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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理論與實務議題探究

十二年國教特色課程發展之空間領導與教學空間設計

-以桃園市一所公立高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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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二年國教實施後，高級中學以下各級學校被期待投注心力發展特色課程，尤其

新課綱上路在即，中小學面臨課程轉型，多已透過各項競爭型計畫的補助，打造各具

特色之教學空間，然而，教學空間的設計是否能夠服膺課程發展需求，進而帶動教學

與課程發展，成為校長空間領導的重要任務與挑戰。

學者利用後設分析法進行研究發現，教育領導對學生的學習成就有正面效果

（Karadağ, Bektaş, Çoğaltay, & Yalçın, 2015），教育領導因校長管理知能而有不同模式，
空間領導則屬於教育領導模式中方興未艾的領域。相關研究指出學校空間規劃與設施

品質會直接或間接地促進及影響師生的態度和行為，以及教育成果和品質，湯志民

（2014：2）提及「課程、教學與學習是教育的主體，空間是教育的基礎與載體；課程、
教學、學習影響教育空間規劃與營運，教育空間規劃提升課程、教學、學習的成效」，

足見教學空間的重要性。

本研究針對一所以生命教育為特色課程之公立高中，觀察其校園、教學空間規劃，

發現校長與其行政團隊能夠結合學校資源以及特色課程發展，在物質環境的設計加以踐

行空間領導，引領學校與教育革新，可以提升學習資源、行政效能以及社區關係。

關鍵字：�十二年國教、空間領導、課程發展、教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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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教室、空間與環境的結合具備境教的實質功效，讓校長及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

念，可以透過物質環境的規劃、佈置加以實現，進而引領學校與教育之革新。然而空

間領導更是動態的歷程，在全球化、高齡化以及少子女化的衝擊下，學校設施開始掀

起一波新變革，呈現多元、豐富的樣貌與設計。

湯志民（2014：2）指出「課程、教學與學習是教育的主體，空間是教育的基礎與

載體；課程、教學、學習影響教育空間規劃與營運，教育空間規劃提升課程、教學、學

習的成效」，而廖文靜（2011）針對臺灣地區 74所公立普通高中進行研究，發現學校設

施品質愈佳，教師的組織承諾愈高，學生對學校認同和學習熱忱就愈強，連帶偏差行為

愈少、學業成就愈高，由此看來，學校空間設施對於教育成敗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我國於 2014年正式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緊接著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簡稱 108

課綱）將於 2019實施，從教改啟動到正式上路的過程中，高級中學以下各級學校被賦

予特色課程的發展任務，並透過各項競爭型計畫的補助，如教育部透過均、優質計畫

協助學校發展課程，落實十二年國教課綱精神、新北市旗艦計畫要求計畫撰寫必須說

明新課綱推動及運作準備以及試行計畫（新北市政府教育局，2017）、十二年國教課程

綱要先導學校計畫等，補助學校發展特色課程，並據以規劃校園教學空間，進而帶動

教學與課程發展，空間領導的模式已然成形，也成為校長空間領導的重要任務與挑戰。

本研究將針對一所公立高中的校園設施進行盤點，並且藉以觀察校長及其行政團

隊的空間領導作為，探究在特色課程發展的脈絡下，校長與其教育團隊如何透過物質

環境的設計規劃加以踐行空間領導，引領學校與教育革新，讓教學空間呈現多元、豐

富的樣貌與設計，作為校長經營實務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十二年國教之課程變革

我國自 2014年 8月 1日正式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前九年為國民教育，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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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教育法》及《強迫入學條例》規定辦理，對象為 6至 15歲學齡之國民，後三年則為

高級中等教育，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對象為 15歲以上之國民。

《高級中等教育法》將高級中等教育視為國民基本教育，並將其目標設定為適性

發展的全人教育，為落實此一目標，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著手

進行課程研發，國家教育研究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研究發展會」負責課程研

議，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審議會」負責課程審議，業於 2014年 11月公

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2014），目前實施期程訂於 2019

年 8月施行。

依據課程綱要總綱之規劃，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畢業學分數由 160學分調降

至 150學分，必修學分數由 138降為 118，儘管學分數均有調降，但相較於 99課綱而

言，108課綱之重大挑戰乃是學校必須規劃校訂課程，藉以形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

