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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造園景觀知能為技術型高中園藝科與造園科之校定選修科目之一，相關的課

程包括造園理論課、造園施工實習、造園景觀設計實習等（教育部農業群科中心，

2015）。相關證照包含造園景觀乙、丙級技術士、國家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園藝技

師、國家公務人員園藝職類高等考試等，其測驗項目皆有造園景觀一科。另外，

全國農科技藝競賽與全國技能競賽乃至國際技能競賽皆具備造園景觀職類，學生

可以透過競賽爭取一般大學、科技大學等技優甄審與保送的機會。因此造園景觀

技術在國內園藝產業與人才技術培育中是重要的一環。 

根據農業群科校定課程綱要，造園景觀教學目標為教導學生該領域之學理基

礎，並訓練技術士檢定之實務技能、學習設計理論與就業知能的建立（教育部農

業群科中心，2015）。根據筆者的教學經驗，觀察到學習者從具體的施工技術實

務學起，循序漸進地進入抽象的造園設計之教學活動，較能有好的學習表現。因

此，本文將說明造園景觀科目之教學歷程與實施過程中所遇的困境。 

二、造園景觀科目教學歷程 

根據 2015 公布之農業群校訂參考科目課程綱要，造園理論課程之教學目標

包含了解造園的意義與發展趨勢、造園材料種類及運用、製圖與設計圖說、設計

理論、經營與維護管理；實習課程為造園製圖與設計技法、施工技能、資材與植

物運用、維護與管理技術。筆者任教於臺北市一所技術型高中園藝科，學生於二

至三年級修習造園相關課程。以下將敘述教學歷程與課程安排之考量： 

(一) 以施工實務課程建構學習基礎 

考量學習者的先備知識，學生皆有使用社區公園的經驗或是前往自然景觀、

遊樂園、動物園的體驗。課程規劃是藉由生活經驗出發，透過學生親身實作，學

習造園施工實務技術。教學內容是以造園景觀丙級技術士術科測驗的施工圖為教

材，學習判讀圖面與立體空間的轉換，再透過實際施工與操作，建造圖中所示的

實體景觀。學習者能正確解讀圖示的能力稱為「識圖能力」，包含平面圖、立面

圖、剖面圖、比例與尺寸和施工技能的學習；景觀能被建造出來並符合施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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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施工技術」，包含基地測量、整地放樣、土木工程、植栽工程、水電工程、

維護與管理等。 

(二) 以造園理論課程增廣學習深度 

學習者透過理論課程學習造園的意義、東西方庭園發展史、現代造園的趨

勢，了解產業發展的脈絡；認識造園植物材料，辨認是什麼植物並知道栽培特性；

辨認非植物材料，如石材與木材種類其價格及運用；學習經營、工程估價，以及

後續維護管理作業等，提升「知其然，亦知所以然」的學習層次。結合施工實習

課程之進度，更能貼近學習者的經驗，加深學習的廣度。 

(三) 以設計實務課程提升學習層次 

造園設計實務之能力需要綜合運用所學之理論知識與施工實務經驗，學習圖

學概論、設計理論，將庭園設計的想法和理念以繪製造園設計圖的方式表現，根

據 Bloom 認知學習歷程，設計能力屬於後設認知與創造的認知歷程（引自陳豐

祥，2009），是高層次的認知建構歷程。 

三、觀察教學歷程出現之學習困境與建議 

造園景觀屬於應用科學，造園施工維護技術、理論知能與設計實務是從事造

園景觀行業所需之三大必要能力。然而，在教學的歷程中，筆者觀察到以下幾項

能力會影響學習表現： 

(一) 體能與手眼肢體協調性，影響施工技術的訓練 

按施工圖規範，將庭園景觀從無到有的建造出來需要消耗大量體力，若以花

圃設施為例，學生要在無定型的土壤地面和三度空間當中完成指定的長方體結

構，其每邊之高度、長度尺寸或水平度要相同，且每個直角必須垂直於地平面，

在在都考驗學習者的手眼協調與肢體的搭配，但體能的表現存在明顯的個體差

異。然而，學生的體能與手眼肢體協調性，影響施工技術的訓練。筆者曾請教體

育老師協助制訂重量訓練，主要鍛鍊背部、腰部及腿部的核心肌群，確實能提升

學生體能與肢體協調性。 

(二) 觀察力與自然事物之辨識能力，影響造園知識的吸收 

學習造園植物性與非植物性材料之種類和特性，是學生未來從事造園景觀行

業的關鍵能力之一。因此植物及資材識別能力的培養是基礎課程，相當於英文單

字的詞彙量之於學習英文的重要性。認得的種類越多，越能夠運用各種造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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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搭配。在設計視覺效果，營造各式庭園風格的同時，亦能兼顧自然環境與生態

性的維護。多元智慧理論於 1999 年增列第八項自然觀察者智能（李心瑩，2000），
說明個體在此項智能表現存在差異性，可能出現表現優秀或低落的個體。在植物

與資材識別的教學現場亦有明顯感受。某些學習者透過比較區辨植物之外型、顏

色、質地、氣味之異同後，就能正確辨認；部分學習者即使是進行多一倍的區辨

練習，認得的植物與資材的種類也有限。根據伍柏翰（2017）使用即時回饋系統

結合自我調整學習歷程模式，進行自然科學的植物特徵觀察課程，研究結果指出

該學習模式有助於實地觀察時將新舊知識做有效的連結，提升學習成效。 

(三) 空間能力的運用，影響設計實務的訓練 

空間能力是指在 2D 或 3D 空間操弄物體旋轉後能透過抽象思考與觀察，知

道物體的正確形態、判斷不同視角之物體間的相對位子，以及產生或解讀圖形的

能力（傅美玲，2011）。進行造園景觀設計時，須運用抽象思考，判斷周遭景物

與自己的距離，以及各種視角所呈現景物的模樣，樹木、花草、座椅、涼亭設施

等之間的相對關係。學習者在真實情境中可運用視覺、觸覺判斷自己與周遭的關

係，然而轉換到 2D 平面時卻無法透過圖示表示正確的距離和環境關係，難以判

斷景觀元素之間正確的相對關係，因而出現不合理的空間設計。根據蔡承佑

（2014）指出，運用 Minecraft 建構模擬遊戲有助於提升空間能力與視覺空間的

建構。未來應善用數位學習策略，輔助造園景觀教學，提升學習成效。 

四、結語 

造園景觀從業人員需要具備對地區環境氣候、景觀材料與人文風土的基礎知

識，並運用建造施工技術和設計能力，回應社會大眾對戶外自然空間及欣賞美的

生活需求，符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核心素養」的精神。但目前的教學

模式仍偏向制式的老師教、學生學的學習方法，當學生脫離學校的教學情境時，

發現造景的能力不如課堂中的表現，且隨著時代進步，造景施工工法、科技材料

推陳出新，未來定將無法跟上時代潮流。 

因此，若能導入數位輔助教學法，以及翻轉教學等，活化教學情境，讓學生

在學習的過程中多一些自發的學習歷程、將專業知識以自己最適合的學習方法加

以吸收內化，未來成為能回應社會需求的造園景觀工作者，又不斷創新和學習新

世代潮流之造景風格的終身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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