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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在辦理過程中遭遇的危機及開展的轉機，希望能因

此了解開啟教育改⾰的可能性。

        研究發現，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在⼤量、快速轉型的風潮中，隱藏了參與辦理學校增加太快、辦理學校多為被動

參與、公私立學校型態實驗學校的數量失衡、城鄉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供需失衡等危機。在擔⼼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能否維持實驗教育精神的同時，⼀些轉機卻正在萌芽，包括公辦公營實驗學校建立了公立學校轉型實驗教育的

範例，以及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辦理提升實驗教育的影響程度、實質改善原住⺠族教育的困難、實質改善偏鄉地區

教育的困難，以及可望落實社會正義原則等。

       在這些危機與轉機中，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能否開啟新⼀波的教育改⾰，需要參與者的努⼒與智慧。茲提出對推

展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相關建議，包括：實驗教育的發展應重視品質的提升、體制內外的教育都應該要有實驗的精

神、思想要先解構才能形成改變、應持續增加實驗教育的影響範圍與程度。

關鍵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教育改⾰、實驗教育三法、公辦公營實驗學校

壹、緒論

       如果說，實驗教育已然成為⽬前教育的另類主流，應該是可以接受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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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國⺠教育法》及《教育基本法》賦予實驗教育的法源基礎後，實驗教育主要以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所謂的「在家教育」）的模式在進⾏，參與⼈數則從⼀開始的個位數，增加到103學年度的2,823⼈（教育

部，2017）。參與⼈數占學⽣總⼈數的千分之⼀不到，可謂是少數⼈的教育選擇。

       在這段期間，臺灣的幾波教育改⾰成效都不顯著，⼤家對體制教育開始擔⼼，⽽此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執

⾏已有⼀段時間，教育成效也逐漸被看到。許多⼈發現，不依循慣⽤的體制教育⽅式，也可以教出有成就的孩⼦，

因此對實驗教育開始接受，甚⾄產⽣認同。在這樣的教育氛圍下，實驗教育是有利於發展的。2014年底實驗教育三

法通過，有了正式的法源依據後，實驗教育就以⾶快的速度成⻑，影響也越趨明顯。例如，有⼈提出師資培育體制

應納入實驗教育⼈才的培育（詹志禹，2017）；有⼈認為⼤學應透過特殊選才機制來招收實驗教育學⽣，以形塑⼤

學教育的改⾰（張碧如，2017）；⾼等技職校院也在107學年度將加入特殊選才的⾏列（技專校院招⽣委員會聯合

會，2017）。此外，實驗教育三法落實3年後，立法院2017年底修正通過的「實驗教育三法」（中央通訊

社，2017；⾃由時報，2017），其內容更為⽀持實驗教育的發展，包括：放寬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數量到縣市總校

數的15%（不含原住⺠重點學校；不得逾全國同⼀教育階段總校數的10%）、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向上延伸到專科以

上（將有實驗⼤學加入）、可聘任外國師資、校⻑得不受連任⼀次的限制等等。當整體教育氛圍是接受、⽀持實驗

教育時，將促使參與⼈數更為增加。

       根據⾃由時報（2017），截⾄106學年度，也就是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的3年間，參與⼈數已達到12,181⼈。實

驗教育三法通過後的全國實驗教育校數與⼈數統計，如表1。

表1

歷年全國實驗教育校數與⼈數統計

 104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學校型態 8校  288⼈  35校 3,258⼈ 54校  5,664⼈

 委託私⼈辦理 3校 1,256⼈  5校 1,623⼈ 7校  1,676⼈

 非學校型態 3,460⼈  4,856⼈ 4,841⼈

 總計 11校 5,004⼈  40校 9,737⼈ 61校 12,181⼈

註：非學校型態採個⼈、團體、機構等數據統計⼈數，但無學校數統計。

資料來源：⾃由時報（2017）。

       從表1可以看出，實驗教育包括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委託私⼈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等三類。其中，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已實施多年，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的幾年間增加幅度並不⼤（從3,460⼈增加到4,841⼈）；委託私⼈

