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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校園探索活動—探索過程中的討論與紀錄。

圖2 環境探索發現抄錄在「便利貼」上準備公佈。

圖3 環境改造須以民主過程來實現，才能培養人們對環境的歸屬感，這成為「參與式環境改

造」；運用在教學上尤其重視改造過程中的發表能力的歷練。

圖4 模型製作也是一種統合學習，能將空間感、尺度和細部空間要件關係逐一思索呈現。

圖5 行動模擬作步道規劃，也是一種體驗真實空間尺度的可行方法。

圖6 第二次環境探索之後，用「神豬圖」來整理出問題的重要性層次，準備發展改造構想。

上台發表是必要的練習了。

圖7 初步規劃構想的作業單。內容雖然將改造構想視為模式語言(見圖片圈選處)，但在文字
描述上仍未見到一種對環境品質的想像或表達，顯然此時在理解上仍有相當困難，而且

也不了解模式語言的上下游關係。研究者遂決定將模式語言的意涵安排在設計結束後再

作回顧、闡釋。

圖8 本圖可對照忠孝樓西側改造構想，模型基礎由研究者提供，再讓設計者進一步處理。

圖9 行動模擬佈置合作社，目的是運用賣場外空地作為用餐空間，也兼作休閒聊天之用，這

是第一版本。

圖10 模擬在校園樹幹之間編織美夢—一張吊床，我們可以讓它實現。
圖11 學校沒有吊床，研究者自掏腰包，送給這一組同學一張真的吊床，她們正跟同學們分

享。

圖12 行動模擬製作「校園閱報欄」，並藉簽名活動調查大眾的反應與接受程度。
圖13 成果展示的目的在擴大參與，讓全體師生感受到環境改造的民主過程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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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依據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碩士班盧智敏民

國九十二年七月之碩士論文《國中校園空間改造

行動研究之方案教學計畫 — 以台北縣立樹林高

中為例》中所做之參與式設計教學實錄，討論

《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的實踐。該論文由其指導

教授胡寶林指導研究架構，並在九十二年二月至

六月每週實施教學行動研究之檢討。盧智敏為在

職研究生，任教於台北縣立樹林高中《藝術與人

文》領域課程。本計畫就國中部一年級三個班

級，分為「校園服務空間改善」及「校園生活休

憩空間改善」兩個主題施行，每個班級共用八節

課分組進行。本文教學計畫與教學實錄摘自盧智

敏之碩士論文，其他論述部分由胡寶林撰寫。

本案例之教學計畫實踐尚包括問卷調查、空

間改造模擬、建議、教學評量項目，本文為針對

教學理念及計畫執行之論述，其他未詳盡之處請

參閱盧智敏之論文。

一、九年一貫課程中《藝術與人文》
領域的基本理念與能力指標

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藝術與人文」是

指「藝術學習與人文素養，是經由藝術陶冶、涵

育人文素養的藝術學習課程。」即透過廣泛而全

面的藝術教育，使兒童和青少年在參與音樂、舞

蹈、戲劇演出、視覺藝術等活動中，學習創作和

表達其觀念與情感，分析、了解、批評、反省其

作品所涵蓋的感受與經驗所象徵的意義，進而認

識藝術作品的文化背景與意涵。並使藝術學習能

夠促進、聯結與整合其他領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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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藝術源於生活，也融入於生活，生活才

是一切文化滋長的泉源，因此藝術教育應該提供

學生探索生活環境中的人、事與景物的機會。從

生活實踐的層面，去探求各種藝術知識、藝術思

考和藝術表現跟個人成長的關係。跨世紀教育改

革的精神，在於重視人的生命自身，並以生活為

中心，建立人我之間與人和環境之間的和諧發

展，這正是均衡科技文明與藝術文明的全面、多

元及統整的肇始。是以《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學

應發展科際統合教學活動，來強化教學意義與結

果。

《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的目標包含三個目

標主軸，即：「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和

「實現與應用」。三個目標主軸已涵蓋認知、情意

與表現三個領域範圍，又可與「學科本位的藝術

教育」(簡稱DBAE)課程的內容相融。為了達成此

課程目標，學者專家們精心釐定了四個階段的分

段能力指標，作為教學活動設計及評量的依據。

以第四階段的國中《藝術與人文》課程為例，三

個目標主軸衍生出包括「了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

表1 本教學方案所統整與環境議題相關能力指標

領
域
及
議
題

環
境
教
育
議
題

領
域
及
議
題

藝
術
與
人
文
領
域

能力指標編號

(a-b-c) 

