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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執行摘要 

一、目標與架構 
本計畫的名稱為「流動的空間．前瞻的設計—永續水資源環境的前瞻人才培育計

劃」，係特別針對環境能資變遷相關議題中，氣候變遷對水資源環境衝擊所帶來的水資源管

理影響此一主題來探討，課程設計和可能結合的科技即以此為核心來發展。本計畫係藉由桃

園水環境資源環境﹙埤塘﹚做為教育實施場域，並以埤塘網絡來發展「因應氣候變遷衝擊水

資源環境」解決方案的概念模型。所以，並非以如何改善現今桃園埤塘為主旨的大學社會責

任﹙USR﹚計畫。但若要運用桃園埤塘做為本計畫的發想原型﹙prototype﹚，即需在相關課

程中介紹桃園埤塘，並以本計畫主持人及團隊成員過去迄今在桃園埤塘相關研究所累積的深

厚資歷與成果，做為本次計畫提出永續設計方案的發想基礎。 

玆以 108-1學期本計畫團隊和德國 Raumlaberberlin團隊所進行的國際交流工作坊為

例，說明桃園埤塘是如何做為本計畫的操作場域。本計畫團隊分別在 108 年 5 月期間，與

德國柏林知名環境設計組織 Raumlaberberlin 合作進行 2 次「水環境資源跨國工作坊」，隨

後於 11 月進行「循流劇場工作坊」並在台北原空軍總部所在地舉辦循流劇場展出，其中一

項作品即是運用 10 個埤塘的串連建構一個循環淨水系統，此即運用桃園埤塘概念發展出一

個解決未來環境缺少乾淨水資源時的解決方案原型。 

本計畫在 108-1學期已逐步規劃新開課程，也選擇將一些與本計畫相關的原有課程再

做調整或重新設計。同時，在計畫第一期先以設計學院四個系為核心，規劃課程地圖、課程

結構與學生學習成效評量，並結合工學院師資共備與共授課程，以工作坊和微型課程加入工

學院等其它學院學生一起跨域學習，在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教育理念下奠定未來人才培

育的基石。亦即，計畫第一期的課程規劃是從系的改變到本院的改變，之後的第二期是從本

院的改變至跨院的改變，第三期是從跨院的改變到校的改變，第四期則是精進與整合本校的

教育理念從「全人教育」擴展到「永續教育」。以下分別說明課程規劃思維與架構。 

 

（一）課程設計核心精神 

依後現代課程發展(postmodern curriculum development)精神，強調課程的解構(de-

construction)、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進而再造(reconstruction)。主張課程

設計的思維必須先解構，不能像過去由學者與專家單方面制定和發展，而是需要邀請利害關

係人，共同設計課程，並達成共識，這是課程再概念化的形塑，最後設計出適合未來人才培

育的課程，此為課程再造。因此，本計畫在新開課程裡，即要求授課老師必須以「共備課

程」的記錄表，載明如何邀請利害關係人一起規劃課程網要或內容。  

Ritchhart, Church and Morrison (2011) 在探討「理解」(understanding)新概念、

新議題或新挑戰時，建議有六項思考活動是不可或缺的，分別是(1)仔細觀察並描述，(2)說

明與解釋，(3)以證據展開推論，(4)建立聯結，(5)考量不同觀點及看法，(6)找出核心並形

成結論。因此，綜合上述觀點，本計畫課程將以培育學生具有「閱讀／理解→詮䆁／設計→

創作／整合」的思考能力為設計主軸，規劃課群架構與學習成效評量。  

 

（二）課程地圖基本架構 

由於本計畫所探討的議題是「環境能資變遷」與社會、科技之交互影響，課程設計主

旨是能因應上述議題未來人才的現在培育，因此教育目標著重在學生思考能力的培養，依上

述課程設計核心精神的「閱讀∕理解→詮䆁∕設計→創作∕整合」思考能力發展過程，規劃課

程地圖，包含課程架構與學習成效評量，如圖 1所示。其中除了「設計倫理」和「各系必修

課程」是既有課之外，其餘皆是在 108-2學期的新開課；此外，跨域課程大多是設計學院與

本校工學院、人文與教育學院等其它院系師資共備共授所開的課。再者，每門新開課的內容 

都是依照後現代課程發展所強調的課程解構、再概念化、進而再造的精神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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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課程地圖基本架構 

 

在課程地圖基本架構中，〔基礎課程→關鍵課程→總結式課程→永續方案〕之流程，

為本計畫培育未來人才之課程主軸，也是學生學習的步驟與路徑。第一期是以設計學院的學

生為主要對象。學生依課程地圖學習之產出（outcome）為，提出如何因應未來氣候變遷造

成水資源管理衝擊的可行方案。可以是針對未來的詮䆁、未來的想像、或未來的創造。 

在上述學習路徑中，需要結合人文素養與科技前瞻之相關教育，擬分別由本校人文與教育學

院，以及理學院、工學院與電資學院等的支援。支援方式包括演講、系列講座、論壇、研討

會、工作坊、既有課程或新開課程。而在國際交流與合作上，可視需要發生在上述〔基礎課

程→關鍵課程→總結式課程→永續方案〕課程主軸中任一階段，方式為教師出國參訪、國內

外教師連線視訊上課和學生出國移地學習。此外，此課程地圖為基本架構，可分別依第一

期、第二、三和四期，分別規劃課程科目、內容與進行方式。亦即，後面數期可依前一期學

習成效進行滾動式的調整。 

基礎課程主要的課程型式為演講、系列講座或論壇，做為學習關鍵課程的前置基礎知

識，著重「閱讀／理解」的思考能力培養；關鍵課程分為專修課程和跨域課程，主要型式為

必修或選修科目，包含既有課與新開課，目的在培養學生的「詮䆁／設計」思考能力；而總

結式課程，則在培養學生的「創作／整合」思考能力，課程型式主要為工作坊（包括國內與

國際）和畢業製作專題。以上說明，綜合如表 1所示： 

 

表 1：思考能力培養、課程屬性和課程型式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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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課程規劃與未來人才培育之連結上，本計畫依「WATER」矩陣，分別以各個英文字

母之字首發展出 15個關鍵詞來規劃培養未來能整合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的教育目標、

策略與作法。  

 

 
 

首先，整體人才培育是以培養學生能夠發自內心樂意(willingness)為水資源環境的永

續發展為起點（「WATER」矩陣最左上角），以達成建立水環境的靭性(resilience)管理

（「WATER」矩陣最右下角）為最終目的。其次，在人才培育策略上，以「WATER」矩陣的三

個橫列，做為下列三個學習路徑(approach)， 

（1） 學習路徑一：從樂意(willingness)為善的起心動念開始，先在人文藝

術(arts)各層面中培養學生能夠洞察與領會環境變遷對人文社會與歷史發展意涵的才能

(talent)，教導其在符合道德(ethic)規範前提下發掘與善用資源(resource)； 

（2） 學習路徑二：將關懷的面向與影響力以開放資源方式建構相互連結的網

絡(web)，規劃可行的行動方案(action)，運用與發展前瞻科技 (tech)，以悲天憫人的

同理心(empathy)去進行必要的水環境修補(remedy)； 

（3） 學習路徑三：所有水環境的永續經營都是為了營造人類全體的福址 

(welfare)，而非搶奪水資源以謀取私人利益，這需要以全球觀點建立 A級團隊(A-

team)，設立各國分工合作的任務(task)，建構完整的水環境生態系統(ecosystem)，如

此才能達成全球水環境的靭性(resilience)管理。 

 

（三）第一期課程地圖、課程規劃與初步執行成果 

本計畫第一期依上述課程地圖基本架構，規劃與設立相關課程科目，如圖 2所示。其

中，基礎課程中的「設計倫理」為既有課，「桃園埤塘學」和「氣候變遷與永續水環境」目

前為演講和講座型式，安插在後續關鍵課程裡的相關科目中進行。例如，在跨域課程中的

「設計產業生態圈」（108-2新開課），即會在其中一至二堂課裡安排「桃園埤塘學」的演

講，修課學生以此為基礎知識，以桃園埤塘為概念原型發想相關串連的設計產業生態圈。其

次，在永續設計方案方面，本計畫將鏈結聯合國 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中的四項目標，分別是 Goal 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Goal 11 Sustainable Cit-

ies and Communities，Goal 13 Climate Action，和 Goal 14 Life below Water，讓學生

經由〔基礎課程→關鍵課程→總結式課程〕的學習流程後，分別針對這四項 SDGs目標各自

提出永續設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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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第一期課程地圖 

 

例如，在 108-1學期商業設計系大四「品牌策略」課的期末作業，即要求學生每人製

作一本品牌書，用品牌敘事的方式來規劃書中內容，思考與想像一下未來 10年後氣候變遷

和全球暖化對全球水資源造成之影響，到那時你所做的品牌會提出什麼樣的主張。學生所選

擇的品牌可以是既有品牌或是虛擬的自創品牌，可以是實體產品、服務、名人品牌(流行樂

歌手或樂團、藝術家、設計師…)等之品牌。因此，透過圖 2學習地圖的架構，即可將學生

的學習歷程描繪出如圖 3所示。 

 

 

 

 

 

 

 

 

 

 

 

 

 

 

圖 3：「品牌策略」課學生在學習地圖中的學習歷程 

 

再者，若將上述「品牌策略」課與人才培育關聯性之連結，主要著重在「WATER」矩陣

裡的學習路徑一，讓修課學生從樂意(willingness)為善的起心動念開始，先在人文藝術

(arts)各層面中培養學生能夠洞察與領會環境變遷對人文社會與歷史發展意涵的才能(tal-

ent)，教導其在符合道德(ethic)規範前提下發掘與善用資源(resource)。玆將這些說明，

彙整如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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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品牌策略」課學生學習歷與人才培育中學習路徑之關連 

 

此外，在總結式課程裡， 108-1學期設計學院首次舉辦的「空間大數據分析；地理資

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 mation System, GIS)工作坊」，透過此套空間大數據軟體之新

