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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知道的事 

 

1. 熟悉校內環境、各類教室、教學行政單位 (各單位可提供

資源)，善用學校網頁 

2. 學生資訊系統各個功能列內容，事關畢業學分數(必修科

目表)、加退選課、成績、獎學金、學位考試…… (以學校

給的帳密登錄) 

3. 注意學校行事曆(在東海首頁右上角功能列) 

4. 即使不用學校電子信箱，三不五時也要記得收信，校方的

通知一律寄到該電子信箱。 

5. 請加入系辦臉書，凡系上即時訊息均公告在此。 

6. 畢業學分 

(1) 除了乙組下修大學部學分外，研究生修習大學部的課

(含通識)都不算在畢業學分裡，但可在老師的同意下，

選修他系研究所的課。 

(2) 注意必修科目表=必修＋選修學分數，另有英文畢業門

檻、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至少 6小時)需完成，始得申請

學位考試，學位考前請瞭解學位考規定及申請步驟。 

7. 無論學習或生活上的，不懂的、不清楚的、困難的事，千

萬要記得與學長姐、老師、系辦商談。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41896216037569/?ref=book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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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系辦 

信箱：webarch@thu.edu.tw 

專線：04-2359-0263轉 212(孟慈) 

官網：http://arch.thu.edu.tw/ 

臉書：東海大學建築系辦(不公開社團) 

註：上述為系務公告處，碩士班各組若自行成立社團

可告知系辦主要負責人，以利公告與各組直接相

關之訊息。 

mailto:webarch@thu.edu.tw
http://arch.th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44189621603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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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系碩士班簡介 

本系碩士班於1980年成立，是國內繼成大之後的第二所建築碩士班，當時仍稱為

「建築研究所」，由游明國先生出任第一任所長（1980-1986）。其中歷經王錦堂先生

（1986-1988），關華山先生（1989-1995），1995年下半年系所合一，並先後由洪文雄

先生（1995-1998）、羅時瑋先生（1998- 2001）、曾成德先生（2001-2004）、劉舜仁先

生（2004-2007），羅時瑋先生（2007- 2008），陳格理先生（2009-2011），關華山先生

（2011-2013）負責系務，目前由邱浩修先生（2014- ）接掌。最初成立此碩士班，

其宗旨在延續、擴大建築專業的訓練至都市設計，所以有關都市方面之課程向來占的

份量很重。在游先生任內也興辦一「環境規劃及設計研究室」，從事不少有關大尺度

環境、都市的設計、規劃案。 

王先生接所務後，另開闢建築學術研究的領域，不僅開授相關的課程，又籌組「建

築研究中心」，開始多項基礎學術工作譬如編輯建築辭典等。 

於關先生任內，在教學方面，1988年曾嘗試分設計、研究二組，隨後調整為三研

習方向，隨後確定為四方向：都市研究與設計、人與環境研究與設計、建築史與理論

及建築形態與設計研究（含電腦應用），是為本所修習之基礎。1992年夏天，除了往

常的二年制建築碩士班，本所又開始招收大學非建築系畢業生，研讀年限為三年半，

授予「建築碩士」（M. Arch I），是為國內首創的「學士後建築碩士組」（B組或乙組）。

原有研究所學程則改名為「城鄉環境組」（A組或甲組）。此舉不僅擴大了本所之教學

任務，更加強了碩士班與大學部的一體感。 

為積極發揚東海建築深厚的設計傳統，2000年秋季又增設M Arch II「建築設計組」

（C組或丙組），培育前瞻性的設計人才，以立足本土，關懷亞太，對話世界為目標。

2011年本組由兩年學制，更改為1年制，以應合時代以及大學部建築學系五年制畢業

生深造之需求。至2014年，本組再改為國際學程，各課程以英文講授，以招收更多外

籍生，並使國內生即早適應英文學習環境，並培養國際觀。 

截至107年4月「城鄉環境組」已累積畢業生303位，「學士後建築碩士組」亦有182

位畢業生，「建築設計組」共102位畢業生，三組合計畢業研究生58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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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任教師專長、研究方向及教授課程簡介 

105.08.11 

姓  名 職   稱 學歷 教授課程 

邱浩修 
副教授 

（主任） 

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院設計博

士 

建築設計、數位設計與構築、虛實共

構與互動空間設計 

關華山 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建築博士 

城鄉規劃與設計、亞洲傳統建築、環

境行為學、可持續環境總論、永續社

區、善工環境、原住民建築文化、專

題討論 

羅時瑋 教授 比利時魯汶大學哲學博士 

城鄉規劃與設計、當代建築構造研

究、當代文化思想與理論、論述建

築、建築批評、台中市大都會歌劇院

設計及施工 

郭奇正 教授 台灣大學工學博士 

城鄉規劃與設計、建築設計、都市文

化研究、都市計畫學、都市設計概

論、都市設計理論、綠建築、永續城

市 

黃業強 教授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碩士 

美國維勒諾瓦大學電腦碩士 

美國魏斯敏神學院宗教文學碩

士 

資訊教育、電腦繪圖、建築設計、建

築概論、人文-新約聖經、人文-舊約

聖經、羅馬和佛羅倫斯的建築和都市

設計古代到現代 

郭文亮 副教授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史論、建築設計、近代台灣與東

亞建築、建築溝通技法 

彭康健 副教授 東海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設計、建築構造、建築技術、藝

術介入空間 

蘇智鋒 助理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 

建築設計、建築理論、建築設計哲

學、空間型構數位分析、空間型構高

階研究、都市型態與空間結構、英文

期刊導讀、設計作品論述 

林昌修 助理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碩士 

畢業設計專題討論、建築設計、畢業

設計、形體與敘述、建築理論：建築

基本元素、建築典例分析、個別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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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職   稱 學歷 教授課程 

蘇睿弼 助理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工學博士 

建築設計、都市形態與分析、環境空

間計畫、中日建築史、亞洲現代建築

與都市、都市型態與集合住宅、建築

形態與空間構成、生態建築與細部案

例分析 

陳林蔚 助理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博士 

建築設計、表現法、建築類型研究、

都市空間理論與解析、西方建築造型

哲學概念 

邱國維 助理教授 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博士 

仿生都市設計、未來城市、智慧型都

市結構及複合城市形態學、亞洲永續

城鄉規劃與高效能生態城市系統 

劉克峰 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建築實例分析、建築設計、建築理

論、後現代主義建築、當代設計思想

與理論 

薛孟琪 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工學博士 
建築史、建築設計、建築表現法、溝

通技法、城市史、遺址保護 

謝宗諺 講  師 

義大利米蘭多莫斯設計學院建

築與都市碩士 

東海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設計、畢業設計專題討論、專題

研究 

林維平 講  師 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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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任教師學歷、教授課程簡介 

105.11.4 

姓名 職   稱 學歷 教授課程 

洪育成 副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建築碩士／建築師 建築設計 

黃明威 副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碩士／建築師 建築設計 

張宇彤 副教授 成功大學建築博士 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 

林友寒 
專技 

副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碩士／建築師 建築設計 

施正之 
專技助理

教授 
淡江大學建築碩士／建築師 建築師實務 

湯博鈞 
專技助理

教授 
東海大學建築碩士／建築師 建築圖學 

方偉濤 講師 美國UCLA建築碩士 建築設計 

朱信忠 講師 成功大學建築碩士／建築師 建築設備 

何炯德 講師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學系肄業 

英國AA建築聯盟Diploma 
建築設計 

余佩瑛 講師 東海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設計 

李忠益 講師 東海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設計 

柯貴勝 講師 逢甲大學建築及都市計劃碩士 營建法規 

凌  天 講師 美國康乃爾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設計 

張登堯 講師 台南藝術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設計 

陳冠帆 講師 成功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設計 

楊秀川 講師 東海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設計 

劉冠宏 講師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碩士／建築師 建築設計 

盧澤彥 講師 Columbia U. GSAPP建築碩士 建築設計 

謝昆霖 講師 東海大學建築系學士 社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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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   稱 學歷 教授課程 

林靖祐 講師 Parsons The New School for Design 碩士 建築照明與燈光設計實務 

陳水添 講師 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碩士 結構學、建築結構系統 

黃銘璋 講師 東海大學建築碩士／建築師 Revit建築資訊模型實務 

蘇  民 講師 東海大學建築碩士 近觀亞洲：海峽文化法論 

何欣怡 講師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博士候選人 

東海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設計 

高鼎翔 講師 東海大學建築碩士／建築師 建築設計 

洪大為 講師 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設計 

葉育君 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博士 

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物理 

李瑞鈺 
副教授 

（專技） 
美國華盛頓大學（聖路易）碩士／建築師 

經典系列：貝聿銘的現代主

義探索 

當代建築構造研究 

廖炯昇 講師 東海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設計 

胡祖同 講師 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建築碩士 建築設計 

白千勺 講師 

MArch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Design 

Research Lab,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London /Master of 

Architecture 

AA 倫敦建築聯盟 MArch 建築與都市學

（設計研究實驗室）碩士 

建築設計 

廖嘉舜 講師 交通大學建築所／建築師 建築設計 

李哲維 講師 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 數位媒材 

范承宗 講師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設計學系/碩士 台灣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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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鄉規劃與研究組（甲／Ａ組）入學學程 

2016.04.19 

（一）學程簡介 

宗旨：  

1、 專業教學方面：擴大、延續建築專業訓練，培養跨際多元城鄉環境設計與管理、治

理人才。 

2、 學術研究方面：以建築城鄉的人文與科技面相為主要探究範圍，支持建築學術研究

與知識之生產，並造就學術工作之預備人才。 

研習範圍： 

1、 都市、建築城鄉規劃暨景觀設計。 

2、 城鄉住居、人與環境問題之研究。 

3、 建築研究，包括針對亞洲與世界建築之形態學分析、自然生物設計、設計方法論、

建築批評與電腦輔助分析。 

修習年限： 

至少兩年，至多四年。 

修習方向： 

1、 都市研究與設計； 

2、 環境行為研究及設計； 

3、 建築研究，包括針對亞洲與世界建築之形態學分析、自然生物設計、設計方法論、

建築批評與電腦輔助分析。 

̚各研究生應依據自己的興趣性向及第一學期修習心得，於第二學期選定一或二修習

方向，做為選課與論文寫作的準備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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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規定： 

1、 共同必修課程：共30學分，分為三大類 

(1) 演講課：研究生應於第一學年修畢「亞洲城鄉規劃與研究」（3學分）與「城鄉

規劃與研究方法」（3學分）；第二學年修畢「專題討論I」（2學分），「專

題討論II」（2學分），四門課共10學分。 

(2) 設計課：研究生均須修畢二學期的「城鄉規劃與設計（一）、（二）」課，各為6

學分；總計12學分。 

(3) 論文課：「城鄉設計及論文」為學年課，可撰寫完成學術論文或設計論文，共8

學分。 

2、 選修課程：共10學分。經輔導老師認可，研究生可選修本校他系或他校研究所提供

之課程共10學分或以上，但需於選課期間填表申請。（見附表，或至本

系官網下載） 

畢業資格： 

各研究生需修習完成必修、選修課程共計40學分（包括「城鄉設計及論文」），並

通過論文口試。各科目成績需達70分以上。完成上述要求者，授予「建築碩士」學位

畢業。 

附註：修課進度建議 

年級 學期 必修 必修總學分 

一年級 

第一學期 
城鄉規劃與設計（一）（6-0） 

城鄉規劃與研究方法（3-0） 
9 

第二學期 
城鄉規劃與設計（二） （0-6） 

亞洲城鄉規劃與研究（0-3） 
9 

二年級 

第三學期 
專題討論I（2-0） 

城鄉設計及論文ʘ（4-0） 
6 

第四學期 
專題討論ʙ（0-2） 

城鄉設計及論文ʙ（0-4） 
6 

截至二年級結束前的必修總學分數 30 

相關課程選修學分數（不包含「碩博士生英文閱讀能力檢定與輔導辦法」

要求之修習英文課） 
10 

畢業總學分要求 40 



107學年度東海建築碩士班學生手冊 

11 

（二）Ａ組碩士論文作業程序（附程序表） 

105.06.16  修訂 

方向 

1、 本系碩士班A組以跨際多元學科為取向，探討人類與建築、都市以至整個生存環境

相互間之關係，凡與此有關的問題，研究生均可選擇為研究或設計的探討課題。 

2、 本系碩士論文分為學術論文與設計論文二類，前者著重訓練基本學術思考與分析方

法，後者以培養設計規劃的專業精神為目的。 

3、 學術論文可以以下形式呈現：質性（Qualitative）或量化（Quantitative）研究；描

述性（Descriptive）或因果性（Cause and Effect）研究；理論性（Thereotical）或應

用性（Applied）研究。若以應用性規劃書、設計準則或設計案形式完成之論文， 應

對設計中某方面之特定旨趣有所追求與探索，並有相關發現、創意之提出。 

4、 設計論文可以分為理論設計或實務設計二種。理論設計著重概念性設計的理論基礎

或方法論的建構，實務設計強調專業精神的培育與建築師工作的完整認識。 

研究計畫撰寫、提案評審與指導教授選定 

1、 研究生在開始研究工作之前，應先撰寫一研究計畫，以文字敘述論文背景、目的、

問題假設、理論簡述、收集資料／數據的方法、分析方法、預期結果、研究流程時

間表以及參考書目等。論文提案內容架構應以能清楚表達關切之議題，及可能採行

的探究方法為要義。此一研究計畫的撰寫由研究所一年級上學期「城鄉規劃與研究

方法」課開始要求，並併入成為該課的評分項目之一。 

2、 論文「提案審查」分書面審查與口頭審查兩階段。各生應於規定日期之前先以書面

方式，將提案送交二位老師預審，若提案大致可行，由老師簽屬提案同意書，確認

進入口頭審查階段。老師認為書面提案不宜通過時，該生應另行提出新的書面提

案。（提案同意書見附表，或至本系官網下載） 

3、 口頭審查階段旨在集思廣益，協助同學對論文議題、設計計畫書、研究方法與資料

取得等工作之確認。若老師對提案內容並無重大疑慮，口頭審查仍應予以通過。但

若經審查後，仍有過半數審查老師認為提案應做大幅修改，或應另定題目時，該生

應重新提案（書面及口頭） 

4、 提案次數不限，但各生宜於研一下學期或研二上學期提出，以免拖延畢業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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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過提案者，若論文題目有大幅度變動時，應另行提案。 

6、 評審會中對各生論文提案之建議與最後決議，於會後一週內彙整交各生，以利論文

之進行。 

7、 研究課題經提案口試評審會通過後，研究生與系主任洽定指導教授，即開始進行研

究工作，並應繳交一份正式提案（具指導老師簽名）至系辦備存。（指導老師同意

書見附表，或至本系官網下載） 

8、 本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應以系內老師為主，如因特殊需要得提書面說明，經課程委

員會同意，申請由外校教授指導，但仍須系內老師共同掛名協調。 

論文進行 

1、 研究生須與指導教授經常保持接觸與合作；可能時，應與指導教授商定每（或兩）

週一次、固定的討論時間，以期能順利完成論文。 

2、 研究生在研究工作進行期間，如遭遇困難或無法滿足指導教授要求或與指導教授意

見相左，由指導教授或研究生報請研究所，由系主任加以協調處理。 

3、 依指導教授要求，得中止擔任指導之任務。由系主任會商當事研究生，再選擇適當

指導教授。 

4、 研究生於論文進行中若擬更換指導教授者，由系主任裁定是否應重新提出論文提案

評審。 

公開發表 

1、 「論文初稿公開發表」於每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十二月底至元月初舉行（詳見召集

人所訂之A組行事曆）。計畫該學期畢業之學生，必須於「公開發表」前提出論文初

稿及其摘要一式三份，並在會中報告自己的研究結果，以便接受各師生之批評與建

議。 

2、 論文初稿或設計正草圖（連同計劃書）完成後，經指導教授認可，再提交研究所

安排口試事宜。 

3、 論文完稿提交研究所日期與該論文之提案通過日期，相隔時間不得少於四個月。 

 



107學年度東海建築碩士班學生手冊 

13 

論文口試 

1、 論文稿以12萬字為上限（每頁通常以 1,200-1,300字計算），超過者應有指導老師之

認可。 

2、 論文撰稿格式：橫式（參照本所論文撰稿排印規則概要）。 

3、 完稿論文提交研究所申請口試前，研究生應先行與指導教授或系主任商議並確定考

試委員。論文提交後應迅速送交考試委員。 

4、 論文提交申請口試與口試時間相隔不得少於兩週。 

5、 每學期完稿論文提交截止日期由研究所視學校相關規定訂定，通常日期約在學期結

束前。 

6、 考試委員會由三至五人組成，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校外委員須佔三分之一以上。 

7、 考試委員須具備副教授資格或相等資歷之專家，由學校發函聘請。 

8、 論文口試（學位考）日期由研究所視學校相關規定另行訂定。下列日期為參考日期

（參照學校行事曆所訂之學位考之申請、考試期限)： 

第一學期：1月底前；第二學期：6月底前 

9、 論文口試之前，評審先生推舉一位口試召集人，主持口試。通常先讓研究生作20

分鐘內的簡要說明。隨後由考試委員提出問題，由研究生回答，口試時間以二小時

為限。 

10、 如考試委員提出意見或要求修改論文（設計論文的設計圖、計劃書）時，評審後研

究生得依指示迅速進行，於規定有效日期前修訂審核完成。 

11、 論文經修改完成，應獲得考試委員及研究所主任之認可簽名，始被視為正式通過之

論文。 

論文口試準則 

1、 課題：是否具有學術意義或專業的應用性。 

2、 內容： 

(1) 內容是否切題並具備碩士論文的水準。 

(2) 內容品質是否具創意、學術性或應用性。 

(3) 有無學理根據。 

(4) 論點或觀點是否合邏輯。 

(5) 是否符合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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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織： 

(1) 組織架構是否有系統。 

(2) 各章節份量是否得當均衡。 

(3) 前後章節是否具序列關係。 

4、 參考資料： 

(1) 參考資料是否為原始資料。 

(2) 資料引述是否確實，出處是否標明。 

5、 文字： 

(1) 敘述是否明確。 

(2) 表達方式是否統一。 

(3) 文辭是否通順達意易於了解。 

6、 設計圖面是否明確清楚、有創意。 

7、 成果：對專業及學術界是否有意義和貢獻。 

論文評分 

1、 考試委員依據評分表評分，以 70 分為及格（見附表，或至本系官網下載）。 

2、 考試委員的評分中及格與不及格的分數相差 20 分以上時，考試委員得協議後再評

分。若結果仍相差 20 分以上，則該論文視為不及格。 

3、 不及格者應在次一學期以後，修業年限屆滿之前，提交第二次論文初稿，並參加「論

文初稿公開發表會」與以後之所有評審程序。 

4、 論文不及格只能以一次為限。 

論文繳交 

1、 論文排版規則見「論文撰稿排印規則概要」 

2、 經考試委員簽名認可的論文, 文字經打字、複印,相關設計圖面亦經縮小至適當大小

與設計說明、計劃書合訂成冊,經指導教授審核後,即可據以辦理離校手續。 

3、 通過後的論文應繳交3份及光碟資料，其分配如下： 

 總圖書館（含國家圖書館）        二份 

本系圖書室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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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流程圖： 

