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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國立台灣政治大學教育學系教授湯志民
整理：華玉璇

校園環境規劃實務

一、前言：

過去並無所謂的教育設施，也沒有教室和桌

椅。十九世紀，教室設施甚為簡陋，建築造形如

同「蛋合式」或像信封般的遮掩體。二十世紀，

經濟的發展、建築技術和材料的改進，世界各國

致力在教育的推展，學校在建築造形、學校空

間、庭園景觀、景材設備等方面，皆有很大的改

變。

從事行政基本工作為環境設置—是否能讓講

師進到教室就可順利開始上課？設備無法安置

好，基本的教學無法進行，是故校園環境的妥善

規劃是提高教學及行政效能的要件，校園建築與

規劃的研究是必要的。

二、校園環境規劃是潛在課程：

校園環境規劃是一門潛在課程，我們可以下

列小問題來檢視對於校園建築的認識：何謂學

校？學校應如何規劃？學校與都會關係如何？學

校方位應如何安排？學校建築應有何特色？南北

東西向的方位應如何安排？教室面積的大小？走

廊的位置？室內照明應是垂直或平行？上述問題

其實僅是校園規劃範疇的一小部分。

在建築上我們請教建築師，但建築師亦非對

學校建築全盤了解，對於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從

事教育行政工作的人必須研究學習。

在教育經費中，人事經費支出最大，其次即

是硬體建設花費最多，但「人」是較不易掌握研

究的部分；而建築是我們較可掌握的，若無規劃

研究，無法達到所花經費的預期效果。

三、無障礙學習環境設計與生物多樣性：

學校有「行動無礙者」和「行動不便者」，會

有暫時（如運動受傷、生病、生理期、貧血等）

和全時的行動不便，要在學校行動順暢，需要有

無障礙的學習環境。無障礙校園應注意「易近」、

「可達」、「可用」的設計原則，即使是一般人亦

有需要使用無障礙設施的時候；例如懷孕的女老

師就會使用電梯才方便安全；門把設計，若是水

平式，則就算手提重物，仍可方便地一壓就可開

門出去，又如一般人上下班搭公車或捷運，並非

身體有障礙，而是因有時間限制，使我們暫時有

障礙，必須借用交通工具；所以無障礙的環境是

設計大家都可方便使用的設施，即是無障礙空間

設計的觀念，亦即是人性化的管理，是人與人間

的平等觀念。

人與物間的平等，目前重要課題是綠建築、

生物多樣化與全球環保；物種愈多愈環保，校園

不再只注重單一樹種，而是種高大不同種類的樹

木，即植物多樣性。校園中亦會因此有多種鳥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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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物種存在，表示是一個安全環保的環境，呈現

