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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執行成果摘要 
氣候變遷對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已經非常嚴重，氣候議題更引發全球高度重視，各國陸續

提出「2050 淨零排放」之宣示，2050 淨零轉型是全世界以及臺灣的目標，爰此，人居環境之

生態設計已是先進與發展中國家討論人與自然共生、共融的執行策略。本產學成果導向課程

邀請中冶環境造形顧問有限公司與本課程合作，中冶公司過去完成多處台灣的重要生態設計

案，如宜蘭冬山河親水公園、卑南文化公園、山水綠生態公園、頭前溪生態公園、旗山鼓山

公園…等，20 多年來所復育的成千上萬株樹的植栽生態設計已實質發揮吸收二氧化碳、水質

淨化等機能，對 2050 淨零排放政策已具實質的貢獻。然而生態設計以及樹種選擇的前置作

業，需先執行確實的環境基礎調查，中冶公司對景觀設計的環境基礎調查之要求具高度標準，

因受限於人力與工作期程，經常無法執行完整的生態基礎調查，本計畫由中冶公司提出公司

目前執行生態設計規劃案的環境基礎調查需求，本課程提出陽明交通大學台北校區之生態環

境，由本計畫教師與中冶公司共授生態設計課，學生實踐成果解決中冶公司對環境基礎調查

專案的問題。本課程提供了學生執行生態環境基礎調查之機會、乙方則能有充足的環境調查

人力資源，執行同時也成為甲方同學進入景觀業界前的生態調查報告撰寫經驗。本生態設計

課程已藉由業師在課堂中對學生進行解說，安排北部案例如山豬窟垃圾淹埋場-山水綠生態

公園、北投溫泉親水公園、陽明山前山及後山公園、蘇花公路太平洋國家步道等案例進行解

說。公司委託學生進行現行適合專案之生態調查與景觀生態設計，因每一地區環境景觀具有

不同的生態特色，透過案例解說，學生進行現行專案的工作，完成調查之資訊接續撰寫報告，

藉由合作業師的指導，學生能夠操作生態設計，於期末階段提出符合於專案環境的生態設計

作品，提交中冶公司，而報告書與設計圖說之安排，要求學生需藉由具創意的生態設計提供

健康的環境生態設計構想。 
二、課程指導成果說明 

(一) 課程實際規劃與說明 
(1) 教學策略實施-與企業合作方式 

(a) 企業導師帶學生至實際完成的生態設計案例作品進行解說 
(b) 企業導師至本校進行委託專案之生態設計報告與生態設計圖繪製指導 
(c) 因企業導師為公司專業生態規劃與設計工程人員，於課程中的角色為生態設計指導

教師，本學期安排6週到校教學。 
(2) 該課程之教學實施策略。 

本課程之教學目標是藉學生具有創意的景觀與生態設計，提出可提供人類健康舒適

的環境。為實現目標，策略藉由各種測量工具材料(雷射測距儀、長捲尺、測樹尺、箱

尺…)、學生製作生態設計模型以及徒手繪圖等方法實施進行，調查回校後進行景觀生態

規劃報告的撰寫以及生態設計圖繪製，達成學生學習如何執行景觀生態設計之教學目

標。 
(3) 學習活動紀錄 

主題 花東縱谷利吉卑南遊憩區及新竹南寮漁港生態設計 
時間 112.03.24 (五) 15:40~17:30 地點 景觀系研究生室 
流程 時間 內容 
開場 15:40~15:50 教師開場與講師介紹 

生態設計 
實務經驗分享 15:50~16:30 

講者：高綺蔓 老師 
 花東縱谷利吉卑南遊憩區整體規劃 
 新竹南寮漁港生態規劃 
 實務生態設計規劃設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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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生整治（Phytoremedy） 
 如何以景觀生態學的觀點複育當地的鄉土植物 
 基礎科學與生態設計的相遇 

中場休息 16:30~16:40  

討論 16:40~17:20 
 學生與方老師互動討論，請教新竹南寮漁港與

花東縱谷利吉卑南遊憩區整體規劃生態規劃設

計經驗 

總結 17:20~17:30 
 活動結語 
 師生討論互動 

活動照片 

 

 
主題 太平洋國家景觀道路-蘇花路廊(蘇澳-東澳段)景觀改善經驗分享 
時間 112.04.28 (五) 15:40~17:30 地點 景觀系研究生室 
流程 時間 內容 
開場 15:40~15:50 教師開場與講師介紹 

生態設計景觀設

計實務案例 15:50~16:30 

講者：何其昌 老師 
 太平洋國家景觀道路規畫設計說明 
 蘇花路廊(蘇澳-東澳段)的營造與社區意識 
 蘇花路廊(蘇澳-東澳段)的生態設計 
 蘇花公路的水環境 
 國家道路應有的景觀格局 

