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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校園戶外空間之場所設計元素 

吳啟瑞* 

前言 
   「好」的校園中，應可以在空間中尋得屬於校園本身的「主體」元素，以作

為辨識、定位或記憶的對象，故對於大學校園空間主體性（Subjectivity）的表現，

應透過哪些設計元素來構成？大學校園的「空間品質」是什麼？為本研究提出之

核心問題。 
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緣起與目的 
    大學校園空間之營造歷程（參見圖一），前期透過高等教育行政者（業主）

與專業規劃師（規劃者），投入規劃概念並完成初期的空間規模，此發展歷程的

校園空間，僅提供空間生活人口所需的初步空間構架，屬於規劃設計師導向的概

念規劃歷程，具有完整且嚴謹的專業操作方法理論支持。 
後期的大學校園空間發展，延續前期的空間規模，大學人口（使用者）加入校園

空間的使用後，因應實際的生活使用需求，大學校園空間發展即從整體概念式的

規劃階段進入細部設計與局部修補的階段，透過空間修補的手段，進行大學校園

空間意象的營造與空間機能的增減。在實際的校園空間後期發展歷程中，其運作

相較起前期的概念發展階段，不具特定的操作方法論，校園空間的修補工作過程

常缺乏反省校園空間的主體特性，並缺乏掌握關鍵的校園空間元素內涵，以至於

讓校園的改造工作常落於片斷化、個別化與行政化的窘境。 
本於在創造優質校園空間的價值基礎上，建立一套大學校園空間營造與設計的系

統性看法，讓大學校園空間品質得以永續並持續有效積極發展，為本研究實用性

價值之所在。 
綜合上述之研究背景與緣起，本論文之研究目地主要為： 
（一）釐清並研擬大學校園空間「品質」營造與修補校園空間的系統性專業看法。 
（二）建立具體的方法論，作為大學校園空間品質得以永續發展之評估參考依據。 
 二、研究內容架構與流程 
 （一）研究內容 
    如將大學校園的空間發展分為四個階段（參見圖二），分別為第一階段的大

學校園環境空間骨架的形成、第二階段的大學校園環境空間品質的形塑、第三階

段的大學校園環境空間品質的形成與第四階段的大學校園環境空間品質的維護

管理，本研究所探討的範圍，主要在於校園發展進程的第二以及第三階段，亦即

大學校園環境空間品質形塑與形成的階段。在此兩階段的大學校園空間，在概念

式規劃完成的校園空間骨架中，結合校園人文、地域文化、學術文化…等等因素，

發展出屬於大學校園本身的主體價值。 
 
*吳啟瑞：國立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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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大學校園空間發展歷程說明圖 
 
 

【圖二】研究內容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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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針對主題探究之操作流程（參見圖三），主要分為界定研究主題、建

立假設觀點、擬定研究驗證方法、分析調查資料、提出相關結論與建議，分別說

明如下： 

 
【圖三】研究流程圖 
 
三、研究範圍與對象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所欲探討之大學校園空間場所設計，因大學校園「戶外空間」為主要

形塑校園空間意象品質的主體媒介，大學校園戶外空間提供使用者可在短時間

內，認識並體驗大學校園的空間品質與意象，並在空間活動類型、使用者種類、

空間機能種類等方面（表一），相較於大學校園室內空間而言，都具備多元的特

性，故以大學校園戶外空間作為場所設計方法探究上之研究對象。 
【表一】研究對象界定比較分析表 

 
空間意象性 空間活動類型 使用者種類 空間機能種類 

戶外空間 整體 多元 多元 多元 
室內空間 片段 相對單一 相對單一 相對單一 

特 
徵 類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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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與探討 
    本研究之文獻回顧部份，主要目的為釐清研究主題與定位，並收集相關研究

與文獻內容作為本研究假設性理論雛型建構之參考基礎。 
一、「場所」理論 
（一）「場所」釋意 
    當大學校園環境「空間品質」被理解成為一種對獨特場域精神的高度認識與

