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50 - 

活化校園建築．連結生活與學習 
─以政大校園十景賞為例 

 
陳木金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兼總務長  

 

壹、緒論 
校園建築是學校的最大型教具，對每一個在校園成長的莘莘學子都有重要的啟發與影

響。但是，因為台灣北部多山，許多學校建築依山依水，自然環境景觀特殊，人文環境風格

特別，許多校園建築的核心要素未能妥善運用。因此，如果能從連接生活與學習的觀點，著

手打造活化的校園建築，相信對於莘莘學子的成長與學習都會具有重要的教育意義與正面價

值。 

今年暑假，個人因為擔任政大總務長工作，努力於整理校園環境與校舍建築維護的忙碌

中度過，多次踏查探訪與觀察記錄校園及建築每個角落，發現本校置身在一山二水五橋的環

境之中，生態自然、山林蒼翠、水岸景觀怡人，依山畔水的建築校舍，有景美溪、醉夢溪二

條河流宛延流過，有萬壽、道南、恆光、渡賢及濟賢五座橋樑連結校區，有學習、生活及社

區居民緊緊相繫銜接，如何能夠把「人、學、山、水、築」的複雜元素，規劃建置「政大校

園十景賞」，融入於活化校園建築連接學習與生活，作為總務業務推展的重要工作。 

 

 

 

 

 

 

 

 

 

 

 

 

 

承接歷任總務長的努力成效，政大總務處在初設時僅有文書組、事務組及出納組，日後

由於校務逐漸擴展，工作日趨複雜，遂應環境變遷之需求，分別依功能設置各組，以提供全

校師生最便捷之服務，發展迄今計有文書組、事務組、財產組、營繕組、出納組、環保組等

六個組，另設有駐警隊負責校園安全維護，共同努力全心做好總務工作，期盼能全力延續歷

年來總務工作的卓越績效並開創新局。因此，政大總務處全體同仁在邁向新世紀的總務經營

的工作方向，發展以服務為核心主軸，專業及創新的內外部討論平台，努力提升行政效率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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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專案管理及國際視野的工作開發，建立「親人」、「親學」、「親山」、「親水」、「親築」之校

園環境規劃與校園建築維護的基調，建置「政大校園十景賞」，幫助全校教職員工生、校友、

社區居民及社會各界來認識政大、探訪政大、生活政大、學習政大、服務政大及愛護政大，

共同努力打造政大校園成為文山大學城精神文化的象徵景觀。 

歸納筆者的點滴心得分享，活化校園建築連結學習與生活是學校總務工作核心，不僅應

從健康、節能、減廢、生態及美化等著手，更須考量校園生活機能與生命故事的建造，並努

力於塑造校園建築的文化景觀。以下分別從 1.「親人、親學、親山、親水、親築」五方面的

校園規劃理念；2.政治大學校園十景賞的景觀設計簡介為例，探討活化校園建築連接生活與

學習的想法。 

 
 

貳、「人、學、山、水、築」的校園規劃理念 

  

