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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旨在根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在執行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5 年度「臺

中市實驗教育研發中心」委託計畫期

間所蒐集之國內外實驗教育相關文

獻，梳理其中所反映的歷史脈絡與教

育關懷。 

研究者蒐集 2000 年以後所出版或

發表之實驗教育相關之文章，至 2017
年 11 月 30 日止，共蒐集國內文獻 105
篇（計畫案設定至少 40 篇），國外文

獻 33 篇（計劃案設定至少 20 篇）。然

而，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研究者深

感聚焦於臺灣作者所寫與中小學階段

實驗教育發展有關之文獻，較能掌握

臺灣中小學階段實驗教育發展的脈

絡，以此範圍來做分析，對臺灣本土

的實驗教育將比較有意義，因此，研

究者捨去外文文獻、中國學者撰寫但

無關臺灣實驗教育的論著以及國內作

者只論及於幼兒園教育的著作。最

後，研究者採用了所蒐集的國內文獻

中的 91 篇來進行分析。 

本文所蒐集文獻的時間設定在

2000 年以後出版之文獻，乃是嘗試在

以實驗教育法理依據作為分析的主

軸。因此，以 1999 年《國民教育法》

揭示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

之實驗教育作為探討的起點，稱為醞

釀期，並以 2014 年《實驗教育三法》

通過後作為分水嶺，期能藉以突顯《實

驗教育三法》通過前後，實驗教育在

我國社會推動過程之中的發展變化。 

以下試就「實驗教育三法醞釀期

（2000-2014）」與「《實驗教育三法》

公布之後（2014 迄今）」兩個時期分別

掌握實驗教育文獻所反映的歷史脈

絡。 

二、《實驗教育三法》的醞釀期

（2000－2014） 

自各縣市政府陸續按照 1999 年

《國民教育法》第 4 條第 4 項「為保

障學生學習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

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其辦法，由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以及根

據《教育基本法》第 13 條「政府及民

間得視需要進行教育實驗，並應加強

教育研究及評鑑工作，以提昇教育品

質，促進教育發展」，到教育部於 2014
年 11 月 19 日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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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

辦理條例》等「實驗教育三法」這十

四年之間，從國內發表或出版的各類

相關文獻成果（期刊論文、學位論文、

報導……）來看，這段時期人們對實

驗教育的討論與關懷包括（一）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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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的思想並探討對我國實驗教

育推動的啟示、（二）介紹或比較國內

外實驗教育的學校類型、（三）介紹實

驗教育相關法令，以及（四）考察我

國實驗教育推動的過去、現在與未

來。這個時期的相關文獻共計 46 筆，

茲按照以上分類，撮述如下： 

(一) 介紹實驗教育的理念與相關措

施，以及對我國目前教育實踐的

啟示 

研究者在介紹實驗教育的理念與

相關措施，以及對我國目前教育實踐

的啟示方面，蒐集到之文獻有 12 筆，

茲臚列如表 1：

表 1 介紹實驗教育的理念與相關措施及對我國目前教育實踐的啟示之文獻 

年代 作者 論題 類型 
2003 林麗真 從華德福教育開一扇窗：探尋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

領域師資培育的新面向 
期刊論文 

2004 林文魁 另類個案研討會：慈心華德福小學模式 期刊論文 
2005 黃心怡 自主學習與學生自我賦權：以台北市自主學習實驗

計畫學生為例之研究 
期刊論文 

2007 翁凱婷 另類學校中的人權教育之研究：以種籽親子實驗小

學為例 
碩士論文 

2008 郭實渝 夏山學校展現的民主教育精神 期刊論文 
2008 蘇鈺楠 從心開始：斯泰納對心靈世界的觀點及其啓示 期刊論文 
2010 陳怡潔 師資培育制度外的一章－華德福教師培育之探究 碩士論文 
2011 彭千芸 另類教育與即興美學：一位華德福學校學生的生命

故事 
碩士論文 

2012 舒季嫻 另類學校中的品格教育之研究-以欣欣實驗教育學

校為例 
碩士論文 

2012 劉若凡 運動中的另類學校：學校變革的組織分析 碩士論文 
2012 吳清山 在家教育與自主學習 期刊論文 
2013 謝雅君 一種青春，兩個世界：跨越教育體制畢業生之質性

