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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特色學校計畫的省思與前瞻 

林志成 

摘  要 

本文旨在省思臺灣地區推動已九年的特色學校計畫的挑戰，並提出其前瞻性發展建議。

首先，簡析特色學校推動九年的成效，包括：第一、讓學校創增特色競爭力，讓學生增加欣

賞表現與創新力；第二、 大效益為透過活化校園空間，活化課程、教學與學習；第三、重

視標竿學習、參訪交流及品牌行銷，方案獲各方高度認同；第四、促進資源共享、在地化特

色學習、產業活化及社區營造；第五、特色經營成效佳，能提升學生多元智能，獲家長高肯

定。其次，省思臺灣地區特色學校計畫的挑戰，包括：第一、升學主義等無形宰制待解構，

卓越特色風潮尚待持續鼓動；第二、盲點困境待破解，開創性與激勵性相關作為仍待加速推

動；第三、決策、專案、資源、輔導與配套等系統有待發揮整合綜效；第四、大型、系統整

合、未來與實用的特色學校發展研究待加強。 後，提出臺灣地區特色學校計畫發展的前瞻

性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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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Featured School plan in Taiwan 

C. C. LIN 

Abstract 

The study focus on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Featured School plan in Taiwan.  

First, the study analyzes five benefits of the featured school. Second, the study reflects the challenge 

of distinguished features of a school and the featured school. Finally, the prospect of the Featured 

School plan in Taiwan wa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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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教育面臨社會變遷、少子女化、高齡化、異質化等多元的挑戰，發展優質特色學校、提

高教育品質係重要議題。特色學校(featured school)係學校充分利用學校及社區在地資源，兼

顧教育目標達成、學生潛能發揮、公平正義維護、永續經營發展的原則，促進空間、觀念、

課程、教學、學習、社區資源、組織結構等各種層面的活化；並善加利用校本課程、創新經

營、體驗學習、品牌及金三角行銷、策略聯盟與標竿學習等經營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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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場域特色課程，以凸顯學校優質經營效果，產出學

