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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嘗試不同思維 |

要說這一年最大的收獲，莫過於交了很多國外

的朋友。說得浪漫一點：地球的另一段有個人

惦記著你不是很美好嗎？其實除了課堂上的合

作與討論外，透過這樣的國際交流，因為每個

人的背景不同，不僅是增長見聞，也學會了不

同的思考方式，算是一種思想的跳脫。並也更

能防止自己進入一種自我見聞的侷限裡，有種

看到世界的感覺。像是其中一堂課老師要我們

選三件自己國家代表的紀念品，發表那天看到

了各式各樣具代表性的紀念品，就算同一個國

家的同學提出的也大不相同，深刻體會到產品

的解讀與認同對文化來說有很重要的意義。另

外，透過和各國朋友的合作中可以從不同的角

度重新檢視一件事，創作課裡也能看到大家作

品著重的細節。看到各國同學加進來後的課程

發表總是更覺精彩，宛若小型的設計展覽。原

來就算我們主觀的不持任何偏見去看待萬事萬

物，但既有的社會規範，甚至是成長中的一點

小習慣，都是一種視野的偏狹誘因。難怪古人

會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 產學提攜 |

日本的產學相互提攜時有所聞，也是被公認的。研

究所甚至有工作補習班的戲稱。記得曾經與大學的

老師討論過這個狀況，老師則是反問我在台灣想到

的設計公司有多少？他們能教你們多少？其實至今

也偶有在台灣聽過企業來學校招生的狀況，可是聽

到學長說到台灣知名手機品牌的招募過程，其實

根本可以說是利用學生開發新設計而已。相較於日

本，目前台灣設計相關產業新鮮人遭受的待遇較

差，產學的銜接制度也有待加強。這次有幸參與和

三菱以及 KORG 和開的課程，兩堂課都受益匪淺。

音樂創新的設計嘗試，以及商業觀點出發的商品設

計都讓自己未來在產品思考有更寬廣的視野。

| 產品設計 II I 

  創新音樂體驗

創新音樂體驗真的是非常棒的一堂課，老師是知名

樂器設計公司 KORG 的設計總監坂巻先生。剛開始

老師只給了我們一點 hit：要與音樂有關，要創新有

趣，接這就是同學異想天開的世界了。當大家發表

完各自的概念時，老師 show 給我們看 KORG 的概

念性產品作為這堂課的範例。然後要我們在課堂後

半跟同學開始討論如何把概念實體化。「實體化」

這個產品設計的做法是坂   先生很重視的一個部

分，他說，這類的產品沒有實際用過沒有辦法在提

出概念時說服買家。所以接下來的幾個禮拜，便是

忙碌的實體化階段。上網查了很多資料，也問了前

輩，最後採用設計師常用的 prototype 工具 arduino

來呈現概念。雖然大學時候便有相關課程的修習，

但都是很簡單的實驗性質產品，這次為了達成概念

實在是下足了苦心。並且發現很多設計的工具前人

已經都幫我們鋪好路等我們來採用了，或許剩的就

是我們如何大步地實現自己的構想，讓這個世界更

加多元。最後我取代了之前的影子偵測，用距離測

定的方式結合音訊處理相關的軟體達到：用波彈奏，

聽水波說故事的概念產品。在當初概念提出時被認

為最具挑戰性的概念，到最後一步步實行並有實際

成果產出，真的是很棒的體驗。而這堂課同學的作

品也都相當精彩，彩繪聲音的筆、鼓拍的帽子等等，

都證實了設計師的創造能力的感動。老師也鼓勵我

回國後繼續修正補強，在將來的 Make fair 產出自己

的作品。

| 千葉大學設計學科的課程規劃 |

其實在和歐美系國家學生聊天時，發現日本的

設計教學其實離我們相去不遠；不過對於同學

不按理出牌的想法寬容度高很多。另外他們產

品表達的方式還蠻多元的，拍影片也有日式的

幽默。還有前後輩互相提攜的狀況也很令人羨

慕，在他們主要的產品設計課中，分組會有大

三的學生跟大二大一的同組，從中學到不止課

堂內的設計知識；而個人發表時，後輩也可以

觀摩前輩怎麼做準備，從中改進或借鏡。大三

大四的同學一旦有了設計方向，便可以進入相