科技，即可讓學生對於地理環境如何從縱向的時間軸歷史比對，連結橫向的社區人文社會與

經濟發展，觀察與分析環境能資的變遷過程，從而增進新的理解與建構新的知識；在 108-1

學期商業設計系大四的畢業製作專題課程，其中一組同學即因為參與「前瞻人才培育工作坊

-建築與植物工作坊」所得到的啟發，運用新科技搜集植物所發出的聲音，並利用搜集來的

素材進行視覺與音樂的創作，並將在 108-2學期完成一張概念專輯以及影音實驗動畫。這將

會讓學生學習到，原來聲音本身也有其視覺形象的新知識。 

最後，在前瞻議題與未來科技的探索上，本計畫在 108-1學期邀請台灣新創團隊 Space 

apes垠猿有限公司（2017U-Star大專創業服務計畫獲獎中原團隊，一個由中原校友組成的

新創團隊，致力解決水資源匱乏問題）來本院舉辦一場「知難行難－設計構思至驗証之路工

作坊」，分享他們如何以「非動力式空氣製水裝置 AQR」，針對如非洲等缺水地區提供衛生

安全的飲用水，降低因飲用不潔水之死亡率，並節省小孩及婦女取水的時間，進而提升生活

品質及學習的時間。此即發想新科技用以解決水資源之例，不僅需要有前瞻設計更要由跨領

域角度切入，是從現在培育未來人才的好方式，本計畫將會朝此方向繼續發展。 

 

（四）學習成效評量 

本計畫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評量採多元評量方式，針對不同階段學生思考能力培養之

特性，規劃相配適的評量構面與評分量尺，如下表 2所示。 

 
表 2：多元學習成效評量 

評量構面 認知層面 情意層面 技能面 評量方式∕工具 

思考能力     

閱讀∕理解 v v   認知評量（問卷） 

 態度評量（問卷） 

 作業 

 畫面報告 

 學習反思札記 

詮䆁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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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思考 

評分量尺 

Capstone Milestone Benchmark  

表現優良 表現尚可 尚待改善 

設計 透過自己創立的設

計型式或風格，將

意念清楚表達 

轉化所學的設計型

式或風格，將意念

清楚表達 

模仿某一設計型

式或風格，將意

念表達出來 

 實作能力 

 作品評量 

 同儕互評 

 業界專家評審 創作 能將一個新穎或獨

特的想法、問題或

型式延伸，創造出

新的或跨領域知

識；也能在最後成

品中，勇於向外探

索並嘗試具有風險

性的方向或方法 

能在作業規範下考

慮一些可接受的新

穎方向及方法，做

出有些新意的成品 

只能在作業規範

下思考，重組現

有想法，做出一

般性的成品 

整合 能獨立地將包含一

個以上的領域∕觀點

∕理論∕手法，做完

整的歸納與轉化，

提出獨創的解決方

案 

需經過引導，才能

將包含一個以上的

領域∕觀點∕理論∕

手法，做概括性的

歸納與轉化，提出

尚可的解決方案 

需經過模仿，才

能將包含一個以

上的領域∕觀點∕

理論∕手法，做

基本的歸納與轉

化，提出初步的

解決方案 

 

關於人才培育成效的 KPI，由於目前有不少新開課是規劃在大三或大四授課，以致要將

上述課程地圖規劃的人才培育課程完整學習完的數目，短期而言會較少。因此，本計畫會重

視每學期修課人數是否逐步成長為績效指標。此外，本院對於學生的評量多為期末的設計或

創作成品，因此其績效指標的內涵是重質不重量。 

 

 

二、遭遇困難與因應對策 

類別 說明 因應措施與建議 

執行困難 

由於審查計畫、申請及核定時間為七

至九月，而一般校內開課完成皆在五

月份，故在課程規劃上，無法與計畫

同步執行，使得 108-1 的課程無法落

實於計畫。 

建議之後的審查計畫、申請及核定時

間可再做調整往前 2 至 3 個月，也就

是五月初可以核定。108-1 本團隊著

重於規劃 108-2 的課程上、辦理教師

專業增能的工作坊培訓老師的專業訓

練以及辦理講座工作坊喚起學生對於

水資源議題的熱忱。 

執行落後 

於原規劃的課程結構中，規劃以「四

年四階段」的方式為目標建立課群，

於大一接受水通識課程，大二選擇一

個專業的方向，大三實習與深化，大

四發展驗證模式或創業。然學校師資

有限，加上必修課程須經歷學校嚴格

的制度，而選修課程則會有學生不足

的問題。 

目前:因課程計畫鋪陳、草擬、教師溝

通、課與課的聯繫皆尚需時間，為了

跳脫傳統教育窠臼、配合學校開課規

定，係以團隊教師現有課程作結構性

調整，於課程加入跨域教學，實施以

108-2 為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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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際執行與原規劃差異說明 

（一）重新規劃課程地圖、課程架構與學習成效評量方式，如上一節「目標與架構」中之

說明。 

（二）原計畫擬引入 Minerva school系統，礙於團隊重新規畫調整，加上校系準則等因

素，現階段是以取消引入 Minerva school系統。 

四、第一期審查意見回覆 

第一期審查意見內容 意見回覆 

本案擬利用桃園水資源環境（埤塘）做為

教育實施場域，並透過建立「環境能資變

遷」 相關課群（包括社會課群、前瞻課

群、科技課群與人文課群）的方式來開發

前瞻的設計 教育人才。本計畫曾執行第零

期計畫，目前所提出之主題與執行方向與

原規劃的課程主題（氣候變遷、防災管

理、永續環境）有明顯差異，應有適當之

說明。本案整體方向在調整之後，除了

「水資源」主題與環境能資變遷有些關聯

之外，計畫內容欠缺科技對環境能資變遷

影響的探討，以及如何落實未來科技與傳

統知識。此外，雖擬引入 Minerva school

系統，屬創新學習的模式，但在執行時宜

有大量師資投入輔導學生， 使其理解「自

主學習」的真諦。 

永續水資源為未來重要之議題，藉由課程

重組，以議題方式關心環境能資氣候變

遷、防災、永續環境，第一期所提出之課

程與執行方向整體緊扣著原規劃的主題，

為了結合未來科技與傳統知識，本計畫擬

以桃園埤塘網絡為概念原型，利用感測器

DHT22/空間大數據 GIS/水質水溫檢測等採

集埤塘網絡系統生態環境資訊，於未來課

程所需資料家以發展及應用。 

本院雖與 Minerva school會議討論合作，

原計畫擬引入 Minerva school系統，礙於

團隊重新規畫調整，加上校系準則等因

素，現階段是以取消引入 Minerva school

系統。 

問題易適從七個面向切入，闡釋清楚，且

前瞻精神充足。問題意識、跨領域議題與

規劃的四大領域課程之連結，宜再做關聯

說明。 

課程鏈結七大問題意識: 

一、 流動: 

1. 跨媒體設計研究 

2. 畢業製作專題 

3. 當代生態程式設計 

4. 敘事設計  

5. 物聯網創意設計 

6. 設計產業生態系 

7. 生態工程 

8. 數位空間理論 

9. 電腦視覺 

二、 Beyond bauhus: 

1. 敘事設計 

2. 畢業製作專題 

三、 前瞻不是瞻前: 

1. 生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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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聯網創意設計 

3. 電腦視覺 

四、 水環境價值:  

1. 生態工程 

2. 物聯網創意設計 

五、 修復性生產: 

1. 敘事設計  

2. 設計產業生態系 

六、 是福祉不是權利: 

1. 生態工程 

2. 數位空間理論 

七、 新地景: 

1. 畢業製作專題 

2. 當代生態程式設計 

3. 數位空間理論 

4. 跨媒體設計研究 

5. 畢業製作專題 

 

課程分類在各課程融入跨域教學，於教學

內容帶入計畫所述之七大問題意識，在各

課程中串聯相關問題意識。 

針對符合該校或該單位學生特性規劃的課

程說明不足，需再做說明，包括跨域教材

之研發作法也須進一步說明。 

在課程方面著重思考學生需求為方向做綜

合考量調整，課程中除基礎專業能力外，

亦鏈結跨域教學、邀請外師指導及業師開

設工作坊等，提供學生多元跨域的教學特

性規劃。 

 

以 GIS 跨域教材為例: 

GIS 圖資系統流動於各課群之課程，GIS 係

利用視覺化的技術，將影響以精簡的方式

呈現在地圖上(e.g.城市規劃、環境科學、

社會調查等)。各課程藉由習得之 GIS 跨域

技能結合自身專業，誘發多層面思考影

響，進而構建出創新思維、於未來利他實

踐。  

本申請案有很明確以及有條理的問題意

識，對本身專業的設計教育以及整體的大

學教育 具有前瞻而且宏觀的理念。作者提

出社會設計的概念，並以桃園地區具有自

然、歷史、 人文意義的水資源作為實作的

本團隊對於水資環已有累積 20 多年歷史研

究資料，擁有豐富資料庫(請鑑第一期計畫

書 P.16)，本期在課程規劃內容亦將人

文、歷史、田野調查、素材採集等納入規

劃目標及實施方式，另結合跨域科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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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規劃出可以培養學生尊重自然、以

宏遠的觀點找出 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方

法。此申請案的研究團隊具有跨域的精

神，並且經由 13 次會議 討論出課程的架

構，顯見申請團隊對此計畫的熱情和投

入。本申請案亦結合當地的生態 保護團體

和高中，以培養學生和當地學校、團體協

作的能力。申請案中所參考的 Minerva 

School 的課程規劃模式，應可打破傳統學

生只重視專業知識學習的巢臼，從 對當地

人文環境的關懷中，提升關注和解決問題

的能力。課程規劃在人文、歷史和田野 調

查方面，略嫌不足，可以加強。 

作教學，培育具備以人為本的人文素養與

科技思維，進而能夠實踐議題解決問題的

前瞻人才。 

本申請案經費編列較多的差旅和設備費

用。 

由於本計畫著重於跨領域、跨場域、無邊

界校園與實作，以設計與科技間的結合，

探討實際解決問題的方式。 

以及與各階層利害關係人、國內外學術或

研究組織共同實地探索問題，研議並衍伸

計畫議題與深究及解決的方式，以及如何

將其發展至課程，讓教師群及未來學生能

夠深入本計畫議題空間中。 

 

貳、計畫簡介 

一、學校、執行單位 

中原大學: 

