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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教師與研究要項 

——《第 106 期國小校長儲訓班專題研究彙編》序 

 
今天的校長已被賦予學校「行政首長」與「首席教師」兩種身分，學校行政體制已經形

同雙首長制度，不過是由同一個人來擔任而已。校長既然擁有行政與教學兩種首長的身分，

也就具有執行行政與教學的責任。在行政方面，校長居於制高點，分配工作，由各單位執行，

處於領導與考核的地位，不必事必躬親。在教學方面，校長為教師首席，各年級各班早有導

師與相關人員任教，自己也不需要親自擔任教學工作，處於指導與協助的地位。 
首席教師是校長近幾年來的新任務，校長該做些什麼事以達成任務呢？他既不必親自到

各班級教室去教學，則帶領教師把學生教好當為校長的職責之一。怎麼做呢？這就需要好好

研究了。本來校長在行政首長方面也有許多需要研究的老課題，現在暫且不論。那麼校長在

首席教師新身分方面有哪些比較重要的、需要研究的新課題呢？ 
第一，研究怎樣協助教師了解每位學生 

没教師要是不了解學生就糊裡糊塗開始教學，其後果可能不僅 有效果，而且阻斷學生的

學習興趣，其影響之大不言可喻。教師要了解其所任教班級的每位學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謂了解，有易如叫得出學生的姓名，也有普通一點的，如知道學生的個性、嗜好，也有難

如知道學生的潛能、性向等等。教師對學生了解愈多愈深，就愈能實施適性教育，協助學生

進行最有利的學習，這是教師最崇高的使命，也是校長責無旁貸的協助事項，否則你做什麼

首席教師？ 
校長應該讓教師知道：了解每位學生是教師的第一任務。而協助教師了解每位學生就自

然也成為校長的第一任務。那麼，校長應該怎麼協助呢？怎樣協助才容易見效呢？什麼樣的

老師需要你什麼樣的協助？這些就是校長必須因人、因地、因時制宜的研究課題。因此，「怎

樣協助教師了解每位學生？」就是夠你研究一輩子的問題，你現在就要開始注意與研究。 
第二，研究怎樣協助教師從事個別輔導 
班級教學的型態，尤其是大班教學，只能有利於少數碰巧適合這種教材難易度、適合這

種教學進度的學生。學習能力強的學生感覺大班教學的教材太容易、進度太慢，因而喪失學

習興趣，久而久之便覺無所事事，甚至成為「問題學生」；學習能力差的學生感覺大班教學

的教材太困難，進度太快，雖有意追趕，終至力不從心，不得不因長期痛苦而放棄，於是蹺

課、逃學，一樣成為「問題學生」。 
因此，學校不實施個別輔導，永遠無法實現「帶好每位學生」的理想。但是在現有的學

校體制下，教師縱然有心要實施個別輔導，也會因為許多外在的因素，像家長的壓力，教材

教不完的壓力而作罷，以致產生明知現況不佳，卻無力改善的無奈感。這是校長與教師的無

奈，卻是學生與社會的不幸與損失！ 
只有校長強力支持教師從事個別輔導才能「帶好每位學生」，其教學效果反而有優於大

班教學之可能。因為大班教學不切實際，師生格外努力卻得不到應得的效果；反觀個別輔導，

每位學生接受適量與適時的個別教育，學習即使不能為學生帶來快樂，亦不至於造成痛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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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埋下許多後遺症。 
校長明明知道現行大班教學效果差，後遺症大，個別輔導效果好，但也知道個別輔導的

没難度，這不就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議題嗎？千萬不要在 有研究之前就先下不肯負責的結論：

要能解決還輪得到我來研究？ 
第三，研究怎樣協助教師實施小助教制度 
在教師無法有足夠的時間在班上進行個別輔導時，老師可能會有恨不能有如孫悟空可以

有很多分身的感慨。那麼，為什麼不製造幾個小分身呢？如果有了幾個小分身不就可以幫大

忙嗎？ 
所謂分身就是小助教。教師可將班上同學視情況分為若干組，每組置正副小助教各一人，

在分組討論時，由小助教帶頭討論，扮演教師的教學角色。教師則在各組間走動，對需要協

助的小組適時伸出援手。在現在的學校體制中，實施個別輔導有其需要，但在教師的時間運

用上確實有其難以克服的困難。一校之長對於這種困難怎能置若罔聞不求突破？ 
代爾（Edgar Dale）的「學習金字塔」（Learning Pyramid）指出學習方式與學習保存率

有密切的關係。始果教師用講演的教學方法，而學生用「聽講」的學習方式，其學習保存率

只有 5%，「閱讀」的保存率為 10%，「視聽」則為 20%，「示範」有 30%，「討論」可有

50%，「實作」可達 75%，而「教人」高達 90%。這一研究結果說明學生想要有較高的學習

保存率，像討論、實作、教人會有很好的效果。所以，如果教師運用分組討論的方式，並挑

選對其任教科目較具潛力的若干名學生為各分組小助教，令其有「教人」的機會，則這些小

助教自己會學得更好，成績更高，而各小組成員在同儕的帶領下，比在大班教學的情境更能

提高學習的興趣與即時的回饋，結果成績也會有進步，整個教學品質也因之而提升。首席教

師要的不就是希望帶好每位學生嗎？ 
「學習金字塔」對提升學習效果的可能性如此明確，校長為什麼不多加研究、運用與推

廣？不過，提升學生學習效果的途徑很多，「學習金字塔」之例只是其中之一，校長的職責

難道不應該多研究類似「學習金字塔」這種教與學的有效方法嗎？ 
以上三項我認為是校長在作為首席教師的身分上，應該不能不注意的重要事項。當然，

校長該關心的教學議題還有很多，特別是在某些特定的教師，可能要讓首席教師費盡心力去

帶領，但是學生正確的學習，包括潛能的開發，學習績效的提升，「一切為學生」才有最大

的意義。 
第 106 期國小校長儲訓班儲訓八週（自民國 96 年 3 月 26 日至 5 月 18 日），學員計 85

名，在短暫的、緊張的儲訓期間，學習做研究，寫論文。該班原分 3 組，再將每組分成 4 小

組，總共 12 小組，每小組 7 人（有一小組為 8 人）合做一篇專題，並請陳清溪、李俊湖、洪

若烈、朱麒華、李安明、顏國樑 6 位教授每人指導 2 小組從事專題研究，於結訓時繳交成果。

茲值第 106 期國小校長儲訓班專題研究彙編付梓，謹綴數言，感謝指導教授與業務承辦人許

茹蘭小姐的辛勞，並鼓勵學員繼續努力研究。 

何  福  田   謹識 

於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 
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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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校長培育制度之研究～以我國、美國、英國、德國為例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西諺云：「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校」。校長在學校環境中，扮演著推動校務正

常運作，帶動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要角色。他是教育行政單位，正式權威的代表者，亦是學

校教學的專業領導者。校長一方面要負起教育行政單位授予之責任，貫徹教育行政機關所釐

定的教育政策與目標；另一方面，校長是教育專業人員，要負起教學領導的責任，提供教師、

學生必要的協助，提昇教師的教學成效與學生的學習效果（黃國彥，民 77）。 

校長在學校中是個領導者，對學校氣氛、教學品質、教育成就有決定性的影響（秦夢群，

民 88）。是以一校之優劣，校長之領導能力，關係至為重大，由此可看出一校之長對於學校

整體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隨著時代劇烈的變遷、知識不斷更新，國民小學校長專業知識與

能力的培育更形重要，不論是職前教育訓練或是擔任校長之後的在職進修，都有必要予以妥

善規劃，以培育出具有專業能力的校長，建立卓越、優良的學校（楊振昇，民 89）。校長是

學校組織的領航者，其辦學理念與經營之策略，將決定學校教育之成效；校長人選之優劣，

更關係到學校辦學之成敗。 

何福田（民 94）指出：政府遷台之後，國民小學校長的任用，歷經「直接官派」（民國

54 年以前）、「甄選派用」（民國 54 年起，至民國 88 年 2 月 3 日「國民教育法」修正公布

止）、「遴選聘用」（民國 88 年起執行）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屬於行政命令的派任，乃政

府的公法行為，而第三個階段屬於私法行為的聘用。除「直接官派」之手續較為簡單外，「甄

選派用」與「遴選聘用」皆經過比較複雜的程序「選」出適當人員，並經「儲訓」及格而成

為「候用校長」。 

我國的國民中小學校長依據民國六十八年公布的「國民教育法」，民國七十一年發布的

「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民國七十四年公布的「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等法令條文，由省教育廳負責辦理校長甄選、儲訓、任用、遷調等工作。 

民國八十八年「國民教育法」修正通過後，國民中小學校長的甄選、儲訓、任用、遷調

作業由省教育廳改由各縣市自行辦理，與以往由教育廳的辦理方式有所差異。因此對「國民

教育法」增修訂條文通過實施後，我國辦理校長培育的現況作一探討乃本研究動機之一。 

美國由於實行地方分權制度，各州甄選與任用教育行政者的制度不一，但對國民中小學

校長、教育局長、教育行政領導人員的培育，非常重視，在學校設立教育行政相關研究所授

予學位，並徹底實施證照制度以建立專業形象（秦夢群，民 86；顏慧萍，民 81；Tryneski,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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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在 1997 年前，並無一個系統化的校長培訓制度，直至 1997 年，引入校長專業資格

檢定制度（NPQH），作為擔任校長所必備的國家證書。從此，英國的校長培育制度進入一

個標準化與一統化的時期。1998 年公布的教育綠皮書中提及將 NPQH 列為法定的校長資格證

書，英國政府並著手成立「國家學校領導學院」，並於 2001 年 4 月開始負責 NPQH 的營運

作業。「國家學校領導學院」是一所專門培育校長的學院，號稱是英國中小學校長培育搖籃

的國家學校領導學院（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民 95）。 

德國各邦政府對校長培育制度雖然稍有差異，但實施校長遴選的程序差異不大，德國國

小教師，必須通過二次國家考試取得專業證照，具有教師教學經驗，並經過相當嚴謹的遴選

過程，及試用階段，始能擔任國民小學校長（王東榮，民 90）。 

對世界主要國家校長培育制度各相關層面加以探討，以提供我國實施校長培育制度之參

考，乃本研究動機之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探討我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的現況。 

二、探討對世界主要國家校長培育制度各相關層面加以探討。 

三、依據研究結果作出建議，以作為我國校長培育制度之參考。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了釐清本研究使用的概念名詞之意義，便於分析討論，茲將有關的重要名詞界定如下： 

一、國小 

本研究所指國小之界定，係指台灣地區招收年滿六至十二歲學齡兒童，為六年學制

之公立國民小學，美英德等國係以學童年紀相當於六歲至十二歲學齡兒童所就讀之學校

而言。 

二、校長培育制度 

本研究所探討校長培育制度，係指針對在校長培育過程中，施以各項職前專業養成

課程、實習課程、在職進修課程，以培養稱職校長的一套制度。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探討法」，廣泛收集國內外書籍、文獻、期刊、論著及研究報告等資

料中有關各國校長培育相關資料，以為討論評析之參考。 

文獻探討具有下列幾項功能（王文科，民 91）： 

一、研究者得以認知有關的研究，進而界定擬定進行研究之領域範圍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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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者藉著完備的閱覽有關理論與研究，得能掌握研究問題的觀點。 

三、研究者透過閱讀有關文獻協助，可以限定問題，以免失之廣泛，且有助於釐清與界

定研究涉及的概念。 

四、研究者運用批判閱讀有關的文獻，可對某領域中經常會產生的矛盾結果，提出合理

解釋。 

五、研究者經由研讀有關研究，得知哪些方法理論已被證實有用，哪些方法理論似較得

斟酌。 

六、研究者完整地尋找有關研究，可以避免無意義的與不必要的複製以前的研究。 

七、研究者藉著研讀相關的文獻可以站在較有利的位置，解釋自己研究及結果的重要性。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包括美國、英國、德國及我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之相關研究、國小校

長培育途徑，以提供各相關單位國小校長培育制度改進之參考。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探討國小校長培育制度，故文獻主要針對有關國小校長培訓進行探討，

其他教育階段如國民中學、高級中學等非本研究探討的範圍，故本研究在研究結果的解

釋與推論，不免有其限制。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探討校長培育之意涵、四個國家小學校長培育制度與相關研究等。 

第一節 校長培育之意涵 

一、校長培育的意義 

校長培訓模式，包含校長培育與校長儲訓的概念。其中之校長培育，乃指為有志成

為校長者，透過一套培育前或培育後的篩選，接受專業的職前課程及實習，並通過能力

檢定，得以獲得校長任用資格且兼備職務所需的知識、心向與能力的一段長時期的、有

完整系統規劃的教育歷程。至於校長儲訓的意涵，係為進入校長職前的工作訓練，其時

程較為短暫（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民 95）。 

從嚴謹的意義而言，甄試儲訓不能真正視為校長培育制度；但廣義的「校長培育」，

可以包含甄試儲訓（林文律，民 90）；包含校長職前訓練、長期的專業培養與再進修（巫

孟蓁，民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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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培育的主要目標，是讓具有候用校長資格者，透過儲訓培育的過程，習得校長

必須具備的專業知能及關鍵能力（陳順利，民 95），以期擔任校長時，能勝任職務。 

本研究認為，校長培育是針對有意擔任校長者，實施職前專業養成與實習課程，以

及針對正擔任校長者，實施在職進修課程，以培養稱職校長的歷程。 

二、校長培育的重要性 

校長的培訓及養成，對於校長在學校經營現場及學校行政管理的專業發展，具有重

要及深遠的影響（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民 95）。小學的校長為學校的領導者，其領

導得法與否，關係著學校行政與教學的成敗，因此校長的素質相當重要，而素質有賴於

良好的培育制度來培育（謝文全，民 88）。校長培育制度之革新與建構，有助於培養校

長的專業知能，建立校長的專業形象，促進校長的專業發展（楊振昇，民 90）。校長培

育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第二節 我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 

一、我國國民小學校長培育之演進 

我國國民小學校長培育之演進，分為下列四個時期： 

時  期 年  代 內       容 
政治主導期 台灣光復到

民國 54 年間 
校長之培育並無制度化，其產生隨縣長而起落，政治勢力控制

學校人事，有心鑽營者，多半就能穩坐校長寶座，並無培育問

題之存在（陳招池，民 85）。 
制度規劃期 民國 54 年到

民國 68 年 
民國五十四年四月台灣省政府教人字第二三四八七號令頒布

「台灣省國民學校教育人員儲備遴用遷調辦法」後，建立中小

學校長及主任儲備訓練候用制度，意者依照規定參加甄試，甄

試合格後前往台灣省國校教師研習會參加校長主任儲備人員研

習班受訓，為期三個月，結業後依其訓練成績，派任國民小學

校長或主任（聶鍾杉，民 66）。 
法制明確期 民國 68 年到

民國 88 年 
民國六十八年公布之「國民教育法」第九條，民國七十四年公

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十七條以及民國七十一年發布

之「國民中小學教育人員甄選儲訓及遷調辦法」條文之規定，

校長任用過程如下：審查資格（資積計分）、公開甄選、儲訓

考核（及格後）、列冊候用、正式分發任用（張清楚，民 88）。

修正完備期 民國 88 年迄

今 
「國民教育法」修正條文規定國民中小學校長由縣市政府組織

遴選委員會，就公開甄選、儲訓之合格人員、任期屆滿之現職

校長或曾任校長人員中遴選產生，校長採任期制，在原校僅能

連任一次，任期屆滿須再參加他校之遴選或回任教師。因此，

此階段的校長產生方式，在原有的過程中，最後再加上組織遴

選委員會遴選後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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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國民小學校長培育制度之概況 

(一) 國民小學校長具備學經歷 

我國國民小學校長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林武，民 77）： 

1. 師範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院、大學教育系畢業，或其他院、系畢業曾修習規定

之教育學科及學分，並曾任國民小學主任二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2. 師範專科學校或大學、獨立學院教育專修科畢業，並曾任國民小學主任三年以上，

成績優良者。 

3. 具有第一款、第二款學歷之一，並曾任國民小學教師二年及分類職位第七職等或與

其相當之薦任教育行政職務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二) 國民小學校長儲訓課程 

儲訓課程安排，包括精神陶冶、生活教育、教育專業課程、實務研討、教育參觀、

行政實習等項目。學業成績分期中、期末測驗、各項專題研討、專書研讀心得報告、

教育參觀或實習心得報告等項，按各項之表現評定之。並依領導才能及各項服務評定

操行成績。 

(三) 國民小學校長遴選 

民國八十八年元月十五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民教育法」修正案，二月三日總統

公布後正式實施。「國民教育法」修正條文第九條規定，國民中小學校長由縣市政府

組織遴選委員會，就公開甄選、儲訓之合格人員、任期屆滿之現職校長或曾任校長人

員中遴選產生，校長採任期制，在原校僅能連任一次，任期屆滿須再參加他校之遴選

或回任教師。 

三、我國國民小學校長培育之程序與過程 

我國行之有年的校長任用必須經過甄試、儲訓、列冊候用及分發派用的流程，及至

民國八十八年公布國民教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後，才將校長分發派用改為由縣市政府依

法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遴用。玆將國小校長養成之步驟，敘述如下： 

(一) 甄選 

「甄選」為校長甄試之第一階段，主要以各項積分的計算為依據，包括學歷、年

資、一般獎勵、指導獎勵、參加獎勵、考核、研習分數、研究著作、教學觀摩、特殊

事蹟等。 

(二) 甄試 

通過第一階段初選者，必須參加第二階段的甄試，此階段分為兩個關卡；筆試由

縣市政府教育局請專家學者統一命題考試，在二個半小時內必須完成試卷題目。口試

則由教育局安排專家學者或學校行政人員，對參加甄試人員進行口試，依其教育理

念、對答、口才進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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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儲訓 

甄試及格人員必須參加校長儲訓課程訓練，儲訓課程規劃，則以修習學校行政專

業課程與實務課程為主。民國八十八年以前是由「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負責

辦理校長、主任儲訓，儲訓時間為期十週。八十八年精省政策實施以後，教育廳承辦

之全省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甄試儲訓，改由各縣市自行或委託辦理，時間由十週改

為八週。 

(四) 遴選 

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三日公布實施的國民教育法修正案中的校長遴選辦法，將過去

由各縣市政府直接派任校長改為由各縣市政府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校長。遴選辦法規

定：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應為專任，並採任期制，得連任一

次，屆滿得回任教職。國民中、小學校長，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組

織遴用委員會遴用。前項遴用委員會組織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王東

榮，民 90）。 

第三節  美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 

一、美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的歷史發展 

美國校長培育的歷史可分為以下四個時期（Murphy, 1998）。 

時期 年  代 內       容 
觀念期 

 
自 1820 至 1899 年 此時期的學校事務較單純，只要受過教師正規教育者，不需修

習任何教育或學校行政相關課程，也不需具備證照資格，即可

擔任學校行政人員，擔負起學校行政工作。 
規範期 

 
自 1900 至 1946 年 此時期開始有許多州要求行政人員必須具備行政專業知能，於

是學校行政人員必須修讀相關正式課程，以因應就業之需。 
科學期 

 
自 1947 至 1985 年 此時期的學校行政朝向科學化、專業化發展，許多培養學校行

政人員的機構紛紛成立，對校長的培育方法，採用社會科學、

行為科學的理論來培育校長。 
辯證期 

 
自 1986 年至今 學者專家對校長培育內容與方式，採取更嚴格的批判分析，認

為校長培育制度應訂定校長領導的標準。 

二、美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之概況   

美國由五十州組成，教育的權力並非在聯邦政府，而是在各州，各州對國小校長的

學歷、經歷與特殊專業之認定，採行「認可制度」或「考試與測驗」二種方式，經審查

通過或考試與測驗及格，始能取得國小校長證書與執照。茲以密蘇里州與亞利桑那州為

例，就其國小校長培育制度之規定，說明如下表（王玉麟，民 87；林武，民 77；顏慧萍，

民 81；Tryneski,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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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密 蘇 里 州 亞  利  桑  那  州 
學歷 
方面 

大學校院或師資養成機構，獲得

碩士學位以上學歷者。 
具備碩士學位以上學歷，且應修習專為培養

小學校長而開設的教育行政或研究所相關

學分。 
經歷 
方面 

至少需具有二年成功教學經

驗，並取得教師證書。 
要求至少需要有三年成功的教師經驗，並取

得教師證書。 
專業訓練 
方面 
 

修畢二個學期以上的研究所學

分，包括特殊兒童心理學與教育

課程、教育行政學、初等教育、

學校視導等課程。 

完成三十小時的教育行政課程，這些教育行

政課程包括：組織計畫、計畫發展、專業發

展與評鑑、視導與評鑑計畫。 

證照制度 經由認可方式。 經由州政府的各項考試與教育行政測驗。 
校長遴選 取得證書或執照之後，便可以參

加學區中小學校長的甄選。 
取得證書或執照後，便可以報名參加亞利桑

那州的學區國民小學校長甄選活動。 

三、美國國小校長之培育過程 

(一) 職前培育階段 

先透過師資培育機構培育包括具備基本的學歷、經歷與教師證書或是執照之獲

得，並經過特殊的專業訓練之後，取得各州國小校長的證書或執照。 

(二) 參加遴選階段 

具有教師證照或執照之教育人員，經過特殊的專業訓練之後，取得各州國民小學

校長的證書或執照後，參加校長甄選活動，成為美國各州學區中小學校長的候選人

員，進而成為正式的中小學校長。 

(三) 導入教育階段 

校長導入教育階段涵括準校長的實習輔導及初任校長前二年。在校長實習制度方

面，採推薦其擔任中小學校的副校長或助校長或給予數月的實習時間參與實際的行政

運作。在初任校長方面，為其選擇資深優秀校長，以協助其由準備進入教育行政專業

到正式進入教育行政專業（蔡秀媛，民 89）。 

(四) 在職進修階段 

美國部分州每年設計一系列的在職進修課程與活動，提供校長與其他人員進修之

用，並藉由研習進修活動，來推動各州的教育政策。 

第四節 英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 

一、英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之概況 

英國校長證照之申請有嚴謹的程序，每一個階段都有其重點的工作，其中包括了需

求評估、擬定訓練和發展計畫、領導知能和績效責任的標準性評量、進行訓練和支持，

藉以考核校長的專業能力，評估其是否能勝任領導者的角色，並能發揮其領導才能達成

其教育目標（張鈿富，民 90）。在英國，教師訓練局（Teacher Training Agency,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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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針對有意願擔任校長職務的教育人員，實施能力之檢定，合格之後，頒給「國家校長

專業證照（National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for Headship,NPQH）」，有志於擔任校長

職務者，必須要獲得國家校長專業證照後，才可以參加各地教育局及學校之校長甄選（林

明地，民 89）。DfEE 指出有兩種獲得校長證照的途徑，分別是（如圖）： 

 

1.標準程序：適用所有申請者 

2.加速程序：適用於條件較佳的申請者 

 

 

 

 

 

 

 

 

 

 

 

 

 

 

 

 

 

 

 

 

國家校長專業證照（NPQH）檢定流程圖 

 資料來源：張鈿富﹙民 90﹚。校長證照的意義與發展趨勢，頁 441。 

英國教育行政人員欲取得校長專業證照，除應具備基本知學經歷之外，還要接受一

連串的基礎及專業訓練，並通過相關之評鑑，才能獲得。校長之資格鑑定，包含「領導

能力」、「訓練與發展」兩大部分。「領導能力」之鑑定內容，包括個別面談、團體討

論與個別作業，先由評鑑者觀察應試者的表現之後，再列出一份應試者的訓練與發展之

需求。而「訓練與發展」部分，其內容包括策略性領導與學校績效、教與學、學校人員

之管理與領導以及資源之運用與績效等四個項目，在透過課程講授、實務探討、個案研

究、實習、觀摩、團體審查以及口頭報告之後，來檢驗並發展未來校長之領導專業知能

申請和遴選 不成功則退出或重新申請

成功

標準程序 加速程序 

2.需求評估 

3.領導策略基礎訓練單元 

4.針對各項標準進行評鑑 

5.總結評鑑 

6.頒授證照 

2.初始評鑑 

成功 

3.重點訓練和支持 

4.總結評鑑 

5.頒授證照 

不成功則依標準程序進行

不成功則退出

或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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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清，民 89﹚。 

二、英國國小校長之在職進修 

英國教育就業部除了推動國家校長專業證照（NPQH）外，更推動「校長領導與管

理訓練計畫」、「校長領導與管理訓練課程」等各項在職進修計畫（張明輝，民 89a），

並成立「國家學校領導學院（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ship）」，辦理各項中小學

校長之成長進修及專業發展，其中「校長領導與管理訓練計畫」是針對初任校長之入門

課程，而在職的「校長領導與管理訓練課程」，則提供給至少服務滿三年以上的校長在

職訓練的機會。「國家學校領導學院」則負責發展學校領導效能、學校領導者網絡的建

立、專業生涯發展的支持、國際觀的培養、引導學校領導的正確理念、進行學校領導議

題的研究等等，以確保中小學校長專業能力之提升（張明輝，民 89b）。 

第五節  德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 

一、德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之概況 

(一) 學經歷方面 

在德國欲擔任國小校長其學歷至少為德國教育學院畢業，且具有五至十年之教師

授課經驗。 

(二) 專業訓練方面 

欲擔任德國國小校長，在任職國小階段，除具備教學能力外，還需具備行政才能、

組織才能、領導才能等。 

(三) 實施證照制度方面 

德國教師需取得證照，而國小校長由教師當中遴選，未另外實施校長證照制度。 

(四) 參加校長遴選方面 

1. 資格審查 

欲申請參加遴選之校長，必須填寫遴選評鑑表，其內容包括申請者之教育理

念、處理周遭事務能力、偶突發狀況處理與應變能力，此評鑑之等級由一至六級，

等級越小代表校長遴選成績越好。 

2. 督察評鑑 

欲申請為國小、初級中學、高級中學與特殊教育學校之校長，由國家（即聯邦）

之督察來評鑑。 

3. 董事會遴選 

經各項評鑑後，將所有申請者列出名次表，交由該出缺學校之學校董事會，由

學校董事會從該名次中選出最合適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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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意代表遴選 

