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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所概況 

(一)學生人數 
建築學系大學部每年招生班級為 1 班，入學新生為 60 人，研究所

碩士班每年招生名額為 29 名，博士班為 2 名。現有實際學生人數如表

一。 

表一. 學生人數 

學制 大學部 進學班 碩士班 碩士專班 博士班 合計 
人數 306 0 66 0 20 392 

 

(二)專任教師人數 
表二. 教師人數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合計 
人數 1+1(客座教授) 12 3 2 19 
百分比 10.5％ 63.2％ 15.8％ 10.5％ -- 

 

(三)專任教師年齡分布 
表三. 專任教師年齡 

 30-40 41-50 51-60 61-65 66-70 
人數 2 8 7 1 1 
百分比 10.5％ 42.1％ 36.8％ 5.3％ 5.3％ 

 

(四)專任教師專長分析 
表四. 專任教師專長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取得日期） 開授課程 專長 研究領域 

加藤義夫 客座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學第
一理工學部建築學
士(1968.03) 

綠建築、地域文化
與設計（一）、建
築設計（四）、建
築技術與設計 

地域文化與設
計、環境建築
設計 

建築設計、綠建
築 

何德仁 教授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
管理科學研究所博
士班研究 

結構學 
營建管理 
應用力學 
建築技術 
材料力學 
建築結構系統 
測量學實習 
測量學 

測量學、應用
力學、材料力
學、結構學、
營建管理 

結構學、營建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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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鵬 副教授 美國維吉尼亞理工
州立大學建築研究
所博士 

建築設計(四) 
建築與永續環境概論 
永續建築規劃與設計 
建築採光、照明與能源 
永續建築 
永續生態環境評估
與策略 

採光、遮陽與
照明、建築節
約能源、綠色
建築、建築規
劃與設計 

建築設計、綠建
築 

米復國 副教授 中華民國國立台灣
大學土木工程研究
所博士 

建築設計(三) 
建築史方法 
地域建築 
建築評論 
研究方法 
社區營造服務 
21世紀建築產業趨勢 
都市計畫概論 

歷史保存、建
築史、住宅研
究 

建築設計、歷史
保存、建築史 

陸金雄 副教授 法國國立巴黎建築
學院建築研究所博
士 

建築設計(三) 
普立茲克建築獎得獎
者作品與建築思潮 
建築符號學 
科技未來 
西洋建築史 
建築實務 
環境與藝術 
科技未來 

建築史、符號
學 

建築設計、建築
史 

劉綺文 副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建築研究所博士
(82.05) 

文化與環境 
建築常用英文(一)(二) 
環境行為案例與研究 
建築計畫 
環境設計與人類行為 
建築職業生涯多元面
向講座 
環境觀察記錄與分析 
環境意義與詮釋 

環 境 行 為 研
究、環境設計
之文化因素、
環境意義與詮
釋 

建築理論 

王俊雄 副教授 美國康乃爾大學建
築 研 究 所 碩 士
(91.07) 

建築設計(一) 
建築設計(五) 
全球化下的建築與
城市 
台灣建築史 
戰後西方及台灣建
築專題 

建築設計、都
市設計、建築
史研究 

建築設計、建築
史 

鄭晃二 副教授 荷蘭台夫特科技大
學建築學院博士 

建築設計(五) 
設計思考講座 
設計思考與認知心理學 
建築－不用翻譯 
設計方法 
建築理論與設計(一) 
設計研究 

設計研究、社
區建築 

建築設計、建築
理論 

吳光庭 副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建
築研究所碩士 

建築設計(五) 
地域文化與設計
（二） 
獨立研究 

建築史、台灣
建築講座 

建築設計、建築
史、都市設計 

陳珍誠 副教授 瑞士瑞士聯邦理工
學院建築研究所博
士 

建築設計(四) 
電腦媒體與設計（二） 
電腦設計應用 
資訊文化與建築 
資訊文化研究 

電 腦 設 計 應
用、資訊文化
與建築 

建築設計、電腦
設計應用 

康旻杰 副教授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
大學建築及規劃學
院都市設計暨計劃
系博士（85.06） 

建築設計(四) 
都市計劃概論 
地景建築概論 
文化研究與地景理論 
建築理論與設計(二) 
書報討論 

台灣城市規劃
史、地景建築 

地景設計、建築
理論 

姚忠達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
工程學研究所博士 

建築結構與造型 
建築及構成美學 
環境與藝術 
全球科技革命 
工程倫理 
建築數理基礎(一)(二) 
當代工藝與技術 

建築結 構、
建築人 文、
高樓設計 

建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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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怡成 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建
築研究所博士 