民國 42年由篤信基督、熱心教育人士張靜愚先生、郭克悌先生、賈嘉美牧師、鈕永健先

生、陳維屏先生、瞿荊洲先生及桃園中壢地方士紳吳鴻森先生、徐崇德先生等會商籌設一所

農工學院，期以基督救世愛人的精神，為國家造就高深科學與工程人才；在歷經多次籌備更

名，於民國 44年 10月奉教育部核准立案，定名為「私立中原理工學院」，以「篤信力行」

為校訓，設物理、化學、化學工程、土木工程等 4個學系；民國 69年 8月 1日改制為中原

大學。 

 

中原大學已走過半個多世紀的歲月，在歷屆董事會支持下，經郭克悌、謝明山、韓偉、阮大

年、尹士豪、張光正、熊慎幹、程萬里、張光正等諸位校長掌理校務，貢獻良多，厥功甚

偉，並分別代表了中原初創、奠基、成長、茁壯、擴張、拓展及新象等階段。現今擁有理、

工、商、法、設計、人文與教育、電機資訊等 7個學院、29個學士班(含 27個學系、1個電

資學院學士班、1個原住民專班)、38個碩士班、13個博士班及 19個碩專班；歷屆畢業校

友已達 13萬餘人，在國家重大建設中，竭盡心力貢獻所學，深獲各界讚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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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望未來，中原除在既有的教育宗旨與理念之精神憲法下，建構「三創教育」－活用創意、

激發創新、迎向創業之特色競爭優勢為標的；揭櫫「全人教育」、「生命關懷」及「服務學

習」為發展目標；積極培育學生品格精進及國際視野；並以穩健踏實的辦學理念為國內高等

教育盡一份心力，全校師生亦在各項表現中展現傑出優異的成果，屢獲產官學界給予肯定之

耀眼成績。本校持續朝向以具有世界知名度並擁有諸多國內標竿特色之「有信、有望、有

愛」的卓越大學邁進。 

 

設計學院: 

本院在教學與研究上涵蓋「建築」、「室內設計」、「商業設計」、「文化資產」及「景觀

生態」等專業學系，強調跨領域而又各具特色。總體目標是希望建立完整之設計整合教育體

系，以文化觀點立足，邁向「社群美學」和「永續關懷」之「新世態空間美學」(new genre 

spatial aesthetic)。本院培養設計專業人才，並配合 21世紀全球化之社會需求，落實專

業實務教育之理想。此外，為因應全球「設計學」研究的趨勢及國內提昇「設計學」研究的

需求，並配合本校整體學術環境發展的統合目的，本院乃規劃以結合科學、自然、人文與藝

術的理念為原則，整合本院各系的研究陣容，成立「設計學博士」，深化「設計學」相關領

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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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人力結構 

（一）人數統計表 

校內參與人員（單位：人） 

類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 

教授 

博士後 

研究員 

專任 

助理 

兼任 

助理 

教學 

助理 
業師 

國際 

師資 
小計 

原訂值 3 9 2 0 0 0 0 0 0 14 

實際值 3 12 6 0 2 0 8 0 0 31 

差異值 0 3 4 0 2 0 8 0 0 17 

 

校外參與人員（單位：人） 

類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 

教授 

博士後 

研究員 

專任 

助理 

兼任 

助理 

教學 

助理 
業師 

國際 

師資 
小計 

原訂值 0 0 0 0 0 0 0 4 0 4 

實際值 1 0 0 0 0 0 0 5 6 12 

差異值 1 0 0 0 0 0 0 1 6 8 

 

（二）人力實際進用與原規劃差異說明 

說明：人力實際進用與原規劃，加入了各領域之師資及國際師資辦理工作坊、共授課程。 

 

三、團隊成員介紹及實際分工內容 

成員類型 姓名 
本兼職一二級單

位/職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歷、專長、相關經驗 

計 畫 主 持

人 
陳其澎 

設計學院室內設

計系/教授兼院

長 

統籌計劃之會

議、計畫執行進

度掌握及監督、

延攬跨域師資 

英國愛丁堡大學建築學系 博

士 

桃園水資源環境管制研究、社

區營造、聚落保存及歷史街區

之再發展、建築與環境設計、

社會設計 

共 同 主 持

人 
鄧志浩 

土木工程學系/ 

副教授 

工程群組課程統

整 

美國密西根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生態環境工程、流體力學在土

木、水利、環工之應用 

共 同 主 持

人 
黃哲盛 

商業設計學系/ 

助理教授 

計畫架構之整體

規劃與概念設

計，整合課程地

圖與人才培育之

關聯性，期末成

果展之主題企劃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研究所博

士 

品牌塑造、廣告策略、整合行

銷溝通、行銷美學、設計與行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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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類型 姓名 
本兼職一二級單

位/職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歷、專長、相關經驗 

共 同 主 持

人 
周融駿 

景觀系/ 

副教授兼文化創

意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景觀規劃與設計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規劃暨景觀

博士 

景觀規劃與設計、都市水環境

管理、社會性地景建構與發展 

專任助理 

 

林薏軒 
助理 

協助執行計畫案

內容，包含計畫

之課程、聯絡、

會計、採購、計

畫報告、行政等

等作業。 

中原大學商業設計學士 

 

林佳蒨 
助理 中原大學土木工程學士 

團隊成員 陳宣誠 
建築學系/ 

助理教授 
場域與氛圍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

論博士 

場域與氛圍營塑、策展學、材

料美學研發、藝術實踐 

團隊成員 陳歷渝 

室內設計學系/ 

副教授兼藝術中

心主任 

文化創意 

中原大學設計學博士 

建築規劃、室內設計、展示設

計、公共藝術、家具產品、文

化創意、空間詮釋、設計思

考、通用設計 

團隊成員 張道本 
商業設計學系/ 

副教授兼主任 
永續設計 

美國曼菲斯大學平面設計所藝

術設計碩士 

永續設計、整合行銷設計、文

字設計 

團隊成員 邱永中 
商業設計學系/ 

助理教授 
文化創意設計 

美國普瑞特學院視覺傳播碩士 

多媒體 、平面設計 、網頁設

計 

團隊成員 彭文惠 

景觀學系/副教

授級專業技術人

員兼主任 

都市設計 

美國賓州大學都市計畫碩士暨

建築碩士 

環境規劃與設計、景觀設計 

桃園縣第五、六任都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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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類型 姓名 
本兼職一二級單

位/職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歷、專長、相關經驗 

團隊成員 張德鑫 
土木工程學系/ 

副教授 
水資源環境變遷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水文學、水資源工程、水土保

持、渠道水力學 

團隊成員 吳昱鋒 
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學習成效評量、

課程地圖 

北科羅拉多大學教育科技博士 

多媒體學習、教育科技 、科

學教育、科學傳播 

團隊成員 陳世綸 
電子工程學系/ 

教授 

示範場域建置，

大數據資料、資

料探勘、人工智

慧與機器學習方

法分析與模型建

置、水資源與防

洪智慧化管理系

統建置 

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數位晶片設計、系統單晶片

(SoC)、多媒體及生醫系統、

醫學影像處理 

團隊成員 林旭信 
土木工程學系/ 

副教授 

水災預測、氣候

變遷與水資源衝

擊模擬分析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水利工程、水利資訊、氣候變

遷、序率水文、電腦輔助工程 

團隊成員 林春元 
財經法律學系/ 

副教授 
環境相關法學 

台灣大學法學博士 

專長憲法、環境法、氣候變遷

法、法院研究、行政法。 

團隊成員 王雅玢 
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 

氣候變遷、碳管

理 

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博士 

循環型水資源回收中心能資源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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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類型 姓名 
本兼職一二級單

位/職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歷、專長、相關經驗 

 

 

 

 

團隊成員 

 

 

 

 

林春元 

 

財經法律學系副

教授 

 

 

 

 

 

環境相關法學 

國立台灣大學 法律博士 

 

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憲法、 

行政法 

環境法概論、對話式還境法 

法律實習與專題 

憲法及行政法案例研習 

憲法專題研究、行政法專題研

究 

 

 

團隊成員 

 

 

謝明燁 

建築系/專任教

授 

建築設計、環境

心理學、 綠建

築專論、 建築

都市調查分析方

法 

日本東京大學工學博士 

 

環境心理學、建築永續發展、

建築物理、環境建築設備、建

築計畫 

 

 

團隊成員 謝統勝 

 

 

建築學系助理教

授 

永續環境、地理

資訊 

英國雪菲爾大學建築博士 

 

綠建築、永續環境設計理論與

實務、地理資訊系統與永續城

市規劃、建築環境電腦模擬與

性能評估。 

 

團隊成員 
黃慶輝 

室內設計學系助

理教授 

都市空間模擬 國立交通大學工學博士 

 

室內設計、建築與都市設計、 

數位空間設計及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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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類型 姓名 
本兼職一二級單

位/職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歷、專長、相關經驗 

團隊成員 

劉為光 

景觀學系副教授 風險管理與韌性

城市 

英國愛丁堡大學建築系博士 

 

環境規劃與設計都市計畫、文

化地景、歷史性環境保存與再

生。 

 

 

 

團隊成員 連振佑 

 

 

 

景觀學系助理教

授 

課網組構、工作

坊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

士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桃園

市桃園區中路二號社會住宅服

務性入住輔導及宣傳委託專業

服務案」/計畫主持人 

社區營造與民眾參與，社會與

環境的設計思考。 

 

團隊成員 陳正庸 

 

景觀學系/兼任

講師 

地理資訊系統 淡江大學建築碩士 

  

桃園市政府工務局 

 

 

團隊成員 張華蓀 

 

 

景觀學系/副教

授 

永續環境 台灣大學地理所（人文地理

組）博士 

 

永續環境-文化地景，景觀建

築設計、景觀建築概論、環境

體驗、敷地。 

 

團隊成員 
趙家麟 

景觀學系/教授 人本設計 英國牛津大學都市設計博士 

環境規劃與設計、景觀設計 

、人本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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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類型 姓名 
本兼職一二級單

位/職稱 
計畫分工內容 學經歷、專長、相關經驗 

 

 

團隊成員 
黃郁慈 

 

化學工程學系/

副教授 

水循環再生 

 

