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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 

摘要 

    國家教育研究院從 2009年開始成立「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專案，希望

藉此專案能扮演體制內外、主流與另類教育之間的對話及協作平臺，發揮整合功能，

並匯聚所有關心教育的進步力量，共同建構理念學校之「教育協力網絡」，以｢對話｣、

「支持」與「協作」的態度，透過「研究論述」、「社群經營」與「實踐建構」等策略，

深化理念學校推動的理論與實踐，為臺灣教育創新與發展結合各方力量協伴同行、共

同努力。 

    本專案第一階段(2009-2011年)推動主軸有三：(1)發展理念學校論述、(2)開展

理念學校實踐行動、(3)建構理念學校對話平臺。在「發展理念學校論述」中，共計

完成 10篇專題研究，舉辦 4場研討會，並出版《教育的藍天－理念學校的追尋》專

書。在「開展理念學校實踐行動」中，共舉辦 4場專題講座、9班次研習及師訓、並

出版《理念特色故事 100》及紀錄片「理念學校論述與實踐之一：特色學校與遊學教

育影像故事－教育桃花源」。在「建構理念學校對話平臺」中，進行 6次參訪見學，

引入教育之外的公部門(例如日月潭風管處)及民間企業(例如飛牛、臺華窯…)等社會

資源，從而豐富理念學校的內涵。 

依據本階段之計畫目標與執行內容，達成以下的研究成果與影響： 

1、 完成 10篇專題研究報告，提供教育行政與學術研究之參考，有助理念學校之研究

深化與政策決定，協助深化與推廣十二年國教之理念與願景，促進十二年國教之

正常發展。 

2、 於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刊登 2篇有關理念學校相關議題文章與活動報導，並持

續維運理念學校專案網站，充實網站平臺與數位資源，擴大理念學校對話、社群

與分享成果。 

3、 舉辦 9場理念學校研習，建立體制內外學校、公私部門對話及協作方案的實踐模

式並累積智慧。 

4、 完成 2009-2011年理念學校專案的研究報告、研討會、論壇及各類出版品之數位

化，使理念學校之研究成果更具實用性與參考性。 

5、 參訪 6個理念學校(含另類學校、特色學校及創擬學校)，進行見學訪問 

6、 舉辦 2場年度理念學校研討會、2場大型研討會暨觀摩展，分享研究成果，擴大

理念學校發展與研究之能見度，藉此提升民眾對理念學校之關注。 

7、 出版研究成果專書 1本，影像紀錄片 1部及相關出版品，分享國內研究成果。 

 

關鍵詞：理念學校、另類學校、公辦民營學校、特色學校、創造性模擬學校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Idea School 

 

Abstract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has established the examination of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idea school”since 2009 to 2011.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expected the examination could not only 

contact the dialogue and play the platform for consultation, but also cooperation 

between mainstream education and alternative educ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examination promoted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idea school. It also contacted the dialogue and played the platform for 

idea schools. According to the goal and the content of the examination, the following 

results and influence is this research has achieved. 

1. Completed 10 research reports, and provided references of the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2. Published 2 newsletters on the website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maintained the website of the idea school. 

3. Held nine workshops of the idea school, and contacted the dialogue between 

mainstream education and alternative education. 

4. Completed digitization of research reports, the workshop’s information, and 

various publications. Mak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he idea school be practical 

and reference. 

5. Visited and participated in six the idea schools. 

6. To expand the visi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of the idea school, we 

held two workshops of the ideal school and two large-scale exhibitions. 

7. Published a professional book and a documentary of the idea school‘s research 

achievements to share the domestic research. 

 

Key word: idea school、alternative school、private manage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featured school/specialist school、creative simulatio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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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隨著政治民主社會開放的腳步，教育的多元價值，學校經營的創新，教學方

式的蛻變，進而思考學校教育的態樣，「形塑學校願景－創造學習者價值」，提供

更多樣性的可能，滿足不同的價值需求。 

國內教育改革歷經十餘年激盪，累積諸多現象和能量。體制內學校朝向創新

經營與特色發展，各縣市體制外另類學校，紛紛發展出珍貴經驗。教育部近幾年

大力推動的「在地遊學－Discover Formosa」全國 100 條遊學路線，涵蓋臺灣各

角落歷史文化、環境生態、風土民情、特色產業文化、社教場館、休閒遊憩產業，

農場森林等，全面帶動「旅遊新概念；學習新主張」，臺灣遊學已經形成一種創

意教育風潮。 

這些希望走出刻板教育框架，致力教育創新經營與差異主張的理念學校，皆

為臺灣的教育注入一股新的活力與開啟更多的想像空間。正如國立政治大學幼兒

教育研究所馮朝霖教授所指出：｢『另類』乃演化的催化，『差異』為創新的資產，

『體驗』則是教育的基本條件。另類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的價值，乃在

於提供體制教育一個典例，亦是給孩子和家長們一個選擇的機會，是教育多元化

的真正體現，也是教育進步的重要動力來源｣（馮朝霖，2006）。 

然而，理念學校在臺灣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其發展亦非一帆風順，平順無

阻。首先，理念學校的創新作法及對現有教育改革的催化作用，缺少系統連結、

研究與發展。例如：｢目前教育部推動的九年一貫課程精神，許多都是各理念學

校已經做出來的東西，並不抽象，只是它們的經驗沒有被重視及推廣｣（馮朝霖，

2006）。 

其次，體制外的理念學校受限於相關法源不足、政策定位不明，資源相對受

限，學校經營與發展經常面臨嚴峻考驗與挑戰。例如臺北市自主學習實驗計畫不

能續招新生；種籽實驗小學面臨合約到期的續約壓力；慈心華德福學校正經歷公

民體系磨合的陣痛等（公辦民營回顧與展望研討會新聞稿，2009）。 

體制內的特色學校雖能勇於突破學校藩籬結合社區、民間企界等資源，開展

新校園風貌、重塑課程新樣態，但仍需面臨主流升學壓力、課程價值定位、核心

價值理念為何、未來學校整體發展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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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教育研究院自期未來作為國家層級的教育研究院機構，以研究原創性教

育議題與擔任永續性教育智庫，並肩負推廣服務、資源整合與研發創新等為使命。 

依此，國家教育研究院願善盡本身的職責、發揮功能，乃於 2009 年 2 月在陳伯

璋主任召集下籌組「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專案小組，開展一項為期 3

年（2009-2011 年）之「嘗試性」研究專案，致力於建構理念學校之「教育協

力網絡」，以「支持」與「協作」的態度，透過「研究」、「社群經營」、「實驗建

構」等構面，共同為推動臺灣教育的創新與發展而努力、協伴同行。 

本專案三年推動重點簡述如下：第一年(2009 年)：(1)透過論述分析，建

構理念學校之相關概念與內涵；(2)透過實踐的案例分析，探討不同類型理念

學校的實踐意義與問題；(3)透過社群經營，提供體制內外理念學校與教師之

間的理解、對話與外推。第二年(2010 年)：(1)以｢學校經營｣、｢課程教學｣、｢

學習展現｣三個主軸，發展 6 項研究方案；(2)針對不同類型夥伴學校之特色辦理

研習與論壇，深化社群對話。第三年(2011 年)則以總結第一階段實踐成果，出版

專書與辦理三年成果發表及研討會。 

 

二、計畫目的 

依據前述背景，基於整體推展，第二年與第三年計畫結合，以兩年期

(2010-2011 年)為規劃進程。其計畫目的如下： 

 計畫目標 執行策略 

1 

增益學校教育變革的理解及想

像 

透過專題探究探討理念學校經營的問題

與突破、課程教學的思維與開展、學生學

習的圖像與展現。 

2 
建構理念學校的支持網絡與社

群 

透過專題研討、主題研習、工作坊、研討

會與網站建置等。 

3 
擴大理念學校社群力量與教育

政策影響力 

發表第一階段實踐成果專書、影像紀錄

展、研討會、擴大策略聯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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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範疇 

理念學校（ideal school），因根植於各種哲學理念中，且有獨樹一幟的教育

信念及內涵。本專案為深化學校教育可能性的理解與想像，催化與蛻變出豐富

多元的學校教育樣貌，其所稱的「理念學校」涵蓋較偏體制外的「另類學校

與公辦民營學校」（Alternative School and pr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較偏體制內的「特色學校」（Featured School or Specialist 

School），以及不侷限於制式教學課程與空間，可以操作體驗、創造教育新價值、

表達臺灣生活文化的「創造性模擬學校」（creative simulation school）。相關名

詞意涵如下： 

(一)另類學校與公辦民營學校（Alternative School and pr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另類教育常以「非傳統教育」（non-traditional education）或「體制外教育」

（outside the official system）稱之，用以區別一般的傳統教育或體制內教育，為

大眾提供另一種教育的選擇機會，故又有「選替性教育」之名，另類教育又常因

具有明確的教育理念，故又稱「理念教育」。另類學校，係指非主流的、非一般

標準的或非正規的學校。臺灣另類學校有的是從國外移植轉型得來，有的較具本

土萌發，有堅持體制外辦學，亦有若干以公辦民營方式辦學，彼此間雖有存有若

干差異，但其核心精神概略如下：教育主體以學習者為中心、整體性人類圖像觀

點、主動性建構性學習取向、開放性參與的學校組織關係、對話性溝通的師生倫

理、自由民主哲學的政治/社會哲學等（林志成，2009；唐宗浩、李雅卿、陳念

萱，2006；曹在英，2006；馮朝霖，2004，2006）。 

(二)特色學校（Featured School or Specialist School） 

2007 年開始，教育部頒訂「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活化校園空間暨推動特

色學校計畫」，鼓勵學校利用在地特色與人文特質，結合在地資源，設計有學習

意義之課程，擴大學校空間效益，形塑品牌特色學校，打造新概念的校園（林志

成、林仁煥，2008；教育部，2007；張明文，2008）。本專案以此為基礎，所稱

特色學校係指學校能整合並善用各種資源，以優質教育為基礎，兼顧教育目標、

學生潛能、創意經營、社會正義公平、永續經營發展等原則，透過空間活化、學

習活化、創新創價、賦權增能、人員觀念活化、課程教學活化、特色品牌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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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發展具有教育價值性、在地文化性、創意特殊性及市場競爭性之場域特色

課程，超越利害關係人期待需求，突顯學校經營效果，使教育活化而能散發更大

活力，創造學校教育新價值（吳清山、林天祐，2009；林仁煥，2009；林志成、

林仁煥，2008）。 

（三）創造性模擬學校(creative simulation school) 

