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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張明華

熱血  教授篇

聽
到「土木專業」這幾個

字，您的腦海中會浮現

什麼畫面？相較於這幾年新成立

的數位媒體系、文化創意產業系

等大學新興科系，土木系可說是

臺灣高等教育體制中的「老大

哥」，論資排輩起來，其創系年

代不見得亞於物理、化學等基礎

學門科系，國內許多老字號綜合

大學或理工學府也都設有土木工

程相關系所，可見其悠久歷史。

不過，隨著社會趨勢的與時俱

進，老科系這些年也開始改頭換

面，以高等教育龍頭國立臺灣大

學土木工程學系為例，雖然創系

年代久遠，卻不斷為教學內容挹

注新意，希望為土木教育帶來更

多采多姿的風景，而幕後的改革

推手之一，就是擁有比利時國立

魯汶大學博士學位、曾任臺大土

木系副主任的卡艾瑋教授。

戴著方框眼鏡、蓄著長長落腮

鬍的卡艾瑋，乍看之下頗有幾分

古代俠士虯髯客的不羈與瀟灑，

進一步接觸後發現，教學多年的

他其實一直對大學教育改革有著

自己的細膩觀察與獨特想法。

第一招：站在舊有基礎思

考現代土木教育

「我常在想，相較於傳統的土

木教育，身為老師的我們究竟想

要教給現在的學生什麼樣的知識

與能力？」或許是比利時的外籍

學者背景使然，讓飄洋過海來臺

教書的卡艾瑋，比起一般人更能

夠跳脫既有框架，從自身長年接

受歐洲教育薰陶的經驗來反思臺

灣高等教育的內涵與真諦。

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先針對

土木系教育進行翻轉，讓課程可

以更貼近學生及未來職場所需。

臺大土木系為了培養學生能具備

現代化的數位設計能力，從2010

年開始，特別為大一新生開設一

門新課程，透過學生分組方式進

行概念設計，像是思考如何為臺

大校園內的建築大樓設計串連通

顛覆傳統
比利時教授卡艾瑋讓老系翻新 

來自比利時的卡艾瑋擁有比利時國

立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精通多國語

言，專研流體力學實驗與計算、河

川水力學等專業領域，現任國立臺

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在臺大

任教16年，說得一口流利中文，教

學風格跳脫單向式的課堂教學，擅

於培養學生實務導向能力。 

重要得獎事蹟

˙ 榮獲103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

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經費補

助。

˙�獲頒2017年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EET）教學傑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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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等，並將想法透過三維數位模

