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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實驗教育已成為我國政府施政及社會關注的重要焦點，臺中教育⼤學參與臺中市實驗教育之推動，承接實驗

教育相關計畫，研究者有幸成為研究與執⾏團隊之⼀員，有更多的機會與實驗教育機構與學校進⾏交流與請益。本

文為研究者在計畫執⾏過程中，透過實驗教育學校與機構的參訪、合辦活動、諮詢會議，以及深入的訪談活動、非

正式談話等，彙集實驗教育學校與機構執⾏者的聲⾳與訊息，並參酌最新之實驗教育相關研究，歸納出實驗教育機

構、學校之共同辦學特⾊，俾使閱讀者能夠了解實驗教育之樣貌。依據分析，當前實驗教育常⾒之共有特⾊包括：

⼀、由特定理念出發的理念教育；⼆、學科（領域）之間為平等關係；三、｢⽤以致學｣的教育規劃與內容；四、特

別注重⼈際互動與相處的教育；五、由「志同道合」的老師、學⽣與家⻑所組成；六、由教師發展課程與⾃編教

材。

關鍵詞：實驗教育、另類教育、華德福、楓樹腳

       我國另類教育之發展淵遠流⻑，⾃《⾼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實施條例》以及《公立國⺠⼩學及國⺠中學委託私⼈辦理條例》於2014年公布實施以來，｢實驗教育｣成為另類

教育發展⽽來的正式法定名稱。⽽研究者撰寫此文時，實驗教育三法之修正案，正經歷立法院委員會⾄⼤會審查通

過之過程，可⾒實驗教育已成為我國施政及教育與社會關注的重要焦點之⼀。臺中教育⼤學參與臺中市實驗教育之

推動，受臺中市政府委託承辦實驗教育相關計畫，研究者有幸成為研究與執⾏團隊之⼀員，因此有較多的機會接觸

與瞭解實驗教育內容。研究者曾與政治⼤學秦夢群教授、輔仁⼤學莊俊儒教授，於《臺灣教育雙⽉刊》發表〈實驗

實驗教育機構、學校之共同辦學特色分實驗教育機構、學校之共同辦學特色分
析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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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之特⾊及對現⾏教育之啟⽰〉專文（秦夢群、温⼦欣、莊俊儒，2017），探討實驗教育特⾊，爾後，有更多機

會與實驗教育學校、機構及團體共同辦理活動，或赴該教育單位參訪請益，或進⾏深入的討論與訪談，對於實驗教

育的內容，能夠有更進⼀步的了解。希望藉由此專文，綜合與實驗教育⼯作者共同研討交流的經驗與成果，參酌最

新之實驗教育相關研究，論述⽬前實驗教育常⾒之共有特⾊，俾使閱讀者更能了解實驗教育之知識與內容。當前實

驗教育常⾒之共有特⾊如下：

壹、實驗教育是由特定理念出發的理念教育

        我國對於實驗教育的法律定義，依據《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2018），為「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指依

據特定教育理念，以學校為範圍，從事教育理念之實踐，並就學校制度、⾏政運作、組織型態、設備設施、校⻑資

格與產⽣⽅式、教職員⼯之資格與進⽤⽅式、課程教學、學⽣入學、學習成就評量、學⽣事務及輔導、社區及家⻑

參與等事項，進⾏整合性實驗之教育」；如依據《⾼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2018）

之解釋，則為「非以營利為⽬的，採⽤實驗課程，以培養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為⽬的所辦

理之教育」，並說明實驗教育之辦學「理念」定義：「實驗教育之理念，應以學⽣為中⼼，尊重學⽣之多元文化、

信仰及多元智能，課程、教學、教材、教法或評量之規劃，應以引導學⽣適性學習為⽬標｣。⽽研究者曾與縣市政

府「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委員諮詢與請益，委員即表⽰縣市政府進⾏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與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審議時，皆會特別注重實驗教育「興學理念」之審查與檢視，確定該團體、機構、學校是否依循特定教育理念

