分組報告

01 2 五 策展準備

17 01 6 二 策展準備

01 0
9

五 外評及正式展覽（外評團：暫定喻肇青老師、阮慶岳老
師）

四、文本閱讀研討

重要文獻的閱讀、 討以及經驗的反省是本學期學習的另一主要成分。研 研
討方式 本學期分 兩次報告閱讀心得，並主持師生討論。大家務必閱讀文本，為 為
負責報告的同學並須撰寫文本內容摘要、討論題綱，供課堂討論時使用。（每一

文本寫一頁至兩頁），於各次 討前交給各組助 。研 教

閱讀內容主要分 兩類：為
1. 【改變自己的文本】 - 實習一同學推薦文本 （第一次閱讀討論）

實習一同學每人推薦影響自己進入城 所最關鍵的文本一 ，或者是對自己人鄉 份
生影響最大的文本一 。文本可以是一本書，一部電影，一篇文章，等等。形式份
雖然多元，但必須是有公共性，是他人的作品，其他人也可以接觸、閱讀或觀賞

的。同學於第二次上課（9/19）公佈自己的那一 【改變自己的文本】，並且以“份
配對搭檔”的方式閱讀及報告。換言之，9/26 第一次閱讀報告時，同學需要報告

自己推薦的文本，以及班上另外一位同學的文本。透過文本的閱讀與分享，大家

可以開始了解班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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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挑戰專業的文本】 - 實習一 學團隊推薦文本教  （第二次閱讀討論）

實習一授課的 學團隊每人推薦兩 文本，這兩 文本在城 規劃，建築設計教 份 份 鄉 ，

地方營造（placemaking）等相關領域，有相對激進的社會意涵及時代精神。同

學們需要以議題導向的整合式閱讀報告的方式進行心得交流討論。換言之，這次

的閱讀報告，不是一本書或一篇文章，或者一部電影的單品式報告。同學們要學

習在閱讀過程裡面找到核心議題，以此議題（單一或多重） 書面報告及口頭為
報告的架構。

文本品項：

一、 Lynch, Kevin (1960) The Image of the City. MA: The MIT Press  
二、 Hester, R. (1990 ) Community Design Primer. CA: Ridge Times Press. （中譯

本：張聖琳譯著（1999）《造坊有理》臺北：遠流。 ）
三、 Alexander, Christopher (1977) A Pattern Language.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譯本：《模式語言》)
四、 Bloomer, Kent C. and Charles W. Moore (1977) Body, Memory, and 

Architecture.  (中譯本：葉庭芬譯（1981）《人體，記憶與建築》。臺北市：尚
林。）

五、 Simonds, John Ormsbee (1974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 Maual of Land 

Planning and Design. (中譯本：王濟昌譯（1998）《景園建築學》。臺北：臺
隆。）

六、 課程進行中，可隨時回應討論主題之相關文本閱讀及討論。

五．評分標準 

1. 評量項目：

(1)1、2、3階段簡報：口頭報告、簡報、階段報告書及其他輔助工具(例如壁報、模型等) (每階

段簡報各 20%，共 60%)

(2)期末總評：口頭報告、簡報、期末報告書及其他輔助工具 (30%)

(3)演講心得報告  (10%)

2. 學期總成績計算：上述評量項目加總後，老師期末將參考同學之自評、互評、及課程參與

度(如上課、分組討論、參訪)之評估結果，加權調整每位同學之學期總成績。

附：「注意事項」說明

1. 實習一(上)課程若不通過，則 修實習一擋 (下)課程。

2. 認 參與團隊工作真 (包括上課、演講、實地 學及小組討論等教 )

3. 上課請準時！上課遲到超過 10鐘之累積次數至第 4次起，本學期所有遲到課堂皆視 缺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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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學期無故缺課，每 2次扣總分 5 分。若有不可抗拒之理由，請事前提交正式文件與授課老師

請假(遇緊急狀況可事後提出正式文件)。

5. 本課程一律以 Dropbox做為電子檔案收集／分享、 交作業之平台。繳 （作業請以 pdf檔 交；繳

個人作業檔名：學號＋姓名＋ 交日期。繳 例如：r03544100金城武 0916。團體分組作業請檔名：

組別＋ 交日期。如：第一組繳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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