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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未來世代學習空間」 

高級中等學校 108 年校舍建築及環境美感教育工作坊 

至交通大學校本部觀摩見學研習 

(圖文/ 高中及高職教育組陳依琳提供) 

因應數位科技時代來臨與 108 新課綱即將施行，教育部國教署 108 年 6 月 20 日邀請

獲新興營建工程或社區共讀站補助之學校校長、主任及相關承辦人約 100 人， 齊集交通

大學新竹總校區，實地觀摩獲國際囑目的交大圖書館及學生宿舍公共空間改造、專題講演

與三所高中職多元校園環境營造案例分享，希望協助學校能創造校園美好互動場域，以創

新、前瞻、美學之設計思維翻轉教學場域，建構「未來世代學習空間」。 

「高級中等學校 108 年校舍建築及環境美感教育工作坊」主題定為「新世代．新課

綱．新校園」，教育部政務次長范巽綠率同國教署署長彭富源、副署長戴淑芬、師資藝教司

鄭淵全司長及相關承辦科室同仁全程參與整天的工作坊。交通大學張懋中校長亦與會致詞。 

范巽綠表示，教育部自九二一大地震以後，開始推動新校園運動，重視建築 新思維，

近來為預備新課綱實施，在校園大幅整修專科教室、自主學習空間及改 造圖書館閱讀空

間，都在創造校園自主學習空間與美好互動場域，但還不夠全面， 值此 108 課綱啟動之

際，我們希望進行更全面學習空間的改造，讓教室裡教室外的空間營造都能確實回歸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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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本質與需要，讓好的空間促成更好的學習， 激發更好的創造力，讓新課綱「自發、互

動、共好」的目標在美好的學習空間裡 發生，也讓學生離開學校後，還能感受到校園曾經

帶給他的生命養分。交通大學張懋中校長原服務於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他

回國後特別感受到台灣大學校園環境與國外一流大學存在著嚴重落差。張懋中引校名「交

通」的深刻意義是「人和人之間的聯結」，因此他自 UCLA 返國至交大服務， 首先做的

事就是把校園裡不聯結的東西都拿掉，透過空間改造，去除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障礙，創造

讓學生能「心靈交通最大化」的校園環境，也透過空間的創新， 激發出學生與師生間更多

美好的生活與互動經驗。 

今日的工作坊首先參訪交大圖書館、宿舍公共空間、餐廳改造，以及校內各種告示牌、

識別標誌等的重新規劃設計，過程中交大總務長張基義在導覽及說明校園總體規劃時，多

次提及「減法美學」與「美感藏在細節裡」，期待高中職學校陸續進行的新建校舍、偏遠地

區宿舍興建及社區共讀站設立等工程，既有前瞻性思維，亦回歸以學生為學習主體的教育

本質，促成學生更好的學習空間，更好的創新、更好的互動交流，呼應新課綱強調的自發、

互動、共好，為學生創造永續舒適的空間。 

研習活動接著由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凌天助理教授與張基義總務長分別進行「未來教

室與美感校園」及「打造未來世代的學習空間」專題講座，分享國內外校園及公共空間改

造實例與規劃設計理念，由國教署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舍工程委辦計畫主持人、雲林科技

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鍾松晉教授主持。張基義表示，校園空間改造，除了學校首長的認知，

還要找到好的方法與好的專業。透過減法美學，把不當的東西拿掉，讓環境變乾淨、素雅，

讓大家學會欣賞樸素的美，同時提倡將美感從日常做起，將「人」與「美學思維」結合，

把「設計」帶入生活中，提升學校師生美感軟實力。 

此外，教育部國教署也邀請桃園市立中壢高商、國立員林崇實高工及國立蘇澳海事三

所學校，就辦理「學生自主學習空間」、「社區共讀站」與「老舊廁所修繕美化」等計畫，

校內評估及師生討論歷程、內部空間規劃特色及師生之使用回饋，進行經驗分享，范次長

除感謝今天參與的學校校長、主任及相關承辦人員，並希望參與人員，理解塑造愉快良好

的教學環境並促進教學模式的改變，將有助於提升師生教學品質與成效。 

范巽綠強調，未來校園空間及環境改造的重點，主要會致力於教室學習空間，以及校

園多元化學習空間的改造；教育部也會持續推動老舊廁所的修繕，並強化各級學校校長與

行政人員美感素養的研習，增強美感與設計能力，凝聚共識，全力打造好未來世代的學習

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