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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實驗教育相當於國外另類教育

（alternative education）的概念，強調教

育的創新發展、多元理念與自由選擇（馮

朝霖，2017）。實驗教育（experimental 
education）可定義為政府機關或民間機構

在教育理念的指引下，為促進教育的改革

與創新，以完整的教育單位為實施範圍，

採用實驗的方法與步驟於教育實務工作

中，發現與探究可改進教育實務的原理、

原則與做法，為教育的創新所進行的系統

性作為（吳清山、林天祐，2007）。童軍

運動自 1907 年創立以來，迄今已有超過

百年的歷史，透過具有教育性的各項進程

考驗、技能考驗與活動參與，幫助孩童發

展身體、智識、群性和精神為目的，實驗

教育與童軍教育無論在精神與實施方法

上實有許多相似之處。 

實驗教育的發展在我國仍處於剛起

步的階段，在發展過程中仍面臨許多困難

與挑戰，本文擬先對實驗教育與童軍教育

的現況進行分析與探討，藉由相關數據的

呈現，討論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發展性與

所面臨的難題，進而探討實驗教育與童軍

教育的共同之處，並將闡述如何以童軍教

育融入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具體建議與

措施，期能藉此協助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

學校發展，更可將相關經驗與方法供傳統

學校體制參考，透過實驗教育與傳統學校

體制互相學習與成長，真正發現與探究可

改進教育實務的原理、原則與做法，為臺

灣教育開創新的方向與未來。 

二、實驗教育現況與分析 

我國通稱為實驗教育三法的《高

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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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於 2014 年 11
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後，確立了「非

學校型態」、「公辦民營」與「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法源，使另類學校在辦

學上能有所依據，落實鼓勵政府及民

間辦理教育實驗之精神，並保障學生

學習權與家長教育選擇權，為我國實

驗教育的發展，開啟了嶄新且多元的

里程碑（曾盈瑜，2014）。 

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係指學校

教育外，非以營利為目的，採用實驗

課程，以培養德、智、體、群、美五

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目的所辦理

之教育。依其辦理方式不同可分為個

人實驗教育、團體實驗教育與機構實

驗教育三種類型。個人實驗教育指為

學生個人，在家庭或其他場所實施之

實驗教育；團體實驗教育指為三人以

上學生，於共同時間及場所實施之實

驗教育；機構實驗教育：指由非營利

法人設立之機構，以實驗課程為主要

目的，在固定場所實施之實驗教育。 

公辦民營的實驗教育則是由地方

政府基於發展地方教育特色、實踐教

育理念與鼓勵教育實驗，釋出如：土

地、校舍、教學設備等資源，委託有

獨特教育理念的本國自然人、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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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私法人或民間機構、團體參與辦理

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促進教育

實驗及教育多元化，發展教育特色，

以共同養成德、智、體、群、美五育

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 

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乃是以保障

人民學習及受教育權利、增加人民選

擇教育方式與內容之機會與促進教育

多元化發展為目標，依據特定教育理

念，以學校為範圍，從事教育理念之

實踐，並就學校制度、行政運作、組

織型態、課程教學、社區及家長參與

等事項，進行整合性實驗教育。而地

方主管機關為教育創新，得指定所屬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且學生總人數不得超過

四百八十人；指定學校總數，不得超

過其所屬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之百分

之五，情況特殊經報教育部核准者，

至多不得超過同一教育階段總校數之

百分之十。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所公布之 105
學年度各級教育概況統計分析報告

（教育部統計處，2017），105 學年包

含國小、國中與高級中等學校，非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人數合計為 4,856
人；公辦民營實驗教育學生人數合計

為 1,620 人；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人

數合計為 3,285 人。實驗教育三法通過

後，至 105 學年度已實施兩年，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因各縣市積極鼓勵小型

學校轉實驗教育，已有約 40 校通過計

畫審核，學生人數從 780 人增至 3,285
人，成長超過 3 倍，顯示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正蓬勃發展中。 

