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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研究百年老校校史，必須對學校附近區域發展歷程深究，而在探究過程中附

加發現的珍貴文史資料與現場踏察足跡，應該同步呈現成為學校本位特色課程。

陳清義（2019）對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小（以下簡稱福星國小）校史考究，比對

日本統治時期各項文史資料與地區地圖地景變遷，探究出設校年代應該往前推進

到 1898 年 10 月 10 日，比起國內各論文與學校內保存的資料登載的 1915 年更早

了 17 年。考究過程中，也帶領學校教師團隊，將遷校過程與學校週邊重要機關、

歷史景點同步考究，納入設計，成為學校本位課程（陳清義編，2019）。 

然而，在教室內教導、閱讀校本課程，感覺缺乏實際臨場感，而外出踏察又

礙於天候因素與路途距離，有時不易實施。於是在思索第三個方案時，正巧學校

要進行牆面工程整修，遂帶領學校教師同仁與建築師一同討論，最後將學校本位

課程以校園美學的理念融入到整棟大樓牆面修建工程當中，打造出臺北城微地圖

（阮筱琪，2019）。王惠瑩（2019）歸納校園美學融入工程的幾個面向後，尚未

見到在校舍大樓整棟牆面融入的案例，因此本文將分享福星國小的學校本位課程

發展與實施經驗，提供學校行政與教師共同激發校園美學可行策略之參考。 

二、校園美學情境的理念 

湯志民（2014）認為，對校園建築規劃而言，美學是重要的理論基礎之一，

如果校園建築所提供的視覺感受雜亂無章，學生受其影響，在身心健康和情緒發

展上，必然有所妨礙；反之，校園建築所提供的視覺感受有條不紊且賞心悅目，

則學生在身心的健康、愉快和滿足，必然會明顯的增加。王豪華（2019）指出，

從新校園運動到現今的校園永續經營，校園空間的經營與規劃，不只是建築物的

興建及維護，還需要結合教育的理念、綠色環境規劃及社區發展，讓校園成為一

個互動多元且具學習吸引力的學習空間，讓學生能藉由日常生活情境之體驗，從

學校生活中學習，使學習潛能獲得最大的發揮。足見，對於校園建築的規劃需要

在視覺感受上賞心悅目，在功能上互動多元且具學習吸引力。 

林進山（2019）更進一步指出：「布置美學情境」和「空間多重應用」最能

激勵學生學習興趣。學校應順應學生的好奇新鮮和探索動機，設計各種創意的學

習步道、探索步道、閱讀角落、探索空間和情境教室，並配合領域學習課程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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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學習課程，規劃設計學習空間，強化美感美學的情意教育布置，激勵學生學習

