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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4 年，政府公布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實施條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條例，及公立國中小

委託私人辦理條例（簡稱實驗教育三

法），以學校型態、非學校型態、公辦

民營三個途徑推動實驗教育，相關各界

給予好評，其後實驗教育蓬勃發展，不

論都會地區或偏鄉地區，都顯現欣欣向

榮景象（魏莨伊，2017.8.24）。只是實

驗教育三法上路將近三年，遭遇瓶頸，

教育部接受各界修法呼籲，研擬修訂法

案，送行政院通過轉立法院審議。立法

委員反應熱烈，相關提案高達十八項之

多，修法方向廣受各界關注，成為媒體

的追逐話題。實驗教育三法公布之後，

實施情形如何，修法爭議為何，實驗教

育面臨那些問題，未來該如何因應，頗

值討論。 

二、重要修法方向 

根據教育部資料，實驗教育三法

實施以來，短短幾年之間，實驗教育

學生數已達一萬二千多名，顯示其具

有吸引力，在少子化時代倍受重視，

成為招生良方。不只是民間視為辦學

的重要管道，公立學校的轉型發展也

走這個路線。但因條例限制地方公立

實驗教育學校不能超過總校數五％到

十％，宜蘭、臺中、臺東、臺南、南

投等地都感困擾，建議放寬。地方政

府建議國中小申請辦實驗教育應適度

放寬額度的理由，乃為因地制宜，讓

偏鄉小校可不受僵化法令束縳，推行

實驗教育。偏鄉學校已廢了很多，剩下

的應容許進行課程實驗創新，在地翻轉。 

政院版的修法方向，將原各縣市

最多只能有十％的校數可舉辦，放寬

至三分之一，未來將有更多公立學校

可辦，讓更多學校及學生參與實驗教

育（林曉雲，2017.11.9）。各界疑慮的

是提高各地方公立學校轉型為實驗學

校的比例，令人覺得是在衝實驗學校

數量，無助於確實辦好實驗教育。對

此，教育部國教署回應，不會衝刺數

量，將以學生為主體，讓實驗教育穩

健發展，計畫審查也會由中央把關（吳

柏軒、林曉雲，2017.11.9）。 

另一方面是實驗學校學生升學，

需要和非實驗學校的學生競爭，升入

大學後的教育需要銜接，而有實驗大

學的倡議（林良齊，2017.11.7）。立委

質疑目前高教特殊選才管道核定名額

仍不多，實驗教育到了高教端出現斷

層。另有立委提案修法將實驗教育延

伸至大學，其目的是要讓實驗教育學

生有適合的大學環境，也刺激一般大

學產生質變，改變科系為學群，降低

必修學分要求，由學生提出學習計

畫，改變教學方法，用更多元的方式

培育人才。媒體報導指出，雲林、臺

中、臺北等地有招生壓力的學校，希

望轉型彈性更大的實驗大學。教育部

長回應實驗教育延伸至大學是必然的

方向，教育部正朝此方向努力，也認

同把國中小學委託私人辦理延伸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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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專科以上學校，但他也說，公立大

