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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案發展歷程





















空間所建置的環境，具有境教的實質
影響力，教育領導者的教育和辦學理念，
可透過校園建築環境的規劃設計與布置，
引領學校空間和教育革新與發展。

空間領導是教育領導的新興理論之一，
相關理論研究與建構亟待有志之士共同
努力開拓，以開創優質又具創意的教育、
領導和環境。



幾十年來，有些問題雖不涉安全問題，但對生活及學習的影響，空間問題相對越來越值得重視：
1. 大樓接縫處的漏水問題，常發生在高低樓層之交接樓梯的接觸帶，難以使用器物阻隔，縫隙中飽含水分，

漏水之處易濕滑。
2. 迴廊女兒牆磨石子掉落，不易補強，謹防鋼筋外露。
3. 外牆裂縫，受風向影響，颱風大雨，室內漏水無法避免。
4. 34部學生交通車沒有迴旋空間，順號排班不易，聲響會影響上課，又與學生動線交叉，易生危險。
5. 校門口的校車與家長車輛上放學時大小車動線分隔不清，需要足夠的人力管制，遇到無法配合之用路人，

險象環生。
6. 操場走向為東西方向，不易進行競速賽，易受晨陽與夕陽光的照射。
7. 操場的跑道300公尺，不易設計徑賽項目。
8. 部份文德樓的教室南北方向，受陽光的照射，兩旁學生屢受影響。
9. 文德樓教師辦公室狹小，不利導師操作。
10.文德樓部份教室與熱食部接近，易受味道及送貨車的干擾，上課聲與員工聲響交雜，互相干擾，冬天不

開空調時更為明顯。
11.文德樓通道與送貨車道相接，沒有腹地緩衝，國中學生活動量大，怕生意外。
12.廁所的位置在樓與樓的樓梯間或附近，通風流動，味道衝擊兩旁教室，學生常受季節風向的變換，要忍

受廁所味道，廁所逐次興築，新舊管線複雜維修不易。
13.部份廁所未有對流通風，逢內部管線老舊，滲水之處不易找尋，流出之污水，易生味道。
14.籃球場的水泥龜裂，整治不易，歸因於雨水太多，冬夏季的乾濕程度不同造成水泥保養不易。

我們的問題



15.籃球、排球場的位置，需要作為校車之迴車空間，維護球場的品質不易，且無法
時時保養。
16.夏季多雨季節，學生沒有室內球場，運動及體育課受到限制。
17.文德樓老背少建築，已不合法規。
18.文德樓頂樓防水已舊，防護鐵皮及屋頂的防漏無法更新。
19.教室的熱度不易飄散，需使用全空調系統，增加電費之支出。
20.垃圾場離教室近，受味道影響，學習易分心。
21.行政大樓距門口最遠，廠商與家長洽公不方便。
22.門口之道路斜線，常影響出入車輛，警衛不易交管，易生交通事故。
23.家長接送車輛沒有腹地空間，常短時間聚集多輛汽機車，影響校車進出。
24.校園非整體規劃，管線不易收藏整理，外露嚴重且交叉，有礙觀瞻。
25.教室沒有收納空間，垃圾桶與清掃工具造成班級管理的死角。
26.升旗台太小，表揚空間太小。
27.沒有適合之教室外教學空間，老師無法進行情境教學。
28.地形坡度易使地面積水，影響學生與車輛動線。
29.舊有廣播系統，無法更新，無法創造安寧校園。
30法規規定耐震強度不足之校舍需要進行補強或重建，因校舍已經50年，按國家法
規需要重建。



湯志民教授建議
1. 因應未來生源之不穩定性，宜採整體規劃分期分年實施。
2. 補強的價值性不高。有經費就重建。
3. 建築師宜找就近有規劃並建造經驗之建築師。
4. 學校建築宜兼具美感與實用性。
5. 建築應朝綠色、環保、無障礙、永續使用為方向。
6. 每間教室成本約在150萬~180萬之間(硬體、軟體)。
7. 操場長跑道需要南北向排列，教室需要東西向排列。以避免陽光之影響。
8. 下次如需再請湯教授提供諮詢建議，必須建築師到場說明規劃理念。
9. 建議先補強俊英、齊賢、克聖樓。做為專業教室。同時可新建高中部教室。再分期依少
子化情形新建國中部之教室數量。可以6+4或4+4或4或6之方式。

10.清楚的建築軸線。教會學校象徵意義要明顯。
資金動用可以80%來規劃，其餘貸款。當資金到位可一次建築完成，若未能則以分期建築
先現有高中部大樓補強，同時新建高中部教室，拆行政大樓與尚智樓。再新建200M之操場，
後分期新建國中部教室。整理美化校園與大門位置設計，校門宜寬闊，門面宜清朗，可容
大車聚集，大小車輛不進校園，全體行政區可安排克聖樓2樓，或新建行政大樓，但需注
意行政人員巡視教室之動線規劃，以最短距離不來回空走為佳。導師辦公室要臨近教室，
可採大辦公室之規劃。不必要再興建綜合體育館，將經費以內部改裝方式形成標準籃球場、
羽球場、排球場數量依實際大小規劃。



新建校舍的建築哲學

1.以知識為中心（主動求知，自我管理）

2.以健康為後盾（運動強健，動靜分離）

3.以關懷為核心（生活陪伴，輔導諮商）

4.以安全為氛圍（動線流暢，人車分道）

5.以生態為美學（建築有形，綠色環保）

6.以原生為傳統（兼具記憶，符合潮流）

7.以功能為導向（教育專業，生命靈性）

8.以舒適為基礎（教室生態，導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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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辦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