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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緣起及計畫目的
課程大綱、師資概況與執行內容課程大綱 師資概況與執行內容
課程執行成效與問題討論
結論與建議結論與建議



二十一世紀後期資訊科技改變人類原有的生活方式 橫跨領域二十一世紀後期資訊科技改變人類原有的生活方式，橫跨領域
的資訊領域著眼於技術的可能性，資訊與通訊科技的結合，形
成了現代風格的延伸，也相對的為建築師、設計者、規劃者及成了現代風格的延伸，也相對的為建築師、設計者、規劃者及
使用者引發了各類議題
然而，何謂智慧化居住空間？它可以被狹隘的解釋為佈滿電腦、
資訊設備的感測工作環境，有可以廣泛的說明為主動式參與的
創造，可以不斷的追蹤人類需求進以給與生活必需可能性的協
助 結合永續發展的議題 更可以結合環境保護宗旨誕生助，結合永續發展的議題，更可以結合環境保護宗旨誕生
源此，中華技術學院「建築工程與環境設計研究所」於九十六
學年度即已開設「智慧化居住空間專題」課程，藉由課程進行學年度即已開設 智慧化居住空間專題」課程，藉由課程進行
引入智慧化居住之各類思維，培養學生多重思考未來空間之規
劃設計可能性



本計畫擬定中華技術學院「建築工程與環境設計研究所本計畫擬定中華技術學院「建築工程與環境設計研究所」
一年級課程經營為目標，培養學生於課程期間多重思考未
來空間之規劃設計可能性，計畫內容除配合專業課程內容來空間之規劃設計可能性 計畫內容除配合專業課程內容
教授外，更引入產、官、學、研各界知研究性、實務利用
性的專業講題，擴展研究所學生之學習不僅注重研究發展，
更廣泛的配合實務應用之認知 計畫進行其間更擬配合相更廣泛的配合實務應用之認知，計畫進行其間更擬配合相
關建設與生產研究領域之參訪，達到所學印證之功效。

本計畫擬定之目標如下：
(一)提供智慧化居住空間專業知識(一)提供智慧化居住空間專業知識
(二)智慧化居住空間主題研究成果展現
(三)建立智慧化居住空間議題網路平台交流



計畫學期課程涵蓋十八週次，每週三小時課程，並配合課計畫學期課程涵蓋十八週次，每週三小時課程，並配合課
程週次進行參訪及專題演講，課程特色包括：

(一) 課程開設以研究所課程為開設基礎，專題演講及專業參訪配
合大學部設計課程進行，成為系所共同活動。

(二) 課程內容配合系所教學特色進行；本系所教學課程規劃以健
康建築及環境創造為前提，配合智慧化健康住居專題探討，貫徹
系所培養人才目標。

(三) 跨領域之培訓人才；配合業界需求之多重刺激與互動整合原(三) 跨領域之培訓人才；配合業界需求之多重刺激與互動整合原
則，本所著重健康建築之體系建構，建立醫學與健康事業之跨領
域學程及師資。



智慧化居住空間之系統可區分為可各自獨立成形之智慧化居住空間之系統可區分為可各自獨立成形之
系統如下：
「生活服務系統「生活服務系統」
「健康管理與醫療照護系統」
「智慧住居系統「智慧住居系統」
「智慧能源系統」

本課程分別針對上述四個系統，及本研究所暨有發
展方向 健康建築及綠建築 數位媒體及資訊管理展方向－健康建築及綠建築、數位媒體及資訊管理、
社區營造及技術等課程模組進行授課內涵之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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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化居住空間專題」課程範圍及學習內涵之界
定
問題一：
現有學術研究及教學課程網絡間有關上述理念之研究

非常稀少，所得資料無法有效支援教學？非常稀少 所得資料無法有效支援教學？
討論及課程設定：
鑑於相關教學及學術資料不足 本課程設定為「知識鑑於相關教學及學術資料不足，本課程設定為「知識

