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設計帶到生活世界」 

教學經驗分享 

一、主講人：課程所 黃瑞茂老師 

二、主持人：教務處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李麗君主任 

三、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10月 22日(星期三)12：00~13：00 

四、活動地點：淡水校園 I501 （蘭陽校園 CL423同步視訊） 

五、主辦單位：教務處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六、研習內容：  

 

本中心於 109 年 10 月 22 日邀請課程所黃瑞茂老師，進行「把

設計帶到生活世界」的講座，黃瑞茂老師利用自己對於設計思考多

年的研究以及見解，向與會老師們說明如何將設計思考融入生活中

並進而帶進課程的設計。 

此次演講黃老師以食、衣、住、行為主題，分享自己在進行設

計思考時是如何與這四個主題進行結合，並展示實際在教學上的案

例，最後提醒各位老師課程和現實生活結合的必要與重要性。 

設計參與從腳下開始 

黃瑞茂老師自 1993年便開始利用自己的專業參與空間設計相關

的企劃，至今已參與了 15個淡江學校校內所實施的設計計畫案，並

且提到過去在談論設計思考時，30%是對過去的批判，50%是對議題

的討論，20%是對未來的期許；然而到了現代的趨勢，僅有 10%是了

解過去事件，70%探究當下造成的後果以及影響，20%則是探究未來

的走向。 



 

因此在這般風氣下，如何將設計思考的重點放在「現在」是必

須探討的課題，黃老師擁有建築相關的專業以及多年對於「設計」

這件事情的實踐，認為「設計」是離不開人的食、衣、住、行的。 

史觀科技與「食」的結合 

黃老師提到過去在史觀科技的課程中所進行的設計思考活動，

史觀科技的目標是善用科技以協助人類面對種種的外在環境與內部

社會轉變的挑戰，以當下的議題進行發問，並在當下、歷史與未來

這三個面向中發現科技與社會互動的過程，從而認識科技發展與生

活世界的經驗連結。 

「食藝淡水」這項設計便是在史觀科技這堂課程中所延伸出的

活動，前期會先與學生介紹科技相關的知識背景；後期則將聚焦在

「食安」上並作為切入點讓學生開始活動，一開始先從「食安」作

為關鍵字拼湊出「食安」需要注意的議題，接著會實際走訪老街的

店家並開始構思食譜，挑選一目標店家後便會邀請淡水當地居民一

同合作並依同開發新的食譜，希望能夠讓這份食譜實際給當地的店

家使用完成實踐的目標。 

課程設計與「衣」的結合 

接著黃老師分享了與陳麗華老師及張月霞老師一同合作的課程

設計活動，第一堂課先舉辦「世界公民教育工作坊」，先讓同學們

了解全球共同命運的意義，並能夠以各種實作計畫來體會和創造

「在地—全球」連結與合作的可能性。 

接下來請同學們回家後找出一件「有故事」的衣服，並帶來課

堂上與大家分享該故事，接著到合作的縫紉基金會上技能相關的課

程，並將衣服改造，完成改造後在最後一次的課堂上以「走秀」的

形式展現最後的成果。 

 



 

建築設計課程與「住」的結合 

在建築系大三的建築設計課程中，黃老師以知名的「Google」

公司為主題，因為該企業僅有一半為辦公空間，另外一半則是希望

可以和在地的事物做連結，因此請同學們幫 Google Taipei設計適

合的建築空間，以「企業定位」、「經營模式」、「空間型態」為

討論的重點，最後實際做出 3D模型成果。 

史觀科技與「行」的結合 

同樣是史觀科技的課程，但用不同的主題為切入點即可以有不

同的結合與成果，此次課程以輕軌建成後的淡水為切入點，首先百

領學生認識交通工具對現代所帶來的影響，並請同學們以「流動/移

動」在生活為主題發展提案計畫，將成果於覺生紀念圖書館進行發

表，兩小時的發表會上會先介紹相關的議題，同時邀請了各界相關

專業的老師一同參與成果的發表，並給予學生回饋。 

綜合以上的案例分享，黃老師提到 4點需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課程的設計可能會有很多變數，要隨著學生們的議題討論與

