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職土木建築群教學空間用後評估與使用滿意度研究

陳怡伶、黃俊熹

E-mail: 386792@mail.dyu.edu.tw

摘 要

高職教育為技職教育的基礎，高職土木建築群乃以培育營建產業基本人力為教育目標。學校的教學空間對學生和教師而言

，是師生活動的主要場所之一，因此一個規劃完善的教學空間，學生除了能在舒適、安全的環境下習得專業課程，還可以

獲得良好的環境教育，可見教學空間的重要性。 本研究旨在瞭解高職土木建築群教學空間用後評估與使用滿意度研究，首

先以文獻分析方式，探討土木建築群建築現況、99新課程架構及教學空間內涵，並蒐集相關問卷而編製土木建築群教師及

學生對教學空間用後評估與使用情形之回饋訊息。本研究獲得如下結論： 一、整體空間配置：同科之班級教室應當集中在

一起，並且靠近科館或實習工場。屬動態類課程或設備較重之實習工場應當設置於一樓。 二、班級教室區：集中式之教學

區應避免相互之噪音干擾。 三、實習教室區：泥工、木工、鋼筋及水電工場應集中設置於另一棟工場內，並且加強環境安

全。各實習工場面積大小及通風流量普遍不足。 四、公共服務空間：廁所空間應加強維護及環境汙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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