研究 
碩士論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表 1 可知，研究者較偏向以單

一機構或單一思想的探究為規準來歸

類文章。12 筆資料中，期刊論文與碩

士論文各半，除了 6 篇期刊論文中的 3
篇比較屬於理念與制度的介紹之外，

其餘的 3 篇期刊論文則是可歸屬於在

地的實踐。至於 6 篇碩士論文，都有

其明確的研究場域，都可算是在地實

踐的探究。總之，本時期的文獻，似

乎已超越實驗教育的本質以及相關理

論的摸索與探究，而進入到行動者的

實踐與感知的表達。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幾篇著作，更是聚焦於試圖理解

或釐清實驗教育性質的質性研究。比

如：謝雅君的碩士論文試圖透過敘說

生命故事的方式來反思自我成長的歷

程與自我概念形構發展，藉此辯護與

洗刷實驗教育並非是有錢人家或菁英

人士之子女所專屬的教育之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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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介紹或比較國內外實驗教育學校

類型 
研究者介紹或比較國內外實驗教

育學校類型方面所蒐集之文獻共 26
筆，茲臚列於表 2

表 2 介紹或比較國內外實驗教育學校類型之文獻 

年代 作者 論題 類型 
2003 張雪娥 台中市國民小學實施家長教育選擇權之研究 碩士論文 
2004 林俊諺 公立與公辦民營小學教師專業自主性比較研究－

以宜蘭縣為例 
碩士論文 

2004 游宏隆 公辦民營學校治理結構之研究：以慈心華德福教育

實驗小學為例 
碩士論文 

2004 陳啟明 另類教育體驗—英國愛默生學院進修心得 期刊論文 
2005 李雅卿 他山之石：國際「在家自學研討會」的觀察與心得 期刊論文 
2006 吳明哲 宜蘭縣公辦民營學校之研究 碩士論文 
2006 楊文貴

楊嵐智

游琇雯 

公辦民營學校的可能與困境_宜蘭縣人文國中小四

年生命史中的一些經驗 
會議論文 

2006 黃源河

符碧真 
在地化教育理論的建構：理念學校真的是本土教育

文化的另類嗎？ 
期刊論文 

2007 蔡宣蘋 台東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質性研究 碩士論文 
2007 王雅惠 覺醒與爭權的社會行動：另類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

意識之個案研究 
碩士論文 

2007 張碧如 教育選擇權與受教權之間的兩難：一位在家教育評

鑑委員之訪談研究 
期刊論文 

2007 劉世傑 我國國小體制內與體制外之比較─以全人實驗中

學小學部為例 
期刊論文 

2008 林青蘭 森林裡的教育：森林小學的旅遊教學 期刊論文 
2008 唐宗浩 學術研討：苗圃小學參訪報告 網頁資料 
2008 王炎川 台灣另類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意識發展之研究：以

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為例 
碩士論文 

2008 林翠香 國中身心障礙學生就讀「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歷

程之研究 
碩士論文 

2008 黃夏成 一條自主學習的路-在家教育 期刊論文 
2010 劉鳳雲 臺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方案目標評鑑之研究 碩士論文 
2010 羅恩綺 

林楚欣 
教師培育與生命轉變以一位華德福教師為例 會議論文 

2011 黃政傑 前瞻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期刊論文 
2011 李佳倫 臺灣與西班牙義務教育階段公辦民營學校之比較

研究 
碩士論文 

2012 帥宗婷 升學壓力中的凝視與主體-以私立復興實驗高級中

學與慈心華德福為例 
碩士論文 

2012 蔡旻欣 我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研究政策執行的觀點 碩士論文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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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介紹或比較國內外實驗教育學校類型之文獻 

