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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得前言 

    本次課程內容，以環境控制為主題，隨著氣候變遷、能源資源短缺，過去

浪費無度的、單純追求規模大、數量多、造型新奇等等的作法，需要受到改

變，建築在整個產業而言，所消耗的資源是相當可觀的，不良的設計，也會導

致後續營運建築物的成本太高，造成另一種浪費，也因此透過建築環境控制，

設計出低耗能，甚至是無耗能及有產能的建築物，成為當今最新穎也是非常迫

切的一個課題。 

    本次課程從最基本的建築物理開始說明，從日照、溫度、濕度、風向數據

資料的視讀，以及實體模型操作分析，直接回應到建築設計手法，並且透過各

國建築案例的分析，了解最基本的被動設計(Passive Design)原理跟方法；接著

再透過數位模擬及數據分析，透過數位軟體來輔助建築設計，達到量化建築的

作法，讓整個建築物在尚未完工之前，就可以看出建築物使用的狀況以及耗能

數據，以及後續營運的所需要成本，以及對建築物周遭環境所帶來影響，這些

都可以大大降低建築物的浪費以及對環境的衝擊，這也是永續發展議題中，相

當關鍵的一個課題。 



二、 課程內容及心得 

    本次課程主要可分為四個部分:基本課程及實體模型練習、數位軟體模擬練

習、戶外參訪課程、成果驗收報告，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從最基本的知識課

程教學，到最後將所學的內容直接融入到最後的建築設計成果，是一個相當完

整且具有成效的課程內容規劃。 

基本課程及實體模型練習 

    基本的課程內容，從「人」的角度出發，從認識人的需求開始，進一步去

發展，怎麼樣的感受，接著去探討最原始的建築、城市，是怎麼去運作的，在

那個沒有電力、電動機、空調的時代，人們是怎麼透過智慧、經驗，去設計出

符合需求且舒適的房子。同時我們也做了各個不同氣候帶的建築案例分析，以

我自己的組別阿布達比為例，我們先去蒐集最基礎的信息:緯度、地理位置、氣

候條件、當地建築形式、當地居民的衣著與生活、當地的現代建築設計手法。

在那樣炎熱乾燥的沙漠地區，建築風貌跟人的衣著，跟在台灣是截然不同，厚

實的外牆，狹小開口、通風塔，這類特別的建築語彙，都是為了適應當地過高

的溫度跟日照。 

 

 

       狹小開口             厚實的外牆          洋蔥狀屋頂 

 



    我們也透過實體模型的操作，去探討各個季節的日照變化，也檢討採光面

積及日照時數、太陽直射角度、日照熱量吸收，這樣初步分析的方法不僅直

覺，同時也相當的快速，可以知道量體的形狀是否適宜，是否有過多的熱進到

室內。 

         模型製作過程                                日照模型成品 

數位軟體模擬練習 

    有了對環境最基本的認識，我們知道採光通風的重要性，但是沒辦法掌握

實際窗戶的大小這類詳細的資訊，透過軟體的模擬，只要輸入參數，像是室內

深度、開窗尺寸、受熱面積、室內外溫度、室內人數、運作設備數量等等，就

能分析出適合的開窗尺寸及模擬室內溫度狀況；透過這個軟體的模擬，也能更

加確認所作的建築手法是否真的能改善室內居住的狀況，而不是恣意的設計。 

 