認同時，則大學學校園環境空間應為能呼應外在活動與內在心理的學習場域，即

提供生活亦可供學習的場所。則大學校園場所（參見圖四）具有可供辨認的「空

間-Space」（如造型）和獲得認同的「特性-Character」（如象徵、氣氛…），提供

在精神上的基本功能需求：「方向感」（Orientation）與「認同感」（Identification）

表達出人與空間互動中所需的象徵性。 
    「場所」是一種對於具體環境本質的抽象性描述，揭露出環境的意義與人互

動間的深層關係。場所乃由具有物質的本質、型態、質感及顏色…等的具體的物，

其總和決定一種「空間」環境的「特性」。如將大學校園空間環境視為一種「場

所」，則大學校園「場所精神」的具體呈現，將透過校園場所特質與人產生詩意

般的認同感，亦為大學校園空間品質之美學內涵的具現。 

 
【圖四】大學校園「場所」釋意圖 

 
（二）場所設計與美學 
    1.「場所」感的傳達 
    大學校園場所感的表達，常落實於環境的真實規劃與設計的過程，一個好的

校園規劃或設計內容，應組織起四種元素。詳細說明如下： 
    （1）「空間的組織」： 
    從大尺度的區域規劃到小尺度的傢俱組合，可視為不同目的和依照不同原則

而形成的「空間組織」。 
    （2）「時間的組織」： 
    人們不僅為空間所隔離，也為時間（日夜、季節）所隔離，時間可以取代空

間來隔離人群。 
    （3）「交流的組織」： 
    環境中的交流大致可分為人與人、人與環境兩種，如人的互動、互動的地點、

互動的方式等等。環境和交流都有文化上的變異性；人際互動的性質、強度、頻

率和方向都會隨著文化或地域場景的改變而有相應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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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意義的組織」： 
    當空間組織本身表達著意義並且具有交流的屬性時，「意義」常常通過記號、

材料、色彩、造型、尺寸、裝潢、地景等表達出來。 
環境具有組織特性的空間範疇（Dimension）。Amos Rapoport（1996）透過 Hall
（1966）所提出的固定、半固定及非固定特徵等三大元素，解釋環境中非語言交

流組織的內涵。 
    （1）固定特徵元素（Fixed-feature Element）： 
    固定特徵元素基本上是固定的，或變化得少而慢的元素，如建築中的牆、天

花板、地面或是都市中的街道、建築物均屬之。 
    （2）半固定特徵元素（Semifixed-feature Element）： 
    半固定特徵元素包括建築中的傢俱、窗簾及其他陳設；在都市中為街道傢

俱、廣告招牌等，因受到文化、風俗、地域等人因的影響，這些元素迅速且容易

改變，故表達出比固定特徵元素更多傳遞環境內在意涵的意義。 
    （3）非固定特徵元素（Nonfixed-feature Element）： 
    非固定特徵元素指的是場所的使用者、居民及其變換的空間關係、對環境的

反應…等屬於非語言的行為，乃空間語言中最複雜且具研究價值的部份。 
如將大學校園空間環境解構為以上三大元素，則可簡要歸納出校園場所的「空

間」，主要由固定特徵元素構成；則校園場所的「特性」主要由固定特徵元素、

半固定特徵元素及非固定特徵元素組成。 
二、校園規劃相關研究 
（一）大學校園設計（Campus Design） 
    由校園設計－Campus Design 一書可知。（Richard P. Dober，1992）校園設計

可分為三種元素：建築物（Buildings）、地景（Landscapes）與流動系統（Circulation 
Systerm），並認為校園設計即是把這些元素應用在場所營造（Placemaking）與場

所標記（Placemarking）上（如圖五）。具體而言，校園規劃場所時必須考量賦予

場所意義（Place-meaning），場所營造（Place-making）唯有落實場所賦意

（Place-marking），積累深厚校園文化的底醞，才能創造出優質的校園環境。（黃

世孟，2006） 
 

【圖五】大學校園設計要素概念關係圖（Richard P. Dober，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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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設計 
  一、研究設計內容 
  （一）研究設計內容與流程 
    本研究設計流程（圖六）主要先透過相關文獻與研究回顧，定位研究主題內

容與方向後，透過歸納文獻、研究者的主體理念與經驗，研擬假設性的研究理論

模型，並規劃從主客觀角度進行驗證調查工作，分別採用四種人的觀點切入，依

序有空間專業者、空間攝影者、空間改造者以及研究論述者。一方面在客觀層面

上，歸納不同領域者所透露對於大學校園環境品質的看法，作為佐證或呼應本研

究論述的依據，並做出後續研究結論與建議。 
 

 
【圖六】研究設計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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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理論模型研擬 
  一、研究論述模型推演 
    本研究試著透過四個論述架構的推演進程，組構本研究假設性理論模型的內