設想、撰寫論文提案（城鄉規劃與研究方法） 

論文提案預審(書面)  

論文提案評審會(書面)  

修改後通過 不通過 修改後再提 

確定指導教授 

繳交正式提案 

論文研究開始 

初稿公開發表申請 

論文口試 

及格通過 不及格 修改後再提 

修改 第二次口試不及格 

離校 
正式論文繳交 

審核 

畢業離校 

非正式論文初稿公開發表會

（口試前 2~4週） 

 

再充實初稿 

1. 公開發表後，於修訂論文期間，向指導

老師討論口試委員及時間 

2. 確認口試委員名單(姓名、服務單位、職

稱、最高學歷；委員含指導老師至少 3

人，最多 5人)，校外委員需 1/3以上 

3. 上【學生資訊系統】登錄學位考申請(論

文題目、考試委員、日期地點)，印出學

位考試指導教授同意書(簽名)+歷年成績

單送至系辦核對。 

4. 論文英文名稱在申請時，可以尚未確

定，但是辦離校手續前要訂出英文名稱

提交電子檔給系辦。 

5. 口試日期與申請口試間隔不可少於14天

(系辦及教務處行政作業時間) 

於校訂時間(學校行事曆)前完成 

1. 於校訂時間(學校行事曆)前完成(2月或 8

月) 

2. 完成之論文應上傳台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

值系統，該系統由系辦設定並發送帳密，

依系統指示上傳論文資訊。紙本論文繳交

期限亦請參照學校行事曆所訂日期，並完

成離校手續，以取得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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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士後建築碩士班（乙／B 組）入學學程 

（一）學程簡介 

學程說明 

本學程開放給已在大學獲得非建築相關，或非建築專業設計學士學位的學生。學

程提供成為建築師所需的完整課程內容。研究生在學程中不僅學習建築專業必備的知

識與設計技巧，同時也培養獨立思考、組織的能力，以及對環境、人文、社會的關懷。

部分有關技術、理論、歷史、實務的課程，研究生需在大學補修，如在先前的學習中

曾經修過相同或類似的課程，可申請抵免。研究所開設的課程以一系列的建築設計練

習為主，研究生同時必須修習部分研究所開設的進階理論課程。學程中也規劃研究生

與其他學程學生在學習中互動的機會。除共同修習課程之外，B組研究生必須完成建

築師事務所實習天數以及論文設計才具備取得學位的資格。 

入學方式 

通過本校的碩士班甄試或入學考試。甄試分為初試（紙本書面審查）與複試（口

試）兩部分，而考試則分為初試（筆試）與複試（口試）兩部分。每年錄取學生9名。

非本國籍學生可依據本校相關規定申請。 

修習年限 

至少三年，至多四年，授予建築專業碩士學位 （M. Arch. I）。 

修習學分 

1、 研究所畢業學分：必修51學分。 

2、 大學部補修學分：必修40學分。 

3、 合計91學分。 

部分大學部補修學分可申請抵免（課程內容見第 17頁，表 2）。 

所有學生畢業前，需參照「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班研究生英文檢定辦法」通過本系所要

求之外文能力檢定標準，或選修校內本系、外文系開設之相關英文選修學分課程達四學分（含）

以上（此學分不包含於畢業學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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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設計 

B組研究生必須於三年級下學期選修「建築設計（六）」（原「個別專題設計」），

由研究生自行選定設計題目以及指導老師，並於學期初提交論文設計的提案

（proposal），提案通過的研究生可依據自己的需要與指導老師的建議，擬定設計進度

依一定的程序完成各階段的工作並接受最後的評審，在通過最後評審之後必須提繳包

含完整的計畫書與設計內容的設計論文。 

論文設計最後的正評，其性質等同於學位考試。 

畢業學分： 

1、 碩士班：必修51學分，請見下表1 

2、 大學部補修學分：四大類，必修共40學分，見表2 

 

表1 

碩士班 

必修學分 
設計（50） 實習（1） 

設計 

與 

創作 

建築設計 I…………………………4/0 

（第一學年開學前暑期課程） 

暑期實習………………………1/0 

（第三學年開學前暑期課程） 

（暑期事務所實習至少45天） 

建築設計ʙ…………………………4/0 

（第二學年開學前暑期課程） 

建築設計（一）……………………6/0 

建築設計（二）……………………0/6 

建築設計（三）……………………6/0 

建築設計（四）……………………0/6 

建築設計（五）……………………6/0 

建築設計（六）……………………0/6 

論文設計 …………………………6/0 

備註 

1、 建築設計 I、（一）～（五）有擋修之規定 

2、 建築設計I～II必須在規定的暑期間修習，各為期八、四週 

3、 各科目成績應達70分以上。 

 



107學年度東海建築碩士班學生手冊 

18 

表2 

大學部 

補修學分 
必修 必選學群 

歷史 

與 

理論 

世界建築史 （一）……………… 2/0 *世界建築史 （二）………………0/2 

中國建築史 （一）……………… 0/2 *中國建築史 （二）………………2/0 

近代建築史 （一）……………… 2/0 *近代建築史（二）……………… 0/2 

建築理論（一）：建築基本元素…2/0  

建築理論（二）：建築典例分析…0/2 （* 表 3選 2） 

學分數 14（10＋4） 

營建 

與 

技術 

建築物理（一） ………………… 2/0 *建築物理（二）……………….0/2 

建築設備：環控系統（一） …… 2/0 *建築設備：環控系統（二）…0/2 

結構學……………………………2/0  

建築結構系統……………………0/2  

建築構造（一）、（二） ………… 2/2 （* 表 2選 1） 

學分數 14（12＋2） 

計劃 

與 

實務 

基地計畫（一）………………… 2/0 *基地計畫（二）………………… 0/2 

建築師實務…………………… 2/0 *建築計畫……………………… 2/0 

 *都市計畫學…………………… 2/0 

 *都市設計概論………………… 0/2 

 （* 表 4選 2） 

學分數 8（4＋4） 

電腦 

與 

媒材 

電腦繪圖……………………… 2/0 *數位媒材（每 2年開一次）……0/2 

 *數位構築與美學（每 2年開一次）2/0 

 （* 表 2選 1） 

學分數 4（2+2） 

備註 

1、 各生以前曾修過相同或類似名稱之課程者選修除外，提出成績證明，

或經過測驗，經所內B組學程委員會認可後，可免修。 

2、 各科成績應達60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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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安排建議表 

  年級 

 

學期 
研一 研二 研三 

暑期  ̧建築設計 I  2/0  ̧建築設計ʙ 4/0  ̧暑期實習 1/0 

上學期 

 ̧建築設計（一） 6/0 

 ̧建築理論（一）：建築基

本元素 2/0 

 ̧中國建築史 （一）2/0 

 ̧基地計畫（一） 2/0 

 ̧電腦繪圖 2/0 

 ̧建築設計（三）6/0 

 ̧建築構造（一）2/0 

 ̧結構學 2/0 

 ̧建築物理（一）  2/0 

 ̧數位媒材（隔年開課）

2/0 

 ̧建築設計（五）6/0 

 ̧建築設備：環控系統

（一）  2/0 

 ̧建築師實務 2/0 

 ̧必選學群-歷史與理論類

2/0 

 ̧必選學群-計畫與實務類

2/0 

14學分 14學分 14學分 

下學期 

 ̧建築設計（二）0/6 

 ̧建築理論（二）：建築典

例分析 0/2 

 ̧近代建築史 （一） 2/0 

 ̧世界建築史 （一） 2/0 

 ̧建築結構系統 0/2 

 ̧建築設計（四）0/6 

 ̧建築構造（二）0/2 

 ̧必選學群-歷史與理論類

2/0 

 ̧必選學群-計畫與實務類

2/0 

 ̧必選學群-營建與技術類

2/0 

 ̧建築設計（六） 0/6 

 ̧論文設計  6/0 

14學分 14學分 12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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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築設計教學計畫重點 

  建築設計 I：（入學前暑假）                                          

* 完成基礎繪圖能力的訓練。 

* 建立對建築設計的基本認識。 

* 設計思考與表現工具的訓練，培養觀察與思考表達能力。 

* 針對學生背景與程度，酌予個別指導。 

建築設計一：（研一上） 

* 認識影響設計的各項內在因子，以及練習由這些因子產生設計理念。 

* 分別以行為機能、構造、空間、建築元素、形態組織等為重點，作單項或少數多項的

操作練習。 

* 培養對建築空間的認知能力。 

建築設計二：（研一下） 

* 初步的整合性訓練。 

* 加入概念性的思考：對於設計問題、設計構想與空間組織，培養抽象思考的能力，處

理概念之間的轉化。 

* 加入設計的外部因素：外部型態與基地，內外之間的調適。練習處理建築內部因素以

及外部因素之間的關係。 

* 培養對設計資源搜尋、分析與運用的能力。 

建築設計 II：（研一暑假） 

* 於設計工作室外，結合校外教學資源、環境問題，提供多元化建築設計經驗。 

建築設計三：（研二上） 

* 進階的整合性訓練。 

* 都市建築課題的研討。 

* 練習處理複合性的建築機能。 

* 配合技術輔導課程的內容進度加入作為設計的考量。 

建築設計四：（研二下） 

* 完成所有相關涵構、理念、技術的整合訓練。 

* 加強獨立發展計畫書的能力。 

* 練習處理議題複雜，層次多元，或技術面高的設計內容。 

建築設計五：（研三上） 

* 專題性的建築設計：都市設計、建築理論或建築技術的探討與實踐、實務設計、社區

設計等，應師資提供設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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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B 組研究生「論文設計」實施辦法 

 97.09.15修訂 

研究所B組學程的宗旨在提供非建築本科大學畢業學士獲得建築專業訓練的機

會，以期培育稱職而具備多樣專長素養的建築師。所有研習本學程的研究生除需修習

完規定的建築設計課程與補修大學部相關專業技術課程外，尚需要在學程的最後階段

完成論文設計始得結業。論文設計也是研究生展現建築專業訓練成果的機會。 

論文設計（thesis design）是審定建築碩士學位的依據之一，為研究生獨立提出，

並在老師指導下完成的設計。論文設計包含提案、設計與論述文本三部份，提案為設

計的前段作業，除了陳述設計的議題、建立相關的研究與確立設計的意圖和範圍外，

必須有完整的計畫內容（program）；設計則是將計畫的內容透過建築的操作執行為一

具體的成果，而論述文本則是最後將所有過程與成果整合成足以完整論述的設計說

明。 

完備的論文設計應具備以下條件： 

1.議題明確的主題（particular subject） 

2.詳實的研究內容（substantiality） 

3.獨特的觀點或創見（specific view or originality） 

4.作品達到專業訓練的水準與完整度（professional quality） 

論文設計依以下程序實施： 

1、 各研究生必須於三年級下學期初提交論文設計的提案（proposal），並確定指導老

師。提案經B組學程委員會評審委員審核通過後，始得獲准進入下一階段。提案的

主要內容在確定論文設計的主題，並完整提出計畫書內容，以確立設計目標、研究

方法與觀點等相關事項。 

2、 提案通過的研究生可開始進行策略構想的設計階段。各生可依據自己的需要與指導

老師的建議，擬定設計進度以配合學期評審時程完成最後設計成果。最後提繳的論

文設計必須包含完整的計畫書與設計內容。 

3、 論文設計的評審統一舉行，分為提案、草評、正草評、口試正評四階段，各階段的

評審時間在學期初由學程委員會核定。論文設計的評審委員會由B組學程委員會、

指導老師與校外專業人士組成，研究生可於正評前提出校外評審建議名單。各生必

須參加前階段的評審始得參加下一階段。草評不予計分，正草評通過才得參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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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正草評未通過者需在下一學期再參加正草評的評審。正評以總分70分為通過的

標準（論文設計評審表見附表，或至本系官網下載）。 

4、 論文設計通過的研究生將取得碩士候選人資格。獲得通過的論文設計須依系的規定

將計畫書與設計整理成指定的格式，於指定時間繳交所辦公室。 

學位考試申請(畢業評圖)  

1、 通過正草評者，由B組召集人確認學位考試日期(即統一畢業評圖)。 

2、 學位考試日與考試申請日，二者間隔不得低於16-20天，學位考試申請期限及完成

考試期限請參照學校行事曆所訂日期，千萬不要在最後一天辦理，以免有問題時，

無緩衝時間。 

3、 進入學生資訊系統登錄申請學位考試，印出學位考試指導教授同意書(指導老師簽

名)、至教務處印出歷年成績單，二者送至系辦核對。 

4、 申請學位考試時，若論文的英文題目尚未確認，可於完成評圖時，將英文題目寄至

系辦，完成補繳。 

5、 完成之論文(設計)應上傳台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該系統由系辦設定並發送

帳密，依系統指示上傳論文資訊。 

6、 紙本論文繳交期限亦請參照學校行事曆所訂日期，並完成離校手續，以取得畢業證

書。 

 

（五）補修學分抵扣辦法 

83.8.3 

一、本系碩士班B組研究生若於過往修習過B組學程要求之補修課程，應於入學後第一

學期的第一個月內，提出申請該補修課程學分之抵扣。 

二、當屆B組研究生應將申請表連同大學部成績單及相關資料交系辦公室。由B組學程

召集人初步審查，再提交各抵免課程任課教師審核，再送B組學程委員會正式審

查。 

三、審查標準如下： 

1、 同樣名稱與學分數之課程，以所得分數為60分以上為及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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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名稱或學分類似但仍有異者，要求標準由B組學程委員會決議之。各生應依

委員會之要求，於審查會對各課程教學內容作口頭說明，並提出確實證明。 

四、審查通過者，由系辦公室報請教務處註冊組登錄於各生成績表內。 

五、學程中列於碩士班畢業學分以及補修之內的選修課程與學分不得抵扣。 

六、本辦法由系所務會議通過，並呈教務處後實施，修改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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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築設計組（丙／C 組） 入學學程 

（Master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II / 丙組） 國際學程 

       2017 04 26 第 3次修訂 

2016 09 13 第 2次修訂 

2016 03 16 第 1次修訂 

學程簡介 

前    言 

本系碩士班丙組（C組）在民國100年秋季開始實施新制課程。調整的內容是將

原先兩年的學制改為一年密集課程。C組是建築設計組，著重在對設計創藝做更深層

的探索，這是國內第一個一年密集課程的建築碩士班。唯為強化本學程之教學特色，

並因應自105學年度開始與西班牙聖保羅大學建築系（CEU San Pablo）實施雙聯建築

碩士學位之推行。。 

東海建築研究所碩士班C組學程，開啟你/妳們的跨界思維與創新解決複雜問題的

能力。 

東海建築研究所碩士C組學程  Master of Architecture II, AAD (Advanced 

Architectural Design) 是針對快速變動與全球未來人才需求所設立的一年制國際雙語

教學學程。我們對應未來都市，建築、藝術、人文、工藝、軍事設計，尤其是地球生

態與生命物種存活環境的未來都市設計，科技與科學的改變，提供了前瞻仿生都市與

建築設計、國際都市研究、數位構築、空間形構分析、高等建築設計、生物智能與仿

生設計(Biomimicry Design)等跨域設計擁有的能力所需要的一把獨特的鑰匙。 

在這裏你/妳們能學到的不只是未來需要的跨領域知識與視野，更能遇到願意提

攜你/妳們並陪伴著以整合設計來解決複雜問題，更以設計的能力來關懷弱勢，守護

人與所有生命體的鏈結。我們有一群以高等設計展翅翱翔於未來的老師群為你們的夥

伴。 

一年的課程，以雙語教學模式進行讓專業知識不因為語言能力而打折扣。除此之

外，未來世界需要的人才預備與跨域設計能力建構於biomimicry urban design, urban 

analytics, digital parametric design and urban studies是我們的強項。我們擁有一群熱心

年輕的師資願意陪伴學生們無論是在課程學習上或是每週在老師家的聚餐與放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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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交流。我們的學程擁有相較於國內各建築系所獨一無二的人類世都市建築環境生

態變遷設計研究，跨域仿生（Biomimicry）設計，未來城市設計，數位構築，國際都

市研究，空間形構分析等。更在國際上與世界一流大學與高等設計研究機構同步議題

操作與設計研究讓學生無論是在未來創業，就業或繼續求學之路將擁有備受肯定的實

力與更寬廣的國際移動力與創新設計解決複雜問題的整合能力。 

學程目標 

以專業化和國際化之跨界跨域合作教學，引入跨領域知識及技法，特別針對地球

系統持續變化，於亞洲寰宇建築與都市之特殊地域、歷史、文化發展條件、自然生態

演化，全球生命體需求變異與重新連結等條件，進行全球地域空間論述建構與實驗性

創新設計原型開發演練。學期間策劃跨國交流學習計劃，建立多元文化理解，練習跨

文化工作與思考模式。更跟從同理心設計教育理念的學習取向，結合新科技與仿生設

計（biomimicry design innovation）的整合與跨域合作以設計解決複雜問題的方式養

成。學程訓練專注開發各類型新形態設計或建築或都市或更大尺度的跨域計實踐的新

教學模型。 

教學計畫 

調整後的C組在課程和教學上仍然以一年密集課程為主，並以專業化、國際化、

英語教學為學程特色。 

第一學年，設計課程「建築創作」6學分必修。第二學期則以獨立研究為主之設

計課「專題設計」（6學分必修）搭配「創意設計發表」2學分、「設計論文」（3學分必

修）為教學重點，作為學生對其一年之相關課程研習成果作獨立研究與原創性之整合

論述發表。 

另外，第一學期特別安排一個與國際工作營（亞洲城鄉與建築論述平台工作營暨

論壇，PAAU）結合之研究課程「專題研究」（2學分必修），這門課主要是以與本系

所有合作關係之亞洲建築名校，進行互訪式國際工作營為教學重點。 

目前與本系所已實際建構該PAAU國際工作營之亞洲建築名校包括：印度孟買大

學卡爾維亞（KRVIA）建築學系、泰國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建

築學系、泰國藝術大學（Silpakorn University）建築學系，及洽談中之新加坡國立大

學（NUS）建築系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 College）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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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學系等。另外比利時魯汶大學布魯賽爾盧卡分校（KUL/LUCA）建築系亦與本系所

不定期舉行國際工作營活動。以上諸必修課程已於101學年度起實施全面英語教學。

系上另有開設供選修的各種專業英語課程，開課的老師包括羅時瑋、邱浩修、郭文亮、

邱國維、蘇智鋒等老師。 

除前述專業化與國際化之英語教學外，本學程亦鼓勵學生赴海外進行建築專業實

習、交換研習、與雙聯學位等延伸性國際化學習，將學生推向海外。本項計畫內容詳

如下： 

1、 學生於修畢前述一年密集課程後，得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申請赴英國、西班牙、

