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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南港高工學報」為本校同仁研究論著與創新教學的成

果展現，每篇著作的背後，均是無數心血與智慧的結晶，感

謝各位同仁及編輯小組的辛勞付出，使得南港高工學報第三

十一期得以順利出刊。 

今年是本校創校第 35 週年，港工的教職同仁們在日常

繁忙的公務與課務中，亦不忘充實自己，藉行動研究與學報

來和所有同仁分享研究所得，更帶動了學生研究之精神，參

加全國小論文寫作比賽、創意競賽、科學展覽、全國技能競

賽與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類科技能競賽等，均獲佳績。 

本期學報自徵稿活動開始後，收到多位同仁投稿之稿件

，歷經審查、修改、複審、再修正與校稿後，共收錄8篇作

品，其內容不僅有生活化的公車站牌之探討，理論性的計算

方法之研究，尚有課程上的電繪學習、製造實務之探討，生

命教育、創造力之研究，以及當代文學作品、建築資產之分



析。研究方式包括現場觀察、論述、比較研究等等。這些均

突顯出本校同仁論述之深度與廣度，篇篇精采，字字珠璣，

值得您細細品味。 

代理校長         謹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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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生命教育需求與推展實施之探討 
 

李瑄、李昀 

摘  要 

 

環顧目前的教育體系，大部份教育階段都已提及生命教育的重要並且實施中，但

在『高級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之總綱』則未明訂將生命教育納入學分中，僅只於課

程實施通則中，建議各科目教學活動應融入此項議題；再者，高職學校中因過度偏重

實用專業科目，彈性課程極少，卻常忽略了學生的人文素養及生命智慧。103 學年度

十二年國教即將實行，為了在教與學上達成十二年一貫性，高職生命教育的推展與實

施則應值得積極關切與努力。 

高職推展與實施生命教育，首先要瞭解學生對於生命教育的學習需求，同時提升

教師的專業知能與運用多元教學法來進行課程的引導，並透過教育行政單位周密的規

劃與持續的實行，最終期望能在高職校園中建立屬於技職體系的生命教育課程，引領

學生體認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關鍵字：高職、生命教育、學習需求、推展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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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這個世紀，科技及醫學發展急遽，讓現代學子的生活環境產生重大改變，然而，

這些改變無疑是促使人們能「活得更好」！但現今社會卻出現不尊重生命的現象，青

年學子在快速、自由、開放的潮流衝擊下，其實是面對了生命中更嚴苛的誘惑與選擇；

此情形導致學子挫折忍受力低、生活態度鬆散、價值觀偏頗、迷惘度日，以致違法亂

紀的事情發生，如：霸凌、自殺、傷人、破壞生態等（劉明松，2010）。使得在極力

爭取更好生活品質的我們，卻也同時要戰戰兢兢的思考著如何能「好好的活著」！ 

孫效智教授（2009）曾說：「人偶然有了生命，卻必然邁向死亡，如何在這必死

的人生中，肯定活著具有意義與目的，實乃人生大哉一問。」人生在世，每個人都會

面臨到兩大課題：「為何而活」與「如何活著」，前者指出生命意義和本質的探索，後

者則是提及生活目標的尋求以及豐盛人生的追求（黃國彥，2001）。生命誠可貴，當

一個人能夠體會並領悟到自我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時，才算是擁有「真正活著」的感覺；

個人能意識到活著的目的與價值時，就會產生較大的能量，然後對自己、對他人，甚

至對大自然一切事物，去做更美好的事情（劉明松，2010）。因此，生命教育的推動，

有著它的迫切性與重要性。有鑑於此，教育部全力開動生命教育列車，前部長曾志朗

於 2001 年宣布：「新世紀的第一年是我國的生命教育年」，並於同年七月公布「教育

部推動生命教育中程計畫」，著手從國小、國中、高中乃至大學，全力來推動生命教

育，其目的提醒著教育界重視學生價值觀的改變，關心全人發展；希望透過生命教育

的推展，全面性評估校園教育的生態，以及具備人文關懷的校園文化，讓學生體認生

命的可貴，進而珍惜生命、欣賞生命並關懷生命，建立一個尊重生命的學習環境（教

育部，2001）。 

環顧國內當前的教育環境，從高中 95 暫綱將生命教育納為選修課程、將高中生

命教育正式課程轉化為九年一貫及幼稚園的非正式課程，到普通高中 99 課綱明訂生

命教育為必選 1學分之課程，都顯示著讓生命教育的種子播撒並萌芽在各級學校中是

勢在必行。有鑑於生命教育議題受到教育界的重視與倡導，各級教育階段無不積極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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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各項教學目標、課程活動，期望引導學生對生命有正向的價值觀。然而回顧以往文

獻，卻指出高職階段目前仍缺乏系統性的生命教育規劃，而針對高職學生對於生命教

育之學習需求，也鮮少有直接觸及（張淑美，2007；曾郁榆，2009）。103 學年度十

二年國教即將實施，高職生命教育也需趕上其他教育階段的進度，因而促使研究者對

「高職生命教育的需求與推展實施」來進行探討。 

貳、生命教育的發展 

二十世紀台灣教育的普及成就我國在政治、經濟與科技各方面快速的進展，然

而，過份重視理工、輕忽人文理想的教育體制，也讓社會倫理觀念趨於模糊、甚至瀰

漫著功利主義掛帥的奢靡風氣，學生的人格健康發展以及對生命的價值觀念都受到了

嚴重的挑戰及威脅，社會開始出現青少年不尊重生命的亂象，一是暴力傷害他人的生

命；另一是青少年的自我傷害或自殺（孫效智，2001）。校園開始發生此類事件，年

齡層也逐漸下降，如清大研究生殺害情敵、明星高中資優生承受不了升學壓力而跳樓

輕生、東部某國中學生集體自殘等偏激的事件。試問，到底教育出現了何種問題？解

鈴還須繫鈴人，所有問題的根本，仍需從學校教育著手。因此教育當局及許多關心教

育的人士開始提倡「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前省教育廳於 1997 年底開始推

動生命教育，為的是能啟發學生的生命智慧、建立正確的人生價值觀，並尊重生命的

可貴，並且訂定『台灣省國民中學及高級中學推展生命教育實施要點』，從中等學校

開始推動，此為國內的生命教育開端（孫效智，2001；陳立言，2004）。 

就國內生命教育的發展歷程，並整合學者們的推動情形，可依照時間順序來劃分

為，台灣的「生命教育」的發展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陳立言、孫效智，2005）： 

一、萌芽期（1996∼1999 年） 

生命教育最初的基本理念，是由台中市曉明女中依照該校多年的倫理教育理念擴

充而來。1997 年教育廳委託該校為總推動學校，開始編寫十二個單元的國高中生命

教育教材，以及規畫生命教育的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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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花齊放期（1999∼2002 年） 

這個時期對生命教育的釋義眾說紛紜，學者們提出的理念及內涵，有些類似但也

有些具有相當程度的差異。例如在萌芽期時，因學生自殺或殺人案件，而把生命教育

與「自殺防制」畫上等號；百花齊放期的生命教育則受到兩個重要教育理念的影響︰

一是「全人教育」、另一為「死亡教育」，教育努力的方向應從自殺防治取向的生命教

育提升到全人發展及全人關懷的生命教育推行活動。 

此外，本時期生命教育在學校教育階段有三大重要進展：一為若干大學如雨後春

筍般地開始成立生命教育研究學程或是研究所，以及增設有關生命教育的通識課程，

期望推動生命教育的學術研發、創新育成、教育推廣與社會實踐；二為教育部擬訂「臺

灣省高級中等學校推廣生命教育實施要點」，而後高中新修訂的課程綱要也納入了生

命教育類的綱目；其三在國中小九年一貫課程綱要中，明訂將生命教育納入綜合活動

領域當中，學校需編列固定的人力、時間、物力，來推行生命教育的內容。 

三、凝聚共識期（2003∼2004 年） 

生命教育經過百花齊放期各家學說互相質疑、批判、一再地交流與溝通後，群策

群力共同建立明確的生命教育核心概念及系統架構，釐清相關單位在生命教育工作上

的角色及權責，擬定生命教育永續發展之發展策略。 

2003 年孫效智等專家學者規劃了高中生命教育類選修課課程綱要，包含「終極

關懷與實踐」、「倫理思考與反省」、「人格統整與靈性發展」三大環環相扣且彼此交互

作用的領域。至此，生命教育終於建立清晰明確的主軸與核心目標，也發展出完備而

統整的理念與內涵。 

四、課程實踐期（2005 年∼迄今） 

教育部（2005）將生命教育納入高中選修課程中，使得生命教育由非正式的教育

專案提升為中等教育的正式課程。2008 年教育部進一步明令頒布，高中生命教育選



高職生命教育需求與推展實施之探討 5 

 

修課自 99 學年度起，從單純的選修課改為高中生必選 1 學分的課程。生命教育選修

內涵之建構繼續依循著三大範疇「終極關懷與實踐」、「倫理思考與反省」、「人格統整

與靈性發展」為原則，規劃八科各兩學分之課程（教育部，2008a）。自此從 2010 年

起，入學的每位高中學生至少必須選修一學分的「生命教育」已告確定。 

國內與國外的生命教育發展因著國情與社會文化的不同，國外起源於藥物濫用，

國內起因於自殺、暴力與社會淪喪的價值觀念，雖然推動的重點有著不同，但所期望

的終極目標應該是一致的，都是希望青年學子能夠體認生命的可貴，進而珍惜生命、

欣賞生命並關懷生命，建立一個尊重生命的環境。當有正向的生命價值觀時，他們踏

入社會之際，必能給社會注入正向的能量；當社會風氣得以匡正，人們才能探索生命

更高層次的意義並追求終極目標，那麼即使在面對人生無常或生死存亡時，也能以正

向積極的態度來面對。綜合上述而言之，積極推動並落實生命教育，建立一個積極而

正向的起點，才能讓學子熱愛生命、發展獨特的生命意義、追求豐富的人生，進而達

成天、地、人三者美好的共融共存關係。 

叄、「生命教育」在各教育階段的定位與推動概況 

一、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與生命教育 

國小生正值學習態度與人格發展奠定的關鍵時期、國中生正處於人生發展階段的

青春期也是風暴時期，因此，在國中小實施「生命教育」是具身心發展上的必要性，

且最能發揮實功效，並能產生長遠影響（陳浙雲，2006）。不論學業成就的好壞，每

一個學童都需要生命教育；學習生命教育課程，學童可獲得許多不同的改變（黃麗花，

2001）；從預防勝於治療的觀點而言，生命教育應從小扎根（黃雅文、姜逸群，2005）。

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已於九十學年度起開始實施，面對新課程的設計與上路，正

是將生命教育融入課程內實施的最佳時機。 

於此之際，教育部將生命教育的重要課題依年齡層及性質不同分別納入九年一貫

正式課程體系中，並將過去的分科過程統整為七大學習領域，其中綜合活動學習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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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生命教育活動」指定內涵，明訂學校必須進行相關課程的規劃與教學，教學時

數不可少於綜合活動學習領域總時數的 10%，該領域的實施要點定義生命教育活動是

「從觀察與分享對生、老、病、死之感受過程中，體會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進

而培養尊重和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的情懷」（教育部，2003）。 

現行九年一貫教育中生命教育的重要概念，則是教育部在 97 課綱综合活動學習

領域中所提出「尊重生命」的概念，其意涵是「從觀察與分享對生、老、病、死之感

受的過程中，培養尊重和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的情懷，進而體會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

價值」（教育部，2008b）。 

二、高級中學的生命教育 

如果問高中生：「你讀高中的目的是什麼？」應該會有大多數回答：「考上大學

呀！」高中生最關心的課題莫過於「如何考上一所讓父母滿意、讓自己接受的大學」，

升大學幾乎成為全民的夢想和關注的焦點（連廷嘉、徐西森，2002）。賴建宇（2009）

針對十五至廿二歲高中職及大學生、正處於「轉大人」時期的大孩子們進行生命教育

調查，在五千多份問卷中，結果顯示 37%的高中生缺乏自信，現階段生活則以「課業

太重」而覺得最為痛苦，67%曾歷經過永遠喪失親友的經歷，而竟有超過四分之一比

例曾經動過輕生的念頭；統整高中生普遍存在的煩惱有：課業壓力、負面情緒無正當

管道排解、對外表不滿意、與父母之間的家庭問題或兩性感情之人際關係等問題，這

些都有可能會導致高中生喪失對生命的憧憬，更無法肯定活著的目的及意義。 

高中階段青少年脫離小學階段的童真無知，少了國中階段的狂飆無理，正處於人

格主體逐漸成熟獨立的階段，是柯柏格道德發展論中由他律到自律的關鍵轉換時期，

也是華特士提出人生邁向成熟發展理論中的意志力的年紀，他已經到可講理的年齡，

能誘導他去思考一些事情（林思伶，2000a）。此年齡在人生觀的摸索與心理調適方面

存有許多問題，特別需要在理性思考及反省批判上有所學習，鼓勵孩子保有理想，並

鍛鍊其意志耐力。這麼重要的教育階段，豈是「只管把書唸好」的教育目標可以完成？

如果在高中這個很能思考的階段，不去引導學生探索生命的意義、思考人生的價值，

不教他們學會如何面對學業的挫折、如何解決人際的困擾、鼓勵他們表達對家人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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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對週遭環境的關切，而只是培養出一群很會唸書的準大學生，不是窄化了高中教

育的目標嗎（連廷嘉、徐西森，2002；蕭富元，2009）？ 

孫效智（2006）提出的「人生三問：人為何而活，人應如何活著?如何能活出應

活的生命?」，就是引領高中生思考生命的根本課題，也就是探索生命的意義與本質，

進而實踐人生的目標，活出自我（吳庶深、黃麗花，2001）。因此，培養學生體驗生

命的意義，尊重生命、熱愛生命、增進人際關係，進而達到健全人生觀的教育精神，

此重要性不容置疑（陳芳玲，1998）。除了引導青少年從自我出發進而關照他人的生

命外，我們也希望藉由從死亡或失落的角度切入，教導青少年認識生死的緣由與意

義，以避免其對生命產生混淆、面對壓力時做出自傷或傷人的舉動；同時能以健康的

角度看待死亡，覺察自己在失落時的悲傷反應、失落後的哀傷調適，以期協助青少年

有效地處理哀傷，走出悲傷的陰影（連廷嘉，1999）。 

生命教育的實施正提供與學生情意學習有關的多項課程，實施過程與成果也可成

為落實各項課程政策的重要參考依據（林思伶，2000b）。值此大力推動生命教育的時

刻，在可以擁有內省、覺察、設計、行動能力的高中階段實施生命教育，其實是最容

易有成效的（連廷嘉、徐西森，2002）。 

為了銜接九年一貫與大學通識教育，2003 年教育部啟動高中課程改革時，首次

將生命教育納入新高中課程暫行綱要之選修課程規劃中，課程架構依循生命教育之

「人生三問」與相應之三大範疇，包含「終極關懷與實踐」、「倫理思考與反省」以及

「人格統整與靈性發展」三個環環相扣的領域，並延伸發展出七項課程內涵（教育部，

2005）。2008 年 1 月頒布『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秉持著邁向理想的務實理念來

修訂暫行綱要，注重經驗的傳承，充分納入學科中心、各地高級中學及實務教師的意

見，同時配合跨領域學科統整之運作，以強化跨領域的統整；課綱中不僅可見各核心

主題之間相互補充與呼應之處，也可看見與其學科相互參照為用（李坤崇，2010）。

更將生命教育類選修課明訂為至少必選 1 學分之課程，於 2010 年由高中一年級起逐

年實施（教育部，2009），是為高中生命教育課綱之發展。 

生命教育雖屬選修課程，但其內涵價值對於每位高中生而言，目的都在探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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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根本課題，並引領學生在生命實踐上知行合一（教育部，2009）。原則上，由於生

命課題無時無刻都會面對，而生命智慧亦需學而時習之才能持續發展，因此高中生命

教育應為一種持續不輟的學習，循序漸進地每學期實施一科的生命教育課程；學校尤

其注意，為避免學生淪文升學考試的工具，高三時應持續進行生命教育課程（孫效智，

2006）。 

三、大專院校的生命教育 

大學教育階段正值思考的年紀，年輕人到了十八歲會突然開始關心政治、哲學、

宗教生命意義等問題，或是注意經濟發展趨勢與最新的科學理論；大學生命教育應以

思考訓練為主要特徵，學習運用理性思考以追求真理。而此時，因著個體不同的成長

背景，若在情感與意志方面有偏差也將呈現出來，則需要大學階段的情意教育作矯正

與補救（陳德光，2000）。以上為普遍大學生的共同發展原則與特色。 

雖然生命教育融入大專校院各科系或通識課程教學同等重要，但尚需提出探究的

另一塊大專院校教育體系為：技職體系大專校院。技職校院的學制多元，早年以高職、

五專及二專為主，讓對念書沒有興趣但想學一技之長的學生能透過此教育階段而早日

進入職場。然而時代與政策的變遷，大多數的專科學校紛紛改制為技術學院或科技大

學，形成與普通大學並行的高等教育一環。但因著技職體系與普通大學的學生，其教

育養成背景不同、技職院校的學生或許有較多考試受挫的失敗經驗，故呈現出的自信

能力、人文素養等，有相當程度的差異與不同的學習需求（陳立言，2007；陳錫琦，

2008）；再者技職校院的專業課程比重高，紀潔芳（2002）指出以商業類群科系為例，

商業專業課程比例為三分之二，人文課程為三分之一，故宜加開「關愛生命」之通識

教育課程，以提升學生人文素養。的確，如何在校園推中生命教育，就必須考量到此

環境與學生的特殊性，採取適當的推動策略、調整教育目標、融入於通識課程當中等，

讓相對缺乏人文素養環境的技職校院，也能因生命教育的落實，而讓學生清楚且更珍

惜自己的獨特性與價值，進而培養出工作領域的志趣及職業道德（陳立言，2007）。 

因此在課程設計上，大學的生命教育對象應包括所有專業與非專業的學科。在張

新仁、張淑美、魏慧美、丘愛鈴（2006）的研究中提到，目前大專院校通識中心開設



高職生命教育需求與推展實施之探討 9 

 

「生命教育課程」者有 120 所，約佔 73.62%，其中課程名稱以「終極關懷與實踐」

方面的課程最多，共有 72 門；其次是「綜論」的部分，有 50 門；再次為「倫理思考

與反省能力培養」，有 14 門；「人格統整與靈性發展」的課程最少，僅有 2門。 

除了上述三大領域的課程應配合大專學生身心發展與社會需求持續開設外，尚可

鼓勵拓展「體驗與實踐學習領域」，利用正式課程與非正式課程結合的方式來推動生

命教育，帶領大專生從事服務學習等體驗活動，透過校內外服務工作，更有助於提升

大專學生關懷社會弱勢族群和服務奉獻的實際活動，反思自我人格與道德發展，進而

展現知識份子的生命活力，使生命教育的理念在家庭、學校、社會中開花結果（張新

仁等，2006；孫效智，2007）。 

四、高職與生命教育 

縱貫上述教育階段的生命教育發展，反觀高職學校在生命教育課程方面，則可提

出下列幾點來探討： 

（一）國內生命教育尚缺高職階段之系統性規劃 

台灣省教育廳從 1997 年底開始推動生命教育，接著教育部 2000 年宣布設立「生

命教育委員會」，迄今，生命教育已推動十餘年的時間，並在各教育階段持續進行中，

累積豐碩的成果（教育部，2010）。對於課程之規劃亦逐漸具體，幼稚園將高中生命

教育正式課程轉化為學齡前的非正式課程；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中將生命教育訂

位於綜合活動學習領域；高中階段則於 95 學年實施的課程暫行綱要中列為選修課

程、99 學年『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所提出的教育目標：增強自我了解及生涯發

展的能力、深植尊重生命與全球永續發展的觀念，明確地將「生命教育」納入必選一

學分當中；大專院校將其列入通識教育課程，並且設立相關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期望

推動生命教育的學術發展、教育推廣與社會實踐（教育部，2006；教育部，2007；教

育部，2009）。縱貫整個教育體系，大部份教育階段都已提及生命教育的重要並且實

施中，但在『高級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之總綱』則未明訂將生命教育納入學分中，

僅只於課程設計的實施通則內，建議各科目之教學活動應融入此項議題（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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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a）。生命教育在高職學校中的課程地位相較於其他教育階段，可說是最弱的一

塊，值得更積極關切與努力（張淑美，2007）。為了因應目前高職生命教育的困境，

教育部（2010）頒布『生命教育中程計畫』，其中課程教學層面鼓勵高級職業學校應

適度補充各種專業課程之倫理教育，以落實高職之生命教育課程，但此計畫仍未對高

職生命教育課程提出具體目標及實施方式。目前國內教育政策走向，103 學年度十二

年國教即將上路，為了讓學生在課程學習與老師教學方面達成十二年一貫的目標（教

育部，2011b），研究者認為教育當局在逐步完成高中、國中小的生命教育課程之際，

高職生命教育課程發展與規劃則應該成為下一個關心的焦點。 

（二）高職學生生命教育的學習需求亟待探究 

陳立言（2007）針對技職體系的大專院校說明其推動生命教育之困境：一般技職

體系校院多半以工業或商管學群為主，較缺乏人文或藝術相關類群，因此在教學環境

或學校文化中，難免形成「重理工輕人文」的傾向。這些技職院校學生的前身就是高

職階段，因此如何在高職校園中推動生命教育，就必須考量學習環境的特殊性、學生

的個別性，而採取適當推動策略，讓相對缺乏人文素養環境的高職學校，也能因為生

命教育的落實，而讓學生更清楚且珍惜自己的獨特性及價值，培養出工作的志趣及職

業的道德倫理。生命教育課程的落實可以彌補傳統技職教育的不足，提升學生的學習

意願以及增強其穩定度及抗壓性，讓學生可以增加職場的就業競爭能力；也可幫助學

生建立學習的基礎，帶領學生探究生命核心的議題，擺脫物化及工具化傾向的影響，

實有導正技職教育目標的效果（陳立言，2007）。張淑美（2007）也提出就讀職業學

校的學生因受到社會價值觀的壓力，在其追尋自我肯定、自我認同的生命歷程當中，

往往較一般高中生更為艱辛、更需要接受生命教育的薰陶，期待能夠接納自己的職業

取向、生涯發展，做個技術學有專長的專業從業人員。 

然而目前我國實施的生命教育課程仍以高中為主，張淑美（2007）建議或許可以

直接採用高中生命教育課綱內容來進行教學，以期高職能夠趕上生命教育列車的進

度。孫效智（2009）也提到高職學生年齡層與高中生相仿，應可將高中生命教育推動

之經驗與制度轉移至高職，但仍需考量其職業學校之特性。生命教育係以「人」為中

心的教育，因此，學習經驗的選擇應以學生的主體經驗為主，考量「什麼是學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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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什麼是學生想要知道的？什麼是學生能瞭解的？」等因素，並配合學生的身

心發展階段特性，選擇學生所熟悉的經驗做為課程內容（陳浙雲，2006）。蕭燕萍（2000）

研究結果指出，高中、高職生因人格特質及生涯規劃具有明顯的差異，因此在學習需

求中會有著不同的內涵。曾郁榆（2009）以青少年為研究對象，問卷調查結果說明就

讀高中的青少年在生命態度之「生命意義」、「愛與關懷」層面高於就讀高職的青少年，

究其原因發現此可能是因為我國生命教育相關課程在高職階段尚缺乏較有系統、完整

之規劃與推廣所致。 

研究者於教學職場中接觸的許多高職學生，在國中時期本就屬於低學習成就才選

擇高職就讀，家庭也可能處於社會弱勢或低社經低位，先天學習條件不佳的情形下，

學生多缺乏自信以及積極的人生價值觀，面對自己未來感到惶恐或不知生命的目標為

何，因此，高職生命教育的拓展是極為必要的。高職沒有生命教育的核心目標、無既

定的課程，所以將生命教育概念融入現有的傳統科目中，則是目前實務上的教學策

略。但高職學校中因過度偏重實用專業科目，彈性課程極少，卻也常忽略了學生的人

文素養及生命智慧。藉故，若能發展一套符合高職學生需求的生命教育課程，並有足

夠的時間讓學生來習得此項能力，則可使得學生有更多機會來思索生命的本質，培養

學生在人生價值觀方面「慎思明辨」的素養，使他們在學習期間不斷地汲取經驗且成

長，最終期望在高職校園中能建立起生命教育的共識，並符合教育整體的一貫性。 

肆、高職生命教育之推展與實施 

有鑑於生命教育的推展與實施焦點較少在高職階段學生教育上有所討論，故本部

分將由現行生命教育之推展與實施方面來討論，以供參考。 

一、高職推展與實施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惟囿於升學主義與急功近利思維的作祟，自古以來學校教育大部分停留在「以教

師為核心、以課本為重心、以教室為中心、以考試為目的」，偏重記憶與單向的知識

灌輸，而非「互為主體」的溝通，教育與生活脫節，導致學生在知、情、意、行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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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足，難以透過課程的學習，認識自我、發展人際關係、維護生態環境與積極的人生

觀（吳榮鎮，2006）。生命教育的重心在於培養學子生命的活力、成長、實現、倫理、

興致與意義等；既然，生命教育以「人」為中心，就要考量到學生的主體經驗以及兼

顧群性及個別的需求。因此，學習經驗的選擇需考量「什麼是學生需要知道的？什麼

是學生想要知道的？什麼是學生能瞭解的？」等因素，加強師生間的合作教學與平等

對話，依照學生身心發展階段，兼顧學生的一般需求與特殊需求，予以課程的選擇及

落實（吳榮鎮，2006；陳浙雲，2006）。 

生命教育在高職學校的課程地位與其他教育階段相較下，可說是最弱的一環，值

得更積極關切與努力。根據目前進行中的 99 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並未列入生命

教育選修課程，部分學者表示若因時間的考量下，可研商在一般科目中納入，甚或能

參考普通高級中學生命教育 99 課綱，再依據職業學校的學生特性與對生命教育學習

需求內涵後，來進行課程內容的調整與增減（張淑美，2007）。教師若能針對學生之

學習需求，將生命教育課程落實在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或潛在課程當中，則可帶領

學生探索與認識自我生命、尊重與珍惜生命的價值、熱愛並延續其獨特的生命意義。 

二、如何推展與實施生命教育 

（一）學生學習需求方面 

黃德祥（2000）認為生命教育並不是一個固定的學科或課程，而是屬於隨機、科

技的整合，因此在課程設計上應該秉持生命的完整性與統整性，重視各科的統整及生

活事件的關連性。研究者認為，因應高職學生的個別差異，生命教育課程內容及教學

方法應該是呈現多樣性與彈性化；將生命教育的教學重點回歸到學生本身，教學者透

過與學生的接觸，瞭解其在生命經驗當中所遭遇的事件，並且整理出高職學生對生命

教育的學習需求，以及想要獲得何種能力，依此來設計適合的教學內容以及課程目

標，進而探討生命教育的議題，啟發學生的個人成長與生命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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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教學實施方面 

教師在實施與推動生命教育中，是除了家人外對學生影響深遠的重要他人之一；

再者，生命教育要能成功，適當的師資亦為關鍵的因素。教師應該要具有正向的人生

觀，和正確的生死觀，更應是一位熱愛生命、尊重生命及關懷生命的典範，如此才能

夠散發感動與人格的穿透力，做為學生最佳也最直接的楷模（教育部，2005）。 

教師做好應有的準備，接下來要對生命教育的課程內容、教學方式有基本的瞭

解，才能引導學生自然且正確習得生命與死亡的相關知識。以下統整相關文獻中常用

的教學方式（張淑美，2000；丘愛玲，2006）： 

1. 講授法：教師透過多媒體教材等方式將相關主題知識向學生說明、解釋。 

2. 欣賞討論法：包括團體討論和小組討論的方式，前者是由教師以問答方式進

行，後者是由學生間探討相關主題。其方式可透過各種視聽媒體，如幻燈片、

影片、文學藝術作品，或是報章雜誌等來欣賞與討論。 

3. 隨機教學：導師可以常用的教學方式，透過生活中發生有關的生命事件或是

時事等，進行引導教學。 

4. 模擬法：角色扮演、情境模擬想像，以及故事主角模擬想像等。 

5. 閱讀指導法：介紹或選定閱讀相關書籍，然後引導學生討論及心得分享。 

6. 親身體驗法：透過直接參觀相關場所或機構（例如育幼院當志工等），體會

實際服務的感受。 

7. 活動教學法：藉由戲劇表演、藝術創作或寫作等方式，進行生命相關主題的

教學。 

8. 自我教學法：透過指定或自訂的作業，從資料蒐集或文獻閱讀等，研究及整

理分析以獲取相關知識。 

（三）教育行政單位推展方面 

教育行政是推展生命教育最主要以及支援的單位，除了應有積極的心態與正確的

體認外，更應制定相關的法令以及成立專責機構、研究中心，邀集各長才的學者專家

研擬編製教材與刊物，再加上專業的師資培訓、編列經費預算與鼓勵相關研究（陳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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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孫效智，2005），以讓高職學校在推行生命教育上有充分的支援，而達成最大的

教學成效。 

伍、結語 

生命教育的核心目標應該是讓學生學習活得有自信又能尊重別人、控管自我情緒

又能同理他人、接受事件的挫敗又能從中健康復原、奉獻己力於團隊中但卻又不失自

我，藉由生命教育課程的引導，習得一輩子受用的生命競爭能力。 

生命教育可說是讓人覺醒生命美好的教育，這樣的美好生命並非外求，而是建立

於人的覺醒及成長，可見學校實施生命教育的重要性，以期帶領學生探究生命中最核

心議題並引領邁向知行合一的教育。 

縱觀國內當前的教育環境，大部分的教育階段都已對生命教育開始推展與實施，

唯獨高職仍缺乏系統性的生命教育規劃；再者，103 學年度十二年國教即將上路，為

了達到教學一貫的目標，高職推展與實施生命教育是勢在必行的。除了先瞭解學生的

學習需求內涵，再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能以及多元的教學方式來進行生命的引導，最後

透過行政單位的規劃與持續的推展；換言之，生命教育的實施透過行政單位的「點」，

影響老師教學的「線」，藉由教師態度的線擴展到全校師生的「面」，期待生命教育未

來也能在高職階段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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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狀排列和珠狀排列的計算方法  
 

孫航同 

摘     要 

環狀排列(circular permutation)和珠狀排列(necklace permutation)是高中、

高職以上數學課程非常有趣的問題。本文撰寫的目的，是要採用簡明的方法來計算這

兩種排列問題。闡釋的過程是從簡單的例子著手，由淺入深，最後找到計算此類問題

的通式。利用這些通式，可以解決任何環狀和珠狀排列的問題。為了展示這種計算方

法的威力，我們舉用七顆多色珠子所做成的環狀和珠狀排列問題為例。  

 

關鍵字：環狀排列、珠狀排列、置換群、循環群、循環指標式 、波利亞計數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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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物體的對稱性常隱含抽象群(abstract group)。這種抽象群，可以用置換群

(permutation group)來表示。按照物體對稱性的不同，置換群可分成許多種類。例

如，循環群(cyclic group)、二面體群(dihedral group)，就是可以分別用來計算環

狀排列和珠狀排列的群。下面我們用具體的例子來作解釋，然後介紹普遍的公式，最

後給出結論。 

貳、簡單的例子 

圖(一)是正三角形，三個頂點分別用 1、2、3表示。這個三角形繞中心依反時針

方向轉動的循環群為： 

{ }2103 g ,g ,gC = -----------------------------(1) 

其中各元素 g0=(1)(2)(3)表示沒有轉動，g1=(123)表示轉動 120°的群元素，g2=(132)

表示轉動 240°的群元素。 

 

 
 

圖(一)正三角形有一個中心旋轉軸和三個翻轉對稱軸 

 

在圖(一)中，經過點 1作對邊的中垂線，然後繞此垂線將三角形翻轉，那麼點 1

不動，點 2 和點 3 會互相對調，結果是 g3=(1)(23)。同理，可將點 2 固定，點 1 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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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調，即得 g4=(2)(13)。而固定點 3，得 g5=(3)(12)。收集上面各元素，得正三角形

的二面體群為 

{ }5432106 g,g,g,g,g,gD = -------------------(2) 

參、循環指標式 

在以上 C3和 D6中，每個元素都可以寫成循環節(disjoint cycle)的乘積。例如， 

g0=(1)(2)(3)有三個單循環節，g1=(123)是一個三循環節，g2=(132)也是一個三循環節。

而 g3=(1)(23)、g4=(2)(13)、g5=(3)(12)各有一個單循環節和一個二循環節。在我們的計

劃當中，要用 x i 來代表一個循環節，i 是循環節的長度，如單循環節 i=1，二循環節

i=2，三循環節 i=3，如果這樣做，那麼 g0=
3

1x ，g1= 3x ，g2= 3x ，g3= 1x 2x ，g4= 1x 2x ，

g5= 1x 2x ，對於 C3和 D6，我們分別定義它們的循環指標式(cycle index)為 

( )3
3

1C 2
3
1P

3
xx += ---------------------------(3) 

