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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學生改造淡水 黃瑞茂用專業回饋  
學校要聞

 

【記者廖宜美淡水校園報導】「把設計帶到生活，把空間提供學生」，「學教

，關於未來，面對複雜系統，我們就一個一個解決。」。教師教學發展中心10月22日

邀請課程所（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以身為2019大學社會責任「淡水好生活-學習

型城鄉建構」計畫主持人的身分分享相關經歷，約50人參與。

 

　黃瑞茂說明，最初他以「城市博物館」為構想，希望結合各個科系的專業，用不同

的面向融入地方。接著從「食、衣、住、行」的角度切入，分別介紹近年的成果。「

食」，食藝在淡水，今年從食安關鍵字，和USR合作走訪淡水，舉辦與居民合作說明

會進行食譜構想並且用海報的形式發表成果；「衣」，與課程所教授陳麗華、副教授

張月霞的課程合作，舉辦「世界公民教育工作坊」，從了解一件衣服、重新縫製最後

進行走秀發表會；「住」，讓建築系同學發想設計並結合專業，創造符合現代居住空

間；「行」，不限於交通，流動和移動在生活當中，從物聯網的資訊流動到碳循環各

面向進行發想和討論。黃瑞茂指出：「設計思考只是一種指標作用，引導推進的關鍵

是知識進展本身。」學校要有教學基礎設施的心態，且要教導學生學會與真實對話。

 

　設計是什麼？黃瑞茂話鋒一轉，回到根本問題所在。「設計是從能夠解決問題的觀

點出發，再到運用友善環境的設計與生態的對話。」他認為社會設計是對科技的反思

，關注可負擔之經濟、維持可持續的發展，同時對科技敏感。設計不再是專業和形式

所獨享，而是面對生活世界的處境，透過「提問」、「解釋」、「再現」，一步步用

課程設計達到重「理解」的學習。「過去幾年的跌跌撞撞，我每個時期想做的事物都

不一樣。」黃瑞茂表示，教學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他今年將從社群的角度思考，從

「物的循環」的概念出發，運用「社會設計」及「社會創新」的方式，就地取材、將

就著用、資源重組，就地拼裝和隨創，達到「共生」的效果。

 

　最後現場針對「教師該如何引導學生」進行討論，教師們普遍存在「希望學生好好

運用課程所學，甚至有所突破，卻又擔心突破後是否合理」的矛盾心態，不過「放得

開手，讓學生有更多空間」或許能讓他們更有收穫。西班牙語系副教授林惠瑛感慨地

說，聆聽完講座後，對於如何放開手讓學生發揮這點特別有感觸，「這的確是身為教

師本身的一大課題，我會認真思考，希望能夠找出最合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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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發展中心邀請課程所副教授黃瑞茂以「把設計帶到生活世界」為題分享教學經驗。（攝影／游晞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