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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之間的弔詭與機會？ 

來自實踐層次的辯證反思 
黃志順 

臺北市和平實驗小學校長 

 

一、「實驗教育」循法規走了一大段路，開啟對教育重新想像的機會 

根據 2014 年所頒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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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

辦理條例」此三部條例所據以運行的教育樣態，一來傳襲並延續於 1980 年代教

改風潮而起的「另類教育」，另一方面從「原住民族教育法」立意的角度，為發

展原住民族教育、保障原住民學生學習權，準用「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以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進而有「辦理部分班級實

驗教育」的方式，鼓勵原民學校有更多辦理「實驗教育」法制依循的空間（法務

部網站，2023）。 

時至 2023 年經過近 9 年這不算短暫的實踐歷程，「實驗教育」這個概念在臺

灣的教育界已朗朗上口，對於家長如何看待孩子的選擇、就學與學習，也有不同

以往的思考與想像，而各式傳媒的系列與大篇幅報導，甚至製作專題進行長期追

蹤報導，更助長「實驗教育」的傳播、擴散。例如《親子天下》在其專題網頁便

以「2023 實驗教育新趨勢新挑戰」為題，在網頁的標題指稱「實驗教育」的趨勢

與挑戰，彰顯出「實驗教育」已不再只是學校老師、學術研究等教育工作者的課

題，而讓關心孩子學習與教養的父母，教育圈內外的利害關係人，開啟了對教育

重新想像的機會： 

《親子天下》自二〇一七年起，每年進行全臺實驗教育調查。實驗教育成

長愈趨穩定、課程更添豐富多元，或提供虛實混成方式、芭蕾舞、表演藝

術、專利申請等課程。也見實驗教育退場，或因財務問題關門大吉，或公

立國小因理念難維繫，自實驗教育重返體制內教學（親子天下，2023）。 

「實驗教育」循著法規走了一大段路，在教育現場已蔚為某種趨勢或潮流，

而對教育研究也產生相當程度的關注及影響。以「實驗教育」為題的學位論文或

研究期刊論著亦多1，不僅從各種不同層次、課題進行論述研究，也涵蓋了實驗教

育三法的多元類型和不同學層的研究範疇。問題是，當「實驗教育」循法規走一

大段路，開啟了教育議題的利害關係人，如現場實務的教師們、教育理論研究者、

                                                

1 作者以"實驗教育"為論文名稱的關鍵詞之精準搜尋檢索，至 2023 年 6 月 9 日查詢時，以實驗

教育為題的碩博士論文，其結果共 78 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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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與資源分配的主管機關等等，對教育有了重新想像的機會。一個極為深