所謂「校園」，就狹義而言乃是指學校內除校舍與運動場之外的學校庭園；但就廣義來說，

校園代表了廣闊的實質領域，它包括了全部校舍、庭園與運動場地及附屬設施。本文探討「親

人」、「親學」、「親山」、「親水」、「親築」之校園環境規劃乃是從廣義的觀點來加以分析，因

此，所謂「校園規劃」乃是將校園裡的校舍、庭園、運動場地及附屬設施等組成要素，整體

合宜適當的安排與配置，以創建最佳的教育情境。但是，影響校園規劃的相關因素很多，諸

如：⑴校地地形：其對基地的校舍配置、舖面設計、植物栽種、基地的美學特徵、空間感覺、

視覺、氣候等等都有很大的影響，欲做好校園規劃工作，應慎選校地及針對不同地形因應規

劃。⑵氣候：影響校園規劃的氣候因素，如太陽輻射、氣溫、風、降水，有時是季節性、有

時是時間性、有時是長期性、有時短期性，因此要做好校園規劃工作，必須針對當地的氣候

狀況，力求改善而創建衛生、舒適的學校環境。⑶方位：校舍方位深深影響學校整體環境，

如視覺環境、聽覺環境、通風、溫度、空間、配置，為了達到舒適安全的理想，並增進教學

效果，必須對各種方位之優劣點深入了解，以便作為校園規劃之重要參考。⑷採光：校舍採

光環境優良，師生均感舒適安全，無形中就可增學習效率；反之，採光環境不良，則師生必

因眼睛疲勞，而產生煩躁不安及緊張的狀況，學習效果差且可能會導致學生視覺的損傷，因

此如何規劃最佳的採光環境是一件不容忽視的事。⑸色彩：色彩影響人類心理與生理至鉅，

並具有鼓舞精神促進智慧，增進美感享受的作用。優美的色彩環境，不但能減輕學生視力疲

勞，激發學習興趣，更能陶冶學生身心，進而培養學生優良的氣質。因此學校色彩佈局，也

是校園規劃之重要主題。⑹通風：新鮮的空氣使人心曠神怡精神百倍，學習效率自然提高。

相反地如處在一個通風不良，空氣污濁的校舍內，很容易引起師生頭暈疲勞或煩躁不安，而

導致學習效率低落，嚴重時甚至會導致學生窒息，精神萎靡，因此校舍內空氣必須經常保持

清新通暢。⑺音響：構成學校聽覺環境的因素，包括校內的聲音環境、校外周遭的聲音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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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使人心理感到不舒服，其潛在的傷害力是不容忽視，因此要防治學校之噪音，也是要從

校內和校外著手。學生在學校內學習，若能有一個寧靜的環境，必定能集中注意力，產生良

好的學習情緒。⑻建材：校舍建築材料品質的良窳，能否適材適用，影響校舍的安全、實用

及美觀，欲做好校園規劃工作，必須對建築材料有相當的認識，才能充分利用其優點，發揮

其特性，去創建出理想的校園。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打造親人的校園： 

根據「親人」的理念，打造良好人與人互動的校園建築，以學校師生活動為主，並了解

校地附近居民與人口的人文因素，將校園裡的校舍、庭園、運動場地及附屬設施等組成

要素，整體合宜適當的安排與配置，以創建最佳的人與人互動的教育情境，讓校園成為

具有生活機能社區，打造親人的校園。 

二、打造親學的校園： 

根據「親學」的理念，打造良好學習與教學的環境，完善的配置計畫，規劃學校整體的

親學環境，如視覺環境、聽覺環境、通風、溫度、空間、配置，為了達到舒適安全的理

想，並增進教學效果，必須對各種方位之優劣點深入了解，作為親學規劃之參考，打造

親學的校園。 

三、打造親山的校園： 

根據「親山」的理念，建造林間景緻親山道，做好山林保育的工作，根據校園的地形、

地勢、方位、氣候、給水、排水等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客觀條件，遵循整體、實用、

安全、經濟、美觀、衛生、發展與評鑑等校園的規劃原則，打造親山的校園。 

四、打造親水的校園： 

根據「親水」的理念，打造水岸景觀的親水區，做好水岸維護的工作，根據影響校園規

劃的水文因素，如風雨降水、水流方向、水流速度、枯水期、洪水期，包括季節性、時

間性、長期性、短期性的等水文資料，力求校園安全舒適原則，作為親水規劃的參考，

打造親山的校園。 

五、打造親築的校園： 

根據「親築」的理念，以學校發展特色的核心主軸，選擇最佳的校舍組織型式，配置合

理的組織關係，透過一定的主體、賓體、背景、平衡、比例、韻律、性格、對比、權衡

及和諧原理，將校舍建築與附屬設施，作最佳組合，以建造理想舒適富美感的校園，銘

記校園建築的生命故事，打造親築的校園。 

 
參、政治大學校園十景賞的活動設計簡介 

 

校園規劃是一種創造性的藝術工作，以創造的原理和合作的精神為基礎，必須根據校園

的地形、地勢、方位、氣候、給水、排水等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客觀條件，遵循整體、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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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全、經濟、美觀、衛生、發展與評鑑等校園的規劃原則，選擇最佳的校舍組織型式，

