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同學  回饋建議 

 書審老師A  可以補上學習動機 
 文字排版可以調⼤⼀點 

 書審老師B  1.論述完整，可看出學⽣學習的歷程及收穫。 
 2.排版簡單清晰易於閱讀。 

 書審老師C 

 這個作品呈現⼀個⼗分重要的能⼒，學⽣能針對台灣處於地震 
 帶上，抗震知識⼗分重要且具實⽤性。本作品的亮點在於從抗 
 震學習到老屋保存，從物理⼯程到文化的跨領域學習。為了更 
 深入了解老屋保存的重要性，學⽣實際造訪了⼤甲老街，並能 
 能將建築與當地歷史和特⾊連結⽽設計出具有地⽅特⾊的創⽣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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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內容摘要/課程介紹/百字簡述

       台灣位於板塊接觸地帶上，頻繁的地震讓房屋結構與耐震度備受討論與重視，房
子該重建亦或維護近年來成為台灣的議題。建築不僅是人類空間的使用，更也呈現

了當代美學及生活文化模樣，讓現代人有機會與過去連結。這次我們將結合自然課

中所學的「力」跟「力圖」及社會課中探討建築背後的記憶重建文化資產與當代生

活之間的關係，更藉由實地的考察及訪問去重現及創造老屋的新價值。

       為了使我們更加認識抗震結構及老屋修復等工作，我們在課堂中分別參訪了國震
中心、榕錦時光園區、川端藝會所，更也將所學的知識與課堂中做連結，並設計出

我們的抗震房屋參與學校所舉辦的抗震盃。

貳、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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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走入抗震世界培養觀察及思考能力

       在課程初期，我們參觀了國震中心，這次的參訪讓我們獲得了豐富的抗震知識，
也深入了解各種抗震工法，例如斜撐、擴柱和剪力牆的應用方式。

       隨後，我們又分別造訪了榕錦時光園區和川端藝會所，這些參訪讓我們更加認識
到保存和活化老屋的重要性。在實地觀摩中，我們看到了我們所學的抗震工法在實

際建築中的應用。例如，在榕錦時光園區和川端藝會所，我們清楚地看到了斜撐的

應用。同時，藉由講師的講解，我們深刻理解到觀察的重要性，我們可以從磁磚的

紋路、建築工法等方面來探索建築背後的故事。

肆、實驗設計

第一部分、抗震因素實驗

       從國震中心及榕錦時光園區的參訪後，我們不僅將從中學到的抗震工法結合起
來，設計了一項抗震因素實驗，以驗證各自的主張，更需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實

驗，從中培養出團隊默契及合作能力。

       在實驗中，我們主張柱子越粗，抗震效果越好，而柱子越細，抗震效果越差。在
實驗中，我和組員們的默契及合作能力配合得很好，使我們在分工的情況下高效完

成了實驗組及對照組模型，如圖一所示。然而，實驗結束後，我們發現了實驗數據

的異常。按照常理，地動加速度應隨著重量增加和搖晃程度增大而增加，但在我們

的實驗中，第三次實驗的地動加速度卻比第二次實驗小，如圖二、圖三和圖四所

示。我們推斷這可能是由於手機未固定好所導致。因此，下次進行實驗時，我們將

更加謹慎，並計劃進行多次實驗以確保數據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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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和實作＃養成合作＃設計能力＃觀察及問題解決能力

＃養成合作＃設計能力＃觀察及問題解決能力



第二部分、抗震盃

       為結合所學的歷史聚落發展與社會課程，我們在賽前選擇了台灣的大甲老街作為
觀察、修復甚至活化的對象。在觀察完大甲老街上的房子後，我們注意到大部分老

屋是以磚造成，且柱子細小，容易在地震時倒塌，抗震效果不佳，如圖五所示。

 右邊為對照組，左邊為實驗組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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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測得最大地動加速度折線圖

(圖二)

＃養成合作＃設計能力＃觀察及問題解決能力

三次震動台測

得最大地動加

速度數據

三次震動台測得負重時最大地動加速度數據



       經過上次的抗震實驗後，我們在設計上引入了擴柱、斜撐、剪力牆及樑等結構元
素，透過擴柱增加柱體的強度和韌性，斜撐與剪力牆則用來抵抗結構系統所受的側

向力，如圖六和圖七及圖八所示。然而，這也使我們的房子比其他組的更加重。

       在比賽測試時，由於不熟悉比賽規則，在開始計時時我們才開始堆疊磁鐵。當時
有太多事情需顧慮，導致我們未確認夾子是否固定好房屋。因此，在第一次晃動測

試時，夾子脫落導致我們沒有得分。儘管在第二次測試中立即修正了此問題，但由

於第一次測試沒有得分，最終我們只能取得第七名。雖然失利了，但我們很開心當

天測得的最大地動加速度換算成中央氣象局新制地震分級為第七級，如圖九和圖十

所示。

(圖六)(圖五) (圖七)

(圖八) (圖九)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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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磚造房屋

