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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主要目的是參加工作營和兩岸老師的交流。本校參與學生有兩位研究生林建

羽、東宜鴻和兩位大三學生李凱惠、蕭凱庭參與工作營作品製作。工作營期間兩岸學

生共同做出與「水」water 有關的作品，作品可以運用新媒體、動畫、影像等表現技

法。此次主辦單位華中科技大學坐落於中國武漢市，為中國教育部直屬的綜合性重點

大學，而接待與辨理活動是由華中科技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新媒體藝術研究所

所長蔡新元教授負責。 

兩岸學生在製作作品討論非常熱絡，雖然部分文化、想法不盡相同，但大家都能

夠彼此相互尊重，晚上加班熬夜也能同甘共苦。透過這樣有目的、主題、討論、激盪

的工作營，對於學生的學習有積極正面的幫助。 

 

 

關鍵詞：海峽兩岸創新設計工作營、華中科技大學、主題：水 

 

 

 

 

 

 

 

 

 

 

 

 

 

 

 

 

 

 

 

 

 

 

 

 

 



III 

 

目次 

一、 目的........................................................................................................................ 1 

二、  過程........................................................................................................................ 1 

三、 心得........................................................................................................................ 2 

四、 建議事項................................................................................................................ 3 

五、 附錄........................................................................................................................ 4 

 

 

 

 

 

 

 

 

 

 

 

 

 

 

 

 

 

 

 

 

 

 

 

 

 

 

 

 

 

 

 

 

 

 

 

 



1 

 

一、 目的 

本次參加工作營主要是促進兩岸學生和老師的交流，並進一步了解中國大陸設計

教育的發展與現況。另一項重要的目的是，帶領兩位研究生林建羽、東宜鴻和兩位大

三學生李凱惠、蕭凱庭（附錄區圖 9）參與工作營作品製作，兩岸學生共約六十人分

八組，共同做出與「水」water 有關的作品，作品可以運用新媒體、動畫、影像等表

現技法。兩岸學生交流其目的就是要讓學生對於不同事物的思維產生更進一步的認識，

對於兩岸的文化創意人才發展交流具有正面的幫助。 

 

二、 過程 

此次主辦單位華中科技大學坐落於中國武漢市，距離有名的東湖僅僅數公里遠，

華中科技大學為中國教育部直屬的綜合性重點大學，由原華中理工大學、同濟醫科大

學、武漢城市建設學院於 2000 年 5 月 26 日合併成立，是首批列入國家「211 工程」

重點建設和國家「985 工程」建設高校之一，涵蓋理、工、醫、文、經、管等多學科

的綜合性大學，被國際著名學術雜誌《Nature》評為中國十大科研機構之一。接待與

辨理活動是由華中科技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新媒體藝術研究所負責，所長為蔡新

元教授，現任華中科技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藝術設計系教授，也是武漢麥塔威科

技有限公司 CEO。 

7/7 日上午為工作營開幕，參加老師有華中科技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李保峰

院長和蔡新元教授，台灣方面有台灣師大許和捷教授、亞洲大學謝省民教授、朝陽科

大郭源昌教授和本人，兩岸學生約六十人。蔡新元教授除了介紹主辦系所的簡介、播

放歷次活動的影片與照片以外，還公布了這次工作營的主題為「水」water。另外，各

個參與的台灣學校也分別簡短的介紹各校概況，增加彼此之間的了解，雲科大參加此

活動已經有三次了，前三次為本系其他老師出席，本人則是第一此參與，對於一間十

萬人的大學充滿著好奇心（附錄區圖 1~3 和附錄區圖 10、11）。 

當天上午開幕式結束前公布分組名單，每組分派指派一員指導老師，指導老師由

兩岸老師擔任，採分組各自與指導老師共同討論，並且在工作坊的期間實作一至兩件

成品，在工作坊最後一天進行發表，再由各老師提出建言。華中科大學校方面提供討

論空間、材料、器材和電腦設備等，同學需要再有限的資源下完成其作品，很多同學

包含兩岸學生都是第一次參加這類型的工作坊，所以感覺十分新鮮，也充滿了挑戰，

每一位學生縱使前一天睡眠時間部是很足夠，但是還是打起精神努力實踐，深怕一懈

怠其他組就超前。 

本人所帶的組別共八人，三名台灣學生（一名朝陽科大、一名台灣師大、一名亞

州大學），五名大陸學生（兩名華中科大、三名武漢理工大學），兩岸學生討論非常熱

絡，雖然部分文化、想法不盡相同，光前制的討論就花費了五至六小時，但大家經過

創意發想、意見表達、限縮作品範圍、規劃實作、購買材料、實作施工、測試微調和

最後的上台發表（附錄區圖 4），大家都能夠彼此相互尊重，晚上加班熬夜也能同甘共



2 

 

苦。透過這樣有目的與目標、主題明確、相互討論、腦力激盪的工作營，對於學生的

學習具有積極正面的幫助，相信學生除了在專業領域的實現以外，對於兩岸學生對於

彼此思想和關心的事務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工作坊最後一天下午也就是作品發表日，每一組都摩拳擦掌，準備把自己最美好