興趣，藉以提升學習效果。 

新建一個校園的機會不多，而在原有校園的修建機會較多，王惠瑩（2019）
研究八所案例小學，歸結出校園空間美感營造模式的幾個面向：校舍、校園圍牆

及穿堂的美化、校舍建築的美化、庭園、運動場地及遊戲場的美化，不僅提升創

意美感，更結合學校特色行銷並強化與社區互動，或者融入當地特色意象與結合

學校主題課程。 

金火炬校園文化設計（2019）認為：一些學校的牆面語言存在「過度」現象，

校園裡紅紅綠綠，花里胡哨，顯得十分累贅。比如，在樓梯的每一級台階，都貼

上一句名言，不只如此，連在上一層樓梯的背面，也貼滿了很多名句。學生上下

樓時，「俯首看地」，一地名句；「抬頭望天」，一片名言，稍不留神，就會一腳踩

空，導致安全事故。此外，牆面符號太多，似「地毯式轟炸」，容易讓人迷失在

「視覺」環境中，時間長了，會產生視覺疲勞，很難說有多大的效果。所以，牆

面文化的設計一定要處理好「簡」與「豐」的關係，在表現形式上「簡約」，文

化取向上追求「豐富」。 

因此，福星國小的臺北城微地圖的理念，一方面合理地利用牆面強化美感美

學的情意教育布置，激勵學生學習興趣，藉以提升學習效果，另方面在表現形式

上「簡約」，文化取向上追求「豐富」，讓學生在牆面上就見到課程，課程就融入

在建築中。 

三、 福星國小學校本位課程簡介 

由於福星國小曾經遭逢中華路的祝融之災，許多資料已經中斷無法考據。後

來校內老師到國立臺灣圖書館查詢，提供了臺灣日日新報和臺灣總督府職員名冊

與日治時期福星國小相關的資料，續由教務主任在校內邀請幾位老師，一起成立

了學校本位課程的編輯小組。學校家長會也有幾位志工到大稻埕地區和國立臺灣

圖書館，協助訪問社區耆老和影印資料，還有在日本取得碩士學位的家長會長以

及福星國小前身末廣國民學校的校友一同協助翻譯臺灣日日新報和臺灣總督府

職員名錄……等日文資料。 

考據的結果從臺灣教育史沿革，確定當時日本政府的設校命令，以及日本時

代的工商登記地圖，在整個資料考查過程當中，舊年代學校的校名轉換都已經尋

找到軌跡，只有設校在建昌後街的台阪公司仍然找不到舊地址。位置來看可能在

大稻埕的貴德街和西寧北路的中間，由於街道已經改變原來的形狀，所以無法再

找到台阪公司的位置，就學校名稱的改變，學校地址的連續性和學校校長的派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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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考據，福星國小的校史係自 1898 年 10 月 10 日設校，名為「臺北小學校」，1900
年遷至中華路現址，數次更名至 1968 年為紀念抗日英雄更名為「臺北市城中區

福星國民小學」，2004 年與鄰近的「中興國小」合併，現名稱為「臺北市萬華區

福星國民小學」。 

現址座落位置校門口前為中華路，為古臺北城的西三缐路，附近有臺北車

站、臺北四個古城門、臺北郵政總局、清朝鐵道部遺址、撫臺街洋樓、三井舊倉

庫、中山堂和西門紅樓等歷史古蹟，都是學生校外教學的地點。附近交通除道路

外，有臺灣高鐵、臺灣鐵路、桃園機場捷運、捷運松山新店線、捷運板南線、捷

運淡水信義線及淡水河大稻程碼頭的藍色公路（陳清義編，2019）。這些校史變

遷過程和學校附近歷史遺跡都收錄於學校本位課程中。 

四、 融入牆面整修工程的策略 

湯志民（2014）指出學校建築在新建、重建或改建過程中，較著重「建築」

設計（如造型、安全、公共藝術、無障礙設施），「課程」、「教學」之需求甚少評

估。黃光雄、蔡清田（2015）認為校園做為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的空間，學習的

成立不單侷限在教室內的課堂教學，校園的每個角落都是學生學習的場域。

Earthman(2009)指出學校建築的文獻探討，較聚焦於結構設計，較少實際的規劃

歷程。臺北市的優質學校指標在校園營造向度中有人文藝術項目，其中有兩個指

標是：形塑人文的校園風格和設置藝術的校園空間，福星國小牆面的臺北城微地

圖就是在牆面整修工程時規劃的歷程中，設計兼顧學習拉到教室外並無需到校外

即可進行校外教學，並且達成人文藝術的校園為目標。過程的策略是： 

(一) 建築師評選時納入評分項目 

在評選建築師的招標文件評審項目，一般會有：「本案環境背景資料、現況

問題之瞭解及未來可能遭遇之問題」以及「本案規劃設計理念、建議修繕方案（包

含工法、經費、工期等）及初步監造計畫」兩個項目，在這個部分請總務主任加

入敘明本案需與學校本位課程結合，指引建築師的設計思考方向。 

(二) 建築師評選委員請學校本位課程小組參與 

在評選建築師的招標過程，建築師要到評審會場報告，學校的評選委員即聘

請部分由學校本位課程小組人員擔任評選委員，可選出在未來設計理念更加相符

的建築師，也使建築師更加清楚未來設計如何與學校本位課程結合。 

(三) 圖面設計階段與學校本位課程小組和美勞老師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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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得標後，會有圖面審查階段，大部分圖面審查就如同 Earthman(2009)
所言，較聚焦於結構設計，但本案必須結合校園美學，因此除了學校本位課程的