比利時、荷蘭、泰國、印度、新加坡或其他地區之著名建築師事務所，進行為期

一學期（約半年）建築專業實習。 

2、 或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申請至已與本系所簽訂姊妹系所之亞洲建築名校（如新加

坡國立大學建築系、孟買大學卡爾維亞建築學系、朱拉隆功大學建築學系、泰國

藝術大學建築學系等），進行為期一學期（約半年）交換研習。 

3、 或於入學後之第一學年或第二學年，申請赴已簽訂姊妹系所之西班牙聖保羅大學

（CEU San Pablo University）建築系，研修建築數位創作碩士學位（Master in 

Digital Fabrication for Architecture）；並於該兩學年內研習完成東海建築系所建築

設計碩士學位（Master in Architectural Design）。如此，兩年完成西班牙、台灣跨

國研習，即獲頒聖保羅大學與東海大學共同授與之雙聯建築碩士學位（Graduate 

Master’s Dual Degree in Architecture）。 

 

本學程除了招收本地學生之外，也會招收大陸的優秀學生、海外僑生、以及外籍

學生。這個學程是朝向國際化的方向發展，且自103學年起所有主要必選修課程已全

面實施英語教學，延聘外籍老師的課程教學亦將是重點之一，雙聯學位的發展則是目

前本學程推動國際合作教學之重要目標。因為有了這樣一年密集課程的建築設計教育

進階學程，使東海建築系的教學資源更可充分的運用在碩士班的教學上，發揮本系一

貫對建築設計在創意前衛教學上的前瞻性和國際視野之教育理念。 

課程結構 

為達多元化的培養學生開發其設計潛能，除了建築創作、專題研究、專題設計與

設計論文的專業課程之外，本學程並特別輔佐以「實構築」、「數位分析」、「數位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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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人類世規劃與城市再設計」、「仿生創新與設計」等相關選修課程，期能有助學生

從事前衛實驗性之設計思考與創作。本系碩士班之輔導方向與107- 108學年度建議選

修課程如下： 

1、 理論與歷史論述相關課程： 

上學期：「複合城市形態學」(Syncretic Urban Morphology) 

下學期：「建築創作與評論」、「台灣當代建築論述」、「建築設計哲學」 

2、 操作工具與模型相關課程： 

上學期：「空間型構專題研究」（必選）； 

下學期：「參數化之演效式建築設計」（必選）、「當代建築構造研究」 

3、 都市與永續環境相關課程： 

上學期：「生物智能與仿生設計」、「城市設計元素與實務」 

下學期：高等設計專題：未來城市」（必選） 

入學資格 

107學年度招生之報考資格修正為具建築、或其他學系，如：都市設計、仿生學

（Biomimicry or Biomemetics）、地球系統（Earth System）、生態學、環境系統、環境

設計、地質學、土木工程（具氣候變遷、再生能源、水資源、永續農業、公共工程、

基礎設施規劃與設計相關經驗或主修者）、景觀建築、都市計畫等領域之學士資格者；

唯招生之面試以英語為主。 

畢業資格 

1、 畢業學分：共27學分 

2、 必修學分：建築創作（6）、專題研究（2）、專題設計（6）、設計論文（3）、「創

意設計發表」（2），共19學分 

3、 其它：選修8學分，不含抵英語能力檢定之英文課程（另詳「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

班研究生英文檢定辦法」） 

其它要求:  

1、 本學程須繳交符合校方規定格式之「紙本論文」。 

2、 所有學生畢業前，需參加一次以上（含一次）與建築或都市設計相關之國際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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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學生畢業前，需參照「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班研究生英文檢定辦法」通過本

系所要求之外文能力檢定標準，未達檢定標準者須選修校內語言中心或本系碩士

班開設之英文選修課程達四學分（含）以上。 

4、 班牙聖保羅大學（CEU San Pablo）參與前述雙連建築碩士學位研習之學生，得

抵免於第一學年第一學期暑假開始之建築創作（一）課程。 

修習時間 

一年密集課程（或加第三學期海外建築專業實習、海外姊妹校系所交換研習；或

東海+西班牙聖保羅大學兩年雙聯建築碩士學位）。 

學位考試(畢業評圖)  

1、 向設計課老師確認何人可申請學位考試(即畢業評圖)，以及何時評圖。 

2、 學位考試日與考試申請日，二者間隔不得低於16-20天，學位考試申請期限及完成

期限請參照學校行事曆所訂日期，千萬不要在最後一天辦理，以免有問題時，無

緩衝時間。 

3、 申請學位考試時，若論文的英文題目尚未確認，可於完成評圖時，將英文題目寄

至系辦，完成補繳。 

4、 完成之論文(設計)應上傳台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該系統由系辦設定並發

送帳密，依系統指示上傳論文資訊。紙本論文繳交期限亦請參照學校行事曆所訂

日期，並完成離校手續，以取得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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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英文閱讀能力檢定與輔導辦法 

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班研究生英文檢定辦法  

                                           民國 98年 2月 19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年 6月 9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年 3月 8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主旨說明： 

基於深度發展專業論述與全球化的專業發展趨勢，本碩博士班近年不但課程上延

續過去直接取用原文論述作為課堂讀本之傳統，也不斷透過邀請國際專業人士來台的

工作營與國際研討會等之方式，意圖延展研究生的國際視野。但多年來研究生在英文

閱讀能力上良莠不齊，已對課程的進行造成極大困擾。為求協助同學及早清楚掌握自

身的英文閱讀能力，並利用校園自身提供的英文學習環境與教學資源，協助同學及時

補救英文讀寫能力，特立此英文閱讀能力檢定與輔導辦法。 

辦法： 

第一條 為增進及認定本系碩士班學生的英語能力，依據「建築系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第三條第三款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對象與時間：碩士班各組一年級新生得於入學報到後提出三年內之校外英文

能力檢定成績。 

第三條 成績要求。英文能力檢定成績合於托福- TOEFL之新托福 IBT網路測驗碩士

61 分、CBT 電腦化測驗碩士 173 分。舊制 ITP 紙筆測驗碩士 500 分、或

IELTS5.5或合於多益測驗(TOEIC)閱讀及聽力成績合計碩士達 600分、或合

於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碩士達「中高級初試及格」，得免參加報到後之輔

導強化英文閱讀能力課程選修規定(詳本辦法第五條規定)。 

第四條 碩士班一年級新生報到後未提送，或所提送之校外英文能力檢定成績未達前

項成績標準者，必須於修業期間每學期開學第一週提出合於本辦法第三條規

定之校外英文能力檢定成績之證明。 

第五條 碩士班一年級新生報到後未提送或，所提送之校外英文能力檢定成績未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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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成績標準者，應將未通過之測驗成績單上傳至本校「英文能力畢業門檻作

業系統」辦理「未通過測驗」登錄後，始得選擇檢定替代方案：(1)得經該學

程委員會負責老師之輔導與認可，選修本校英語中心或本系所開設之相關英

文選修課程四學分(含)以上，且每門課之成績均達七十分以上。(2)參加本校/

系英語授課為主之姐妹校系國家姐妹校交換學生課程達一學期（含）以上

者。(自 107學年度入學者實施。) 

第六條 碩士班學生於提出論文口試或論文正評申請時，必須提出符合本辦法之英文

能力檢定成績證明，或符合本辦法第五條規定之相關英文選修學分課程之成

績證明。未達前述規定之成績標準者，不得進行論文口試或論文評審。 

第七條 碩士生若有其他外文(非英文)閱讀能力，並可取得相關成績證明者即可取代

本辦法所稱之「英文閱讀能力」檢定要求，審查方法由學程委員會依個案處

理。 

第八條 本辦法由系務會議通過後，報院、校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由 95 學年度秋

季入學之該屆研究生開始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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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東海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 

106年 10月 25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年 11月 21日第 157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使本校學生具備從事學術與研究工作所需之正確倫理認知與態度，提升碩、博

士班學生研究倫理之素養，特訂定「東海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以下簡稱本課

程）實施要點」。 

第二條 自 107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碩、博士班學生(含在職專班)，均需於入學後修習

第三條所列之課程；通過者，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第三條 學生需修習下列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之一者，視為通過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一、 修習「臺灣學術倫理教育推廣資源中心」線上平台研究所全部核心課程，

並取得修課證明。 

二、 修習本校通識中心暨各院系所開設之「社會責任暨學術倫理」相關課程一

門且成績及格者。 

三、 參加各項學術倫理研討會課程至少 6小時，並繳交研習證明。 

第四條 本要點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註：教育課程請至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查詢

http://ethics.nctu.edu.tw 

http://ethics.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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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研究所近年開設課程 

1. 近五年建築系開授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當代建築構造研究 3 羅時瑋 

當代文化思想與理論 3 羅時瑋 

論述台灣建築 2 羅時瑋 

當代亞洲城市 3 羅時瑋 

台中大都會歌劇院設計及施工 2 羅時瑋/彭康健/陳水添/王喆 

伊東豐雄與台中歌劇院研究 2 羅時瑋/陳水添/王喆 

永續環境總論 2 關華山 

高齡者友善設施與居家環境規劃 2 關華山/高迪理 

台灣原住民居住文化 2 關華山 

環境行為學 3 關華山 

永續社區 2 關華山 

善工環境 2 關華山 

亞洲傳統建築 2 陳格理/關華山 

都市設計理論 3 郭奇正 

永續城市 2 郭奇正 

都市設計理論 3 郭奇正 

城市研究理論 3 郭奇正 

空間型構專題研究 2 蘇智鋒 

空間型構高階研究 2 蘇智鋒 

亞洲城鄉與建築文化專題 2 蘇智鋒 

建築英文文獻選讀 2 蘇智鋒 

建築設計哲學 2 蘇智鋒 

電腦繪圖語言 Autolisp 2 黃業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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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形體與敘述 2 林昌修 

建築理論：建築典例分析 2 林昌修 

建築基本元素 2 林昌修 

數位美學與互動設計 2 邱浩修 

參數化之演效式建築設計 2 邱浩修 

數位構築與美學 2 邱浩修 

參與數位設計與數位構築實作 2 邱浩修 

地理資訊系統與都市形態分析 2 蘇睿弼 

亞洲現代建築與都市 2 蘇睿弼 

都市形態與集合住宅研究 2 蘇睿弼 

建築型態與空間構成 2 蘇睿弼 

生態建築與細部案例分析 2 蘇睿弼 

城市觀察與空間敘事 3 蘇睿弼、薛孟琪 

高等設計專題-未來城市 3 邱國維 

高等設計專題（一）:人類世的問題與

都市設計方法 
3 邱國維 

義大利的藝術與都市文明 2 曾成德 

高等設計專題-未來城市(Future Cities) 3 邱國維 

高等設計專題（一）:人類世的問題與

都市設計方法 

Problems of Anthrop ocene and Urban 

Design Methods 

3 邱國維 

City Planning  2 邱國維 

Urban Design 2 邱國維 

Asian Modern City Planning and 

Research: Asian Urbanism in 

Syncretic Urban Morphology  

2 邱國維 

Urban Design and Research Method  2 邱國維 

Biological Intelligence and 3 邱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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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教師 

Biomimicry Design  

當代建築議題 2 曾成德/龔書章 

Revit建築資訊模型實務 2 黃銘璋 

建築師專業倫理 2 趙文弘/黃郁文 

木構造建築 2 洪育成 

建築實例分析 2 謝銘鋒 

文化資產保存特論 3 張宇彤 

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 3 張宇彤 

真切的構築-構築材料的運用與研究 2 廖明彬 

城市史比較研究特論 2 薛孟琪 

建築活化與都市再生概論 2 蘇睿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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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年其它研究所開授選修課程 

（經由指導老師指導各研究生選修，所得學分均計入畢業學分） 

課程名稱 研究所 

景觀地理空間分析 景觀研究所 

城鄉景觀與社區營造 景觀研究所 

永續發展生態學 景觀研究所 

生態城鄉與建築 景觀研究所 

都市設計理論及方法 景觀研究所 

景觀風格設計 景觀研究所 

社會階層與流動 社會研究所 

族群及其社會實踐 社會研究所 

全球化與文化 社會研究所 

社會學基本概念：理論與思想史 社會研究所 

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研究 社會研究所 

歷史社會專題：台灣現代性形構 社會研究所 

東亞發展的社會學研究 社會研究所 

環境心理學 工業設計研究所 

設計生態學 工業設計研究所 

生態設計與設計論 工業設計研究所 

近代西洋社會和思想史 歷史研究所 

台灣文化史專題研究 歷史研究所 

臺灣社會史專題研究 歷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的意識形態變遷 歷史研究所 

永續發展政策專題 公共行政研究所 

都會管理專題 公共行政研究所 

東南亞區域專題研究 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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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位考 

東海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規則 

中華民國 84年 11月 4日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5年 10月 1日教育部台(85)高(二)字第 85083424號函准備查 

中華民國 99年 11月 23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9 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099021366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0年 11月 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1月 3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237104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16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70002478號函備查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滿一年，修畢該系（所）規定之碩士學位應修課程與學分，

並完成論文初稿，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

由本校授予碩士學位。惟當學期可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及應修學分數者，若

提出論文，經指導教授推薦及系所主任同意，得提前舉行碩士學位考試，俟課

程完成並獲得應修學分數後，授予碩士學位。碩士學位考試舉行後，研究生當

學期如未能完成應修學分數，其學位考試成績准予保留一年。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滿二年（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應在碩士班修業滿一年，

博士班修業滿二年），修畢該系（所）規定之博士學位應修課程與學分，通過博

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並完成論文初稿者，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經博士學

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由本校授予博士學位。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依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辦理。 

自 107 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學生，均需於

入學後修習本校所定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通過者，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第 三 條 前條第一項碩士班研究生至少應修畢二十四學分，第二項博士班研究生至少應

修畢十八學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至少應修畢三十學分（以上均不含論文學

分）。 

第 四 條 已於國內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不得再行提出作為本規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

及本條第二項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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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系（所）研究生，其論文得以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

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系（所）之認定，應由各該系（所）

提經教務會議核備。 

第 五 條 研究生學位考試，每學期舉行一次，其申請及舉行日程應依照行事曆規定為原

則。特殊情形如須提前或延期，應經系所主任同意，並限於學期結束之日前舉

行。 

研究生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應填具申請書檢附歷年成績單、論文初稿及

其提要（代替論文之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亦應撰寫提要）各一份，經指導教授

及所屬系（所）主任（所長）同意並報請學校核備後始得舉行。 

研究生因故必須更換指導教授時，應以書面陳請原任、新任及系所主任同

意，始得更換。如須更換且經系所主任確定無法聯繫原指導教授時，毋須取得

其同意，由所屬系所主任（所長）簽報院長核定後洽聘適當人選擔任。 

第 六 條 各系（所）應組織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辦理學位考試，碩士學位考試委

員會置委員三人至五人，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九人，校外委員均

須三分之一以上，由各系（所）主任（所長）提請校長遴聘之，並由系（所）

主任（所長）指定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研究生論文指導教師以本校專任教師為原則，必要時經系（所）務會議同

意，得商請兼任教師共同指導之，但以不超過三分之一為限；指導教授須具備

學位考試委員之資格。 

研究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指導教授、學位考試

委員。 

第 七 條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碩士班研究生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告

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或副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者。 

三、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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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第 八 條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除對博士學位候選人所提論文學科、創作、展演或技術報

告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擔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五、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者。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由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第 九 條 本校碩士及博士學位候選人之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必要時亦得舉行筆試，

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學位考試以公開舉行為原則，考試時間、地點並應於事前由各系（所）

公布或通知應試研究生。 

二、學位考試時，必須評定成績，評定以一次為限，且不得以   「預備會」

或「審查會」名義，而不予評定成績；其未評定成績者，以考試不及

格論。 

三、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

須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須委員五人出席，出席委

員中並須有校外委員三分之一以上參加，始能舉行；否則其考試成績

不予採認。 

四、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

數平均決定之。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五、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

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第 十 條 學位考試舉行後，各系所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指導教授及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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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始得將各該生學位考試成績送教務處登錄。學位考試成績，第一學期應

於一月三十一日前，第二學期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前送交；逾期未送交者，以學

位考試一次不及格論。 

第一學期通過學位考試者至遲應於二月十日前；第二學期通過學位考試者

至遲應於八月十五日前繳交圖書館論文二冊；逾期而未達最高修業年限者，次

學期仍應註冊，並應於該學期結束日前繳交，屬該學期畢業。 

前項學生未於次學期期限前繳交論文者，比照前項後段規定辦理。但至修

業年限屆滿仍未繳交論文者，該學位考試以不及格論，並依規定退學。 

第十一條 通過學位考試之研究生，應於考試後將論文全文電子檔完整上網建檔，經系上

審查通過後，將論文二冊及「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繳交至圖書館

辦理離校手續。 

第十二條 凡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於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後，未通過博士學

位考試，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議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改授予碩士學位。 

第十三條 已申請學位考試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舉行學位考試時，應於學位

考試日一週前，由所屬系（所）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 

第十四條 本校對於已授予之碩、博士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

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應撤銷其學位，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

學位證書後，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同時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

大專院校及相關機關（構）。 

第十五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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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論文撰稿排印規則概要 

一、「論文摘要」規定 

1、 每篇論文應於正文前附摘要。 

2、 論文摘要中應扼要說明研究目的、資料來源、研究方法及探討成果，約500

字上下。中、英文各一篇，並由指導教授確實指導修正下完稿。 

3、 另外，交教育部之論文摘要應依照教育部規定的格式，鍵入磁片繳交所辦。

國科會的論文摘要應使用國科會的表格，填入正確資料繳交辦公室。繳交研

教組之三本論文得附上授權書（格式附於教育部論文摘要格式中）。 

二、論文印製裝訂規格 

1、 論文紙張規格一律用平裝 A4 （29.7 X 21.0）規格，不得採用其他尺寸。摺

頁（如設計圖、表格等）不受此限。 

2、 論文內容應以印刷打字者為限，內頁使用紙張厚度應以 80 磅為準。 

3、 論文封面應使用150磅書面紙。 

4、 裝訂成冊之論文應以易於閱讀、保存、流通為原則。 

三、頁與章之格式 

1、 文字編排採橫列，每頁25列，每列30字。 

2、 面邊緣內外各保持2.5cm，內邊再加1cm裝訂邊緣。上端邊緣為3.5cm，下端為

2.5cm。 

3、 每一章均由新頁開始，章標題後應空 3 列後再接續本文。 

4、 節、款標題後請空一列後再接續本文。 

5、 每一節本文結束後請空一列後，再接續下一節之標題。 

6、 本文字體大小採用 5號打字字體（Office Word軟體的12號字）。 

7、 章、節、款標題字體大小可酌於放大。若為電腦印表，章標題字體長寬各放

大二倍，節、款標題字體僅寬放大二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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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文 