1-4-1

1-4-2

3-4-10

相關階段能力指標內容

瞭解藝術創作與社會文化的關係，

發揮獨立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

術創作。

設計關懷主題、運用適當的媒材與

技法，傳達出有感情、經驗與思想

的作品，發展個人獨特的表現。

透過有計畫的集體創作與展演活

動，表現自動、合作、尊重、秩

序、溝通、協調的團隊精神與態

度。

能力指標編號

(a-b-c) 

1-2-1

2-2-1

3-3-1

4-1-2

4-2-1

4-3-1

5-2-1

5-3-4

相關階段能力指標內容

覺知環境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能瞭解生活週遭的環境問題及其對

個人、學校與社區的影響。

瞭解人與環境互動互依關係，建立

積極的環境態度與環境倫理。

能運用收集資料與紀錄方法，瞭解

與認識校園與住家環境問題，並能

具體提出生活環境問題的解決方

案。

能歸納思考不同區域性環境問題的

原因與研判可能的解決方式。

面對環境議題時，能傾聽別人的報

告，並更理性地提出質疑。

能具有參與調查與解決生活週遭環

境問題的經驗。

能與同僚組成團隊採民主自治程序

進行學習與規劃解決環境議題。

＊學習能力指標序號說明：

「a-b-c」編號中，a代表目標主軸序號(「1」為「探索與創作」，「2」為「審美與思

辨」，「3」為「文化與理解」)；b代表學習階段序號(「4」為第四階段，即國中1-3年

級)；c代表流水號，依序由視覺藝術而音樂而表演藝術。本研究整理。

化的關係，表現獨立的思考能力，嘗試多元的藝

術創作」(1-4-1)等共十一項能力指標。

分段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間的關係，既

為詮釋九年一貫課程精神內涵的重點，也是教學

活動開展的核心。不同領域間的課程統合，可對

照其分段能力指標與十大基本能力間的性質異

同，作為整合策略的參考。

本教學方案以《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的

「探索與表現」、「審美與理解」和「實踐與應用」

等目標主軸之實現為主要精神，尤以第四階段(即

國中一至三年級階段)學習能力指標中編號1-4-1、

1-4-2、3-4-10三項為具體學習目標。所要融入的

《環境教育》議題，以「環境覺知與環境敏感度培

養」、「環境概念知識學習」、「環境價值與態度

培養」、「環境行動技能學習」與「環境行動經驗

獲得」為主要具體目標，其學習能力指標與本教

學方案相關者計有：1-2-1、2-2-1、3-3-1、4-1-2、

4-2-1、4-3-1、5-2-1、5-3-4等項(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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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育體系很重視以教育做為一種求生存