中場休息 16:30~16:40  

討論 16:40~17:20 
學生與李老師互動討論，請教在太平洋國家景

觀道路與其他重要道路建造階段應有的景觀觀

念及生態設計的異性 

總結 17:20~17:30 
 活動結語 
 師生討論互動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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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課程學生介紹，太平洋國家景觀道路施工階段，設計單位帶文化大學學生至現場

種植植栽的實境照片 
 

主題 陽明山前山生態設計經驗說明 
時間 112.05.12 (五) 15:40~17:30 地點 景觀系研究生室 
流程 時間 內容 
開場 15:40~15:50 教師開場與講師介紹 

生態設計景觀設

計實務案例 15:50~16:30 

講者：何其昌 老師 
 陽明山前山公園生態規畫設計說明 
 陽明山前山公園生態設計營造與社區意識 
 陽明山前山公園生態設計的落實方法 
 陽明山前山公園的水環境 
 陽明山前山公園生態的生態與景觀格局 

中場休息 16:30~16:40  

討論 16:40~17:20 
學生與何老師互動討論，請教陽明山前山公園

生態設計與一般國家公園生態設計的差異性 

總結 17:20~17:30 
 活動結語 
 師生討論互動 
活動照片 

 

 
主題 碳匯的測量方法-自然棲地 
時間 112.06.02 (五) 15:40~17:30 地點 景觀系研究生室 
流程 時間 內容 
開場 15:40~15:50 解說導覽教師開場與講師介紹 

碳匯介紹 15:50~16:30 講者：林蔚任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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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是碳匯 
 台灣目前的碳匯盤查 
 景觀系能夠為碳匯努力的方法 
 生態設計與碳匯 
 甚麼是藍碳，紅樹林與碳匯的關係 

中場休息 16:30~16:40  

分組討論 16:40~17:20 
學生學習溼地以與碳匯的專業知識，以及未來

如何進行具有碳匯功能的生態設計方法 

總結 17:20~17:30 
 活動結語 
 師生討論互動 
活動照片 

 
 

 
主題 山豬窟垃圾掩埋場-山水綠生態公園 
時間 112.06.09 (五) 15:40~17:30 地點 景觀系研究生室 
流程 時間 內容 
開場 15:40~15:50 解說導覽教師開場與講師介紹 

山水綠生態公園

生態設計介紹 15:50~16:30 

講者：俞執中 老師 
 甚麼是垃圾淹埋場 
 台灣目前對垃圾的處理方法 
 垃圾掩埋場的場域退役後該何去何從 
 山水綠生態公園介紹 
 垃圾掩埋場沼氣發電 

中場休息 16:30~16:40  

分組討論 16:40~17:20 
學生學習垃圾掩埋場的復育的操作以及實際執

行生態設計的方法 

總結 17:20~17:30 
 活動結語 
 師生討論互動 
活動照片 



8 
 

 
 

主題 期末報告 
時間 112.06.16 (五) 15:40~17:30 地點 景觀系研究生室 
流程 時間 內容 
開場 15:40~15:50 說明期末報告規則 

期末成果報告 15:50~16:30 評論人：何其昌老師 賴榮一 老師 
中場休息 16:30~16:40  

期末成果報告 16:40~17:20 評論人：何其昌老師 賴榮一 老師 

總結 17:20~17:30 
 活動結語 
 師生討論互動 
活動照片 

 
 
(二)成果說明 
(1)執行成果 

 
(三) 具體教學成果與評估 
A. 知識面目標： 
(a) 瞭解台灣在景觀生態設計發展的起源與進程 
(b) 瞭解台灣景觀設計面對生態復育、環境教育、休閒遊憩以及與極端氣候下的重要性 

質化成果說明 量化成果說明 
 學生獲得生態設計以及實務相關知識 
 學生建立積極自主學系態度 
藉由實地的生態設計調查方法以及講者演

說知識使學生獲得產學合作各項優點的機

會 

 完成研究所修課學生7位同學的生態設

計報告內容 
 完成7組陽明交通大學校園規畫生態設

計的概念，提供中冶公司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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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生態設計在台灣的價值與未來展望 
B. 技能面目標： 
(a) 將專業知識的抽象概念轉化為具體時間的行動力 

(b) 資訊蒐集統整與辨別、表達溝通協調的能力 
(c) 與業界教師溝通討論的能力 
(d) 將生態設計思維轉化為工程途說的能力 
C. 態度面目標： 
(a) 培養學具備正確的生態設計與景觀環境間之重要性 
(b) 學生能以積極、正面態度欣賞台灣的自然與生態多樣性。 
(c) 學生對自我周遭的環境與生態能夠保持積極參與的態度，傾聽社區、與鄰近居民溝

