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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訊

課程名稱 建築設計(三) 科目序號 / 代號 2877 / SPD3070

開課系所 空間設計學系 學制 / 班級 大學日間部3年1班

任課教師 黃俊熹      專兼任別 專任

必選修 / 學分數 必修 / 4 畢業班 / 非畢業班 非畢業班

上課時段 / 地點 (二)BC   /       (二)789A /       授課語言別 中文

課程簡介

從1950年代起，思想上的去中心化、去邊緣化，模糊了一切的界限。而商業、金融、貿易、旅遊加速全球

化的步伐，最後在資訊無遠弗屆與零時差的全面流通下，全球化的浪朝鋪天蓋地而來。不論我們對全球化

抱持樂觀其成或戒慎恐懼的態度；不論我們相信它將帶來希望無窮的美好幸福，還是將陷我們於萬劫不復

的地獄深淵；也不論我們有否準備，準備好沒，它們早已來到，我們無力回天，只有被全球化的大潮拖著

走向不可逆的茫茫未來。�

�

�

     現在已由「全球人」（globals）掌握發言權、詮釋權，甚至是制定生存的遊戲規則權，我們當然無法自

外於此一混同的大潮，但我們也不能停止反思，不能永遠隨波逐流。如何才能在全球化的混同中立足生存

、勝出競爭，特色是唯一的關鍵，只有建構無可替代的特色，創造出有意義的不同，才能不被全球化的浪

潮淹沒，而把漂流（drifting）轉化成旅行（travelling），也才能在命運（fate）中找到目的地（destination）

。�

�

�

      人永遠不該忘記歷史文化的記憶，也不該耗盡地力，枯竭資源。然而全球化所帶來的徹底改變，與資本

主義掛帥下各地發生的過度開發，都使人類永續經營的理想受到嚴重的挑戰。不論城鄉，也不論人文環境

與自然環境也都受到莫大的衝擊。對此，吾人必須重新調整空間創造的思維。�

�

  「在地性」是文化區差異的重要表徵，也是特色建構的最重要與最易得的元素。在「全球化」的時代如何

應用新科技、新思維，融「在地之文化因子」於空間創造之思維中，以建構出迎合時代，適合生存，又具

在地特色之生活平台，也就成為值得探討的一個議題。�

課程大綱

地方性作為城市與建築個性的特徵，其中包括地方的歷史文化事件、集體紀憶、生活特徵、傳統技術等所

構築的場所。地方性能讓一個地方成為地方，不同於全球化下的地方，讓所有的地方成為一個地方。其基

本的特徵是異質。�

�

全球化是一種發展的趨勢，表明了從非全球到全球的一種發展週程，然而其全球（global）本身既是一種空

間上的稱謂，而全球化則在這個空間概念上突破空間與時間的局限，強化了人與人之間的活動相關性，將

世界聯結成一體，同時就空間特徵而言，具有時空錯位交疊的象現。於是，能使在場與不在場的事件糾疊

並相互滲透在一起，延展了空間既成的原則。其基本的特徵是均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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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或先修課程

建築設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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