( )21
3

1 32
6
1P 3 xxxx

6D ++= -------------------(4) 

循環指標式很有用，可用來計算環狀排列和珠狀排列的數目。在下面二節中，我

們就要展示這個方法。 

肆、環狀排列 

我們現在要討論的問題是用不同的顏色對正三角形的三個頂點著色。首先我們要

用兩種顏料去塗正三角形的三個頂點，問有多少種方法? 算法是這樣的：設兩種顏色

為紅色和白色，分別用符號 r 和w表示。接著我們把循環節符號用著色指標式(coloring 

index) 

x i = r 
i +w i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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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代表。將這個符號 x i代入循環指標式(3)中，就可以得到答案。即 

( ) ( ) ( )[ ] 3223333 2
3
1P

5
wrwwrrwrwrr,wC +++=+++= ----(6) 

上面這個算式的意義是：r3代表全著紅色，r2w 代表兩個頂點著紅色，一個著白

色。rw2代表一個著紅色，兩個著白色。w3代表全著白色。因為各項係數均為 1，因

此都只有一種環狀排列，參看圖 二  

 

       

 

圖(二)兩種顏色塗三點共有四種方法 

 

同理，如果有紅、白、綠三種顏料去塗正三角形的三個頂點，這三種顏色分別用

r、w、g 表示，於是將第(5)式改為 

x i = r 
i +w i + g i----------------(7) 

而正三角形的三個頂點著紅、白、綠三色的方法即為 

( ) ( ) ( )[ ]3333 2
3
1P

3
gwrgwrr,w,gC +++++=  

rwgwgrgrwgwwrgrgwr 2
333333333

+++++++++= ----------------(8) 

式中各項的意義可仿照第(6)式解釋。但最後一項 2rwg 的意義是：用三種顏色去塗正

三角形的三個頂點，有兩種方法。參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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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三種顏色塗三點共有十一種方法 

 

伍、珠狀排列 

和環狀排列的方法幾乎完全相同。我們把(5)式代入(4)式中，就得到用紅、白兩

色做成三個珠子的項鍊的數目。即 

( ) ( ) ( )( ) ( )[ ]33223 23
6
1P wrwrwrwrr,w

6D ++++++=  

3223 wrwwrr              +++= -----------------(9) 

和(6)式的結果相同。參看圖(二)，其次再把(7)式代入(4)式，就得到 

[ ])2())(3()(
6
1)(P 3332223

D gwrgwrgwrgwrgw,r,
6

++++++++++=  

rwgwgrgrwgwwrgrgwr                  222222333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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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兩種環狀排列併為一種珠狀排列 

 

此式和(8)比較，可看到 rwg 的係數為 1。這是由於在環狀排列，依照反時針方

向旋轉，rwg 和 rgw 是兩種不同的排列。而在珠狀排列中，項鍊沒有正面或反面的區

別。 

故兩種環狀排列只算一種珠狀排列，因此 rwg 的係數為 1。參看圖(四) 

以上我們討論了正三角形的環狀和珠狀排列，塗兩色或三色的情形。其實，顏色

的數目若為 m 種，那麼 

x i = c1 
i +c2

 i +…+ cm
 i----------------------(11) 

同樣可求環狀和珠狀排列的數目，這是第一點。其次，正方形(square)、正五邊

形(pentagon)、…、正 n 邊形，都可以用相同的方法處理，但是邊數為奇數或偶數，

會略有不同。下一節當中，我們會加以說明。 

陸、正方形和正五邊形 

我們先拿正方形和正五邊形為例。圖(五)是正方形，它的循環群顯然為 

{ }32104 g,g,g,gC = ------------------------(12) 

式中的 

g0=(1)(2)(3)(4)，g1=(1234)，g2=(13)(24)，g3=(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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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循環指標式為 

 

  
            

圖(五)正方形有一個中心旋轉軸和四個翻轉對稱軸 

 

[ ]4
2

2
4

1C x2xx
4

++=
4
1P ---------------------(13) 

但是二面體群的對稱軸有兩類：一類是和各邊垂直的對稱軸，如 aa，bb，另一類是

二條對角線13，24 。繞過四條軸線將正方形翻轉 180°，會分別得到 

g4=(12)(34)，g5=(14)(23)，g6=(1)(3)(24)，g7=(13)(2)(4)。 

因此，正方形的二面體群為 

{ }765432108 g,g,g,g,g,g,g,gD = ----------------(14) 

而其循環指標式 

[ ])23(1P 42
2

1
2

2
4

1D 2xxxxx
88

+++= -------------(15) 

在圖(六)所示之正五邊形中，其循環群 

{ }432105 g,g,g,g,gC = ----------------------(16) 

式中，g0=(1)(2)(3)(4)(5)，g1=(12345)，g2=(13524)，g3=(14253)， 

g4=(15432)，所以 

( )5
5

1D 4xx
55

+=
1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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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六) 正五邊形有一個中心旋轉軸和五個翻轉對稱軸 

 

圖(六)中只有一類頂點和對邊垂直的對稱軸，所以 

g5=(1)(25)(34)，g6=(2)(13)(45)，g7=(3)(15)(24)，g8=(4)(12)(35)， 

g9=(5)(14)(23)，所以 { }987654321010 g,g,g,g,g,g,g,g,g,gD = ------(18) 

正五邊形的循環指標式是 

[ ])(1P 2
215

5
1D x5x4xx

1010
++= -----------------------(19) 

 

柒、普遍公式 

將(13)，(15)，(17)，(19)，各式推而廣之，可以求得通式。首先看循環群。循環

群的階數，也就是群中之元素的數目，常可依照其所含因數分組。這是一種美妙的表

示方法。例如循環群的階數為 6，而 6 的因數有 1,2,3,6。那麼由該群所得之循環指標

式有四組：x1
6,x2

3,x3
2,x6

1。它們的係數是比 d 小但和 d 互質的數字的數目，這個數目叫

做 d 的 φ(phi)函數，即 φ(d)。例如 φ(6)=2，φ(3)=2，φ(2)=1，φ(1)=1。所以 

[ ] )22(
6
1)(6)(3)(2)(1)(

6
1P 6

2
3

3
2

6
1

1
6

2
3

3
2

6
1 xxxxxxxx

6C +++=+++= ϕϕϕϕ  

在一般 n 階循環群，若 n 的因數為 d，則該群的指標式常可寫成 

d
n

dn|dC xd
nn

)( 1P 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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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 | n 表示 d 為 n 的因數。 

n 為奇數時，由圖(六)推廣可知 

⎥⎦
⎤

⎢⎣
⎡ += ∑ 2

1n-

21d
n

dn|dD xnxxd
n2n2

)( 1P ϕ ---------------(21) 

當 n 為偶數時，由圖(五)推廣，可得 

⎥⎦
⎤

⎢⎣
⎡ ++= ∑ 2

2n-

2
2

12
n

2d
n

dn|dD xx
2
nx

2
nxd

n2n2
)( 1P ϕ ---------------(22) 

有了循環指標式，將(11)式所示之著色指標式代入，便可求得環狀排列和珠狀排列的

數目。 

 

                               

圖(七) 正七邊形有一個中心旋轉軸和七個翻轉對稱軸 

 

為展示以上公式的應用，我們再舉一個例子：用 3顆紅色珠子，配合黃、藍、白、

黑各一顆珠子，請問能做成幾種環狀排列? 幾種珠狀排列?假定紅、黃、藍、白、黑

分別用 r、y、b、w、d 表示。為解答這個問題，參看圖(七)，可知 n=7，d=1,7。於

是 { }65432107 g,g,g,g,g,g,gC = ，而 g0=(1)(2)(3)(4)(5)(6)(7)，g1=(1234567)，

g2=(1357246)，g3=(1473625)，g4=(1526374)，g5=(1643752)，g6=(176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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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φ(1)=1，φ(7)=6，所以 

             )(
7
1P 7

7
1C x6x

7
+=  

令 x i = r 
i +y i +b 

i +w i + d 
i ，於是 

( ) ( )[ ])(1P 777777
C dwbyr6dwbyr

7
dw,b,y,r,

7
+++++++++=  

由多項式定理，知 r3ybwd 的係數為 120
3!1!1!1!1!

7!
7
1

=⋅  ，所以環狀排列共有 120 種。 

其次，由 (21)式，知 

              )(1P 3
217

7
1D xx7x6x

1414
++=   

代入著色指標式，得 

( )[ ( )++++++++++= 777777
D dwbyr6dwbyr

14
1dw,b,y,r,

14
)(P  

( )( ) ]322222 dwbyrdwbyr7 ++++++++  

觀察此式，只有方括號中的首項含有 r3ybwd。所以珠狀排列的數目為 

60
3!1!1!1!

7!
14
1

=⋅ 種，恰為環狀排列數目的一半。 

在高中和高職數學課本中，環狀和珠狀排列問題都放在二年級上或下學期。一般

內容常以各個不同顏色的珠子之排列為限[1],[2]，本文則推廣到同色珠子的數目沒有限

制。 

本文所述的方法叫做波利亞（G.Pólya）計數法[3]。詳細的證明可參考作者在政

治大學應數所的碩士論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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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論 

環狀排列和珠狀排列是很有趣的問題，近來曾出現許多相關的著述[5],[6]。一般的

文章，多見首先陳述普遍公式，然後再討論公式的應用，由深入淺，通常閱讀比較困

難。本文則反其道而行，先以簡單問題做說明，再推廣到普遍公式，這應該是比較容

易了解的一種介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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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繪解決電繪學習之科技框架探究 
 

張淑芬 

摘  要 

 

本文以專家會議討論傳統手繪與電腦繪圖過程中十四個重要議題之差異性，並從

此差異性中找出學生學習電腦繪圖所產生的科技框架，最後專家提出以手繪為基礎的

實習課程，解決電繪科技框架。本文重要結論摘述如下： 

 

一、有關電繪課程學生之科技框架方面 

由於電繪佈圖是在繪圖之後，學生不會於繪圖前思考整體佈圖方向。電腦繪圖修

改容易，學生常不透過思考繪製，有「畫錯再改就好的心態」。電繪在出圖後才進行

檢核圖面是否正確，學生較不易於繪圖過程中產生反思。電繪是指令之使用而完成圖

面，所以訓練時間較手繪短，且其空間感能力的養成較手繪難。 

 

二、有關解決學生學習之科技框架方面 

在學習電繪課程之前，應要加強手繪課程，讓學生瞭解製圖與建築結構關係，且

能在手繪過程，透過運筆的技能，加強學生反思及創造美感能力的養成。如此，當學

生學習電繪時，是能避免科技框架所造成的影響。 

 

 

關鍵字：電腦繪圖、手繪建築製圖、科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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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傳統技能教學以學生達到精熟練習，為主要之教學及教習目標。然面對日異變遷

快速之產業環境，產業技能與技術隨生產工具及材料改進而有所變化。以建築製圖為

例，傳統手繪建築製圖技能，除繪圖的正確性外，著重於線條與字體之表現。傳統製

圖的圖面修改與保存不易問題，使得電腦輔助建築製圖(電腦繪圖)因應而生。電腦繪

圖軟體 autoCAD 自 60 年代發芽，80 年代的推廣，至今大量代替手繪建築製圖工具，

成為產業必備的繪圖工具。但學生只學習電繪技能真的可以完全取代手繪嗎？從本文

專家的討論所得的結論看出，答案是「否」。因為學生學習電繪，存在著「科技框架」。

「科技框架」一般用於組織對科技使用的理解、看法及態度。但在本文取其另一重要

含義，就是使用者對「科技本質」的功能性理解，及使用後的態度。因為在專家的討

論中，反應出學生若只以電繪為唯一繪圖技能，不但未能展現建築專業知能，甚至降

低建築繪圖的專業知能。末了，專家也提出以手繪解決電繪科技框架之結論與建議，

期能提供相關教學者之參考。 

貳、科技框架 

框架是人們解釋真實的外在世界的心理基模，用來做為瞭解、指認以及界定行事

經驗的基礎(Goffman, 1974)。框架會以各種型式呈現，如語言、文字、視覺、符號

等，形成個人的感受部份。在框架的架構中，當個人將框架應用於科技上時，對科技

產生詮釋，便是「科技框架」。人們在使用科技之前，會對科技形成某種期望、動機、

印象，逐漸形成科技框架(Orlikowski & Gash, 1994)。 

Orlikowski 與 Gash(1994)提出科技框架結構，並將其分成三個領域(Domain)：

(1)科技本質(Nature of Technology)：人們對某一科技的印象與他們對其能力與功

能性的了解。(2)科技策略(Technology Strategy)：動機、成功標準的判斷；人們對

為何組織採用並實行某一科技的原因所作的解釋。這包括了他們對背後的動機、願景

及其對組織貢獻的了解。(3)使用中科技(Technology in Use)：優先權與資源、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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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使用程度、安全品質與政策。人們在日常基礎上，對某一科技如何使用，以及可

能或實際的使用條件和後果的了解。因為不同人群所持有的框架，會影響其對科技的

詮釋觀念。 

 
表 1：科技框架結構(Orlikowski & Gash, 1994) 

領域與類別 說明 

科技本質 指的是人們對某一科技的印象與她們

對其能力與功能性的了解。 

科技策略 

動機 

成功標準的判斷 

指的是人們對為何組織採用並實行某

一科技的原因所作的解釋。這包括了她

們對背後的動機、願景及組織貢獻的了

解。 

使用中的科技 

優先權與資源 

訓練 

容易使用程度 

安全與品質政策 

指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基礎中，對某一

科技如何使用，以及可能或實際的使用

條件和後果的了解。包括：優先權與資

源、訓練、容易使用程度、安全與品質

政策。 

 

Hsiao(2000)以 Orlikowski 等人的研究為基礎，整理出科技框架與資訊科技之

間的重要關係如下：(1)資訊科技的功能反應發展者或支持者的目的、價值、利益與

對該科技的認知；(2)人們會對資訊科技賦予意義，並依此意義來與該資訊科技進行

相關行動；(3)對資訊科技的詮釋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使得很多詮釋被認為理所當

然的及使很多資訊科技相關的詮釋是隱性(Tacit)而複雜的；(4)重要社會群體的行

動，如政策制定者、科技人員與改革者之間的行動，會相互作用而影響科技或組織的

改革；(5)科技相關的框架通常無法一致，甚至是衝突的，使得組織面臨資訊科技導

入或使用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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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電腦繪圖實習課程內涵及使用之軟體 

高職土木建築群之「電腦繪圖實習」課程之主要授課內容為(教育部，2009)：(1)

簡介電腦繪圖軟體、電腦環境各項設定；(2)認識各項格式設定及操作應用；(3)認識

各項繪圖指令、編輯指令設定、修改指令設定及操作應用；(4)認識各項標註指令及

操作應用；(5)圖學應用；(6)土木與建築平面圖之繪製；(7)土木與建築立面圖之繪

製；(8)土木與建築剖面圖之繪製；(9)大圖輸出等九大單元。其之課程目標為：(1)

學習電腦繪圖的內涵及各種繪圖技巧；(2)熟悉電腦繪圖概念及土木與建築製圖之應

用；(3)建立良好空間概念，以利建立應用電腦繪製構造物圖說之準備；(4)培養良好

工作習慣及職業道德觀念。 

目前常見之土木建築群所使用之電腦繪圖軟體為 Auto-CAD，CAD(Computer Aided 

Drafting)誕生於 60 年代，是美國麻省理工學院提出了互動式圖形學的研究計畫。

70 年代因著小型電腦廣泛被使用，美國工業界才開始廣泛使用互動式繪圖系統。80

年代 PC 電腦的流行，CAD 得以迅速發展，出現了專門從事 CAD 系統開發的公司。 

依筆者教授電腦繪圖之經驗及參加相關研習，瞭解到電腦繪圖之發展由早期之

2D 平面，進展至 3D 實體架構，以 Auto-CAD 為例，其為因應建築製圖之需要，由

Auto-CAD 發展出 ADT 至 REVITE，所以電腦建築製圖日後之發展定是從 3D 空間之觀念

構圖，進而產生所謂 2D 之圖面，如平面圖、結構圖、剖面圖及施工大樣圖等。隨電

腦硬體之研發，甚至 3D 所構成之實體，不需透過美工編輯軟體，即可產生美侖美奐

之透視圖面。  

因此，電腦輔助建築製圖之教學，較以往之傳統手繪製圖，必需含蓋更多之建築

結構觀念，如建物主結構元素建構之順序，即是施工順序。像是基地之規劃、地基之

建構、柱、樑、版、樓板、牆、樓梯及非主要結構之建構順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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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設計與實施 

本文為探討高職學生在電腦繪圖實習課程學習中，所產生的科技框架，請五位南

港高工土木建築群科教授電腦繪圖實習課程超過五年的教師，及二位執業超過 10 年

之建築師，就以專家長時間授課及觀察學生學習情形，比較傳統手繪及電繪學生之差

異性，進而討論出學生學習電腦繪圖受限 CAD 軟體的科技框架。 

為使專家能深入討論找出框架並提出相關教學解決方式，協助學生跳脫框架，使

建築之創意及技能，不因框架而受限，本文擬定出佈圖、出圖、修改與複製、繪製、

邏輯、設定、尺寸概念、元素、繪製範圍、繪圖技巧、繪圖過程、檢核、線寬及空間

能力等十四個議題進行討論。 

伍、結果與分析 

五位教師及二位建築師，對手繪與電繪差異議題之討論結果，如表 1所示。 

表 1  手繪及電繪比較表 

比較項目 手繪 電繪 

佈圖 繪圖前 繪圖後 

出圖 美感具個人風格，繪圖過程即出

圖 

一致性，無個人風格，無法呈現

繪圖過程 

修改與複製 不易，時間長 容易，時間短 

繪製 一定程序，系統化 多種途徑，無系統化 

邏輯 創意的思考—美感與正確性 工具使用的思考—正確與效率 

設定 無 圖層及環境選項 

尺寸概念 較多才可順利完成繪製 較少也可以進行繪製 

元素 線條 數字輸入 

繪製範圍 全圖紙 螢蟇，Zoom in，Zoom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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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續）  手繪及電繪比較表 

繪圖技巧 實體繪圖工具 

工具使用有一定規範 

運筆的手感 

指令 

指令可自由搭配使用 

指令的熟悉 

繪圖過程 構圖—草圖—完稿 設定—繪圖—出圖  

檢核 繪製過程 出圖 

線寬 憑直覺繪出 依設定 

空間能力 手繪時間長，較能培養出空間能

力 

電繪時間短，較無法培養空間感 

二、綜合討論結果 

專家就議題討論結果，再行綜合討論，得出下列結果： 

1.綜高二年級土木建築學程學生，無手繪課程，逕由電繪課程開始學習工程圖學

(建築製圖課程)。職科土木建築科學生一年級上手繪課程，二年級為電繪課程。因此，

綜高三年級學生不考電腦輔助建築製圖乙級，職科三年級則考乙級。綜高與高職三年

級學生電繪與手繪成績，前後段學生差異性小，中段學生則差異性大。 

2.教師及建築師一致認為手繪訓練是電繪學習的基礎，而電繪不是手繪之基礎。

手繪技能優良者，能快速學習電繪，並能依建築製圖要求完成電繪圖說。只學電繪忽

略手繪學習者，充其量只能成為一位繪圖者，並且易迷思於電繪的快速繪製，學習手

繪速度緩慢。 

3.建築科教師指出因手繪與電繪存有很大差異性，如電繪之特點為快速易修改，

所以學生在繪圖時可能沒有考慮周全就開始繪製，錯就直接刪除，這些動作可能只有

5 至 10 秒就完成，並不會留有很大的印象。依其教學經驗，可以在繪製電繪時，以

圖紙手繪草圖，一面以手繪修改，一面以電腦繪製，雖會額外花費 5至 10 分鐘，但

最後是可以增加電繪的速度及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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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築師提供手繪技能精熟者，其建築設計(創造力及解決問題能力)表現較佳，

而手繪技能差者，即便具有電繪能力，未能展現建築設計力(創造力及解決問題能

力)。建築師依實務上之人力需求，希望手繪能力佳者進入職場，而職場只需短暫時

間訓練，即可培養就職者之電繪能力。但對只有電繪能力之就職者，日後培訓手練能

力，並不表樂觀。 

陸、結論 

一、有關電繪課程學生之科技框架方面 

依據專家討論之結果，本文得出以下電繪學習所產生之科技框架： 

1.佈圖：由於電繪佈圖是在繪圖之後，學生不會於繪圖前思考整體佈圖方向。 

2.出圖：電腦繪圖出圖是以圖層設定之筆寬而定，只要出圖設定一樣，任何人所出的

圖都可以達到一致性，使出圖缺乏個人應有的美感。 

3.修改與複製：電腦繪圖修改容易，學生常不透過思考繪製，有「畫錯再改就好的心

態」。 

4.繪製：電腦繪圖出圖的結果之重要性大於繪圖過程，因此繪圖過程多元化，無系統

化之規範。 

5.邏輯：電腦繪圖常以零件(cell)做為繪圖工具及標準，因此較無法訓練建築科學生

建築創意的美感，是以正確與效率思考的工具使用學習。 

6.設定：電繪必需做圖層及環境選項的設定，如學生無電腦使用之經驗，此階段學習

較為辛苦。若設定不完善時，則會影響電繪出圖結果。 

7.尺寸概念：電繪製圖時是以原尺寸 1:1 輸入繪製，出圖時再行調整出圖比例，以符

合圖面對比例的要求。所以學生在無比例觀念下，仍可以繪圖。 

8.元素：電繪是以數字輸入或點對點拉線在電腦上繪出建築圖，學生無線條概念，有

時以線段組合成線條，雖然出圖時仍是一條線，但對建築結構而言，不一定是正確

的觀念。 

9.繪製範圍：電繪以螢蟇為圖紙，其範圍是無限大，學生沒有圖紙大小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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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繪圖技巧：電繪以指令型式繪製，且指令之組合多樣，必需對指令有相當程度的

熟悉性，才能完成繪製。 

11.繪圖過程：與手繪相反，電繪需先設定，其次繪圖，最終出圖而完成圖面繪製。 

12.檢核：電繪在出圖後才進行檢核圖面是否正確，學生較不易於繪圖過程中產生反

思。 

13.線寬：建築圖繪製之線寬分粗、中、細，且以線寬表現繪圖的美感與整體性。電

繪之線寬是先行設定，至出圖才呈現，在繪製過程中較難呈現。 

14.空間能力：電繪是指令之使用而完成圖面，所以訓練時間較手繪短，且其空間感

能力的養成較手繪難。 

二、有關解決學生學習之科技框架方面 

學生在學習傳統手繪製圖過程，必需先全面思考佈圖情形，並先以「打草圖」型

式，預先規劃佈圖。在繪圖時，利用「轉筆」技能，繪出粗、中、細之線條，要有熟

練之字法及線法，才能完成一張精準且具美感之建築圖說。電繪的優點是修改方便，

且易達到圖面的統一性。但學生受限於電繪之科技框架，一但養成習慣，繪圖時不思

考佈圖，或假想出圖之結果，甚至連整體的建築構造概念都未能建立。雖然可以完成

建築圖，但過程不一定符合建築概念。因此，在學習電繪課程之前，應要加強手繪課

程，讓學生瞭解製圖與建築結構關係，且能在手繪過程，透過運筆的技能，加強學生

反思及創造美感能力的養成。如此，當學生學習電繪時，即能避免科技框架所造成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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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站牌之探討：以捷運蘆洲線通車前
三重、蘆洲區為例 

 

陳韋宏、黃郁斯 

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究台北捷運蘆洲線通車前之三重、蘆洲兩區公車站牌與公車路線

的分布情形。藉由站牌點位坐標定位以及公車路線數化，將三重、蘆洲兩區的公車路

線與站牌以地圖方式呈現。對站牌做環域分析後，發現三重、蘆洲兩區的站牌涵蓋率

極高；其公車路線網路的分布以南北走向為主，東西向的路線連結度較弱。 

 

關鍵字：公車站牌、公車路線、環域分析、轉運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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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生活在大台北都會區的我們，享受著許多便捷又快速的交通設施，例如：高架道

路、捷運系統、密集的公車路網等，其中又以公車路網的應用最為普及。在大台北區

當中，搭乘公車時不難發現，每隔兩到三個路口就會有一個公車站牌。其中這些站牌

的設立為何如此接近？其服務的範圍又是多廣？因此這就成為了我們最初的研究動

機。 

二、研究目的 

我們發現到，生長在台北都會區的民眾，對於大眾運輸系統路線的安排，似乎有

一種相近的習慣，那就是利用最近的公車站牌，到達欲抵達之地點，能少走點路就少

走。因此，希望藉由此次的調查與分析，來了解民眾的乘車習慣，並探討下列幾點： 

（一） 試了解公車站牌設立地點與民眾接受平均距離。 

（二） 試了解公車站牌設立多寡與人口密度的相關性。 

（三） 經由民眾對於站牌平均接受距離做環域分析，探討三重、蘆洲一帶，公車路

網涵蓋率之程度。 

（四） 對於路線涵蓋率不足地區，政府施行的配套方法。 

（五） 希望本研究之結果，能提供日後交通主關機關對於三蘆地區，大眾運輸公車

路線規劃之參考。 

三、研究流程 

根據以上的研究目的，我們擬定了以下的流程，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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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流程圖 

 

四、研究區域 

（一）地理位置 

此報告所研究之區域，以行政區之劃分為新北市三重區與蘆洲區兩區之範圍。三

重區和蘆洲區位於淡水河左岸與其右岸之台北市士林區、大同區、萬華區、僅僅一河

之隔，又三重、蘆洲兩區與台北市之間有重陽橋、高速公路橋、台北橋、忠孝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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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橋等連接，交通堪稱便利。然而三重、蘆洲兩區之左側，因大台北地區防洪之需要，

乃被二重疏洪道所包圍，與新北市五股區、新莊區、板橋區等遙遙相望。因此三蘆地

區於地圖上看來，儼然如同一座被水環繞之島嶼。（參閱圖二） 

 
圖二 研究區範圍(藍色線條內) 

圖片來源：本圖截至Google Earth／研究者加繪 

 

（二）歷史沿革 

本研究區域所涵蓋範圍，為新北市三重區、蘆洲二區，位於台北盆地中央，係大

陸閩粵移民來台開發較晚的區域，由三重、蘆洲舊稱「三重埔」、「二重埔」與「河上

洲」結合而成的地域，本為河岸沙洲之地，是未經開墾之可耕地。如今，三重區與蘆

洲區因緊鄰台北院轄市，工商繁榮，人口稠密，區內教育、文化與工商貿易快速成長，

已蔚然而成台北重要衛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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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蘆地區客運公司 

（一）路線及車輛 

新北市三重區與蘆洲區因其與台北市僅僅與淡水河一河之隔，且境內有多條條橋

樑連接兩市與台北市之間的交通；又因其房價相對台北市而言較為低廉，成為許多中

南部民眾北上工作居住之地點。因此，眾多的人口集居於三蘆兩區，為了服務這些廣

大的民眾，三蘆地區便闢駛了許多公車路線來往台北市之間，行車時間約略 15~30

分鐘不等，實為便利。 

（１）聯營公車 

1. 大都會客運 14 路公車  起迄：蘆洲-台北車站 

行經重點：蘆洲國小、忠義廟、三重商工、菜寮 

2. 首都客運 39 路公車  起迄：三重-台北車站 

行經重點：分子尾、徐匯中學、金國戲院、國園戲院 

3. 首都客運 62 路公車  起迄：三重-東園 

行經重點：分子尾、龍門路、金國戲院、三重醫院、菜寮 

4. 三重客運 111 路公車  起迄：新莊-陽明山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中興街口、菜寮大、同路口、國園戲院 

5. 首都客運 211 路公車  起迄：二重-捷運麟光站 

行經重點：三重商工、介壽市場、金國戲院 

6. 三重客運 221 路公車  起迄：蘆洲-台北車站 

行經重點：忠義國小、鷺江國小、徐匯中學、金國戲院、菜寮 

7. 三重客運 225 路公車  起迄：蘆洲-民生社區 

行經重點：蘆洲國小、徐匯中學、三和國中、三重派出所 

8. 中興巴士 227 路公車  起迄：三重-永和 

行經重點：三重商工、菜寮、國園戲院、三重派出所 

9. 三重客運 229 路公車  起迄：萬華-保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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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經重點：菜寮、金國戲院、介壽市場、三和國中、徐匯中學 

10. 三重客運 232 路公車  起迄：蘆洲-松山車站 

主行經重點：蘆洲國小、徐匯中學、金國戲院、菜寮、三重中學 

副行經重點：忠義廟、九芎街、徐匯中學、果菜市場、菜寮 

11. 首都客運 235 路公車  起迄：新莊-國父紀念館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重新大橋 

12. 大有巴士 257 路公車  起迄：新莊高中-忠孝醫院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重新大橋 

13. 三重客運 261 路公車  起迄：蘆洲-南港 

行經重點：鷺江國小、三重商工、金國戲院、三重郵局 

14. 台北客運 264 路公車  起迄：板橋-蘆洲 

行經重點：鷺江國小、徐匯中學、金國戲院、菜寮 

15. 大都會客運 274 路公車  起迄：蘆洲-台北車站 

行經重點：穀堡中學、三重商工、三重國小、三重派出所 

16. 首都客運 292 路公車  起迄：二重-捷運麟光站 

行經重點：三重商工、菜寮、國園戲院、三重派出所 

17. 三重客運 299 路公車  起迄：輔大-永春高中 

行經重點：中華路口 

18. 三重客運、大都會客運 306 路公車  起迄：蘆洲-凌雲五村 

行經重點：蘆洲國小、徐匯中學、龍門路口、金國戲院 

19. 三重客運、大都會客運 508 路公車  起迄：蘆洲-惇敍工商 

行經重點：蘆洲國小、徐匯中學、碧華寺、五華街 

20. 三重客運 513 路公車  起迄：輔大-台大醫院站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重新大橋 

21. 首都客運 539 路公車  起迄：三重-台北車站 

行經重點：分子尾、碧華寺、三重國小、三重派出所 

22. 三重客運 615 路公車  起迄：丹鳳-台北車站 

行經重點：中華路口 

23. 中興巴士 616 路公車  起迄：泰山-天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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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經重點：金陵女中、菜寮、國園戲院、三重派出所 

24. 三重客運 617 路公車  起迄：新莊-內湖 

行經重點：中華路口、大同路口、國園戲院、三重派出所 

25. 首都客運 618 路公車  起迄：新莊-士林 

行經重點：中華路口、菜寮、國園戲院、三重派出所 

26. 首都客運 621 路公車  起迄：二重-捷運永春站 

行經重點：三重商工、三民街、菜寮、重新大橋 

27. 三重客運 622 路公車  起迄：新莊-南港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三重中學、菜寮 

28. 三重客運 635 路公車  起迄：迴龍-台北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重新大橋 

29. 三重客運 636 路公車  起迄：迴龍-圓環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菜寮、國園戲院、三重派出所 

30. 三重客運 637 路公車  起迄：五股-台北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重新大橋 

31. 三重客運 638 路公車  起迄：五股-捷運南京東路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重新大橋 

32. 三重客運 639 路公車  起迄：樹林-北門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菜寮、國園戲院、三重派出所 

33. 三重客運 640 路公車  起迄：五股-捷運台大醫院站 

行經重點：穀保中學、三重商工、菜寮、重新大橋 

34. 三重客運 641 路公車  起迄：五股坑-台北車站 

行經重點：穀保中學、三重商工、國園戲院、三重派出所 

35. 三重客運 659 路公車  起迄：蘆洲-台北車站 

行經重點：蘆洲國小徐匯中學金國戲院 

36. 首都客運 662 路公車  起迄：三重-國父紀念館 

行經重點：分子尾、徐匯中學、金國戲院、菜寮、三重中學 

37. 首都客運 663 路公車  起迄：新莊-國父紀念館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重新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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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三重客運 704 路公車  起迄：八里-北門 

行經重點：蘆洲國小、徐匯中學、德林寺、三重派出所 

39. 指南客運 801 路公車  起迄：五股-松山機場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菜寮、國園戲院、三重派出所 

40. 指南客運 803 路公車  起迄：五股-松山機場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菜寮、國園戲院、三重派出所 

41. 三重客運 806 路公車  起迄：板橋-蘆洲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菜寮、三重商工、穀保中學、蘆洲國小 

42. 三重客運 811 路公車  起迄：蘆洲-市立中興醫院 

行經重點：九芎街、蘆洲派出所、集賢路、三重高中 

43. 中興巴士 815 路公車  起迄：三重商工-捷運士林站 

行經重點：三重商工、徐匯中學、集賢路、三重高中 

44. 中興巴士 816 路公車  起迄：三重商工-捷運士林站 

行經重點：三重商工、蘆洲派出所、集賢路、三重高中  

 