理念學校雖名為｢學校｣，但非僅指正統所認知與指稱空間為學校。郭

雄軍、蔡淑玲共同撰寫之〈創擬學校之教育理念與實建案例〉指出，所謂

創擬學校(creative simulation school) 就是一種「可創造教育價值、可產出

學習意義、可表達臺灣生活文化、可操作體驗的模擬學校」。這篇研究以

13 個休閒生活場域為例探討創擬學校的實踐。該文分析指出：臺灣到處標

榜「校外教學」，事實上大多已經淪為旅遊玩樂或參觀活動，也缺乏教育

目標、課程規劃，執行人力、市場對象等配置和規範。所謂創擬學校的遊

學課程，係跨越學校和社區之間的鴻溝；融合了制式教育和在地文化的特

色資源和條件，規劃系統性課程設計與有趣教學活動。因此，「創擬學校」

的場域不侷限在制式的教室空間，可能在山上，可能在海邊，可能是在一

座農場或博物館。這是一種對「學校」概念的解構，學習不在只侷限在校

園中，任何值得孩子學習的場域，都可以稱為學校。有別於體制下的學校

形態，可能是各種具有教育意義及學習探索的空間，以彌補學校場域之不

足。透過走讀、遊學、體驗……等學習形態，可以印證教科書上的知識，

其功能往往超越書本的學習。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serialFront/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5%90%B3%E6%B8%85%E5%B1%B1+Wu%2C+Ching-shan+$
http://readopac1.ncl.edu.tw/nclserialFront/search/search_result.jsp?la=ch&search_type=adv&dtdId=000040&sort_index=PD&sort_type=1&search_index=AU&search_mode=&search_value=%E6%9E%97%E5%A4%A9%E7%A5%90+Lin%2C+Tien-yu+$


§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 

5 

貳、第一年(2009)成果概述 

本專案第一年（2009）研究與實踐多屬先導型與試探性質，在團隊成員共同

激盪與摸索下，大家一起“learning by doing”，逐步發展起來，以下就第一年論

述取向、實踐取向、社群經營三方面，進行概述： 

一、論述取向方面 

第一年（2009）我們鎖定三個重點：(1)釐清有關理念學校的相關論述；(2)

探討臺灣理念學校的發展與現況；(3)瞭解臺灣理念學校的相關法規。這三個論

述取向重點，隱含的探究理路，分別代表：臺灣理念學校的合理性探討、實踐歷

程探討以及合法性探討。 

在合理性探討方面，曾國俊在本專案子研究｢臺灣理念學校相關論述之探討｣

中首先引用馮朝霖的觀點指出：另類在多元價值的社會中，有著重要的意義。另

類除了被視為是演化的催化外，它更表徵著一個地區的文明進步與自由民主程度

（馮朝霖，2001）。從而，曾國俊考察西方和東方的教育發展，總結指出另類教

育所體現的是一種文明意識進程與還原探索本質、自我、歷史的精神，它是一種

回歸再思教育本源的過程，看似向遠方前行，實則欲脫離物質化、商業化、市場

化之扭曲，而向本質走來。期在教育本質中保有一種歷久恆存的不變，是大眾對

主體確立、崇尚開放、回歸自我、兼容自由、民主、愛的嚮往與期盼。因此，理

念學校有助於喚醒被扭曲及宰制下的思維，它的存在告訴了大眾教育有著多元的

可能性。 

在實踐歷程探討方面，楊文貴在本專案子計畫研究｢臺灣理念學校發展與現

況之探討｣指出臺灣理念學校的發展雖僅僅只有二十多年，經歷 1990-2000 年的

萌發期，是由民間教改團體對國家教育的批判，而展開一連串教改運動所興起；

2002 年以後的發芽期，部分地方政府跨出第一步配合制訂相關法令，讓理念學

校逐漸能進入體制內發展，而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後，教育部推動學校經營與創

新、特色學校、十大經典學校評選等活動，亦有助於體制內學校朝向多元與開放

教育精神。因此，楊文貴總結指出，臺灣理念學校發展對教育體制的影響有：(1)

中央教育機關正分階段鬆動傳統教育的統治結構；(2)地方教育機關積極推動促

成理念學校的發展；(3)民間教育團體的專業與堅持是促成教改推動的重要趨

力；(4)民眾教育觀念的調整將是促成教育徹底鬆綁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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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楊文貴指出中央與地方政府雖已在相關政策鬆綁，有助於理念學校的發

展，不過在臺灣理念學校的合法性發展上，實際上仍有相當多的困難與侷限。林

志成所進行的子研究｢臺灣理念學校相關法令規章之探討｣即指出：另類學校多屬

於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無法受現行國民教育法的保障，必須以實驗計畫的名義

讓學生寄籍公立學校，經費多得校方自籌，學雜費有時甚至高過一般私校，易給

外界「貴族學校」的印象。又理念學校的推展因許多法令與行政的束縛與困境，

導致面臨校地取得不易、人事自主權受限(教授無法代理校長、無法自行遴聘專

任教師等)、行政繁重、經費困難、無法取得國家認可的學籍與畢業證書等許多

挑戰。因此，未來如何因應不同型態的理念學校之發展，廣納各界意見，研擬高

支持、低束縛、專業民主性、整合性、綱要性的法令，就成為未來理念學校相關

法制工作的努力方向。 

本年度論述取向的研究，雖大致對臺灣理念學校的合理性基礎、實踐歷程與

合法性之發展有初步的探究，但受限於時間，許多議題仍無法深度細探，未來仍

需針對此一階段探究所遺留下來的重要問題意識，持續發展與深化。 

 

二、實踐取向方面 

本年度所進行的個案研究有四個，分別是蔡淑玲所進行的｢全國十大經典特

色學校之探討與研究｣、｢臺灣另類學校之案例研究－以華德福為例｣、｢臺灣創造

性模擬學校之探究｣、｢臺灣策略聯盟學校之相關研究｣ 

十大經典學校是配合教育部 2007-2009 年推動的｢國民中小學校園活化暨發

展特色學校｣方案所推出的活動。蔡淑玲的研究指出特色學校方案的推出提供體

制內學校重新思考教育目的與學校本位發展的契機，而配合本項方案的推動，學

校整體，無論是在學生、教師、課程發展、家長、學校與社區關係、學校空間等

均發生了有意義的改變。蔡淑玲亦指出這項方案，未來在推展需要進化，從活化

校園空間回到學校永續經營與課程創新、創造學習的主軸；透過相關配套措施鼓

勵國中發展特色，找到自己的出路；擴大特色學校的效應，不只是偏鄉小校，而

是無論市區或郊區都能發展自己學校特色。 

研究的策略聯盟學校是近幾年特色學校發展的一項新嘗試。郭雄軍在子研究

｢臺灣策略聯盟學校之相關研究｣用 Niche school，｢利基學校｣，來概念化這類型

的學校發展，他指出所謂的｢利基學校｣就是利用學校的在地優勢，包括自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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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社區人文、師資專長等，開發其特有的客源需求；透過創意的行銷策略，發

展出與眾不同的特色，打造出獨一無二的形象和品牌。策略聯盟的學校，就是要

發展這項教育的利基稱之為 Niche school。因此，郭雄軍在本研究中以南投縣日

月潭周邊五所國中小與日月潭國家風景區所構成的｢在地遊學｣策略聯盟為例，探

討此一日月潭遊學圈的理念與實踐過程，指出經營現代的學校，就是要【運用創

業的精神與做法】持續【改變教師和學生的態度、認知和技能】。就像產業市場

上的企業，掌握每一位顧客的需求特性，設計適合的產品服務為他/她創造價值。

每一所學校，不論其規模大小、位於都市或偏遠地區，都必須充分運用、整合校

內外資源，積極規劃系列性的本位特色課程活動，深化教育功能，塑造學校的存

在價值與新的生命力。日月潭遊學圈實踐全台第一個本土型的特色遊學案例，共

同尋找教育學習和觀光遊憩的利基，就也將是臺灣第一所即將真實運作「Niche 

school」。 

前面兩個個案是典型的體制內學校朝向特色轉型的實踐案例，在廣義的體制

外另類學校方面，馮朝霖所進行的｢臺灣另類學校之案例研究｣，則以宜蘭的慈心

華德福中小學為例，探討該校的辦學實踐歷程。華德福教育之創始人為奧地利科

學家、藝術家與哲學家魯道夫史泰納（Rudolf Steiner），他於 1919 年創立第一所

華德福學校，強調｢以人為本｣、｢人與宇宙為一體｣的教育中心思想。臺灣的華德

福學校則是張純淑於 2002 年在宜蘭縣以公辦民營方式設立。基於華德福人智學

的理念以及臺灣本土實踐的轉化，馮朝霖透過深度的田野訪談研究描繪宜蘭的華

德福學校是如何將華德福的世界經驗在臺灣植根並轉化為臺灣特色的努力過

程。並指出慈心華德福學校十年來的另類教育辦學成果與德國自由另類學校聯盟

的核心思想大致是相符的，這即是另類教育的「全球同謀」（global conspiracy），

因此華德福教育學的核心理念經由宜蘭慈心的經驗也許可以給東方華人文化世

界帶來另一扇教育可能性的啟示之窗、光明之牖，相信未來的另類教育同謀可以

更絡繹不絕於途！ 

理念學校雖名為｢學校｣，但非僅指正統所認知與指稱空間為學校。高俊雄的

子計畫研究即針對這一非學校型態的｢學校教育｣進行研究。高俊雄以｢臺灣創造

性模擬學校之探討為例｣，指出所謂創擬學校(creative simulation school)就是一種

「可創造教育價值、可產出學習意義、可表達臺灣生活文化、可操作體驗的模擬

學校」。他以 2008 年聯經出版公司發行「在地遊學－臺灣生活文化全體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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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所選擇 13 個場域之一，苗栗飛牛牧場和宜蘭頭城農場為探討案例，探討創