年代 作者 論題 類型 
2012 張盈埄 另類教育的課程美學建構與實踐：全人中學的個案

研究 
研究計畫 

2012 施如娟 國民小學階段實施在家教育意見調查研究-以嘉義

市為例 
碩士論文 

2013 張明惠 德國華德福教育之在地化過程－以雲林山峰華德

福學校為例 
碩士論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被研究者歸入表 2「實驗教育學校

類型」範疇之大部分文獻，其內容多

少會言及法理依據的問題，然而在這

個時期的「法」，指的只是《國民教育

法》與《教育基本法》裡的片段的規

定，在這種情況下，各種突破當時教

育現況與體制內教育的嘗試應運而

生。其中，撰文者多聚焦於家長教育

選擇權、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公

辦民營學校、在家教育等議題的探

討。除此之外，從以上的文獻中也可

發現，除了在地的實踐之文章仍佔有

一定比例外，比較體制內與體制外學

校之研究興趣也是方興未艾，足見若

干實驗教育學校或機構在此時期發展

已漸成熟，有足夠的內涵與份量，能

夠與體制內之學校做一比較與分析。 

(三) 介紹相關法令 

實驗教育的「於法有據」是很重

要的，但真正專文從法的立場來寫作

文章的，但是較少有作者針對法的主

題進行分析或論述。研究者在這方面

所蒐集之文獻共 3 筆，參看表 3：

表 3 介紹相關法令之文獻 

年代 作者 論題 類型 
2006 吳瓊洳 我國實施在家自行教育相關法令的內容分析 期刊論文 
2010 陳淑英 論父母在家教育權－教育行政的鬆綁與再規範 期刊論文 
2011 董俞伯 理念學校的校務評鑑法制：以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

為例 
碩士論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 3 的文獻，是針對《國民教育

法》與《教育基本法》的相關規定作

進一步探討的少數文獻。值得注意

是，董俞伯論文已涉及了實驗學校的

評鑑的法律依據，他在文中亦為實驗

教育的校務評鑑方向提出了建議，有

其參考價值。 

(四) 回顧與前瞻實驗教育發展 

研究者所蒐集到在 2000-2014
年間關於實驗教育發展回顧與前瞻

的文獻有 5 筆，這幾篇文獻多聚焦

於探討了《實驗教育三法》立法之

前實驗教育推動的困境以及相關法

令（比如《國民教育法》在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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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7 日的修訂）為回應實際需求 而有所調整的過程。茲臚列於表 4。 

表 4 回顧與前瞻實驗教育發展 

年代 作者 論題 類型 
2006 唐宗浩 

李雅卿 
陳念萱 

另類教育在台灣 專書 

2009 黃增榮 我國另類教育發展過程及其影響 期刊論文 
2013 吳清山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新紀元 期刊論文 
2011 劉若凡 台灣「另類教育研究的歷史考察」以學位、期刊論

文為主的初步嘗試 
專書論文 

2013 張碧如 臺灣南部對另類教育的需求初探 期刊論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實驗教育」一詞容易引起混淆

與誤解，也難掌握其富於「理念」之

實踐的蘊義，因此體制外教育的參與

者或實踐者比較願意以「另類教育」

稱之，而實驗教育一詞則是妥協後的

結果。因此部分所蒐集到的 5 筆實驗

三法立法前所撰寫的文獻中，除了吳

清山的文章外，其他 4 筆資料是以「另

類教育」為題而撰文，多少可反映此

傾向。 

另外，從表 4 的文獻亦可得知，

另類教育在臺灣，到了 2006 年時已足

以分期來敘說其發展，唐宗浩等人主

編的《另類教育在台灣》一書，就將

另類教育的發展分為草創期、發展

期、成熟期與分享期。另外，在 2006
年時，臺灣的另類教育參與者已認為

另類教育在臺灣已成熟而達到可分享

的境地。在彼時，他們即指出各期都

有其發展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困難，

並提醒我們這些困難「要處理得好，

才能順利進入下一階段」。再者，到了

2011 年，另類教育的文獻也已累積到

相當的程度，而使得劉若凡有足夠的

資料能對「另類教育」的研究作歷史

考察與譜系分析。 

三、《實驗教育三法》公布之後

（2014 迄今） 

與實驗教育相關的文獻，在《實

驗教育三法》公布之後，仍延續了之

前的議題，但更為聚焦在本土的實

踐，相關研究的關注焦點大概可以分

為三類，包括：（一）回顧與前瞻實驗

教育在臺灣的發展、（二）相關法令的

探討，以及（三）實驗教育的在地實

踐。這個時期的相關文獻共計 45 筆，

茲按主題臚列並撮述如下： 

(一) 回顧與前瞻實驗教育在臺灣的發

展 

研究者將蒐集之文獻歸為實驗教

育在臺灣的發展，但比較屬於貴與前

瞻範疇的文章，共計 18 筆，整理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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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回顧與前瞻實驗教育在臺灣的發展 

