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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營造與政大書院教育的推動 
～政大書院是一個培養博雅創新政大人的基地，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構想是一曲在鋼琴上譜寫

的奏鳴曲，想要透過「Learning Together is Living Together」的精神，培育未來的社會領導人～ 

陳木金(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溫子欣(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邱馨儀(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 

摘要 
本文內容主要在敘說政大書院教育的環境營造故事，在這個故事裡，我們一直秉持著「校園

建築與環境營造都該具有教育價值」的觀點來努力，特別是在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構想，是一曲

在鋼琴上譜寫的政大主題奏鳴曲，從呈示部、展開部、再現部，每一部的主題都想要透過「Learning 

Together is Living Together」的書院精神，培養博雅創新政大人，培育未來的社會領導人。因此，

本文是以鋼琴奏鳴曲的曲式分析（呈示部、展開部、再現部）的三個層面來敘說政大書院環境營

造的故事，說明政大書院教育的推動是融合博雅與創新的大學精神之思考與脈絡。 

首先，我們以「創造力」的寶庫與觸發為核心理念來構想政大書院教育的環境營造，就政治

大學的校地特性，依「親人」、「親學」、「親山」、「親水」、「親築」之校園環境營造，探討如何讓

「政大書院」成為具有這樣「得天獨厚」的「跨界」環境，以創造力的精神培養「博雅與創新」

兼具的政大人，分析說明政大書院環境營造故事的呈示部：想的到之發展機會。 

其次，我們以「第三空間」的環境建築規劃原則來實施政大書院教育的環境營造，連結政大

的山上與山下校區、連結政大的山與水，正是增加政大山上校區「可及性」與「親和性」的關鍵

所在，以第三空間的精神，落實於政大書院的實體建設與環境營造之中，提供政大書院環境營造

的指引，分析說明政大書院環境營造故事的展開部：做的到之實踐方案。 

第三，我們以「大學城」的共享意識與共享文化來再現政大書院教育的環境營造，透過環境

營造，讓生活與學習機能的無縫接軌的理念，一直不斷在政大書院的實體建設與環境營造之中體

現，秉持「親愛精誠」政大校訓的啟示，傳承政治大學的優良傳統，發揚追求宇宙真善美之大學

精神，以大學城的精神，培養具備「人文關懷、專業創新、國際視野」之未來社會領導人，分析

說明政大書院環境營造故事的再現部：看的到之經營成果。 

最後，歸納本文分析推動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故事，發現政大書院已經成為是一個培養博雅

創新政大人的重要基地，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故事，已經成為是一曲在鋼琴上譜寫的政大主題奏

鳴曲，透過「Learning Together is Living Together」的精神，以「政大書院教育」為核心，畫出通

識教育、語文教育、品格素養、社會關懷、生涯輔導、住宿學習、創意發想、藝文陶冶的同心圓，

培養博雅創新的政大人，培育未來的社會領導人，值得作為我國大學推動書院教育的參考。 

關鍵詞：政大書院、環境營造、鋼琴奏鳴曲 

 

壹、 前言 

校園環境建設規劃，關係著學校的教育發展，是學校最重要的基礎力之一，

也肩負化育莘莘學子在此求真、求善、求美的成功學習任務。首先，翻開中西教

育的文獻，書院建置並非現代教育的新創造，例如，我國自春秋戰國時代的孔、

孟、荀、墨講學，兩宋以來的程頣、程顥、朱熹、王陽明的山長制度，教師所在

即為教室，師生所在即為學校，是時師生著述立論、力學力行、學用合一、長於

創造、救國淑世。而在西方世界，希臘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皆

為博雅與創新的全才學者具備多重專業身份，在歷史繪畫中，希臘三哲或坐或臥，

群學圍繞在「學苑（Academy）」的講學論辯形象，可說是「博雅與創新」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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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正是書院教育所追求的極致風光。因此，書院教育並非複製傳統科舉制度