配置合理的組織關係，透過一定的主體、賓體、背景、平衡、比例、韻律、性格、對比、權

衡及和諧原理，將校舍建築與附屬設施，作最佳組合，以塑造理想舒適富美感的校園。因此，

完善的配置計畫是做好校園規劃工作的基礎。完善的配置計畫，首在充分了解校地的特性，

包括校地的地質水文自然因素、校地附近居民與人口的人文因素，及校地自然景觀空間之美

學分析；其次是將校地平面作合理的分區規劃，完成校舍增建改建工作，充分建立與掌握各

校特色與風格，並應在教育原則、整體原則、經濟原則與美觀原則的大前提下，配合校地所

處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學校預定規模、未來發展等條件，做庭園配置、動靜分明、發揮

功能的理想校園配置分區規劃。 

政治大學是一所以人文社會科會研究人才著稱的大學，民國十六(1927)年成立於南京，

歷經戰亂滄桑遷移，民國四十三(1954)年在台北復校，翌年由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會

計主任及教授代表組成校舍興建委員會，校長擔任主任委員，積極籌劃新校舍之籌款與興建

事宜。政大總務處秉持校長以「人文關懷」、「專業創新」、「國際視野」為核心主軸的治校理

念，在「統合資源」及「健康校園」兩大方向，依據校園規劃的原則全力推動一系列的校園

環境規劃與校園建設維護工作。歷經五十多年後，目前已政治大學發展成為文、理、法、商、

教育、外語、傳播、社會科學、國際事務九大學院的綜合型大學，逐年來在台北市文山地區，

依山畔水建築校園，山林自然蒼翠，水岸景觀宜人，校地面積一百多公頃，校舍環境院館大

樓各具學術特色，校區座落於指南山下，有景美溪、醉夢溪二條河流宛延流過校園，有萬壽、

道南、恆光、渡賢及濟賢五座橋樑連結政大人的教學、服務、研究及學習，生活與社區居民

緊緊相繫於銜接，如何能夠把「人、學、山、水、築」的複雜元素，融入於活化校園建築，

連接學習與生活，顯得特別的重要。 

歸納政大校園之「人、學、山、水、築」的複雜元素，發現如果能夠將政大校園建築的

水岸景觀浪漫氣氛，校舍建築環境打造成具有大學城特色的社區，推展考量校園生活機能與

生命故事的建造，並努力於塑造校園建築的文化景觀。於是展開了推動「政大校園十景賞」

的活動設計，以下分別從：1.日昇：朝迎晨曦登樟山，2.日落：暮送夕陽步長堤，3.春耕：醉

夢湖畔品學思，4.夏耘：環山森林浴創想，5.秋收：好漢登坡眺願景，6.冬藏：紅櫻綻枝望新

年，7.親民：景美溪旁踏車行，8.愛物：指南山下觀魚游，9.精實：四維堂內學毅梅，10.誠

心：八德道路習鴻儒⋯等十景，推動銜接著政大人生活的日昇日落、春夏秋冬與親愛精誠的

校訓的活動設計，讓來到政大校園的教學、服務、研究、學習、參觀、旅遊或駐足的日子，

每一天都是融合人文氣息深刻體會的心智啟發，也將會是政大人生命中最美好的回憶。 

一、日昇：朝迎晨曦登樟山： 

清晨五點多，當朝陽從東邊的指南山脈昇起，頂著晨曦微光，從圖書館前廣場出發，右

轉經過濟賢橋，沿著環山三道的林道，從山上涼亭，順著登山棧道上行一千公尺，登到政大

最高點樟山寺，俯看整個大台北盆地，欣賞大台北城市的清醒，享受晨間的靜謐，構築每個

人從政大出發的偉大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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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落：暮送夕陽步長堤： 

