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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實驗教育師資培育的困境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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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三條所定義的實驗教育範圍（教育部，2018a），

包含「校長資格與產生方式」及「教職員工之資格與進用方式」在內的整合性實驗教育，

其師資亦得聘僱經工作許可之外國人，因為，教育理念、課程教學與行政運作等各層面

之實驗，皆與教育工作者之素養息息相關，如果人才素養不能搭配，學校難以進行整合

性實驗教育。此外，《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八條要求「實驗教育之教學，

應由實質具有與教學內容相關專長者擔任。」（教育部，2018b）表示大幅放寬其師資之

法定資格要求，但也同時表示其師資之條件在於實質要求，包括：適切掌握實驗教育之

理念、具有與教學內容相關專長、善於引導學生適性學習等實質條件。至於《公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實驗教育條例》第十六條規定：「受託人得依校務發展及辦

學特色需要，聘請具特定科目、領域專長人員擔任教學人員，具教師證書者，得優先聘

任。」（教育部，2018c）表示不具教師證書者亦得應聘，只是可能必須更符合該校實驗

教育之需求。所以，實驗教育三法鬆綁實驗教育師資來源與條件的法律規定，但實驗教

育的辦學者與師生都知道：自由帶來更大的責任，尋覓適當師資是關鍵卻不容易，如果

我們的教育系統培養不出適當的實驗教育師資，則法律鬆綁無濟於事。何況，目前「實

驗教育所需的多元師資，呈現求過於供情形，來不及培育」（林錫恩、范熾文、石啟宏，

2018，頁 138）。那麼，我們該如何培育實驗教育界所需的師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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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驗教育師資應具有哪些素養
 

從法令定位來看，實驗教育屬於例外情況，所以其數量限定在少數。數量雖少，卻

是高度多元化，其異質性程度甚至可能高過多數的傳統學校。辦理實驗教育的學校、機

構或團體，都有自己獨特的一套教育理念，其宇宙觀、價值觀、教育目標、學生圖像、

個體發展理論、師生關係、課程與教學、評量方式、生活節奏、組織結構等各方面，可

能彼此之間都各自不同，並與傳統學校不同，那麼，實驗教育所需的師資，有可能存在

共同的教師圖像嗎？ 

「實驗教育」與「另類教育」這兩個概念很相似，它們都不是一類教育，而是眾多

教育理念與模式的泛稱。馮朝霖經過多年探究，為另類教育歸納出九項共同精神：彰顯

孩童的真實圖像、洞察孩童的遊戲天性、珍惜孩童內在自發性、重視學習的人權價值、

實踐教育的民主責任、進行學校的文化反思、肯定教師的轉化角色、鼓勵親師的合作創

造以及開顯教育的美學意涵（馮朝霖，2012；馮朝霖，2015），這九大精神對於實驗教

育的師資培育頗具啟發性。此外，鄭同僚（2017）接受教育部委託進行「臺灣實驗教育

師資培育研究」，結果歸納各界期待的實驗教育師資圖像，包含下列三大項： 

一、特質
 

熱情溫暖、彈性開放、具創意想像力、有好奇學習熱忱等。 

二、能力
 

（一）專業力：專業理念態度、課程開發與設計、課堂經營以及對於兒童發展與學

習歷程的理解等。 

（二）領導力：同理心、覺察力、引導討論與對話、親師溝通、團隊合作、行政能

力等。 

（三）實踐力：自主學習、科技運用、反思批判、現場反應、彈性調整課程等。 

三、生命歷練
 

對生命與道德議題的理解與洞察、經驗經過淬練與轉折、足以成為他人的生命導師。 

這些教師圖像也成為國立政治大學接受教育部委託辦理「2018年臺灣實驗教育工作

者培育計畫」的基礎，引導招生甄選、課程設計與學習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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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驗教育師資可如何培育
 

「2018年臺灣實驗教育工作者培育計畫」充滿實驗哲學與行動研究精神，它創造一

種可以演化的雛形，提供有價值的學習，但沒有正式學分；它提供結業證書，但並非教

師證書。結業學員只能提升有關實驗教育的素養，但並非獲得參與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的

法定條件。已具有教師證者，也可以參加。這個計畫擁有下列特點： 

一、高度異質並對實驗教育頗具關懷的學員
 

報名者大多是對於實驗教育感興趣或有需求的人，總人數百人上下，經過兩天的個

別面試與團隊動力考驗，三十人成為學員。他們的來源與組成非常多元，從十幾歲到五

十幾歲，從高中應屆畢業生到資深校長，從教育專業外行到任教廿餘年的體制內教師，

從在家自學的家長到關心更生人教育的臭豆腐店老闆……，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關心

