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112 年 D 主軸成果表單 

主軸名稱 【D 主軸】提升高教公共性 

分項計畫名稱 
□ 多元入學與資訊公開 □ 深耕助學與輔導關懷  

■ 適性職涯與校友鏈結 □ 原民輔導與全民原教 

活動類別 ■ 演講 □座談會/工作坊 □課程 □會議/研討會 □創作及展演 □其他________ 

活動名稱 我在景觀路上了，你別來！-景觀菜鳥生存守則- 

舉辦日期 112 年 5 月 10 日 舉辦時間 13:20-15:10 

主辦單位 
景觀學系 

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舉辦地點 

景觀學系大樓 A36-103教室 

主講導師：林佳樺專案經理 

校內參加人數 64 人 校外參加人數 1人 

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SDGs) 

(可複選) 

□終結貧窮 □消除飢餓 □健康與福祉■優質教育 □性別平權 □淨水及衛生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合適的工作及經濟成長 □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  

□減少不平等 □永續城鄉 □責任消費及生產 □氣候行動 □保育海洋生態 

□保育陸域生態 □和平、正義及健全制度 □多元夥伴關係 

關鍵能力 

(可複選) 
■自主學習 □資訊科技與人文關懷 □跨領域 □國際移動 □社會參與 □問題解決 

活動內容 

講師為任職於台中市上境設計工程有限公司專案經理的本系第一屆畢業生，從

當初就讀景觀系的辛酸血淚史、十五年的業界經驗所接觸的案例分享，最後再到景

觀菜鳥的七項生存守則，每一項內容都是對學弟妹們的叮嚀，在業界中應該注意的

工作慣例與分工，或是現在學校學習的哪些課程在業界中是常用與必須先準備好的

技能。 

在案例分享中：談及台中文學館的設計經驗，台中都市發展脈絡與台灣文學之

間的連繫，進而影響基地設計中的建物又或是一草一木的保存與改造；第二個案例

是分享台中帝國糖廠興衰歷史與後續景觀改造的過程與設計理念，部分區域種植甘

蔗以重現舊時糖廠鐵路邊的光景，另外以框景引導使用者望向生態池對岸，以抽象

的形式連接已不復存在的糖鐵路線等；最後的案例為台中綠空鐵道設計案，分析台

中鐵路因地勢低窪而在市區形成獨有抬高軌道設計，以台中火車站為中心，將鐵道

遺址改造成城市中的綠帶公園，讓原本受到阻隔的前後站無縫接軌。 

在景觀菜鳥的生存守則方面：以景觀設計在做什麼、景觀設計工作怎麼落實設

計、景觀設計工作時間與薪水、景觀設計應該要會什麼軟體……等七項題目，引導學

弟妹們對業界初步的認識。 

執行成果 

一、辦理情形 

透過第一屆畢業學姐的分享了解產業現況，知道業界所需的技能跟知識，也啟

發同學對景觀這個行業未來的想像，更了解未來可能的出路，同時回想起就讀景觀

系的初衷，提醒自己是為了什麼在努力。 

二、反思檢討 

同學希望可以多舉辦這種形式的經驗分享活動，可以了解業界真實狀態，更認

知到景觀這個行業的面貌。 



活動剪影 

  

  

  

活動滿意度 

問卷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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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建議及改善作法： 

1. 希望有機會多開設類似講座。 

2. 希望下次能有更多的學長姐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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