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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落實教育選擇權與提供學生適性揚才的多元管道，立法院於 2018 年 1 月

修法通過《實驗教育三法》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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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2018）；為因應實驗教育之發展漸趨於多元，學生家長可

以選擇凸顯「特定教學理念」的實驗教育機構，促使孩童能跳脫升學或考試主導

的主流思維，進一步尊重學生自主學習，並鼓勵創新多元的教育方式，一時間，

實驗教育也頓時成為許多家長爭相走告且不可錯過的「教育新選擇」。 

在眾多改制為公辦公營的實驗學校中，華德福教育由於聚焦於「特定教育理

念」，因此，獲得不少家長的青睞；然而公辦公營華德福教育實驗學校雖然為公

立學校轉型而成，但華德福教育中特有的三元組織，是以教師以及教師會議為核

心概念、輔以家長以及教師的共同合作來共同推動校務的方式，也就是透過精神

文化、經濟、人際關係等三大支柱來支持華德福教育體系（賴志峰，2008、張明

惠，2013），與一般傳統講求效率的學校科層體制有所不同，使得公辦公營華德

福教育實驗學校在師資流動過高與特殊教育理念的調整等面向都受到相當程度

的衝擊，常常無法有妥善的時間、空間以及資源去持續發展獨有的特色。 

職是之故，本研究將針對一所公辦公營華德福教育實驗學校的校長、行政人

員、教師以及家長，自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12 月，針對學校在轉型為實驗學

校前後行政組織的轉變、教學上所遇到的困難、學校行政、教師及家長三方的磨

合以及學校的再造歷程進行訪談，希望可以先理解轉型為公辦公營華德福教育實

驗學校對原本學校的衝擊，再提出該校的行政組織、教師增能與社區/家長互動

的因應之道，以提供未來有志轉型實驗教育學校的參考。 

二、轉型為公辦公營華德福教育實驗學校的衝擊 

本研究所選擇的研究場域，自 2011 年開始轉型為華德福教育的實驗學校，

其選擇成為華德福教育實驗學校係因在少子化及招生不足的狀況下面臨裁併的

命運，為了翻轉這樣的危機，透過社區家長聯署、公聽會的方式極力奔走，最後

使學校轉型成功，為臺灣《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第一所公辦公營華德福教育實

驗學校，對於華德福教育的實施經驗較為完整，透過獨特的教育理念吸引家長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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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使孩童健康且平衡的發展，並因以公立型態辦學，有著獨特的吸引力。上述

