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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問題何其多 

面對多元社會的變化挑戰，學生學習的行為處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必須因

應不同的外在與內在環境變化，同時還要面對許多的新課綱的制度改變，在林林

總總的交相衝擊下，校園中學生學習行為狀況層出不窮，教學中的改變成為必要。

身為現在的教師，除了教學的任務外，更需要去深入了解學生的想法與意願，才

能達成教學的使命和任務。 

疫情的特殊時期，課程與教學的負擔不在話下，衍生如何保障學生的健康和

安全，遵守防疫措施、保持社交距離的新互動行為等，適當的心理輔導和支持，

幫助學生減輕疫情帶來的壓力和焦慮，提供新情境的教學與輔導模式成為勢在必

行。 

換言之，已經沒有一套規準模式可以肆應變化快速的情境。在網際網路的充

肆和手機不離手的狀態下，使得人們每天睜開眼睛就目睹全世界的變，而且昨是

今非，變的飛快，套句俗話說:變的跟川劇變臉一樣快。這種速度令人焦慮不安，

因為跟不上便會被淘汰，導致現在看身心科的人數激增。這種恐懼感是潛意識的，

學生如此，教師更得戰戰兢兢嚴肅面對。Ghiselin（1973）說：「能夠生存下來的

不是最強壯的，也不是最聰明的，而是最能對變化做出反應的物種」，說明了適

者生存的道理，所以因應改變，見證其中深奧的道理。 

二、實驗教育的初衷 

(一) 實驗訴求 

實驗教育是一種教育方法或學習模式，強調學生的主動參與和實踐經驗。它

通常與傳統的教育方式相對立，傳統方式更加著重於教師的講授和學生的被動接

受。回溯實驗教育三法於 2017 年通過修正，即賦予實驗教育更多的辦學彈性，

強化參與實驗教育學生的權益保障，提供學生更多元適性學習機會，這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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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這三法的目的是為

了鼓勵教育創新與實驗，同時保障學生於體制外的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王

如哲，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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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理念 