擬學校的實踐。他分析指出：臺灣到處標榜「校外教學」，事實上大多已經淪為

旅遊玩樂或參觀活動，也缺乏教育目標、課程規劃，執行人力、市場對象等配置

和規範。所謂特色遊學乃結合社區型的特色資源和條件，包含當地文化遺產、自

然景觀、生態環境、運動設施等，規劃系統性課程設計與有趣教學活動。因此，

其中包含四項程序：(1)喚醒熱忱（awaken enthusiasm）激發學生的興致與靈敏度，

也就是教學法中的引起動機，主要以遊戲或肢體活動的方式進行。(2)集中注意

力（focus attention）：以靜態的活動達到專心一致與心靈平靜的狀態，集中聽覺、

視覺、觸覺、嗅覺等的注意力，來鍛鍊觀察力。(3)直接體驗（direct experience）：

讓學生直接投入參與、探索的學習機會，使其瞭解生態文化的理念，進而產生使

命感，發展個人對生態文化珍愛之承諾。(4)分享啟示（share inspiration）：願意

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透過互動交流，加強參與者自我探索的信心，開啟本身

的意識力。所以推動創意遊學就是「教室在天地之間，課程在生活當中」，實務

上應該先尋找場域素材，累積足夠的資料(data)，再進行課程的規劃設計，形成

系統化資訊(information)，並透過步驟性、趣味性、互動性的引導教學程序，逐

步建構孩子的知識 (knowledge)，期待將知識轉換成行為表現和生活能力

(ability)，最後形成一種特質的生活智慧(wisdom)。 

 

三、社群經營方面 

社群經營是專案十分重要的工作，理由是教育本是眾人的共同志業，需要

有心人共同經營與努力，本專案之目的亦希望能搭起一個社群平臺提供體制內外

對教育懷抱熱忱的工作者進行專業對話與分享，從而豐富教育的想像與精進教育

實踐。基此，專案的委員會議，除一般例行會議之外，也利用委員會機會參訪體

制內外不同的理念學校，包括：道禾中小學、龍山國民小學、華德福中小學等；

在教師社群的營造方面，辦理兩場研習，參與對象涵蓋體制內外學校，讓體制內

外教師透過研習彼此認識與了解，這些活動都有助於此一社群的發展與深化。本

專案實踐下來，從專案團隊成員的分享與參加研習學員的反應，都再再顯示社群

經營的重要性。 

經過一年的實踐，也發現若干未來推動上可進一步深思與調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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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述與實踐的整合問題 

專案第一年仍著重在一般性議題的探討與了解，即便是實踐個案探討，也

是如此。對專案來說，第一年以此為基礎，進行普遍性的認識與探討無可厚非，

然而這樣取向的缺點是無法針對議題深度探討。從研習與研討會參與者的反

映，也發現同樣的看法與需求，因此第二年專案推展上，整合論述與實踐，以

議題為主軸，針對理念學校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議題深度探討，而探討的方法，

也不宜區隔理論論述與實踐，而以問題為導向，選擇合宜的方法，需要研究探

究者以研究行之，對問題探究已經有一定程度，而需要凝聚共識者或許可以座

談或公聽會方式進行。 

 

(二)社群經營方面 

專案第一年的實踐，透過委員會議、研習與研討會等雖已跨出連繫體制內

外理念學校的第一步，社群營造亦逐步產生，不過如何擴大參與對象、提升社

群聯繫網絡、深化社群意識等方面仍有待進一步努力。這部份在第二年的實踐

中，透過設置網站、增加體制內外理念學校教師互動研習、研討會的議題設定

等方式來強化。 

 

2009 年專案研究成果包含(1)(2)(3)(4)，詳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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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二年(2010)理念學校的困境省思與發展對策 

一、設計要領與推動進程 

針對 2009 年實踐情況，2010 年計畫略作修正，其設計要領與推動進程說明

如下： 

(一)專題探究 

從 2009 年的廣泛現象瞭解與問題探討轉為｢專題探究｣方式，以深化問題深

度。因此，將以｢學校經營｣、｢課程教學｣、｢學習展現｣為探究主題，由專案小組

的委員就其所關心之主題進行研究。 

 

(二)社群營造 

1.專題座談： 

2009 年已針對政策與法制問題進行專題座談，2010 年則更聚焦｢理念學校法

制推動的進程｣，另外日月潭風管處購買廢校光明國民小學轉型遊學中心，開啟

創擬學校的新型態與產、官、學界合作的契機，因此這項議題值得深入探討。故

另一場座談主題以「創擬學校之遊學理念與資源整合運用」為題。 

 

2.研討會： 

基於擴大參與及社群平臺，與相關夥伴單位共同舉辦「2010 理念學校論述

與遊學教育實踐研討會」。 

 

3.推展研習： 

2010 年針對本專案夥伴學校(含另類學校、特色學校、公辦民營學校)共同舉

辦一系列研習活動課程，透過另類學校、特色學校、公辦民營學校的教育理念、

學校經營模式、師訓課程等安排及推廣，提供我國體制內外學校相互交流之機

會，促發學校多元樣態發展及實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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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進程：本研究 2010 年 2 月至 2010 年 12 月底之工作項目及進度如下： 

二、2010年理念學校的困境省思與發展對策 

(一)專題研究方面 

1.研究主題與參與成員： 

基於教育發展任務，嘗試尋找學校教育之「次系統」理念（想法）、論述（說

法）與實踐（作法）。有效援引國外另類教育論述與發展思潮，以建構本土型之

「理念學校」系統性論述與實踐。本計畫委員依據學校經營、課程教學、學習展

現三個主軸，就論述或實踐取向研究，經討論與研商後發展六項研究方案，題目

與參與人員如下表： 

專題探討 子計畫主持人 

(1)理念學校的困境省思與發展對策 林志成、范信賢 

(2)理念學校之家長圖像：以公辦民營人文國民中小學為例 楊文貴、林怡伶 

(3)校園民主如何可能：學生自治與法律性的形塑過程 羅志誠、劉若凡 

(4)顏元「習行說」對道禾教育實踐思維的啟示—以《尚書》「三

事」為核心的展開 
曾國俊、廖崇斐 

(5)臺灣特色學校之聯盟發展模式與利基價值 蔡淑玲、郭雄軍 

(6)創造性模擬學校之教育理念與實踐—從老樹根到香格里拉 郭雄軍、蔡淑玲 

時間 

 

工作項目 

2010 年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進行小組研討，建立共

識 
ˇ  ˇ   ˇ ˇ ˇ ˇ ˇ  

(2)進行小組會議，分享

進度 
ˇ  ˇ    ˇ ˇ    

(3)蒐集相關文獻、閱讀及

意見交流 
ˇ ˇ ˇ ˇ ˇ   ˇ ˇ   

(4)進行文獻分析、歸納

文獻探討結果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5)舉辦研習課程 ˇ ˇ   ˇ  ˇ  ˇ   
(6)舉辦專題研討會、論

壇 
ˇ   ˇ  ˇ    ˇ  

(7)整理分析相關資料，撰

寫報告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8)舉辦研討會          ˇ ˇ 

(9)撰寫期中研究報告         ˇ ˇ ˇ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 

10

﹪ 

20

﹪ 

30

﹪ 

40

﹪ 

50

﹪ 

60

﹪ 

70

﹪ 

80

﹪ 

90

﹪ 

95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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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內容與成果摘要 

(1)理念學校的困境省思與發展對策（林志成、范信賢） 

本研究主要省思理念學校的推動困境，並提出在體制內發展理念學校的對

策。首先，析述理念學校推動的六大困境，包括：第一，有限的理念學校無法滿

足異質生的多元需求；第二，理念學校風潮仍待鼓動，教育主體覺知待喚醒；第

三，升學主義與官僚形式作風的無形宰制待解構；第四，缺乏理念學校推動法源，

校本經營華而不實；第五，理念學校尚未成為一種具影響力的教育運動；第六，

有關資源待加強整合，相關配套措施仍待研擬。 

因此，推動理念學校發展的新契機，可朝向七方面推展：第一，民主自由的

政治、多元開放的社會、尊重人權的理念；第二，符應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主軸

及十二年國民教育訴求；第三，因應學生少子化與異質化的挑戰及提高教育品質

的呼聲。在推動體制內發展理念學校的發展對策方面，首先，應喚醒教育主體意

識，落實自主學習理念；第二，建立開放教育系統，營造適性教育環境；第三，

強化理念學校社群，建構能量分享平臺；第四，建立教師評鑑制度，活化優化教

學品質；第五，明訂教育實踐辦法，提供多元發展空間；第六，分享理念特色課

程，實踐理念學校願景；第七，推動教育券方案，落實家長教育選擇權。 

即使理念學校要成為教育運動或社會運動有其難為之處，但亦可透過應為的

策略加以推動實踐；除了訂頒「實驗教育法」或「理念學校法」外，更應積極建

立行動聯盟。理念學校行動聯盟應結合體制外另類學校與體制內特色學校的成員

為主體，同時，邀集學術界、家長與大眾傳播媒體，透過「系統化的論壇論述」

至「持續性的實踐行動」的步驟，使行動聯盟結構化，俾有效爭取政府資源、擴

大社會的支持力量、實踐組織承諾，增進理念社群的行動力與影響力。 

理念學校若能從困境省思出發，尋找突破契機，發展可行對策，即能將能量

化為力量，將感動化為行動。理念學校的推動有賴法令體制的合理化、教師主體

的覺知與文化主體的甦醒，更有賴發揮雁行精神、互為夥伴、點滴累積以成具有

影響力的滾滾江河，若能擴大理念學校的能量，點燃更多教育主體之光，就能照

耀更多莘莘學子純真的臉龐。 

(2)理念學校之家長圖像：以公辦民營人文國民中小學為例（楊文貴、林怡伶） 

宜蘭人文國中小是臺灣公辦民營的第一所學校之一，也是我國第一所公開倡

議「家長為合夥人」的學校。建校至今八年，經營逐漸穩定，曾獲國內多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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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優奬項，家長的力量在人文學校不同階段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而人文家長合

夥的組織機制，八年來運作出人文適性教育基金會、人文家長會、人文志工團、

專案及教學支援團隊等。 

人文適性教育基金會承辦管理人文國中小，深度影響學校行政及教學發展，

如果沒有支持家長合夥人與時精進，及開放參與平臺，那麼人文基金會及學校將

走向集權領導之路，「封閉」系統會導致家長動能下降，家長資源會很快流失，

走向組織生命週期中衰退的命運。但是，如果人文保持開放參與的領導風格，人

文家長會有機會做好組織統整及準備，轉型成功的機率就大大提高。因此，未來

學校及基金會之決策人，以及家長會長人選之領導風格，面對學校開放與否，及

是否有積極承擔責任的態度等，將是影響人文國民中小學最重要的轉圜關鍵。 

因此，在一個對等教育投資人的立場，如何開放家長參與各項決策之權利，

建構親師間親密分工的合夥機制。本研究經由文獻分析、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

試圖描繪出人文國中小的家長圖像，研究結果發現，人文國中小係屬有機體，其

家長的圖像亦隨著學校的變革而有所不同。本研究建議人文學校之各方領導人，

應該無私的思考，如何為人文合夥人建構一個健全的平衡系統，如何做好最佳之

經營合夥機制的規劃，如何做好跨系統組織之分工，如何平衡各系統之權責，如

何規劃好合夥人參與學校決策的機制，如何在企業化經營的同時，也能保有人文 

「開放」「有機」「人本關懷」「照顧好每個孩子」等人文的特質，為此最重要的

使命及目標。 

 

