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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國際實驗教育興起，教育型態轉變，臺灣從森林小學受英國夏山學校影

響，是衝擊臺灣公立教育體系的濫觴，緊接著各種思潮引進，臺灣實驗教育越趨

蓬勃發展。 

(一) 本文旨在 

1. 探索實驗教育的緣起。 

2. 簡介臺灣實驗教育的現況。 

(二) 研究問題 

1. 實驗教育的興起因緣？ 

2. 臺灣目前實驗教育的發展現況為何？ 

二、本文 

自普魯士哲學家菲希特（Fichete）呼籲教育救國，各國效法德國由政府出資

辦學，臺灣國民教育法第四條：國民教育，以由政府辦理為原則，一時間，公立

教育成為常態。但之後，國際間自自由思潮的興起，反對僵化的、公立的與政府

辦理的教育體系，於是，各式各樣的實驗教育紛紛展現不同型態，臺灣實驗三法

通過後，讓實驗教育更加迅速發展。 

(一) 嘗試與思潮 

清末，世界開始出現實驗學校，如：遊戲學校、兒童學校與有機學校等。1896
年，杜威在芝加哥大學的實驗學校，將心理實驗室研究轉化為教學實踐 （Sawyer 
& Brooks, 2018）。民國後，西元 1920 年代崛起於英國尼爾的夏山學校，1960 年

代的自由學校、開放學校及 1970 年代盛行的反文化學校（counterculture school）
（鄭世仁，2000），這些實驗學校為顛覆傳統公立教育而設。 

1988 年之後，新右（New Right）思潮出現，英、美各國紛紛賦予學校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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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市場化導向的教育政策如教育券、開放註冊、家長選擇權（parental choice）、
磁石學校（magnet schools）、特許（或譯為契約）學校（charter schools）、撥款

支助學校（Grant-Maintained Schools, GMs）與學院（academics）等教育機制紛

紛出籠。在人事、經費、課程與管理方面更自主。乃希望藉市場操控去激化教育

品質（Liu, 2000）。 

家長選擇權指家長為其子女在義務教育階段內，自由選擇符合性向、興趣及

需要教育的基本權利。1948 年 12 月 10 日在巴黎議決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第 26 條

第三項：父母對其子女所應接受的教育，有優先選擇權（Liu, 2000）。1959 年聯

合國兒童權利宣言指出：有責任教育及指導兒童者，應以兒童之最佳利益為其指

導原則（Teelken, 1999）。家長有權選擇在美國稱為選校權（school choice），在

英國則稱家長選擇權。但美國教師工會質疑此舉是將公立學校私人化（e.g., 
Carnoy, 2000），Smith 與 Meier（1995）也質疑，家長選擇權是萬靈丹？還是潘

朵拉盒（Pandora’s Box）？ 

(二) 國際實驗學校類型 

磁石（磁性）學校，提供特殊及加強課程，以吸引學生或家長，旨在避免公

立學校對少數族裔學生的隔離。Frankenberg 與 Siegel-Hawley（2008）解釋，磁

石學校受歡迎主因是促進個人選擇、學生多樣性及高質量和創新的教育計劃。

Fletcher 與 Tan （2021）指出，和大型公立綜合高中、私立和宗教學校相比，磁

石學校更能提高學生成績，獲致成就。美國聯邦透過「磁石學校輔助持計畫」以

確保實現其促進種族和社會經濟融合目的，吸納多元背景學生入學。目前美國有

4,340 所學校，為 350 萬名學生提供教育，磁石學校關注教育主題包括：(1)科學、

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2)美術和表演藝術；(3)國際研究；(4)職業和技術

教育，和(5)世界語言（沉浸式和非沉浸式）。磁石學校免費且對任何人開放，大

多數學校透過抽籤錄取學生。磁石學校符合國家標準，且有些超過這些標準，展

現績效責任與創新（Magnet Schools of America, 2021）。 

1991 年，美國通過 Minnesota 州為「特許學校法」的首州 （Schroeder, 2004）。
特許學校是私人管理的公立學校，運用政府經費獨立辦學，有較大教學自主空

間，有些暑期仍上課，有較高人事權，以獎優汰劣。  

英國 1988 年由柴契爾政府通過的撥款支助學校（Liu, 2000），GMs 可「脫

離」（opting out）地方教育當局（Local Educational Authority, LEA）的管轄，直

接接受中央支助（Wohlstetter, 1994, p.140），擁有更多自治空間來決定預算和人

事（Tapper, 1997）。英國另有公辦民營學校叫學院，當公立學校未達標準時，政

府會要求其轉型為學院。Harrison（2012）指出，學院可增聘專業人士來提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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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成效，而未必招聘合格教師 （Qualified Teacher Status, QTS）的作法引發爭議，