辦理（公辦⺠營）的學校數增加了4校，總⼈數也沒有增加太多（從1,256⼈增加到1,676⼈）。唯學校型態實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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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參與學校數從8校增加為54校（51所公立學校及3所私立學校，增加近7倍），參與⼈數從288⼈增加到5,664⼈

（增加近20倍），成⻑速度相當明顯。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發展如此迅速，應是可喜的現象，但因為⼤部分是縣市政府指定公立學校轉型辦理，⽽體

制教育中的師⽣及家⻑⼤多不具實驗教育理念，轉型過程相當辛苦，也讓⼈擔⼼實驗教育的精神會因此變質。然

⽽，因為是從體制內進⾏的教育改⾰，以及，因為這個風潮讓參與的⼈數增加、影響的範圍較⼤，所以，如果從積

極⾓度看，或許這波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轉型風潮，可以形成較⼤的改變⼒量，甚⾄可能開啟臺灣教育改⾰的新契

機。

       因此，本文分別就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所帶來的危機及契機進⾏說明，並就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開啟教育改⾰的相

關注意事項提出建議，希望能因此找到教育的未來可能出路。

貳、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帶來的教育危機

       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可謂蓬勃發展，但在⼤量、快速轉型的風潮中，也隱藏了許多不可忽

視的危機。

⼀、參與辦理的學校增加太快

       如前所述，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參與學校數在短短3年內增加到54校，參與⼈數增加到5,664⼈，讓⼈有各類實

驗教育「展開競逐」的擔憂（黃彥超，2016）。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所以發展迅速，是源⾃縣市政府可以指定公立

學校轉型辦理（公辦公營實驗學校）。有些縣市政府將實驗教育當作解決偏鄉公立⼩校招⽣不⾜、⾯臨裁併或廢校

危機的特效藥，甚⾄將公辦公營實驗學校的數量當作業績，努⼒衝「量」。當辦理實驗教育不是因為⾃⾝教育理念

的解構、當申請與審核的前提是期望⼤量增加時，實驗教育的精神難於落實，辦學的品質更是難以兼顧。

⼆、辦理學校多為被動參與

        教育改⾰如果是由上⽽下，⽽不是改⾰主體的主動、積極作為，改⾰成效相當有限。⽬前，⼤部分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是由地⽅政府指定公立學校辦理，這些公辦公營實驗學校在⼀開始只是被動參與，加上縣市政府並沒有提供

具體⽅向、也沒有⾜夠的輔導與協助，經常無所適從。實驗教育的理念與體制教育非常不同，落實者需要做很多的

解構與省思，也需要全體教職員、家⻑、學⽣的全⼒配合，很難因教育主管機關的指定辦理⽽立竿⾒影。在⽬前被

動參與的模式下，許多轉型的公辦公營實驗學校正辛苦、努⼒的歷經摸索期，他們需要更⻑時間的醞釀，也需要將

參與的動⼒，轉換成主動、積極；⽽似乎，這將會是⼀條很⻑的路。

三、公私立學校型態實驗學校的數量失衡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辦理本來是提供給已在進⾏實驗教育，但未合法立案的私立學校轉型之⽤，在2014年法案

送進立法院審查前，才加入附則，讓公立學校也可以援例辦理。在立法通過、實際執⾏時，私立學校因場地使⽤證

明取得困難，通過轉型的校數有限，公立學校則因為校舍、空間都是現成的，申請轉型較為容易，反⽽成為辦理的

主⼒。結果是，申請轉型除了要有實驗教育理念的規劃，財務基礎可能更是重要，這也讓公、私立學校轉型之路的

立⾜點明顯不平等，衍⽣數量失衡的現象。

四、城鄉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供需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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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辦理，有地區上供需失衡的現象。根據⼤學報（周瑩慈、陳亭蓉、劉祐⿑、曾智怡、