生適性發展（教育部，2014）。是以，108課綱所改變的不僅僅是授課時數，更是結構

性的巨幅轉變，過去受到學分數保障的必修學科，均調降學分數，並要求學校在課綱

的架構下，發展以學校為本位的特色課程，並輔以必、選修的方式，讓學生習得其課

綱所設定之核心素養。

由此看來，學校的辦學必須化被動為主動，過去仰賴學校聲望、排名的招生模式

將受到挑戰，學生開始可以選擇與他理念、發展目標相符的學校就讀，然而，課程設

計不能獨立於教學空間，因此空間規劃是否能夠服膺課程發展需求，進而帶動教學與

課程發展，成為校長在面對十二年國教的重要任務與挑戰。

二、空間領導

學者利用後設分析法進行研究發現，教育領導對學生的學習成就有其正面影響作

用（Karadağ, Bektaş, Çoğaltay, & Yalçın, 2015），秦夢群（2010）在「教育領導：理論

與應用」一書中，探討各種教育領導理論與模式，指出空間領導（space leadership）屬

於較新發展的領域。

學校空間（school space）係指學校內校舍、校園、運動場和附屬設施所組構而成

的「點、線、面、體」環境，空間領導在中文的原意應為「教育空間領導」或「學校

空間領導」的簡稱，然為與其他領導名詞格式對稱，因此學界多將其稱之為「空間領

導」（湯志民，2005）。

Bernard（2012）曾指出「有教無類」（Education for All, EFA）的概念，創造最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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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情境使之利於學習，並能永續學習，在整理相關文獻後證實空間的設計和管理，

有助於學習者的積極與發展，意味著空間領導在教學流程中，扮演極其重要之角色，

湯志民（2008）將「空間領導」界定為「領導者透過規劃與運用校舍、校園、運動場

和附屬設施，以建構對學校課程、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行政管理和社區公關，具有

實質影響力的『點、線、面、體』環境，並且引領學校空間和教育發展之歷程。」吳清

山（2013）則指出，空間領導係指領導者善於規劃和運用各項硬體設施，提供成員良

好的工作環境，以利營造適切合宜的氣氛，進而提升組織效能和達成組織目標。

從空間領導的概念來看，學校空間規劃與設施營運，可以引領並促進課程設計、

教學與行政效能，以及社區關係，換句話說，學校空間與課程、教學、學習、行政、

社區關係密切，學校課程、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行政管理和社區關係，需要空間與

設備的支援，以資營運。

湯志民（2016a）的研究指出，學校空間規劃與設施品質會直接、間接地促進及影

響教師的態度和行為，以及學生的態度、行為、成就、習慣、出勤、學習方式、價值

觀念、身心健康、人格成長等教育成果和品質，並且善用境教影響正式課程，更內化

至以人為本的道德教育，以開放空間與使用者參與，激發成員創造力、校園認同感和

培養自律。國內多位學者針對國中、小校長空間領導對於學校效能進行研究，指出校

長空間領導對於學校效能呈現高度正相關，且對於學校效能有顯著的預測力，並且帶

動學校創新經營，而其中介效果可能反映在豐富學習資源、學習效能或行政效能提升

（李冠霖，2010；陳炫佑，2013；劉侑承，2014；黃國庭，2014；鄭文淵，2014；陳儀玫，

2015）。

三、國內空間領導作為

二十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發展、建築技術與建材提升，以及教學設備的日新月

異，各國教育主管機關開始重視教育場域的空間規劃，無論是建築造型、教學空間、

教學設備、教學資源等，均有跨時代的改變，而國內校園建築經歷百年的發展，從日

據時代紅磚黑瓦軍營式校舍的萌芽，1960年代標準化校舍的興建，1970年代學校建築

的更新，1980年代新學校建築的萌芽，1990年代學校建築的轉型，2000年代的優質

新校園的推展迄今，經過標準化校舍、無圍牆學校、無障礙環境、開放空間、班群教

室、學科教室，古蹟共構、文化情境、新校園運動、綠色學校、綠建築、永續校園、

友善校園、健康校園、公共藝術、資訊科技、耐震設計、創意校園、性別空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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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校園活化、閒置空間再利用、優質化工程和優質校園營造，使臺灣的校園建築

邁向新的里程碑，展現新風貌（湯志民、廖文靜，2012：134）。

二十一世紀之後，進入知識經濟與數位世代，學生學習模式發生巨大變化，教育

設施日益複雜，湯志民（2001）在「學校空間革新趨向之探析」中，指出學校空間革

新的趨向主要有七點：形塑文化藝術的學校環境、規劃人性化生活休憩空間、建構教

學中心的學校空間、建立性別平等的校園空間、設置現代化科技資訊設備、加強無障

礙校園環境設施，以及推展學校建築與社區融合。

是以，近年來教育部、縣市教育局（處）每年投資至少新臺幣 100至 200多億元，

改善和提升中小學校園環境與設施，例如 2003年開始的「Innoschool 學校經營創新獎

（校園環境美化組）」，2005年開始的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選（校園營造向度）」，