年代 作者 論題 類型 
2015 陳璽元 我們還需要多少實驗學校？ 期刊論文 
2015 馮朝霖 把根紮深、把夢作大－台灣實驗教育發展願景 期刊論文 
2015 賴春錦 實驗教育新起點—開啟另類學習一扇窗 期刊論文 
2015 林騰蛟 實驗教育-灑下多元種籽，開創繽紛未來 期刊論文 
2016 陳添丁 臺灣另類教育發展現況及展望 期刊論文 
2016 林海清 實驗教育向前行 期刊論文 
2016 丁志權 台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體制分析 期刊論文 
2016 張淑芳 實驗教育辦學面臨的挑戰 期刊論文 
2016 王全興 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之契機再臨 期刊論文 
2016 今周刊 從小眾到爆發：臺灣實驗教育缺什麼？ 一般評論 
2016 吳清山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發展、影響及因應作為 期刊論文 
2016 陳世聰 理念學校績效評估之探討 期刊論文 
2016 國立交

通大學

師資培

育中心 

交通大學師資培育中心通訊第 66 期：不同的教育

方式－體制外的教育 
期刊論文 

2017 秦夢群

温子欣

莊俊儒 

實驗教育之特色及對現行教育之啟示 期刊論文 

2017 王如哲 從國際觀點剖析實驗教育的發展趨勢 期刊論文 
2017 張淑芳 實驗教育理念實踐與辦學經營的另類思維 期刊論文 
2017 張裕程 開啟台灣教育的另一扇窗：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期刊論文 
2017 林彩岫 

游自達 
陳延興 
賴志峰 
曾榮華 
李彥儀 
林妤蓁 

臺中市實驗教育現況、困難與建議之研究 期刊論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表 5 的文獻中發現，全都是來

自期刊論文。另外，審視題目的用詞，

除了陳添丁和交通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通訊未用到「實驗」一詞之外，其餘

作者似乎都因應實驗三法的公布而以

「實驗教育」來行文。除此之外，這

時期回顧前瞻類的文獻多半以《實驗

教育三法》的通過、公布為開場內容，

除了回顧實驗教育在臺灣推動的歷史

之外，亦指出實驗教育在未來發展可

能需要面對的實務問題，比如師資來

源、校務評鑑等，值得教育相關權責

單位重視。再者，對於實驗三法的公

布，從論文標題看來，大部分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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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充滿肯定與期待，但也有少數表

示對相關配套措施不足而感到焦慮

者。其中，林彩岫等人合撰的論文即

是針對臺中市實踐實驗教育時所遇困

難而整理出來的一份難題清單，並嘗

試提出因應之道，希望所提出之建議

除了可以解決臺中市實驗教育的難題

外，還能作為全國實驗教育推動與未

來進一步修法時之參考。 

(二) 相關法令的探討 

研究者在將實驗教育參法公布後

所蒐集到的資料歸為相關法令的探討

之文獻有 9 筆，茲臚列如表 6。

 

表 6 相關法令的探討 

年代 作者 論題 類型 
2015 李柏佳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解析：國民教育階段為

例 
期刊論文 

2015 林俊成 實驗教育相關法規對當前教育之影響及公立學校

經營策略 
期刊論文 

2015 許茹菁 談實驗教育三法及其在公立學校實現之可能與挑

戰 
期刊論文 

2016 盧冠錚 在家教育法制之研究 碩士論文 
2016 黃彥超 實驗教育三法分析與影響之探究 期刊論文 
2016 謝傳崇

曾煥淦 
偏鄉公立學校之轉型新路？解析《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實施條例》 
期刊論文 

2016 吳俊憲 「實驗教育三法-內容影響及其應有的認知」 期刊論文 
2016 游惠音 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談公立國民小學