有人認為讓學校擁有更多人事自主，但也有人批評所有學童該受教於合格教師。 

蒙特梭利機構是另類學校中具代表性的類型，受義大利女醫師蒙特梭利所啟

發。美國第一所蒙特梭利學校於 1911 年開辦，迅速引發科學家、政要和社會賢

達關注（Ackerman, 2019）。這種學校的幼兒通常在三歲後開始學習閱讀（Suggate,  
Schaughency, & Reese, 2013），適用幼兒教育階段。 

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是華德福教育之父，於 1919 年為 Stuttgart
的 Waldorf Astoria 香菸工廠的員工辦理第一所華德福學校（Waldorfschule），這

種學校沒有校長，以民主方式來推動學校運作，由幾位被推選出來老師，共同輪

流行政事務（林麗真，2002）。經過百年發展，目前全球有 67 個國家 1214 所華

德福和魯道夫施泰納學校，超過 54 個國家有 1857 所華德福幼兒園（New Waldorf 
World List 2020, 2021）。臺灣也在 2017 年成立華德福教育聯盟（白慧娟，2017）。
此類學校遵循 Steiner 的人智學（Anthroposophy）教學，強調觀察和思考能力、

感覺能力和行動能力（Keller, 2019）。 

1971 年奧地利哲學家 Ivan Illich 提出《非學校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
衍生出開放教育、自由學校與在家教育等思維，在家教育係指 K-12（幼稚園至

高中階段 5 至 17 歲的學生），選擇在家接受教育而非在公立或私立學校的學生。

美國在家自學人數從 1999 年的 85 萬人增加到 2016 年的 169 萬人，同期在家自

學的學生比例從 1.7%增加到 3.3%（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016）。 

三、研究方法 

論語〈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孔子之所以無法提出足夠證明，欠缺的是足夠的文件資料（劉世閔，

2016）。Bogdan 與 Biklen（2003）指出，文件分為私人、官方及流行文化。本文

採官方文件分析，即政府部門（公領域）事先建構需求的紀錄，包含教育部統計

處、原住民族教育資訊網與國前署提供有關於實驗教育網路統計資料或文件

（如，國前署 109 學年度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名單）。將上述統計資料置入視

覺效果工具 Power Bi、Excel 與 XMind 等軟體，解析臺灣實驗教育。 

四、臺灣實驗教育的現況 

據教育基本法第七條，人民有興學自由，也為公辦民營學校提供法源（劉世

閔，2003）。吳清山與林天祐（2007）指實驗教育意指政府或民間為促進教育革

新，在教育實務工作中採用實驗的方法與步驟，探究與發現改進教育實務。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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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可向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申請，經實驗教育審議會審議，再由教育局/處
核轉中央核定，計畫期程為 3-12 年。經指定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公立學校，

得依規以契約方式進用編制外之教職員，公辦公營學校原學校人員可以隨同轉

移。 

經綜合文獻與實際調查資料，臺灣實驗教育可概分八類：  

1. 蒙特梭利：1985年核准在臺設立，採混齡教學、著重五感。 

2. 華德福：以靈性為教育終極目標，重視身心靈的靈智學。如，宜蘭縣慈心托

兒所於1996年轉型為華德福教育（賴志峰，2008）。現改制為宜蘭縣立慈心華

德福教育實驗高級中等學校，是華德福教育在臺正式設立的第一所學校。 

3. 生態教育：以生態為主的兒童探索世界，如臺南虎山實驗小學。 

4. 民主學校：重視自由、尊重、支持、開放、信任與民主對話的學校，信賢種

籽親子實驗小學 

5. 探索體驗學校：培養自然探索、體能活動與自主的學校，如臺北市芳和實驗

國中。 

6. 原住民學校：課程安排原住民的文化、語言、技藝、舞蹈，保存與傳承原住

民傳統文化，將民族文化融入課程，如臺中市博屋瑪國小（泰雅族）或高雄

市巴楠花部落國中小（布農族）。 

7. 國際教育：以培養未來精通國際語言與國際素養的國際公民為目標。如臺東

縣富山國際教育實驗小學。 

8. 其他：「創課教育」的「初鹿夢想家實驗中學」、「混齡教學」的「三和走讀學

堂實驗小學」及「公辦民營」的「桃源KIST理念實驗小學」。 

截至 2020 學年度，學校型態共 91 所，公辦民營 13 所，原住民族 35 所（如

圖 1）。 

http://www.waldorf.ilc.edu.tw/
http://www.waldorf.il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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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實驗教育辦理情況 

