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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走在路上，看到形形色色的建築物，但不是每間都有人住或是當成工作 

的地方，腦中常有一些疑惑，為甚麼這裡沒人使用呢？ 

曾經在社會課本上有看到許多的建築物，卻因年久失修或是沒有用途而 

成為蚊子館，甚至成為安全的死角。 

近年來，在電視上看到廢棄的建築物被改造，或是住在不同縣市的親戚常

會分享在廢棄的建築物附近或是範圍內舉辦市集增添人氣，城市改變閒置空間

是良好的連結發展。在社會上,這些原本廢棄已久的建築物又被活化了，再走進

我們學習的校園，我們也發現校園中某幾處也被活化了，究竟是為甚麼呢？我

們以花蓮在地的例子來探討吧！ 

 

二. 研究目的 

 

1、 了解甚麼是閒置空間及花蓮縣成功再造的例子 

2、 探討社會上閒置空間再造成功例子-博愛特區&又一村文創園區 

3、 探討校園內閒置空間再造成功例子-宜昌國小  

 

   三.研究小隊 

 

我們是一群六年級的學生，從未想過我們也會踏上有關於校外專題研究的比

賽。當初老師只是詢問有意願做小論文的可以來試試看，於是我們幾個就分

別去找老師報名，才有機會參加此次比賽。至於小隊的隊名，從原本想好的

主題發想，「閒」字就一直印入我們的腦海中，有人提議乾脆叫「閒人隊」，

但有人覺得比賽是很正式的，於是，我們只好換個隊名，從「不停的探

索」、「用心的觀察」出發，才能發現花蓮市及宜昌國小校園不一樣的角落，

最後，隊名出現了，就是「宜昌探察隊」。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閒置空間定義 

 

    閒置空間係指依法指定為古蹟、登錄為歷史建築或未經指定之舊

有閒置之建物或空間，在結構安全無虞之下，仍具有可再利用以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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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價值者。(傅朝卿，2001) 

 

    學校是一個生活空間，空間是以人為中心，從過去到現在，學校

空間受到外在大環境的變遷，必須對空間規劃。(湯志民，2002)重新思

考使用者、時間及空間和行為，以使用者為主軸，在時間環境的行為

需求下為目的。 

 

    也有人把閒置空間定義是具有歷史文化意義而廢棄不用的空間或

是原空間目前使用功能不彰，但可以有更積極的使用方式者。(廖慧

萍，2003) 

    

 總而言之，閒置空間指的是閒置、廢棄、少用、未使用或不用的環境

空間；閒置空間也有可能是空間暫時沒有功能或缺乏專業人員管理所

致，但空間還是具有可再利用價值的。 

 

(二)、活化空間的意義價值 

 

    活化是一種行動，化建築物之被動為主動，空間若是想要再生，

必須經由某種活化之行動，以再利用來達成。(盧維禎 2008)運用新的

空間設計與規劃的技術，重新改造舊空間來滿足新的需求，並利用藝

文活動活化空間生命，促使校園空間能夠達到最大的利用，空間發揮

到最大的價值，打造沒有死角的空間。 

 

    工程會透過全球資訊網公開揭露設施活化情形，以督促設施管理

機關加速推動活化作業，及提供需求機關或非政府組織公益單位、青

年創業洽詢使用之機會，包括轉型為長期照顧、托嬰、非營利幼兒園

及地方創生等用途使用，媒合相關單位及在地資源推動設施活化使

用。(公共設施閒置空間之活化及防範策略，何育興、張易文) 

 

    校園空間活化在於出奇制勝及廢物利用，以創意規劃校園，將原

本劣質的性質或特徵轉換，朝相反的方向去思考，改作其他用途來呈

現，不同於過去或現存的功能，將不堪使用、無人使用、不好使用的

空間轉化，以提升實用價值。(湯為國，2008) 

 

    校園空間活化是一種在地化、草根性的活動或行為，依據學校特

殊條件與需求，學校成員配合在地特色資源與人文特質，透過多樣性

的教育功能利用方式，規劃利用既有閒置校舍或校園空間，以突破校

園空間利用的限制，充分發揮校園空間價值，尋求學校存在的永續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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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與新生命力。(劉侑承，2009) 

 

    強調校園空間活化應該以人和教育本質為核心，透過活化、強

化、多元化及創意化的空間功能，讓校園到處是學習的工具、隨時可

以學習，使學校成為培養創意、展現創價的地方；利用綠化、美化、

彩化及藝術化，使校園變成永續發展及文化藝術美感的環境；透過樂

學化、課程化及價值化，使學校成為開放的校園及多元智能發展的樂

效學園；透過現代化、統整化與Ｅ化，使學校成為高效學習的資訊學

園；透過人性化與友善化，營造溫馨、安全、舒適、性別平等、友善

及無礙障的校園；透過轉型轉化、社區化與合作化，使學校成為具有

特色的社區公園或學習中心。(林志成，2010) 