1、 短引文在引徵語句的開頭和末尾處分別加引號（「 」），西文時加（‘ ’），並宜

改換與正文不同的字體，以利區別。如： 

在五四運動方面，五四運動末期本質上之轉變，依胡適之觀點認為「當

時他所遭受最嚴重的挑戰，不是激進份子，而是來自復甦的傳統主義」，此

種傳統主義的復甦以梁啟超、梁漱溟及張君勵等之學說為代表。 

2、 長引文將引文從起行點退縮二個空格（西文時，三個空格），引文部份之開頭

和結尾處內不用引號。長引文部分宜改換與正文不同的字體，以利區別。如： 

對王大閎來講，建築須反映中國文化之特色，是其思想中一直存在的

意念。……其認為建築中的中國風格是不能用強求的方式達成的，其指出： 

̪ ̫ ̪ ̢̫

̢ 

3、 引文中復有引文時，（「 」）在外，（『 』）在內，西文時為（‘ ’）在外，（“ ”）

在內。引文部分宜改換與正文不同的字體，以利區別。如： 

梁思成從事中國建築研究的另一個目的，如同當時其他建築師之企圖

一樣，亦是̪ ̬ ̭ ̢̫  

五、註譯 

1、 註明出處之註解：請直接將作者、出版時間及頁數寫在正文中適當的地方。

如：   （劉斌雄 1973 : 121 ） 

2、 若為說明建築物，務必包含建築物名稱、地點、年代及作者。如： 

1976  

1961  

3、 須說明或引申行文之涵義時，請用「註腳」。「註腳」可有兩種格式：如： 

40 ̢ 

̢ 

4、 腳註之說明及引申註釋設於每頁之頁底，或集中於每一章之末尾。格式如下： 

 

 1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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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18̢ 

5、 註釋之編號依出現全文的順序由 1起始排列。 

六、附加原文的寫法 

1、 如為一般用語，加括弧、小寫、正體，如： 

patrilineal matrilineal  

2、 專有名詞，加括弧、大寫、正體，如： 

Renaissance movement  

3、 如為人名，僅在文章中第一次出現該人名時，在中文的譯名之後加上英文的

全名。其後，若該人名再次出現，則直接以譯名稱呼即可，無須再加註英文

全名。 

4、 專有名詞僅在第一次出現時附加原文即可，此後直接使用中文的專有名詞即

可。若同一名詞出現不同的意涵需另外解釋時，則以註腳的方式加以說明。 

七、表格與插圖之處理 

1、 一律以圖 1-1.圖 1-2.表 2-1.表 3-1.之方式編號，空一格後列出標題名號。 

2、 表格與插圖之版面安排以整齊美觀為主。 

3、 為求文章完成後編列圖、表目錄之便利，如為微軟WORD軟體的使用者，論文

撰寫期間宜直接使用電腦程式的自動編號功能（點選「插入」→「參照」→「標

號」，直接在表前與圖後加註圖表之標號。 

4、 表格之編號宜置於表格之前，並在表格之下端註明出處。圖或相片宜在下端列

放編號，並在編號與圖（相片）名之後加註出處。 

八、參考書目 

1、 參考書目請統一列在論文後面。 

2、 若是書籍請在第一行寫作者全名，第二行起依序寫出出版年（公元）、書名、

出版地、出版者，如： 

李乾朗 

《台灣建築史》台北：北屋 

3、 若所引的文章在某一本編寫的書中，請依下列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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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岑樓 

從社會個人與文化關係論中國人性格 ，見李亦園、楊國樞編：《中國人的

性格》pp.85-126，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4、 若是期刊中的文章，請與第一行寫作者全名，第二行依序寫出出版年（公元），

文章名、雜誌名（英文雜誌名打斜體字或下繪橫線）、卷期數、頁數，如： 

張文瑞 

1982    〈本土建築的脈絡〉，《建築師》，一月號，pp.15-25 

5、 其他注意事項 

(1) 西文書目除介係詞與連接詞外，每個字字首請用大寫。 

(2) 譯者或編者請在人名後加上〝譯〞或〝編〞等字樣，如： 

 王錦堂  編 

 Mead, M. ed. 

(3) 參考書目中，書名後請用句點，文章名請用逗點。 

(4) 參考書目中有中、日、西文部份時，請將中、日文部份按作者姓氏筆劃順序

排在前面，西文部份依姓的字母先後排在後面。 

(5) 論文應附完整之章節目錄、圖目錄、表目錄。三項目錄應集中置放於論文摘

要之後，詳註各章節與圖表之頁碼，分頁排版。為求排版時之便利，同學可

在撰稿時即以「大綱模式」（如為WORD軟體的使用者，可以點選「檢視」

→「大綱模式」進入大綱模式下的排版功能）編排所有的章節標題（如為

WORD軟體的使用者，可以點選「格式」→「項目符號及編號」進入大綱模

式下的排版功能）。待文章完成後，僅需透過「插入」→「參照」→「索引

及目錄」→「目錄」即可完成目錄之製作。 

 

本〈論文撰稿排印規則概要〉參考： 

1、 王錦堂 1985 《大學學術寫作》 台北：東華，民國 74年。 

2、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論文撰稿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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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研究成果發表獎勵 

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班學生研究成果發表獎勵辦法 
                                                                        91. 10 .18 

100.06.04 

 

第一條 本系為鼓勵學生發表其研究心得或學習成果（文稿），依據「建築系系務

會議組織章程」第三條第三款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對象為本系各年級學生，該作品投稿時仍為本系之註冊學生且必須是該

文稿的首位作者。 

第三條 獎勵方式：(新台幣) 

一、 文稿發表在有審稿制度之專業性學術刊物上，每篇給予獎金6,000

元，以英文發表者為8000元之獎勵。 

二、 文稿在會議為論文（有論文集出版，包括光碟），國外每篇給予4,000

元，國內每篇給予3,000元，以英文發表者各增加1,000元。 

三．文稿發表在各類雜誌報章上，每篇給予1,000元。 

第四條 申請工作應於該文稿刊印出版（或完成光碟製作）後半年內提出，由系

內研發委員會審理申請資料，即審即發。獲得獎勵者應將獲獎作品資料，

送一份資料至系圖存查。本獎助辦法追溯至91年9月1日開始實施。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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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歷年畢業研究生論文明細表 

A組研究生論文明細 

序號 論   文   題   目 撰寫人 指導教授 通過時間 

1 
現代建築運動中都市環境意識的發展過程探討

（CIAM 與十人小組的成就） 
黃同德 賀陳詞 71.6 

2 環境演變延續性的探討 史景雄 
夏鑄九 

李祖原 
71.6 

3 比較建築教育及我國建築教育方向之探討 呂坤成 賀陳詞 72.3 

4 學習理論的設計體系 林守仁 林利彥 72.7 

5 鄰里公園設計程序之探討 溫聰敏 曹  正 72.7 

6 中國園林探微 賴明當 
陳其寬 

游明國 
72.7 

7 工業區規劃設計與發展策略之探討 張效通 
游明國 

施鴻志 
72.7 

8 台灣傳統長形連棟式店舖住宅之研究 黃羅財 夏鑄九 72.7 

9 鹿港市街空間之研究 許丕宗 游明國 72.7 

10 建築與記號 陳其澎 孫全文 72.7 

11 建築之中介空間 周宗憲 孫全文 73.7 

12 國家公園遊客中心計劃之研究 羅鵬程 游明國 73.7 

13 場所的體驗 李逢時 葉樹源 74.2 

14 牆在空間與形式中之意義 蔡慶豐 孫全文 74.2 

15 賴特建築之東方要素 王志浩 孫全文 74.2 

16 中國傳統建築裝飾之研究 曾憲修 陳其寬 74.2 

17 台灣傳統式廟宇的空間系統及其轉變之研究 文毓義 陳其寬 74.2 

18 騎摟之研究 黃義魁 游明國 74.2 

19 大學校園空間模式之研究 彭康健 王錦堂 74.6 

20 台灣地區住宅計劃中氣候因素之利用 蕭英志 王錦堂 74.6 

21 台北市立民中學建築更新問題 董青峰 蔡保田 74.6 

22 都市中心商業區街道景觀之研究 戴祖亮 游明國 74.6 

23 社會心理因素對大街廓住宅計劃之影響 林士淵 
游明國 

林益厚 
74.6 

24 屋頂庭園設置利用之研究-以台北市為研究範圍 黃光進 游明國 74.6 

25 集體型式的概念對晚近聚居形態之影響 王振源 孫全文 74.6 

26 住宅市場上經濟樓高之研究- 以台北市為例 陳基財 劉錚錚 75.2 

27 清明上河圖建築空間比較 賴張亮 漢寶德 75.2 

28 台灣地區省能建築之通風設計取向 王勁台 曾國雄 75.2 

29 以發展權開發新市鎮辦法之研究 黃世臣 
王濟昌 

王錦堂 
75.2 

30 都市街角空間之研究 莊國財 陳其寬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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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   文   題   目 撰寫人 指導教授 通過時間 

31 
景觀資源分析對景觀道路規劃之運用 - 以中橫公

路大禹嶺至太魯閣為例 
鍾岳廷 游明國 75.6 

32 都市分期分區發展擬定與實施之研究 林裕豐 施鴻志 75.6 

33 社區住宅密度研究- 系統方法探討 陳正勇 何友峰 75.6 

34 後現代建築中之風範主義特質 劉殿明 孫全文 75.6 

35 營建工程中網圖應用之研究- 以進度計劃為範圍 許安新 
王錦堂 

黃兟發 
76.2 

36 由借景,分量論傳統藝術型式之思考特質 柯志偉 王鎮華 76.5 

37 
現代及後現代建築中類比思考機制及其消長關係之

探討 
詹益忠 王錦堂 76.5 

38 由自然美學觀看中國園林建築與空間 張純菁 
王錦堂 

黃兟發 
76.5 

39 諾伯舒茲的建築理論研究 曾旭正 王錦堂 76.6 

40 都市招牌問題之研究- 以大台北市為例 陳慶源 陳其寬 76.6 

41 幾何型建築之幾何形特性與組構方法之探討 梅平強 王錦堂 76.6 

42 建築向心性之研究- 向心性空間模式的建立 賴明茂 王錦堂 76.5 

43 現代機能主義建築之彈性問題探討 賴天福 孫全文 76.6 

44 超高層建築設計意匠探源 盧木火 王錦堂 77.1 

45 日據時期台灣鐵路車站建築初步研究 陳登欽 
王錦堂 

洪文雄 
77.5 

46 中國近代歷史主義建築發展之研究 曾光宗 孫全文 77.5 

47 台中都市意象中自證性之研究 陳文榮 游明國 77.5 

48 九份城鎮與外部空間之研究 洪達仁 王錦堂 77.6 

49 
建築的對稱意義之研究-古典建築與現代建築的相

對特質 
張開元 王錦堂 77.6 

50 台灣傳統廟宇建築裝飾之研究 李天鐸 孫全文 77.6 

51 中國院落建築的組織與特性之研究 陳明城 王鎮華 77.6 

52 有機概念與環境建構理論初探 許文光 王啟賢 78.2 

53 台北建成圓環之研究 王東奎 王啟賢 78.6 

54 建築中的透明性研究 劉克峰 王錦堂 78.6 

55 
大里聚落的產業模式與實質環境變遷 -戰後台灣都

市邊緣鄉街聚落變遷之個案研究 
郭奇正 洪文雄 78.6 

56 使用者參與住宅設計之研究 陳哲郎 王明蘅 78.6 

57 
台灣地區市場私人住宅部門型態決策 -以透天別墅

為例 
陳德樺 

詹耀文 

高承恕 
78.6 

58 西方都市環境中戶外藝術之研究 黃義宏 游明國 78.6 

59 日據時期新莊街區實質環境之研究 鄭秀玲 
林會承 

尹章義 
78.6 

60 
台灣老人自費安養機構"機構化"問題之探討－頤年

村個案研究 
陳樂屏 關華山 78.6 

61 五溝水- 一個六堆客家聚落實質環境之研究 邱永章 林會承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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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   文   題   目 撰寫人 指導教授 通過時間 

62 環境營建之結構性描述: 兼論環境之異化 蔡明輝 王明蘅 79.1 

63 透天厝使用前後比較研究 蔡峰文 關華山 79.1 

64 
市區河川在都市開放空間体系中發展潛力之探討  

--  以台中市區河川為例 
林丙申 游明國 79.5 

65 
臺灣一般傳統木構造民宅營造技術的多樣性研究  

--  以嘉南平原地區匠師訪談為例 
邱上嘉 洪文雄 79.5 

66 建築記號學理論架構初探 廖偉立 關華山 79.6 

67 
埔里盆地聚落演化的歷史考察 - 三個民族、五個文

化類型權力變動下的空間、社會現象 
王志忠 張勝彥 79.6 

68 鹿港寺廟空間研究- 俗民文化與空間形式探微 黃郁文 洪文雄 79.6 

69 台灣省國民小學教室改善研究 林春宏 

王錦堂 

關華山 

陳格理 

79.6 

70 台灣省國民中學教室改善研究 吳桂陽 
林萬義 

陳覺惠 
79.6 

71 台北火車站環境行為因素之研究 蔡建福 王錦堂 79.6 

72 
住宅屬性與住宅市場價格之關係研究 - 以台中市

為例探討 
康佑寧 何友鋒 79.7 

73 住宅價值與住宅空間之研究 吳綱立 何友鋒 79.7 

74 
從行為設境的觀點分析探討幼稚園之環境行為問題

- 以台中市區內某私立幼稚園為深入觀察對象 
魏亞勳 

王錦堂 

關華山 
79.7 

75 雅美族之住居文化及變遷 黃  旭 關華山 79.7 

76 臺灣都市中心區混合使用開發之探討 翁慶鈞 
陳覺惠 

李義雄 
79.6 

77 清領及日據時期臺中"聚落"的轉化研究 陳明偉 王振寰 80.1 

78 澎湖地方傳統民宅營造法探微 張宇彤 徐明福 
80.6 

 

79 
1945 年以後臺灣西部平原地區天主教教堂建築之

研究 
張政章 阮偉明 80.6 

80 論建築審美意識主體 李謁政 
王錦堂 

蔣  勳 
80.6 

81 
從家的聚落到單元化的住宅區--板橋後埔一帶變遷

之研究 
林世殷 嚴勝雄 80.6 

82 臺中市國宅三代同堂居住單元中之居住問題研究 蘇靜麒 
王錦堂 

陳格理 
80.7 

83 地方體驗與環境韻律--人在赤山中的環境意識探討 陳貴林 季鐵男 81.6 

84 分區與都市之連接--一個空間行為學的試探 葉世宗 王明蘅 81.6 

85 
臺灣古蹟建築修復之「復原原貌」研判方法研究初

探--以臺中張家祖廟、文昌廟為例 
李茂盛 洪文雄 81.6 

86 
視障學生之空間認知與環境行為之初探--以台中啟

明學校為例 
顏杏砡 陳亮全 81.8 



107學年度東海建築碩士班學生手冊 

48 

序號 論   文   題   目 撰寫人 指導教授 通過時間 

87 臺中市老人的居住安排決定過程與居住問題研究 趙文弘 關華山 82.5 

88 
車埕聚落之構成--一個林業生產為主的小型聚落之

探討 
陳柏宗 洪文雄 82.6 

89 
中庭式集合住宅「共有空間」使用與管理問題之研

究--以臺中市第四、五期重劃區為例 
翁國超 陳覺惠 82.6 

90 
文學中的都會情境研究：以五 Ο年代到七 Ο年代的

臺北市為例 
林以青 羅時瑋 82.6 

91 臺中市中心商業區徒步空間發展潛力之研究 陳冠翰 賀陳旦 82.6 

92 「家」的成長與聚落空間構成之研究 莊乃莉 羅時瑋 82.7 

93 菸業對美濃大崎下聚落空間的影響 鍾志宏 徐明福 82.7 

94 
鄉鎮圖書館建築與使用研究--以台中縣鄉鎮圖書館

為例 
連宏基 

關華山 

陳格理 
83.1 

95 排灣族舊來義社住屋的復原與詮釋 李靜怡 
關華山 

蔣  斌 
83.4 

96 空間與空間形成研議 柳廷岳 邱博舜 83.5 

97 國民住宅社區更新優先順序評估模式之研究 王建雄 何友鋒 83.6 

98 國民住宅社區更新改建工程系統分析之研究 張漢雄 何友鋒 83.6 

99 
十八世紀西洋建築與音樂共通性之研究─ 一種並

時與貫時比較模式之初探 
謝孟樂 劉舜仁 83.6 

100 
都市住宅區建築量形構成之研究─一組討論地籍條

件/都市空間互動關係之描述系統 
李家光 陳覺惠 83.6 

101 
建築內部空間形態構成探討─一套用以分析建築平

面形態結構的系統 
陳鴻勝 劉舜仁 83.6 

102 

從公共設施服務承載量觀點探討容積率獎勵的地區

性差異考量--以台中市施行「未實施容積率管制地

區綜合設計鼓勵辦法」為例 

許嘉勇 陳覺惠 83.6 

103 
公寓大廈附設地下停車空間使用與所有權屬之研究

--以 "區分所有" 之觀點 
宋家騏 陳錦賜 83.6 

104 
未實施管制地區綜合設計鼓勵辦法對居住環境品質

的影響之研究--以台中市四、五期重劃區為限 
王正源 陳錦賜 83.6 

105 
台灣古蹟保存政策與保存論述間互動的研究 --以

光復後至今之經驗研究為例 
林孟章 徐裕健 83.7 

106 <<黃帝宅經>>中宅圖之研究 鄒次元 邱博舜 83.7 

107 省立社會教育館建築與使用研究 盛啟義 
關華山 

陳格理 
83.7 

108 
台中市大和村空間變遷之研究--從市郊地區到都市

區界的轉化過程 
鄭國政 羅時瑋 83.7 

109 
生活空間的澄明與詮釋--以排灣族 Cala?abus 社為

例 
林宏益 

關華山 

蔣  斌 
83.7 

110 排灣族舊來義聚落與空間之研究 吳政隆 
關華山 

蔣  斌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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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   文   題   目 撰寫人 指導教授 通過時間 