2007年開始的「國民中小學活化校園空間與發展特色學校」，2010年開始的「新北市

卓越學校評選（環境營造向度）」，2013年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中小

學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首見強調空間領導的運用（湯志民，2016a：1）。

而近年來面對高齡化以及少子女化的衝擊，讓中、小學校園開始騰出多餘閒置空

間，再加上十二年國教的發展，強調校校有辦學特色，對於校園環境、空間變革的需

求日益增加，各教育主管機關紛紛挹注資源、經費，致力打造優質學園，舉凡臺北市

政府教育局領先計畫、新北市高中高職旗艦計畫、教育部高中職均、優質化補助方案

等，均對於提升國內高中、職校園教室及空間貢獻良多，從主管機關挹注龐大金額，

推展各項計畫方案來看，可見校園空間營造對學校整體發展的影響和重要性。

參、個案簡介與討論

一、個案簡介

個案學校創於 1992年，校地面積五公頃，全校六十班，共有學生約 2,400名，除

普通班外，每年級設有美術班、數理實驗班、語文實驗班各一班。個案學校屬社區型

高中，學生來源以北桃園為主，並設有學生宿舍，提供遠道、有意體驗團體生活及有

心留校晚自習學生申請。為落實適性發展，鼓勵多元智能發展，學生社團發展蓬勃，

目前有學生社團六十餘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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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任校長的爭取下，個案學校承辦教育部國教署生命教育資源中心、教育部學

生輔導諮商中心，以及總統教育獎頒獎典禮等業務。該校目前進入高中優質化補助計

畫第三期程第三年，透過優質化的補助計畫，已為學校帶來良好改變，而面對 108課

綱的挑戰，校方除結合優質化全面推展各項準備工作，並獲選為教育部國教署補助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前導學校，期能在政策引導以及專家學者的輔導，完成 108

新課綱實施的準備工作，並作為桃園區其他學校之領頭羊。 

二、個案討論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要求各校規劃特色課程，且課程設計能聚焦學生的需求與學

習，在多元學習的發展脈絡下，校園空間開始產生重大轉變。從文獻探討來看，空

間、設備是教育的載體，各校在設計特色課程時，必須考量空間的配置，除專科教

室、班級教室的規劃外，尚須整體校園空間的規劃與設計。

個案學校在校長及行政團隊的領導下，承辦教育部國教署生命教育資源中心，並

且擬定生命教育為學校本位課程，將生命教育納入課程架構之中，湯志民（2008）指

出空間領導可以區分為下列五種模式，分別是以空間規劃帶動課程發展、以空間規劃

引領教學創新、以空間規劃豐富學習資源、以空間規劃促進行政革新、以空間規劃拓

展社區關係，展現學校特色，以下將依據這五個面向，分別加以說明。

（一）以空間規劃帶動課程發展

湯志民（2008、2014）指出教育空間的配置、設備與學生學習方式、

動線、需求、動機和時間有關，教育空間的多元變化，和學生生活、探索

有關，教育空間的營運模式，則會因學習者和環境的主、被動性，而有不

同的配置需求，教學目標、方法與歷程的需求、教學品質和教學效能的提

升，與教學空間、設備新穎、精緻與多樣，有密切的關係。

現代教學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創新教學方法、資訊融入教學，輔

以課程、教學多元化，多數學校開始著手設置彈性的教室空間，建構融

合的學習社區、充裕的研究空間，以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提升教學的變

化性、多樣性。因此在空間配置上，個案學校設置多間專科教室及實驗室

等，包含小劇場、講堂教室、社群教室、數位學習教室等，今（2017）年

度更規劃了創課教室（如圖 1），桌椅可依課程、活動需求擺放配置，不僅

供師生分組、合作學習，也創造多元的學習模式，讓學校及教師在課程發

展上有更多可能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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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創課教室
｜圖片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二）以空間規劃引領教學創新