日本東京大學生物科學博士 

2019美國矽谷國際發明展金牌獎 

河水循環再生、 

水淨化設備即時監控 

團隊成員 吳聲昱 

大茅埔水生植物

工作室負責人/ 

財團法人大嵙崁

環境永續發展基

金會董事 

復育及生態研究 

第 5 屆國家環境教育獎個人組

優等獎 

台灣濕地復育協會 

國內第 1 位成功復育原生種

「臺灣萍蓬草」、在桃園市龍

潭區成功復育俗稱「雷公蛙」

的臺北赤蛙 

團隊成員 范宜善 

臺北市立大學運

動藝術學系/ 

教授 

藝術應用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碩士基礎造形、數位影音製

作、 

表演與媒體應用、演出實務 

團隊成員 杜彥穎 
桃園藝文陣線執

行總監 

社會資源連結及

合作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碩士 

景觀規劃、社區營造、文史調

查 

團隊成員 許聖迪 桃園市武陵高中 合作聯繫窗口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

所碩士 

桃園埤塘地理系統分析 

 

參、重要執行成果 

一、各執行項目之成果摘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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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目標 執行項目 質性成果說明 

1. 發展能培養瞻

遠融整人文社

會與科技人才

之環境機制

（B類必填） 

課程結構調

整 
審視學生學習、教師教學、課程活化、前瞻培育、創新創業等

不同面向的建構。 

係以改變原有課程結構(10門)以及新設開課(2門)、選修課程

融入跨域教師共時指導教學合作、課程結合工作坊模式、翻轉

教室的方式，增進課堂互動學習與科技學習、引導自主學習、

實作、實地學習視野。 

場域與學

習輔導機

制的營造 

發展師生共同發展課程方向與學習方式，課程搭配課後 TA課業

輔導時間、教師 office hours 課業輔導時間。 

跨域學習的

機制 
課程跨域合作教學、翻轉教學、辦理工作 

坊、實作教學及社會責任實踐等方式，培養專業前瞻人才。 

產學合作教

學與實習 

邀請各域專家共同設計課程、舉辦工作坊、進行教學及研究的

合作、並發展未來於各企業工作的可能性。 

其他 協助鄰近區域高中設立與本計畫議題相關之選修課程，透過教

師經驗交流分享及教學，激發跨域教師教學潛能，提升學生學

習效能，在無邊界的校園中進行課程建構與實踐。 

2. 養成研教合一

之跨域師資

（必填） 

教師專業增

能 

規劃 1.教師增能工作坊培訓 2. 設計、改進教材教法，加強合

作學習的模式 3. 定期討論會以促進教師間經驗交流分享，擴散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理念並精進彼此專業知能。 

跨域教師社

群、多重網

絡發展 

集合社群教師，進行備課、共課、議課、創課，擬定研究主題

和計畫及未來產學合作的可能性。 

前瞻議題共

學研究 

以社會設計及聯合國 SDGs目標發展，教師及學生發展萬物互聯

網、大數據、AI、AR、VR等科技應用於人文社會之藝術、設計

等等領域，並集結社群教師，擬水資源前瞻研究議題課程及量

化導向的研究分析，完善前瞻創新應用。 

教師共時授

課與共備課

程 

校內跨學院教師組成課程規劃與授課學群，第一期先以工作坊

和微型課程型式實施。108-1學期已完成「空間大數據分析；地

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 mation System, GIS)工作

坊」之共備與共學。 

透過國際鏈結與國外師資合作與共備學習， 108-1學期已和德

國柏林知名環境設計組織 Raumlaberberlin合作進行 2次「水

環境資源跨國工作坊」，隨後於 11月進行「循流劇場工作坊」

並在台北原空軍總部所在地舉辦循流劇場展出。 

3. 研發跨域教法

/教材/教案/

教具（必填） 

開發前瞻議

題教學創新

模組 

水資源在大二、大三專業課程中分專修課程、跨域課程課群模

組發展，於跨域學院相關領域結合 GIS、IoT、AI大數據軟硬

體、發展影音動畫 /APP、深度數據分析與預測、人工智慧等 

採用之創新

教學方法數 

使用翻轉教室方式教學、議題導向學習、田野調查、素材實地

採集之行動教學、實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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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促進國際教學

交流（選填） 

與國外跨域

教學單位或

教師社群經

驗交流 

第一期計畫加入國際交流工作坊(德國、義大利、澳洲等)、教

師學習 Space Syntax理論與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

mation System, GIS)軟體/業界專家講座工作坊/於國外師資共

構設計課程、共同授課。 

學習成效評估方法（請依計

畫內容自行訂定）（選填） 

學生學習成效檢核的機制建置情形 

採多元評量總結性學習成果評量，制定考核項目及評量標準、

比例評量指標，觀察學生課堂參與討論與紀錄及期末成果展、

作品方式呈現，學生們能依教師給定的主題整理與規劃出相關

連的生態圈透過氣候變遷對全球水資源環境所造成的衝擊為

題，如何以建構提出未來可能的解決方案。 

 

Output 

透過大一課程設計倫理(院通識)、工程倫理、生活學生培育，

成為具備同理心及傭有人文素養之前瞻人才 

Outcome 

學生學習進階課程後，能將自己既有的觀念加上新思維、突破

既有的思維或觀念，融整運用屬於自己的一套見解， 

檢視實作案的成果: 

e.g.社區環境的改善、社區居明滿意度 

 

綜觀證據和所有相關因素，並具深度洞察力、具備解決議題之

多向能力。利用跨域共構課程，為學生提供多元的學習管道，

於未來針對議題做全盤性地思考討論與執行，並能審慎考量，

明確提出未來的需要及建議，建立跨領域結合相關學科的才

能，將學習新科技的技能鏈結未來人才之需求，加強因應未來

就業能力。 

 

Impact 

結合中原大學校友服務資源發展處之畢業生職涯發展追蹤分

析，透過長期之資訊的回饋，落實課程與教學之改善，反饋是

否已達原先設定的目標與期望效果。 

學生於未來: 

• 透過實際場域與跨領域議題導向之教學，並重視各學院

不同領域的獨特性及專業性，發展多元特色，充分發揮

整合、跨域、自主、彈性功能，深入教育並擴大知識，

隨著時間與時推移成熟之根基，建構未來具備環境能資

變遷意識之前瞻人才，利用創新思維教學(如翻轉教室教

學、跨系合作授課)改變原先教育風氣，建立打破系所間

的藩籬，達成具長期效益的跨域學習目的。 

• 環境政策的改變 

• 大學與社區共營的模式 

• 將埤塘地景推 Unesco資產，學生將成為 Unesco之權威 

 

(詳柒、附件 (二)課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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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化成果說明 
【課程列表】 

開設學期：請標示學年度及學期，例如：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標記為 108-1。 

課程序號：不同課群、課程請分別列序號，例如課群 1的甲課程，課程序號編列為 1-1，乙課程則為 1-2。 

課程屬性分為：(A)校必修、(B)院系必修、(C)選修； 

課程定位分為：(A)核心(礎石)課程（cornerstone）、(B)關鍵課程（keystone）、(C)總結式課程

（capstone）； 

複選，分為：(A)議題導向、(B)業師參與、(C)共時授課 

 

(A類)課群/  

(B類)課程架構名稱 

課

程 

序

號 

課程名稱 
開課

單位 

屬性 定位 操作方式 

學

分

數 

修課 

年級 

開設 

學期 
授課教師 

是否

為原

有課

程? 

修課

人次 

校

必

修 

院

系

必

修 

選

修 

核

心 

關

鍵 

總

結

式 

議

題

導

向 

業

師

參

與 

共

時

授

課 

 

基礎課程 

1-1 設計倫理 

延伸

選修

通識 

 ○  ○   ○ ○  

2 延伸

選修

通識 

1081-

2 

郭雅雯 是 120 

1-2 工程倫理 

延伸

選修

通識 

 ○  ○   ○ ○ ○ 

2 延伸

選修

通識 

1081-

2 

余執彰 是 90 

1-3 
氣候變遷與

永續水環境 

延伸

選修

通識 

   ○   ○ ○  

2 延伸

選修

通識 

1081-

2 

石柏岡 是 60 

 

關鍵課程(專修) 

2-1 
景觀學概論 景觀

系 
 ○   ○  ○   

2 景觀

三 
108-2 周融駿 是 30 

2-2 

生態工程 土木

工程

系 

  ○  ○  ○ ○  

3 土木

三 

108-2 鄧志浩 是 50 

2-3 

數位空間理

論 

室內

設計

系 

  ○  ○   ○  

3 室設

碩專

二 

108-2 黃慶輝 是 20 

2-4 
物聯網創意

設計 

電子

系 
  ○  ○  ○  ○ 

2 電子

二 

1081-

2 

陳世綸 是 20 

關鍵課程(跨域) 

3-1 

敘事設計 室內

設計

系 

  ○  ○  ○ ○  

1 室設

碩士

班 

108-2 陳歷渝 否 15 

3-2 

跨媒體設計

研究 

商業

設計

系 

  ○  ○  ○   

2 商設

碩一 

1081-

2 

邱永中 是 17 

3-3 
電腦視覺 資工

系 
  ○  ○  ○   

2 資工

碩一 
108-2 余執彰 是 25 

3-4 
當代生態程

式設計 

景觀

系 
  ○  ○    ○ 

2 景觀

系 

108-2 張華蓀 是 30 

3-5 

設計產業生

態系 

商業

設計

系 

  ○  ○   ○  

2 商設

三 

108-2 黃哲盛 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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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生態工程與

生活 

延伸

選修

通識 

  ○  ○  ○   

 通識 108-2 石栢岡 是 50 

3-7 
藝術與文化

的社會參與 

設計

學院 
  ○  ○  ○ ○  

 建築

二 

108-2 陳宣誠 否 30 

總結式課程  
 

4-1 
水環境資

源工作坊 

設計

學院 
     ○ ○ ○  

 景觀

系 

108-2 張華蓀 否 30 

4-2 
畢業製作

專題 

商設

系      ○ ○ ○ ○ 

 商業

設計

系 

108-2 邱永中 否 20 

4-3 

設計與植

物：聲音

視覺化工

作坊 

設計

學院 
     ○ ○ ○ ○ 

 建築

系 

108-2 陳宣誠 否 30 

4-4 
GIS空間大

數據 

設計

學院 
     ○ ○ ○  

 景觀

系 

108-2 陳正庸 否 20 

4-5 
人本城市 景觀

系 
  ○   ○ ○   

2 景觀

四 

108-2 趙家麟 是 15 

 

