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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發展

國民小㈻知識管理環境探究
及其對㈻校經營的啟示

㆒、前言

近年來知識管理領域一直是學者所研

究的重要議題，其相關研究也如雨後春筍般

蓬勃發展，就筆者的統計，截至96年10月為
止，在國家圖書館全國博碩士論文網站單以

「知識管理」為「論文名稱」進行檢索，就

有1204篇資料，可見知識管理深受學者所重
視。檢視以往知識管理研究議題，大都將知

識的管理視為是一個過程（Arthur Anderson 
Business Consulting,1999；Lee、 Lee & 
Kang,2005；吳清山，2003），亦即知識管理
就是知識取得、創造、分享及應用的系統化

過程。國內學者王如哲（1999）從兩方面分
析有關知識管理的研究，一是將知識管理分

為「知識」與「管理」兩個概念；另一種則

是整體描述「知識管理」。他指出，以「知

識」與「管理」二個概念解釋「知識管理」

定義者，著重在根據知識的內容和特質，

描述知識的取得、儲存、分享和應用的程

序；而將「知識管理」做整體解釋者，則是

將「知識管理」視為達成組織目標的工具。因

此，知識管理研究的取向確實有所不同。就

以往針對學校的知識管理的研究來看，一是以

學校的某一變項（例如組織文化、創新氣

氛）與知識管理作相關的探討；二是直接探

討知識管理與學校效能的關係，鮮少涉及「

知識管理環境」的探究。

Nonaka與Takeuchi（1995）曾指出，組
織知識創造的工作應由領導者來帶領，並將

創造出來的知識擴散至個人、全組織甚至跨

組織，而組織應該建立一個有利於知識創造

的情境，他們並提出應該給員工充足的資

源。Davis提到，為了要有效整合個人的知
識，組織應該要建立一個知識管理的整體架

構（黃庭合、吳思達，2003）。因此，在學
校教育的場域中，探討影響學校知識管理環

境的因素並且建構一個良好的知識管理環

境，提供學校成員進行有效的知識管理乃是

學校當前重要的課題之一。

本文探究學校知識管理環境，意圖以鉅

觀的角度探討幾項影響學校知識管理的因

素，以作為學校建構知識管理環境因素的架

構；因此，本文主旨即在於透過以往的文獻

資料，試圖建構初步的學校「知識管理環

境」，創造學校有利於進行知識管理的環境

因素，並由此提出在學校經營上的幾點啟示

及具體作法，期盼進而提升學校整體效能。

㆓、知識管理環境影響因素探討

就國內部份來看，林雯雯（2001）指出
完整的知識管理促動體制中，包含知識策

略、組織文化、組織架構、硬體環境與規範

建立以及人力資源政策等五個要素。蔡雅真

（2004）提到校內知識管理基礎建設的元
素，包括組織架構、人力資源的技能、組織

文化的信任合作和資訊科技四方面。蔡淑敏

（2005）研究指出國民小學知識管理導入的
關鍵因素，包含核心團隊、資訊科技、學校

文化、校長領導、專業成長五大因素。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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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導入，與學校經營成效具有顯著正

向相關。

就國外部份來看，O’Dell和Grayson（
1998）提出最佳的實務知識管理模式的四項
能力因子，包括了支持知識的文化、科技、

測量以及基本設施。美國生產力與品質中心

（APQC）提出知識管理的促動要素包含了
策略與領導、文化、測量與科技（吳清山，

2003）。
綜合上述文獻，本文提出以資訊科技、

組織文化、主管支持及同儕關係作為學校知

識管理環境的影響因素，將前述四項因素與

知識管理相關的研究文獻進一步加以探討，

以作為建構學校知識管理環境的理論基礎。

（一）主管支持因素

就國內部份來看，吳清山（2003）指
出，知識管理是否能夠有效在學校推動，與

校長的支持有密切的關係。蔡淑敏（2005）
的研究指出校長領導是學校知識管理導入最

重要的關鍵。就國外部份來看，Nonaka 與 
Takeuchi（1995）主張組織知識創造的工作，
應由領導者來帶領。Calabrese（2000）的實
徵研究中發現，領導主管的支持與組織學習