的重要元素。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全球通訊系

統、經濟系統已世界化，學校應如何回應多元文

化的需求及價值間的競爭？學校教育的內容，是

否已充分地提供學習者全球性社會生活能力的準

備了！

學校生活的主體是學生、老師與行政人員，

但在學校行政人員均以管理者的角度來審視校

園，對校區環境的硬體空間提出的建議也以管理

方便為原則，這是今日校園中極須改善的問題與

現象。開放教育中實質空間的環境設計應經由

「共同討論」的過程，尋找一個相互說服的機制，

不僅能改善實質環境，也能更新人們的思考方

式，並賦予別於以往的空間意義(劉柏宏，1997：

9)。這正是校園空間規劃設計中參與式設計的意義

與精神所在。

校園之戶外空間在整個校園定位中扮演著極

為重要的環境觀察角色，戶外空間有如開放空

間，是紓解課業壓力的地方，是學生間遊戲、社

交場所，異於教室之一成不變的建築配置，校園

戶外空間可以提供更有彈性、更多樣化的空間形

式。從滿足使用者的差異性，教學法與目標的差

異性來塑造不同風格、不同面貌的戶外空間，也

使得不同地理環境的各個學校校園能呈現不同的

景觀；學童可透過不同學校同儕間的交誼，達到

認識不同的社會文化，進而習得彼此尊重。故此

劉柏宏認為：以環境的設計教育與生活品質基礎

相聯結，讓環境空間專業者和老師一起努力，能

幫助學童以更和平、互相尊重及謙卑的態度來對

待這社會上的每個人。

實質空間的藝術學習，以本教學活動為例，

學生從各種圖片、幻燈片、平面圖與模型等視覺

《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綱要中，實施要點

包含：「課程設計」、「教材編選」、「教學設

計」、「教學方法」與「教學評量」等項目。其中

有關「課程設計」之說明，強調課程統整精神。

鼓勵教師從事大單元教學設計、方案教學設計、

主題軸教學設計、行動研究教學設計以及獨立研

究教學設計等課程設計開發方式，以改變傳統藝

術教學的桎梏，最值得重視。

二、實質空間的學習及身體導向的
參與式校園環境設計教育

本方案教學實踐係以校園「非正式」的教學

空間 — 即服務空間和休憩空間做為環境設計對

象。這些迥異與正式的教學空間，如：教室、教

務行政空間、圖書館、禮堂、專業教室等地。對

學生來說似乎有更多不被正式活動「監控」的自

由。在其中發生的活動有飲食買賣、遊戲、運

動、聊天、自我隱藏及個人解放等接近上課以外

的「真正生活」。因為正式的教學空間是被制約統

一成規的，學習行為成了單一目標化、理性化的

活動。有趣的和真實生活的服務空間和休憩空間

被傳統教育模式異質化；其實這些空間應被教改

理念重視和活化。整個校園就是一個大教室，九

年一貫的課程領域統整，應不僅止於教材、教法

的統整，更應是校園空間的統整。

「走出教室」的學習是一種解除固定坐姿和

四面牆的「回歸真實」的學習。學生走出教室是

身體行動的一種解放。現象學對「生活世界」的

詮釋就是要透過身體的動力，走入一個包含自然

環境、人造環境、自我、他人、環境中的物質、

社會結構以及想像、期望的世界。學習應是一種

在實質空間探索、行動、思考及多向對話的自省

行為；教室就應被拉回到「生活世界」的本源，

使學習成為一種生活而非制約。

二十一世紀的課程必須建立在『真實』的基

礎之上，而非抽象的學科和教科書。



媒介中，自行感受到各種不同的環境品質，藉由

討論來達成大家對美學看法的詮釋，尋求共識；

透過視覺媒介，學童獲得空間感、空間形式、空

間關係、環境氣氛與環境尺度的綜合理解，發展

識圖、繪圖的能力；喚起環境經驗，引導出其空

間意見的陳述。當中也包含造形的、色彩的、材

質的乃至工程品質的空間鑑賞在內，這就是具體

的藝術學習內容。老師帶領學生進行校園環境的

實地觀察與探索，學童親自體驗在校園生活環境

中的切身感受，省思環境與人的關係，思考構成

環境美感的各種因素，並診斷環境缺失，提出改

善方案，這些都是實質的生活美學的學習。以校

園環境作為藝術教學的媒介，從各種經驗研究中

得知，有諸如廁所門的美化、走廊步道的嵌瓷磚

圖案鋪面、校園圍牆壁畫製作等實踐，不勝枚

舉。

據劉柏宏的分析，參與式設計富含教育意

義，如：一、實質空間教育；二、民主制度的教

育；三、美育的訓練；四、環境教育；五、自然

與人文的教育觀；六、群體與兩性教育；七、自

我認知與自我肯定，並對他人差異性的尊重(劉柏

宏，1997：96)。而在參與式設計中將教師納入工

作成員中也正是一個最好的增進認識的機會，讓

教師更深入認識空間或體認環境對兒童心智發展

的影響，教師也是更多空間形式主導的可能性之

來源。參與式設計早期在國內學校空間的實證研

究成果包括台北縣菁桐、永定、瑞亭等國內國民

小學參與式設計的案例。九二一地震後，災區校

園重建也有許多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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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式設計教育導引學生體認
環境品質和描述、編寫環境改
造品質的方法—「模式語言」

這是美國著名建築師亞歷山大(C. Alexander)