轉型與創新經營的策略 
期刊論文 

2017 葉明政

鄭玫君 
各縣市指定公立學校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法規

評析 
期刊論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被歸入表 6 的文獻的論題可

知，自《實驗教育三法》公布之後，

關於法令的內涵（比如：探討法規的

精神或適用範圍）、可行性或適用性

（比如：公私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是

否該分開立法？）以及可能造成的衝

擊（比如：傳統公立學校要如何因應

實驗教育在課程設計、教學方式……

等方面所帶來的挑戰？），以及當前實

驗教育所面臨的問題（比如：師資），

成了實驗教育在當前教育理論與實務

方面探討的重點之一。總的來說，這

些文獻所提出的問題，既有助於讓人

們更進一步掌握實驗教育的意義，也

有助於政府相關單位、專家學者在未

來能將實驗教育法令修訂得更為完備

且更加符合我國國情與教育需求。 

另外，從表 6 可看出，除了一篇

碩士論文外，其他皆為期刊文章。除

此之外，從中還發現一個有趣的現

象，除了那篇碩士論文討論在家教育

的法制外，其他大部分的文章關心的

是對公立學校的影響，尤其是對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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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前一部分還因

由於實驗三法的公布而使得另類教育

或體制外的教育有法理的依據，而讓

作者用「夢」、「另一扇窗」、「繽紛」

等字眼來形容對體制外或另類教育的

期盼，難掩一份歡欣之情。但是，對

公立學校而言，用語卻是相對沉重的

「挑戰」與「轉型」，對某些學校更是

「挑戰」也是「契機」，尤其是對偏鄉

小校而言。 

對於以上的兩樣情，有著些許的

弔詭。本來實驗教育相關法令的公

布，乃是針對讓體制外的教育或另類

教育有一套獨立的法理基礎而制訂，

在體制外教育參與者或支持者的極力

遊說爭取之下，終於獲得立法，在欲

繼續向前行之際，赫然發現有公立學

校為因應少子化危機，也加入實驗教

育的行列。 

(三) 實驗教育的在地實踐 

研究者將所蒐集之文獻歸在《實

驗教育三法》公布後之實驗教育的在

地實踐方面的文章有 18 筆，參看表 7。 

表 7 實驗教育的在地實踐 
年代 作者 論題 類型 
2015 謝易霖 人智學啟迪下之華語文課程圖像－宜蘭慈心華德

福學校實踐經驗之敘說反思 
博士論文 

2015 蘇鈺楠

梁可憲 
R. Steiner 的自由哲學及教育蘊義 期刊論文 

2015 吳任鈞 學生自治的制度設計 期刊論文 
2016 唐光華 多元化的臺灣在家自學教育模式：實驗教育個案週

課表比較分析 
期刊論文 

2016 黃錫培 雲林縣山峰華德福教育實驗國小：第一所公辦實驗

教育學校 
期刊論文 

2016 楊雅琪 建構完善的自學道路 自主學習促進會的理念與未

來 
期刊論文 

2016 邱義隆

梁憶靜

林信慧 

教育部創新混齡實驗教育計畫~中坑國小(鳶嘴山

學堂)校本課程介紹 
期刊論文 

2016 魏坤賓 實驗教育能讓原住民族教育走出屬於自己的路

嗎？ 
期刊論文 

2016 余亭薇 新北市國小教師對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認同度與衝

擊評估之研究 
碩士論文 

2016 黃建榮 因應偏鄉小校裁併：實驗教育策略聯盟的可行性 期刊論文 
2016 唐宗浩 《另類教育在台灣》之二：第一章 專書章節 
2016 果哲 台灣教育的另一片天空 專書 
2017 蔡晨雨 台灣另類學校教育之研究_以台灣全人中學為例 期刊論文 
2017 蔡進雄 英國實驗教育對我國實驗教育推動的啟示 期刊論文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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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實驗教育的在地實踐 
年代 作者 論題 類型 
2017 國家教

育研究

院 

臺灣另類教育實踐經驗與十二年國教課綱之對話-
協力同行 

期刊論文 

2017 李嘉年 成為一所親師生的民主學校：種籽親子實驗小學發

展歷程研究 
碩士論文 

2017 詹志禹 實驗創新與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期刊論文 
2017 范信賢 慈心華德福學校課程的美學探究 期刊論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表 7 可看出，其中的論文多半