建築設計(二) 
建築設計(五) 
都市設計概論 
都市空間 
畢業設計專題 

建築設 計與
理論、 都市
設 計 與 理
論、電 腦輔
助建築設計 

電腦輔助建築設
計應用於設計教
學之研究、虛擬
空間與真實空間
（建築、都市）
共存之研究、分
散式人工智慧在
設計搜尋、合作
與思考之研究、
建築設計合作與
溝通的認知研究 

黃瑞茂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
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建築設計(四) 
電腦媒體與設計（一） 
建築與都市研究 
設計理論 
後現代城巿與空間 

建築設計、都
巿設計 

建築設計、都巿
設計 

宋立文 助理教授 美國維吉尼亞理工
大學環境規劃及設
計博士 

建築使用後評估 
建築設計(一) 
文化再現與建築空間 
中國建築史 
敷地計畫 

建築形 式轉
化研究 、建
築文化 比較
及分析 

建築設計、建築理
論 
 

王文安 助理教授 中華民國成功大學
建築研究所博士
(87.06) 

建築設計(二) 
建築物理環境 
環境控制系統 
永續生態環境評估
與策略 

建築物理環境
控制、住宅氣
流環境改善、
綠建築評估與
永續建築策略 

建築設計、綠建
築 

畢光建 助理教授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建築暨都市設計研
究所碩士 

建築設計(三) 
建築設計(五) 
建築系統〈一〉 
建築系統〈二〉 

建築設計、都
市設計、古蹟
保 存 、 建 築
史、構造 

建築設計、建築
構造 

李安瑞 講師 比利時魯汶大學建
築研究所碩士 

建築設計(二) 
建築設計(五) 
環境規劃及設計 
建築案例研究(二) 

建築設計、宗
教建築 

建築設計、建築
理論 
 

劉欣蓉 講師 中華民國台灣大學
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碩士 

建築設計(二) 
建築史通論 
建 築 案 例 研 究
（一） 
建築經典導讀 
空間與社會 

社區建築、都
巿設計 

建築設計、建築
理論 
 

 
表五. 研究專長領域人數統計 

職稱 

領域 
教授 

含客座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合計 

建築設計 0.5 4 2 1 7.5 

結構、營建管理 1 1 0.5 0 2.5 

建築理論 0 2 1 1 4 

建築史 0 2 0 0 2 

綠建築 0.5 0.5 0.5 0 1.5 

地景設計 0 0.5 0 0 0.5 

電腦設計應用 0 1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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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生師比：498：32.5＝15.32：1 
1.學生員額數:大學部×1，碩士班×2，博士班×3 

學生總額：306＋66X2＋20X3＝498 

2.教師員額數:專任×1，兼任×0.25 

教師總額：19＋54X0.25＝32.5 

(六)開課學分數及鐘點數 
表六. 開課學分數 

 必修 選修 合計 

土木系博士 6 20 26 

碩士班 35 40 75 

大學部 63 69 132 

 
開課鐘點數(含大學部與研究所碩士班)： 

每學年專任教師鐘點數約 394 小時，目前平均每位教師每學期授課鐘點

數約為 10 學分。 

 

二、系所發展方向 

(一)五年內退休教師之專長： 
五年內擬退休之教師共 2 位，分別為何德仁教授，其專長為「建築結構」

及「營建與技術」；客座教授加藤義夫，專長為「建築設計＆綠建築」。 
 

(二)五年內教師之升等 
1.96 學年黃瑞茂老師已升等為副教授。 

2.97-101 學年預計至少一位副教授將升等為教授，另王文安、畢光建、宋

立文等 3 位助理教授均將提升等為副教授之申請。 

3.另本系為強化與業界之互動並發揮本系師資之專業影響力，本系擬聲請

建議本校恢復兼任教師升等及專業技術級教師聘任及升等。對本系而言,

提昇專任教師素質固然重要，但如何將業界優秀之專業工作者禮聘至本

系教學及如何留住已任教且持續創作或作品得獎的傑出兼任教師乃為本

系在師資處理上至為急迫之事.為強化本系整體競爭力，本系兼任教師之



建築系 5 年師資延聘計畫/ 7 

聘任及升等乃五年內師資延攬計畫之主要關鍵事項之一。 

表七. 教師職級分佈 

職級 教授註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97 學年度 
2 

(10.5％) 

12 

(63.2％) 

3 

(15.8%) 

2 

(10.5%) 

101 學年 
3 

(13.04%) 

14 

(60.87%) 

4 

(17.39%) 

2 

(8.69%) 

註：含客座教授 

 (三)產業界發展重點 
1.建築設計與城鄉規劃. 

2.建築數位學習與製作. 

3.永續環境與生態建築. 

4.都市設計與地景設計. 