 

 

 

【課程與教學】 

類

別 
項目 

課程序號 小

計 

1-1 
1-

2 

1-

3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3-5 3-6 3-7 4-1 4-2 4-3 4-4 4-5  

課

群

規

劃

之

參

與 

專任教師

人數 

1 2 1 1 1 1 3 1 1 1 3 1 1 1 1 1 1 1 1 24 

業師人數 1 0 0 6 5 2 0 2 6 1 2 0 1 10 1 1 1 0 2 41 

國際師資

人數 

0 0 0 0 0 0 0 0 0 0 6 0 0 1 3 3 0 5 0 18 

人數小計 2 2 1 7 6 3 3 3 7 2 11 1 2 12 5 5 2 6 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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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理列表】 

會議/活動名稱 舉辦時間 舉辦地點 

與會人數統計（人） 

國內

教師 

國內

業師 

學

生 

教學

助理 

國際

師資 

總人

數 

1 第 1次 UFO計畫會議 2019/9/10 
設計學院院長

室 

8 0 0 0 0 8 

2 第 2次 UFO計畫會議 2019/10/4 
設計學院院長

室 

9 0 0 0 0 9 

3 第 3次 UFO計畫會議 2019/10/22 
設計學院院長

室 

8 0 0 0 0 8 

4 
人文社科計畫諮詢會

議 
2019/10/24 

設計學院院長

室 

9 0 0 0 0 9 

5 
邱永中老師前瞻計畫

說明會 
2019/10/30 

設計學院院長

室 

2 0 13 1 0 16 

6 第 4次 UFO計畫會議 2019/11/5 
設計學院院長

室 

8 0 0 0 0 8 

7 
武陵高中校長來校洽

談課程會議 
2019/11/6 

設計學院院長

室 

9 0 0 0 0 9 

8 第 5次 UFO計畫會議 2019/11/19 
設計學院院長

室 

8 0 0 1 0 9 

9 第 6次 UFO計畫會議 2019/12/3 
設計學院院長

室 

7 0 0 2 0 9 

小計 1 68  13 4 0 95 

1 UFO_前瞻科技工作坊 2019/11/02 UFO文創空間 3 0 0 0 0 3 

2 UFO_課程改造工作坊 2019/11/09 政治大學 2 0 0 0 0 2 

小計 2 5     5 

1 
桃園水環境資源國際

交流工作坊 
108.10.06 

桃園大圳、石門

大圳、竹霄社區 
5 0 23 0 2 30 

2 義 大 利 教 授

Antonello Marega -

世紀大趨勢工作坊 

108.10.21 中原大學  0 0 56 0 1 57 

3 
遊戲城市(景觀系)講

座工作坊 
108.10.23 中原大學  

10 0 160 0 1 171 

4 
前瞻國際交流工作坊-

循流劇場(1) 
108.10.24 台北空總 

3 0 23 0 0 26 

5 
前瞻國際交流工作

坊-循流劇場(2) 
108.10.26 台北空總 

3 0 13 0 0 16 

6 
知難行難－設計構

思至驗証之路 
108.11.25 設計學院 

4 1 26 0 0 31 

小計 3 21 1 305 0 4 331 

  

https://forms.gle/weUtqybV7kNq3EZ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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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活動紀錄   

國際鏈結交流規劃表 

 

一、 德國知名的空間設計團隊 Raumlaborberlin 

藉由工作坊方式讓學生與國際團隊對話訪談並學習交流建議,在過程中培養學習在地認同、

同理並定義社區水資源問題,並將所獲得之意見回饋帶回校內課程課堂。在產品或服務的發

想階段建構對社區的認識和了解。,利用前瞻思維及觀點完整思考未來的社會需要什麼,尋求

事物的理解。透過跨領域跨場域的教學模式,帶領學生以人文前瞻的眼界實踐議題,讓學生能

從實作中找到目標、啟發學習動機並解決問題,發展利他實踐的水資源環境問題解決模式或

產品。建立以人為本的解決問題方法,為環境議題尋求創新解決方案,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如

此一來,才能夠真正解決社會問題。結合跨領域課程深入水資源議題培育前瞻人才,是為永續

水資源環境的一大福祉。 

1. 水環境資源國際交流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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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交流工作坊-循流劇場 

2019.05.20 水環境資源跨國工作坊-1 

德國柏林知名環境設計組織 raumlaborberlin 團隊，該團隊以台

灣當地二至三項物質流為研究對象，而桃園的埤塘將是他們在台

灣研究的主要合作項目之一。透過進一步的研究深入查看這些物

質流之「在地全球化」（Logloblization）的意義 ─「思考全球

化，行動在地化」。本院學生亦共同參與此本次工作坊。 

   

2019.10.05 水環境資源跨國工作坊-2 

由陳其澎院長介紹桃園埤圳網路，藉由工作坊方式讓學生與國際

團隊對話訪談並學習交流建議,在過程中培養學習在地認同、同理

並定義社區水資源問題,並將所獲得之意見回饋帶回校內課堂。 

 

  
 

2019.10.24 循流劇場工作坊 

藉由參與循流劇場工作坊，讓學生知道現在的生態資源面臨著什

麼樣的危機、問題，帶領學生參與希望能讓大家在聽、看、實作

這樣互動交流中能去構思未來我們能如何著手實踐生態環境的維

護，以什麼樣的方式創造更好的未來。循流劇場是一個跨領域的

代表結合人文的代表，結合不同專業的專家與當地居民等共同創

造出循流劇場裡的種種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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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義大利的設計交流-教授 Antonello Marega 世紀大趨勢講座工作坊 

來自義大利的設計師，義大利威尼斯大學(University of Venice, IUAV)Antonello Marega

教授，由郭介誠教授的聯繫接待，促成與義大利的設計交流。 
 

 

 

 

 

 

 

 

 

 

 

 

 

 
三、 義大利國立設計學院(ISIA)校長 Massimiliano Dati教授參訪討論產學合作 

   
 

2019.10.21 義大利教授 Antonello Marega -世紀大趨勢 

Marega教授來校演講，講題為 2040年世紀大趨勢，分享幾

個 

主要的趨勢影響未來因素，包含科技創新、物聯網、氣候變

遷、經濟、都市化發展、和社會人口習慣改變等，共同探討

未來設計師的因應方向。 

        
 

2019.11.07 義大利國立設計學院(ISIA)校長 Massimiliano Dati 教授參訪 

Massimiliano Dati分享 ISIA該校師生共同執行的許多設計

案，包含品牌/產品/視覺設計/空間設計等，他希望能與本校

在產學研發生產方面可進一步合作，特別陪同參觀商設系產設

新空間與知行領航館，他對中原大學的智慧製造能力，與各項

材料研發/技術/與製造能量非常感興趣。他說這個社會不需要

太多相同的設計，而是期待能解決生活中的根本問題，創造對

社會有效益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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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跳脫傳統的框架思維-澳洲藝術家 Professor Troy Inocent-今日的遊戲

城市 Playable Cities Now 

透過平台透過藝術讓城市更好玩，藝術文化是什麼公共空間遊戲空間結合，從放置開始有一

個新的樣貌，透過測試蒐集想法及實際運作方法建立一個遊戲平台遊戲程式混合城市中有不

同互動，透過不同方式讓城市用一種方式進入藝術城市遊玩也是一種求生方式，現在我們認

知的城市都是數據運算而且遊戲城市是一種新哲學，使人參與時思考如何創造城市。 

 

 

 

 

 

 

 

 

 

 

 

 
五、 構想施行的困難度-永續循環 AQR 開發計畫/知難行難－設計構思至驗証

之路工作坊  

台灣新創團隊 Space apes垠猿有限公司，2017U-Star大專創業服務計畫獲獎中原團隊，一

個由中原校友組成的新創團隊，致力解決水資源匱乏問題，以非動力式「製水裝置 AQR」，

針對如非洲等缺水地區提供衛生安全的飲用水，降低因飲用不潔水之死亡率，並節省小孩及

   
 

2019.10.23 遊戲城市(景觀系)講座工作坊   

此次講座由景觀系邀請跨媒體設計師 Troy Innocent前來舉辦

工作坊，目的為開闊學生的思維，Troy Innocent提出

「Playable Cities」的概念，觀察城市中的人事物，結合

VR、AR，讓城市可以玩起來，此設計方法有別於以往傳統設計

思維。 

  

從遊戲角度探索城市，從中獲得新觀念及思考方向，發覺每個

區域的延伸性與互動性，觸發學生想法，創造更多利於社會的

創新模式。 

https://forms.gle/weUtqybV7kNq3EZ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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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取水的時間，進而提升生活品質及學習的時間。 

 

 

 

 

 

 

 

 

 

 

 

 

 

 

 

六、 教師專業增能工作坊-空間大數據分析: GIS 工作坊 

教師日後在其專業上，能夠融入分析專業科目之間的關聯性，能將專業知識融會貫通，統合

成完整的知識。 

2019.11.26 知難行難－設計構思至驗証之路工作坊 

講者將過程分為圍牆、竹筏、海洋、暴風雨，以 AQR裝置的

設計開始說起，包括觀察、發想、形塑、驗証(產品驗証及市

場驗証)等。非動力式空氣製水裝置（AQR），透過物理運作

原理來設計細部機構，以不透過外部電力的方式，可自空氣

之中萃取出純淨的飲用水，達到永續循環與無汙染，為零耗

能的製水技術，讓水資源的取得更加容易。如何讓同時缺乏

電力，無法利用電解水設備或者逆滲透過濾設備來製造純淨

水。 

   
講者本身為跨域專業人才，藉由產品從發想到製作而成，講

授思考的是多層面，不僅需要有前瞻設計更要由跨領域角度

切入，引導學生跨域交流學習的重要。 

2020.01.13 

~ 

2020.01.16 

空間大數據分析: GIS 工作坊 

大數據中有許多可空間化的數據，藉由空間數據來擷取出使用者需要的資

訊，並實際應用在各項領域中。教師可從此項技能中學習到如何與自身專

業領域結合以及應用。 

   