關的研究室，學習更專精的東西，也能拿到更

多資源，或是透過經常與學長、老師接觸早點

為工作或是升學、畢業製作準備。以自己在成

大的經驗來說，在大三時候修過一堂大三大四

和開的課程，因為恰逢大四準備畢業製作的高

峰期，老師希望我們用大四學生的設計主題去

做設計的演練，真的是收獲不少。而若更進一

步與研究室結合，相信更好的知識通透是可以

期待的。



| 使用者以外的設計：商品設計 I  

下半學期有兩個 project，我們班是跟三菱設計師

合作的課程。這個課程開頭幾週是課程的暖身，

例如第一個 project 老師就帶我們從三菱的一個

行車記錄器的服務改良做課程的導入，第二個

project 則是透過小型的 workshop 腦力激盪來展

開。過程中印象最深的是老師每次都要求我們只

能用三張投影片來講解自己的進度，算是一種報

告的練習，另外我也在這樣的精簡練習中加強了

日文的發表能力。記得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有點抓

不太到老師的核心，同學的報告也常常讓老師不

滿意難以找到可以參考的模板，後來從老師每一

次的講評中漸漸體會到他課程開宗明義講到的：

著重產品的行銷關係，來思考設計。因為從過往

的學習經驗很容易陷入以使用者為中心而忽略了

一個產品之所以能上市，是需要考慮到包括帶給

廠商甚或是整個社會的價值。尤其第二個 project

更直接以「咖啡店業者願意購入的產品或服務」

為出發點去評價整個 project。我在課程裡面「為

兒童設計的捐款服務」因為有明確的產品定位以

及產品關係假說的提出得到了很不錯的回響。

| 期待與總結 I  

日本留學一年下來，在充實而緊湊的課程中得到

了很多未來繼續在設計耕耘的能量。千葉大學裡

面不過分限制學生設計創意的制度真的讓我有很

大的突破，並且各國同學之間設計的幫助與交流

也是非常難得。有人說青年時期能到國外走走是

幸運的，這個時候我們像一個吸收力超強的海綿，

最沒有過往的包袱，也最能吸收。除了設計上的

體悟之外，語言能力、更不帶成見的視野，都將

是我能通往更好未來的碁墊。

| 畢業展觀摩 I  

年始年末的假期中，參觀了千葉大學設計科大學

部的畢業展，相較於台灣的畢業展（例如在新一

代設計展看到的諸多現象），差別大概在於日本

學生對於設計「研究」部分的重視，他們的設計

表板上的思路有很清楚的因果關係，雖然說模型

的精製度普通（想到台灣一些大學不惜重金打造

的驚豔模型也很懷疑其中的必要性），但傳達力

依舊十足。另外，很多甚至沒有作品的展出而是

論文的呈現，這是在台灣大學實務取向的設計教

育無法想像的。我覺得這可以引起思考的是，設

計本身是不是需要有所謂「載體」的附加。簡單

的原因或許是對大眾呈現時的傳達力，像是記得

自己班上設計展時，有一組朋友想做的是借由設

計喚醒大眾對社會的關心；而這個關心在老師們

的指導下屈於 APP 形態的產出，雖然也是有不錯

成果，但對於當初的野心來說似乎有點可惜了。

如果換作論文的產出是否有更好的結果，例如研

究市民在什麼狀況下對社會的參與度是積極的等

等，但是提及論文，或許又怕會流于台灣研究所

論文對於形式的過分重視吧。

而設計能力來說（謹以目前能力所及做判斷），

感覺並沒有說特出於台灣多少，也沒有感受到所

謂台面上看到的所謂「日本設計」的那種極簡與

內化人心。不過他們對細節的要求依舊很「日

本」，這是我們台灣學生作品中比較少見的。其

實我在這一年的學習中也多少體會到他們一再修

飾的執著，雖然過程的滯怠多少令人沮喪，終結

是我們在成果中看到的不苟。且他們的設計展之

所以令人覺得專業與完善，或許跟他們的設計學

科內分野清晰，也較多相關開設的課程因應而生，

學生可以根據自己想鑽研的部分做更多的深究。

我想這是我們可以多多學習的地方。在大學部即

加入研究室分野的概念，而不是一味的想培養設

計通才，結果成為設計學生在被問及設計學了什

麼總是難以說得上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