（２）捷運接駁車 

1. 三重客運 R9 路公車  起迄：蘆洲-捷運劍潭站 

行經重點：仁愛國小、三民高中、集賢路、三重高中 

2. 三重客運 BL1 路公車  起迄：徐匯中學-台北車站 

行經重點：徐匯中學、介壽市場、金國戲院、國園戲院 

3. 首都客運 BL2 路公車  起迄：新莊-捷運西門站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重新大橋 

 

（３）公路客運 

1. 三重客運 觀音山-北門線 

行經重點：空中大學、徐匯中學、三重國小、三重派出所 

2. 三重客運 淡海-板橋線 

行經重點：三民中學、徐匯中學、國園戲院、菜寮 

3. 三重客運 公西-北門線 



公車站牌之探討：以捷運蘆洲線通車前三重、蘆洲區為例 47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菜寮、國園戲院、三重派出所 

4. 三重客運 五股-台北線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重新大橋 

5. 三重客運、桃園客運 台北-桃園線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菜寮 

6. 首都客運 三峽-圓環線 

行經重點：金陵女中、菜寮、國園戲院、三重派出所 

 

以上為經過三重、蘆洲兩區的公車路線，其中不包含有設站位之國道客運路線。

至於其路線配車輛數請參閱附表一。 

此外，上述所列之行經重點，乃該路線公車行經三重、蘆洲兩區境內，所經過之

站位。我們可以由這些行經重點當中得知，三重、蘆洲兩區的公車行經路線有一定的

原則存在。蘆洲區的公車行經路線主要分布在中正路（如：蘆洲總站、蘆洲國小）、

長安街（如：成功國小、忠義廟）、民族路（如：仁愛國小、鷺江國小）；三重區的公

車行經路線主要分布在三和路（如：徐匯中學、三重派出所）、正義北路（如：介壽

市場、金國戲院）、重新路（國園戲院、菜寮）等等。這些行經路線的分佈，多為傳

統上的商業區和住宅區。 

二、客運調度站場位置 

由上述（一）的資料可以看出，三重、蘆洲兩區的公車路線數量眾多，共有 53

條路線經過。然而這麼多的公車路線，除了從鄰近的新莊、五股、泰山等地調度發車

外，為了服務三蘆地區廣大的搭車人口，仍有不少路線的起迄調度站場設於三重、蘆

洲兩區，以就近停放車輛與調度班車，提供最佳的服務品質。 

站場位置設立於三重區與蘆洲區的客運公司共有下列三家：三重客運、首都客

運、大都會客運。其中發跡於三重地區的三重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與首都客運股份有限

公司，更是將營運總部分別設立於三重區正義北路及三和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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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即為三重客運（三個站場）、首都客運（兩個站場）、大都會客運（一個站場）

的分布位置與調度路線。 

三重客運 

站 名 調 度 路 線 

蘆洲一站 225、306、508 正、508 副、R9 

蘆洲二站 
221、232 正、232 副、232 高速、261、659、

806、811、BL1、國道台北-台中 

蘆洲保養廠 各路線維修保養 

資料來源：研究者記錄整理 

 

首都客運 

站  名 調  度  路  線 

三重站 39、62、226、539、662 

二重站 211、292、621、Taipei 101 接駁車 

資料來源：研究者記錄整理 

 

大都會客運 

站  名 調  度  路  線 

蘆洲站 14、274、306、508 副 

資料來源：研究者記錄整理 

 

由上述表格當中可以看出，每家客運站場的調度路線，可以說是種類繁多。 

此外，其所提供的路線班距密度亦有相當高的水準，其中除了三重客運的 232

高速、261、659；首都客運的 539、662、211、539、621；大都會客運的 274 等 9 條

路線外，其餘路線發車間隔皆小於 20 分鐘，更有多條路線班車間距更是高達 3~5 分

鐘即有一班車。因此這些站場和路線的設立，皆大大的提升三重、蘆洲一帶的交通便

利與易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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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站牌位置與分析 

（一）分布情形 

 
圖三 站牌位置分布圖        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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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圖三）為新北市三重區、蘆洲區境內的站牌位置圖，圖中綠色圓點者即為

站牌。 

本圖中的站牌位置繪製原則為，在同一條路上且雙向設站之站牌（同一站名），

取其雙向之中間點為原則，以 Garmin GPS 定位，經研究者實地記錄其站牌 TM97 座標，

於 Arc Map 上建立站牌座標屬性，繪製而成。 

此外，圖中之紅色連線乃三重、蘆洲兩區，有公車行駛之路線，可看出其運輸路

網於三蘆兩區的分佈情形。 

在圖中我們發現到，新北市三重區和蘆洲區的公車站牌位置和路線情形，大多呈

現西北-東南的走向分布，輔以些許的橫向網路加以連結，且其路線分布包含了各個

橫跨於淡水河的橋樑之上，通往位於對岸的台北市，試說明其為台北市的衛星市鎮，

與其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 

（二）站牌服務範圍之推算 

在大台北都會區裡，有著便利的大眾運輸系統，其中包含著捷運、鐵路、公車、

航運等等。其中又因為公路運輸的易達性較高，所以導致公車運輸系統的分佈範圍最

為廣大，利用的民眾也最多。 

大台北都會區裡面，公車路線眾多，且站牌設置的數量可以說是非常的龐大，通

常每隔一至二個十字路口，即有一支站牌設立；每支站牌設立的位置都有其假設的服

務範圍。 

所以本研究者互相討論下，在此試使用以下方法，來推算三重、蘆洲地區站牌服

務的範圍： 

1.經本小組實地訪問 50 位民眾，試問其所接受一特定地點至站牌位置的時間。 依

訪問數據顯示，有 30%的民眾所能接受的時間為 5分鐘之內；有 54%的民眾可接受時

間為 10 鐘之內；16%的民眾所能接受的時間在 10 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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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此，本研究小組選用比率較高的前兩項，也就是某一特定地點至公車站牌所能接

受之時間為 5 分鐘之內和 10 分鐘之內，試算站牌服務的範圍。 

3.又每個人走路的平均時間約為每小時3~4公里，在此以每小時3公里為推算基 準。 

4.依照 時間Ｘ速率＝距離 的公式推算，求得下列距離： 

  a. 5/60*3=1/4 

    所以當接受時間為 5 分鐘時，其服務範圍為 0.25 公里。 

  b.10/60*3=1/2 

    所以當接受時間為 10 鐘時，其服務範圍為 0.5 公里。 

 

（三）環域分析 

 
圖四 站牌戰250公尺範圍環域圖        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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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圖四）即為依照上一點站牌服務範圍之推算所假設之情形，利用時間乘以

速率等於距離的公式，求出當接受時間在 5 分鐘之內，得到距離長度為 250 公尺，再

利用 Arc Map 裡的環域分析功能，繪製以站牌為圓心，半徑為 250 公尺之同心圓。 

由上圖可看出，三重、蘆洲兩區的站牌密集度可以說是相當的高，各個站牌之間，

幾乎都有相交集的部份，致使民眾對於搭車的需求方面，提供了相當的方便程度。 

 
圖五 站牌500公尺範圍環域圖        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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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圖五）同上一張的環域 250 公尺範圍圖，乃利用時間乘以速率等於距離的

公式，求出當接受時間在 10 分鐘之內，得到距離長度為 500 公尺，再利用 Arc Map

裡的環域分析功能，繪製以站牌為圓心，半徑為 500 公尺之同心圓。 

由此張環域範圍為 500 公尺的圖來看，可以發現三重、蘆洲兩區，除了蘆洲區北

邊的工業區、三重區西南邊的二重疏洪道無 10 分鐘之內可抵達之站牌，其餘地點離

住家最近之站牌皆在 10 分鐘之內，若不考慮該站牌提供之路線車輛發車強度，公車

運輸路網可說完善。 

七、路線涵蓋率 

本點主要論述之資料來源，乃利用本報告前述之第六點，站牌位置與分析後的環

域分析圖為基本底圖，使用 Arc Map 軟體中 Arc Toolbox 裡頭的分析功能，將各站牌

的環域範圍做交集的動作，使其相互連結成為一面符號。接著同樣再利用 Arc Map

裡 Arc Toolbox 中空間資料統計的功能，將三重、蘆洲兩區的面積求出；此外，亦分

別求出站牌位置經環域分析且聯集後的面符號，進行面積值的演算。 

經過 Arc Map 的運算後，我們分別求得了三重、蘆洲兩區的面積，以及站牌位置

環域分析 250 公尺與 500 公尺聯集的面積。接著利用簡單的數學運算，試推算出三重、

蘆洲兩區公車運輸路網的路線涵蓋率，藉此了解三重、蘆洲地區乘車條件的優劣。 

以下分別為經由 Arc Map 運算後的面積： 

1. 蘆洲區陸地面積：6823521.68071 平方公尺 

2. 三重區陸地面積：14432059.5202 平方公尺 

3. 環域分析 250 公尺聯集：12612053.6876 平方公尺 

4. 環域分析 500 公尺聯集：20087495.4553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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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公式： 

1. 環域分析 250 公尺聯集面積／三重、蘆洲兩區陸地面積*100% 

2. 環域分析 500 公尺聯集面積／三重、蘆洲兩區陸地面積*100% 

 
圖六 站牌250公尺環域聯集圖       研究者繪製 

此圖（圖六）即為站牌環域分析，以 250 公尺為半徑之同心圓，進行聯集後所呈

現出來的圖。我們利用上述所敘之三重區陸地面積：14432059.5202 平方公尺、蘆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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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陸地面積：6823521.68071 平方公尺、環域分析 250 公尺聯集：12612053.6876 平

方公尺進行運算。 

經運算後，求出若當環域範圍為 250 公尺時，其涵蓋率約等於 59.34%，超過三

重、蘆洲陸地面積的一半，運輸路網有一定的方便性存在。 

 
圖七 站牌500公尺環域聯集圖        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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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圖（圖七）即為站牌環域分析，以 500 公尺為半徑之同心圓，進行聯集後所呈

現出來的圖。我們利用上述所敘之三重區陸地面積：14432059.5202 平方公尺、蘆洲

區陸地面積：6823521.68071 平方公尺、環域分析 500 公尺聯集：20087495.4553 平

方公尺進行運算。 

經運算後，求出若當環域範圍為 500 公尺時，其涵蓋率約等於 94.50%，可以說

是相當高的數值，也間接的証實三重、蘆洲兩區，站牌所服務的範圍之廣，若單單只

是討論站牌設立的數量與位置，不考慮路線班次的強度，三重、蘆洲兩區可以說是有

相當完備的大眾公車運輸路網。 

八、轉運節點 

新北市三重區與蘆洲區境內，於本研究報告前面曾經提到，在三重、蘆洲兩區境

內共有 51 條路線，且經本研究小組實地考察定位站牌座標，經研究整理後得到三重、

蘆洲兩區，共有 141 個不同的站牌名稱。 

所以在三重、蘆洲兩區境內，擁有著這麼多條的路線與數量眾多的站牌數量，對

於三蘆兩地的民眾而言，公車交通運輸體系可以說是相當完備。但在這麼多的路線與

站牌數量當中，並非每一條公車行經的路線與站位均相同，因此必須利用轉程的方

式，前往欲到達之地點。 

然而又有哪些公車站牌符合轉程的需求？提供民眾最快速、最多元、最方便的公

車網路，在此本研究小組將下列幾點，對於三蘆地區的公車轉程地點，提出見解。 

1.公車路線的分節點 

例如：由五股開往松山機場的 801 路線公車，在過重新大橋後，直行重新路便上

台北橋進入台北市，僅行經南三重部分，欲前往三重區東部、北部或蘆洲區的民眾，

便必需於大同路口站下車轉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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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蘆洲兩區民眾乘車調查問卷  編號： 

  您好，我們希望透過您的幫忙完成對於三重、蘆洲兩區民眾搭乘公車模式的

問卷調查表，感謝您的配合！ 
1.請問您的職業？ 
□上班族 □學生 □家管 □其它 

2.請問您平常是否需要在三重、蘆洲兩區轉乘公車？ 
□是 □否 

3.請問您的轉程站名為？ 
□蘆洲總站 □徐匯中學 □大同路口 □其他 ＿＿＿＿ 

4.請問您欲到達之地點為？ 
□新莊 □五股 □泰山 □林口 □板橋 □淡水 □其它 

☺ 謝謝您的配合，祝您健康平安 ☺ 

2.公車路線的起站 

例如：三重客運蘆洲總站，因可供選擇的路線眾多，且班距時間短。 

3.分段點 

例如：三蘆地區許多的公車路線，皆以徐匯中學站為分段點，因此如需轉程的民

眾，有許多的人皆在此站下車，以節省金錢。 

綜合上述三點，共同討論出的三蘆節點如下：1.蘆洲總站、2.徐匯中學、3.大同

路口 

（一）口頭問卷訪問 

（１）設計過程：訪問內容係根據實地訪查及蒐集整理後的資料，經由本研究小組成

員討論分析出上述三個轉運節點，將民眾可能轉程的原因及可能因

素，詳列於訪問題目上，試取得答案。 

（２）施測說明：本訪問預設施測對象為盧洲總站、徐匯中學、大同路口三站之乘車

民眾，以隨機方式詢問每站 50 名民眾，共訪問 150 人次。 

（３）受訪者：本訪問為求準確，分別訪問上午尖峰時段 20 位民眾，中午離峰時段

10 位民眾，下午尖峰時段 20 位民眾，共 150 名。 

（４）目的：欲了解乘車民眾，其轉程原因與方法。 

（５）訪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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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問券分析結果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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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上班族 家管 其它

請問您的職業

次數

 

根據統計資料顯示，學生為本研究小組問券訪問的最大宗來源，佔總訪問人數的

48.6%，其次為上班族 33.3%、家管 13.3％、其它 4.6%。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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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平常是否要在三重、蘆洲兩市轉乘公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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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選項主要之目的，乃藉由此次的問卷，可以大體推測三重、蘆洲兩區的居民

乘車是否需要轉乘，如欲轉乘則續作下一問卷選項，如果不需要訪問內容及到此結束。 

經由統計資料的整理，我們得到上圖所顯示的結果，受訪者當中共有 116 人次需

要在三重、蘆洲兩區間轉乘公車，佔總人數的 77.3%；其中另有 34 人次表示，不需

轉乘公車，佔訪問總人數的 22.7%。 

因此我們推測，在三重、蘆洲兩區地區需要轉乘公車的民眾，亦佔有一定可觀的

數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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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統計資料的結果顯式，在三重、蘆洲兩區裡需要轉車的民眾當中，共有 99

位選擇的地點，與研究小組討論出來的地點相同，共佔總人數的 85.34%，而選擇其

他站位轉乘的民眾約佔 14.66%。 

研究小組整理統計資料後發現，選擇其它站位轉乘的民眾當中，共有 5 位選擇三

重派出所、4 位選擇菜寮、4位選擇溪漧、3位選擇國園戲院、1 位選擇重新大橋，各

佔百分比 4.31%、3.44%、3.44%、2.5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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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我們也發現，大同路口轉乘的人數高達 50 人，佔總人數的 43.10%，為各站

之冠。經本小組分析後的結果，本站的地點位在台一線省道重新路上面，主要服務的

對象即為轉乘三重、蘆洲兩區的居民，往返新莊、泰山、板橋、林口、五股、台北市

等地的要衝。 

4. 

57

23

7
3 5 7

14

0

10

20

30

40

50

60

新莊 五股 泰山 林口 板橋 淡水 其它

請問您欲到達之地點為?

次數

 
 

由問卷資料整理後發現到，大多數受訪者欲轉乘的地點為新莊，共 57 人次，佔

總人數當中的 49.13%、依序為五股 19.82%、其它 12.06%、淡水 6.03%、泰山 6.03%、

板橋 4.31%、林口 2.58%。其中其他部分，各有 8 人和 6 人分別選擇八里與台北市。 

經由上述問卷的題目整理分析後，我們可以發現，三重、蘆洲兩地的的民眾乘車

位置和轉乘的關係，似乎有著一定的地緣性。以本問卷當中轉乘人數最多的大同路口

站為例，有許多的民眾在此轉車前往泰山、新莊等地，這些地點皆緊鄰著三重與蘆洲

的邊境。同理可證，選擇徐匯中學和蘆洲總站轉乘的民眾，多數皆欲前彺相鄰的五股、

八里、淡水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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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三重、蘆洲兩市主要轉乘站位圖       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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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究結論及建議 

（一） 

我們發現到三重、蘆洲兩區的大眾公車運輸網路，可以算是非常的普及與便利。

經由研究小組實地訪乘車民眾對於站牌距離接受範圍的訪問，對站牌進行環域分析，

發現若以站牌做 500 公尺的環域分析，得三重、蘆洲兩區的公車路線涵蓋率高達

94.50%，對於三蘆地區公車路網的便利性，提供了有力的佐證。 

（二） 

三重、蘆洲兩區的人口，經由內政部地理資訊系統的資料顯示，人口數眾多；但

是三重、蘆洲兩區的面積對於其他鄉鎮市，相對而言其面積較為狹小，可以說是地狹

人稠。以三重、蘆洲等地的公車營運路線圖來看，我們不難發現其行經地區多為主要

商業區和住宅區，此種情形的發生，對於三重、蘆洲等地的民眾乘車與轉乘、購物等，

皆提供非常便利的服務。 

（三） 

由問卷的調查與分析統計後，我們發現到三重、蘆洲兩區，由於公車路網的便利，

吸引了許多鄰近的鄉鎮市，如新莊區、五股區、八里區等地的民眾與此轉乘路線。 

對於三重、蘆洲兩區境內的民眾而言，亦提供了多元的乘車選擇。但是，對於三

重、蘆洲兩區前往台北市的民眾，由於有多條的公車路線前往，所以與此轉乘前往台

北市較少。 

（四） 

由研究中發現，公車的涵蓋路網範圍，於三重區西南邊、三重區東北邊與蘆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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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邊、蘆洲區西北邊，公車路網的密度與其他地方比起來較為稀疏，因為此地在較

早之前人口的數量較為稀少，為工業區或未開發地段。 

但是近幾年位於蘆洲區西北邊的蘆洲重劃區、三重區東北邊的重陽橋附近重劃區

陸續開發，大型商場的進入，致使人口逐漸移入。但是公車路線網路的發展，卻沒有

跟上腳步，實值得政府與未來客運業者在開發新路線時，應給予優先的考量，使其與

主要路網的聯繫能以更加的便利。 

（五） 

目前為止三重、蘆洲兩區對於公車服務路線較少且涵蓋率較低的地方，皆提供免

費的接駁公車與以行駛。以蘆洲區為例，位於蘆洲區東北方的水南地區，和東北部長

榮路一代的重劃區，皆提供免費的社區小巴接駁行駛，方便當地民眾的出入。 

此種方法，若於鄉各區公所財源足夠的情況下，實值得政府各級單位參考，以解

決運輸路網的不足。 

參考資料 

專書： 

伸厚國際有限公司。(2006)臺北市聯營公車路線手冊，臺北市：伸厚國際有限公司。 

臺北縣政府交通局。(2006)：臺北縣轄市區公車及臺北市聯營公車乘車資訊手冊，臺

北縣：臺北縣交通局。 

網站： 

悠遊網：http://yoyonet.biz 

實察資料： 三重客運蘆洲一站 首都客運三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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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一）三重客運 

蘆洲一站 

路線 配車 

225 

FP-973  FT-750 ~752  2U-350  2U-455~ 456  009~010-FA  353-FA  

AG-818~822 

AH-986~987  225-FE  926-FE  539~541-FG  622~623-FG  013-FL  

348~349-FL 

482~483-FL  115-FM  141-FM  766~767-FM  556~559-FN  576-FN  

602-FN  270-XH                                                 

共 39 輛車 

306 

FP-765  FP-767  FR-773  FS-719  FT-760  FT-766  FV-433  

2U-071  2U-186  2U-199  2U-460~462  2U-475  AG-835  132-FA  

143-FA  351-FA  360-FA  638~640-FB  076-FD  187-FD  

390~392-FD  231-FE  617~621-FG  011~012-FL 

120-FM  140-FM  143-FM  149~150-FM  466~467-FN  488~489-FN  

603~605-FN  619~621FN                                         

共 45 輛車 

508 正 

2U-389~390  2U-461  AG-825  AG-833  AH-990  016-FA  

259~260-FA  631-FB  393~395-FD                                 

共 12 輛車 

508 副 
2U-351~352  2U-459  2U-478  619~620-FB  627-FB  606~607-FN     

共 9 輛車 

R9 
FP-766  FT-761~762  FK-987  2U-115  012-FA  015-FA  

177~179-FD 共 11 輛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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蘆洲二站 

路線 配車 

221 

FP-975  2U-173~177  2U-179  2U-181~183  2U-205  941-FA  

185-FD  631-FG  350-FL  485-FL  471-FN  492-FN  625~626-FN     

共 19 輛車 

232 正 

FP-759~760  FR-769  FV-439  2U-057  2U-113  2U-187  2U-200  

630-FB  176-FD  227~228-FE  486~487-FL  145-FM  768-FM  

468-FN  608~609-FN 

                                                              

共 20 輛車 

232 副 

FT-753  2U-180  2U-457~458  152-FA  618-FB  AH-988~989  

927-FE  543~546-FG  625~626-FG  630~632-FG  015-FL  351-FL  

353-FL  117-FM  146~147-FM  769-FM  469~470-FN  490~491-FN  

560~565-FN  610~611-FN  623-FN  271-XH                         

共 37 輛車 

232 高 
781-FM                                                        

共 1 輛車 

261 
840~841-FC                                                    

共 3 輛車 

659 
935-FN                                                        

共 1 輛車 

806 
848~849-FC  852~856-FC  859-FC                                

共 7 輛車 

811 
606~615-FB  189-FD                                            

共 10 輛車 

BL1 
617-FB  621-FB  628~629-FB  642-FB                            

共 5 輛車 

北中線 
658-FG  661~665-FG                                            

共 5 輛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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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都客運 

二重站 

路線 配車 

211 
820-FA  822-FA  050-FD                            3 輛車固配，其

餘 292 支援 

292 

232-AC  432~433-AC  436~438-AC  433~435-FB  441~446-FB  047-FD  

051~052-FD  236-FD  518-FE  542-FE  951-FE  953-FE  960-FE  

985-FE  308~310-FG  159~163-FL  143~146-FN  767-FN  842~843-FN  

850-FN  873~875-FN                                              

共 41 輛車 

Taipei 

101 

540-FE                                                          

共 1 輛車 

 

三重站 

路線 配車 

39 

215-FA  812-FC  221~226-AC  516-FE  950-FE  959-FE  976~980-FE  

027~030-FL  138~142-FN  765-FN  836~838-FN  881~882-FN         共

30 輛車 

62 

183-FA  195-FA  199~201-FA  227~229-AC  045~046-FD  253-FE  

261-FE  508-FE  517-FE  840~841-FN  883-FN                         

共 17 輛車 

226 

AG-883  837-FA  419~421-FB  428~429-FB  833~835-FC  228~229-FD  

248~249-FD  262-FE  511-FE  513-FE  957~958-FE  305~307-FE  

362-FG  165~169-FL  132~137-FN  766-FN  839-FN  877~880-FN         

共 38 輛車 

539 
2U-798  272~276-FL                                              

共 5 輛車 

662 
813-FC                                                          

共 1 輛車 

註 1.：以上各站路線配車為研究小組自行觀察整理，僅供參考。 

註 2.：此路線配車表最後整理更新日期為 200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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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站牌位置 TM97 座標 

路名 站名 X 座標 Y 座標 

九芎街 九芎街口 297252 2774565 

九芎街 九芎廟 297065 2774623 

九芎街 九芎街 296912 2774604 

力行路 義天宮 298757 2774394 

力行路 永福街口 298638 2774131 

力行路 永發里 298726 2773650 

三民街 三民街 298939 2772894 

三民街 東海中學 298633 2773154 

三民街 三重商工 298310 2773420 

三民路 蘆洲分局 296499 2776225 

三民路 保佑村 296803 2775959 

三民路 保佑村一 297130 2775845 

三民路 蘆洲市公所 297869 2775233 

三民路 鷺江國小 297968 2775046 

三民路 三民高中 297641 2775427 

三民路 空中大學 297480 2775565 

三民路 保佑村 297296 2775708 

三和路二段 三重國小 300241 2773560 

三和路二段 長泰派出所 300421 2773436 

三和路二段 長生街口 300535 2773319 

三和路三段 德林寺 300009 2773746 

三和路三段 德林寺 299871 2773868 

三和路三段 厚德派出所 299665 2773997 

三和路四段 格致中學 299507 2771075 

三和路四段 三和國中 299323 277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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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路四段 建和新村 298840 2774500 

三和路四段 幸福戲院 298696 2774580 

三和路四段 徐匯中學 298570 2774674 

三信路 三重高中 299389 2775548 

中山一路 寶隆工業區 297608 2774663 

中山一路 中山一路 297771 2774819 

中山一路 民和公寓 298331 2774790 

中山一路 溪墘 298098 2774893 

中山二路 永安里 297294 2774498 

中山二路 寶隆工業區 297390 2774682 

中山二路 蘆洲派出所 297739 2774946 

中山路 三重市公所 299247 2772650 

中山路 中華路口 298732 2772710 

中正北路 三重商工 298404 2773498 

中正北路 忠孝路口 298716 2773319 

中正北路 果菜市場 298984 2773097 

中正北路 博愛新村 298174 2773540 

中正北路 仙公廟 297809 2773778 

中正北路 穀保中學 297522 2773818 

中正路 蘆洲監理站 297555 2774936 

中正路 蘆洲國小 297443 2775087 

中正路 中原公寓 297284 2775322 

中正路 蘆洲國中 297191 2775486 

中正路 王爺廟口 297079 2775622 

中正路 蘆洲總站 296995 2775742 

五華街 分子尾 299242 2775501 

五華街 分子尾 299316 2775430 

五華街 碧華國小 299482 2775260 

五華街 五華街 299637 2775080 

仁愛街 美美新村 298850 277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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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街 仁愛街 299511 2774823 

仁義街 五常郵局 300102 2774922 

仁義街 仁義街 300287 2774570 

正義北路 金國戲院 300189 2772902 

正義北路 三重客運 300114 2773136 

正義北路 中華電台 300081 2773302 

正義北路 三安里 300025 2773512 

正義北路 龍門路 299953 2773606 

正義北路 介壽市場 299779 2773786 

正義南路 正義南路底 300339 2772249 

正義南路 光興國小 300282 2772489 

正義南路 三重郵局 300250 2772645 

民族路 仁愛國小 297346 2775866 

民族路 仁愛街口 297659 2776041 

民族路 客運城 297877 2776001 

民族路 臨時站 298087 2775840 

民族路 樓厝一 298161 2775827 

民族路 佳佳幼稚園 298348 2775656 

民族路 玉清宮 298378 2775397 

民族路 大慶社區 298261 2775316 

民族路 鷺江國小 298014 2775173 

永樂街 永樂街 296255 2775606 

光榮路 光榮路 296494 2775649 

光榮路 忠義國小 296779 2775713 

光榮路 蘆洲二站 296839 2775760 

成功路 重新大橋 299191 2771567 

自強路 1 段 大智街口 299663 2773412 

自強路 1 段 中正堂 300024 2773205 

自強路 2 段 厚德國小 299336 2773604 

自強路 2 段 六張街口 299458 277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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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強路 3 段 永德里 299111 2773874 

自強路 3 段 格致中學 299171 2774185 

自強路五段 碧華國中 299904 2774930 

自強路四段 自強路口 299299 2774353 

自強路四段 溪尾路口 299474 2774590 

忠孝路 忠孝路 298692 2773428 

忠孝路 3 段 忠孝路口 298563 2773250 

忠孝路一段 忠孝路口 299603 2773821 

忠孝路一段 厚德國小 299338 2773860 

河邊北街 順德里 300624 2774332 

長安街 延平里 296727 2774675 

長安街 忠義廟 296531 2774846 

長安街 長安街口 296344 2775035 

長安街 永康公園 296219 2775254 

長安街 成功國小 296149 2775408 

長安街 長安街 296126 2775597 

長榮路 永平市場 296350 2775844 

長榮路 長榮路口 296423 2776089 

信義路 信義路 298307 2775293 

信義路 樓厝 298148 2775575 

重新路一段 臨時站 300631 2772902 

重新路一段 菜寮一 299093 2772300 

重新路二段 國圓戲院 300154 2772704 

重新路三段 大同路口 299957 2772664 

重新路三段 三重醫院 299666 2772569 

重新路五段 五谷王廟 297876 2771079 

重新路五段 中興街口 297268 2770822 

重新路五段 金陵女中 297114 2770642 

重新路四段 菜寮 299242 2772190 

重新路四段 重陽路口 299068 27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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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路四段 稅捐處 299113 2772565 

復興路 三民中學 297843 2775416 

復興路 民權路口 298046 2775548 

復興路 復興路 298231 2775706 

集成路 集美街 299334 2771664 

集美街 三重中學 299488 2771750 

集美街 重安街口 299674 2772012 

集美街 中興游泳池 299296 2771863 

集賢路 五華街口 298908 2775668 

集賢路 五華國小二 299793 2775563 

集賢路 集賢路 298739 2775460 

集賢路 尼加拉瓜公園 298528 2775158 

集賢路 信義路口 298427 2774927 

溪民街 慈化公園 299274 2775287 

溪民街 碧華寺 299181 2775123 

溪民街 慈化里 299254 2774854 

溪民街 福樂里 299391 2774658 

溪民街 福隆里 299509 2774462 

溪民街 歌林公司 299543 2774290 

過圳街 過圳街 299292 2772397 

福德北路 三重派出所 300666 2773079 

福德南路 福德市場 300761 2772811 

龍門路 龍門路底 300632 2774056 

龍門路 仁興街口 300436 2773990 

龍門路 仁愛街口 300204 2773913 

龍門路 德林寺 300044 277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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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專校院工業技術領域學生系統創造
力指標建構 

 

吳明雄、陳信正 

摘  要 

 

本研究以 Csikszentmihalyi 所提出的創造力系統觀點，整合個人(person)、社

會系統(social system)與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之整體架構，探討技專校院工

業技術領域傑出創意競賽學生的創造力內涵與歷程，歸納創造力影響因素以建構系統

創造力指標，未來作為系統創造力量表編製之重要參考來源。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

質性訪談及專家座談法，於第一年質化研究階段，透過立意取樣選取工業技術領域創

意競賽傑出獲獎的 19 名學生作為質性訪談對象，將訪談內容編碼後，歸納出人格、

動機、能力、知識、思考、家庭、學校、社團、規準、關係人等 10 項創造力影響因

素，第二年分析質性訪談 1,196 個受訪者之用語摘錄，再召開專家座談會以完成工業

技術系統創造力之 175 項指標，以作為檢視工業技術領域的大專校院學生系統創造能

力之指標。 

 

關鍵詞：工業技術、創造力指標、系統創造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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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incorporating dimensions of person, social system 

and cultural system in order to develop creativity indicators and a creativity scal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industrial technology field by employing literature analysis, 

interview survey and professional conference. Csikszentmihalyi’s systems model of 

creativity, which integrates individual, field and domain, was adopted to investigate the 

creativity of the students. In the initial phase of the project, it has implemented 

interviewing the winning team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contests in industrial technology. 