容。讓「場所」之抽象概念在實際校園空間規劃或設計上，成為可被理解，並盡

可能提供作為參考，助益後進發展出專屬規劃或設計工具的操作方法。 
  （一）大學校園戶外環境空間品質的認知結構（圖七） 
    空間「品質」怎麼被認知？（表二）乃本研究理論建構的流程，所提出的首

要問題，目的在於透析大學校園環境空間品質，如何被使用者清楚認知？ 
 

 
【圖七】大學校園戶外環境空間品質的認知結構圖 
 
 
【表二】大學校園戶外環境空間品質的認知結構內容說明表 

大學校園戶外環境空間品質的認知結構 
主體環境設計 客體心理認知 
A、景觀意象 a、視覺感受 
大學校園環境空間的景觀意象，由自然環境、建築、地景、人員活動…等組成

的大學校園景觀意象，透過色彩、比例、尺度…等關係的搭配，形成具有特色

並可供辨識和記憶的意象性空間。 

B、空間語彙 b、象徵意涵 
大學校園環境空間的空間語彙，由具象建築、地景或設施物的造型、圖騰、色

彩、材料、尺度…等組成，提供空間使用者理解、釋意、辨識，屬於形塑校園

主體風格的抽象空間語言，表達出校園的主體象徵、代表、事蹟、歷史…等空

間意涵，如宗教的、古老的、文化的、人文的、生態的…等意涵，讓活動行為

和心理認知產生意義、方向與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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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機能設施 c、機能服務 
大學校園環境空間的機能設施，提供明確、充足的機能設施種類，支援並呼應

空間中可能產生的活動行為類型，讓使用者在空間活動的經驗中，形成高品質

的經驗認知。大學校園環境空間的機能設施規劃，支撐使用者在空間中，基本

的生活行為與活動。 
D、空間配置 d、活動經驗 

大學校園環境空間的空間配置，組成不同類型的空間形成校園，如動態與靜

態、生活與運動、動線系統…等，形塑清晰的空間組合，暗示空間活動的基本

邏輯，透過使用者產生明確的使用型態，建立具主體性的空間認知感與生活認

同感，故校園環境空間透過空間的組織、動線的安排…等的組合，創造符合人

因的活動領域環境，形塑適合住居、休閒、教學的大學校園環境空間品質。 

 
 （二）大學校園戶外環境空間的規劃設計考量面向 
    大學校園環境空間的規劃設計該考量哪些面向？乃本研究理論建構的過

程，第二個階段所提出的問題，並試圖整理出，合理規劃與設計一所大學校園環

境空間，所應包涵並考量的面向。（圖八）。 
     1.空間紋理（Grain）面向－空間特徵的性格營造 
    大學校園環境空間的規劃設計，須注重「空間特徵的性格營造」，讓生活在

大學校園環境空間中的使用者，透過空間配置掌握於空間移動的邏輯，經由空間

中的建築、設施物、公共藝術品...等，所透露出如造型、色彩、尺度…等語彙，

近一步對空間形成的性格產生辨識與記憶等反應，讓所產生的活動、行為和認知

具有方向、邏輯與歸屬等感知。屬於「認知心理」層面的滿足。 
    2.視覺感官面向－空間景觀的舒適協調 
大學校園環境空間的規劃設計，必須注重「視覺景觀的舒適協調」，讓生活在大

學校園環境空間中的使用者，可以感受校園建築、植栽、路徑、設施…等空間元

素，所組成的空間景觀是協調的、舒適的…，有助於第一印象的形成，屬於「視

覺心理」層面的滿足。 
    3.機能服務面向－設施機能的需求滿足 
大學校園的環境空間必須注重「設施機能的需求滿足」，讓生活在大學校園環境

空間中的使用者，在進行空間中的移動、活動或行為時，具有可使用或提供輔助

的設施，如座椅、路燈、指標牌、號誌、佈告欄…，滿足並支援空間生活的使用

需求，創造符合人因的機能環境。屬於「環境行為心理」層面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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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八】大學校園戶外環境空間的規劃設計面向架構圖 
 
