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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兩岸大學生傳統園林與建築文化工作坊－活動內容 
 

 
 

本活動是由天津大學建築學院所舉辦，並邀請台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師範大

學地理學系、宜蘭大學園藝系等七所景觀遊憩領域相關之系所共同參與海峽兩岸

高校南翠屏公園聯合工作坊。各組別主題為當前熱門探討的景觀議題，學生依照

個人興趣選擇組別，活動期間需針對議題進行交流討論，並以簡報的方式匯報調

研成果。過程中，需與導師進行交流討論，提出優化方案。最後，由兩岸學者做

總結點評。 

 

活動期間主辦方邀請了兩岸學者及學生共同參與「2018 海峽兩岸高校國際學術

論壇」。學者們以演講的方式來分享個人近期的研究成果，藉此進行學術交流，

並一同探討目前兩岸對於景觀遊憩的研究趨勢。 

 

參觀北京皇家古典園林作品、古代鄉村聚落和當代建築，並參觀天津近現代建築

和景觀作品，現場講解規劃布局、設計手法及文化內涵，感受天津城市的歷史和

文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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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兩岸大學生傳統園林與建築文化工作坊－活動行程 
 

 
 

 

2018 兩岸大學生傳統園林與建築文化工作坊－活動組別 

天津南翠萍都市公園、8 項當前核心議題、分組交流討論、擬定優化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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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兩岸大學生傳統園林與建築文化工作坊 

“南翠屏再聚集-天津公園城市啟航“2018 海峽兩岸高校國際學術論壇 

 

 

 

 

 

 

 

 

《低碳理念下的城中山水——天津市南翠屏公園規劃設計》 

王洪成教授介紹到南翠屏公園是天津市的三大市屬公園之一，此前一直被土壤條件、

氣候因素、地理位置等各種因素限制而沒有發揮出應有的價值。南翠屏公園是在山體重

天津大學風景園林系教授 

北京林業大學客座教授 

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天津市風景園林學會副理事長 

中國風景園林學會常務理事 

中國風景園林學會城市綠化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洪成 教授 

2 01 8 年 10 月 1 2 日海峽兩岸高校學術論壇由天津大學建築學院主辦，天津大

學建築設計規劃研究總院、清華大學、北京林業大學、東南大學、台灣大學、台灣

師範大學、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朝陽科技大學、虎尾科技大學、宜蘭大學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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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和生態修復建設理念下建成的成功案例，通過採取天津薊縣生態植物群落原型、城中

雨水有效收集等措施，適地適景的建立「低碳園林」，使場地的效用價值發揮到最大化。 

 

 

 

《公園遊戲場改造運動》 

近年來台灣遊戲場的設計因考量安全、成本效益、維護便利性等因素而設置固定的

組合遊戲設施，引發「憤怒的媽媽」運動。報告中探討台灣公園遊戲場改造運動的現況、

公園遊戲空間形態轉變、行動者互動與其影響的公園設計制度轉變、成果與產生的社會

性影響四部分內容，研究針對遊戲場改造案例與活動進行參與式觀察和焦點團體訪談，

介紹了行動者由下而上參與改造行動的過程、遭遇的困難以及政府應改變的實驗性操作

方式。 

 

 

 

《公園樹木栽培養護存在的問題與發展趨勢》 

從公園城市的概況出發，對比了公園、果園、防護林的栽培養護的異同，從公園植

物應用設計中常見的錯誤與糾正、種植的不合理方案及解決辦法、生態養護中的問題及

解決辦法三個方面指出了當前公園植物栽培養護存在的技術問題，最後探討了公園植物

栽培養護技術發展趨勢。 

 

 

 

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世界休閒協會台灣分會理事長 

景觀學會名譽理事長 

文建會聚落與文化景觀委員 

傑出建築師評審委員 

建築金質獎評審委員 

建築新人獎評審委員 

李素馨 教授 

北京林業大學園林學院教授 

美國密歇根大學訪問學者 

中國公園協會副秘書長 

中國花卉協會梅花蠟梅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李慶衛 教授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景觀學系副教授 

清華大學文化創意發產研究院文旅中心主任 

中國風景園林學會信息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中國風景園林學會理論與歷史專業委員會秘書長 

國家旅遊局旅遊度假區及 5A 級景區專家 

 

