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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公高中校園建築景觀的變遷─從光復後談起 

壹●前言 

 

  馬公高中至今已經歷多次改制、遷校及改建，筆者有幸參加本校「馬高教育

的傳承與蛻變」活動，又適逢新校舍落成啟用，因此希望藉由資料的蒐集、整理

以及與學校教師的訪談，深入研究校園建築景觀之變遷，以便於進一步了解馬公

高中的校園特色及演進，使讀者深入了解馬公高中的校園之美。 

 

  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馬公高中從以往至今的校園建築景觀之變遷，以便於了

解其演進及發展，筆者將馬公高中的校園建築景觀以二十年做為一個區間，其中

馬公高中的校園景觀包含可見的實質景觀與不可見的非物質景觀（陳國川，２０

０８：２），據此，本論文的研究課題主要有三項： 

（一） 呈現馬公高中的校園建築景觀 

（二） 解釋馬公高中的校園建築景觀，包括功能及完工年份 

（三） 總結上述兩點，做出結論 

 

本研究屬於質性研究，透過實地訪查現在的建築以及用文獻探討過去的建

築，再進一步與校長、老師進行訪談；最後再進行資料的整理、分析，彙整出馬

公高中校園建築景觀的變遷，但本研究基於時間問題、年代久遠導致資料不足等

因素，所以在深入探討的過程中，仍有其限制。 

 

貳●正文 

 

一、 馬公高中之沿革簡介 

 

  馬公高中前身為日治時代的澎湖廳立馬公高等女子學校，創立於民國三十二

年四月，校址在市區城隍廟東邊。（國立馬公高級中學，２００３：１６），第

二次世界大戰末時已受盟軍炸毀，於是先行搬遷至今日中正國小校址之處如圖

一，改稱為「台灣省立馬公女子中學」，並於翌年三月份再次改稱為「台灣省立

馬公中學」，但民國三十八年省主席陳誠巡視澎湖時又指示將白沙、湖西、西嶼

三所初中併入台灣省立馬公中學，造成學生人數過多，導致校舍不敷使用，於是

在民國四十五年建分部於朝陽里今址並於隔年完成，此時卻又造成教師須在本部

以及分部兩地奔波往返授課，為此民國五十年高惠如校長提出換校案，經長達六

年半與縣府之交涉與進行，至民國五十六年鄭繼孟校長接任時才圓滿完成（國立

馬公高級中學，２００３：１９），本部正式遷至朝陽里現址如圖二，舊址改建

為今日之中正國小，至民國五十九年七月因施辦九年義務教育而再次改稱為「台

灣省立馬公高級中學」，民國八十九年二月一日時全國１７０所高中、高職和特

殊學校，同時改制為「國立」迄今，「台灣省立馬公高級中學」因而改為「國立

馬公高級中學」，而本研究將從光復後的五十年代開始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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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馬公高中舊校舍校景（圖片來源：馬公高中） 

 

 

圖二 馬公高中舊校舍校景位於朝陽里現址（圖片來源：馬公高中） 

 

二、 五十年代的馬公高中校園建築景觀 

  至民國五十年代，馬公高中的校園建築景觀已經漸漸有了雛形，但因此時才

剛遷到新校址不久，故仍有很多建築物還未興建，僅有少數如敬業樓已經興建完

成一段時間。 

 

（一） 敬業樓（如圖三） 

１﹒完工年代：民國四十六年十月十三日。 

２﹒功能：此時仍為分部，為張開嶽校長任期內興建完成，主要做為當時初中部

的辦公大樓以及教學大樓，至樂羣樓亦興建完成之後才正式改為教學大樓。 

 

圖三 敬業樓（圖片來源：馬公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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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樂羣樓（如圖四） 

１﹒完工年代：民國五十四年十二月八日。 

２﹒功能：此時仍為台灣省立馬公中學校分部，為鄭繼孟校長任期內興建完成，

主要做為辦公大樓使用。 

 

圖四 樂羣樓（圖片來源：馬公高中） 

 