刻的問題意識卻一直沒能從實踐層次的辯證反思，提出進一步細緻的思考。 

到底，「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之間存在怎麼樣的關係？這樣的關係有

著怎樣的理論弔詭，又有怎樣的可能性能搭載著這個理路的推演，為教育工作者

及其利害關係人，生成甚麼機會？尤其從實踐層次的辯證反思，將能對「實驗教

育」的理解與實踐，有更貼近現場及宏觀理論思維的助益。 

二、「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之間潛在的弔詭性 

就以《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所徵稿的主題，便是論述「實驗教育」與「教育

實驗」這個主題。何以分析兩者間的關係是探究實驗教育的重要路徑？我們先從

「教育實驗」這個角度切入，可以探究窺知一二。正如《臺灣教育評論月刊》徵

稿內容所言：「教育實驗」的部分，則隱含創新與實踐之精神，也是教育創新的

重要手段。針對教學實驗意義、內涵、原理原則、困難、案例與省思等（臺灣教

育評論月刊，2023）。 

轉句更白話地來說，為了教育創新，「教育實驗」就是「隨時可以」或「應

該要是」，發生在每一個教學場域裡，透過老師個別或集體在教學工作上的修正、

反思、嘗試和調整，彰顯創新與實踐之精神。再進一步推演，不管在哪個學層、

哪個學校、那個機構或組織擔任教學者，「教育實驗」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於

是從這個角度的論述，將完全貼近「在教育現場裡做實驗嘗試」的概念。然而，

這也是後文要論證「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之間潛在的弔詭性根據點。 

如果「教育實驗」誠如上述，那麼「實驗教育」又是甚麼？首先，如前文所

述，「實驗教育」已不再只是學校老師、學術研究等教育工作者的課題，而讓關

心孩子學習與教養的父母，教育圈內外的利害關係人，開啟了對教育重新想像的

機會。問題是，這個想像到底有沒有發生或是落地在現實裡，包含教學現場裡老

師的課程發展、教學思維、評量實施的思考理據；校務治理邏輯的運作，如何能

夠去貼近與所在乎的價值和事項；家長對自己子女受教育的理解脈絡、對孩子發

展未來可能的樣態及自己身為父母的教育觀點；教育主管機關把這件事當作甚

麼，當政策推動時所擺在施政者眼裡關注的 KPI 為何……，這些課題沒有在理論

視野下進行反思探究。 

如果上述這些課題並沒有產生實質改變的發生，那麼「實驗教育」就只是講

講而已，甚至連「教育實驗」都沒有發生。舉個實際的例子來說，以我自身擔任

多個縣市「實驗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的審議經驗，在審議實驗教育計畫時最常

看見計畫內容洋洋灑灑所撰述的內容，其實並不需要從「實驗教育」的角度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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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執行，更簡單明白地說，學校想做的事情，根本不需要辦「實驗教育」就通

通可以實施。如此一來，想透過申請或轉型、辦理實驗教育，所謂何來？這只是

實驗教育計劃的文本審議而已，重要的不是文本審議而是實踐歷程，這含涉了實

踐歷程中行動者的自我認同、群己關係、邏輯思考、價值建構、策略規劃、實施

具象、後設分析、系統思考等等，更需要把「實驗教育」放進來才能弄清楚。問

題是，甚麼叫做「實驗教育放進來」？ 

就像《臺灣教育評論月刊》徵稿文案所說的，「實驗教育」讓教育型態開始

百花齊放，促成了教育創生的重要契機。這個百花齊放所促成的生機，正存在蘊

含於「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之間潛在的弔詭性。就是「實驗教育」必須基

於「教育實驗」的積累和不斷嘗試，同時又要不斷拋棄「教育實驗」的視角，才

能夠讓「實驗教育」獲得深耕的機會。「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兩者，彼此

間既奠基依賴而存在、卻又須擺脫拋棄彼此而茁壯。而這樣的理論弔詭性不僅不

會囿限兩者之間的關係，卻是開啟了教育利害關係人，對於教育意涵的重新認同

與理解，從教育最根本的地方著力。 

三、潛在弔詭性孕育「實驗教育」構築底層邏輯的機會 

既然如前文所說，「實驗教育」必須基於「教育實驗」的積累和不斷嘗試，

同時又要不斷拋棄「教育實驗」的視角而得以續存。「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

兩者，既奠基依賴而存在、卻又須擺脫拋棄而茁壯，並且須回到教育最根本的地

方著力。「教育最根本的地方著力」又意味怎樣的意含呢？《臺灣教育評論月刊》

徵稿文案又這樣說： 

教育的實驗精神係來自對於教學現況之永保好奇之心以及對教育志業永

不懈怠之理念，教育的模式不會一成不變，每一天每一時刻都是對於教育

革新所進行的真正實驗。 

這樣的論述聽起來很有力、也非常具備激勵作用。問題是，比較流於振奮人

心式的精神喊話。不是不對、也不是不必要，而是對現場教育工作者處境的理解

和整體思考的想像，無濟於事。甚麼才是「實驗教育」經由與「教育實驗」來自

實踐層次的辯證反思及對話所能構築的底層邏輯？我認為有三個面向： 

(一) 「實驗教育」必須在實踐的歷程中具備「公共性」的價值 

撇除各類如行政學、社會學、政治哲學等領域在學理上的論證，而以直觀和

實踐角度的理解，「公共性」價值的意涵就是強調與在乎「公共利益」這件事。

而「實驗教育」必須在實踐的歷程中具備「公共性」價值的意思就是：「實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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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存在不是為了被一部份的人所擁有或使用，也不是為了提供或增加多一種