 

    學校空間與一般公共空間在性質與目的上不太一樣，如果要討論

學校的閒置空間如何運用時，應該要回歸教育的本質，從教育的角度

出發（邱上嘉、莊玟琦、管倖生，2010；張嘉原，2006）。 

 

    總之，校園閒置空間活化要以永續發展為理念，人與空間的互動

為基礎，學生的學習為考量，運用創新設計概念與多元規劃，藉由重

新改造、塑造或革新，達到空間機能再生目的，並適時融入學校本位

課程活動，以展現空間環境教育的功能，重新塑造校園空間新價值，

賦予校園空間新生命。 

 

 (三)、校園為何會有閒置空間 

 

    目前而言，學校的閒置空間至少包含了學校固有的歷史建築；或

因為少子化現象，學校減班後多餘的閒置教室或小型閒置空間；也有

可能是廢棄學校的校舍已失去使用目的而被棄置 (張嘉原，2006) 

 

    界定校園閒置空間(school vacant spaces)為：學校的教室、庭園或

空間多餘沒有用或沒人管理，無力維護而沒辦法有效利用，長期閒

置，或是規劃方式不一樣，本來不是閒置的，慢慢變成閒置，稱為校

園閒置空間。(陳桂蘭，2007) 

 

    校園閒置空間是指因減班或廢併校或其他因素所產生，目前無被

運用於教學用途之校舍。(花蓮縣政府教育局 2008) 

 

    所以，統整發現校園閒置空間的原因有：使用人數減少(少子

化)、規劃設計不當、管理使用不當、建築法令限制、維護經費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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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久失修。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流程 

 

 

 

四、研究內容(訪談內容) 

 

(一) 校內空間：閱讀角落 

 

上網查資料

新聞報導

相關影片

博碩士論文

期刊

借閱書籍

東華大學圖書館

訪談相關人士

宜昌國小四位老
師

又一村文創-朱村
長

招募組員 決定主題 資料蒐集

進行訪談統整資料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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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請問翊芯老師為什麼會想改變這個閒置空間呢？  

答：這個樓梯底下之前是一個置物間，堆放一些物品，而且圖書

室離這裡很遠，所以那時就有設計一個課程就是讓小朋友來

做改造這一個閒置空間，讓它可以被活化，讓大家發現它。 

問題二：在規劃執行中有 遇到什麼問題嗎？怎麼解決或者有替

代方案嗎？當初怎麼改變呢？ 

答：因為這是從課程開始著手，那時學校正在耐震補強，所以就

想讓學生去發現說我身為這裡的學生，可以針對學校哪裡來

做改造，那時很多地點可以進行改造，後來慢慢的開始很多

人想要去改造這個閒置空間，因為課程是一步一步的執行，

學校也很支持，所以執行上問題不多，包括：金費、人力

(學生）只是利用了假日的時間去完成這一個大工程。 

問題三：規畫執行後，跟您的想法是否有落差？ 

答：落差嗎？剛剛完工時其實是蠻漂亮的，跟我的想法也沒有很

大的落差，但是在持續經營的這一個方面，就要去想如何讓

它持續的經營。 

問題四：請問翊芯老師，目前閒置空間已完成，您還會想增加它

的用途嗎？ 

答：希望這裡以後可以增加像是學生自治會可以在這分配工作或

是發表自己的意見，也可以在這裡增加一些小朋友們做的藝

術品，我們也很期待這裡可以被利用，擁有更多的價值。 

問題五：請問翊芯老師對閒置空間有什麼展望呢？ 

答：每月有圖書交換、小型活動或者是好書推薦，我也不求這裡

可以變得十分熱鬧，只希望這裡可以一直是一個小小圖書

室，供 一、二年級的學生來這裡多看一些課外書籍，擁有

多一點的知識，同時也希望這裡不要再被荒廢和閒置，這裡

可以一直延續用下去！ 

 

(二) 校內空間：回收小屋 

 



 
悠閒自再－從舊建築再造看校園閒置空間利用 

6 
 

  

 