校獨特品牌價值，進而超越利害關係人期待需求，永續創新教育價值的學校(林志成，2009c，

2009d，2015a；林志成主編，2011)。 

廣義的特色學校包括體制內的公立優質學校(如燈塔學校等)及體制外的另類學校，國內

外的家長大都希望孩子獲得更好的照顧並能樂於學習，而選擇就讀另類學校或卓越的特色學

校(林志成，2015a; Ulpindo, 2008)。2003 年，新北市政府開始推動偏遠地區的特色學校方案

計畫；2004 年，新竹縣推動「百座燈塔學校亮起來」；2005 年，臺北市公布「優質學校評選

及獎勵要點」；2006 年，雲林縣推動學校轉型優質計畫，均是順應時勢而興起的特色學校相

關計畫。 

本文之特色學校計畫係指教育部自 2007 年開始推動之「國民中小學活化校園空間暨發

展特色學校方案」，該計畫方案不但設置「全國中小學特色學校資訊網」，至 2016 年，已推

動四階段、連續十年的特色學校計畫，曾選拔十大特色學校，且每年選拔特優特色學校及標

竿特色學校，讓學校能充分運用特色資源利基，發展系列性的校本特色課程，創增教育的新

價值與新生命力。 

由於教育部持續推動特色學校，故能引導地方政府及民間參與、重視與推廣特色學校政

策方案。例如：新北市頒訂國際教育交流特色彩虹學校方案及新北之星特色學校旗艦計畫等

相關方案；桃園市明訂「桃園縣國民中小學學校特色認證與獎勵計畫」，結合教育部空間美

學發展特色學校方案，成立特色學校資源中心及「Special Together 聯盟」；親子天下雜誌蒐

集 300 特色學校，商業週刊評選全國百大特色學校；臺中市推動亮點特色學校計畫；彰化縣

研訂推動品牌學校認證及獎勵計畫；屏東縣研訂推動理念學校計畫；新竹市明訂校園微整形

獎勵計畫、諾亞方舟特色學校計畫；新北、桃園、竹縣、苗栗、彰化、屏東等許多縣市採取

經費補助等各種獎勵方式，以激勵學校推動特色學校方案。 

臺灣地區特色學校大多以校本資源為發展基礎，主要結合藝術深耕、永續校園等相關專

案計畫，透過策略聯盟、增能共學、資源共享、共好共榮等策略，賦予教育新的生命力。優

質教育團隊、領導者創新思維、整合力、執行力及資源整合係發展優質特色學校的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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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之，特色學校方案發展迄今，已為教育注入活水、帶來生機，許多學校因而活化轉化，

並成功塑造特色品牌形象，提高能見度，化危機為轉機，對教育多所助益。 

特色學校發展愈來愈受到重視，特色學校的探究、論述與系統化的研究也愈形重要。研

究者曾主持「國民中小學活化校園空間與發展特色學校專案研究計畫」(2009)、「原住民族及

其他特許學校評估指標及成效評估之研究」等研究專案(2011)，也曾參與國家教育研究院的

「理念學校之論述建構與實踐」專案(2009-2011)，除長期擔任教育部特色學校專案主持人、

方案評審、分區召集人及輔導委員(2007-2015)外，亦經常發表特色學校相關學術論文。根據

研究者多年的參與及長期研究，其特色學校計畫效益如下(林志成，2009c，2009d，2014，

2015a；林志成主編，2011；林志成、高俊雄、林仁煥、蔡淑玲，2009；林志成主編，2011；

林志成、田育昆，2011；林志成、鍾宜欣，2012)： 

一、讓學校創增特色競爭力，讓學生增加欣賞表現與創新力 

特色學校不但減緩減班衝擊，以 2013-2014 年為例，約有八成計畫參與學校班級數持平

(南區學校班級數持平者占 75%，北區學校班級數持平者占 86.4%)，部分面臨減班壓力學校

更逆勢增班(以桃園為例，祥安增 2 班、宋屋增 1 班、中平增 7 班)。特色創意更讓學校有效

提升競爭力，如：光武國中發展課室外的探索學習方案，不但幫助孩子發揮潛能，也讓學校

成為校外教學重點學校及教學卓越金質學校；螺陽國小發展優質蝴稻特色方案， 後讓螺陽

成為全國蝴稻教學模範學校，也為彰化縣拿下第一座教學卓越金質獎。 

各特色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主要讓學生增加「欣賞表現與創新」的能力。學校規劃多元

體驗學習、觀摩交流活動，讓學生更有機會自我表達，學生的創新表達能力變佳，更有自信

願意與他人分享。 

二、 大效益為透過活化校園空間，活化課程、教學與學習 

特色學校方案對於學校經營 大效益為透過活化校園空間，活化課程、教學與學習。校

園空間活化方案的經費補助執行部分主要用於資本門，直接用來改善學校的軟硬體設備，讓

學校發揮在地的特色；許多學校藉由對話、分享、討論及集體參與改善行動，透過多程卓越，

賦予校園空間的新意義及課程教學的新價值。 

學校充分發揮空間設施活化的教育效益，讓學生特色學習亮點空間及場域變多，學習環

境變得更優質，學生透過五官六感的學習，學得更多課本上沒有的知能，發揮潛在課程的教

育功效，展現學校教育的新價值。 

特色學校方案對孩子 大學習助益為「認同在地文化」，特色方案主要是讓學校利用在

地資源，以發揮學校經營的特色。學校及社區的優質特色在特色學校轉型的課程發展、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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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中充分展現，學生對學校及社區有更深的歸屬與認同感，更認同在地的文化。 