(3)校園民主如何可能：學生自治與法律性的形塑過程（羅志誠、劉若凡） 

當民主社會中「民主」的概念，延伸到以「自律人」為目標的教育理想，具

體落實在「青少年」學生主體的學校教育時，「學生自治」如何可能，在全人，

學生自治主要落實在兩個面向，第一個是司法審判，司法審判以校內實習法庭為

核心，實習法庭的實踐產出了「告單」文本，不僅顛覆了一般學校「教師作為仲

裁者」的權威中心，讓學生成為「審判的主體」。透過「提告的訴訟系統」、「法

官團的審、查、問案系統」、以及「九人小組與自治會的議決系統」，審判的監督

與權力的下放在歷史中逐漸形成。 

透過「告單」與「判例」，習慣得到了法律的承認，自身就成為一種法的財

產。習慣自身既被看作慣例，也被看作法律。這套司法審判形塑出的學生規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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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即為法律性（legality），法律性一方面將「告」的日常語詞嵌入日常生活，

而另一部分則透過法官團審案與問案，將距離日常生活遙遠而被我們「客觀化」

的法律程序和法律用語重新「主觀化」，重新審思日常法律的用語。 

另外，學生自治的落實面向，則表現在立法的推至。過往一般學校並未有學

生參與立法，教師團重視「學生主體性」的同時，又面對「師、生利益對立」的

衝突，因住宿學校的形式，教師某部分代理「未成年青少年」的監護人角色，容

許學生共同討論校內政策的決定，讓立法過程格外艱辛。相信青少年會在這階段

「從不成熟狀態邁向成熟狀態」的信念，才是捍衛學生自治空間背後成年人最終

的價值。不過，當教育者以人的圖像，嘗試施行校園民主時，民主所遇到的課題

不僅是「教師何時，以及什麼時候應介入」的掙扎，更是「自由與放任」之間的

拿捏。這樣的掙扎，在每一次全人校內要更動某些政策，落實某些措施時，就出

現在一次又一次政策的論辯中。 

因此，當民主社會中「民主」的概念，延伸到以「自律人」為目標的教育理

想，具體落實在「青少年」學生主體的學校教育時，「學生自治」如何可能？在

全人，學生自治主要落實在兩個面向，第一個是司法的審判，司法的審判以校內

實習法庭為核心，實習法庭的實踐產出了「告單」文本，不僅顛覆了一般學校「教

師作為仲裁者」的權威中心，讓學生成為「審判的主體」。透過「提告的訴訟系

統」、「法官團的審、查、問案系統」、以及「九人小組與自治會的議決系統」，審

判的監督與權力的下放在歷史中逐漸形成。 

 

(4)顏元「習行說」對道禾教育實踐思維的啟示—以《尚書》「三事」為核心的展

開（曾國俊、廖崇斐） 

道禾教育的課程設計中，除了帶有濃厚的華人文化色彩之外，更富有強烈的

實踐思維。然而傳統哲學話語，在轉譯成現代話語過程中，自有許多不易，更何

況要發展成足以用來解釋當代教育實踐的論述。針對道禾所重視的實踐思維來

說，在傳統思想中，清儒顏習齋，可說是極具特色的學者，尤其「習行說」，頗

為現代教育學者重視，與道禾的教育學習理念，更有許多相通處。本文嘗試從習

齋「習行說」論述其教育思想，藉以對顯並凝聚、澄清道禾的教育理念，為當代

的教育理念實踐與論述，尋找與傳統思想接軌過程中，發展其獨特性的一種可能。 

道禾以《尚書》「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為興學理念。基本上是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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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來表達善的理想。習齋把「三事」視為儒家古代聖王之治道典範，進一步關

聯著儒家《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理想來解讀，其實也是

延續著此種理想。道禾將解釋「三事」的重點，強調『正德』居首，是『利用』、

『厚生』的前提。道禾之所以更強調道德主體的優先性，與其建立文化主體性之

訴求有關。在曾國俊創辦人的一篇演說中提到：「我們認為教育的問題，乃是「個

人與文化主體性」澄清與認肯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應是想以自己的方法，耕

種自己的田地，而不是去耕耘他者之田地。」藉由對現代教育問題的反省，揭示

了道禾教育實踐所努力的目標，也就是「個人與文化主體性」的確立。所謂個人

主體性之確立，其實就是要追求「生命內在的確定性」1，換而言之是要先正己

之德；「文化主體性的確立」，更應該重視道德意識之壑顯。道禾從「正德」出發，

強調「正德是道禾的態度、行為、責任、規範與社會責任的宣言，表達了個體對

自我的最高要求，充盈著人對自身嚴格的責任意識。」2道禾強調「正德」，乃是

從教育實踐活動來盡其「社會責任」；從教育的目的來說，則期待藉由教學活動

的引導，使學者由「實踐」中長出「德」。在道禾教育的人文素養課程，習齋重

「六藝」之教，嘗曰：「學自六藝為要。」而道禾教育試以「禮儀、音樂、射箭、

駕御、文字、算數」轉化成「茶學、古琴、弓學、山水學、書學」之人文素養課

程，培養孩子養成分寸節度、和諧、確定、主宰、歷史文化教養、理序。 

最後，習齋講「三事」，重視三代以來的實習精神，接續著文化脈絡中，儒

家外王學向度的一個發展。對於以重新確立「文化主體性」為教育目標之一的道

禾來說，正是可以借鑑的資源。其中同樣強調學習當重視實踐的教育思維，兩者

也頗有共通處。道禾的教育活動更是把六藝列為必修課程，強調它是「人文素養

課程」，是身為一個學習者，所必須具備的素養。此外，道禾暨強調文化主體性

的確立，也肯定個人主體之覺醒為當前教育所應面對的問題，故其重視道德意識

之豁顯。文化主體性之確立，應重視文化意識之培養。文化意識之培養，一方面

可以由道禾目前的課程實踐中，得其熏習而有所長養；一方面，也應視學者之程

度，講習義理，使能漸明其理，漸養其覺。此與習齋不講性命之理之態度，理當

有所不同。總而言之，道禾欲發展一具有東方人文色彩的現代教育，除了持續原

先強調美感經驗的既有課程特色外，也要更積極地從實踐面及傳統文化基礎上，

                                                 
1
 林安梧先生：《教育哲學講論》（臺北市：讀冊文化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 9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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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其核心價值。 

因此，本研究最後提供幾點想法，以為道禾凝聚其核心價值方向提供參考。

一、文化意識的豁顯：從先哲思想及經典中把握華人文化的核心價值，並進一步

在實踐上開顯其意義。二、肯定價值優先性：教育不是消費活動，而是生命意義

的喚醒。在教育活動中，應融入價值的指引以及行為之合理規範，以培養學者自

覺其生命方向。三、延續由六藝課程發展生活美學：由美學感觸，安頓其當下生

命，並進而生長出價值意義。四、由道德意識逐漸養成現代化的公民意識：一方

面正視傳統道德意識的威權性、宰制性，一方面強調負責的道德觀，以逐漸發展

出現代化的公民倫理教育。 

 

(5)臺灣特色學校之聯盟發展模式與利基價值（蔡淑玲、郭雄軍） 

特色學校與在地文化、地域與經濟產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學校透過課程設

計彰顯地域的特殊性，以文化與創意來提升產品的價值與特色，並藉由教育行銷

策略重建地方意象，學校將地區的經濟、文化等產業編寫為課程，包含學習目標、

教學內容、教學序列、評量方式等，實踐「產業課程化」；並進一步思考「課程

產業化」的問題，因為學校資源有限，創新經營需評估成本、品質、市場與行銷，

進而追求卓越與創意的校園文化。所以，整合在地文化、經濟產業做為地方經濟

再生與文化素質提升。 

因此，本研究欲探討(1)對於特色學校之聯盟策略模式，有何必要性和價值

性？(2)對於特色學校之聯盟資源分享與學生利基價值何在？(3)對於特色學校

之聯盟遊學困境障礙和教師家長看法為何？(4)對於教育部推動特色學校和遊學

聯盟，對學校發展有何利基？ 

本研究透過文件內容分析、個別訪談和焦點座談，彙整成初步結論：一、分

析訪談宜蘭香格里拉聯盟和苗栗南通湖聯盟等 12 所學校，實踐編寫出版「遊學

圈的課本和手札」，其中若干學校並未獲教育部補助經費，卻有相同的教育熱情

和未來展望。透過各鄉鎮特色文化，以教育專業角度切入，打造學校教育經營的

藍海策略，以特色創造教育利基。二、特色學校與遊學聯盟的推動政策，帶動學

校教育的活化，突破傳統封閉校園的教育思維，解放人性的價值扭曲。創造多元

的對話空間，解放過去獨斷的囹圄宰制，引進創新活力，注入教學新動力，提供

學生真實體驗活動，也打破教師教學限制，引入多樣豐富生活教材。三、特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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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之聯盟仍以「地域性」之模式為主，可能基於特色資源之地緣性關係，已打破

學校圍牆的藩籬，逐步形成體制內的理念學校：(1)特色之形塑：乃向社區借景

搭建舞臺，向專業社團借力使力，向政策借勢發展，融入校園、社區、周邊等環

境條件，活用學校內部和外部專家等人力資源，並且連結課程之概念與設計，進

行教學的操作，實施運動技能、生態觀察、社會踏查、藝術創作等學習活動。(2)

特色整合：包含特色文化整合、教師專長整合、領域知識整合、空間資源整合、

時間故事整合、行動學習整合，各項整合程度越高，越能發揮特色課程的連結效

益。(3)特色經營：構築學校本位課程平臺，並結合地方之特色產業文化，融入

自然人文景觀的探索，設計跨領域在地知識教學，藉由特色行銷品牌學校聲望，

逐步產出特色聯盟分享的機制。 

 