19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winning teams were selected by purposeful sampling and were 

interviewed for the data collection. The interview data were analyzed, coded and 

categorized into 10 creativity factors. In the next year, the 1,196 statement extractions from 

qualitative interview were inducted and grouped as 175 creativity indicators through 

professional conference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systematic creativity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industrial technology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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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創造力是人類精神現象的啟發及直覺過程，進而產生的新思想，以發現和創造新

事物的能力，蘇格拉底便認為這種新思想是透過練習，再發展成一種決策思考與技術

[1]。近年來，創造力不僅被視為是個體現象，更考量到社會文化因素，而成為一複

雜且動態系統[2]。 

以臺灣技職體系校院的教育目標而言，是以培養職場上的知識、技能、工作態度

等傳統能力與素養，強調增進創造思考及適應社會變遷之能力的學生[3]。從其教育

目標中可明顯看出，增進技專學生之創造思考能力為臺灣高等技職教育所重視。本研

究為了探索我國技專校院學生的工業技術領域創造力，乃著手進行相關研究，以幫助

學生找到自我的創造力潛能，並縮短自我探索的時間，期能將獨特的創造力加以訓

練，並發揮其發現和創造新事物的能力。 

本研究之具體研究目的為（1）分析工業技術創造力內涵與定義。（2）分析技專

校院學生工業技術創造力關鍵字。（3）建構技專校院學生工業技術創造力指標。 

貳、文獻探討 

一、創造力理論基礎 

創造力係指人類一種「創造」的能力，許多學者談到創造力各持不同的觀點，多

以自己研究的相關主題做為定義準則，但大部分的創造力研究皆指向創造力行為是種

複雜的多變數現象，受到人格特質、動機、能力、知識、思考、家庭、學校、文化及

社會等間互動的結果。Csiksentmihalyi 指出，創造力是個人思維與社會文化互動的

結果，創造力是一種系統性的，而非個別的現象[4]。一個人在培養專業技能的過程

中，同時也在發展其興趣與成就感，因而強化了創作的動機。由上述理論中可以得知，

創造的過程中可能受其知識、經驗、動機、技能與環境等因素的影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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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kszentmihalyi 也注意到文化脈絡對個人創造力的產生和發展有一定的影響

[6]。個體對創造力的影響則關係到個人的智能、知識、認知型態、人格特質、動機

等因素，依據其系統觀創造力論點，強調創造力可分為以人為中心的變數(智力、知

識、認知技巧、個性與動機)，以環境為中心的變數(自然環境、家庭環境、學校或工

作環境、工作領域)，以及其後的文化脈絡之影響等三種構面交互作用所成之系統創

造力[7,8,9,10]。本研究乃以為理論立基點，深入建構本研究之系統創造力量表。 

二、技術創造力內涵 

技術創造力是指個人運用科學知識或技術相關之知識，用更快更好的方式完成工

作，產生發明創造或是對現有科技技術的革新，達到效率更佳、更實用或更美觀產品，

並以提升整體生活品質的能力[11,12]。在資訊快速擴張的時代，技術創造力尤其扮

演重要的角色，李賢哲更進一步指出技術創造力係指在技術知識、問題解决和創造活

動過程中，根據一定的目的和任務，運用一切已知信息，產生或可能產生某種新穎、

獨特、有社會或個人價值的產品或能力[13]。由於技術的創意思維過程，必需經歷假

設驗證的歷程，才能頓悟出創新產品，而技術創造力的決策思考與技術往往展現在各

種學科與情境之中，而呈現在技術層面的謂之創新發明或創新設計[14,15,16]。在本

研究技術創造力就是個體運用所學技術相關之知識、技能與經驗，產生發明創造或是

對現有科技技術的革新，達到效率更佳、更實用之器物或更美觀之產品的一種能力。 

三、建構指標的理論基礎 

郭昭佑(2001)指出，指標系統的建構方式相當多樣化，必須考量客觀條件與使用

者需求而定，故指標建構者應考量研究的特質、目的及所擁有的人力資源後，再選擇

適當的指標建構方法。若干學則將創造力分為兩個取向，以人為中心的變數(智力、

知識、認知技巧、個性與動機)，以及以環境為中心的變數(自然環境、家庭環境、學

校或工作環境、工作領域及文化)[7,10]。Csikszentmihalyi 提出創造力的系統觀

點，一個包含個人及環境因素在內的觀點，認為影響創造力的系統成因包括：1. 文

化系統面的領域(domain)；2. 社會系統面的學門(field)；3. 個人背景面的個人



技專校院工業技術領域學生系統創造力指標建構 77 

 

(person)[2,4]。 

本研究即以 Csikszentmihalyi[4]的系統觀點為基礎，參酌前述多位學者之理論

與其他相關影響創造力的因素，重新整理歸類與定義，並從中選取十個最重要的因

素，作為本研究待驗證的系統創造力模式，其中包括：人格、動機、能力、知識、思

考、家庭、學校、社團、規準、關係人等十變項，以發展工業技術系統創造力指標及

量表。 

叁、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分析工業技術創造力內涵後，建構技專校院學生工業技術創造力指標

與量表，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分析法、質性訪談及專家座談法進行，以下分別作一敘述。 

一、文獻分析 

本研究分析多位學者之論說[4,7,9]，將工業技術創造力的構面整理成以下十

項：（1）人格因素：分為正向與負向人格構面。（2）動機因素：分為內在動機和外在

動機兩個構面。（3）能力因素：分為基本能力和後設能力兩個構面。（4）知識因素：

分為專業知識獲取與專業知識運用兩個構面。（5）思考因素：分為擴散思考和聚斂思

考兩個構面。（6）家庭因素：分為家庭支持和家庭教育兩個構面。（7）學校因素：分

為課程教學和環境設備兩個構面。（8）社團因素：分為社團參與涉入和社團成員互動

兩個構面。（9）規準：分為新奇(獨創性、原創性)及有用(實用性、適用性)兩個構面。

（10）關係人：分為「偏好了解」和「默會標準了解」兩個構面。  

二、質性訪談 

本研究採立意取樣法，挑選七項工業技術類創意競賽(2010 全國學生自製船模大

賽、2009 抗震盃、2010 第十八屆全國大專院校環保節能大賽、第十四屆全國大專院

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IRHOCS 2010 大專盃國際機器人實作競賽籃球機器人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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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創新競賽、第三屆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競賽)獲前三名的學

生，共 8 組團隊，進行個別的深度訪談，有效樣本為獲獎大專校院學生 19 名。  

訪談結束後，將逐字稿 email 給受訪學生檢視與修正，同時，加問其他待釐清問

題。之後，訪談逐字稿以編輯式分析法(Editing analysis)進行資料編碼與分類，並

進行研究者三角校正。最後以文獻探討中的十項創造力構面作為理論架構，將工業技

術創造力分析結果分類整理，包括受訪者主要敘述用語、關鍵字及工業技術系統創造

力指標命名。 

三、專家座談法 

本計畫於訪談曾獲相關工業技術創意競賽獎項之技專校院學生，透過深度訪談以

了解其創造歷程，並質性資料分析後，擬定「工業技術系統創造力指標」初稿，再邀

請參賽獲獎學生的指導教授和評審專家，增修指標內容及標示重要指標。接著邀請學

者專家召開座談會以建構「技專學生工業技術領域創造力指標」。 

肆、結果與討論 

一、在分析工業技術創造力內涵與定義方面 

工業技術系統創造力指標共歸納出人格、動機、能力、知識、思考、家庭、學校、

社團、規準、關係人等 10 個內涵與定義。 

二、在分析技專校院學生工業技術創造力關鍵字方面 

本研究於工業技術系統創造力 10 項指標中，共整理 1,196 關鍵字。 

三、在建構技專校院學生工業技術創造力指標方面 

在人格、動機、能力、知識、思考、家庭、學校、社團、規準、關係人等 10 個

工業技術創造力內涵架構下，最後歸納出 175 項指標，其中，人格構面有 22 個指標，

動機構面有 13 個指標，能力構面有 23 個指標，知識構面有 15 個指標，思考構面有

17 個指標，家庭構面有 9 個指標，學校構面有 15 個指標，社團構面有 29 個指標，

規準構面有 18 個指標，關係人構面有 14 個指標。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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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業技術系統創造力指標 

編號 工業技術創造力指標 關鍵字 編碼 

數量 

1.人格(1-1～1-15正向；1-16～1-22負向) 

1-1. 能夠高度投入創作 
高度投入創作、堅持力、勤勞、行動力、熱情、

認真 
49 

1-2. 具有高度專注力 專注、細心 7 
1-3. 個性隨和，好相處 隨和助人、好相處、乖巧溫和、忠厚老實 27 
1-4. 勇於嘗試及挑戰 勇於挑戰、能夠承擔風險、接受失敗 14 
1-5. 具有完美主義 完美主義、自我要求高 3 
1-6. 不會自我設限 接納度高、包容、不自我設限 9 
1-7. 自我意識高 自我意識高、掌控力 6 
1-8. 能獨立自主 獨立自主、沉穩 10 

1-9. 對人事物充滿好奇心 
積極、主動、求知慾、好奇、聰穎、活潑外

向 
23 

1-10. 喜歡思考 偏好思考 3 
1-11. 富有幽默感 幽默、開朗、樂觀 12 
1-12. 具有責任感 負責任 6 
1-13. 心懷謙虛 謙虛 1 
1-14. 善於交際溝通 善於交際溝通、觀察力 6 
1-15. 直觀、情感取向 情感取向、直覺、想像力 7 
1-16. 愛鑽牛角尖、固執 鑽牛角尖、固執、自我設限 3 
1-17. 易焦慮緊張 焦慮、自尊心高 4 
1-18. 個性叛逆、不易受規範 叛逆、衝動易怒 5 
1-19. 性格被動保守 保守、被動、內向、依賴、退縮  13 
1-20. 懶散 懶散 2 
1-21. 個性孤僻 孤僻、疏離 2 
1-22. 個性老成、過度成熟 老成、封閉 2 
2.動機(2-1～2-4內在；2-5～2-13外在) 
2-1. 具有自我實現的需求 自我實現 8 
2-2. 對創作主題有興趣 對主題的興趣、挑戰自我 2 
2-3. 喜歡參加競賽型創作活動 創作競賽 14 
2-4. 對實物製作有興趣 實物製作 12 
2-5. 受創作獎金吸引 競賽獎金 2 
2-6. 接受老師引薦 老師引薦 11 
2-7. 被學長姊創作經驗吸引 學長經驗分享 7 
2-8. 受朋友邀約 朋友邀約 7 
2-9. 因創作名次有助升學 有助升學 2 
2-10. 想獲得榮譽感 成就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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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因學校專題製作課程的要求 專題製作 12 
2-12. 參與產學合作案的機會 產學合作 4 
2-13. 為拓展個人視野與人脈 拓展視野與人脈 1 
3.能力(3-1～3-14 基本能力；3-15～3-23 後設能力) 
3-1. 具備精細的實物製作技能 實物製作的技能 18 

3-2. 
喜好實作及探究相關技術與新

知 
培養製作的能力、探究新概念 

6 

3-3. 
具備工業設備與儀器操作的能

力 
工業儀器、操作能力 

9 

3-4. 具備電腦軟體程式運用的能力 電腦軟體、程式 14 
3-5. 具備證照認定的專業能力 證照認可 6 
3-6. 擁有美術設計的繪圖能力 美術設計、繪圖能力 7 

3-7. 
善用敏銳觀察力以掌握創作方

向 
觀察力 

3 

3-8. 擁有高層次的邏輯思考能力 邏輯思考能力 6 
3-9. 具備跳脫常規的思維能力 跳脫常規 1 
3-10. 善於記錄創造想法與過程 記錄 2 
3-11. 具有判別問題的直覺力 直覺力 1 
3-12. 具備搜尋資料的能力 資料搜尋 3 
3-13. 擁有高度學習能力 學習力、領悟力 1 
3-14. 具有事前準備工作的能力 見習 2 
3-15. 具備時間管理能力 時間管理能力 15 
3-16. 善於組織團隊及人力資源運用 組織團體、運用人力資源 2 

3-17. 
善於運用現有資金以達最大效

益 
經費運用、採購決策力 

2 

3-18. 具備團隊合作能力 團隊合作 7 
3-19. 善於連結外界相關資源 連結外界資源 2 
3-20. 懂得尋求替代方案及資源 尋求替代方案及資源 2 
3-21. 具備良善的人際溝通能力 人際溝通 6 
3-22. 具備規劃未來職業生涯的能力 職業生涯的規劃 5 
3-23. 具備問題評估能力 預估、後續評估 3 
4.知識(4-1～4-11獲取；4-12～4-15運用) 
4-1. 能從文獻中獲取專業知識 書籍、期刊、雜誌、網路 21 
4-2. 能參考其他創作競賽的作品 其他競賽作品 4 
4-3. 能從傳播媒體獲取知識及資訊 傳播媒體 3 
4-4. 能從生活週遭來產生創作靈感 生活週遭事物 2 

4-5. 
能透過課程獲得專業知識與技

能 
學校的課程 

29 

4-6. 能在研究中學習專業技能 課外輔助教學、研究工作 5 
4-7. 能從實作中培養專業能力 實作 18 
4-8. 能從參與創作活動獲得經驗 參賽經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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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能藉由團隊討論習得概念 團隊幹部 1 
4-10. 能與校外交流獲得知識與經驗 校外人士 14 
4-11. 會到校外教育機構學習知識 校外教育機構 3 

4-12. 
能運用專業知識於競賽型創作

上 
學到的專業知識 

20 

4-13. 
具備結合興趣與專業知識的能

力 
節省創作時間 

1 

4-14. 認同理論與實務技術同等重要 課外獲的的知識及新資訊、融會貫通 4 
4-15. 能充實專業知識以提升創作 專業知識與技能 2 
5.思考(5-1～5-4擴散；5-5～5-17聚斂) 
5-1. 具備集思廣益的能力 提出想法、集合想法 7 
5-2. 能依據當下直覺尋找設計方案 當下直覺 3 

5-3. 
能試作各種可行的設計並進行

測試 
試作、測試 

6 

5-4. 
能以舊有知識為基礎來推想設

計方案 
舊有知識或常識 

3 

5-5. 
能參考他人作品，修改自己的

作品 
他人作品為基礎 

7 

5-6. 
不斷自我推翻，直到創造出滿

意作品 
推翻、直至最好 

9 

5-7. 
能藉由圖示，從簡單至複雜進

行創作 
參考、改進 

2 

5-8. 
善用失敗的設計經驗，完成最

佳設計 
步驟式 

1 

5-9. 
能構思符合競賽規則的最佳設

計方案 
接力式 

2 

5-10. 
能徵詢高手意見，進而改進創

作結果 
競賽規定 

13 

5-11. 
能運用知識，對機器設計做修

改 
他人意見 

2 

5-12. 善用隊友專長 針對某一設計、結構 2 
5-13. 能透過團體討論找出最佳方案 能力佳或經驗豐富的成員之想法 4 
5-14. 善於團隊過去實作經驗 團體 1 
5-15. 善於運用個人過去的實作經驗 個人實作經驗 1 
5-16. 能周延考量產品所需之特性 考慮現實狀況與條件 1 

5-17. 
能整合數個功能於同一件作品

上 
結合各種功能性 

1 

6.家庭(6-1～6-4 支持；6-5～6-9 教育) 
6-1. 受到家人的支持 支持 11 

6-2. 
受到個人獨特的家庭成長背景

激勵 
鼓勵自由發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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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受到家人情感的支持 情感 5 

6-4. 
家人會因課業能顧好，即加以

支持 
關注課業 

2 

6-5. 
父母從事與創作方向有相關的

產業 
從事相關產業、具相關專業能力 

2 

6-6. 
家人無相關專業背景，不會受

到干擾 沒有專業背景 4 

6-7. 家人影響自己的專業領域選擇 影響選擇 6 

6-8. 
家人提供資源與管道，增進專

業能力 
提供資源與管道 

6 

6-9. 家人給予學習自主權 學習自主權 2 
7.學校(7-1～7-8 課程教學；7-9～7-15 環境設備) 

7-1. 
會傳承老師、學長姊創作經驗

與技術 
競賽經驗、資源傳承、創作技術指導 

45 

7-2. 有老師、學長姊監督創作狀況 監督 2 

7-3. 
有老師協助組隊及報名創作活

動 
協助組隊、團隊分工 

2 

7-4. 老師會影響價值觀及人生理念 影響價值觀、人生理念 29 

7-5. 
從學校課程中習得專業與培養

態度 
學校課程、培養學習態度 

1 

7-6. 
參加校內競賽，被選出優秀創

作隊伍 
舉行徵選活動 

1 

7-7. 
會傳承自己的創作經驗給學弟

妹 
參賽經驗的傳遞 

2 

7-8. 從學校研究所中學習 學術方面的進修 10 

7-9. 
能善用學校及周遭現有的環境

及資源 
硬體設備資源 

42 

7-10. 
學校及老師會提供創作的經費

來源 
競賽經費 

14 

7-11. 
學校會保存過去創作活動的作

品記錄 
歷屆競賽記錄 

3 

7-12. 
老師和同學會形成專業學習氛

圍 
學校學習環境 

27 

7-13. 
善用校內資源，克服資源不足

問題 
資源不足 

7 

7-14. 
學校提供工讀機會，能兼顧經

濟需求 
工讀 

2 

7-15. 
學校提供歷屆器材，支持創作

所需 
歷屆作品、零件材料、機構 

5 

8.社團(8-1～8-8 參與涉入；8-9～8-29 成員互動) 
8-1. 具備社團經營及管理的領導力 經營、管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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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參加社團培訓，培養自己不足

之處 培訓 4 

8-3. 能從社團中培養出興趣及技能 培養興趣及能力 6 

8-4. 
從參與社團活動中得到經驗及

能力 經驗的運用 4 

8-5. 
參與校外活動，組織創作團隊

成員 校外活動 1 

8-6. 
從團體討論中得到靈感和解決

辦法 團體意見的整合 3 

8-7. 
會因特殊關係(地緣、嗜好)而結

識成 特殊關係 14 

8-8. 
會由學長級的人物來組織競賽

團隊   校友促成 1 

8-9. 
個人的能力可以在團體中自由

發展 成員能力 2 

8-10. 
團體討論皆有目標，效率得以

提高 團體討論 3 

8-11. 能定時有規律地參加聚會討論 規律、聚會 5 

8-12. 
團體中，每個人的意見能整合

在一起 個人意見、整合 4 

8-13. 
能以網路聯繫，克服時間及地

點限制 3C 技術、通訊工具 2 

8-14. 
能整合創作團體各成員的周邊

資源 集合周邊資源 3 

8-15. 在團體中，成員能互補長短 發揮自己專長 6 

8-16. 
在團體中，成員能自然產生領

導者 產生領導者 11 

8-17. 
團體成員可以不認同領導者領

導方式 不認同、領導方式 1 

8-18. 
團體成員能分工創作後再整合

及修正 分工、整合、修正 16 

8-19. 
團體成員能依興趣與意願分配

工作 成員興趣、意願 3 

8-20. 
團體成員能互相尊重且理性溝

通 理性溝通、尊重彼此 8 

8-21. 
團體成員能互相觀摩學習、獲

得成長 觀摩學習 3 

8-22. 團體成員能互相機動支援 支援合作 3 

8-23. 
領導者具備觀察追蹤進度的能

力 觀察 1 

8-24. 
團體成員會發生溝通上的激烈

衝突 衝突激烈、溝通不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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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團體成員能用圖畫來傳達彼此

意思 圖畫 1 

8-26. 團體成員之間能不間斷地溝通 不間斷、溝通 2 

8-27. 
團體成員能培養就事論事的能

力 保持適當距離 1 

8-28. 
歷經創作活動，成員能培養出

好情感 成員間感情的增進 1 

8-29. 
團體成員在賽前能積極培養默

契 賽前準備、團隊默契 1 

9.規準(9-1～9-6 新奇；9-7～9-14 有用；9-15～9-18 其他) 

9-1. 
設計的作品會受時下議題所影

響 
潮流趨勢 

19 

9-2. 
創作時，會突破當前技術的限

制及盲點 
突破限制與盲點 

9 

9-3. 
會運用特定技術、材料或結構

來創作 
技術、材料、結構 

24 

9-4. 
會採用具特色或創新的技術、

材料或結構 
具特色或創新性的技術、材料、結構 

11 

9-5. 
會由創造的作品再產生新的構

想及創意 
新的構想、創意 

2 

9-6. 
會考量創作品的外型美學之因

素 
外型美學 

9 

9-7. 
會精進技術、材料和構造來張

顯作品功能 
作品功能性、特定技術、材料或結構 

38 

9-8. 
能依照競賽的特性及規定製作

成品 
競賽的特性與規定 

17 

9-9. 
能以實際功能或數據明確呈現

作品 
數據資料 

11 

9-10. 
認為創作品自製比例愈高，會

愈受肯定 
執行完成度、親自製作的百分 

8 

9-11. 
認為創作品須兼備設計簡潔與

功能完善 
設計簡單、功能性 

6 

9-12. 
會參考相關創作活動成品的功

能數據 
競賽成績 

1 

9-13. 
認為創作品應能在未來運用且

具人性化 
未來生活、具人性化 

13 

9-14. 
認為作品成本要低廉，但仍具

市場價值 
商品化、成本控制 

9 

9-15. 
認為創作品得獎與參賽者的實

力有關 
競爭者的數量、實力 

1 

9-16. 認為良好的團隊分工很重要 團隊分工狀況 1 
9-17. 認為創作品要掌控非人為因素 非人為影響因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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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度 

9-18. 
認為優良的創作成品會影響人

類的生活 
影響全體人類 

1 

10.關係人(10-1～10-7 偏好了解；10-8～10-14 默會標準了解) 

10-1. 
認為評鑑人員偏好動態的作品

呈現方式 
靜態介紹、活潑、有趣 

1 

10-2. 
認為評鑑人員較易注意新穎的

設計巧思 
新穎的設計概念 

3 

10-3. 
認為評鑑人員重視介紹者的表

達及儀態 
口語表達順暢、台風穩健 

2 

10-4. 
認為評鑑人員會嚴格且公平來

評定作品 
公平性、嚴格 

1 

10-5. 
認為評鑑人員會重視作品美感

與特殊性 
外觀美感、特殊性 

1 

10-6. 
認為主辦單位會依創作者年齡

調整題目 
參賽者的身分、能力、調整難易 

1 

10-7. 
認為評鑑人員的評分會依重點

來調整 
評分重點 

1 

10-8. 
認為評鑑人員會依照評分標準

來計分 
主辦單位制定的計分公式 

9 

10-9. 
認為評鑑人員會根據規定來評

判作品 
競賽規則、適切性 

6 

10-10 認為評鑑人員具備專業知能 評審的專業知識、合理、公平的競賽規定 2 

10-11
認為主辦單位會制定完善的競

賽規則 
制定完善的規則 

3 

10-12
認為評鑑人員會給予表現優異

者高評價 
相同設計與條件、表現優異 

1 

10-13
認為參賽者的材料會一樣，以

符合公平性 
相同創作材料、公平性 

3 

10-14
運用新科技展現創作結果較易

獲得肯定 
當前科技技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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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CAD/CAM/CNC)造型設計與製造實務
－以高職「數值控制機器」實習課程為例 

 

陳俊榜 

摘    要 

 

CAD/CAM相關的電腦軟體提供了完整的3D繪圖設計平臺與NC自動加工的編程能力，

再結合高效率、多軸向加工性能的CNC銑床，不僅讓師生能夠融入豐富的創意在教與學，

也讓學生的造型設計能具體的呈現。 

本教學設計是以「激發創意潛能」為學習核心，「CAD/CAM/CNC(以下簡稱“3C“)技

能實務」為輔的教育理念。教學活動可區分為「教材實務演練、造型設計發展、NC 加工

編程設定、CNC 銑床加工操作」等四個學習階段進行。教學活動中所使用的 CAD 軟體為

「Solid Works」，CAM軟體為「CAM Works」，CNC機器為「3軸CNC銑床」。而教學目的是

要讓學生能瞭解「3C」的相關知能，並且能夠獨立完成「3C」實務，從中獲得重要的指

標能力與激發創意潛能。 

 

關鍵詞：CAD、CAM、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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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目標 

創意經濟為當代與未來主要的經濟型態，而國內創意設計與自動化尖端產業發展日

益蓬勃，也需要更多專業人力投入其中。因此，本教學活動設計乃藉由高職機械科的數

值控制機械課程，指導學生從教學活動中獲得以下三項「3C」重要的指標能力：「電腦繪

圖 3D 創意造型設計」、「3D 實體模型 NC 加工編程設定」以及「CNC 數值控制銑床操作實

務」。上述將有利於學生在未來的升學歷程與職業競賽裡，更具有競爭優勢與多元發展的

選擇，以實現自我的理想。此外，藉由本教學設計，期待能夠充份發揮「改進教師教學

方法、發展學生的學習策略」，以及「將教育理論應用於實際」等功能(蔡清田，2000)。

並達到「解決教育實際問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結合理論與實務、累積教育智慧」等

目的(黃政傑，1999)。 

因此，本教學活動設計的目的在於「使學生獲得『3C』實務能力」、「激發學生創意

潛能」、「發展教師創新教學之行動研究」與「探索教師教學設計的改進方向」。 

貳、教學設計 

本教學活動設計所配合的課程為高職機械科三年級之電腦數值控制機械實習，因此

學生應已具有機械加工、機械製圖與電腦輔助立體製圖等實習課知能基礎，藉此得以延

續與整合所學相關知能。本教學活動分為二階段，第一為實力養成，此階段以教材實作

活動為主題，目的是能熟悉完整的 CAD/CAM 軟體實作流程與 CNC 銑床操作實務。本階段

有三項學習重點： 

(一)以3D-CAD軟體「Solid Works」繪製教材3D實體模型，熟悉常用造型指令。 

(二)以3D-CAM軟體「CAM Works」分析3D模型中各項特徵，以完成加工編程參數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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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此工法執行後處理程式，以傳輸至數控機具實施自動加工。 

(三)以 CNC 電腦數值控制銑床，在完成素材定位與刀具庫參數等環境設定操作後，執行

自動化加工。 

第二為自我挑戰，此階段以個人獨創活動為主題，並藉由第一階段之實力養成，獨

立進行成品設計與製作。 

在學習成效上，學生可充分發揮個人的美感創意於造型設計，以激發個人的創意潛

能，並且在模型特徵分析與加工計劃設定過程中，能瞭解正確的加工方法與加工流程；

最後更能親自操作 CNC 機具，以完成「3C」一貫學習。因此，學生可親身投入電腦化與

自動化的製程，得以體驗創意的趣味。 

參、專業知識教學實施重點 

(一)教材實作流程分析，如【圖1】。 

 

【圖1_實作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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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建立 

 

【圖2_工程圖】 

1.草圖繪製可多利用【圖3】草圖指令，以繪製富有不規則曲線或對稱的外形。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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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徵建立時，可多利用【圖4】特徵指令，以形塑出複曲面或翹曲面等流線的造形。 

 

 

【圖4】 

(三)CAM Works 加工特徵與加工計劃基本認知 

 1.特徵與刀具關係，如【圖5】。 

 

【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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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徵與工法關係，如【表1】。 

特徵類形 屬性 加工方法 說明 

孔 2.5軸 中心鑽→鑽頭→端銑刀 內槽穴加工之下刀點 

開放槽 2.5軸 端銑刀銑削 非封閉幾何輪廓 

槽穴 2.5軸 端銑刀銑削 封閉幾何輪廓 

島嶼外形 2.5軸 90°定點鑽頭銑削 45°等邊倒角 

多(軸)表面 3軸 球形銑刀銑削 曲面，圓角 

曲線特徵 2.5軸 90°定點鑽頭雕刻 文字循跡雕刻 

【表1】 

3.ATC刀塔資料，如【表2】。 

刀具號碼 刀具型態 刀具尺寸 說明 

1 端銑刀 Ø10mm，2刃 粗銑削 

2 端銑刀 Ø10mm，3刃 精銑刀 

3 錐孔刀 Ø6mm，90° 45°倒角 

4 球刀 Ø6mm 曲面銑削 

5 中心鑽 Ø8mm 鑽孔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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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素材材質與刀具之切削參數，如表3。(材料：鋁合金 6061  刀具：鋁用銑刀)  

刀具型態 刀具尺寸 
迴轉速度

(rpm) 

進給速度

(mm/min) 
最大切削量 

端銑刀 Ø10mm，2刃 4500 340 

 

錐孔刀 Ø8mm，90°   

 

球刀 Ø8mm，2刃 8000 2100  

 【表3】(德李銑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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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AM Works 實作流程解析，如【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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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五)刀具選用與切削關係探討 

1.刀具尺寸選用 

決定刀具直徑尺寸，應以工作圖中之槽寬與內凹圓角尺寸而定，如【圖 7】 所示。

若選用直徑等於主要尺寸時，則應在加工計劃工法參數關閉"CNC補償"。 

 

 

 

【圖7】 

2.倒角(45°)銑削 

(1)加工特徵設定-加工深度： 

45°倒角屬於2.5軸加工特徵，可選取島嶼外形類型完成加工設定。此處加工建議選

用Ø6～10mm之定位/定點-鑽頭實施加工，該刀具亦可執行曲線或文字雕刻。實施島嶼外

形(45°倒角)特徵設定時，應視刀尖為循跡點，並以所選擇的外形曲線而給予理想的加工

深度，如下【圖8】所示： 

 

 

 

曲線 
特徵深度 

(加工特徵) 

側邊裕留量 

(加工計劃) 

1 1.5mm 1.5mm 

2 0.5mm 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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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2)進刀/退刀路徑重曡設定： 

以倒角加工為例，在進刀點與退刀點應有重曡的設定，才能完全切削；若置於相同

一點，則於實際切削後將出現殘料，且在模擬切削時將不會有此殘料顯示，如下【圖9】

所示。 

  

 

 

 

 

(╳) 不佳                      (○) 優良 

【圖9-1_進、退刀同一點】         【圖9-2_重曡路徑】 

【圖9】 

重曡區 

進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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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學成果 

學生作品集 

優秀作品1 工程圖 

優秀作品2 工程圖 

 

其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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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學省思 

 (一) SWOT分析 

1.優勢 

(1)機械設備性能優異，CAD/CAM軟體齊全，利於師生教與學。 

(2)為一、二年級機械加工實習與電腦輔助製圖實習課程的延伸，學生學習不中斷。 

(3)學生可獲得「3C」指標能力，未來具有競爭優勢。 

(4)可激發學生創意潛能。 

2.劣勢與改進建議 

(1)本科CNC銑床為3軸加工機，學生的造型設計是有限制的平面3D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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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CNC銑床升級為5軸加工機。 

(2) 本科僅有一部CNC銑床，且課程時數少，學生學習時間受限。 

建議1：增加一部CNC銑床。 建議2：每週增加課程時數2小時。 

 3.機會 

(1)學生可獲得尖端且多元的學習知能，學習成就高，利於本校招生。 

(2)可成為本校機械科特色招生知能學習重點。 

(3)可結合相關專業實習或專題製作課程。 

4.威脅 

(1)機器設備、工具、材料與工程專業維護費用昂貴。 

(2)電腦軟、硬體升級需要經費。 

(二)綜合活動時間規劃 

本教學中的綜合活動期間，學生活動重點為電腦設計製圖、電腦輔助加工編程分析、

CNC銑床成品加工實作與製作專題報告文件等。然而實習工廠僅有一部可正常教學與機械

加工的 CNC 銑床，為避免學生學習時間閒置，因此必須妥善規劃時間分配原則。例如：

學生操作機器加工的順序與機器使用時數限制；非加工時間時，學生可進行電腦輔助設

計製圖與製作專題報告文件。 

參考文獻 

蔡清田(2000)。教育行動研究。台北市：五南。 

黃政傑(1999)。課程改革。台北：漢文。 

德李銑刀(2012)。德李銑刀。刀具型錄，20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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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 

主題名稱 3C(CAD/CAM/CNC)造型設計與製造實務 

課程名稱 數值控制機械 教學時間 36小時 

適用對象 機械科二、三年級 教學人數 20人 

教材研究 本教學活動以自製設計之文件與成品為教材，文件內容有：「CAD軟體繪圖基

礎」、「CAM軟體參數設定」、「加工知識及觀念」、與「CNC機器基本操作」等。

文件內容以精簡的圖文說明呈現，使同學可迅速的參照與明確的操作軟體和

機器。 

學生條件 先備知能 

1.已具有機械製圖與視圖的基礎知能。 

2.已具有機械加工的基礎知能。 

3.已具有"Solid Works"電腦輔助立體製圖的基礎知能。 

學習態度 

1.學生能主動閱覽與觀察相關圖文資訊，如造形設計、公共藝術、市售產品(手

機、概念車…)等，並將其融入造型設計，展現獨創風格。 

2.學生能利用時間熟練機器基本操作。 

3.學生能詳細紀錄學習歷程並製作成書面報告。 

單元目標 能力指標 教學

目標 一、認知 

1. 認識CAD軟體造型功能。 

 

2. 認識CAM軟體操作介面。 

3. 認識CAM軟體的實作流程。 

 

1-1熟悉Solid Works於造型常用指

令。 

2-1啟用CAM Works與環境設定。 

3-1能瞭解CAM Works分析零件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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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認識加工特徵與刀具切削探討。 

 

5. 切削理論與實務的應用。 

 

6. 認識高效率切削加工概念與應用。 

 

 

二、技能 

7. 「Solid Works」3D與2D電腦製圖。

 

 

 

8. CAM Works加工編程實作。 

 

 

9. CAM Works加工參數最佳化設定。 

 

10. 加工模擬分析。 

 

 

11. 後處理程式與傳輸。 

 

12. CNC銑床基本指令與技能操作。 

作流程。 

4-1能判斷特徵與切削刀具之關係。

 

5-1能計算出正確的切削速度、轉

速、進給率、切削深度。 

6-1能了解高效率切削加工的優點並

應用於專題。 

 

 

7-1能以Solid Works軟體繪製教材

之3D零件圖與2D工程圖。 

7-2以教材為範本，發展個人創意造

型設計。 

8-1能正確的利用CAM Works建立各

加工特徵與產生加工計劃。 

8-2能正確的排序加工計劃流程。 

9-1在CAM Works的各項參數設定

中，能計算並採用最佳的數據。 

10-1能從CAM Works加工模擬所呈現

之過切或殘料狀況中，以正確數據予

以修正。 

11-1能完成後處理加工程式傳輸至

機器之雙向介面設定。 

12-1能正確的操作CNC銑床基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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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NC銑床程式原點與刀具庫設定。 