由該董事會所推薦之人選，必須再交由該城市或該學區之民意代表做最後決

定。  

5. 試用期 

取得校長職位之申請者，必須到職試用 18 個月後，才被正式認定為該校校長。 

二、德國國小校長培育過程 

(一) 職前培育階段 

欲擔任國小校長需具有五至十年教學經驗，並參加「教師繼續教育」，獲得校長

任用資格，始可參加校長遴選（鄭重信，民 70）。 

(二) 參加遴選階段 

經過資格審查、督察評鑑、學校董事會遴選、民意代表遴選等步驟，最後一致予

以通過後，即取得擔任該出缺學校校長資格。校長出缺時，應於六個月內完成徵求新

校長程序。 

(三) 試用階段  

經遴選上之校長，直接到出缺學校擔任校長，惟必須先經過試用階段，試用期間

由縣市教育局予以監督，試用不及格，則回歸原來的職位。 

(四) 在職進修階段 

縣市教育局或邦教育文化部也會辦理各項校長進修活動，提昇校長專業知能，進

修時間通常利用週末或假日作短程進修，進修形式採研習方式。 

第三章 各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之特色 

第一節  我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之特色 

綜上所述，我國受傳統科舉考試的影響，向來較重視考試取才，較不重視中小學校長培

育，而把重點放在校長的甄選、任用制度上（張清楚，民 88）。因此培育制度形成下列幾項

特性： 

一、忽略了校長職前訓練之重要性 

我國的國民小學校長培育方式，讓許多校長在並未修習足夠的學校行政課程的狀況

下，僅要參加中小學校長甄試，錄取後經校長儲訓結業，即具有中小學校長資格。所以

常被譏為甄試出會考試的校長，而非專業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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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實習課程規劃上，缺乏完善制度 

實習課程往往僅是安排參觀實習學校，卻未實際參與實習學校行政運作，造成將來

實際擔任校長時，必須重新嘗試、摸索。雖然八至十週的校長儲訓課程，對其出任國民

中小學校長稍具幫助，但時間過於緊湊，校長專業領導理論及實習制度未落實，恐造成

未來校長的專業素養不足。 

三、校長採遴選方式，對校長造成很大衝擊 

國民小學校長除了要先具備適當的校長任用資格外，其人品、素養、知識、能力都

須經過重重檢驗，才能在眾多競爭者之中爭得一席之地。此種檢驗式的校長遴選方式，

往往會因其他的非專業因素，而使校長候選人身心煎熬，衝擊教育生態。 

四、對校長的長期培育、專業導入設計未加重視 

我國國民小學校長的任用，較重視校長的甄試、儲訓、遴選過程，忽略校長也是專

業人員，必須在職前接受長期的養成過程，任職後必須不斷的接受在職進修，以便時時

更新校長專業知能與精神。 

第二節  美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之特色 

一、將國小校長視為教育專業人員，需具有專業知能的證書，故擔任國小校長必須取得

校長證書或執照。 

二、國小校長的學歷，必須具備碩士或相當碩士之學歷，並需具有優良的教學經驗與行

政工作經驗。 

三、完善的實習制度，安排實習校長實際參與學校行政運作，並由資深校長予以輔導，

協助實習校長未來擔任校長職務，具備學習、調適、省思、批判能力。 

四、建構在職進修體系，持續的推動校長在職進修，提昇校長專業知能。 

第三節  英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之特色 

綜合英國實施校長證照制度之文獻，可發現以下特點： 

一、以教育與就業部所核發之國家校長專業證照﹙NPQH﹚，建立校長的國家專業標準。 

二、協助初任校長接受入門之課程與訓練，協助其知能與技巧之提升。 

三、給予現任校長在職進修之機會與途徑，以確保領導品質之不斷提升與改善。 

第四節  德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之特色 

一、校長培育制度配合法令及行政規定周密，使校長培育過程公平、公正。候選人經申

請、資格審查、督察評鑑、學校董事會遴選、民意代表遴選、教育局核定等程序，最後在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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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候選人中產生最優秀者擔任校長。 

二、結合校長評鑑制度，申請校長之候選人必須經過教學及行政評鑑，使校長遴選有參

考依據，能選出真正符合學校需要的校長。對新任校長實施試用制度，試用期間為一至二年，

教育局對新校長予以督導，使新校長儘快適應校長工作。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參酌美國、德國、英國國小校長培育制度，可以發現我國現行國小校長培育制度，有以

下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缺乏完善的校長培育制度規劃 

我國對國小校長之培育工作，主要著重於校長甄選考試及校長錄取後之儲訓課程，

採甄試來決定校長人選，是否能真正選取合適之校長人選，不無疑問；且要求在短短八

至十週的儲訓課程，培養出校長之專業能力，時間過於匆促，短期的儲訓雖對初任校長

的適應有所幫助，但在理論基礎方面，卻無法滿足校長的需求，導致統整宏觀不足，容

易造成錯誤判斷（張清楚，民 88）；此外，在實習課程的規劃僅止於參觀實習學校，對

實習校長未來面臨校務之推動與處理，幫助不大。 

秦夢群（民 87）認為我國校長的培育工作，似乎還停留在「教而優則政」的境界，

培育機構寥寥無幾，無法達到「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之目標。換言之，即平時缺乏校

長養成教育，欠缺長期的培育。 

反觀美國校長培育制度，經過長期發展改革後，已發展出較為完善的制度。從修習

一定時數或學分之學校行政課程、取得校長專業證書或執照、參加各州學區委員會校長

遴選、採「師徒制」的實習方式、擔任校長後參加在職進修課程與活動。相較之下，我

國校長培育制度上不夠完備。 

二、國民小學校長學歷規定過低 

在我國國民小學校長甄試辦法中，規定國民小學校長學歷為師範大學、師範學院、

教育學院、大學教育系畢業，或其他院、系畢業曾修習規定之教育學科及學分，並曾任

國民小學主任二年以上，成績優良者；或師範專科學校或大學、獨立學院教育專修科畢

業，並曾任國民小學主任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者。師資培育法通過後國民小學教師學歷

提昇為師範校院或一般大學教育相關系所畢業，而我國國民小學校長規定僅需師範專科

學校畢業，即有資格參加校長甄試。恐形成校長學歷比教師低，造成校長教育專業領導

之困難。 

美國國小校長學歷，各州各有不同規定。但大多要求具備碩士或碩士以上學歷，且

需修習專門為培養國小校長而開設之教育行政或研究所相關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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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建立校長專業證照制度 

國內許多專家學者對校長證照制度的建立非常重視（林文律，民 88；吳清山，民 83；
秦夢群，民 88），惟我國尚未實施專業化的校長證照制度。秦夢群（民 88）認為許多未

修過教育行政課程的教師，也可以擔任校長，對於學校行政人員的專業化，實為一大諷

刺。張清楚（民 88）提到我國大多數校長，對「學校行政」、「教育行政」等行政領域

之理論背景付之闕如。有鑑於此，為了達到校長的專業化，進而促進校長專業發展，有

必要推動、建立校長的專業證照制度。  

參考美國校長證照制度的作法，發現美國國民小學校長職前培育，必須修習一定時

數或學分之專業課程，並經認可制度或參加各項考試與測驗，以取得各州中小學校長的

證書與執照，始具備參加校長遴選資格。 

四、準校長實習制度未落實 

我國國民小學校長培育過程中，雖然安排二至四週的實習課程，惟大多僅止於實習

學校之參觀，缺乏長期、嚴謹的實習課程。通常初任校長期間（擔任校長前二年），是

行政人員最感困擾的階段，我國校長培育制度並未將此階段含括進去，校長儲訓結束後，

並未安排資深、優良校長予以實務工作輔導，造成初任校長工作適應上之困難。 

美國實習課程為期二年（或一年半），課程均以學校實際問題為主，再輔以理論的

連結，最後再回到實際問題的探究。理論驗證課程在大學上課外，大部分時間均在學校

中進行實務訓練，藉由理論與實務的結合，提供校長擔任校長所需理論與實務經驗（王

玉麟，民 87；蔡秀媛，民 89）。 

第二節  建議 

一、規劃校長學相關網路培訓課程，建立甄選校長之專業門檻。 

校長靠培育而來，但目前教育機構並未對校長學做詳盡之規劃與培育。建議教育相

關單位，可以針對校長所需要的專門學科作完善規劃，並透過網路課程的培育，擴大並

強化有志成為校長的教育人員自我進修的機會。校長甄試時，以所臚列之課程內容為筆

試或口試為出題之方向，使參加校長甄試的人，能具備更紮實的校長學素養，建立校長

甄選專業之門檻。 

二、制定法律，規定參加國民小學校長的基本學歷為碩士學位。 

除了在各縣市的校長遴選辦法中，規範校長的基本學歷之外，其實可以將校長的培

育制度與目前的學歷認定作適當的結合，使校長經過培育後也能取得碩士學位，既可促

進更落實的培訓內容，也間接將校長的學歷提高至碩士學位，有助於增進校長專業之形

象。 

三、建立校長專業證照制度的內涵，如教育、行政、採購、消防等。 

證照制度為專業之象徵及保證，欲成為一位校長，除教育基本之教育哲學、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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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人文與藝術、溝通與領導理論等基本素養之外，其實如教育法令、採購、學校建

築、消防等專業項目都是一位校長應該有的專業素養。為使校長的專業更受肯定，並加

強校長的專業成長，有關的專業證照取得，宜規劃在校長培育中，使準校長能取得相關

的專業證照，並透過換證制度，以確保校長專業能力之維持，並藉以獲得更多的肯定及

尊重。 

四、以校長祕書或特別助理的方式，進行六至十二個月的實習制度。 

目前的校長培訓方式，行政實務實習雖有安排，卻相當短暫而沒有系統。但大家都

知道，很多校長都是在當校長之後才開始學當校長，因此不免出現許多困難及錯誤，對

學校經營並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在校長培育過程中，宜安排較長的實習，可以校長祕

書或是特別助理或其他方式進行更紮實而實務的實習與訓練，並在師傅校長及教授的指

導下，將理論於實際行政實務中加以驗證、調整及適應，使準校長更具備一位校長應具

備的知能與相關技巧。 

五、加強校長的在職進修 

校長為學校的領導者，其專業以及終身學習應不斷提昇及精進。當前的校長成長及

在職進修並沒有完善的規劃，以至於相關的研習與成長活動淪為消耗經費，而失去其專

業成長之意義。為使校長能不斷保持及精進其專業知能，對於校長的在職進修，宜由專

門單位規劃安排適切而有系統的課程，對學校領導效能、學校領導者網絡的建立、專業

生涯發展、國際觀及教育趨勢、學校領導議題及教學領導與理論等專業議題進行實務分

享、研究與探討，以確保校長專業能力不斷提升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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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家庭文化再製現象之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據內政部警政署（2006）統計，截至 2006 年 10 月止，東南亞國家女子與台灣男子婚配

人數，已達 13 萬 3 千人；婚姻的認知與價值觀，在這些異國婚姻和仲介的宣傳中，彷彿逐漸

瓦解，而人性的價值，也已經完全物化；結婚就如買車一樣輕而易舉，只要付得起車款，誰

都可以買，甚至不滿意還可包退包換，外籍女性在這樣的婚姻市場中，只是任君挑選的商品，

甚至為了金錢而將自己的人生作為賭注；在這種看似病態的社會現象中，選擇這樣婚姻所組

成的家庭特性為何？家庭階級特性為何？此乃研究動機之一。 

對外籍配偶而言，即使在來到台灣前曾經受過多少教育，但進入台灣這個語言、文字完

全不同的社會後，儼然成為有知識的文盲，即使孩子在學校所學的簡單知識，仍然因為語言

和文字的隔閡，而無法協助孩子學習；這樣的外籍配偶家庭，在孩子求學過程中給孩子多少

的幫助？抑或是造成多少阻礙？此為研究動機二。 

外籍配偶家庭與台灣婚配家庭間存在著語言、文化、背景等差異，但其子女均進入相同

的教育體系中接受教育，倘若外籍配偶家庭的教養子女方式與學校主流文化間無法契合，則

不利於這些學童的學習表現；外籍配偶作為子女的主要教養者，在她仍在適應台灣新的語言、

文字、風俗、家庭生活的同時，仍需肩負教養子女的重任，如此能培養出契合於學校主流文

化的下一代嗎？是否形成不利的文化再製現象？此為研究動機三。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研究動機，本研究具體目的如下： 

一、分析外籍配偶家庭的環境特性，探討家庭環境對其子女學習表現的影響性。 

二、分析外籍配偶家庭子女在文化再製歷程中的不利因素。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法，蒐集與主題相關的國內、外書籍、期刊、論文、研究報告、政府

出版品等文獻資料，進行分析、比較、整理與綜合，並且從理論與實務等構面進行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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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外籍配偶 

外籍配偶即為與台灣人通婚之外籍人士，多以女性為主，因此昔日文獻多以「外籍

新娘」稱之；在本研究中，排除所有男性配偶，以及語言、文字與台灣較為相近的大陸

及港澳地區新娘。 

二、外籍配偶家庭 

即上述外籍配偶與台灣男性婚配後，在台灣社會中與夫家成員及子女所組成的家庭。 

三、文化再製 

文化再製主要探討存在於教育與社會流動間的關係，要點是學校課程內容並非客觀

與中立的知識，而是社會階級鬥爭的產物；中上階級透過政治、經濟的優勢，將自身階

級意識形態灌注到全民共同學習的文化素材中，因此明顯不利於勞工階級子女，多重的

阻礙是他們無法向上流動，形成代間複製的現象。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學校教育與文化再製 

在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過程中，學校的設立是重要里程碑，學校教育改變了以往零碎的

知識傳遞模式，使人類的學習具有系統與規劃，知識的傳承透過有組織的課程內容，在一代

一代間傳接與累積；學校的最重要任務，在於安排適當的場所和適當的課程教材，由受過專

業訓練的學校教師進行教學，以達到將知識傳授予學生的目的；以結構功能學派的觀點視之，

學校中的學生只要奮力向上、努力不懈，則必然能夠獲得較高的學習成就，未來也可以得到

成功的機會；以衝突主義學派觀點視之，學校的運作歷程及課程內容、教師教學均隱含著不

平等的因子，學校教育為優勢階層子弟所設計，對處於較弱勢階層的下一代而言，要獲得成

功殊屬不易。 

學校與社會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在學校中所傳遞的是能夠適應未來社會的知識技能，

而學校的存在相當程度上是因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因此學校必須設計出一套符合社會價值的

課程內容，並透過教師教學、環境設計、學校活動等一連串有計畫的學習歷程，以強化學校

和社會間的連結。 

Bourdieu & Passeron 將學校視為社會的鏡子，只是被動的反應社會事實，他們認為學

校是相對自主的制度，一方面間接的受到較強勢的經濟與政治制度的影響，一方面有

其本身運作的邏輯。它是象徵制度大世界中的一部份，經由強迫順從與壓制，藉由宰

制文化的生產與分配，再製現存的權力關係。（邱天助，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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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引言指出，學校是整體社會的一部分，社會上的意識、價值觀等隱藏在學校制度、

教師教育信念中，透過教學和學校活動傳達給下一代，因此學校有如鏡子般反射出社會百態；

雖然學校有其本身的運作邏輯，以達到教育機會均等為其目標，但在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強

勢的影響力下，不可避免地呈現出壓迫與宰制的權力關係，而在教育過程中形成文化再製現

象。 

結構功能主義學者傾向認為，學生在學校教育過程中所獲得的教育成就，與個人能力、

努力有關，能力好又肯努力的學生有較佳的學習成就；反之，學習成就不佳則歸罪於學生能

力差或不夠努力。但是，Bourdieu 卻有不同的主張，他在闡述文化再製概念時，引用經濟學

中的「資本」一詞，以文化資本來分辨不同階級子女所能在學術方面獲得的利益，從整體性

的著眼點來探討學校教育過程中的結構性問題。 

P. Bourdieu 將個人所可能擁有的資本分為四種：一、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

指個人的財富及所擁有的生產工具，可以輕易的轉換為其他形式的資本；二、社會資

本（social capital），指個人的社會關係及影響力，社會資本的獲得和個人的社會地位、

專業和階層有關；三、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指個人的教育、學歷、資格、品

味以及文化財等，在某些條件下可以轉換為其他形式的資本；四、符號資本（symbolic 
capital），指個人的魅力、聲望以及源於前三種資本所形成的權威和信譽，可以轉化

為經濟和社會資本。（張鐸嚴，1995：112） 

上述引言指出，資本的形式雖有不同，但彼此之間存在著高度的轉換空間，只要有豐厚

的經濟資本，就能較輕易的取得其他資本；然而，文化資本的佔有，除了具體可見且可由經

濟資本轉換的物品形式之外（例如古董字畫的收藏），尚包含教育學歷的取得以及內在的學

習，例如擁有專業證照、對藝術品的鑑賞、對美好事物的品味等，是必須經由緩慢的學習、

培養，而逐漸內化而得的。 

文化資本可以採取三種形式：被歸併化的形式、客觀化的形式和制度化的形式。被歸

併化的形式，指的是在人體內長期地和穩定地內在化，成為一種稟性和才能，構成為

生存心態。客觀化的形式，指的是物化或對象化為文化財產，例如有一定價值的油畫

等。制度化的形式指的是由合法化的制度所確認各種學銜、學位等。（高宣揚，1991：
37） 

文化資本的三種形式，其累積的過程均需要大量的經濟資本與時間的投注；就歸併化形

式的文化資本而言，它在人體內長期地和穩定地內在化，意味與個人所處的領域和所耗費的

經濟資本有直接的關聯，透過時間的累積與生活上的耳濡目染而成型；就客觀化形式的文化

資本而言，文化財產的購置、保存和鑑賞，常需要以大量的經濟資本換取；就制度化形式的

文化資本而言，誠如前節所述，在功績主義社會中，學歷文憑的獲取須經過學校教育機制的

篩選，充足的經濟資本有助於個體在學習過程中佔有較優勢的位置。 

因為文化資本具有內化的特性，且是隨時間而累積的，因此文化資本的傳遞在領域中導

致習性的形成與發展，是隨時隨地都在進行的，然而，不同的領域所傳遞的文化資本不盡相

同，可能造成轉換領域時文化資本傳遞的不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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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家庭教育所傳遞的文化資本是不同的，有的家庭所傳遞的文化資本是相當符合於

教育市場中的需求，但有些則否。也就是說，當教育市場有著一個主流的文化在其中，

一旦學生進入學校，都必須接受如是的教育，那麼，只要家庭教育花費了時間來傳遞

的文化，是合於此主流文化的，則孩子自然就會對這些文化感到相當熟悉，也能很快

的在其中得到更多更充足的與他們原本就帶著的習性相通的文化刺激和習得那些文

化能力……反之，若家庭教育花費了時間來傳遞的文化，是不合於此一主流文化的，

那麼一旦這些孩子進入學校教育，他們就得花更多時間，去「改正」自己原本的文化。

（許宏儒，2004：82） 

就文化資本本身而言，應無優劣之分，然而當個體的文化資本與教育市場的主流文化碰

觸時，彼此之間銜接的流暢性就更形重要；能夠順利銜接者，表示其家庭教育所傳遞的文化

資本對個體而言具有一定的價值性，成為個體學習路途上的基石；倘若不易順利銜接甚或背

其道而行者，則將使個體產生內在的衝突與混淆，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調整甚至改正其本身的

文化，亦即相對的能專注於學習的時間將減少，在教育市場的主流文化中將成為學習弱勢的

一群。 

在功績主義社會中，學校是最重要的教育領域，學生在領域中競爭，獲取最高的學習成

就，以佔取最有利的文化資本；然而，每個學生來自不同的家庭領域，擁有各自不同的家庭

習性與文化資本，此二者與其上一代的階級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位於上階層者，其家庭習性

與學校教育過程較為契合，且佔有較多符合學校篩選機制的文化資本，因此其下一代較能輕

易在學校教育過程中獲取教育成就；反之，位於下階層者，其下一代進到學校領域時，勢必

面臨習性上的矛盾與衝突，加上文化資本上的不利因素，要獲取教育成就，相較於上階層子

弟，就顯得困難重重。 

教育政策無疑就是政治、經濟等結構力量的化身，長期壓迫或宰制那些處於弱勢地位

的群體，以保障或再製優勢群體的利益。（張建成，2002：15） 

長久以來教育一直被賦予中立客觀的神聖角色，透過教育過程而向上流動是大多數人的

期盼，在競爭中失敗了，往往歸咎於自己不夠努力，無法跨越那道所設定的門檻，鮮少有人

會質疑學校教育的公正性；而優勢族群掌握了大部分的政治、經濟資源，運用這無形的結構

力量達到左右教育政策的目的，教育政策成了服務優勢族群，壓迫和宰制弱勢族群的無形且

最大的力量。 

第二節 外籍配偶家庭與學校教育 

一、外籍配偶家庭現況 

審視目前台灣外籍配偶的婚配現況，在買辦婚姻的形式下，不可諱言的，男方多數

為學歷不高，且社經地位較低的勞動階級，在台灣無法順利找到適合的對象，因此以相

當的金錢到較為落後的國家尋找對象，而女方則因為經濟因素以及對較為進步國家的嚮

往，因此促成異國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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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台灣的東南亞新娘及大陸新娘現象，以在台灣婚姻市場中居於相對弱勢的

男子為主（如社經地位較差、年紀偏高或身心障礙者），因而，需仲介業穿針

引線下挑老婆完成終身大事，而東南亞新娘則多因本國之家庭經濟條件差而選

擇嫁到台灣。（薛承泰、林慧芬，2003） 

上述引言指出，台灣的跨國婚姻大多抱持著迎娶是為了家務管理、生育後代、照顧

老弱傷殘、或增加家庭勞動人力。在這種意識形態之下的婚姻，往往將另一半視為傳宗

接代的生育機器，抑或是合法的外籍勞工用途，其角色已物化為生育工具或是廉價勞工

之機器，這種缺乏以愛為出發點之婚姻，在所組成家庭中往往較缺乏尊重與互諒，而且

在金錢買辦的陰影下，使得夫妻雙方的溝通更為困難，因此教養下一代成為有心無力的

困難任務。 

雖然外籍配偶家庭有其與一般家庭一樣對小孩的期許，甚至可能更多了些其它

的文化刺激，然而，若以家長的社經背景來看，可能卻又是雙方弱勢的結合……

在諸多弱勢與不利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教養無力的狀況發生在跨文化家庭裡

的可能性可能也跟著增加。（鄧守娟，2005：2）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乃是天下為人父母者的共同期望，在外籍配偶家庭中也不

例外，大部分的父母以自身的成長經驗和所處社會階層的特性來教養孩子，所傳遞的文

化資本將能決定孩子的教育成就；外籍配偶家庭中，父母本身所擁有的文化資本與學校

教育間相當程度上未能契合，因此，他們的下一代跟隨父母處於弱勢階層中，想要在充

斥中上階層文化的學校教育歷程的取得高人一等的學歷文憑，必須突破層層的關卡，成

功的路途備極艱辛。 

有關外籍配偶家庭目前在台灣的現況，相關研究紛紛發表，研究者整理後歸納出以

下較為共通的面向： 

(一) 經濟弱勢 

許雅惠（2004）抽樣調查發現，東南亞一外籍配偶的家庭經濟，合計「月收入在

兩萬元以下」以及「不知有多少收入」的家庭佔八成五，其台灣配偶八成六有工作，

工作階層以「工人」為主，一成四的台灣爸爸沒有工作。 

內政部 2004 年 6 月《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外籍配偶

在台約有 11 萬人，在我國境內並持有效居留證者約為 8 萬 4,430 人；外籍配偶具有工

作資格者約為 8 萬 2,219 人，有工作者為 2 萬 8,496 人，無工作者為 5 萬 3,723 人。（取

自 http://blog.yam.com/torrent/archives/271740.html） 

(二) 教育弱勢 

潘彥妃（2003）針對台越聯婚男方的教育程度統計，高中職以下佔 98%；周美珍

（2001）的研究中，新竹縣娶外籍配偶的男性之教育程度，高中職以下佔 89.1%；而

我國男子教育程度，大專以上者，早在 87 年就超過 21.2%。 

夏曉鵑（2001）指出，媒體建構外籍新娘通常來自經濟落後之國家，是未受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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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且來自貧困家庭的女子，而其結婚的對象又大多為在台灣婚姻市場（marriage 
market）中無法娶到老婆的男子，且在外籍配偶家庭組成中，其婚姻與家庭時常出現

較多的不穩定狀況，諸如外籍新娘普遍有適應不良、逃婚、遭受家庭暴力、假結婚真

賣淫等問題。 

(三) 社會弱勢 

朱玉玲（2002）指出，娶外籍配偶的先生常是身心障礙、失業、酗酒、虐妻、施

暴、騙婚等，而且外籍配偶家庭的子女，常有健康照顧不佳、發展遲緩，學習困難等

情形，需要社會較多的關心與協助。 

夏曉娟（2005）又指出，大眾媒體往往將「外籍新娘」現象建構為社會問題：買

賣婚姻易導致破碎家庭，且將導致台灣人口素質降低；其中女人的形象成為無可奈何

的受害者，或唯利是圖的吸血鬼，並常與此外國人犯罪畫上等號；而跨國婚姻中的男

性則被形塑為「社會所不欲者」：肢體或精神殘障、道德卑劣的騙徒與沙豬。 

以下學者亦提出諸多外籍配偶家庭所面臨共通的問題： 

鐘重發（2004）整理擇娶外籍配偶的男性之背景條件的相關研究，提出以下娶外

籍配偶的男性共通的特性：（一）教育程度普遍較低。（二）結婚年齡較高。（三）

較低的家庭收入。（四）中下階層的職業。（五）婚前認識時間短。（六）婚後快速

生育子女。 

許靜芳（2004）認為外籍配偶家庭可能面臨的問題有以下幾個：（一）社經地位

低落。（二）語言文化差異。（三）家庭資源不足，不善利用相關資源。（四）社會

的標籤化。 

綜上所述，外籍配偶家庭目前在台灣所面對的是多方面的弱勢狀態，在經濟上，

丈夫因多屬農工階級或身心障礙者，本身收入就較微薄或無收入，而外籍配偶因法令

對工作權的限制或在家教養子女，無法外出工作貼補家用，家庭收入因此偏低；在教

育上，依據社會流動的現象而言，社會較低階層者多數為低學歷者，而外籍配偶在她

的本國即使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但到了一個語言文字完全不同的國家，也形同文盲

一樣；在社會上，更加不可諱言的是，對外籍配偶家庭而言，這是一個極不友善的環

境，媒體塑造出外籍配偶有假結婚真賣淫、騙錢、唯利是圖、逃跑、目不識丁的負面

形象，整個家庭的成員都必須承受外界異樣的眼光；因此就整體外籍配偶家庭而言，

是處於中下階層的階級屬性，這樣的階級屬性，與其下一代的學習成就是否有所關

聯，在下一段中分析。 

二、外籍配偶子女學習成就相關研究 

在前一節探討中指出，外籍配偶子女進學校就讀已隨著數量的增加而逐漸普遍化，

尤其在小學階段，幾乎每一所學校均有外籍配偶子女就讀，因此，有關於外籍配偶子女

學習成就的相關研究在近幾年來相繼提出。 

楊淑朱等人（2004）研究發現雲林縣外籍女性配偶子女中大約有四成的兒童園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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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及五成國小學童出現學習上的問題。他們在學習態度上，缺乏對事情的專注、缺乏持

