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地景建築學系 110-1 大一新生暑假作業                                          

題目《我的歷史/我的家鄉》—— 

嘗試用各式媒材說說我與自己、我與別人、我與家鄉的故事 

 

在經過大學入學考試之後，恭喜大家成為大一新鮮人。不管過去的你如何輝煌、如何挫折，

如今每一個你/妳都是一個新的起點，大學裡教育的方式與各位以往的學習方式很不一樣，尤其

在設計學院，我們期待並將協助各位養成獨立思考、表現創意的能力；也就是老師們在教學上不

再是『給予學生問題』並且『告訴你們解答』的角色。取而代之的，同學們將展開『從現實中發

現問題，並且自己陳述解答過程』的訓練模式。 

《我的歷史/我的家鄉》這個題目是教師團給大一新生的暖身練習曲。在開學之前，請同學

們練習用各種方法『記錄』、『整理』、『揀選』、『呈現』關於你、關於妳的家鄉。在開學第

一次上課的時候，用你的『作品』來『說明』、『表達』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來自一個

什麼樣的家鄉』。 

 

***** 這個題目要訓練各位三個重點（五顆星表示非常重要）： 

1. 選擇一個創意的方法表現有關「你、妳」、「你、妳的家鄉」：這個作品很能代表、傳達

「你、妳」是一個什麼樣的人，「你、妳的家鄉」是什麼樣的地方。『讓作品說故事』，

從作品中閱讀到你的個性、你的家庭、你與朋友的關係、你的嗜好與興趣、你最丟臉或是

最得意的事情。以及你跟家鄉的關係、你的懷念、你的痛楚、你的愛好之處等等。 

2. 「鉅細彌遺」或許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方向：當你說出了某些故事的許多細節，聽眾自然會

隨著你的描述，跟著你進入了你的故事。然而： 

3. 「聚焦而精彩」也是必須的練習：我們並不期待你把從出生到上大學前一刻的每件事情都

一一敘述，也不想聽你從網路上複製剪貼表達大家對你家鄉的理解，我們想要你能挑出精

彩、與你最有關、直指核心的故事。 

 

***** 提醒：我們這個題目將在開學之後請你進行分享報告，然後老師們會給你修正的建議，

進一步讓作品更好。（五顆星表示非常重要） 

 

你可以怎麼做？ 

1. 重新好好地認識「自己」，找出「我之所以為現在的我」關鍵的事件、故事、原因。這可

以說是「我與我自己的關係」，找出這個關係，並且試圖用一個形式不拘的方法表現之。

當然，用一個簡報貼照片是最沒有創意的做法；這也是在尋找「我與他人的關係」，我之

所以為我，是不是跟爸媽、親戚、國小同學、鎮上的某位阿伯、鄰居有深刻的關係，趁著

這次機會好好地咀嚼一下你過去的歷史。 

2. 重新好好地認識「我的家鄉」，找出「我與家鄉的連結」；注意：我們不是要知道普羅大

眾眼中的某個地方的某些特質，例如彰化就說肉丸、新竹就說風很大、墾丁好像只有國家

公園。我們想讓你找找你與家鄉之間獨一無二的關係，你眼中的家鄉，不是旅遊導覽書裡

面的那個地方。當然如果肉丸跟你關係很深刻，還是可以說說它。也就是說，就算你家樓



下的7-Eleven是你生命重要的場景，你也應該好好想想究竟它為何如此深刻？你可以把自己

跟家鄉的生命經驗好好回想一下，某一棵大樹、某個公園、某個小溪、某個商店、某個轉

角、某隻昆蟲、某個校園角落。（再說一次，大雜燴、什麼都說並不是我們要的，記得：

『聚焦而精彩』） 

3. 找到一個你覺得很有意思的表達方法。他可能是許多材料組成的，強烈建議你可以在50cm 

X 50cm X 50cm 左右的大小裡面來製作這個作品（我們不希望你做的東西太小）。材料不

拘、聲音、光線、機關、動作等等都可以列入你的作品製作之考量。(如此一來，你應該已

經發現，把照片貼在PowerPoint播放給我們看可能不是一個最佳的方式) 並且這樣的作品看

起來是許多角度都可以「閱讀」、「觀看」的，你可以多想想這些線索。 

 

這個作業將於第一次景觀設計課的時候發表。屆時請各位帶著這種你認為可以說明《我的歷史、

我的家鄉》的作品，可能是物件裝置、結合影像、有某些道具、甚至融合戲劇等（形式不拘，也

或者是許多總和的呈現），讓我們好好地認識你與妳的家鄉。 

 

期待與你們及你們的作品相見！ 

 

 

延伸參考資料：從身體出發，探求「我與自己」、「我與他人」、「我與自然」： 

 

來源：《看見美的故事》，2016，喻肇青, 張寶釧, 黃菁, 蔡懷萱, 林碧雲, 林怡彤, 陳佳瑩, 田又

方，台北：國家教育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