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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序 

我國於 2014 年通過實施實驗教育三法，2018 年再次修正，是臺灣中小學教育發展的重大

里程碑。實驗教育三法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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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容許高中以下學

校教育型態多元有彈性，使學生能真正適性揚才，迄今無論學校或者非學校類型的實驗教育，

均有顯著成長，目前已有超過二百個學校及民間團體在推動，相關課程與教材教法已開始改變，

參與學生人數亦達數萬人，與過往另類教育時期的身份未明狀態已有很大突破。 

實驗教育主要是讓學生跟家長有因應特定理念的教育選擇權，因此整體規劃有一定彈性，

政府本應適時檢視並研訂實驗教育前瞻政策規畫，從發展現況的探討可掌握實驗教育成功要素

以保障家長教育選擇權及學生受教權益。當前實驗教育理念與做法百家爭鳴面臨各種問題和挑

戰，如學生人數規模普遍較小；私立學校收費過高與發展 M 型化；畢業生升學銜接不足；資

源分配兼顧私有財和績效多方難顧；公校師資、經費及校地不足；私校因少子化轉型、學校實

驗教育偏鄉化等現象與問題。 

本刊於 2018 年 1 月 1 日第七卷第一期已就「實驗教育如何實驗」對實驗教育討論其政策

措施、辦學理念、實驗方法、教育成效等問題進行探討，本期以「實驗教育現況與探討」為主

題，共收錄 13 篇文章，廣邀學者、教育行政人員及教師賜稿，深入討論目前民間團體或學校

推行實驗教育的成敗經驗其發展情況和問題。實驗教育現況探討的面向也非常廣，從另類教育

的理念與臺灣實驗教育的緣起談起，涵括一般中小學與高等教育的偏鄉、原住民、KIST、華

德福、國際教育、海洋教育等學校型態，盼藉吾人對各類型實驗教育成果與困境的溝通對話，

對政府健全實驗教育永續的方向提出箴言。 

本期另有自由評論 20 篇，關注的焦點十分多元，包括教師專業成長、校長領導、少子女

化、課後方案、解題歷程、數位閱讀、學習歷程檔案、遠距教學、寫作動機、美感教育、幼兒

學習等，這些文章從不同面向探析當前國內的教育議題並提出精闢的見解；二篇專論文章則分

別探討小學生國際教育課程及國小教師教學轉化歷程，一篇交流與回應係再論推行幼兒雙語教

育相關議題，相當值得深入閱讀。 

本期之順利出刊最應感謝各篇論文之作者，由於他們的分享研究成果而豐富實驗教育的知

識領域與內涵，其次感謝審稿者與所有編務同仁和學會助理的付出與辛勞，使本期工作圓滿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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