(6)創造性模擬學校之教育理念與實踐—從老樹根到香格里拉（郭雄軍、蔡淑玲） 

創擬學校乃是一種主題式短期學習之創造性模擬學校，運用休閒遊憩資源，

進行場域知識之體驗教育活動。在場域內進行有規劃性的課程、有系統性的教

學，誘發國中小學生觀察實作之學習動機，可創造教育價值和學習意義，亦可操

作和評量的模擬學校。例如：鶯歌臺華陶瓷窯場、陶瓷博物館、宜蘭縣香格里拉

農場、苗栗縣飛牛牧場、屏東縣恆春生態農場、臺中市老樹根木工場、日月潭國

家風景區、叁山國家風景區、各地森林遊樂區自然中心等。 

本研究透過臺中市老樹根木工魔法學校和宜蘭香格里拉農場學校重新解構

「學校」概念，發現民間經營之休閒農場與觀光工廠，散發出濃濃的教育思維和

理念，企圖改變傳統的觀光或工廠型態，以「遊學教育」的形態，發揮不同的教

育功能。因此，本研究欲探討一、老樹根木工廠與香格里拉農場之遊學教育實踐

案例為何？二、將休閒農場和觀光工廠視為一座學校，其教育功能為何？三、對

於創擬學校與遊學教育之理念價值與未來展望為何？經與 10 位校長訪談後，本

研究發現「創擬學校」的場域不侷限在制式的教室空間，可能在山上可能在海邊，

可能是在一座農場或博物館。這是一種對「學校」概念的解構，學習不再只侷限

在校園中，任何值得孩子學習的場域，都可以稱為學校。有別於體制下的學校形

態，此種具有教育意義及學習探索的學習空間，足以彌補學校場域之不足。 

因此，本研究獲致四項結論：(1)對於創擬學校理念和價值的認同；(2)積極

研發創擬學校之遊學教育實踐；(3)創造休閒資源與教育專業的連結性；(4)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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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經營與消費全贏行銷亮點。最後，建議教育界及相關教育行政部門，應推廣

創擬學校之課程研發與運作，持續關注創擬學校之整合行銷與營運，並秉持 No 

change，No chance，No future 之信念，以超越 schooling 之限制，讓知識跨

界。 

 

3.小結 

本年度六篇研究，林志成、范信賢的｢理念學校的困境省思與發展對策｣係從

體制內如何發展理念學校角度出發，作者指出法制建設十分重要，這是教育環境

能否多元發展基本保障，但作者特別指出教師的主體覺知是推動成敗的關鍵。此

觀點亦可呼應本專案設立之目標之一係促成體制內外教師對話的重要性，也凸顯

這項教師主體覺知的工作必須持續進行。 

楊文貴、林怡伶以理念學校之家長圖像為題，探討人文中小學的實踐案例。

人文中小學將家長視為學校經營合夥人，而非被動支援性質的志工，這種作法真

正落實親師辦學，當然實踐難度亦高，人文的經驗可提供臺灣在校園民主化、家

長參與學校事務的討論案例，未來本專案亦可在此方面發掘更多不同類型的案

例。 

羅志誠與劉若凡合作探究的｢校園民主如何可能｣同樣是臺灣在推動理念學

校必須面臨的挑戰與課題。如果校園無法落實民主，那談何｢理念學校｣呢？然

而，｢自由與放任｣之間的拿捏，一直是實踐上高度辯證的課題，作者提出全人中

學的實踐案例，經過多年的實踐與修正，全人已建構出一套學生自治會議的議決

系統，透過民主的實踐朝向自律人的教育理想。這種發展經驗，在當前國內霸凌

事件成為校園問題焦點時，或許可作為體制內學校的參考。 

道禾在另類學校教育的特色之一在於回歸華人主體文化，曾國俊與廖崇斐這

篇論文，主要係從顏元的習行說論述道禾人文素養課程的理論基礎。作者指出通

過個人與文化主體的確立，從而安頓生命內在的確定性，進而生長出道德與價值

意識，而融會成現代化的公民意識。道禾這種從先哲思想及經典把握華人文化的

核心價值，並進一步扣連當代公民教育的實踐，對於臺灣在現代化與全球化進程

中，教育一昧西化，以及在追求競爭發展過程中忘卻教育原初的目的—生命意義

與人的自由，有如振聾發嘳。 

近幾年在教育部政策導引下，特色學校受到重視與發展，蔡淑玲與郭雄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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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特色學校的發展及持續再生與｢在地文化｣、｢產業經濟｣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從

而如何發展彼此的策略聯盟，創造彼此共享的利基價值，是特色學校推動下一階

段重要課題。這篇研究以宜蘭香格里拉與苗栗南通湖兩個策略聯盟為例，提出實

踐經驗。這項探究可提供相關聯盟發展之參照。 

郭雄軍、蔡淑玲另一篇研究則以｢老樹根｣和｢香格里拉｣這兩個別具特色的文

化觀光事業體為例，探討這種非學校型態的｢創造性模擬學校｣究竟如何實踐其教

育理念，而體制內的學校學生又如何通過這類｢創造性模擬學校｣獲得教育意義與

學習探索，以彌補正式學校場域之不足。 

總結來說，本年度六篇探討主題都碰觸到理念學校發展的重要核心議題，不

過從 100年度本專案規劃的三個主軸：｢學校經營｣、｢課程教學｣、｢學習展現｣

來看，六篇研究都偏向學校經營主題。因此，未來本專案的研究，仍需在課程教

學、學習展現這兩項議題上持續耕耘，畢竟理念學校的實踐核心還是必須通過課

程與教學，而學生的學習展現則是教育最終的實踐。 

 

(二)社群營造方面 

本專案分別各辦理一場專題座談和研討會，分述如下： 

1.專題座談： 

2010 年 6 月 25 日（五）舉辦「理念學校論述建構與實踐專題講座」，期待

透過專題演講與對話研討，希冀達到下列目的：一、理解臺灣理念學校之政策

方向與展望，激發學校教育之多元想像。二、探索理念學校的現況及處境，開拓

教育辦學的視野與空間。三、賦予特色學校之理念論述和政策支持，持續改造學

校課程和教學型態。 

因此，特別邀請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曾國基處長和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周志宏所長分別就「創擬學校之遊學理念與資源整合

運用」和「理念學校法制化進程之探討」擔任主講人，就臺灣理念學校的相關政

策與方向、臺灣理念學校的發展現況與未來走向、探討「學校教育」本質的跨界

理解與實踐可能，進行論述及實踐方向的研討，並邀請本專案執行委員、我國教

育局處長官及特色學校、另類學校等校長進行意見交流及分享座談。 

2.研討會： 

本專案與南投縣政府、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於 201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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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4 日假南投縣日月潭教師會館集會堂 3 樓，共同舉辦「2010 理念學校論

述與遊學教育實踐研討會—尋找教育桃花源．打造學習新樂園」（2010 Idea School 

and Travel Learning Conference），期藉由持續深化臺灣理念學校暨特色聯盟遊學

之論述與實踐案例，引領國內教育學術、特色經營、遊學實務、觀光產業等之相

關議題研討與風潮。本研討會與會人數高達 218 名，並特別邀請交通部觀光局日

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曾國基處長，就光明國民小學的廢校與重生，打造日月潭

特色遊學圈為題，進行「創新．蛻變—遊學與觀光」主題演講，期能藉由此議題

之探討與延伸，整合教育界、觀光界、產業界等學習資源，創新教育思維，活絡

教育場域。 

本研討會亦針對「理念學校論述建構與實踐」、「創擬學校與特色遊學教育的

理念與實踐」、「產官學協作機制以發展教育事務」等三大主題，共同發表 14 篇

論文（含邀稿 4 篇，徵稿 4 篇，專案發表 6 篇），並廣邀對此議題有興趣之學者

專家共同研討與精進。再者，為促使與會來賓能更進一步瞭解「日月潭特色遊學

圈」之形塑，對日月潭潭區德化國民小學、頭社國民小學、明潭國民中學、明潭

國民小學、車埕國民小學等五所學校之發展與影響，特舉辦「遊學體驗課程」，

期能藉由車埕遊學體驗、參訪光明國民小學的再生與日月潭向山行政中心，開展

教育之可能性理解與想像，創發學校發展之多元思考，打造學習新樂園。 

 

(三)研習推展方面 

本年度與本專業夥伴學校（含另類學校、特色學校、公辦民營學校、創擬學

校)共同舉辦一系列研習活課程，透過另類學校、特色學校、公辦民營學校、創

擬學校的教育理念、學校經營模式、師訓課程等安排及推廣，提供我國體制內外

學校相互交流之機會，促發學校多元樣態發展及實踐的可能性。研習辦理情形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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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研習名稱 辦理單位 研習目的 
班

次 
地點 

天

數 

實際人

次 

1/18-1/19 

（一、

二） 

第 9016 期「理念學校

之論述建構與實踐～

創擬學校」 

臺北縣屈尺

國民小學 

國家教育研

究院 

建立產、官、學三方

面策略聯盟及協力

網絡 

1 
三峽 

院區 
2 82 

2/1-2/2 

（一、

二） 

第 9025 期「理念學校

之論述建構與實踐～

適性教育的深化」 

宜蘭人文國

民中小學 

國家教育研

究院 

探討理念學校之精

緻化適性教育的實

踐 

1 
三峽 

院區 
2 202 

2/26-2/27 

（五、

六） 

第 9516 期「理念學校

之論述建構與實踐～

全人實驗中學的另類

教學經驗」 

苗栗全人中

學 

國家教育研

究院 

1.理念學校專業教

師成長之另類教學

方法  

2.促進理念學校教

師專業發展，提高教

師專業知能 

1 
豐原 

院區 
2 94 

3/29-3/31 

（一～

三） 

第 9042 期「理念學校

之論述建構與實踐～

學校特色發展」 

國家教育研

究院 

深化理念學校（特色

學校）經營概念與理

念 

1 
三峽 

院區 
3 210 

8/2-8/6 

（一～

五） 

第 9523 期「理念學校

之論述建構與實踐－

「專業社群經營」之教

師進修成長自主計畫-

道禾實驗學校-生態人

文耕讀村落之建構與

實踐」 

臺中道禾學

校 

國家教育研

究院 

1.深化理念學校論

述與實踐～以道禾

實驗學校為例 

2.促進理念學校教

師的專業發展，提高

教師專業知能 

1 
豐原 

院區 
5 305 

10/8-10 

（五～

日） 

第 9108 期「另類教育

論壇：學校作為一個公

共場域」 

國家教育研

究院、全人

中學、信賢

種籽小學、

慈心華德福

中小學、道

禾實驗中小

學、宜蘭人

文國民中小

學 

透過開放討論，展現

另類學校特色，探討

議題： 

1.孩子如何學習？  

2. 為 什 麼 需 要 學

校？  

3.教師如何養成？  

4.另類學校的創新

課程 

5.小班小校 

1 
三峽 

院區 
3 570 

 