的作業呈現在大家眼前，從最後的成品可以研判每件作品的確是花費了學生許多的精

力，每件作品的成果都非常非豐碩。附錄區圖 5 為每組的作品說明，例如：有做水的

攝影實驗、利用水當打擊樂器發出特蘇的聲響、使用 Flash 製作一支和水有關的互動

影片、製作一朵有聲光並且會下雨的實體雲朵、使用校園內摘下的荷花製成水珠迷宮、

利用水的噴霧產生天邊一道彩虹、裝水的寶特瓶底的奇幻世界、利用黑板產生逐格動

畫等，每組都相當精采，每位老師也給各組學生建議和鼓勵。 

除了學生的積極交流製作作品外，台灣的學校老師群不得閒，利用學生在製作左

品的時間與中國武漢大學出版中心接觸，一起討論發展設計教育之教科書（附錄區圖

6），根據武漢大學出版中心人員告訴我們，品質優良的設計教育方面教科書，目前大

陸非常缺乏，坊間常見的都是速成實作書籍，教教軟體操作大致上還可以，但是深層

的設計觀念才是真正影響設計思維，乃至於設計的形體和精神，但是目前大陸除部分

國外直接翻譯的書籍以外，大陸本籍的作者寫這方面的內容非常少見。所以武漢大學

出版中心非常積極想與台灣學校合作，是否可以將目前已經在台灣上市或是新開發的

書籍並且符合他們的需求，可以計畫出版簡體字。大約雙方談了兩個小時，目前已經

有初步的共識。 

最後活動結束時，蔡新元教授代表華中科大頒發感謝狀給所有參與的台灣老師

（附錄區圖 7），這次的活動辦得相當成功，活動的細節一點也不馬虎。在大家依依不

捨的情況下還是不得不說再見，希望明年再次舉辦可以更多人參與，並順利圓滿。 

 

三、 心得 

「海峽兩岸創新設計工作營」已經舉辦四次，根據負責老師和工作人員表示一次

比一次進步，而我所見的是不論是下飛機後接機，至飯店分配房間、用餐等，工作人

員都照顧得非常好。在工作營的過程中，大陸學生都能夠適時提供支援，言談中能感

受這一群在大陸地區高校前百分五的學生，的確是非常有視野，也非常有野心，對於

查詢資料效率極高，新鮮事物多數都能接受，真的是像海綿一樣，來者不拒。台灣學

生在設計的精緻度上比較重視，也能夠快速掌握主題。因為語言的關係兩岸學生近十

年來的交流，進展很快，效果也不錯，參與其中的師生應該都有很大的啟發。 

與負責老師蔡新元所長接觸中，慢慢了解大陸經營高等教育的模式，例如：中國

教育部允許大學老師可以自組公司，所以學生的研發作品可以直接與市場做結合，學

生就業時也多一項是否進入老師開設公司的選擇。中國的大學評比中有一項是非常重

要的指標就是學生的就業率，會直接影響系或個人的考績，這一點台灣學校也重視，

但是還不至於列入影響補助款多寡或老師個人考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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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科技大學每學期都有五至八位學生會來到雲林科技大學各系當交換生，所以

這次的交流另一個任務就是對不太了解雲科大的大陸生做簡介，得到不錯的反應，有

幾位大陸生就表達有意願爭取未來到雲科大當交換生。大陸生普遍都想走出去，不管

去任何國家，從校園內的布告欄滿滿的托福、GRE、SAT、IELTS 英文補習廣告可得

知（附錄區圖 8），這一點與二、三十年前的台灣校園比較像，學習積極度比較高，當

然我所見的是在中國排名前十名的大學，其餘學校我就無法評論。 

 

四、 建議事項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從十一五計劃（2005-2010）到十二五計畫（2011-2015），

對文化創意產業加意推廣，所以在亞州地區是成長最快速，政策面非常明確，各省分

對於文創人才無不積極培育與開發。目前在中國大陸從事設計相關領域的台灣人士為

數不少，兩岸每一年交流或合作的機會也很多，不過設計相關而且直接與學生相關卻

很少，所以建議可以多多增取針對學生的交流或合作案子機會。例如：這次的華中科

大辦理的設計工作營，或是今後與台商專案合作時可以增取學生至大陸實習。 

本次的「海峽兩岸創新設計工作營」，讓我們對於對岸的設計教育有更深層的了

解。大陸在高校管理部分是很有彈性，人才的培訓、資金的投入、學界與產業可以看

見真的是無縫接軌，台灣在這方面的彈性就小很多。教育部對於大專院校老師是否可

以兼任公司行號負責人可以通盤可量，畢竟人才培育不易，可以直接讓學校與產業界

結合應該是有利於學生。 

透過這次的參加工作坊，希望能對於未來雲科大的師生在數位媒體的領域更加提

升。未來有機會可以與大陸出版社多接觸，雲科大設計人才濟濟，透過校際或出版社

的合作機制，應該可以讓雲科大曝光率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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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圖 1、職上台簡介雲科大 圖 2、與宣傳立牌合照 圖 3、數字媒體藝術設計 

 

 

  

圖 4、製作作品前主題討論情況 

 

 

  

圖 5-1、第一組成品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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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第二組成品發表 

  
圖 5-3、第三組成品發表 

  

圖 5-4、第四組成品發表 

  
圖 5-5、第五組成品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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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與武漢大學出版中心洽談合作案   圖 7、接受蔡新元教授的感謝狀 

 

  

圖 8、校園內到處可見的英文補習廣告 

  

圖 9、參與工作坊的雲科大學生 圖 10、華中科大校園地圖 

  
圖 11、華中科大校園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