陳詩妤，2017），期盼實驗教育，也就是實驗教育的「需求端」，多為居住在都會地區的中產階級家庭，但⽬前

「供給端」卻多在偏鄉地區。偏鄉地區的家⻑對實驗教育的理解與認同不⾼，較難⽀持學校轉型，讓學校轉型的困

難度更⾼了；都會地區的家⻑可以認同實驗教育，卻沒有相關資源可供選擇。教育主管單位需要思考城鄉教育資源

供需失衡的現象外，未來是否會形成都會地區學校延續升學主義、偏鄉地區學校爭取實驗教育的差異現象，也需要

持續觀察。

參、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帶來的教育契機

       在公辦公營實驗學校數量增加過快，⼤家擔憂實驗教育精神是否會變質的同時，這些學校邊做邊學，從理念完

全無法跳脫體制教育的範疇，到開始慢慢解構，雖然實驗性還是不⾜，但透過不斷的思考、努⼒的解構與調整，似

乎改變正在萌芽，也讓臺灣的教育產⽣了些許契機。簡⾔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似乎正為教育帶來以下的契機。

⼀、建立公立學校轉型實驗教育的範例

       實驗教育以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模式進⾏了⼗幾年，但⼀直無法造成⼤規模影響。其原因，可能是它是少數

⼈，以及是脫離體制的形式在進⾏，也就是少數⼈在體制教育外的個⼈⾏為。在這樣的思維下，實驗教育與體制教

育截然對立，實驗教育似乎不是體制教育者需要碰觸的。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公立學校開始加入實驗教育的⾏

列，雖然⾯臨很多衝突、⽬前也仍在且戰且⾛，但畢竟建立了體制教育轉型辦理實驗教育的先例，甚⾄有⼈提出

「實驗教育應步步踏實 引領傳統教育⾛出新篇章」的期望（周瑩慈等，2017）。實驗教育不應該跟體制教育對

立，當教育轉型範例建立後，可以促使體制內老師思考實驗教育的可能與價值，也讓家⻑能更了解教育的多元性。

⼆、造成更廣⼤的影響

       在競相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時，雖有數量增加太快的擔憂，但就是因為參與⼈數增加了，讓更多⼈有機會了

解實驗教育，也讓相關議題受到更多重視。例如，辦理公辦公營實驗學校前，體制學校的老師不關⼼實驗教育，家

⻑多不知道實驗教育，社會對該議題的討論也不多；在辦理之後，⼤家意識到實驗教育的可能，對該議題才開始關

⼼。⽬前放寬實驗學校申請及招收學⽣總額限制、增加⼤學特⾊招⽣名額及成立實驗教育⼤學、擴⼤補助實驗教育

辦學、投資實驗教育師資培育等討論（許家⿑，2017），以及2017年的實驗教育三法修正通過，就是在該議題受

到重視後⽽有的改進。其實，造成巨⼤影響，才能形成有效的改⾰，⽽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確實達到了該成效。

三、實質改善原住⺠教育的困難

       1998年《原住⺠族教育法》公布施⾏後，原住⺠族教育⼀直⾛不出體制教育的範疇，包括課程內容與教學⽅法

仍延續漢族模式、找不出⺠族教育的⽅向與特⾊等。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原鄉地區的公立⼩校本來希望透過轉型

辦理實驗教育⽽從招⽣不⾜的困境中闢出⽣路，意外的是，透過「排除」課程、教職⼈員聘任、評量⽅式等限制的

彈性，⺠族教育得以從原有的漢族教育框架中脫離，並開始思考原住⺠族教育的實質內容，以及需要什麼及如何切

入等問題。換⾔之，透過辦理實驗教育，⺠族教育的可能雛形開始漸趨明朗，也實質解決了原住⺠教育⻑久以來找

不到⽅向的困境。

四、實質改善偏鄉教育的困難

       教育品質的城鄉差距⼀直是臺灣教育難以解決的問題。來⾃社會的⽀援與幫助，偏鄉地區的資源其實並不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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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只是無法妥善利⽤，也讓⼈感觸，偏鄉地區的教育問題其實是軟體不⾜，也就是缺乏穩定且優秀的老師。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因為跳脫傳統教育的框架，可以吸引熱情（但不⾒得具有合格證）的老師前往，在地的老師也可以透

過教育改⾰⽽⾃我增能，以及因為更⾼的專業⾃主權⽽願意留任偏鄉。因此，希望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能實質