人性的本質與教育的本質，對於體制內教育有些失望，對於實驗教育頗有熱誠。他們的

異質性，也構成他們組合創業團隊的互補基礎，目前結業後仍有些創業團隊正在發展當

中。 

二、以生命感通生命的教師
 

這個師培計畫的師資，來源與組成不循大學常軌，純以專長素養、教育理念、實驗

教育精神、實驗教育參與度、教學熱誠與本計畫課程特性等條件為主要考量，盡量邀請

最適合人選，根本不在意是否擁有博士學位或發表幾篇「i級論文」，但卻注重這些教師

與學員之間能否產生生命的碰撞、能否以生命感動生命。 

三、回應實驗教育精神的課程
 

這套實驗教育的師培課程，主要考量實驗教育的必要元素、成為人師的必要特質、

學員學習的內在動機以及個別差異的自主需求，故課程設計極具彈性與實驗性，甚至容

許學員很大的課程參與權和決定權，完全不必遵照教育部的正規師培課程規定。從課程

結構來看，大致包含四類課程： 

（一）基礎通識 

指的是實驗教育師資所特別需要的共同素養，包括「實驗教育概論與另類教育哲

學」、「自主學習專題」、「個體與群體多元性」以及「生命對話與探究」等課程，內容與

過程主要由授課教師設計，共 120小時。 

（二）組課共學 

由學員自行尋找教育理念與學習需求相近的夥伴，形成共學小組，自主設計課程主

題、學習活動與講師人選，共同發起課程，在一定規範下完成課程，共 105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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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域實習 

由學員自主尋找理念契合之實習單位，進行 256至 386小時之現場實習工作，並由

學員徵詢實習單位中彼此契合之資深工作者擔任實習導師，以師徒制的方式進行。 

（四）活動課程 

含期初的共識營、期間的導生聚會與討論課、期末的學習成果發表等，共 48小時。 

四、多層次、動機強烈又極辛苦的學習歷程
 

學員從報名面試就體驗到不太一樣的甄選歷程；參加期初共識營開始認識大家、組

合團隊、熔解師生界線、獲得情感支持；展開九個月的課程學習，經歷許多對話、討論、

參訪、作業、評量、自主學習、師生共學與同儕共學；而獲選代表參與課程發展會議的

學員，更深刻體驗到一種民主學校的精神，驚訝地發現：他們的權利、提案與意見，無

論多麼不成熟或僅代表學員主觀立場，都受到民主程序的保護，受到同樣的重視與討

論，而不是受到管理者的敷衍、婉拒或仁慈施捨。學員對於組課共學的課程特別感興趣，

因為能自主決定課程主題、學習方式與授課人選，故願意花費許多時間進行團隊協調與

課程設計，這些協調與設計經驗也是寶貴的學習機會。當然，進入實驗教育場域實習更

是不可或缺的學習經驗，讓學員有機會觀察現場、接觸業師、從做中學、連結理念並反

思實踐。最後，成果發表則是提供一個統整自我與連結外界的機會。由於課程要求嚴格，

作業量很大，而許多學員在職進修、工作忙碌且路途遙遠，故學習動機雖強，學習壓力

卻很大，因此有少數人無法獲得結業證書，但仍高度珍惜這段學習經驗。 

五、具有服務熱誠與行動研究精神的行政支援
 

行政團隊先探索國內、外的理論文獻與研究成果，再採訪國內從事實驗教育卓有心

得的工作者，整理規劃出本計畫的師培課程，除了課程設計與教學模式要在獲取學員反

饋訊息後隨時調整之外，許多課程制度的建構，包括：組課共學的辦法、場域實習的辦

法以及評量的方式等，也要經過課程發展會議納進教師與學生的多元意見，透過民主程

序進行整合。行政人員不只處理庶務、管理財務和協調聯繫，他們也提供非常熱情而即

時的服務。他們不只提供行政服務，也從事理論思考、系統性規劃、現象觀察、影像紀

錄、意見蒐集、反思調整、解決問題和創造意義。這是一種行動研究的歷程，並且獲得

學員的高度肯定。 

經過這樣的師培過程，學員是否就準備好進入實驗教育現場呢？大致來說，這個學

習過程希望回應前一節所楬櫫的「實驗教育師資應具有的素養」；但是，在高等教育當

中，一個更為完整的師培課程，至少應包含四大類：（一）普通課程（類似大學的通識

課程），（二）專門課程（任教學科領域如國文、數學等），（三）教育專業課程（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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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論、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等），（四）教育實習課程（含分科教材教法與教學實習