的教育理念雖然讓許多教育工作者趨之若鶩，然而對於轉型為公辦公營華德福教

育實驗學校也產生了行政法規的限制、教師增能較難執行與家長參與仍待提升等

三大衝擊。 

(一) 行政法規仍多限制 

華德福學校在臺灣《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產生了公辦公營、公辦民營與

私立等許多不同的樣貌，也由於學校組織結構與所在區域的不同，因而產生許多

不一樣的辦學方式。辦學方式最大的差異在於私立華德福學校較以其理念辦學，

在經費方面與校地規劃上較不受到過多限制，學生來源也來自全國各地。而公辦

公營華德福教育實驗學校雖然在實驗三法修正之後，有著相對較多的自由，但在

行政以及師資方面上仍受到現行相關法規的規範；更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公立學

校轉為公辦華德福學校，除了吸收外地慕名而來的學生，如何留住原本在地的學

生繼續就讀也相當重要，若是本地學生轉學比例過高，也會對學校產生辦學上的

壓力。 

(二) 教師培訓不易 

在華德福教育當中，華德福教師進入職場前要先進入華德福師培學院進行培

訓課程，之後進入一般體制內的師培機構來進行專業教師的師資培育課程，透過

這樣的專業機制使得國外的華德福教師之專業度能被認可，在任教期間，教師亦

需要受到不間斷的在職訓練，採取八年一貫的導師制，要求班導師必須從一年級

帶到八年級，這樣才可以看到華德福學生的成長歷程。然而臺灣擔任華德福教師

與國外大相逕庭，大多數教師只接受過一般的師資培育，沒有受過華德福專業課

程訓練，必須在與一般公立學校相同的薪資以及教學時數下，額外花費時間參與

華德福師資培訓，許多花費上還需要自費（張明惠，2013）。 

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導師制度的機制也成為一項重大的考驗，因臺灣目前實

驗教育學校的教師來源較不穩定，流動率高，有時八年導師時間還沒結束，就因

現實狀況而需要離開學校，使得八年的導師制度難以實施。且臺灣教師培育制度

也伴隨我國教育體制小學六年、國中三年採取分流，較少有教師能夠應對橫跨中

小學八年的課程，為了提升專業能力，老師課後除了有頻繁的師訓外，還要再花

很多時間備課，對於教師也是一項重大的挑戰。相比體制內的教師而言更加費時

費力，需要透過許多不間斷的研習以及進修，才能將華德福多元的課程以及教學

模式完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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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長參與仍待提升 

在常見的教育論述中，課程與教學當中的「實踐者」指的是第一線教學的老

師，然而華德福的教育圖像中，家長與教師則共同承擔「實踐者」的角色（馮朝

霖，2002）。家長的存在極為重要，然而公辦公營華德福學校的家長大多為雙薪

家庭，家長的工作時數較長，較不容易參與學校的活動（郭鈺羚，2014），時間

的限制為華德福學校家長面臨家長參與的阻礙之一，即使學校想要推廣家長參與

學校活動，也會因為與家長的工作以及生活型態不同而產生些許衝突。 

華德福學校鼓勵家長參與學校活動以及成長研習，經由活動認識學校特殊的

教育理念，建立良好的親師關係（王炎川，2008）。家長的參與不足，容易無法

理解學校所作所為，但過多參與也容易產生與教師的另一種抗衡力量。華德福教

育希望能夠引導家長、教師和學生走向齊心協力的方向，在學校生活當中，家長

與教師共同合作的環境下，學生能夠看到自己的父母以及教師公同分擔學校的事

務，並感受到父母以及師長在合作當中的付出以及關愛，能對學校有更高的認同

感，也更能投入到學習當中（許金鳳，2012）。在華德福教育之中，家長與學校

的圖像是非常緊密的，透過教師的教學實踐與家長的社群支持，共同支持孩子的

成長，成就華德福教育的理想圖像。 

三、當華德福教育遇上公辦公營實驗教育的契機 

雖有上述三大衝擊，但根據研究者以訪談、觀察、蒐集相關文件資料的方式，

對一所公辦公營華德福教育實驗學校的校長、教師及家長進行資料蒐集，也發現

學校行政組織的折衷與轉變、教師培力增能的因地制宜、學校與社區、家長的互

動共好等三個重要契機： 

(一) 學校行政組織的折衷與轉變 

華德福教育中三元組織為極重要的一環，公辦公營華德福學校雖沒有辦法完

全跳脫一般學校組織的科層體制，其行政組織界於一般學校以及華德福學校之

間，但也在這其中找出了自己的折衷方向。 

公辦公營華德福學校實際需要受到政府法規之規範，在這樣的規範下，個案

學校增加如學校行政端的校務發展小組、家長方面的家校會議等行政組織來支持

華德福教育體系，透過較為多元的發展小組以及會議，使公辦公營華德福學校的

行政組織能從傳統學校當中的科層體制模式逐漸轉變為較接近華德福理念的三

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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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學校雖然因經費不足而使得研究處沒有辦法成立，但增設了在華德福教