續力及主動解決問題，因此在語文及數學領域的學習表現極差。 

蔡榮貴等學者（2004）發現外籍配偶子女在學校主要學科的學習成就表現較低，且

國小學童的學習成就因地區、母親國籍與家庭社經地位背景的不同而有差異。 

江亮演、陳燕禎和黃稚純（2004）在高雄長庚醫院研究高屏地區 109 對外籍配偶與

子女的身心狀態，結果發現：外籍配偶的下一代，有 25%出現發展遲緩現象，其中大多

屬邊緣與輕度障礙。 

鍾鳳嬌、王國川（2004）以 115 位四至十歲的外籍配偶子女為研究對象，探討外籍

配偶子女語文、心智能力發展及學習行為狀況，結果發現：語文程度方面，外籍配偶子

女的語文程度發展是參差不齊的，且有少部分的外籍配偶子女的語文能力是屬發展遲滯

的；心智能力方面，外籍配偶子女的心智能力發展呈現出參差不齊的現象；學習行為特

徵方面，外籍配偶子女的學習行為分配亦顯現出參差不齊現象。 

林璣萍（2003）普查高雄市所有一、二年級外籍配偶子女，調查外籍配偶子女進入

小學後的學習適應情形，以問卷調查方式請班級教師填答，發現外籍配偶子女確實存在

整體學習弱勢的現況，另外在身心障礙比率都較高，是特殊教育需關注的對象。 

聯合報（2003/09/05）報導指出：陳志良（衛生署立基隆醫院復健科小兒職能治療組

長）發現發展遲緩兒童之母親是外籍配偶的比率達 5%至 10%，主要多起因於語言學習方

面的問題；而評估的結果常常是全面性發展遲緩，其中遲緩的項目包括粗大動作、精細

動作、認知能力、日常生活以及感覺統合功能障礙等。造成新移民女性所生的孩童有發

展遲緩現象，可歸納於下列三點：（一）只有養育而缺乏教育的生活型態。（二）使用

兩到三種不同體系的語言，使得孩子在學習變得非常困惑。（三）外籍配偶鮮少帶孩子

外出，孩子缺乏戶外大動作活動的經驗。 

綜上所述，外籍配偶子女進入學校教育體系就讀，在近年來成為眾所矚目的議題，

相關的研究也如雨後春筍般相繼提出，大多數的研究結果均指向外籍配偶子女學習成就

較為低落、學習表現不佳、甚或有發展遲緩現象；從這些研究結果可推斷，有多數的外

籍配偶子女在求取學歷文憑的競爭中，將是弱勢的一群，而且因為無法取得較高學歷文

憑，未來在社會中也無法佔有較高職缺，有可能成為未來社會新的弱勢族群。 

第三章 分析與討論 

根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以下將從文化再製的觀點，探討外籍配偶家庭中，其子女在學

習過程所面臨的困境或不利因素： 

一、環境因素 

外籍新娘以婚配的形式進入一個語言、風俗、文化完全不同的家庭和社會中，必須

面臨多方面的衝擊；除了必須適應生活環境變化所衍生的飲食、氣候、交通問題之外，

還需面對複雜的人際關係，例如夫妻溝通、婆媳相處、子女教養等家庭中的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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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鄰居相處、經濟活動等社會中的人際互動。 

外籍配偶初來台灣，最直接面對的問題即是語言溝通上的困難，他們必須完全放棄

自己的語言，重新學習另一種全新的語言，而因為語言上的隔閡，往往使得外籍配偶在

場域中的適應更形困難。 

語言是人類社會中最直接的溝通工具，外籍配偶因為場域的轉換，導致本身所專精

的語言文字不再適用於生活中；在一個全新的場域中，面對陌生的語言、文字、飲食、

習俗和人際互動，在某些程度上，這些外籍配偶等同於文盲一樣，無法吸收外界的資訊，

因此有些時候對子女的教養亦淪為有心無力。 

外籍配偶在家庭場域中的角色，因為買辦婚姻的烙印，而必須承受更多的壓迫，例

如在夫家的眼中，外籍配偶的來到是在仲介市場中以金錢換取的，因此往往以高壓的姿

態來對待他們，將她們視為次等公民，沒有平等可言。 

外籍配偶除了在家庭場域中必須扮演奴僕般的角色之外，更重要的還肩負了教養下

一代的母親角色；在這樣一個身分地位不平等、語言文字障礙重重與文化適應不易的家

庭場域中，下一代所習得的與學校所傳授的知識將有某種程度上的隔閡。 

二、文化因素 

外籍配偶的家庭組成，與傳統的婚姻形式有相當大的差異，除了男女間的婚配及傳

宗接代任務之外，在雙方的背後，尚隱含著文化的衝擊；來自兩個不同文化、社會、風

俗背景的個體，共同組成一個相互依存的家庭，而且在這兩種類型文化的融合與變遷的

家庭社會場域中，下一代的養育與教育活動深受其影響。 

文化的接觸，必然存在著同化與剝奪的問題，在外籍配偶的跨文化婚姻中，因為婚

姻的組成過程與形式隱含了買辦婚姻的印象，導致男方一開始即佔有了優勢的地位，在

後續的文化爭奪戰中也保有了優勢文化的地位。 

外籍配偶家庭社會場域的文化傳承，乃是以丈夫這一方的文化為主，來自母親的文

化，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刻意的排除與抗拒；也因此在下一代的教育過程中，母親的角色

備極艱辛，除了其本身需在新文化中學習之外，且須將下一代養育成能符合文化規範的

個體，而不可否認的，父親這一方的文化資本在教養下一代的歷程中有決定性的影響。 

在台灣的家庭型態中，母親通常是較為主要的子女養育者，而外籍配偶因為文化和

語言的差異，加上丈夫公婆的限制，往往較少與外界接觸，因此在子女教養上亦同樣處

於較為封閉的狀態；倘若加上丈夫家庭處於社會弱勢地位，其家庭所能提供給子女的文

化刺激則更加貧乏，因此當其子女進入學齡後，在學校接觸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童，在同

儕互動與競爭的過程中，除了其本身因為文化資本的較貧乏而易導致學習成就低落之

外，尚須面臨認同的問題。 

外籍配偶子女的教育，因為父母本身的文化差異，管教子女態度亦隨之不同，種種

因素導致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間較難順利銜接，因此子女在缺乏良好的學前教育之下，

入學後易出現適應不良，且母親無法在子女學習過程中給予課業上的支持協助，導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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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學習較為緩慢，人際關係相對也欠佳，因此極有可能落入階級再製的惡性循環之中。 

文化資本所包含三種形式（客觀化、被歸併化、制度化）中，外籍配偶家庭一方面

多屬較低學歷的勞工階級，另一方面又有文化、語言、文字……等差異，因此較沒有足

夠的金錢或時間去創造客觀化形式的文化資本，例如藝術品、有品味的家具等；而由於

客觀化形式文化資本的貧乏，通常也導致被歸併化形式文化資本難以內化而累積，因此

其子女在進入講求中上階級高雅文化的教育體系時，學習成就不佳，無法取得代表制度

化形式文化資本的學歷文憑或頭銜等，也就不足為奇了。 

三、社會因素 

目前台灣整體社會對婚姻的價值觀，依舊深受父權觀念的左右，男性在婚姻中大都

佔著主導的地位；一般而言，婚姻的結合是男女雙方均同意而且共同參與的，因此在婚

姻市場商品化的同時，理應男女均佔有相同的市場，然而，事實卻是男性娶外籍女性遠

多於女性嫁給外籍男性，婚姻仲介業者打著外籍新娘的旗號招攬生意，卻不見有仲介業

者打外籍新郎的旗號為女性顧客服務；探究其原因，不外是男高女低的婚配價值觀、男

性的傳宗接代的角色扮演、以及社會對女性應被動的角色期望等，這些隱含於社會中的

刻板印象，形成整個社會的共同習性。 

外籍配偶在這種社會共同習性下，要適應實屬不易，尤其在直接面對丈夫家庭的種

種習性與價值觀挑戰時，其自身的角色難免產生混淆；通常選擇外籍女性為結婚對象者，

多數為以勞力付出換取收入的勞工階級，甚或部分有身體殘障、智能障礙或缺乏謀生能

力者，只要花三、四十萬的代價，就能娶到一個東南亞外籍配偶，因此這些外籍配偶進

到男方的家庭中，除了傳宗接代的任務之外，尚須照料全家人的生活，甚至外出工作協

助經濟收入；在父權社會的思維之下，她們在家庭中除了扮演母親的角色之外，還擔任

了外傭的工作，對自己角色的界定，因為金錢買辦婚姻而模糊，甚至在下一代子女的眼

中，是母親？還是外傭？這種微妙的關係，參雜在家庭習性的養成之中，形成下一代成

長過程所必須面對的認知衝突。 

家庭是孩童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學習環境，父母的教養與互動方式是孩童習性建構

的重要因素，尤其外籍配偶由於婚配對象的人口特性，更是其子女的最主要教養者；再

則外籍配偶大都身負傳宗接代的任務，年紀輕輕就擔任母親角色，在她尚未適應本地的

社會風俗文化，而且本身又缺乏養育子女的經驗，加上語言文字溝通困難，要扮演好母

親角色實屬不易；而在這樣環境成長的孩童，出現語言發展遲緩、人際關係障礙、學習

困難等不利的習性也就不足為奇了。 

與其說外籍配偶的習性會影響孩子的教養，不如說是整體家庭、社會的共同習性才

是關鍵因素；外籍配偶遠離故鄉來到不算友善的異地，幾乎已經將自我隱藏到最小，扮

演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最傳統角色，在故鄉是父母疼愛的女兒，突然之間空間

轉換，變為丈夫的妻子、公婆的媳婦、子女的媽媽，面對新的空間與新的角色，外籍配

偶必須在各方面達到平衡才能建構出和諧的家庭空間，很顯然的，這些關鍵的角色絕大

部分是周遭的人，而不是外籍配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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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從社會流動的角度來看，隨著社會分工的日益精細，創造出為數可觀的職業類型，更為

專業與精細的生產技術益形重要，而其篩選機制則在於學歷文憑的取得，透過學校教育體系

所獲得的學歷文憑高低，意味著所擁有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的多寡，直接影響個體所能獲得

的職缺與工作收入，外籍配偶家庭在此方面呈現弱勢，受限於由菁英份子把持的社會規範及

本身低落的學歷文憑，僅能獲得以勞力付出為主的工作類別，以及較低的工作收入，尤其外

籍配偶來自不同國家，其學歷文憑無法幫助提升所能佔有的職缺，亦僅能以勞動換取薪資，

因此這類家庭的勞工階級屬性極為明顯，在階級再製的陰影下，使其下一代學習成就不佳的

可能性大幅增加。 

社會場域中的文化資本傳遞，係透過代理人（父母）的價值觀轉化為行動而進行，不同

家庭塑造孩童不同的習性，此習性在孩童進入學校教育體系時成為學習的起點，影響其學習

表現，外籍配偶家庭的勞工階級屬性，所傳遞的文化資本與學校充斥的中上階級意識難以契

合，在受文化霸權所宰制的學校體系中，藉由課程內容、教學過程、教師習性、學校規範等

進行篩選，外籍配偶子女極可能在教育過程中慘遭淘汰；相較於一般勞工階級家庭有機會透

過社會網路自我提升，外籍配偶家庭尚必須面對來自社會異樣眼光的負面壓力，形成自我認

知的困難和較低的自尊，在社會人際互動上更易趨向封閉性，此封閉的現象一旦成型，其家

庭中的不利現象將更為強化，傳承給下一代的文化資本更形貧乏，甚至成為下一代進入教育

體系獲取學歷文憑的障礙。 

外籍配偶家庭係不同文化體系的結合，文化背景的不同意味著語言、文字、風俗、習慣、

價值觀、教養下一代態度等也有所差異，此差異在文化資本傳遞上有其助益與阻礙，有利之

處在於下一代有機會接觸更寬廣的文化價值，然而，在勞工階級家庭的教育背景低落及經濟

資本不足的影響下，所呈現出的立即主義思維及實務取向生活態度，並無法突顯文化背景差

異所帶來的價值性，反而形成文化資本傳遞上的阻礙，此阻礙進一步反映在下一代的學習弱

勢上，而受限於社會價值觀，此類家庭難以透過社會資本的拓展而跳脫弱勢的窠臼；總體而

言，研究者認為在文化背景差異、勞工階級屬性、社會網路封閉三者之間，成為環環相扣的

綜合關係，此類家庭的文化背景差異，限制了職缺的取得和社會網路的拓展；勞工階級屬性

的價值觀，又迫使其難以察覺文化背景差異所帶來的文化資本價值，社會網路侷限在相同的

勞工階層，難以獲得自我提昇的動力；而社會網路的封閉性，更使文化背景差異價值無法突

顯，不易在工作屬性上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此三者所形成的糾葛關係，透過文化再製的過

程傳遞給下一代，成為結構性弱勢的外籍配偶家庭社會場域。 

第二節 建議 

一、政府政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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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規劃系統化的本國語文教育制度，提昇外籍配偶語文能力 

政府機關提供系統化的語文教育供外籍配偶免費學習，並設定獎勵標準，刺激外

籍配偶學習本國語文的動力，如此能實質協助外籍配偶進入新環境後的人際溝通能

力，對子女的語文能力發展也有相同助益。 

(二) 提升外籍配偶對母文化與語言重要性的認同 

從多元文化觀點看外籍配偶，文化差異是一種利基，藉由通婚來台的外籍配偶，

也帶來異地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將多元文化價值觀深入到外籍配偶家庭中，

將對外籍配偶子女達到實質上的幫助，認同與學習來自母親的文化，將可使外籍配偶

家庭更正視不同語言與文化所帶來的文化資本，也能自然地將異地的語言作為家庭中

使用的語言之一，如此不僅建立外籍配偶及其家庭的認同，對下一代的學習也有正面

的助益。 

(三) 強化外籍配偶家庭的社會福利，以提升經濟資本 

外籍配偶家庭受文化背景差異、勞工階級屬性、社會網路封閉三方面的結構性限

制，往往不能覺知下一代學業成就成敗的關鍵因素，且限於經濟資本短缺，甚至無法

提供子女學習上的基本需求，也無從創造更多文化資本，形成阻礙學習的家庭環境；

因此，社會福利機構應針對此方面建立社會救助系統，協助此類家庭規劃有助於子女

學習的家庭環境，並且以免費職業訓練、輔導就業方式創造新的工作機會，提升其經

濟資本，而新的工作型態亦能拓展其社會網路，汲取教育新知，以達到從根本提升的

效果。 

(四) 透過社會志工制度，協助外籍配偶家庭提昇教育下一代的知能 

外籍配偶家庭的勞動階級結構，塑造出講求立即性與實務性的價值觀，對下一代

教育的一知半解，沒有意識到汲取教育新知的重要性，而社會網路的封閉，又使其教

育價值觀缺乏活水注入，無法走出自身的窠臼，形成教養下一代的困境；因此，有必

要透過社會志工制度走入外籍配偶家庭，以個別化的協助，提昇其教育認知與技巧，

促使其家庭社會場域的文化資本與學校教育相銜接，給予其子女公平競爭的機會。 

二、學校教育方面 

(一) 教師自我期許為有機知識份子，給予所有學生相同的成功機會 

教師本身的自覺才是破除此階級再製窠臼的根本方法，教師應有能力對課程、教

學、生活教育、價值觀等進行批判，以多元文化的思維，正視外籍配偶子女在學校中

所面臨的困境，將不利的學習條件減至最低，以達到真正教育機會均等的目的。 

(二) 計畫性辦理多元文化的親職教育，提升外籍配偶家庭的文化資本 

學校利用子女引發家長的學習動機，將結合多元文化的親職教育常態化，鼓勵外

籍配偶家庭展現自我文化的特色，建立其自信心，如此可有效提升其文化資本，亦能

實質幫助其下一代適應學校生活，獲取更高學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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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推展創造力教育成效之分析研究 

－以宜蘭縣崇聖國小為例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知識經濟的時代，創造力已成為競爭優勢中的關鍵因素，在處處充滿競爭的  21 世

紀，我們將如何確保競爭的優勢？答案就是創造力，而且是要不斷地推陳出新（大前研

一，2006）。為培育創意人才，建構創意王國，教育部已將創造力教育種子從大專院校

擴展到中小學，責由各縣市政府提出推動創造力教育具體計畫書，以實踐「向基層紮根、

讓創意萌芽」之理想，而基層學校為配合創造力教育計畫之推展，各有不同的作法，而

在實際教學現場中，創造力教育實施現況與成效為何，是本研究動機之一。 

在九年一貫課程中強調培養欣賞、表現、審美及創作能力為重要之課程目標；更直

接賦予學校積極發揮創造力教育的使命。在目前基層學校所推展之創造力教育是否能融

入各學習領域和做全面性的落實，並能與生活相聯結，建構出一個創意的生活，為本研

究動機之二。 

教育改革和教材的鬆綁，已經讓創造力教育在教學活動中的份量加重，教師引導兒

童創新思維和啟發兒童創意思考興趣，已被視為不可忽視的責任。當在推展創造力教育

之後，對學生學習的效果，老師教學的效能有何明顯的影響，並能從中歸納分析出具體

之建議，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推展創造力教育成效之現況，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

有二個主要目的： 

(一) 了解國民小學目前推展創造力教育的現況 

(二) 了解國民小學目前推展創造力教育之成效 

三、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擬探討下列問題，作為研究之重要取向： 

(一) 宜蘭縣崇聖國小推展創造力教育之現況如何？ 

(二) 宜蘭縣崇聖國小推展創造力教育之成效如何？ 

四、研究範圍和限制 

(一) 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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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對象：95 學年度宜蘭縣崇聖國小教師及學生。 

2. 研究時間：民國 96 年 3 月至民國 96 年 5 月止。 

3. 研究主題：國民小學推展創造力教育成效之分析研究。 

(二) 研究限制 

1. 本研究取樣僅限於 95 學年度宜蘭縣崇聖國民小學教師及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他縣

市未做普遍調查。 

2. 影響創造力教育推展的變數很多，本研究僅作部份探討，無法涵蓋全面創造力教育

推展現況與創造力教育效能。 

貳、文獻探討 

一、創造力教育之內涵分析 

創造力教育期望透過系統而全面的方式，特別著重從結構面與生態面落實和普及創

造力教育。以教育典範與機制的革新為施力點，在教育行政人員與老師之相互配合下，

鼓舞學生、影響家長，並促成產業和民間組織之參與，進而形成尊重差異、享受改變之

社會環境。所以在推動過程中，必須兼重結構面和策略面。除了個人的創造力，還特別

強調集體創造的重要。因此在執行上將從結構面著手，嘗試整合相關政策、體系和組織，

藉群效（synergy）創造更有利的文化生態，方能在策略面上有效地落實創造力教育的政

策。 

總而言之，創造力教育係指學校經營創新的學習環境與活潑的教學氛圍為主體，提

升教育視野，發展學校特色；讓包容與想像力無限延伸，營造尊重差異、欣賞創造之多

元教育學習環境。本研究將創造力教育區分為五個向度：  

(一) 創意行政經營：指學校教育人員展現學校創新經營教育專業的程度，如學校創意特

色觀摩、學校經營創意方案等。 

(二) 創意課程教學：指學校教育人員展現創意教學的程度，如創意教學觀摩會、創造力

教學方案等。 

(三) 創意校園空間：指學校展現創意校園空間的程度，如校園空間秀創意。 

(四) 學生創意展能：指學生創意展能的展現程度，如創意點子王、智慧鐵人秀。 

(五) 創意資源應用：指學校教育環境中的人、事、物，所展現出的創意程度，如創意社

區教室、社區資源創新攜手行等。 

二、創造力教育政策之現況 

教育部近年來積極推動創造力教育，2002 年元旦公布「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

以十大推動原則貫徹「創造力教育中程發展計畫」（2002 年至 2005 年），全力推動以

達成「創造力國度」（Republic of Creativity, ROC）之願景目標。2006 年教育部廣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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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意教師」、「創意學子」、「創意校園」、「創意學養」、「創意智庫」、「國

際交流」等多項工作，定期舉辦「數位內容創新」、「智慧鐵人」、「創意人文影像營」、

「玻璃創新營」等各種營隊，持續經營創造力入口網站與電子報，聯合四十餘所大學共

同開設「創意的發想與實踐」校園巡迴課程，教育部為啟發更多孩子的創造力，將創造

力教育種子從大專院校擴展到中小學，責由各縣市政府提出推動創造力教育具體計畫

書，俾便實踐「向基層紮根、讓創意萌芽」之理想。 

在國民小學校園中，尤其九年一貫課程強調能力指標的達成，以培養創造力為核心，

容許上課時數彈性，鼓勵自編課程與協同教學，均提供創造力發展的空間。因此，以學

生為中心，而指導兒童養成創意思考的習慣，並利用資訊科技幫助自我學習，儼然已成

為當今教育最確切的教學目標。而學校是學生學習的主要場所，學生在學校中學習知識

和技能，也藉由學習培養情意及實踐的智慧。而培養創意思考是所有學習的基礎和媒介，

學生透過創造力的培養能直接影響各個學科的學習。因此，創造力的成就表現也成為學

校效能的一個重要指標。 

三、推展創造力的相關條件 

詹志禹（2003）研究台灣地區中小學創造力教育的實況條件與政策推展指出，小學

創造力教育的相關條件包括： 

(一) 學生本身條件：1.學習的內在動機很強；2.擅於發現問題；3.勇於嘗試、不怕錯誤或

失敗；4.注重內在成長；5.擅於掌握判準；6.擅於溝通與傳播。 

(二) 教師條件：1.熱愛教學、工作動機很強；2.能促進知識流通與分享、追求專業成長；

3.能設定有利於培養學生創造力的教學目標、教學活潑有創意、鼓勵學生發現問題、

鼓勵多元觀點、採取多元評量。 

(三) 校園環境條件：1.校園氛圍：人文而多元化，避免單調、統一、僵化；2.物理環境具

啟發性：教室佈置活潑不枯燥、校園建築設施能引起豐富想像和自由自在思考。 

(四) 教育行政條件：1.學校行政人員覺得行政工作很有趣、很有挑戰性；2.學校組織能進

行系統思考、具有遠見、注重學生需求；3.學校領導支持教師專業成長，鼓勵創新、

不罰失敗，保持人文尊重、自由思考與多元參與氣氛；4.上級教育行政機關支援各

校創新或改革，鼓勵各校發展特色、盡力提供行政資源。 

(五) 家庭條件：1.提供孩子多元成功機會；2.避免做比較；3.氣氛保持輕鬆自由；4.物理

環境保持創意。 

推展創造力的重點工作，就是創造力教育的中程發展計畫五大行動方案，包括：1.
創意學子；2.創意教師；3.創意校園；4.創意學養；5.創意智庫。而推展創造力的未來努

力方向，可以採用評估創造力教育的指標，包括：1.人人能夠創造「知」；2.人人享受創

造「情」；3.人人勇於創造「意」；4.時時展現創意「時間」；5.處處展現創意「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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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文件分析法 

本研究分析主要包含： 

(一) 收集「創造力教育」相關著作、期刊、專論等文件資料，予以彙集、整理，作為本

研究之整體理論基礎，界定問題範圍及定義。 

(二) 蒐集崇聖國小推展創造力教育之相關資料，分析其推動成果。 

二、訪談 

本研究以訪談法來了解，評估行政團隊及敎師對崇聖國小推展「創造力教育」的目

標、願景、推動「創造力教育」的過程及與創造力教育關連等特定事物的認知及意見，

以深入瞭解受訪者的整體看法及反應。 

(一) 訪談題目 

本次訪談題目如下： 

1. 在實施創造力教學後，對學生學習的效能有何增益或不同？ 

2.創造力教學對老師本身的教學效能有何助益或不同？ 

3.在實施創造力教學後，對學生的創意思考與作為有無幫助？ 

4.您在實施創造力教學後，對實施有無建議？ 

5.其他感想的抒發？ 

訪談題目設計乃希望瞭解崇聖國小推展「創造力教育」過程，希望達到下列目標： 

1.了解創造力教學對學生學習效能的影響。 

2.了解創造力教學對老師教學效能的影響。 

3.了解規劃團隊與教師對「創造力教育」未來發展的看法。 

(二) 訪談進行方式 

訪談分三次進行，先訪問教務主任（代號 A），再訪問課發組長（代號 B），最

後訪談進行創造力教學的教師（代號 C）；然後根據訪談資料進行歸納分析。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一、創造力教育之推動現況 

(一) 緣起 

配合教育部創造力教育中程發展計畫，宜蘭縣政府希望藉由引入地方特色活水，

結合領域課程教學，帶動師生創意學習新觀念，將創造力融入教學、學習與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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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激勵教師教學創新、培育學生創造力，豐富校園創意文化與持續地方特色發展，