三、重視標竿學習、參訪交流及品牌行銷，方案獲高認同 

教育部核定補助特色學校接待參訪交流經費，各特色學校均重視標竿學習、參訪交流及

品牌行銷(如：大觀國中的創藝學校、新豐國中的自由車學校、老梅的風箏學校、插角的板根

學校、橫山的茭流道學校、中平的布馬學校、祥安的風車學校、宋屋的梅花學校、新岑的黑

面琵鷺小學、虎山的山林小學、高樹的童玩學校、內埔的韓愈小學等)，方案獲得國中、國

小、大型學校、中型學校、小型學校及外界等各方的高度認同。 

特色方案對偏遠小校助益尤大，不但讓偏遠小校有更多發展可能，更讓其有效突破少子

女化的衝擊。偏遠地區小型學校人數雖不多，卻都是歷史悠久且為社區文化中心；特色方案

促使偏遠小校重新審視及善用既有的利基優勢，充分整合學校及社區資源，創造學校的發展

生機，展現學校教育新價值。 

四、促進資源共享、在地化特色學習、產業活化及社區營造 

特色學校能充分利用地方特色及在地資源，讓優質特色在學校轉型、課程發展、觀摩交

流及社區營造中充分展現，讓學校師生及社區人士發現差異性的卓越特色，讓學生對學校及

社區有更深的歸屬感與認同感，更認同在地的文化。 

特色學校展現優質亮點，吸引更多遊學團體到校遊學，促進地方產業發展，行銷地方產

業特色，讓學校與社區互蒙其利，社區民眾有更多機會與外界接觸，活絡社區的產業發展，

讓地方文化產業特色得以保存。 

五、特色經營成效佳，能提升學生多元智能，獲家長高肯定 

特色學校以活化環境為基礎，透過轉型與轉化，不但活化工程，也活化課程、教程及學

程，故能建構優質學園；學校特色課程教學或遊學，經常利用社區教學資源，社區與學校的

接觸互動變多，遊學團體到校參訪，社區家長也經常協助學校擔任導覽志工；學校展現優質

特色經營成效，也讓家長更肯定學校的辦學績效。 

特色學校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發展多元智能，並且讓孩子更熱愛這塊土地與生命，

學生變得更活潑、更有創意與活力，對自己的家鄉有更深刻的認識，也對未來更有自信心，

更勇於面對挑戰及解決問題。 

要言之，臺灣地區特色學校整體特色學校發展效益良好，特色學校發展計畫已為國中小

教育發展注入源泉活水，不但有效活化空間、課程、教學與學習，成功塑造特色學校品牌形

象，提高學校能見度，化危機為轉機，讓學校有更多發展可能；特色方案更帶來學校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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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發展的生機，讓學生認同在地文化，也增加學習動機與興趣，提高學習力、表達力、欣

賞力、表現力與創新力。 

貳、臺灣地區特色學校計畫的挑戰與省思 

特色學校方案自活化空間、發展特色遊學方案到空間美學，經常因迷思、誤解或各自解

讀而受到一些質疑，且影響計畫的品質。學校特色與特色學校之意義並不相同，惟兩者都應

符合教育的規準。學校特色與特色學校是同質而不同層次的兩個概念，學校特色是發展特色

學校的重要基礎，特色學校是學校特色發展成熟的指標，且強調親師生的參與，並以讓所有

學生獲益為發展的目標。 

研究者參與特色學校專案多年，茲就文獻分析、學校現場觀察及相關研究 (林志成，2006，

2009c，2013，2014；林志成、高俊雄、林仁煥、蔡淑玲，2009；林志成主編，2011；林志成、

田育昆，2011；林志成、鍾宜欣，2012；Brown-Jones, 2007; Denise, 2007; Horn, 2009;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m, 2009；King, 2008; Lyles, 2009; Mauss, 1975; Postman & 

Weingartner, 1971; Stephens, 2008; Woods & Woods, 2009)所得，簡要省思臺灣地區特色學校

計畫之挑戰如下： 

一、升學主義等無形宰制待解構，卓越特色風潮尚待持續鼓動 

雖然教育革新的活動未曾稍歇，但升學壓力、偏重學歷文憑、管制監控、官僚行事作

風、形式主義等對教育無形宰制的力量始終存在，而亟待解構與合理重構；校本經營、教育

品保無法落實的困境也亟待突破。 

特色學校發展的挑戰包括價值觀念、法令制度等，如：中小學教師評鑑仍未入法，教師

考績制度常淪於形式，未能發揮獎優汰劣、確保教育品質的功效，因此若想發展優質特色學

校，領導者除了以身作則外，更需透過長期與親師生的雙向互動溝通，使特色學校的種子能

落地生根，達成親師生認同的目標；若親師生不認同，則往往事倍功半、功虧一簣，成為曇

花一現或無疾而終的特色學校或特色課程。 

再者，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學特色學校發展均尚待重視；如何透過中央及地方的特色政