辦學。事實上，在實驗教育三法擬訂過程中，也曾經討論是否以「理念教育」取代「實驗教育」⼄詞，可知實驗教

育對於辦學理念之重視。

       關於實驗教育以理念為辦學核⼼之實例，以華德福教育為例，華德福教育以Rudolf Steiner的⼈智學

（Anthroposophie）為核⼼，其教育設計緊扣Steiner的核⼼哲學思想與教育理念（林吟霞，2013）。搭配其7年3

期的哲學與⼼理學主張，培養意志、情感、思考三位⼀體的健全的⼈（蘇鈺楠，2016）。蒙特梭利教育則以Maria

Montessori哲學與教育思考為核⼼理念，依據「兒童天⽣具備對知識的渴求」、「兒童有⾃我教育的天賦」以及

「智能是可以改變的」等核⼼理念與價值，發展出蒙特梭利教學法、混齡教學制度以及獨特的學習環境、空間安排

與師資養成模式（American Montessori Society, 2017）。臺中市楓樹腳實驗教育機構則以⼈的價值為出發點，孕

育出｢立、和、新｣的核⼼理念與理想的｢⼈的圖像｣，進⽽發展出教育內容、教學形式、校園環境規劃等（林秋

源，2017）。道⽲實驗中⼩學暨幼兒園以「直⼼中觀、道法⾃然、知⾏合⼀」為核⼼哲學思維，發展出「慎諾、如

實、深耕、究竟」的辦學態度，以「求難、求拙、求慢、求少」的辦學⽅法，經由「以⼼傳⼼」、「⼼⾏傳習」、

「節氣⽣活」、「知⽌敬虔」、「由藝入道」、「實習踐履」等六⼤教育實踐路徑來發展與實現教育理念（道⽲實

驗學校，2018a）。由此可知，實驗教育是以理念為核⼼⽽發展出來的教育形式，⽽其理念與⼀般之各級學校有所

差異，故設立實驗教育以進⾏實踐。

       實驗教育對於其教育理念的構思，常具有⼀種｢歸本溯源｣的特⾊，即是去追尋｢⼈的本質｣、｢⼈的價值｣、｢⼈的

理想圖像｣（林秋源，2017；魏坤賓，2017），這也是實驗教育在其核⼼理念上常⾒的共有特⾊。需要特別注意的

是，實驗教育機構與學校所列之辦學理念，直接形塑其師資養成、學習環境設計、課程設計、教材設計、活動設

計、道德教育設計、學校⾏政結構設計等所有⾯向，其理念不只是文字陳述，更是真正主導辦學的核⼼⼒量。如深

入了解實驗教育機構與學校辦學，最能深刻了解杜威所說：「哲學是教育的普遍原理，教育是哲學的實驗室」這句

話的具體實踐樣貌。

貳、實驗教育的學科（領域）之間為平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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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教育列為課程的科⽬（領域），彼此之間具有同樣的重要性。Robinson與Aronica（2009）在《The

Element: How Finding Your Passion Changes Everything》⼀書中以及Robinson（2006）在其公開演講中皆強

調，世界上學習科⽬存在著階級結構，數理與語⾔往往在上⽅，⽽⼈文類科與藝術確被視為較不重要的學科，這與

科學⾰命、全球化、⼯業化、與⼤學主導教育有關。⽽在臺灣，升學考試往往主導科⽬的重要性，升學考試的考科

或容易被採計的科⽬深受重視，其他科⽬則被視為邊陲。國、英、數、物理、化學等科⽬很容易被視為主科，⽽體

育與美術課程往往被視為辛勤苦讀⽣活中的｢調劑｣，但這樣的情形，在實驗教育機構與學校內卻有著很⼤的不同。

       實驗教育過去被稱為另類教育，其發展脈絡與重要本質本是對於｢考試引導教學｣以及｢背誦式學習｣的反響，故

特別反對這種階層化的科⽬地位現狀。此外，另類教育發展過程深受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的影響，重視情感、情緒與