 

14. CNC銑床自動加工。 

15. 撰寫專題報告。 

 

 

三、情意 

16. 認識特殊造型於日常生活的應用。 

 

17. 培養對「3C」的興趣，啟發創意的動機

與潛能。 

18. 體會「3C」之間密切的關係。 

能。 

13-1程式原點設定與刀具庫資料設

定。 

14-1成品自動加工操作實務。 

15-1能彙整各項學習文件與紀錄以

撰寫成專題報告。 

 

 

16-1觀察日常生活中與造型設計有

關的事物。 

17-1在造型設計的賞析與獨創過程

中，能對「3C」產生學習興趣。 

18-1成品發表、課程討論與回顧。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時間 

(時:分) 

能力

指標 

教師活動 學生活動 

教學方

式 

教學資

源 
個別 累積 

 

 

 

 

 

 

 

壹、準備活動 

一、課前準備 

1.電腦軟硬體建置。 

2.機器調校與工具、材料等

準備工作。 

3.教具與教材的製作與準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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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17-1 

 

 

 

1-1 

2-1 

 

3-1 

4-1 

 

5-1 

6-1 

 

 

7-1 

 

8-1 

8-2 

9-1 

4.蒐集輔助教學相關的圖片

與影片。 

二、引起動機 

1.欣賞在生活中與造型有關

事物的圖片與影片。 

2.欣賞「3C」相關影片。 

 

貳、發展活動 

一、基本知識 

1.介紹3D造型常用指令。 

2.介紹CAM Works介面與環

境設定。 

3.介紹CAM Works實作流程。

4.分析加工特徵與刀具選

用。 

5.切削理論與實務。 

6.介紹高效率切削加工觀

念。 

二、軟體實作 

7.Solid Works 3D與2D工

程製圖。 

8.建立加工特徵與產生加工

計劃。 

9.排序正確的加工流程。 

 

 

 

舉例 

回答 

發表意見 

 

 

 

聽講、回答

問題 

 

 

 

 

 

 

 

 

 

聽講、回答

問題、上機

實作 

 

 

 

 

講述 

問答 

引導 

舉例 

 

 

講述 

引導 

問答 

示範 

 

 

 

 

 

 

 

講述 

引導 

問答 

示範 

 

 

 

單槍投

影機 

電腦 

 

 

單槍投

影機 

電腦 

 

 

 

 

 

 

 

單槍投

影機 

電腦 

 

 

 

 

 

 

00:30 

 

00:30 

 

 

 

00:30 

00:30 

 

00:30 

00:30 

 

00:30 

00:30 

 

 

02:00 

 

02:00 

 

00:30 

 

 

 

00:30 

 

01:00 

 

 

 

01:30 

02:00 

 

02:30 

03:00 

 

03:30 

04:00 

 

 

06:00 

 

08:00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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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1-1 

 

12-1 

 

 

13-1 

 

14-1 

 

 

 

 

15-1 

 

16-1 

17-1 

17-2 

18-1 

 

19-1 

10.設定加工計劃參數。 

11.診斷加工模擬切削錯誤

之方法。 

12.後處理程式、編輯與傳輸

至機器。 

三、加工機操作實務 

13.介紹CNC銑床基本指令

實務與控制器操作。 

14.設定工件程式原點與刀

具庫參數。 

 

 

參、綜合活動 

15.觀察日常生活中與造型

設計有關的事物。 

16.設計獨創造型 

17.操作CNC銑床與自動加

工。 

18.利用文書軟體將學習歷

程製成專題報告。 

19.成品展示與歷程回顧。 

 

 

 

 

 

 

 

聽講、回答

問題、上機

實作 

 

 

 

 

觀察、收集

資料、聽

講、回答問

題、上機實

作、製作報

告 

 

 

 

 

 

 

 

講述 

引導 

問答 

示範 

 

 

 

講述 

引導 

問答 

示範 

 

 

 

 

單槍投

影機 

電腦 

CNC銑

床 

 

單槍投

影機 

電腦 

CNC銑

床 

01:30 

00:30 

 

01:00 

 

 

02:00 

 

01:30 

 

 

 

 

綜合活

動時間

分配

20:00 

 

 

 

01:00 

10:00 

10:30 

 

11:30 

 

 

13:30 

 

15:00 

 

 

 

 

 

 

 

 

 

35:00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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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見之外的世界──從張大春 
〈自莽林躍出〉文本分析開始 

 

謝婉貞 

摘   要 

 

張大春為台灣解嚴以來重要的小說作家之一，其創作量多質高，小說涵蓋的種

類龐雜，文字風格多變，在探討語言與真相關係的書寫方面尤為精采，因此筆者試

著探討張大春於〈自莽林躍出〉所指涉的場域，如何經由其獨特的書寫方式來顛覆

文字語言的真實性與穩定性的企圖，反映被大眾建立起的書寫與知識之真實／虛構

的界限，並透過人類習以為常的感官活動，以眼見耳聽／嗅聞的對比方式質疑真相

的存在，經由這兩方面的探討，能歸結出其以詼諧、戲謔的手法運用書寫傳達了人

類生活的反省，並帶出作者對於語言文字被社會大眾用作唯一溝通管道的反思。 

 

關鍵詞：書寫、知識、感官活動、自莽林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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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文學作品是作者藉由書寫工具或電腦文書進行文字上的敘述，所謂「真實」的

意義能夠不斷地變化形式，作品經由作者的巧思而有不同的發揮，然而，是否意謂

著不一定能客觀反映真實？張大春，山東濟南人，1957 年生於台灣，70 年代開始寫

作，評論家以為「繁複的形式設計增加文本的多義性，打破既有的閱讀成規，然而

在表演者無所不在的輕蔑笑聲裡，看到的都是一種反啟蒙的啟蒙者的偏執與獨斷…

…」。
1
由於他的小說題材甚廣、形式創新多變，因此引起文壇的喧囂與跟風，其中

又屬對文學語言的反省甚為獨到： 

用文學來反省語言與人的關係，前有《西遊記》，如今又有張大春的《公

寓導遊》。張大春用一系列的小說，檢討語言的語態，陳述環境等對人的

支配性；像是利用新聞報導的口吻陳述一件完全虛構的事件，最後才加以

點明，頗讓人怵目驚心。──他的小說富於這一類的發明發現，人的思維

受日常語言支配的真象，於焉彰顯，不可等閒視之。
2
 

因其寫作技術與姿態上的多重變化而成為 80 年代的寵兒，創作小說的種類龐雜

與文字風格的多變使得張大春很難被定位，詹宏志曾評其：「語言真象的破壞性毋

寧不可小看，張大春在文字上做遊戲，讓讀者發現文字的致命吸引力，文字的困難

與陷阱，從而對一切官方說法有新的反省懷疑──這是積極的價值了。」
3
因此可發

現其瓦解真實以虛構，交織建造新的真實再瓦解，而後大聲宣稱、大肆嘲謔，以探

討語言與真相關係的書寫，並利用書寫來揭示語言溝通的困難與陷阱：所謂困難，

指的是語言並非真如普遍認為的，能對事實真相加以準確的記載和反映；而所謂陷

阱，則是指習慣性語言對人的思維的某種支配性，而使偽飾的內容、虛假的說詞大

行其道。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揭示，成為貫穿張大春創作的一條主線，不僅在後設

                                                 
1 黃錦樹(2003)。〈謊言的技術與真理的技藝──書寫張大春之書寫〉。《謊言或真理的技

藝──當代中文小說論集》。台北：麥田，238。 
2 詹宏志(1990)。《閱讀的反叛：大致與小說有關的札記》。台北：遠流，70-71。 
3 同註 2，72。 



眼見之外的世界──從張大春〈自莽林躍出〉文本分析開始 109 

 

小說中做了集中的呈露，在其他小說也反覆涉及，或利用各種機會加以印證，貫穿

其創作的「語言質疑」。 

貳、研究動機 

張大春的多元創作中，「魔幻寫實」是其中很特別的一類，由於含有大量「奇

幻」及「虛構」的成分，與傳統的寫實小說有別，此定義著眼在技巧與主題上，然

而多名創作魔幻寫實小說的作家各有其說法，因此他曾自言道：「許多人把〈將軍

碑〉歸為『魔幻寫實』，可是我真正稱得上魔幻寫實的大概只有〈自莽林躍出〉、

〈最後的先知〉和〈飢餓〉。」
4
詹宏志則認為，張大春用魔幻寫實的技法和面貌，

卻沒有「寫實」的企圖，恐怕說的是語言和人的關係： 

你本來認為小說家的故事是「假的」，後來你讀著讀著相信它是「真的」

，天殺的張大春卻承認他的故事是他媽的「假的」，讀者的「閱讀基礎」

就在此刻撼搖了。
5
 

在張大春的眼中，語言似乎無法溝通，就像一道圍牆，每個人則活在自己的語

言監獄中，因此筆者在此欲試著以〈自莽林躍出〉為例，沿著文本中作者所提供的

真實與虛假的界線切入討論，找出作者如何指涉、指涉的是怎樣的場域？找出經由

其獨特的書寫方式來顛覆文字語言的真實性與穩定性的企圖，而讀者在作者如同催

眠的暗示之下，進行了怎樣不自知的活動，是否如同文本中所提及的運用鼻子與氣

味，作者使用另一種模仿嗅覺的文字，讓我們不自覺地在眼睛未看見之外的世界耽

溺。 

 

                                                 
4 王開平(1988.9.21)。〈想像本事——重建作家／作品現場：張大春〉。《聯合報．讀書

人》，41 版。 
5 同註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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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書寫與知識的真實／虛構？ 

〈自莽林躍出〉是一篇混雜真實與虛構界線的小說。作家使用了記實文學的體

例，以一個我們聯想（什麼事都會發生）虛構的場域（亞馬桑河流域），述說一篇

真假交織、或是全為真實、或是全無真實的遊記。更通過報紙／新聞的傳播媒介預

設一個書寫用以傳達真實的場域，於是讀者能順理成章將自己聯想的真實，造成了

一個虛假的空間，詹宏志對此曾這麼表示： 

「無論你們相信誰的記憶，他都會在相信之後變成最真實的故事。」也就

是說，張認為真實是在「相信」之後才真實的。──所以，我們要追究的

是，什麼情況下人才會「相信」一件事是真實的。這問題還太大，張大春

諸多小說則集中處理一個問題：當事實以「何種語言」被敘述的時候，你

會相信它是「真實的」？
6
 

曾經在讀者的閱讀日誌或其他可供發表的平台上，自白曾誤以為這些是真實發

生的事件，張大春也同意「只要讀者相信，它即是真實」的說法。暫且不論〈自莽

林躍出〉是「真實／虛構」的「事件／故事」，筆者在此節欲進一步討論作者提供

了怎樣的場域，讓讀者將其與現實生活做連結。 

一、書寫的真實／虛構 

使用最簡單進入文本的問題：這篇文章是使用什麼文體？能達到怎樣的目的？

又使用了哪一種敘述視角？能夠給人怎樣的感受？如果以〈自莽林躍出〉為範例，

我們會說：這篇文章使用了記敘文、並且以第一人稱視角行文。記敘文原是用以紀

錄真實生活發生的事件，使用較平鋪直敘的文字書寫，如果其中適當地使用誇飾法

，或是譬喻法等修辭格，會恰到好處地讓文章的真實性加分，並使得文章更為人信

服，記遊的記敘文，更是真實性極高的一種文體。而使用「我」為觀看的視角，不

                                                 
6 詹宏志(1989)。〈幾種語言的監獄──讀張大春的小說近作〉。《四喜憂國》。台北：遠

流，6-7。 



眼見之外的世界──從張大春〈自莽林躍出〉文本分析開始 111 

 

但會使讀者較易進入故事所擬出的場域，也增加在遊記中的真實性。文中的張以一

種旅行文學的口吻進行書寫與紀錄，紀實的遊記將被發表在報紙之上，這樣雙重堆

疊出的真實性就更強了。 

你讀過，也聽過很多這種口吻的大眾報導。可能會信任報導的事件屬實。

問題在於：你的信任建立在對這種報導的的口吻習慣上。這種口吻可能只

是敘述一些聯想而已，我們要詳細考證一番。
7
 

如果以文體與敘述人稱為最基本「相信」的要素，那麼「新聞」、「報紙」等

看似由實地報導每日事件的文體與刊物，被以「真理」信之，如果要深入追究的話

，我們甚至會發現自己毫無理由地相信著。 

 

二、知識的真實／虛構 

 我們所學的知識是透過訊息的傳達而發生作用，它是理解的結晶，日本的野中

郁次郎(Ikujiro Nonaka)教授曾經這麼說過： 

當訊息(message)被賦予意義後，就成為資訊(information)，而資訊再經過整

理後，才轉化為知識(knowledge)。知識是人類理解與學習的結果。
8
 

學習的過程中，我們將知識內化成記憶，並在某個適當時刻從腦部的記憶區中

讀存檔案，做為吸收新知識的對應並再度重組知識。所以當某個適當、相似的特性

出現，我們無法控制地將場域與腦部記憶區中的資料作了聯結。並且不自覺地認為

那是真實。於是我們常常不自知地受到「先入為主」的記憶給愚弄。 

〈自莽林躍出〉的場域設定在一個莽林區，作者使用了南美洲、莽林（或熱帶

雨林）這些可供聯想的詞彙，我們其實並不明確知道文中的亞馬桑、祕魯、巴西等

                                                 
7 張大春(1986)。〈印巴茲共和國事件錄〉。《公寓導遊》。台北：時報，147。 
8 資料來源：知識論 http://zh.wikipedia.org/zh-hk/%E7%9F%A5%E8%AD%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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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地理位置的名詞是否指出我們所認知的位置。但當這些詞組躍然出現，讀者很

輕易地從腦部的記憶區提出的檔案便是：亞馬桑雨林是一個人類勢力或文明尚未進

入的地方，此時再加雜其他聽來的軼聞，與好萊塢電影刻意營造的凶猛恐懼未知的

原始世界，便輕易地認同了作者營造的、可能是虛擬的，這個莽林的場域──一個

文明尚未深入，傳說紛紜、真實與虛構難以定義也無須定義的神祕流域。 

文本一開始狂灌的這場大雨，傘完全失去它應有的效果，照相機、羅盤、左輪

手槍、小瓦斯爐、書籍、收音機等，這些被文明人視為理所當然的配備都變成毫無

用處的廢物，而這些雨水浸透身體、灌進腦子時，對台北所熟悉的人事物逐漸模糊

，有如創世紀時沖毀一切的大洪水，具有原型性的象徵
9
： 

然而我隱約相信：這場雨是一個完整的象徵，它象徵著亞馬桑河流域無所

不在、也無孔不入的侵略本質──是的，亞馬桑河的侵略性已經強烈到摧

毀人類記憶的地步。
10
 

 

我當時沒搭理他，我正忙著寫下一組漂亮的句子：「然而我隱約相信：這

場雨是一個完整的象徵，它象徵著亞馬桑河流域無所不在、也無孔不入的

侵略本質──是的，亞馬桑河的侵略性已經強烈到摧毀人類記憶的地步。

」
11
 

解讀文本時，受過訓練的讀者會不自覺地開始尋找文本的中心思想、隱喻、象

徵……等文本分析的要素，在文本的一開頭，作者拋下了「這場雨是一個完整的象

徵」暗示讀者開始進行不自知的分析，同時這正是作者所設陷阱的誘餌。而當我們

正忙著尋找一開頭所留下的蛛絲馬跡的閱讀期間，卻又發現作者說那是張正在書寫

的一組「漂亮句子」。 

但「雨」確確實實地貫串了文本的故事結構，它可能指涉一種原始、一種恐懼

                                                 
9 蘇曼如(2009)。〈自莽林躍出的戲劇演出〉。《國文天地》，第 6期，57。 
10 張大春(1989)。《四喜憂國》。台北：遠流，68。 
11 同註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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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非理性、一種轉折……。它是多重的一種隱喻，經由多場雨水的出現，我們

可以發現這是一個貫串故事的主軸，帶出了真實與虛幻的界線。 

事件一：張深入莽林途中所遇之雨。這一場雨，讓張（或讀者）開始對於這莽

林的原始，與其非理性能控制的龐大威力感到未知與恐懼。在讀者的期待與預期之

下，莽林的未知也在此時被讀者給定義出範圍：那必是一種巨大且具威脅的、神秘

不可知無法控制的。 

暴雨在五月一日午後兩點罩頂落下，先把我的尼龍傘砸的百孔千瘡。
12
 

 

當我將傘扔進波濤洶湧的馬拉尼翁河，任其迅速覆沒的剎那，才猛然發現

：捶打在頭髮上的雨水已經滲透了我的整個身體，沁入肌肉和骨髓，並且

從我的腳掌底部滲了出去。
13
 

 

有好些人物、事件和東西的影像或名稱在浮掠而過的瞬間只留下一些非常

模糊的輪廓，有如被雨水浸泡沖刷之後褪色消失。
14
 

事件二：塔巴洛斯族的屠殺，罹難者的人頭被大雨沖走的傳說。這場大雨加強

了莽林裡的原始氣味：神秘、難以捉摸。沒有人知道為什麼兩個民族會互相屠殺，

沒有人知道那一場大雨將那些罹難者的人頭沖往何處，而當天下午落大雨時剛好路

經了那個屠殺現場、當罹難者中的紅鼻子酋長的乾縮人頭正好擺置在背包裡，發現

自己本來是現代文明的記遊文字工作者，卻變成了參與斐波塔度傳說的一份子，那

種神祕的、不可預期的巧合正好加強了莽林給予讀者的印象。 

事件三：背包裡的紅鼻子酋長人頭在大雨時哭泣。這正是張能夠接近傳說的的

裴波塔度的原因。在遇見「裴波塔度」之前，張第一次聽聞是從嚮導卡瓦達對張深

入莽林的企圖的猜測，此神秘的字眼──與其說是神祕，不如說是一組在我們的語

                                                 
12 同註 10，67。 
13 同註 10，67。 
14 同註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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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系統上毫無意義的，也因此這個詞組較彈性，可賦予它任何意義──冒出來時，

張第一直覺便是「有可能是一部價值連城的財貨、一件考古藝術的極品，也可能是

某一民族失落已久、擁有無上尊榮的權力象徵。」
15
但在一連串的突發事件之後，張

開始採用半信半疑的態度來面對這個未知的莽林與一切事物，這裡的態度恰巧與閱

讀者相符，於是張在文章的進展中，隨著事件的發生，與讀者的情緒慢慢相結合，

而從懷疑到相信的態度，更是慢慢地影響了閱讀者。 

卡瓦達和癩子狗仍舊在我身旁，離地半尺的空氣中飄浮著。比起那三個女

人國的河南老鄉，他們這一套把戲根本不算回事了。（據說台北有家氣功

店的老闆就能這麼飄，飄時卵蛋上還可以墜十六公斤的石磚呢！）
16
 

起初張以「氣功店老闆的把戲」戲謔之，而等到真正碰見（或聞見）裴波塔度

之後，發現它竟然是一棵樹： 

裴波塔度並不頂高（至少比不上阿里山神木或拉拉山的紅檜一號），連根

處的樹幹直徑不超過兩公尺半。一幹挺擎上去，大約有二十公尺左右，在

十五、六公尺高的地方向四面八方伸展出千百支直楞楞的細幹……我拿望

遠鏡仔細眺望樹頂葉片的形狀，總絕得眼熟。
17
 

從秘寶的期待到只是一棵普通的樹，事情有了戲劇性轉變，但這並不影響此時

閱讀者的情緒，因為如果出現怎樣巨大的寶物、或稀少神秘的寶貝都不能在這裡與

文本還有真實性結合；而一棵普通的樹，不但加強了可信度，也多了一些令閱讀者

驚呼的轉折，張的情緒轉折影響了閱讀者，在這轉折之後，閱讀者不自覺地全盤接

受了張給予的任何訊息。於是，我們在討論書寫與知識的真實／虛構之間，也理出

了張大春對於感官符號的質疑。 

 

                                                 
15 張大春(1989)。《四喜憂國》。台北：遠流，69。 
16 同註 15，82。 
17 同註 1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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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感官符號的辯證 

符號具有任意性的特徵，也同時具有區別意義的功能。聲音形象並沒有任何固

定不變的確切意義，它只有與其他能指相區別方顯示意義。同樣，一個概念如不與

其他概念相區別，就會因粘連而不能顯示其確定意義。
18
〈自莽林躍出〉中，對於感

官符號彼此間富有價值辯證的問題，筆者以下稍做分析： 

(一)感官(視覺、聽覺)與真實： 

眼睛和耳朵，一是視覺、一是聽覺，耳目之間接收到的是看到的事物、聽到的

聲音，這種親身經歷應是真實存在的，就像開始探險之初，張所做的任何動作皆是

憑藉這兩種感官紀錄下遊記： 

我專心地拍照並筆記任何可以成為寫作材料的事物，偶爾做一點寫生，以

及為林中那些鸚鵡、水鼱、甚至蚊子所發出的聲響錄音。……至於接下來

的兩千三百餘哩航程，我應該擔心的恐怕只有底片和錄音帶的補充問題了

。
19
 

對於記憶與事實的重述與再現，我們常常要求證據，認為眼所見、耳所聞即能

代表真理，甚至在現今年輕人流行語中也有「沒圖沒真相」的語言。但看見了就真

的可以相信嗎？我們相信只是因為看見了？又或者是我們相信的是自己既定認知存

有的知識？我們知識庫中有「大蟒蛇吃掉小鹿」、「怎麼可能有女人國存在」的認

定，就只相信世界上我們願意相信、願意看到的事實，這不正巧是解構學者所說的

「盲視與洞見」嗎？當張接觸了莽林珍寶，他突然發現，透過視覺、聽覺所感知而

欲記錄下來的過程似乎無法代表任何意義： 

衝進我腦袋的第一個念頭是：拍張照片。可是這個念頭在下一個剎那被我

繼續上升的浮力給吹走了。我越是浮高一點，就愈是覺得拍照、寫生、錄

音甚至寫作……等等，是多麼乏味的舉動。
20
 

                                                 
18 林培欽(2003)。《張大春魔幻寫實小說研究》。北市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所語教碩士

學位論文。66。 
19 張大春(1989)。《四喜憂國》。台北：遠流，70。 
20 同註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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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文本結局裡裴波塔度的發現也解構了張旅程剛開始的堅持：寫作要專心

一致的創造、要有證據證明、文學要反映現實……等。也將文學、藝術應該是符號

構成的認定給解構（或說反諷）了：藝術應該是生活、文學應該是生活，而不單只

是符號所組成，文字只是工具，要能用以啟發更多身為人應當去正視面對的問題，

用這種反諷來讓人們重新思考面對生活： 

關於寫稿這碼事，我說的可是實話，遊記這種體材是我多年以來辛勤從事

、賴以成名的拿手絕活兒。台北藝文界就曾經盛傳過我的名言：「遊記要

當小說來寫，小說要當劇本來寫，劇本要當遊記來寫。」要問這話有什麼

真義？我自己也不頂明白，反正話傳開了，大家都信得過。
21
 

 

可能還是基於害怕受騙的緣故，我這一天的寫作情緒非常之壞，一落筆就

直覺到自己跌入亞馬桑河流域這很不真實的神話國度裡，難以自拔。更可

怕的是：我開始對自己一直信奉的「文學反映現實」的信條有了懷疑…
22
 

透過這兩段的敘述可以得到反思，我們以為眼看、耳聞即是真實，透過真實的

書寫，也能傳播正確的訊息，於是自以為是地在過我們所認為的「生活」，然而這

通通受到了嚴重的考驗。 

(二)感官(嗅覺)與真實： 

作者否定了感官的視覺與聽覺後，貫通整篇文本最常見的卻是「鼻子」的意象： 

我依然盯著卡瓦達和癲子狗的腳步，聽他們踩踏植物的動作，可是我的眼

睛和耳朵再也不能和先前一樣接觸或認識整個環境，唯一還可以派得上用

場的感官卻是我的鼻子。
23
 

 

                                                 
21 張大春(1989)。《四喜憂國》。台北：遠流，84。 
22 同註 21，91。 
23 同註 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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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眼睛、耳朵都會犯錯，只有鼻子不會，就像照相機、錄音帶儘管能夠留

下瞬間，但卻不能捕捉當下的氣味，但鼻子卻可以，它可以真正讓我們認識當下所

處的環境，這是騙不了人的。美國的博物學家黛安‧艾克曼曾經這麼提及感官的功

用： 

感官知覺不只藉大大小小各種行為使人的生命有了意義，而且還把險時分

裂成充滿生命力的碎片，將之重組為有意義的花樣。
24
 

世界上沒有什麼比氣味更易於記憶，但也沒有什麼比氣味更難描述，尤其是要

向從未親「聞」過的人描述某一種氣味，根本是不可能。我們的嗅覺精準，甚至在

同一時刻，我們能將迅速將記憶喚出。嗅覺甚至是本能，我們可以摀住眼睛不看、

摀住耳朵不聽、可以不讓食物進入口腔、可以不去觸碰，但是我們無法不呼吸。而

當隨著每一次呼吸，必須一次一次去接受外界的刺激，一次又一次去感受外在世界

所要傳達給我們的訊息。 

我一輩子也不能用照相機、拍紙簿和錄音帶捕捉的氣味──地衣的氣味、

苔蘚的氣味、鳳梨花的氣味和巨型蕨樹的氣味──幾乎像嘈雜的人群般排

山倒海地迎來。
25
 

效果直接、不需要翻譯的嗅覺也是無法被再度詮釋或翻譯的。當我們真實的嗅

聞了某種氣味，無法去言說，無法以可能被誤解的方式去描述，當然也不可能被錯

誤的描述給蒙蔽。甚至在嗅聞者要加以詮釋之前，氣味帶給人那種強烈直接的意象

早已帶領我們穿透其他，直達某種形象或情感。 

在所有關於嗅覺的問題中，有一個不斷地被提出來，這個問題消弭了人類

與動物之間的距離，那就是：我們也像其他哺乳動物一樣毫無知覺地被氣

味操縱嗎？
26
 

                                                 
24 黛安‧艾克曼(1993)。《感官之旅》(莊安祺譯)。台北：時報文化，3。 
25 同註 24，71。 
26 阿尼克‧勒蓋萊(2005)。《氣味》(黃忠榮譯)。台北：邊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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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語言而言，它具備連續性與任意性，我們將語言從一連續體上切割下來，以

此名之，並界定好某一種事物而成為我們欲表達的材料，因而語言文字的建構並非

以全整的視角去觀看，但氣味是真正不能被蒙蔽。關於事物的氣味不單只是定義，

如果有一個夠好的鼻子，我們會嗅聞到不只是粗略的分類，甚至擦上「世界上最惹

人喜愛」的味道，就能夠使人完全忽略了對方曾經厭惡的外貌，如果以味道（氣味

）做為最直接的反應，那麼我們是否如同我們自以為般的理性呢？ 

我很想對他們說：就在飄浮起來的片刻裡，我忽然了解「符號」這個東西

真是蠻無聊的；而鼻子這玩意兒又真是蠻管用的。可是我什麼也沒說出口

。恍惚之間，我隱約地知道他們也深深地呼吸著，分享著我的感受。
27
 

在文本中，最後要得到莽林珍寶裴波塔度的方式竟然是依賴鼻子來嗅聞，以呼

吸、氣味來解構錄音、照片、寫生等等方式，我們得到最好的寶物是一種我們無法

也無能留下證據的──呼吸（或說是嗅聞），那麼現實生活中被我們所依賴的語言

文字的溝通呢？似乎已喪失了它的重要性。我們過分相信自己的感官經驗，卻也無

可避免地受其限制，丹麥的行銷品牌大師馬汀．林斯壯曾經說到： 

在這個已經太過擁擠的世界，更多的溝通是沒有效果的。需要的是新的願

景，而且有情感做基礎。接下來就是要了解，品牌必須成為一種感官經驗

的延伸，超越傳統以視覺與聽覺為主的思維模式。
28
  

在現代化的生活中，消費者可能會以為我們能夠依自己的心智決定要購買的物

品，並很清楚自己的需要是什麼，但事實上卻恰恰相反。在購買者尚未意識出會受

到其他感官的影響作出購買行為時，這些賣家、品牌、產品銷售的公司早已經找到

控制消費者的方式：在販賣衣物的商店裡，可能飄散著一種我們感官接受到、但意

識並未注意到的玫瑰氣味，刺激我們消費不需要的服飾；電影院的外面總是四處飄

散著爆米花的香味，讓我們直接與看電影做連結，而後我們想吃爆米花的慾望變成

想看電影的慾望……，有太多我們尚未、或說是願意去正視的因素正控制著我們自

                                                 
27 張大春(1989)。《四喜憂國》。台北：遠流，96。 
28 馬汀‧林斯壯(2005)。《收買感官，信仰品牌》（李振昌譯）。台北：商智文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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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擁有選擇的理性與主宰權，當我們發現自己並未真的保有選擇權的時候，我們

能夠從怎樣的縫隙中得到真實？那就是去正視「自己並非真的擁有所有選擇權的傲

慢」與發掘自己總是「相信」的因素。 

伍、結語 

如果由張大春質疑語言的角度切入真實與虛構，能夠推論出在語言與文字的背

後，其不可呈現真實的原因，由哲學家開始將語言置於一尊，到了能夠反省將文字

與語言並列，而之後有可能再度衝破語言、文字的尊貴地位，將最為原始的、最難

以掌握、也是最真實呈現衝擊我們的氣味地位（或其他感官）加以提升。從〈自莽

林躍出〉的文本分析開始，理出我們所謂「相信」是建立在怎樣的因素上，進入到

文本更深處討論真實與虛構的建構，藉由文本中的鼻子做延伸，亟欲將符號的不可

動搖的地位解構，讓閱讀者更能「戰戰兢兢」地面對生活所有的表象。即便「『相

信』就有真理」，但也應該要能夠明瞭所謂的「相信」背後另外有什麼樣的涵義，

全盤接受或全盤相信會容易使人不自覺的受到愚弄，當我們以為生活中的一切理所

當然地存在，不去思考背後我們所接受或相信的原因時，那麼還有什麼「真實」需

要被尋找？更進一步地說，我們存在現代生活中，不自覺地被我們毫不懷疑的社會

秩序給愚弄，購買我們其實並不需要的「必需品」、競相購買某一種「潮流」，便

以為我們能夠購買到真正的自我……。張大春透過了創作上的突破精神與實驗性，

加以詼諧、戲謔的手法批判社會現實，這樣的書寫傳達了反省，於是我們在複雜的

現代生活中，唯有不斷地懷疑跟質詢，人似乎才能更有自覺地生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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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文化資產保存與建築史論學位論
文研究文獻回顧（2）  

－以 1982-2012 臺灣地區大學、學院
建築相關研究所博、碩論文為例－ 

A research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ul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Architecture 

Historical discussion development：In the case of 
PhD and Master Theses in 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fields within university and college, in 
Taiwan since 1982 to 2012 

 

簡聰敏 

摘    要 

 

既往臺灣地區建築史研究受制於政治與地域環境變遷等因素的干擾，成果相當

有限；特別在傳統建築研究方面，一直到近三十年在文資法頒布後與專家學者引領

鼓吹下，才逐漸受到關注。西元 1982 年 3 月 25 日，「文化資產保存法」頒布，古蹟

保存成為文化資產運動中相當重要銜接的一環，透過法制規範的途徑，保存了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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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建築等文化資產，相對地帶動臺灣建築史研究工作的推展，由單一建築專業領

域朝向跨領域整合與地域文化多樣性詮釋的進程邁進。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回溯法的調查研究，彙整歸納自西元 1982 年，「文化資產保

存法」頒布以來，臺灣地區大學、學院、科技大學等建築相關系所，有關建築史論

範疇相關研究所博、碩士論文，將所有攸關建築史研究論述的論文加以歸納，按建

築史論、城市史、文化資產、文化資產保存之構造與修復技術、建築類型、其他（現

代建築）等六類；藉以歸納臺灣地區自八 O年代以來，建築史論研究方式與學術趨

向，並藉由比較分析，探討當代文化資產保存思潮中，建築史論研究趨向與各論述

類別間存在之內在差異及相關性。本研究先期已完成自 1982 年至 2007 年 6 月彙整；

本次為第 2次彙整自 2007 年 6 月至 2012 年 6 月全國建築相關研究範疇之博、碩士

論文人工網路與實體調查彙整；未來將以每 5年為 1 個進程持續追蹤、彙整、建築

史論學術研究之發展情形。 

本研究成果，將作為驗證建築史論研究論述地域建築文化的重要觀點之一；進

一步藉由文獻回顧探討的史證說明建築史論學術研究存在由單一建築所呈現的文化

現象詮釋往地域建築文化論域擴大的現象，且傳統建築不單只是過去單/群體建築保

存價值與修復技術的探究，更深層的是如何端視人類活動與地域空間所建構的地域

文化（如：工匠技藝、匠師派別及移民系等文化流動與城市史的關係）；藉由本研究

的歸納分析作為驗證臺灣傳統建築地域性特質研究具有的時代意義與價值並瞭解自

1982 年以後迄今建築相關學術研究動態及建築史論研究之近程。 

 

關鍵字：文化資產保存、城市史、建築史、地域建築、古蹟保存、再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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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out the Taiwan architecture historical discussion and writings, main reason is 

limited in politics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 factors. In the pas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ul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architecture historical discussion research achievement 

is quite limited, special in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field. Until in March, 25, 1982, a law of 

the ' Cul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 is finish,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s became the cultural policy and principled in protect. Through the 

protection and standardizing of the decree, impel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to obtain the 

maintenance demand for the essence, that drove research work are positive and 

flourishing.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is feedback form the Master and PhD theses, in the 

architectural history correlation research fields within university and college, in Taiwan 

since 1982. According to these researches data, it can divide in five major fields, such as 

architectural theory, urban development history, culture heritage, project constructing and 

reuse technique, building types, etc. Finally, it will find out the architecture historical 

research fields development in Taiwan, since in 1990. After the relatively analyzing, 

discussion about the contemporary researches, correlation between cul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architecture historical, and the five major fields. This research is the second 

review, in the case of PhD and Master theses in the correlation research fields within 

university and college, in Taiwan since 1982 to 2012, and continue the research that 

between five years a again. 