背誦式的「苦讀」，而是營造一個充滿創意激發與主動學習的環境，並且藉由師

生共居共學的影響，兼重知識與人格的陶冶。 

其次，黃世孟（1996）指出：學校建築應該視為學校中最大型的「教具」，

校園環境營造，都該具有教育價值，以負起薰陶沐化的教育作用，反映教育的理

念，使學生在此環境中感染春風化雨的氣息，深受潛移默化的力量，變化氣質，

勤奮向學，實現自我。因此，書院環境營造在建設上不只是要求外觀新穎，跟上

時代腳步求新求變，更要發揮書院環境建置對學生的影響力。例如，美國學校建

築研究學者 Benninga（2003）等人指出：讓校園處處可以因為良好的建築設計，

帶給學生更多的教育意義及創意激發，教育本身即是在校園各個角落發生的學習，

發揮校園環境營造的最大教育功用。 

第三，回顧筆者近年來參與政大書院環境營造故事，2006年的暑假到 2008

年暑假協助政大總務工作，多次踏查探訪與觀察記錄校園及建築每個角落，發現

政大校園置身在一山二水五橋的環境之中，生態自然、山林蒼翠、水岸景觀怡人，

依山畔水的建築校舍，有景美溪、醉夢溪二條河流宛延流過，有萬壽、道南、恆

光、渡賢及濟賢五座橋樑連結校區，有學習、生活及社區居民緊緊相繫銜接，當

時在環境營造以「政大校園十景賞」把親近「人、學、山、水、築」的複雜元素，

融入於活化校園建築連接學習與生活（陳木金，2006）。2007年努力於檢視政治

大學校地特性，80%為山坡地，在校地使用率以及學校建物人均使用面積上，似

乎因此地理條件受到拖累，但也發現增加政大山上校區「可及性」與「親和性」

的關鍵所在。思考如何改善「連結政大的山上與山下校區」與「連結政大的山與

水的教育環境」的問題與工作推動，一直在內心瀠繞。因此，打造擁抱自然與健

康的校園空間的「楓香步道」，連結山上教學區與山下教學區，連結藝術（藝文

中心）與人文（教學區），連結學習（教學區）與生活（宿舍區、市街），發展政

大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校園的漸層帶，成為當時的構想（陳木金、溫子欣，2008）。

2008年研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發現兩所大學的住宿學習都以

「Learning Together is Living Together 的書院精神」為核心，推動大學校園環境

建設與教育推動，連接著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的書院教育的精神，接續分析

政大發展成為「大學城」的機會和特色，筆者當時從環境生態規劃、交通發展規

劃、校園建築分析，構想打造健康品味政大大學城的發展規劃，期望政大在面對

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在未來發展上能以「大學城」的大格局規劃發展（陳木金、

邱馨儀、溫子欣、高慧容，2009）。 

第四，2009年暑假到 2011年暑假協助政大教學發展工作推動，努力分析世

界大學發展的歷史，發現世界一流大學的知識傳承使命及其背後的文化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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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除了作為「知識創新」的場域與「經濟發展」的引擎之外，更扮演著推動社

會改變的積極角色，而促進社會改變需要有公民意識、參與能力、主動投入、發

揮影響的「社會公民」（陳木金，2009）。在這一時期，筆者特別感受到環境營造

與政大書院教育結合的重要性，曾經仔細思考如何在逐步漸進的發展過程中，透

過政大書院教育來活化政大的教學與學習環境，落實「人文關懷、專業創新、國

際視野」之辦學理念，以通識教育革新、住宿學習及綜合行政業務改革為方法，

整合校內既有的教學與輔導工作，思考如何以「政大書院教育」為核心，畫出通

識教育、語文教育、品格素養、社會關懷、生涯輔導、住宿學習、創意發想、藝

文陶冶的同心圓，培養博雅與創新兼具的政大人，培育未來的社會領導人。 

綜合而言，本文僅是一篇說明筆者參與政大書院環境營造與教育推動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裡，我們一直秉持著「校園建築與環境營造都該具有教育價值」的觀

點來努力，特別是在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構想，是一曲在鋼琴上譜寫的政大主題

奏鳴曲，從呈示部、展開部、再現部，每一部的主題都想要透過「Learning Together 

is Living Together」的書院精神，培養博雅創新政大人，培育未來的社會領導人。

因此，本文是以鋼琴奏鳴曲的曲式分析（呈示部、展開部、再現部）的三個層面

來敘說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故事，說明政大書院教育的推動是融合博雅與創新的

大學精神之思考與脈絡。以下本文歸納為三個層面來加以敘說：1.政大書院環境

營造的呈示部：想的到之發展機會；2.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展開部：做的到之實

踐方案；3.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再現部：看的到之經營成果，進行分析，找出政

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教育價值，作為我國大學推動書院教育的參考。 

 

貳、 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呈示部：想的到之發展機會 
首先，回顧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構想之發展機會，當時的核心理念在於：「政

大書院，不是一棟建築，而是一個環境整體與涵融於環境裡的文化，它是以人為

中心的學習環境，也是以自然為中心的居處環境，目的在培養博雅與創新的政大

人。」這其中有兩個核心概念，一為「博雅」，去偏蔽之敝，ㄧ為「創新」，成濟

世之效，而博雅，為創新的本源，亦為創新的規範。誠如，當代創造力巨擘 Mihaly
（2006）談到「創造力」的定義時指出：我們必須確信創造本身為好的創造，創

新本身為好的創新，用更聰明的、或是「自然湧現」的態度與方法檢視每個「創

新」，才能真正造福環境也造福人類。如何在現有的環境之中創造出新的作品，

必須謹慎周詳的評估與考量學校校園建築的組織文化塑造功能，以創建一個優良

有文化的校園，充分發揮學校環境應有的教育功能，以創建最佳的學校文化與教

育情境，讓校園規劃、校舍建築、環境營造產生教育的功能。 
其次，仔細分析政治大學校地總面積超過 100 公頃，其中 80%為山坡地。政

治大學主校區（山下校區與山上校區）位於台北市文山區，其面積佔校地總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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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而山上校區又佔校地總面積 76％。山上校區因受斷層帶與坡度過陡的影