等）；而本計畫學員的背景或學習起點頗具個別差異，有人完全未接觸過上述任一類課

程，有人在前兩類課程非常強（博士班程度），也有人早已完成上述四類課程。本計畫

的師培過程，能為他們注入火苗，幫助他們重新面對自己、重建教師圖像、再思學習的

本質，並強化他們對於實驗教育的認識與熱情，但是，他們進入實驗教育現場的準備度

仍然不一樣，他們一樣的地方在於認同：教師成長的歷程必須是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 

參、傳統師資培育制度為何很難回應實驗教育之所需
 

從九年一貫課程改革年代之後，傳統學校雖然已經在教材方面不受限於國家統一的

課本，但是，仍受限於國家統一的課綱，統一的學期制，統一的基本理念、總體課程目

標與核心素養／基本能力，統一的教師資格檢定標準與程序，以及大同小異的學校行政

組織結構。因此，培育傳統教育師資的教育大學、教育學院系以及師資培育中心，也提

供大同小異的套裝課程，這些套裝課程的設計與更動，全都必須送教育部根據《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審查；其他如專門科目（任教領域）名稱，

動一個字也得重新送審；承辦人為求防弊，經常採取嚴苛的「科目名稱逐字對照」方式

進行審查，陷入唯名主義與形式主義；師培單位為求省事和時效，也通常委曲求全。再

加上教育部定期進行師培評鑑，對於違反規定的單位也會採取懲罰措施，所以，全國各

師培單位的風格變得極相似，培養出來的教師也太相似，難以促進教育典範的多元化，

也較難以回應創新型學校、偏鄉學校或另類學校之所需。馮朝霖（2015）就曾經大聲疾

呼： 

「臺灣實驗教育要大步向前邁進，最急迫的要件是國家機器對整體師資培育制度管

控的解嚴。……政府若不能鬆綁師培制度的霸權式管控，不論何種模式的實驗教育

或另類教育都很難上路，實驗教育三法的制定也只能說是徒具美意。」（p. 17） 

教育部於 2018年 6月 29日修訂完成並公布「中華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師資

職前教育階段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基準」，鬆綁對師資職前培育課程之管制，讓各大學

的師培單位可以根據教師專業素養指標規劃更具特色的學程；但指引當中，每一項專業

素養都包含若干「指標」、「課程核心內容」與「參考科目」，鬆綁的幅度仍然非常有限；

這不單純是教育部的問題，也是教育專業社群大部分都偏向漸進、謹慎而保守。 

再觀察臺灣目前高等教育的氛圍，各大學的師培單位依然很難提供實驗教育所需師

資，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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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來源方面
 

傳統師資培育單位的學生必須通過許多考試門檻（包括學測等），排除掉很多有心

但考試能力不佳的學生，也排除掉許多人生道路比較曲折的學生，所以考進來的師資生

素質比較整齊、同質、單一，傾向追求穩定的職業與薪水，首要目標常為證照考試和正

式教師，對於實驗教育較缺乏熱情，其中有些人甚至對於學習成長與教育工作也缺乏熱

情。在目前大學的招生制度之下，考不出人生熱情，也考不出學習者對於人性本質與教

育本質的關懷。 

二、師資方面
 

一般大學（包括教育領域）徵聘教師，除了考量專業適合度之外，近二十年來極端

重視博士學位、論文發表篇數、甚至英文教學能力；因此，一般大學師培與實驗教育師

培對於師資條件的期待極為不同，在大學三級三審的教師聘任程序之下，難以聘進實驗

教育師培所需的師資。此外，一般大學教師多將研究發表的重要性排在教學與服務之

前，許多教師不願花時間在教學設計，甚至避免與學生互動，更談不上個別輔導與師生

關係經營，對於教學有熱情、對於教育有理想且對於實驗教育有理解的教師是極少數。 

三、課程方面
 

最近教育部雖趨向開放，容許各師培單位有更大的彈性自主空間─根據教師專業

素養指標來設計課程，但各師培單位已有慣性，課程架構早已僵化，大多無心善用新增

的彈性空間來重新設計有特色的師培課程，也無心討論中、小學教育現場的最新發展與

特殊需求，只想以最少的精力應付教育部最新的變革，例如請所有既存課程的任課教師

勾選自己的科目符合教育部哪些指標，匯整之後回覆教育部便可以交差了，這類應付策

略最能節省大學教師精力，不影響教師研究或升等，也不干擾教師生產論文。師資培育

單位如果要發展一套有機整合的特色課程以回應實驗教育的需求，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討

