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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實驗教育三法實施 3 年來，國內實驗教育校數與學生人數與日俱增。以臺

北市為例，在 104 至 106 學年度之間，自學學生人數成長了約 61%。由此看來，

家長在面對過去屢屢淪為口號的教改經驗，及未來 12 年國教實施成效的不確定

性時，不少人從而思考並選擇給孩子一個有別於體制內教育的成長經驗，也因

此造成國內辦理實驗教育的機構、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持續增加。 

多年來，國內設有中等教育的實驗教育機構，一直受困於學生無法取得中

學學歷以及後續升學的問題，這也成為多數嚮往實驗教育的家長踟躕不前的原

因之一。如今實驗教育三法修正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所釋出的利多，不僅讓實

驗教育機構過去的學歷問題可經由改設為學校而獲得解決，辦學限制更將放寬

至高等教育，使實驗教育畢業之中學生不必為了尋求接軌的教育環境而被迫出

國，甚至未來在國內就讀「實驗大學」亦指日可待。 

在解決了學歷與升學的問題之後，實驗教育與體制內教育在環境與教學模

式上的差異，就成為家長衡量與選擇的重要考量。苗圃蒙特梭利中小學為國內

少數涵蓋中、小學階段的小型實驗教育機構，筆者將以此文探究其運作與教學

特色，並提出個人淺見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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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苗圃蒙特梭利中小學風貌 

一、緣起 

出身美國農家的梅世傑（Robert W. Major）是教育及農經雙碩士，也具有

美國蒙特梭利協會（AMS）的認證執照。因緣際會之下，他於 1999 年在鹿港農

村創辦了全臺第一間以蒙特梭利理念教學的國小班級，是當年國內推動實驗教

育的先驅之一（苗圃蒙特梭利中小學，2011 年 11 月 16 日）。此班時至今日已

發展為苗圃蒙特梭利中小學（以下簡稱苗圃）。 

二、兒童中心的教育理念 

蒙特梭利教育（以下簡稱蒙氏教育）之理念，是以兒童為中心，講求學習

順應其與生俱來的自學能力；教師則須充分做好課程規劃、教具設計，並考量

兒童的學習需要，提供一個「準備好的環境」，兒童就可以在此環境中透過獨

立思考及與教具互動的歷程，進行自我教育、開展能力、達到心智成熟（財團

法人蒙特梭利啟蒙研究基金會，無年代）。苗圃根據蒙氏教育理念，將兒童視

為一株幼苗，教師則如園丁，提供其生長所需的環境，苗圃名稱即因此而來。 

三、自由適性的學習風景 

有別於體制內教育制式座位安排，苗圃的教學現場展現如下風景： 

（一） 兒童混齡互動，彼此觀摩協助：在混齡的教室中，長幼彼此透過學習活

動而互動，年幼者向年長者學習，而年長者領導年幼者，並因榮譽感而

表現良好行為。 

（二） 兒童自由學習，教師從旁觀察：兒童自由選擇感興趣的教具並自行學習，

而教師則從旁觀察，視其需求而適時調整教具及環境。 

（三） 掌握成長步調，提供適性引導：教師依兒童個別的特性及速度引導，使

不同類型兒童都願意投入學習中，獲得成長。 

（四） 透過環境營造，型塑兒童人格：教室及教具井然有序，教學活動與生活

問題緊密關連，從而塑造兒童的秩序感、關懷等正向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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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圃意在秉持上述理念，發展以兒童的心為圓心，往外拓展品格與知識的

全人教育。 

四、擁抱本土的特色課程 

苗圃發揮了西方傳教士的精神，入境隨俗、貼近本土，不但將教具中文化，

還結合東方文化、發展在地課程（果哲，2016），以下為其主要做法： 

（一） 融入華人文化素材：將中國的數學單位、二十四節氣、五律音樂及臺灣

樂器帶入課程之中，讓兒童學習屬於華人世界的文化。 

（二） 實施本土關連課程： 

1. 關愛環境的公民教育： 

 以當地溪流被汙染為主題，讓兒童覺察環境生態的問題，進而依自我能力付

諸公民行動，呼籲政府與民間共同重視。 

2. 配合節氣的食農教育： 

 順應四季節氣，選擇適當的蔬果，讓兒童親身參與播種、採收、收集種子、

再種一次的完整耕種過程。 

3. 攀登玉山的土地關懷教育： 

 兒童每年必登一次玉山，藉此產生對臺灣這塊土地的珍愛之心，也隨著每次

登山的不同感受，體認自己的成長。 

苗圃意欲透過本土化課程，讓兒童由過程中產生與本土文化及足下土地的

情感關連，對生存環境的責任感亦油然而生。 

五、船長與領航員—苗圃的師生圖像 

苗圃的兒童是自由航行的船，以自己的心為船長，航行的方向與速度由自

己掌握，而苗圃教師則如同領航員。 

（一）教師圖像 

苗圃稱教師為「引導者」，而稱職的引導者須能扮演這些角色：（1）敏銳

的觀察者，能清楚了解兒童所處的敏感期及需要的教具；（2）學習的引導者，

能幫助兒童瞭解學習的目的及貫通所有課程；（3）優秀的溝通者，能與兒童討

論正當的行為，並與家長溝通（苗圃蒙特梭利中小學，無年代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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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所要發揮的功能是佈置合乎兒童學習腳步的環境，以有趣的課程激發