策方案，擴大優質特色學校發展的廣度、深度與影響力，讓各校都能成為多程卓越的特色學

校也是另一項嚴峻挑戰。 

要言之，宜持續解構無形宰制、喚醒覺知、多程卓越的特色學校風潮也待持續鼓動；樂

效學習、自主學習、創意精進與合作共學的優質學校之影響面尚待深耕擴大與全面發展，進

而成為具影響力的社會運動。 



 

 

51 臺灣地區特色學校計畫的省思與前瞻

二、盲點困境待破解，開創性與激勵性相關作為仍待加速推動 

特色學校發展面臨領導者更迭、人力編制不足、特色專案經費短絀及社區資源整合不易

等挑戰。特色學校政策長遠規劃、合作支援機制、親師生對特色課程的了解度、系統性與持

續性的評鑑獎勵機制等均待加強。特色課程定位不明、特色課程發展對話的時間不足、特色

課程架構(地圖)形塑不易、會排擠其他學習領域的學習、部分特色課程待融入學校現有的課

程、相關人員專業知能及意願待提升、社區資源待開發與整合、經費資源待持續挹注、諮詢

溝通平臺功能待繼續強化發揮。 

其次，另類學校因發展經費短絀、硬體設備明顯不足、校地問題處理不易；由於沒有政

府補助，經費多得校方自籌，收費高過一般公立學校，高收費的另類學校無法滿足異質弱勢

生的多元需求，也產生另類學校等同於貴族學校之迷思。多元化的另類學校才能滿足弱勢學

生的特殊需求，讓孩童擁有更適合的教育環境去學習。但是弱勢家庭常因經濟條件落後，付

不起另類學校的學費，因而無法享有這樣的教育。雖然憲法已明文規定獎勵並補助私人辦學，

但是現行法制卻嚴格管控另類學校的發展，民間就算有意興辦另類學校，也並非易事。因此，

特許學校相關法源亟待研訂。 

復次，校本經營是特色學校創新經營的充要條件之一，校本經營可由教師、行政人員、

社區人士、學生與家長共同參與決定而提高學校效能，但因缺乏校本經驗實驗之相關法源，

體制內學校之人事自主與經費自主大都流於空談；課程自主部分，教師往往抱持著「不做就

不會錯」的自我囿限心態，導致校本經營流於口號、表相與形式。 

要言之，特色學校主體經營模式尚待深耕發展，以減少「人在政舉，人去政息」之現

象；體制外的另類學校也尚待爭取合理的發展法源與空間。 

三、決策、專案、資源、輔導與配套等系統有待發揮整合綜效 

國教署係特色學校計畫的 高決策機構，新竹教育大學為專案管理單位，決策系統、

專案管理系統、資源系統、輔導系統與配套系統等系統仍有待發揮整合綜效；在少子女化、

自由化與績效化的挑戰下，各校為求發展甚至生存，莫不順應潮流，發展特色課程與教學，

期望能找出各校的活路，若學校未考慮本身具有的資源與條件，僅模仿其外在形式，將只習

得皮毛、未能盡得其特色課程教學之精髓。惟特色學校相關增能(empowerment)研習待強化，

師生、家長與社區人士之認同也尚待加強。 

其次，特色學校人力物力資源待整合補強，教師應付學校委派的校外研習就已分身乏

術，若校內特色研習未能符合教師的需求，則研習可能淪為大眼瞪小眼，令人奄奄一息的景

象。小型學校人少事繁，特色課程研發的團隊常感受較大的工作壓力，教部、教育局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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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若能適時適切提供輔導資源，則能有效協助特色學校教師突破課程研發困境，體證發展卓