空間大小與設備的多寡會影響學習人數的容納量、空間的形狀和設備

的佈置會影響教學的品質，空間的配置與設備機能會影響教學的效能，引

導教學的發展方向，Boys（2011）指出許多教育空間的設計從強調正式學

習轉向非正式學習，朝向富含科技性和社會性的學習空間來規劃。

個案學校在校長及行政團隊的領導下，擬定生命教育為學校本位課

程，將生命教育納入課程架構中，在空間規劃上也必須透過軟硬體設備進

行課程發展，如羔羊跪乳（如圖 2）展現我國既有的孝道精神以及感恩圖

報的教育理念。在既有的基礎之上，校方在軟體方面，運用廢棄蘭花盆栽

的再利用，依附於樹上重新生長（如圖 3），以及拱門花架供爬藤植物生長

（如圖 4），讓學生在日常中，隨處可見植物的生命力量，領略生命的共生

共存。

在硬體設計上，該校為生命教育資源中心，校方在圖書館規劃陽明書

房，結合生命教育專區，並設置專書櫃（如圖 5），推薦相關生命教育書

籍，供師生借閱參考，儘管目前新課綱尚未正式實施，但生命教育作為學

校本位課程的定位，也讓生命教育的內涵在潛移默化之中逐漸成形。

在以生命教育為本的課程發展上，校方另有一些巧妙安排，設置祈福

牆（如圖 6），讓高三學生在畢業前為自己人生立下目標，也讓高一、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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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妹透過祝福祈願卡，拉近與學長姐之間的距離，強調不同年段學生之人

際關係、互動。

圖 2　羔羊跪乳裝置藝術

圖 3　依附於樹上之蘭花貌美盛開

圖 4　爬藤類植物之拱門花架

圖 5　陽明書房及生命教育專書櫃

圖 6　祈福牆

｜圖片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圖 4

圖 2 圖 3

圖 6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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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空間規劃豐富學習資源

實踐理論學派認為學習者的思考、學習和問題解決均發生在人際互動

之中，一切的對話將會與社會結構相互關聯，而人們會在環境的互動中發

展並獲得知識，在自然或人造的情境中形成知識交換的過程，因此，教育

規劃者必須將學習社群、溝通互動納入學習環境規劃，並考慮活動區域和

活動情境（Lippman, 2010），Darragh（2006）將環境視為第三位教師（the 

third teacher），與學校教師具有同等重要的角色，這也促使學校開始重視師

生、同儕間的互動關係，在空間規劃上將此元素納入考量。

當學校環境、學習資源豐富，學生活動自然有更多可能，學校生活將更

具色彩，反之，學習資源過於簡陋，則可能遲滯學生的學習與互動，吳清基

（2005）強調優質學校的校園和設備規劃，應以學生學習作為核心考量，提

供完善而充足的教育設施，並支援學生的完全學習。總而言之，學校是教育

的場所，教育的對象是學生，學校的空間與設施的規劃，應以最主要的使用

者，作為核心思考，滿足學生學習和生活休憩之生理與心理需求。

個案學校同時設有美術班，因此美術班師資、學生、相關知能與設備較

為充足，適合發展美感教育，而為了讓美學鑑賞能夠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

校方也做了一些規劃與設計，例如在師生、訪客必經的動線上，設有學生作

品展示區（如圖 7），並且請美術班師生將藝術樓大樓牆面繪製圖像，將鄰

近藝術樓的資源回收室牆面以大圖輸出的方式，呈現學生作品進行美化（如

圖 8），讓生硬的建築物增添溫度與美感，也無形之間落實美感教育。

圖 7　學生作品展示
｜圖片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圖 8　資源回收場美化
｜圖片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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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學校規劃多樣運動設施，諸如體育館，設有有氧教室、重訓

室、投籃機（如圖 9）、桌球室等，以及室外田徑場、籃球場、排球場、游
泳館，並利用大樓一樓之空間設置律動廣場（如圖 10）等，強化生活休憩
空間，各運動場館設施開放學生課後使用，利於學生同儕互動，並且帶動

學生運動風氣，落實生命教育之一環。

圖 9　投籃機
｜圖片來源：https://goo.gl/AB3bxV｜

圖 10　律動廣場
｜圖片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除運動設施外，校方並將陽明山中庭廣場重新整理，填補易積水衍生病

媒蚊之水池，並翻新原先休憩木棧道，將之改為展演舞台空間（如圖 11），
功能性上增添更多選擇。此外，進行圖書館空間改造，跳脫傳統書架式格

局，挪移出開闊空間，作為閱讀書區（如圖 12），不僅讓學生在課餘時間至
圖書館閱讀，更讓教師在授課或學校安排講座時，多了不同的空間選擇。

圖 11　戶外休憩及展演空間
｜圖片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圖 12　圖書館閱讀書區
｜圖片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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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空間規劃促進行政革新