 （三）大學校園空間品質規劃設計的內涵組成 
    歸納上述大學校園戶外環境空間品質的認知結構（參見圖七）與大學校園戶

外環境空間的規劃設計面向（參見圖八）之內容，得知大學校園環境空間品質的

規劃設計（參見圖九），在空間特徵的性格營造面向上，應包涵空間配置、空間

語彙、象徵意涵與活動經驗等面向；在設施機能的需求滿足面向上，包涵活動經

驗、機能設施與機能服務；在視覺景觀的舒適協調面向上，應包涵空間配置、景

觀意象與視覺感受。目的在於建立一種「價值」，提供作為後續研究探討的依據。 
 

 
【圖九】大學校園戶外環境空間品質的規劃設計面向架構圖 

 
 （四）場所內涵的元素構成 
    上述的抽象價值如何被套到大學校園環境的實際空間中被檢視？乃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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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建構的過程，第四個階段所提出的問題，目的在於解構大學校園環境空間，

建構一套細緻看待大學校園環境空間的方式，檢視大學校園環境空間的品質。 
大學校園環境空間「品質」應表現在與其對應的空間元素上，並透露抽象的空間

意涵。空間元素的組成所形成的空間組織，本研究定義為「場所內涵組織結構」

（參見圖十），簡稱為「場所涵構（Context）」，目的在表達具有品質的大學校園

環境空間內容所對應的具體空間元素所在。 
  1.空間 
 「空間」指大學校園的環境主體本身，由固定元素與半固定元素所組成。 
  （1）「固定元素」（Fixed-feature Element）： 
      A、建築： 
    屬「固定」元素。通常為校舍硬體的人造建築，具有明顯的外觀型態、院所

權屬、座落區位與功能屬性，如文學院大樓…等等，屬於校園「實」體空間。 
      B、地景： 
    屬「固定」元素。為校園中的開放空間（Open Spaces）系統。包含自然景

觀、人造景觀兩類，為構成大學校園「空間」的元素。 
      C、時序： 
    屬「固定」元素。在此意指大學校園環境空間中固定的「時間」變動，如季

節、氣候、晝夜等元素，呈現校園空間的不同景觀意象、氣氛與品質。 
  （2）「半固定」元素（Semifixed-feature Element）： 
      A、機能設施： 
    屬「半固定」元素。為大學校園空間中，如座椅、路燈、指示牌、公佈欄…
等等，為形塑校園景觀並隨著「人」而產生變化的之空間構成元素。 
      B、公共藝術： 
    屬「半固定」元素。經特殊設計所擺設之雕塑、裝置藝術、雕像、鐘樓、紀

念碑…等，具有美化校園空間的間接功能，結合校園人文文化生態的實體表徵元

素。 
      C、人造物： 
    屬「半固定」元素。大學校園空間中，除機能設施與公共藝術外之人造物。 

 
【圖十】大學校園場所涵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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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特性 
    大學校園空間「特性」的表現，可視其為「客體」元素，附加在校園「主體」

空間中，讓「空間」的整體表現有著外觀主體與內涵客體的組成關係。其種類有

尺度、機能、色彩、造型、材料與時間性六大元素。 
    （1）尺度： 
    尺度形塑校園不同生活領域或範圍的「空間感」，透過不同尺度空間的組成，

讓校園空間具有一定的包圍、高低、層次等空間感，暗示使用者對於所處空間的

認知，進而產生活動或行為，包括高低、大小、寬窄長短等比例關係。 
    （2）機能： 
   「機能」界定出空間的屬性，暗示出空間使用的核心族群與活動行為模式。 
    （3）色彩： 
    校園空間中「色彩」的表現，因著色彩間明暗、對比、調和等關係，塑造出