三、童軍教育現況與分析 

童軍運動自 1907 年由貝登堡先

生（Robert Baden-Powell）創立以來，

迄今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全世界已

有 150 個國家或地區裡有正式的童軍

組織或辦事處，總計全球約有超過

1,600 萬的男女童軍！我國童軍運動

於 1912 年由嚴家麟先生在湖北武昌文

華書院試辦童子軍開始，後來推展至

全國各地。1934 年正式成立中國童子

軍總會，1937 年，中國童子軍總會申

請獲准加入世界童子軍組織迄今。

1990 年，中國童子軍總會按內政部人

民團體法規定，完成社會團體立案，

並辦理社團法人登記，於 2009 年更名

為「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目前我國童軍共分為稚齡童軍

（5-7 歲）、幼童軍（8-11 歲）、童子軍

（12-14 歲）、行義童子軍（15-17 歲）、

羅浮童軍（17-20 歲）與服務員（20
歲以上）等六個階段，參加年齡為自

小學到大專院校的青年與社會人士，

於各階段設計有不同的進程與技能考

驗標準，各階段進程如表 1-1 所示。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近年來，除在學

校推展童軍活動外，並積極推展社區童

子軍活動，鼓勵機關團體、宗教組織及

社區等舉辦童軍團，童子軍也積極參與

社區服務及反毒宣導工作。在《世界童

軍組織章則》中，就規範了童軍運動的

基本原則，分別闡釋了童軍運動的目

的、原則與方法，當童軍活動內容因社

會國情的需要而有不同活動時，此基本

原則將是維繫童軍運動精神不變且放

諸四海皆準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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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華民國童軍各階段進程與技能項目。 
名稱 年齡 進程 技能 

稚齡 

童軍 5-7 歲 

地球 
星星 
月亮 
太陽 

服務類 
運動類 
技巧類 

幼童軍 
8-11
歲 

羚羊級 
狼級 
鹿級 
豹級 

服務類 
健身類 
技巧類 

童子軍 
12-14
歲 

初級 
中級 
高級 

服務類 
童軍技能類 

健身類 
興趣類 行義 

童軍 

15-17
歲 

獅級 
長城級 
國花級 

羅浮 

童軍 

18-20
歲 

見習 
授銜 
服務 

領導章 
保育章 
職能章 

服務員 
20 歲

以上 
木基訓 
木章訓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童軍總會（2004），研究者自行整理。 

貝登堡先生曾說明童軍訓練的最

重要目的，是在教育青少年，而非指

導他們，並指引青少年因出自志願自

我學習，啟迪其人格發展。 （Robert 
B-P, 1920），戴季陶先生則對於童軍教

育做了簡單定義：童軍運動是一種特

殊的新教育，自理論以至於活動，自

組織群體以至於每一個體，透過嚴格

之訓練、規律的生活，以道德為法律，

透過群體生活，培育技術能力，於無

形中展現誠正修齊治平之哲學（陳

鐵，1992），所以童軍運動同時也是一

個兼具「教育性」的運動。 

童軍教育是以自願參加、徽章制

度、戶外活動、特定儀典、由做而學

等方法融合成的獨特制度達成品格培

育、技能與知識教導、健康與自我照

顧、愛國與助人等教育目的。童軍教

育即生活教育，實際上童軍的教育意

義才是主要目的，讓青少年從現實生

活中學習如何生活，正如杜威（John 
Dewey）主張的：「教育即生活」的學

說，童軍的教育方式就是讓孩童藉著

各項進程考驗、技能考驗與活動參

與，讓自願參加的青少年，在過程學

習知識、技能、做人的態度等，使他

們能支配及適應現在的生活，並能運

用所學幫助他人，從而獲得全面性的

發展：健全的心智能力（Learning to 
know ）， 正 確 的 待 人 處 事 態 度 
（Learning to be）及知識與技巧的學習 
（Learning to do）。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所公布 2016 年