乃極力推廣創造力教育政策，鼓勵本縣所屬國民中小學建立合作機制，組成創意社

群，發展本縣教育、地方及校園特色。崇聖國小本此主旨積極擬定該校推展實施計畫，

其內容包括： 

1. 鼓勵創意生活、創意學習、創意工作的全民創意 DIY。 

2. 將社會創造力帶進校園、將學校創造力帶進社區與社會。 

3. 建立學校、社會、企業、政府相互支援的有機體制，以及各體系之間的創造力支援

團隊。 

4. 建立各體系之間的共存（inclusion）、共融（integration）、共善（common good）

的共同願景。 

(二) 實際作法及成果 

1. 以地方特色為主題，並配合學校特色，設計創意活動課程。 

2. 結合社區資源，以產業資源、人文資源為兩大主軸，分別包括： 

(1) 產業資源部分：由四至六年級學生為主要施作對象，其活動包含：洪義糕餅行、

林午銅鑼、宜美繡花鞋等傳統產業的參訪，希望藉由實際的體驗與影像紀錄，

將傳統產業商家的資料轉化為以電子媒體的方式呈現，跳脫以往呆板的網頁或

折頁冊，以創意的電子導覽為傳統產業注入新的活力。 

(2) 人文資源部分：利用寒暑假期間舉辦學習營隊，以中高年級學生為對象，透過

校外的參訪活動，除了文字紀錄以外，更利用數位科技將成果與眾人分享；其

活動內容有宜蘭舊城廟宇巡禮與宜蘭舊城古蹟巡禮兩大部分，參訪地點涵蓋了

宜蘭市內各古蹟、寺廟、機關遺址等人文景觀，藉由活潑創意的介紹，為古意

添加新味。 

3. 透過對傳統產業的訪查，帶動學校與地方社群彼此交流策略、觀摩參訪，爲傳統產

業激發創意構想。 

4. 延續以產業資源、人文資源為主軸之精神，加深加廣創意思考的面向，規劃了「繡

出創意」、「行動部落格」、「積木 VS 舊城」等三大行動方案，其內容為： 

(1) 「繡出創意」：參訪宜美繡花鞋店，藉由實際的觀察與體驗，將濃濃思古情懷

的繡花鞋與現今的鞋子作一比較，在傳統與現代中發掘創意；並將本活動設計

融入藝術與人文課程，主要讓學生以傳統中美的元素，透過創思與創造，為傳

統繡花鞋重新定義，賦予新概念，進而引導學生設計出創意的作品。 

(2) 「行動部落格」：傳統的書面導覽無法完全地展現出地方的特色，崇聖國小為

提升地方特色的包裝，以學校為中心，蘭城新月步道為軸線，逐步描繪出各景

點的導覽地圖並搭配「部落格」網頁，以創意的電子圖文為生硬的景觀步道注

入豐富的色彩，重新展現地方特色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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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積木 VS 舊城」：慧魚積木的教學主要在訓練幼童的手眼協調、肢動能力外，

更可刺激大腦思考創造力，對於邏輯推理及幾何圖形概念的形成更有莫大的幫

助，透過此項活動帶領學生實際參訪蘭城新月上的史蹟建築，透過仿作的過程

體驗出傳統建築之美，再以慧魚積木創作出史蹟建築的新風貌，讓傳統的建築

透過現代科技的創意組合，展現新風貌。 

5. 相關課程與教學設計均以 3S（Student-centered, Subject matter, Society）模式為教案

設計主軸，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藉由對生活環境的體驗，思考生活中的創意及

其對生活的影響，引發學生對創意活動的興趣，進而激發潛能，啟迪創意，豐富生

活。 

(三) 成果 

依據上述實際教學活動之推展，崇聖國小創造力教育獲致了以下之成果： 

1. 以學校自辦及多邊合作之形式帶動創造力教育推廣與實踐。 

2. 提昇教師知識創新與增進學生創造力，蘊涵校園創意文化，組織創意社群，豐富與

創新地方教育特色。 

3. 建立資源共享平台，促進校際合作，發展動力活動課程，開創友善校園環境。 

二、訪談內容分析與討論 

透過事先擬好之訪談大綱，訪談崇聖國小實際參與推動創造力教育之教務主任、課

發組長及學生營隊指導老師三人，經由編碼後（教務主任：A；課發組長：B；創造力教

學的教師：C），將訪談結果分析歸納出下列五項重點，茲陳述如下： 

(一) 實施創造力教育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效能  

創造力教育的主要目標是啟迪與引發學生潛在的思考與創意，給予發揮的機會與

空間，讓學生能在嘗試中學習，因此，在學習活動中，學生學習的興趣會明顯提高…

（A） 

學生會更想去學習新奇的事物；而這種學習活動也有別於以往知識的被動學習，

學生必須要主動去探索與思考…（B） 

學生最早從被動的接受，被安排參觀、蒐集資料、發表感想，到後來能主動探索、

自行規劃、實踐理想，其學習上的效能或許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彰顯，但是學生在創造

力教學的潛移默化下，基本能力是有明顯提升的…（C） 

(二) 實施創造力教育能提升教師的教學效能 

在創造力教學過程中，老師由知識傳授者的角色，轉變成知識學習的引導者，在

整個活動中，主動去發掘問題和尋找解決方法的不再只是學生而已，連老師也必須親

身參與，除了從旁引導與協助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同成長…（B） 

教師們在執行計畫的過程中，所發揮不受既定知識的束縛、勇於接受新知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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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已經達到創造力教育的宗旨。具體而言，參與創造力教育計畫的教師，本身在教

學上勤於接納學生的想像力、勇於嘗試新的教學技巧，其在教學效能上的增進自是不

容懷疑的…（C） 

在和學生創意的互動與激勵下，更能滿足自我的成就感…（A） 

這樣的學習跳脫以往由上而下的固定學模式與既定知識傳授的束縛…（B） 

(三) 實施創造力教育對學生的創意思考有正面的助益  

創造力教育不是在直接教導學生如何有創意，而是包容學生生活中不同的想法與

點子，藉由實際的觀察、討論、質疑來引發對事物興趣，進而運用創意來尋求解決的

方法…（C） 

但也不是放縱學生肆無忌憚的創意作為，而是透過合適的啟發與引導，將創意的

作為建立在生活經驗與知識的基礎上…（B） 

也就是將創意生活化，將創意融入生活之中，使學生的創意思考與作為更能貼近

生活及培養學生以創意來改善生活的興趣與作為…（A） 

(四) 實施創造力教育需要營造一個能讓創意充分發揮的環境 

為培養與啟發學生的創造力，學校需要思考建構一個開放適性的學習成長環境，

在這個環境中，學生的創意作為是被肯定與鼓勵的…（A） 

若能跳脫單一計畫執行的限制，與學校內部各資源做有效的整合，透過協同教

學，以啟迪學生創造力作為的多元發展…因此，如何來提供學生一個可以發揮創造力

的舞台是非常重要的…（C） 

(五) 結合各學習領域之教學活動，全面落實創造力教育的推展 

創造力教育的對象除了學生以外，更是老師在發展學校本位特色課程的好時機，

學校可以由本身的優勢為切入點，融入特色課程，鼓勵教師發揮創意，改變教學…（A） 

落實在日常的教學活動中，讓學生在學習生活中就能有創造力的引發…如此的推

展方式，會讓師生更了解創造力教育是什麼，更樂意來實施與參與創造力教育…（B）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創造力教育以個體知識為基礎，關懷生命為前提，期能活化全民的創造力潛能，提

升解決問題能力，發展多元技能，從而開創豐富多元的自我價值，將臺灣打造成創造力

的國度。透過對崇聖國小推動創造力教育的實際作為，本研究有以下之結論： 

(一) 宜蘭縣崇聖國小推展創造力教育之現況 

1. 以學校自辦及多邊合作之形式帶動創造力教育推廣與實踐，發展學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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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織創意社群，豐富與創新地方教育特色。 

3. 建立資源共享平台，促進校際合作，發展動力活動課程。 

(二) 宜蘭縣崇聖國小推展創造力教育之成效 

1. 透過逐年逐段的實驗方案課程與實施，建立學校特色課程，增強學校核心競爭能力。 

2. 將創造力教育的精神融入各課程教學活動之中，以協同教學、小組討論、問題探究

與實作等方式，呈現多元的學習模式。 

3. 引導學生從周遭生活體驗創造力的存在與重要性。 

4. 豐富性及多樣性的教學，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增加學生學習的效能。 

5. 參與創造力教育計畫的教師，在教學上勇於嘗試新的教學技巧，增進教學效能。 

6. 透過創造力教學的實施，使學生的創意思考與作為更能貼近生活。 

二、建議 

綜合本研究對國民小學創造力教育的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一) 創造力教育推動應由學校優勢出發 

學校需要思考由學校優勢出發，建構一個開放適性的學習成長環境及融入學校課

程發展之整體計畫。強化行政效能與轉化學校氣氛，並善用人力與經費資源，創造學

校優質效能。 

(二) 整合校外教學資源擴大創造力教育推動層面 

整合校外教學資源，激勵學校運用當地之獨特條件轉型成為特色學校，並組織策

略聯盟，將各校之特色藉由點、線及面之聯結，並結合文化場館，推出藝術與人文學

習路線。 

(三) 建構創意教學分享平台提升教師教學創意 

提振教師教學創意，除結合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選拔之外，亦結合各區籌組策略聯

盟，從網路媒介、校際分享等，建構創意教學之分享平台。 

(四) 規劃多元化教學研習促進教師教學專業的增能 

提升教師運用創造力融入教學設計的專業知能，規劃主題式、多元化、產出型的

教學研習工作坊，期能藉由教師教學專業的增能，而深化課程內涵，有效提升學生之

學習成效。 

(五) 本研究因限於時間及人力，僅作單一個案之分析研究，建議之後研究者可從事質量兼

具相關研究，作更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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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崇聖國小辦理期程及主要工作內容 

日  期 推 動 工 作 內 容 

9406 
組成『崇聖創造力教育發展工作小組』，針對舊城的傳統產業及廟宇古

蹟做聚焦工作，並討論可行性較高的點。 

9407 辦理『再造九芎城---宜蘭舊城人文主題創意設計』工作坊 

9407 宜蘭社區大學林正芳老師到校分享『宜蘭城與宜蘭人的生活（一）』 

9408 
辦理『宜蘭舊城廟宇巡禮』夏令營一梯，為期四天。(參訪碧霞宮、城隍

廟、文昌宮、昭應宮、林氏家廟、五榖廟、東嶽廟、孔廟) 

9409 宜蘭社區大學林正芳老師到校分享『宜蘭城與宜蘭人的生活（二）（三）』

9410 五年級拜訪林午銅鑼 

9411 四年級拜訪宜美繡花鞋 

9412 六年級拜訪洪義隆糕餅行 

9501 
辦理『宜蘭舊城古蹟巡禮』冬令營一梯，為期三天。(參訪宜蘭監獄門廳、

南門林園、宜蘭設治紀念館、鄂王里古井、康樂路排樓、中山公園) 

9502 
組成『崇聖創造力教育發展工作小組』，針對課程做聚焦工作，並討論

可行性較高的點。 

9503 辦理『再造九芎城：宜蘭舊城人文主題創意設計工作坊』（三場） 

9504 辦理跨校性教師研習：『再造九芎城跨校性教師研習』（一） 

9505 挑選數班進行創造力課程。 

9505 藝師駐校活動（一） 

9505～9512 各班進行創造力課程。 

9506 辦理跨校性教師研習：『再造九芎城跨校性教師研習』（二） 

9507 辦理『再造九芎城』學生夏令營一梯，為期四天。 

9510 辦理跨校性教師研習：『再造九芎城跨校性教師研習』（三） 

9511 藝師駐校活動（二） 

9512 成果彙整 

9601 經費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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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趨勢下台灣師資培育之困境與省思 

摘要 

台灣的師範教育，肇始於日據時期。光復後，基於充實戰備國力之政策考量，賦予師範

教育「精神國防」之崇高使命。1987 年政治解嚴，激起對黨國化師範教育批判反省的聲音。

終於在 1994 年公布實施「師資培育法」，將一元閉鎖的師資培育轉型為多元開放的自由市場，

卻也引發「流浪教師1」等問題。從「精神國防」到「流浪教師」，其間師資培育政策的轉變，

及所引發的後續效應與問題，值得探討與關注。 

近年來台灣正蒙受人口結構的量變與質變，其中少子化趨勢更使師資培育的發展蒙受嚴

厲的挑戰與困境。本文旨在探討少子化趨勢對台灣市場化師資培育之衝擊及因應。首先，回

顧台灣師資培育的歷史發展，檢視日據草創期、一元閉鎖期及多元開放期等三個時期的特徵

與轉變；其次，分析當前少子化趨勢對於台灣市場化師資培育的衝擊，說明其影響效應及問

題癥結；最後，省思少子化趨勢下台灣師資培育之發展方向及應有作為。 

 

關鍵字：少子化、師資培育、市場化 

 

壹、前言 

台灣的師範教育，肇基於日據時期，然因當時係由殖民統治者所建立，為貫徹其殖民化

政策，使得師範教育之實施有其特殊性（吳文星，1983）。接著，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基

於充實戰備國力之政策考量，賦予師範教育濃厚的政治色彩（陳畢慧，1998），師範教育成

為「精神國防」之工具性象徵。自 1987 年政治解嚴後，隨著社會多元開放、經濟自由發展，

教育的市場化取向（陳奎憙，1998），激起對黨國化師範教育反省批判的聲音。而自 1994 年

「師資培育法」公布後，打破一元閉鎖的師資培育而轉型為多元開放的自由市場機制。變革

的結果，雖有其民主多元的正面意義，但也產生不少問題，其中「流浪教師」問題更引發社

會關注。 

尤其近年來台灣生育率大幅滑落，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6 年統計，2005 年台灣總生育

率跌至 1.12 人（林海清，2006），出生人口逐年下降的少子化趨勢，使得學校學生及班級數

量隨之縮減。教育部指出，未來七年，台灣將減少九千九百六十五個班級，依國小班級編制

1.5 個老師計算，將減少近一萬五千名教師（張芳全，2005b），將使師資供需失衡更形加劇，

                                                           
1 流浪教師係指已有教師證書，尚未取得正式職缺的待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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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教師的問題更如雪上加霜。在今日市場化的師資培育政策下，少子化下師資需求量逐年

大幅縮減的趨勢，對師資培育造成相當大的危機，如何因應以使師資培育健全發展，確為今

日必得審慎面對的重要課題。 

本文旨在探討今日少子化趨勢對台灣市場化師資培育的衝擊及因應。雖以師資培育為

名，但在內容上多以小學師資之職前培育為探討重心。首先，回顧台灣師資培育的歷史發展，

檢視其在不同階段時期的實施特徵與轉變；其次，分析當前少子化趨勢對於台灣市場化師資

培育的衝擊，說明影響效應及問題癥結；最後則省思少子化趨勢下台灣師資培育之發展方向

及應有作為。 

貳、台灣師資培育的發展與轉變 

台灣師資培育的創設，發源於日據時期。而後隨著台灣光復，社會時空背景的變遷，受

到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之交相制約與影響，使得師資培育政策的規劃幾經變革，而使師

範教育的發展呈現不同特色。以下依其社會背景及重要政策的推展，將台灣師資培育的發展

分成三個時期，分析其社會文化脈絡下師資培育政策的實施內涵與特色。 

一、日據草創期（1895-1944）：日本殖民化管制台胞師範教育 

自 1895 年，依馬關條約，台灣即由清廷割讓予日本，開始為期五十一年的日據時期。

而日本則以統治殖民地的方式，對台灣施予異於日本的政治。為達成順利統治台灣的目

標，其師範教育之實施則隨客觀環境、本國利益及殖民思潮等不同需求而有階段性的調

整。 

統治初期，為了消弭抗拒，以消極同化及漸進殖民政策，實施差別化的師範教育（吳

文星，1983）。1896 年採用雙軌制進行師資培育：一是以國語學校招收日人，修業兩年，

培育教師。一是以師範學校（台北、台中、台南），招收台灣人，修業三年，培育師資。

後來，因公學校設置困難，遂於 1902 年關閉師範學校，而在國語學校分成甲、乙科，分

別培育日籍小學校教員和台籍公學校教員（解惠婷，2002）。但在同化政策的前提下，

仍盡量少用台籍教師。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發展興盛，以台灣對日本經濟和政治之重要性，

欲以「內地延長主義」，融合台灣於日本，以求邁向世界經濟帝國發展。1919 年頒布「台

灣教育令」，採取同化政策，實施差別性的共學政策；以師範教育及普通教育，涵養日

本國民性。因此獨立設置師範學校2，使公學校台籍教師大增，但程度和地位仍低於日籍

教師（吳文星，1983）。 

到了 1937 年之後，日本帝國主義發現侵略中國之新利益，企圖以對外侵略手段來實

現其「大東亞共榮圈」之夢想。因此，為了鞏固國力，對殖民地之控制則予以強化，實

施皇民化教育政策，欲使台胞成為效忠日本之國民（吳文星，1983）。在師範教育方面，

                                                           
2 至 1923 年，全台在台北、台中、台南各設有一所師範學校，1927 年，另設台北第二師範學校，原台北師範改

稱台北第一師範學校。1928 年，北一師兼收女生，但當時社會對於女教師之培養並不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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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隨初等教育改革，修改師範學校規則，提昇師範學校為專科，廢除小學及公學師範部

之區別，一律改稱普通科和演習科。1943 年因應戰況危急，修改「台灣教育令」及「師

範學校規程」，並縮併為台北、台中及台南等三所師範學校，嚴加控制台籍師範生人數。

到 1945 年師範學校停課，師範生上戰場參與二次世界大戰（沈翠蓮，1999）。 

總之，在日據時期的台籍師範教育，在日本殖民化的同化政策施作下，盡流於日本

統治之附庸，至多僅扮演著維繫社會安定的公器角色，至於培育台灣社會中堅份子之師

範教育任務，則鮮以達成。 

二、一元閉鎖期（1945-1993）：威權體制下以師範教育為精神國防 

由於日據時期，師資培育乃以日籍教師為主，而台籍教師數量則受到嚴格管制。當

日人被遣，國民學校即產生師資荒。因此在光復初期，積極培育大量國民教育師資及輔

導已在日據時期服務多年的台籍教師，則成師範教育之最重要任務。當時為迅速解決師

資荒，乃增設師範學校，到民國 37 年，全省師範學校共有八所3（陳奎憙，1998；解惠

婷，2002）。另外輔以配套措施，以徵選、甄選及考選等方式，實施短期訓練講習，以

補充教員（伍振鷟、黃士嘉，1997；莊玉如，2005），解決師資匱乏問題。 

民國 38 年政府遷台後的初期，國民政府實施威權體制的政治，著重培養反共抗俄之

愛國意識（沈翠蓮，1999），翌年，頒訂「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解惠婷，2002），

使師範教育亦擔負精神國防之工具性角色，實施所謂「國防第一，師範為先」之教育政

策（陳伯璋，1991），推展民族精神教育，以期達成反攻大陸之使命。 

為使法源更具完備，教育部於民國 68 年公布實施「師範教育法」，以為實施準據。

在師資學歷提昇上，於民國 76 年，全省九所師專升格為師範學院，改招高中生，修業四

年，實習一年（嚴育玲，1995）。總的而言，台灣自光復以來，小學師資的培育，均採

取一元化的公辦模式，由師範院校（包括師範學校、師專及師範學院）專職師資的培育，

畢業後即派任教師一職，就讀過程中，由政府提供公費，並規定服務年限；但此義務相

對的也產生彈性不足的缺失（陳伯璋，1991）。再加上 1987 年台灣解除戒嚴後，社會、

政治、文化及經濟各層面均受到自由民主思潮的影響，而引發各界對師範教育的批判反

省，一元化的教育政策已不符時代所需，改革呼聲日隆（莊玉如，2005），引發師範教

育政策重新調整的必要。 

三、多元開放期（1994 年迄今）：市場化的師資培育衍生流浪教師問題 

1990 年代源於新保守主義、全球化思潮的影響，再加上國內各種政治4、經濟5或教

育6的因素，台灣的師資培育也隨著受到新右派和民主開放意識的包圍，顯露欲藉市場機

                                                           
3  除了原來的省立台北、台中、台南三所師範學校外，將中師新竹分校和南師屏東分析擴充設立省立新竹和屏

東師範學校，另外又新設台北女師、台東、花蓮等師範學校。 
4 政治方面，民國 83 年，民選台灣省長和北高兩市市長，民國 85 年直接民選總統（解惠婷，2002）。 
5 經濟方面，產業結構改變，工廠外移大陸尋找勞力市場，公營事業轉向公辦民營方式，開放市場，自由競爭，

邁向多樣化的經濟發展（解惠婷，2002）。 
6 在教育方面，自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於民國 83 年成立，接續的教育改革便如火如荼地展開（解惠婷，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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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以提昇效率效能的邏輯思維，而朝向多元開放和自由市場化（劉世閔，2006；謝卓君，

2005）。經過一連串的轉折7，民國 83 年公布實施「師資培育法」。不僅在名稱上改變，

在內容實質上更打破了以往師資培育由師範院校專權培育的壟斷局面，由一元閉鎖而改

為多元開放。後期更以「充裕師資來源8」為主要訴求，顯見市場化已成師資培育之重要

趨勢。 

而這種朝向儲備式培育、市場化的師資供需，其目的在於使合格教師供過於需，以

利學校獲得充裕的師資來源，並能擇優汰劣，提昇教師素質。所以在大量合格教師進入

有限的教育勞力市場時，自然需經過激烈的競爭過程，以取得市場地位（紀金山，2005）。
而這種師資培育市場化的模式，以自由、選擇為象徵的去政治化策略，將師資培育交由

市場機制自由運作，隱喻政府無須精確估計師資的需求和供給量，似乎所有的問題均會

經由市場力量而自動解決。 

自師資培育法實施十年來，廣開師資培育管道，使得師資來源和數量大為提高，卻

由於忽略了學校教師的實際需求量，僧多粥少、供需失調，導致大量流浪教師無予覓得

正式職缺，衍生社會問題。而大量流浪教師的輿論壓力，迫使教育部不得不訂定「我國

師資數量規劃方案」因應，計畫在三年內減量 50%培育量；並採取宣導儲備式培育、核

退退休教師、評鑑師培機構、轉導師範院校轉型及降低班級人數等六大措施，以期改善

嚴重的流浪教師問題（劉世閔，2005）。 

綜觀以上台灣師資培育的轉變與發展，師資培育多元開放，對於之前一元化師資培育過

度保護下衍生的弊病，諸如威權封閉、僵化保守、缺乏品質把關等，的確發揮了相當程度的

制衡，其師資儲備制的精神有其正面意義。然而實施至今已 13 年，廣開師資培育大門，雖然

充裕了師資來源，然而卻衍生不少問題，其中流浪教師問題更引發社會關注。尤其近年來台

€灣人口結構的少子化趨勢，更對學校教育經營產生莫大挑戰，流浪教師問題更形雪上加霜，

連帶地對師資培育亦造成嚴重衝擊，為當前教育必得審慎因應的重要課題。 

參、少子化趨勢下台灣師資培育的困境 

隨著台灣社會環境的變遷，以及國人價值觀的轉型，近年來台灣人口結構產生少子化、

異質化和高齡化的趨勢（劉世閔，2005），其中尤以少子化對學校教育及師資培育的直接衝

擊最大。依內政部戶政司統計，台灣出生人數有逐年下降的趨勢，詳細數字如表 1。2005 年

全年的新生兒只有 205,854 人，相較於 1997 年 326,002 人，減少約 12 萬人口。再依行政院主

計處統計，2005 年台灣婦女生育率已跌落至 1.12 人，更創世界新低（林海清，2006）。 

由於出生人口是學校學生的來源，出生人口大幅減少，首當其衝的就是學校學生及班級

數量勢必隨之縮減，教育部指出，未來七年，台灣將減少九千九百六十五個班級，依國小班

級編制 1.5 個老師計算，將減少近一萬五千名教師（張芳全，2005b），嚴重衝擊師資培育的

                                                           
7 由於經濟自由化後高學歷高失業分子對閉鎖式的教職管道感到不滿，以及中小學教師供給數量不足等情況下

（舒緒偉，1998），透過政黨、立委、利益團體干預對政府施壓（莊玉如，2005）。 
8 民國 94 年修訂「師資培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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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尤其在今日市場化的師資培育政策下，師資需求量逐年大幅縮減的趨勢，的確對師資

培育造成相當大的危機。 

表 1  台灣出生人口數目一覽表 

年度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出生 
人口 326,002 271,450 283,661 305,312 260,354 247,530 227,070 216,419 205,854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一、師資供需嚴重失衡，產製大量待業教師 

台灣的師資培育市場分成兩大部分：一是師資訓練市場：師資培育機構是生產者，

提供師培課程為商品，師資生則為消費者。另一是師資就業市場：具有教師資格者為賣

方，提供教學行為為商品，而中小學校則為市場中的買方（謝卓君，2005）。 

由於目前設有師資培育中心的大學院校，全台多達八十多所，每年培育的師資約近

二萬人（吳武典，2005），截至 2005 年 6 月統計，取得教師證書而未謀得教職的流浪教

師已達 3 萬 1,264 人，再加上預估將新取得合格證書的「儲備教師」約 1 萬 7 千人，則

總師資儲備量將達近 5 萬名，遠超過實際所需。 

最近幾年，每到六~八月數以萬計的準教師們需全省南北奔波，應考求職，但因僧多

粥少（錄取率多在  2%以下），造成絕大多數雖取得教師資格，卻找不到教職。由網路

PTT 實習教師組成的「拯救國教大聯盟」，終於在 2005 年 6 月 12 日，發起數萬人大遊

行，對政府漠視國教師資人才培育過剩的惡果提出嚴重的抗議（王以仁，2005）。抗議

之聲雖令人動容，但在來勢洶洶的少子化浪潮沖刷下，這種情形仍更加速惡化，如去年

（2006 年），全省多數縣市因減班問題日趨嚴重，進而封閉小學教師甄選，僅餘台北縣、

台北市、台中市和高雄市等四縣市開放招考小學教師，而總名額亦僅約 120 名，國小教

師平均錄取率已降至 0.5~1%（國語日報，2006）使得這一大批準教師們在進入勞力市場

時，面臨更殘酷更嚴峻的競爭與考驗，而師資供需嚴重失衡的結果，流浪教師的產製及

社會成本的負擔將更趨加劇。 

在師資培育的市場上，人如商品的隱喻強調競爭甚於合作，而物化的結果亦將降低

人性的關懷和社會的正義（劉世閔，2006）。而就品質管理的觀點，這些在師資訓練市

場上產製的待業教師，若無法在師資就業市場上獲致認可和地位，在市場邏輯下，是否

等同於「劣質商品」？ 還是就少子化趨勢的衝擊而言，這些流浪教師亦形同在整體市場

機制競逐下的待宰羔羊，令人感到憐惜和不忍？而流浪教師衍生的社會問題，如人才的

浪費、師資培育資源的虛擲、社會危機的潛伏，更不容忽視。 

二、師資培育數量緊縮，素質更難以確保 

自「師資培育法」實施後，以往「精神國防」象徵的師範體系即被市場機制所瓦解。

師範教育應是兼重專業教學知能和人格陶塑的整體性長期歷程，而自師資培育多元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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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般大學生僅修滿數十學分的教育學程，即能取得實習或檢定資格，相對於師範院

校長達數年的專職師範教育，顯得過於短暫簡化。況且各校教育學程的設置過於寬鬆9，

師資或授課品質本就良莠不齊，又因工作高負荷量，實難期望能有高品質的辦學績效。 

而今，由於少子化趨勢的衝擊，教育部為因應師資供需失調問題，採取師資緊縮減

量的措施：首先是發布「師資培育數量規劃方案」，預計三年內至少減少師資培育量 50%；
其次是加強對師資培育大學評鑑，建立師資培育機構的退場機制10。再者，由於師資就