校園空間的意象特質，在視覺感官經驗上形塑出主要的印象內容。 
    （4）造型： 
   「造型」意謂為大學校園環境空間中具特色、可供辨識的空間形體、線條或

圖騰，以建築為形塑校園空間形體的主要元素，輔以特殊造型設計的人造設施

物、圖騰或標誌等。 
    （5）材料： 
    在大學校園環境空間中，材料的應用是建築、人造設施物表現外在樣貌的基

本元素。材料的使用反映大學校園的地域、文化…等關係；材料的使用反映材料

質感的粗細，增添與感官互動的多樣性；材料的使用反映出校園的歷史，表達出

空間中的「時間性」。 
    （6）時間性： 
    有別於空間主體元素中的固定元素－「時序」，「時間性」意謂大學校園環境

空間中的時間變動所印記在空間中的特性，稱為「時間性」。具體事物如歷史的

建築、老樹、紀念碑…等，故校園空間中，時間特性的表達，讓空間中的「物」

有著時間的刻痕，代表人文、歷史、人物、故事…等等校園的空間歷史。 
伍、研究調查與分析 
  一、問卷調查與分析 
  （一）問卷成果分析 
    透過問卷反應「人」對於空間品質這件事的反應，可以作為本研究檢視研究

假設性理論架構的依據。問卷的具體調查成果，受調者表達對大學校園戶外空間

品質的看法內容，約略可由字意整理為三種類型，其分別為「抽象形容詞」、「具

象形容詞」、「具象的空間元素」。 
      1.「抽象形容詞」 
    首先，針對以「抽象形容詞」的問卷（參見下表三）回覆內容。受調者回應

本研究問卷的問題時，很容易表達出屬於個人的情感、價值或經驗的意見內容。

事實上，透過抽象的形容詞句，很難掌握出具體的空間營造元素，因每個人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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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容詞句的解釋都不盡相同，但卻能表達出受調者的核心想法，屬於一種價值

的闡釋。 
      2.「具象形容詞」 
    問卷中「具象形容詞」等意見的反應（參見下表四），為受調者對大學校園

戶外環境空間品質的看法，屬於非具象但可被理解的用詞種類，亦非抽象的形容

詞，相較於抽象形容詞，亦可相對具體的反應受調者心中，對於大學校園空間品

質的認知內容，例如使用「機能」需求、不具壓迫的適當空間「尺度」或協調的

空間景觀「色彩」等等。 
      3.「具象的空間元素」 
    受調者常藉著「具象的空間元素」（參見下表五）來說明大學校園戶外空間

的品質。這些具體的空間元素勾勒出，形塑大學校園戶外空間環境的具體內容，

亦具體表現出空間使用者對於品質認知的對象物。 
二、案例調查與分析 
（一）大學校園空間攝影案例 
大學校園空間攝影案例數共 175 組，由國立高雄大學校內外的攝影者提出（表

六）。空間攝影案例內容主要以校園空間影像為主，透過攝影者取景的喜好取樣

而成，為攝影者所認定是美麗的校園景觀，值得被紀錄的場景，案例的實際內容

以攝影影像為主，配合攝影者詮釋空間的簡短文字。 
【表六】攝影比賽作品分類表 

攝影主題類型 類型說明 作品範例 

建築 攝影主題以建築為主，搭配週邊地景來呈現

自然

地景 
攝影主題以天空、土地、植栽…等自然元素

為主 
 

靜

態 
地景 

人造

地景 
攝影主題以人造設施或建築局部為主，結合

特殊攝影技巧來呈現 
 

動

態 
人文 
活動 

攝影主題以人為主題，捕捉動態的人文活動

景觀來呈現 
 

   1.調查成果分析 
    在一百多組的攝影作品內容中，以靜態攝影主題的呈現，最能表達攝影者對

大學校園戶外空間影像捕捉的內容。整個分析歷程約略分為檢核、分析與統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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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階段進程，主要記錄在檢核表件七中。首先，「檢核」階段主要在分析攝影作

