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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太平 31 日訊）來自臺灣中原大學及 UCSI 大學的 50 名學生聯手為十八丁過港打

造環境教室，除了為研究學者提供民宿，也開辟圖書館作為學生的閱讀場所。 

 

這間稱為“角頭間”的教室，是一所村民擁有的雙層板屋，之前由十八丁區州議員蔡依霖

的服務中心租下，過后多造認為可把該木屋轉變成為更有用途的空間，在屋主同意下，於

是決定將之改造成為多功能的環境教室。 

 

來自臺灣中原大學的 30 名建筑系學生，以及 USCI 的 20 名建筑系學生在本月 18 日開始動

工，預料花費 3 個星期，在 8 月 9 日將環境教室建竣，讓過港的居民及學生受惠。 

 

蔡依霖：讓小孩有不一樣學習空間 

 

蔡依霖說，這是一個新的嘗試及概念，當時租下木屋是為了打造社區公共空間，這次台灣

中原大學及 UCSI 建築系的學生將通過他們的專業能力設計及改造現有空間，成為社區兒

童圖書館，樓上則改建成民宿，以便可招待更多來自國際的學者、教授、研究生、學生、

藝術家、背包客等。 

 

她表示與 UCSI 已累積了幾次合作經驗，只是這次有更多學生參與，因此決定具體把一些

天馬行空的想法及創意做出來，也把這個公共空間的概念創造出來，讓這個社區的小孩未

來能有一個不一樣的學習空間。 

 

“十八丁擁有很多能量及潛力，我們也歡迎更多大專講師可帶學生來十八丁做研究，不管

是在生態、海洋、紅樹林、人文、建築、藝術等，也希望未來十八丁能有更多精彩的國際

社區實驗。” 

 

蔡依霖強調，創造角頭間環境教室并非是為了促進旅游業，相反的是為了提供空間予專業

人員進行各項研究，促進當地的生態、人文及社區建設，以及讓學生有一個閱讀及溫習功

課等的空間。 

 

她表示，改建木屋的費用由熱心人士提供資源，并獲得當地居民參與協助，如準備餐飲予

學生等，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能一起學習成長。 

 

張集強：瞭解漁民生活 

 

UCSI 建筑系講師張集強指出，去年該大學曾安排學生前來十八丁進行課程及研究，而此

次讓他們親自動手改建木屋，主要是讓學生實地體會環境及建筑物與人的關系，并了解漁

民的生活。 

 



他說，漁村的建筑特征與都市不同，這里的土地是沼澤地，而且要考量到漲潮與退潮，有

了不同的學習環境，變成了“實做”。 

 

“上述活動獲得大學的支持，而在環境教室完成后，也可把國際資源帶到過港。” 

 

莫偉雄：改變國家從學生開始 

 

UCSI 建筑系院長莫偉雄說，將學生帶到過港，主要是讓學生與社區交流，讓學生對社會

有更深入了解，這是非常好的協做。 

 

他指出，國家要改變，必須先從學生開始，因學生是未來的領袖，而學術并非只是掌握高

科技，而是要學生有實際的經驗。 

 

“學生將從勞作中，創造新的價值及視野，是難得的機會。” 

 

謝林霖：貫輸學生 良好意識 

 

UCSI 建筑系主任謝林霖指出，時下許多學生嬌生慣養，若他們在接受教育后只是看到自

已，這將是教育的失敗。 

 

“因此，我們此舉是希望能貫輸良好的意識給學生，帶他們到外頭觀察，培養學生關心社

會的情懷，要謙虛及不要自我膨脹。”（星洲日報‧大霹靂） 

 

 

 
 

學生們撿拾蚶殼，以填平木屋的沼澤空地。（圖：星洲日報） 

 



 
 

來自臺灣中原大學及 UCSI 的學生及講師共同打造環境教室。中排右四是謝林霖、莫偉雄。

（圖：星洲日報） 

 

 
 

張集強（左起）及蔡依霖講解改建工程，右是王菱翠。（圖：星洲日報） 

 



 
 

以折除的舊木板釘成木壁，不浪費資源。（圖：星洲日報） 

 

 
 

學生們親力親為，拆除建筑物的木條。（圖：星洲日報） 



 
 

乘船出海撿蚶殼，體驗漁民的生活。（圖：星洲日報） 

 

 
 

這所原本是茶室的雙層木屋，將被改建成為環境教室。（圖：星洲日報） 

 



 
 

學生們將舊屋的屋頂折掉，以便建室內花園。（圖：星洲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