完成三項登記（團務委員會登記、中華

民國童軍登記、服務員登記）人數統計

表顯示（中華民國童軍總會，2017），
2016 年各級童軍總人數為 56,417 人，

其中幼童軍（8-11 歲）相當於國小階段

的學童人數共計 16,175 人，佔全體童軍

人數比例約為 29%，佔全國國小學生總

人數比例約為 1.38%。 

四、童軍教育融入實驗教育 

秦夢群、溫子欣與莊俊儒（2017）
提出之實驗教育六大特色為從哲學思

考出發的教育形式、有耐心不急躁的

教育設計、自然的體驗與永續環保的

關懷、動手做做中學、深入且塑造學

校獨特性的特色課程和家長參與以及

家長教育。而發展至今已有百年歷史

的童軍教育其核心理念與精神乃是透

過自願參加、徽章制度、戶外活動、

特定儀典、由做而學等方法，達成品

格培育、技能與知識教導、健康與自

我照顧、愛國與助人等教育目的。可

見童軍教育與實驗教育實有相類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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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教育強調從哲學思考出發的

教育形式，而童軍教育則強調童軍教

育即生活教育，同樣都是藉由生活教

育與特色課程，在過程學習知識、技

能與做人的態度等，使學習者能支配

及適應現在的生活，並能運用所學幫

助他人，獲得全面性的發展。在特色

課程設計上，實驗教育強調有耐心不

急躁的教育設計、自然的體驗與永續

環保的關懷與動手做做中學，而童軍

教育則是透過進程與技能的設計，強

調透過戶外活動應用所學，在做中

學、學中做，以自然為師學習敬天樂

群，並透過小隊制度與榮譽制度，強

化了合作學習的效果。實驗教育重視

家長的參與，期望家長與學校共同合

作以同樣的標準與原則教育學生，童

軍教育乃是透過家長擔任服務員，強

化家長的參與，且有共同且明確的準

則可供遵循。 

依據教育部統計處所公布之 105
學年度各級教育概況統計分析報告

（教育部，2017），105 學年國小學生

總人數為 1,173,882 人，國中學生總人

數為 687,204 人，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總

人數為 776,112 人。而從參與實驗教育

學生人數數據顯示，發現學生多以國

小階段居多，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國

小階段學生人數為 3,183 人，佔全國國

小學生總人數比例約為 0.27%；公辦民

營實驗教育國小階段學生人數為 974
人，佔全國國小學生總人數比例約為

0.08%；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國小階段學

生人數為 2,564 人，佔全國國小學生總

人數比例約為 0.22%。在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學費相較於學校型態高出許多

的前提下，國小階段學生人數相差卻

只有 0.05%，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讓家長

能以較少的花費，一樣讓學童享有教育

的創新、多元與自由選擇的權利。實驗

教育三法的通過，為公立學校帶來轉型

實驗教育的空間與正當性，更讓實驗教

育普及於一般大眾，同時賦予學生多元

學習的機會，及保障了家長的教育選擇

權。但辦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學校多

為現有公立學校轉型而成，因較無前例

可循，仍面臨如：無具體方向、師資培

訓、教材發展、混齡教學、家長的參與

及支持等多方面的困難。然由前文分析

可見實驗教育特色與童軍教育精神相

互契合，故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所面臨之

困境，可參考童軍教育作為具體發展與

創新基礎。 

五、具體建議與措施 

針對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學校所

面臨的困境與問題，以童軍教育融入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可帶來新的創新與

展望，具體的建議如下： 

(一) 以童軍教育的原理原則為基礎，

結合學校在地特色，訂定具體發

展方向，並發展特色課程，進行

教材的研發 

童軍教育的目的是修養品格，以

生活道德訓練為基礎，透過寓教於樂

的方式進行教學活動，培養健全品德

及道德觀念。學校可以此原理原則為

基礎，結合在地的特色與環境，參考

童軍教育的進程與技能考驗標準，發

展出適合各階段年齡層的特色課程，

並結合老師的專長與教學設計，進行

教材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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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師資培育方面，除既有專業學