 (四)重點發展特色之規劃 
建築教育的主要任務在於訓練學生成為專業的建築工作者，以符合社

會的需要。透過良好的建築教育，以及有別於其他科系的設計教學方式，

建築學系的學生學習著如何去成長，並且能夠應用他們所學於以後的執業

生涯，即使面對從來未曾接觸過的建築方案，仍有足夠的能力去思考以解

決問題。建築教學的重點在於建築設計，建築設計乃是建築師思考、行

動、與作品精煉過程中的手段與媒介。建築設計的達成包括不同程度的經

驗累積，例如：創造性思考、對於材料特性的了解、適當設計程序的掌

控、與應用卓越的技術完成設計工作等。 

建築之發展重點如表八。運用現有教師之專長，針對建築設計與城鄉

規劃、建築數位學習與製作、永續環境與生態建築、及都市設計與地景設

計等相關產業，投入之關鍵技術主題，開展相關教學與研究。 

表八.建築系重點研究領域 

研究領域 說明 

建築設計與城鄉規劃 著重於建築設計及城鄉規劃相關領與之理論

及實務操作能力提昇之研究。 

建築數位學習與製作 著重於數位媒材對建築設計規劃之實務應用

及 CAD＆CAM 之實務操作能力提昇研究。 
永續環境與生態建築 著重於建築人造環境與自然環境共生及及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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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操作能力提昇之研究。 
都市設計與地景設計 著重於對都市及環境地景相關領與之理論及

實務操作能力提昇之研究。 

(五)生師比之規劃 
建築系目前生師比約為 16：1，本系於「工程教育認證」自評規劃

中，希望於五年內將生師比降為 14：1。（目前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生

師比為 10~11，東海大學為 12）。 

(六)師資結構之規劃 
本系目前與五年後之師資結構，若就職級考量(如表七所示)，助理教

授之比例偏低。因此，新聘教師應優先考量助理教授職級，另為因應國際

化及未來化之需求，每年維持提聘 2 位以上之外籍客座教授。 

(七)課程改革之需求 
本系為因應未來建築發展之趨勢並配合本校課程改革之要求，本系目

前仍續延伸工程認證之精神，對課程改革正持續討論修正中，於 2008 年 4

月定案後，並依課程改革之結論做為未來五年師資延攬之依據，截至目前

已完成課程改革如下： 

1.因應課程規劃需求之前瞻且環顧目前全球建築系相關之數理基礎課程，

均強調數理知識之於當前及未來建築發展之需求及應用，另配合 多元入

學方案之學生組成來源，將一年級必修課程「微積分」及「普通物理」

修訂為「建築基礎數理（一）、（二）」，此知識架構之內容需能符合

當前及未來學生學習及專業發展之需求。 

2.加強建築與永續環境關鍵知識的引介及觀念介紹，「建築概論」修訂為

「建築與永續環境概論」。 

3.培養學生理解專業倫理及建築人的社會責任，並深植學生對建築法規體

認，「營建法規」修訂為「工程倫理與建築法規」。 

4. 為增加學生實務經驗，並運用所學關懷及改造社區環境，開設「社區營

造服務」之課程。 

5.維持必/選修課程學分比為 6：4。 

6.地球環境持續惡化，能源短缺與環境惡化更趨嚴重，工業、交通與商業

服務產都將面臨價值觀重整，建築、景觀、環境、室內等領域均需順應

環境改變而提出具體解決對策，綠建築將無法因應時代演進之發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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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性延展為永續建築、生態建築之主流論述環境。關懷尺度將於建築

基地擴增至社區與城市、區域層級，課程名稱與內容需因應改動，碩士

班「綠色建築」暫時停開，開課名稱配合生態發展修正為「永續與生態

建築環境評估」。 

7.為因應 98 學年度起本系碩士班 C 組（建築技術組）併入 A、B 組招生，

目前已完成招生規劃，本系將持續推動相關課程之改革，並預計於 98 年

2 月完成課程規劃，循學校之相關規定，於 98 年 4 月送院、校課程委員

會及校教務會議通過後，於 98年 9月實施。 

三、師資延攬規劃 

(一)每年延攬人數與專長方向 
表九.每年延攬人數及專長 

學年度 97 學年 98 學年 99 學年 100 學年 101 學年 

延聘人數 
1 

2 

(含客座教授) 
1 1 1 

專長 具助理教授(含)以上資格，可擔任建築設計及其他相關建築專

業課程教學研究者具建築設計、都市設計、景觀設計、永續環

境規劃與設計或實務專長具有設計經驗者(作品曾獲獎或參加重

要展覽尤佳).  

 

(二)每年生師比(預期) 
表十.生師比 

學年度 退休人數 新聘人數 生師比 

97(現況) 0 1 15.32 
98 2 2 15.32 

99 0 1 14.86 
100 0 1 14.43 
101 0 1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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