響，在建築興建上受到限制，也讓山上校舍建築區與山下校舍建築區無法緊密相

連，需經由環山道步行或搭乘交通工具始能抵達（政治大學，2007）。因此，在

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構想，必須確實的考量幾個重要議題：1.增加山上校區使用

率，動線的改善與安全性的提升；2.強化山上校區通道的連結性；3.政大校園第

三空間的構築；4.邁向大學城：社區親和的設計；5.符合綜合利用，單一投資、

多種用途的原則。 
第三，以政治大學的地理位置作分析，政大並非位於大都會中心，而位於大

都會邊緣；以政治大學的交通條件作分析，政大與火車站與捷運站都保有相當的

距離；以政大校地的地理條件作分析，如前所述，政大校地 80%為山坡地，這些

都似乎對政治大學與政大書院的發展產生限制，但是若能結合政大書院的成立宗

旨，在於培養「博雅與創新」的政大人，融合 Mihaly（2006）、Singer（2010）
對於創造力的描述與分析：創造力的大能量往往來自於「跨界」而非「專業」，

專業技術在解決問題上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但是解決艱難問題的「創意思考」

往往來自於ㄧ種跨界思維，政大書院的計畫是ㄧ種以「博雅與知識」為基礎的創

意組合的跨界融合。例如，陳木金、邱馨儀、溫子欣、高慧容（2009）指出：漫

步在哈佛大學校園，讓我們呼吸著濃濃的學術氛圍與書香氣息，各種膚色的留學

生一群又一群，充滿朝氣活力，在哈佛大學的教學設施與校園建築，為學子們創

造了良好學習條件，培養了一代又一代的學者和偉人，能夠漫步在哈佛大學感受

濃郁的文化氛圍應該是人生最幸運的事情之一，看到哈佛大學的多元，深刻體會

哈佛已不僅僅是美國人的哈佛，而是為世界各國培養精英的國際一流大學。透過

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構想，我們研究與學習哈佛大學的辦學精神，把「創造力」

培育的跨界創意思考做為重要參考之一。 
綜合前面的敘說，本文引用 Mihaly（2006）的「創造力」理論，說明當時

期望創造跨界的機會在政大校園，因為具有創造力的人往往具有創造性人格，這

些創造性人格在ㄧ般人眼中看來往往是矛盾的，例如具備創造力的人往往「好動

又好靜」、「任性卻又謹守紀律」，同樣的，居處於相對的環境，往往可以刺激思

考，成為創造力的寶庫與觸發。就政治大學的校地特性，依「親人」、「親學」、「親

山」、「親水」、「親築」之校園環境規劃理念來看，政大書院正具有這樣「得天獨

厚」的「跨界」環境，以培養政大人的「創新之力」。以下分別從：1.都會與山

林：打造親人的校園；2.繁華與恬靜：打造親學的校園；3. 平地與山區：打造親

山的校園；4.山與水：打造親水的校園；5.人與自然：打造親築的校園，加以說

明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呈示部：想的到之發展機會。 
一、都會與山林：打造親人的校園 

政大書院居處於都會與山林的交界，出世入世同樣方便，既可走入人群，累

了也可遁入山林澄清思維。根據「親人」的理念，打造良好人與人互動的校園建

築，以學校師生活動為主，並了解校地附近居民與人口的人文因素，將校園裡的

校舍、庭園、運動場地及附屬設施等組成要素，整體合宜適當的安排與配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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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最佳的人與人互動的教育情境，讓校園成為具有生活機能社區與充滿親學的

元素，打造親人的校園（陳木金，2006）。 

   
打造親人的校園環境，圖片來源：拍攝於政大校園（2007） 

 
二、繁華與恬靜：打造親學的校園 

人口稠密的平地區與安適悠閒的山區，繁華喧囂的都會區與寧靜自然的林野，

政大書院處於其間的交會，給予師生恬靜遠觀、笑看紅塵的環境與機會。政大書

院區內即有國際大樓與華語文教學中心，外籍學生眾多，充滿互動交流機會，可

培養國際觀與刺激創意思考。根據「親學」的理念，打造良好學習與教學的環境，

完善的配置計畫，規劃學校整體的親學環境，如視覺環境、聽覺環境、通風、溫

度、空間、配置，為了達到舒適安全的理想，並增進教學效果，必須對各種方位、

定點及潛勢之優劣點深入了解，讓校園充滿親學的元素，打造親學的校園（陳木

金，2006）。 

   
打造親學的校園環境，圖片來源：拍攝於政大校園（2012） 

 
三、平地與山區：打造親山的校園 

政治大學包含平地校區與山上校區，各具鮮明特色，政大學生可以體驗外校

學生所無法經歷的山居歲月，同時平地學習生活也是信步即達。根據「親山」的

理念，建造林間景緻親山道，做好山林保育的工作，根據校園的地形、地勢、方

位、氣候、給水、排水等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客觀條件，遵循整體、實用、安

全、經濟、美觀、衛生、發展與評鑑等規劃原則，讓校園的親山元素發揮優勢，

打造親山的校園（陳木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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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親山的校園環境，圖片來源：拍攝於政大校園（2013） 