力圖 實驗測得最大地動加速度

結構圖 結構圖

測得數據轉換成中央氣象局新制地震分級表



伍、透過實地走訪培養觀察及問題解決能力

       為了更深入了解老屋保存的重要性，我們造訪了大甲老街。在當地耆老和文史工
作者的帶領下，我們得知大甲曾經歷過多次政權更迭，擁有豐富的人文和商業歷史。

在日治時代，大甲的建築特色包括洗石子和台灣檜木製成的門窗，如圖十一所示。

       然而，我們注意到現今的大甲老街上的老屋存在一些問題。許多老屋的門窗已經
掉落，被大量招牌遮擋，如圖十一及圖十二所示。更糟糕的是，這些老屋並沒有受到

任何計畫性的保護。通過與文史工作者的交流，我們了解到政府尚未制定任何保護計

畫。同時，從耆老的訪談中，我們也了解到他們對於老屋保存也漠不關心。

     
       雖然作為學生，我們目前沒有足夠的能力去解決這些問題，但我們認知到可以通
過宣傳等方式吸引大眾關注這一議題，以此來保護這些正在凋零的文化資產。

(圖十一)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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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老街上因為年久失修而造成門

窗脫落的老屋

大甲老街上因為沒有任何保

護計畫而導致許多招牌遮住

老屋風采



在實際地走訪後，我們希望能夠還原大甲老街的原貌。因此，在立面修復方面

，我們採用了砂紙作為老屋外牆，並使用紙黏土雕刻出巴洛克風格的紋路。我們用火

柴棒和木棒製作柵欄，並使用木板製作招牌，同時清除所有妨礙老屋美觀的物件，如

圖十三所示，以展現老屋最美的一面。我們希望能將房屋與當地歷史和特色相連結。

例如，我們計劃結合文創商店販售草帽、舉辦草帽歷史屋、開設草帽編織教學等活

動。此外，我們也計畫結合咖啡廳，販售當地特色的奶油酥餅及芋頭等美食，以此來

活化老街，並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同時，我們也計劃結合虛擬實境技術，還原各個時

代的大甲老街風貌，讓更多人能夠身歷其境，感受到歷史的魅力。

     
       在最終的發表中，我們通過賽前的努力練習和出色的團隊默契，如圖十四及十
五，使整場發表會進行得十分順利。每個人都展現出優秀的口語表達能力，吸引了許

多現場的老師和同學前來欣賞我們的作品。我們也展示了我們團隊的招牌特色，邀請

現場的老師和同學來體驗踩踏我們所建的房屋，也證明其強大的負重能量。

 (圖十三)   (圖十四)  (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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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從發表中展現出創造力及口語表達能力

成品模型 發表合影 發表



       在這次的抗震實驗中，我們不僅得從中發想各種抗震方法，並藉由實驗驗證我們
的想法再進行報告，更參加學校所舉行的抗震盃。從這過程中，我們結合了課堂上的

力學知識、老屋保存價值等，及先前在國家地震中心、榕錦時光園區、川端藝會所學

到的知識，同時也考驗著團隊默契及溝通能力。

 
       整個活動中，我不僅學到許多抗震的方法和知識，更也了解到溝通合作的重要
性。例如在第一次實驗設計時，我們雖然快速確定了實驗設計，卻忘記了當天實作的

任務分配，導致實作當天花了些許的時間分配工作。然而，在這過程中，我們展現了

良好的默契、配合甚至溝通，使得我們能順利完成實驗實作。

 
       整個過程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抗震盃。在這次的比賽中，我們吸收了先前實驗
的失誤和他組的抗震方法，設計了更為完善的房屋，保留了擴柱，並增加了斜撐、剪

力牆和樑，以補足之前樓板因支撐不足而斷裂的問題。

 
       雖然增加了許多抗震建築工法，卻使得我們的房屋重量遠高於其他組，因此在比
賽時我們決定放上所有金屬塊，希望房屋能承受比他組還多得重量。儘管房屋實際承

受重量符合我們預期，但比賽成績卻不如我們預期，賽前我們因為不熟悉比賽流程，

加上花過多的時間在找尋金屬塊，最終在兩次的測試中只有一次的成績，且第一次還

因夾子飛走而被取消成績。賽後，我們意識到我們過於保守，使房子過重。下次將更

大膽地設計抗震房屋，加強對比賽流程和實驗操作的了解，防止類似問題再次發生。

      
       自己本身就對建築這方面感興趣，也喜歡及享受每堂課。經過這次的課程，我不
僅了解到許多抗震工法、抗震知識、甚或老屋保存價值意義等，我也從中了解到溝通

及傾聽的重要性，因為傾聽和溝通不僅可以讓我們聆聽彼此的想法，甚或交換彼此的

想法，抑可引領甚或啟發我們創造出更好的作品，建立更深的感情與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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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歷程心得及反思/了解溝通及傾聽的重要性



玖、佐證資料

老屋修復師 第三名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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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修復師 工作手冊中的實驗及房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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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修復師 抗震因素實驗海報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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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修復師 學習歷程檔案之抗震因素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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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修復師 學習歷程檔案之抗震因素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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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修復師 學習歷程檔案之抗震盃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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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修復師 學習歷程檔案之創作理念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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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修復師 學習歷程檔案之結構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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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修復師 學習歷程檔案之結構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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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修復師 抗震盃街屋理念簡報之比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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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修復師 大甲老街報告之建築設計/抗震結構說明/力圖分析/測試歷程

20



老屋修復師 大甲老街發表報告之立面修復及古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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