職市場的急速萎縮，競爭嚴峻，利基減損，失去以往「精神國防」時期教師職位的吸引

力，修習師資教育學程者的意願更趨低落。而若無法招致優秀人才加入教育行列，欲求

教育卓越發展，無異緣木求魚。 

另外，教育實習本應是磨合師資培育教育理論而成實踐智慧的重要樞紐，但 2002 年

新修訂師資培育法，卻把原本一年的實習期程縮短為半年，使教育實習的效果頗受質疑

（吳清山，2005）。並以「檢定制」實施全國統一教師資格測驗。而依 McNanra, Roberts, 
Basit 和 Brown 在西元 2002 年的研究發現：當政府將教師資格測驗視為教學專業界線的

監看機制時，實習就會變成了夾雜慣例、演示和痛苦考驗的複雜過程，而模糊了實習的

意義（紀金山，2005）。而在師資市場化的脈絡，強調優勝劣敗、業績取向的邏輯，亦

可能導致師資培育課程服膺考試科目，而使得師資生的視野窄化，追求利益，忽略了為

人師者應有的崇高理想、教育使命和批判反思能力（劉世閔，2006）。在少子化趨勢下，

這一波師資市場化的改革，顯而易見的，師資數量從擴增到緊縮是最重要訴求，而教師

素質是否提昇已淪為次要，甚至是被邊緣化的議題了。 

三、教育大學定位困難，不知何去何從 

師範院校自日據時期起，即扮演專職培育師資的重要角色，具有優良傳統、完善師

資，和淳厚的師資培育環境。隨著時代潮流的演進，師範學校也逐步提昇改制為專科學

校或學院。而自師資培育多元開放後，政府強調一般大學的卓越發展，對於師範院校並

不重視11，導致師範院校經費短缺，加上畢業生獲得教職的成功率逐年降低，尤其在少

子化趨勢下師資就職市場的急速萎縮，更使師範學院面臨嚴峻的衝擊和發展困境。 

面對此困境，各校均力求轉型以求突破，除了加強學生第二專長，也新設非師資培

育學系。2005 年 8 月，全省六所師範學院改制為「教育大學」。由於政府對教育大學改

制的前提之一是，改制前三年修習教育學程的名額數量減半，教育科系降為三分之一，

其他三分之二轉為一般學系（林芳全，2005b）。許多科系也因應轉型，將「教育」除名，

例如「音樂教育學系」改為「音樂系」（林政逸，2006）。曾為「精神國防」的崇高地

                                                           
9 民國 84 年教育部發布「大學校院教育學程師資及設立標準」第四條規定，只要設置三名專任教師，並得由學

校現有員額調配，及教育類圖書一千種、教育專業期刊二十種等，即可設立教育學程。 
10 教育部 2005 年對大學院校師資培育中心進行評鑑，並於同年 9 月 30 日公布有 5 所學校教育學程被評為三等，

95 學年度起停招。 
11 民國 91 年修訂的師資培育法幾乎將師範院校承擔師資培育的相關修文悉數刪除，只保留第四條有關師資培

育審議委員會辦理事項的第三款：「關於師範院校之設立、變更及停辦之審議事項」。由當前教育發展情勢

觀之，其立法意旨似有意將師範校院加以變更或停辦。（楊深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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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象徵的師範院校，因為當前時代巨流的衝擊，不得不拋棄「師範」，甚至「教育」，

這樣的大逆轉，實感不勝唏噓。 

由於各項條件和資源的困難，使得改制後的教育大學卻淪為不安定的組織。其難題

如：資源不足，學校體質不變12；非教育類師資缺乏，無法建立學術專業；人員心態觀

望，懷疑自我定位；組織結構調整不安，不知如何定位等（張芳全，2006）。另外，教

育部要求教育大學改制之前提之二：要求六校須在改制後五年內與鄰近大學整併，但整

併並非易事，有關學校結構、學生特性、研究發展方向、師資結構、兩校地域、經費運

用等皆須納入考量（張芳全，2005b），各方是否理性公平以待，影響整併意願與成敗。

因此究竟要整併，或是要發展自我特色，實裹足不前，不知何去何從？ 

四、超額教師問題嚴重，引發教育骨牌效應 

在少子化的趨勢下，近年來每年新生兒平均減少一、兩萬人，因為班級數的逐年減

少，進而產生「超額老師」的問題，並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而此超額老師問題亦將引發

教育骨牌效應。 

首先是超額教師介聘或資遣問題。絕大多數學校以「後進先出」的原則，甚至以抽

籤方式決定去留。此舉將影響教師的心態，如對學校認同感降低、教師人心惶惶。而先

調出者可能是具有教學熱忱或經驗的優秀老師，結果將造成「劣幣逐良幣」的反淘汰，

而使教育品質滑落。 

其次是教育資源浪費的問題。一方面超額教師調出，將使教師人力資源無法充分地

應用於學校教學實務。一方面學生班級數減少，學校、教室、設備和資源等亦將空出閒

置。在目前學校教育經費短絀的情形下，亦難以將學校轉型，移為他用，無法妥善運用

的結果，徒使教育資源浪費虛擲。 

另外是學校招生的骨牌效應。少子化趨勢使得學生來源持續縮減，目前，首當其衝

的是國民小學招不到學生，再過幾年，國中、高中和大學的危機勢必接踵而來。而由於

學生來源減少，首先將造成學校校際間的競爭激烈，壓力擴大。其次是某些科系甚至學

校裁併或關門，亦將造成學校教師無法任教，衍生「流浪教授」問題。再看到近年來政

府擴充高等教育，許多專科、學院升級改制，遙想日後少子化問題衝擊，又何嘗不是國

家教育資源的浪擲？ 

肆、少子化趨勢下對台灣師資培育的省思 

在檢視了少子化對於台灣市場師資培育的衝擊之後，筆者省思未來台灣師資培育應有的

發展方向與作為。包括「以整體平衡的『生態觀』取代市場化的『生物叢林法則』」、「轉

向『調量重質，保優汰劣』的師資培育」、「教育大學審慎定位與發展特色」、「政府應做

好師資培育的政策分析與整體規劃」。 

                                                           
12 學校過去以培育師資為傳統，校地小、規模小、校務基金有限、學生學習領域狹隘、教師研究領域受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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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整體平衡的「生態觀」取代市場化的「生物叢林法則」 

在由於少子化趨勢的衝擊，師資供需嚴重失調，導致大批流浪教師及超額教師的種

種社會問題，如人人自危的不安心態、校園衝突的權力運作、進而影響教師教學品質，

引發教育連鎖骨牌效應等。但如流浪教師走上街頭，或媒體輿論予以聲援之際，教育部

起初卻仍理直意壯地以國家高普考為例，認為這是個人在接受師資培育時就應要有的覺

察，政府沒有義務提供職位保障（國語日報，2005）。由此可見，政府是將師範教育交

由市場機制來運作，讓師資培育市場大開，就業任用亦各憑本事，自由競爭，優勝劣敗，

個人自負其責，政府不必為個人成敗負全責，展現的是一種「小政府、大個人」的新自

由主義和市場化的思維，產生混合官僚和市場取向治理的新趨勢，顯露市場化操作下「適

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生物叢林法則」，卻也引發「社會排除13」（social exclusion）
的公平性問題，以及後續的負面效應（紀金山，2005）。諸如：廣開師資培育管道卻不

重視師範教育品質，直接影響的是國家人才的培育，當國家人才素質低落，社會繁榮進

步或國家競爭力何以發展？又流浪教師衍生的人才浪費、資源虛擲或失業等社會問題，

又將造成國家社會何等的潛在危機？市場機制的假定雖是獎勵成功、淘汰失能，但被淘

汰者或許是先天體質不良而無力與人競爭者，師資培育的焦點若不能與社會公平正義連

結，則教育將成再製階級或擴大社會階層的工具，社會也將陷入「競爭」和「缺德」的

危機。 

相對的，應用「生態觀」則有益於我們重新用一種尊重、關懷和整體性的態度來觀

看師資培育的走向。生態觀乃源於人們對全球化危機的反思，認為今日人們的世界觀應

從優勝劣敗、「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生物觀」，轉變為重視整體動態平衡、彼

此互動共業的「生態觀」，即除了要培養自我認同之外，尚須承認個別差異，尊重每一

個他者，確保世界的永續生態和諧。在師資培育方面，以「生態觀」為基本操作假定，

可讓我更謙卑的地檢討師資培育的政策，除了注意到多元化師資培育及充裕師資來源之

外，更要周全地考量師資數量供需調節的平衡、師資培育素質的提昇、學生教學品質的

需求、以及師資培育機構的發展等面向，彼此相互調節，從中尋得一平衡點，而謀求教

育生態的永續經營與發展。 

二、轉向「調量重質，保優汰劣」的師資培育 

教育不僅是一種職業、專業，更應是一種高度道德性的良心事業，教育工作者必須

自發性地願意為學生付出更多的心力，「以教育為志業」素為我國傳統文化對良師的衷

心期許。莊玉如（2005）研究指出，1994 年師資培育法的制訂乃是政黨角力和協商的產

物，講求的是彼此權力和利益的傳輸，對於完善教育品質的追求則淪為其次。再如 2002
年修訂的師資培育法竟以「充裕教師來源」為主要目的14，專業知能和專業態度的涵育

仍未受重視，對於培育志業教師的目標也就漸行漸遠。而為使多元開放的市場化師資培

                                                           
13 所謂「社會排除」在師資培育的議題在於：是否師資就業隱藏著某種社會性因素，如社經地位或政治權力操

弄，而致使不公平的結果產生。 
14 民國 91 年修正的師資培育法第一條規定：「為培育高級中學以下學校及幼稚園師資，充裕教師來源，並增

進其專業素養特制定本法」。可見，此法制定之主要目的在於「充裕教師來源」。（楊深坑，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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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能有效地發揮功能，師資培育應恪守「調量重質、保優汰劣」的原則，革新師資

培育工作。 

首先，在政策上，吳清山（2005）提出數種突破困境之途徑：（一）提供獎助學金，

鼓勵優秀學生加入師資行列；（二）改進現行教育實習制度，確保實習教師實習品質；

（三）持續辦理師資培育評鑑，確保師資培育機構品質；（四）暫緩教育學程之申請，

紓解師資培育過剩之壓力；（五）訂定師資培育退場機制，做好師資培育把關工作；（六）

規劃教師換證評鑑進修制度，確保教師專業品質；（七）建立完整不適任教師淘汰機制，

有效淘汰不適任教師。上述革新師資培育之措施，可供參酌。 

其次，在師資培育的審議上，應從源頭管控師資培育人數（羅德水，2005）。民國

92 年 8 月 1 日修訂公布「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 13 條明訂：「設有師資培

育中心之大學辦理師資培育事項，其辦理不善、違反本法或有關法令或設立許可條件者，

經提師資培育審議委員會審議，得視情節為下列處分：一、限期改善。二、減班。三、

停止招生並限期改善 1 至 3 年。四、停辦。依前項第 3 款規定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繼續停止招生。」。即有明定法規，主管機關應依法審議工作，並定期公布審議結果，

以期獎優汰劣，建立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之退場機制，以確實有效地管控合格師資之適當

人數。 

另外，在教師的素質提昇上，應啟導準教師對自我的責任和批判反思的能力。Landon 
E. Beyer 指出，學校的核心問題應直指人的困境及其社會道德脈絡中的活動，理論與實

踐應作適切的統合融貫，因此師資培育不應只是職業技術訓練，而應啟導教師在理論反

省中關注現在及未來實踐之可能性（楊深坑、歐用生、王秋絨、湯維玲，1994）。引人

深思的師資培育議題應是：如何兼重專業和能力、專業精神和合法資格，以及教育技術

和人文涵養等課題（劉世閔，2005）。故師資培育應啟導準教師的自我責任的反思和批

判能力，可從以下三方面著手：一、培養自我省思之習慣：自我詰問，是否具有教育志

趣與熱忱，才能在艱困師資培育與就職市場中長久堅持，無怨無悔。二、廣泛的閱讀興

趣和多元觀點，才能從別人觀點或經驗來累積自己的能量，增加知識和智慧的廣度和深

度。三、培養正確的態度和方法，予人優秀的形象，提高自我期許，才不致在競爭中被

人淘汰。這些都是準備進入此師資培育市場者應有的思考與準備（張碧如，2005）。 

三、教育大學審慎定位與發展特色 

教育大學之改制，雖然在機構地位上，是一種升級。但除去了「師範」二字，改為

「教育」的一般性名稱，是否也代表對師範專業培育不再執著追求，而一旦失去此獨特

的競爭力，若以一般教育大學的學術化定位，則又須在競爭激烈的環境裡與其他大學的

卓越學術發展一較高下，其未來所面臨的衝擊和挑戰實更為艱鉅。從美國師範學院改革

的歷史「路徑」得知，隨著師範院校的單一師範教育目的和教學訓練實務的逐漸消失，

將從特殊地位的師資培育專門機構，演變成相對地位較低落的師範「學院」，後來在師

範學院學術化、且不重視傳統師資訓練導向的風潮下，轉而攀附非中小學相關領域企圖

拉抬自身地位，但改變後不僅失去特色，在專門領域的學術水準亦比不上其他大學，結

果成為一般大學內的「次等公民」（黃源河，2003）。此經驗對台灣師範院校改革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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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選擇足堪借鏡與省思。 

教育部對教育大學改制之要求有二：一是「師資與非師資培育類科各半」，一是「與

鄰近大學整併」。對教育大學而言，因為非師資科系之教授師資與設備的缺乏，以及整

併錯綜複雜之因素難以解決，因此要在近期內完成此兩項要求均有困難。對於教育大學

的定位與規劃，張芳全（2006）提出「教育大學需整併」、「不整併，師資與非師資各

半」、「不整併，師資培育為主」、「不整併，走出教育大學特色」等四種發展方向，

但各有優劣。因此需有所取捨，最重要的就是整合內部成員意見，在大學自主和治校的

前提下，審慎規劃學校的系所定位及發展特色。 

在發展特色方面，教育大學究竟應發展何種特色？可採取藍海策略，以創新思維打

造沒有競爭的空間。在前提上可從四個向度進行思考（張芳全，2006）：一、從地域上

考量，鄰近大學已有的優良系所，可不必再考慮增設；二、從社會、經濟及產業的發展

需求，考量該項專業人才的培植；三、從國內外大學發展考量，設置未設置且有發展潛

力的系統；四、就學校本身優勢特色加以延伸擴張；五、以學生就業需求考量，如商業、

管理及公共行政類科等。由於教育部提出的兩個條件不易完成，因此教育大學在改制後

的發展面臨了許多問題，除了組織發展目標不定、人員觀望懷疑、結構調整不安外，尚

有一重大問題，即教育大學沒有資源引入（學校規模小，校務基金有限），外在沒有資

源引入（教育部年度教育經費補助有限，教育大學募款能力及條件有限），嚴重影響學

校發展（張芳全，2006），因而無法在國內眾多競爭激烈之學術殿堂中建立特色而脫穎

出眾。因而在實務面上，向外尋求資源支持，如與國外大學合作，改採國際化或雙邊合

作的路線，借重外國人才智慧及資源，以團隊合作方式，解決資源短缺問題，或可協助

教育大學發展特色，是一可資採行的方向。  

四、政府應做好師資培育的政策分析與整體規劃 

綜觀近年來這一連串師資培育改革政策與其後續效應，不難看出流浪教師問題的背

後，其實反應出的是政府對於師資培育缺少應有的政策分析和整體規劃。 

起初，政府因應民主思潮及政治權力的壓迫，把師資培育完全交由自由市場競逐操

弄。大開大放之後，供需嚴重失調，衍生流浪教師問題，又在少子化的趨勢下，問題愈

演愈烈，終於引發社會輿論的攻訐。政府不得不再行介入，先是編定專款協助地方政府

解決退休受阻問題，再則要求師資培育機構在三年內減量 50%，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

腳的應付式政策，至多只能治標而無法治本。而這種缺乏整體規劃的師培政策，能否培

育出優良的師資素質？真是令人存疑。 

為能杜絕政策之負面效應並培育優良師資，政府首先應有責任對於師資培育政策進

行分析。首先是良好師資養成的策略和過程。如果信念可以決定品質，那麼一位人師應

具有何種信念？對於教學實務的執行以及教育現場人事物的因應，又須具備何種能力，

才能扮演好自身的角色？而師資培育機構又應如何針對此需求進行培育課程的規劃？這

些都是在政策分析與規劃上，相當重要的切入點。 

其次是師資培育機構的施作與成效。包括各大學教育學程的申請立案、每年招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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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數管控、對學生輔導情形、學生就業情形、學生對師培訓練的接受度、師培課程設計、

獲取教師證書的品質管制等（張芳全，2005a）。也就是政府除了將市場機制引入師資培

育之外，仍應負起嚴格把關的責任。 

另外很重要的是師資素質的提升與否。教師素質是教育效能與成敗的關鍵，直接關

乎人才培育與國家競爭力。為了確保並提升教師素質，對於師資專業精神、教學專業程

度、工作投入的熱忱、對學生、學校及教育工作的教師認同（張芳全，2005a），都應是

師資培育規劃過程中應有的重要分析與考量。 

政策的良窳，直接影響著全民福祉與國家未來發展。政府當局應審慎思考自身的角

色，周全規劃整體完善的師資培育政策與制度，並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進行專業的深

入分析、評估與管制，而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解決部分表面問題，卻為日後埋下

更大亂源。 

伍、結論 

台灣師資培育的發展，主要歷經三個階段，首先創設於日據時期，因受日軍殖民化管制

而淪為附庸角色；接著，台灣光復後，在威權體制的蔭護下，賦予「精神國防」之崇高使命；

最後在政治解嚴的意識包圍下，轉型為多元開放的自由市場機制，進而衍生「流浪教師」的

問題。 

尤其今日台灣正面臨著少子化趨勢的衝擊，使得師資培育的發展面臨更嚴峻的考驗與困

境，其產生的問題危機主要有四：一是師資供需嚴重失衡，產製大量流浪教師；二是師資培

育數量緊縮，素質更難以確保；三是教育大學定位困難，不知何去何從；四是超額教師問題

嚴重，引發教育骨牌效應。而在檢視少子化對於台灣市場師資培育的衝擊之後，筆者省思未

來台灣師資培育應有的發展方向，提出了以整體平衡的「生態觀」取代市場化的「生物叢林

法則」、轉向「調量重質，保優汰劣」的師資培育、教育大學審慎定位與發展特色、政府應

做好師資培育的政策分析與整體規劃等四項建議以為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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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衝突事件之微觀政治分析 

壹、緒論 

學校乃一社會組織，對其功能與定位爭議較少，然對如何有效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途徑

卻莫衷一是，而此一組織主要係由偏向科層化的行政部門與專業化的教師組成，其間本因職

權不同即已潛伏著許多衝突的可能性，益以社會多元發展與教改浪潮洗禮，教師已不再沉默，

家長也不再置身「室」外，尤其教師法賦與教師籌組教師團體法源依據，國民教育法增修條

文與施行細則確立家長參與學校事務之合法性後，教師從被動配合轉趨主動參與，甚或積極

爭取，家長亦不再以「金主」的角色而自足，更以實質的決策權介入校務運作，如同民間教

改運動的訴求：「教育改革是眾人之事，不計身分，不容獨攬」，似乎目前的學校生態儼然

已成為行政權、教師權、家長權三權分立的局面，致使學校運作面臨了嚴酷的衝擊與考驗，

因此，對學校領導者而言，不僅要撫平校內民主參與後的各種雜音，亦要適時回應與日俱增

的外在期待。而面對此一境況，儘管有部分人士刻意否認有關學校的政治活動，並將其與組

織氣氛或管理不良畫上等號（Lindle,1994），但學校承受各種內外壓力且極易飽受責難卻是

不爭的事實（Haag & Smith,2002），尤其對改革漸增的期待使得學校及其社區更富政治性（West, 
1999），誠如 Ball（1987）所言：「學校宛如爭鬥的競技場」，充斥著各種不同意識型態的

觀點、追求的目標和期望，無怪乎 Haag 和 Smith（2002）會認為形塑教育組織的動力已不再

是分享願景及合作，取而代之的是衝突與競爭，此似乎亦可證諸近年來台灣校園衝突事件之

層出不窮。既然衝突在此日趨多元而複雜的校園中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有增無減，故若從

微觀政治與互動論的觀點來看，學校領導者實有必要理解衝突和微觀政治的本質，進而掌握

當前學校生態諸多亂象，積極導引發揮衝突的建設性功能，方能裨益於學校效能與教育品質

之提昇，基此，本研究之目有三： 

一、探究衝突及微觀政治之意涵。 

二、解析校園衝突事件之政治本質。 

三、提供學校衝突管理之建議。 

貳、衝突之意涵 

一、衝突之意義 

有關衝突的定義因學者專家著重的層面不同而略有出入，例如心理層面（張春興，

民 66）、人際關係層面（Cahn,1990）、以及組織層面（張德銳，民 82；Owens,1995; Rahim,1986; 
Robbins,1998）…等不勝枚舉，然本研究旨在描繪校園中各利害關係者之衝突，故以較

廣泛的組織層面著眼，若綜合上述學者專家看法可知，「組織衝突」係指個人、團體或

組織間，因目標、認知、情緒及行為之不同，而產生矛盾或對立的互動歷程。此一定義



第 106 期國小校長儲訓班專題研究彙編 

 

62 

主要含括三個要素： 

(一) 個人、團體或組織互為敵對者：不論是個人、團體或組織有了相互敵對的狀態，才

能構成衝突，亦即當事者兩肇知覺並感受到彼此的對立與不相容，若僅是單方面的

作為，並不能構成衝突。 

(二) 不一致的目標、認知、情緒和行為：發生衝突之敵對者間必有其不同的目標、認知、

情緒和行為，如果彼此間並無不一致，則衝突必然無由發生。 

(三) 因不一致而肇致矛盾和對立的歷程：衝突之產生必然由於敵對者之間的「交互作

用」，如果敵對者之間根本沒有接觸的機會，則不會發生衝突，且此一矛盾和對立

的互動結果，必然會影響下次的互動關係，因此衝突並不是靜態或最後的結果，而

是動態不斷改變的歷程。 

二、衝突觀念之演變 

對於衝突的評價，隨著時代演進不斷地調整，Robbins（1998, pp.433-488）即指出衝

突觀念之演變可分為傳統觀點（traditional view）、人際關係觀點（human relations view）、

以及互動觀點（interactionist view），玆進一步分述如下： 

(一) 傳統觀點（traditional view）－結構功能論 

傳統觀點在 1930 年代至 40 年代甚為流行，研究衝突的學者，多半是以否定的或

負面的觀點看待衝突，認為衝突的發生係由於團體內溝通不良，成員間缺乏坦誠和信

賴而產生團體機能障礙的結果。此說認為衝突是不好的，具有破壞性的，而且是必須

避免的，衝突的結果常造成暴力事件與摧毀，因此衝突的發生會導致績效的降低。因

為「所有的衝突都是不好的」，所以管理者的重點任務之一是找出衝突的原因並且加

以消除。 

(二) 人際關係觀點（human relations view）－衝突理論 

此一觀點盛行於 1940 年代末期至 1970 年代中期，其主張衝突在所有團體和組織

中是自然發生的現象，既然衝突不可避免，便只有接受它，並將之合理化：衝突無法

消弭，甚至有時衝突對團體績效是有所助益。 

(三) 互動觀點（interactionist view）－互動理論 

此為當前最盛行的衝突觀點，過去人際關係論接受衝突的存在，互動觀點則重視

鼓勵衝突，因為一個和諧、平靜、合作的組織，可能變得靜止、冷漠，且對改革與創

新的需求無動於衷。然衝突的發生可能會導致績效的降低，亦可能致使績效提高，組

織領導者的任務即是將組織維持在適度的衝突水準，以使成員有自我反省及創造的能

力，因而提升組織績效，簡言之，即導引功能性衝突（functional conflict）而避免失

能性衝突（dysfunctional conflict）。 

三、衝突之過程 

Robbins（1998）對於衝突形成過程之說明最為詳盡，其認為衝突的發生演進可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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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五個階段（如圖 1 所示），分述如下： 

 

 

 

 

 

圖 1  衝突的過程 

資料來源：整理自 Organizational behavior(p437),by S.P.Robbins,1998, N.J.: 
Prentice-Hall. 