越特色課程及卓越特色教學的福流高峰。 

後，教育專業倫理、教學績效責任與學生學習成效評估仍待加強。在教育現場的校

長、主任、教師，為了提升家長的認同，獲得地方教育主管單位的肯定，自然得努力營造獨

有的校園文化或特色，但若求好心切，淪為標新立異，忽略教育的規準及重要的細節，反而

對學生的身心造成傷害或耽誤學生的學習。要言之，特色學校、特色課程、特色教學及特色

學習之間的關連性仍待加強。 

四、大型、系統整合、未來與實用的特色學校發展研究待加強 

特色學校研究的現況如下：(一)偏重國小及小型學校的研究，忽略其他類型學校的研究；

(二)偏重問卷調查法，較少運用系統性的整合研究、行動研究及敘說研究；(三)研究目的大

都聚焦在經營發展的探討，特色課程、特色教學及學生學習的探究待加強；(四)研究發現大

都析述特色學校的正向效益，忽略特色學校發展困境的批判省思。要言之，系統整合性與實

用性的特色學校發展研究仍待加強。 

參、臺灣地區特色學校計畫發展的前瞻性對策 

國教署已連續十年發展特色學校方案，落實課程教學活化，持續擴大特色學校方案效

應；為確保臺灣地區特色學校計畫品質，茲提出下列對策供參(林志成，2009a，2009b，2009c，

2009d，2010，2013，2014，2015a，2015b；林志成、高俊雄、林仁煥、蔡淑玲，2009；林志

成、田育昆，2011；林志成、鍾宜欣，2012；Brown-Jones, 2007；Coe Brockington, 2006；Denise, 

2007；Horn, 2009；King , 2008；Lyles, 2009； Stephens, 2008；Ulpindo, 2008；Wohlstetter, 

Smith, & Malloy, 2005)： 

一、喚醒主體意識，持續透過政策方案，深耕優質特色風潮 

首先，優質特色學校重視多元主體的覺知意識，強調適性化教學、適性化多元評量與

及時的補救教學，若能持續的批判省思反教育的各種現象，則能解構盲目升學、管制監控、

表面科層形式等無形宰制，避免無形中將學生分階層、貼標籤，以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的意涵。 

其次，宜持續喚醒親師生主體覺知意識，持續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推展標竿學習活動，落實自主學習、樂效共學等理念。在多元異質文化、家長高度期

望、重視績效責任的衝擊挑戰下，學校應在制度面與運作面適當的修整。教師若具批判主體

意識，則能覺知社會文教制度的無形規訓和馴化機制，省思與關注教育的本質，解構複製、

灌輸、填鴨與表面形式，進行知識的建構與重構，培養學生帶得走的基本能力、生活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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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智慧與良好的習慣。 

再次，要持續加強溝通行銷，鼓勵地方政府研訂相關政策方案，支持特色學校發展；持

續鼓動優質特色學校風潮，擴大優質特色學校的影響力，使學校成為發展學生多元潛能與落

實自主學習理念的樂學天堂與可能場域(sites of possibility)，逐步解構升學主義與官僚形式作

風的無形巨大影響，教導「孩子怎麼學」，培養其多元智能的啟發與自主自律(self regulated)