風氣與成功經驗的塑造，是知識管理相當重

要的因素。Holsapple 和 Jones（2005）分析
以往研究知識管理的文獻提到，知識管理領

導者必須創造一個知識管理的文化，以便組

織成員能夠進行知識管理，並且也要分享領

導者的知識。Shin，Ishman和Sanders（2007）
實徵研究指出，高階主管必須要支持並創造

組織內資訊分享的文化，以增進組織的知識

管理。

（二）資訊科技因素

就國內部份來看，吳清山（2003）提到，
學校推動知識管理，需要藉助科技設備及應

用軟體。楊政學（2005）認為由於資訊科技
的進步，知識的建構與維持，都可透過資訊

科技來進行，他並指出微軟公司在其企業白

皮書「實踐知識管理」中提到，在知識管理

的過程中，藉由資訊科技使用，讓企業的運

作更有效率。

就國外部份來看，Mckinney等（2004）
指出，資訊科技越來越導引許多的組織去調

整公司對於高度技術，訓練有素的專業工作

者的政策制定，而促進這些團隊的互動也是

資訊科技的目標之一。Lee、Lee 和Kang（
2005）的實徵研究指出，透過使用資訊科技
和資訊系統，知識會愈傾向於被創造、累積、

分享，並且在個體之中能夠更加容易地運用。

Ong 和 Lai（2007）提到，毫無疑問的，決
定組織成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組織有效

的進行知識管理，並且在科技的實施及管理

上，此一議題已經逐漸成為一個關鍵性的問

題。

（三）組織文化因素

企業或社群必須使其成員樂於分享知

識，是創造知識成功的重要因素（Koh＆
Kim, 2004；Ndlela＆Toi, 2001）。

就國內部份來看，楊振昇（2001）指
出，藉由信任與分享的組織文化，將有助於

知識的建構、儲存、流通與擴散。陳君瑜（

2006）的實徵研究發現，知識學習會受到組
織與社群文化的影響，並且提到要促進團隊

的互動與知識移轉，組織必須建立有利於知

識創新的環境與文化來促使成員不斷創新。

王思峰、林于荻、陳禹辰（2003）的實徵研
究發現，組織文化是成功的知識管理重要的

影響因素。

就國外部份來看， Holsapple 和 Jones（
2005）分析以往研究知識管理的文獻提到，
知識管理領導者必須創造一個知識管理的文

化，以便組織成員能夠進行知識管理，並且

也要分享領導者的知識。Lee、Lee和Kang（
2005）的實徵研究指出企業的知識循環程序
（KCP）的效率會被企業組織文化所影響。
微軟公司在其企業白皮書「實踐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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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提到，在知識管理的過程中，組織必須