為臺灣各種實驗教育類型的介紹，而

值得一提的兩筆文獻是謝易霖的博士

論文《人智學啟迪下之華語文課程圖

像 －－宜蘭慈心華德福學校實踐經

驗之敘說反思》以及果哲的專書《台

灣教育的另一片天空》。謝易霖以其體

貼生命經驗與教育實踐所做的教育哲

學思索，可以說是將對實驗教育的探

討與反思帶入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層

面。此外，這篇文獻恐怕也是目前國

內針對實驗教育而展開的眾多學位論

文之中少有的一篇博士論文。與此相

應的是蘇鈺楠、梁可憲的論文，他們

注意到史泰納的自由哲學，向來較為

我國學界所忽略，於是為文述評。至

於果哲的專書是系統性介紹臺灣各類

型實驗教育學校、機構或團體的作

品，是一部頗具參考價值的資料。 

此外，表 7 中的文章還有若干特

點，其一就是不局限於用「實驗教育」

一詞，許多文章仍採用「另類教育」；

其二是主題多元，除了屬於原體制外

教育的主題有另類教育理念析論、在

家自學、個案另類學校個案研究等；

還有屬於公立學校面對的挑戰與轉型

的，包括有與偏鄉廢併校議題相結合

而有的混齡教育以及與原住民族教育

合流傳承族群文化的實驗教育，以上

兩者是否歸屬為所謂的實驗教育，仍

是見仁見智，有待立法來求得進一步

的解套。第三方面，則是因應十二年

國教課綱的公布，被賦予可「擺脫」

或「解構」課綱的實驗教育，仍有與

「國家」(state)對話與協力的餘地。 

四、結語 

    就《實驗教育三法》的醞釀期而

說，透過耙梳上述文獻資料，可以發現

在這個時期對於國外實驗教育的思想

與具體推動案例的介紹已不多，且以史

泰納的華德福教育系統為主，而更多的

關懷是聚焦於如何讓實驗教育在我國

的社會情境與文化脈絡之中「生根」，

其中涉及的諸如家長選擇權與在家教

育權等問題後來都納入了《實驗教育三

法》的處理範圍，是以，吾人可以從中

看到在我國《實驗教育三法》正式立法

之前民間在推動實驗教育的過程中在

各類實驗教育型態上的摸索與嘗試。 

而綜觀「《實驗教育三法》公布之後

（2014 迄今）」這個時期國內相關出版文

獻，可以看出我國實驗教育的發展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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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三法》的公布，而由前一時

期的「生根」逐漸走向「深耕」，在實踐

上出現了各種樣態與理念的實驗教育機

構、學校與團體，同時在研究方面對實

驗教育的在地實踐有著更進一步的探討

與更為深入的反思。2017 年 7 月 11 日行

政院會通過「實驗教育三法」修正草案，

同年11月之後並有設立實驗教育大學之

議，立法院並於 12 月 7 日通過三法中的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修正

案，實驗教育未來將延伸至大專院校。 

前引唐宗浩等人主編的《另類教育

在台灣》一書時曾提到該書對「另類教

育」的發展提出了草創期、發展期、成

熟期與分享期等階段，且指出各期都有

其發展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書中

並提醒我們這些問題「要處理得好，才

能順利進入下一階段」。吾人或可藉以反

思：在我國實驗教育因為法規制定與修

正之後而更為蓬勃而多元發展的同時，

既存的問題（比如師資、校務評鑑、教

學空間、學生學籍……）是否已得到妥

善解決？若這些問題亟需處理卻懸而未

決，會不會反而使得當下實驗教育的推

動在未來延伸的過程中步伐顯得踉蹌？ 

臺灣的實驗教育，一路走來，篳路

藍縷，要能梳理出其脈絡，文獻理應至

少從 1990 年開始蒐集起，然研究者雖有

專案經費之支持與要求，仍限於時間與

精力之不足，僅以實驗教育不同的立法

作為資料蒐集的起點，蒐集 2000 年之後

的文獻予以分析。由於所蒐集之文獻各

篇文章之內涵，往往不只論述一個面

向，因此無法以更具強度的概念來做歸

類，僅分為「《實驗教育三法》的醞釀期」

及「《實驗教育三法》公布之後」兩期來

作分析。此兩期之重點，又以介紹實驗

教育理念與比較實驗教育類型、相關法

令、在地化實踐及回顧與前瞻等次層面

歸納之，致使本文之歸類不免流於武

斷，期盼有興趣於此類型研究者，能做

進一步的耙梳、歸類及評述，以彰顯文

獻所顯示的實驗教育之歷史脈絡，並從

中能獲得更強而有力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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