的好習慣。 

各相關研究、座談及輔導均發現，特色學校政策方案具有高度效益價值，不但學校具

有高認同感，而且有助於改善學校問題、推動學校創新及建立優質學校品牌。未來，教育部

可持續推動第四階段特色學校方案；除維持原有拔尖獎助制度外，宜強化獎助均優制度，只

要學校方案達到優質標準即予以獎助；同時，可加強體制外另類學校及特色學校的互動交流，

積極深化優質學習方案，結合特色創新教學及適性補救教學，整合空間工程、系統課程、創

新教程及優質學程，成為多程卓越的優質特色學校，深耕臺灣各級特色學校，使其永續發展，

成為國際社會中的亮點品牌。 

林志成(2015)認為學校可從問題挑戰、利基資源、教育政策及溝通對話等取向找尋特色

亮點，再從四大對策，點燃特色亮點：第一、領導有方、建立核心團隊；第二、標竿共學、

整合資源系統；第三、增能揚才、點燃教師熱情；第四、貫徹「計畫—執行—考核」三聯制，

落實「周全精詳計畫、有效落實執行、持續檢核省思」；研訂計畫及展現成果時，宜凸顯重

點要點、特點優點、賣點熱點、風潮行銷點、創意創發點、關鍵吸睛焦點、精緻獨到點、高

槓桿突破點及克服之疑難挑戰點，創造獨有的光點亮點，讓上述十大點全都露，讓家長、社

區人士等眼睛為之一亮。 後，學校宜以護持傳承特色亮點三法門等經營寶典，超越困局，

發展高特色亮點；更可積極參加教育部或縣市政府推動的獎勵型計畫，爭取夥伴精進及教師

社群發展的資源，厚植戰力；再參加競爭型的計畫，以戰養兵、精進戰力、邁向高峰。 

二、澄清迷思概念，破解盲點困境，加速研訂相關法令制度 

首先，宜澄清特色學校計畫的迷思概念，包括：第一，強調整體性、多元性、普遍性與

永續性。優質特色學校應從單項特色發展成較全面、全方位的學校特色；從個別特色發展成

較系統化特色；從單一特色發展成多元特色；從重短期特色發展成長期永續的特色；從偏重

空間活化、硬體特色、工程特色發展成兼重硬體與軟體特色，兼重工程、教程、學程、遊程

與課程等多程卓越特色；簡言之，優質特色學校應兼重價值觀念、課程教學、學生學習、空

間美學、資源整合、組織結構與社區營造等活化層面，從單項、單一、短期、空間活化到多

元、全面、系統、持續、學習活化、追求卓越，兼重軟硬體特色的全品質文化特色，成為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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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多數孩子受益的優質學校。第二，以學習領域為基本核心的場域特色學習。多數特色學

