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務分享 

76  

中等教育 第70卷 第2期 

 

古蹟、美感與學校認同─ 

以逸仙樓古蹟為核心的校園美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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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逸仙樓古蹟與美感課程的緣起
 

「在中山女高待了這麼久，除了上課、吃飯、聊天和鬼故事外，你對校園建築與校

園空間還知道些什麼？」筆者曾問學生這個問題，其實這也是筆者心中極大的疑問。除

了每天上課教書之外，對於學校空間又有多少了解？臺灣時常發生文化資產保存和環境

美感的爭議，學者們亦持續呼籲文資與美感教育的重要性（傅朝卿，2014；姚村雄，

2015），高中美術課本中也收有文資保存與環境美學等單元，但筆者一直期待「美學素

養」不是僅從教室或課本中學習，而是能從生活中最接近自己的文化事物開始關注並累

積情感。因為文化是眾人生活的軌跡，環境就是最好的學習資源，況且，若連自己眼前

的文化遺產與視覺環境都無感，又怎能期待對其它不常見的事物有所感觸呢？ 

對於前述問題，筆者內心有愧，雖於中山女高任教達十多年，但筆者長期以來由於

忙於行政和教學事務，自己也從未認真了解過中山女高的建築歷史和文化，直到張輝誠

老師與呂潔雯老師開始深入研究學校市定三級古蹟逸仙樓，並將其設計成課程後，筆者

才深感自身對於學校文化與美學的認識不足，並希望能藉由進行「逸仙樓古蹟與美感」

課程設計，引領學生跟筆者一起重新認識學校。因此非常感謝張老師和呂老師奠定的基

礎，以及學校總務處對於課程的支持和援助，唯有大家的合作和分享，全體中山學子才

能共同享有優質的校園古蹟與藝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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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的設計和實踐
 

「逸仙樓古蹟與美感課程」的教學對象是本校全體高二學生，也就是說校園古蹟課

程是個擴及全校的學習計畫，而非僅集中於少數學生的特殊活動。課程先透過事前準備

的學習素材，以問題引導的方式建構學生對於學校逸仙樓古蹟的基本概念，而後實際參

訪逸仙樓，以現場導覽的方式仔細觀察和認識逸仙樓的點點滴滴，例如：外牆圓角的造

型收邊、校長室裡的奉安櫃、隱藏在天花板樑柱下的棟札、華麗的迎賓樓梯、具有特殊

歷史意義的茶道教室、圓弧形音樂練習室、乃至樓頂所留下的二戰美軍彈孔……等有別

於其他學校古蹟的各種特色（黃天浩建築師事務所，2011），帶領學生親眼觀察，鼓勵

學生藉由觸摸建築體以及牆上的彈痕，感受歷史的刻痕以及戰爭的餘溫。導覽結束後，

則結合素描透視教學，讓學生運用素描技巧，至逸仙樓現場描繪一處自己印象最深或覺

得最有美感的建築角落（如圖 1、圖 2），但不強調以專業的素描技巧描繪出作品，結合

素描的教學方式，目的在於讓學生有機會能「細細觀察與品味」古蹟之美，讓學生靜靜

地坐下來，欣賞這棟每天經過卻不曾認真欣賞的建築，去發現平時從未看見的美，素描

技巧不是最終目標。 

 

 

 

 

 

 

 

 

 

 

 

 

 

圖 1  藉由素描觀察，讓學生仔

細體會古蹟的細節和美感 

圖2  學生完成的逸仙樓古蹟素描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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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擴展為校園美感與學校認同課程
 

完成「逸仙樓古蹟與美感課程」之後，筆者還在另一個單元中特別介紹民國 59 年

由「臺灣第一女建築師」修澤蘭所設計的中山女高禮堂，欣賞其充滿拋物線造型的表現

主義風格，作為古蹟美感課程的延伸學習，並結合高二排版設計單元，請學生將修澤蘭

的圖文資料設計成簡報。除了練習排版技巧外，也期待學生能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更

認識這位傑出的建築師。 

而在筆者設計並進行古蹟美感課程的同時，校園建築周遭的各種公共藝術以及其背

後的藝術文化意義，也逐漸被納入課程思考中，並轉化設計為高一的校園公共藝術課

程，例如：逸仙樓旁的校園公共藝術《楓林軒》為紀念本校三高女時代的學姊、日治時

期臺灣前輩藝術家中唯一的女性、也是臺灣第一位女畫家和第一位女美術老師陳進女士

而設。此外從建國高架橋可清楚看見的「中山女高」四個書法浮雕大字，則為民國 99

年由臺灣最著名書法家董陽孜女士所題字。而校門口的學校全名書法浮雕，是民國 56

年由孫中山長子孫科題字。走入校門後立刻印入眼簾的孫中山銅像，是民國 62 年由雕

塑家劉獅，參考蒲添生所雕塑的臺灣第一尊孫中山銅像所製，且根據資料，本校銅像是

臺灣唯一依據國父真實身高所做的銅像。而高一公共藝術課程主要是以校園藝術探查為

主要學習活動，讓學生從尋找校園藝術品及其背景脈絡的過程中，對於學校藝術文化有

更深入的理解（如圖 3）。 

 