態度的教育（唐宗浩、李雅卿、陳念萱，2006；馮朝霖，2016），⽽這些教育領域，皆非經由背誦可習得或經由

紙筆測驗可以評估，因此，實驗教育往往透過與⽬前各級學校不同的領域（科⽬）設計，去培養學⽣的情感、態

度、氣質等等。由於情感、態度、氣質等本是實驗教育的核⼼領域之⼀，因此這些課程的重要性，與國、英、數等

課程並無不同。

       如華德福教育中的形線畫、濕⽔彩、泥塑、蠟磚、優律思美等課程，皆是在⼈智學導引下所特別設計，培養孩

⼦重要素養的課程（林洋億，2013），這些課程，都是培養學⽣經由實體的操作，逐漸發展出知識，其中也蘊含豐

富的情感發展與交流，⽽且都是按照孩⼦⾝⼼發展階段的精⼼設計（魏坤賓，2017）。⼜如楓樹腳實驗教育機構的

古琴與斲琴課程，意在為孩⼦磨練⼼志、培養耐性、增益文化素養底蘊、培養欣賞他⼈的素養、養成宜動宜靜的⼈

格特質、讓孩⼦更謙和、穩定（林秋源，2017）。道⽲實驗教育學校⼩學部課程包括：節氣⽣活美學、⼈文茶道、

書墨美學、⼭⽔學、劍道、戲劇、與⾳樂美術欣賞（道⽲實驗學校，2018b），緊扣其六⼤教育實踐路徑，可知其

對於相關課程的重視程度。這些課程，在各⾃的實驗教育機構與學校之中，都是｢主要課程｣，有其全⼈發展的重要

意義與價值，不同的科⽬（領域）之間，並無重要性的差距。其實這樣的教育形式早已出現過，如孔⼦教育實重視

｢禮、樂、射、御、書、數｣，彼此並無重要性之分別，⽬的都在培養做⼈與淑世，就此觀點去看實驗教育科⽬（領

域）間的關係，便會覺得⼗分容易理解。

參、實驗教育是｢⽤以致學｣的教育

       重視動⼿做為⽬前⼤部分實驗教育所共同具有的特⾊。實驗教育除依循其故有的核⼼哲學發展其教育設計之

外，許多實驗教育的作法，乃導因於對於現⾏教育體制的反思與關懷。因⽬前教育中普遍較重視智育以及講演式教

學，故許多實驗教育機構與團體都強調「做中學」（秦夢群、溫⼦欣、莊俊儒，2017）。且做中學更能符合孩⼦的

求知天性，⼩孩⼦｢好奇｣與｢好動｣，實作學習更符合兒童的⼼性，更能夠⾃然激起學習的興趣，讓學⽣快樂學習。

此外，實驗教育重視｢由做中學｣還有⼀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很多學習是透過閱讀、背誦、紙筆測驗無法完成的，

例如情意、態度、⼼性、⼈際、領導統御、挫折容忍⼒、創造⼒等等，因此實作與⻑期的投入，成為培養這些能⼒

與素養的最佳⽅法。Beckett（2008）談到素養教育時則認為，素養無法經由片段知識的記誦或是單⼀知識⾯向的

累積來養成，必須透過學⽣在特定情境下的任務執⾏與表現、不斷調整進步，並經由積累⽽形成。Illeris（2009）

也提出了類似的論點，認為素養是⼀個⼈的內在潛質，須透過「表現」才得以觀察與培養，其養成的⽅式是透過⼀

次次的表現、反思與調整，逐步深化累積⽽來。因此，「⽤以致學」是培養素養與態度的最好⽅法。

       例如，食農教育是實驗教育機構與學校常⾒的學習活動，學⽣透過耕作與種植，實際體驗⼯作的辛勞，了解⼈

與⾃然的關係、健康飲食與環保的重要性，在耕作的漫⻑過程中，更能磨練與培養孩⼦的⼼志，讓他們能夠承擔辛

苦、學習責任。道⽲實驗教育學校即有有機農耕的學習設計（道⽲實驗學校，2018b）、弘明實驗教育機構安排種

植體驗課程（弘明實驗⾼中，2018）、楓樹腳實驗教育機構亦有食農教育課程（楓樹腳實驗教育機構，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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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海聲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參訪時，接待的師⻑也引導我們去參觀學⽣的農⽥、菜園、以及師⽣合⼒製作的

有機堆肥區。我們當然也可以透過語文領域學習時閱讀唐朝詩⼈李紳〈憫農〉詩：「鋤⽲⽇當午，汗滴⽲下⼟。誰

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去體會農⺠的辛勞，但毫無疑問的，當孩⼦從插秧到收割，真正去做，完整的經歷種稻的

歷程，所得到的體會，⾃然比讀憫農詩要多得多，⽽且孩⼦們所學到的，絕不只「憫農」⽽已，透過實作，他們不

是「同理」辛苦的農業從業者，他們就是農耕實踐者，無論是責任⼼、接受辛勞、增加⾃然的知識、培養與環境和

諧相處的情懷與智慧等等，收穫會比讀憫農詩多上太多。實驗教育，是「⽤以致學」的教育，不僅是「全⼼向

學」，同時也是「全⾝向學」的過程。

肆、實驗教育特別注重⼈際互動與相處的教育

       實驗教育特別重視⼈際關係與互動的教育，並且其⽬的不僅是為了讓孩⼦們在學校快樂相處，更是為了讓孩⼦

未來能夠融入社會與造福他⼈。在與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魏坤賓老師進⾏諮詢訪談時，談到⼀般對於實驗教育

常⾒的錯誤認知，其中之⼀就是｢實驗教育是完全⾃由，不管束學⽣的教育｣（魏坤賓，2017），但事實上，實驗教

育非常重視⼈際互動能⼒的培養，確保孩⼦之間能夠互相尊重、相互接納，以及樂於合作。⽽實驗教育的⼈際相處

教育，⼀樣以「⽤以致學」的⽅式進⾏執⾏設計。例如，研究者參訪海聲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時，便恰巧碰上張宜