2010 年研究成果包含(1)六項專題全文；(2)社群營造系列活動；(3)研習推展

系列成果，詳見附件二。 



§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 

23 

肆、2011 年實踐成果 

一、背景 

本研究計畫以有助於教育決策者、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瞭解與建構理念學

校，對於體制內外學校教育的性質與樣態建立多維性思考的視野，力求在教育相

關政策擬訂或學校變革建置上做更完善的規劃與落實。在 2009-2010 年，本研究

以關懷、建立體制內特色學校與體制外另類學校的對話平臺及支持網絡，以促進

體制內、外學校的開創經營與永續發展，並進行理念學校的論述建構與實務探

究，以促進對學校教育之可能性的理解與想像。2011 年著重在 2009-2010 年研究

成果展現上，彙整研究報告並出版《教育的藍天－理念學校的追尋》學術論文專

書、《理念特色故事 100》、製作「理念學校論述與實踐之一：特色學校與遊學教

育影像故事－教育桃花源」影像紀錄片、國家教育研究院理念學校網站建置、辦

理「第 0076 期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研習班、舉辦「2011 理念學校高峰

論壇與特色學校遊學行銷發表會－教育桃花源‧遊學新樂園」展現三年來之研究

成果，並持續深化社群經營等，以期能健全理念學校社群網絡，建構理念學校本

土論述。 

 

二、計畫執行 

2011 年工作內容涵蓋 2009-2010 年社研究成果彙整、社群營造、成果展現與

行銷活動，分述說明如下： 

(一)社群營造 

1.委員會議： 

本年度規劃辦理 4 次全體委員會議，其中 2 次配合參訪見學，參訪見學的地

點如下：1 月 13 日參訪臺華陶瓷有限公司、11 月 6-7 日參訪宜蘭縣香格里拉休

閒農場暨冬山河渡假飯店，協助全臺遊學圈建構；另外視專案推展之需要，10

月 3 日召開工作小組會議。有關 100 年「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行事曆，

詳如附件三。 

（1）理念學校第 1 次全體委員會議： 

民國 100 年 1 月 13 日於臺華陶瓷有限公司會議室舉行，主要討論項目包含：

A.99 年「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專案執行概況及檢討；B.100 年「理念學

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專案規劃，會議紀錄詳如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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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念學校第 2 次全體委員會議： 

民國 100 年 4 月 15 日於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會議室舉行，主要討論項目

包含：A.「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學術論文專書和理念學校故事敘說；

B.100 年「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之理念學校影像紀錄；C.「理念學校之

論述建構與實踐」之成果展現與行銷；D.100 年「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

之網站建置；E.理念學校專案第二階段之執行期程、主軸方向、執行方式及經費

來源；F.100 年理念學校論述建構與實踐研究案─行事曆，會議記錄詳如附件五。 

（3）理念學校第 3 次全體委員會議： 

民國 100 年 9 月 26 日於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602 會議室舉行，主要討

論項目包含：A.《教育的藍天－理念學校的追尋》與《理念特色故事 100》書籍

出版事宜；B.「理念學校論述與實踐之一：特色學校與遊學教育影像故事－教育

桃花源」影像紀錄編輯事宜；C.理念學校資訊網站建置事宜；D.10 月 5-7 日「第

0076 期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研習班辦理事宜；E.10 月 22-23 日「2011

理念學校高峰論壇與特色學校遊學成果發表會」舉辦之相關事宜；F.討論「理念

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第二階段計畫內容；G.討論「第四次全體委員會議」之

召開期程。會議紀錄詳如附件六。 

（4）理念學校第 4 次全體委員會議： 

民國 100 年 11 月 6-7 日於宜蘭縣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會議室舉行，主

要討論項目包含：A.檢討「2011 理念學校高峰論壇與特色學校遊學成果發表會」；

B.討論「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第二階段計畫。會議紀錄詳如附件八。 

（5）理念學校工作小組會議： 

民國 100 年 10 月 3 日於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607 會議室舉行，主要討

論項目包含：A.工作會報，包含「理念學校論述與實踐之一：特色學校與遊學教

育影像故事－教育桃花源」影像審查與修正、理念學校資訊網審查與建議、「2011

理念學校高峰論壇與特色學校遊學成果發表會」場地規劃報告；B. 「2011 理念

學校高峰論壇與特色學校遊學成果發表會」活動籌備進度報告與相關事宜討論；

C.10 月 5-7 日「第 0076 期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研習班辦理進度報告；

D.《教育的藍天──理念學校的追尋》排版事宜。會議紀錄詳如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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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0076 期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研習： 

本年度理念學校的研習係配合 100 年 10 月 22-23 日舉辦之「2011 理念學校

高峰論壇與特色學校遊學行銷發表會」活動，於 10 月 5-7 日針對高峰論壇之合

作夥伴及學校辦理研習工作坊。研習內容主要為探討理念學校的價值與內涵、理

念學校實踐經驗的呈現與行銷，並針對理念學校高峰論壇與特色學校遊學成果發

表會進行討論。 

（1）、研習辦理情形：如下表。 

日期 研習名稱 辦理單位 研習目的 班次 地點 天數 實際人次 

10/5-10/7 

（三～五） 

第 0076 期「理念學

校之論述建構與實

踐」 

國家教育

研究院 

1. 探討理念學校的

價值與內涵、理

念學校實踐經驗

的呈現與行銷。 

2. 針對理念學校高

峰論壇與特色學

校遊學成果發表

進行討論。 

1 
三峽 

院區 
3 272 

 

（2）、研習課程：研習課程為期三天，課程表如下： 

日

期 
10月 5日 10月 6日 10月 7日 

課

程

名

稱

及

主

講

人 

「專題講座：體驗學習」 

體育大學  謝智謀教授 

「理念學校與課程美學」 

臺南大學  陳伯璋講座教授 

理念學校之協力網絡建

構方案設計與研討：特色

經營與聯盟遊學圈 

嘉義縣社團國小 

蔡淑玲校長 

「理念學校專案第一階段 

（三年）實踐回顧與高峰論壇規劃說明」 

國家教育研究院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洪若烈主任 

「理念學校的課程美學實踐與案例」 

國家教育研究院 

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 

范信賢副研究員 

洪詠善助理研究員 

理念學校高峰論壇各校

方案報告與綜合討論 

郭雄軍校長 

蔡淑玲校長 

李文富助理研究員 「理念創新與特色行銷的理論與實務」 

新北市雲海國民小學 郭雄軍校長 

「理念學校之協力網絡建構」 

（一）民間文創產業 

（二）政府藝術部門 

臺華陶瓷有限公司 呂兆炘董事長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游冉琪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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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習照片：如下表。 

 

圖 1 研習班成員與講師全體合照 

 

圖 2 專題講座 謝智謀教授 

 

圖 3 綜合座談 

 

圖 4 課程美學 陳伯璋講座教授 

 

圖 5 特色學校與聯盟遊學圈 

蔡淑玲校長 

 

圖 6 理念創新與特色行銷的理論與實務 

     郭雄軍校長 

 

圖 7 課程美學案例研討 范信賢副研究員 

 

圖 8 課程美學案例研討 洪詠善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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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網站建置： 

建置「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網路平台，本網站配合教育部特色學校

網頁作整體規劃與建置，理念學校專案提供相關資訊，由蔡淑玲校長及郭雄軍校

長負責籌劃與執行，以達到資訊整合的目的。 

（1）、網站首頁 

 

（2）、網站內容 

國家教育研究院理念學校資訊網統整了特色學校、另類學校與創擬學校等三

種類型學校的相關資訊，包含相關影音播放、活動訊息公布與照片錦集、特色學

校電子書與遊學地圖、理念特色學校電子書目等，內容多元豐富。此網站不僅達

到資源整合的功能，更讓關心理念學校的人士，能夠透過此網站方便且快速的搜

尋到想要的訊息。以下為理念學校資訊網之連結分類與概述： 

A.公佈欄：理念學校最新消息、電子報列表 

B.電子相簿：理念學校之活動照片 

C.影音播放：理念學校之活動實錄 

D.檔案下載：理念學校之相關會議紀錄、行事曆等資料 

E.行事曆：今年度年曆，記載活動相關事項 

F.特色遊學圈電子書：特色學校遊學圈叢書之電子檔 

G.檔案資源櫃：網頁管理者使用 

H.另類、特色、創擬學校：理念學校之各校網頁連結 

I.理念特色影像紀錄：播放「理念學校之論述與實踐之一：特色學校與遊學教育

影像故事－教育桃花源」 

J.特色遊學地圖：特色學校之遊學圈地圖展示 

K.2011 行銷特色之美：展示「2011 理念學校高峰論壇與特色學校遊學成果發表會」 

L.電子書網路書目：特色學校之遊學圈叢書書影 

M.特色之美與遊學圈：特色學校與遊學圈、理念學校等看板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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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1 實踐成果 

1.專書出版：已出版《教育的藍天－理念學校的追尋》和《理念特色故事 100》

等兩本專書。 

（1）《教育的藍天－理念學校的追尋》：針對本專案三年（98-100）來所完成之

相關研究論文，彙整研究報告，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出版，其內容包括：導論篇、

理念篇、實踐篇、展望篇，已於 2011 年 10 月出版，專書的出版內容如下：（完

整內文詳如附件九） 

A、《教育的藍天－理念學校的追尋》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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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內文目錄 

序文-國家教育研究院吳清山院長 

 

導論篇 

1. 尋找教育的桃花源：理念學校的發展與實踐∕陳伯璋、李文富。 

2. 國民中小學發展特色學校之研究∕吳清山、賴協志、王令宜。 

 

理念篇 

1. 臺灣理念學校相關論述之探討∕曾國俊、張維倩。 

2. 臺灣「另類教育研究」的歷史考察：以學位、期刊論文為主的初步嘗試∕劉

若凡。 

3. 臺灣理念學校發展與現況之探討∕楊文貴、游琇雯。 

4. 理念學校相關法令之析述與評論∕林志成。 

5. 特色學校與遊學教育之經營與利基∕蔡淑玲、郭雄軍。 

6. 從反思抽象的觀點重新審視特色學校的理念∕林文生。 

 

