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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育選擇權的發展談公立學校的創新經營 
陳威禎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專員 
 

一、前言 

現階段教育環境面臨全球化、教育市場化、高齡化及少子女化等外在條件

的挑戰，同時也面臨著顧客導向及績效責任的要求，而因應高度競爭的時代，

全球各國莫不致力於教育改革與創新，希冀藉由人才的培育來強化國家整體競

爭力。 

面對未來人才培育所引領的教育革新浪潮，學校行政也必須經歷學習與變

革，才能迎接知識經濟時代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惟受限於諸多法令的限制，

公立學校之行政運作、組織型態、課程教學、學習評量、學生事務及輔導，乃

至於設施設備、校長及教職員工的資格與進用方式都有明確的法令規範，因此

公立學校常帶給人們傳統、不易改變，也遲於活化創新的刻板印象，因此，如

何改變公立學校僵化的體制，為其注入教育創新的活水，成為近年來教育革新

所關注的焦點（張瀞文、陳雅慧，2014）。 

為了鼓勵教育創新與實驗，回應教育基本法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權，教育

部於 2014 年 11 月《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

例》，統稱「實驗教育三法」，讓學校的經營型態有了嶄新的變革。正是因為相

關教育法令的修訂，讓學校經營的型態更能符應家長教育選擇權的變革，學校

的經營亦須藉由落實家長教育選擇權來促進整體教育環境之創新；因此「家長

教育選擇權」及「學校的創新經營」，即成為現階段教育革新的兩項關鍵性之著

力點，也是目前許多教育理念能加以落實的兩項利基。 

本文運用文獻分析法探究教育選擇權之內涵，並進一步探討其發展對於公

立學校經營的影響，藉以歸納其創新經營的具體做法，期作為學校革新之參考。 

二、教育選擇權之意涵與發展 

   「教育選擇權」多以「school choice」一詞來加以表述，照字面解釋為學校

選擇，但觀諸相關文獻，其定義複雜，且也有諸多名詞交互使用，例如學校選

擇權（school choice）、家長選擇權（parental choice）、或教育選擇權（educational 
choice）等（秦夢群，2015）。本文為了後續論述方便並符應前揭研究動機與意

旨，將「教育選擇權」界定國民教育階段學齡兒童之家長（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基於孩子的需求及保障孩子的受教權益，擁有為子女教育自由選擇符合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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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興趣的學區、學校及教育內容，且不受居住地區或學區劃分限制，而自由