共創」的教學模式，邀請專家來共同指導，並希望能設
定資訊交換之「知識平台定資訊交換之「知識平台」。



問題二：
本所學習者以建築及醫管背景學習者為主 在知識共創理念下 主本所學習者以建築及醫管背景學習者為主，在知識共創理念下，主
要為提出使用需求想法，對於相關科技之掌握及共創，需要花費相當
時間深入了解，才有具水準之學習成果出現。而現在僅一學期之類似
「通論」課程，無法滿足深入學習，以達成高水準之成果。
討論及課程設定：
建議未來相關智慧化課程，將針對不同學習者背景，開設不同學習
水準，針對不同學習階層，從「通論」至「專題」、「課題專論」等
等課程。相關課程應往階層群組化、教學多元化方向發展。等課程 相關課程應往階層群組化 教學多元化方向發展
（一）、研究所課程開設「生活服務系統」、「健康管理與醫療照護
系統」、「智慧住居系統」與「智慧能源系統」等四個構面之相關科
技發展研究課題之專業課程。
（二）、大學部發展「智慧化居住空間通論」課程，同時結合多元及

E化之教學模式 促進互動學習及實作 從而落實教學E化之教學模式，促進互動學習及實作，從而落實教學。



二、「智慧化居住空間專題」課程教學模式
問題三：
現有能結合建築及電機資通監控之講座人才，相當稀少。且產業
界所公佈智慧化資料無法有效支援教學？造成只能就暨有展示中界所公佈智慧化資料無法有效支援教學？造成只能就暨有展示中
心來參訪學習。
討論及課程設定討論及課程設定：
鑑於相關講座人才不足，建議未來成立教學人才資料庫，並公布
給有志開設相關課程之系所周知。對於參訪廠商之設定及科技內給有志開設相關課程之系所周知。對於參訪廠商之設定及科技內
涵，宜由政府進行廣泛之調查，並組成持續更新之資料庫，來協
調學校進行教學及協助研發。智慧化居住空間未來可針對不同課調學校進行教學及協助研發 智慧化居住空間未來可針對不同課
程特色，進行整合性之學程開設以推廣教學。



二、「智慧化居住空間專題」課程教學模式
問題四：
智慧化科技需要落實於真正科技之了解，然而現有產業界往往因
為市場開發 而採取嚴密之保護措施 造成外在學習者 對於該為市場開發，而採取嚴密之保護措施，造成外在學習者，對於該
科技之了解，往往只限於皮毛，所能夠掌握之資訊相當有限，對
於真正促發研究及協同參與功效，成果不彰。於真正促發研究及協同參與功效，成果不彰。
討論及課程設定：
對於智慧化科技之協助研發 需要持續敦請廠商適當釋放科技資對於智慧化科技之協助研發，需要持續敦請廠商適當釋放科技資
訊，並能組合成為「知識交換」平台，如Yet等。才有辦法降低
學習難度，及資訊搜尋成本，從而有效提升學習，促進更多人才學習難度 及資訊搜尋成本 從而有效提升學習 促進更多人才
之投入。建議未來課程結合相關「行銷」領域，開設相關專題課
程。



三、「智慧化居住空間專題」課程經費補助及應用
問題五：
了解智慧化科技之人才有限，且散佈於各層級從總裁、經理、從業人
員、學術人員、一般民眾之間。要能廣泛吸引智慧科技人才之投入教
學及講授 應有適當行政手段協助學校教學學及講授，應有適當行政手段協助學校教學。
同時參訪地點有限，要能增加，除相關資訊公開，要能提升智慧化科
技廠商之意願，應不僅僅靠人際關係，而應有行政及實質獎勵，方有技廠商之意願 應不僅僅靠人際關係 而應有行政及實質獎勵 方有
績效。
討論及課程設定：
相關人才之講授，現行鐘點費之核給，需要保持相當彈性，應能賦予
同工同酬原則及獎勵提高，同時給於課程規劃者及實施者相當之自由
度 來敦聘講授人才。度，來敦聘講授人才。
在參訪地點之規劃，應能賦予規劃者針對參觀地點之難易程度，適當
予以獎勵及行政手段之輔助，例如由政府出面，予以租稅獎勵。否則予以獎勵及行政手段之輔助 例如由政府出面 予以租稅獎勵 否則
部份科技參訪地點，除非靠人際關係，將很難有進一步之公開參訪。