鄔東璠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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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遺產公園風貌恢復探索-以北京天壇醫院地塊為例》 

報告以天壇醫院地塊為例，分享了對於「城市遺產公園風貌恢復探索」的一些思考。

首先介紹了天壇的歷史背景、基本結構、周圍環境、服務半徑和人群活動等使用現狀，

並以申遺為契機，對天壇外壇周圍進行改造提升，基於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兩種有趣的方

案——「天衣」和「百衲衣」，前者注重恢復天壇盛時的格局，後者則傾向體現歷史各

個層面的價值。隨後依據該地塊歷史文獻和圖紙等資料對天壇地塊歷史風貌的研究提出

了兩點設計原則，一是尊重歷史，二是彰顯復合價值。 

 

 

 

《Playgrounds, not only a play ground：兼顧兒童與家長觀點的都市公園兒童

遊戲場設計》 

報告中指出，兒童與環境互動的方式是遊戲，然而當今的兒童遊戲場設計在

安全性與方便性的考量下，被千篇一律的「罐頭游具」佔據了寶貴的遊戲空間。

研究嘗試分別從兒童和家長的觀點瞭解他們對戶外遊戲空間的需求和選擇依據，

研究結果顯示可達性及方便性是選擇兒童遊戲場的最主要考量，受訪家長也對於

設施的多樣性感到不滿，但卻沒有意識到兒童在遊戲場中應獲得更多樣的遊戲效

益，這是未來應加以正視的問題。  

 

 

 

《水城雙修，承啓流韻——泰州周山河生態景觀工程實踐》 

如今城市水體雖然失去了舊時功能，但它依然是城市生態環境的重要載體和重要生

命線；報告以泰州周山河生態景觀工程為例，對濱水空間的景觀設計進行了思考，介紹

了其地塊環境、生態作用及實際工程項目情況。 

宜蘭大學園藝學系助理教授 

台灣造園景觀學會副秘書長 

林建堯 助理教授 

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景觀學系副教授兼副系主任 

東南大學景觀規劃設計研究所副所長 

東南大學數字景觀實驗室主要負責人 

陳燁副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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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中被遺忘的高齡者》 

報告以大安森林公園為例，調查了其使用者及對應的使用時段和行為、停留時間、

熟悉同伴數量等數據。有調查顯示，台灣所有自殺人口當中高齡者超過 25%。對行動

不便的高齡者來說，適度運動及支持夥伴有利於身心健康。但台北市公園現況並未關照

到高齡使用者且無相關規範，面對高齡人口的增加所衍生出的社會現象，公園區位配置

及設計轉型思考以符合高齡使用者的需求是必要的。 

 

 

 

《都市公園空間設計與生態系統服務》 

近年來都市生態系統服務大受關注，報告通過文獻分析法，歸納了都市生態系統服

務的供給結構與生態系統服務項目。其中調節與維護大類中的氣候調節服務最受關注，

而公園則是提供該類服務主要的結構單元，研究通過數值分析分別對都市公園在規劃尺

度的空間佈局、在設計尺度的分區配置方案進行了模擬，探討了不同尺度下公園空間的

規劃設計對溫度的影響。 

 

 

 

《田園城市的新實踐：台北市之經驗分享》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景觀學會監事 

李麗雪 教授 

林寶秀副教授 

謝宗恆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副教授 

台灣造園景觀學會理事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世界休閒協會台灣分會第三屆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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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園城市政策是由台北市都市農耕網結合台灣新鄉村協會和台北市政府資源共同

推動的都市農業發展行動，經過四年的努力，政策成效漸豐，報告展示了田園城市政策

自 2015 年以來帶來的環境、社會、經濟三方面的成效。整體而言，田園城市政策在當

代有限的資源利用下發揮了正向的效益，然而此類社區景觀的治理模式仍有許多可以進

步的空間，也需要持續的推動與修正。 

 

 

 

《都市設計策略下的公園城市》 

都市設計的本質在於營造優質的都市生活空間，台中市近七年來以「都市設計空間

大獎」的競賽給予都市設計審議下的優秀作品以實質肯定。報告採用翻轉內聚式私人空

間為友善公共資產、人工基盤綠建築思維及都市過渡性開發手法三項都市設計核心策略，

追蹤 2015 至 2018 年完成的並榮獲都市設計空間大獎的作品。以其中六個代表性案例

具體說明都市街廓內的個別基地如何通過開放空間、屋頂花園、垂直綠化、公共藝術、

建築立面等友善手段營造外部濃密的復層式景觀綠帶，創造建築與自然對話的公園城

市。 

 