有效能的空間規劃能夠給予行政最大的支持，進而提升其效能，唯

有學校建築空間與設施妥善規劃和營運，才能夠以最少的經費、人力、物

力和資源運用，產生最大的行政效能。校園規劃傳統上多以行政中心的思

維模式，現今則逐漸轉向教學中心的思考，學校行政成為教學服務的支援

系統，因此資訊科技的提升扮演重要角色，如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

學校全面採用電子公文交換系統，業務簽核及檔案歸建的無紙化，減少大

量的人力、物力。案例學校目前在教職員工差勤管理部分，採用教育部國

教署建置之線上差勤系統，同時也在校門口設置門禁感應系統，透過掃描

e-tag即可管理校內同仁車輛進出情形。

此外，雲端科技發展也助長這一波校園資訊新革命，學校開始廣為運

用教學平台、雲端硬碟，可授權師生同仁開放存取、分享、共同編輯、共

同備課、共同批閱學生作業，甚而會議資料的發放，均能加以利用，排除

過去電子郵件容量之限制，同時也減少印刷及紙張浪費，服膺環保節能之

永續發展。

然而，在學校員額有限，政府人力精簡之下，學校人力不足成為常

態，高中職開始透過委外營運的方式（Operation-Transfer, OT），由學校

利用公家經費建置設施，然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滿後再將經營權

歸還學校，校方目前有擬定「游泳池 OT計畫」，建置溫水游泳池（如圖

13），提供民眾一年四季不間斷的游泳健身場域。至於食安更是校園生命教

育重要的一環，過去學校午餐是統一向校外中央廚房訂購後送達，以及校

內合作社經營之賣場，為把關師生安全，已將午餐販售場所委外經營，設

置美食街，增加廠商數量及規模，不再向校外中央廚房訂製，且由校內營

養師針對食安進行控管。

此外，在節能減碳的措施上，學校採 BOT（Build-Operate-Transfer）模

式，由得標廠商於各棟大樓頂樓裝設太陽能板（如圖 14），不僅增加學校

權利金收入，也提供學生學習相關課程的觀察教材，同時落實環保節能之

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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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投籃機
｜圖片來源：https://goo.gl/AB3bxV｜

圖 14　律動廣場
｜圖片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五）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

「學校社區化」運動是臺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一部份，大體來說，

它是以學校作為改革的基地，以社會作為改革的啟發，具有教育改革和社

區重建的雙重目的（張德永，2015），一般而言，學校通常是社區的文化中
心，也是社區重要的文教據點與生活空間，學校社區化的概念，強化了學

校與社區一體的關聯性、重要性與價值性，學校與社區結合更是學校建築

規畫發展的必然趨勢（湯志民，2006）。若學校能與社區進行良好的空間規
劃，將可以引領學校和社區有良性的互動與發展，創建共生共榮文化，透

過空間規劃可以促進學校與社區關係。

案例學校敦請桃園市公所整修校門圍牆周邊道路，結合隔壁友校、公

園建置 1.5公里「腳踏車環形車道」，延伸學校校地，提供社區民眾跑步健
走使用，並且在課後時間開放校園，提供「場地外借服務」，以及圖書館館

藏外借服務。最後，則是充分運用志工服務，動員家長及學生志工定期打

掃社區環境、協助清理友校校園。

肆、研究發現

綜觀本文所探討個案學校的校園空間規劃，不難發現高中校園在新一波教改的浪

潮中開始產生質變，空間逐漸跳脫傳統標準化校舍格局，轉向以教學者、學習者為中

圖 13　投籃機

圖片來源：https://goo.gl/AB3bxV

圖 14　律動廣場

圖片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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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進行思考，因此，校長辦學與行政領導受到更多挑戰，需要具備課程發展、教學創