問題一：請問惠頴老師為什麼會想改變這一個閒置空間呢？這是

您個人的構思還是有其他人一起呢？ 

答：當初回收場那邊要進行工程，所以要再找出一個小空間當回

收場，就找到了這一個回收小屋，同時也是因為這一個工程

才讓大家發現在學校中還有這一間小屋，我們以前怎麼都沒

發現呢？當初信光主任和校長發現這裡，我也想說這裡還不

錯，才有了這一個想法，所以可以說是信光主任、校長以及

我就有了這一個想法，如果舊回收小屋沒有完工的話，可能

大家都不會發現這一間老房子。 

問題二：在規劃執行中有遇到什麼問題嗎？怎麼解決或者有替代

方案嗎？當初怎麼改變呢？ 

答：老師一面做一面有想法，剛開始就單純想要它變成一個舒服

的空間，也讓服務隊的同學和小朋友喜歡來這個地方，因為

這裡已經被荒廢很久了，所以門窗全部都無法使用，裡面也

都堆滿了雜物，這裡的櫃子都壞掉了，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木櫃全部都是由晧博老師帶著社團學生一起完成的。 

問題三：規畫執行後，跟您的想法是否有落差？ 

答：一開始就是希望它是一個舒適的回收空間，讓大家喜歡上回

收，做回收也讓小朋友覺得舒適，如果好好規劃就不需要太

多的空間，剩下的空間我做了一個構想就是拿來放書等，外

面的牆壁也很可惜，所以拿來做黑板牆，讓小朋友來可以在

外面塗鴉，原本是要用來上課的地方，但因為空間太小容納

的人有限，所以無法如願完成。但出乎意料的是這裡很熱，

小朋友很喜歡來這裡，他們來會自己找書看或是坐在椅子上

抒發情緒或在塗鴉牆上畫畫。 

問題四：請問惠頴老師，目前回收小屋已完成，您還會想增加它    

的用途嗎？ 

答：當然有啊！想要讓回收小屋變成老師帶學生們來上課的地

方，同時下課時也可以讓小朋友來看書放鬆一下。 

問題五：請問惠頴老師對回收小屋有什麼展望呢？ 

答：希望以後中高年級的小朋友可以用這裡的黑板畫畫，前面有

一個大平台能夠讓小朋友在上面表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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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內空間：鐘樓 

 

  

 

問題一：請問信光主任為什麼想改變這一個閒置空間呢？這個是

您個人的想法呢？還是有別人參與呢？ 

答：會改變這個空間是因為想要利用它，讓大家上課的地方變

多，教師們增加開會的地點，同時也想要讓校園死角變成安

全區域，讓學生們可以在校園中安心又快樂的奔跑，大幅減

少在校園的死角受傷的機率喔！這些想法是包括主任們、家

長會、學生會以及社區居民一起參與，才有這新空間形成。 

問題二：在規劃執行中有遇到什麼問題嗎？怎麼解決或者有替代

方案嗎？可以說明歷程嗎？ 

答：在執行中最大的問題 就是「找不到廠商」，每一家廠商的經

費需求都很高，憑我們的經費是根本不夠的。只能繼續尋找

資金不高且願意合作的廠商，更何況政府還補助了我們

1400 萬，但是真正行情需要 1500 萬，要找到願意合作的

廠商真的很難!!!初期到完工的歷程是從 107 年 12 月開始設

計的，108 年找到建築師從 9 月開始蓋，到 109 年 9 月完工

為了讓它成為合法的建築物又再撐了 3 個月，總共耗時 3 年

左右的時間。 

問題三：規劃執行完工後，跟您的想法是否有落差？ 

答：出乎意料的，完工後的建築物外觀跟一開始是差不多，但是

內部就沒有那麼好了啦，跟一開始相差的比較多，東西也不

像一般的教室如此豐富、足夠，空間也是不夠使用的，。  

問題四：請問主任，目前樂活站及大樹區 的建築已經完成了，

那麼您還會想在賦予那個閒置空間新的生命呢？ 

答：改造樂活站以及大樹區之後，我想把建築後牆壁之間的神秘

小巷子變成一個可以休息、散步、聊天等這一類的巷子。 

問題五：請問主任對這個地方有什麼期望或展望呢？ 

答：希望這裡以後只要有人使用，並且不要荒廢，同時也要定期

維護就可以了，不要放在那裡又變回一個閒置空間，畢竟被

荒廢的地方或是蚊子館是沒有人會去管理和使用，漸漸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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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又會變回原本的廢棄空間了。 

 

(四) 校內空間：專題研究室 

 

  

 