選擇學校就讀的權利。以下歸納我國教育選擇權之發展與沿革，據以分析其中

所蘊含之基本意涵與精神： 

(一) 「體制外教育時期」的教育選擇權 

    我國從 1980 年代開始，教育鬆綁的呼聲不斷刺激教育改革，惟當時義務教

育相關法令授予國家興辦與監督教育之權力，從而限縮了家長為其子女進行教

育選擇之權利，政府成為興辦教育的主要機構，那是一個「國家教育權」的年

代，其目的在於保障每位國民不會因為家庭社經地位的差異，而影響子女接受

教育之權利（秦夢群，2015）。然而實際上，國家教育權具有強制與控制的色彩，

隨著社會變遷及民主化的發展，「國民教育權」的聲音逐漸起而批判「國家教育

權」之霸權宰制，再加上制式化的升學主義所帶來的種種偏差，使得部分人民

或基於學習適應，或基於宗教信仰、教育理念等而急於尋找其他教育的可能（馮

朝霖，2001）。我國於 1997 年 4 月 30 日就曾發生 200 多名基督教新約教會教徒

的子女，集體離開體制內就讀的學校而遷徙至錫安山之伊甸家園接受教育的案

例，此種舉動衝擊了傳統教育體制，某種程度上也突顯了國家教育權與家長教

育權間的衝突（秦夢群，2015：28）；1990 年我國出現第一個體制外學校-「森

林小學」，一個以民間實際行動具體展現的教育體制改革，森林小學在當時一度

被視為違規的、另類的並屢遭政府關切，也引發了當時社會對於私人興學政策

的討論；此後，體制外的學校紛紛成立，諸如：苗栗縣全人中學、新竹縣雅歌

實驗小學、宜蘭縣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學校等。 

    這些所謂體制外另類學校的出現，多數源於體制內僵化的教育制度無法滿

足孩子們多樣性的學習風格，此時期之教育選擇權發展為藉由民間團體的衝撞

與推動，實踐私人興學的社會力量。 

(二) 「嘗試合法化時期」的教育選擇權 

    前述體制外的另類學校發展，直到 1990 年《教育基本法》的頒布與施行及

《國民教育法》的修訂，才在法令上確立了此類體制外學校存在的合法性。教

育基本法的頒布首先確立了以學習者為教育的主體，其中第八條明訂了家長得

依其子女的能力、性向、興趣等各方面的考量，享有選擇適合子女發展潛能之

教育方式、內容及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利；而私人興學亦於第七條明確賦予

法源基礎。至此，體制外學校的設置始有了合法性，而選擇體制外學校的家長

教育選擇權也有了名副其實的保障（林佩蓉、倪鳴香、黃心怡，2010）。是以，

此時期的教育選擇權發展為原則性立法保障體制外學校，賦予教育選擇權法源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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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邁入擇校世代」的教育選擇權 

    雖然教育基本法賦予私人興學之合法性，惟立法之初，受限於教育基本法

僅係原則性宣示，實際配套的法令仍未完備，因此國民教育階段的學校型態及

家長教育選擇並未因為教育基本法的頒布與修訂而有多大程度的改變，一般社

會大眾仍未把另類學校作為孩子就學的參考選項。直至 2014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

「實驗教育三法」，才開啟了學校教育型態創新發展之里程碑（陳雅慧，2014）；
因此，此時期的教育選擇權發展，係讓實驗教育的精神及其理念有機會從私立

學校跨越至公立學校之教育場域裡加以實現，公立學校將有更多彈性和空間導

入實驗教育，這也象徵著學校經營將走向多元化、特色化，學生因應自我興趣

與能力之「擇校世代」正式來臨。 

三、擇校世代下的家長教育選擇權對公立學校經營之影響 

    實驗教育相關法令的推動對於現有公立學校的經營及運作方式產生相當程

度的衝擊，其中尤其以《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之公布施行，不僅促進

實驗教育的多元發展，也讓公立學校在現有制度下有更大的教育創新空間（郭

添財，2015）。是以，茲將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所形成的擇校世代氛圍，對公立

學校經營所可能帶來的影響加以析論如下： 

(一) 在學校行政經營上將面臨更多的招生壓力 

    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國民教育階段的學校型態可分為公立學校、私立學

校、公辦民營學校、私立實驗學校、公立實驗學校及非學校型態教育等六類學

校互相競逐（李柏佳，2016），再加上少子化的衝擊，公立學校普遍將面臨學生

來源減少之困境，因此公立學校必須善加經營，積極發展特色，做好教育行銷

爭取家長認同，以吸引學生就學。 

(二) 在教師教學專業上將面臨更多針對學生個別差異的創新回應  

    教師教學向為學校教育成敗的關鍵，公立學校教師身處學校經營型態改變

的潮流中，更應積極發揮教學專長，深入探究班上每位學生起點行為及學習風

格，以學生為中心，設法引進新穎且能有效幫助學生學習的教學模式，無論在

課程規劃、教材選編、教學方法及評量實施均積極符應學生的個別差異需求，

如此在教學專業上的提升，始能回應家長對於學校教育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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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學生學習場域上將面臨更多自我探索與體驗的設計需求 