實驗教育的設計理念主要是透過實際操作、探索、發現和問題解決，讓學生

更深入的理解知識和概念。它注重培養學生的創造力、批判性思維、解決問題的

能力和合作精神。在實驗教育中，學生通常會進行實驗、觀察、設計和執行項目，

以便更好的理解和應用所學的知識。實驗教育並不是完全排除了傳統教育方式，

而是與之結合，尋求一種更平衡的教學模式。透過適當的結合，學生可以在實驗

教育中獲得探索和發現的樂趣，同時仍然受益於傳統教育中的系統性知識和概

念。諸如:透過實驗教育讓學生能夠親自參與和實踐，透過實際操作和探索，提高

了學生的學習動機和參與度。學生更容易對學習感到興趣，因為他們可以親身體

驗和應用所學的知識;運用實驗教育強調學生主動探究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學生

通過自主學習、發現和探索，培養了批判性思維、分析能力和解決問題的技能;培

養創造力和創新思維；實驗教育鼓勵學生進行自主思考和創造性表達，激發他們

的創造力和創新思維。學生在進行實驗和項目時，可以提出獨特的解決方案，培

養出對問題的不同角度和創造性的見解;促進合作和溝通;實驗進行中通常以團隊

合作的形式進行，讓學生在團隊學習中合作、溝通和協作。這有助於培養學生的

團隊合作能力、溝通技巧和互相尊重的價值觀。不少申請轉型實驗學校躲避裁併，

是公開的秘密。嘉義市一所國中轉型實驗國中，首度招生就爆滿，許多家長相中

將來大學多元入學，個人申請、特殊選才更具優勢。有些學校可能會采用特定的

教學模型或方法來實施實驗教育，例如項目式學習、問題導向學習或探究式學習。

因此，教育的翻轉就在具體內容和實踐中，也因情況不同而異。 

實驗教育三法實施已滿八年，目前臺灣實驗教育的類型包括:華德福教育、

蒙特梭利、民主學校、生態教育、探索體驗教育、原住民族實驗教育、其他等。

值至 2018 年 1 月法案修正後，所出現普遍受到重視的現象。教育部統計，全臺

參與實驗教育的人數，2015 年約 5,331 人，2019 年已達 1 萬 7,737 人，成長幅度

達 232%；學校數量更從 11 所增至 91 所，顯示翻轉舊體制的教育種子，已慢慢

茁壯成小樹。實驗學校學生數雖逐年增加，但出現愈往高中端、學校數量愈少的

不連貫現象，升學銜接讓實驗教育三法的推動仍面臨困境有待突破，如社會觀念

的不斷的解封、教育資源呈現的諸多不均等、教師專業的成長動能不足等（黃政

傑，2018）。實驗教育是一種和主流體制不同的教育，是「另一種選擇，不一樣

的學習」，但卻牽涉到孩子們未來的升學之路，如何破除升學的迷思，政府或民

間為促進教育革新，仍需要加把勁，在教育理念的激盪下，探究與發現改進教育

務實的新藍天，是值得我們省思（林彩岫、李彥儀、林妤蓁，2018）。 

(三) 實驗成效 

根據親子天下的「2023 實驗教育調查」全臺實驗教育有 281 家，包含 126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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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學校、75 個團體、80 個機構。實驗教育發展呈平緩成長，自 2020 年至 2023

年，實驗教育家數年增率為：8%、5%、4%、6%。但歸納參與實驗計畫的校長，

都有碰到同樣問題，例如:學校因實驗教育計畫多著重在課程規劃，較少師資改

造，導致學校換了領導者後，難以延續實驗課程和理念。又如實驗教育是一個迷

思，須不斷與當地政府、居民溝通，如何運用新課綱的彈性學習時間，用翻轉教

學正式眾多人所期待的看法（陳榮政，2021）。 

在實驗教育的光譜上，教育的理想性與主流價值的市場化，還在努力找到平

衡。就像是北部某縣市不具名的實驗教育審議委員說，老牌實驗學校的理念固然

吸引人，但是實驗需要創新，否則很容易形成慣性；抑或是因為組織內部缺乏新

血，課程難以與時俱進（魏麗敏、洪福源，2017；楊振昇，2018）。換言之，實

驗教育的發展需要社會各界的支持和參與。隨國內辦理實驗教育人口的與日俱

增，期能為我國實驗教育之發展提供更多元、完善的環境，為學生帶來無限的可

能，為我國教育發展開創新契機。 

(四) 實驗反思 

數位發展與疫情衝擊，教育現場需要改善的問題是如何提高遠端學習的品質

和效果。學校應該提供足夠的設備和資源，讓教職員和學生能夠順暢地進行線上

教學和學習。學校也應該制定合理的教學計畫和評量方式，避免過度負擔或放鬆

要求。學校還應該鼓勵教職員和學生之間的互動和溝通，增加學習的動機和參與

度。疫後的校園內、外發生的意外事件頻穹，舉凡不當管教，霸凌案，行評案等，

學校頻於啟動校事會議，真是不勝其煩。不管對於學生本身所造成的傷害，或者

是對家庭、學校及社會所造成負擔，影響都是相當深遠。是故，學校教職員應將

校園安全視為第一要務；既然要確保校園安全，校園危機管理便是重要一環。 

學校是學生學習的園地，只有在一個健康、安全的校園，學生才能夠快樂學

習、發揮學習效果。所以，校園安全是一切教育的根本，必須加以重視。學校是

由人與環境互動的施教場所，亦屬於一種公共場域。凡是有人的地方，不管是人

與人之間的接觸，或者人與環境的接觸，稍一不慎，就可能產生意外事件：輕者

皮肉之痛，重者危及生命。因此，如何避免校園意外事件發生？做好校園危機管

理（Crisis Management in School），以確保校園安全，乃成為學校教育的重要課

題。危機的發生通常是潛藏的，在學校中，遭遇校園危機事件，似乎無可避免，

如能消彌危機於無形，確是上上之策，但是危機案件終究在校園中不斷上演，可

見完全預防掌握並不容易，重要的是學校在危機風暴之中，如何能有效積極的管

理，使之轉危為安，成為學校行政的重要職能（吳宗立，2004a）。有鑒於此，翻

轉教學中的因應之道是目前關注的議題。其他校園中因學習互動而產生的問題即

可能發生意外事件、安全維護事件、暴力與偏差行為事件、管教衝突事件、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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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年保護事件等都必須關注（范熾文、林錫恩，2023）。 