所提出的一套對城鎮規劃和建築嶄新的、可供選

擇的工作方法 — 稱之為「模式語言」論述 — 中

最為發人深省的描述。這套論述也是亞氏欲求能

逐步取代在建築和城市規劃方面的種種現行觀念

和實踐的目的之核心。

依亞氏的想法，每一個充滿活力的完整社會

都有它自己獨特而清晰的「模式語言」，而這種

「模式語言」的運作即是讓那些空間得以生機勃

勃，具有一種無以名狀的「特質」之根源。這種

「特質」正是我們對經驗中最富生氣的時刻和情境

之追求的標的；而且很重要的一點是，亞氏指

出：『這種特質是由不斷發生在哪裡的事件的模

式所賦予的』(亞歷山大，1977)，亞氏的意思是事

件模式才是產生空間模式的核心，這與建築師們

所關心的「環境」有所不同。

學習「模式語言」的方法，是必先學會一種

告訴我們「環境與我們自己的真正關係」的方

法，所以我們要先找到一種「談論模式」，好使我

們能共享這些模式。每種模式都是試圖抓住某種

情況中使其活躍的精華。為了發現有活力的模

式，必須從觀察開始，再來作問題的確認(指認)，

感覺並發現其中流動的關係場所，把它視為一整

體，加以再限定，使之成為平衡狀態；繼之將它

畫下來，予以命名，這樣，模式便出現了，並且

明顯地可與他人共同使用。爾後，我們仍需透過

體驗的檢視逐漸改進這些共同使用的模式，並由

一個模式開始，編製出完整有系統的語言來。

在學校環境的改造課程進行中引用「模式語

言」，其作用主要在引導學生對環境的「質」的感



知、澄清、錘鍊，也希望運用其方法學上的特色

— 引導學童以一種像語言編寫的方法，來組構心

中高品質的空間意象，以彌補學生在較乏空間創

造經驗的限制下，仍能發揮環境改造教學的可能

性。

參與式設計的操作過程中，專業者必須提供

圖片、幻燈片或繪製透視圖、示意圖來幫助參與

者想像及深入了解它們提出的或互相討論出來的

情境(構想)，這些情境的累積與組合可以成為空間

計畫的實質內容。有些內容是從專業者提供的模

式語言轉譯而來或是從參與者想像的模式語言而

來的，但是這些內容將成為這個空間設計的展

現，在此專業者大部分扮演著顧問的角色，提供

情境的想像，與技術上的支援或協調的角色(劉伯

宏，1997：54)。

本教學計畫導引學生體認環境的方法，是首

先從亞氏著作所蒐集的諸多相關空間品質模式語

言中，挑出若干個案例，如：「可坐矮牆」、「能

坐的台階」、「眺望高地」、「果樹林」⋯等，及

研究者另取之案例，以幻燈片、圖片導引，體認

環境品質並學習對空間品質命名，以便最後建議

改造的空間編寫成組的「模式語言」。

四、校園環境改造的設計教育計畫

(一) 校園服務空間改善之行動教學計畫活
動設計

本教學方案藉《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帶

領樹林高中國中部一年級兩個班級學生進行教學

研究。班級人數為三十七至三十八人，男女約各

半，採常態編班編成。本校自本(九十一)學年始已

實施九年一貫新課程教學，其中《藝術與人文》

領域課程每星期三節，由研究者負責授課《視覺

藝術》與《表演藝術》兩課程，每週兩節，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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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互動良好。本計畫依下述教學活動大綱進