相關閱讀進行彈性地調整；第二，「設計思考」的五個步驟是一種

指標，知識進展本身才能夠引導出計畫的方向；第三，課程實際在

實施時是需要整備與資源分配的，因此也需要校方的配合；第四，

課程設計著重在「當下」的情況為何，因此不會一成不變。 

「設計」的重點在於軟知識而非硬體 

黃老師提到設計並非形式的生產，而是需要考量如何解決問

題、友善設計、對生產/科技的反思以及對社會的改變，D.School

將設計定義三個面向，包括可負擔(經濟)、可持續(人性)以及對科

技敏感，史蒂芬·賈伯斯在一次發表會中提到未來公司需要聘請人類

學家，因為希望可以找到現在人使用手機的習慣以利產品的研發，

因此「設計」這件事情是以人為中心，接著討論人與環境、生活的



 

關係，在設計的過程中重要的並非硬體的實力或是科技的發展，而

是軟知識的發展。 

設計是一種面對生活世界的處境 

「設計」與過去的觀念以不同，它不再是一種專業或是形式的

獨享，過去的「系統」將每個人的生活制約成一樣的模式，但現代

的趨勢在於由個人或團體的行為所驅使的設計，當我們在思考如何

將設計放在課程中時，能夠從當下的科技、資源發現什麼問題並進

一步發展，而這樣的過程中「設計敘事」也是重要的，敘事能夠協

助人們在認知上的功能。 

黃老師提到有一次課程進行修補市集的活動，他們利用原子筆

用完的筆芯做出鳥籠，而這些筆芯是一位女生在過去幾年讀書時所

用的筆芯，她在讀書的階段充滿了升學的壓力，看到這些筆芯也讓

她回憶起當時的情境。因此，在鳥籠設計的過程中發現「物」的意

義，並賦予它不同的用途，同時也能夠保留住它原本的回憶。 

黃老師指出，設計並非只是在生產，而是利用創意升級再造，

並提到了城市共生的概念，強調群體與個人間的合作、共榮，有系

統性的循環與延續，雖然把課堂和現實生活連結起來很難，因為這

件事情本身就沒有絕對的答案，但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課程實施，期

望老師們能夠找到課程的目標並設計出合適的活動。 

學生在課程設計中的角色與自我認同 

黃老師提到在現在的社會要將學生教育成為比爾蓋茲或是駭客

全看課程如何規劃與設計，與會老師進一步提問道「要將學生教育

成為像商人或是像個海盜的角色，要給予他們怎麼樣的價值觀?而學

生是否又能夠分辨得出來他們正在成為什麼樣的角色?」、「又該如

何營造出適合學生的教學環境?」 



 

黃老師回應道，學生擁有自己判斷的能力，而老師只是配合學

生並輔助他前往他想要的道路，成為怎麼樣的人並沒有對與錯，相

較過去「贏者全拿」的觀念應該被顛覆，每個角色都有他的價值，

而學校應當提供適合的資源，另一位建築系的老師也補充道，能夠

理解在訓練學生並給予他該有的價值觀與知識時，卻希望他也能夠

突破既有的價值觀與知識是很難的，但老師能夠做到的是鼓勵學生

們跨出他們的第一步，並在接下來的路途中隨時提醒學生們走在正

確的路上。 

 

七、活動花絮：  

 

 
 

黃瑞茂老師分享「把設計帶到生活世界」 

之教學經驗 
黃老師介紹「課程設計」的相關注意事項 

  

與會老師專心聆聽黃老師的分享 黃老師分享對於設計的願景與展望 



 

  

與會老師提問 

「在進行教學時，學生的價值觀應該如何導正?」 

建築系與會老師回應 

「如何營造學生所需要的教學環境?」之問題。 

  

會後黃老師、李主任以及與會老師互相分享心得 李主任致贈感謝狀於黃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