或幾種教育樣態的選擇而存在。即使在教育現場裡，根據「實驗教育」概念而興

辦運作的學習類型或學校（姑且不論辦學的品質到位與否或是僅徒具形式），已

經讓一部份的人使用或選擇了「實驗教育」的類別，但使用者並不該以掠奪者、

佔有者的姿態盤據，更不會是「一旦我有，或只有我能有，你就沒辦法或是不能

有」。 

再進一步論證，「公共性」的立意與「公共利益」的價值正在於，這東西雖

然為我所擁有，但其實是：「當我有這個東西時，非但不會減損其他人的利益，

而是因為我的擁有，能夠為更大多數尚沒能擁有者，做出貢獻」。在這樣的底層

邏輯裡，「公共性」之於教育、尤其是之於「實驗教育」，不論這個辦學主體是公

立、私立、公辦民營或任何類別，不論是公或私法人辦學，都不該、也不可以，

只是為提供該學校、或機構、或團體的親師生，某種不同以往和現在的教育服務

內容和機會而已。如果是這樣，便完全抵損了「實驗教育」必須在實踐的歷程中

具備「公共性」價值。 

職是之故，再以更簡白的比喻來說，具備「公共性」價值的「實驗教育」在

實踐歷程中，辦學的主體不能自我囿限，同時，公部門主管機關或辦學的法人團

體，不是只在營運一間能夠提供不同餐點選擇多樣性的「廚房供餐」，只在乎自

己餐廳的生意好不好、已進餐廳裡的客人滿不滿意、如何衡酌各種營運成本才可

以端出好料並減少出包或負評、廚師員工的身心感受和廚藝技術如何提升、來客

情況是否趨之若鶩而著力在自己形象的包裝行銷宣傳等等。維持恆常穩定且專注

下，努力去辦好一間能讓既有的顧客滿意、深獲大眾好評、擁有好口碑名聲的「廚

房供餐」。這樣一來，這間「廚房供餐」將絲毫不具備公共性，尤其是以公部門

納稅人的錢來辦的學校，實不足取、價值錯位。 

「實驗教育」必須在實踐的歷程中具備「公共性」的底層邏輯將是：「實驗

教育」的辦學主體，包括辦學領導人、親師員工等內部成員的工作認同，必須從

供應穩定供餐、提供美味用餐經驗的認同角色，轉化演繹成為「探究美食的研究

實驗室」：透過每日穩定的供餐、提供美味用餐經驗的歷程，開啟對食材的重新

理解認識、對食物料理烹煮的觀點修正、對烹煮過程的流程細節校正、對客人口

味愛好的理解、對健康美好生活的想像、對用餐環境的氛圍營造等等因素，不斷

地提出重新詮釋、積極嘗試、反覆試做、鑽研發展、研究調整等過程。如此一來，

「探究餐飲美食的研究實驗室」的目的不在於提供不同餐點選擇多樣性並讓來店

客滿意，或是讓進不了門排在外頭的客人徒呼負負而沾沾自喜的「廚房供餐」。 

營運一間能夠提供不同餐點選擇多樣性的「廚房供餐」，轉化演繹成為「探

究美食的研究實驗室」，我們的路還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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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驗教育」必定面對且須回應來自既存教育態樣挑戰的「現實性」 