 

 

《都市公園景觀生態審美的偏好及評價》 

研究背景即都市空間的內容過於考量功能而忽略了人性情感上及自然生態上的需

求，進而提出都市應與自然共存。通過回顧論文，明確應瞭解不同社會背景和個人特質

以作為日後協調與促進都市空間中審美與生態偏好平衡的參考。介紹了研究方法與工具、

研究框架與假設以及基地的選取，並採用樣本特性法和假設檢定法對結果進行分析；最

後探討了不同社會背景及個人特質在景觀生態審美評價、偏好及地方依附三方面的差

異。 

 

簡伃貞 副教授 

李彥希 副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系副教授 

台中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 

 

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系副教授兼院長特別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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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海峽兩岸高校學術論壇 

 

兼顧兒童與家長觀點的都市公園兒童遊戲場設計 
 

 

 

 

 
 

 

 

 

 

 

 

 

 

宜蘭大學林建堯老師以“Playgrounds, not only a play ground：兼

顧兒童與家長觀點的都市公園兒童遊戲場設計”為題，以兒童成長的現狀

和遊戲場存在的問題為背景，從兒童與家長的觀點出發，主張建構可以調

動孩子探索、思考進而能使他們更好成長的遊戲場空間。 

宜蘭大學園藝學系 助理教授 

台灣造園景觀學會 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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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場其實不僅是一個遊戲場，它被賦予了更多的功能，在兒童成長過程中有很大

作用。報告從這個角度切入，要做一個兼顧兒童和家長觀點的戶外遊戲場空間。現在的

孩子被傳播媒體吸引，而很少在戶外直接感受大自然。傳統遊戲場或許是一個玩的空間，

但是，它符合如此多元的定義嗎？讓小孩子自己去觀察思考和挑戰，並進行自我探索和

創造，從而引發他們的好奇心，使身心都有更好的發展。 

 

現代小孩面臨的問題 

 

 

 

 

傳統遊戲場 

介紹了傳統遊樂場的形式和內容，提出了傳統遊樂場是否符合遊戲場的定義的問

題。 

 

遊戲場類型 

對遊戲分類可分為：自然生態型、文化地景型、冒險運動型及城市創意型。 

 

自然生態的遊戲場 

以自然為基底的，材質盡量用自然的來創作一個遊戲的空間，依照場地去建構活動

的空間。 

 

文化地景的遊戲場 

背景引入 

現代小孩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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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並沒有相當大量的遊具，把這個遊戲部分融入在景觀中，通過文化地景來呈現。 

冒險運動場 

小朋友喜歡有一些速度感的活動，可以方便地讓兒童去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和遊戲創

造力。 

 

城市創意的遊戲場 

包括孔洞結構等等，能讓兒童有更多不同的體驗。 

 

 

 

 

父母的考慮： 

 

「注重親近大自然、安全性、舒適性、創新性和挑戰性」 

通過訪談了解到，家長們認為兒童到這個遊戲區玩，就是需要身體的活動，要接觸

大自然。但是也要遠離危險，並且應該有廁所等服務設施。家長們普遍認為安全是很重

要的，環境也要乾淨，同時滿足舒適性。創新性和挑戰性雖然也重要，但依然要注重安

全性。 

 

 

  

家長和小孩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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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觀點： 

 

「偏好連續性、有刺激性一類肢體運動」 

通過讓小朋友用貼圖片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想法，並跟他們做一些溝通。他們喜

歡做一些連續性的活動，遊具方面喜歡滑梯，攀爬繩子。他們非常喜歡斜面，可以在上

面創造多種多樣的玩法。兒童玩的創意足夠，玩法外形多樣，偏好肢體運動。像攀爬網

面積大，玩法更多樣，並且還有社交性、戲劇性。 

 

 

兒童的需要： 

 