問題一：請問為什麼煒堃老師會想要改變這一個閒置空間呢？ 

答：階梯教室、教學準備室等這些地方常有人使用，也想規劃

讓老師們擁有可以好好放鬆及高年級專題討論的地方，同

時也想有一個可以和家長以及學生好好溝通的地方。 

問題二：請問在執行中有遇到什麼問題呢？那麼請問您是如何

解決的呢？ 

答：問題是當然有的，像是插頭太少、雜物太多了、空間太小

等。有錢好辦事，但是靠錢是不可能完全解決的，所以一

定要去找相關的人員討論，不可能單單靠我們自己。 

問題三：請問煒堃老師對這個地方有什麼期望或展望呢？ 

答：目前這還在改造中，希望能真的有達到當初改造的目的，

也希望這裡不要被荒廢，變成蚊子館，這是最危險的。 

 

(五) 社區案例：又一村文創－仁愛新村 

 

  
 

問題一：請問村長，想知道以前博愛特區的過程，還有現況？ 

答：現在的博愛特區已被移為平地(目前為收費停車場)，就是

原本的舊房舍已經被拆除了，是因為那些老房子屆齡已經

六、七十歲了，除了老舊之外，它已不堪使用，當時漏水

問題就很嚴重了，然後進行很多次的補牆，但依舊無法挽

救。在被移為平地之前 我們讓他風華再現，有非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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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觀光，它閒置了幾十年都沒人去，但就在那大概一年半

有估計三十萬人去來參觀，真正啟用時間才一年，陸續添

加進駐扣掉裝修，實際上才進駐四個多月到五個多月，實

際營運不到五個月，營業額估計 三十萬元，這是一個小

小的經濟奇蹟。房子是有生命力不是只有人有生命力，我

其實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保存文物跟文化傳承，因為博愛特

區的結束導致來到了仁愛街，因為有願望就有力量。  

問題二：請問村長，是如何找到這個園區呢？ 

答：一開始是因為我很喜歡老房子的風格，也剛好我是花蓮

人，就想說去找找看花蓮哪裡有可以再造的空間，在有一

次的拆除老房的計畫中，我剛剛好就下了這四間房子，在

這一個時候我才發現原來花蓮可以改造的閒置空間在這裡

啊！當初是慢慢的從去探索，寫信給相關單位，當然不可

能這麼容易就得到這一個空間，所以我們就不斷的試，所

以整個過程是十分的辛苦。終於在我不懈的努力之下成功

了，我們現在已經可以開始在又一村這一個地方經營了。 

問題三：從荒廢到現在的樣貌，請問村長可否敘述呢？經營類

型？ 

答：這裡已經荒廢了很久，整理起來很費工時。還被明義國小

誤認為鬼屋，我們把它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看不出來這

裡以前被荒廢了 20 多年，那我們經營類型偏向觀光類，

還是蠻成功的喔！ 

問題四：請問村長，目前園區已規劃完善，那您還會想再增加

其他的想法嗎？ 

答：現在的園區我已經很滿意了，但是我還想和小農合作，由

我們來幫他們銷售，或是運輸這一類的工作，一來可以讓

他們不會太辛苦，我們也可以有收入，真是一舉兩得呢！ 

問題五：請問村長對這個 地方的期望以及展望。 

答：後繼有人，繼續做下去，繼續就是指創意、文 化，文化

和文物的保存。 

 

參、研究心得及省思 

 

    整理訪談稿時，我們發現老師們及村長的想法，會因為類型不同而有

不同規劃。站在校園閒置空間的想法，會考量老師及學生學習為出發點去

做規劃，但經費來源這個是很大的問題，因為改造一個空間，需要耗費的

財力很可觀，如果只是改造一個小角落(例如:閱讀角落)，或許經費不需太

多，但需要人力，無法估計會有多少人願意幫忙，所以空間大小，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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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會有遇到的困難點。 

 

    這次走訪花蓮市的又一村文創，從訪談村長中才發現改造舊建築沒有

我們想像的這麼簡單，寫計劃給相關單位，希望能標下這個園區，但往往

等待是最煎熬的，因為不知道政府會把這園區經營權給誰，只好不斷的祈

禱了。接下來，規劃園區才是重頭戲，怎樣經營？要賣什麼？是否能讓這

個園區熱絡起來？這都是要思考的點。又一村白天和晚上有著不一樣的感

覺，白天有著靜謐感，晚上點燃燈火有著溫暖又溫馨感，目前還是有人不

知道這個園區，如果有空，可以停下腳步給這些新的舊建築一些人氣，增

添熱鬧氛圍。 

 

    以上，我們可以從訪談內容知道，大家的想法是盡力維護這些改造空

間，進而發想新的創意，把這些空間發揮到淋漓盡致，達到永續經營的理

念。這些訪談者的理念跟我們在搜尋寫有關博碩士論文及期刊的作者理念

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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