第一階段- ARCGIS的介紹 

核心理論的介紹，討論其核心理念與地理資訊系統如何被應用在其論述

中，並訓練進一步思考並能在多種議題當中運用地理設計的方法與能力。 

 

第二階段-熟悉 ARCGIS的操作 

著重地理資訊系統的基本操作與進階操作，參與者將被實際給予一個實際

議題操作，在課堂當中的時間運用地理資訊系統完成初步的分析與規劃，

並於作業後操作進階項目與分析。 

 

第三階段- ARCGIS範例練習 

實際進行軟體的操作及對與地景設計的實踐，能對實務使用設計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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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生參與紀錄 

一、 前瞻人才培育工作坊與畢業製作專題 

由畢業專題製作的小組參與「前瞻人才培育工作坊-建築與植物工作坊」的素材

蒐集以及田野調查的活動，透過親自走訪實地，搜集不同的影像與聲音素材，並

利用搜集來的素材，進行視覺與音樂的創作，學生最後的產出為完成一張概念專

輯以及影音實驗動畫。 

二、 物聯網創意設計 

硬體部分已經採購完成，如圖一、圖二所示，目前正在整合感測器與開發版，

正在開發階段，進行程式碼的撰寫，正在嘗試正常的將測試 Data 進行接收， 

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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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GIS 工作坊寒假試辦 

GeoDesign 是一種將空間規劃設計與環境模擬分析緊密結合且跨越空間與

時間尺度的設計方法,是連續過去與未來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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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一、其他相關成果 

(一) 會議討論 

會議日期 討論內容與照片記錄 

20190910 
第 1次會議 

本次會議討論交流座談會簡報、經費使用及規劃。 

  

20190921 【UFO】期初交流座談會 

20191004 第 2次會議 

本次會議討論中原 X武陵 前瞻人才計畫配合事宜。 

  

20191022 
第 3次會議 

本次會議討論 10/24-10/26循流劇場工作坊相關事宜， 

   

20191024 人文社科計畫諮詢會議 

說明人文社科技畫、與外國跨師單位合作及 WATER設計人才能力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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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31 
第 1期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UFO）助理工作坊 

本次工作坊由計畫助理參與前往，了解工作職務以及計畫時程等。 

 

20191102 第 1期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UFO）_前瞻科技工作坊 

本次工作坊。針對數位人文的基礎資訊以及加值應用的案例，打開了人文學術

研究的數位眼界。 

   

 

20191105 第 4次會議 

本次會議討論計畫案相關之課程規劃、開設 GIS工作坊。 

 

 

https://forms.gle/weUtqybV7kNq3EZ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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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09 
第 1期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UFO）課程前瞻改造工作坊 

一系列講座活動、師生及主講者共同討論課程實作改造、針對計畫給建議。 

  

20191112 日本千葉大學來訪    

此次參訪討論未來 UFO計畫合作相關。 

 

 

20191119 第 5次會議 

本次會議討論老師課程申請表、UFO計畫辦公室第一期計畫團隊訪出席名單，

老師課程介紹。 

   

 

20191203 第 6次會議 

本次會議討論老師課程課綱，老師們分享交流彼此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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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調整資料表 

 課程 新設開課 授課內容調整 跨域教學 執行狀況 

基礎課程 
設計倫理   

加入前瞻議題、並培養學生同理心、

人文素養 
108-2開課 

工程倫理   
加入前瞻議題、並培養學生同理心、

人文素養 
108-2開課 

氣候變遷與永續水環境   
加入前瞻議題、並培養學生同理心、

人文素養 
108-2開課 

關鍵課程 

跨媒體設計研究   

調整原有課程，

科技和藝術領域

結合 

電腦視覺 108-2開課 

景觀概論   加入閱讀地景   108-2開課 

當代生態程式設計   

李怡貞、張華蓀

二位老師共同授

課 

國際老師、業師同

步遠距跨域教學 
108-2開課 

敘事設計 
新開課- 

微型課程 

訓練學生敘事能力，跨域利用 AR科

技，豐富創作工具與內容 
108-2開課 

物聯網創意設計   導入設計水資源相關之相關實作 108-2開課 

設計產業生態系 新開課程 

以氣候變遷對全

球水資源環境所

造成的衝擊為主

要案例，輔以桃

園市遍佈的埤塘

網絡為研究場域 

結合校內外專家學

者針對設定主題演

講 

108-2開課 

生態工程   

邀請領域師資傳

授專業課程，訓

練跨域思考。 

設計系、化工系、

電子系 
108-2開課 

數位空間理論   

跨領域專家演

講，分享桃園市

的在地研究，導

入實作 

結合校內外專家學

者針對設定主題演

講 

108-2開課 

電腦視覺   

結合電腦視覺與

人工智慧技術，

導入人文背景知

識。 

商設系合作 108-2開課 

生態工程與生活  

加入前瞻議題、

並培養學生同理

心、人文素養 

結合校內外專家學

者針對設定主題演

講 

108-2開課 

藝術與文化的社會參與 微型課程 

課程計畫透過多

元共學模式，例

如藉由資料庫處

理，大數據的收

集將文獻檔案整

合收集、案例研

究、概念發展圖

多元共學模式 108-2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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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繪製、現地踏

勘紀錄 

總結式課

程 

【水環境資源工作坊】、【設計與植物：聲音視覺化工作坊】、【GIS空間大數

據】、【畢業製作專題】、【人本城市】 

永續設計

方案 

防範水災的排水網絡系統(SDGs G14)  

創造新生水（淨水）系統(SDGs G6)  

發展地區經濟的水利系統(SDGs G13)  

永續水環境生態系統(SDGs G11) 

 

 

 學習問卷(前後測) 

本前測問卷於每學期開學時 UFO 規劃的課程的每堂課施測，另將設計後測問卷於期末最後一堂課施測。 
一、修習動機 

我修讀本課程的理由： 

□必修 □興趣 □學分要求 □慕名而來 □未來升學或就業需要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二、能力發展現況 

(一)、批判思考與分析能力      

2.我經常質疑或挑戰教師或同學的看法直到

我接受這些看法是正確的。 

     

3.我追求事物的深層理解而非表面解釋。      

4.我比較喜歡課程的要求為組織與整合不同

的觀點，而非單純要求我被送相關知識。 

     

5.我能夠藉由不同的觀點而發出個人的主

張。 

     

(二)、溝通反思與解決問題      

6.我能聆聽不同專長背景同學所提出的意

見。 

     

7.我能回饋我的想法給不同專長背景的同

學。 

     

8.我與同學合作時，能從同學的互動中反思

自己的觀點。 

     

9.我與同學合作時，當意見分歧或遇到困難

時能發現問題，並提出實際解決方案。 

     

10.我與同學合作時或完成任務後，能針對工

作成果表現提出具體改善建議。 

     

(三)、跨預知能與生涯發展      

11.我對於自己設計主修專長未來的生涯發展

有清晰圖像。 

     

12.我對於自己設計副修專長未來的生涯發展

有清晰圖像。 

     

13.我知道如何整合自己設計主修與副修兩種

不同專長領域的知識與技能來深入理解問題

與解決問題。 

     

三、預期的學習表現      

14.我有信心這堂課都不會無故缺席，也會準

時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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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我有信心自己會積極在課堂上發言或參與

討論活動。 

     

16.我有信心可以學會本課程所教的基本觀

念。 

     

17.我有信心能了解老師在本課程所教的最複

雜的內容。 

     

18. 我有信心在本課程的作業與報告中表現優

異。 

     

19. 我有信心我能精通本課程所教的技能或技

巧。 

     

20. 考慮到蔗糖課的困難程度、老師、和我個

人的技巧，我想我會表現良好。 

     

 非常不感興

趣 

不感興趣 普通 感興趣 非常感興趣 

四、對課程感興趣程度      

21.請問您認為自己對於本課程感興趣的程

度。 

     

22.請問您認為自己對本課程學習動機的程度      

23.請問您最想於本課程學習到的技能、知識或能力為何? 

 

24.請問您了解本課程的前瞻議題嗎? 

 

(二) 跨域課程合作 

1. 邱永中老師跨媒體設計研究(與資工系合作) 

(透過 Playable city 工作坊獲得主軸概念) 

課程名稱 跨媒體設計研究 

教師 邱永中 

所屬科系 商設系碩士一年級 

修課人數 17人 

跨域合作 資工系「電腦視覺」 

計畫關聯性 

透過與資工系「電腦視覺」的課程跨域合作，選定桃園地區之

一鄉鎮，以科技和藝術領域結合為手段，以該地區的自然與人

文環境，以及環境變遷的脈絡為文本，做跨領域的新媒體創

作。

 
 

教學目標 培養學生跨領域全方位思維與創作能力，以因應時代趨勢。 

教學實施方式 商設系之「跨媒體設計研究」課程與資工系跨域合作田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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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素材實地採集、實作 

預期成效 完成一個包含多元媒體內容之 APP。 

2019.10.30 

 

 

 

 

 

 

 

 

 

前瞻計畫說明 

 

   

 
 

2. 邱永中老師-畢業製作專題-B(與陳宣誠老師前瞻人才工作坊合作) 

課程名稱 畢業製作專題-B 

教師 邱永中 

所屬科系 商設系四年級 

修課人數 15人 

跨域合作 陳宣誠老師(建築系)前瞻人才工作坊 

計畫關聯性 

自然、人文、與科技之跨領域創作。作品透過田野調查、素材

實地採集，記錄桃園地區之生態與人文環境、以及環境變遷的

現象，將所採集之聲音和視覺元素、與該團隊創作的電子音

樂、最後做成互動影音實驗活動。 

教學目標 培養學生跨領域全方位思維與創作能力，以因應時代趨勢。 

教學實施方式 
田野調查、素材實地採集、參與「前瞻人才培育工作坊:建築

與植物」、實作。 

預期成效 完成一部互動影音實驗動畫。 

2019.11.13 

 

跨域討論課程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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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怡貞、張華蓀老師-當代生態城市設計 (與國際老師、業師同步遠距教學

合作) 