解決偏鄉教育⼈才不穩定的問題。

五、可望落實社會正義原則

       教育機會均等⼀直被視為⼈類維持社會正義的最珍貴⼯具，但在城鄉、貧富差距都逐漸拉⼤，以及弱勢族群逐

漸增多的現代社會中，如何追求社會正義，是相當難解的議題。不論何種類型的實驗教育，學⽣的學費都相當⾼、

不是所有⼈都能做此教育選擇，這也讓「實驗教育貴族化」成為這波教育改⾰中的隱憂。公辦公營實驗學校⼤多在

偏鄉地區，⽽且是公立學校的收費標準，可供偏鄉地區、中低收入⼾、弱勢學⽣就讀的機會，這樣社會正義才得以

落實。當每個⼈都有機會接受⾼品質的教育時，階級流動才可能發⽣，弱勢問題才得以改善。

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開啟教育改⾰的建議—代結論

       這波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似乎已經開啟了⼀波教育改⾰的序幕，但，它能讓教育更進步，還是如之前教育改⾰般

的以災難收場，考驗著參與者的努⼒與智慧。為了讓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得以順利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實驗教育的發展應重視品質的提升

       立法院2017年底的修法中，本來希望放寬各縣市辦理實驗學校總校數⾄33%，但擔⼼學校總量及招⽣⼈數⼤幅

擴張的結果，可能步上⾼等教育招⽣困難的災難，最後拍定各縣市不得超過該教育階段總校數的15%，好讓各縣市

辦學更具彈性，並以不超過全國同⼀教育階段總校數的10%來控制增加的總量。其實，⽬前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執

⾏才3年，許多學校還在摸索轉型中，與其增加還不是非常成熟的實驗教育數量，倒不如⽤⼼思考如何藉由已在執

⾏的各類實驗教育辦學經驗，來有效提升教育的品質。⽬前對公辦公營實驗學校的輔導仍然不⾜，這些學校也還未

找到辦學的明確⽅向，所以現在該做的是先把教育辦好，才能建立新的實驗教育典範。

⼆、體制內外的教育都應該有實驗的精神

       所有學校都應該進⾏改變來提升教育品質，但不是所有要提升教育品質的學校都要申請實驗教育。傳統教育有

其穩定性，實驗教育重視啟發性，但重視穩定性代表⼀定要死守舊有模式；既然所有教育都是⼀種實驗，那麼改變

就應該被允許。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最⼤彈性，是在排除國⺠教育法中有關學區、課程、教職⼈員、員額編制、編

班、評量等限制，如果這些彈性對教育品質的提升有幫助，那麼體制教育學校是否也應援例辦理，可能是更需要思

考的問題。

三、思想要先解構才能形成改變

       當⼈的想法改變了，作法就會跟著改變；當教育相關⼈員都能認真思考教育、對⾃⼰的舊經驗也能進⾏解構與

再建構，教育改⾰⾃然會發⽣。公辦公營實驗學校的相關成員（包括教師、⾏政⼈員、家⻑、主管機關）受限於體

制教育思維的影響，如何進⾏思想解構，是辦理實驗教育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未申請實驗教育的體制內學校成

員，也應致⼒於教育思想的解構，才能持續⾃我增能，並確保提供教育的品質。

四、應持續增加實驗教育的影響範圍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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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學校⼤量參與實驗教育，讓影響的⼈數與範圍都增加了，這是讓實驗教育議題受到持續關注的關鍵改變。

為了維持這些影響與關注，實驗教育應持續爭取曝光度，以及應持續爭取經費。在爭取曝光度⽅⾯，⿎勵參與實驗

教育者勇於在任何媒體前呈現教育的⽅式與成就，讓更多⼈了解、更多⼈認同，甚⾄吸引更多⼈投入。在爭取資源

⽅⾯，當爭取到經費，就可以為實驗教育做更多事情外，也可以因為政府經費的挹注⽽呈顯該議題的重要性。期望

透過這些影響範圍與程度的增加過程，體制教育能全然轉換，變得更勇於實驗、勇於改變，這樣教育改⾰才可能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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