科知識外，強化童軍教育的訓練

與實務操作能力，並鼓勵現職教

師參與相關訓練，強化童軍知能 

童軍於現行師資培育制度中被列

入綜合活動領域，但目前師資培育機

構之師資培育課程中對綜合活動領域

的培育不夠重視，綜合活動領域教材

教法大部分都列為選修，並非每一位

師資生都修習，無法保證未來的準教

師都具備此領域的任教能力。因此未

來在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學校將會面

臨師資缺乏的問題。因此可在現行體

制之下，強化童軍教育的訓練與實務

操作能力，並鼓勵現職教師參與相關

服務員基本訓練與木章訓練，強化童

軍知能，如此方可以同樣的原理原則

為基礎，進行具特色的課程設計與有

效的教學。 

(三) 利用小隊制度的形式，克服混齡

教學的問題，並參考進程與技能

考驗的設計，讓學童能自我認識

並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 

童軍教育本就是混齡教育，以幼童

軍為例，將不同年齡層的孩童編入同一

小隊中，一般來說一小隊以六人為原

則，各自依照進程的不同進行學習，完

成考驗的項目。而實驗教育所面臨混齡

教學的問題，可利用小隊制度的形式，

並參考進程與技能考驗的設計，針對不

同年齡層設定不一樣的教學目標與檢

核方式，透過類似技能考驗的設計，由

學童自行決定技能項目，掌握多元選擇

的權利，並可藉此過程協助學童自我認

識與養成自主學習的能力。 

(四) 鼓勵家長成為義務服務員，強化

家長的認同與參與，成為學校的

助力 

家長是否能理解學校的教育理念

與做法，會影響到他們是否參與及支

持學校各項措施。童軍教育的基本原

則是維繫童軍運動精神不變且放諸四

海皆準的標準，為了使家長與學校能

有同樣的目標與理想，後續能建立緊

密的親師合作關係，可多鼓勵家長成

為義務服務員，參加相關訓練，對童

軍教育的基本原則有所認識後，強化

家長的認同與參與，成為學校的助力。 

六、結語 

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確立了「非

學校型態」、「公辦民營」與「學校型態」

三種實驗教育的型態與法源，實驗教育

的相關議題也日益受到更多的關注，自

2014 年施行後，參與實驗教育的學生增

加快速，其中又以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成

長更為顯著。但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辦

理學校多為現有公立學校轉型而成，無

論在制度與特色發展上，仍面臨多方面

的困難。實驗教育重視學生自我認識與

自主學習能力養成的精神，及在教學設

計上以學習者為核心、力求課程完整規

劃與讓孩童在學習過程中充分受尊重

的特色，皆與有超過百年歷史的童軍教

育互相呼應，而且童軍教育中有完整且

明確的制度與方法，可為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所借鏡。 

童軍運動是在孩童可塑性最高的

時期，協助他們能夠正確的發展自

我，成為良好公民，以教曉他們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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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自己，包括保持健康體魄、高尚

品德、計劃前途和責任承擔，期最終

成為社會的有用棟樑。而實驗教育則

是採用實驗課程，以培養德、智、體、

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目

的所辦理之教育。兩者都是著重於培

養學童正確的態度與帶得走的能力，

現今實驗教育雖仍非主流，但已日漸

受到重視，然而實驗教育不只需要關

注及讚揚，更需要有明確的發展策略

與方向，期能透過將童軍教育融入學

校型態實驗教育中，不只可協助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的學校發展，更可將相

關經驗與方法供傳統學校體制參考，

透過實驗教育與傳統學校教育互相學

習與成長，提昇教育品質，促進教育

發展，共同為臺灣教育開創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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