(一) 潛在對立或不相容（potential opposition）：衝突過程的第一步，是製造衝突機會的

要件，這些要件並不必然直接導致衝突，卻是衝突發生的必要條件，此可視為衝突

的來源，主要可歸納為三類：溝通（communication）、結構（structure）、以及個

人變項（personal variables）。 

(二) 認知與個人介入（cognition and personalization）：若潛在對立或不相容階段所提的

要件已產生負面影響時，則將會在第二階段具體化，但先決條件是當事者知覺並感

受到這些要件不良影響時，才會導致衝突。 

(三) 意圖（intention）：係指決定以何種方式行動，當事者必須推論他人的意圖，以便知

道如何因應他人的行動，Thomas（1992）從合作性（cooperativeness）（一方試圖

滿足對方需求的程度）和肯定性（assertiveness）（某方試圖滿足自己需求的程度）

兩個向度定義出五種衝突處理之意圖（如圖 2 示），分述如下： 

1. 競爭（competing）：追求滿足於一己私利，而不顧衝突對他人的影響。 

2. 統合（collaborating）：衝突雙方都希望能滿足對方的需求。 

3. 逃避（avoiding）：對衝突採取退避或壓抑的態度。 

4. 順應（accommodating）：衝突的一方願將對方的利益置於自己的利益之上的態度。 

5. 妥協（compromising）：衝突雙方都願意放棄某些事物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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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合作的                      合作的 

                    合作性 

圖 2 衝突處理意圖之向度 

資料來源：整理自 Conflict and negotiation processes in organizations (p. 
668), by K.Thomas, 1992, In M. D. Dunnette & L. M. Hough 
(eds.), 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nd). Chicago: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四) 行為（behavior）：此時衝突已浮上檯面，經由雙方所做的言論、行動和反應進行交

互作用之動態歷程。 

(五) 結果（outcome）：衝突的結果可分為建設性的良性結果（functional outcome）—增

進決策品質、刺激創造力和創新發明、鼓勵成員興趣和好奇心、提供發覺問題和宣

洩緊張的媒介、提供自我評量和改變的機會；以及破壞性的惡性結果（dyfunctional 
outcome）—衍生不滿情緒、阻礙溝通管道、降低團體凝聚力、將成員間的鬥爭置於

團體目標之上、降低團體效能、甚至致使團體瓦解。 

參、微觀政治之意涵 

微觀政治（Micropolitics）成為教育行政的一個理論已蟄伏數十年，在企業相關文獻中，

Burns（1961）早即建議採用政治的架構有助於組織變革，但遲至二十年後企業管理學者

Bacharach 和 Lawler（1980）才又積極倡導此一觀點。至於首先將其應用至學校組織者應屬

Iannaccone（1975）於 1970 年代對加利福尼亞州學校行政人員、教師、以及學生間互動的研

究，此後微觀政治研究漸成為理解學校組織中生活複雜性的新觀點，特別是過去十數年間英

國（Ball,1987;Hoyle,1986）、加拿大（Townsend,1990）、以及美國（Anderson & Herr 1992; 
Bacharach & Mundell,1993; Blase,1991; Blase & Anderson,1995; Lindle,1994; Malen,1995; 
Willower,1991）等研究者有感於傳統學校組織和領導理論無法適切地獲取學校生活中複雜而

動態的本質，遂陸續以微觀政治的觀點進行學校行政運作之分析研究，而這樣的發展趨勢部

分可說是受系統重建之影響，賦予學校層級更多的權力，進而挑戰學校既存的實際，相對地

亦造就學校微觀政治發展的舞台（O'Day & Smith,1993）。 

政 治 行 動 通 常 意 味 著 影 響 力 、 權 威 、 控 制 及 權 力 的 獲 得 與 運 用 （ Bachara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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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dell,1993）。故學校微觀政治係從不同的觀點來看待學校事務及其變革，基本上並非將學

校視為一個理性、井然有序且單純的系統，而是假定任何複雜的組織含括諸多利害關係者

（stakeholders），彼此競相爭奪資源、權力、利益，懷抱著各種不同的價值和意識型態，並

對各種境況（situation）—諸如目標、意圖、甚或機構認同之詮釋等作選擇性的定義（Ball, 1987; 
Blase, 1991, 1997; Hoyle, 1999; Scribner & Layton, 1995）。通常微觀政治一詞除被用來描述學

校內部系統的互動外，同時亦關注與外在系統有關之議題，諸如專業者和外行次系統（lay 
subsystems）間的相互影響（Blase, 1991; Iannaccone,1975）。而學者專家對「微觀政治」並無

最終的定義，Hoyle（1999）認為「微觀政治」是指個人或團體運用權力資源及影響力，以獲

取進一步利益之策略；Ball（1987）則將微觀政治聚焦在組織活動三個關鍵且互有關係的領

域：（1）行動者的利益…（2）組織控制的維持…以及（3）政策上的衝突。若從新近關於微

觀政治的研究可發現其在定義上確實存著動態的差異，但綜合多數研究所得，微觀政治之研

究主要包括三個層面（Lindle,1994）：（1）互動的層次（2）權力與資源（3）衝突、策略與

戰略。 

肆、研究設計 

目前國內有關校園衝突之研究有張鐸嚴（民 73）、陳嘉皇（民 84）、胡峻豪（民 85）、

鄭詩釧（民 86）、申章政（民 88）…等，研究對象多係針對國民小學，範圍含括校長、行政

人員與教師、以及師生間的衝突，採用之研究法率皆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法，此一研究結果

固然對整體校園之衝突及其管理有概觀的了解，但卻欠缺對個別校園衝突管理複雜脈絡之刻

劃，因此，本研究秉持「理解」的研究旨趣與態度，試圖從微觀政治觀點掌握校園衝突事件

之發展情況，因此，研究對象選擇係以單一學校為主，採用文件蒐集、參與觀察、以及訪談

方式，對各利害關係者在面對衝突時所採之策略、其間的動機目的、以及蟄伏其後之價值觀

與意識形態進行解析，以下玆就研究對象、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加以說明：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之選取首先係考量研究者進出研究場域之容易性與便利性，先擇定一所

小學，擬再就一個學期中較突顯的衝突事件作為深入觀察研究之範圍，適逢學期開始一

個多月該校發生親師生衝突，旋即針對此一事件進行後續探究，因此，研究對象乃屬較

具個殊性的個案觀察，研究結果不宜做過度類推。為對此一衝突事件有脈絡性的認識，

玆就其發展過程稍加略述： 

日前發生疑似「老師咬學生事件」，受害家長檢具醫院驗傷單至校向行政單位陳請

轉班、更換教師，校方受理後擬逕自調整肇事教師職務，並囑咐該教師期末自行申請調

校。然肇事教師堅稱並未咬傷學生，其向媒體表示，事發當天正值上數學課，突然有人

告訴他某某學生下課要到網咖，正在傳紙條「召集人馬」，他趕緊將紙條拿來看，不過

紙條寫得太潦草，還來不及看清楚又被學生搶走，事後還問學生下課是不是真的要到網

咖，學生笑說不是到網咖，而是要參加朋友的生日宴會，遂不了了之。至於學生手臂淤

清可能是在與學生搶紙條過程中不慎誤觸學生手臂，當時並未發現該生有何異狀，怎來

咬學生？且此事經同事告知後，亦親自與家長見面兩次，電話訪談三次，幾經磋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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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得諒解（910527A），怎奈校方不究明原因即斷然做此處置，顯然是「未審先判」

「故意打壓」，而校方亦堅稱家長威脅若不按其請求處置，將訴諸法律，做如此處置係

保護教師，結果肇事教師與校方僵持不下，各說各話宛如一場羅生門，該師不但訴諸校

內輿論、向教師會申訴，甚至請民代說項，事件先經某報曝光後，翌日大批媒體蜂擁而

至，整個事件更加沸騰，至此不但教育行政單位與全校教師極度關切，該班學生及家長

在該師運籌帷幄下亦出現兩極化反應，各方勢力紛紛介入相互糾結，先後歷經近二個月

的喧騰吵嚷，最後肇事教師從級任轉任科任，校方並將此事件列入年終成績考核參考，

至於該班教師則由二位實習教師代理，受害學生亦留置原班，此一衝突事件才暫告一段

落。 

二、研究場域介紹 

研究學校為一所市區大型的小學，班級數近百班，學生在各方面表現（諸如學藝競

賽、球類活動…）尚稱突出，教師流動率甚低，人事堪稱穩定，為鄰近各校教師極欲申

請服務之場所，然隨著歷年來教改及整體學校管理政策之演變，教師及家長勢力漸次抬

頭，許多事務皆需徵詢教師與家長意見，故偶爾有些意見分歧、相互爭執的情形發生

（910606D）。 

三、資料蒐集 

事件的發展及其意義係各利害關係者共同建構的，因此，本研究主要係採參與觀察

法，並輔以訪談與文件蒐集等方法，以便對事件整體和過程做較精確的掌握，以及確認、

澄清、交互檢視來源資料的正確性。  

(一) 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係研究者藉職務之便置身校園情境而對此事件發展歷程之觀察，隨外顯

事件採不定時觀察。 

(二) 訪談 

訪談則係就事件發展過程中研究者觀察不清之處，即時對各利害關係者提出之澄

清，以及事件告一段落後對各利害關係者進行半結構性的晤談，全程錄音記錄訪談內

容，並以匿名方式整理訪談資料，以取得資訊提供者對衝突事件之看法與價值觀。 

(三) 文件蒐集 

用以搜羅各種報告書或報表（諸如學校處理報告書、校園事件即時通報表、學校

受理民眾家長建言陳情處理情形報告表…）、學校與教育行政單位或醫院往返文書、

各種會議記錄（班親會、考核委員會、危機處理小組…等會議記錄）、以及驗傷單、

學生聯絡簿、媒體報導…等與該事件有關之文件，協助了解事件發生始末，並作為衝

突事件分析之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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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編碼說明 

編碼 人員代號 編碼說明 
A 肇事教師 
B 告訴家長 
C 受害學生 
D 校長 
E 主任 
F 視導督學 
G 家長會長 
H 民意代表 
I 媒體記者 
J 班級家長 
K 教師會長 
L 熱心教師 
M 教評委員 
N 該班任課教師 
S 學生 

※前六碼為日期，後之英文字

母 為 其 人 員 代 號 ， 例 如

910606D 即為 91 年 06 月 06
日之校長說明資料。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係植基在教育系統含括許多構成團體，以及微觀政治假設這些利害關係者對

於學校教育皆有不同意識型態的想法上，因此資料的蒐集旨在呈顯學校教育中的各種圖

像，並考驗此一假設。故特別著重從觀察、訪談、文件蒐集所得資料漸次歸納產生意義

與主張，各種記錄亦於觀察與訪談後，在交互檢證下完成，以便對發生的事件有完整的

圖像，避免不正確的偏見。 

資料蒐集告一段落後，採用 Padilla（1991）的概念形塑法（concept modeling 
methodology）作為組織及呈現資料的方法，根據 Padilla 指出：解釋某一境況（situation）

的方式是先確認蘊含在資料中的各種假定，再將其組織成一致的整體。而在概念形塑的

過程中，蘊含於資料中的許多主張皆是分析的元素，其歷程係先設計一個矩陣，再將訪

談或文件蒐集所得資料冗長的陳述摘錄縮減成較簡短的字句，並填入適切的細格中，接

續逐漸在各利害關係者與細格資料間交錯比對，漸漸聚合析離出較統整的概念。 

伍、結果與討論 

在觀察此一事件發展過程中各利害關係者間之互動，並進行訪談與蒐集相關文件後，可

發現此一衝突事件複雜而細緻的政治運作內涵，除了事件中所呈顯的表象行為外，其後更蘊

藏著不同的價值觀，經過資料整理與分析後，除依前述微觀政治研究的三個主要面向加以呈

現外，復從符號互動論的觀點對左右各利害關係者意義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加以解析（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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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示），以便對整體事件有較完整的描述，且能兼及事件之六個 W 層面（who; how; why; where; 
when; what），玆分述如下：（符號互動論的意涵可參酌胡幼慧主編之質性研究） 

 

 

 

 

 

 

 

 

 

 

 

 

 

 

 

 

 

 

 

 

圖 3 衝突事件概念解析圖 

一、衝突事件各利害關係者策略運用及其目的 

此一看似單純之親師生衝突事件，最後竟演變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根據觀察所得除

當事者本身外，實參雜太多外力而益增事件的複雜性、不確定性、及模糊性，此一直接

或間接之利害關係者在事件發展過程中各有所執，亦各有盤算，衡諸利弊得失紛採不同

的策略以遂行其目的，為一己私利者有之，假公益以利己者亦不乏其人，玆將相關之利

害關係者、策略之運用、及其動機目的表述（如表 1 所示）如下： 

(一) 利害關係者 

此一衝突事件中之利害關係者，若就互動層次及其在該事件中扮演角色之輕重而

言，依序可概分為當事者、行政單位、外部團體、內部團體四類： 

1. 當事者：親師生衝突事件之主角，包括肇事教師、受害學生及其家長，為該事件最

直接肇始者。 

2. 行政單位：代表校方與教育行政單位有權責處理該事件之人員，包括校長、各處室

主任（尤指教務與訓導主任）及縣政府教育局視導督學。 

 
衝突事件

 

互動層次 
 

利害關係者 

 

價 值 觀

 
意識型態

策略運用

 
權力資源

 
 

動機／目的

當 事 者 

行政單位 

外部團體 

內部團體 

 
清廉正直

 
友誼寬恕

社會認同
安    全
公平正義
成 就 感

當   低調處理 據理力爭   
事   請人說項 訴諸輿論   
者   威脅逼迫 正常作息 

外部  運用媒體 連署解聘 
      突顯事件 電話施壓 
團體           表達關切  

 

溝通疏導 質疑處置   內部 
堅壁清野 置身事外   團體 

隔離教師 斷然處置   行政 
說明反制 溝通疏導 
統一口徑 關切督導   單位 

避免再被更換職務 
杜絕權益更大損失 
更換教師另覓良師 

斬草除根杜絕後患 
辯護處置之正當性 
避免事態擴大衝擊 

展現自身政治實力 
製造新聞增加題材 
維護孩子受教權益 

行俠仗義塑造形象 
避免傷害同事情誼 
不願行政家長坐大 

官僚 當家做主 反抗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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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部團體：包括家長會長、班級家長、民意代表與媒體記者，非隸屬學校正式團體，

卻對該事件發展極具影響之個人或團體。 

4. 內部團體：包括教師會長、熱心教師、教評委員與其他教師，皆屬學校正式成員或

團體，部分直接涉入衝突事件，有些則表達關切、發揮輿論影響力。 

表 1  衝突事件各利害關係者策略運用及其目的表 

利害關係者 策略運用（權力資源） 動機目的 

肇事教師 

低調處理：事件伊始，該師親自與家

長見面兩次，電話訪談三次，說明事

由，懇切表達疏失，希望息事寧人，

並保證不因此而對受害學生有任何歧

視或偏頗之對待。 
據理力爭：親自找校長表達希望與家

長當面說清楚講明白，並傳達不願調

整職務。 
請人說項：當校方態度堅決之際，於

是透過立委及議員關切。 
訴諸輿論：積極尋求教師會長及平日

在校中較活躍教師的協助，塑造「行

政打壓」的圖像，並請學生寫聯絡簿

聲援教師「老師一定一定不可以調走

，被咬的同學可以掉走」（學生聯絡

簿） 

避免再被更換職務：肇事教師前兩年

亦曾被家長告而於學期中調整職務，

部分教師已頗有微詞（級任調整為美

術科任，而美術科任為多數教師覬覦

之科目），此次若再被調整可能會引

起更大反彈，況且該班再數個月即將

畢業，似無此必要。 
杜絕權益更大損失：若輕易順從校方

處置，無異證明自己咬學生，校長一

番話又似乎預留伏筆，先調整職務，

期末再將其逼走，該師深怕權益受到

更大損害，而不願輕言退讓。 

告訴家長 

威脅逼迫：檢具事發四天後之醫院驗

傷單至校找校長陳述，並要求轉班或

撤換該教師，否則不惜將事件公諸媒

體，甚至告上法院。 

當

事

者 

受害學生 

正常作息：事件發生後該生一如往昔

上學放學，似與報載（自由時報，民

91）或校長（910606D）聲稱該生因

此事嚇得不敢上學顯然有出入。 

更換教師另覓良師：受害學生平日即

因較為活潑好動，甚或不守常規而屢

遭該師責備，心生不滿（910603S1）
，益以該師諸多負面的風評，據此事

件可以脅迫學校處置，更換教師另擇

其認為更好之教師。 

 校    長 

隔離教師：受害學生家長至校告肇事

教師後，將該師找至校長室告知「××

老師又出事了吧！沒關係，我幫你處

理，學期末你自己申請調校。」（

910527A），三番兩次該師欲找校長

當面與家長說清楚，但仍遭婉拒。 
斷然處置：與處室主任會商後做成調

整職務的處置。 
說明反制：針對肇事教師之反擊，在

校內則透過適切場合澄清該師係自願

更換職務、申請調校，且咬傷學生罪

證確鑿，家長堅持校方若不處置將公

斬草除根杜絕後患：校方屢接獲家長

對該位教師的投訴（910606E1），加

上先前許多不良記錄，以及此學期上

課狀況（很多節課未按表操課，而改

打籃球），決定藉此明顯疏失調整職

務，再請其自動申請調校，以免再生

事端。 
辯護處置之正當性：近來隨著教育生

態改變，教師以放大鏡檢視行政所作

所為，不斷說明反制旨在為行政的處

置方式提出辯護，以取得正當性，免

遭教師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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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長 

開此事，甚或訴諸法院仲裁。面對民

代關切亦以咬人事實加以回應，讓其

知難而退。至於事件在報紙曝光後，

對大批媒體之採訪則採統一說明方式

因應。 

處室主任 

溝通疏導：配合校長及處室主任共同

決議之處置方式，一方面協助安撫家

長、與肇事教師溝通協調，甚或透過

其他教師勸導該師接受校方安排，再

則召開班親會說明，取得家長瞭解。

統一口徑：面對此一事件統由訓導主

任對外統一發言。 

行

政

單

位 

視導督學 
關切督導：要求學校尋正常程序處理

、填具校園事件即時通報單、報告書

，並隨時以電話監控了解。 

 
避免事態擴大衝擊：校方與教育行政

單位的疏導溝通、統一口徑、關切督

導旨在平息衝突事件，避免事態愈演

愈烈而至節外生枝，一發不可收拾。

家長會長 

運用媒體：事件發生後積極介入運作

，並將媒體引入校園（910528L）。

連署解聘：尋求學校教評委員連署擬

召開臨時教評會，以解聘該教師。 

民意代表 電話施壓：透過電話瞭解事由、進行

關切施壓。 

展現自身政治實力：家長會長積極涉

入衝突事件的處理，不管是糾結媒體

、連署、運作家長進行抵制，除部分

是基於驅逐其所謂不好的教師，借助

家長力量監督改善教學品質外，部分

係欲藉此事件發揮自己的影響力，而

民意代表的施壓表面是受該師請託，

實則藉此施壓回敬對校長之不滿。 

媒體記者 

突顯事件：各家報社及新聞之報導多

用聳動字眼「咬學生」報導此一事件

（自由時報，民 91；中國時報，民 91
；聯合報，民 91）。 

製造新聞增加題材：媒體記者樂見此

衝突事件能為其增加新聞題材，尤其

是發生在校園中身負傳道授業的教師

身上，更具新聞價值。 

外

部

團

體 

班級家長 

表達關切：該班家長對此一事件有兩

極之反應，贊成者有之，希望更換教

師者有之，但基本上對此一事件皆相

當關切。 

維護孩子受教權益：其他家長雖不是

直接受害者，不管支持該班教師與否

，學校的任何處置卻直接關係自己孩

子的權益，站在維護自己孩子權益的

立場，率皆踴躍出席班親會。 

熱心教師 
質疑處置：當記者面前質問校長是否

說過「自行申請調校」，並質疑校方

處置方式（910528L）。 

行俠仗義塑造形象：該熱心教師平日

即常對學校諸多措施提出針砭，且積

極參與縣教師會活動，原本就極富爭

議性，然對行政之處置認為有所不妥

，因此三番兩次質疑行政作法，企圖

伸張正義。 

教師會長 溝通疏導：勸導該師接受校方安排，

以免事態擴大。 

內

部

團

體 

教評委員 

堅壁清野：對家長會長連署之請求除

一位教師簽名外，其他人多採不願隨

雞起舞之立場，並撻伐簽名之教師（

910530N1）。 

避免傷害同事情誼：大部分教師表面

上對此事作壁上觀而不願直接涉入，

主要係不想破壞彼此的情誼，開罪任

何一方，畢竟行政人員與教師皆是相

處甚久之同事，相煎何太急。 
不願行政家長坐大：雖然肇事教師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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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師 

置身事外：除少數教師參與提供意見

予校方或肇事教師外，多數教師不管

對此事觀感若何，多置身事外靜待事

件發展。 

學生家長告，但多數教師認為即使有

驗傷單亦不能斷言該師之故意，因此

不容行政魯莽的處置方式，甚至家長

會長過度干預校內發生的事件，任其

宰制（910530N2）。 

(二) 策略運用及其目的分析討論 

所謂策略，係指為實現目標而優先選擇的行動途徑（吳明清，民 86），因此行動

策略與目標、目的如影隨形，個體行為舉止之發動皆有其顯明或隱晦的動機，若就微

觀政治觀點而言，實係意圖掌握或競逐特定的權力或資源。綜合前述分析可知，在此

一事件衝突過程中依序有當事者、行政單位、外部團體、內部團體等四類個人或團體，

彼此基於不同動機，透過不同策略的運用，掌握權力資源，以遂行其目的，在角力的

過程中，各方策略運用成功與否，將主宰著誰能攻城掠地，從中獲得最大的利益。就

整體事件發展而言，當事者是個引爆點，其後依稀可見三股勢力的攻防，分別是行政、

以家長會為首的外部團體、及以多數教師為主體的內部團體，以下就該案例各利害關

係者策略運用及其目的加以分析討論： 

1. 當事者方面 

(1) 肇事教師面對此一事件先是低調處理，當感受行政處理態度與策略有所偏頗後

隨即據理力爭，眼見事態嚴重動作更加頻繁，然平日表現（910606D；910606E1）

與以往記錄不但無法取信於行政，請人說項更與校長極不願政治人物介入學校

教育運作之理念相背，加上事件處理過程該師諸多行徑，致使彼此的誤會與不

信任加劇，既然驗傷單屬實，肇事教師亦向家長道歉（儘管該師說明道歉係避

免事態擴大而不是承認自己咬人），其他後續諸多舉動在行政眼中多屬模糊焦點

或推卸責任之舉（910606D），因此，最終還是在校方強力運作下，落得調整職

務並列入年終成績考核參考的下場。故若就其策略運用而言，請人說項似乎是

適得其反，說項者不是校長急欲劃清界線之民代，否則即是在學校較富爭議性

者，加上行政對其之刻板印象，無怪乎所有舉動會被一面倒地詮釋，然該師先

聲 奪 人 的 確 亦 對 行 政 造 成 相 當 衝 擊 ， 讓 行 政 人 員 有 所 警 覺 與 倍 感 壓 力

（910606E2），避免「打落水狗」之窘境（910527A）。而肇事教師與行政兩者

間最根源的衝突癥結在於互不信任與對行為舉止之意圖推論詮釋的殊異。 

(2) 受害家長具狀脅迫學校固然得懲，但對受害學生造成的影響亦不可不察，該生

於事件過後曾因上英語課不專心而被英語教師勸導糾正，熟料該生竟當場回應

教師「級任老師我都可以把他整倒了，你算什麼」（910528N4），再則二位實習

教師接掌該班後，此生行徑更加乖戾（910528N5、N6），不知此事若家長知悉

會有何感想？就學生的教育而言，整個事件的處置方式是對還是錯？深值所有

人反思。 

2. 行政單位方面  

(1) 就互動觀點而言，適度的衝突對活化組織是有益的，但前提是必須妥為因應處



第 106 期國小校長儲訓班專題研究彙編 

 

72 

理，在此事件中行政單位先隔離教師，未能當面讓受害家長與肇事教師溝通，

不僅平添許多可能的誤解，更延誤處理的時機，表面採斷然處置的方式，實際

上醞釀更多衝突的能量，行政既是種藝術本應富有彈性，面對衝突應將其導引

至正面的方向發展，不該過度夾雜個人刻板印象，杜絕各利害關係者溝通。 

(2) 誠所謂「見微知著」，管理者除應敏於覺察枝微末節所可能帶來的蝴蝶效應外，

當事件曝露出更大的危機端倪時更該有所警覺，任何型態的僵持與對峙皆於事

無補，應盡量將事件單純化，避免衍生更多的問題。 

(3) 隨著學校生態的改變，行政運作越來越複雜，因此面對衝突事件時牽扯之利害

關係者更多，的確可能動輒得咎，但在處理的過程中更需多方評估得失，不能

輕忽任何反動的力量。且事件的處理模式事實上是具有象徵性的意義，並能發

揮指標性的作用，是否會加深對行政的特定圖像，諸如此事件中行政處置方式

強化教師對行政官僚打壓的負面形象，使教師與行政之不信任加劇，再則對家

長是否會形成群起效尤的典範（910528L；910530N2；910530N3）皆須有所評

估。 

3. 外部團體方面 

家長會長在外部團體中對於整個事件著力最深，但其採取的策略、動機與立場

備受質疑（910607M1；910530N2），究竟是真正想幫忙解決問題，或是製造更多

的問題實在令人費解（910530N3），此事件中，家長會長不但運用各種策略實質左

右行政處置的方向，甚至欲逼迫肇事教師簽自白書（910528L）、連署解聘…，突

顯出教師與家長間可能的緊張關係，到底家長在學校中應扮演怎樣的角色，才是對

教育有所助益，除有待思考外，亦待釐清。 

4. 內部團體方面 

教師會長雖經該肇事教師請託協調，卻進而轉為勸戒該師接受學校安排

（910527A），撇開該師是非對錯不言，基本上該師屬學校教師會一員，故接受申

訴之際，若深覺不妥至少應就程序正義提醒學校，該校由教師會積極促成的課務編

配小組設置辦法中明定教師課級務異動需經該小組決議通過，但校方處置顯然未依

規定辦理，而教師會竟隻字未提反勸導該師接受行政安排，難怪會遭致當事者抱怨

（910527A）。 

二、衝突事件各利害關係者價值觀與意識型態 

學校就像一個微型的政治社會，充斥著許多政治的運作，而政治是現實的，沒有永

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彼此間可以合作，也可以互相抗衡，每個人皆在尋求對自

己最有利的策略與手段，不管其動機或目的為何？若抽絲剝繭逐層探究，可發現最終有

一套信念，亦即核心的價值觀主導著當事者所作所為，而此價值觀當事者可能自覺，亦

可能不自覺，但卻深深左右各利害關係者的行為舉止，此外若從社會文化觀點而言，似

乎整個衝突事件隱然有三股力量在其間拉扯，追本溯源可謂「意識型態」，其以更不知

不覺的形式影響著各利害關係者意圖與策略之傾向，玆將此一事件各利害關係者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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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與意識型態表述（如表 2 所示）如下： 

表 2  衝突事件各利害關係者之價值觀及意識型態表 

利害關係者 價值觀 意識型態 

肇事教師 

告訴家長 
當 
事 
者 

受害學生 

社會認同：肇事教師避免再被更換職務即深怕無

法取得其他教師認同。 
安全：肇事教師據理力爭、請人說項、訴諸輿論

等策略皆在避免自身權益蒙受更大損失；告訴家

長亦是深怕孩子再蒙受身心之傷害。 

 