其學習動機，在尊重兒童的選擇之外也引導其彼此尊重，適度地提供挑戰以引

領兒童更專注而深入的學習。當然，透過適當的溝通促使家長支持苗圃的教學

理念也是引導者必備的重要功能（苗圃蒙特梭利中小學，無年代 a）。 

（二）學生圖像 

苗圃的目標是使兒童在秩序井然的環境下全人發展，因此，在一個理想中

的本土化苗圃蒙氏教育環境下，兒童將會有以下表現： 

1. 自由選擇單獨學習、群體學習或觀察學習，也尊重他人的選擇。 

2. 自信有禮、進退有序、做事有條有理、具有耐心。 

3. 能獨立思考，也能與他人進行討論。 

4. 能主動關懷、照顧他人。 

5. 對環境有敏銳的觀察力，能在生活中具體運用所學，並能透過溝通來解決問

題。 

6. 對外在環境投以關注，並願意為成就未來的美好環境貢獻一己之力。 

亦即兒童在苗圃準備好的環境中，能藉由各種實際操作、親身體驗的過程

認識自己、自由學習、建立自信、自律，也能尊重周遭的人、事、物並與之進

行良性的互動。 

六、關注身心成長的質性評量 

梅世傑說：「孩子的手製造出孩子的心。」（苗圃蒙特梭利中小學，無年

代）內在的學習歷程無法由量化評量來呈現，所以苗圃採用各種表格進行質性

記錄，內容包括引導者對兒童學習上的建議、對其學習模式與特徵之描述、對

兒童在目標選擇與達成及結果承擔方面的檢視、各學科的能力成長情形，以及

自我管理能力、社交互動等社會發展的情況等等，評量表中還有兒童對學習現

況與目標的自我評量及由親子共同討論的回饋的設計，引導兒童定期自省、培

養自律，並能增加親子互動，增進家長對其學習情形的了解。由此顯見苗圃著

重關注兒童個別的身心成長變化（苗圃蒙特梭利管厝社區 1~3 年級自學團體實

驗教育計畫；2017 苗圃蒙特梭利安溪社區 4~6 年級自學團體實驗教育計畫，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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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苗圃蒙氏教育之我見 

國內不少家長在網路上分享，表示苗圃蒙氏教育能吸引孩子愉快的進入教

室（BabyHome 親子討論區，2017b），苗圃似乎實現了 Amartya Sen 所提出的

「教育本身即為功能作用」之說法，亦即「受教育」本身就是幸福（王俊斌，

2015）。 

然而在筆者概覽從相關文獻或網路訊息所蒐集到的資料後，對苗圃產生一

些疑問：苗圃對家長的主要誘因為何？使兒童快樂進入苗圃的真正理由是什

麼？苗圃引導者「等待」兒童的考量是否足夠專業及適性？苗圃將教育階段延

伸至中學是否合宜？並試就上述面向提出看法如下： 

一、品格育成及有意義學習是家長誘因 

筆者認為體制內長久以來被戲稱為「缺德」的教育，是強調品格養成的苗

圃能引發家長共鳴的可能原因之一。而從網路論壇家長的貼文（BabyHome 親

子討論區，2017b）來判斷，另一個可能原因則是苗圃將課程與生活結合，讓兒

童進行有意義的學習，因此獲得重視孩子能力甚於知識、或想給一個親近本土

童年的家長之青睞。 

二、「喜歡上學」的背後警訊不容忽視 

網路論壇中也有家長提到孩子接受蒙氏教學後變得喜歡上學（BabyHome

親子討論區，2017b），但如何檢視兒童在無負擔下的學習成效？引導者的記錄

畢竟主觀，不足為賴，筆者認為家長還是必須對孩子展現的生活能力維持高度

敏感，並密切與其互動，以了解其自學意識及能力是否真的有所進展。 

三、慎防誤判敏感期，錯失學習良機 

苗圃以自創的「三的 N 次方」模式培訓引導者，每位正式引導者則可同時

訓練三人，受訓者第一年接受一年，再進入教室實習兩年，同時學習製作教具

（果哲，2016）。其 2017 年所提出之實驗教育計畫顯示該校共有六位師資，包

含三位正式引導者、一位實習者、兩位助理教師，並有 24 名小學階段學生。而

正式引導者中也僅兩位具有教育專業學歷及美國蒙特梭利協會 AMS（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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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essori Society）的國際教師認證，另一位則是經「三的 N 次方」培訓完成