四、山與水：打造親水的校園 
文山區背倚二格山系，景美溪蜿蜒其中，山水資源相當豐富。政大背倚指南

山，又有醉夢溪與景美溪流貫，百年樓後猶有醉夢湖，有山、有水、有湖，仁者

樂山，智者樂水，政大書院的師生們則可山水皆得。根據「親水」的理念，打造

水岸景觀的親水區，做好水岸維護的工作，根據影響校園規劃的水文因素，如風

雨降水、水流方向、水流速度、枯水期、洪水期，包括季節性、時間性、長期性、

短期性的等水文資料，力求校園安全舒適原則，讓校園的親水優點顯現，打造親

山的校園（陳木金，2006）。 

   
打造親水的校園環境，圖片來源：拍攝於政大校園（2013） 

五、人與自然：打造親築的校園 
政大後山動植物與昆蟲種類眾多，環境天然，提供師生與自然萬物共處之機

會，甚可以從觀察萬物，汲取問題解決與創新之靈感。根據「親築」的理念，以

學校發展特色的核心主軸，選擇最佳的校舍組織型式，配置合理的組織關係，透

過一定的主體、賓體、背景、平衡、比例、韻律、性格、對比、權衡及和諧原理，

將校舍建築與附屬設施，作最佳組合，以建造理想舒適富美感的校園，銘記校園

建築的生命故事，讓校園建築充滿親築的元素，打造親築的校園（陳木金，2006）。 

   

打造親築的校園環境，圖片來源：拍攝於政大校園（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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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展開部：做的到之實踐方案 
首先，回顧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構想之實踐方案，校園規劃要考慮學校的持

續發展，要始終如一地保護校園生態環境。在校園規劃中應儘量不要破壞原來的

地形特徵，以保護原有的生態;建造各種生態建築，強調規劃設計與生態環境相

結合，以減少校園建設對自然環境的不良影響。誠如，顧衛新，張益池（2005）
指出大學校園的規劃必須考慮自身的持續發展，必須注意三個重點的思考：1.
校園規劃必須體現大學校園所在地域的文化積澱和人文環境；2.校園規劃必須注

重地方資源的開發與整合；3.校園規劃必須與生態環境相結合。 
其次，政治大學在優質生態校園的營造上，可說是具有天然的本錢以及「主

場優勢」。因為過往將山地視為學校發展的限制，而今在時代潮流的變遷之下，

居台北市南區、木柵動物園、貓空、碧潭之間的政治大學，儼然成為台北市的後

花園，而山上校區的山與水，正是屬於政大自己的後花園，而且是泛政大自然休

憩園區的核心起點。例如，在 2007 年版本的＜打造人文科技的國際大學城—國

立政治大學大學城建設發展與整體規劃書＞指出：未來的政大，將發展出親山景

觀遊憩系統、親水景觀遊憩系統、以及都市開放空間遊憩系統，這就是獨特地理

條件所形塑出的獨特優勢。因此，山上校區並非政治大學的負擔，山地校園原生

自然環境以及山上校區的問題與限制所在，不在於無法「大興土木」，而在於對

人的「可及性」與「親和性」的關鍵因素，應該可以持續提升與改善。 
第三，政治大學置身在一山二水五橋的優美環境之中，生態自然、山林蒼翠、

水岸景觀怡人，依山畔水的建築校舍，有景美溪、醉夢溪二條河流宛延流過，有

萬壽、道南、恆光、渡賢及濟賢五座橋樑連結校區，有學習、生活及社區居民緊

緊相繫銜接，校園環境規劃與校園建築維護的基調，連結政大的山上與山下校區、

連結政大的山與水，正是增加政大山上校區「可及性」與「親和性」的關鍵所在，

成為構築政大書院環境營造與教育推動之底蘊。 
綜合前面的敘說，本文引用向代勤、丁豔梅（2006）的「第三空間」理論，

他們指出：人所居住的住家環境，是人類的第一空間；人所工作的地點，是他的

第二空間；而介於工作與居家之間的空間，則稱為第三空間，如山坡、草地、湖

泊、海洋、水岸、名勝、餐館－當人們需要休整、放鬆、思考、娛樂、交際時，

第三空間於是誕生。回顧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構想之實踐方案，「第三空間」的

環境營造規劃原則始終落實於政大書院的實體建設與環境營造之中，以下將那段

時間的幾個與政大書院環境營造息息相關歷程故事擇要說明，提供記錄與瞭解政

大書院環境營造之蓽路藍縷的發展軌跡：1.政大水岸風華再現：連結大學城的學

習生活與健康品味；2.楓香步道大自然的教室：創造師生戶外談天說地的討論與

展演空間；3.讓藝文中心亮起來：打造博雅書房與創意學習基地；4.建置山居學

習中心：共織一段指南山上的學習歲月，加以說明政大書院環境建置的展開部：

做的到之實踐方案。 



陳木金、溫子欣、邱馨儀(2014)：環境營造與政大書院教育的推動，載於國立政治大學 2014 年 2 月 20-21
日舉辦「政大書院教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研討會手冊。 