品中的空間元素，是否與本研究的假設性論述，所提出之大學校園場所涵構元素

相符？如兩者間具有高度的相關性，代表假設性論述在對於大學校園戶外空間品

質的理解上，以及場所元素等論述內容的提出，具有高度的可應用性。 
    綜上所知，以下將根據上述對攝影作品的場所涵構分析邏輯，整理一張「大

學校園場所涵構元素相互作用關係表」（參見下表八），說明透過攝影作品的分析

後，所瞭解的場所涵構元素間的作用關係。透過分析亦發現，場所涵構中的「空

間」與「特性」兩類元素間的作用，不僅僅只限於二元的互動關係，事實上，一

個好的大學校園戶外空間的品質呈現，有時是透過多組或多個場所涵構元素間的

互動所組成。對於校園空間元素作用關係的理性分析，目的在瞭解大學校園戶外

環境空間品質形成的具體內容，供後續空間營造者在進行大學校園環境改造或修

補時的參考。 
大學校園戶外環境空間品質的形成，其實是透過場所涵構元素間的複雜作用關係

而成，這樣的關係必須滿足一種價值，即為一種符合大學校園戶外環境空間品質

的規劃設計面向內容。 
在表八－「大學校園場所涵構元素相互作用關係表」中，各個「空間」與「特性」

元素的對應關係，並非皆具有關連，如空間元素中的「時序」元素，即與「機能」、

「造型」…等特性元素無明顯關連，意即兩者間不具有作用關係。而其餘元素間

的關係，則以高度相關、相關與不相關等三種等級，區分元素間作用的相關程度，

作用程度越高代表元素間的關係，具有高度表達場所設計內涵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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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問卷調查內容分析對照表（一） 

大學校園戶外環境空間品質的規劃設計考量面向 問卷回應內容：「抽象形容詞」部分 大學校園場所涵構元素 
視覺感受 建築 

地景 
景觀意象 

固定元素 
時序 

視覺

景觀 
空間配置 公共藝術 

機能設施 
空間語彙 

空間主體 
 

半固定元素

人造物 
象徵意涵 尺度 

機能 

 
空間

紋理

活動經驗 
色彩 
造型 

機能設施 
材料 

 

服務

機能 

機能服務 

人性化 
舒適的 
安全的 
 
多層次 
主從關係 
多元且整體

的 
 
教育意義 
人文氣息 
文化的 
歷史的 
紀念性 

美學的 
藝術氣息 
詩意的 
具有夢的特質 
 
有機的 
自明性 
象徵性 
服務性高 

特性客體 

時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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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問卷調查內容分析對照表（二） 

大學校園戶外環境空間品質的規劃設計考量面向 問卷回應內容：「具象形容詞」部分 大學校園場所涵構元素 
視覺感受 建築 

地景 
景觀意象 

固定元素 
時序 

視覺

景觀 
空間配置 公共藝術 

機能設施 
空間語彙 

空間主體 
 

半固定元素

人造物 
象徵意涵 尺度 

機能 

 
空間

紋理

活動經驗 
色彩 
造型 

機能設施 
材料 

 

服務

機能 

機能服務 

人車分離 
設施安全 
滿足行為 
可停留休憩 
空間活動產生 
多元的空間機能組合 
流暢動線與空間 
配置脈絡清楚 
綠化程度高 
獨特意象 
視覺深廣度 
空間的軸線性 

人性化尺度 
寬敞的 
地形有起伏 
美學的造型 
質感豐富 
材料的運用 
統一的主調 
節省能源的 
符合環保的 
自然生態性 

特性客體 

時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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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問卷調查內容分析對照表（三） 

大學校園戶外環境空間品

質的規劃設計考量面向 
問卷回應內容：「具象空間元素」部分 大學校園場所涵構元素 

視覺感受 建築 
地景 

景觀意象 
固定元素 

時序 

視

覺

景

觀 空間配置 公共藝術 
機能設施 

空間語彙 

空間主體 
 

半固定元素

人造物 
象徵意涵 尺度 

機能 

 空

間

紋

理 
活動經驗 

色彩 
造型 

機能設施 
材料 

 

服

務

機

能 
機能服務 

成排或成群植栽（林蔭大道、相思樹林、森林） 
植栽（地標性、隨季節變化、色彩） 
建築物（教堂、歷史建築、四合院） 
機能設施構造物（座椅、咖啡座、雨披、烤肉區、小橋） 
廣場（綠地、紀念廣場、集會廣場） 
象徵性地標（大樹、教堂、） 
水域（水池、湖或和河流） 
安全通報鈕 
歷史遺跡（紀念碑、雕像、遺址） 
半戶外空間（騎樓、迴廊） 
活動的生物（人、野生動物） 
空間藝術品（雕塑、裝置藝術、地景藝術） 
自然的時空間元素（陽光、水、藍天、朝夕陽、微風） 
步道（樹林中、水邊） 特性客體 