    實驗教育強調孩子學習自主性，透過自學或自我調配學習權重來發展自己

的興趣，找到自己的專長，因此提供多元化且自由的學習與探索是實驗教育在

學生學習上一貫主張的信念，公立學校受限於課綱的限制，有一定的教學進度

與課程安排，無法如實驗教育學校彈性的安排，因此在課程規劃與設計上將面

臨更多學生自主學習及彈性課程的訴求。 

(四) 在家長參與校務上將面臨更多對於家長需求的友善回應 

    實驗教育三法藉由實質學校經營型態的改變直接回應了家長教育選擇權的

訴求，因此公立學校將面臨家長爭取更多參與校務運作的空間，公立學校面對

此一現象，更應避免校務推動僅以行政或教師意見出發，應透過各項管道瞭解

家長及學生的需求，廣邀家長參與校內重要活動，除了讓家長熟知學校辦學理

念外，也引導家長與學校共同學習與成長。 

四、公立學校因應家長教育選擇權興起應有之轉型與創新經營 

    依據教育部統計，受少子化及學生人數大幅減少影響，小規模學校比率逐

年上升，這些學校可能因地方政府以教育資源分配考量而面臨裁、廢、併校的

危機，學校領導者面對此危機，也是轉型契機的當下，應積極尋求學校的創新

發展，茲將相關可行的因應策略論述如下： 

(一) 結合學校在地資源，積極發展辦學特色 

    實驗教育三法施行後，提供公立學校在行政管理、課程教學、校園環境規

劃及資源整合等面向更多可以施展的空間，不受限於現行師資、課程及教學的

規定，因此學校可以藉此凝聚親師生的共同願景，進行學校轉型與創新。以臺

中市博烏瑪小學為例，該校即善用位處泰雅族部落之社區文化特色，與當地民

眾、家長、教師及學生形塑辦學理念，發展以泰雅族文化為主體的課程活動，

由學校教師規劃結合當地耆老、民族工藝師、部落長者等發展學校本位特色課

程，成為全臺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小學（彭富源、馬任賢，2018）；再以新北市

野柳區野柳國小為例，該校位於國際馳名的野柳地質公園，擁有豐富的自然資

源，因此其課程即利用自然環境，發展學校特色課程，培養學生關懷周遭大自

然環境之素養（朱桂芳、林新發，2020）。以上皆是屬於結合在地環境資源積極

發展辦學特色之最佳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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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視差異化教學，符應學生個別需求 

  課程與教學為學校教育的核心，學校應積極輔導教師進行專長增能，在課

程教學前能運用專業多加觀察學生個別化差異需求，瞭解其學習風格及多元智

能，並透過創意的課程規劃設計，輔導學生學習。尤其是偏鄉小校更可以採取

混齡學習，透過異質性的互動來達到合作學習的效果，以臺中市和平區中坑國

小為例，該校因學生人數少，故發展混齡教學，透過適當的課程設計打破年級

隔閡，使不同年齡層學生共同學習，更能激發學生們觀察與模仿的動機，來降

低因為同儕刺激不足所衍生的問題。 

(三) 建構學生自我探索的學習場域，鼓勵學生培養自主學習能力 

    實驗教育最為迷人之處即在於可提供學生學習更大的自主性，並且做好讓

學生自由學習的一切規劃，沒有死板的教學進度，全憑學生自我探索及自我控

速的學習，因此公立學校可以選擇部分課程，或利用減班而形成的空閒教室作

為探索課程的活動場域，營造學生可以自主學習的空間。 

(四) 暢通家長溝通管道，引導家長成為學校教育之夥伴關係 

    面對多樣實驗學校型態的出現，家長選校意識抬頭，公立學校將面臨家長

爭取更多參與校務運作的空間，或可藉此契機多與家長建立溝通管道，將辦學

理念及特色做法適時傳達，爭取家長認同，並聆聽家長對校務運作之建言，激

盪不一樣的辦校思維，引導家長成為校務推展的協力夥伴，將有助於學校經營

與成長。 

五、結語 

    面對擇校世代，公立學校在創新經營上有著許多的契機，若能藉此盤點學

校有利條件，型塑辦學特色；重視孩子個別差異，積極研發創新課程，提供孩

子探索及展現自我的舞台；積極與家長溝通，納入家長力量及社區資源共同協

助辦學，則公立學校仍然是家長多樣化教育選擇中的優選，更何況現階段法令

鬆綁和整體社會環境的氛圍允許公立學校做更多轉型嘗試，體制內學校辦學及

課程規劃已可開啟另類激盪、思考與規劃，關鍵在於學校領導者是否願意重新

釐整辦學理念，凝聚校內共識，進而勇敢地做出前瞻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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