8 
 

 
ㄧ、政大水岸風華再現：連結大學城的學習生活與健康品味 

政大校園幅員遼闊，恆光橋以東，景美溪南岸本屬政大校地，原具備水岸河

景遊憩休閒之潛力，但因校地廣闊難以兼顧，多年來，河岸邊坡已有三十餘戶周

邊住戶於學校用地內耕種蔬菜。為了政大書院的環境營造，同時也為增加所有師

生與社區居民的活動空間，當時決定將景美溪南岸校地納入環境營造規劃的構想，

建置行人步道與自行車道，同時強化邊坡維護。為使政大師生能夠享受河畔生活，

也使社區居民可以經由水岸步道直達藝文中心與政大山上校區從事健身與藝術

欣賞等活動，並且規劃上行木棧道連結楓香步道、水岸電梯連結藝文中心，並與

水利署研議，於醉夢溪銜接景美溪出口處架設行人與自行車專用便橋，並於醉夢

溪架設親水石梯道，連結大學城的學習生活與健康品味。 
政大水岸的環境營造期間，經過與佔用校地居民反覆與平和的溝通，向其強

調政大校地規劃願景與環境營造的理想，這些居民也逐漸接受與支持校方的環境

營造政策，使後來的環境營造進行順利。環境營造過程中，在清理邊坡與強化邊

坡工程時，還於邊坡樹林中發現十數座工寮予以拆除。水岸邊坡的強化，採取高

透水的自然工法，兼顧環保、美觀與安全。隨後，行人與自行車專用道也構築完

成，隨著行人與自行車專用便橋完成架設，自行車專用道也銜接完成，師生、社

區居民與遊客可由動物園循自行車專用道，一路可以從動物園騎自行車至政大校

園。另外，水岸電梯的完工，讓師生與社區居民可以由水岸景觀直接連接經由藝

文中心，向上銜接登山道或楓香步道，可直接抵達山上學習區、宿舍區、或本校

制高點－樟山寺登山口。從此，政大師生往返山上山下校區，可以選擇登山（楓

香步道），也可以選擇伴水（水岸步道），此間風情與幸福，獨步於國內各大學。 
政大水岸的環境營造之設計，原計畫仿照英國劍橋大學的校園規劃，將醉夢

溪進一步整建為「台灣的康河」，可以泛舟，可供遊憩，更重要的是成為政大書

院的文化象徵以及政治大學的光榮風景，連結大學城的學習生活與健康品味，目

前尚待進一步的推動與努力。 

  
環境建置前舊貌(2006) 環境建置後的現況(2006) 

政大水岸風華再現：連結大學城的學習生活與健康品味 圖片來源：拍攝於政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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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楓香步道大自然的教室：創造師生戶外談天說地的討論與展演空間 
政大主校區由於地理環境限制，再加上學校規模的逐步擴增，原本的山下平

地校區使用上已達飽和，傳播學院、文學院與國際教育交流中心主要分佈於山上

教學區，距山下校區 300－500 餘公尺不等，且為上行坡道。又學生若需至校門

口用餐，尚須穿越校區，增加移動距離，故山下校區學生上山修習課程意願較低，

山上教學區學生對於交通移動上也頗感不便，加以學校推動政大書院計畫，鼓勵

大一新生進行山居學習，上山與下山的安全性與便利性尤其重要。學校對於山下

及山上教學區的動線串連上，本有風雨走廊與 1 元接駁公車的設計，但在節能減

碳以及強健體魄的前提之下，學生若願意步行往來，自然更值得鼓勵。以人行動

線而言，原本風雨走廊設置於環山道上行左側（近山側），以水泥花台式屋頂阻

隔風雨，且走廊長度僅及傳播學院周邊；新設楓香木棧道為於上行右側（近河側），

觀賞水岸、河濱公園與遠眺周邊建築視野更佳，且其以楓香樹葉為頂，更為自然、

美觀與健康，並可紓解用餐時間高峰擁擠的下山人潮。 
楓香步道在設計規劃上，不僅止於連接山下校區與山上教學區而已。在楓香

步道的起點－渡賢橋頭，設有木棧道的延伸梯道以銜接醉夢溪與景美溪畔的水岸

景觀步道與自行車專用道。此外，楓香木棧道還藉由百年樓後方，與行健道、待

曦亭相連結的登山步道，進一步串連樟山寺登山口，成為橫亙山上校區的登山步

道起點。楓香步道在設計上，還特意規劃了幾個同材質的木構造觀景平台，並以

木棧道連結開發原本具有觀景潛力的閒置空間，使得環山一路增加了數個令人駐

足，可以談天說地的觀景空間，並且提供政大書院師生戶外討論或進行戶外展演

的空間，老師若是願意，也可以效法希臘三哲，將教室拉到室外，在楓香步道周

邊木造平台上進行課程與學習。楓香步道周邊木造平台與藝文中心，甚至有幾個

「私藏夜景觀景點」可觀賞台北夜景與遠眺 101，對於住宿學習的導師與學生來

說，也是夜間進行討論與學習的好場地，清風拂面，月光流瀉，鳥叫蟲鳴，靈感

不停。 

  
環境建置前舊貌(2006) 環境建置後的現況(2007) 

