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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2013 海峽兩岸高校設計類學生學術交流— 「南京足跡」調研設計活動」，活動

期間從 2012 年 7 月 7 日至 14 日共計 8 天。主要活動內容大致為透過歷史文化景觀進而

導入文創創意商品設計、南京紫金立德公司 3D 列印技術參訪、在南京理工大學設計學

院舉行的課題調研設計成果發表展示。在此次研習營活動中，南京理工大學國際事務處

及設計學院所安排的學術文化交流體驗行程中深刻體驗到南京城市文化及設計創意，

3D 列印技術企業的參訪透過直接的介紹與對談更進一步了解目前設計相關產業於對岸

發展的概況。研習營的交流中，分享本校設計學院於設計競賽與產學合作成果中的傑出

表現；透過這八天密集交流，讓海峽兩岸師生在文化與設計思維中透過溝通與思辯中交

融，期望未來兩岸之間的學術交流將有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關鍵詞：海峽兩岸、設計工作營、3D 列印、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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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期望加強與激發海峽兩岸師生在設計上的學術交流，接受南京理工大學邀請，

參加 2013 年 7 月 7 日至 7 月 14 日為期八天的「海峽兩岸高校設計類學生學術交流及聯

誼—“南京足跡”調研設計活動」設計研習營活動。主要藉由此次研習營活動與中國學

者及設計院校代表相互認識及學術交流，以冀日後能有進一步學術合作的機會，達到兩

岸交流之目的。 

二、過程 

本次研習營活動內容有主要四：(1)南京市歷史文化景點考察，將所觀察之文化意

象作為研習營活動設計元素；(2) 南京紫金立德公司 3D 列印相關企業參訪 (3) 設計研

習營活動課題調研及設計成果發表展示。 

1.南京紫金立德公司 3D 列印技術參訪 

紫金立德电子公司參訪 3D 列印技術，紫金立德电子公司從事 3D 列印機及其耗材

的開發、生產、銷售，並提供相關服務。擁有年產 5 千台桌面式 3D 列印機的生產能力，

產品市場遍布全球 30 幾個國家。當天由紫金立德电子公司總經理連寧先生為我們做了

很詳盡的介紹，說明目前 3D 列印技術在中國的發展及介紹目前市面上使用的各種形式

與技術的 3D 列印機種，並於會後與大家展示 3D 列印機與各式 3D 列印機成品。 

2. 課題調研及設計成果發表展示 

    海峽兩岸學員們藉用各種表現形式與觀點分享調研心得，提出重新設計識別指標

系統、重新設計觀光路線及對於兩岸建築文化的比較，甚至以情況劇生動演出，兩岸同

學在相互討論對於文化與設計想法，達成兩岸對文化創意產業的高度交流。 

7 月 11 上午的成果發表展示，兩岸設計學院的同學無不發揮了設計學院熬夜的精

神，將前三天調研中發現的問題與心得和組員們討論並撰寫簡報。 

    發表當天學員們利用各種表現形式與觀點分享調研心得，有提出重新設計識別指標

系統、重新設計觀光路線及對於兩岸建築文化的比較，甚至有情況劇生動演出，也看見

兩岸同學在相互討論中對於文化與設計想法的交流與交融。 

三、心得 

「南京足跡調研設計活動」由南京理工大學主辦，提供平台幫助海峽兩岸學生進行

學術交流，認識自身專業，提升研究與創作能力並交流各校設計專業的優勢學科，擴大

專業影響力，加強兩岸同學之間的交流和溝通。承蒙本校國際事務處管倖生國際長與設

計學院李傳房院長的推薦，帶領碩士生林鈴珍、劉安耘、莊鈺屏、王妤瑄及大學部王乙

雅同學參加此一研習營活動。其中，成果發表活動於南京理工大學設計學院舉行的課題

調研設計發表展示，本人參與設計學院幾位教師及學員們共同參與並給予指導及分享。 

活動中與大陸國際事務處及設計學院的交流時，本人也大力介紹臺灣與國立雲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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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學在競賽活動中與產學合作的傑出表現及校設計學院各系所特色。期望透過這次活

動的交流中，讓兩岸師生不僅在文化及思考觀點上有更多的認識與啟發，同時在設計領

域對於實務及創意思考層面上也能有更多層次的交流。在活動中透過探討及調研看見兩

岸師生們對於設計的熱情與積極正面的態度，期望未來在海峽兩岸上的合作與交流機會

有更多可能性及發展。 

四、建議 

1. 應該多鼓勵各單位辦理師生共同參與的國際學術交流相關活動，藉此強化台灣師生

的國際觀及達成世界接軌目標。 

2. 活動之參與不僅與大陸設計院校進行交流，也對大陸設計院校之發展現況有進一步

的了解，雙方也期望能有更一步的交流機會，例如: 交換學生或是共同參與活動或

合作案。參訪過程中也從與學生的交流互動中了解其學習態度及企圖心，此對台灣

學生的學習態度有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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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學員調研成果： 

1. 玄武湖識別系統不夠統一與顯眼，將使識別系統的功效無法發揮到最大，給民眾的

印象也會因識別系統的過於多樣化而無一致性，因此對識別系統提出修正與建議，

並重新設計。 

2. 針對人潮眾多且在交通尖峰時刻總是人潮川流不息的地鐵站來說，學員用自身體驗    

感受發現問題，提出「輕親南京遊」的地鐵旅遊簡章，讓來南京旅遊的觀光民眾在

享受便捷的地鐵交通之於能夠立即清楚的了解搭乘方式與各站景點配套來促進光

觀，讓旅遊的民眾留下便捷且順暢的旅遊經驗。 

3. 紫峰大廈為南京市地標性建築與指標，登上觀景台能一覽南京市許多知名景點與名

勝古蹟，在登高賞景的同時，若能夠同時得知各景點詳細的介紹與資料就更為完美，

因此學員提出結合”擴增實”境技術，能夠利用現在人手一機智慧型手機的趨勢，能

夠利用擴增實境功能即時掌握所感興趣的景點與地方資訊。 

4. 夫子廟保有傳統古色古香的氛圍又與現代商圈做結合，且兩岸皆有孔廟，因此其一

學員提出台灣同性質的名勝古蹟結合觀光商圈的案例作分析比較，另一學員提出 

孔廟在台灣的發展現況與發展形勢做比較，讓兩岸學員更加清楚了解在台灣與內地

對於古蹟保存形式的規劃與不同之處。 

  
圖 1 教師討論情況 圖 2 調研設計成果發表展示 

  
圖 3 調研設計成果發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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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南京紫金立德公司 3D 列印成品櫃 圖 5 南京紫金立德公司 3D 列印機器 

  
圖 6 紫金立德公司連寧總經理介紹 圖 7 南京紫金立德公司 

  
圖 8 南京紫金立德公司合影 圖 9 設計學院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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