111 台中市國小啟智班教學環境研究 孫佩修 關華山 83.10 

112 台北行天宮建成環境之研究 曾憲莒 關華山 83.11 

113 
學生居住行為與建築類型關係之研究 -- 以東海大

學女生宿舍為例 
洪華真 

關華山 

陳格理 
83.12 

114 中部地區寺廟古蹟歷史變遷之研究 霍金旋 關華山 84.1 

115 
台鼎建設理想國 -- 一個設計策略論述實踐文本之

詮釋分析 
葉懷智 陳志梧 84.1 

116 日據時期台北市騎樓形式之初探 劉昭宏 洪文雄 84.5 

117 
台中市合作新村空間變遷之研究 -- 一個都市平民

住宅社區、形成與發展過程 
曾建聰 洪文雄 84.5 

118 
藉歷史建築再利用帶動更新地區發展之研究--以台

中火車站地區為例 
蔣永輝 陳明竺 84.5 

119 以格子系統為基礎的圖形生成方式 陳厚逸 劉舜仁 84.6 

120 
形狀文法的意義描述系統初探 -- 以台灣傳統書院

建築為例 
洪志遠 劉舜仁 84.6 

121 鹿港傳統街屋的形態構成 倪漢忠 劉舜仁 84.6 

122 
都市河岸開放空間土地利用及臨水區都市設計之研

究 -- 以高雄市仁愛河為例 
何鴻志 賀陳旦 84.6 

123 
居住者以合作建屋方式營造居住環境之研究--以

「Ｍ園」作探討對象 
蔡毓玲 曾旭正 84.6 

124 住宅社區目標規劃模式模糊優化及綜合評估之研究 林建宇 何友鋒 84.7 

125 都市更新地區選定零壹數目標規劃評估模式之研究 簡宇伶 何友鋒 84.7 

126 論想像建築的烏托邦精神及其所呈現的意義 蕭欣欣 邱博舜 84.7 

127 
建築物間跨越道路人行立體連通設施之研究 

--以台北市、台中市為例 
林暉博 

呂坤成 

林欽榮 
84.11 

128 格律--格子構成描述系統之建立 葉泰利 劉舜仁 85.1 

129 日據時期台灣糖廠的空間構成 陳怡妃 洪文雄 85.5 

130 
由地籍分合模式檢視都市土地發展之研究--以台中

市第五期重劃區部份住宅街廓為對象 
賈建齊 陳覺惠 85.6 

131 以形狀文法建構金門傳統民宅基型平面之研究 李楊勝 劉舜仁 85.6 

132 東吳大學綜合大樓（學生活動中心）使用研究 甄  平 關華山 85.7 

133 
王君榮的《陽宅十書》與 Palladio 的 Quattro Libri 

中傳統住宅設計原則與設計程序之重構與比較 
蔡明志 邱博舜 85.7 

134 
日據時期高雄鹽埕街區空間構成之研究--以新興街

區為例 
徐光華 羅時瑋 85.7 

135 
R.M. Schindler 與 F.L. Wright 住宅平面幾何結構

之比較 
王維俊 劉舜仁 86.1 

136 泉州傳統民宅形式初探 張至正 洪文雄 86.6 

137 街屋型建築立面構圖系統之建立 秦大仁 劉舜仁 86.6 

138 案例式立面設計中案例選擇與調適之研究 林勝忠 劉舜仁 86.7 

139 台中市中坪數集合住宅「第四房」空間特性之研究 張志誠 陳覺惠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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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都市更新區位選定評估方法之研究 蔡家欣 何友鋒 86.7 

141 
建築物維護管理資訊系統之建立—以集合式住宅為

例 
詹益源 何友鋒 86.7 

142 透過電腦動畫與民眾參與與輔助建築環境色彩計劃 蕭家賜 何友鋒 86.7 

143 台中市北東南三區住宅侵入竊盜之研究 唐國淵 關華山 86.7 

144 台中地區私立老人養護／護理機構之調查研究 施文惠 關華山 87.1 

145 
市中心商店街行為設境之研究—以台中市繼光街為

例 
黃議永 關華山 87.1 

146 
阿里山鄒族新住屋參與式設計架構之研擬與詮

釋—hnou構形意念之蛻變 
陳世國 關華山 87.1 

147 鄒族達邦社家屋空間之演變 林其本 關華山 87.1 

148 由《重校正地理新書》試建五姓擇地之操作體系 吳維庭 邱博舜 87.7 

149 
山水畫論中的園林思想—以北宋郭熙的《林泉高致》

集談宋代的園林 
王邦寧 邱博舜 87.7 

150 
形家風水知識及操作體系之研究—以《雪心賦》為

例 
李文孝 邱博舜 87.7 

151 
農宅居住面積發展之調查研究—以台北市士林、北

投區坡地農宅為例 
何一信 韓選棠 87.7 

152 
以 Space syntax 理論分析國內三大美術館空間組

織之研究 
謝子良 劉舜仁 87.7 

153 符號與感應貪狼諸詞名下之陽宅風水操作系統 沈伯翰 邱博舜 87.7 

154 集集火車站鐵路博物館—一個聚落的創新與延續 曾振榮 洪文雄 87.7 

155 台灣地區近代瓷磚業與外牆瓷磚演變之研究 余佩瑛 陳覺惠 87.7 

156 盧毓駿建築作品的形式與意涵研究 蔡一峰 羅時瑋 87.7 

157 國民中學活動中心實質環境使用管理之調查研究 楊捷安 陳格理 87.7 

158 台中市「超大坪數」住宅大樓案例與單元初探 廖君倬 陳覺惠 88.4 

159 台中市新市政中心專用區實施都市設計過程之研究 黃旺景 陳覺惠 88.6 

160 
影像經驗中的都市性—以八○年代以降的台北市為

例 
曹大維 羅時瑋 88.6 

161 概念設計階段中形象資料運作模式之探討 陳煒壬 劉舜仁 88.6 

162 日治時期台鐵官舍建築平面構成之探討 高鼎翔 劉舜仁 88.6 

163 逢甲大學建築系館使用性研究 陳君亮 陳格理 88.6 

164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的構築性探討 賴人碩 羅時瑋 88.6 

165 
戰後農村民宅構造事例變遷研究—以溪河舊眉地區為

例 
張錦榮 洪文雄 88.6 

166 
積木在建築立體刑構運用上之探索--以 M.B.H 與

T.A.H.系統積木的組構操作為例 
蔡仁宏 劉舜仁 89.1.10 

167 
當代都市化過程中基督教會空間演變初探 

—以一九四五年以後之台中市為例 
謝偉士 

黃業強 

陳覺惠 
89.1.18 

168 
傳統中國人身體投射的風水環境知識體系之文獻探

討 
洪如峰 邱博舜 8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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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以環境行為觀點探討都市開放空間之使用--以彰化

文化中心開放空間為例 
陳弘哲 陳格理 89.1.25 

170 
一個商業造街的形塑與蛻變--由「仕紳化」角度看

台中市精明一街 
葉建甫 陳覺惠 89.5.19 

171 
建築空間本質的探討--從梅洛龐蒂的身體現象學出

發 
黃怡璋 

郭肇立 

廖仁義 
89.6.28 

172 佛光山派下國內分級據點蠡測-以中部教區為例 翁銘宏 洪文雄 89.7.12 

173 
城市文事空間的流變--台北書店空間形貌轉化之探

討 
黃威傑 羅時瑋 89.7.21 

174 台中市「舊屋新用」之餐飲空間研究 尤嘉宏 羅時瑋 89.7.21 

175 集合住宅附設游泳設施之調查研究--以台中市為例 郭獻仁 陳格理 89.7.24 

176 數位設計媒體對初學者形式創作的影響 張國欽 劉舜仁 89.7.31 

177 
台中市七期重劃區一獨棟別墅空間特性與形成之研

究 
楊世國 陳覺惠 90.1.10 

178 台灣光復後早期建築專業雜誌之發展（1954-76） 蕭瑞綺 曾成德 90.1.16 

179 台灣鐵道月台鋼鐵構造屋架類型構成之研究 盧耀正 劉舜仁 90.1. 

180 
博物館館舍資訊服務系統之使用性研究—以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為例 
劉純如 陳格理 

90.3.22 

 

181 斷面譜記量化分析都市實虛體空間之初探 楊天闓 劉舜仁 90.7.21 

182 日治時期台灣鐵道車站類型研究 謝明峰 劉舜仁 90.7.21 

183 高雄市立美術館展示空間規劃設計之運作績效研究 林真岑 陳格理 91.1.19 

184 
台中市台糖糖廠產業變遷對糖廠週遭區域發展影響

之探討 
何中揚 陳覺惠 91.6.5 

185 
居住、營造、現代性—以密斯．凡德羅「無形的」

形式為焦點 
高政軒 郭肇立 91.6.12 

186 反芻絮叼—潭南國小重建始末與設計解析 姜樂靜 洪文雄 91.7.20 

187 阿美族傳統家屋之研究 周穎君 關華山 91.7.26 

188 日治時期布農族卓社群家屋的變遷 黃山年 關華山 91.7.31 

189 
數位環境下以既存建築結構元素為基礎的空間形體

演繹操作 
王治國 劉舜仁 91.10.12 

190 
以數位環境中的線型架構與圖型分析來探索形式生

產的設計課題 
章順敏 劉舜仁 91.10.12 

191 
以影像空間方法論探索台中市中心區空間事件之設

計操作 
楊宏祥 劉舜仁 91.10.12 

192 符合 ISO 9000鋼結構監造計畫書研擬之研究 李明智 
謝孟勳 

羅時瑋 
92.1.14 

193 台灣地區慢性精神醫院建築現況調查研究 胡銘珊 關華山 92.1.16 

194 
台 灣 慢 性 精 神 醫 療 設 施 的 歷 史 變 遷 研 究

（1895-2000） 
沈獻程 關華山 92.1.16 

195 
以「現象、隱喻、詮釋」為理論基礎的創作嘗試—

台灣歷史博物館之設計與過程的探索 
解富財 洪文雄 9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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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台中市公寓大廈集合住宅應用「台灣省建築物增設

停車空間鼓勵要點」建築規劃特性之研究 
余文樂 

陳覺惠 

鄭明仁 
92.6.5 

197 東海大學男三十棟學生宿舍使用之調查研究 黃振甫 陳格理 92.6.24 

198 
都市中汽車銷售營業據點空間特性之研究—以台中

市國產車五大車廠為例 
賴春成 

陳覺惠 

關華山 
92.6.25 

199 
中興新村花園城市空間形態之研究—台灣理想城鎮

規劃的現代性經驗 
王怡雯 羅時瑋 92.6.27 

200 CITY ON PAPER：紙本都市的夢與詩性 何欣怡 吳光庭 92.6.28 

201 新竹舊城區都市空間改造之研究 趙慶昇 羅時瑋 92.7.14 

202 

台灣失智老人照護設施之個案比較研究—寧園安養

院、喜樂養護中心與台中醫院失智專業照護護理之

家 

林彥良 關華山 92.7.23 

203 
台北捷運站無障礙設施建築設計規範之初探：以肢

體移動障礙者為例 
朱君浩 陳格理 92.7.23 

204 由新竹科學園區的空間文化探討全球化下的認同 呂尹超 郭肇立 92.7.29 

205 
台中市 Café空間形式轉化之研究 1983-2003—都市

休閒社交空間初探 
曾令正 郭肇立 92.10.6 

206 

形態學的認識論批判：超驗性與普遍內存性—從布

希亞的擬像理論看建築形態的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

張力 

林世峰 郭肇立 93.1 

207 
動物園遊客觀賞與動物展示中介空間之研究—以台

北市動物園為例 
衛聿芃 陳格理 93.4.29 

208 台灣鹿港龍山寺屋頂構成之歷時性研探 黃建盛 
洪文雄 

徐明福 
93.6.7 

209 
全球在地化的生活空間—羅東鎮的 7-11 便利商店

對地方生活的影響 
歐虹蘭 

關華山 

王崇名 
93.6.16 

210 「老人生活與空間的研究」-以嘉義縣民生社區為例 鄭詩涵 關華山 93.6.24 

211 永續大學校園規劃設計準則及現況調查研究 陳湜雅 關華山 93.6.29 

212 
台灣原住民永續部落規劃準則初探-以南投布農族

潭南部落為檢驗案例 
張景舜 關華山 93.6.29 

213 
民眾參與農村社區實質環境營造之個案研究：東石

鄉船仔頭與水上鄉頂塗溝 
涂志明 關華山 93.7.5 

214 消費建築論—六０年代現代建築商品化之文化研究 吳韋賢 郭肇立 93.7.17 

215 城市品味空間之研究—以台北市連鎖咖啡館為例 楊惠雯 羅時瑋 93.7.23 

216 台中市購物空間的類公共性經營傾向 劉芸嘉 羅時瑋 93.7.23 

217 台灣早期醫療機構實質環境調查研究 黎連嬌 
關華山 

陳格理 
94.1.17 

218 都市意文空間發展研究－以台北市空間再利用為例 陳華志 劉舜仁 94.1.17 

219 
由地圖分析林木產業發展對東勢聚落空間之影響 

（1895-1986年） 
徐英豪 劉舜仁 94.1.17 

220 圖書館標示系統的規劃設計完整性研究 張惟韶 陳格理 9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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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新校園運動』歷程探討與中部災後重建小學校園

調查研究 
張凱評 

關華山 

陳格理 
94.1.19 

222 台北捷運與市民城市認知 呂俐蓁 關華山 94.1.19 

223 
文化創意驅動的都市空間轉化之探討－以宜蘭蘭城

新月計畫為例 
吳兆裕 羅時瑋 94.7.4 

224 
在地實踐－宜蘭黃聲遠的建築作品意涵初探（以

1994-2004年相關建築作品為例） 
楊大毅 羅時瑋 94.7.4 

225 
台灣都市社區邁向可持續發展之個案比較研究：台

北芝山岩社區與台南金華社區 
姜書萍 關華山 94.7.5 

226 以環境可持續發展觀點探討阿里山鄉茶山部落 林柏助 關華山 94.7.5 

227 
震災後鄉村重建公共空間營造之研究－以東海建築

團隊在南投縣中寮鄉龍眼林地區之重建工作為例 
賴正野 羅時瑋 94.7.5 

228 解放後至改革前上海城郊的俄會主義改造 林岳震 郭奇正 94.7.20 

229 台灣國民小學建築空間形態演變之探討 劉貞貞 劉舜仁 94.10.07 

230 兒時記憶的家 林鈴釧 關華山 95.7.21 

231 台中市遊民空間之研究 張育睿 關華山 95.7.21 

232 
家庭對都市中不同戶外休閒空間使用性研究--以台

中市美術館為例 
鄭韻如 陳格理 95.12.29 

233 大學校園軸線規劃之研究：以台灣地區為例 黃明彥 陳格理 95.12.30 

234 
台中縣和平鄉自由村三叉坑原住民部落 921災後遷

住重建經驗研究 
張雅玫 關華山 96.1.18 

235 
市地重劃後影響公共設施開闢因素之研究—以台中

市第八期-第十一期重劃區為例 
陳奕豪 鍾懿萍 96.5.25 

236 
民宿經營的鄉村性建構—以鄉村之家民宿聯誼會為

例 
王戰野 羅時瑋 96.7.10 

237 台灣賽鴿文化「空」景之研究—以中部二鄉鎮為例 王淳堯 羅時瑋 96.7.10 

238 
越籍女性配偶來台後日常生活場域及家空間之建構

歷程—以五位越南太太的故事為例 
黃文絹 關華山 96.7.12 

239 密度美學—MVRDV建築設計理念研究 林宗品 羅時瑋 96.7.17 

240 
日治時期鐵道建築繪圖法研究—以鐵道站房建築為

例 
顏宏仰 劉舜仁 96.7.30 

241 
數位環境下以動態影像格化語法為基礎的空間形體

演繹操作 
趙之彬 劉舜仁 96.7.30 

242 台北車站周邊地下街空間使用之調查分析 陳柏翰 關華山 97.1.08 

243 
從校園環境的角度探討 921地震後慈濟「希望工程」

國民小學之成效研究 
李璧如 陳格理 97.1.04 

244 新屋鄉埤川系統、水利社群與祭祀圈變遷之研究 賴奇廷 羅時瑋 97.1.09 

245 
由地圖分析日治時期車站地區空間之變遷—以台中

及台南車站為例 
陳豐文 劉舜仁 97.6.21 

246 Packaging—Tape House 龔智隆 
漆志剛 

羅時瑋 
97.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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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圖書館附設餐飲服務空間之研究 曾俊郎 陳格理 97.6.30 

248 
誰的綠色交通？--國家到社會的「綠色交通」理念

與實際 
厲卓正 郭奇正 97.7.1 

249 
都市街道組構形態與人潮、車潮預測傾向探討—以

空間型構數位分析為工具 
陳周翊 蘇智鋒 97.7.19 

250 
台灣就建築再利用介面設計之初探—以邱文傑與黃

聲遠建築作品為例（1997-2007年） 
呂明翰 劉舜仁 97.10.03 

251 學齡兒童身體經驗與空間營造—以人本築巢為例 林育秦 羅時瑋 98.1.06 

252 空間形態書寫之視域形感辨識分析 劉秉承 蘇智鋒 98.1.09 

253 「動物城市」－狗作為寵物與棄物的都市遭遇 簡心昱 羅時瑋 98.1.09 

254 
由生活經驗探討都市居民的環境識覺--以高雄市楠

梓工業區鄰近社區為例 
楊雅惠 關華山 98.1.09 

255 
台灣傳統建築疊斗式大木構架資料庫建置之研究－

以鹿港龍山寺正殿為例 
楊士賢 黃業強 98.1.09 

256 臺中縣梧棲地區的都市化發展研究 王益斌 羅時瑋 98.1.09 

257 
訊息 X介面：當代建築的媒體現象—以互動建築為

例 
聶郁中 邱浩修 98.1.09 

258 中科新興商圈的空間發展歷程與分析 林高儀 關華山 98.6.16 

259 從克里斯瑪到靜思堂的建築象徵 周惠嫺 關華山 98.6.16 

260 
中、港、台三所大學建築教育空間型態與使用之比

較研究 
李建霆 關華山 98.6.16 

261 
由台中爵士音樂節看大型節慶中的社會意涵與都市

建構 
顧崇信 郭奇正 98.6.17 

262 圖書館書架區照明系統之研究 趙杰 陳格理 98.6.19 

263 
從社區營造到社區照顧網絡之調查評估—以台中市

西屯區瑞聯社區公寓大廈為例 
曹純媛 關華山 99.1.14 

264 城市觸媒咖啡館的探究—以台中市為例 馬詠瀅 羅時瑋 99.1.15 

265 雅美族朗島部落傳統家屋構築調查研究 林世偉 關華山 99.1.21 

266 崇誨新村到崇誨國宅的延續及轉變 徐大程 羅時瑋 99.6.21 

267 校園標示系統之研究-以台灣大學為例 李民凱 陳格理 99.6.22 

268 外籍勞工在潭子市街的行為設境研究 林亞築 關華山 99.6.24 

269 
瀘沽湖達祖社納西人的居住文化之研究-兼論與摩

梭人之比較 
林佳雯 關華山 99.6.25 

270 圖書館展覽空間之研究 蘇俊銘 陳格理 100.6.21 

271 
鹿港農村之傳統與現在性住宅空間組構型態差異研

究 
蕭雅菁 蘇智鋒 1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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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創意地景: 以個人與集體的互動模式探討刺激創意

