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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類 別 ： 高教深耕計畫 

子計畫名稱： A4-4 提升學生國際視野，強化國際移動力 

主 題 ： (景觀學系) (日本福岡、國立九州大學)移地學習 

主 辦 單 位 ： 日本國立九州大學、人間環境學研究所 

活 動 日 期 ： 2021/8/2 至 2021/8/10 

活 動 地 點 ： On line (台北、福岡、釜山) 

參 與 人 數 ： 11 人(帶隊老師 1 人、參與學生 10 人) 

計 畫 類 別 ： 高教深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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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維倫 郭瓊瑩 楊松齡 



 

 

中國文化大學 110 年度景觀學系  

移地學習成果報告書 

壹、 計畫主題類別及計畫名稱 

本校景觀學系自 2012 年起與日本國立九州大學建築學系連續九年合作舉行永續

環境設計工作坊(Sustainable Design Camp)，特別是 2020 年因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主辦單位仍排除萬難，以遠距討論形式達成了當年的工作坊。在 2020 年之前，每

年的移地教學活動，也獲得九州台日交流協會的支援，提供活動參與同學在活動

期間生活上的協助，使得每次的活動都能順利進行。在過去十年裡，景觀學系推

動師生的國際合作活動，不僅讓本系學生能實際的參與國際交流，並且提昇了學

生的國際視野，也做了最直接的國民外交，提供參與師生良好的異國文化體驗。

在專業領域上，跨國合作的規劃與設計的構思已經是近年來全球競爭力的基礎，

透過學校間工作坊的教育方法，更可以讓學生開拓視野提高理論與實踐的力量。

2021 年景觀學系於日本國立九州大學建築學系的邀請，持續的合作舉辦國際永續

環境設計工作坊，透過連續十年與九州大學的合作，希冀本活動能成為景觀學系

在國際交流上常態性的課程之ㄧ，以造福更多的學生。除上述本校與九州大學，

另外美國 Texas A&M，亦於 2015 年起共計三校共同參與，並且有九州大學留學生

一同加入本次工作坊，參與的學生及教師的國籍計約七至九國，成員背景豐富頗

具國際化之水準。自 2020 年起受到疫情的影響，連續二年以線上的形式進行，在

有限的空間及工具的運用下，依照原定課表操作，完成了線上工作坊的操作模式，

希冀 2022 年能回歸正常，回到福岡舉行。 

貳、 執行方法與步驟 

2-1.課程內容 

每年課程內容具連續性，在課程設計上差異不大，在 2020 年疫情的影響下調整為

遠距線上課程，今年 2021 年也因疫情的影響，內容概述如下。 

2021 Fukuoka Sustainable Design Camp 課程內容主題，因應九州大學於 2018 年 10

月份校區搬遷至系島地區，未來之系島地區如何活化結合當地產業與地景，希冀

利用人文歷史、社區營造、技術科技等結合於系島之中，本次設計基地在系島半

島臨海側，焦點至於玄界海灘、海岸線、山坡地、松原等自然資源的活用，深入探

討該地區永續發展，對每個不同設定對象的地區做分析並提出適合的環境機能的

提案，在細部上能考量數十年以上的永續環境想像及未來的生活景做一個整體的

提案探討。 

本次工作坊由於疫情的影響，以遠距的方式舉行，本次工作坊除了中國文化大學

環境設計學院景觀系與九州大學人間環境學研究所外，另外美國 Texas A&M(教師

參與、學生未組隊)、韓國釜山大學，共計四校共同參與。 



 

 

2-2.參與人員與課程進度 

主辦單位：日本國立九州大學 2021 Fukuoka Sustainable Design Camp 

活動日期：2021/8/2-2021/8/10 

活動地點：台灣台北、日本福岡、韓國釜山 

本系參與人數 : 11 人(包括教師) 

帶隊老師：郭維倫 

指導教授： 

九州大學：尾崎明仁 教授 

坂井 猛 教授 

山口謙太郎 教授 

住吉大輔 副教授 

Divigalpitiya Prasanna 副教授 

松尾 真太朗副教授 

Texas A&M University：藍谷 鋼一郎 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郭維倫 助理教授 

參與人數： 47 人（教師 7 人、學生 40 人） 

                 

2021 年行程表 

8/02   課題說明、分組、om line 基地勘查(授課時數：8 小時) 

8/03   小組作業、第一次總評(授課時數：8 小時) 

8/04   小組作業、分組評圖與討論(授課時數：8 小時) 

8/05   CASBEE 課程、小組作業、分組評圖與討論(授課時數：8 小時) 

8/06   小組作業、第二次總評(授課時數：8 小時) 

8/07   小組作業、分組評圖與討論(授課時數：8 小時) 

8/08   休息日 

8/09   小組作業、分組評圖與討論(授課時數：8 小時) 

8/10   小組作業、期末總評(授課時數：8 小時)  

 



 

 

參、 具體成果及活動效益 

 

8/10 期末總評後之線上大合照(1) 

 

 

8/10 期末總評後之線上大合照(2) 

 



 

 

 

 

8/10 期末總評後之線上大合照(3) 

 

 

2021 Fukuoka Sustainable Design Camp 本校參與同學 



 

 

 

遠距線上作業情形(1) 

 

 

各小組發表之內容(1) 

 



 

 

 

 

各小組發表之內容(2) 

 

 

各小組發表之內容(3) 

 



 

 

3-1.學生獲益 

(1)藉由國際工作坊讓學生了解環境正義、環境倫理，並且強化專業倫理之深植。 

(2)跨領域知識與技術之整合與應用，並且使得學生能拓展國際視野與關懷社會議

題之養成。 

(3)達成系所之課程目標，使得學生能具備永續發展之規劃設計能力、具備跨領域

整合與數位化環境規劃設計之專業能力、國際視野及本土環境關懷之素養。 

(4)整合訓練學生思考之獨立性、規劃設計技術之前瞻性、理論方法應用之整合性、

研究發展能力之開創性。 

 

3-2.姊妹校深化程度 

2012 年起連續十年「Fukuoka Sustainable Design Camp」為持續性、系統性課程、

在國際工作坊合作上已經建立了二校的默契，經過這七年的努力，未來二系將持

續的舉辦設計工作坊，強化交叉學習的教學模式，並達到雙方師資、學生相互觀

摩交流的目的，拓展師生之國際視野、教學研究、設計創作整體質與量的提升。 

 

3-2.貴系國際化交流程度 

(1)參與學校：中國文化大學、日本九州大學、美國 Texas A&M、、韓國釜山大學，

共計四校共同參與。 

(2)參與成員國籍：台灣、日本、韓國、美國、斯里蘭卡、中國，指導教師及學生

共計六國成員參與。 

 

肆、 補助計畫經費明細表 

由於 2021 年因疫情的影響，以遠距線上舉辦，不產生任何經費使用。 

 

伍、 結論與建議 

面對著少子化衝擊，各大學招生狀況每況愈下，目前環境設計科系雖然為熱門科

系，未來在更嚴苛的衝擊下，如何能吸引更多的學生來學習，會是目前高教設計

科系非常重要的課題之一。設計科系可透過暑假期間，能在不同領域、不同環

境、不同文化背景上「驗收」的模式，由當地台僑帶領參訪歷史遺跡等活動，更

深一層意義學生對於國際工作坊之後所得到的經驗是正面的，讓同學能關懷國際

社會、了解他人歷史、互相尊重文化的培養，將環境設計概念隨著時代變遷在生

活中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是可以「看見」的。 

 

陸、 本案聯絡人及聯絡電話 

景觀學系 郭維倫 (02)2861-0511 #415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