（苗圃蒙特梭利管厝社區 1~3 年級自學團體實驗教育計畫；2017 苗圃蒙特梭利

安溪社區 4~6 年級自學團體實驗教育計畫，2017）。 

筆者認為對於 24 位異齡、異質的學生而言，正式引導者僅有 3 人似嫌不足。

蒙氏教育所重視的兒童敏感期端賴引導者主觀判別，以對選擇不學習的兒童予

以充分的尊重與等待，但筆者以為「等待」不等於「尊重」，好逸惡勞為多數

人類之天性，自由選擇會不會讓兒童順理成章的逃避學習？經驗不足或不夠專

業判斷，恐將因錯誤的等待導致兒童無法建構充足的基礎能力、難以進階自學，

因此如何提高對判別敏感期的準確性，是對引導者的一項考驗。 

四、教具操作對中學生自學能力發展之適用性尚待探究 

以教具輔助學習早經證實有助於具體運思期的兒童達到自學成效，因此可

預期蒙式教育對兒童的學習有正面助益。然而由苗圃網站的招生資訊發現其將

教育延伸至中學階段（苗圃蒙特梭利中小學，2017），已超出原瑪利亞•蒙特梭

利博士教育已發展完成之教育方案 0~12 歲的年齡範疇。那麼蒙氏的教具操作式

學習對中學以上學生之適用性如何？ 

黃培媛（2017）對國中七年級生進行生物科實體教具操作的教學實驗，發

現中高分群學生實驗前後之學習成效並無顯著差異。而陳梅仙（2014）也曾以

操作實驗進行國中幾何教學，結果發現教師結合故事情境引導及具體操作可提

升學生參與度。因此筆者認為教具操作並非全然無法促進形式運思期的中學生

之學習，但效果有限，適當結合情境引導的策略可能會較實物操作更為有效。

至於哪些學習仍有需教具操作，苗圃宜廣為尋求專業的經驗與建議，以免阻礙

了中學生能力的開展。 

五、學歷與升學不再受困，「免試留美」更添利基 

過去體制外學生為了取得學歷，必須回歸體制教育或出國留學，如今政策

轉彎，法令修改，苗圃從學生學歷與升學的問題中脫困，中學生人數低落的情

形或許有機會因此提升。而苗圃使用美國自學專用的函授教材，學生完成學習

就可獲得美國認可的高中學歷，不需考托福也能出國留學（李政青，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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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覺得這將有助於提高對中學生家長的吸引力。 

六、高額教育費令人慨嘆 

從教育費用來看，私辦實驗教育高額學費的現實問題，讓人覺得高收入與

教育選擇權之間似乎劃上了等號。而出國留學的費用之高昂，對中等收入家庭

而言的確是一大負擔。因此經濟背景佳的兒童若就讀苗圃，可望免試赴美留學

一事，筆者認為其中隱含的以金錢換取留美學歷意味。由此看來，中低階收入

家庭只能望苗圃而興嘆，無力選擇，難怪有人對之發出「富人教育」的感慨（鄭

凱文，無年代）！ 

七、理想與事實差距宜先明辨 

除了前所述及之面向外，苗圃實驗教育還存在與家長間在教育方式與理念

的認知差距，曾有家長表示因為兒童的教育成效不符期待而決定退出，甚至傳

出有家長因此與苗圃產生糾紛（無名氏，2017 年 2 月 22 日；BabyHome 親子討

論區，2017a）。各實驗教育所主張的學習自由及全人教育之定義都有差異，理

念與實踐之間也必然存在距離，建議家長僅將過去各傳播媒體上所分享的有關

苗圃正負面經驗做為參考，未來在決定之前務必審慎， 好親自觀察及判斷。 

 

肆、結語 

過去體制內教育因承受了家長的升學迷思壓力導致反主為客，以教學引導

學習，讓兒童難以隨心而學，而無法忍受小孩課業壓力沈重的家長，只好選擇

實驗教育以求解脫。苗圃的教育方式則為兒童提供了誘發興趣、展現自學能力

的環境和機會，讓家長願意投入一試，結果卻非盡如人意。 

而如王俊斌所言，實驗教育自主學習、差異化、混齡等適性揚才的教學方

式已獲得主流教育主管機關的認同，並納為教育革新重點（轉引自馮朝霖，

2017）。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核心理念，意味著國民

教育將更貼近以學生為學習主體、讓學習更具意義。法令與教育政策的改變或

許可刺激體制內教育的變革、破除社會的升學迷思。實驗教育三法修正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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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過去困擾苗圃等實驗教育機構的問題獲得解套，未來也將有愈來愈多的公立

學校因法令鬆綁而轉型辦理實驗教育，當費用的干擾因素降低，在同樣以學生

為中心、培養終身學習能力為目標的十二年國教與實驗教育之間，家長會如何

抉擇？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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