學受大學法自治保障，委託私人經營

仍需依校務會議決議。教育部高教司

回應，以現有「特殊選才」管道給接

受實驗教育的學生升學，且開放大學

採行彈性學制，設計模組課程指導其

學習。技職司回應，未來技專校院擬

規劃一至二％名額試辦彈性入學。 

三、各界意見 

各界對實驗教育三法修法的意

見，聚焦於再鬆綁的合宜性、監督和

管理的適切性、學生學費協助、資訊

公開和學習銜接等方面。 

(一) 關心實驗教育再鬆綁的合宜性 

修法把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單一學

校總人數從 410 人提高到 600 人的上

限，校長遴選亦得不受連任一次限

制，此類鬆綁有助於實驗學校的經

營，尚未出現反對意見。但在公立學

校轉型實驗學校比例及新增實驗大學

的構想，各界卻有不同的看法。一則，

擔心數量擴充會降低品質（林志成，

2017.11.9），憂慮各地方政府一窩蜂辦

理實驗教育學校，不聘正式教師，變

相成為外語班、升學班，或招生困難

的學校拿辦實驗學校作為避難所（林

曉雲，2017.11.9）。相反地，卻有學者

主張實驗教育的學校額度不必限制，

認為教育創新是學校適應社會變遷所

必需，學校要有自主性和彈性；一間

學校要辦理實驗教育，得花更多心

力，政府沒必要阻攔，只要規劃整體

的評鑑輔導機制即可（馮靖惠，

2017.7.27）。 

(二) 關心實驗教育的監督和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實驗教育和非實驗

教育的區別，在於前者辦學自主性很

高，包含學期、課綱、師資都可不受

現行法令限制，後者則有層層法令綑

綁，學校的創新發展不得自由，很難

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不過，兩者都

涵蓋了國民基本教育，都該有優良的

辦學品質，符合學生學習的利益，若

因實驗之名不予監督，或假非實驗之

名不給彈性，絕對都有問題。批評者

指出，實驗教育的監督機制仍以類似

公立學校的訪視與成果報告為主，認

恐流於形式，也有人擔心宗教勢力介

入，及有心人士做為盈利的工具（張

益勤，2014.11.5）。教育主管機關不論

對體制內或體制外實施的實驗教育，

都應維護孩子受教權的公平性和卓越

性。有人也主張法令鬆綁，未來可能

有更多公立學校辦學空間釋放給民

間，真正普及教育選擇權，然而如何

有效管理實驗教育學校，如何將另類

教育的成功經驗導入公立學校，並且

都值得持續關注。 

(三) 關心實驗教育學費的協助 

實驗教育機構（含學校）常以其

教育理念，小而美的辦學特色，吸引

特定對象，受到家長信賴，送學生入

學就讀。實驗教育機構的學費高，有

的一年要 16 萬或 20 萬元，甚致有的

高達 30 萬元，令人擔心實驗教育成為

有錢人的教育（林志成，2017.11.9）。
現階段就讀高中高職者可得到學費補

助六萬多元，即教育部最多按公立學

校的額度，補助低收入戶學生，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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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學生恐無緣選擇就學，勉強就

學，教師還要為學生募款繳交學費（林

良齊，2017.11.9）。弱勢家庭的教育選

擇權受限，因而有人主張政府應補助

所有的實驗教育，包含學生、學校和

地方政府（林志成，2017.11.9）。教育

部國教署回應，正在研訂要點，補助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以學生或機構

作為單位計算（林曉雲，2017.11.9）。 

(四) 關心實驗教育資訊公開和學習銜接 

其次的關注是實驗教育機構可能良

莠不齊，社會上聽不到檢討的聲音，而

且其辦學資訊的公開度也相當不足，未

來在招生壓力下，辦學者是否能堅持初

衷，令人憂心。實驗教育機構宛如一個

開放市場，政府若不時時把關，家長需

要放亮眼睛，多看、多聽、多了解（魏

莨伊，2017.8.24）。有位學者參加縣市的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審議會，有深深的