通，心中保有對大環境的生態復育與環境教育之素養。 
三、學生學習成果 

請提供本課程學生每人(或每組)實作作品照片，每張照片底下請提供 10-30 字的文字說明 

  
說明：洪宇承同學進行陽明交通大學植栽生態與週遭既有景觀元素的關聯調查，對基地課題與校園生態植

栽生態調查具深入觀察，並提出改善對策。 

  
說明：邱亭瑜同學對陽明交通大學校園空間如通學

步道、機車停車場、步道座椅等現況問題提出改善

建議。 

說明：陳柏盈同學提出陽明交通大學通學路徑及宿

舍戶外環境改善，建議將既有砌石駁坎以綠色植栽

生態化，兼具生態棲息、降溫、綠美化之機能。 

  
說明：游穎玲同學觀察陽明交大便利商店前的木棧

階梯是外推架高在山坡上的，與車道相接的邊上設

置了欄杆，導致行人從建築物到階梯之間並不易穿

越，容易摔下去或撞到電線桿，建議以生態設計進

行改善。由於步道為了降低樹木砍筏，而將樹木圍

起來，但久了反而造成樹木生長不良的情形。 

說明：孫婉景同學發現陽明交通大學校園內的教育

解說牌有多處問題，校內沒有植物解說牌、解說牌

設計官方化以及互動性不強等缺點，並為校園進行

解說牌的設計，同學為應用美術系，提供中冶公司

能夠對解說牌互動應用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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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黃燕眉同學提出在陽明交通大學植物解說牌

的重要性，解說牌應提供校園師生生態的知識和教

育、加強觀賞體驗、保護和保育意識以及提供參考

資料，故自行設計多組解說牌提供中冶公司設計參

考。 

說明：廖開顏同學進行陽明交通大學景觀環境調

查，提出多處環境現況的問題，諸如八仙圳周邊景

觀環境欠佳，眾多管線暴露在外，堤出人為使用而

形成的小徑，可以在此增加步道鋪面；汽車交叉入

口，有松鼠經過，提出可在此適當設置中心綠塊以

供野生動物能夠中途停；校園內管線混亂且暴露在

外，且有較多落葉堆積，景觀觀感差，提出遮蔽修

繕的建議。多項生態設計建議提供中冶公司參考。 
 

四、課程遇到問題與困難 
本次生態設計結合中冶公司產學合作，讓學生能夠實際參與景觀實務的生態設計操作學

習，並學習從未思考過的生態工程思維以及人與環境共融設計之議題。然而景觀專業之生

態設計與其他領域所談之生態設計不同，因景觀設計包含製圖與工程，在業界為專門之技

術，本課程開放外系參與，對於非景觀專業的同學在學習上較為吃力，經本學期的經驗，

未來對外系開放修課的學生須有一定的生態景觀環境調查的基本知識及興趣。另本學期開

課在研究所，研究生人數少，本課程後續將開設在大學部並努力推廣給有興趣的學生，亦

歡迎研究生來修習。在產學教師邀請遇到之問題，因業界景觀公司常有臨時會議或需到工

地處理突發事情，可能產生與原規劃上課期程不同的情形，需彈性協調調課，但仍能克

服。 
五、省思與未來的展望 

景觀生態設計，狹義定義是討論區域內的生態動物、蟲魚鳥獸與人類之共融，而廣義則可

含括區域內的水環境、山林、行道樹、環境教育以及景觀美學等議題，生態設計的概念多

著重於減少對環境資源浪費，提高材料利用率，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利於自然環境保護

以及調和工業化社會與生態環境間衝突等概念，然而景觀業界所著重的生態設計，更應關

切的是對萬物生命的熱愛，關懷各種生命的生活習性，進而執行人與自然生命共生共融的

景觀設計，我們常看到樹木的樹圍，為了使車行或行人方便活動，而以柏油或水泥將樹根

澆製結固，輔仁大學內的部分道路中的路樹即有此問題，這樣的情形使樹木生長不健康，

樹木生長不良，將增加道路使用的危險性。在對植物動物的關懷上，景觀設計需要關注生

物棲息地，人類經常將動物的棲地環境破壞，將其成為居住或各種需求的環境，景觀生態

設計所重視的即如何考慮兩者間的平衡，尊重生態的前提下，低調的發展人類所處環境，

適度適當的建造提供人類需求的環境，多思考生態面向的需求。在人造環境中，經常將水

域縮減，水是提供萬物生長的基本要素，生態設計應要滯留水，一處好的景觀設計，並非

將水盡快地排掉，而是如何想方法將水留住，提供生態與人類之使用。本次課程，邀請到

景觀業界著名的中冶環境顧問公司至輔大教學，實為學生之福氣，中冶公司不藏私的將景

觀生態設計的經驗及方法提供給學生學習，並傳授多年的生態設計思維，使學生獲益良

多，也因為輔大教發中心產學課程之補助，能夠有機會邀請台灣重要的景觀設計師與學生

進行景觀生態設計實務深入教學，學生反應良好。非常謝謝教師發展中心!中心的承辦 詩涵

非常專業，對學生具耐心及愛心，給我們課程莫大的協助，感謝，亦請學校持續支持教師

發展與教學資源中心執行產學課程計畫，實為輔大師生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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