Therefore, form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will make sure discussion points and 

important thinking in  regional architecture to exist; and keep going to making research 

values and purposes in study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regional character”. 

 

Keyword: Culture Heritage Conservation, City history, Architectural history, Regional 

Architecture, Historic Buildings Conservation, Re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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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文化資產是人類文化的象徵，是文化價值的總體，亦是二十一世紀臺灣因應全

球化地域整合，回應世界遺產普世價值的一種代表。是一種對內凝聚共同地域的文

化意識，更是集體保存文化財的一種行動；透過文化資產保存的方式彰顯地域文化

的本質與住民對文化價值的反映。 

本文將以文獻回溯方式，探討建築史與文化資產保存論述研究之相關性，特別

是 1982 年文資法立法通過以來，在官方主導下，國內建築教育相關系所對於史論與

古蹟保存、歷史建築再利用等文資保存學術研究趨向，以歷年大專校院博、碩士論

文為調查對象，進行研究論域分類，歸納其相關性。本研究成果，將呈現臺灣自 1982

年以來，各研究時序中文化資產保存的研究趨向；並作為驗證臺灣地區古蹟修護、

建築史論研究由先期多數以狹義的單體建築研究的論述觀點，朝歷史街區、聚落保

存具文化性的地域建築特質論述發展；以說明地域建築史論域的存在，並確立臺灣

建築地域性特質研究具有的時代意義與價值。 

貳、臺灣文化資產保存運動的啟蒙與反思 

回顧近代臺灣文化資產保存運動的歷程，約可回溯至 1970 年代前後，「鄉土文

學」論戰所激起的「本土熱潮」的萌芽，建築形式的反映漸趨地域系統，是一場西

方教育思潮與東方本土文化意識的矛盾與衝突現象，當時正值臺灣戒嚴時期，各項

建築與文化運動及言論仍受到政府約制及保有強烈的「正統形象」及國外「本土及

地域」特色建築的趨勢影響。1977 年林安泰古厝遷建，因百年古厝位處當時臺北市

都市計畫道路上，引發古蹟、歷史建築保存、修護與都市發展決策衝突的對立議題。

自 1970 至 1995 年期間，對於古蹟修護與保存研究，主要以臺灣地區古蹟進行調查

研究及歷史身分之確認，這對後續由政府主導文化資產保存、真實性探究及文化財

普世價值的育民推展助益良多。1982 以後，古蹟與歷史建築保存、修復及再利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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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不斷地被重視，促催文化資產法制化，逐漸提升文化資產保存在執行面的原則

性。將文化資產法制化、社造運動的極力推動及九二一大地震等重大政策與事件，

影響文化資產保存的開展，並引起各界反思古蹟保存與文化資產的定位。自 2000

年以後，我國文化資產保存邁入新局，積極與國際世界遺產保存觀念接軌，本研究

發現自 2007 年以後的 5年，我國無論在修復技術、相關古蹟、文化園區及文資產業

活化與再利用等方面相關學術研究及交流活動頻仍，特別是博、碩士論文研究方面

值得關注，表 1為本研究彙整 1982-2012 間與建築史研究相關重大事件對照。 

表 1臺灣地區（臺澎金馬）1982-2012 與建築史研究相關重大事件紀要對照表 
     時間 

    （西元） 
 
政策與事件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以後 

1970－1982 
鄉土文學反思建築史

論萌芽期. 

1987.7.15 中華民國正

式 解 嚴 ， 告 別 自

1949.5.20 起戒嚴令公

布後 38 年有餘的軍政

國家. 

臺灣在 1979 年被視為本土運動再出發的

「美麗島事件」發生；接著 1987 年宣告

解嚴。使臺灣從 1970 年代的鄉土運動過

渡到 1980 年代經濟轉型成功的臺灣，亦

促使民主文化思想的解放與反思。 

      

1982－1990 文資法公

佈古蹟保存、修復共

識期. 

1988.1.1，中華民國政

府宣佈台灣地區報禁

解除，正式打開了台

灣媒體身上的鎖鍊。

隨著報禁解除，廣播

頻道、有線電視以及

第四家無線電視台也

相繼開放，台灣人民

開始體驗新聞及言論

自 由 的 可 貴 ， 轉 眼

間，已將屆 24 年. 

1984 年指定並公告第

一批台閩地區之古蹟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係於西元 1982 年 3
月 25 日，由總統明令頒佈施行；臺灣正

式進入由官方自上而下主導推動的局

面。 

（1988.1.1，中華民國政府宣佈臺灣地區

報禁解除，正式打開了台灣媒體身上的

鎖鍊。並宣告人民言論自由的真正解禁）

1984 年指定並公告第一批台閩地區之古

蹟。 
※《文化資產保存法》是中華民國為保

存及活用文化資產，充實國民精神生

活，發揚多元文化而立之法。最早於 1982
年制定，1998 年和 2005 年曾修訂增加，

共有 11 章，104 條。我國文化資產為具

有各種價值經指定或登錄而成的事物，

可包括下列七類： 
1.古蹟、歷史建築、聚落 2.遺址 3.文化景

觀 4.傳統藝術 5.民俗及有關文物 6.國
寶、重要古物、一般古物 7.自然地景。

管理 1 至 6 項文化資產保存的中央單位

為文化部，第 7 項自然地景為農委會。 

 

 

 

 

 

 

 

 

   

1990－1999 
社區總體營造民眾參

與期 

1995 網路科技誕生，

網路資訊化讓訊息與

社群活動的關係與聯

結方式、習慣產生極

大的變革 

1997 專科學校掀起升

格技術學院及科技大

學風潮 

    
 
社造運動藉由被動的民眾參與提升民眾

文資保存概念；開始反思文化的定位與

保存課題。觀察整個運動尋找恰當的議

題並不容易。 
如：澎湖二崁聚落、台北迪化街、大溪

老街、松菸、建國啤酒廠等、雲林西螺、

褒忠、崙背等各地。 

 

  



126 南港高工學報 

 

 

1999－ 
九二一地震古蹟保存
觀念崛起，反思世界
遺產與地域建築史，
古蹟保存、再利用真
實性探索. 
2002國家圖書館於民
國91年3月啟用「參考
服務園地」系統，以
網頁表單提問方式 
開始進行數位參考服
務，至2009年底已累
積5,745次讀者提問。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
法與內容分析法，進
行量化與質化研究。 
2010－ 
2010 年 12 月 25 日，
七個縣市提出的縣市
改制直轄市案生效 
2012－ 
文化部前身是在民國
70 年 11 月 11 日成立
的文化建設委員會，
簡稱文建會。為配合
中央政府組織改造的
啟動，於 101 年 5 月
20 日將文建會改制為
文化部。 

      一、自 1995-2008 年間技職教育提升，設
有建築、土木相關設計與工程群科的專科
學校陸續改制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本研
究發現最早改制為 1995 年臺北工專改制
技術學院至科技大學；直到近期 2008 年原
中華工專改制的中華技術學院改制為中華
科技大學。 
二、921 大地震，帶來了廣泛對文資保存
相關議題，其中主要有以下幾點： 
1.現代科技對古蹟保存、修復的影響。 
2.歷史建築及聚落、街區的定義與保存  
  方式。 
3.再利用的定義與操作。 
4.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產業活化、再活化
的議題萌生與催化。 
5.都市設計中，新舊都市中城市中心區如
何維持傳統與現代風貌的並存。 
6.傳統建築修復中，修復技術與材料的研
究。 
7.從傳統建築衍化現象中，由師承技藝、
匠師風格與原鄉移民文化間的地域文化論
述。 
8.古蹟修復工程採購方式及管理維護。 
三、2010 年 12 月 25 日，七個縣市提出的

縣市改制直轄市案生效，共有新北市
（原臺北縣）、臺中市（原臺中縣、市
合併）、臺南市（原臺南縣、市合併）、
高雄市（原高雄縣、市合併）改制為
直轄市，俗稱「五都改制」。經此變更
後，中華民國全國行政區域分為 5 直
轄市、3 市、14 縣[1]。 

四、文化部前身是在民國 70 年 11 月 11 日
成立的文化建設委員會，簡稱文建
會。為配合中央政府組織改造的啟
動，於 101 年 5 月 20 日將文建會改制
為文化部。 

 

（資料來源：本研究彙整自建築師雜誌，1993：219、227；空間雜誌，1992：36；空間雜誌，1993：46；空間雜誌，

2001：127、135；空間雜誌，2002：139；雅切，1990：3；建築技術，1991：1；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Wikipedia） 

 

                                                 
[1] 臺灣的行政區域規劃始於明鄭時期，清朝於 1885 年成立臺灣省。1895 年至 1945 年受日本統治。早

在 1945 年中華民國收復臺灣與附屬島嶼後，設置行政長官公署，兩年後方改組為臺灣省政府。行政公

署將臺灣省分設 8縣（臺北縣、新竹縣、臺中縣、臺南縣、高雄縣、花蓮縣、臺東縣、澎湖縣）、9個

市（基隆市、臺北市、新竹市、臺中市、彰化市、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市）與 2 個縣轄市（宜

蘭市、花蓮市）。當時的金門群島隸屬於福建省金門縣、馬祖列島則分屬於福建省長樂縣、連江縣、羅

源縣。烏坵隸屬於福建省莆田縣、東沙島與南沙太平島隸屬於廣東省。1949 年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

臺灣省改置為 16 個縣、5 省轄市，形成今日區域之雛型。之後曾成立兩個管理局，即陽明山管理局及

梨山建設管理局。1967 年臺北市改制為直轄市。1979 年高雄市改制為直轄市，南海諸島亦交由高雄市

管轄。浙江省政府於 1949 年遷至大陳群島，於 1950 年代因大陳島撤退而廢除。而福建省亦因施行戰地

政務而虛級化，至 1992 年方恢復省政府建制，但仍為虛級省。1950 年雲南省政府遷至泰國曼谷後，於

隔年短暫的收復許多縣份，最後因撤離官兵而廢除。1998 年，中央政府實施省虛級化政策，使台灣省

政機構大幅精簡；原由省負責之政務，轉由行政院及其所屬的區域聯合服務中心來共同承擔。2007 年，

人口超過 200 萬的臺北縣升格為準直轄市，可享有直轄市等級之資源分配，而行政區則維持縣級。2010

年 6 月，桃園縣人口超過 200 萬人，獲行政院核准於 2011 年起準用直轄市相關規定。2010 年 12 月 25

日，七個縣市提出的縣市改制直轄市案生效，共有新北市（原臺北縣）、臺中市（原臺中縣、市合併）、

臺南市（原臺南縣、市合併）、高雄市（原高雄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俗稱「五都改制」。經此

變更後，中華民國全國行政區域分為 5直轄市、3市、14 縣。（資料來源：彙整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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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承襲 1970 年代臺灣文化思潮的反思與自由言論的解放，自 1990 年代開始，

臺灣的傳統建築修護工作與研究，古蹟、街區保存、歷史建築保存與再利用等相關議

題，受到臺灣都市設計發展的相互制衡，社造運動也藉著部分自發性與被動的民眾參

與提升民眾對文資保存文化概念的提昇與文化意識；開始反思文化的定位與保存課

題。九二一震災之後，當大家全面關注都市防災，並倡導後工業時期新建築的存在方

式與意義的同時，更引起臺灣對文資保護反思與文化覺省的討論，文化資產保存法歷

經多次修法與政策執行的修正漸趨完備，得以繼續朝捍衛臺灣文化資產保存運動邁

進。並催生了文資保存相關議題，主要相關的論點整理如下： 

一、現代科技對古蹟保存、修復的影響。 

二、歷史建築及聚落、街區的定義與保存方式。 

三、文資活化、再利用的重定義與操作檢驗。 

四、文化創意產業與文化產業活化、再活化的議題萌生與催化。 

五、都市設計中，新舊都市中城市中心區如何維持傳統與現代風貌的並存。 

六、傳統建築修復中，修復技術與材料的研究。 

七、從傳統建築衍化現象中，由師承技藝、匠師風格與原鄉移民文化間的地域文化

論述。 

八、古蹟修復工程採購方式及管理維護。 

以上相關議題的歸納，彙整自 1982-2012.6 技專校院建築相關研究所碩博士論

文的初步發現，從其論域的範圍分佈與論點可以得知各時期間重要議題與研究對象

存有密切的相關性。其中，2007.6-2012.6 建築史論研究方面的論述，更是明顯由

前期自單體建築修復及歷史理論研究朝群體、聚落、城市等地域性研究來擴張，研

究歸納中亦發現自 1995 年後原技職教育中專科學校陸續改制為技術學院、科技大學

或改制為大學（如：臺灣科技大學、臺北科技大學、雲林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

金門大學、康寧大學等）；且紛紛成立研究所朝技術與實務性研究論文發展；有趣的

是在歸納 2002 年以後至 2007.6 間及 2007.6-2012.6 間，這兩個時期大學與技術學

院/科技大學的研究論域也存有顯著的差異情形，其中發現兩個最大的改變值得後續

研究追蹤，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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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2-2007.6間大學及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建築相關研究所在建築歷史理論研究

方面，大學間研究論域的差異性不大，以成功大學論文產出數1346篇最多，遠

遠超過其他大學，且主要以城市史中城市形態與類型的15篇、個案研究案例19

篇及文化資產保存中理論建築研究的65篇為最多；同時期建築史論相關論文研

究方面有淡江大學52篇、中原大學82篇、臺北藝大9篇、樹德科技大學46篇、中

國科技大學13篇等，值得注意的是這幾校在第2次研究彙整中發現積極朝文化資

產及傳統建築研究方面有明顯發展趨向；另，本研究第1次彙整研究期間，亦發

現臺南藝術大學於文化資產相關法令研究20篇著墨最深，以上整理足證臺灣文

化資產保存在學術研究活動上由早期多以傳統建築/都市空間作為個案類型、型

態等單點、單層次且多為二元論的研究轉為強調以地域脈絡為主體的多層次文

化研究整合所呈現臺灣地域文化資產特徵的研究方向。 

    從臺灣地區技專校院研究論文產出數量統計與相關研究議題的質性觀察

發現，本研究時序間博、碩士研究論述所撰寫的畢業論文與當代建築發展的重

大相關議題有顯著相關。進一步發現相對以建築歷史理論研究範疇的觀點，自

2007.6至2012.6期間傳統建築匠師技藝及工藝技術的研究趨勢最為明顯，足以

說明臺灣傳統建築研究在早期研究論述中可以歸納出存有文化多樣性與具趣味

匠藝風格特質等現象；因此，傳統建築地域匠派特質研究是臺灣文化資產保存

研究論域的重要議題之一，亦是中國傳統建築具地域文化特質的重要一支，值

得觀注。 

二、經本研究自前期彙整1982至2007.6（共6項25類約87種研究議題）過渡到2012.6

（共6項31類近250種研究議題）；從資料發現後工業時期臺灣在建築與都市發

展在專業分工方面漸趨細緻；反映在學術研究向度上則是呈現無論是否研究當

代或傳統建築知識論域，在專業知識論域的研究分工與議題亦從單項單一種類

型研究議題朝單項多種類型議題研究的探討，並呈現跨知識論域整合型態的研

究發展，例如：相關研究論述除需要建築及設計專業領域外，亦需城市規劃、

歷史、文化地理與地理資訊、企業及不動產物業經營管理、資訊管理、宗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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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民眾參與等跨相關專業整合研究模式。端視臺灣傳統建築研究以早期建築

史論、城市史、古蹟保存與修復技術及傳統建築單(群)體類型與型態、地方材

料應用及匠師匠派技藝脈絡等相關研究成果，作為建構當代文化資產保存相關

議題整合的基礎，進而與國際世界遺產接軌，藉以彰顯臺灣傳統建築特有的地

域特質。 

參、研究調查與資料彙整 

一、基本調查與取樣 

本研究主要採文獻回溯、相關性統計及綜合分析方式進行，於 2008 年間初次

於文化資產論壇研討會中「以 1982-2008 年間當代文化資產保存與建築史論學位論

文文獻研究回顧」為題，論述臺灣建築史研究與文化資產保存的發展演進及藉由我

國大專校院建築相關學系研究所博、碩士論文資料庫搜尋彙整學術研究關注的相關

議題。距 2007 年 6 月上回第 1次資料庫搜尋彙整，時序尚缺彙整間隙已有 5年（至

2012 年 6 月 15 日）沒有持續追蹤。另，藉由參與建築史論相關學術研討活動及資

料初步蒐集與判斷，發現這 5年學術活動在建築史論方面存有以文化資產研究為主

體，城市研究中以形態與類型及地域建築研究為主要發展趨向，如附表 6所示。 

因此，本研究接續以臺灣地區（臺澎金馬）大學、學院建築史研究相關研究所

博、碩士論文作為研究調查對象，相關論文著作以資料庫統計調查與蒐集方式，採

國家圖書館、教育部 100 學年度公告統計之大專校院相關學院校、系等網路資料庫

查詢與國家圖書館及大專校院相關系所圖書館實體資料庫博、碩士論文調閱並進方

式進行。並以國家圖書館博、碩士論文網路查詢系統為主；大專校院、市立圖書館

博、碩士論文查詢系統為輔；接續前期研究蒐集自 1982 年至 2012 年 6 月間，以建

築史及文化資產研究相關研究為題之發表論文，依研究論域、性質、議題，及指導

教授研究趨向，將其加以區分為史論、城市史、文化資產、文化資產保存之構造與

修復技術、建築類型及其他等 6 項研究範疇，按屬性區分 21 個建築史論及 6個現代

建築相關類別，每個分項並加列「運用衛星遙測系統輔助研究 （GIS、GPS、GP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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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利進行歸納與統計，且較前期分列的 19 個屬性與 6個相關類別與項目更為細緻，

以求精確的統計數與歸納分析的彙整結果。 

接續前期研究，本次研究對象自 33 所設有建築與設計相關學院校系的大專校

院 (大學、科技大學等)中共計 44 研究所，在與前期研究對象比對後，依論文研究

領域項目共彙集 7677 篇與建築研究類範疇相關論文；較 5 年前研究的統計數 5126

篇，相距 2551 篇，在學術研究論文著作數量上較前期成長 49.8%，顯示 2007 年至

2012 年這 5 年間我國大專校院建築相關學院系所進行學術研究活動頻仍且較前期

博、碩士論文產出數量成長近 50%，論域亦集中在現代建築；反觀，文化資產與傳

統建築論域相關論文僅成長 3.6%，如表 6、6-1 比較所示。本次研究計瀏覽臺灣地

區 100 學年度教育部公告之 159 所公私立大專校院，如圖 2、圖 3所示。 

本研究第 2次調查取樣以 2007 年 6 月臺灣地區（臺澎金馬）大專校院中 59所

研究所中，搜尋與建築及設計研究領域相關之研究所進行調查對象的確認與數量統

計，並逐一比對各相關領域研究系所的成立時間、發展歷史，及歷年論文發表數量。

依論文研究範疇、發表期間、事件、論域、類別加以統計彙整，並以表列方式彙整

統計數資料。本研究自 32 所大專校院計 59 所研究所共統計 7843 篇博、碩士論文，

其中大學 6223 篇佔 79%；科技大學(含獨立學院及技術學院)1620 篇佔 21%。科技大

學自 1998 年後紛紛自技職專科制教育體系依教育部大專校院設制辦法升格為技術

學院及科技大學，並逐步設置研究所，因此，自 2000 年以後才有科技大學學術論文

產出，其兩者關係如下圖 1、圖 1-1 所示。 

 

 

 

 

 

 

 

 

 
 圖 1 1982 年-2007 年 6 月間大專校院建築史論相

關論文數統計圖（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統計整理）

 圖 1-1 1982 年-2012 年 6 月間大專校院建築史論

相關論文數統計圖（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統計整

理） 

796,15%

4411,85%

大學建築史研究相關論文

數量
科技大學暨獨立學院建築

史研究相關論文數量

6223, 79%

1620, 21%

大學建築史研究相關論文

數量

科技大學暨獨立學院建築

史研究相關論文數量



當代文化資產保存與建築史論學位論文研究文獻回顧（2）  

－以 1982-2012 臺灣地區大學、學院建築相關研究所博、碩論文為例－ 131 

 

 

 

二、取樣誤差及限制 

本研究基本調查取樣，主要依取樣範圍及對象分類為主，自教育部 100 學年度

全國大專校院分佈概況中，設置建築相關研究所有相關學術博、碩論文著作產出，

其論文相關著作已登載錄於該所學院校系研究所或國家圖書館網路資料庫中；或相

關博、碩論文著作紙本已送交存於該所學院校系研究所或國家圖書館各校學術研究

論著陳列室中，提供調閱者等，作為本次主要研究統計的調查取樣母群。本研究採

人工取樣統計，調查取樣以第 1次 1982 年至 2007 年 6 月間大專校院論文統計數，

進行本研究 2 次取樣調查作為基準，重新自 1982 年至 2012 年 6 月自母群樣本中採

逐筆統計取樣方式計算，並以「正」字作為劃記計數標記。其中出現兩個發生於取

樣的誤差現象與限制，於此說明如下： 

（一）調查取樣過程，發現前期未記入之新的取樣數，如「臺北藝大」本次研究新增

9 篇重要建築史論相關論文，為前期第 1次調查中因臺北藝大建築相關系所調

整與研究論文產出數調查疏忽遺漏而未記入，雖數量不足以影響前期統計結

果，卻也印證本研究取樣過程實存人工採記的取樣範圍與對象誤差。後續研究

時若加入跨領域取樣時，便需更謹慎於取樣時定義對象及分類方式藉以控制此

變因。 

（二）承（一）所述，取樣誤差經歸納可能產生的因素有二，一為取樣時發生重複取

樣計數（+1）及略過取樣計數（-1）的情形。二為發生在統計數加減計算過程，

因全國大專校院建築相關學院系所數量多且論文數量統計數均為逐校逐筆加

計增減；雖重複驗算統計數至少 3次，但統計過程仍存有發生算術誤差可能性

（如經常發生大學/科大的論文數總和與大專校院建築史論相關研究分類與論

文統計數不符），經取樣單項及總量誤差計算，發現本研究論文統計方式無論

單項或總數誤差，均為 2%以下之統計數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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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100 學年度 60 所國立大學校院分佈圖 

（資料來源：2012.6 下載自教育部

http://ulist.moe.gov.tw/） 

 
  圖 3  100 學年度 99 所私立大學校院分佈圖 

（資料來源：2012.6 下載自教育部

http://ulist.moe.gov.tw/） 

 

三、調查結果 

（一）初步統計：本研究相關量化統計、描述推論，係歸納分析自表 2、表 3、表 4、

表 4-1、表 5、表 5-1、表 6、表 6-1 等統計數據彙整資料，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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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臺灣（臺澎金馬地區）1982-2012.06 大學建築史研究論域相關研究所分佈現況一覽 2012.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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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高雄大學                   ● 

※

17 

    1 

22 宜蘭大學                    ●

※

18 

   1 

23 康寧大學              ●

※

8 

         1 

建築類理論與實

務研究相關研究

所統計數 

10 2 1 1 2 1 2 1 1 1 3 1 1 1 1 2 1 1 1 1 1 1 6 43 

◎※3-1：逢甲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前身為 92 年 8 月成立景觀與遊憩研究所碩士班，另於 95 年 8 月成立碩士在職專班。之後為回應社會多元化趨勢，

及景觀與遊憩跨領域整合性功能的學習導向，並配合教育部施政方針，於 96 學年度更名為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至 92.6-2012.6 共計

有 73 篇論文產出。 
◎※3-2：逢甲大學「歷史與文物管理所」，前身為 74 年 2 月正式成立的歷史教學組，隸屬教務處，承擔全校歷史課程之規劃與講授、編輯中國通史與中國現代史教材，

並依教師專長支援相關通識課程。82 年 8 月，歷史教學組改隸新成立的人文社會研教中心（籌備）。88 年 8 月，因兼負通識人文課程的開設與教師聘任，改稱歷史與

人文教學組，並改隸新成立的人文社會學院。91 年 8 月，人社館裝修完成。於 90 年申請成立歷史與文物管理研究所。90 年 8 月，歷史與文物管理研究所奉准成立，

91 年 8 月開始招生。自 94 學年度起截至 2012.6 計有 33 篇論文產出。 
○：中華大學「景觀建築研究所」，因研究屬性與「建築與景觀研究所」相近，為簡化統計數歸為同類。 
▓：金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因研究屬性與金廈兩岸地域「建築系及研究所」相近，為簡化統計數歸為同類。 
□：為全國公私立大學中除原設有建築學系及建築研究所之學校外；另設有土木工程研究所且研究範疇與建築學研究相關或建築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名額設至於下。其

論文需與建築類相關論文產出統計數將另表彙整。 
●□：並存為另設有博士班。 
※1：成功大學建築系創立於 33 年(1944 年)，是國內大學建築相關科系中歷史最悠久者。大學部自 33 年起(1944 年)以培養基礎建築人才為宗旨。57 年 8 月因應社會產

業需要成立碩士班，招收相關科系畢業生，培養更專精的建築人才。80 年 8 月增設博士班，培養建築相關領域的研究人才及師資。建築研究所主要以設計、規劃、史

論、工程、結構、環控等六大專業範疇作為產官學研究論域並與都市計劃、歷史、臺灣文學等系所進行跨領域研究整合。本研究彙整自 1982 年至 2012.6 止計共有 1214
篇碩博士論文產出，其中，自 2007.6 至 2012.6 止計有 288 篇碩博士論文產出，在建築史論研究方面特別在世界遺產與文化資產、城市類型與型態、街區及聚落及傳統

建築結構與構造部分著墨最深，並以城市型態與類型的研究產出最為彰顯。另研究發現對於傳統建築保存修復、匠師技藝脈絡與作品風格研究甚少，值得注意。 
※2：淡江大學建築學系成立於 53 年(1964 年)，碩士班成立於 70 年(1981 年)，博士班課程於 93 年(2004 年)起開設於土木系博士班建築組。碩士班目前分成建築與都

巿設計組、建築與都巿理論組、建築技術組三組，針對目前台灣專業環境的發展趨勢，配合專、兼任老師專長與研究方向，整合成四個教學研究方向，包括：建築理

論與歷史、地域文化、綠色建築及電腦媒體與新形式等。淡江建築以實務為主並與學術研究整合，經常舉辦國際研討、社區地區型建築及生活講座及邀請國外知名學

者及建築師到本系演講及共同教學(專門客座教授)，相當具全方位建築專業教育發展的大學，自 1982 年至 2012.6 止計共有 657 篇博碩士論文產出，其中，自 2007.6
至 2012.6 止計有 95 篇博碩士論文產出，在建築史論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理論建築中的世遺(戰遺、產遺等)、傳統建築理論、教育、信仰儀式、風水學、文化與地景現

象、符號學、記號形式、民居形式、建築風格、建築史論等相關研究為主，值得注意。 
※3：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研究所」，於（98 年）97 學度年以前為建築與都市計劃學研究所，為分辨其研究論域發展，以此加註說明。 
※4：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文化資產組」，於 99 學度年以前為文化資產研究所，為分辨建築史論研究論域發展，以此加註說明。 

※5：銘傳大學「建築與都市防災研究所」，於 96 學度年起始有畢業論文產出；另外，「建築研究所」，於 99 學度年起始有畢業論文產出為分辨其研究論域發展，以此

加註說明。 
※6：金門大學 94 年 8 月 1 日正式招生，原名「建築與文化資產保存系」，96 年 8 月改名為「建築系」，再於 99 年 8 月 1 日因應由「國立金門技術學院」升格並改制

為「國立金門大學」，併正式更名為「建築學系」。於 102 學年度始成立建築研究所碩士班截至 2012.6.尚無論文產出。另外，土木工程學系於 97 年度始成立「防災與

永續研究所」碩士班截至 2012.6 計有 9 篇畢業論文產出。另，閩南文化研究所，前身為閩南文化研究所中心（民國 93 年成立），經 2 年的籌備，在民國 95 學年度奉

准成立招生，創所所長為江柏煒博士，主要發展聚落及建築史、民俗學、民間文化、文化人類學、文化資產保存、僑鄉研究等領域，並與建築系合聘有劉華嶽博士、

曾逸仁博士、吳秉聲博士，培育古蹟修復及檢測之人才，至 2012.6 止共有 12 篇論文產出。上述閩南研究所、建築研究所及土木工程中防災與永續研究所各屬設置於

人文藝術學院、社會科學院及理工學院中。 
※7：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成立於 80 年（前身為室內空間設計系，於 91 年（2002）年更名），於 2007 年設立建築設計學系研究所碩士班，且系所合一。實踐大學「建

築設計研究所」，於 97 學度年以前為產品與建築設計研究所，為分辨其研究論域發展，以此加註說明。自 2005.6 至 2012.6 止計有「產品與建築設計研究所」46 篇畢

業論文產出，「建築設計學研究所」2 篇畢業論文產出，共計 48 篇。其中，研究歸納發現多為與生活息息相關之產品建築設計(ex:冰箱空間、家具空間、文具運用行為

設計等)及設計理論與方法論之研究論域為主。 
※8：康寧大學「資產管理與城市規劃研究所」，於 97 學度年以前為立德管理學院地區發展管理學研究所，為分辨其研究論域發展，以此加註說明，自 2008.9 成立至

2012.6 共計有 20 篇論文產出，且全部集中於 100 學年度。 
※9：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成立於 52 年 3 月，原屬工學院，82 年與景觀系及市政系整合共同成立環境設計學院，創立人盧毓駿博士留學於法國巴黎技術

學院。「建築及都市計劃(設計)研究所」，於奉准成立建築暨都市計畫研究所，本所原成立於 51 年 3 月，原名「實業計畫研究所工學組」，授予工學博碩士學位。另為

配合國家產業環境變遷及教育部系所整合政策，遂於 75 年 8 月奉准停招。並於 84 年 3 月恢復成立「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91 年繼續成立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

博士班。98 年 10 月經教育部許可系所正式合併，更名為『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研究所』，自 1997 年以來共計 199 篇畢業論文產出。另，87 年成立「市政暨環境規劃

學系」該系前身為 54 年成立的「市政系」，於 90 年成立「市政暨環境規劃研究所」；自 2002 年以來共計 58 篇畢業論文產出。同為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的「景觀學

系」(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 原名為「造園暨景觀學系」，係於民國 70 年奉教育部核定成立，設於農學院下，為國內大學部中第一個創立推動景觀建築教育與

培育景觀專業人才之科系。於 83 年 5 月 14 日奉准更改系名為「景觀學系」。91 學年度景觀研究所碩士班奉准招生。自 92 年至 2012.6 共計 90 篇碩士畢業論文產出。（※

詳細自 1982 年後 2012.6 論文產出數量以本研究最末統計總數為據） 
※10：「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之前身為「傳統藝術研究所」和「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分別奉教育部核准於 82 年與 91 年成立。為順應國際世界遺產與文化資

產保存潮流及因應國內歷史建築及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創新的新思。將原來 2 所研究所整合 2 所資源，並自 100 年奉教育部核准，正式成立「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自 1995 年起至 2012.6 止「傳統藝術研究所」計有 101 篇畢業論文產出，另自 2004 年起至 2012.6 止「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計有 47 篇畢業論文產出，共計 148 篇。

經研究歸納發現原「傳統藝術研究所」自 85 年第一屆研究生畢業至 90 年止其論文研究範疇多為無形的文化資產作為研究主要走向（ex:人文戲曲、音樂、美術、文學、

家具、原住民及各家藝術等）。之後，「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成立，「傳統藝術研究所」見有形文化資產研究的重要性，故自 90 年以後 2 所研究所研究導向則轉為