 

 

 

 

 

 

 

 

 

 

 

圖3  學生正在進行校園公共藝術探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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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個逸仙樓古蹟課程，以及延伸出來的整體校園藝術美感課程發展架構圖，以圖

4 表示。 

 

 

 

 

 

 

 

 

 

 

 

 

 

 

 

 

 

 

 

 

圖4  課程發展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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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學壓力下，一所學校的藝文特色很難成為檯面上的亮點，但筆者期望學生知

道，除了榜單和升學率外，中山女高的文化底蘊，也是值得學生們銘記在心的驕傲。許

多學生都表示在此次課程後，對校園有了不同以往的理解和情感，甚至因此深化了學生

的學校認同，還有學生表示，知道自己身處在一棟饒富文化意義的歷史建築裡，會更想

認真念書，種種回饋皆令筆者欣慰不已！ 

中山女高，這所百年名校不是只能依靠升學排名、競賽成績等功績來撐起所謂的

「校譽」，她本身的文化底蘊，就足以做為「學校認同」和「學生內涵」的養分。無論

是古蹟建築或各種公共藝術特色，都是足以令學生們驕傲的文化資產，它們一直靜靜地

在原地守候，只是平時被升學和考試追著跑的匆忙腳步，使我們失去發現與欣賞的心境

和機會，此時美術老師就有絕對的責任，設法藉由課程的方式將它們帶到學生的眼前和

心中。「如果沒有故事，建築就只是冰冷的建材；有了故事，建築便擁有生命和價值。」

這是筆者於逸仙樓古蹟課程中最後告訴學生的總結，我們每個人身旁是否也有充滿故事

的建築或文化遺產？如果可以好好觀察、認識和欣賞，是否也能夠賦予它們新的生命和

價值呢？這都是筆者希望學生在課程結束之後，仍然能夠於生活中持續思考的問題。 

而從學生在課程中的心得回饋，筆者具體看到學生在學習結束後，展現出對於學校

認同的正面影響，以及對於校園和生活環境的嶄新觀點和更細膩的省思，而這份細膩的

心思，也是筆者希望透過課程培養學生內涵的一個開端。例如學生們在文字回饋中寫到： 

「原先對逸仙樓十分陌生……但經過老師的講解與實際去體察後，完全改變我對於

逸仙樓的印象，像是它與戰爭的淵源、設計師的巧思與美感品味，其實都藏在細節

中……經過這次活動後，我認為應該用更敏銳、求知的心去細細品味生活。」 

「被稱為三級古蹟的逸仙樓，以前對我來說不過是一棟有別於現代一般大樓的老建

築，經過這次學習才看到它真正的價值！」 

「以前，它僅是一棟建築、一間教室；現在，它是我心中中山女高的代表。」 

「聽完逸仙樓的講解，我覺得幸好有這堂美術課，不然待在中山三年，卻一無所知

地畢業一定很可惜，我覺得聽完之後，讓我更親近中山，像是去深深了解一個人背

後的所有故事。」 

「我覺得自己更喜歡中山了，如果說之前喜歡中山是因為學姊和一些活動還有同

學，那我現在更願意說我愛中山的一切，它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在不同時刻的

風景，而這一切似乎都環環相扣著，建築物的特性也正是中山人的寫照，樸實、圓

滑、不張揚但卻獨特。真的好愛中山、愛人、愛建築、愛它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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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回饋，也代表著校園古蹟藝文課程不只是認識歷史和藝術而已，而是可以真