的工作空間 
許瑋真 邱浩修 100.6.24 

273 
後工業化時期都市跳島發展之研究─以桃園縣南崁

交流道周邊地區為例 
魏哲勛 羅時瑋 100.6.24 

274 澎湖八罩群島東吉嶼聚落調查與研究 許淑依 關華山 100.6.27 

275 高雄市開放空間與城市形象變遷研究 羅鼎傑 蘇睿弼 100.6.27 

276 台東市街都市發展與變遷之研究 陸俊元 關華山 101.1.11 

277 現代性的詮釋－光復新村戰後現代生活實踐 林芊合 郭奇正 101.6.20 

278 
臺中市集合住宅高層化發展之研究（1983-2000）：

從文心路軸帶到綠園道軸帶的轉化 
陳伯豪 羅時瑋 102.1.9 

279 
都市街道時空情境與搶奪犯罪之關連性研究—以台

灣某都市為例 
黃迺棣 蘇智鋒 102.1.11 

280 山坡地大學校園無障礙環境之初探-以東海大學為例 張博涵 陳格理 102.6.11 

281 
島嶼型民宿的空間及經營型態之研究-以澎湖馬公、湖

西、白沙、西嶼地區為例 
林彥君 羅時瑋 102.6.20 

282 蘭嶼雅美族傳統家屋的延續 王泰斌 關華山 102.6.21 

283 
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以工業遺址的文創產業植入--探

討上海城市再結構過程 
王詩瑜 郭奇正 102.12.27 

284 玻璃產業與新竹都市空間發展之變遷 李思盈 羅時瑋 103.1.06 

285 台南府城老師新生之氛圍空間研究 詹謹菱 羅時瑋 103.1.06 

286 媒介妳像-當代偶像劇符號消費之女性空間 蔡佩娟 羅時瑋 103.1.10 

287 鄰里單元規劃理念在海峽兩岸之發展變遷研究 周為天 郭奇正 103.6.2 

288 美式文化影響居民生活空間型態變遷分析 鄭詩穎 關華山 103.6.18 

289 塗鴉現象於台北西門町之空間滲透與商業活動影響 朱厚先 蘇智鋒 103.6.18 

290 台中市替代空間之研究 林園淳 羅時瑋 104.1.13 

291 台中舊市區都市型態與空洞化 許志斌 蘇睿弼 104.1.20 

292 社區邁向可持續發展之個案研究—以花蓮豐田社區為例 周彥豪 關華山 104.6.29 

293 馬尼拉都會的源起與演化 趙于嫺 關華山 104.6.29 

294 論商家與拾荒者之互動關係-以台中市中區為例 陳大中 蘇智鋒 104.6.29 

295 
由空間型構檢視都市街道空間網絡變遷與產業分布關連

性研究-以台中市為例 
林敬凱 蘇智鋒 104.6.29 

296 退休教師的住居用後評估：H大學退休宿舍個案研究 何鴻明 關華山 104.6.30 

297 台中都會禪寺的公眾空間研究 郭邦宇 羅時瑋 10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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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路網開發形態與濕地生態環境鳥類棲息地影響研究-以

茄萣濕地為例 
劉曜霆 蘇智鋒 105.1.6 

299 
以在地老化觀點調查研究台中清水區果貿陽明新村高齡

者之社區與居家生活環境 
吳敏豪 關華山 105.1.6 

300 台灣與大陸考古遺址現地保存方式多個案之比較研究 葉建慈 關華山 105.1.11 

301 
雲南省雲龍縣諾鄧鹽井聚落文化資產保存與旅遊規劃設

計 
陳建銘 關華山 105.6.30 

302 
金門傳統聚落商業空間與象徵性建築聚集現象之研究-

以空間型構法則為分析工具 
翁梓綺 蘇智鋒 107.1.15 

303 當代台灣垂直集居形態中景觀陽台空間生產研究 周建猷 郭奇正 10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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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文題目 撰寫人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1 國畫館 -- 一個「神遇」與「跡化」的過程 陳伯楨 劉舜仁 84.7 

2 河流與城市的對話--The  River Side 洪千惠 

洪文雄 

陳維祺 

盧文瑛 

84.8 

3 影像與城市的對話--The Urban Cinema Plaza 饒千惠 

洪文雄 

陳維祺 

黃業強 

85.5 

4 都會轉運空間--台中朝馬公車轉運站 鄞千茵 

洪文雄 

戴啟維 

盧文瑛 

85.5 

5 東海大學建築系館增改建--場所儀式性之建構 謝志鴻 
洪文雄 

郭奇正 
85.6 

6 
建築之讀（討論）、寫（設計）的濾鏡概念--一個中

藥鋪討論與攝影教室設計的過程 
劉家旭 郭文亮 85.6 

7 
游泳、油畫與建築設計（藝術中心與補習班）一個

觸覺型的設計實驗 
高興康 郭文亮 85.6 

8 泰雅小學校設計案 張  玲 
洪文雄 

關華山 
85.6 

9 從繪畫的點線面到建築的體和空間的消長 仲淑芬 劉舜仁 85.7 

10 榫卯的建築 黃瑞孜 劉舜仁 86.4 

11 都市建築介面的重組—影像媒體的介入與影響 敖芸蓓 盧文瑛 86.4 

12 書店研究初探—新竹誠品書店設計 劉立業 陳格理 86.4 

13 生態共生—國民小學在社區中所扮演的角色 張元琳 洪文雄 86.4 

14 阿里山森林鐵道車站 張玫萍 劉舜仁 86.4 

15 淡水捷運車站整體環境重建案 徐兆立 徐業勤 86.6 

16 整建都市中具歷史意義的失落空間 鄭敏聰 洪文雄 86.6 

17 校園與城市的對話 劉  美 盧文瑛 86.6 

18 由十二張冊頁延伸的空間序列 楊涵婷 洪文雄 86.6 

19 北回歸線紀念館主題公園 洪哲正 劉舜仁 87.1 

20 再現梅川 游菁如 劉舜仁 87.06.13 

21 建築與地方產業涵構之對話—田尾花王蘭園 林連璋 洪文雄 87.06.13 

22 
運動、速食、禮拜堂—台中基督教太平浸信會國語

禮拜堂重設案 
蔡宜勳 

阮偉明 

羅時瑋 
87.06.13 

23 
都市街廓內部之市--場空間再開發設計——新竹市

東門市場為例 
郭乃瑜 羅時瑋 87.06.13 

24 中央研究院院史館暨語言學研究所設計案 郭瑋克 劉舜仁 87.06.13 

25 複合型旅館之都市課題—建築與都市之中介空間 宋契德 羅時瑋 87.06.13 

26 
自然環境村落的基地規劃—以神木村「半路店」聚

落災後重建為案例 
陳文夏 洪文雄 87.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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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現世代都市教會建築之設計—以台中柳原基督長老

教會為例 
林一川 洪文雄 87.06.13 

28 台北地方法院設計案—論文設計之「證據法則」 林清文 陳格理 88.06 

29 三角公司設計案 林世偉 陳格理 88.06 

30 竹塹藝術工廠 湯凱如 劉舜仁 88.06 

31 松山會議中心設計 林家瑞 曾成德 88.06 

32 台灣電影新舞台 胡慧苹 
曾成德 

吳光侹 
88.06 

33 新東社區中心設計—大學城公共空間序列之建構 白明仕 羅時瑋 88.06 

34 
老人生命末期照顧之家—都市中的千高原、游牧老

人的末期生命場所 
郭小琿 洪文雄 88.06 

35 金瓜石之金礦博物館 何志豪 洪文雄 88.06 

36 故宮博物院增建設計 柏永青 阮偉明 89.01.22 

37 
台南公會堂及吳園再利用--府城民間傳統工藝博物

館 
陳冠文 徐業勤 89.06.10 

38 市民場所的創造--小劇場聯盟暨附屬空間設計 黃彥謀 郭肇立 89.06.10 

39 竹塹玻璃工藝館 林章鍊 郭肇立 89.06.10 

40 資訊出境--旅遊補給站 王  蕾 曾成德 89.06.10 

41 都市設計的觸媒實驗--以台中市豪華戲院更新為例 許鶴錦 羅時瑋 89.06.10 

42 從影像運動到街屋的連結與重組 盧曉瓊 郭肇立 89.06.10 

43 大里民宿--海岸聚落的觀察/植入民宿 李忠益 郭文亮 89.06.10 

44 大學校園設計--以東海大學力行路地區為例 袁興言 徐業勤 89.06.10 

45 竹圍遊艇碼頭規劃設計 陳弘文 彭康健 89.06.10 

46 
台北市立美術館建築館規劃設計--主題建築內部與

外部空間之涵構 
惠鳴霄 羅時瑋 89.7.31 

47 
北投溫泉浴場設計-朝向一個構築性（tectonics）觀點

的設計 
李明遠 曾成德 90.1.13 

48 從盲生移動特性探討盲校設計 邱慧雯 洪文雄 90.1.13 

49 台南臨水夫人廟重建案 陳美如 洪文雄 90.1.13 

50 龍安村福利生活坊建構鄉村生活空間文化 黃銘璋 羅時瑋 90.3.22 

51 
九二一地震之紀錄與再現—霧峰ʂ光復，地震教育

館 
陳秉信 劉舜仁 90.06.16 

52 現代都市中歷史古街的再生--以剝皮寮為例 謝育倫 郭奇正 90.06.16 

53 四四南村文化公園設計 凌培耕 徐業勤 90.06.16 

54 峨眉停車場重整案 楊振中 洪文雄 90.06.16 

55 捷運板南線市政府轉運站 張文正 詹耀文 91.1.30 

56 淡水忠寮FRP工廠增改建 何震寰 曾成德 91.1.30 

57 影音對位—線上電影館 景雅琦 劉舜仁 91.1.30 

58 荒廢地景—大雪山製材廠之再生 徐介文 劉舜仁 91.1.30 

59 
Dance on the Red Line—捷運劍潭站上的現代舞蹈中

心 
李文心 

劉舜仁 

顏名宏 
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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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都市的心靈滌濾場—現代禪宗精舍的建構 廖素瑩 洪文雄 91.1.30 

61 Hodological Space—市民公共空間再開發 曾彥寧 羅時瑋 91.1.30 

62 「回收建築」以綠川地區機車停車問題為例 吳軒銘 羅時瑋 91.6.12 

63 
Prosthetic city Facilities 置換性城市設施—以基隆河

河濱公園新舊大直橋區段為例 
蔡宜安 曾成德 91.6.22 

64 歷史街區中非歷史街廓再設計-永樂市場基地探索 李立偉 阮偉明 92.7.28 

65 楊逵紀念館 鍾元祥 
阮偉明 

曾成德 
93.01.09 

66 暫時性地景—從工業物件到新都市紋理 陳漢儒 
曾瑋 

曾成德 
93.01.09 

67 
永續的文化愛河計畫—後工業都市水岸空間的再生

策略與練習 
陳瑋珊 郭肇立 93.01.09 

68 士林紙廠再造 章瑞珊 劉舜仁 93.01.09 

69 北火電廠再利用案 吳秉曄 
阮偉明 

曾成德 
93.01.09 

70 草葉集 周政宏 郭奇正 93.01.09 

71 矯正數的空間操作 劉艾玲 羅時瑋 93.01.09 

72 Arcade Church Project 郭揚義 曾成德 93.01.09 

73 
De-enclosure Civil Church in Tiger-city世俗環境下的

世民教堂 
游朝舜 

彭康健 

曾成德 
93.01.09 

74 
城市、煉金、生活--台中市成功路珠寶街金工產業社

群設計 
李如晴 劉舜仁 93.05.28 

75 Prosthesis Process--新形態的都市水空間 廖炯昇 
曾  瑋 

羅時瑋 
93.05.28 

76 EXHABITA異類型術 許睿今 曾成德 93.05.28 

77 傳統市場空間再造-以台中市第二零售市場為例 張峰維 劉舜仁 94.01.15 

78 後山珍珠－台東舊鐵道空間再利用 柯元傑 龔書章 94.01.15 

79 
溫州街資訊業員工住宅設計－資訊社會之綠建築設

計 
陳旭彥 郭肇立 94.01.15 

80 The presence of Absence－惠來遺址的考掘 林瑞琪 曾成德 94.06.13 

81 空靈的藝境 王  喆 劉舜仁 94.06.13 

82 從移動性（mobility）的角度探討都市地景的構成 鍾琇暖 劉舜仁 94.06.13 

83 The Botaniclub ,Tien-Mu 金承運 郭肇立 94.06.13 

84 兩個學校的第三地 / 一個邊界實驗 沈憲彰 曾成德 95.1.7 

85 非線性都市閱讀腳本 黃筱蒨 曾成德 95.1.7 

86 都市新地景—台中歷史展覽館 蔡一伶 曾成德 95.1.7 

87 安康悽地 林怡萱 曾成德 95.1.7 

88 TABLING THINKING 羅曜辰 
郭文亮 

劉舜仁 
95.1.7 

89 生死之間—台北市寧波公墓再造 謝其穎 羅時瑋 9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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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文題目 撰寫人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90 
Interland from inter-subjective《兄弟飯店增建女子旅

館》 
劉佩樺 劉克峰 95.6.9 

91 EN-COUNTER 孫維利 
盧澤彥 

劉舜仁 
95.6.9 

92 再見內灣 翁偉哲 
曾瑋 

劉舜仁 
95.6.9 

93 與自然共夠的空間經驗—以牡蠣養殖為例 林宜慧 
林昌修 

劉舜仁 
95.6.9 

94 
HUB OF SYD – TWTC EXHIBITION HALL 3 

RENEWAL 
陳博盛 劉舜仁 95.6.9 

95 Trap--陷阱地景 邵俊夫 漆志剛 96.1.5 

96 須彌—芥．芥亦須彌 趙苑捷 洪大為 96.1.5 

97 都市夜行 施嘉玲 曾  瑋 96.1.5 

98 
遊＜藝場＞—Amusement Park of Ark-國美館增建計

畫 
吳佩容 劉克峰 96.1.5 

99 異質邊介身份建構 高雅楓 羅時瑋 96.1.5 

100 1MM（淺根構築）--（產業勞動空間與地域構築） 黃寶億 羅時瑋 96.1.5 

101 觀  禁閉 郭令權 郭文亮 96.1.5 

102 

HOUSE PROJECT – A TRANS –PHORMATION 

PROCESS: THE 

OTHERNESS 

蕭之華 郭文亮 96.1.5 

103 生命之延續—銀髮族的退休新生活 陳欣婉 彭康健 96.1.5 

104 
市場—展示與交易的消費空間運作 

--以平民時尚的供應者  五分埔為例 
楊秀川 劉舜仁 96.6.15 

105 知識 流動 花園—城市複合機能空間規劃設計 李岳修 羅時瑋 97.01.18 

106 沙仔地當代藝術展演實驗場 王怡靜 劉舜仁 97.01.18 

107 
PROJECT AFTERWARDS 

 
鍾享恆 曾成德 97.01.18 

108 坑道流變性的詩意建構 張世峰 
曾  瑋 

羅時瑋 
97.06.15 

109 URBAN GACHA YOU 方瑋 林昌修 97.5.23 

110 MoE ExhibitA 林建華 劉舜仁 97.12.06 

111 Earth Tour/鶯歌脈絡空間計畫 劉文禮 劉舜仁 97.12.06 

112 7-ELEVEn Urban Station 游承翰 葉朝憲 97.12.06 

113 Soul’s Out—眷村新生活文化園區 陳晏奇 林昌修 97.12.06 

114 Invisible City 蔡天諭 黃明威 97.12.06 

115 aparkment 邱俞鳳 林昌修 97.12.22 

116 “Oil platform”舊構造再建築 黃敬哲 林昌修 98.06.16 

117 漸見  在九份的山海之間、新舊之間 趙士賢 邱浩修 99.01.11 

118 台中公園  歷史堆積下的自然還原 柯惠尹 
葉朝憲 

林昌修 
99.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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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文題目 撰寫人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119 杜子島 綠能、覆育、銀行 黃信豪 
葉朝憲 

林昌修 
99.01.11 

120 明日之家  都市老人群居形態 殷澍君 劉舜仁 100.1.6 

121 流行設計新舞台 趙沛柔 劉舜仁 100.1.6 

122 後天計畫_明日的海岸共生機制 蔡欣翰 林昌修 100.1.6 

123 都市內邊界-探討人與水的共生介面 紀雅馨 林昌修 100.1.6 

124 Micro Reservoir Park 謝欣曄 曾瑋 100.1.6 

125 派外人員與在地生活─集體生活的介面重組 何彥葵 程宗賢 100.5.17 

126 都市重劃衝突下公共空間的動態行為 黃國玉 劉舜仁 100.6.21 

127 主客反轉─北埔居民與觀光客共存共榮 邱錦如 
劉冠宏 

林昌修 
100.6.21 

128 Guest House─台中刑務所官舍再生 孫伯任 劉舜仁 100.6.21 

129 Switch between（救災 學校 部落） 游詠丞 程宗賢 100.6.21 

130 台北。奇布茲 青年族群與都市共生機制 游明憲 
葉朝憲 

林昌修 
100.6.21 

131 看見阿里山/森林鐵道”車站”設計 劉呂吉 程宗賢 100.12.17 

132 蘭花培育中心-與自然共構的觀光溫室 張瑋玲 吳佳芳 100.12.29 

133 金門無限島-生態淨化潮汐公園 蔡季蓉 劉舜仁 100.12.29 

134 「鉅型城市：混血之詩」台北中央車站空間重整計畫 謝宗諺 劉舜仁 100.12.29 

135 
A Method of Transcribing Everyday Life- A Love 

Story    in Kaohsiung Pier 2 Art Center 
陳儀軒 

郭文亮 

林昌修 
100.12.29 

136 補破網-札根行為之修補儀式 林可欣 
方俊凱 

林昌修 
100.12.29 

137 

跨界－從都市到自然/捷運三重站自行車休閒空間系

統設 

計。 

張紘瑞 邱浩修 101.06.14 

138 

一釐米的百萬年-以時空切片定義自然場域之大禹嶺

遊境設 

計 

陳昀詩 邱浩修 102.1.3 

139 自由吟唱的容器-蘭嶼朗島村天主教堂建築 林怡辰 關華山 102.1.3 

140 新。天空。墓園-探討都市中生者與死者的和諧共存 蕭怡茵 
林昌修 

劉冠宏 
102.1.3 

141 小南門藝術基地 賴冠鴻 
林昌修 

劉冠宏 
102.1.3 

142 一號宿舍：逢甲校外學生宿舍的公共與私密 李立丞 郭文亮 102.1.3 

143 海/界：古寧頭歷史海域規劃暨遊客觀光碼頭設計 林宛儀 邱浩修 102.1.3 

144 接區－建國市場重劃 王啟浩 林昌修 102.5.25 

145 勤美百貨店的綠色植入術 王姿婷 林昌修 10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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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論文題目 撰寫人 指導教授 通過日期 