時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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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大學校園空間攝影作品之場所涵構檢核分析表 
※『標記說明』：●高度相關 ◎中度相關 ○低度相關　×不相關 

空間 特性 

固定特徵元素 
非固定特徵元

素 

攝

影

主

題

類

型 

作品

名稱 
照片 作品描述 

場

所

內

涵 建築 
地

景 
時

序 

機

能

設

施 

公

共

藝

術 

人

造

物 

其

他 
尺

度 
機

能 
色

彩 
造

型 
材

料 

時

間

性 

其

他 

相

關

性 
○ ● ● ● ○ ●  ● ● ● ○ ◎ ○ 

人

造

地

景 

步道 

 

好柔和的燈光，好浪

漫的步道，冬去春來

黃昏來此徘徊徜

徉，保證有不一樣的

感受 

實

際

元

素 

 

夜

空 
植

栽 
步

道 
車

道 

夜

間 
路

燈 
   

樹

木

v.s 
人 

步

行 
黃

色 
 

水

泥 
年

輕 

半

私

密 

【分析說明】： 
圖像中，為簡單的地景拍攝，元素有夜空、植栽與步道，時間為夜間時刻，昏黃的路邊照明燈具，製造的黃色調光線，讓攝影者注意並紀錄，

除此之外，畫面的構成主要表達出步道與植栽間構成的適切尺度，一種包被的空間感，具有提供步行與某種程度上，私密行為發生的機能。

路面灰亮的水泥鋪面稍顯理性而單一，搭配起昏黃的燈光，少了些柔和的質感與時間性，大體來說這裡還是ㄧ個不具歷史的年輕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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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照片屬於校園中的人造地景，串連校園中不同的區域，無限延伸的視覺線性，適合攝影取景，但對於實際的空間移動者而言，距離、尺度

適中的移動路徑，較能營造舒適的環境心理，故路徑空間的設計，應搭配「節點」空間，豐富行人在路徑空間中移動的經驗。 
路燈、垃圾桶屬於空間中已有的機能設施，皆為商業化的採購商品，如能將路燈的造型、色彩、機能、材料的表達上，透過大學校園規劃者

或使用者，依據特定的訴求進行設計，在場所的空間特性中納入人文的演變軌跡等，豐富空間的場所設計。 
路徑在校園不同的時間中，皆有不同的使用者，除步行等的活動行為外，以散步和休憩等行為，在校園空間的課餘與假日時光中，特別容易

出現，故路徑旁應擺放可供休息或依靠的機能設施或公共藝術，如座椅、石頭…等，加強路徑空間的特性。 
路徑空間主要為步行、休憩的活動行為空間，移動速度緩慢；一旁以車行為主的路徑空間，移動速度較快，兩個不同性質的空間元素間的關

係，應該清楚界定，如拉開距離尺度、利用機能設施隔離…現況已經利用植栽為隔離元素，進行空間的區隔，但對於路徑中活動的人員而言，

路徑空間應盡量避免不安全感，將有助更多活動的產生。 
路徑空間中，以水泥為主要地面材質的空間，具有單純的色調與視覺上的一致性，為控制整體空間設計特質的重要元素，故不同材料的使用

在鋪面上的使用，可營造出不同路徑的空間設計特色。 



創意校園規劃與經營 

- 127 - 

【表八】大學校園場所涵構元素相互作用關係表 
※『標記說明』：●高度相關 ○相關　×不相關 

 