感觸，建議政府提供各種實驗教育資訊

（包括課程、師資與各類計畫案）給家

庭、團體與機構，協助非實驗機構的家

長進行教學增能；公開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審查的說明會及發表會；容許實驗

教育學生以自己特色學習成果來申請大

學，並鼓勵各大學發展實驗教育，讓學

生繼續展開適性的學習歷程；審議之

外，並應提供實驗教育者實質協助(陳
復,2017.6.28)。 

四、討論 

實驗教育值得討論的問題很多，

包含實驗教育定位、教育鬆綁與教育

自主、真實驗或假實驗、監督與改進、

經費補助等問題。 

(一) 實驗教育定位問題 

實驗教育固然可有很大的彈性，但

它並不是孤立於正規教育之外。主管機

關決定實驗教育三法的修法方向及後

續的支持協助時，有必要考量其與正規

教育之關係及異同所在。現行法令實際

上也容許中小學進行教育實驗，可以是

整體或部分實驗，這部分的相關配套為

何，主管機關鬆綁了那些規章，提供了

那些資源，在在需要檢討。不論如何，

顯然是有問題的，要不然就不必動用到

實驗教育三法轉型為實驗學校。 

修法時要考量，若一個國家或地方，

有30％的學校是實驗學校，它們實驗和創

新了什麼，顯示的意義是什麼？如果實驗

學校只是安排特色課程，是否真的是實驗

學校？如果為了解決招生問題才辦實驗

學校，是否為正確的教改之道？再則，鬆

綁是把學校辦好的關鍵嗎？若然是否該

檢視現有法令有那些不當綑綁之處，進行

整體鬆綁，只要維持必要的教育基準，其

他的就讓所有學校放手去做。若改革方向

很明確可行，就做下去，若需要做實驗就

做，每個學校所辦理的教育都可以實驗，

不該是掛著實驗教育的招牌才可以做。 

至於實驗大學，看起來像是個創新

的構想，提出後有少數大學說想要辦，

什麼都不具體也不確定的時候就這麼

說，令人覺得很奇怪，仔細想想，只是

著眼於招生需求。該構想之中主張科系

整合、課程規劃、教學革新，現在的大

學都可以做，也都在做，早已經不是什

麼創新的理念，顯然不必再掛實驗大學

的招牌。問題在於如何激勵大學持續改

革，以符應學生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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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鬆綁與教育自主的問題 

實驗教育的主要價值在於為實驗

學校或機構鬆綁教育法規，校長、教

師、課程、教學、校舍、校地、經費

等，都可不受現行法規限制，讓辦學

者的自主性放到最大，提供學生另類

教育，使其適性發展。若實驗教育可

以鬆綁到這種程度，等於是放任實驗

教育辦學者要怎麼做就怎麼做，那麼

對於學生的學習權有何保障？反過來

想，若教育鬆綁這麼重要，這麼有效，

為何不針對所有中小學實施，而只限

於少數申請及選定實驗學校或機構？ 

(三) 真實驗或假實驗問題 

實驗教育在三年不到時間擴充到

一萬多名學生，顯示其具有吸引生源

的力量，導致許多偏鄉小校轉型藉以

擴充生源，圖謀生路，受限於比例規

定無法突破，乃推動修法。招生不足

學校不斷想要轉型為實驗學校，是否

會變成實驗學校沒有真實驗，只是掛

個實驗招牌以吸引家長和學生入學而

已，這不單是民間辦理的實驗教育會

有問題，公立學校的實驗教育也一樣。 

例如，媒體報導指出（吳佩雯，

2017.5.30），小校求生存，紛紛轉型做

實驗教育，學生回流避免廢校、併校，

全國目前已有數十校通過審核，學生

人數大量成長，可見實驗教育在招生

上確實有效。報導也指出，這類學校

推出的實驗教育多元，有的融入趴

浪、浮潛、潮間帶觀潮等課程；有的

結合在地原住民文化，設計編織、狩

獵及跳舞等等的實驗課程；有的發展

原住民傳統音樂，讓學生認識口簧

琴、竹器等原民樂器，並且加入族語

課程。這些學校有部份已申請轉型為

實驗學校。不過，此類實驗教育看起

來只是特色課程，原來非實驗學校也

都在做，以此申請轉辦實驗學校，似

乎牛頭不對馬嘴。 

實驗教育很重視教育理念，或為

西方學者所主張，或服膺華人或東方

思想的啟迪，也有是辦學者融合各方

辦學理念及經驗而產生的見解，這類

學校過往常被稱為理念學校。實驗教

育計畫的審議常尊重該計畫的理念，

不會有所質疑，著重計畫的各要素是

否足以實現理念，計畫各要素彼此的

銜接性如何。現行實驗教育以中小學

為範圍，涵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其辦學理念是否符應國教理想和目標

及其落實所需之課程和教學，仍需加

以檢視。學術上探討教育哲學的各種

派別，都會分析其利弊得失，讓辦學

者得以用其長處，避其缺失，有必要

的話也要進行整合。實驗教育對於辦

學理念，實際上也可這麼做，尤其它

掛著實驗兩字，需要經由教育實施檢

討理念及運作的適切性，決定是否調

整，如何調整，這才是實驗的真諦。 

(四) 實驗教育的監督與改進問題 

實驗教育計畫很容易出現假實

驗，不受法令限制變成沒有教育標準

或降低教育標準，因此計畫的實施必

須有所監督及評鑑，但這部分目前執

行情形比較沒有力道，各界頗為擔

心。實驗教育計畫需要在審議過程中

不斷修訂，直到通過為止，計畫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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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者不是真的要實驗什麼教育，而