出生物多樣性。

由校園規劃中，我們可以看到課程、教學在

環境中的呈現，即環境支援了教學。在無圍牆的

學校及有籃及球框的籃球場中，我們可由其中看

出環境管理的哲學觀。校園開放為何會令人擔

心？因開放後會帶來大量垃圾；為何有房屋倒塌

的現象？因偷工減料或施工品管不好，因廠商認

定我們教育人員不懂建築；上述困境要雖有許多

法令來規範，但仍有人會鑽法律的漏洞，所以必

須要回歸教育，唯有教育著手，並加強我們自己

的專業才有改善的可能。

四、各地學校建築的思考概念：

在教育現場有些主觀條件無法克服，但若客

觀經費問題可以克服時，我們如何有效運用，發

揮其最大功效，是我們要去學習的。由世界各地

學校特色建築，提供我們下列值得學習及思考的

概念：

1. 學校建築需考量「因地取材」、「維修方便」原

則，造型並能與地方自然景觀融合。

2. 學校有駐車彎家長接送區的設計概念。

3. 學校之間或學校與公園可有運動空間的共用概

念。

4. 學校所需場地設施以該校需求為設置原則：美

國學校皆有草地、韓國設足球場。

5. 將學校以運動公園形式管理，並規劃充足空間

提供孩子遊憩活動。

6. 將學校建設成一生物多樣性的綠色校園。

7. 新式的學校建築亦可與當地古蹟融合，成一完

整校園，有利於教學及古物之維護。

8. 鋼筋水泥之老舊校舍建築年限達五十五年者需

作長期的整建規劃。

9. 設置無圍牆的開放校園空間時，學校教育須與

社區宓切合作。

10.設置無障礙的空間設施，其設施為身心障礙者

及一般人皆可使用。

11.舊式建物應重新規劃，賦予再利用之價值。

12.學校設計因地制宜：泳池引當地山泉水資源並

與活動中心共構。

13.災區重建校舍：以安靜為設計主概念，效率雖

高，但形式統一，色調單一。

14.學校建築物融合種族文化特色。

五、同時空中創造人際互動的生活空間：

如何使同校之師生能在同一空間產生互動交

流，可在課程的安排及空間與時間的動線上加以

留意；例如，人際互動的主要場所如交誼廳，應

設置於學校中心，而非偏遠角落；圖書館亦設於

學生常經過的地方，使用率才會提昇。

空間互動的關係有同儕的互動、師生的互

動、校友的互動、男女分別互動的空間，不同空

間因不同的使用性質而有分別，故空間的設計應

以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為考量依據。以女性空

間為例，在學校多數女老師若要換衣服，是在洗

手間更衣，但洗手間並非更衣最佳場所，且學校

並非無法設立更衣室，而是在校園設計規劃時並

未能貼心地為老師設想；又如女老師有嬰兒時，

需有哺乳室提供女老師可擠母乳並貯存，以便帶

回家餵哺，在國外已有此人性化設置，但國內仍

缺乏此空間，若能稍稍用心即可有所改變。其實

校園空間的規劃即是依其時空之要求，滿足人的

需求即可。學校中學生最多，故要滿足學生的活

動空間需求；其次是滿足老師的教學辦公空間需

求，一間辦公室以8-10人為原則，並有沙發椅、

會議桌、冰箱、電腦及音樂，滿足老師教學、研

究、生活及休憩需求。



6 8

六、校園建築設計避免下列不當規劃

1. 學校活動中心過高，挑高一樓半，會有養護問

題，因照明設備使用易閃爍之日光燈，造成更

換不便之問題，若只要即單支燈管則會花費過

大。

2. 操場跑道數過多，跑步轉彎時學生亦跌出，發

生危險。

3. 單面透視鏡設計的失誤：因學生至辦公室時可

經由單面透視鏡清楚看到辦公室內老師的行

動；且鏡面過大，學生皆知悉此處為觀察學生

反應之用，失去原設計意義。

4. 學校總面積固定，為求多一些專科教室，造成

一般教室面積過小，學生座位擁擠，不利活動

伸展，影響坐姿及發育。

5. 校園植草皮很美，但草地養護不易，需慎重評

估其必要性。

6. 圖書館位於地下室，屋頂是採光罩設計，有人

走動時，會有陰影，影響館內人員無法閱讀。

且若採光罩為透明，易有礙觀瞻。

7. 視聽教室或演講廳的設計，以參加人數及頻率

最多的活動為設計依據。且座位不可過陡，中

間可間隔105-110公分之間。

8. 男廁隔板以檔視線，高度以120-135公分左右

為宜。

9. 學校空間規劃原則：(1)使用最久最重要-教室

使用最久，故要排第一。(2)一定會用的最重要

—廁所最重要，因一定要用到。(3)和座位有關

最重要-椅子最重要，不舒服坐不住，影響學

習。

七、結語：

心理學家Lewin的場地論，認為行為(B)是人

(P)與環境(E)互動的結果，人與環境的相互影響，

形成個人的生活空間(L)，換言之，個人行為隨其

生活空間而變化。而行為不是發生在抽象的空間

中，而是受特定環境的影響，物質環境能透過直

接的物理效應、心理效應或社會效應，影響居於

期間的人類行為。因此就學校空間而言，校舍建

築設施所建構的環境，是學生學習、互動和休憩

的生活空間，有適合的教學空間，將有助於教師

實現良好的教學；並啟發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