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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中的高鐵車站 

何啟君 

臺北市立永春高中生活科技教師 

 

壹、前言 

目前高中生活科技課程是84年公佈的課程標準，是由傳統的工藝課程演變

而來的，而 95 學年即將要依照新的課程綱要來實施。不論是傳統工藝或現行、

未來的生活科技，教學多以活動為主，強調發展學生創造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

要如何設計一個適合的教學活動來激發學生，目前是許多生活科技教師所努力的

課題。本活動是以「營建科技」單元， 配合國人期待已久的臺灣高鐵車站，讓

學生來設計他們心目中的高鐵車站，配合不同縣市所具有的人文、地方風情，展

現出各個縣市的特色。藉此活動讓學生更加認識自己的國家，運用各種不同材料

特性及處理方式，來激發學生在建築設計上的創意。 

 

貳、教學活動設計 

一、教學對象：高一或高二學生均可 

二、教學節數：8-10節 

三、教學目標 

1. 認識營建科技中之建築結構的意義。 

2. 探討建築外觀設計與地方人文環境之融合。 

3. 發揮創意設計一具有特色的作品。 

4. 運用各種材質的特性和加工處理方式。 

5. 學習模型製作的重要技巧及程序。 

6. 養成團體活動成員間分工、互助的學習態度。 

四、活動簡介 

本活動是設計即將通車的臺灣高鐵車站。以4-5人為一小組，選擇臺灣高

鐵的停靠車站，依照各個縣市所擁有不同的社會人文、地方文化風情，設計製

作能夠配合當地特色又具現代感的高鐵車站，並選擇適切的材料以模型方式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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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所需設備和材料 

教師準備：統一訂購木板（作品底面木板，60×60㎝，可依學校存放空間

自行調整尺寸大小）；直尺、剪刀、美工刀、鋼絲鉗、尖嘴鉗、

熱熔槍、熱熔膠、線鋸機、鑽孔機、砂磨機等。（視學校設備

彈性調整） 

學生準備：自行選擇模擬模型結構適合之材料（如壓克力板、紙板、鐵絲、

鋁片等）及美化材料（如美術紙、廣告顏料、噴漆等）。 

六、活動程序 

1.討論選擇設計車站之地點，各個車站配合當地建設不同形式種類，有地下

路軌型式（台北、板橋、桃園）、高架路軌型式（新竹、苗栗、台中、彰化、

雲林、嘉義、台南）、平面路軌型式（高雄）。 

2.分配各小組成員工作：繪製設計圖、選購材料、填寫紀錄表單等。 

3.探討當地之人文環境，並設計出適切的車站外觀。 

4.將設計圖繪製出來。 

5.訂定出製作模型之比例大小（如1：200等）。 

6.使用統一訂購的木板為作品基座（60 x 60㎝），作品部份學生自行選擇環

保、適當材料，依照所選擇的比例尺來製作。 

7.製作車站週邊道路、景觀設計，必須將所有物品需固定位置，以確保其原

創設計。 

8.標示出公車站名稱及比例尺，將作品完成。 

9.作品分組展示，學生相互評分。 

七、相關知能 

建築模型是按一定比例縮小的形體，以其真實性與整體性展示多維的視

覺形象，以色彩、質感、空間等功能表達出設計的意涵，在建築完成之前，

提供一個較準確的表達形式。 

模型的製作首先將構想中的設計粗略繪製出來，確定使用的材料、製作

的可行性、色彩的搭配及製作的比例大小後，將平面圖依正確尺寸縮小比例

繪製至作品底板上，確定各個物件之相關空間位置，製作底台，視需要將作

品主體位置預留出來，製作全部建築物，將建築物置於底台上進行色彩的搭

配，並寫出名稱及比例尺等，最後將所有物體黏牢固定，進行輕微震動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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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定作品之完整性。 

建築模型成敗所需掌握的幾個要點：色彩要和諧，一個模型色彩設計需

掌握色彩學的基本概念，實現協調統一，切勿五花八門而顯雜亂無章；質感

要強，質感與真實程度有相當關係，運用各種材質模擬出真實的情境，若使

用不當，昂貴的材料亦無法達到良好效果；做工要精細，建築物及細部的表

現均不可粗糙，裁切是否扭曲、尺寸是否正確、黏接對齊是否嚴密，逡可表

現出作品的製作水準；相對比例要正確，同一建築模型，建築物與配景的比

例關係一定要一致，才不會使觀賞者因作品比例失調而產生錯亂的感受。 

八、評鑑要點 

（一）、結構比例30﹪  

1.裁切黏貼是否工整、結構穩定性是否足夠15% 

2.作品比例是否統一、縮小比例是否正確15% 

（二）、真實度30﹪  

1.材料選用是否適切15% 

2.運用技巧是否表達出真實感15% 

（三）、造型美觀40﹪  

1.造型設計是否具有創意、與選擇地點特色搭配20﹪ 

2.色彩配置上是否協調統一20﹪ 

九、活動紀錄表單 

小組分工表 

座號 姓名 
資料 

蒐集 

規劃 

設計 
採購 

平面圖

繪製 

模型 

製作 
填表 

        

        

        

        

        

 

選擇設計車站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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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人文環境及文化背景： 

 

 

 

設計重點： 

 

 

 

製作比例大小： 

 

 

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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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單 

名稱 規格 數量 用途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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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設備單 

名稱 單位規格 數量 用途 

    

    

    

    

    

    

    

 

製作所遇到

的困難 

 

解決 

方式 

 

製作心得 

 

 

十、學生作品相片 

 

學生作品一：臺南高鐵車站 學生作品二：雲林高鐵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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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三：新竹高鐵車站 學生作品四：雲林高鐵車站 

 

學生作品五：高雄高鐵車站 學生作品六：嘉義高鐵車站 

 

學生作品七：桃園高鐵車站 學生作品八：新竹高鐵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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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作品九：台南高鐵車站 學生作品十：新竹高鐵車站 

 

學生作品十一：彰化高鐵車站 學生作品十二：雲林高鐵車站 

 

參、結語 

本活動主題教師可做多元的變化，如：公車候車亭、捷運車站、機場等，

讓學生在不同規模的建築設計有不同程度上的學習。本活動主要是訓練學生對於

建築設計上的創新思考，所以在材料選擇，並不限制學生，多花二十至三十分鐘

時間介紹各種不同材料及其所能展現的特色，讓學生自行挑選適合風格的材料，

並訓練學生找尋材料，也是生活上的另一種能力；若資源較不豐富的縣市學校教

師，建議可多選購一些材料讓學生自行挑選。而在模型製作技巧上，事先的說明

能提升學生的工作效率，減少因為工作程序錯誤而須重新製作的機會；模型所注

重的「比例尺」及「真實感」，務必時常不斷地提醒學生，能夠有效提高學生作

品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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