實踐篇 

§另類教育與公辦民營學校 

1. 理念學校之家長圖像：以公辦民營人文國民中小學為例∕楊文貴、林怡伶。 

2. 校園民主如何可能：學生自治演進史∕劉若凡。 

3. 顏元「習行說」對道禾教育實踐思維的啟示：以《尚書》「三事」為核心的

展開∕廖崇斐、曾國俊。 

4. 種籽實小的民主校園機制∕黃瑋寧、種籽歷屆教師群。 

§特色學校 

1. 十大經典特色學校∕蔡淑玲。 

2. 特色學校聯盟與整併校再生∕蔡淑玲、郭雄軍。 

3. 舞動「陽光」：特色學校的課成發展∕范信賢、陳思玎。 

§創擬學校 

1. 創擬學校之教育理念與實踐案例∕郭雄軍、蔡淑玲。 

 

展望篇 

1.理念學校的挑戰評析與展望對策∕林志成。 

2理念學校的追尋∕吳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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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念特色故事 100》：本案結合教育部特色學校計畫案出版，以特色學校、

遊學圈聯盟學校、另類學校與創擬學校之故事為主軸，介紹各類型學校的特色課

程的成立與經營，並與社區合作以活化社區機能，以此發展學校教育的創新課

程，展現社區新風貌。有關本書出版內容如下：（完整內文詳如附件十） 

A、《理念特色故事 100》書影 

 

B、內文目錄 

序文 

1.吳清基部長   2.吳清山院長   3.主編 

 

A、特色聯盟學校篇 

A1、雲端藍海鼓舞社團聯盟       A2、彰化縣掛山跑水聯盟   

A3、宜蘭縣憲里福溪聯盟         A4、雲林光復拯民潮厝聯盟 

B、另類與創擬學校篇 

B1、宜蘭縣華德福中小學         B2、新北市種子實驗小學 

B3、新光國小司馬庫斯實驗分校   B4、臺中市道禾實驗學校  

B5、桃園縣東和音樂體驗學校     B6、臺中市老樹根魔法木工學校 

B7、宜蘭縣人文中小學 

C、北區特色學校篇 

C1、宜蘭縣頭城國中     C2、宜蘭縣羅東國小     C3、基隆市復興國小 

C4、臺北市公館國小     C5、臺北市龍山國小     C6、新北市老梅國小 

C7、新北市福隆國小     C8、桃園縣田心國小     C9、桃園縣富林國小 

C10、桃園縣新街國小    C11、桃園縣龍星國小    C12、新竹縣大坪國小 

C13、新竹縣陸豐國小 

D、中區特色學校篇 

D1、苗栗縣大坪國小     D2、苗栗縣文華國小     D3、苗栗縣西湖國小 

D4、苗栗縣東河國小 

E、南區特色學校篇 

E1、臺南市心聲國小     E2、高雄市景義國小     E3、高雄市興糖國小 

E4、高雄市龍肚國小     E5、屏東縣青葉國小     E6、屏東縣高樹國小 

E7、澎湖縣石泉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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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念學校論述與實踐之一：特色學校與遊學教育影像故事－教育桃花源」：

本片專訪理念學校專案委員，介紹理念學校之成立源由、學校創新經營的理念與

作法，並邀請業界人士闡述理念學校的特色課程運作與經營，以及特色課程對於

學生在日常生活表現的影響。有關影片訊息內容概述如下：（完整內容詳如附件

十一） 

A、光碟封面 

 

B、影片內容 

 

1. 影片長度：25 分 26 秒 

2. 影片訪談內容與訪談人士： 

（1） 推動理念學校之源由 

國立臺南大學陳伯璋講座教授、教育部特色學校輔導召集人蔡淑玲校長 

 

（2） 理念學校之環境資源 

國立臺南大學陳伯璋講座教授、教育部特色學校輔導召集人蔡淑玲校長 

 

（3） 學校創新經營的理念 

國家教育研究院吳清山院長 

 

（4） 理念學校之創意文化 

鶯歌臺華陶瓷有限公司呂兆炘董事長 

 

（5） 理念學校之聯盟運作 

前日月潭風景管理處曾國基處長、香格里拉休閒農場張清來董事長、 

教育部特色學校輔導召集人蔡淑玲校長 

 

（6） 理念學校之特色經營 

國家教育研究院吳清山院長 

 

（7） 理念學校之學生表現 

國家教育研究院吳清山院長、國立臺南大學陳伯璋講座教授、 

教育部特色學校輔導召集人蔡淑玲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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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公播影像 

為了使民眾更瞭解理念學校之訴求，推展理念學校之理念，因此將影片於固

定時段播放在有線頻道播放。公播照片如下： 

 

 
圖 1  播放時段 

 
圖 2  播放時段 

 
圖 3  播放時段 

 
圖 4  公播照片 

 
圖 5  公播照片 

 
圖 6  公播照片 

 
圖 7  公播照片 

 
圖 8  公播照片 

 
圖 9  公播照片 

 
圖 10  公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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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展現與行銷活動 

1. 100 年 10 月 19 日「2011 理念學校高峰論壇與特色學校遊學成果發表會」記

者會 

為了宣傳「2011 理念學校高峰論壇與特色學校遊學成果發表會」之成果，

國家教育研究院於 100 年 10 月 19 日於教育部召開「2011 理念學校高峰論壇與

特色學校遊學成果發表會」記者會，邀請主辦單位國家教育研究院吳清山院長、

教育部國教司黃子騰司長，協辦單位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程文宏組長、新北市

雲海國民小學郭雄軍校長、嘉義縣社團國民小學蔡淑玲校長，以及宜蘭縣慈心華

德福教育實驗國民中小學郭朝清校長、香格里拉休閒農場張清來董事長、道禾實

驗學校曾國俊創辦人等理念學校委員，為此次活動站臺宣傳，揭開序幕。辦理情

形如下： 

（1）記者會相關影像：完整影像詳如附件十二。 

（2）記者會相關照片：如下表。 

 

圖 1  理念學校與特色學校委員合影 

 

圖 2  觀賞教育桃花源影片 

 

圖 3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教學課程成果展示 

 

圖 4 國家教育研究院吳清山院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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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年 10 月 22-23 日「2011 理念學校高峰論壇與特色學校遊學成果發表會」 

由國家教育研究院邀集專案夥伴學校、教育部特色學校聯盟、傳播媒體等，

於 100 年 10 月 22-23 日於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舉辦公開發表活動，結合

（1）《教育的藍天－理念學校的追尋》、《理念特色故事 100》專書發表、（2）「理

念學校論述與實踐之一：特色學校與遊學教育影像故事－教育桃花源」影像專輯

發表、（3）國家教育研究院理念學校資訊網發表（4）理念學校高峰論壇與特色

學校成果發表會……等活動，展現本專案三年之推展成果。 

 

（1）活動實施計畫 

2011理念學校高峰論壇與特色學校遊學成果發表會－教育桃花源‧學習新樂園 

 

一、計畫依據 

（一）依據 100.1.13 國家教育研究院理念學校論述與實踐專案 100年第一次全體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依據 99.11.03 教育部 99年推動國民中小學整合空間資源與發展特色學校年度檢討會決議辦

理。 

 

二、計畫緣起 

（一）國家教育研究院自 98－100年推動第一階段理念學校論述建構與實踐專案，舉辦 3場全國性研

討會和 8場主題式研習，發表 14篇研討論文，見學 4所體制內之特色學校、6所體制外之另

類學校、5所非體制之創擬學校。 

（二）教育部自 96─100年連續五年推動空間資源與特色學校方案，各縣市共計約 1600校次送件，

補助 581校次，約計經費 2億 4仟萬元，期盼整合各地學校之特色與遊學之亮點與行銷。 

 

三、計畫目的 

（一）結合學校教育之理念論述暨實踐分享，以出版宣導、特色展示、影像紀錄、動態發表、媒體行

銷等方式，進行優質經驗分享與行銷，充分傳達臺灣理念學校與特色教育之美。 

（二）輔導各理念與特色學校，創造教育新價值，並產出本土型之學校教育論述。  

（三）彙整各理念與特色學校之優質亮點，結合各縣市或地區的特色聯盟，以整合行銷之策略，紀錄

臺灣國中小學特色發展之軌跡。 

（四）提供教育部、外交部、僑委會、行政院新聞局、交通部觀光局等各部會之國際文教參訪或各縣

市教育轉型發展之契機。 

 

四、辦理單位、日期、地點與報名方式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教司、國家教育研究院。 

協辦單位：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新北市石碇區雲海國民小學、嘉義縣社團國民小學、桃

園縣中平國民小學。 

（二）日期:100年 10月 22~23日(星期六、日)。 

（三）地點: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23942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 200號） 

（四）報名方式：理念學校高峰論壇請至國家教育研究院網頁下（http://www.naer.edu.tw/）的研

習業務報名。戶外靜態展示則無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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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與對象與人數 

（一）參與對象 

1. 教育學者、媒體來賓、團體代表。 

2. 中央、地方各縣市教育機關之行政人員。 

3. 各縣市另類學校、特色學校、創擬學校之相關人員。 

4. 特色遊學圈之策略聯盟、異業結盟等相關人士。 

5. 一般社會大眾、家長等。 

（二）參與人數 

1. 理念學校高峰論壇：120人。 

2. 戶外靜態展示：預估 2000人（含一般民眾）。 

 

六、辦理方式 

（一）出版品發表:理念與特色之推動軌跡、紀錄、統計、圖像、成效、圖表、出版品等展示。 

1、《教育的藍天－理念學校的追尋》 

2、《理念特色故事 100》 

3、《行銷教育之美》 

(1)《特色之美手冊》 

(2)《遊學蘭陽之美》 

(3)《陽明春曉遊學》 

4、《特色聯盟遊學圈叢書》 

(二)「理念學校論述與實踐之一：特色學校與遊學教育影像故事－教育桃花源」影像播放。 

(三)「國家教育研究院理念學校資訊網」網站發表。 

(四)靜態設攤展示:安排 32攤之另類學校、創擬學校、特色聯盟或單獨學校展出。 

1、另類學校─道禾實驗學校、種籽親子實驗小學、新光國小司馬庫斯實驗分校，計 3個展攤。 

2、創造性模擬學校─臺華陶瓷有限公司、香格里拉休閒農場、東和音樂體驗館、飛牛牧場（通

霄休閒農場股份有限公司）、老樹根魔法木工坊、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福

田園教育休閒農場，計 7個展攤。 

3、特色學校─臺北市龍山國民小學、新北市有木國民小學、新北市老梅國民小學、桃園縣永

福國民小學、新竹市陽光國民小學、臺中市文昌國民小學、嘉義市宣信國民小學、臺南市學甲

國民小學、屏東縣高樹國民小學、屏東縣佳佐國民小學，計 10個展攤。 

4、策略聯盟遊學圈─雲端跨境聯盟、宜蘭縣憲里福溪聯盟、基隆市山海奇鳴聯盟、桃園縣桃

陶溪聯盟、新竹縣山海連線聯盟、新竹縣霄裡溪聯盟、苗栗縣南庄三校聯盟、彰化縣卦山聯盟、

雲林縣雲遊山林聯盟、雲林光復拯民聯盟、嘉義縣興中茶山聯盟、苗栗縣五湖與西湖聯盟，計

12個展攤。 

（五）主舞臺動態表演：安排 9所學校學生團隊演出。 

第一場:10月 22日上午─宜蘭縣憲明國民小學、大里國民小學、大福國民小學、寒溪國民小學，計 4

校演出。 

第二場:10月 22日下午─新竹縣清水國民小學、照門國民小學、新北市有木國民小學，計 3校演出。 

第三場:10月 23日上午─桃園縣中平國民小學、山頂國民小學，計 2校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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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高峰圓桌論壇： 