以文化資產保存及文化創意產業相關之領域，特別是歷史/傳統建築研究及文化資產保存中特殊技藝方面，如：大木作、彩繪、石雕等臺灣傳統建築技藝等及各工藝種

類在傳統建築技藝的展現，除作品的呈現與比較外，就各領域工藝技術的大木匠師、石雕師傅、彩繪師傅、剪黏師傅等等其作品風格與地區文化展現之關係為主要研

究方向；自 2009.6 後產出的畢業論文主要以打石、剪花、大木構件（瓜筒）等匠師技藝風格與特色方面；另外更積極在歷史建築再利用及文化資產保存研究方面進行

研究範疇之專研。 
※11：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2007.6 至 2012.6 共計 57 篇畢業論文產出，且均為設計理論與方法論建構之論文。 
※12：臺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及「古文物維護研究所」2007.6 至 2012.6 共計 72 篇畢業論文產出。「建築藝術研究所」研究範疇多涵蓋設計理論、方法論；

「古文物維護研究所」則多數探究建築材料應用及木構材料修復技術、彩繪塗裝特色等相關論述之論文。 

※13：聯合大學「建築研究所」成立於 97 年，至 2010.6 共計 5 篇畢業論文產出。 

※14：中華大學「景觀建築研究所」主要以環境生態研究為主至 2012.6 止共計 17 篇畢業論文產出。另，「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研究所」主要以現代都市環境因子評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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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空間使用可行性評估、老人居住空間規劃設計等零星研究議題為主。 

※15：華梵大學「建築研究所」自 2007.6 至 2012.6 共計 13 篇畢業論文產出，以社會空間、性別空間、文化地景、理論建築及傳統建築零星研究。另，「環境與防災研

究所」則多以防災之方法及儀器設備試驗、評估及監控結構破壞與材料應力應變及生態工法為主要研究範疇。 

※16：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成立於 94 年，自 2007.6 至 2012.6 共計有 68 篇畢業論文產出，與校內「環境與藝術研究所」研究領域不同 。經研

究歸納發現以地利之便，其研究議題及體材均與嘉義地區地方性（社區）祭祀活動、廟宇慶典與廟宇建築、地方聚落活動、性別空間等等以藝術為主體的建築藝術論

述研究為主。特別是傳統建築理論與西方基督教宗教儀式的關係所反映出來當時的人類文化活動。  

※17：國立高雄大學在 89 年 2 月 1 日成立，而「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於 91 學年度（91 年 8 月 1 日）正式成立。另於 101 學年度（102 年 8 月 1 日）正式與「傳統

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合併為「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於「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學術研究期間自 2003.6 起至 2012.6 止共計 192 篇論文產出。其中，自 2007.6 至

2012.6 計有 122 篇論文產出，傳統建築研究方面主要以傳統建築的材料與工藝技術研究及結構分析為主。（「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與「傳統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

向教育部申請提報 101 學年度合併，合併後名稱將為：「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碩士班名稱為「都市發展與建築碩士班」）。 

※18：「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成立於 92 年，自 2005.6 至 2012.6 期間共計 50 篇論文產出；自 2005.6 至 2012.6 期間計有 41 篇論文產出。 

※19：本校創立於民國三十八年，前身為省立行政專科學校、行政專修班、省立法商學院、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民國八十九年改制為國立臺北大學（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擁有臺北（民生校區、建國校區）及三峽兩校區。本校素以法學、商學、公部門領域之教學研究，以及培育國家一流公務人才、社會中堅骨幹著稱。近年

來有鑑於加強人文、藝術、電機、資訊等領域之發展，並於民國 98 年起兩度獲得「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本校是台灣最早成立的大專校院之一，更是

國內第一個創設進修部（夜間部）的大學；民國 100（2011）年二月與臺北科技大學、臺北醫學大學籌組成立「臺北聯合大學系統」，獲教育部核定，成為我國第二個

聯合大學系統。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民國 89 年改名為臺北大學)1966 年，政府鑑於台灣都市化日深，都市發展問題日益嚴重，國人對此缺乏經驗，乃申請聯合國派遣都

市專家顧問團來台協助。為配合該團隊工作，政府特於行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CIEDC 簡稱經合會)下成立「都市建設及住宅計劃小組(UHDC)」。翌年國際經濟

合作發展委員會顧問周一夔教授赴美考察都市計劃教育與都市發展，認為都市計劃涉及社會背景、政治認識、經濟發展、實質建設、環境品質以及國民生活結構與價

值觀念之演變，是一門綜合性的社會科學。周教授遂依據考察結果，於 1968 年 8 月成立國立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都市計劃研究所，為國立臺北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之前

身，亦為台灣第一所培養中高級都市規劃人才之研究所。周教授退休於 1972 年 8 月，隨後由李瑞麟教授(1972-1975)、辛晚教教授 (1975-1981)、楊重信教授(1981-1985)、

謝潮儀教授(1985-1990)、黃書禮教授(1990-1994)、辛晚教教授(1994-1997)、錢學陶教授(1997-2000)、周志龍教授(2000-2005)、林楨家教授(2005-2008)、郭肇立副教授

(2008-2011)，蔡智發(2011-迄今)分任歷屆所長，並於民國 89 年改制為國立臺北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20：中興大學（簡稱興大），為臺灣光復初期四所大學之一，校址設於台中。中興大學創校於 1919 年“農林專門學校＂設立，1943 年“臺中農林專門學校＂改制，

1945 年“省立農業專科學校＂改組，1946 年“臺灣省立農學院＂改制，1961 年升格“臺灣省立中興大學＂，1971 年改隸“國立中興大學＂為一般大學。本研究彙整中

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原農學院）中的農村規劃研究所，自 2003.6-2010.6 共有 54 篇論文產出。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與臺灣早期農業經濟及教育發展有

深厚的關係 1919 年 台灣總督府農林專門學校創立於台北，設農藝科。1942 年由台北遷台中現址，更名為台中高等農林學校。1945 年 改名為台灣省立台中農業專門

學校。1946 年 改名為台灣省立農學院。1950 年 易名為農學系，分設農藝與園藝兩組。1954 年 分別成立農藝學系與園藝學系。1968 年 成立糧食作物研究所碩士班，

1985 年成立博士班。1987 年 正名為農藝學研究所，其後系所合一，仍稱農藝學系。 

附註：1.前期第 1 次所進行自 1982.6 至 2007.6 間文獻回溯調查，發現中興大學與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臺北大學前身)這是現存兩所不同的大學，其中中興大學農村規劃研

究所於 2012.06 第 2 次文獻回溯調查中截至 1982-2012.6 共計有 54 篇論文產出。截至 2012.6 經本研究彙理自中興大學法商學院都市計劃研究所(臺北大學前身)1973 年

設所以來，自 1975.6 至 1999.6 學校更名前共計有 126 篇論文產出。後續需以改制校名「臺北大學農村規劃研究所」進行查詢。 
      2.康寧大學前身為立德管理學院，於 2008 年升格為大學。2011 年 2 月改名為康寧大學為康寧學園之學校；康寧學園之學校在海峽兩岸共有 12 所學校。 
      3.明道大學前身為明道管理學院，於 2008 年以後升格為大學。原「環境規劃暨設計研究所」更改為設計學研究所，課程與建築設計及理論、都市設計、城市史、

建築史論、文化資產等研究範疇相去甚遠，將其刪除，非本研究歸納對象。  

      4.本研究調查中所稱包含土木工程研究所或土木與防災設計研究所碩博士論文中；因所概括建築學相關研究範疇在營建活動、建築構造、材料物理性及化學性、

結構學的應力應變關係等範疇甚廣。 
      5.承上，因此，僅就土木工程相關研究中對傳統建築、大木作結構與營建行為、傳統建築分類及土木工程學研究所中，因原校土木工程相關系所將名額流用於

建築系碩博士研究生或原產學學習建築研究者跨領域學習的發現。 
      6.東海大學統計數中已含民國 77 年建築研究所前身「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碩士論文，計有 10 篇。 
      7.本研究已將前次（97）研究歸納中臺北藝術大學「傳統藝術研究所」和「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自 1982 年至 2007.6 應該校系所更名後應統計而未統計遺漏

的部分補上。 

（資料來源：教育部95學年度大學校院碩博士班概況檢索；http://reg.aca.ntu.edu.tw/college/search/?open） 

（2012.6補充：教育部100學年度大學校院一覽表檢索系統；http://ulist.moe.gov.tw/Home/in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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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臺灣（臺澎金馬地區）1982-2012.06 科技大學建築史研究論域相關研究所分佈現況一覽 2012.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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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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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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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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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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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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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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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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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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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樹德科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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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築類理論與實務研究相關研

究所統計數 
3 1 2 1 1 1 1 1 1 2 2 16 

□：為全國公私立大學中除原設有建築學系及建築研究所之學校；另設有土木工程研究所且研究範疇與建築學研究相關或建築學系博士

班研究生名額設至於下。 

□：為全國公私立大學中除原設有建築學系及建築研究所之學校；另設有土木與防災設計研究所且研究範疇與建築學研究相關或建築學

系博士班研究生名額設至於下。 
●□：並存為另設有博士班。 
※19：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成立於民國 80 年，另，於 85 年改為「工程技術研究所之建築學程」；另設有博士班。其研究範疇主要



當代文化資產保存與建築史論學位論文研究文獻回顧（2）  

－以 1982-2012 臺灣地區大學、學院建築相關研究所博、碩論文為例－ 137 

 

 

為建築設計與建築技術等建築設計與結構技術問題改良及問題解決為主。自 2000.6 至 2012.6 共計有 416 篇論文產出。關於建築史論研

究及文化資產保存相關論述性論文，於 1970 至 2007.6 止計有 36 篇主要為王惠君教授導，但相較於前期研究亦發現自 2007.6 至 2012.6
止，關於建築史論研究及文化資產保存相關論述性論文僅產出 10 餘篇且研究重心多以實務設計及實驗型論文為主，與前期研究論述的

篇幅數目相較則以接近倍數的速度發展中。另，該校設有「設計研究所」但因主要研究範疇以人因工程、產品設計及工業設計等設計研

發、創意與實驗性設計方法等為主。與本研究設定研究對象不符，故未納入。 
※20：雲林科技大學自 2007.6 至 2012.6 有「文化資產維護系研究所碩士班（48）」、「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碩士班（2007.6 前為空間設

計研究所）（69）」、「設計學研究所博士班（24）」等共計有 141 篇研究論文產出。值得關心的是雲科大的學術論文研究趨向以文資所的傳

統建築修復、裝飾材料與技術探討與建築與空間研究所邱上嘉、楊裕富、黃衍明、賴明茂等多位教授在雲嘉南地區泛地域性傳統建築聚

落、族群及近代日治時期城市空間與聚落生活形式研究為主要建築史論述發展；另，老人住居安全、設施及老人政策發展、老人空間行

為與設計需求研究亦為另ㄧ研究發展趨向。 

※21：朝陽科技大學自 2007.6 至 2012.6 共 115 篇論文產出，有趣的是 97 及 98 兩個學年度陸續有跨領域的研究產出。（ex:中西傳統樂音

獨奏時之主觀聲源寬廣度比較研究、警察巡邏路線之研究、精神科門診空間型態之研究及展演空間、都市更新財務評估等多樣貌的研究

趨向） 

※22：臺北科技大學創設可溯自 1912 年（大正 1 年）工業講習所時代，於 1915 年（大正 4 年）即有首屆建築科畢業生畢業。台灣光復

以後，1949 年原台北工業學校改制台北工專，而建築科曾於 1963 年及 1966 年，分別隸屬於土木工程科和工業設計科下之「建築組」，

直至 1987 年（民國 76 年）回復獨立為「建築設計科」，並至改制臺北技術學院/1997.8 更名為臺北科技大學以後的「建築系」，共計約

90 餘年。自 2007.6 至 2012.6 共 199 篇論文產出，臺北科技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研究所」研究領域多分佈在現代建築研究及綠建築、

綠色能源及永續環境經營相關的範疇；於文化資產及傳統建築研究方面雖較前期研究論文產出少，約有 22-25 篇相關論述產出，但仍有

張崑振教授指導邱聖傑研究的「北台地區石匠張木成作品之研究」產出。 

※22：屏東科技大學「景觀暨遊憩管理研究所」前身為農村規劃系碩士班，設立於民國 91 年，94 年 8 月 1 日因管理學院組織架構調整，

農村規劃系大學部停止招生，碩士班則奉准更名為「景觀暨遊憩管理研究所」。主要論述與研究領域包含植栽與景觀、永續綠地與植栽、

觀光遊憩與休閒運動、高雄都會區景觀與排灣族原住民觀光產業、排灣族原住民文化資產園區、及休閒運動產業管理等等；自 2007.6
至 2012.6 共 58 篇論文產出，其中有 1 篇以屏東縣新惠宮疊斗架構研究與本研究範圍所列對象相關，以另彙整於本研究「臺灣地區大學

暨科技大學研究所聚落/歷史建築/傳統建築大木作匠師暨地域文化範疇相關研究論文紀要」。另，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博士

班，前身為台灣省立屏東農業專科學校農田水利科，始創於民國 49 年，民國 61 年更名為農業工程科。民國 64 年再更名為農業土木工

程科。民國 70 年改名為國立屏東農業專科學校農業土木工程科。民國 80 年改制為國立屏東技術學院土木工程技術系，招收二年制學生；

民國 81 年設置進修部招收二年制學生，民國 82 年成立碩士班。民國 87 年更名為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土木工程系，並於民國 88 年成立日

間部四年制及碩士班在職專班。民國 93 年停招日間部與夜間部二年制並增日間部四年制一班。民國 94 年 8 月本校成立「坡地防災與水

資源工程研究所」博士班。98 學年度坡防所改制為土木工程系博士班，使得本系包含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完整學制。因，論述與研

究主題範疇未有與本研究對象相關者，故未列。 
 ※24：中國科技大學創立於民國 54 年，前身為「中國市政專校」、72 年配合國家發展，更名為「中國工商專科學校」、89 年改制為「中

國技術學院」，94 年 8 月正式改名為「中國科技大學」。其中，「建築研究所」閻亞寧教授以傳統建築、文化資產及古蹟與傳統建築修復

研究為主，另外，2005-2011 來自日本東京的波多野想教授利用博士後研究期間以文化資產、文化景觀地景及產業遺址地景研究為主；

在傳統建築修復技術與結構、構法研究方面，則以陳昶良教授為主要研究者。另，「土木與防災設計研究所」相關傳統建築構造、技藝

研究亦由建築系相關研究教授參與共同指導。 
※25：94.8 教育部准予改名「高苑科技大學」2006.8 高苑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成立，招收碩士班學生。自 2007.6-2012.6 共計有論

文 24 篇產出，其研究範圍主要以室內設計、建築通風與採光及建築物理性相關研究為主，有 2 篇近代歷史建築相關研究。 

※26：勤益科技大學自 96 年改制為科技大學後，「景觀學研究所」截至 2012.6，99 學年度止尚未有研究論述產出。 
※27：中華技術學院 98 學年度奉教育部核定改名為「中華科技大學」，93 學年度台北校區設立日間部土木防災工程研究所，另 96 學年

度設立建築工程與環境設計研究所，自 2007.6-2012.6 止共計有 6 篇論文產出，研究範圍以智慧型建築及建築室內微環境健康等相關研

究。 

※28：臺灣 1982 開始實施文化資產保存方法，正式將古蹟修護列入政府的施政重點，自 1984 年指定並公告第一批台閩地區之古蹟後，

內政部及各級地方政府便展開逐年維修古蹟的計畫。樹德科技大學民國 86 年奉准成立後，並於民國 89.8 起奉教育部核准正式改名為樹

德科技大學，「古蹟建築修護系」設立於 1998 年，2000 年更名為「建築與古蹟維護系」。2008 年，為因應全球環境永續發展之趨勢及國

內建築產業朝向國際化發展之導向，更名為「建築與環境設計系」，2005 成立「建築與古蹟維護研究所」為「建築與環境設計研究所」

前身，因此本研究將以 2 所先後累計論文相關論述領域歸納為主，自 2007.6-2012.6 止共計產出 71 篇建築類相關論述。 
附註說明： 
1.本研究調查中所稱包含土木工程研究所或土木與防災設計研究所碩博士論文中；因所概括建築學相關研究範疇在營建活動、建築構造、

材料物理性及化學性、結構學的應力應變關係等範疇甚廣。 
2.承上，因此，僅就土木工程相關研究中對傳統建築、大木作結構與營建行為、傳統建築分類及土木工程學研究所中，因原校土木工程

相關系所將名額流用於建築系碩博士研究生或原產學學習建築研究者跨領域學習的發現。 
3.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前身為高雄工專）其人文社會學院中「文化事業發展系」因走向多元可持續觀注其未來發展走向是否與文化資產

及文化創意活動在臺灣傳統建築的研究方面。 

4.自 1997 臺北工專升格至 2009 中華技術學院更名為「科技大學」止，大專校院/技術學院中設置與建築相關論域之研究所，其學校均已

奉教育部准核更校名為「科技大學」。  

（資料來源：教育部95學年度大學校院碩博士班概況檢索；http://reg.aca.ntu.edu.tw/college/search/?open） 

（2012.8補充：教育部100學年度大學校院一覽表檢索系統；http://ulist.moe.gov.tw/Home/in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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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灣（臺澎金馬地區）1982-2012.06 大學建築史研究相關論文數量統計表 2012.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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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資

產

管

理

與

城

市

規

劃

研

究

所

建

築

藝

術

研

究

所
 

古
物
維
護
研
究
所 

︵
◎
※2

歷
史
與
文
物
管
理
所
︶  

建

築

研

究

所

文

化

資

產

組

 

建

築

與

文

化

資

產

研

究

所

都

市

發

展

與

建

築

研

究

所 

建

築

與

永

續

規

劃

研

究

所 

防
災
與
永
續
研
究
所 

農
村
規
劃
研
究
所 

土
木
工
程
研
究
所
︵
博
班
︶ 

各

校

歷

年

研

究

論

文 
統

計

數 

1 臺灣大學    462                    462 

2 成功大學 1212

※2 

430                     0 1642 

3 臺北大學 
(前身中興

大學法商

學院) 

 262※

1 

                     262 

4 淡江大學 653                      4 657 

5 中原大學 473                27       500 

6 東海大學 433          207             640 

7 輔仁大學            32

(＋)

           32 

8 銘傳大學 2 

(＋) 

      22

(＋)

               24 

9 中興大學                      54  54 

9 金門大學             12        9   21 

10 逢甲大學 155 278

(－)

7        58 15

(－)

   33        546 

11 中國文化

大學 
    252※

1 

□2 

   34

(＋)

  93            379 

12 華梵大學 27     20                  47 

13 台南藝術 
大學 

              106 64        170 

14 實踐大學          46              46 

15 交通大學 124                       124 

16 聯合大學 5 

(＋) 

                      5 

17 中華大學     222  19                 241 

18 南華大學       68

(＋)

                68 

19 臺北藝術 
大學 

                 62      62 

20 高雄大學                   172 

※1 

    172 

21 宜蘭大學                    49    49 

22 康寧大學              20          20 

大學建築類相關研究所

相關論文數量統計數 
3084 970 7 462 474 20 87 22 34 46 265 140 12 20 106 97 27 62 172 49 9 54 4 6223 

□：為全國公私立大學中除原設有建築學系及建築研究所之學校；另設有土木工程研究所且研究範疇與建築學研究相關或建築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名額設至

於下。 

□：為全國公私立大學中除原設有建築學系及建築研究所之學校；另設有土木與防災設計研究所且研究範疇與建築學研究相關或建築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名

額設至於下。 
●□：並存為另設有博士班。 
範例說明：55 -：數字加負號(－)，表示系所自 2007.6 以後可能因系所轉型、廢止招生或與校內其他系所合併而停止論文產出。 
          55+：數字加負號( + )，表示系所自 2007.6 以後因系所轉型新設研究所或研究所改名或招博士班而有新的論文產出。 
          ※2：表示歷年研究中，自 2007.6 後有關（GIS、GPS、GPRS）相關研究論文篇數。 
         □2：表示歷年研究中，自 2007.6 後有關無障礙空間設施及設計規範相關研究之論文篇數。 

（資料來源：教育部95學年度大學校院碩博士班概況檢索；http://reg.aca.ntu.edu.tw/college/search/?open） 

（2012.6補充：教育部100學年度大學校院一覽表檢索系統；http://ulist.moe.gov.tw/Home/in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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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臺灣地區1982-2007大學建築史研究相關論文數量統計表                                   2012.8 -2- 

    所別 

 
 
 
 
 
 
 
 
 
公私立大學 

建 
築 
研 
究 
所 

都

市

計

畫

學

研

究

所

建

築

與

城

鄉

研

究

所 

建

築

及

都

市

計

畫

學

研

究

所 

環

境

與

防

災

設

計

研

究

所 

建

築

與

景

觀

研

究

所

建

築

與

都

市

防

災

研

究

所

產

品

與

建

築

設

計

研

究

所

景

觀

研

究

所

景

觀

設

計

研

究

所

農

村

規

劃

研

究

所

建

築

藝

術

研

究

所

古

物

維

護

研

究

所

文

化

資

產

研

究

所 

建

築

與

古

蹟

保

存

研

究

所 

都

市

發

展

與

建

築

研

究

所 

建

築

與

永

續

規

劃

研

究

所 

各

校

論

文

統

計

數

1 台灣大學   446               446 

2 成功大學 926 430                1356

3 台北大學   170                170 

4 淡江大學 562                 562 

5 中原大學 299             10    309 

6 東海大學 342        143         485 

7 輔仁大學          0        0 

8 銘傳大學       0           0 

9 中興大學           25       25 

10 逢甲大學 75 278        15        368 

11 文化大學    186     43         229 

12 華梵大學 14    3             17 

13 台南藝術 
大學 

           59 38     97 

14 實踐大學        16          16 

15 交通大學 67                 67 

16 聯合大學 0                 0 

17 中華大學    195  2            197 

18 南華大學      0            0 

19 台北藝大               9   9 

20 高雄大學                50  50 

21 宜蘭大學                 8 8 

建築類相關研

究所論文統計

數 
2285 878 446 381 3 2 0 16 186 15 25 59 38 10 9 50 8 4411

◎：逢甲大學「景觀與遊憩研究所」，因研究屬性與「景觀設計研究所」相近，為簡化統計數歸為同類。 
○：中華大學「景觀建築研究所」，因研究屬性與「建築與景觀研究所」相近，為簡化統計數歸為同類。 
（資料來源：表格為本研究整理，數值統計以 96.08 各大學校院圖書館論文檢索系統為主要查詢；國家圖書館全球

資訊網論文檢索為輔助查詢；http://www.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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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臺灣（臺澎金馬地區）1982-2012.06 科技大學暨獨立學院建築史研究相關論文數量統計表      2012.8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系所別 

 
 
 
 
 
 
 
 
 
 
 
 
科技大學暨獨立學院 

建 
築 
研 
究 
所 

建 
築 

與 
環 
境 
設 
計 
研 
究 
所 

建 
築 
及 
都 
市 
設 
計 
研 
究 
所 

建 
築 
及 
室 
內 
設 
計 
研 
究 
所 

設 
計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班 

文 
化 
資 
產 
維 
護 
所 

景 
觀 
研 
究 
所 

景 
觀 
暨 
遊 
憩 
管 
理 
研 
究 
所 

建 
築 

工 

程 

與 
環 
境 
設 
計 
研 
究 
所 

土 
木 
工 
程 
研 
究 
所 

土 
木 
與 
防 
災 
設 
計 
研 
究 
所 

各 
校 
歷 
年 
研 
究 
論 
文 
統 
計 
數 

23 臺灣科大 379 

※1 

          379 

24 雲林科大    166 24 博

(＋) 

126      316 

25 朝陽科大   293         293 

26 臺北科大   337       ◎0  337 

27 屏東科大        58 

(＋) 

 ◎0  58 

28 中國科大 77 

※1 

 

 

         77 

29 高苑科大 24 

(＋) 

          24 

30 勤益科大       ◎0    ◎0 

 

0 

31 中華科大  6 

(＋) 

        ◎0 

 

6 

32 樹德科大         130 

(－) 

(＋) 

  130 

科技大學暨獨立學院

建築類理論與實務研

究相關研究所相關論

文數量統計數 

480 6 630 166 24 126 0 58 130 0 0 1620 

□：為全國公私立大學中除原設有建築學系及建築研究所之學校；另設有土木工程研究所且研究範疇與建築學研究相關或建築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名額

設至於下。 

□：為全國公私立大學中除原設有建築學系及建築研究所之學校；另設有土木與防災設計研究所且研究範疇與建築學研究相關或建築學系博士班研究

生名額設至於下。 
●□：並存為另設有博士班。 
範例說明：55 -：數字加負號(－)，表示系所自 2007.6 以後可能因系所轉型、廢止招生或與校內其他系所合併而停止論文產出。 

          55+：數字加負號( + )，表示系所自 2007.6 以後因系所轉型新設研究所或研究所改名或招博士班而有新的論文產出。 

          ※2：表示歷年研究中，自 2007.6 後有關（GIS、GPS、GPRS）相關研究論文篇數，統計數內含。 

         □2：表示歷年研究中，自 2007.6 後有關無障礙空間設施及設計規範相關研究之論文篇數，統計數內含。 

          ◎0：表示設立建築類相關研究所但並未有與建築類中現代建築設計、規劃及史論研究等相關論文產出。 

（資料來源：教育部95學年度大學校院碩博士班概況檢索；http://reg.aca.ntu.edu.tw/college/search/?open） 

（2012.4 補充：教育部 100 學年度大學校院一覽表檢索系統；http://ulist.moe.gov.tw/Home/ind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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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臺灣地區 1982-2007 科技大學暨獨立學院建築史研究相關論文數量統計表 2012.8-修彙 

    所別 
 
 
 
 
 
 
科技 
大學暨 
獨立學院 

建 
築 
研 
究 
所 

建 
築 
與 
環 
境 
設 
計 
研 
究 
所 

建 
築 
及 
都 
市 
設 
計 
研 
究 
所 

地 
區 
發 
展 
管 
理 
學 
研 
究 
所 

空 
間 
設 
計 
研 
究 
所 

文 
化 
資 
產 
維 
護 
所 

環 
境 
規 
劃 
暨 
設 
計 
研 
究 
所 

建 
築 
與 
古 
蹟 
維 
護 
研 
究 
所 

各校論文統計數 

22 臺灣科大 207        207 

23 雲林科大     97 78   175 

24 朝陽科大   178      178 

25 台北科大   138      138 

26 中國科大 34        34 

27 高苑科大 0        0 

28 樹德科大  0      59 59 

29 立德管理學院    0     0 

30 明道管理學院       5  5 

建築類理論與實務研究相關研

究所統計數 241 0 316 0 97 78 5 59 796 

（資料來源：表格為本研究整理，數值統計以 96.08 各大學校院圖書館論文檢索系統為主要查詢；國家圖書館全球

資訊網論文檢索為輔助查詢；http://www.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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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臺灣（臺澎金馬地區）1982-2012.6 年間大專校院建築史論相關研究分類與論文數統計表     2102.8-2- 

大學校院（大學暨科技大學、獨立學院）校名：             系所：                             調查編號：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以後 

 
（2012.06） 

項

次 

          臺灣建築研究 
各年代時期紀要 
 
 
 
 

1982 年後臺灣建築 
史論相關論文研究分類概況 

鄉土文學反思

建築史論 
萌芽期 

1982 文資 法

頒佈古蹟保存

與修復進入共

識階段 

社區總體營造

民眾參與期 
 

1999 九二一

地震古蹟保存

觀念反思 

 

世界遺產與地

域建築史，古

蹟保存、再利

用真實性探索 

各研

究論

域論

文統

計數 

論文

統計

數總

量比

率% 

1 中國建築史 
（演史、中國建

築、風格、比較） 

0 0 0 3 1 2 0 4 0 0 10 

2 臺灣建築史
（17th-21 th） 
（演史、傳統建

築、風格、比較） 

0 0 0 0 2 2 5 1 0 0 10 

3 西洋建築史 
（演史、風格、建

築類型、比較） 

0 0 0 0 3 1 1 1 0 0 6 

A 史論 
○建築發展史 
○城市發展 
○中國建築 
○臺灣傳統 
  建築 
 
 

4.其他史證與
田調文獻（歷

史、地理、考古、

人類、文化、社會

等史料、史證、史

實史論等等考證） 

本研

究未

進行 

本研

究未

進行 

本研

究未

進行 

本研

究未

進行 

本研

究未

進行 

本研

究未

進行 

本研

究未

進行 

4 
暫依

表 7 

7 
暫依 

表 7 

0 

 

11 
跨域

研究 

37 

 

 

 

 

 

 

 

 

 

 

0.5% 

1.型態或類型 
（世遺(戰遺、產遺

等)、城牆、（廟埕）

廣場、街區、地景、

設計、設施、紋理

相關、城市空間型

態與類型、河港城

市、案例調查等相

關研究） 

0 0 0 5 18 14 30 14 39 0 120 

2 地域建築 
（聚落文化(住民

聚落、礦業糖業鹽

業木材業等產業聚

落及歷史性及具特

殊價值之建築聚

落)、文化信仰圈、

地域形式、族群群

聚與建築特質等相

關研究） 

0 0 0 4 5 8 19 13 38 0 87 

3.歷史與案例

研究 
（都計史、921 重

建、地域相關） 

0 0 0 4 9 5 24 11 3 0 56 

B 城市 
史 
 

○都市發展 
○都市結構 
○都市空間 
○都市經營 
○衛星遙測
（GIS、GPS、

GPRS）  

4.運用衛星遙

測系統輔助

研究 （GIS、

GPS、GPRS） 

第 1次研究彙整未出現之研究議題或名稱 0 0 0 

另計 

263 

 

 

 

 

 

 

 

 

 

 

 

 

 

 

 

 

 

 

3.4% 

1 理論建築 
（世遺(戰遺、產遺

等)、傳建理論、教

育、信仰儀式、風

水學、文化與地景

現象、符號學、記

號形式、民居形

式、建築風格、建

築史論、農村研究

等相關研究） 

0 0 6 22 16 39 52 25 215 0 375 

2 社區總體營

造 
（政府政策、社造

運動、民眾參與、

塑造城鄉風貌相

關） 

0 0 0 0 7 7 22 20 63 0 119 

C 文化 
資產 

 
○理論研究 
○修復保存 
○經營管理 
○旅遊觀光 
○政策行銷 
○空間再生 
○永續發展 
○文創產業 
○衛星遙測 
（GIS、GPS、

GPRS） 

3 修復、保存 
（世遺(戰遺、產遺

等)、古蹟、遺址、

遺產、地景、歷史

0 0 1 0 3 3 4 11 19 0 41 

770 
（含

1）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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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公共設施、

文物、史料、田調

測繪） 
4 再利用 
（產遺、歷史空間

再生利用、博物館

及陳列展覽空間經

營與管理、景觀、

夜間景觀照明等相

關） 

0 0 0 1 6 5 12 18 46 0 88 

5 文化創意/
產業 
（歷史空間創思、

傳統產業轉型觀光

產業等相關） 

第 1次研究彙整未出現之研究議題或名稱 7 0 7 

6 評估、文化 
資產保存區、 
文化地景 
（世遺(戰遺、產遺

等)、文化園區、國

民信託、古物維護

與保存、文化地

景、文化景觀、都

市文化景觀、評估

與經營管理、行銷

策略與商品、資訊

化管理、旅遊觀光

等相關） 

0 0 0 0 6 3 38 30 51 0 128 

7 政策與法令 
（世遺(戰遺、產遺

等)、文資法、古蹟

修復及再利用、保

存區相關） 

0 0 0 0 0 0 6 2 3 0 11 

8 運用衛星遙

測系統輔助

研究（GIS、

GPS、GPRS） 

第 1次研究彙整未出現之研究議題或名稱 1 0 1 

另計 

1 結構與構造 
（大木構造、營造

法式及材料力學、

耐震、試驗、防災、

案例研究等相關） 

0 0 0 2 1 1 3 4 16 0 27 

2 構法及技藝 
（構築、家具、佛

像、傳統建築技藝

(ex: 彩繪、剪黏、

雕塑、雕刻等)、試

驗、案例研究等相

關） 

0 0 0 2 0 1 9 3 21 0 36 

3 實務與紀錄 
（測繪、調查、招

標、預算、工率、

工程監測紀錄、民

俗風水、資訊系統

及資料庫建置） 

0 0 0 0 2 1 10 5 4 0 22 

4 保存技術與

材料 
（修復、補強、建

築材料等相關） 

0 0 0 0 1 4 32 28 45 0 110 

D 文化資

產保存

之構造 
與修復

技術 
○衛星遙測 
 （GIS、GPS、

GPRS） 

5 運用衛星

遙測系統輔

助研究（GIS、

GPS、GPRS） 

第 1次研究彙整未出現之研究議題或名稱 0 0 0 

另計 

195 

 