三、教育創新何處尋 

學校生態的改變，使得教育更需要不斷的改造與創新，由於教育創新是透過

創新思維與作法，在學校場域中，從課程、教學、行政、環境氛圍等面向，以創

新理念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秦夢群、濮世緯，2006）。其目的是為了因應社會

變遷和未來挑戰，培養學生具備跨領域、跨文化、跨時空的能力和素養。教育創

新的方式有很多，例如專題式學習、科技融入教學、在地化課程、社群合作等（王

秀玲、林新發、梁玟燁、蔡麗華、康瀚文，2005）。換言之，所謂「教育創新」就

是結合創新理念與行動、激勵教師創新教學、帶動學校創新經營。教育引進「創

新」理念，讓教育回歸到「以人為本」的特質上，並透過多元化的教學與互動，

提供多樣貌的學習方式。教育創新需要教師、學生、家長、社區和企業等多方的

參與和支持，才能創造出更多元、更有趣、更有效的學習經驗（李羿岑、彭中慧、

顏國樑，2011；賴協志，2012）。 

檢視目前教育創新所採用的教學方法，包括翻轉教學的運作模式，將知識性

的學習改以線上方式，讓學生在家自行學習老師所準備的課程內容，在課堂上則

是學生和老師的互動時間，並聚焦於問題的探討、深化或實驗等;或是將議題融

入課程中貼近日常生活的學習，打破教科書與堂課學習的框架，針對戶外教育、

海洋教育、環境教育、美感教育、品格教育等，將各式多元議題作為學校發展校

本特色課程的主軸面向，也是有很好的創意設計;其次是是結合科學、科技、工

程、藝術、數學等跨領域與科目的方式，透過學習主題並透過「做中學」的方式，

以實作或實驗創建自己的學習認知，提升學生學習動能，發展自學能力也是一種

突破。見證近幾年「教育 4.0」的革命，由智慧教育、翻轉教育與實驗教育帶起

浪潮，讓傳統教育職缺縮減的困境，找到了新缺口。 

換言之，校園課堂上出現的各種教育創新概念，包括運用教學新媒體工具為

輔助的翻轉教室、透過新科技工具上課的智慧教育，或是在教學概念上就做出改

變的實驗教育，其實都說明了教育創新處處可找到蛛絲馬跡。 

四、教育發展未來行 

(一) 教育情境變遷快速 

疫情帶動學習樣態多面貌，即使後來疫情趨緩恢復實體課程，但許多團隊依

然加快數位教育進程，使得學習樣態變得更豐富。以苗栗高中為例，該校運用

Google Earth 製作 3D 旅程，介紹浪漫臺三線藝術家與在地故事交織的藝術品。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8），頁 01-08 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 主題評論 

 

第 5 頁 

期末成果也透過網路及實體策展，展出學生的四大項作品：城市色彩、城市九宮

格、城市 Google Earth 數位敘事和城市雷雕、marble run 深值可取。再以臺東縣

初鹿國中研發的全方位跨域課程，將學習歷程數位化，引導學生利用 Google 協

作平台紀錄學習點滴，以掌握自己在各科的學習狀況。換言之，利用 Google 地

圖工具虛擬實境，帶學生進行線上探查，並讓學生用線上課程方式，分享小組的

專題學習經驗，最後舉行線上成果發表會也是創意教學的實踐。 

(二) 數位科技發展如日中天 

諸如科技融入教學：利用 5G、VR、AI 等科技工具，增加學習的互動性和趣

味性，培養學生的數位素養和跨領域能力等。又如在地化課程：結合社區資源和

文化，讓學生走出教室，親身體驗在地的歷史、生態、產業等，培養學生的在地

關懷和認同等。再如受疫情影響，許多教育工作者轉向線上教學，利用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提供多元的學習內容和方式，讓學生能自主選擇和安排學習等。