（三）體育館（如圖五） 

１﹒完工年代：民國六十一年一月十九日。 

２﹒功能：主要供學生在體育課或辦理體育競賽時使用，本館為室內空間，避免

了天候不佳時無法上體育課影響學生受教權或使體育競賽無法進行導致賽程延

誤、錯亂，為白文卿校長任內完成興建。 

 

圖五 體育館（圖片來源：馬公高中） 

 

（四） 研究發現 

  由此時期的建築可以得知：因校舍的舊址位於市區正中央，壓縮到了繼續發

展的空間，為了解決這個重大的問題，早已準備了遷校、擴校等計畫因應，然而

在逐步遷校的過程中，許多的新建築在這波潮流中誕生了，亦有許多舊建築也為

此增加了舊有的規模，如敬業樓由原本的一層樓增加至兩層樓。 

 

三、 七十年代的馬公高中校園建築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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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七十年代，馬公高中的校園建築已漸趨於完成，然而在此時期上仍有  

許多建築還在興建階段，如今日仍然可以見到的誠正樓、勤毅樓等。 

 

（一）崇實樓（如圖六） 

１﹒完工年代：民國七十三年四月十六日。 

２﹒功能：一樓做為普通科的教室，民國八十九年時實施綜合高中時，則將其做

為綜合高中的教室，二樓則做為電腦資訊教室使用，為汪沱校長任內興建完成。        

 

圖六 崇實樓（圖片來源：馬公高中） 

 

（二）崇正堂（如圖七） 

１﹒完工年代：民國七十七年十月二十八日。 

２﹒功能：主要做為學生活動中心使用，可供體育課使用或放學時休閒運動使用，

約可容納一千五百餘人，故多用於集會、演講、或週會等大型活動，乃於薛國忠

校長任期內完成興建。 

 

圖七 崇正堂（圖片來源：馬公高中） 

                                           

（三）研究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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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時期的建築可以得知：在遷校的作業完成後，面臨到了師生人數遽增的

情形下，舊有的建築已無法負荷這樣的人數，在這樣的情形以及急切的需求下，

在此時期也因此出現了許多大型的建築來因應需求。 

 

四、 九十年代的馬公高中校園建築景觀 

 

  民國九十年代時，校園建築已經全數完成，此時校區總面積共５﹒６１８５

公頃，而在此之前的民國八十年代仍為興建的階段，如此不停興建的結果，導致

建築物過度分散，上課時教師須從位於南邊的行政大樓走到位於北邊的教學大

樓，聯絡相當不便再者新的建築設備完善，老舊的建築卻因澎湖強烈的東北季風

所帶來的鹽份腐蝕的斑駁不堪，然而新建築與舊建築之間所連接的電線等管線全

數外露，導致學生與教師皆有安全之虞，這些令人堪憂之問題也開啓馬公高中重

新改建之路。 

（一）誠正樓（如圖八） 

１﹒完工年代：分兩部分完工。 

第一階段：民國八十一年十月二十二日，完成第一、二層樓。 

第二階段：民國八十八年六月十七日，完成第三層樓。 

２﹒功能：第一層樓現在主要做為家政烹飪教室以及觀光科使用之調酒教室，第

二、三層則為音樂課使用教室，乃於薛國忠校長任期內興建完成。

 

圖八 誠正樓（圖片來源：馬公高中） 

 

（二）調科教室（如圖九） 

１﹒完工年代：民國八十三年七月二十八日。 

２﹒功能：主要做為國防通識課以及健康與護理課的專科教室，因民國八十三年

時國防通識課仍稱為軍訓課，健康與護理課仍稱為軍護課，故當時的學生經常將

調科教室稱為軍護教室，為薛國忠校長任內興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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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調科教室（圖片來源：馬公高中） 

 

（三）美術大樓（如圖十） 

１﹒完工年代：民國八十四年六月十五日。 

２﹒功能：主要做為上美術課的場所，地下一樓有一間美術展覽場，目前為美術

班術科考試使用空間，為薛國忠校長任內興建完成。

 

圖十 美術大樓（圖片來源：馬公高中） 

 

（四）工藝大樓（如圖十一） 

１﹒完工年代：民國八十六年四月十五日。 

２﹒功能：主要做為上生活科技課的場所，為薛國忠校長任內興建完成。

 