行。

1. 導入活動

(1) 學校是這樣蓋起來的！

本活動以power point簡報媒體播放投影片為

主要活動。內容包含：

(a) 一甲子老校慶生忙！

(b)樹林中學校園的歷史影像回顧。

(c) 學校是這樣蓋起來的！

(2)教育需求日殷，校園持續擴建 — 樹中的校

園變革歷程介紹。

(3)主事者的老大作風—期刊文獻導讀。

(4)學者專家的參與—校園規劃新趨勢引介。

(5)師生齊參與的校園建設 — 台北縣菁桐國小

案例。

(6)《老樹與新樓》的省思 — 剪報分析與討

論。

本活動主要內容為藉歷史影像的回顧喚起學生

對校園環境的情感關注，塑造對校園的「在地

情感」，營造談論教學主題的上課情境氣氛；

並進一步由例子舉證(期刊論文介紹、報章報導

介紹、研究案例介紹等)說明校園環境塑造的主

導作用之新舊差異和晚近趨勢，以增進學生的

環境認知，並期待引起學生探討校園環境改造

的興趣。

2. 校園服務空間探索大行動一

本活動藉由校園環境觀察與探索行動，讓學生

嘗試對環境品質的滿意程度作出初步判斷，分

辨環境品質的好壞，並思索其原因及可能的改

善途徑。主要內容如下：

(1)行動範圍 — 校園的服務空間，包括：保健

室(或稱「健康中心」)、員生消費合作社、

自行車車棚、各樓棟一樓廁所、各樓棟各層

樓梯間等。

(2)行動組織 — 本次校園探索行動採個別探索



方式進行，期收集學生個別主觀、敏銳的環

境觀察，探索發現用作業單記錄，作為彙整

分析基本資料。

(3)探索內容重點 — 探討各種服務空間功能上

的優劣、管理上的好壞、心理上的感受與個

人的偏好。

3. 校園環境品質大家談

本活動以分組方式進行，參考鄭晃二教授在

《社區動力遊戲》與《友善空間 — 創造對話式

的參與式營造》二書中所引介的互動式「遊

戲」，加強學生對簡報內容的注意，營造教學

活動的輕鬆氣氛，以提升教學效果。主要活動

內容為：

(1)分組報告 — 將學生分組，以組為單位先整

合環境探索的發現，再運用「風車圖」為焦

點，將各個服務空間的探索發現抄寫在「便

利貼」上，張貼展現，並作口頭簡報。藉由

簡報及「風車圖」統整各組環境探索所發現

的異同，並指導觀察、分析的原則與重點，

作為教學活動推進的預備，並蘊釀共同工作

的環境氣氛和培養信心。

(2)本活動藉由power point簡報媒體播放投影

片，介紹各種校園環境觀察的角度，以啟發

學生對環境感知的敏銳反應，和提供學生將

經由探索活動所獲資料進一步整理的方法。

(3)選定主題 — 經由簡報、呈現、分享討論和

興趣反應選定服務空間三至四項，作為第二

次環境探索活動的焦點。

4. 校園服務空間環境探索行動二

為推動學生進行環境改造，本活動將學生分

Hands-on Participation in
E N V I R O N M E N T
DESIGN EDUCATION
- A Case Study of Taipei County Shu-Lin Senior High

School

組，再依興趣選擇一項服務空間為深入探索，

具體研擬各種空間改造議題，並藉由組員間的

討論協商、意見溝通達至彼此尊重，而改造構

思更形充實，並促進改造工作能以分工合作方

式完成。本活動主要過程如下：

(1)進行本活動前先將學生依探索主題意願分

組、每組深入研究一種校園服務空間(如：

合作社、車棚、廁所等)，每組四至八人，

每種主題可超過一組進行，互相比較研究成

果和特色。

(2)協助學生設計作業單以便能引導學生對環境

作較深入的觀察、想像和將結果用「神豬圖」

作問題之重要性層次分析並清楚記錄。本次

環境探索活動要求小組須共同觀察，進行討

論後再將共同結論記錄在作業單上，提出分

組報告。

(3)展示並介紹校園平面配置圖，說明配置圖能

呈現空間的整體性關係，如：距離、方位、

相對位置等，並說明由平面配置圖的比例縮

放可作為不同尺度的空間關係分析、設計描

述甚至模型製作的基準等功能。並鼓勵運用

圖示、模型為簡報及設計描述方法。

(4)實施分組環境探索活動，過程由研究者加以

記錄。

5. 改善環境動動腦 (設計)

(1)展示校園平面配置圖，進行各組探索結果簡

報。各組的簡報也要求必先從配置圖中指出

其研究地點的正確位置，並鼓勵充分利用配

置圖為問題描述的工具，以增進設計技能。

(2)討論如何創造好的環境品質 — 研究者針對

校園服務空間，以power point簡報媒體介紹

相關的「模式語言」若干種(視需要取材自



■ 美育第136期 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No.136 焦點話題／設計教育特區＆延伸 Design Education Section & Extension   36／37

8. 總結與評量

(1)本教學活動以：(a)教學成果公開展示、(b)