王文安教授之「智慧化設計觀點及環境互動」講次王文安教授之 智慧化設計觀點及環境互動」講次
撰寫：郭靜竺、林玉貴
心得：心得：
在ICT產業從原本精密如何到普及化進而融入的生活層
面 智慧化建築規劃就要思考的方向應是從國家的產業面，智慧化建築規劃就要思考的方向應是從國家的產業
既有的優勢之下如何結合建築去發揮，提升各面向的附
加價值 不能光從業主的角度或其它角度去看它所產生加價值，不能光從業主的角度或其它角度去看它所產生
的效能，此外，政府在這環境過程裡，應該做到累積社
會資本的部份 智慧化建築的評定應是做出來以後再回會資本的部份。智慧化建築的評定應是做出來以後再回
歸到這個知識相關的細節，這個產業才有進一步的動力



Q：關於IEQ的等級，它是用何種立場來說明在那個等級範圍真Q 關於 Q的等級 是用何種 場來說明在那 等級 真
的是屬於舒適？
A：不同空間的需求其實是不一樣，點數越多代表智慧化對於這個空
間要考慮的細項越多，它能反應功力或是強度越強，至於會不會變得
更舒適，這就要看它所考慮的項目，比如光環境、音環境、熱環境、
室內換氣都考量才能夠把物理環境的條件都控制好，在IEQ的部份做室內換氣都考量才能夠把物理環境的條件都控制好 在IEQ的部份做
得比較好，IEQ做得不錯的話，此空間給予人的舒適度就會產生，所
以IEQ的等級越高，就代表在這方面的考量的點越多，也就是設備的
投入在這方面越多 但成本花費不 定很高 但在規劃設計階段是越投入在這方面越多，但成本花費不一定很高，但在規劃設計階段是越
重要的。ICT是一個產業，建築是一個學門，如果建築規劃在這部份
一開始就沒考慮到這部份，以後想改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會很大。所以開始就沒考慮到這部份 以後想改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會很大 所以
最後一開始就介入建築規劃裡，只是一般的建築師是屬於被動的狀態，
又加上業主對建築規劃設計方面不熟悉，因此這是智慧化的建築建構
上的難題上的難題。



研究所心得 大學部心得



分為四個方面 九組分為四個方面、九組
「生活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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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系統裝置
「健康管理與醫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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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智慧化自動浴廁用
水回收利用系統
智慧玻璃牆9.智慧玻璃牆





一、「智慧化居住空間專題」課程階層群組化與教學多元化之發展
智慧化居住空間專題課程為 介紹性之教學課程 未來將配合產官智慧化居住空間專題課程為一介紹性之教學課程，未來將配合產官
學研資源，鼓勵智慧生活服務科技研發與服務創新：目前國內各級
政府單位、各大學院校與研究機構對於智慧生活系統的研究發展均
有所投入，並已有相當成果，但缺乏一個互動溝通與整合的平台，
相關課程應往階層群組化、教學多元化方向發展。
（ ） 研究所課程開設「生活服務系統 「健康管理與醫療照（一）、研究所課程開設「生活服務系統」、「健康管理與醫療照
護系統」、「智慧住居系統」與「智慧能源系統」等四個構面之相
關科技發展研究課題之專業課程。關科技發展研究課題之專業課程

（二）、大學部發展「智慧化居住空間通論」課程，同時結合多元
及E化之教學模式，促進互動學習及實作，從而落實教學。



二、「智慧化居住空間專題」整合性學程之開設
智慧化居住空間未來可針對下列課程特色進行整合性之學程開設智慧化居住空間未來可針對下列課程特色進行整合性之學程開設
以推廣教學（王文安,2008）：
（ ） 建立以在地環境與文化特色為核心價值之智慧住（一）、建立以在地環境與文化特色為核心價值之智慧住

居系統。
（二）、推動可因應使用者需求及降低環境負荷之全齡化（二）、推動可因應使用者需求及降低環境負荷之全齡化

智慧住居系統。
（三）、建立智慧化住居系統之整合程序與標準規範。（三） 建立智慧化住居系統之整合程序與標準規範
（四）、促成智慧化住居科技產業之整合，培植跨領域專

業人才。業人才
（五）、鼓勵民間參與，落實智慧化住居生活之體驗
未來推廣智慧化居住空間課程將可以此為相關課程整合及發展重點。未來推廣智慧化居住 間課程將可以此為相關課程 合及發展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