課程名稱 當代生態城市設計 

教師 李怡貞、張華蓀 

所屬系所 景觀學系 

修課人數 30人 

跨域合作 結合與澳洲、美國等國際老師、業師同步遠距跨域教學 

課程與計畫關聯性 

2015 年，「永續發展目標(SDGs)」和「巴黎協議」這兩份文
件影響未來十幾年全球發展走向的關鍵文件，提供全世界明
確的長期發展框架，也將是未來十幾年全球各界共通的「通
關密語」。而對永續環境的關注，更是兩份文件的重要交
集。而景觀建築專業工作者, 如何透由多元化視角, 來強化
其規劃整合能力,面對當代全球環境社會思考議題,提供有效
解決方案, 此為值得深思探究。 

課程教學目標 

景觀建築師為國際上已開發國家相當尊重的一個專業, 在自
然與都市人為環境(built environment)中扮演取得平衡與整
合開發建設的專業整合者. 此課程設計. 透由已開發國家相
關上位計劃法,至國際出眾相關案例中一窺當代景觀建築之
全貌.以及面對整體環境開發, 當代景觀建築師在其中如何行
使其職權。  

教學實施方式 

主播學校同步遠距教學 (即本校所指國際或國內同步視訊主
播課程)(與澳洲、美國、新坡等國際老師、業師同步遠距連
線授課時，台灣的課堂由張華蓀老師與學生同步聽講、討
論。) 

教學預期成效 

本課程著重於景觀建築系高年級及研究所課程, 希冀能透由

當代重要不同面向相關環境規劃專業理論,來加強規劃者所

需之思考基礎訓練, 藉由相關 case studies 案例分析來提

高相關整合及分析技巧 , 面對當代環境新課題, 能具多元

化思考整合及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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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陳歷渝老師-敘事設計 (微型課程) 
課程名稱 敘事設計 narrative design 

教師 陳歷渝 

所屬系所 室內設計 

修課人數 15人 

跨域合作 新開課-微型課程 

課程與計畫關聯性 

敘事設計（narrative design ）指運用設計文化符碼與敘事

學於設計創作上，所形成的一種設計方法或設計派別。 

傳統的設計教學從點線面體，以完成造型生產為目的，為了讓

設計從目的導向的教學，提升到豐富過程的引導，本課程以敘事設

計方法協助學習者增進說故事的能力，學習說出好故事，並學習利

用 AR科技，豐富創作工具與內容。 

課程教學目標 

本課程目標在透過創作者對場域的理解，產生對於場景的想

像，藉由不同的層面敘說故事讓未來的使用者在所完成的創作中，

經由互動得到不一樣的體驗。課程設計：1.空間體驗、2.文化經

驗、3.創作生產、4.詮釋分享四個歷程，完成設計的敘事，以文字

圖示進行空間詮釋，完成空間的創意解讀，導入科技的應用以 AR

實踐體驗樂趣。 

教學實施方式 

課程實施採四個階段：1.空間體驗、2.文化經驗、3.創作生產、4.

詮釋分享。 

經四個歷程，完成設計的敘事，以文字圖示進行空間詮釋，完成空

間的創意解讀，導入科技的應用以 AR實踐體驗樂趣。 

教學預期成效 

1. 豐富環境觀察能力 

2. 學習 AR科技技術 

3. 完成空間詮釋創作 

4. 產出字繪桃園系列 

 

  
 

以 Sleep no more 為分享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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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世綸老師-物聯網創意設計(一) (與電資學院合作) 
課程名稱 物聯網創意設計(一) 

教師 陳世綸, 邱奕世, 林鼎然 

所屬系所 電子系二年級 

修課人數 20人 

跨域合作 結合電資學院 

課程與計畫關聯性 

本課程是專題創意實作課程，針對本計畫設計水資源相關之

相關專題實作，針對水質監控專題實作進行開設課程進行教

學。 

課程教學目標 

1.運用數學、科學及工程知識的能力。 

2.設計與執行實驗，以及分析與解釋數據的能力。 

3.執行工程實務所需技術、技巧及使用現代工具的能力。 

4.設計工程系統、元件或製程的能力。 

5.發掘、分析、應用研究成果及因應複雜且整合性工程問題

的能力。 

6.認識時事議題，瞭解工程技術對環境、社會及全球的影

響，並培養持續學習的習慣與能力。 

7.理解及應用專業倫理，認知社會責任及尊重多元觀點。 

教學實施方式 

老師會在課程中教學物聯網的基本應用與技巧，並讓助教下

去實際帶領同學實作，在實做中學習，並給予永續水資源環

境的觀念，以培養往後的人才。 

教學預期成效 

將學生在課程所學習之技能，應用在專題實作上，各組依照

不同種類水質感測器，設計出一套物聯網水質監控系統，並

在學校附近埤塘，實際使用系統進行實作。 

2019.11.22 

 

 

 

 

 

 

 

 

 

測試濁度感測器連接到晶片開發版上 程式的數據是否正確

使功能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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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鄧志浩老師-生態工程(與設計系、化工系、電子系合作) 

課程名稱 生態工程 

教師 鄧志浩 

所屬科系 土木工程系三年級 

修課人數 50人 

跨域合作 設計系、化工系、電子系 

計畫關聯性 

課程結合公共工程與生態，桃園埤塘巡禮探討人文設計理念，結合生

態與科技地理資訊系(GIS)應用關懷鄉土，加上河水循環再生、水淨

化設備即時監控及水域生態工程，科技檢測實地應用。整體連結，復

育保持節淨水質，永續生態水循環。  

 

教學目標 

從工程設計相關的領域,接合桃園在地埤塘，規劃設計課程以因應在

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威脅下水環境資源的保護與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希望透過整學期的學習，達成以下目標： 

1.讓學生認識生態系與文明的關係，進而啟發其保護自然環境之熱

忱。  

2.讓學生學習生態工法利用前瞻科技進行調查、規劃、設計、施工及

利用 AI 大數據維護管理技術，使其畢業後從事工程實務可應用生態

前瞻工法技術，而降低對自然生態衝擊，而能使桃園水域埤塘地區得

以永續經營。 

教學實施方式 案例研究(邀請各領域師資傳授專業課程)、演講,討論,講授。 

預期成效 
能將自己既有的觀念加上新思維， 發掘、分析、應用因應複雜且整

合性問題的能力。 

2019.11.09 

 

跨域教師共同討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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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黃哲盛老師(新開課程)-設計產業生態系 (與校內外專家學者合作) 

課程名稱 設計產業生態系(新開課) 

教師 黃哲盛 

所屬系所 商業設計系三年級 

修課人數 50人 

跨域合作 結合校內外專家學者針對設定主題演講(新開課) 

課程與計畫關聯性 

本課程以氣候變遷對全球水資源環境所造成的衝擊為主要案

例，輔以桃園市遍佈的埤塘網絡為研究場域，從設計產業生

態圈的建立與發展為教學架構，期能為未來的設計人才培育

帶來新的教學啟發與可行性實踐。 

課程教學目標 

設計師不是只能解決問題，也應該要能提出問題，尤其是針

對未來的產業與社會變遷。此外，現在及未來世界上所面臨

問題的複雜性，已非單一設計師所能解決，且牽一髮而動全

局，必須採取跨領域、跨文化，跨知識、以及跨界限的觀點

和格局。因此，「設計」本身應成為一個生態系統的概念，

才能從相互關連與相互合作中找到解決複雜多變的前瞻議

題。本課程以設計產業所串連起來的生態圈為教學取徑，從

分析、探討，發掘與建構可能的設計產業生態圈來培育學生

如何因應未來的挑戰。 

教學實施方式 

教師授課、部份課堂以翻轉教室方式進行、並邀請校內外專

家學者針對設定主題演講，期末以成果展方式呈現學習成

果。 

教學預期成效 

學生們能依教師給定的主題整理與規劃出相關連的設計產業

生態圈，期末以成果展方式呈現氣候變遷對全球水資源環境

所造成的衝擊為題，如何以建構設計生態圈提出未來可能的

解決方案。 

  



 

43 

8. 黃慶輝老師-數位空間理論 (跨領域專家演講) 

課程名稱 數位空間理論 

教師 黃慶輝 

所屬系所 室內設計系 

修課人數 20人 

跨域合作 結合跨領域專家演講 

課程與計畫關聯性 

城市設計是同時應用Space Syntax與GIS呈現桃園市百年來的城

市空間型態演變，以及預測未來城市空間型態的發展願景，述

說桃園市人民流動的故事與歷史，藉以理解在地的城市空間與

人文脈絡的過去與未來，作為培養未來前瞻人才的教育基礎。 

課程教學目標 

本課程應用了注重整體空間關係，並且結合空間理論與電腦運算

原理的空間型態構成理論(Space Syntax)與地理資訊系統(Geo-

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空間型態構成理論是結合

人文理論與電腦科技的圖形分析和量化分析方法，以實質空間為

出發點探討空間構型(spatial configuration)：空間的架構與

型式，強調整體的(global)空間關係特質，揭示空間的社會訊息

及社會意義，模擬人類在居住環境的各種類型建築空間中之生活

經驗：聚落、都市與室內空間，具體的呈現於電腦軟體之中。

Space Syntax是一個分析的理論，不是規範的理論；也就是不會

規定設計師、規畫人員、甚至使用者應該怎麼做設計，而是告知

他們那些設計的成果是什麼。課程內容強調理論與應用並重，授

課內容包括三個部分：理論原理、Depthmap電腦軟體教學、以及

研究案例分析。案例包括城市設計與室內設計。 

教學實施方式 

講解授課的內容之外，本課程在電腦軟體教學部分每一堂課都會

有一段上機實作的時間，協助選課同學進行案例分析。本課程也

會安排至少一次跨領域專家演講，分享桃園市的在地研究對於前

瞻人才教育的影響。 

教學預期成效 

本課程的目標是引導選課同學在進行空間設計時，必須掌握整體

的空間組織，同時確實理解空間的社會深層涵義，以及社會組織

所呈現出的特定空間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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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余執彰老師-電腦視覺 (與商設系合作) 