假投票及(c)環境改造命名 — 編寫模式語言

三個活動做為總結，再由研究者針對各班、

各組的整體表現作總結性評量。活動目的在

引導全體參與教學的學生對整個教學過程作

回顧，討論環境改造的意義，分享各組改造

成果和心得，並進一步將校園環境參與式改

造議題擴大為全校師生共同參與的活動，收

集各方面的回響與建議。

(2)教學成果公開展示活動擇期六月中於樹林高

中仁愛樓(中央)穿堂舉行。除了整理以參與

班級和分組為單位的各組學習歷程的圖文資

料之外，尚將最後階段學生所完成的模型、

設計圖、現場模擬設計的影像紀錄一併展

陳，並介紹本教學活動理念與意義，同時進

行為期三天的假投票活動。

(3)編寫模式語言活動主要讓參與本教學活動的

學童再一次回顧環境改造的歷程，思考環境

改造的意義，並體會在環境品質的營造上如

何從觀察、探索、想像、討論、議決中逐漸

形成；最後，為辛苦營造的環境命名，則試

圖再一次確認經改造後環境的特質所在，豐

富學習者環境認知與促進正確的環境價值

觀。

(4)藉由評量的實施，澄清學生對環境品質關注

的態度之改變歷程和改變程度，作為課程成

效檢視之依據。

(二)校園生活休憩空間改善之行動教學計
畫活動設計

本單元教學方案的環境

探索內容為「校園生活休憩

空間」，即指：中庭花園、

操場、籃球場、溜冰場、涼

亭、水景假山、走廊、樓梯

間、廣場、戶外樓梯、圖書

館等為主之外，其餘活動內

容和教學方式與「校園服務

空間改善大行動」活動內容

雷同。本計畫由研究者帶領

樹林高中國中部一年級一個

班級的學生進行教學研究。

亞歷山大氏之「建築模式語言」或其他研究

所發展的空間模式語言，甚至依研究個案學

校的環境特色與條件自行編寫的模式語

言 )，作為討論環境品質及設計構思的媒

介，並介紹「模式語言」的內涵和運用方

式，嘗試指導學生運用「模式語言」形成環

境改善構想、品質描述的技巧。

(3)在學生的設計構思過程中，研究者安排教學

班級至學校圖書館，講解各種圖書雜誌、圖

片資源的運用，作為構想表述的媒介。

(4)分組討論並根據實際環境條件作出各種環境

改造構想，並思考各種創造構思的呈現方法

(包括製作行動方案規劃書、圖表、模型、

圖畫、文字描述、現場佈置等)，準備下一

階段呈現活動所需。

(5)討論環境改造目標及發展具體空間改造構

想，並共同決定改造構想的呈現方式或行動

方案。

6. 現場改善大行動 (呈現)

(1)分組移師至研究地點或適當的場所，依各組

共議的表現或行動方式安排與指導實際的空

間佈置、展演、理念宣傳、辯論、公告宣言

等實際呈現，依次完成各組環境改造發表。

(2)引導各組的環境改造構想廣徵其他同學的意

見想法，並達成成果分享的目的，以扎根環

境改造的教學理念與目的。

7. 教學活動預定進度表

以上教學活動計畫預定以八節課共360分鐘實

施，謹將節次安排、主要活動內容、主要教學

媒介及上課地點整理為以下簡表：

節次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四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七節

第八節

教學重點內容與時間分配

一、學校是這樣蓋起來的！

(15分鐘)  
二、探索校園大行動一

(30分鐘)

環境品質大家談 (45分鐘)

校園服務空間探索行動二 (45分鐘)

改善環境動動腦(設計) (90分鐘)

現場改善大行動(呈現)(90分鐘)

總結與評量 (45分鐘)

上課地點

教室

校園

(服務空間)

教室

校園
(服務空間)

教室　

圖書館

校園

教室或校園其他適當場所

＊本單元預定以360分鐘授課。本研究整理。

表2 教學預定進度表

教學媒材

影音媒體

影音媒體

服務空間現場

平面圖、模型等



班級人數為三十八人，男女約為各半，亦採常態

編班編成。其中《藝術與人文》領域課程每星期

三節，由研究者負責授課《視覺藝術》與《表演

藝術》兩課程，每週兩節。

五、教學分班分組活動過程及結果
摘要介紹

本教學計畫共安排國中一年級三個班級進

行，其中一個班級實施「校園生活休憩空間改

造」，兩個班級實施「校園服務空間改造」；每個

班級中又以分組方式各自選定興趣主題加以探索

與改造，每班分組自六至八組不等。茲將各班各

組的學習過程，以及環境改造方案建議以表列方

式摘要介紹如表3A、3B、3C (摘要紀錄有多頁，

本文僅抽取其中三頁示例)：

後記

本案例的《藝術與人文》環境設計教育得以

碩士論文行動研究執行，而且是以每週兩班各兩

節的密集式方案教學方式施行，其中有多項契合

的因素，包括：研究者獲得校方主管的首肯，每

週准假一天，整理及準備研究資料，與指導教授

約談商議檢討進度；校方的明智給予研究者(教師)