論、激發教師開課動機、進行跨單位連結、整合內外資源，經過一番努力，將課程規劃

報部，尚有可能遭審查為難，所以，大多會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 

簡單來說，傳統師資培育單位除非得到充足的外部資源、有力的內部支持以及強烈

的革新動機，否則會以不變應萬變，不會回應實驗教育或另類教育之需求，也不會回應

教育政策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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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實驗教育師資的培育該走向何處
 

好老師的樣態有千百種，培養好老師的方式也應該有千百種，特別是在實驗教育、

另類教育以及創新教育方面，好老師的樣態與培育過程必須搭配教育理念，例如：華德

福學校的師資培育課程特別重視人智學、人的本質、兒童發展、藝術、知識論、幾何學、

語文與說故事、歌德方法學等（財團法人人智學教育基金會，2019），道禾實驗學校的

師資培育課程特別講究以東方自然美學為基底，融入節氣生活、山水學、農學、古琴、

棋學、弓學、書學、茶學、武學、劍學等素養教育（道禾實驗教育學校，2016），為臺

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則考量偏鄉學校的特性，在師資培訓方面特別強調專業與實

務、多元與創新、領導與影響、使命與熱情等四大類素養（為臺灣而教，2014）；其他

尚有蒙特梭利教育、探索體驗教育（Expeditionary Learning）等，不勝枚舉；他們都有

獨特的教育理念，都需要好老師，但所期望的好老師圖像都長得不一樣；所以，師資培

育課程／學程如果由國家統一並加以標準化，絕對無法回應多元典範的教育現場需求。

建議未來的師資培育政策，可以考慮以下幾個發展方向： 

一、鼓勵不同師培單位發展具有實驗性質的師培課程
 

去年（2018）修訂公布的《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已經開放專科以上學校辦

理實驗教育，各大學的師資培育單位如能善用此一彈性空間，或結合教育部最近對師培

課程管制鬆綁的趨勢，創造出具有實驗教育性質的師培課程，會有助於師培模式的多元

化，不只師範大學、教育大學、綜合大學、科技大學可以培養出不同型態的好老師，甚

至同類型的大學也可能培養出不同理念典範的好老師。不過，目前各大學內部缺乏辦理

實驗教育的動機，師資培育單位也缺乏改變的動力，教育部必須先以資源誘發改變，再

以信任賦予專業自主，初期可以採取計畫補助的方式明確支持 5%－15%的師培單位開

創具有實驗教育性質的師培模式，但長期而言，仍須讓多元化的師培模式常態化。 

二、支持師培課程強化情意層面的奠基
 

在自然科學的領域，實驗通常是為了理解因果關係；在人文社會領域，實驗通常是

為了創造更美好的未來；所以，實驗教育的師資最需要創造力與理想價值；但是，過去

學界對於創造力的研究發現：智能是多元的，每個領域都各自有傑出的創造性人物，他

們的共通能力很難被找到，而最為共通的特質是在情意層面，特別是對於工作的內在動

機（intrinsic motivation）、心流經驗（flow）與熱情（passion）（Csikszentmihalyi, 1996）。

而教師永遠有兩種並存的工作對象：學習者與課程領域；所以，好老師對於工作的熱情

也永遠包含兩種：對於教學對象的熱情以及對於授課領域的熱情。過去的師資培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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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太偏重知識與能力的傳遞，未來的師培課程應更重視情意層面的奠基，包括興趣好

奇、內在動機、工作熱情、人生意義、利他取向、關懷弱勢與理想價值等。當然，要培

養這些情意層面的素養比傳遞知識更為困難，它不只需要適當的課程內容與過程，它還

需要真實情境、組織氛圍、文化浸潤與感通的師生關係來搭配。 

三、拉長視野貫穿師資職前培育與在職成長
 

師資職前培育無法決定教師一生的發展，因為教師個體不是一個機械式的封閉系

統，而是一個終身學習的開放系統。不願意終身學習的個體，基本上不適合進入教師這

個行業。職前培育系統，固然有助於培育好老師，但在職成長的時間遠多於職前培育數

十年，而且在職成長自然就在真實情境當中，更有機會受到組織氛圍與文化浸潤的影

響，雖無正式的師生關係，但有專業學習社群，可以兼採自主學習、行動研究、課程發

展和實踐反思等方式，經常來回於理念與實務的辯證，其學習效果遠勝於職前培育。所

以，最佳的師資職前培育課程，必須奠定教師在職成長所需的內在動機與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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