委員外，還需要美勞教師參與審圖。 

(四) 設計三個方案提供票選 

由於每個人的審美觀念與實用觀念會有不同，因此設計上也有不同見解，但

歸納幾個原則供建築師設計思考： 

1. 範圍以臺北城向北延伸至大稻程，兼顧原設校地點及學校現址。 

2. 年代以 121 年前遷校及 17 年前福星、中興兩校併校歷史為內涵。 

3. 場域以現在學生上學會經過的道路、鐵路及捷運動線等為標示。 

4. 歷史納入臺北城發展之大稻程船運、臺北古城門、鐵道部、郵局、撫臺街洋

樓及紅樓等歷史建物。 

5. 色彩配合原校舍建築紅磚及白牆，以簡約線條呈現。 

6. 不外掛或外加藝術品，僅以圖面呈現節省公帑。 

建築師依照原則設計出三個方案，最後由老師們票選出的方案如圖 1：校舍

正好與方位結合，最左側為西邊，最右側為東邊，水藍色是淡水河，紅色與黑色

是道路，綠色是捷運，灰色是鐵道，仿造捷運圖以圓圈標示地點結合學生生活經

驗。解說牌所在位置代表臺北城南門。 

 
圖 1 福星國小校舍牆面結合學校本位課程設計工程完成現況及解說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0），頁 181-186 

 

自由評論 

 

第 185 頁 

五、結語 

為了符應校園美學情境「簡」與「豐」的理念，在融入學校本位課程的過程

中，有幾件事值得省思與回味： 

(一) 學校本位課程與牆面結合不增加其他設施 

在牆面上製圖有定位不易的困難，及保留紅磚、白牆建築配色的限制，但是

以不新增任何外掛物品的方式完成，避免在校園空間增加設施，減少學生活動空

間，保持學校動線不被破壞，讓校園仍保存原有的完整性。 

(二) 不外加公共藝術，減少花費又具實用價值 

通常校舍工程會外加公共藝術，有些僅具裝置品的功能，教學功能也只發揮

在公共藝術評選過程中的教學互動，完成後不再有人去看，加上藝術無價無法定

價，甄選公共藝術品通常經費很高，但本校設計此一課程結合方式，不但減少花

費也兼顧了美觀與教學的實用價值。 

(三) 引起學生動機，促進學校本位課程跨領域教學 

完工後，小朋友看到牆面上的線條和圓圈，以為是「普普風」設計；也有學

生認為，這像數學的幾何圖形，還以為要上數學課，後來才知道，這是代表周邊

的地圖，感覺很新奇（阮筱琪，2019）。此一設計，可以讓老師進行跨領域教學，

例如：色彩配色、歷史意義、交通方位、社區踏察及臺北城發展等等。學生上過

課之後也驚喜說道： 

「我終於知道我上學從哪一條路來學校了！」 

「我早上也是從大稻程走路來學校上學的，原來學校在大稻程哦！」 

「原來圈圈有意義哦！我以為是幾何圖形。」 

「原來學校離北門站比西門站要來得近！」 

(四) 達成人文藝術的優質校園指標 

為了避免教室內教學的有限性和校外教學的不便性所發展的第三方案，符合

了設備基準、學校行政、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學校課程及學校活動的需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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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應臺北市優質學校指標在校園營造向度中的人文藝術項目，學生一開始最直接

的反應，讓我們知道達成了設置藝術的目標，而經過解說後，學生知道是以學校

為基準點設置的臺北市微地圖後，更是人文校園營造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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