課程計畫的自主和使用校方展示板、挪用家具、

在校園中作模擬式裝置等實驗行動等。此外，走

出教室與學生的良好互動以及舉行展示，假表決

環境改造方案等不尋常的行動教學。這一切都並

非各個學校教改起步的理所當然現象。研究者的

熱心激進態度固然值得激賞；校方的開明及對教

師實驗研究的鼓勵，更應表感激。

本研究發現學生對「走出教室」有高度主動

性，學習、探索、互動、討論、創見，產生強烈

參與的興趣。不論其對環境改造的建議是否具

體，又是否被校方接納，學生對環境品質的主動

關心和要求，應已在教育目標

的相關能力指標，尤其在自我

實現的人格發展方面，已有相

當程度的增強成效。

本研究計畫因經驗缺乏及

準備時間不足，未能與其他領

域教師合作，做為方案教學的

連貫性上課實踐也嫌不夠；倘

若能調整課表，將彈性節數集

中，配合多位教師之合作和密

集共商，相信將有更可觀之教

學統整成果。

本文研究者盧智敏做為《藝

術與人文》之任課教師，經歷

此一行動研究之教學，已從中

獲取方法與經驗，自我期許將

繼續在正常的教學活動中，繼

續施行參與式環境改造設計行

動研究。█

校園服務空間改造
主

題

組

別

B1
保
健
室

B2
合

作

社

B3
忠

孝

樓

西

側

樓

梯

間

B4
合

作

社

B5
自

行

車

棚

B6
合

作

社

現況調查及初步改造構想

◎室內較暗。

◎室內色彩沉悶。

◎環境綠化不足。

◎床舖不舒適。

◎使用空間重新規劃。

◎賣場入口設計人潮管理措

施。

◎加強環境衛生整理。

◎設計主題式佈置。

◎設置「心情留言板」。

◎樓梯間轉角處放置椅子供

師生休息。

◎賣場太小。

◎蒸飯室通風不良。

◎樓梯間太暗。

◎自行車排不整齊。

◎棚內環境髒亂。

◎車棚太低要改善。

未提出具體改造構想。

改造項目及預期效果

◎建議改善照明。

◎嘗試改善室內色彩。

◎加強環境綠化。

◎改善床舖。

◎隔間用半透明材質，方便照顧

同學。

同前。

同前。

預期效果：

◎有美化的樓梯間環境。

◎「心情留言板」供同學自由發

表，減少對樓梯間塗鴉及破

壞。

◎可定期更換主題式佈置。

◎建議將賣場加大。

◎櫃檯加大。

◎建議蒸飯室設空調改善通風。

◎建議改善樓梯間照明。

◎請糾察隊幫忙排好車子。

◎建議車棚內放置垃圾桶。

◎建議學校改善車棚太低問題。

同前。

結果呈現

◎製作模型表現設計意念。

◎使用設計圖說明。

◎製作模型表達設計意念。

◎運用設計圖說明。

◎擬運用模型說明，惟展出

前尚未完成。

◎無具體作品呈現。

表 3A 102班各組學習過程重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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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代號　　　C3 主題：中庭環境改造