      模擬開窗數據                        室內溫度對應熱舒適環境 



戶外參訪課程 

    若要成為好的建築師，只是埋首於書本跟理論，是行不通的，實地參訪跟

親身體驗空間都是相當重要的，也因此在這一次海外課程，西敏寺大學也準備

相當多的戶外課程，讓我們可以親自走訪各個有名的建築。 

    英國永續社區原型 BedZED，這是一個零耗能的社區，這些年各國政府、

企業都一直在推動永續建築、永續設計的口號，但是在實際操作方面常常受到

阻礙，經常會有反對勢力跳出來，讓整個企畫被迫暫停甚至是終止。而這個社

區透過建築、政府、居民、建商各方面的密切合作，終於成功推行了這個社

區，這個社區也從開始建設、建材的使用、實際居住的耗能及產值，整體能源

消耗總和達到了零耗能，在這一次參訪中，建築師團隊也說明了他們在通風跟

採光上所使用的構造，花了不少精力跟巧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社區的屋

頂及煙囪，這個煙囪透過形狀的設計，讓入風口可以一直面向風的行徑方向，

同時也設計特別的空氣閘門，可以將入風跟出風口，因為受到戶外風力的帶

動，讓室內通風循環效果更好。 

     社區連通橋                        社區立面 



    另外也考量了住戶跟住戶之間的互動關係，透過出入口的設計，讓居民在

日常生活中可以增加彼此的交流，讓這個社區的互動性提升，在地的居民也對

現在這個社區設計有很高的滿意度，這同時也代表「永續設計」、「零耗能」在

未來是可能實際普遍推動的。 

          社區遊覽介紹                       BedZED 企劃介紹      

成果驗收報告 

    經過了快一個月的課程，不僅僅是上課跟實地參訪，最終我們也必須要作

出一個成果，將我們在這邊所學的跟過去我們的建築經驗及能力作結合，這同

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將這些學到的內容落實到我們的設計之中，去提升我們

的設計思維跟方法。整體的操作方式是透過小組來進行，分工合作的方式讓整

體內容更加完整，也透過討論讓設計可以兼具更多面向，也激發更多新的想

法。 

            小組作業                           與老師討論 



    西敏寺大學的老師，也親自跟我們討論設計，不同於在台科的教學，這裡

的老師本身更加重視學生的想法跟表達，以及設計是否符合環境控制的理論，

因為在西敏寺大學，建築設計課程已經跟環境控制結合，就是為了迎接氣候變

遷跟全球暖化的議題，讓學生在設計時就直接考慮到後續能源的消耗跟環境的

衝擊。 

               上台發表過程                         老師講評過程 

    在這一次設計當中，不同於過去滿足題目跟機能的需求外，我們會更加重

視室內居住環境的感受，也將之前所學的模擬，反覆的檢視我們的設計是不是

真的有效，居住者在其中是否一年四季都可以有好的居住品質，這一點對我們

來說是特別且相當重要的一環。發表的過程中，老師跟學生的討論是更多的，

若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會直接討論，讓彼此更加了解整個設計的脈絡。 

   西敏寺大學系主任及老師結語                   成果發表合照 



三、 心得總結 

    接受過了上述所提到的以及其他課程，可以說是大開眼界，在建築理論

上，我們接受了完整的建築環境控制，並且透過實際操作，讓我們的建築設計

水準有往上了一個層次，考慮到的領域更廣也更深，而且是真的可以回應到實

際居住狀況的設計，受益良多。同時也在空間體驗中，實際參訪了各式的建

築，從舊時代的建築、帷幕大樓的空中花園，一直到永續建築的零耗能社區，

很多體驗是需要實際走訪參觀，才能體會到，而且也才會印象深刻，西敏寺大

學的老師也提到，在倫敦要教導建築，其實是很簡單也很容易的，因為只要帶

學生遊覽倫敦這個城市，學生很快就能知道，建築形式的語彙脈絡，都市設計

的紋理，以及都市居民生活的狀況等等，這也才能真正體驗到建築本身，而不

僅止於透過書本跟圖片的描述。同時在課餘的時間，老師也鼓勵我們多往外面

走走，倫敦是發展歷史相當長遠的一座城市，倫敦的任何一角都蘊藏著不同的

歷史脈絡及空間體驗。所以在這一次的永續海外課程中，在課程及課餘的時間

我們都可以學習都非常多的知識跟體驗，是相當難得且珍貴的課程。 

    另外，雖然只是快一個月的課程，時間不長也不短，但是這對我們的眼界

有很大的開闊，不只是倫敦這座城市，還有就是對於永續建築這個議題的認知

及想法，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理解，或許在台灣永續發展還沒有發展的很完善，

但在英國，已經是相當重視且已經在推動的國家，對於西敏寺大學而言，他們

認為全家暖化的議題，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事件，全球的各個產業，其中建築所



帶來的消耗是相當可觀的，所以建築這個產業在整個節能減碳的計畫中，是相

當關鍵的部分，而在這個行業扮演關鍵角色的建築師，更是責無旁貸，更不可

能當作這件事不存在。這也影響了我們這群這次來參與本次課程的學生們，在

未來無論是還在就讀的大二，或者即將開始著手畢業設計的大三，還是即將投

入社會的大四，這些都會大大影響我們未來的發展，如何將環境控制扎實應用

在未來的設計或者工作上，甚至是回到台灣去影響我們同儕及工作夥伴，讓台

科的學生可以透過本次學生的分享以及未來參與此項課程的同學，都可以將這

個觀念植入每個人的想法，進而在未來就業的時候萌芽，相信這是本次課程十

分重要的意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