兒童的身體活動對健康的發展，都是有固定的效益，從兒童期到青少年時期身體活

動是相當重要的。研究顯示兒童每天需要達到一定的運動量。跳繩、單車、遊戲場等等

都可以使他們達到應有的活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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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遊戲必備的思維，就是家長兒童、設計師以及政府的交織」 

在設計層面，應該在保證兒童活動的同時也能保證安全。通過創造共融遊具，使不

同年齡層的人都能使用，提高設計的吸引力。在研究層面，將過去對於家長兒童的研究，

回饋給設計師，再跟政府取得平衡。這樣也能起到一些社會的責任感，能夠讓它更加具

體地回饋到設計部分。設計師也會鼓勵兒童多增加戶外的運動，激發孩子的創造潛能參

與設計。設計師和政府的平衡也就是要滿足家長需求的同時又滿足兒童的需求。 

  

結語-設計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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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兩岸大學生傳統園林與建築文化工作坊 

-宜蘭大學參訪心得與活動剪影 

 

 
 

我選擇的主題為海綿公園，組內成員有東海的景觀學系、師大地理學系以及天津大

學中國傳統園林學系的夥伴，在調研以及討論的過程中，與以往跟自己系上的同學討論

的內容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各個學系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想法，因此從中激發出更多不

同於以往的設計方向。除了小組報告之外，這次活動還安排考察北京皇家古典園林作品

「恭王府」、古村落「古水小鎮」、「南鑼鼓巷」、當代建築「紅磚美術館」以及「司馬台

長城」，看到中國傳統建築彷彿自己就像在電視劇裡一樣，身處在古都。另外，在跋涉

長城時非常困難，因為石階高低落差很大，有的石階很密集，有的高度差很大，有某幾

段路程則是沙與不規則石塊推積成的階梯，十分難行走，在登上山時，喘得不得了，每

當停下來休息時，看到身旁的長輩超過自己，就想著我要堅持下去，鼓勵自己加油，登

上最高點，同時也佩服古人們能在這麼高的地方建造這麼樣宏偉的長城，實在太厲害

了！ 

這次的研習活動除了在學術上與各校同學交流之外，也在總評時得到各校教授的指

導，從教授的建議中也學習到很多專業知識與不同的思考模式，感謝老師讓我有機會可

以到外面看看，跟各校交流了解到自己欠缺的部份，真的受益良多，也在考察活動中，

了解許多中國傳統建築風貌、文化，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夠在參與這樣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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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的活動中，有一日是兩岸各校的老師發起的學術論壇，演講的內容依各教授研

究的方向為主，這是另一個讓我學的獲益良多的行程，參與到多位景觀界執牛耳級人物

的演講，有好多都是只在紙本論文中見到的文章，而如今站在眼前談笑風生的演講，一

次汲取到更廣泛的知識內涵，如夢似幻的經驗。除了天津，在活動的最後兩天我們去了

中國首都—北京，到了北京的第一印象是:霧霾汙染真的很嚴重!我們在北京的第一站是

去一個富有中國古典園林風格的古北水鎮，也去爬了那邊的亮點司馬台長城，整個下午

晚上都待在小鎮裡，風景如畫、浮翠流丹，彷彿穿越時空置身於古代畫面中！那兒大山

大河令人驚豔，映入眼簾的盡是氣勢磅礡的山河，登上長城頂望著空前的景色，令人不

禁讚嘆自然的鬼斧神工。  

最後，我覺得兩岸文化的連結是很巧妙的，整體相似但又差別甚大。藉由這次研習

機會能走出小小的台灣，看看大陸激烈的競爭、聽聽似懂非懂帶有口音的中文、走走以

前只出現在課本每個角落，中國印象印在心裡。除了天津，我們還去了中國首都—北京，

到了北京的第一印象是:霧霾汙染真的很嚴重!我們在北京的第一站是去一個富有中國古

典園林風格的古北水鎮，也去爬了那邊的亮點司馬台長城，整個下午晚上都待在小鎮裡，

風景如畫、浮翠流丹，彷彿穿越時空置身於古代畫面中!那兒大山大河令人驚豔，映入

眼簾的盡是氣勢磅礡的山河，登上長城頂望著空前的景色令人不禁讚嘆自然的鬼斧神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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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大學四來第一次參加海外研討，也是第一次到大陸與天津大學的師生及台灣