正激發情感與認同的學習經驗，讓學習不再只是資訊的傳遞，更能將知識與個人生活更

緊密地結合，深化對於土地的感情，以及更加願意用正面且細心的態度，來面對周遭的

生活文化，而這也正是本課程除了知識和技能的吸收外，所蘊藏的內涵與文化意義之所

在。 

肆、學校同仁與校友的熱烈回應
 

在逸仙樓古蹟課程結束後，筆者將整個課程內容分享於網路媒體，沒想到因此引起

許多校友和其他校內教師的注意，校友和同仁們更主動和筆者聯繫，希望也能和學生一

樣，重新認識逸仙樓和校園藝術的歷史與特色，這完全是筆者設計課程時，意料不到的

收穫（如圖 5）。許多校友和老師都表示，無論當年念書或在此教書，都沒有特別注意過

學校古蹟的藝術內涵和文化意義，直到看到筆者的課程後，才發覺自己過去錯失了珍貴

的學習機會，因此希望能再把這個課程補上。自此課程開始就不斷有校友和學校同仁和

筆者聯繫安排古蹟導覽，許多老師和校友第一次發現逸仙樓的秘密特色時，興奮的反應

就跟在校學生一模一樣。甚至有同僚跟筆者表示，他認識古蹟後對於學校更加喜愛，也

更珍惜屬於自己的文化。能讓老師獲得和學生一樣的感動，著實是件異常喜悅之事。 

其中最讓筆者最為感動的，是一群畢業 25 年的中山校友，特別藉由開同學會的機

會，攜家帶眷 20 多人一起回母校聽筆者導覽逸仙樓，校友們興奮地在每一個高中時代

從未察覺的學校秘密前拍照留念。當筆者提到現在的學妹都已經在美術課時學習過逸仙

樓古蹟課程，校友們也紛紛回憶自己以前的美術課，卻也發現大家都不太記得美術課程

內容。其中一位校友在她的網站分享：「如果當年知道這些點滴，一定更愛學校、更珍

惜在校那三年的青春歲月」（如圖 6）。此外，還有另外兩位大學畢業的校友，特別把將

筆者帶領他們參觀逸仙樓的內容，完整地撰寫成文章在部落格分享，也著實令筆者感動

（Emily, 2017）。而這些校友的積極參與，讓筆者突然想到，逸仙樓古蹟是這兩年才開

發的課程，這不就意味著二、三十年來，眾多的中山校友，錯過能讓自己更愛學校、更

珍惜青春歲月的美術課堂。身為美術老師，筆者不由自主地想要幫校友找回失落的課堂

與這段原本就該駐足在人生中的回憶。隨著古蹟藝文課程的開發，至今已經有 1700 多

位學生、學校老師、校友和其家人重新發現逸仙樓的歷史和美好，而筆者也希望這樣的

校園認同影響力，能繼續隨著課程擴散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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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筆者帶領校內同仁一同進行認識學校古蹟活動 

 

 

圖6  校友攜家帶眷主動回校請筆者導覽逸仙樓 

伍、結語
 

長期以往偏重知識性學習的傳統教育，將記憶與認知當作最優先的學習內容，而情

意與素養只能當作學習的配角，僅能以聊備一格的方式出現在教案文件或成果報告，每

當回到升學的主舞臺時，就得被迫讓位，回到鎂光燈照不到的陰暗角落。但隨者十二年

國教課綱的推動，情意和素養開始拾回主導的角色，而當大家開始認真面對素養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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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才發現相較於記憶和知識，情意學習反而是更困難的，逸仙樓的導覽資料來源是一

本厚厚的研究報告和許多相關文件，若用傳統教學模式，要求學生背誦複雜的資訊然後

考試，學生雖然可以考出很好的成績，但要讓學生對周遭環境或文化產生「認同」和「情

感」，甚至付諸實踐的「態度」與「行動」（例如：許多學生選擇待在逸仙樓裡上課、更

多學生表達對古蹟以及校園環境維護的關心和參與），那完全是難以實現的目標。 

筆者對教育的期待，是透過教育，讓人跟人、人跟環境能更緊密的連結，而不是空

洞的知識和技能，不知為何而學甚至越來越孤立於社會。回到這次課程的核心逸仙樓，

從當年的興建到現在的修復，處處都可見到知識與人們生活相互連結應用的實例，當年

的日籍建築師篠原武男曾與三高女的學生談到，興建一棟安全的校舍，需要運用在高中

階段學習的數學知識來計算安全係數，這就是數學應用在生活中的實例（李莊柔、許藍

天、羅媛，2017），透過數學知識讓師生過更安全的生活。而今日的古蹟整修，也牽涉

大量的修復工法、材料應用、建築美學等專業知識和能力，才能帶給大家一棟兼具美感

於歷史意義的建築，無論當年建築師要給學生一個安全的上課空間、又或是現今恢復令

人感動的古蹟原貌，都必須仰賴各種知識和人之間的緊密結合，才能建構一個有溫度的

生活環境，也就是把知識真正的落實應用，讓我們的生活能變得更美好，這就是我們期

待教育所應發揮的功能。而這次「逸仙樓古蹟與美感課程」所帶來的正向影響和感動，

也成為筆者朝此方向繼續努力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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