新、學習資源、行政效能以及社區關係的知能，方能踐行空間領導。

空間領導是一門藝術，透過建築與空間的規劃設計，將領導的抽象概念實體化，

然而，隨著科技與技術的進步，讓校長可以擁有更多選擇，在空間規劃的部分可以納

入較多人性化的功能，如複合式的教學空間、活動場所，數位學習教室、創課教室、

展演空間，以及多功能體育場館等。

然而，觀察個案學校的空間規劃與配置後，可以了解到個案學校以及領導者對於

空間領導的著力很深，並期盼藉此達到對學生潛移默化的教育成果，對個案學校的觀

察，也綜整下列幾點發現：

一、 有領導知能的校長在空間規劃與設計上，能夠充分運用學校資源與優勢，讓領導
的效果發揮更大效益，如同本案例學校納入生命教育資源中心、美術藝才班師

資，並結合校長辦學理念，以及學校本位課程內涵，讓空間規劃發揮境教功能。

二、 中學校園受限於人力、物力，在校務領導上必須找到出路，在法令的許可範圍
中，引進民間資源可以創造學校、廠商雙贏的境界，因此校方在游泳池、美食街

以及太陽能面板的設置上，採取委外模式，例如游泳池 OT經營模式，讓學校節
省管理人力，還能夠透過契約要求承包廠商維持一定的服務品質，在經營管理上

達到專業分工。

三、 在公立學校人力精簡的背景下，科技引進有助於網路環境的建置，並且提升學校
行政效能，有效管理員工出、缺勤紀錄，節省管理成本，減少資源浪費。此外，

網路科技、教學平台更能夠提升教學效率，教師透過網路直接收發學生作業，減

少事務性工作，而能夠將心力投注於教學準備。

四、 高中校園空間開始向外延伸，從高中職社區化到十二年國教正式實施，高中職排
名逐漸模糊，學校與社區能否建立良好關係，成為校長空間領導的一項重要課

題，是以校園開放、提供社區民眾資源共享更形重要。

伍、結論與建議

學校應該是利於學習的空間環境，最初的學校型態可能只是一個人坐在一棵樹

下和一些人交談開始，如同蘇格拉底式的對話模式，過程中，沒有設定師、生角色，

但彼此卻能夠談天論地，因此處處留心皆學問，只要學校建築空間規劃、設計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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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夠讓師生潛移默化、獲益良多。學校建築的設置功能和目的，是要讓學生有受教

場所，並且讓學校教育活動和學生學習能順利進行；學校建築標準的設置則在保障學

生的基本受教權，並讓教育活動和學習場地有最低的條件或較高的要求（湯志民，

2016b），足見校園建築、設施的規劃舉足輕重，在嘗試進行校園空間的觀察與分析
上，可以獲得以下幾點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空間領導是將教育目標轉化為物質的教學場所：透過空間領導可以將目標發展，

落實在教學場所之中，亦即讓抽象的概念，透過空間規劃、設計予以具象化。

（二）好的空間領導可以發揮「境教」的影響力：杜威曾說：「想要改變一個人，必須

先改變環境，環境改變了，人也就被改變了」，可見「境教」的重要性。空間

領導設計得宜，將可發揮潛移默化的潛在影響力，及其對學生學習和行為的影

響，讓學生在學校所規劃的學習情境中塑造行為與品格。

（三）學校系統的任務與願景決定空間領導方向：從學校的空間概念，可以看到學校

所重視的面向、發展目標，以及期待塑造什麼樣的教育氛圍、環境、師生特

質，如同本案例學校顯而易見生命教育以及美感教育的內涵。

（四）主管機關的政策推動有助於校園空間再造：學校推動校園建築、空間設施新建

或改造，主要經費仍有賴於主管機關之挹注，而學校的發展特色更應緊扣主管

機關之教育方針，兩者實為相輔相成，透過主管機關的政策推動校園空間改

造，同時投入經費、資源，將可使得空間領導更易落實。

綜合以上所述，學校建築、校園空間、教學設施不僅是輔助教學的必要硬體設

施，其本身亦具有陶冶學生身心、激勵學習興趣、涵養開闊胸襟、蘊育豁達人生哲理

的「境教」功效。因此，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的優劣良窳，對於教育功能的發揮、教

育目標的達成、師生互動的促進以及學生行為的改變上，扮演關鍵角色。

二、研究建議

（一）學校可成立校園空間規劃委員會統籌校園規劃：由於學校行政人員更迭頻繁，

為避免業務交接的落差，學校建築、空間設施之改造，建議可成立專責之「校

園空間規劃委員會」統籌辦理規劃，並設置專責人員或處室，並且應納入各利

益相關者，以落實學校空間支援教學，教學協助空間發展之原則。

（二）主管機關對校園空間再造可給予更多支持：學校建築與校園規劃的優劣良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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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教育目標的達成、學生的學習成效，均有關鍵性的影響力，因此主管機關

倘若能給予所屬學校更多支持與資源，讓學校在經費、法令解釋與人力配置

上，能無後顧之憂，期待邁向教育行政機關與學校共好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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