玲校⻑正在指導學⽣排戲。演戲是華德福教育重要的教育形式之⼀，透過戲劇，可以讓孩⼦懂得表現情感，也能夠

揣摩他⼈的情感與想法，培養同理⼼。戲劇排演的過程也是極好的⼈際相處學習機會，學⽣必須⾃主分⼯，彼此合

作，學習帶領與被帶領，學習分享與傾聽。

       楓樹腳實驗教育機構在飲食教育中，設計學⽣必須要分組為全校師⽣料理中餐，林秋源校⻑表⽰：「比如說我

們的煮飯就是分組，⼤家每次來抽籤抽到哪⼀組，這組裡⾯再去抽主廚、副廚、第⼀助⼿、第⼆助⼿，都是⽤抽籤

的⽅式，不會讓⼀個⼈⼀直做同⼀件事情，也不會讓同⼀組⼈⼀直抽到同樣⼀道菜。這個過程其實可能我很會煮，

但是我的同伴不會煮，我是主廚的時候就沒有太⼤問題，我可以指揮他們，那就是指揮能⼒，你跟⼈合作怎麼去領

導⼈。但是我不可能⻑期抽到我是主廚，我也會抽到副主廚或助⼿，那我怎麼去協助在廚藝上比我差⼀點的⼈，我

怎麼去跟他互動，然後我講的話他願意聽，⼤家願意合作。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孩⼦⼈跟⼈的能⼒，在這裡就可以培

養的到。｣（林秋源，2017）。亦如前述推⾏食農教育的學校道⽲、弘明、磊川華德福等等，在耕作、堆肥等任務

上，都需要孩⼦進⾏團隊合作，⽽實驗教育的展演與活動，多授權讓孩⼦親⾃策展，⽽不是老師⼀⼿包辦幕後⼯

作，孩⼦僅提供表演⽽已，這樣的過程，不只鍛鍊孩⼦解決問題的能⼒與創造⼒，在分⼯合作的過程中，也培養合

作與領導能⼒。

伍、實驗教育機構與學校集合「志同道合」的老師、學⽣與家⻑

       實驗教育辦學以其各⾃的理念為核⼼，不僅與受限於課程綱要的各級學校有很⼤的不同，實驗教育各校、各機

構實際辦理教育作法與內容也差異極⼤，因此如果有意就讀實驗教育學校與機構的學⽣與家⻑，必須針對該學校

（機構）進⾏深入的了解。⼀般說來，實驗教育家⻑多半是因對現⾏教育體系有所疑慮，因此考慮讓孩⼦就讀實驗

教育體系的學校。雖然實驗教育的出發點之⼀的確是對於現⾏教育體制的反思，但家⻑只有「不想讓孩⼦進入⼀般

學校」這樣的思考是不夠的。其實不論是⾄海聲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與校⻑及教師進⾏交流，或是與磊川華德福學

校及楓樹腳實驗教育機構教師進⾏的諮詢座談，都提到類似的論點，即「家⻑與學⽣是認同該實驗教育機構才會加

入這個⼤家庭，⽽不只是對教育現況不滿意，就進入實驗教育機構就讀」。

       實驗教育與⼀般各級學校教學作法有很⼤的差異，例如華德福學校，約有⼀半以上的時間是透過活動與實作學

習，楓樹腳實驗教育機構也是如此。實驗教育多不強調與重視紙筆測驗，雖然對於國英數等科⽬依然有扎實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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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但其教學取向並非為紙筆測驗做準備，因此如果家⻑與學⽣不是真正認同實驗教育辦學理念，在接近⾼中升學