育當中即為重要的教師會議、教學輔導小組、校務發展小組，從一般的公立學校

校長決定的機制轉變為由學校同仁們共同決議，即使校長任期到期離開，學校整

體的教育主軸也不會偏離華德福理念太多，雖與私立華德福學校相比仍顯得稍微

不足，但卻已經介於兩者之間。 

(二) 教師培力增能的因地制宜 

根據研究者的訪談與觀察，臺灣現今進入華德福教育的教師以具有合格教師

資格的體制內教師為主流，在接受華德福師資培訓課程後，實際進入教學場域，

仍須經常進行華德福教育的師訓，但在師資的培訓的過程中，卻容易受到培訓費

用高昂、車程與時間漫長、華德福課程內容廣泛等因素，使得教學現場當中的教

師望而卻步。在個案學校中，因有著政府經費補助專為華德福教師設立的二年期

成長班，開設符合當地環境的教學課程，因地制宜的豐富教師的專業成長，增強

教師參與培訓的意願。 

在教學層面，華德福教師會受到家長以及班級經營相關的困難，透過資深教

師的帶領，在課綱的編排、班級經營當中有著資深教師的協助不僅能使課堂的教

學更加完善，也能透過教學相長不斷的自我發展。在面對家長層面，有時會因為

家長在華德福教育當中有著一定的地位且對於華德福理念有所認識，而使教師在

教學當中受到家長的質疑，干涉了教學自主權，家長對於華德福教育有著一種想

像或希望的藍圖，並有一定的期待，教師需要適時的透過說明或是實際的教學演

示等方式讓家長的不安有所解除，讓家長轉變為教學上的助力，但是這有賴於教

師的教學專業以及教學經驗。在行政層面，學校行政端的支持也對於教師教學效

能有所提升，在遇到問題時能有效的運用(1)與導師討論(2)兒童研討(3)與家長溝

通等三級處理減輕教師的負擔，並且以一種三方會談的方式協助教師與家長之間

的溝通，做為教師教學當中的一大後盾。 

(三) 學校與社區、家長的互動共好 

雖然個案學校在家長參與事務的比例已經高於一般公立學校，但是新進孩童

的家長對華德福理念尚處於一知半解或是毫不知情的處境，可能造成與學校理念

不合或是不理解學校教師用心良苦的狀況，華德福教育的家長透過直接詢問孩

童、教師，並透過家長會之間的讀書會、講座活動來深入了解孩童在華德福學校

當中所學習到的事物，提升家長對於學校的了解。 

家長會的角色扮演，除了使新加入的家長能快速了解華德福教育，也擔任家

長與學校的溝通橋樑，進而使其成為學校當中的重要輔助角色，華德福的教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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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所花費在孩童的心力上極為龐大，運用教學上的專業來照顧孩童，而在新進家

長對於教師的教學或是其他事情有所疑問時，藉由家長會的協助，能及時解決新

進家長的疑問而使得學校教師能集中心力於孩童身上，減輕教師的工作壓力及負

擔，家長也能透過慶典活動、家長會安排課程進一步理解華德福教育理念。 

當華德福教育擴展至世界各地時，應融合在地文化並且發展出不同的教育風

貌，讓華德福教育在每個不同的區域當中能融入不同的風俗民情，達到「接地氣」

的概念、落實在地化，讓華德福教育能開展出獨特的面貌。對於學校成員來說，

將本來可能漸行漸遠的社區成員，透過一些小舉動使其重新感受到認同感以及歸

屬感，讓社區與學校的距離更加緊密，並且使社區轉型成一種三代同堂的方式，

讓社區的傳統技藝能透過這樣的互動傳承給學校，除了讓學校當中的教師孩童學

習到更多知識以外，也加深學校與社區之間的聯繫與牽絆。 

四、結論 

對於個案學校而言，轉變為公辦公營華德福教育實驗學校，沒有相應的配套

措施是急需解決的問題，其屬於公部門所設立的小學，在規制上還是要受到公部

門的規範，而在《實驗教育三法》通過之後也並未設立一套專門檢視華德福實驗

教育的評鑑機制，而需要個案學校自己設置自評的機制，需要滿足公立學校所訂

立的規範又需要完成自己建立的自我評鑑，容易增加校內成員的業務壓力，成為

學校教師以及行政人員的負擔。 

此外，自願成為實驗教育下的一環，對於社區之間是一種挑戰，成為實驗教

育學校即代表著在鄰近學區的孩童需要受到實驗教育，是否能使在地孩童受到他

們所希望的教育，與慕名而來的外地學童比較，是否會因為地區文化差異、社經

背景不同、家長參與深入等問題而使的教師在教育資源之中的資源分配不均，是

否因為有的孩童不願接受實驗教育而離開，亦或是因為家庭社經背景的問題而無

法離開，在公辦公營實驗教育的狀況盛行之下，滿足了部分家長的教育選擇權，

會不會變相壓縮到其他孩童的教育機會，還未有詳細的數據顯示，亦需要時間的

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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