每當傍晚時刻，順著政大長堤，欣賞日落水岸的景觀，由萬壽橋或道南橋旁出發，順著

景美溪遠眺校園最南端的恆光橋，黃昏的夕陽餘暉晚霞滿天如詩如畫，依著醉夢溪畔、渡賢

橋、濟賢橋，經過圖書館、井塘樓、社資中心走出東側小門，沿著登山道上到指南宮，遠眺

大屯山脈與觀音山系相接的淡水漁人碼頭，是政大學伴談學論術的道場，許許多多學長們的

成功故事的起點，都在這條路上發生。 

三、春耕：醉夢湖畔品學思： 

春天的政大生態，充滿大自然的生命力，山間的楓香、牛樟又再度長出新枝嫩芽，從四

維堂與行政大樓之間出發，順著風雨走廊，經過渡賢橋，沿著環山一道經過傳播學院、道藩

樓，左轉往行健道方向，步上政大精神堡壘廣場，來到隱藏在百年樓與季陶樓之後的醉夢湖，

是政大文人雅仕品學沈思的好地方，許許多多學長們的文學作品都在醉夢湖畔春耕萌芽。 

四、夏耘：環山森林浴創想： 

仲夏的午後，環山道旁的油桐花雪剛謝了季節，從圖書館之後的濟賢橋出發，沿著環山

三道慢慢走，來到山上網球場，順著球場邊的步梯，可以登上政大景緻最佳的森林步道，林

間鳥語花香，沐浴在充滿芬多精的大自然，消暑創發新想，思考理路流暢，順坡上山可到行

健步道山頂涼亭公園的相思林，下坡直達醉夢溪畔的步道，向右可至文學院、外語學院及傳

播學院，是政大教授們喜愛的夏耕步道，許許多多大師們的重要鉅著都在環山森林浴創想。 

五、秋收：好漢登坡眺願景： 

政大的秋天，環山一道的楓香樹葉，漸漸褪去翠綠轉為褐黃，校園廣場的台灣欒樹結滿

紅色蒴果，渲染政大校園的秋意，從文、理、法、商、教育、外語、傳播、社會科學、國際

事務九大學院校舍院館下課的學生們，沿著環山一道的楓香大道，欣賞大自然的轉化，經過

政大的山上城堡─藝文中心，來到創校校長蔣公銅像前，向左登上好漢坡道的百階梯道直達

天際線，夜裡回到棲息的自強宿舍，滿天盡是星光閃閃。俯看大台北盆地，燈光閃亮，左觀

新光三越摩天樓，右賞台北一○一世界最高樓，是政大仕傑返巢休憩的夢鄉，許許多多學長

們都在此眺願景構築生命的理想，找到發展的方向。 

六、冬藏：紅櫻綻枝望新年： 

大約在歲末年初的時節，冬天的寒風由校園的北方吹來，政大校園的自然生態靜謐以待，

早晨從恆光橋出發，左轉由後山校門進入校區，這時楓香大道盡是滿地乾枯的楓紅落葉，冬

季的政大已經有些寒意。來到蔣公銅像前，右轉環山二道，登上俗稱布達拉宮的自強九舍，

左邊坡地的山櫻已是紅花滿枝綻放，正在迎接著新年的到來，祈願希望來年大家會更好。 

七、親民：景美溪旁踏車行： 

政大校園是大學城的生活機能社區，政大人的生活、學習與社區居民緊密連接，搭乘大

台北捷運系統木柵線，來到台北市立動物園站下車，可以順著景美溪岸踏車而行，一路水岸

景觀盡收眼底，經過萬壽橋與道南橋下的鐵馬道，來到政大校園最大型建築─綜合院館旁，

可以停車駐足觀賞景美溪左岸景觀，是政大人觀景賞河的好地方，許許多多學長們的愛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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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都在此浪漫氛圍中編織，學子佳侶的吐露心聲，結緣政大尋獲良伴，踏實迎向未來。 

八、愛物：指南山下觀魚游： 

政大校園環境自然生態，鳥語蟲鳴伴花香，依山畔水興建築，從濟賢橋頭順著水岸階梯

來到指南山下，沿著醉夢溪水流方向南行，山邊成長著政大復育成功的野薑花群，飄送著樸

素的清香，緩緩步行經過渡賢橋下通道，來到醉夢溪與景美溪交會的河口，沿途設有四個親

水步梯，是政大人觀賞魚游的最佳的景點，觀看指南山下醉夢溪裡魚兒悠遊自在，心記愛物

惜物胸懷，培養樂觀博學經世情懷。 

九、精實：四維堂內學毅梅： 

走進政大校門，堂堂正正四四方方的第一棟建築就是四維堂，由於政大首任校長就是當

年將「禮、義、廉、恥」四維推廣為各級學校共同校訓的先總統蔣公，四維堂命名由來也與

此有關。在早期，四維堂是學生們聽取校長訓勉的主要集會場所，也是重大會考的考場，鼓

舞著政大人學習堅毅卓越。雖然它與周圍的高樓多麼地不協調，但四維堂仍將堅守它的崗位，

紀錄著每位政大人的歡笑與血淚，陪著政大人度過喜樂與煩憂，政大人的四維堂就等於政大

人的堅毅精神象徵。 

十、誠心：八德道路習鴻儒： 

進入政大校門，八德道就在綠瓦灰牆的果夫樓與志希樓之前，號稱政大第一大道，勉勵

政大人第一項修鍊「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東自逸仙樓、學思路，經過研究大樓、商學院大樓，