楓香步道．大自然教室：創造師生戶外談天說地的討論與展演空間 圖片來源：拍攝於政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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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讓藝文中心亮起來：打造博雅書房與創意學習基地 
政大藝文中心坐落於環山ㄧ道半山腰處，與文學院、傳播學院、國際大樓比

鄰，內部建置藝術展演場地以及學生社團辦公室。為因應政大書院的環境營造，

藝文中心內外部空間同步進行改造，以強化服務機能，吸引師生與社區民眾使用，

並提供政大書院核心行政空間之所需。改造後之新藝文中心，增加了政大書院行

政總中心、創意學習中心、X 書院多功能教室以及展演空間、政大兩廳院（大廳

3000 人座、小廳 500 人座）、舜文大講堂，其中舜文大講堂之改建別具歷史意義。

舜文大講堂原址為政治大學重點演講之場地，邀請許多國際重要人士與學術巨擘

進行演講，包括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

契夫、捷克共和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韓國總統―金大中等，深具歷史意

義與校史重要性。舜文大講堂完工後，也成為政大書院大學入門課程重要上課場

地，取其「大師開講」的歷史意義，希望政大新生能夠在最好的場地，聆聽大師

的諄諄教誨，陶融博雅與通識涵養。 
藝文中心亮起來的環境營造，除了打造博雅書房與創意學基地之外，並強化

師生生活機能之提供，便利商店進駐後使得周邊上課之師生購買生活必需品更加

便利，而藝文中心也增設兩處戶外觀景平台，成為師生可以彈性運用的空間。水

岸電梯建設完成後，藝文中心也成為宿舍區、山上學院區、國際大樓與山下校區

的重要交通結點與政大書院的重要發展基地之一。 

  
環境建置前舊貌(2006) 環境建置後的現況(2009) 

讓藝文中心亮起來：打造博雅書房與創意學習基地  圖片來源：拍攝於政大校園 

四、建置山居學習中心：共織一段指南山上的學習歲月 
    山居學習中心的環境營造，我們學習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的住宿

學習，以「Learning Together is Living Together」的書院精神，期望能體現學宿合

一的教育策略，讓政大書院的同學們回到宿舍之後，能夠持續優質的自學與共學

空間。當時在政大書院的環境營造，我們特別於自強第九宿舍規劃「山居學習中

心」，改變學生宿舍「走道與門」的單調景致。 

在政大書院山居學習中心的規劃，融合小討論室、中文寫作輔導中心、自學

中心、多功能活動空間等多元設計，自學空間仿誠品書店與咖啡廳的氣氛，讓書

院師生在自在與悠閒的氛圍與環境中主動學習。 

同時為了鼓勵跨界的交流，在山居學習中心也設有沙發區與吧檯區，吧檯區

提供自助式的「8元咖啡」，成功在同學間引跨界創意思考的對話與回響。另外，

山居學習中心的沙發特別受到外籍學生的喜愛，時常可見外國學生抱著筆電盤著

腿，坐在沙發上學習，增加了學生之間國際交流與了解的機會，共織一段指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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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學習歲月。 

    山居學習中心多功能活動空間經常舉辦小型講座，原木地板讓書院學生可以

自在的盤腿席地而坐，不會有正襟危坐、聆聽教誨的壓力感。多功能活動空間與

小討論室也常見學生用以討論或製作團體作業，由同學們自己來發明空間的創意

使用方式，甚至參與山居學習中心的布置活動。山居學習中心至今已經吸引了眾

多友校師生前來參訪，也成為參訪政大的高中同學們最感驚豔的地方。 

 

 

環境建置前舊貌(2006) 環境建置後的現況(2008) 
建置山居學習中心：共織一段指南山上的學習歲月 圖片來源：拍攝於政大校園 

 

肆、 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再現部：看的到之經營成果 

首先，回顧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構想之經營成果，校園規劃要大格局全方位

思考，結合大學能量，從生活脈絡出發，以區域提案方式，配套整體開發。誠如，

魯曉琳（2007）指出，學校規劃應考量地域特點，適應周邊環境，並符合綜合利

用原則。也就是說，單一建築體應以能夠作多功能的運用為原則，滿足不同使用

者的個別需求，並增加其用途與使用率。 
其次，回顧探討分析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大學校園環境建設與發展

的心得，發現兩所大學的住宿學習都以「Learning Together is Living Together 的
書院精神」為核心，兩所國際一流大學都秉持「大學精神」的啟示，傳承大學的