146 「土」城-都市舊社會設施重生 黃祿璁 
趙亦翔 

林昌修 
102.12.14 

147 癮 游喻婷 
劉冠宏 

林昌修 
102.12.14 

148 新北投溫泉地景重塑 何嘉珍 邱浩修 102.12.14 

149 抵家-一種與土地和諧共存的群居生活 朱瑩涓 
謝佑祥 

林昌修 
102.12.14 

150 積地 林子文 
劉冠宏 

林昌修 
102.12.14 

151 從歸零那刻開始-追憶的火葬場 蔡治隆 邱浩修 102.12.14 

152 漫計畫-安平新舊之後再延續 胡睿玟 方俊凱 102.12.14 

153 Living Museus-翻開Qais的無字地書 林詩潔 邱浩修 103.5.24 

154 地景化公共基礎設施 丁奕理 邱浩修 103.5.24 

155 台北市精神性水岸休憩空間設計-以永福橋下為例 楊  婕 
趙亦翔 

林昌修 
103.12.20 

156 歐若波洛斯之城：墾丁核三廠的死與新生 盧浩業 
劉冠宏 

林昌修 
103.12.20 

157 西安路一段242號 周  霓 
劉冠宏 

林昌修 
103.12.20 

158 海安異都（意識與現實之間-海安路巨型架構之想像） 林浩瀚 
方俊凱 

林昌修 
103.12.20 

159 無所。不在。 陳儷文 
劉冠宏 

林昌修 
103.12.20 

160 陶工藝-鶯歌仁和窯再生計畫 林思頻 邱浩修 103.12.20 

161 新城市中央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設計 楊雅婷 
洪大為 

林昌修 
103.12.20 

162 國立台北故宮博物院增建設計 劉宇軒 
方俊凱 

林昌修 
103.12.20 

163 異質 / 藝質都市介面-寶藏巖藝術村入口停車塔 陳宇同 林昌修 104.6.16 

164 縮時建築-以混凝土材料探討空間中的時間性 陳光芸 
劉冠宏 

林昌修 
104.12.12 

165 中央車站3.0 陳韋婷 劉克峰 104.12.12 

166 泰安溫泉源頭引道設施-隨溫度而異的親水空間 賴怡儒 
方俊凱 

林昌修 
104.12.12 

167 都市漫空間。華江整建住宅再生 陳宇群 
劉冠宏 

林昌修 
104.12.12 

168 回溯煤產業-新平溪煤產業遺跡空間博物館 羅  皓 
方俊凱 

林昌修 
104.12.12 

169 西螺文化驛棧 林萬碩 劉克峰 104.12.12 

170 都市。獨立音樂地景再造 王維傑 
曾  瑋 

林昌修 
104.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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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建築二次性 王瑞亨 
曾  瑋 

林昌修 
104.12.12 

172 濃淡。茶生活-家庭式製茶空間再造 謝奕辰 
盧澤彥 

林昌修 
104.12.12 

173 複寫大橋頭：歷史街區後巷的旅遊/展演計畫 楊泓軒 劉克峰 105.12.17 

174 秩序的變與不變 劉馥瑢 
劉冠宏 

林昌修 
105.12.17 

175 
Recover Discover Landscape_大雪山製材場之廢棄地

景再詮釋 
黃庭葳 

方俊凱 

林昌修 
105.12.17 

176 地下園計畫_彰濱工業區出海口之末端代謝工廠 李鎧名 
曾  瑋 

林昌修 
105.12.17 

177 
時間地景-萬大水壩除役計

畫 
 

黃柏嘉 
林昌修 

曾  瑋 
106.06.04 

178 
浴場漫遊-身體經驗的邊界

過渡 
 

張庭維 
林昌修 

曾  瑋 
106.06.04 

178 國立台灣美術館園區改造 張佳瑋 劉克峰 106.06.04 

179 紀念性的衍序覆寫/雲林縣斗六門空間計劃 許賀  
林昌修 

劉冠宏 
106.12.23 

180 浮世廟口＿資訊信仰下桃園核心共構站體 邱宇辰 
林昌修 

劉冠宏 
106.12.23 

181 霧中解陵/ 南橫埡口地景紀錄器 程韋慈 
林昌修 

方俊凱 
106.12.23 

182 拼貼遺跡-介入城市、歷史與自然的保種中心 曾驛程 
林昌修 

漆志剛 
106.12.23 

183 都市身體改良場-前日本海軍無線電信所再利用計劃 吳銘基 林昌修 107.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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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組研究生論文明細 

序號 論   文   題   目 撰寫人 指導教授 通過時間 

1 
殖民時期日人社區空間紋理與型態之重塑—台中市大和

旅館設計 
張世恭 郭肇立 91.6.22 

2 
北台灣傳統街屋聚落與基督教文化植入的空間論證—苗

栗西湖鄉店仔街新教教堂設計 
湯博鈞 郭肇立 92.1.18 

3 PLATFORM K北淡線雙連段紋理重整 陳建宏 曾成德 92.1.18 

4 台灣建築館 黃煒智 郭肇立 92.5.24 

5 流行館 張義明 郭肇立 92.7.28 

6 文化士林-休閒市集 蕭沛霖 劉舜仁 93.1.09 

7 Park --- 14  15 劉書豪 曾成德 93.1.09 

8 城市邊緣—台北市淡水河堤的研究 白宗弘 郭肇立 93.1.09 

9 生活、藝術、倉庫 高嘉霙 劉舜仁 93.1.09 

10 漫游、慢遊 吳亞蘋 郭肇立 93.5.22 

11 城市、導覽、居所—台南末廣町街屋再利用 蔡宗明 郭肇立 93.5.28 

12 流動中的停留—Kaohsiung, The R1005 Station in the Circus 莊惠茗 郭肇立 93.5.28 

13 黎頭店—After School and Other Programs 戴冠儀 曾成德 93.5.28 

14 朝馬轉運站 陳怡鈞 曾成德 94.1.15 

15 Cell-City資訊時代下個人與都市的連結空間研究 劉敬明 郭肇立 95.1.07 

16 

黑白會—從人體空間尺度到機能介面得再生成—Black 

mixes White—Form human Scale Constraints to 

Programmatic interface 

林煌閔 
黃謙智 

 
95.1.7 

17 Path – 一種看台南城市的方法與角度 鄭景文 劉舜仁 95.6.3 

18 

進出之間—Extracting Historical Dialogue Through Spatial 

Narrative and Sectional Interchange – TAIPEI CITY 

MUSEUM 

許裕億 
郭肇立 

黃謙智 
95.6.3 

19 
BoBoCommunity從現代生活探討住商混合住宅-以永康集

合住宅為例 
許朝欽 

郭肇立 

郭文亮 
95.6.3 

20 城市針灸—在不同空間尺度中操作中醫邏輯的可能性 聶子修 
林昌修 

劉舜仁 
95.6.3 

21 
都市揭面  離線 Ω連線 

Urban Face  Off Line Ω On Line 
陳正杰 劉舜仁 96.1.13 

22 生物廊道 — 都市價值觀下的全球化策略 廖俊華 洪大為 96.1.13 

23 漫遊計畫 — 城市優雅生存原則 賴彥仁 郭文亮 96.1.13 

24 都市綠川 楊煥生 曾成德 96.1.13 

25 看見看不見的城市 — 台北忠孝商圈空間重構 劉守書 林昌修 96.1.13 

26 都市混血 — Urban Hybrid in Between Space 方  薇 程宗賢 96.1.13 

27 區域發展模擬 / 遊戲—礁溪實驗 楊宗維 
王惠民 

郭文亮 
96.6.9 

28 WIND GATE—福隆風與沙之地景 李敏誠 林昌修 96.6.9 

29 台中策略—Glocalization Model X 歐陽勤 郭文亮 9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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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SOHO Next : Single SOHO•Working with Living創意產業

中單身SOHO族之生活群聚空間 
蔣宗憲 程宗賢 97.5.29 

31 行銷台灣媽祖文化—海上遶境計畫 許旻書 
郭文亮 

羅時瑋 
97.06.12 

32 
創意經濟下的新商業建築、地產開發模式與團隊---（New 

Business Model） — 以台北市建成圓環為例 
梁鎮皓 

莊熙平 

郭文亮 
96.1.13 

33 舞蹈工廠—舞者身體意識與觀者感官的交流平台 吳淑薇 邱浩修 98.1.16 

34 都市淨化策略-CITY PURIFICATION SYSTEM 任依仁 
郭文亮 

邱浩修 
98.1.16 

35 
風水、建築檢討？還是指導！--風水架構下、方位格局與

空間指導原則對應現代居住空間之轉化實驗與應用 
張庭熙 林昌修 98.1.16 

36 You Topia-一個關於暫時都市個人空間的成長繁殖實驗 莊佩勳 劉舜仁 98.1.16 

37 茶室。壯陽。新樂園 簡榮錦 羅時瑋 98.1.16 

38 一條線的都市閱讀 何中元 劉舜仁 98.6.16 

39 台北歷史事件與空間、角色扮演系統 張家芳 邱浩修 98.6.16 

40 轉化夜市機制下的展演空間裝置設施 湯明霖 林昌修 98.6.16 

41 
Nomadpolis.space游牧城邦--以創意游牧再現微型公共性

與新社交互動模式 
簡智威 邱浩修 98.6.16 

42 浮現中的原型—台灣牛場循環系統之建構 林建帆 劉舜仁 99.1.19 

43 勁、式-拳法態勢之空間衍生的構成與重組運用 黃秉藩 林昌修 99.6.17 

44 
H2O 重新界定住宅空間型態—轉變成生活用水及儲水的

空間原型 
陳建榮 邱浩修 99.6.17 

45 
從都市街廓原型實驗，探討都市新發展策略-以台中市中區

為例 
王威翔 林昌修 100.1.17 

46 Ground Zero-以新移民為讀本的空間建構型式 吳宜珮 蘇智鋒 100.1.17 

47 缺席中的出席 紀念 離散之家 林詩翔 蘇智鋒 100.1.17 

48 Parametric Patterns Designer─客製化參數形構與生產策略 曾功達 邱浩修 100.6.21 

49 都市中以自然生活空間為前提的新住宅原型 黃彌堅 林昌修 100.6.21 

50 都市收納 吳柏君 邱浩修 100.6.21 

51 化外─都是收縮下的建築策略 蔡長恩 
郭文亮 

蘇智鋒 
100.6.21 

52 糧食新生產力來源─國軍機動性屯田機制與空間策略 蘇  民 
郭文亮 

蘇智鋒 
100.6.21 

53 代謝建築-Metabolic Architecture–藻類減碳策略 莊雅婷 
郭文亮 

林昌修 
100.12.17 

54 開心農場-都市光騰自耕機制 賴可謙 吳佳芳 100.12.17 

55 捕捉者的工廠-登山車樂園 蔡昱偉 吳佳芳 100.12.17 

56 豬窩-生態農場輪耕機制 簡良霖 吳佳芳 100.12.17 

57 Living Pattern-都市建築的退場生態 李建鋒 吳佳芳 100.12.17 

58 魚米織鄉 徐曼琪 吳佳芳 100.12.17 

59 城市．程式 白名剛 劉舜仁 101.6.14 

60 都市的果實：農耕都市的居住型態 王禹翔 吳佳芳 10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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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藉水築夢－創．藝 孵化器 李柏毅 吳佳芳 101.06.28 

62 水紋與地景的交織：生態社區的活動介面 楊曉珊 吳佳芳 101.6.28 

63 社會性第三空間－文化繁衍場 黃貞懷 蘇智峰 101.6.29 

64 遊戲復原－微微奇想場域拼貼 林依潔 蘇智峰 101.6.29 

65 地下莖城市－一場關於傳統市場的質變 黃子軒 蘇智峰 101.6.29 

66 獨立發聲練習曲 林祐年 蘇智峰 101.6.29 

67 消費理財之喚醒空間 蘇  恒 蘇智峰 101.6.29 

68 身體自主－肉體與距離 楊子賢 蘇智峰 101.6.29 

69 都市空間的光影市集 呂宗曄 
蘇智鋒 

吳佳芳 
102.1.11 

70 都市感官場域裡的游離物件 何瑋晨 蘇智鋒 102.1.14 

71 虛實間的沈靜流域 吳宓思 蘇智鋒 102.1.14 

72 美他弗利亞 傅偉哲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102.6.13 

73 都市生態系統 劉昱良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102.6.13 

74 水作為介質-城市與身心淨化空間之場域 陳冠銘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102.6.13 

75 戲弄街坊〈書法書寫都市空間〉-藝啟來 李惠敏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102.6.13 

76 在都市擴張之外-台中城市的記憶玩具 邱育瑄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102.6.13 

77 台灣新移民的城市海綿 顏秀羽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102.6.13 

78 頂寮里參與過程發展規劃 吳泰霖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102.6.13 

79 印尼新移民：城市，空間和生活 林福漢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102.6.13 

80 緩慢-人與自然之間 何思佑 蘇智鋒 102.6.13 

81 廚餘樂園-以易經觀點重新組構台中廚餘回收系統 楊博文 蘇智鋒 102.10.14 

82 城市陰翳-台中中區邊緣即興景觀 陳宗霖 邱浩修 103.6.19 

83 時丨差-解鎖關於中區的記憶片段 施懿恩 邱浩修 103.6.19 

84 快閃運動-台中公園的紀念性空間佔領與再詮釋 陳昱超 邱浩修 103.6.19 

85 都市靜域-台中中區即興擾動 楊俊宏 邱浩修 103.6.19 

86 團圓-台中中區分享空間 游翎 邱浩修 103.6.19 

87 遺落拾光-一個椅子的實驗來訴說被我們遺忘的 故 事 張湘涵 邱浩修 103.6.19 

88 記憶的殘骸-台中第一廣場空間影像再現 廖緯為 邱浩修 103.6.19 

89 Disembodied Heads – Architecture as a tool for Learning 

Michael 

Fortunato 

Perkins 

蘇智鋒 103.6.19 

90 從原始操作到數位化構築-HDPE人造雲空間裝置 陶  瑋 邱浩修 104.6.16 

91 從原始結構到參數設計：布料結構 |臆想|繭空間的空間性 林雨潔 邱浩修 10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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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尼加拉瓜再生鋁板空間設計研究 Recycling Aluminum 

Pavilion in Nicaragua 

Dora Haydee 

Chavarria 
邱浩修 104.6.16 

93 從原始構造到參數設計—羽毛的木屋 梁景俐 邱浩修 104.6.16 

94 從原始構造到參數設計-竹-環-造 施懿媛 邱浩修 104.6.16 

95 台灣實驗伊甸園-台中中區飲食文化地圖 姚海琦 蘇智鋒 105.1.11 

96 都市逃離-重構台中中區的飲食文化地圖 許欽玄 蘇智鋒 105.1.11 

97 樹之寓 Jeff Carnell 邱國維 105.5.27 

98 虛靜之城 楊怡珂 邱國維 105.5.27 

99 第三環境-海鳴 鄭方哲 邱國維 105.5.27 

100 台中農作航廈 Hasan Zainaldin 邱國維 105.5.27 

101 自然的混響 譚佳琪 邱國維 105.5.27 

102 城市解毒 陳羿冲 邱國維 105.5.27 

103 最後的狂譫棲居 許大維 蘇智鋒 106.06.12 

104 海綿城市公園 蕭凱元 蘇智鋒 106.06.12 

105 無相  綠川 張君瑜 蘇智鋒 106.06.12 

106 不老廟 林炯輝 蘇智鋒 106.06.12 

107 城市針灸與現象修復 羅迪歐 蘇智鋒 106.06.12 

108 逃離楚門的世界 雷瑪麗 蘇智鋒 106.06.12 

109 最後的狂譫棲居 許大維 蘇智鋒 106.06.12 

110 烏邦西亞－未來城市水道與仿生水網系統設計 林建宏 邱國維 107.06.21 

111 城市綠洲-以仿生策略設計新型態人工智慧社群生活圈 王家熙 邱國維 107.06.21 

112 場所與流離失所－重置生存場域與機會 王恩慈 邱國維 107.06.21 

113 未來渦漩式機場設計－仿生策略的漂浮、穩定、調節 鍾富山 邱國維 107.06.21 

114 蔓延的秩序－逕流分擔之仿生堤防設計 薛印呈 邱國維 107.06.21 

115 複雜系統設計的轉譯－擁有“複合”功能的城中村 朱 慧 邱國維 107.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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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碩士班學生通訊錄 

建築系辦公室: 04-23590263#11  

陳姐（陳淑禎）shuchen@thu.edu.tw 

葉孟慈 carolyeh4107@thu.edu.tw 

學籍 組別 姓名 信箱 畢業學校 

102 

B 黃柏嘉 foreverlove12200@hotmail.com 交大電機 

B 李鎧名 b98501018@ntu.edu.tw 台灣土木 

B 張佳瑋 chcwei@gmail.com 成大工設 

B 黃敬隆 h800102@gmail.com 高師大工業科技 

B 王澤銘 harmankardon7876@hotmail.com 輔大應美 

B 黃庭葳 gigilin868@gmail.com 長庚生醫 

B 華逸軒 michael6216@hotmail.com 成大電機 

B 吳銘基 monyen0223@gmail.com 東華資工 

B 劉馥瑢 lfj800429@gmail.com 交大人文 

B 張庭維 sugarism9@hotmail.com 輔大景觀 

103 

A 賴靜儀 v46531@gmail.com 正修建築 

A 翁梓綺 319jxt@gmail.com 金門建築 

A 周建猷 zjyuuu@gmail.com 北京林業大學城市規劃 

B 許賀捷 Richiesheu@gmail.com 東海資工 

B 程韋慈 b99608020@ntu.edu.tw 台大園藝 

B 邱宇辰 tec1980319@gmail.com 實踐工設 

B 曾驛程 adas810527@yahoo.com.tw 中興土木 

B 江孟祐 doubt1129@gmail.com 交大土木 

B 白浩廷 felizemb@gmail.com 清華外文 

104 

A 陳雅玲 black12391@gmail.com 東海歷史 

A 張詠宣 tam10132001@yahoo.com.tw 正修建築 

A 陳宗偉 qqq3q3q@hotmail.com 正修建築 

A 廖  真 liojane0712@gmail.com 逢甲都計 

A 吳芳瑜 teteteovo@gmail.com 中華建築 

A 黃廷宇 jackhuang0823@gmail.com 逢甲建築 

A 劉雅婷 cow8223123@gmail.com 勤益景觀 

mailto:shuchen@thu.edu.tw
carolyeh4107@thu.edu.tw
mailto:foreverlove12200@hotmail.com
mailto:harmankardon7876@hotmail.com
mailto:gigilin868@gmail.com
mailto:michael6216@hotmail.com
mailto:monyen0223@gmail.com
mailto:lfj80042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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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籍 組別 姓名 信箱 畢業學校 