各校景觀領域的師生交流，覺得很興奮、很期待。各組的組員都來自不同學校的學生及

天津大學的志願者，而我分配到的是基礎設施優化組，組員有宜蘭大學園藝學系、台灣

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及虎尾科技大學休閒管理學系的學生，有大三到研二的都有，每位組

員都對於本主題表達了很多意見，藉此我們從不同面向來探討及擬定設施優化的各項方

案。整個調查基地的佔地非常寬廣，設計主題著要為中國是式造景，小橋、流水、亭、

台、樓、閣…等景觀節點，看似完美的公園其實還是有些許的瑕疵，想是服務中心缺乏

規劃、廁所設施不完善、警衛室的用途等一些基礎設施，這就是我們這組所要研究和探

討的項目。為了能在成果匯報時，能提出完整的方案，我們與指導老師進行多方面的研

究，也收提了很多各地的案例作為參考，當然也犧牲睡面，但一點都不學的辛苦，反而

能於享受團隊合作的感覺。 

最後兩天是北京的考察行程，志願者們帶著我們遊訪了北京的古城、長城、恭王府、

南鑼鼓巷、古文化街及義式風情街，嘗試了很多特色小吃，也看見了不同的人文藝術及

美景。這趟可以說是學術交流會，對我來說也可以說是中國北方之旅，專業領域必然學

到不少新知，文化方面也有深深的體悟，也非常鼓勵大學階段真的要好好利用學校資源

跨出寶島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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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能有機會能參與此次研習交流會，與台灣七所大學的師生及天津大學的老師

及同學們展開為期八天的活動。參加的學校分都是與景觀遊憩相關的系所，而這些系所

名稱看似相同，但其實大家對於同一領域不同細節的了解還是有所差異，在合作過程中

也擦出許多火花。 

這次的交流只要是以改善南翠屏公園為調研題目。首先光是做基地調查就花了我們

一個下午的時間，連夜與小組討論出最妥善的規劃方案，而我們主要著重在基礎設施優

化，所以我們觀察了公園裡所有的廁所、保衛室及遊客服務中心，並檢視他們的現況提

出優缺點，並針對缺點想出改善的策略。過程中小組成員因為來自不同學校，彼此的意

見也較難達成統一，尤其又不熟悉大陸當地的風土民情，一開始很是傷腦筋。後來經過

天津大學的同學解析，給了我們許多當地使用者意見，在最後匯報時也獲得老師的肯

定。 

這趟可以說是學術交流會，對我來說也可以說是中國北方之旅，專業領域必然學到

不少新知，文化方面也有深深的體悟，也非常鼓勵大學階段真的要好好利用學校資源跨

出寶島看一看。體而言這次的活動除了海峽兩岸學術上的交流，也增進了不同學校師生

間的情誼，最後也感謝老師願意帶我們出去這個世界看看，知道自己的不足，未來也會

繼續精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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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研討會是由天津大學所主辦，研習內容為景觀規劃相關，而我們根據基地天

津市南翠屏公園，分成了各種不同項目的規劃主題小組。關於我分配到的組別覺得相當

有意義，因為是來自於各個學校相關學系的學生與老師組成。然而，在討論時匯聚各領

域的專業知識，就算只是針對一個專有名詞的討論，也可以激盪出不同解釋的結果。對

於景觀領域，我學習到不同學校的想法，和大家交流自己學校的教導方式，也可以根據

景觀相關學系有所了解，當然也更認識天津大學的建築學院。這個活動不只讓我們可以

和天津的師生有所交流，也讓我們台灣的師生們也有更深入的熟悉。在研討會的同時我

們可以認識更多景觀領域的老師，我覺得很開心，因為學生自己的志向是想朝這方面的

領域進修，所以對於這次的學習機會甚是把握，在同學熱烈的討論之餘，也積極地向老

師詢問問題。 

研討會之餘，我們也體驗了天津市與北京市的風土民情，在天津大學安排的活動下

我們參觀了許多知名的景點，如古北水鎮、司馬台長城、恭王府等，這些景點看起來都

相當的壯觀，真的身歷其境跟在網路上看照片是不同的感受，而且各個都是歷史悠久的

景觀，雖然有些商業化，但都還是保有古時候的模樣，當地也賣一些特有的食物，當下

吃著那些食物就彷彿好像身歷歷史其境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