考慮公司文化與員工特性，創造一個分享與

鼓勵創新的環境（引自楊政學，2005）。
（四）同儕關係因素

就國內部份來看，葉倩亨（2004）提到，
從組織行為的角度去思考教師在學校的知識

分享主要受到個人、人際、組織層面因素的

影響。因此，同儕之間的關係會影響學校教

職員工的知識管理，進一步分析，同儕之間

彼此信任程度、合作程度是其中的關鍵因素，

實徵的研究亦支持此一論點。

就國外部份來看，Uzzi（1996）指出，
組織間信任程度高的鑲嵌式連帶，會產生雙

方彼此互惠、資訊共享、聯合解決問題等功

能，因此當組織間的信任程度愈高，知識移

轉的程度也會愈高。Senge（1997）曾指出
夥伴雙方為達知識分享，成員必須相互信

任，在互信的基礎下有助於知識及技術移

轉之績效，對技術之應用會有顯著之影響。

Kim 和 Mauborgne（1998）認為夥伴間之相
互信任可使組織成員覺得被尊重，更願意將

本身的知識及技術進行移轉，而聯盟夥伴因

信任密切合作，有助於知識、技術之分享與

移轉績效。

事實上，同儕夥伴關係的理論源自於社

會交換理論。Blau（1964）指出，社會交換
理論是根據夥伴之間「信任」的概念解釋彼

此的交換關係。Lee（2001）也指出，社會
交換理論將關係視為是一種動態的過程，透

過夥伴雙方相互的活動及交換貴重物品等交

互作用，並且在組織交換活動中，彼此是相

互信賴的關係。

透過上述文獻資料的探討，資訊科技、

組織文化、主管支持及同儕夥伴關係幾個層

面是學校知識管理環境的影響因素，且有相

關的研究文獻支持。換言之，資訊科技、組

織文化、主管支持及同儕夥伴關係的建置對

於學校知識管理環境具有正向的功能。

㆔、知識管理環境對㈻校經營

的啟示

（一）主管的支持是推動知識管理的最大動力

就如Nonaka 與 Takeuchi（1995）所主
張，組織知識創造的工作，應由領導者來帶

領，主管必須積極支持進行知識管理，特別

是學校校長的態度是重要的關鍵，唯有校長

本身重視，才能帶領教職員工們確實推動知

識管理的工作。

（二）完善的資訊科技系統是推動知識管理

的重要基石

資訊科技提供學校教職員工在知識管理

上的便利與迅速。誠如譚大純（2001）所指
出的，許多知識的結構性程度很高，可以用

語言、文字、圖形等形式儲存，使其成為組

織記憶。這些方式包括運用資訊科技，例如

資料庫、管理資訊系統、網路等；以及撰寫

手冊、工作說明書、操作程序等，以便將知

識具體展現出來，供組織其他成員參考。

（三）分享的組織文化是推動知識管理的重

要推手

組織文化愈傾向於分享的、開放的文

化，愈有利於知識管理工作的推展。誠如

Davenport 和 Prusak（1998）的實徵研究所
提出如何促進公司知識分享的方式，諸如：

1.茶水間與談話室：讓員工有交流自由空間，
鼓勵創意的知識分享與融合；2.知識展覽
會：員工有機會對其他部門展示自己的知

識，促進彼此交流；3.錄影帶、師徒制：有
助於內隱知識的移轉與分享，可以作為學校

經營的參考。

（四）信任的同儕關係是推動知識管理的基礎

信任的同儕關係是推動知識管理的基

礎。同儕關係必須彼此相互信任，彼此的互

動也應朝向正向的發展。誠如Verkasalo 和 
Lappalainen（1998）主張互動的重要性，他
們認為知識管理就是知識提供者與知識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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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間互動的教與學的過程，知識提供者要有

意願分享知識給知識接收者，知識接收者也

要有意願參與學習以解決問題。

㆕、㈻校經營知識管理環境的

具體作法

針對上述知識管理環境對學校經營的啟

示，本文進一步提出學校經營知識管理環境

的具體作法如下：

（一）校長本身以身作則，進行知識管理

在學校的環境裡，校長必須以行動展現

積極支持知識管理的推動。例如校長本身以

身作則進行知識管理，實際的例子如將學校

各種行政規劃的計畫分門別類歸納，並以資

料夾將其分類統整，對於各處室主任、組長

等行政人員都有實質的幫助及引導作用。事

實上，學校各處室主任、組長等行政人員行

政工作經驗都可以彼此分享，特別是校長行

政工作的成熟度應有一定的歷練，如果將校

長寶貴的經驗以文件夾或檔案夾方式建立管

理，對於其他人員具有啟發的作用。又如獎

勵教師與員工進行知識管理，利用各種集會

進行知識管理的宣導，都是校長以行動展現

積極支持推動知識管理的具體作法。

（二）隨時更新資訊科技系統，以便有利於

教職員工快速檢索

在學校的環境裡，學校可以針對有關教

學、行政的電子資料庫加以建置，以方便教

師及員工檢索與使用，特別是針對相關的教

學方法、教材資料、活動計畫、班級經營等

相關的知識進行資料庫的建置；而積極建置

學校處室單位之間網路的便通性更是推動知

識管理工作重要的一環。因此，學校應該積

極建置良好資訊科技系統，例如爭取經費並

隨時更新電腦與相關週邊設備，以便有利於

教職員工快速檢索所需的教學與行政的相關

資料。

（三）營造積極樂於知識分享的組織文化

就學校的環境而言，學校必須積極營造

樂於知識分享的組織文化，例如辦理學習領

域的研討、探討課程發展、分享班級經營經

驗等等都是積極互動的方法，適當辦理教學

觀摩及課程教材創新的發表會，提供其他教

師同仁學習的機會，如此積極性地透過教師

專業對話，彼此分享教學所遭遇的困境或難

題，並針對問題分享各自的成功經驗，長久

下來學校的組織文化會朝向樂於知識分享的

氛圍發展。

（四）建立教師彼此信任的同儕關係

就學校的環境而言，必須建立彼此信任

的同儕關係，具體作法如辦理教師之間聯誼

活動，增進教師之間的情誼，尤其是以學校

以往的教師休息室為例，其功能可能只是一

個讓教師閱報、閒話家常或休息的場所，學

校可以建置更溫馨正向的情境，以建立彼此

的信任感；又如平日教師之間應該彼此經常

性的慰問鼓勵等等，都是建立彼此信任感的

作法。事實上，學校教師平日工作繁忙，無

暇與其他夥伴有更多的互動與接觸，特別是

目前九年一貫的教學更加強調團隊合作功

能，教師之間良好的互動格外顯得重要。

㈤、結語

本文透過文獻探究的方法，提出學校知

識管理環境的資訊科技、組織文化、主管支

持及同儕夥伴關係四個影響因素，並針對四

項影響因素提出學校在經營上的一些啟示及

具體的作法以供參考。

學校的知識管理環境研究是目前研究知

識管理領域較少觸及的議題，就單一因素與

知識管理的相關研究多數已經獲得實證上的

驗證，爾後的研究可以朝向鉅觀的角度進行

探究，並且進一步探討知識管理環境因素之

間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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