圖十一 工藝大樓（圖片來源：馬公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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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發現 

 

  由此時期的建築可以得知：在澎湖的氣候特性下，舊建築已顯得斑駁不堪，

經過幾次專業鑑定之後正式確定為危樓，在保障學生受教權的教育理念下開始向

政府爭取經費及實踐改建的計畫，然而為了因應教育政策的改制所出現的美術

班、音樂班等專科班級的出現，美術大樓、工藝大樓等分棟、分科的專科建築也

在此時出現。 

 

五、 九十八年完工的馬公高中校園建築景觀 

 

  民國九十八年，全新的馬公高中校園建築已經全數完成如圖十二，這間新校

舍外貌凸顯澎湖人文景觀意象，如象徵玄武岩的塔樓、海洋風的操場、天人菊的

石壁如圖十三等。此時期校園的建築景觀不再像以前的分散、零落，而是現代化

的連貫一系，也巧妙的運用樓層區隔行政區以及教學區，特別將行政區集中於

一、二樓，形成行政連繫緊密、方便洽公，然而為了符合教育性、創造優良的學

習環境，因此特別將校舍自靠近中華路的地方向後推移約兩百公尺，避開了中華

路吵雜的缺點，並且將原有的圍牆拆除，實踐開放的空間概念，但二樓以上放學

後仍然會進行管制而將鐵捲門拉下，保障師生上課空間不受侵犯，而四、五樓東

邊教室皆為實驗室，符合資源整合性，並且成功的形塑出專屬自然教育的空間，

並且以二樓的圖書館做為學習中心，師生能夠在此使用最完善的教學資源、最西

邊則有體育館與崇正堂等大型活動空間，此時的建築皆為林亨華校長任內興建完

成。 

 

圖十二 馬公高中大樓（圖片來源：馬公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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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天人菊石壁（圖片來源： 

http://album.blog.yam.com/show.php?a=smilelong&f=6793762&i=10726562&p=38） 

 

（一） 貴菊紀念圖書館（如圖十四） 

 

  圖書館乃學校的學習中心，馬公高中新校舍的意涵本身就是一艘船，而圖

書館象徵的即是駕駛艙，以凸顯利用資源學習的重要性。 

   

圖十四 貴菊紀念圖書館（圖片來源：

http://album.blog.yam.com/show.php?a=smilelong&f=6793762&i=10726532&p=20） 

 

（二） 操場（如圖十五） 

 

  使用最新的合成橡膠為其材料，為繼高雄世運、台北聽奧的第三條合成橡膠

跑道，凸顯了澎湖的海洋風，而一般操場使用的ＰＵ跑道只要壞一小部份就必須

全部移除、更換，不過合成橡膠有僅需要換除壞掉的部分不用全部移除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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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操場（圖片來源： 

http://album.blog.yam.com/show.php?a=smilelong &f=6793762&i=10726493&p=5） 

 

（三） 研究發現 

 

  由此時期的建築可以得知：將原本分散零落的建築藉由重建而建立連貫一系

是此時期的建築特色，不論由平行或是垂直的角度分析，可以發現每個區塊皆有

其主要功能，以樓層舉例：地下一樓為學生休憩空間，室內體育館、社團辦公室

以及福利社皆在此層，一、二樓以行政區為主並將學習中心設置於此層樓的圖書

館，配合三間專科教室使學習資源達到最大的整合性，三樓以上則全部都以教學

區為主軸，各個區塊相互聯繫，形成緊密的分工，使教學達到最高效率。 

 

參●結論 

 

  馬公高中歷經了許多改變，這些改變必須靠著我們深入的探討、研究與發現

才能夠使這些美好的過往繼續流傳，以造就未來更多的可能性，藉由這次的機

會，可以深深的體悟到其實一所完善的校園空間不但有賴於長時間的建設及人

力、物力投入，才能給予學生良好的學習環境，它仍需要我們仔細的將它的歷史

演變繼續流傳下去，以造就更多的未來為教育打造一片新天地！然而假如我們有

一天將這些重要的東西給徹底的遺忘了，那麼一間學校可能也沒有了存在的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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