或⼤學升學階段，極容易產⽣⾼度的焦慮與疑惑。⼜如同透過實際耕作進⾏的教育，或是雕刻與⽊⼯，也可能會有

家⻑捨不得，認為對孩⼦來說太過辛苦或太危險。

       因⽬前實驗教育⽣員來源是完全⾃願性質的，因此實驗教育都會希望真正認同⾃⼰教育理念與模式的學⽣與家

⻑⼀同加入，以維護其理念教育的完整性。這並不是說實驗教育其實施就是僵化與不可改變的，相反的，實驗教育

極富彈性，且即使是國外理論所引領的實驗教育，都會進⾏本⼟化與在地化的融合與調整。但是實驗教育其理念與

核⼼主幹並不會輕易更動，且實驗教育之價值就是以其多元形貌提供學⽣與家⻑進⾏教育選擇，也是教育選擇權的

具體展現，這是實驗教育存在的重要意義之⼀，故家⻑與學⽣基本上應是選擇⾃⼰所認同的實驗教育機構與學校加

入，⽽非要求學校變成他⼼中所想的樣⼦。

陸、實驗教育由教師發展課程與⾃編教材

       ⽬前實驗教育機構與學校教學幾以⾃編教材為主，只有在家⾃學或⾃學團，部分會使⽤坊間教科書（但也會搭

配許多⾃製課程、活動與教材）。依據實驗教育相關法規，實驗教育課程不受課程綱要規範與限制，因此實驗教育

學校與機構多由教師集體討論與發展課程結構，並⾃編教材。實驗教育機構與學校每週都會有教師共同發展課程與

交流的時間，學⽣放學後的時間也是教師常聚集討論與編製教材的時間，由於沒有現成的教材，實驗教育教師在課

程與教材發展上需要花費非常多的時間與精⼒去進⾏。且由於不使⽤現成教科書，課程內容也常常會依照學⽣興趣

或特質進⾏調整。

       本文為研究者在實驗教育相關計畫執⾏過程中，透過實驗教育學校與機構的參訪、合辦活動、諮詢會議，以及

深入的訪談活動、非正式談話等，彙集實驗教育學校與機構執⾏者的聲⾳與訊息，並參酌最新之實驗教育相關研

究，歸納出實驗教育機構、學校之共同辦學特⾊，俾使閱讀者能夠了解實驗教育之樣貌。依據分析，當前實驗教育

常⾒之共有特⾊包括：⼀、由特定理念出發的理念教育；⼆、學科（領域）之間為平等關係；三、「⽤以致學」的

教育規劃與內容；四、特別注重⼈際互動與相處的教育；五、由「志同道合」的老師、學⽣與家⻑所組成；六、由

教師發展課程與⾃編教材。以上的特⾊，不僅貼近孩⼦活潑與注重興趣學習的天性，在⼈⼯智慧（AI）浪潮襲來的

今⽇，似乎也更符合未來社會與世界的需求。未來重複性的⼯作、記誦性的⼯作、標準化計算類的⼯作（如會計與

基礎統計等）等，都會被⼈⼯智慧所取代，⼈類⼯作領域將會向⼈與⼈互動的範疇移轉（李開復、王詠剛，2017；

李彥宏，2017）。迎向未來的學習，應該是重視學習者的興趣與才華，不斷發展的教育，學⽣如果不是為了興趣去

學習，學習後的成果難以與⼈⼯智慧相抗衡（李開復、王詠剛，2017）；那麼，重視興趣、創意與實踐能⼒的實驗

教育，從⼩培養團隊合作與⼈際互動的實驗教育，似乎更符合這樣的教育需求⾛向。

       如前所述，實驗教育學校（機構）是由「志同道合」的老師、學⽣與家⻑所組成的學校（機構），且不受課綱

規範限制，故可以採取許多特殊的教育作法，與⼀般學校有別，各級學校如要直接取經實踐也需特別注意。⽬前歸

納實驗教育對於當前各級學校及教育政策的啟⽰主要包括―⼀、活動課程化，⽤以致學：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魏

坤賓老師曾提到實驗教育的活動學習是「活動課程化」⽽非「課程活動化」，學⽣是通過活動體驗，逐漸從中進⾏

情性、才能與知識的學習，以過往「先教再做」的作法有所差異，亦非把固定課程活潑化⽽已（魏坤賓，2017）。

活動課程化，活動是中⼼⽽不是⼿段，學⽣於活動中逐漸體悟與磨練其情、意、知。⽬前各級學校雖有課程綱要的

課程規範，但在社團課程、彈性學習課程、彈性學習時間、團體活動時間、選修課程等，可考慮導入活動課程，讓

學⽣⽤以致學。⼆、改變升學⽅式及觀念，促成教育正向發展：我國升學制度雖不斷調整改變，但由職業預期收入

與考試領導教學的導向影響依然⼗分明顯，然⽽⾯對⼈⼯智慧新時代，傳統的職業層級與版圖已然鬆動，應在體制

與觀念上順勢⽽⾏，使職業更平等、⼤學專業選擇更多元，學校才會有更多空間推⾏具有各⾃特⾊的理念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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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教育，是臺灣文化底蘊與創新精神的融和展現，也是未來國家競爭⼒的重要⼀環，期待政府能夠予以⿎勵

與維持，健全其發展環境，保障其⾃主發展，為其學⽣打造更多表現的舞臺，相信未來實驗教育所培育的優秀⼈

才，能夠為這塊⼟地，乃⾄於全世界，提供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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