B 王人捷 punk2817252@hotmail.com 東海景觀 

B 蘇靖媖  su7802139@hotmail.com 輔仁美術 

B 廖漢倫 designer2007blue@hotmail.com 台藝大雕塑 

B 周峻吉 juim27@gmail.com 成大工設 

B 張辰暘 jordan12214@gmail.com 暨南土木 

B 黃年詢 hakunamatata923@gmail.com 數學系 

B 吳怡旻 eunice2050@gmail.com 清華物理 

C 張君瑜 tree.qqq@hotmail.com 逢甲建築 

105 

A 劉世翔 deansliuss@yahoo.com.tw 中華科大建築系 

A 蔡鈞曄 fd90303@gmail.com 逢甲都計與空間 

A 趙書儀 willychao5795@gmail.com 中興水土保持 

A 李富豪 volvo0810@gmail.com 中華景觀建築 

B 姚雄翊 yuuyoku0819@gmail.com 嘉大土木與水資源 

B 阮琛婷 pa2562@hotmail.com 交大電機工程 

B 梁家權 b01501112@ntu.edu.tw 臺大土木工程 

B 楊以安 yangyianne@gmail.com 東海社會學系 

B 吳如雅 b99207060@ntu.edu.tw 臺大心理學系 

B 翁茂森 sam54917@gmail.com 輔仁應用美術 

B 朱婕華 theylookthesame@gmail.com 政大國際經貿 

B 陳昱翔 lainecil1011231@gmail.com 中原物理 

B 吳倍均 smallyellow7777@gmail.com 文藻外語傳播藝術 

C 許大維 davidtonygo@yahoo.com.tw 東海建築系 

C 蕭凱元 terry53125312@yahoo.com.tw 東海建築系 

C 張君瑜 tree.qqq@hotmail.com 逢甲建築學系 

C 柯奕維 rugarizon@gmail.com 正修科大建築與室內 

C 詹竣傑 miler.jhan@gmail.com 中原建築 

C 朱曉君 350706348@qq.com 廣州美術學院 

C 林炯輝 1216312973@qq.com 福州大學 

C 
Maria Eugenia 

Carrizosa Rivera 
me.carrizosa@usp.ceu.es 西班牙聖保羅大學建築 

C 
Rodrigo Reverte 

Martinez-Gil 
Rreverte19@gmail.com 西班牙聖保羅大學建築 

mailto:deansliuss@yahoo.com.tw
mailto:fd90303@gmail.com
mailto:willychao5795@gmail.com
mailto:volvo0810@gmail.com
mailto:yuuyoku0819@gmail.com
mailto:pa2562@hotmail.com
mailto:b01501112@ntu.edu.tw
mailto:yangyianne@gmail.com
mailto:b99207060@ntu.edu.tw
mailto:sam54917@gmail.com
mailto:lainecil1011231@gmail.com
mailto:davidtonygo@yahoo.com.tw
mailto:terry53125312@yahoo.com.tw
mailto:tree.qqq@hotmail.com
mailto:rugarizon@gmail.com
mailto:miler.jhan@gmail.com
mailto:350706348@qq.com
mailto:121631297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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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籍 組別 姓名 信箱 畢業學校 

106 

A 李翊彰 leo830906@icloud.com 正修科大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A 黃昕如 jaclynhuang1994@gmail.com 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系 

A 陳信隆 jacky62042005@gmail.com 中華科技大學建築系 

A 韋昕華 weisinhua@gmail.com 聯合大學建築學系 

A 吳彥儒 wuiop897554@gmail.com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B 林鴻鈞 biglin0929@gmail.com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系 

B 王亮懿 nedetics4117@gmail.com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學系 

B 林佳妤 zh9043@hotmail.com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B 邱薏靜 yiching825@gmail.com 實踐大學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B 鄭皓方 howfungirl@gmail.com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B 蔡昌豈 kevin0506123@gmail.com 文化大學美術學系 

B 廖金城 patrickof1975@gmail.com 雲林科大視覺傳達設計系 

B 李珮瑜 yosees@hotmail.com 長榮大學會計資訊學系 

B 傅鈺崴 m30725@gmail.com 成功大學都市計劃學系 

C 林建宏 zxcv931130@yahoo.com.tw 東海大學建築系 

C 王嘉熙 tanochin0924@gmail.com 東海大學建築系 

C 王恩慈 jen27kimo@gmail.com 東海大學建築學系 

C 鍾富山 eee0888@gmail.com 正修科大建築與室內設計 

C 薛印呈 class032@gmail.com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 

107 

A 張哲瑋 wayne811112@gmail.com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A 曾筱薇 sandyxiaov@gmail.com 中華大學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B 賴雅屏 green82828@yahoo.com.tw 
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士 

學位學程 

B 林毅軒 s8210s8210@gmail.com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

設計與營運學系 

B 高宸翔 syousoar@hotmail.com 銘傳大學商品設計學系 

B 莊博鈞 01kn07@gmail.com 崑山科技大學空間設計 

B 郭庚典 dian78601@gmail.com 銘傳大學商品設計學系 

B 王重翔 hld934402@gmail.com 東海大學景觀學系 

B 鄭 遇 yucchiato@gmail.com 東海大學美術系 

B 蔡東軒 tunghsuantsai@gmail.com 淡江大學土木系營建企業組 

B 黃冠裕 antony8511565@gmail.com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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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籍 組別 姓名 信箱 畢業學校 

C 蔡明諺 phes70289@gmail.com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建築組 

C 謝煌星 archihoshi@gmail.com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二年制 

C 林達偉 yahoo938@gmail.com 東海大學建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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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個人設備使用注意事項 

基本配備： 

1、 繪圖桌 

2、 椅子 

選擇性 

1、 木頭置物櫃（押金500，辦理離校手續或者不再需要使用，清乾淨、退還鑰匙

時退還）有需要請來所辦，辦理借用手續。 

2、 活動櫃（系館裡無人使用的都可以拿去用） 

備註：由班代負責處理，位置安排、財產單填寫（繪圖桌、椅子）、活動櫃鑰匙

借用 

3、 離校處理：搬離studio務必點收繳回財產、鑰匙。置物櫃、活動櫃繳還前請清

理乾淨，未清理不退還置物櫃保證金，內裡物品遺失概不負責。 

其他教學設備： 

1、 單槍、筆電等電腦設備請找電腦室助教。 

2、 光筆、按鈴、冷氣卡等，請找系圖管理員。 

3、 教室借用、評圖板、評圖椅、文具、茶點、評圖費、延長線、釘槍等工具，請

找助教。 

 

使用期間個人設備若有任何毀壞，需要修理、報

廢，請務必通知辦公室，不可以自行丟棄。學期結束

請點數個人設備，若畢業辦理離校手續時，個人設備

無法還清，需要照價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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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圖書室使用注意事項 

一、圖書查詢方式 

1、 一般圖書：圖書館首頁-館藏查詢-輸入相關資料 

2、 各校論文、單位出版品等：建築系首頁-資源連結(右上角)／建築系系圖：各

校論文及單位出版品查詢／輸入key word  

3、 其借閱方式：人工登記方式、借閱時間為一個月，逾期罰款每日5元 

二、影印機列印方式 

1、 影印機有二部：名稱為「彩色」、「黑色」(兩部收費不同)，原始設定輸出均為

黑白、且為A4直式。「彩色」機可選擇列印彩色。 

2、 若要輸出為彩色，列印時請選「彩色」影印機且在『內容』或『喜好設定』項

下改為彩色(預設定為黑白) 、尺寸大小、橫式或直式。 

3、 列印時檔案請複製到桌上，不要直接從隨身碟列印。 (驅動程式有時會出問

題!!)  

三、借書、預約書、逾期通知： 

由電算中心所提供的學生資訊帳號(一般以學號為帳號)  

四、期刊、參考書借閱規則 

1、 借閱時間：假日前一天12：00起，假日後一天下午2：00止。 

2、 借閱冊數：5冊。 

3、 借閱方法：填寫姓名、聯絡電話、書名及冊別 

4、 逾期罰款：每冊每逾期一個早、午、晚，罰款5元。 

五、學生參考資源 

系圖每部電腦桌面有一個「學生參考資料」的資料夾，內含「東海大學大學部畢

業作品目錄」、「期刊目錄」、「老師文章」。 

 

負責人：秋美姐(分機 381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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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雷射切割機及 CNC 機台使用規定 

 

一、 使用資格：必須上過邱浩修老師的【教育訓練課程】方可使用(該課程視每學期系

辦公告時間開課)。 

二、 開放時間：數位自造工坊週三 09:00~18:00及週四不對外開放外，開放時間為 09：

00～24：00【須有管理員在場或助教上班的時間為主】。  

三、 使用時間： 

1、 雷射切割機一次登記以2小時為原則、CNC一次登記以4小時為原則，請依登

記時間準時到逹。 

2、 使用者若遲到，則不可以延後使用（以免影響後面預約的使用者）。 

3、 使用雷切的時間，如超過未逹30分鐘者，則需再繳交半小時的雷切費用給管

理員，如超過30分鐘以上者，則需再繳交1小時的雷切費用給管理員。（須以

後面沒有其他使用預約為限）。 

4、 若使用者未繳交該雷切超過時間應繳之金額給管理員或則告知管理員會繳交

給助教者，在隔天尚未繳交者，逾期則以2倍的金額算之。 

5、 假日或連續假期間，未在助教休假前一天3點前在預約系統上預約並未繳交雷

切費用給助教者（不得使用雷切）；若自行找管理員使用者，而管理員願意當

班者，雷切費用一律則以1.5倍的金額算之並繳交費用給管理員，若未繳交給

管理員者，由助教來收皆以2倍的金額算之。 

6、 週一借雷切機的使用者，最慢必須在當天中午12點前完成繳交雷切費，未完

成繳費者，助教會刪除不得使用。 

7、 新大雷最多使用2小時，接下來1小時則無法預約，1個小時後即可再預約。 

 

四、 事先登記並預繳費用： 

1、 預約系統：http://arch.thu.edu.tw/cnc或系網首頁右上角資源連結內的雷射切割

機線上預約。【第一次使用者，須找助教註冊帳號及密碼】 

2、 未完成繳費者，預約時段則取消使用雷切及CNC 機台 外，次數不得超過3

次，違規者將不得再使用雷切及CNC機台。 

 

負責人：電腦助教心怡 

(分機 38100*234) 

http://arch.thu.edu.tw/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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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網登記時間 向電腦助教繳費（最後時間） 

週一至週五 24小時前預約 前一天 9:00-17:00前完成繳費 

週六、週日及連續假日 放假前一天完成預約 放假前一天 15:00前完成繳費 

五、 取消登記並退費：請於前一天電腦助教上班時間內取消登記並退費，若未於時間

內辦理則不退費。 

六、 公告通知：以預約系統為主。週六、週日及連續假日，須在助教休假前一天 3 點

前完成預繳手續，未完成者不得使用雷切。 

七、 收費標準 

機器名稱 收費 

新大雷切機 1小時 $180 

舊大雷切機 1小時 $120 

大台 CNC 1小時 $50 

小台 CNC 1小時 $50 

八、 使用方式(詳如附件手冊) 

九、 空間及設備清潔：使用後請清除所有蜂巢板上之材料碎屑(包含個人所產生之垃

圾)、關閉電源，經由管理員或助教確認後，方可離開。 

十、 注意事項 

1、 嚴禁攜帶食物(含口香糖)、飲料、寵物、吸煙，喧鬧及在工坊内睡覺等。使用

後應保持清潔。 

2、 使用雷射切割機時，使用者必需全程在場，不得離開現場。 

3、 使用雷射切割機時，務必開啟鼓風機及空壓機。 

4、 切割之材料，限於紙板或壓克力，只有新的大雷切機可用木板 (其餘均不可

切，嚴格禁止使用塑膠板)。 

5、 切割時若看到火苗(不管大小)均不可繼續；直到吹氣口處有氣吹出，並將火苗

吹熄，才可繼續使用。 

6、 如有故障或異常，請立即告知管理員或助教，切勿自行變更機器設定。 

7、 因操作不當導致設備損壞者，應負賠償責任。 

 

若不依規定使用：取消其使用資格，不退還所繳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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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校園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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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教室代碼 

A 文學院 College of Arts  

AG 農學院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RC 建築系館 Dept of Architecture  

BS 基科館 Basic Science Building  

C 創藝學院 College of Fine Arts and Creative design  

CH 化學系館 Dept of Chemistry  

CKS 中正紀念堂 CKS Memorial Auditorium 

CME 化材館 Dep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E 工學院 College of Engineering  

FA 美術系館 Dept of Fine Art  

H 人文大樓 Humanities Building  

HT 人文暨科技館 Humanity & Technology building  

ICE 推廣中心教室 Institut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L 法律學院 College of Law  

LA 景觀系 Dept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N 語文館 Languages building  

LS 生科館 Dept of Life Science  

M 二教區管院 Management College Building  

MU 音樂系館 Dept of Music  

PG 省政大樓 Provincial Government Building  

S 理學院 College of Science  

SS 社會科學院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ST 科技大樓 Scienc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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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建築系研究所【選修非本所開設課程】申請書 

 

申請人： 學號： 申請日期： 

選修課程明細表 

學年度 學期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修習系級 學分數 

       

       

       

       

       

 

學程召集人簽章： 

日期： 

 

註： 

(1) 依據 A組選課規定（見碩士班學生手冊）：「經輔導老師認可，研究生可選修本校他系或他

校研究所提供之課程共 10學分或以上。」C組亦同 

(2) 本單應於選課時，經學程召集人同意簽章後，交回系辦存查（請自行保留影本）。 

(3) 本表單可至本系官網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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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參加論文提案同意書 

 

 

 

 

 

 

 

 

 

 

 

老師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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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班 

學位論文指導老師同意書 

 

 

 

學生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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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班     學年度論文口試評分表 

學生姓名 性  別 籍  貫 入學日期 

    

論文題目 

 

評 語 

評分（七十分為及格） 

內容30% 組織20% 資料20% 文字20% 成果10% 總分100% 

      

 

 

考試委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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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學年第  學期建築學系碩士班畢業設計／論文設計評審表 

姓名 組別 指導老師 
原畢業 

學校 
入學年度 提案日期 草評日期 正草日期 口試日期 

          

題目： 

摘要（約 200字）： 

 

審查項目 優秀 普通 低劣 

1. 議題與計畫書    

2. 設計概念    

3. 設計整合技術    

4. 溝通表現    

整體審查意見： 

成績： 

評審委員簽名：                  □通過        □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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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博碩士學位紙本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delayed public release of thesis/dissertation 

 

申 請 日 期：民國     年    月    日   

Application Date:                          /                 /                  (YYYY/MM/DD)     

    107.04.10版                                                                  

申請人姓名 

Applicant 
 

學位類別 

Graduate Degree 

□碩士 Master 

□博士 Doctor 

畢業年月 

Graduation Date 

(YYYY/MM) 

民國     年    月 

/ 

學校名稱 

University 
 

系所名稱 

Schools or Departments 
 

 

論文名稱 

Thesis/Dissertation Title 

 

 

延後原因

Reason for 

delay 

 

□已申請專利並檢附證明，專利申請案號： 

Filing for patent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number:                           

□準備以上列論文投稿期刊 Submission for publication 

 

公開

日期 

Delaye

d Until 

民國     年    月    日                        

 

 

          /            /                 

          (YYYY/MM/DD) 

 

申請人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Applicant Signature: _____________          Advisor Signature: _____________ 

 

研究所所長簽名： 

Dean of Graduate School Signature: _____________ 

研究所章戳：                          學校圖書館章戳： 

Schools or Department Seal: _____________   University Library Seal: _____________   

【說明】 

1.  以上所有欄位請據實填寫，缺項或簽章不全，恕不受理。 

2.  論文尚未送交國家圖書館，請於提送論文時，夾附親筆簽名申請書1份。 

3.  論文已送達國家圖書館，請將親筆簽名申請書一式2份掛號郵寄10001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國家圖書館館藏發

展及書目管理組，並於信封註明「紙本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 

4.  依「教育部100年7月1日臺高(二)字第1000108377號函文」，延後公開須訂定合理期限，請依實際需求設定延

後公開日期，自申請日期起算至多5年，若超過5年或未填寫延後公開日期，將逕以函定5年辦理。 

5.  有關電子學位論文之內容更動或延後開放事宜，請向學校權責單位申辦。 

【Notes】 

1. Please fill in all blanks. The application form will not be accepted for processing until all information, 

signatures, and stamps are included. 

2. If the thesis or dissertation is not yet submitted to the NCL, please attach the signed application form to the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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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is or dissertation. 

3. If the thesis or dissertation has been submitted to the NCL, please send a REGISTERED letter with 2 copies 

of the signed application form attached. The letter should be addressed to “Collection Development Divis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with a note in the envelope indicating “Application for delay of public release”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No.20, Zhongshan S. Rd.,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01, Taiwan (R.O.C.) 

4. Following the instructions from the MOE, the delay should be a reasonable period of no more than 5 

years.  If the applicant fills in a date that creates a period longer than 5 years, the delayed period for public viewing 

period will be fixed at 5 years. 

5. For queries concerning the delayed for public release of an electronic version of thesis, please refer to your 

guidelines for detail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由國圖填寫 For Internal Use) 

 

承辦單位_館藏組：              日期/處理狀況： 
 

 

典藏地：              登錄號：               索書號：                

 

會辦單位_知服組：              日期：            □移送並註記，原上架日期：             

 

https://maps.google.com/?q=No.20,+Zhongshan+S.+Rd.,+Zhongzheng+District,+Taipei+City&entry=gmail&sourc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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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博碩士學位紙本論文【抽換】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Replacement of existing thesis/dissertation 

 

申 請 日 期：民國     年    月    日   

Application Date:                          /                 /                  (YYYY/MM/DD)   

                    

    107.04.10版                                                                  

申請人姓名 

Applicant 
 

學位類別 

Graduate Degree 

□碩士 Master 

□博士 Doctor 

畢業年月 

Graduation Date 

(YYYY/MM) 

民國     年    月 

            /                   

學校名稱 

University 
 

系所名稱 

Schools or Departments 
 

 

論文名稱 

Thesis/Dissertation 

Title 

 

 

抽換原因 

Reason for 

Replacement 

 

舊版 

處理方式 

Handling of 

existing copy 

□ 親取(未於通知後2個月內者，由本館

逕行銷毀)   

To retrieve personally. If not retrieved two 

months after notice, existing copy will be 

disposed automatically. 

□ 授權本館銷毁 

Authorize NCL to dispose existing copy. 

電子郵件 

Email address 
 

連絡電話 

Contact number 
 

電子檔抽換 

辦理方式 

Replacement for 

electronic copy 

請連繫學校圖書館，並由學校圖書館承辦人轉通知本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承辦人辦理。 

For queries concerning the replacement of an electronic version of thesis, please refer to your local 

guidelines for details. 

 

申請人簽名：                          指導教授簽名：       

Applicant Signature: _____________            Advisor Signature: _____________ 

 

研究所所長簽名： 

Dean of Graduate School Signature: _____________ 

 

研究所章戳：                         學校圖書館章戳： 

Schools or Department Seal: _____________    University Library Seal: _____________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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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請將親筆簽名申請書1份連同新版紙本論文掛號郵寄10001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國家圖書館館藏發展

及書目管理組，並於信封註明「紙本論文抽換申請書」，或親送本館貴陽街行政入口(受理時間：週一至週五

上午8時30分至12時、下午13時30分至17時30分）。 

2.  受理單位電話：02-2361-9132分機171。 

【Notes】 

1. Please send a REGISTERED mail with the new thesis and a copy of the signed application 

form attached.  The letter should be addressed to “Collection Development Divisio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with a note in the envelope indicating “Application for Replacement of thesis”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No.20, Zhongshan S. Rd., Zhongzheng District, Taipei City 10001, 

Taiwan (R.O.C.) 

2. NCL Contact number: 02-23619132 ext. 17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由國圖填寫 For Internal Use) 

 

 

承辦單位_館藏組：             日期：           收件，新版面葉數：       □葉□面 

                 

典藏地：            登錄號：             索書號：             □加工移送□書目註記 

 

會辦單位_知服組：              日期：           □已加工抽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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