是要辦外語班、雙語班、科學班，計

畫的實施更為明目張膽地加強辦理其

所要的班別。實驗教育若沒有周延的

監督和評鑑，也未充分公開實驗相關

資訊，就無法讓社會大眾相信它是按

部就班地進行、以學生利益為中心、

且有良好的成果。 

(五) 實驗教育經費補助問題 

實驗教育是另類教育，公立者所

需經費由政府吸收，所謂不受現有相

關法令的限制，公立與民間實驗教育

不同，公立實驗學校的鬆綁究竟意指

為何，有必要理清。公立實驗學校不

能像私立者一樣收費，主管機關就需

要提供支持，加上明確的法令鬆綁，

這類學校才能放手去做。另一方面，

民間辦理實驗教育，收費高，才能運

作起來，造成有錢的家長才能送孩子

就讀的現象。有錢才有選擇，沒錢毫

無選擇餘地。現在政府對實驗教育的

補助若有不足，是否需要補助，該如

何協助，有必要仔細研議。其中必須

理清的是私人興學的意義為何，政府

在公私立教育上的責任是什麼，政府

已經編列很多經費辦理公立教育，現

有可用的資源有多少可用在私立教育

補助。若決定提供補助經費，用的是

納稅人的錢，也必須進一步監督經費

是否善用及成果如何。實驗教育機構

也要有認知，若接受政府補助，必然

會有更嚴格的政府監督，也可能會讓

實驗教育流於制式化。 

 

五、結語 

對實驗教育各界大都抱持深深期

待的心情細心呵護，捨不得批評檢

討，但隨其校數和學生數增加，影響

愈來愈大，以後這種心態需要有所改

變，重新規劃實驗教育的未來。因此，

實驗教育三法的修訂及其後續實施必

須注意下列幾點。 

(一) 實驗教育三法的修法過程宜更嚴

謹，事前應再廣泛徵求相關各界

的建言。此次修法之後各界討論

意見顯示，這些有意見的人不是

未被諮詢，就是他們的意見未被

採納，才會將修法的戰線延長到

立法院的法案審查，造成社會資

源的浪費。 

(二) 實驗教育三法的修訂宜秉持教育

專業性，從教育的角度衡量實驗

教育的公義性、公平性、卓越性，

避免其政治化，運用政治手腕影

響專業性的決策。 

(三) 實驗教育的審議、實施、監督與

評鑑，宜秉持實驗教育的真義，

絕對不可流於利益取向，成為私

人牟利的工具，也不可做假實

驗，換換招牌騙取家長送學生就

讀。政府對實驗教育的監督，宜

找出有效的方法，以免實驗教育

變成放任教育，為所欲為，傷害

學生的學習權。 

(四) 修法之前必須審慎解讀所修法

條，若按目前的方向完成修法，

未來全國公立學校最多會有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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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學校、七成非實驗學校，其

意涵到底是什麼，是否為理想及

合宜的教育型態，也可以進行國

際比較，吸取國際經驗。 

(五) 主管機關應從鬆綁一般學校辦學

的不當限制著眼，提供一般學校

辦學改革的必要支持，讓每個學

校都能創新改革及實驗，提供學

生適性學習機會，促進學習成效。 

(六) 理清實驗大學的真義為何，進而

決定是否該有實驗大學這樣的學

校，或者著眼於推動大學實驗教

育或教育改革更為合適。目前修

法引發的討論，只是改變大學的

入學管道，讓高中階段實驗學校

畢業生得以順利升入大學，或者

是改變大學教育方式，使其入學

後得以順利學習。 

(七) 中央和地方主管機關宜共同理清

實驗教育的意義、目的和範圍，

對於實驗教育的整體實驗或部分

實驗宜加以界定，對於實驗教育

不受相關法令限制的說法，亦宜

澄清確切的意涵為何，對公私立

實驗學校的教育鬆綁為何。 

(八) 主管機關必須切實了解實驗教育

在做什麼，怎麼做，有何特色，

有何成效，有何問題，各實驗教

育機構也必須公開其教育及財務

資訊，讓社會各界共同了解和監

督，並利於家長和子女進行教育

選擇。 

 

(九) 接受實驗教育的畢業生進入大學

的管道若有不足，可檢討改進，

但其進入大學後，必定增加各校

校內學生的異質性，到底如何促

其適性發展，各大學宜積極因

應，提出具體可行的教育方案加

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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