資訊大樓，銜接集英樓，是政大校園裡的主要教學區，許多大師們講學論道，引經據典教導

莘莘學子奮發向上，陪著政大人走過穩定與成長的春風歲月，熱心於學習鴻儒典範的人文關

懷、專業創新與國際視野，完成學習畢業經過八德道洗禮，走出政大校門就是政大人博學經

世生涯的開始。 

 
 

肆、結語 
 

 

 

 

 

 

綜合而言，我們必須深刻再次體認校園規劃、校舍建築是永久性的教育投資，除了關係

著學校未來的發展，也肩負化育莘莘學子在此求真、求善、求美的任務，是國家紮根的百年

大計，必須謹慎周詳的評估與考量學校校園建築的組織文化塑造功能，以創建一個優良有文

化的校園，充分發揮學校環境應有的教育功能，以創建最佳的學校文化與教育情境，讓校園

規劃、校舍建築產生教育的功能。因此，本文首先從活化校園建築連結學習與生活，主要是

從「統合資源」與「健康校園」著手，不僅應從校園建築規劃的健康、節能、減廢、生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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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化等著手，更須考量校園生活機能與生命故事的建造，並努力於塑造校園建築的文化景觀。

因為校園環境可以左右人的心情，學校的花草樹木、庭園設計、建築物的造型、色彩和整體

氣氛，都會影響學校文化的氛圍與塑造，進而影響學校各種成員的性格與身心健康。所以學

校校園的建築與庭園的外觀及內部設施均應追求美感塑造文化，提供親切、自然、舒適與愉

悅的身心享受。 

其次，本文在學校校園建築與庭園規劃設計探討，指出活化校園建築連結生活與學習，

應該考量「親人」、「親學」、「親山」、「親水」、「親築」之環境規劃與建設維護的服務方向，

應用美學上之「韻律、平衡、對稱、統一、和諧」的設計理論，正確地顯現建築物的性格，

並運用適當的權衡關係，縮短師生距離，產生視覺、聽覺及空間上的安適感，以發揮塑造學

校文化的功能。規劃有文化的校園並注意到校園的整體美化而非局部美化，顧及學校環境與

周圍環境之調和，注意融入學校精神文化特色，以學生為主體注意學生文化的塑造，同時注

重學校建築與庭園的文化塑造，應是持續的、長期的，也應是求精的、求新的工作，藉以以

創建最佳的學校建築與學校文化的教育情境。 

第三，雖然本文以「政大校園十景賞」的活動設計為例，推展校園生活機能與生命故事

的活化校園建築連結生活與學習的案例，努力於塑造校園建築的文化景觀，透過政大校園十

景的『故事』、『儀式』、『實質象徵』及『語言』等四種最有力的文化學習，作為銜接政大人

生活的日昇日落、春夏秋冬與親愛精誠的校訓精神，建構學校校園景觀的象徵性的活動、共

同行為模式、基本假定，來塑造優質的學校校園文化，以創造校園規劃、校舍建築的最佳教

育功能，發揮激勵學生向善向學效能，讓校園規劃與校舍建築盡力地提高教學與學習的成效。

但是，從活化校園連結生活與學習的觀點看『校園規劃與學校建築』，其工作推動可說是一項

範圍廣、時間長、程序繁、責任重的服務，必須重視團體的運作歷程，成立規劃委員會，透

過參與、整合與落實的原則，發揮集思廣益的力量，講求主動、效率、適用、創新的精神，

參考學校傳統特色、社區背景及未來發展，訂定校園規劃藍圖，使其在整體規劃下逐步辦理，

並展現學校特色，發揮學校環境教育與情境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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