第一場    100年 10月 22日上午 10:20-12：20【特色聯盟遊學圈之發展故事】 

時間 研討主題 地點 

08：30 

∣ 

09：00 

報到 
1樓 

月門廣場 

09：00 

∣ 

10：20 

開 

幕 

式 

09:00~09:30 開幕表演 

1樓 

月門廣場 

09:30-09:35 介紹長官來賓 

09:35-09:50 

來賓致詞 

主持人： 黃子騰/教育部國教司司長 

         吳清山/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 

09:50-09:55 頒發參展單位、演出單位獎狀 

09：55-10：00 出版品發表 

10：10-10：20 
特色學校與遊學教育影像故事－ 

「教育桃花源」影像播放 

地下 1樓 

國際演講廳 

10：20 

∣ 

12：20 

論壇主題：特色聯盟遊學圈之發展故事 

主持人:洪若烈/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主任 

主講人:蔡淑玲/嘉義縣社團國民小學校長 

圓桌論壇與談人： 

1、郭雄軍(雲端跨境聯盟遊學圈)/新北市雲海國民小學校長 

2、施智文(宜蘭特色聯盟遊學圈)/宜蘭縣大福國民小學校長 

3、童鳳嬌(新竹特色聯盟遊學圈)/新竹縣精華國民中學校長 

4、黃仲平(彰化特色聯盟遊學圈)/彰化縣二水國民中學校長 

5、陳清圳(雲林特色聯盟遊學圈)/雲林縣華南國民小學校長 

6、陳新平(桃園特色聯盟遊學圈)/桃園縣中平國民小學校長 

地下 1樓 

國際演講廳 

 

第二場    100年 10月 22日下午 14:00－16:00【臺灣另類學校之發展願景】 

時間 研討主題 地點 

14：00 

∣ 

16：00 

論壇主題：臺灣另類學校之發展願景 

主持人：陳伯璋/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講座教授 

主講人:馮朝霖/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所長 

圓桌論壇與談人： 

1、郭朝清/宜蘭縣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國民中小學校長 

2、曾國俊/臺中市道禾實驗學校創辦人 

3、劉士弘/新北市種籽親子實驗國民小學教師 

4、羅志誠/苗栗縣全人實驗高級中學校長 

5、陳智明/新竹縣新光國民小學司馬庫斯實驗分校校長 

地下 1樓 

國際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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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100年 10月 23日上午 9:30－11:30【特色學校與創擬學校之發展趨勢】 

時間 研討主題 地點 

9：00 

∣ 

9：30 

報到 
1樓 

月門廣場 

9：30 

∣ 

11：30 

論壇主題：特色學校與創擬學校之發展趨勢 

主持人：王如哲/國家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主講人：郭雄軍/新北市雲海國民小學校長 

圓桌論壇與談人： 

1、蔡淑玲/嘉義縣社團國民小學校長 

2、顏學復/新北市有木國民小學校長 

3、鍾敏菁/新竹縣照門國民中學校長 

4、張清來/宜蘭縣香格里拉休閒農場董事長 

5、江明偉/臺中市老樹根魔法木工坊執行長 

6、陳維宏/桃園縣東和樂器木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地下 1樓 

國際演講廳 

 

閉幕式    100年 10月 23日中午 11:30－12:00 【閉幕式】 

時間 研討主題 地點 

11：30 

∣ 

12：00 

閉幕式 

主持人：黃子騰/教育部國教司司長 

            王如哲/國家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地下 1樓 

國際演講廳 

 

八、本計畫執行之優異單位或相關人員，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和教育部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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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情形： 

    「2011 理念學校高峰論壇與特色學校遊學成果發表會」於 100 年 10 月 22-23

日在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舉行。活動內容分為室內高峰論壇活動、戶外靜態

展攤與學生動態表演。參與對象除了教育部之特色學校與本專案之理念學校外，

更藉由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的民眾影響力，吸引許多在地民眾與觀光客，使

本次活動人數達到 2,000 人次，反應相當踴躍。 

    本次活動分為兩大主題，室內高峰論壇以「特色聯盟遊學圈之發展故事」、「臺

灣另類學校之發展願景」與「特色學校與創擬學校之發展趨勢」等三個主題進行

討論與經驗分享。戶外靜態展攤共 32 展攤，分享各校的特色課程與教學成果，

許多展攤除了課程解說外，還提供親子 DIY 的活動，使孩童可以在現場體驗有

趣又兼顧知識性的活動。 

    除了 32 個豐富的展攤內容外，更不定時的展現動態表演，無論是舞蹈、樂

器或戲劇表演等，都可以體會到特色課程的豐富，感受到學童的多元才藝，創造

出學校教育的創新價值。有關本活動的辦理情形整理如下表： 

日期 100年 10月 22-23日（六～日） 

研習名稱 第 0085期「2011理念學校高峰論壇與特色學校遊學成果發表會」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部 

協辦單位：新北市雲海國民小學、嘉義縣社團國民小學、 

桃園縣中平國民小學、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研習目的 

結合理念學校與特色學校之理念論述與具體實踐成果，以整合

行銷之策略，進行優質經驗分享與宣傳，紀錄臺灣學校教育特色發

展之軌跡，並充分傳達學校教育創新經營與嶄新價值，期望能提供

各部會之國際文教參訪或各縣市教育轉型發展之契機。 

班次 1 

地點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天數 2 

實際人次 2,000人/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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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動相關照片：如下表。 

 

圖 1  國家教育研究院吳清山院長 

      致詞 

 

圖 2  高峰論壇會場情形 

 

圖 3  主、協辦單位大合照 

 

圖 4  吳清山院長蒞臨展攤觀摩 

 

圖 5  各校動態表演 

 

圖 6  各校動態表演 

 

圖 7  靜態展攤作品展示 

 

圖 8  靜態展攤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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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面媒體相關報導： 

    「2011 理念學校高峰論壇與特色學校遊學成果發表會」透過記者會的發

佈宣傳，以及本專案的議題新穎，活動圓滿成功，引起各界關注。透過平面媒

體的報導，使一般民眾更深入瞭解理念學校的創新經營與其價值，讓學校教育

改革、創新的實踐成果為世人所接受。 

 

100年 10月 20日聯合報 A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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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 10月 20日國語日報 第 2版 

 



§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 

42 

100年 10月 23日國語日報 

 



§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 

43 

100年 10月 23日臺灣時報 第 9版 

 

 

 

 

 



§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 

44 



§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 

45 

伍、總結及未來展望 

一、總結 

    「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專案從 2009 開始，至 2011 年為止，三年來

已辦理過 1 次專家諮詢會議、4 場專題講座、2 次籌備會議、2 次工作小組會議、

3 次諮詢會議、4 場大型研討會暨成果發表會、3 次參訪見學之行程、6 次專案規

劃行政會議、7 場研習課程及 10 次全體委員會議。並出版《教育的藍天－理念

學校的追尋》專書以及「理念學校論述與實踐之一：特色學校與遊學教育影像故

事－教育桃花源」影像紀錄。從以上數字可以看出，「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

踐」專案經過了長期的籌備與經營，使得今日成果得以如此完整豐碩。為了讓「理

念學校」之能見度提升，分別於 2010 年在日月潭國家風景管理處、2011 年在新

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辦理大型研討會暨成果發表會，讓一般民眾能藉由此活動更

貼近「理念學校」，瞭解「理念學校」之宗旨與創新價值。 

   此外，透過參訪見學之活動，讓研究人員認識民間企業如何在營利背後，熱

心致力於教育事業，將企業與教育作完美的結合，開創出新的教育商機。 

    為使理念學校之研究成果能完整呈獻，集結了三年來多位學者的研究成果，

出版《教育的藍天－理念學校的追尋》。內容涵括教育部的特色學校、公辦民營

學校、另類教育學校、及民間企業經營的創造模擬學校等，介紹創立的宗旨與經

營模式，以及其發展出的特色課程。 

    國家教育研究院吳清山院長於《教育的藍天－理念學校的追尋》序文中提

到：「學校教育的推動，不只是要精熟例行事務，更需要『理念』的引領和倡導，

透過『做對的事』來彰顯教育的價值。」 

    誠如上述院長所言，「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專案憑著各位委員與合

作單位之「理念」，與一股為教育「做對的事」的熱忱，全心投入於本專案的研

究，使「理念學校」之研究成果豐碩，進而使「理念學校」之亮點愈發明亮，讓

更多人瞭解教育之創新經營的價值與永續發展的重要性。 

 

二、未來展望 

    「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研究案三年來研究成果豐碩多元，使「理念

學校」議題逐漸受到關注與重視，在各位委員的支持與鼓勵下，於 100 年 4 月

15 日第 2 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將持續第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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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計畫（民國 101-103 年）。 

    本專案第一階段(民國 98-100年)推動主軸為發展理念學校論述、開展理念

學校實踐行動、建構理念學校對話平臺等，是為｢紮根期｣。第二階段（民國

101-103年）是為｢擴散期｣，推動主軸有四：(1)深化理念學校論述與實踐之質

量，(2)擴大理念學校對話平臺與影響力，(3)發展理念學校數位資源平臺與應

用，(4)強化臺灣理念學校推展與研究之國際交流。聚焦重點為理念學校之師資、

課程、家長參與、社會資源、學生表現及教育經營等項目。 

理念學校第二階段計畫強調深化理念學校的論述與實踐，並且將範圍擴大至

體制內外的學校、公私部門的團體或組織，加強這些單位的對話及協作的質與

量。此外，持續落實資源平臺數位化，並逐漸強化我國理念學校發展與研究和國

際學術的比較、交流。 

有關「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第二階段研究計畫與研究走向，詳見附

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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