校    長 

處室主任 

行 
政 
單 
位 

視導督學 

公平正義：行政認為肇事教師明顯疏失，卻模糊

焦點，過度自我防衛，進而傷害許多幫助他的人，

多數人太過講究情誼以致枉顧法理，置學生權益

於不顧（910606D；910606E1；910606E2），足

見心中橫亙一把公平正義之尺。 
清廉正直：「許多老師只知爭權奪利，卻忘了教

師的本質」，其實「不要為政治而教育」，「以

有限的資源盡最大的努力來辦教育」（910606D）

社會認同：辯護處置的正當性，實則在取得認同。

官僚 

家長會長 

班級家長 

民意代表 

外 
部 
團 
體 

媒體記者 

公平正義：「有些教師相當差勁，如果把所有老

師的小孩集中在該班，老師願意嗎？」、「為什

麼家長沒有選擇教師的權力呢？」（910604G） 
社會認同：家長會長欲連署解聘除代表社會正義

之化身，亦在獲取家長認同。 
成就感：家長會長運用自己的人脈，積極獻策介

入衝突事件的處理；民代欲透過對此一事件之關

切展現自身之影響力皆屬之。 

當家做主 

教師會長 

熱心教師 

教評委員 

內 
部 
團 
體 

其他教師 

公平正義：熱心教師與部分教師質疑行政處置方

式是否合乎程序正義 
友誼寬恕：學校大部分教師顧及彼此同事情誼而

不願參與連署，亦認為該師之行徑未必到達罪該

萬死之地步，可能在教學過程中求好心切而犯之

過失，應給與機會（910530N2；910530N3）。 

反抗壓迫 

(一) 價值觀分析討論 

價值觀是一種基本信念，亦即認為某種特定行為模式或事務的最終狀態，優於相

反或對立的行為模式或事物的最終狀態（Robbins,1998），它會影響個體的態度和行

為，因此，若從 Rokeach（1973）對價值觀的分類1來加以解析，此一校園衝突事件中

各利害關係者之主要價值觀約略可概分如下：  

                                                           
1 Rokeach（1973）將價值觀分為目的價值觀（terminal value）及工具價值觀（instrumental value）兩組，目的價

值觀係指價值存在結果的最終狀態；及個體在一生中想達成的目標。工具價值觀則指個人偏愛的行為表現方

式，或指能達到目的價值觀的手段與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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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認同：在於獲取群眾的接受、尊敬或仰慕，其中肇事教師希望維持原職務、行

政單位的說明、家長會長的舉動皆意圖取得他人之認同，只是訴求對象之同或異而

已。 

2. 安全：亦即免受外力襲擊，維護身心的安寧及其權益，肇事教師強力的反彈甚或激

進、偏頗的手段，乃至告訴家長脅迫校方撤換級任教師，皆源於自身安全受到威脅

的反應。 

3. 公平正義：行政單位認為肇事教師實在有違師道，校方顧及情誼盡力幫忙處理，卻

反遭誣陷；家長會長慨言「如果把所有老師的小孩集中在該班，老師願意嗎？」；

熱心教師質疑行政處置方式，凡此皆顯示公平正義的普同性，人人心中皆有一把道

德之尺，只是著眼點與對此判別的標準不盡相同。 

4. 成就感：家長會長沾沾自喜於自己的影響力；民意代表藉此出一口氣皆是希望獲得

成就感。 

5. 友誼寬恕：一般教師與肇事教師不盡然是好朋友，但卻多基於同事情誼而不願落井

下石，設身處地為其著想。 

6. 清廉正直：校長再三強調自己是用心辦教育，不是玩弄政治，亦以此勉勵處室主任，

足見清廉正直對其重要性。 

(二) 意識型態分析討論（參閱潘慧玲主編之學校革新理論與實踐 72 頁） 

意識型態是一種受到社會文化因素影響的觀念或價值系統，它可作為人思想的準

繩、信仰的規條和實踐行動的綱領，具有系統性、排他性、強制性、情感性與主導性

（陳伯璋，民 77），其不但有歷史的根源且形塑的過程是濡染以進，因此不易察覺卻

能宰制個體與群體思考的方向，若進一步解析此一衝突管理運作過程背後的意識形態

約略可概分如下： 

1. 官僚：學校行政單位屬雙系統中的科層體制，不可避免的受制於諸多法令規章的約

束，因此自有其根深蒂固的行事準則，但相對地卻握有絕對的權力與資源，尤其是

以往慣於由上而下的運作模式更是如此，然近年來在分權化管理趨勢下，教師、家

長紛紛加入分享決策，學校管理結構逐漸改變，雖然領導階層已漸漸揚棄獨裁之作

風，上級行政管制配合此一管理趨勢亦已漸次鬆綁，不過幅度範圍仍屬有限，依法

行政仍然是學校行政運作之圭臬，再加上目前整體制度設計所暴露之權責不相符，

更加深學校行政單位的不平衡，領導階層在表面上似乎順應民主潮流不得不調整心

態與作法，實則形式上及潛意識中仍殘餘諸多官僚之意識而深深左右著學校行政的

運作。 

2. 當家做主：家長以往相較於學校成員而言實屬弱勢且被邊緣化的一群，其雖是學生

的父母卻被隔阻在校園高牆之外，基本上父母對學校舉措鮮少有置喙空間，但隨著

政治社會民主化，民眾對當家做主有熱切期望，此一浪潮漫過校園藩籬進入校園

後，家長才驚覺被蒙蔽已久，當家長與學校間的鴻溝頓時消逝後，學校教師還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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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調適，家長卻已是迫不及待訴求自己權益，此一意識深深敦促著家長的言行舉止。 

3. 反抗壓迫：以往行政幾乎主導一切，在一條鞭的運作模式下，教師即使有不滿亦只

能默默承受，於是乎許多如今看似不合理的工作紛紛加諸教師身上，此早已醞釀教

師受壓榨的形象，而隨著時代演變，教師如同家長般亦要求當家做主，但在此過程

中由於歷史受迫的知覺，以及受制於諸多行政法令規章的束縛，首要之務便是剷除

橫亙在前的壓迫，因此，無形中反抗壓迫變成了教師思考及行動的準則。 

陸、結論與建議 

隨著社會漸趨民主多元及教改浪潮洗禮，學校生態產生了結構性的變化，成為競相逐鹿

之所，各利害關係者間的互動不但頻繁且易生齟齬，經由前述文獻探討以及本研究之發現，

可知校園衝突事件複雜的政治本質，以下僅就各項討論做簡要歸納，並提出相關建議： 

一、就衝突研究演進的觀點而言，已不再否定衝突的存在，甚至進而肯定功能性衝突的

引發；再就微觀政治而言，其不但正視校園內及其與外部外行系統間資源、權力、利益爭奪

的事實，更以政治的觀點加以解析研究。復從本案例可知，學校領導階層避談政治，堅守「不

為政治而教育」，此固然係以教育為出發，然面對目前紛亂的校園境況卻時有所窮，因此與

其否定學校政治的活動，不如進一步瞭解其本質而加以積極導引，故從前述文獻探討與本案

例之探究，微觀政治不僅提供另一種看待學校組織的觀點，更有助於衝突之管理。 

二、從本研究之案例可發現此一衝突事件各利害關係者互動的層次，依序為當事者、行

政單位、外部團體與內部團體，當然這樣的分類可再細緻化，不過除當事者外，其他三者隱

然可代表目前校園中行政、家長與教師三個主要的族群，在學校教育中各自扮演舉足輕重的

角色。 

三、本研究發現肇事教師與行政兩者間最根源的衝突癥結在於互不信任與對彼此行為舉

止意圖推論詮釋之殊異，此亦為溝通之障礙，因此，學校平日除應建立各種溝通機制，保持

行政、教師、家長、社區密切聯繫外，面對衝突事件亦應把握開誠佈公之原則，敏於覺察潛

藏的混沌現象，不要讓「看起來似乎很小的事件，發展成為難以收拾的大麻煩」，以避免蝴

蝶效應發生。 

四、本研究發現各利害關係者各種策略所企圖達成的目的不盡相同，有些從表象行為可

直接推敲而得，但有些若乏細緻的觀察或深入瞭解其脈絡實難以得悉，若益以各利害關係者

主觀知覺的影響，往往會被表象所矇蔽，諸如此案例中受害學生對英語教師所說的一席話，

不禁令人懷疑其原初的動機，因此，處理類似案件時應避免先入為主的觀念或做法，對各種

可能衍生的結果亦應有所預知設想，方不致與預期結果大相逕庭而適得其反。 

五、本研究發現左右各利害關係者行為舉止更核心的力量是蟄伏在其後的核心價值或集

體意識形態，就價值觀而言，各利害關係者之信念雖然有所出入，但卻可發覺其間亦有共通

之處，但何以反應在行為舉止上又會如此歧異，若深入細究即可發現實係切入點的殊異；而

就意識形態而言，官僚、當家做主、反抗壓迫三者相互激盪對抗，似乎難有共通之處，故行

政、家長、教師三者間可能潛藏的衝突根源在於文化的差異，因此若欲營造更優質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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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可以學生作為三者理性對話的基石，藉此減少彼此間的落差、相互尊重，一切以學生權益

為依歸方能匯聚更多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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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庭因素探究都市原住民父母教育觀之個案研究 

摘要 

原住民是台灣多元文化體系中重要的結構成分之一，數千年來在這一塊土地上的成長發

展歷史裡不曾間斷與缺席過。近來，更由於經濟的快速成長，許多原本生活在山地及偏遠地

區的原住民迫於現實社會生活的壓力，紛紛遷徙至都市來謀生，而且大多集中在勞力密集的

城市郊區。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原住民遷移至都市後，形成所謂「都市原住民」之社會背

景發展過程與現況，以及從家庭因素的觀點來探究都市原住民父母教育觀所型塑後之內涵，

並藉以了解其所面臨的困境。此外，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探討，探究都市原住民社會背景發

展過程與現況後，再從家庭因素的觀點分析都市原住民父母教育觀所型塑的內涵。同時，使

用質性研究的研究取徑--訪談的方法來蒐集與分析資料。最後，研究者希望透過此一研究報

告，能做為日後研究都市原住民相關問題的參考。 

 

關鍵詞：家庭因素、都市原住民、父母教育觀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原住民是台灣多元文化體系中重要的結構成分之一，數千年來在這一塊土地上的成

長發展歷史裡不曾間斷與缺席過。但隨拓墾風潮之興，台灣陸續進入各種殖民者和統治

者，自歐陸的荷蘭、西班牙，歷經明、清、日據時期，以至 1945 年以後，在這些移民、

拓墾、統治等外來力量的支配之下，原住民族逐漸喪失主權，成為強勢族群擄掠的對象。

而這種劣勢情況，在土地流失、經濟貧困、低政治參與等方面一覽無遺，歷經數百年而

未曾改變（譚光鼎，民 91）。 

近來，更由於經濟的快速成長，許多原本生活在山地及偏遠地區的原住民迫於現實

社會生活的壓力，紛紛遷徙至都市來謀生，而且大多集中在勞力密集的城市郊區。最初，

原住民大多將子女留在家鄉託付祖父母照顧，自己則遠赴異鄉從事勞力工作，如此一來，

卻極易產生隔代教養、中輟學、偏差行為等嚴重問題。因此，當生活條件稍有改善後，

都希望把孩子一起帶到都市，接受較好的「漢人」教育，而這些跟隨父母或親屬遷徙至

都市就學的原住民兒童，即所謂「都市原住民學童」。 

然而，有鑑於都市原住民因經濟條件的限制，多居住於大都會邊緣，其子女隨著父

母居住於工作地、違建區或廉價的租屋，自然無法享受不虞匱乏的物質生活，更遑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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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與都市小孩等量齊觀的教育品質。即使有情況稍微改善者，但畢竟是少數。因此，都

市原住民父母在這種傳統文化使命、族群認同、經濟條件、社會歧視、教育期望、教育

改革運動背景等內在與外部多重因素糾葛之下，其所形塑之教育觀，將值得我們以更細

緻、更關懷、更深入的情感與責任去了解它。而此原因，正是本研究最重要的研究動機。 

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文獻分析都市原住民的社會背景，進一步透過訪談從家庭因

素探究都市原住民父母教育觀型塑的內涵，藉以提出幾點省思與建議，以供日後研究之

參考。 

二、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有三： 

(一) 探究都市原住民發展的社會背景。 

(二) 從家庭因素的觀點來解析都市原住民父母的教育觀。 

(三) 根據解析與探討之後的結果，提出省思以供日後研究參考。 

三、名詞界定 

(一) 都市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 in city） 

目前我國政府所指之都市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 in city）是指從花、東、高、

屏等五十五個原住民鄉鎮市中移出，並遷居於台北市、高雄市暨台灣省都會城鎮之原

住民（內政部，民 90）。本研究所謂「都市原住民」係指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

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城市謀生者（陳枝烈，民 86），並基於立意抽樣原則，而以設籍

高雄市為主。 

(二) 家庭因素（family factories） 

本研究所指稱的「家庭因素」係指從家庭的社經地位、父母管教態度、父母教育

態度與父母的教育期望等四個面向來分析（陳枝烈，民 90）。 

(三) 父母教育觀（educational view from parent） 

本研究所指稱的「父母教育觀」係指都市原住民父母因傳統文化使命、族群認同、

經濟條件、社會歧視、教育期望等內在與外部多重因素糾葛之下，其所形塑之教育認

知與態度。 

貳、文獻探討 

一、都市原住民社會背景之探究 

「原住民」這個研究課題在台灣的困境已經從深山叢林蔓延到文明都市。溯及既往，

由於「國家」及「經濟掠奪者」掠奪了原住民賴以維生的土地，導致原住民喪失了原始

的謀生要件，只好開始往都市來遷徙。但是，悲慘的下場是遷移都市的原住民卻成為流

浪都市邊緣的「次等國民」，不但沒有計畫性的輔導措施或生活保障，而且連工作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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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令人無法理解的外勞政策頒布下遭到剝奪。更嚴重的是這些失去土地與族人的族群，

甚而無法在現代文明都市中找到一塊棲身之地。因此，本章節將先探討都市原住民整個

發展背景，以及對現況做一分析，作為本研究分析資料的基礎。     

(一) 都市原住民的發展背景 

關於「都市原住民」一詞，原本並不是官方的正式稱呼，而是由原住民移居都市

地區的知識份子所倡議的慣稱。1973 年基督教社會互談會在台北市信義路的國際學舍

舉辦「山地之夜」，喚起社會各界對「都市山胞」的注意。其後十數年間經由各報廣

加使用，若干原住民民意代表為了突顯都市山胞遭到政府當時原住民優惠政策的忽

略，引申為不受重視的原住民「第三胞」（陳淑敏，民 92）。 

因而「都市山胞」一詞隨著「原住民」用詞的演變，到了 90 年代也逐漸為「都

市原住民」所取代，1994 年 5 月間的國民大會將「原住民」名稱列入修憲條款，「都

市山胞」一詞，也由「都市原住民」所取代；90 年代中期以後，「都市原住民」已經

成為通用的一般用詞，所指涉的範圍，也不再限於某個特定的地區或群體，而是更為

明確、廣泛的包涵了都市地區的原住民。 

同時根據學者（陳淑敏，民 92）調查指出：「都市中的原住民以阿美族人口佔最

大比例（台灣省非原住民鄉鎮市所占比例為 47.7％、台北市為 66.5％、高雄市為 59.4
％）（2002）」。又之，由於許多原住民遷居都市，並沒有將戶籍遷出，或過著「逐

工地而居的游牧生活」，其所謂「都市」的範圍很難有共同的界定，致使歷年來對於

「都市原住民」的種種人口統計與估計顯得相當混亂。因此，2001 年 5 月 17 日行政

院隨即核定：「都市原住民」指「凡從原住民族傳統居住之五十五個鄉（鎮、市）中

移出，並遷居台北市、高雄市暨台灣省都會鄉（鎮、市）者」而言。 

除此之外，都市原住民的形成，源取於台灣西部工商業的興起，可是對最早外移

的原住民而言，漁業和礦業卻是最吸引人的兩個主要行業，而這兩大類行業的分布點

也就決定了早期都市原住民的地域分布。再者，1970 年代國內農業迅速萎縮，政府推

動十大建設之際，外資大量湧進，也帶動整個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緣此，由於都市周

邊工業的蓬勃發展，出現大量就業機會的拉力現象，亦成為原住民原鄉農業式微的推

力，因此造成 1970 年代原住民遷居都市的比例迅速爬升，其中以未受山地政策保護，

長期與平地漢人混居的平地山胞阿美族為最早、最大宗。1980 年以後，台灣工業邁向

技術密集、資本密集升級的方向，加上服務業的擴充，屬於山地原住民的泰雅族、排

灣族也陸續加入這股遷徙都市風潮，但是仍以阿美族為最多。1988 年以後，服務業的

就業人口超過了工業，邁入以服務業為主的社會，而且政府開始引進大量的外籍勞

工，使得都市原住民的就業面臨嚴重競爭，收入銳減，失業率升高，問題日加惡化。 

因此，綜上所述，在台灣自 1960 年代起，由於家鄉農業經濟日漸凋蔽，許多原

住民陸續離開部落前往都市謀生，產生原住民大量移入都市的現象（黃梅惠，民 88）。

因此，根據早期學者張曉春（民 63）調查訪問結果顯示，原住民大量移入都市原因歸

究有三：1、山地耕地面積有限，又無適當的工作機會，為生存起見不得不遷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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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個人前途發展著想而遷移；3、為尋找更好的生活品質。自此隨著時間的流變，國

內學者謝高橋於 1990 年亦針對上述遷移現象進行研究，並近一步指出：「人口壓力

的因素及趕潮流的因素造成原住民遷移都市的現象。」。因此，整體而言歸納學者的

觀點，形成都市原住民因素應包括：工作機會、生涯發展、生活品質、人口壓力以及

社會風潮等因素。 

(二) 都市原住民的現況 

稍早 83 年底學者的統計，台灣原住民人口約 36 萬 5 千，占總人口數 1.7％，主

要區分為九族，並散居全省各山地與平地。近年來人口大量移至都市，根據內政部統

計資訊服務網（民 95）統計資料顯示（參考表 1）： 

1. 台灣原住民人口約 474,919 人，男性人口有 236,000 人，女性人口有 238,919 人。合

計佔台灣總人口的 2%左右。 

2. 平地原住民設籍人口已有 223,612 人，占原住民總人口數約 47.1％。其中男性人口

有 112,662 人，女性人口有 110,950 人。 

因此，從上述數據比較後呈現二個重要現象：其一，從民國 83 年原住民人口的

調查統計，以至於民國 95 年 12 月底為止，原住民人口約增加 11 萬人，並未出現非

主流（或弱勢）人口族群，逐漸被主流（或強勢）族群所同化、消滅、隔絕等計畫性

或非計畫性的演化趨勢；其二，即是平地原住民人口接近總原住民人口之半數。儘管

「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的區別是以 1945 年以前的設籍地為準，其時設籍

於山地行政區內者及其直系血親為山地原住民，於平地行政區內者及其直系血親則為

平地原住民。惟僅有山地行政區有保留地的設置，山地原住民擁有土地可以生活，相

對地，平地原住民因為沒有保留地，導致成為早期都市原住民人口的大宗（維基百科，

無日期）。 

除此之外，根據上節文獻探討可知，基於工作機會、生涯發展、生活品質、人口

壓力、社會風潮、以及大宗土地開發等因素，致使都市原住民的人口逐年增加。然而

這樣的發展趨勢，反映在教育改革運動的洪流中，進一步從學校教育的面向，以及教

學現場的需求面而言，將值得我們在重視「新台灣之子」之餘，重新思考與定位都市

原住民的教育內涵。再者，原住民教育同時面臨族群上的、文化上的、城鄉上的、地

域上的種種差異，至為複雜（牟中原、陳伯璋，無日期），因此，本研究無法關注整

個原住民教育的全觀，僅試圖以都市原住民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來瞭解其所衍生的教

育問題。  

表 1  台灣地區 95 年底現住原住民人數（按生活地域分）統計表 

原住民人數 平地原住民人數 山地原住民人數 
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男性 女性 合計 男性 女性 

年（月）底別 
 

Total Male Female Total Male Female Total Male Female
95 年 12 月 474,919 236,000 238,919 223,612 112,662 110,950 251,307 123,338 127,969



從家庭因素探究都市原住民父母教育觀之個案研究 

 

85

再者，近年來國內原住民正名運動蓬勃興起，根據內政部統計資訊服務網（民 95）

統計資料顯示出幾個結果（參考表 2）： 

1. 台灣地區原住民族群共有 12 族（事實上，已有 13 族，因為內政部官方資料尚未登

錄完整，致使表 2 中缺少第 13 族--撒奇萊雅族）。 

2. 族群分布以阿美族 166,769 人居首，排灣族 81,123 人居次，泰雅族以 79,024 人佔居

第三位。最少的是邵族，僅有 602 人。 

3. 「其他」與「尚未申報」人數共有 40,249 人，應該包含日後為政府官方所承認的「撒

奇萊雅族」等。 

承上，進一步文獻探討得知，中華民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承認的台灣原住

民族總共有 13 個族群，除了沿襲自日治時期所區分的 9 族以外，尚有邵族、噶瑪蘭

族、以及原來被認為是泰雅族之亞族的太魯閣族，與受阿美族的支持及庇護的撒奇萊

雅族（Sakizaya；在日治時代歸併為阿美族的一支，2007 年正式成為官方所承認的第

13 個原住民族，約 5,000~10,000 人）。由於，過去人類學者的分類未必反應原住民各

族群的現實，因此仍有原住民族人群正在爭取「正名」，未來新增正式族別的可能性

極高。 

表 2  台灣地區 95 年底現住原住民人口數（按性別及族別分）統計表 

單位：人；%
按性 
別分 總計 阿美族 泰雅族 排灣族 布農族 魯凱族 卑南族 鄒族 賽夏族 雅美族 邵族

礍瑪 
蘭族 

大魯 
閣族 其他

尚未

申報

總計 474,919 166,769 79,024 81,123 47,585 11,123 10,441 6,335 5,402 2,977 602 1,023 22,266 44 40,205

男 236,000 83,714 38,259 39,940 23,433 5,474 5,204 3,111 2,731 1,480 308 532 10,966 15 20,833

女 238,919 83,055 40,765 41,183 24,152 5,649 5,237 3,224 2,671 1,497 294 491 11,300 29 19,372

結構比

（%） 100.00 35.12 16.64 17.08 10.02 234 220 1.33 1.14 0.63 0.13 0.22 4.69 0.01 8.47

男 100.00 35.47 16.21 16.92 9.93 232 221 1.32 1.16 0.63 0.13 0.23 4.65 0.01 8.83

女 100.00 34.76 17.06 17.24 10.11 236 219 1.35 1.12 0.63 0.13 0.21 4.73 0.01 8.11

資料來源：本部戶政司。 

 

最後，依據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所設籍的高雄市來看（行政院原住民族資訊網，民

95），其統計資料顯示出幾個結果（參考表 3）： 

1. 高雄地區原住民人口總數為 10,086 人。 

2. 族群分布地區以小港區 2,904 人居首，前鎮區 1,849 人居次，左營區與楠梓區分別

以 1,493 人、1,434 人分居第三、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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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高雄地區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表 

高雄地區 【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表】 資料標準日：95 年 12 月 31 日 

地區 鹽埕 鼓山 左營 楠梓 三民 新興 前金 苓雅 前鎮 旗津 小港 總計 

男 25 221 673 645 417 62 24 230 884 52 1452 4685 

女 46 297 820 789 561 77 26 298 965 70 1452 5401 

合計 71 518 1493 1434 978 139 50 528 1849 122 2904 10086

 

(三) 原住民的社會適應困境 

從上述文獻探討，我們可以了解到遷徙至都市的原住民其背後所發展的背景脈絡

因素，的確致使其在社會生活適應上出現適應不良的窘境。因而，國內學者詹火生、

楊銀美（民 91）在近期研究資料中即指出以下幾個值得我們省思的現象： 

1. 原住民的基本資料方面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民國 86 年底），這些原住民戶

數總計 10 萬 1,207 戶，總人口約 40 萬 8 千人，約佔台灣全人口的 2%不到，屬於

台灣地區的少數民族。其分布傾向於幼少人口有向都市化地區集中的現象，中老年

人口較多集中於山地原住民鄉及平地原住民鄉，而其中約有四分之一強的人口為都

市原住民。 

2. 原住民的生活、就業及健康狀況調查 

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調查資料顯示（台灣原住民生

活狀況調查報告，民 87；原住民健康情形之研究，民 89），原住民生活痛苦指數

明顯偏高，與一般社會有數倍之差距： 

(1) 原住民平均所得低：非原住民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為 87,000 元，而原住民家庭每

月平均收入僅 38,087 元（非原住民所得約為原住民的 2.3 倍）。 

(2) 原住民教育程度低：15 歲以上的非原住民專科以上學歷者佔總人口數 22%，國

中以下學歷者則有 45%，但 15 歲以上的原住民專科以上學歷者僅佔 9%，而國

中以下學歷者則高達 61%（15 以上的原住民較非原住民大專以上學歷者少

13%，而國中以下學歷者多 16%。 

(3) 原住民自有住屋率低：非原住民自有住屋率平均為 84.5%，原住民自有住屋率

平均為 76.8%（原住民較非原住民自有屋率平均低 7.7%，居住都會區者差距更

大）。 

(4) 原住民失業率高：非原住民失業率為 2.84%，原住民失業率則為 7.55%（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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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失業率約為非原住民失業率之 2.7 倍）；另外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90 年 12 月

經濟指標勞動失業率為 5.22%，而原民會於 90 年 9 月推算原住民失業人口數為

26,482 人，失業率約為 9.24%，原住民之失業率依然居高不下。 

(5) 原住民平均餘命低：原住民男性之平均餘命少於漢人男性 11 歲（62：73），而

原住民女性之平均餘命少於漢人女性 7 歲（72：79）。 

3. 原住民的困境 

(1) 家庭生計問題：因大多數原住民受限於過往教育機會的不均等，只能從事憑勞

力、高風險、無一定雇主之薪資工作，使得收入有限，且常因工作本身存在之

危機，家庭主要生計負擔者易遭遇工作傷害或因病無法工作甚至死亡，不但需

要支付龐大醫藥費，家庭且需付出人力成本照顧病患，影響家庭收入，因此極

可能導致貧窮，家庭功能及婚姻關係亦可能受到影響。 

(2) 親職教養問題：父母在受陷於生計困境下，有時甚至需因工作離家在外，子女

之教養與親子關係也就難以兼顧；子女教養責任或由鄉下祖父母取代，因隔代

教養易產生親子溝通困難、彼此認知差異大、管教過於權威或溺愛等之問題。 

(3) 醫療衛生問題：長久以來，族群及階級所處的雙重弱勢處境、大社會資源分配

的不平均、相關醫療資訊及設備的不足、專業人力易流動等因素，使居民就醫

不便，影響就醫的權利及醫治的治療時機，生命易受威脅，影響家庭正常功能

及生計的穩定（前面所述原住民之平均餘命低於非原住民約 10 歲，與此問題亦

有關）。 

(4) 文化斷層問題：「山地平地化」的同化政策所帶來的不當影響，特別是資本主

義的入侵，導致部落資源匱乏、青壯年人口外流、部落體系瓦解，新一代原住

民面臨傳統文化的流失及族群認同的危機，形成文化斷層問題。 

(5) 都市原住民生存困境：就經濟面來看，雖然從原民會調查資料指出（八十八年

台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報告）都市地區的原住民個人每月收入在 3 萬元以上

的也有 30%左右，顯示原住民遷移至都市的確有較好之收入，然而在都市生活

必須負擔較昂貴的生活費用、房租等或是居住在環境極為不良之違建聚落，因

此在都市生活並沒有較為優渥，反而必須更直接地面對資本主義市場的競爭。 

二、都市原住民之相關研究 

我們在研究原住民的時候，一定會提到他們的語言，以及刻板印象地以為原住民同

胞愛喝酒，甚至酗酒等。但是，從其他方面的研究報告與文獻探討，將值得我們進一步

瞭解原住民的生活、教育、文化等層面意涵。 

諸如，原住民家長的教育態度方面，根據研究結果可知：他們很少關心子女的教育

成長，反而認為教育是學校老師的責任（尤哈尼‧伊斯卡卡夫特，民 91）。又如趙素貞

（民 92）研究結果指出：高雄市都市原住民的社區參與動機、參與程度與生活適應的關

係之研究，有幾點發現如下：（一）原住民參與社區的動機普遍很高；（二）原住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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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生活適應大致良好，尤以家庭生活與個人生活適應較佳、不過社會適應比較差；（三）