校發展的場域特色課程就是校本課程，係將特色課程設計融入領域課程教學之中，因此孩子

成績不但能維持一定水準，而且能讓學生進行多元、快樂的體驗學習，所以較少遭受到親師

的質疑。這些特色學校透過活化空間、課程與教學，創造學校特色，深化學生學習的經驗，

將劣勢轉為優勢，教出學生能力、表達力與自信力。理想的特色學校發展應以場域特色為基

礎，將場域特色課程融入領域課程之中；透過場域特色課程所帶來的快樂學習與體驗學習，

激發學生學習領域知識的動機，提升其基本能力與學習成效。第三，融入領域課程教學的特

色學校遊學活動。特色學校遊學的辦理模式應積極倡導融入領域課程之場域創意遊學活動，

讓學生能深度瞭解臺灣之文化產業特色、歷史人文、自然景觀、風土民情等地方特色，培養

學生田野探索能力、體驗常民生活、走讀鄉土文化、環境觀察涉入等多元智能；同時提升學

生學習能力。 

其次，民選的首長具有政策影響力，但教育人員改變民選首長及宰制結構的力量較有

限；故宜加速提供校本經營的條件與多元發展的空間，使僵化形式的教育有根本改變的可能

與機會。 

在現有法令限制下，許多體制內的特色學校、體制外的另類學校仍以創價性創意思維

及優質團隊辦學突破各種束縛，使教育發光發熱；惟要推展優質特色學校，仍需讓實驗教育

三法成為高支持、低束縛、專業性、民主性、整合性、綱要性的法令，排除目前不必要的法

令限制，給予體制外辦學者、體制內教育人員更多實踐教育理念的多元發展空間，以實現理

想與夢想，彰顯教育新價值，讓主體甦醒，使學校有效發揮教化的 大功能。 

再次，宜加速成立專門化及法制化的行動社群、立法聯盟及分享平臺，以增大其拉力、

推力、行動力、支持力與影響力，俾為優質特色學校的發展、家長的教育選擇權、孩子的受

教權爭取 大的可能空間。若能設置法令研訂推動委員會，加強立法遊說工作，發揮壓力團

體的正向能量，如此，才可透過法制面的鬆綁，使優質特色學校扎根茁壯、百花齊放。 

在多元文化的氛圍下，政府在資源的投入及教育經費的分配上應對弱勢學生有合理的

處遇(treatment)，畢竟中下階層的弱勢學生更需要另類的教育。為促進教育多元發展，教育

部宜支持並提供另類學校發展的必要經費與資源，並減少不必要的教育法規限制。同時，公

私部門宜合作協力、彼此滲透強化，改變僵化的教育體制，真正帶好每一位學生，儘量滿足

每位學生的學習需求。 

若想成為一所獲肯定的優質特色學校，特色課程的推動，應以形成親師生認同贊同的

特色文化為目標，不因部分人員的離開而消聲匿跡；唯有具生命力的課程發展模式，才能落

實以學生為主體的理念，也才能永續經營，獲得各方面的肯定。此外，優質特色學校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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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化的教育、提供學生適性化學習，課程內容不僅要能豐富學生學習的面向，也要能兼顧

學生基本知能與態度。 

後，政府應設法保障並提供另類學校獲得一定的經費支持，或使其能夠申請或獲得必

要的補助，如發行教育券，將經費直接補助於家長或學生身上，讓學生可持教育券自行選擇

就讀體制內學校、公辦民營學校或體制外另類學校。政府可比照私立學校補助辦法，補助就

讀另類學校的學生，落實家長教育選擇權，讓家長可以有更大的空間選擇適合孩子多元智能

發展的學校。 

2014 年 11 月 4 日及 7 日立法院相繼三讀通過實驗教育三法， 並分別由總統公布施行： 

1、「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2014 年 11 月 19 日公布施行） 

2、「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2014 年 11 月 19 日公布施

行）。 

3、「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2014 年 11 月 26 日公布，行政院另

定施行日）。 

未來，教育行政人員若能以開放的專業態度，創造翻轉教育的契機，則能提供教育實驗

革新的發展空間，讓優質特色學校多元發展，讓教師與家長有實踐夢想與理念的機會與舞臺，

建立新教育圖像，使另類學校能成長茁壯，使弱勢學生能被有效教化與啟能，發揮因材施教

的功能。 

三、加強整合計畫資源，研擬相關配套措施，發揮整合綜效 

教育部特色學校計畫旨在透過空間活化、課程教學深化，整合學校與社區資源，提高

學校特色課程與地方產業特色的能見度，激發親師生更多的創意，開創學校發展的新方向、

新局面與新價值，讓學生樂效共學。未來，宜發揮專案管理專業功能，持續推動樂效共學、

優質學習之特色學校發展方案，透過此競爭型計畫，落實課程與教學活化。 

其次，宜加強家庭、社區及文化產業的合作；同時，結合閒置空間活用再利用、戶外教

育及偏鄉教育創新發展方案，倡導本土型、融入課程之創意遊學，讓學生能深度瞭解臺灣地

方特色。 

後，可加強下列配套措施，以擴大特色學校方案的漣漪效應，並使另類學校獲得發

展的資源：第一，營造適性開放的教育系統，深化輔導訪視工作，發展專業卓越與優質的多

元特色；第二，加強策略聯盟學校增能共學、資源共享、共好共榮等策略，強化諮詢輔導功

能，深耕優質特色；第三，整合相關資源，深化校本課程，精進教師專業，確保教學的品質；

第四，深化學習領域，活化學生活動，發展多元智能，強化基本能力；第五，加強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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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夥伴結盟，持續特色效益，擴大參與層面；第六，建立特色品牌，加強特色學校資訊網、

特色學校有夠讚等相關網站網頁的整合，強化行銷溝通，擴大特色效應及影響力；第七，補

助經費儘早核撥，經費補助比例及應用彈性化，增加獎勵補助額度名額，分短期、中期、長

期，提高資源使用效益；第八，訂定校園閒置空間活用與再利用的相關辦法(如：長期租借辦

法等)與標準作業流程(SOP)，建立在地化、系統化、整體性、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完善的專業

