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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築設計工作室為建築設計教學的主要核心場所，其目的在建立一個可以讓學生彼此間增進相互交流、創造討論的理想空

間。因此在建築教育的養成環境中，設計工作室的構成非常重要，正如Bechtel和Zeisel(1987)所言：「環境使我們如此行為

，因此，如果環境做了一個特定的改變，我們的行為也將依此改變。」 因此，本研究以建築系館同屬「獨棟型」的成大及

東海為研究對象，個別對其學生使用行為做一具體分析，瞭解不同背景因素對設計工作室的使用行為之影響。除此之外，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將成大及東海的設計工作室的組成形式分為兩大類型，分別探討此兩種組合形式之學生的人際互動

、學習成效與認知評價，並進一步評估各類組合型式設計工作室的規劃成效。 研究發現，在人際互動、學習成效與認知評

價上，高年級及使用率較高學生優於低年級或是使用率較低學生；而東海皆優於成大。由此可知，學生隨著年級及使用率

的增長對於環境的成效感受就越高；東海設計工作室的「套間組合形式─串聯式」較可讓學生融入環境的氣氛提升各方面

的成效。 本研究僅就兩種設計工作室的空間組合形式做比較，後續研究者可以就其它空間組成形式作進一步之分析比較，

以供日後建築系設計工作室配置之參考，使建築教育達到更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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