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喀報第兩百零三期 社會議題 人物 樂評 書評 影評 即時新聞 文化現象 照片故事 心情故事

請輸入關鍵字  搜尋大事記 交大頻道 記者群 其他刊物 ▼

本期熱門排行

媒體歷屆廣告

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洪詩宸 ╱ 人物

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陳思寧 ╱ 照片故事

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許翔 ╱ 人物

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
劉雨婕 ╱ 人物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張婷芳 ╱ 人物

設計風潮　學生多人才少設計風潮　學生多人才少

2014-01-05  記者 吳承樺 文

設計，是新穎的、美學的代表，更是品味的象徵。不論是室內設計或是商業設計，皆吸引了許多

學生投入這一行，而許多大專院校也紛紛增設相關的科系。走進新一代設計展，琳瑯滿目的作品

，畢業生們將自己的熱情與所學到的專業技術，全部投注在此，每一件都是他們多年來累積的心

血。

然而這一群大學生們畢業後，在求職與薪資的壓力下，繼續投身在設計界努力的學生們還剩下多

少？

一年一度的新一代設計展總是有相當多的畢業生展出作品。（圖片來源／曉誌）

 

設計業流行　大學科系廣設設計業流行　大學科系廣設

近年來，許多與設計相關的展覽或是比賽日益增加，政府單位也舉辦過重要設計獎項，例如：台

灣金點設計獎，可以感受到台灣對於設計業越來越重視。法吉創意股份有限公司的執行總監張瑞

光表示，現在的環境中，人們體會到「設計就是競爭力」，台灣較早期的代工慢慢演進，從品牌

設計到現在的美學經濟，因此設計系也已成為現今熱門的科系之一。

金點設計獎為台灣重要設計獎項。（圖片來源／金點設計獎）

除了本來就以設計科系出名的學校，例如銘傳大學、實踐大學等等，許多大專院校也設立了與設

計相關的科系。台灣包裝設計協會理事長陳啓章認為，現在學校廣設設計科系，其實是一種換湯

不換藥的招生行為，因為少子化的現象加上大專院校數目增加，在競爭的環境下，學校必須招收

更多的學生，所以選擇開設現在比較流行的設計科系，而學生為了想取得大學文憑，也會選擇就

讀。這樣一來，學生是否真的喜歡這個科系，而學校是否真的有充裕的師資可以教導學生，都造

成了往後的許多問題。

畢業生　不走本行畢業生　不走本行

從設計科系畢業的學生，日後投入設計業的卻是極其少數。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副教授林宏澤說，

通常在學生畢業的一、兩年內，他們都會跟進學生的就業情況，而據他自身任教以來所知，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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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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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開始會選擇設計行業，但是到了第二年還堅守本行的學生卻佔不到三分之一。設計業與其他

行業要求不太一樣，並不是僅僅處理文書的工作，而必須是透過思考再實際地做出設計物件，對

於工作內容並沒有一定的標準，因此一般需要透過許多經驗的累積才能真正成為一名設計師。這

樣的情況下產生了另一個問題，設計業界並不想聘請沒有經驗的學生為員工。但對於一名剛畢業

的學生，在沒有工作的前提下便不可能會有相關的經驗，因此有些學生或許有能力，但往往在找

不到工作的挫折下選擇別條出路。

東方技術學院畢業的學生鄔皓宇則認為，大部分的同學只是一時的興起才就讀這個科系，「因為

他們只看到了台灣設計師好的一面，在國際上得到了許多大獎與認可，但卻沒有認真去探索他們

成功的背後付出了多少時間與努力。」所以這些對於設計沒有熱忱的同學，在出社會接觸到工作

後，很快就會放棄。在這一方面張瑞光認為學生本身對於設計的認知就有偏差，而這個問題也牽

扯到在學校教育方面，老師給予同學的正確觀念。

設計相關科系學生投入職場後，維持本行的越來越少。（圖片來源／吳承樺製）

 

學生問題　還是師資問題學生問題　還是師資問題

許多學校都設立了設計相關科系，最後畢業的學生卻大多都不在本行內，是甚麼樣的原因造成這

樣的現象發生，可以先從教育體制方面談起。台灣的大學課程一般而言就是四年，然而美術基本

功對於從大學才開始接觸的學生來說，四年的時間是相當不夠的，大部分學校在招收學生時，也

沒有設限這樣的門檻，因此學生們從學校畢業時，基本功可能還不足夠。

除了基本功不足，學生不知道業界的需求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陳啓章提到，由於許多國立大學

的老師可能是美術系畢業的，實質上這樣的老師本身並非設計系出身，因此也不能教導學生設計

界所需要的東西。他也認為現今的許多老師，本身並不瞭解設計系，也不會在課餘自行吸收新的

設計知識，加上教師的職業競爭相當激烈的環境下，要將真正在業界待過的老師聘請到學校更是

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教育界和業界就會自然產生一條橫溝。

現今的社會結構下，若是沒有大學文憑，便會很難找到工作，因此許多學生在選擇就讀科系時，

並沒有很認真地思考未來是否會走向相關的產業，而是以能獲得大學文憑的前提作為優先考量。

「以前的學生因為家境關係，在選擇是否繼續升學時，就會深思熟慮，認真思考自己的未來出路

。但是現在的學生卻很多都是認為可以到大學唸書時再思考自己的將來。」林宏澤說，若學生本

身學習的意志低落，儘管老師教得再好，他們仍然無法吸收到知識。除此之外，他也認為一學期

一門課，一個禮拜只上課三個小時，下學期學生就不再選修相同的課，老師也無法有效地將自己

所有的經驗教導給學生。

新一代設計展給予學生展出並且介紹自己作品，以及接觸業界的機會。（圖片來源／OLILY）

 

設計業人才狀況設計業人才狀況

「我不需要拼圖的過程，我要的是直接買一幅畫。」陳啓章說，現在的設計界很需要佔用業界教

室，新的設計師因為經驗不足，基本上是沒有產值的。因此當學生剛畢業進入公司時，公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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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中　品嘗回憶在臺中　品嘗回憶

對於一個從小生活到大的城市，有著豐富且多
樣的回憶。

風城稻米　「粒粒」在目風城稻米　「粒粒」在目

在十二月稻穗成熟的時節，新竹縣橫山鄉的佃
農開著收割機，一天完成三甲田的收割。

花時間栽培他，但同時也必須給予工資，故業界才會希望聘請有經驗的學生。對於業界而言，若

能聘請到一位進入公司就能做出實質作品並為公司賺錢的人才，是可遇不可求的。

學生與業主所期待的落差，並非真實能力上的差距，而是在於對設計的理解。張瑞光提到，學生

比較偏向於個人創作，對於設計和藝術之間的分隔並不清楚，對於商業的概念也不清楚。藝術傾

向於個人內心的探討和美學形式上的研究，而商業設計是有目的性地為業者服務，是將美學藝術

應用在商業上。但是他並不認為台灣缺乏設計界的人才，相反地，台灣需要的是一個給他們發揮

的舞台。

不論是學校教師要加強學生的基本功或觀念，還是業界需要給這些新人更多的磨練機會，設計科

系畢業的學生需要的是更加了解自己的興趣以及對設計的認知，決定是否要繼續往這行發展，才

能真正的在自己所喜歡的領域發揮專長。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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