優良傳統，發揚追求宇宙真善美之大學精神，培養具備「人文關懷、專業創新、

國際視野」之新世紀領導人（陳木金、邱馨儀、溫子欣、高慧容，2009）。 
第三，從政大藝文中心到山上宿舍區，都是政大書院的範圍，97 學年上學

期起，正式成為大一新生的生活重心，包括博雅書房、多功能教室、大講堂、7-11
政大店、外語自學中心、安九食堂、運動場、山居學習中心，以及未來將完工的

通識大樓，大一新生可自行打造專屬的生態、藝文、運動、教學和生活路線(政
大校訊，2008)，透過環境建設，讓生活與學習機能的無縫接軌。 

綜合前面的敘說，本文引用「大學城」的理論，例如，劉樹道、李正、劉思

安(2009)指出：成功的大學城規劃，必須能塑造大學城的共享意識與共享文化。

回顧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構想之經營成果，「大學城」的環境建設規劃原則，不

斷在政大書院的實體建設與環境營造之中體現，我們秉持著「親愛精誠」政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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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的啟示，傳承政治大學的優良傳統，發揚追求宇宙真善美之大學精神，以大學

城的精神，期望培養具備「人文關懷、專業創新、國際視野」之未來社會領導人。

以下分別加以說明：1.山上校區與山下校區的連結：創造山居生活的便利；2.政
大書院各建築與空間的縱向串聯：考量移動的便利性及可及性；3.增加各類講座

與專業演藝場所：增進多元的學習機會；4.廣設自學與討論空間：讓學習的樣子

看得見；5.增闢健康促進空間：關切師生身心健康照護；6.住宿學習：學習與生

活環境的有機連結，加以說明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再現部：看的到之經營成果。 
ㄧ、山上校區與山下校區的連結：創造山居生活的便利 

   因政大書院主要活動區位坐落於山上校區，在環境營造上為使政大書院師生

可以便利往來於山上與山下校區，也讓學生的山居生活更加便利，增益學生居住

於山上校區宿舍（即政大書院宿舍群）的意願，因此連結山上與山下校區乃政大

書院環境建設規劃的重點原則，依照創造山居生活的便利規劃的原則，在政大書

院環境營造建置，包括：建置連接山下校區、山上校區、政大後門的「楓香步道」、

連結政大水岸與藝文中心的「水岸電梯」、校內ㄧ元公車的推廣等，環境營造上

重視山上校區與山下校區的連結：創造山居生活的便利。 

   

山上校區與山下校區的連結：創造山居生活的便利，圖片來源：拍攝於政大校園（2013） 

二、政大書院各建築與空間的縱向串聯：考量移動的便利性及可及性 
政大書院為ㄧ具有整體性之學習與生活環境，在環境營造上必須注意各建築

與空間之間的移動，如何創造便利與可及性，以增加師生使用的意願以及節省時

間的花費。因此，關於政大書院在環境營造的縱向串聯，依照考量移動的便利性

及可及性規劃的原則，在政大書院環境營造建置，包括：藝文中心、國際大樓、

宿舍區快速連結步道與通路的規劃建構、政大書院與本校環山道制高點―樟山寺

登山口―的登山步道設置等，都是考量移動的便利性及可及性。 

   
政大書院各建築與空間的縱向串聯：考量移動的便利性及可及性，圖片來源：拍攝於政大校園（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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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加各類講座與專業演藝場所：增進多元的學習機會 
為了創造政大書院師生的跨界互動機會，在環境營造上，我們以增進多元的

學習機會為軸線，增加各類講座與專業演藝場所，提供專業場地協助政大書院師

生，接觸高水準藝術展演以陶冶其美感，以及提供合適場地舉辦講座活動進行知

識交流，增進多元的學習機會。當時在環境營造規劃上，多元思考增建講座與專

業演藝場所，依照增進多元的學習機會規劃的原則，在政大書院環境營造建置，

包括：建置舜文大講堂、政大兩廳院、平台式小型戶外演出場地、X 書院多功能

展演空間、山居學習中心的小講堂…等，藉以增進政大書院師生的多元學習機

會。 

   
增加各類講座與專業演藝場所：增進多元的學習機會，圖片來源：拍攝於政大校園（2012） 

 
四、廣設自學與討論空間：讓學習的樣子看得見 

為了方便政大書院住宿師生進行學習，於政大書院環境營造上，思考如何在

政大書院的各活動區內廣設自學空間與討論空間，且建置之討論空間並不侷限於

室內討論室，範圍擴大到政大書院區域內所有室內外空間的運用，都可經由創意

設計成為師生交流與討論的園地。依照讓學習的樣子看得見規劃的原則，在政大

書院環境營造建置，包括：山居學習中心、外語自學中心、討論小間、涼亭討論

區、楓香步道木製平台…等，廣設自學與討論空間，讓學習的樣子看得見。 

   
廣設自學與討論空間：讓學習的樣子看得見，圖片來源：拍攝於政大校園（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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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闢健康促進空間：關切師生身心健康照護 
政大書院旨在培養全人，而所謂全人，不僅有知識智慧，尚有道德涵養，而