輔導機制。 

四、加強特色學校系統性、整合性、未來性及發展性的研究 

(一)建立指標與資料庫，強調學習導向的系統化研究 

特色學校要永續發展、確保品質，持續性的研發工作係其重要基石。首先，可透過 Delphi

技術進行特色學校系統化指標之建構，就教師社群、家長參與、社區資源及學生學習效益等

各種層面訂定指標，並進行特色課程、教學、學生基本學習能力、學生適性學習及學習成就

之系統性評估研究。 

其次，強調學生學習導向的系統化特色學校研究，進行特色學校課程發展實踐與學生基

本學習能力相關研究，或探究環境空間活化與課程教學轉化之研究。 

後，宜加速建立更豐富的特色學校研究資料庫，持續進行特色學校發展相關基礎研

究。例如：研究不同地區(城市、鄉鎮、偏遠地區)、類型特色學校之推動差異；探究地方教

育主管層級之政策認知和執行策略。 

(二)鼓勵各校以行動研究解決特色學校發展相關問題 

教育行政機關宜鼓勵各特色學校以行動研究解決上述問題，尤其是過去較少參與的大

型學校及國民中學，以強化學校特色課程發展的深度，進而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興趣與能力。 

(三)鼓勵各校以敘說研究分享特色學校發展實踐智慧 

教育行政機關宜鼓勵各校透過系統化敘說研究，進行現有優質特色學校案例之質性研

究，擷取其具有參採價值的共同元素或原則，分享特色學校發展的實踐智慧，俾讓各國中小、

大型學校能從案例故事中獲得啟發，使尚未推動特色學校者能經由心動而行動，以擴大特色

學校辦理的規模。 

(四)持續進行特色遊學相關研究，發展本土性的論述 

首先，應加強國中特色學校、大型學校、策略聯盟、特色學校遊學與戶外教學之研究，

發展本土性的論述；就特色學校遊學的概念、辦理方式、時間等進行深究，探究如何辦理特

色學校創意遊學，以擴大學生學習空間，拓展學生學習視野，提升校外教學品質，並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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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之永續發展。其次，應深究特色學校辦理創意遊學對教師之影響。 後，加強特色學校

之理念論述、析述與評述，建立系統化、本土性的特色學校理論及優質實踐案例。 

(五)強化長期、系統、團隊及整合化的特色學校研究 

未來學術單位應強化長期性、系統化、團隊合作及整合化的特色學校研究，使特色學校

研究成為具有華人特色的學術研究重點。 

肆、結論 

優質特色學校係建立在有效能學校之上，旨在使每一位學生都能成才成器。學校特色是

特色學校發展的 底端，是形成特色學校的基礎，特色學校要在學校特色的基礎上經過一定

時間的累積和淬鍊才有可能真正形成。 

為使優質特色學校能永續發展、確保品質，使學生樂效學習；未來，決策系統、專案管

理系統、資源系統、輔導系統與配套系統等系統應發揮整合綜效，特色學校專案宜鼓勵各校

持續以學校優勢利基，透過實踐行動與行動研究，使優質特色學校具有更深厚的文化底蘊、

更紮實的理論依據及更能啟迪學生多元學習的優質境教空間。同時，宜建立優質特色學校研

究的指標與相關資料庫，強調學習導向的系統化研究；鼓勵各校以行動研究解決特色學校發

展相關問題，並以敘說研究分享特色學校發展實踐智慧；再者，應加強各級各類優質特色學

校之研究，發展本土性的論述。 

總之，優質特色學校係一條未來值得深耕的正確道路，也是值得前進的方向及持續實踐

的願景圖像。若能從深刻省思發展困境，尋找突破契機，則能善用因應對策，加速研訂合理

法令制度，促發師生主體的覺知與文化主體的甦醒，使優質特色學校有生根、深耕與開花結

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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