當中公立 83 所，私立 8 所（如圖 2）。 

 
圖 2 學校型態的公私立實驗學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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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小學轉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臺南與臺東居多，若公私立合計，臺東第

一，其次為嘉義（如圖 3）。 

圖 3 109 學年度公私立學校型態實驗學校縣市分布圖 

學校型態與公辦民營實驗教育原住民學生數，從 2016 到 2020 學年度增加

44 倍（如圖 4）。 

 
圖 4 全國學校型態及公辦民營實驗教育原住民學生數 

本文運用 Power Bi 處理，可看出實驗教育的學校類型在縣市偏級區域分布。

根據偏遠地區學校分級及認定標準第二條，偏級學校可分極度偏遠、特殊偏遠與

偏遠三級。偏校分級考量交通、文化、生活機能、數位環境及社會經濟等客觀條

件因素。圖 5 可發現極度偏遠地區的學校（18）轉型為實驗學校，以原住民族學

校（11）為大宗，縣市則以嘉義（5）最多。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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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實驗教育在臺分布圖 

公立學校型態實驗學校中，嘉義、臺東與臺南的學校多半以偏級學校為主，

臺北為一般學校（如圖 6），或因爭取補助或創造特色的需求不同。 

 
圖 6 公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縣市分布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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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實驗學校在實驗教育中增加明顯，截至 2020 年，總計 32 所，族群

與地區分別以泰雅與南區（9）最多（如圖 7）。 

 
圖 7 2020 年原住民族實驗學校數量與分布概況圖 

這些原住民族實驗學校類型以國小居多，國中居次（圖 8）。 

 
圖 8 2016-2020 學年度原住民族實驗學校類型群組直條圖 

圖 9 發現，實驗型態以原住民族 （32）、自然探索（11）、生態教育（10）
與華德福（10）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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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2020 學年度各縣市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驗型態圖 

五、結語 

臺灣實驗教育受到遊戲、兒童、有機、夏山、自由、開放、反文化、磁石、

特許、學院、施泰納、Dewey 芝加哥實驗教育所影響。1975 年，臺灣森林小學

受到尼爾夏山學校所影響，是衝擊臺灣公立教育體系的濫觴，Illich 去學校社會

的思想影響全球在家教育的發展，間接影響臺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原住民族

實驗教育學校則類似英美的磁石或特許學校。 

臺灣實驗學校可分八類：蒙特梭利、華德福、生態教育、民主學校、探索體

驗學校、原住民學校、國際教育與其他。蒙特梭利系統強調混齡與幼兒教育的發

展；華德福學校強調人智學、意志力與藝術教育；生態教育學校主重視學校生態

或生物多樣性；民主學校強調學習者中心，沒有制式課程，主張學習是為解決生

活問題；探索體驗學校則帶領學生實作；原住民實驗學校受到民族自覺/決思維

所影響，這些學校多半位處在其居住部落為主；國際教育以精通國際語言與國際

素養為主。其他類如「創課教育」的「初鹿夢想家實驗中學」、「混齡教學」的「三

和走讀學堂實驗小學」及「公辦民營」的「桃源 KIST 理念實驗小學」。 

綜合上述，運用 XMind 將英美思潮與臺灣實驗教育現況進行統整，可看出

實驗教育與國際思潮的關聯（虛線是影響）（如圖 13）。 

六、省思 

本文說明實驗教育帶來教學創新，創造教育多元，提供家長選擇教育的管

道，解構傳統教育法規的規訓，臺灣實驗學校的轉型特色具本土性、草根性、探

索性與國際性，實驗教育是創新的開始，開放教育的延伸，教育多元化增加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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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機會。但辦理這類教育要有中心思想，而非消耗教育預算，它能為教育帶來

新局？還是重蹈以往過度膨脹高教覆轍？靠中央補助的民族實驗學校，若教育經

費不繼時，能否堅持續辦？師資培育要如何配套？甚者，若少掉學生本身的自主

學習與動機，這樣實驗教育真能促進他們成長？ 

 
圖 13 實驗教育的心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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