而許多教育工作者和團體跨越校園和體制的界限，與企業、NGO、社區等夥伴合

作，共同推動教育創新專案，創造更多的學習機會和資源（Chen, Lin, & Hsieh, 

2022；Kuo, & Chen, 2022）。 

在少子化生源減少情形下，各校無不使出渾身解數發展亮點，開設實驗班，

以博取家長學生的青睞，諸如縣市政府，在地高中與大學端整合教學資源，投入

雙語教育與國際教育，促使實驗創新教育積極湧現，以滿足家長的期待，是創新

教育逐漸受到高度重視的主因。 

(三) 教學翻轉迫在眉睫 

換言之，教學的創新經營，不僅是一種理念的倡導，更是一種行動的實踐，

透過正確理念的引導，落實在實際學校環境中，讓學校教學更具績效與特色（吳

清山，2004）。運用實驗創新突破傳統觀念，型塑學習型社群的團體動能，轉化

行政、課程、敎學和環境的劣勢，使之成為優勢，以創造獨特風格和組織文化，

並發展學校特色之歷程（湯志民，2006）。優質化的實驗創新改善精緻化的教育

品質，在穩定中求進步，進步中邁向創新卓越，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李羿岑、

彭中慧、顏國樑，2011）。 

目前教育創新現況，仍有進步空間，例如學生 5G 學習載具支援環境的缺乏、

自主運用數位科技學習的能力待養成，相關支援學生自主學習的機制仍未普及

等，都有待逐一解決克服。教室需要大尺寸數位互動顯示器、可觸控、書寫式電

子講桌等設備，才能提高課堂教學的互動性，教師能力不足：即使有了硬體設備，

也需要教師有相應的數位教學能力，才能有效運用科技工具，增加學習的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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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趣味性。但許多教師在數位教學工具的使用上，還不夠熟悉或靈活，也缺乏相

關的培訓和支持。 

(四) 未來挑戰 

面對如何提升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和動機，讓他們能夠自行操控數位學習工

具，並主動選擇和安排學習。這需要教師在課程設計上，更注重學生的興趣、需

求和參與度。在教育資源和品質上仍有明顯的差距。例如，在地化課程的推動，

需要結合社區資源和文化，讓學生親身體驗在地的歷史、生態、產業等，但不同

地區的社區資源可能有所不同或不足。另外，在線上學習的推廣，也需要普及城

鄉的網路設備和品質，讓所有學生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學習機會。雖然有許多教育

工作者和團體跨越校園和體制的界限，與企業、NGO、社區等夥伴合作，共同推

動教育創新專案，但這種社會合作還不夠普遍和深入。例如，在科技融入教學的

領域，需要更多公部門與民間力量的協作，讓教師能夠更容易取得科技工具和支

援。 

五、結語 

實驗教育是一種和主流體制不同的教育，讓公辦或民營為促進教育革新，在

教育理念的指引下，探究與發現改進教育務實的作法。創新教育是一種以學生為

中心，尊重學生的多元文化、信仰和多元智能，並以引導學生適性學習為目標的

教育。 

實驗教育藉由促進教育革新，提供學生更多元適性的學習機會，保障學生的

學習權和家長的教育選擇權。創新教育運用培養學生的關鍵能力，開創繽紛的未

來。如何發揮教育人員的創意，解決當前所碰到的問題，除了運用實驗教育的機

制外，更需運用體制內的創新教育，希望透過教育改變社會，解決環境、貧窮、

文化等問題。他們不僅關注學生的學習成效，也關注學生的素養、價值和人格。

運用跨界多元的教育創新，整合老師、學者、企業家、公益人士等分別利用不同

的專長和資源，與學校或社區合作，推動跨域的課程革新。運用有意義的嘗試，

促進教育的發展和改革，滿足不同學生的學習需求和興趣，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和

批判思考能力。提高學生的學習動機、增加學生的參與度、發展學生的多元能力、

促進學生的自主學習、建立學生的社會責任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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