且還要具備美感氣質與建全體魄，所以當時在政大書院環境營造上，考量關切師

生身心健康的照護。因此政大書院在環境營造規劃，如何廣設健康促進的活動空

間，成為一個重要的方向。依照關切師生身心健康照護規劃的原則，在政大書院

環境營造建置，包括：室內運動空間及室外活動場所，水岸步道、登山步道、登

山平台、楓香步道、水岸自行車道、與山上球場等，政大環山道亦為師生喜愛使

用之健走空間，關切師生身心健康照護。 

   
增闢健康促進空間：關切師生身心健康照護，圖片來源：拍攝於政大校園（2010） 

 
六、住宿學習：學習與生活環境的有機連結 

政大書院為大一新生量身打造的「學宿合一」山居學習環境，提供新鮮人博

雅學習課程，也讓宿舍變成學習場所 (政大校訊，2009)。為落實「學宿合一」

理念，政大書院於自強九舍規劃成立山居學習中心。依照學習與生活環境的有機

連結規劃的原則，在政大書院環境營造建置，包括：為了減少學生夜間奔波的不

便，山居學習中心與學習促進中心合作，在山上提供課業輔導服務；學習達人講

座、學習策略講座、協助新生瞭解學校住宿環境，使其快速融入宿舍與團體生活，

從「宿舍氣氛」到「書院文化」…等，逐步形塑住宿生活文化，強化住宿學習，

讓學習與生活環境的有機連結。 

   

住宿學習：學習與生活環境的有機連結，圖片來源：拍攝於政大校園（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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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綜合歸納本文的起承轉合，本文內容主要在敘說政大書院教育的環境營造故

事，在這個故事裡，我們一直秉持著「校園建築與環境營造都該具有教育價值」

的觀點來努力，特別是在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構想，是一曲在鋼琴上譜寫的政大

主題奏鳴曲，從呈示部、展開部、再現部，每一部的主題都想要透過「Learning 
Together is Living Together」的書院精神，培養博雅創新政大人，培育未來的社

會領導人。因此，本文是以鋼琴奏鳴曲的曲式分析（呈示部、展開部、再現部）

的三個層面來敘說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故事，說明政大書院教育的推動是融合博

雅與創新的大學精神之思考與脈絡。 
首先，我們以「創造力」的寶庫與觸發為核心理念來構想政大書院教育的環

境營造，就政治大學的校地特性，依「親人」、「親學」、「親山」、「親水」、「親築」

之校園環境營造，探討如何讓「政大書院」成為具有這樣「得天獨厚」的「跨界」

環境，以創造力的精神培養「博雅與創新」兼具的政大人。本文從：1.都會與山

林：打造親人的校園；2.繁華與恬靜：打造親學的校園；3. 平地與山區：打造親

山的校園；4.山與水：打造親水的校園；5.人與自然：打造親築的校園，分析說

明政大書院環境營造故事的呈示部：想的到之發展機會。 
其次，我們以「第三空間」的環境建築規劃原則來實施政大書院教育的環境

營造，連結政大的山上與山下校區、連結政大的山與水，正是增加政大山上校區

「可及性」與「親和性」的關鍵所在，以第三空間的精神，落實於政大書院的實

體建設與環境營造之中，提供政大書院環境營造的指引。本文從：1.政大水岸風

華再現：連結大學城的學習生活與健康品味；2.楓香步道大自然的教室：創造師

生戶外談天說地的討論與展演空間；3.讓藝文中心亮起來：打造博雅書房與創意

學習基地；4.建置山居學習中心：共織一段指南山上的學習歲月，分析說明政大

書院環境營造故事的展開部：做的到之實踐方案。 
第三，我們以「大學城」的共享意識與共享文化來再現政大書院教育的環境

營造，透過環境營造，讓生活與學習機能的無縫接軌的理念，一直不斷在政大書

院的實體建設與環境營造之中體現，秉持「親愛精誠」政大校訓的啟示，傳承政

治大學的優良傳統，發揚追求宇宙真善美之大學精神，以大學城的精神，培養具

備「人文關懷、專業創新、國際視野」之新世紀領導人。本文從：1.山上校區與

山下校區的連結：創造山居生活的便利；2.政大書院各建築與空間的縱向串聯：

考量移動的便利性及可及性；3.增加各類講座與專業演藝場所：增進多元的學習

機會；4.廣設自學與討論空間：讓學習的樣子看得見；5.增闢健康促進空間：關

切師生身心健康照護；6.住宿學習：學習與生活環境的有機連結，分析說明政大

書院環境營造故事的再現部：看的到之經營成果。 
最後，歸納本文分析「政大書院環境營造故事」之案例主題，發現政大書院

已經成為是一個培養博雅創新政大人的重要基地，政大書院環境建置的構想已經

成為是一曲在鋼琴上譜寫的奏鳴曲，透過「Learning Together is Living Together」
的精神，以「政大書院教育」為核心，畫出通識教育、語文教育、品格素養、社

會關懷、生涯輔導、住宿學習、創意發想、藝文陶冶的同心圓，培養博雅與創新

的政大人，培育未來的社會領導人，值得作為我國大學推動書院教育的參考。 
 



陳木金、溫子欣、邱馨儀(2014)：環境營造與政大書院教育的推動，載於國立政治大學 2014 年 2 月 20-21
日舉辦「政大書院教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研討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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