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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多年的高中科學班（圖），課程彈性，但非屬資優特殊教育，也不算正規實驗教育，更不像國際奧林匹亞賽得獎

者可保送大學。教育部預告修訂辦法，將科學班納入實驗教育，未來還擬修改大學法，訂出科學班的特殊升學管道，

不要高三還在拚升學考，影響大學獨立研究的成效。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實驗教育三法果真是教育困境的仙丹妙藥，凡在正規教育

道路上無法獲得伸展的，只要冠上「實驗」兩字，立即暢行無

阻。去年修法，擴大中小學實驗教育的規模限制，同時向上延

伸，讓台灣領先全球成為實驗大學的先驅，實驗教育大國當之

無愧。最新力作則是打算將高中「科學班」也納入實驗教育的

範疇，這是正辦？還是便宜行事？  

科學班立意崇高，結合頂尖大學的資源，讓具有數理學術

性向潛能的學生，在高中階段就能接受嚴謹的科學專業領域教

育，以培育未來的科學家。然而，因升大學管道一直無法突破

大學法限制，仍必須與所有高中生一樣參加學測、申請入學和

指考，在巨大升學壓力下，科學班吸引力和辦理成效備受挑戰。

教育部打算以納入實驗教育管理，並力求修正大學法入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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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為科學班解套，用心值得肯定，但幾個關鍵問題仍必須再思

量。  

首先是法源問題。資優班是依據特殊教育法設立，科學班

則是行政命令層級的科學班辦理要點和實施計畫。兩者法律位

階有差，前者具較強的穩定性和受保護性，後者則較為欠缺。

未來即使納入「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雖有提高

強度，在法源上仍難與資優班相提並論。  

其次是定位問題。設有科學班的高中原都已有數理資優班，

兩種班級同時存在一個校園，他們的定位和表現常被拿來比較。

例如升學榜單、學科能力競賽、科學展覽等，是良性競爭，還

是資源重置？如果科學班定位仍無法和數理資優班有明顯的

區隔，縱然納入實驗教育仍然難解上述的定位問題。  

最後是辦理方式問題。加速學習（兩年完成三年課程）、

移地上課（高三到大學上課）、專題研究與資格考，這是科學

班的特色也是最大挑戰，科學班面臨沉重的負荷，從九十八學

年到現在進入第十年，還是沒有最佳的解決方案。實驗教育真

的可以賦予更創新、更彈性、更效能的辦理方式嗎？  

日本在二○○一年提出「五十年卅個諾貝爾獎計畫」，原

本被視為天方夜譚，但到今年已產生十八位，進度超前；韓國

集國家資源設立科學菁英高中，國際科學競爭力逐漸提升。納

入實驗教育是用度小月的心態面對科學班教育，建議教育部訂

立科學（班）教育專法，方能徹底解決法律、定位與辦理方式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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