因為教育是發生在親師生的生活脈絡裡，尤其構築在親、師、家、校等因素

和交互作用中，深受整體文化氛圍、政治局勢、社會變遷、經濟發展、科技演進

等等來自教育層面以外的深刻影響。用最簡單的說法就是，教育從來不是在真空

中發生。所以當「實驗教育」基於「教育實驗」的積累嘗試，同時不斷拋棄「教

育實驗」的視角而得以續存時，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直球對決、誠實以對，而

不是把「實驗教育」當作是萬靈仙丹、百憂解藥，以為門口招牌或校名換上了「實

驗教育」，原本校務運作和治理的苦惱就能夠一掃而盡、晴空萬里。 

裁併校、校長延任、孩子不適應、收不到學生、教師士氣低落、孩子基礎學

力欠佳、社區及家長不信任、縣市競爭力排名評比、別人有而我沒有所以必須趕

緊跟班補上……所有林林總總來自既存教育態樣問題與困境的挑戰，都是構築實

驗教育底層邏輯的「現實性」源頭。「實驗教育」就是以「特定教育理念」為引

導，對於所有一切關於教育歷程中的硬體軟件、典章制度、運作方式、執行策略、

管考歷程的設計規劃、策略執行、反思修正、學習對話。一旦在現場去解決實際

存在的問題，就能構築出教育現場裡的能量和想像。而且，正因為這個不閃避現

實問題、直球對決困難挑戰，同時區辨出只站在原有系統框架進行修補調整的「教

育實驗」，必須不斷被拋棄及歸零的視角，「實驗教育」而得以茁壯。 

另外有一個存在實踐場域裡很容易被曲解的現象則是：自以為，或僅止於口

惠的「實驗教育」工作者，打著「實驗教育」的幌子、嘴裡時時掛著「實驗」兩

字，就自以為是地認定可以將孩子學習和教育歷程，一定不能省略、絕對不可少

做的事情，直嚷嚷著「我在實驗教育裡，所以可以這個不必做、那個不用做」。

一旦落此境遇，「實驗教育」的立法美意，以及一直以來傳承教育改革理想的價

值，將徹底瓦解、灰飛煙滅。 

(三) 如何經由「實驗教育」所擁抱的「個殊性」而得以化解中心邊陲的界線 

最後一個因「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兩者間之弔詭性而孕育出「實驗教

育」的底層邏輯，則是如何讓各種基於多元且彼此差異的「特定教育理念」所辦

出各種不同的「實驗教育」，在擁抱各自的「個殊性」時，不會只停留在少數、

非主流的概念下，存在教育場域裡的邊緣地帶。但很坦誠地指稱，長路漫漫、遙

遙期遠。 

以「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23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為例（法務部網

站，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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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重點學校以外之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其學校總數，不