建築 地景 時序 機能設施 公共藝術 
人 
造物 

尺度 

【相關性】● 
形塑空間中的「地標」 
應配合景觀的尺度 
不同的建築尺度，營造

不同的環境心裡 

【相關性】● 
營造空間層次－開放、

圍繞或遮蔽 
營造多層次並適合活動

的空間尺度 

【相關性】○ 
時序變化與空間中不同

尺度的結合，可創造不

同尺度的時序變化，產

生不同的空間感 

【相關性】● 
配合景觀尺度 
適合使用者尺度 

【相關性】● 
可依照表達的主題，創

造與週邊景觀空間的尺

度關係 

機能 

【相關性】○ 
建立建物的機能屬性 
座落適當空間區位 

【相關性】● 
適當的空間配置 
提示空間活動種類 
安置適當機能設施 

【相關性】× 

【相關性】● 
合宜的使用機能 
複合的機能設計可串連

不同的使用者 

【相關性】● 
可結合機能設施一併設

計或其本身兼具機能 

色彩 

【相關性】○ 
融入或突出週邊的景觀

色彩 
形塑視覺的可識別性 

【相關性】● 
建立空間主體的色彩 
色彩種類、配置應具邏

輯，如法規管制、文化

等特殊象徵意涵 

【相關性】● 
時序變化提供可被感知

的空間色彩變換，如早

晚、晴雨天等 

【相關性】● 
搭配週邊景觀色彩 
 

【相關性】● 
搭配週邊景觀色彩，可

依照表達主題而不同 

造型 

【相關性】● 
傳達建築設計意涵－造

型、機能、風格 

【相關性】● 
營造空間的可識別性 
提供空間活動的線索與

【相關性】× 

【相關性】● 
符合機能使用 
活潑並蘊含特殊語彙、

【相關性】● 
呈現作品主題 
具有可辨識性 

 

空

間
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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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視覺性「地標」特性 
不同線條造型的建物曲

線可融合搭配 

場景氣氛，如軸線廊

道、面狀廣場等不同的

地景空間 

符號或圖騰等的主題傳

遞 
傳遞校園主體的識別 

搭配週邊建築或景觀地

標的線條造型 
 

材料 

【相關性】● 
紀錄時間性（歷史） 
傳達文化地域屬性 
融入週邊空間景觀 

【相關性】● 
具備時間性 
呼應文化地域關係 
搭配景觀的設計 

【相關性】○ 
固定的時序變化種類，

可結合材料表現在空間

中，呈現多樣的外貌，

並留下痕跡 

【相關性】● 
符合機能使用 
呼應文化地域關係 
搭配週邊地景材料 

【相關性】● 
呈現作品主題 
呼應文化地域關係 
搭配週邊地景材料  

時間

性 

【相關性】● 
傳達建築的時間意義 
透露出時間性背後的抽

象事件或意涵 

【相關性】● 
地景的變化或形式可傳

遞時間變化的訊息 
【相關性】× 【相關性】× 

【相關性】● 
※呼應公共藝術主題 

符碼 

【相關性】● 
建築物可結合造型，創

造可供辨識的圖騰或標

誌 
運用圖騰改造建築週邊

較生硬的空間 

【相關性】○ 
地景的大尺度空間的排

列、配置形式，常能與

特殊的國家文化與歷史

場景結合，呈現出特有

的象徵意義 

【相關性】× 

【相關性】● 
機能設施附加符碼意義

的傳達，讓設施設計附

加意義 

【相關性】● 
傳達作品或所在校園的

象徵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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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研究結論與建議 
  一、大學校園戶外空間的場所設計 
    大學校園戶外空間的場所設計品質，可從本研究提出的「大學校園戶外環境

空間品質的規劃設計面向」架構中（圖十一），初步找到檢視整體大學校園規劃

與設計品質的內容，在掌握大學校園戶外空間的規劃與設計內容後，則深入進行

「大學校園場所涵構」元素（圖十二）的檢視與分析，此一系統化的檢證架構與

元素內容，即為本研究之「大學校園戶外空間之場所設計元素」。 
當中又以「大學校園場所涵構」元素，最能直接應用在專業設計工作，如「大學

校園場所涵構元素相互作用關係表」（如表八）所示，大學校園的硬體空間與其

所呈顯的特性關係中，包含很多的互動關係，這些關係的組合表達出空間的特

質，並營造出具有場所性的空間品質。 

             

【圖十一】大學校園戶外環境空間品

質的規劃設計面向架構圖 
【圖十二】大學校園場所涵構示意圖 

本研究所提出之「大學校園戶外空間場所設計元素」，目的在於協助大學校園的

空間規劃設計者，具備一種檢視大學校園空間品質的參考價值脈絡，結合專業者

本身對大學校園戶外空間營造的價值主張，發展出穩定且合乎實際空間需求的修

補與改造策略。故「大學校園戶外空間場所設計元素」的實際應用，仍需透過不

同空間規劃者的專業詮釋，並轉化成實際的規劃設計行為，執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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