課程名稱 電腦視覺 

教師 余執彰 

所屬系所 資工碩一 

修課人數 25人 

跨域合作 商設系畢業製作題目 

課程與計畫關聯性 結合電腦視覺與人工智慧技術，導入人文背景知識。 

課程教學目標 

本課程將介紹電腦視覺領域中的重要基礎原 理與近十年該

領域的最新發展，透過各種應用實例，學習常被使用的視訊

處理技巧與數學模型 ，加深對於電腦視覺的知識與瞭解。

本課程會安排期末報告與程式作業以培養學生實際解決問題 

的能力。 

教學實施方式 面授，期末成果報告 

教學預期成效 開發出具備人工智慧、電腦視覺技術的應用軟體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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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張華蓀老師-景觀學概論 (與業師合作) 

課程名稱 景觀學概論 

教師 張華蓀 

所屬系所 景觀一 

修課人數 70人 

跨域合作 邀請業師合作授課 

課程與計畫關聯性 結合電腦視覺與人工智慧技術，導入人文背景知識。 

課程教學目標 

？ 空間、景觀、地景、環境、場所…這些字詞到底意味著

什麼？又有什麼樣關聯？ 

？ 景觀建築、建築、都市計劃、室內設計、園藝、土木…

這些領域又到底有什麼關係與差異？ 

 

…我畢業後究竟可以做些什麼？ 

作為一個將實質改變生活空間與生活的專業設計者，我們以

後在圖上隨便畫的一條線，都能徹底改變演化萬年的地球、

以及成千上萬生活於該處的動植物和人們的生活及命運，我

們能不敬慎其事嗎？如果沒有愛心、尊重及勇氣我們又將會

創造出什麼樣的一個世界？。 

 

將帶領同學探索引導同學對環境及設計有更深入的思考。就

讓我們在這門課中除了老師講課之外也好好討論、甚至辯論

一下吧！ 

教學實施方式 體驗與討論、戶外教學體驗與紀錄、個案研究,心得發表,討論, 

教學預期成效 環境規劃與設計之實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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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石栢岡老師-生態工程與生活 (與業師合作) 

課程名稱 生態工程與生活 

教師 石栢岡 

所屬系所 延伸選修通識 

修課人數 60人 

跨域合作 邀請業師合作授課 

課程與計畫關聯性 
了解如何將已破壞的生態環境，以生態工程的技術來復育、

並養成能養成合宜的價值觀 

課程教學目標 

從環境倫理的角度出發，以對生物生命的尊重、生物行為的

探究、生物棲地的特性、自然生態的知識來討論，使工程建

造在人的需求與生物的需求之間尋找平衡，了解如何將已破

壞的生態環境，以生態工程的技術來復育。 

教學實施方式 講授、媒體教學、心得發表、討論 

教學預期成效 環境規劃與設計之實踐能力 

12. 陳宣誠老師-藝術與文化的社會參與 (與業師合作) 

課程名稱 藝術與文化的社會參與 

教師 石栢岡 

所屬系所 建築二 

修課人數 30人 

跨域合作 與業師合作授課 

課程與計畫關聯性 

課程計畫透過多元共學模式，例如藉由資料庫處理，大數據

的收集將文獻檔案整合收集、案例研究、概念發展、圖面繪

製、現地踏勘紀錄、耆老訪談、焦點團體、藝術介入等，進

行一系列發展奠基於土地紋理、水文地景與社區脈絡的學習

場域網絡 

課程教學目標 

利用大地教育生態系創造動態的教與學之循環關係 

生活地景中軌跡的層疊發展在當代蘊含歷史故事、社會組

織、生態聚集、物質構築、科技人文等，另一方面也是當代

重要的城鄉發展課題。因此，一方面是大地教學的新分類方

式，也形成大地教學的核心，不僅是整體性的指引、教學介

入的嶄新分類，也是一種累進的學習成果與研究，一種動態

的教與學之循環關係。 

教學實施方式 演講、討論、設計研究、課堂互動、實作成果 

教學預期成效 整體性的指引、一種動態的教與學之循環關係。 

(五) 高中跨校合作 

本院前瞻人才跨領域學習環境與課程發展計畫與高中合作、帶領武陵高中參與循流劇場工作

坊，了解正面臨的水資源議題。 

協助在高中開設選修課程，可望在未來可結合成果展示，落實前瞻人才計畫向高、國中紮

根，學習設計在人、事、物、生活及環境及永續發展的相互關係，課程中可將 GIS系統、

IoT系統、AI大數據等結合並融入相關課程。 

1. 循流劇場工作坊-武陵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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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高中洽談跨校合作選修課 

本院與武陵高中跨校合作，本院教師群協助該校開設 109 學年度多元選修課程，共同探

討在地水資源環境議題。 

 

 

 

 

 

 

 

 

 

3. 武陵高中選修課程課綱: 

課程名稱：  

中文名稱： 前瞻設計：未來的創意設計 

英文名稱：  Foresight Design:Design creativity for the 

future 

授課年段： 高二 學分總數：  

2019.10.26 國際交流工作坊-循流劇場 Threate of Flows Workshop 

帶領高中生參與循流劇場工作坊，讓學生知道現在的生態資源面

臨著什麼樣的危機、問題，希望能讓大家在聽、看、實作這樣互

動交流中能去構思未來我們能如何著手實踐生態環境的維護，以

什麼樣的方式創造更好的未來。 

 

  
 

2019.11.06 武陵高中來訪，討論跨校選修課合作。 

 

  
 

2019.11.07 武陵高中跨校選修課合作，於社科計畫會議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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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屬性：  

師資來源： 中原大學教師團 

課綱核心素

養： 

A自主行動：A1.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 A2.系統思考與問題解決  

B溝通互動： B1.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 B3.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  

C社會參與： C2.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C3.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 

學生圖像：  

學習目標： 

從設計相關的領域,學習設計在人、事、物、生活及環境及永續發

展的相互關係，希望透過整學期的學習，達成以下目標： 

1.理解以人為本的設計重要性。 

2.學習自不同面向、多元思考來理解問題，能結合理論與方法思

考如何決策。 

3.能夠主動參與、討論，主動溝通合作，並重視社會責任。 

4.確實學習，建立知識及反思。 

教學大綱： 

週次 單元/主題 內容綱要 

第一週 
建築設計與藝術 

 

 從歷史了解建築設計與藝術

的連結，藝術是如何影響建

築，藝術在建築設計上如何表

現。 

第二週 
建築設計與文化 

 

回顧建築發展的歷史，起初只

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後來

建築設計是如何附著於文化而

展現多采多姿的面貌 

第三週 
建築設計與心理 

（謝明燁老師） 

建築是為了人類而產生，自然

必須滿足人的生心理需求。人

的心理需求是如何投射在建築

設計上，建築設計又必須滿足

哪些人類的心理需求？ 

第四週 
建築設計與環境 

（謝明燁老師） 

建築的實現（興建）過程需要

耗費大量的資源與能源，對於

環境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建

築設計會對環境造成什麼樣的

影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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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

之應用 

（戴永禔老師） 

了解原住民如何使用豆類與在

生活上的應用。豆子就像我們

的母親一樣，默默地給予我們

健康，然而我們卻忽略了它的

存在。因此，以豆類植物作為

主題，作為高中生對原生文化

啟蒙的教材。 

25分鐘 實作：種植、採集 

25分鐘 講課 

25分鐘 實作：處理、使用 

25分鐘 講課 

第六週 
永續校園環境 

（林碧雲老師） 

 

1.甚麼是永續環境? 2.校園永

續設計與經營的重要性 3.永

續校園環境應該思考的層面有

哪些 4.永續校園案例介紹 

 

分組討論與發表 1,以武陵校

園為例,讓學生用大地圖來討

論 目前校園可以改變的方向 

2,如何從自己, 班級,年級,全

校到社區,不同層級可以做的

事情有哪些 3,上台發表 

第七週 
海綿城市與綠建築

（許宜珮老師） 

1.海綿城市是甚麼?哪裡好?為

什麼? 2.如何打造海綿城市:

地景建築師的角色與使命 3.

綠建築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各

國制度與案例分享介紹 4.就

要為你打分數:交出校園綠建

築成績單  

分組討論與發表 1.在武陵校

園內,用綠建築評分表評估自

身所在的校舍大樓/教室/校區 

2.討論可以改進並加分的方式 

3.上台發表 

第八週 

校園生物環境觀察與

紀錄 

（陳信甫老師） 
如何進行生物環境觀察與紀錄 

第九週 
文化地景 

（劉為光老師） 

1.認識文化地景的概念與價值

2.國內外文化地景案例介紹

3.分組分享街區、聚落的生活

文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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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設計與文化 

（陳歷渝老師） 

從生活中發現文化特色（探索

地方文化特征），用特色創造

設計內容（室內設計中的文化

表現）創作過程 

第十一週 

室內設計中的人為因

素 

（黃慶輝老師） 

以人為本的室內設計目標是基

於對人的理解 

第十二週 
室內設計的社會實踐

（黃慶輝老師） 

以室內設計專業協助弱勢族群

建構生活場所 

第十三週 

以人為本的設計思考

和品牌思考 

（黃儀婷老師） 

品牌要脫穎而出，比的不是誰

的服務最多、產品最周全，而

是誰能真正貼近顧客心理，站

在使用者角度，量身訂做專屬

的服務體驗，才是真正贏家。

在這堂課中將用幾個品牌實例

帶同學一探「以人為本」的設

計思考五步驟及如何包裝

idea. 

第十四週 

產品設計的開發與表

現 

（施昌甫老師） 

設計繪圖表現是設計溝通很重

要的一個環節，藉由實際開發

案例的介紹讓同學了解產品及

開發流程與設計表現 

第十五週 

產品設計的原理與哲

理 

（郭介誠老師） 

產品設計是一個跨領域的學

門，是一個分工合作的團隊 

設計趨勢與領域介紹與導論 

第十六週 

敢 play-也知道如何

display：如何準備作

品集 portfolio 

（黃文宗老師） 

作品集是設計實力展示櫃，不

是設計作品儲藏間。在這堂課

你將學會如何將個人履歷、文

書報告、資料分析、立體作品

或視覺圖像設計、各項證件、

資格證書等個人資料蒐集成冊

並以創意的方式整理展示。 

學習評量： 
(1)兼顧教師評量、學生自量 (2)分組活動表現評量(3)學習單(4)

適時考慮調整評量方法。 

備註： 

授課教師目前只是暫定，因開課時間以及實際安排的日期都未

定，且每位老師屆時是否有空、是否有課、是否有各種會議，也

都未知，因此，未來還會有變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