得逾主管機關所屬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百分之五，不足一校者，以一校採

計。但情況特殊，其實驗教育計畫於學年度開始六個月前逐案報中央主管

機關審查核定者，不得逾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百分之十五。 

前項學校總數，不得逾全國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百分之十。 

不管哪個母數為基準的 5%、15%、10%，都將只能是整體脈絡的少數。何以

如此？正如親子天下（2017）以《實驗教育即將「量產」？是否放寬限制，今在

立法院展開攻防》為題的報導內容，顯見「實驗教育」仍處於中心邊陲明確界線

區隔，不僅讓系統糾纏綑綁、同時劃出了深刻界線： 

未來各縣市的實驗學校數量若放寬到 30%，實驗學校就已經是「量產規

模」，不再是實驗。原本小規模的實驗學校排除相關條件限制，因為是實

驗性質，還能夠接受，但是「你要拿到市面量產，又是另外一個狀況」。

修法前夕 12/5，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也召開記者會表示，突然大量開放

不受主要教育法令規範的實驗教育學校，恐怕會成為國民教育的「大災

難」。 

原來「實驗」的目的不是改善精進、創生演化整體的教育品質，讓整體的教

育脈絡因多樣性的增生、因基於不同特定教育理念而辦學的經驗，得以反饋、滋

養既有的教育土壤，反而是擔心一旦數量多了、「量產規模」後就不再是實驗。

這樣的邏輯背後的預設，正是中心邊陲的排他性。「我在中心、你在邊陲」、「願

意挑選邊陲者、後果自負；我在中心安適生活工作、各自安好」。至於突然大量

開放不受主要教育法令規範的實驗教育學校，恐怕會成為國民教育的「大災難」，

這樣的論述觀點及其背後的思考立意，對臺灣教育諸多矛盾現況的理解，也就朗

朗清明、不足為奇。 

四、結語：「實驗教育」的「所處」與「去處」 

前文論述「實驗教育」已循法規運作一段期間，進而開啟對教育重新想像的

機會，且切入對於「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之間關係的探究，分析其理論弔

詭性搭載著對於教育工作者及其利害關係人所生成的機會。再從實踐層次的辯證

反思，提出「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之間潛在的弔詭性即是：「實驗教育」

必須基於「教育實驗」的積累和不斷嘗試，同時又要不斷拋棄「教育實驗」的視

角，才能夠讓「實驗教育」獲得深耕的機會。「實驗教育」與「教育實驗」兩者，

彼此間既奠基依賴而存在、卻又須擺脫拋棄彼此而茁壯，並且開啟教育利害關係

人對於教育意涵的重新認同與理解，必須從「教育最根本的地方」著力，以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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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論證「實驗教育」構築的底層邏輯有三： 

1. 「實驗教育」必須在實踐的歷程中具備「公共性」的價值。 

2. 「實驗教育」必定面對且須回應來自既存教育態樣挑戰的「現實性」。 

3. 如何經由「實驗教育」所擁抱的「個殊性」而得以化解中心邊陲的界線。 

筆者從實際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實踐經驗，深刻體認出「實驗教育」

的「所處」及「去處」。對我來說，「實驗教育」的「所處」即是透過我們的實踐

歷程所要改變的不只是教室裡的風景，更是創造出臺灣公立學校的可能性，關於

學習、關於教學、關於學校治理、關於教師專業、關於家長的理解、關於傳媒等

面向的教育定位、關於所有對於教育的期待、以及對下個世代教育類型與內涵的

想像與實踐。「實驗教育」存在的最大價值，就是讓所有關心臺灣這塊土地的成

熟公民，一起思考、共同探索、齊心努力，讓我們把教育做好、實實在在地做好。 

至於實驗教育」的「去處」即是： 

1. 辨識趨勢：辦學者別只跟著流行走，更別乖乖聽候和等候資源分配，而是誠

實面對自己所置身的位置及機會，看清楚這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究竟怎麼

回事。 

2. 定義需求：誠實面對教育現狀及辨識趨勢後就會發現，現階段及現下的需求，

其實是緣木求魚。然後呢？不是去與既有的體系爭辯或鬥爭，而是在新的需

求定義下，尤其是針對每個耳聰目明的大家而來的需求，建立一個新的模式

或典範，讓既有的系統徹底過時。 

3. 創造市場：有了原型和經驗，才進入了市場的深水區。市場不是調查出來，

也不是拎著包包和檔案文件計畫，行銷出來的。而是創造與演化生成。這些

前所未見的東西（或許是學校的運行、或許是課程的執行、或者是任何的教

育計劃等等之類....），就在我們身邊。更白話講，在學校裡，哪裡讓我不舒適、

哪裡覺得怪，市場，市場的真正需求，就在這。 

4. 營造生態圈：這是最難的，卻是最重要的。單一或點狀式的案例，是撐不了

多久。更白話說。就是我們耳熟能詳卻通常只是講講的「共好」這件事情，

讓它真正的落地，極致的落地。 

關於「實驗教育」的自我界定和未來想像，就是讓「實驗教育」學校成為教

育系統的研發部門時，「實驗教育」這件事情就會跟「永續」靠近、跟「教育公

共性」趨近，而且更朝著「教育新創生態圈」的建立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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