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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營造與政大書院教育的推動 

口述作者 陳木金∕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兼任教授 

文字整理 謝嘉玲∕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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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歷史繪畫中，希臘三哲―蘇

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或坐或臥，群學

圍繞在「學苑（Academy）」的講學論辯形象，

可以說是「博雅與創新」的最佳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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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綜合型大學主張培養「專

才」的教育方式，書院教育致力於培養「通才」，

通過住宿、生活、學習與小班制繳學環境，進

行個別化指導。書院所重視的是帶領學生認

識世界，進而達成修生養性、安生立命的目的，

而不直接提供幫助就業的課程。 

實地查訪 

  筆者多年來積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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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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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努力於檢視政治大學校地特性，

其中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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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藝術與人文，連結學習與生

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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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暑假到 2011年暑假則是協助政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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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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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背後的文化社會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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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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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到之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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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一個必須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在現有

的環境之中創造出新的作品，同時謹慎周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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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創建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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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大校地 80%為山坡地，且政大並非位於

大都會中心，而位於大都會邊緣，這些似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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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er 兩

位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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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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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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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建最佳的人與人互動的教育情

境，讓校園成為具有社區生活機能的好所在。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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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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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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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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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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親水的校園。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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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親築的校園。 

結語 

  書院教育主張「學習無所不在」，宿舍、餐

廳、山徑、運動場……校園裡的每個角落都是

教室。而書院的工作就是連結、彙整多樣性的

學習環境，讓學生自然而然、隨時隨地都能融

入學習的氛圍裡，而這也跟政大環境營造五

大指標「親人」、「親學」、「親山」、「親水」、

「親築」不謀而合。此外，政大書院期許書院

學子能在大學打下獨立思考、樂在學習的基

礎，孵育勇敢創新、多元包容的態度，並種下

正義、倫理、幸福與身心平衡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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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陳木金教授為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博士，並曾於美國斯克

蘭頓大學教育系進行博士後

研究，目前為國立政治大學教

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兼任教授，而其研究專

長主要為校長培訓、幼兒教育、學校管理與創

新教育。陳教授曾任國立政治大學總務長、國

立台東大學副校長、南華大學研發長、國立臺

灣藝術學院學生事務長等多所公私立大學一

級主管，對我國高等教育的行政體系有十分

深入的了解與實務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