成員　 女生5人；男生2人

現況分析及

初步改造構想

改造項目

預期效果

作品呈現

編寫模式語言

◎多建涼亭。

◎水池的水要常換，噴的水才不會太髒。

◎草地要經常修剪，減少雜草；還可以設吊床。

◎種可以成為大樹蔭的大樹。

◎設魚飼料販賣機。

◎大樹下設石桌椅。

◎在大樹樹幹間做吊床。

◎在草坪上做步道，讓學生可以進去。

◎建議選一片草坪做果樹林。

◎草坪中設石桌椅。

◎水池改成生態池。

◎使中庭成為更好玩的休憩地方。

◎可以坐下休息聊天的草坪空間。

◎用尼龍繩模擬做樹幹間的吊床。

◎用地墊模擬在草坪上鋪設步道及設置石桌椅。

◎製作中庭模型呈現設計構思。

優雅美麗的小草坪；清新的中庭花園；悠閒自在的涼亭；悠閒園地；

可愛優雅的步道與吊床。

主題　 校園生活休憩空間改造

組別　 現況調查及初步改造構想　 改造項目及預期效果　 結果呈現

C 1
水

池

小

橋

區

C 2
操

場

C 3
中

庭

草

坪

C 4
中

庭

花

園

C 5
水

池

小

橋

區

C 6
圖

書

館

C 7
圖

書

館

◎學生亂丟垃圾，形成環境髒亂。

◎學生在這裡吃東西也是製造髒亂之原因。

◎應加強環境整理工作。

◎在操場活動時距廁所太遠，希望在操場附近設流

動廁所。

◎希望每星期都有人割草坪一次。

◎烤肉區旁多放太陽傘，做木椅子，並經常打掃。

◎操場旁的單槓可做矮一點的，方便小童使用。

◎多建涼亭。

◎噴水池的水要常換。

◎草坪要經常處理，減少雜草，並設置吊床。

◎在中庭裡做盪秋千。

◎種可以成為大樹蔭的樹。

◎水池旁設魚飼料販賣機。

◎大樹下設石製桌椅。

◎樓梯改成電扶梯。

◎在樓梯間設置電視可看新聞。

◎圖書館外設置自動販賣機。

◎學校提供免費報紙給學生看。

◎水池中多種植物，多養小魚等生物。

◎將石橋裂縫修補好。

◎彩繪石橋。

◎彩繪石橋旁石頭。

◎建議不破壞原來植物生態。

◎豎立「雨天濕滑，禁止奔跑」警示牌。

◎建議圖書館改在二樓。

◎建議延長借書時限。

◎建議假日也開放圖書館。

◎建議改善圖書館內空調。

◎圖書館內的「視聽區」應加強隔音及照明效果。

◎希望圖書館變得更寬敞些。

◎希望圖書館外可設販賣機賣飲料、零食。

◎希望圖書館有舒適的大沙發可休息。

◎借書期限延長。

◎多設電腦供查詢資料和藏書之用。

◎水池旁設警示牌。

◎建議設流動廁所。

◎建議在烤肉區旁設太陽傘、桌椅。

預期效果：

◎在操場活動不必擔心上廁所太遠。

◎烤肉區草坪上有桌椅可休息。

◎做模型並標示草坪中步道及石桌椅位置。

◎建議草坪做成果樹林。

◎在大樹間做吊床。

預期效果：

◎中庭花園的草坪可以利用。

◎更多可以聊天的地方。

◎可以玩吊床、秋千，很開心。

(設計構想經過修正)
◎建議設置中庭學生閱報欄。

◎設計警示牌。

◎水池旁設置藝術品美化環境。

預期效果：

◎提醒同學注意水池旁安全。

◎環境藝術化。

◎改造圖書館入口外的區域為學生自習區。

◎進行自習區美化規劃。

◎進行資訊館樓梯間美化、資訊化。

預期效果：

◎多一個學生自修室可運用。

◎美化圖書館穿堂。

◎規劃活化、美化圖書館穿堂為自修區。

◎在穿堂做藝術品擺設。

預期效果：

◎大家更喜歡到圖書館來。

◎大家更喜歡看書。

◎運用設計圖說明。

◎設計警示牌。

◎運用設計圖說明流動廁所及太陽傘、桌

椅的位置安排。

◎以行動模擬在草坪中佈置步道、石桌

椅。

◎以行動模擬在桃花心木樹幹間做吊床。

◎製作模型表現草坪空間改善效果。

◎在中庭旁的通道以行動模擬試做「校園

閱報欄」，並附上簽名活動表，調查這個

構想的師生支持度。

◎嘗試設計校園閱報欄的造型 (未完成)。

◎製作模型標示警示牌的設立位置，並強

調與該地環境協調。

◎設計警示牌。

◎環境藝術品未能及時完成。

◎製作模型以便探索自習區空間使用與安

排效果。

◎製作模型以探討穿堂空間使用效果。

表 3C 分組環境改造建議個案之成果表示例

表 3B 120班各組學習過程重點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