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內施工怎知道？ 「設計思考」提出最佳解決方案 
 
總務處於 5 月 30 日舉辦了一場活動，邀請師生參加，以「設計思考 (Design 
Thinking)」的方式，集思廣益找出最適合清華校園的施工告示，希望確實將施
工公告傳達出去，讓校園生活圈裡的人，也能共同參與建設校園美好的未來。最
後大家討論出在建築物旁做融入校園生活相關的宣傳、在校巴上或課堂之間的休
息時間宣傳、設計逗趣的分享圖吸引學生轉傳等，各式極富創意的建議。總務處
將整合這些提議，發展新的施工公告方式，並以校內正配合世界大學運動會修繕
體育館的工程踏出嘗試的第一步。 
 
科技管理學院三位本校學生以「打造美好校園」為題，蒐集校內學生意見，發現
受訪者最感困擾的現狀，是目前校內有兩大長期的基礎設施工程，然而由於經常
接收不到施工時間與路線規劃的公告，造成生活不便，還戲稱「水木清華」變成
「土木清華」。他們蒐集資料投書給學校，獲得總務處善意回應，因而舉辦了工
作坊。邀集關心這項議題的師生一起討論，在活動名稱上，總務處也不忘自嘲，
就取名為「Design Thinking 土木清華」。 
 
策劃此活動的副總務長王俊程教授，同時也是服務科學所老師，「設計思考」是
他所教授的課程內容之一。他說，網路上有個影片充分說明設計思維如何解決生
活上的問題。一座人來人往的地下鐵車站裡，樓梯與手扶電梯並排，多數人都搭
乘手扶電梯，如何促使人們多走樓梯呢？於是有一群人將樓梯布置一番，變成了
能發出鋼琴音的琴鍵，果然成效非凡，不需公告、不用強制，就吸引許多人改走
樓梯而不搭手扶電梯了。 
 
王俊程老師說，從生活上思考，如果施工資訊要融入生活，讓公告能夠確實的傳
送出去，該如何做？這次不止用口頭討論，還要以手動的方式展現出來。 
 
一開始先由參加者提出問題，將問題寫在便利貼並貼在白板上。有人說，現有的
施工公告無法吸引人閱讀，而告示跑馬燈一閃就過，很少人會站在原地等待公告
再播一次，應該設計一個吸引人並讓人一看就懂的公告。有人提出在公告之外，
也應該促進大眾對工程的認識，減少誤會，並進一步瞭解對校園的益處。還有人
提議，學校應該設計一個明確的識別系統，讓人一看就明瞭。 
 
提問告一段落之後，大家開始集思廣益，如何解決方才提出的問題。有人說，可
以將校巴當作宣傳車，透過廣播或告示來宣傳施工時間及配合項目；也有人說在
學校餐廳及小吃部 7-11 的電視播送施工告示；還有人提出，可以在課堂間的休
息時間，在教室播放施工公告。有個特別的提議是，可以做「施『公』分享圖」，
將施工資訊做成長輩間流行的分享圖，由「施公」扮演主角，以逗趣的內容，促



使大家分享轉傳圖片，達到宣傳效果。 
 
最後，大家在白板上畫出理想的宣傳方式，將大家的創意收斂起來，留下精華。 
 
參與活動的一位中文系同學說，這是一次「去中心化」的溝通，覺得很棒，也許
學生的建議不見得每項都獲採納，但是個很好的開始。 
 
特地前來參與活動的人類所校友說，參加活動前完全沒有預想會是什麼樣的活動
內容，參加之後瞭解舉辦這活動的原因覺得很感動，而大家對解決方案頗有共識，
可行度也高，祝福學校愈來愈好。 
 
先前蒐集資料投書學校的其中一位同學，經濟系大四的邱同學說，當初投書時並
未抱持很大的期待，也萬萬沒想到學校特地舉辦新鮮的工作坊，召集同樣關心校
內施工問題的人，一起討論出最適合清華校園的作法，很驚喜也很開心。 
 
王俊程副總務長表示，這次活動只是正常工作坊的簡短版，但整體的要素都到齊。
讓學生從旁觀進而主動參與的方式，是日益處受到重視的手法。為彌補施工單位
與使用者之間的落差，總務處同時邀集了主管校內工程的營繕組馬組長與承辦同
仁，以及目前與學校合作的廠商代表，讓工程相關單位能夠直接聽到師生的心聲。
討論中所提出的建議，預計會以校內正配合世界大學運動會修繕體育館的工程為
試辦主角，也希望大家能夠回饋意見，讓這次的辛苦不會白費。 
 

  
在「Design Thinking 土木清華」大家聚在一

起討論出最適合清華校園的施工公告 

大家腦力激盪，提出可能的作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