2.5% 

1 單/群體建

築或文化地

景 
（世遺(戰遺、產遺

等)、古蹟、遺址與

歷史建築保存區

劃、修復案例、防

災與論述、異族民

居及案例研究、設

計準則等相關） 

0 0 0 2 0 3 8 10 11 0 34 E 建築 
類型 

○衛星遙測 
（GIS、GPS、

GPRS） 

 

 

 

 

 

 
2 街區及聚落 0 0 0 0 1 2 12 12 32 0 59 

11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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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 
（傳統建築類型、

異族民居及案例研

究及街區立面原貌

保存修復、設計準

則等相關） 
3 人物作品及

匠師（派） 
（匠師（派）、技藝

匠師、匠師與原鄉

文化移民、匠師風

格、匠師比較研究

等相關） 

0 0 0 1 0 4 2 3 14 0 24 

 

 

 

 

 

4 運用衛星遙

測系統輔 助

研究（GIS、GPS、

GPRS） 

第 1次研究彙整未出現之研究議題或名稱 0 0 0 

另計 

建築史論研究論文統計數

（A+B+C+D+E） 
0 0 7 46 81 105 289 215 639 0 1382 17.7

% 

1.（後）現代

設計/理論建

築 
（都市更新、建築

設計、都市（街道）

景觀設計、建築

（室內）景觀設

計、高架與道路景

觀設計、都市空間

型態、設計方法、

法令、建築師、科

技數位建築、高齡

者居住、違章建

築、老人及幼兒建

築、親水空間、3D
模擬設計、趣味建

築、墓園及納骨塔

等殯葬設施設計

與規劃、風格、建

築管理與政策、設

計準則等相關） 

0 0 3 9 10 16 92 86 1024 0 1240 

2.永續建築 
（都市經營、建築

物理、微氣候、節

能、永續景觀、永

續農場環境環

保、無障礙、通

風、採光、衝擊評

估、噪音、防震、

防災、綠標 章建

築、植栽、節能建

築、案例研究相

關） 

0 0 4 23 18 20 80 44 577 

（含

無障

礙2）

 

0 766 

3.智慧型建築 
（建築 e 化、建築

自動化、科技 管

理建築系統、建築

設備、建築音響及

因應微氣候評估

與設計等相關） 

0 0 1 7 9 1 4 6 15 0 43 

4.結構與構造 
（材料、構造、試

驗、修復及結 
 構補強與評估等

相關） 

0 0 6 15 44 15 20 9 61 0 170 

5.不動產管理

與經營 
（物業管理與證券

化、土地使用、都

市更新企劃與財務

評估、不動產企劃

與財務評估） 

0 0 11 2 3 7 17 12 21 0 73 

646

1（含

6） 

 

82.4

% 

F 其他 
 

○後現代建築 
○後現代都市 
○都市更新 
○都市防災 
○建築師 
○都市景觀 
○景觀設計 
○都市與建築 
  微環境氣候 
○都市與建築 
  數位科技 
○都市與建築 
  政策、法令 
○衛星遙測 
 （GIS、GPS、

GPRS） 

6.其他 
（聯合開發、職業

教育、建築教 
育、職業道德、建

築材料與施工對 

0 0 45 245 495 853 1264 883 378 0 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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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工作態

度、營造業/營建

工程與技術、信託

參與、公共工程、

建築設備、營建管

理、博物館經營與

管理、住宅學、植

物學、綠景觀規劃

與園藝綠植栽研

究、家具、室內建

築、室內設計、遊

艇室內設計、網路

建構思維、設計心

理學、都市立體設

施、大眾運輸、交

通運輸與都市交

通網絡系統、專業

執業態度、工作倫

理、兩性空間、綠

環境與情緒及精

神疾病、居住型態

與性生活、空間權

力與支配、水土保

持綠覆及特色產

業景觀與墓園地

景、意識形態、性

別角色、心理認同

與感知、消費者心

理與行為、園藝治

療、生態工法、農

業工程、農業經

濟、農村生活與農

舍規劃、人文戲

曲、美術、文學、

音樂、族群意象、

族群文化、原住民

及客家生活、村庄

生活習俗等其他

本表未分類、地方

特色產業及商圈

等相關重要議題

非與傳統建築直

接論述者） 

            

  7 運用衛星遙

測系統輔助

研究（GIS、

GPS、GPRS） 

第 1次研究彙整未出現之研究議題或名稱 6 0 6 

另計 

 

其他非建築史論研究論文統計數

（F） 
0 0 70 301 579 912 1477 1040 2082 0 6461 82.4

% 

0 0 77 347 660 1017 1766 1255 2721 0 建築相關研究所各進程論文 
分項（5 年/統計時序）統計總數 0 424 1677 3021 2721 

7843 100% 

（資料來源：表格為本研究整理，數值統計以 100.08 各大學校院圖書館論文檢索系統為主要查詢；國家圖書館全球

資訊網論文檢索為輔助查詢；http://www.ncl.edu.tw/；本研究論文樣本取樣至 2012.08.15 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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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臺灣（臺澎金馬地區）1982-2007 年間大專校院建築史論相關研究分類與論文數統計表 2012.8-修彙 

大學校院（大學暨科技大學、獨立學院）校名：             系所：                             調查編號：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07.08） 

項

次 

          臺灣建築研究 
各年代時期紀要 
 
 
 
 

1982 年後臺灣建築 
史論相關論文研究分類概況 

鄉土文學反思

建築史論 
萌芽期 

1982 文資 法

頒佈古蹟保存

與修復進入共

識階段 

社區總體營造

民眾參與期 
 

1999 九二 一

地震古蹟保存

觀反思 

 

世界遺產與地

域建築史，古

蹟保存、再利

用真實性探索 

各研

究論

域論

文統

計數 

論文

統計

數總

量比

率% 

1 中國建築史 
（演史、中國建

築、風格、比較） 

0 0 0 3 1 2 0 4 0 0 10 

2 臺灣建築史
（17th-21 th

） 
（演史、傳統建

築、風格、比較） 

0 0 0 0 2 2 5 1 0 0 10 

A 史論 

 

3 西洋建築史 
（演史、風格、建

築類型、比較） 

0 0 0 0 3 1 1 1 0 0 6 

26 

 

 

 

 

 

 

0.5% 

1.型態或類型 
（城牆、（廟埕）廣

場、地景、設計、

設施、紋理相關） 

0 0 0 5 18 14 30 14 0 0 81 

2 地域建築 
（聚落文化、文化

信仰圈、地域形

式、群聚特質等相

關研究） 

0 0 0 4 5 8 19 13 0 0 49 

B 城市 
史 
 

○都市發展 
○都市結構 
○都市空間 
○都市經營 

3.歷史與案例

研究 
（都計史、921 重

建、地域相關） 

0 0 0 4 9 5 24 11 1 0 54 

184 

 

 

 

 

 

 

 

 

3.5% 

1 理論建築 
（建築理論、教

育、信仰儀式、符

號學、記號形式、

民居形式、風格等

相關研究） 

0 0 6 22 16 39 52 25 0 0 160 

2 社區總體營

造 
（民眾參與、塑造

城鄉風貌相關） 

0 0 0 0 7 7 22 20 0 0 56 

3 保存、修復 
（古蹟、遺址、歷

史建築、史料） 

0 0 1 0 3 3 4 11 0 0 22 

4 再利用 
（歷史空間再生利

用、空間經營 
、景觀、夜間景觀

照明等、相關） 

0 0 0 1 6 5 12 18 0 0 42 

5 文化資產保

存 
（產業遺產、文化

園區、古物維護與

保存、經營管理、

行銷策略、資訊化

管理相關） 

0 0 0 0 6 3 38 30 0 0 77 

C 文化 
資產 

 
○理論研究 
○修復保存 
○經營管理 
○政策行銷 
○空間再生 
○永續發展 

6 政策與法令 
（文資法、保存區

相關） 

0 0 0 0 0 0 6 2 0 0 8 

365 

 

 

 

 

 

 

 

 

 

 

 

 

 

 

 

 

 

 

 

7% 

1 結構與構造 
（大木構造、營造

法式及材料力學、

耐震、試驗等相關） 

0 0 0 2 1 1 3 4 0 0 11 

2 構法及技藝 
（構築、傳統建築

技藝等相關） 

0 0 0 2 0 1 9 3 0 0 15 

D 文化資

產保存

之構造

與修復

技術 
3 實務與紀錄 
（測繪、調查、招

標、預算、工率、

工程監測紀錄、民

俗風水） 

0 0 0 0 2 1 10 5 0 0 18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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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存技術與

材料 
（修復、補強、建

築材料等相關） 

0 0 0 0 1 4 32 28 0 0 65  

2.1% 

1 單體建築 
（古蹟、遺址與歷

史建築保存區劃、

修復案例、防災與

論述相關） 

0 0 0 2 0 3 8 10 0 0 23 

2 街區及聚落

保存 
（案例研究及街區

立面原貌保存修復

相關） 

0 0 0 0 1 2 12 12 0 0 27 

E 建築 
類型 

3 人物作品及

匠師（派） 
（匠師（派）、技藝

匠師等相關） 

0 0 0 1 0 4 2 3 1 0 11 

61 

 

 

 

 

 

 

 

 

1.2% 

建築史論研究論文統計數

（A+B+C+D+E） 
0 0 7 46 81 105 289 215 2 0 745 14.3

% 

1.設計 
（建築設計、都市

空間型態、法令、

建築師、數位建築

相關） 

0 0 3 9 10 16 92 106 1 0 237 

2.永續建築 
（都市經營、建築

物裡、微氣候、節

能、環保、防災、

植栽相關） 

0 0 4 23 18 20 80 54 0 0 199 

3.智慧型建築 
（建築 e 化、建築

自動化相關） 

0 0 1 7 9 1 4 6 0 0 28 

4.結構與構造 
（材料、構造、試

驗相關） 

0 0 6 15 44 15 20 9 0 0 109 

5.房屋不動產 
（物業管理與證券

化） 

0 0 11 2 3 7 17 32 0 0 72 

F 其他 
 

○現代建築 
○現代都市 
○建築師 
○設計相關 

6.其他 0 0 45 245 495 853 1264 914 1 0 3817 

4462 
 

 

 

 

 

 

 

 

 

 

 

 

 

 

 

85.7

% 

其他非建築史論研究論文統計數

（F） 
0 0 70 301 579 912 1477 1121 2 0 4462 85.7

% 

0 0 77 347 660 1017 1766 1336 4 0 建築相關研究所各進程論文 
分項（5 年/統計時序）統計總數 0 424 1677 3102 4 

 

5207 

 

100% 

（資料來源：表格為本研究整理，數值統計以 96.08 各大學校院圖書館論文檢索系統為主要查詢；國家圖書館全球

資訊網論文檢索為輔助查詢；http://www.ncl.edu.tw/；本研究論文樣本取樣至 2007.08.15 以前） 

 

（二）描述與推論：本研究歸納調查結果後，獲得以下幾點觀察與現象： 

1.臺灣地區大學、學院建築教育中後現代建築與建築史論類研究的失衡現象：數據顯

示，大學在研究數量及論域均較科技大學、學院為甚，本次研究共獲得論文樣本數

7843 篇，卻僅有 1382 篇為史論相關研究，佔總論文數的 17.7%。其中，有 6461

篇，高達 82.4%為後現代建築研究範疇的其他類研究，統計過程發現 1990 年後，

一般建築相關論域朝向設計、永續建築、智慧型大樓、結構與構造，及房屋不動產

物業管理研究發展趨向，另，數據顯示自 2000 年以後其他類研究中的其他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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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1990 年統計數 45 篇累計增加至 4163 篇為後現代建築類單一向度的 65.3%（其

他類研究總數為 6461 篇），調查中亦發現其他類的專門領域分工越趨細致，可見

自 2000 年以後後工業時期建築類相關研究範疇與專業分工的發展關係密切，此為

近一步突顯現代建築與史論研究範疇間無論存於質或量間的相異關係。如下圖 4、

圖 5所示。 

 
圖4 1982-2012.06科技大學暨獨立學院建築史研究相關  

論文數量統計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統計整理） 

圖5 1982-2012.06大學建築史研究相關論文論域數

量統計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統計整理） 

    

2.臺灣鄉土文學之後促成史論研究的再出發：1980 年以前史論研究受到時空限制，

研究成果較難自調查統計中獲得，這點，可自 1970－1980 年代鄉土文學反思活動

崛起，促成建築史論啟蒙，建築史論研究由中國原鄉建築思想反思臺灣本土，從臺

灣建築文化思潮再出發。       

3.自 1980 年臺灣鄉土文學的崛起過渡到政府由立法及建築教育推動的文化資產運

動： 

1982 年文化資產保存法頒布後，臺灣正式進入由官方自上而下主導推動文資保

存的局面。之後，1988 年 1 月 1 日，我國政府宣佈臺灣地區報禁解除，正式打開了

臺灣人民言論自由的枷鎖。1984 年我國第一批台閩地區之古蹟指定。學術研究開始

正視文資保存、建築與古蹟維護、古物維護、古蹟保存及都市防災、環境景觀設計等

相關議題與臺灣文化的關係，陸續於大學、專校建築系內增加史論及古蹟建築、傳統

建築等修復及再利用的專題研究與課程比重。近而陸續於 1995-2005 年間增設相關研

建築研究所, 480,

30%

建築工程與環境

設計研究所, 130,

8%

景觀暨遊憩管理

研究所, 58, 4%

景觀研究所, 0, 0%

文化資產維護所,

126, 8%

設計學研究所博

士班, 24, 1%

建築及室內設計

研究所, 166, 10%

建築及都市設計

研究所, 630, 39%

建築與環境設計

研究所, 6, 0.4%

土木工程研究所,

0, 0%

土木與防災設計

研究所, 0, 0%

建築研究所文化資產組, 27,

0.4%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62,

1%

閩南文化研究所, 12, 0.2%

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172, 3%

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49,

1%

 古物維護研究所（歷史與

文物管理所）, 97, 2%

建築藝術研究所, 106, 2%

資產管理與城市規劃研究

所, 2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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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當時其研究主要反映社會期待及現況。而文化資產原定義為具有各種價值經指

定或登錄而成的事物，可包括下列七類：(1)古蹟、歷史建築、聚落(2)遺址(3)文化

景觀(4)傳統藝術(5)民俗及有關文物(6)國寶、重要古物、一般古物(7)自然地景。這

也反映在本研究前後期 2 次論文研究統計數與研究論域的關係。    

4.史論研究由臺灣本土文化朝東亞及中國原鄉地域文化整合發展：1990 年後，史論

研究數量明顯呈倍數增加。其中，921 大地震後，特別是文化資產的保存、理論建

築及社造等相關議題相對受到正視；而城市史及地域建築研究論文數亦較前期增

加，研究趨向最為明顯有建築型態或類型(120 篇)、地域建築(87 篇)、歷史與案例

研究(56 篇)、理論建築(375 篇)、社區總體營造(119 篇)、再利用(88 篇)、文化資

產保存區及評估與文化地景研究(128 篇)、保存技術與材料(110 篇)。反觀，經統

計量化顯示新興起的文化創意產業議題(7 篇)、政策與法令(11 篇；集中在臺南藝

術大學)、單/群體建築或文化地景(34 篇)、人物作品及匠師(派)(24 篇)研究議題

鮮少。顯示，我國政府在文化資產保存相關興築的法令與政策仍不及提出具體作法

或學術研究的漠視，產生產官學在實務與務實面無法提出有效作法及正視建構屬於

臺灣地域文化資產樣貌的重要性，值得省思。另，單體建築及文化地景現象如何與

地域文化整合，及臺灣傳統建築人物作品及匠師技藝衍派發展所隱含時空堆疊的歷

史定位與層層疊疊的地域文化脈絡等相關議題亦被忽視，值得關切。       

5.研究調查之限制：本文屬量化後之描述與推論研究，雖盡力消弭量化研究之人工統

計數誤差產生，仍有幾點研究限制，整理如下： 

（1）2012 年 8 月彙整第 2次調查取樣過程中，發現前期有未記入之新的取樣數修正，

實為人工統計與網路資料庫調查所產生不可避免存在的誤差。 

（2）後續研究若加入跨領域統計取樣時，便須更謹慎取樣時定義對象及分類方式以

控制變因。 

（3）進行取樣時，誤差可歸納有二種最可能產生的因素，一為取樣時發生重複取樣

計數（+1）及略過取樣計數（-1）的情形。二為發生在統計數加減計算過程，

因全國大專校院建築相關學院系所數量多且論文數量統計數均為逐校逐筆加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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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減；雖重複驗算統計數至少 3 次，但統計過程仍存有發生算術誤差可能性（如

經常發生大學/科大的論文數總和與大專校院建築史論相關研究分類與論文統

計數不符），經取樣單項及總量誤差計算，發現本研究論文統計方式無論單項

或總數誤差，均可能產生 2%以下之統計誤差值。 

6.本研究統計資料僅反映某一時序之學術研究活動現象，以論文發表數及重大相關事

件作為檢視建築相關論文研究歸納與彙整的分水嶺，研究目的主要歸納 1982 年後

臺灣在建築史論相關研究方面論文產出數量與論域，進一步觀察史論研究在不同時

期與現代建築研究受重視程度的落差，及發現建築史論研究範疇亟待強化史論驗證

的相關議題等進行研究發展的可能。    

7.本研究調查統計資料，除量化統計外並輔以建築史論及文化資產發展歷程之描述，

藉以解釋量化資料。可合理說明統計數據偏態之現象，明確指出史論研究論域所在

時空定位及說明各分項分類旁支時序與數量差異的關係。   

8.自1995年後建築史論研究範疇的論文數逐年遞增，比例從2007年8月的14.3%(745

篇)成長至 2012 年 6 月的 17.7%(1382 篇)，雖佔統計數母群樣本總數不及 20%的比

例；卻也較前期成長近 1 倍的數量，可見在這 5 年間，學術研究在世界遺產及文化

資產保存的相關議題研究方面受到觀注，看似過去傳統議題卻也是與國際學術研究

接軌新興的跨域融合的議題。反觀，國內建築史論研究在研究數量上雖有顯著成

長，卻仍不及後工業時期現代主流建築思潮研究的 1/5，亟待更多的努力。 

肆、統計資料歸納、分析、比較與發現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臺灣地區自 1982 年文資法頒布後，建築史相關學術研

究之全貌，以全國大專校院博、碩論文網路與實體普查統計數量化研究方式，描述

各分類統計數間之關係。根據表 6(臺灣（臺澎金馬地區）1982-2012.6 年間大專校

院建築史論相關研究分類與論文數統計表)、表 6-1(臺灣（臺澎金馬地區）1982-2007

年間大專校院建築史論相關研究分類與論文數統計表)所列前後 2 個時序大專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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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史論相關論文研究分類與數量統計表，歸納分析如下圖 6、圖 6-1、圖 7、圖 7-2、

圖 8、圖 8-1、圖 9等所示，不同時序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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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1982~2012.6大專校院建築類相關研究論文產出比重分配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統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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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1982~2007.8大專校院建築類相關研究論文產出比重分配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統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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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1982~2012.6大專校院建築史論研究論域與論文發表數分配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統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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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 1982~2007.8大專校院建築史論研究論域與論文發表數分配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統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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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1982-2012.6年後建築史論各研究論域分類論文發表數比重圖(未含其他類)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統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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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1982-2012.6年後建築史論各研究論域分類論文發表數比重圖(含其他類)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統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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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體建築 0 2 0 3 8 10 0

街區及聚落保存 0 0 1 2 12 12 0

人物作品及匠師(派) 0 1 0 4 2 3 1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07.8'

 
圖8-2 1982-2007.8年後建築史論各研究論域分類論文發表數比重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統計整理） 

 

一、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自 1982 年至 1995 年間建築史論研究並未受到重視，除史論類的

理論建築外，並無具體的發展趨勢。直至 1995 年至 2000 年以後文化資產保存與城

市史論域研究所占比重達到歷年統計數高點，至 2007 過渡到 2012 年 6 月本研究統

計調查為止，建築史論雖佔我國建築學術研究比例已維持在總量的 20%，且仍維持

一定的數量與趨勢發展，其中，單從建築史論研究範疇觀察，理論建築項目的研究

在 2012 年 6 月的歸納彙整中是近 5年的佼佼者達 215 篇，顯見近年及未來仍維持史

論研究中文化資產相關研究議題發展趨向，本次研究歸納分析得到以下幾點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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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統計發現歷年史論研究趨向，其論文統計時序與臺灣建築各時期年代

紀要之研究分水嶺有正相關，其研究時序、議題與論文發表數成正比。 

（二）自 2007 年 8 月的第 1 次研究中，如表 6-1、圖 8-1、圖 8-2 所示；以 2000

年作為分水嶺，發現史論研究中主要以文化資產議題中理論建築、型態與類

型、社造、歷史及案例研究、構法與技法等研究為主，次之，為地域建築、

法令與政策、街區及聚落保存、再利用、構造修復技術等為主，人物作品級

匠師自 1995 年後零星幾篇研究至 2007 年 6 月止也不過區區 7 篇之多，足證

傳統建築文化與技藝非主流建築卻具高度地域文化基礎研究工作一直是被忽

視的重要研究範疇。其中，理論建築自 2005 年後與文化資產保存研究共存甚

至有被取代的現象，這表示每一個研究時序都有其研究主軸，這個主導性研

究趨勢主要有三個向度，可能來自政府的政策調整，國內外學者引領史論研

究方向及產業發展與轉型過程傳統建築技藝、材料、構法、保存與修復、區

域保存與保護及地域文化等集體活動所引導的思潮。 

（三）研究發現 2005 年之後，以文化資產保存、文化創意產業、世界遺產、國際重

要建築研究論述及運用遙測系統輔助研究等相關新興議題興起，因此，第 2

次調查研究將研究分項再細緻依論文研究主題加以區分說明，如表 6、圖 9、

圖 10 所示。 

統計數據顯示，2005 年以後文化資產類研究仍為主軸，理論建築研究論文數的

產值是 2000 年的 4 倍以上，2005 年-2012 年間相關論域累積研究成果明顯成長的

如：理論建築(215 篇)、社造(63 篇)、評估與文化資產保存區及文化地景(51 篇)、

再利用(46 篇)、保存技術與材料(45 篇)、型態或類型(39 篇)、地域建築(38 篇)、

街區及聚落保存(32 篇)等。相對於具主導性研究範疇，反觀在人物作品及匠師

(派)(14 篇)、政策與法令(3 篇)、歷史與案例研究(3 篇)、實務與紀錄(4 篇)等，於

2000 年以後研究便停滯或數量仍顯不足，有趣的是人物作品及匠師的研究論文數雖

仍顯不足，在近年卻有明顯增加情形，足證傳統建築論述中基礎研究調查的重要性，

而匠師作品的研究是過往時空區間紀錄人類活動與文化流動的足跡。另，史論研究

新興議題中文化資產類增加文化創意及產業(7 篇)、運用衛星遙測系統輔助(7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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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化資產類；6篇其他類)運用等待後續追蹤觀察。 

（四）自 1999 年 921 地震發生後，有關古蹟、遺址及歷史建築等文化空間研究受到

學術關切，影響史論研究明顯自其他史論研究論域流向文化資產類理論建築

分項集中，且研究視野以地域性整合方式採文化/產業園區、保存區規劃方向

進行。文化資產的保存概念已顛覆傳統以建築為主體的通用概念，並涵蓋有

形與無形資產。 

（五）本研究藉由統計量化過程，初步驗證建築地域文化的存在，足以說明藉由研

究建築地域文化之特質，以整合各時空區間由歷史及事件所層層堆疊的文化

脈絡，因此，研究並紀錄傳統建築及傳統建築興築背景、匠師、事件與活動

等基礎調查研究文獻資料蒐集、彙整、歸析及史證研究紀錄便顯現其重要性。 

（六）關於史論研究(E)建築類型項目中，人物作品及匠師（包含：匠師（派）、技

藝匠師、匠師與原鄉文化移民、匠師風格、匠師比較研究等相關）項目，自

1982 年起，至 2000 年以前僅有趨趨的 5 篇，至 2012 年 6 月累積至 24 篇，

且大部分分佈在傳統建築裝飾、營建材料、作法等非主要結構系統的研究議

題為多，顯現基礎匠師作品與匠派研究被學術研究因某種原因而忽視。（如：

田野調查需要更多的人力、物力及經費等資源，且田野調查後研究成果需要

較長的研究時程；或史論研究需要更多跨領域研究的史料與文獻驗證推論，

臺灣地區新建築已經取代舊建築促使傳統建築相關研究史料、現況建築樣本

蒐集困難與影像紀錄流失；或建築教育主流價值當道，傳統基礎調查及史論

研究工作對專業專門人才的誘因與保障不足等等）如圖 8所示。  

（七）本研究彙整自 2003 年 6 月-2012 年 6 月聚落/歷史建築/傳統建築大木作匠師

暨地域文化相關研究論文概況統計，發現共取得 43 篇相關論文，其中有 11

篇為非建築跨人文社會領域研究所進行之研究，且本研究因研究時程緣故，

僅取樣自 2003 年至 2012 年間相關研究對於 1982 年至 2002 年間取樣彙整工

作尚有所遺缺。因此，亟待後續研究繼續完成，並將非建築相關領域納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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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對象(如：歷史與地理、文化資產、傳統藝術等研究所)，如下表 7 所示。 

表 7 臺灣地區大學暨科大研究所聚落/歷史建築/傳統建築大木作匠師暨地域文化相關研究論文概況統計表 
編號 畢業

年度 

畢業學校系所 碩/博 

研究生 

論文題目 指導 

教授 

備註 

1 92 臺北藝術大學 

傳統藝術研究所 
呂文鑫 澎湖廟宇大木匠系及形式特色研究 邱博舜 非建築跨

人文藝術 

2 93 
中國技術學院 

建築研究所 溫峻瑋 八卦山系傳統建築大木作形式與源流之研究 閻亞寧  

3 93 
臺北藝術大學 

傳統藝術研究所 
劉敬明 大木司傅葉金萬、徐清及其派下之研究 林會承 非建築跨

人文藝術 

4 93 
臺北藝術大學 

傳統藝術研究所 
劉玲慧 嘉義新港剪粘業的發展－以司傅傳承與工法為

主 林會承 非建築跨

人文藝術 

5 94 
臺南大學 

台灣文化研究所 
李佳穎 

西螺地區「張廖」宗族特色與在地歷史發展 賴志彰 非建築跨

人文社會 

6 95 
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 李振維 傳統疊斗式四點金柱空間組構型式之研究 黃斌  

7 96 
高苑科技大學 

建築研究所 鄭雲霧 
古蹟與歷史建築之屋架構法調查與修復技術研

究以台南市定古蹟原台南州立第二中學校舍本

館暨講堂為例 

張旭福  

8 96 
雲林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碩

士班 

陳思穎 北港朝天宮典藏彩繪文物保存修復之研究—以

陳玉峰『水陸法會二十一幅彩畫』為例 連萬福 非建築跨

人文文資 

9 96 
高雄大學 

都市發展與建築研

究所 

許輝隆 
高雄『後勁』地區傳統民居特徵之研究 陳啟仁  

10 96 
高雄大學 

都市發展與建築研

究所 

王士彥 廟宇現代化過程中建築裝飾演變之研究 -以高

雄市寺廟彩繪為例 陳啟仁  

11 96 
高雄大學 

都市發展與建築研

究所 

黃英閔 古蹟、歷史建築之火災潛藏因子與周邊環境延燒

潛藏因子、防災評估研究 
陳啟仁

吳文彥  

12 96 
高雄大學 

都市發展與建築研

究所 

鄭耀翔 工業遺址再生作為區域活化之研究-以台泥高雄

廠為例 曾梓峰  

13 
96 臺北藝術大學 

建築與古蹟保存研

究所 

廖敏伶 傳統合院建築幾何及比例分析初探－以台中張

廖家廟為例 邱博舜  

14 96 
臺北藝術大學 

建築與古蹟保存研

究所 

嚴銀英 澳門歷史城區登錄為世界遺產之歷程研究 林會承 
 

15 96 
臺北藝術大學 

建築與古蹟保存研

究所 

廖敏伶 傳統合院建築幾何及比例分析初探－以台中張

廖家廟為例 
邱博舜 

 

16 96 
樹德科技大學 

建築與古蹟維護研

究所 

陳胤元 台灣傳統寺廟簷柱裝飾之研究-以新竹縣與桃園

縣二十四孝題材為例 

李盛沐 
 

17 97 
臺北科技大學 

建築與都市設計研

究所 

邱聖傑 北台地區石匠張木成作品之研究 張崑振 
 

18 97 
高雄大學 

都市發展與建築研

究所 

侯凱文 
台灣傳統穿鬬式木構造之補強技術研究-以玻璃

纖維及碳纖維布為例 

陳啟仁 
 

19 97 
高雄大學 

都市發展與建築研

究所 

曾思宸 
高雄市左營眷村文化保存與發展策略之研究 陳啟仁 

 

20 97 雲林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碩

士班 

徐必彥 葉王交趾陶古黃與寶石藍釉彩配方研究 曾永寬 非建築跨

人文文資 

21 97 
雲林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碩士班 黃明泰 
傳統聚落以文化景觀為保存方式之研究 以雲林

縣「七欠」地區為例 

邱上嘉 
 

22 97 
臺北藝術大學 

建築與古蹟保存研

究所 

朱禹潔 
金門祠堂空間組織研究 林會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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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97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傳統藝術研究所 王書璇 從臺灣傳統廟宇建築之鑿花看對場 
江韶瑩 非建築跨

人文藝術 

24 97 
雲林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碩士班 黃明泰 
傳統聚落以文化景觀為保存方式之研究 以雲林

縣「七欠」地區為例 

邱上嘉 
 

25 97 
雲林科技大學 

空間設計系碩士班 黃俊偉 
台灣傳統媽祖廟宇之空間形式探討 楊裕富 

 

26 98 
高雄大學 

都市發展與建築研

究所 

吳雅婷 
國定古蹟鐵道部建築群保存活化之評估研究 陳啟仁 

 

27 98 
屏東科技大學 

景觀暨遊憩管理研

究所 

黃家政 
屏東縣新惠宮舊廟後殿右棟架疊斗式大木作研

究 

盧惠敏 非建築跨

管理 

28 98 
國立臺北藝術大學 

傳統藝術研究所 江亞純 台灣傳統建築瓜筒之研究 
江韶瑩 非建築跨

人文藝術 

29 98 
臺北藝術大學 

建築與古蹟保存研

究所 

黃于恬 剪花司傅陳天乞研究 
林會承 

 

30 98 
臺北藝術大學 

建築與古蹟保存研

究所 

盧語晨 日本世界遺產經驗探討:以石見銀山為例 林會承  

31 98 
臺北藝術大學 

建築與古蹟保存研

究所 

劉郡芷 清代台灣方志中文化資產記載之研究 林會承  

32 98 
臺北藝術大學 

建築與古蹟保存研

究所 

李立豪 上海市歷史建築保存機制之研究 林會承  

33 98 
南華大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 

環境藝術碩士班 

林文智 大匠師周雪峰的藝術與地方生活之關係 
魏光莒

陳美貴 
 

34 98 
雲林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碩

士班 

邱文眉 從台灣先民的原鄉來看交趾陶的傳承 
曾永寬 非建築跨

人文文資 

35 99 
高雄大學 

都市發展與建築研

究所 

余竹倫 
臺鐵鐵路地下化後古蹟車站保存再利用之探討 陳啟仁 

 

36 99 
高雄大學 

都市發展與建築研

究所 

陳冠宇 
台灣傳統建築筒板瓦作構法之研究 陳啟仁 

 

37 99 
臺北藝術大學 

建築與古蹟保存研

究所 

陳柏良 金門地區戰爭紀念物再利用準則建構 
黃士娟 

 

38 
99 華梵大學 

建築學系碩士班 
呂正暉 由嘉義新港水仙宮彩繪修護紀實─ 看臺灣木構

彩繪修護現況 
葉乃齊 

 

39 99 
雲林科技大學 

文化資產維護系碩

士班 

陳泓錕 數位影像記錄學甲慈濟宮葉王交趾陶 曾永寬 非建築跨

人文文資 

40 99 
雲林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碩士班 

余容菁 族群與地緣對建築類型之影響比較：以彰化縣南

部五鄉鎮之民居為例 

王以亮 
 

41 99 
雲林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碩士班 

黃瀅蓁 柯煥章傳統建築彩繪風格-從傳統設計美學的觀

點 

楊裕富 
 

42 99 
雲林科技大學 

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碩士班 

邱舜茹 雲林縣詔安客家七欠聚落空間結構之研究 黃衍明

賴明茂  

43 99 
樹德科技大學 

建築與環境設計研

究所 

吳依君 楠梓天后宮之建築研究 李繼尊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統計整理自 2003 年 6月-2012 年 6 月間大專校院碩博士畢業論文中相關建築史論研究概況

進行紀錄，不足待後續研究持續追蹤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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