型來展現設計成果，藉此將課程

與數位設計相結合，藉由教學上

的翻轉為土木系展現新貌。

第二招：拉近土木與建築

差異，讓思考更全面

說到土木與建築，很多人會將

兩者混為一談，認為系出同門本

一家，甚至就連高中生選志願、

擇校系時，也常將土木與建築兩

個科系畫上等號。

事實上，兩者在教學與課程設

計上還是有差異。卡艾瑋說，土

木系較著重在工程、材料本身，

而建築系則比較從人的面向來思

考。以打造一間新大樓為例，建

築系的學生會從空間思考美學與

設計，如何讓房子看起來有設計

感與適合人居；而土木系學生則

會從工法、材料等面向切入，思

考需要搭配什麼樣的工法才能讓

房屋結構更為耐震安全。

除思考方式有別，傳統訓練過

程也不相同，他談到，建築系的

核心課程是設計課，分小組進行

教與學，老師會讓學生嘗試自己

研發一個設計案，從繪圖到製作

模型都得動手實作，有時甚至得

做出一比一的實體模型。

而土木系的傳統訓練則是強調

基本力學的訓練與分析計算，學

習如何運用恰當的鋼筋混凝土比

例與適合的工法建造出一間安全

牢靠的房子，老師也會帶著學生

實際到工地觀看工程建造過程，

了解施工步驟與工法，並讓學生

練習計算建築結構的鋼筋強度夠

不夠、耐震能力好不好等。

卡艾瑋說，傳統土木教育比較

欠缺「設計」這一塊，而這也是

臺大土木推動課程改革時想要加

強的面向，希望透過改進土木系

的授課方式與內容，讓學生能有

機會同時跨足土木與建築領域，

在思考與動手實作時可以更為全

面、多元。

第三招：跨域合作，未來

土木工程師與建築師對話

然而，雖然土木系和建築系的

教學方式有所不同，但當學生畢

業進入社會後，兩個科系畢業生

卻往往得攜手合作完成一件大型

工程建設案。卡艾瑋以在一條溪

流建造一座橋為例，傳統來說是

先由建築師畫設計圖，再結合土

木專業人員進行工程施作，但如

果在工程前置作業期，土木技師

沒有一同參與其中，雙方沒有事

先討論好要怎麼設計、如何施

工，究竟要設計成拱橋、吊橋還

是斜張橋才能比較適合當地環

境，就有可能導致正式施工後遇

到很多問題需要討論與解決，甚

至可能導致興建預算暴增、完工

時間被延後等情況。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希望透過

教學改革，提早讓未來的土木工

程師與建築師有對話的機會與空

間。」卡艾瑋笑著說，既然土木

工程師與建築師未來有可能成為

共同合作一項工程建設案的夥

伴，那麼透過學習階段早一點磨

合、早一點了解彼此的想法，不

是對未來的合作比較有幫助嗎？

第四招：跨校合作，兩校

學生攜手打造一座橋

為了促進土木工程師與建築師

的跨領域了解與合作，卡艾瑋表

示，臺大土木系與實踐大學建築

設計學系合作，在大二下學期開

了一堂必修學分，由兩校學生共

同合上名為「橋梁協作工作營」

的課程，營隊採取分隊設計與

實作的方式，每一隊各為12名學

生，由實踐建築系與臺大土木系

學生共同組成，人數比例約各占

一半，每個團隊成員必須共同腦

力激盪、集思廣益，攜手完成一

座跨度逾五公尺以上的木橋梁，

且必須具備讓人可以站立其中的

教師
加油站

透過傳統土木教育的改革與跨領域合作，幫助未來的土木工程師與建築師
進行溝通與對話。

卡艾瑋的關鍵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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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載力。換言之，這門課是「玩

真的」，而不是讓學生動手做做

模型就可以。

為了打造一座名符其實的橋

梁，學生必須先前往實踐大學木

工廠進行木工技巧的實作學習，

並在幾個星期內規劃出橋梁設計

圖與模型，並攜手完成一座橋，

實作過程中不只要考慮橋梁結構

的承重力與紮實度，也考驗學生

的設計美感與團隊合作默契。在

師長眼中看來，這是一門再真實

不過的實作課，也是將課堂理論

化為實務成果的最佳方式。

第五招：做中學、學中做，

激發多變創意

橋不只是連接兩地的一條線，

也是一種溝通與對話的方式。卡

艾瑋說，透過臺大土木系與實踐

建築設計系合作的「橋梁協作工

作營」課程，兩所學校的學生必

須想方設法、集體創作打造出一

座理想中的橋梁。討論與實作過

程中難免有意見不一致或是想法

需要磨合的地方，甚至還有學生

作品好不容易完成了，但因木橋

結構承載力不足，以至於人一站

上去就不堪承受、應聲而倒，必

須從頭再來過。儘管當下會覺得

挫折不已，但對學生來說，失敗

亦是一種學習過程。

儘管有因作品失敗而需重新來

過的例子，但運作幾年下來，已

讓人看見學生透過跨校合作所激

發的多元巧思與火花，也讓木橋

梁的設計擁有更多變化。例如

2015年的主題是讓學生挑戰如何

以兩個不同曲率的圓組合成S型

構造，來讓木橋梁呈現宛如行雲

流水般的動態弧形，而不是以往

常見的拱橋造型。

卡艾瑋說，除了透過做中學、

學中做來培養土木系與建築設計

系學生的跨領域合作及對話能力

外，校方也會將比較具特色的作

品陳列在臺大校園內，供民眾或

師生實際走上橋梁，感受學生的

作品巧思。

第六招：整合所學知識，

因地制宜思考與設計

除了針對二年級學生開設雙校

合作的跨領域課程外，為了讓土

木系學生可以實際整合大學課堂

所學的知識與理論應用，系上也

針對高年級生量身開設土木實務

課程。卡艾瑋就曾帶著學生前往

臺大溪頭實驗林，引領學生學習

為實驗林的溪流動手規劃一座可

以行走其上的橋梁。

過程中，學生不只要考慮溪頭

實驗林當地的風土，還得因應氣

候與地形環境等因素來設計，才

能打造出一座適合當地環境的

橋，將理想化為實踐。

在卡艾瑋與業師的引導及土木

系學生通力合作下，不僅完成了

設計圖，更成功打造出全臺灣第

一座木結構橋梁，今（2017）年

5月在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舉行了

風光的啟用典禮。特別值得一提

的是，團隊為了降低建造過程的

碳足跡，不僅採用園區當地的柳

杉木為橋梁建材，其橋梁耐用年

限更可達數十年之久！作品完成

的那一刻，師生都相當興奮，對

卡艾瑋而言，這也是他試圖翻轉

傳統土木教育的立意所在，讓學

生可以走出教育象牙塔、邁向社

會與人群，為教與學帶來更多創

新與可能。

第七招：帶領學生走出教

室，將知識化為經驗

相較於國外學生勇於舉手提

問、發言的課堂風氣，卡艾瑋坦

言，臺灣的大學生的確沒有國外

學生來得踴躍參與，為了激發與

培養臺灣學生「勇於舉手、勇於

發問、勇於發言」的學習文化，

他也經常在課堂上拋出問題，讓

學生思考與表達意見，希望藉此

為大學教育擦出更多火花。

除此之外，為了讓土木系學生

能整合學習過的理論與知識，將

其化為實務，他還會帶著學生走

出教室、前往臺灣溪流進行觀察

與設計，實施野外研究與調查，

讓土木工程教育不只是坐而言的

殿堂知識而已，更是起而行的實

踐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