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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背景： 

本校於87年8月1日奉  行政院核定

合併「復興劇校」、「國光藝校」兩校升格

為「國立臺灣戲曲專科學校」，復於 95 年

8 月 1 日正式升格為「國立臺灣戲曲學

院」，為我國第一所十二年一貫制之傳統戲

曲表演藝術專業校院，以培育傳統戲曲兼具國際表演藝術與創作人才為教

育總體目標。 

本校自兩校合併升格專科以來，宗旨均是以國家培育傳統戲曲相關表

演人才為要務；教學方針持續採專業術科導向，輔以專業學科和一般學科

與通識課程，培養兼具專業與人文素養之全方位之表演藝術人才。學校設

有 6 學系，1 系 1 班，每班僅 30 名學生，規模不大，是全國唯一集京劇、

歌仔戲、客家戲、民俗技藝、戲曲音樂與劇場藝術專業人才養成的搖籃；

另附設兩團，進行專業表演與推廣業務，並提供學生實習場域。95 年改制

學院迄今，學校設定朝著小而美、精緻而優越之專業人才養成園地為發展

願景。6 系 2 團，秉持培育傳統表演藝術工作者為職志；以弘揚戲曲藝術

文化為宗旨；乃至於結合新時代社會脈動與傳統戲曲精髓，孕育術、德兼

備之一流戲曲人才為最終目標。 

本校雖屬技職院校，惟特色是以傳統戲曲為核心的藝術專業學院，具

有藝術與人文、傳統與現代並行的內涵，戲曲理論與實務並重，學術兼修，

不但講求基礎功底，亦著重現代教育規範（包含學制課程、適性發展、生

涯輔導等），學科與專業術科並進，更具有肩負戲曲藝術文化的傳承與弘

揚任務（教育訓練、傳承弘揚、宣揚文化）。 

由於傳統戲曲教育之特殊性，在專科學校期間，即已面臨教學空間與

宿舍嚴重的匱乏，為求校園長程整體規劃，校區更新與校舍興建亟待  鈞

部之支持，方能調整改善，以滿足教學及學生之需求。惟因本校校舍老舊，



 

第 3 頁，共 19 頁 

且空間侷促擁擠，致教學過程彼此干擾大；而宿舍空間亦為舊教學空間調

整使用，實不符教學及學生居住之品質要求，期間本校在  鈞部支持下，

完成內湖校區一期校舍新建工程－嘯雲樓後，男生宿舍及部分空間已獲初

步改善；為使教學區之機能更具多樣性與完整性，並解決女生宿舍老舊及

空間不足問題，而於 95 年 3 月進行二期校

舍工程－戲曲樓暨女生宿舍大樓之興建，

復因社區住戶持續不斷陳情與抗議，致工

程停工延宕，幾經溝通協調，始於 96 年

10 月復工，終於 99 年 1 月完工，9月正式

落成啟用。 

本校傳統戲曲資源豐富，校園具有獨特練唱及

練工氛圍，是國內外觀光客參訪之重地，惟近年

來因本校學制特殊，財源籌措較為不易，致使校

務基金窘困，而缺乏各項校園設施之更新作為。

所幸  鈞部體察本校困境，於 100 年 10 月核定撥

付新台幣 2,000 萬元作為本校學生體適能中心、

圖書閱覽室、教師研究室、視訊會議系統等設施

之更新經費，目前正積極辦理中，預計 101 年新

學期即可達成部分教學空間改善之目標。 

本校校舍建築物除內湖校區「戲曲樓」、「嘯雲樓」及木柵校區「藝德

樓」建築年代較新之外，其餘皆屬 30 年以上之老舊建築物，另校地分成

「內湖校區」及「木柵校區」，兩校區皆有腹地狹小之共同問題，故學生

除教學空間陳舊外，戶外運動空間缺乏及老舊亦是亟待改善之課題。目前

兩校區僅有各一座籃球場作為體育課上課場地，場地不足及設施老舊亟待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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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內湖校區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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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木柵校區平面配置圖 

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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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場地使用現況 

加強校園基礎建設與建構優質學習環境是提

升教學品質之途徑，更是教育改革之趨勢。本校

學生以住校為主， 

(一) 內湖校區 

內湖校區僅唯有一座全場及兩座半場籃球場作為學生體育課之場

地，並同時需兼具排球、羽球、壘球之上課場所。因腹地不足，故「中央

廣場」平時即是學生活動廣場、穿越校園之廊道；特殊使用時是大型活動

排練場（國慶節目排練、校慶活動）、臨時停車場等之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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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廣場校慶日兼作園遊會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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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湖校區除籃球場外，並無專用之體育運動場地，「中央廣場」即為

場地不足之替代地點。惟既為廣場，其舖面為硬式磁磚面層，充當運動場

地並不符標準，學生受傷機率較高，然在本校校地不足之條件下僅能勉强

使用，實有改善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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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木柵校區 

木柵校區亦僅唯有二座全場籃球場作為學生體育課之場地，並同時需

兼具排球、羽球、壘球之上課場所。與內湖校區情形相似，因腹地不足，

故「籃球場」平時即是學生活動廣場、穿越校園之廊道；特殊使用時是大

型活動排練場（校慶活動）等之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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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柵校區籃球場使用多年，地面已呈現大量裂縫，僅作表面修復並無

法恢復原有功用。本校區主要為學院部學生，完善的運動場地幾乎成為學

生最渴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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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規劃方式：  

（一）內湖校區： 

「中央廣場」是內湖校區校園景觀的視覺焦點，同時又需兼具多功能

的空間使用特性。在此原則下將規劃以廣場左側鋪設 6 線 PU 跑道，作為

學生運動場地，右側全面改為高壓磚舖面，具有透水、降溫特性，並能於

特殊時間提供臨時停車。右側舖面與風雨走廊串聯一體，利用柱邊設置休

息座椅，提供學生短暫停留之休憩角落，營造校園溫馨之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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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座椅、燈光、植栽及舖面改善，營造出校園活潑之意象，進而將

內湖校區整體景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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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木柵校區： 

籃球場是木柵校區學生運動的唯一場地，以目前最常使用的戶外壓克

力籃球場舖面重新施作，配合週邊排水溝、植栽美化等手法，賦予籃球場

全新的面貌。讓木柵校區呈現小而美、小而優的運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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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概估及執行期程 

（一）經費概估（詳附表）： 

1.內湖校區中央廣場整修工程－ 

工程費 勞務費 合計 

827 萬元 95 萬元 922 萬 

2.木柵校區籃球場整修工程－ 

工程費 勞務費 合計 

231 萬 8,000 26 萬 6,000 258 萬 4,000 

兩案經費總計如下 

工程費 勞務費 合計 

1,058 萬元 8,000 121 萬 6,000 1,180 萬元 4,000 

（二）執行期程：  

101 年 期程 

計畫工作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前置作業          

規劃設計          

招標作業          

施工（內湖）          

施工（木柵）          

驗收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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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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