原住民參與社區活動的期望以贏得社區友誼為主，顯示原住民希求移居社會的接納與認

可；（四）都市原住民老人的社區參與動機、社區參與程度和都市生活適應，與年輕人

有很大的不同，顯示原住民有世代差異；（五）參加族裔社團之都市原住民，其社區認

同度較低，且在社區活動參與的需求符合度與滿意度較低；（六）都市原住民的社區參

與傾向族群性質的活動；（七）生涯發展動機對都市原住民的家庭生活適應有負面影響，

但有助其社會生活適應。 

另外，比恕依西浪曾（民 90）將台南縣分為都市地區與非都市地區，探討不同區域

中都市原住民的適應問題，進行問卷調查，得到幾點結論：（一）失業率較一般市民為

高；（二）工作較不穩定、薪水較低、想換工作的意願較高；（三）由於都市生活好，

透過教育與一般本地人競爭，而忽略了文化傳承，致使都市原住民第二代對其文化感到

陌生，形成傳統文化失落的危機；（四）覺得都市生活仍有種族界線的存在，得不到漢

人的認同等現象。 

張雯（民 89）則從教育人類學的觀點，探討一位卑南族都市原住民婦女，在文化傳

承過程中的生命經驗，其研究結論之一指出：有學者談到原住民必須學習，並投入都會

生活，但是，相對地卻得忍受離鄉背井與文化認同喪失的危機，尤其現在又由於各族群

的意識提高，情況會更嚴重。 

綜合上述相關文獻後，歸納以下幾點看法： 

(一) 原住民移居都市之後的家庭生活、個人生活適應情形尚佳，但在社會適應方面仍待

調整。其原因可能是原鄉社會結構、社會生活型態、社會價值觀等，與都市之間有

極大差異所造成。 

(二) 都市原住民參與社區活動意願或動機仍具正面意義，惟出現隔代之間的落差。其原

因可能是在舊文化傳承與新文化認同之間產生衝突，甚至年輕的一代本身希望能更

快、更早融入都市的生活文化裡。 

(三) 新一代都市原住民亦希望透過教育與一般本地人競爭，只是傳統的文化、舊有社會

價值觀，與都市生活、文化等之間形成適應上的拉鋸。 

(四) 經濟上的壓力過大，容易使都市原住民在適應上受挫。 

緣此，都市原住民本身也在調整自己的適應步伐，雖然在社會適應情形仍需努力，

但是，也見到他們極力參與社區的努力。此外，當都市原住民在適應社會生活受挫之際，

家庭與族群社團便成為他們疲憊身心的避風港。同時，他們也慢慢學習到漢人社會中關

於「教育」的功能，間接地，對於教育有所期望。因此，在這樣複雜的條件糾葛之背景，

都市原住民父母的教育觀，以及家庭因素的交互影響下，將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三、影響都市原住民父母教育觀的家庭因素之探究 

隨著社會的變遷，以及原住民漢化程度所致，都市原住民父母逐漸領悟到在這個競

爭力十足的環境裡，子女的學業成就對其日後生涯規劃與職業取得有直接的關聯。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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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華民國原住民教育報告書（教育部，民 86）及相關學者（巫銘昌，民 87；陳枝烈，

民 86；譚光鼎，民 84；蘇癸玲，民 85）的研究結果均發現由於居住遷徙及文化背景的

差異，都市原住民子女所遭遇的都市適應問題，其中以職業和生涯教育最為迫切。因此，

研究者以為都市原住民父母隨著當時選擇遷居都市的考量與期望，以及其他主客觀的因

素糾葛下，其所型塑出來的教育觀將可以使得我們得到更多啟示。至於影響都市原住民

父母教育觀形成的內涵為何，本研究則從家庭因素的面向來探討，並以國內學者陳枝烈

（民 90）的觀點為基礎，將其區分成家庭社經地位、父母管教態度、父母教育態度以及

父母教育期望等四個面向。 

(一) 家庭社經地位方面 

一般而言教育社會學的研究，關於在家庭社經地位這個變項裡，通常包含了家長

教育程度、職業水準以及家庭收入等三個面向。而且根據國內學者（陳正昌，民 83；

張善楠等人，民 86）的研究均支持社經地位對學業成就的直接影響。此外，根據劉敬

洲（民 83）在比較山地部落與平地教育背景之差異性的論述中指出：「山地社區的家

長學歷多為國中、小畢業，…家長本身因限於本身學歷，對於子女教育關心程度較

低。」。朱森楠（民 83）亦認為：「山地原住民家長因低收入、低教育程度以及其價

值體系的影響，使其不重視子女的教育，或者雖重視但卻沒有適當的方法」。依上述

所言，研究者以為家庭社經地位的確成為影響原住民父母教育觀發展歷程中的主要因

素之一，只是，山地原住民父母在大量往城市遷徙後，受到都市社會環境與文化的「薰

陶」之下，他們對於子女的教育觀與原先居住在部落時的觀點，是否仍是如上述研究

結果所言，抑或已做了某些程度上的修正呢？這將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二) 父母管教態度 

從早期中國傳統倫理觀念而言，父母的教養方式一直是頗受重視的議題，如孟母

三遷、畫荻教子等故事。而根據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八十九學年度原住民族調查統計

發現，原住民國中生就學人數佔全體中學生就學人數的 2.16%；但原住民國中學生低

收入戶人數卻佔全體中生低收入戶人數的 7.61%。兩者相較達 3.52 倍。另就其家庭結

構而言，來自單親家庭人數的分析，全體國中生來自單親家庭的比率是 8.75%，而原

住民國中學生來自單親家庭的比率是 19.40%；國小則是 7.45%與 16.14%。不論國中

與國小階段，都可看出原住民學生的家庭問題甚多，單親家庭的比率也比一般平均標

準為高。在隔代教養方面，全體國中生來自隔代教養家庭的比率是 1.22%，而原住民

國中學生來自隔代教養家庭的比率是 4.39%；國小則是 1.45%與 5.69%。不論國中與

國小階段，都可看出原住民學生的家庭問題甚多，隔代教養家庭的比率也比一般平均

標準為高。且其單親及隔代教養的問題大多來自原住民地區為多。只是，這樣的現象

相對於在都市而言，原住民父母的教養問題會是如何，有待進一步釐清。 

(三) 父母教育態度 

一般而言，不分族群或區域，父母之教育態度對於子女的學業成就均有很大的影

響。國內學者林清江（民 62）即明言：「教育態度的差異，在一般情況下，反應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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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背景的差異。不過值得注意的另一項事實，不論任何一個社會階層的家庭，父母

教養態度的不同，都影響子女的成績，中上階層家庭父母教育態度不同，所引起的差

異較小，下階層的父母教育態度不同，所引起的差異則較大。」，是故，父母良好的

教育態度正是改變階層環境對於學生成績不良影響的重要原因（陳枝烈，民 90）。此

外，學者陳枝烈（民 90）亦指出：「原住民教育方面，原著民學童家長對於教育的態

度，偏向兩極端，部分家長希望子女藉由接受教育來改善未來的生活，另一部分的家

長則認為學校教育並不能帶來更好的生活品質，甚至希望子女在小學畢業後幫忙家

計。」因此，都市原住民父母的教育態度究竟偏向哪一個價值觀，值得我們探究，因

為，它也將直接地影響了子女的學業成就。 

(四) 父母教育期望 

從比馬龍效應來說明期望與學業成就的關聯，再也恰當不過。此外，學者張善楠

（民 86）、林清標（民 87）的研究結果均也支持父母期望與學業成就有正相關。基

於此，許木柱（民 76）認為：「一般而言，原住民對於教育採取較為放任的態度，對

兒童的學習狀況很少給予協助與支持，而且原住民對於子女教育期望相對低於一般家

庭。」。既然如此，原住民父母對於子女教育期望低於平地一般家庭，那麼遷移至都

市的原住民父母，歷經了漢族文化對於「經由教育可以獲得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這

種觀念，其轉變為何？甚至，他們是如何在教育期望（高期望與低期望）的兩端中取

得平衡點，這都是值得深入去了解。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試圖從家庭因素的觀點，來分析都市原住民所面臨的社會適應問題，以及其發展

的社會背景。因此，採以質性研究的研究取徑---訪談的方法來蒐集資料（訪談大綱參考附錄

一）。 

一、研究方法 

(一) 訪談 

1. 情境描述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選擇高雄市前鎮區「希望國中」（化名）學生家長作為研究

對象，其用意有四：第一，高雄市都市原住民的形成有其歷史背景可言，而且在全

國都市原住民人口比率屬偏高之地區；第二，前鎮區是高雄市都市原住民人口比率

偏高之地區；第三，為這所學校的都市原住民學生數眾多，相對地，這些學生家長

所面臨的社會適應問題，值得重視與關注；第四，這所學校在本市對於都市原住民

學童學業輔導與生活輔導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同時也有很多的措施與活動值得

探究。因此，本研究基於上述之條件作選樣的考量。 

2. 訪談對象 

在訪談方面，晤談對象有二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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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住民家庭一：A 先生 A 太太】 
A 先生族別是台東東河阿美族，現在工作是土木工程與建築（任職別人公司），

而以前台灣景氣好時，曾自己開公司，只是景氣不好時倒閉了。至於 A 太太族

別是嘉義太保閩南人，現在任職於食品加工業員工（麥當勞雞肉代工），年輕

未婚時到台北學裁縫。 

(2) 【原住民家庭一：B 先生與 B 太太】 
B 先生族別是新竹五峰泰雅族（原住地：賽夏族、客家人、閩南人、外省人…
混合區，所以彼此都會一些他族群語言，以便於溝通），祖父母皆為泰雅族，

外祖父閩南人（被賽夏族人收養，因為年幼時與原來家庭失散，被好心的賽夏

族人收養，直到往生前也未找到親人），外祖母為賽夏族。現在工作是貨櫃車

司機，月入 50,000-60,000 元，以前是日本水泥網公司工人。至於 B 太太未接受

訪談，但是其族別是台東東河阿美族人，工作是任職冷凍廠臨時工，年輕未婚

時到新竹市水田街電子公司上班。 

(二) 資料的處理與分析 

表 4 是本研究依據研究方法蒐集的資料，所作的編碼系統。表 5 為本研究將蒐集

的資料轉譯為文字時所採用的轉譯符號。 

表 4  編碼系統表 

符號 意義 
訪談 070421 ●西元 2007 年 4 月 21 日運用訪談之方法所得的資料 

 

表 5  轉譯符號表 

符號 意義 
A.B. ●進行訪談法時所代表的訪談對象之代號。 
… ●省略原文本的一句話或一段話 

（  ） ●用括號標出研究過程中特別或不尋常的聲音或動作。

10 大小標楷體字型 ●表示引用某位參與研究之受訪者的對話內容。 

二、研究實施 

本研究的研究實施之流程，如表 6 所示： 

表 6 本研究實施流程 

時       間 研究項目與內容 資料蒐集方法

96.4.21 ●半結構式非標準式訪談 ●訪談 
96.4.2-96.5.13 ●資料蒐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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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家庭社經地位方面 

整體而言，家庭社經地位包括家長教育程度與職業水準、平均每個月的收入，前者

關係到家長的管教態度及教養方式，甚至家長的期望；後者則牽涉家庭經濟，影響學童

受教機會、學習環境（陳枝烈，民 90）。又之，誠如從上述文獻探討中我們發現山地原

住民家長因低收入、低教育程度以及其價值體系的影響，使其不重視子女的教育，或者

雖重視但卻沒有適當的方法（朱森楠，民 83）。但是，遷移至都市的原住民父母與山地

原住民家長之間，在其同時受到家庭社經地位因素影響之下，而致使子女教育備受忽視

的關聯程度，是否源自於資源不利的再製現象，值得進一步探討。 

A 先生：「老大、老二為雙胞胎男生（出生相差六分鐘），目前就讀**工商（電

子）：一為綜合高中電子學程；另一為電子科，學費均有補助（先繳全

部的註冊費，再退補助款，一人退二萬多）。老三也是男生，目前是希

望國中二年級（希望國中風評好多了，父母不想再讓老三越區就讀，也

可避免通勤麻煩），只是成績在及格邊緣，媽媽歸因於（孩子文靜內向，

不懂不好意思問）。」（訪談 050529） 

B 先生：「大女兒從**護專畢業，目前任職**醫院護士；二女兒**技術學院畢業，

目前任職**卡拉 OK 領班；老三是男孩（參加訪談）從**餐飲科畢業，

目前在**高科技做電子相關工作；老四是女兒，國二學生，成績在及格

邊緣。」（訪談 050529） 

從兩位受訪者所提供的資料我們發現：A 先生的雙胞胎男孩目前就讀中等職業學校

的電子科系，尚屬時下流行產業，至於最小兒子就讀學區國中，只是成績不甚理想。相

同地，B 先生的女兒分別從高等教育學校畢業，有固定收入的工作，男孩則自高商畢業

後，也順利找到工作。至於最小女兒就讀學區國中，成績僅在及格邊緣。因此，整體而

言，兩個家庭的子女教育以及職業取得仍屬順利。 

至於兩個家庭父母社經地位如何？ 

A 先生：「我的族別是台東東河阿美族，現在工作是土木工程與建築（任職別人

公司），而以前台灣景氣好時，曾自己開公司，只是景氣不好時倒閉了。」

（訪談 050529） 

A 太太：「我是嘉義太保閩南人，現在任職於食品加工業員工（麥當勞雞肉代工），

年輕未婚時到台北學裁縫。」（訪談 050529） 

B 先生：「我的族別是新竹五峰泰雅族（原住地：賽夏族、客家人、閩南人、外

省人…混合區，所以彼此都會一些他族群語言，以便於溝通），祖父母

皆為泰雅族，外祖父閩南人（被賽夏族人收養，因為年幼時與原來家庭

失散，被好心的賽夏族人收養，直到往生前也未找到親人），外祖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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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夏族。現在工作是貨櫃車司機，月入 50,000-60,000 元，以前日本水泥

網公司工人。我太太（未接受訪談）的族別是台東東河阿美族人，工作

是任職冷凍廠臨時工，年輕未婚時曾到新竹市水田街電子公司上班。」

（訪談 050529） 

基本上，A 先生與 A 太太屬於原漢通婚，尤其 A 先生曾經自己創業開設公司，只是

受到經濟不景氣影響所致而歇業，目前任職於別人公司，但是，夫妻倆均有固定收入的

工作，婚姻幸福。至於 B 先生與 B 太太係屬通婚，儘管 B 先生工作是貨櫃車司機，但是

收入不錯。 

因此，對照兩個家庭父母社經地位與其子女教育與工作情形，研究者發現家庭經濟

方面，尚屬小康，因此子女教育機會與學習環境的選擇與一般家庭而言相差無幾，不僅

如此，目前兩個家庭孩子的職業取得情形也是同樣情形，而不會因外在環境景氣差影響

而賦閒在家。 

二、父母管教態度方面 

從社會學習理論來看，父母是孩子心目中重要的認同對象或學習楷模，相對地，父

母的教養方式亦將影響孩子們未來的教育學習與生活適應等式態。學者黃富順（民 62）

即明言：「多數研究指出，父母對子女的管教側重愛的方法，強調感情、了解，並按子

女的興趣予以合理的滿足，則學童在校的表現較佳。不論都市、鄉村國中生的學業成就

均與父母管教態度呈現正相關。」因此，當都市原住民遷移至都市後，受到內在與外部

因素的影響下，在管教態度方面與山地原住民相較之後，是否出現轉變或是一如往昔，

值得省思。 

A 先生：「在家庭教育方面，我會訓練男孩做家事（份量要一樣多），分擔媽媽

的工作。例如：負責倒垃圾、洗碗、拖地，但是，每一個孩子僅做份內

事，不幫兄弟做，也不願多做，多做事的孩子會抱怨發牢騷。」（訪談

050529） 

A 太太：「先生下班若是先回家，也會主動先準備晚餐，他很樂於幫家人準備晚

餐。」（訪談 050529） 

B 先生：「家裡教育由母親負責注意孩子的教育，我覺得尊重孩子的意願很重要，

若是強逼孩子可能會有反效果，要適性發展。」（訪談 050529） 

因此，根據上述訪談資料顯示，A 先生與 B 先生對於管教孩子的態度屬於民主、尊

重與責任的方式，甚至 A 先生還非常樂意準備晚餐與家人一起分享。至於在原住民傳統

文化與宗教信仰上，是否會對於管教態度有什麼影響？ 

A 先生：「記得幼年過年時跟著家長拿香拜紅紙，妹妹是信奉天主教，太太拜佛。」

（訪談 050529） 

B 先生：「我沒有固定信仰，以前參加基督長老教會，太太是天主教。…老三（兒

子）小時候和媽媽去天主教堂，親子關係好，只是唸國中曾和媽媽頂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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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 050529） 

根據訪談資料，A 先生與 B 先生在宗信仰上並無固定信仰對象，但是，親子關係良

好。 

此外，我們也可以從相關研究中了解到，父母管教態度的差異性對於從家庭因素的

觀點來探究子女學習情況是重要的線索與變項。學者吳燕和（民 51）、廖守臣（民 87）、

林淑華（民 86）曾經以泰雅族為例探討教養方式的差異性，發現：傳統泰雅族並無文字，

也沒有一個特定教育機關對兒童進行教育工作，在進入幼兒期（約五、六歲起）後依賴

家庭與社會的長者之口傳、言行、暗示與指導，然後再藉由本身的模仿與觀察進行學習。

在管教方式方面，除非孩子有傷害他人身體的動作或言詞，否則泰雅族父母多採取放任

的態度來管教。然而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泰雅族兒童和青少年的學習就可能缺少適度的

關懷，父母較不會過問子女課業。而雪上加霜的是，部落中大部分家長因為教育程度偏

低，不懂教材，更造成父母不過問子女功課，即使有也無力的現象。 

然而，本研究受訪對象對於管教小孩態度則明顯與山地部落家長不同，前者仍希望

子女能得到較好的教育學習環境。 

三、父母教育態度方面 

父母的教育態度對子女的學業成就有很大的影響，父母若對子女的教育是積極的、

支持的、關心的、興趣的，則子女的學習動機、自我抱負較高，學業成就的表現較佳；

反之，若是消極、不支持、甚至不聞不問，則學童對自我要求也降低，表現在學業上的

態度也就得過且過（陳枝烈，民 90）。 

誠如本研究受訪對象所言，由於父母對於子女的教育採取關懷的態度，即使父母忙

碌無暇照顧小孩，但是家庭和諧的氣氛仍繼續影響了子女們。 

A 先生：「三兄弟感情好。哥哥放學回家，若是父母未回家，擔心弟弟補習前沒

吃晚餐會餓肚子，就會先下廚準備晚餐讓弟弟吃。」（訪談 050529） 

同時，本研究受訪之都市原住民家長對於小孩教育態度與山地部落家長明顯有差

異，也極力希望孩子們能擺脫自卑心理，勇敢地與老師互動，亦希望老師能採以鼓勵的

方式讓小孩能上台表達自己。 

A 太太：「三兄弟與師長互動，我認為三個孩子都不主動與老師互動，…孩子有

自卑感，希望老師多鼓勵孩子上台。」（訪談 050529） 

從受訪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 A 太太對子女教育態度是積極的期盼心情，但是又充滿

無奈。儘管如此，她仍竭盡所能安排適宜的學習環境讓孩子們就讀。 

A 太太：「孩子（老大、老二）國中時就讀快樂國中（當年希望國中風評不好，

所以越區就讀）。」（訪談 050529） 

因此，從本研究受訪對象的談話我們發現，誠如學者李亦園（民 72）指出：原住民

家庭經濟困難，家裡讀書環境不佳，與家長持反對態度等因素可能是造成原住民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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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就與升學率低落的主要原因。可喜的是，現階段的原住民家長已逐漸體會到子女教

育的重要性。此外，學者張建成、黃鴻文（民 82）研究更發現原住民家長的教育態度，

包括家長的教育價值觀、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以及對子女教育的參與和關心等，幾乎與

漢人無顯著差異。 

四、父母教育期望方面 

父母期望對子女的學業成就呈現高度關聯性（林清標，民 87；林清江、簡茂發與李

建興等，民 68；張善楠，民 86；Mau,1997；Soto,1990）。至於原住民父母期望研究方

面，許木柱（民 76）指出：「一般而言，原住民對子女教育期望相對低於一般家庭。」

這樣的研究結果當然不能解釋全部效果，尤其時代變遷迄今，原住民父母教育期望似乎

已經有了轉變。根據譚光鼎（民 91）在 89 學年度於新竹縣選取三所平地國中（這三所

學校都緊臨原住民鄉外圍，從鄉內出外升學的學生多集中在這三所學校），以訪談的方

式探索這些學生出外升學的動機、生活適應、人際關係等面向，並且詢問他們家庭狀況、

如經濟條件、父母社經地位、教育期望等。研究結果則顯示：「在父母教育期望方面，

出外升學者之父母的成就動機高於留在原鄉升學者，在所有受訪者對象（出外升學 13
人、就地升學 12 人）中，出外升學者 13 人中有 7 人的家長希望讀到大學，而 12 位留在

原鄉升學的學生僅有 3 人的父母表示希望子女讀到大學。」。 

因此，在本研究裡關於「子女教育都市好？部落好？」的問題，A 先生與 A 太太，

以及 B 先生均作如下表示： 

A 先生：「覺得就學、就業還是在都市發展較好，國小時老師照顧都不錯，孩子

在歌唱、運動方面都不錯。對於快樂國中免費為孩子提供課業輔導，我

們夫婦都覺得很感恩。」（訪談 050529） 

B 先生：「在都市較好，教育品質好，競爭力強，…覺得鄉下老師較不嚴格，回

憶讀小學時上課偷爬窗戶到外面採四季果（百香果），…末代國中入學

需要考試，因為考不好，後來就沒讀國中了。」（訪談 050529） 

但是，移居至都市後的原住民家庭是否真能與一般民眾一樣，不僅在教育期望有所

轉變之外，更能從社會資源或經濟條件上得到支持，達成其教育期望的目標。 

A 先生：「目前居住情況，一家五人租 30 坪左右公寓，月租 5,000-6,000 元。…

都市經驗方面，過去受歧視，尤其在找工作時感受最深。」（訪談 050529） 

B 先生：「目前居住情況，租房子 30 坪，月租 6,000 元。…我們夫婦及老四住此，

老三另外租屋在公司附近，因為工作需求常要加班，或臨時通知去上班，

房租 4,000 元。至於過去都市生活經驗，受到歧視，尤其是找工作。」

（訪談 050529） 

因此，兩個家庭父母遷移至都市後的生活經驗裡，曾經遭受歧視，尤其是找工作時。

此外，由於家庭經濟條件不足，兩者均租屋。可是，兩個家庭父母基於教育期望的轉變，

堅持都市生活對於就學與就業均較有益於他們。當然，他們更希望政府幫助原住民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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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國中與高中的學雜費都能全免 

伍、結論與省思 

一、結論 

(一) 家庭社經地位方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家庭經濟方面，尚屬小康，因此子女教育機會與學習環境

的選擇與一般家庭而言相差無幾，不僅如此，目前兩個家庭孩子的職業取得情形也是

同樣情形，而不會因外在環境景氣差影響而賦閒在家。只是，經濟條件尚無法充裕到

可以居住自己的房子。因此，與山地部落家庭相較之下，遷移至都市生活就目前為止

仍有益於他們。這樣的結果與劉敬洲（民 83）所做的研究相同，均認為山地部落與平

地教育（或是都市）出現明顯差異，主因無非是山地部落家長的社經地位較低，以至

於反映在子女教育上時，其關心程度較低。然而，雖然在本研究得到資料顯示都市原

住民在就業與就學上可以得到較多支持，可是，若是進一步深入了解轉學率、中輟學、

失業等問題時，或許其結果將更能充分解釋都市原住民在這方面的後續現象。 

(二) 父母管教態度方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受訪對象對於管教小孩態度則明顯與山地部落家長不同，前者仍

希望子女能得到較好的教育學習環境。對於管教孩子的態度屬於民主、尊重與責任的

方式，只是，這樣的研究結果與學者吳燕和（民 51）、廖守臣（民 87）、林淑華（民

86）的研究報告有異。於是，研究者進一步做事後分析，認為造成差異原因有三：1、

本研究受訪對象是都市原住民，而非山地部落家庭，兩者仍有差異；2、社會變遷與

文化的融合，造成都市原住民父母管教態度已做了相當程度的轉變；3、本研究受訪

對象是立意抽樣所得，應該進一步採取普查方式，了解該地區所有都市原住民家庭在

管教態度上，所呈現統計上之集中與離散的現象。 

(三) 父母教育態度方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受訪之都市原住民家長對於小孩教育態度與山地部落家長明顯

有差異，也極力希望孩子們能擺脫自卑心理，勇敢地與老師互動，亦希望老師能採以

鼓勵的方式讓小孩能上台表達自己。而且從受訪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父母對子女教育

態度是積極的期盼心情，但是又充滿無奈。這樣的研究結果與學者張建成、黃鴻文（民

82）研究結果相符，尤以該研究發現原住民家長的教育態度，包括家長的教育價值觀、

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以及對子女教育的參與和關心等，幾乎與漢人無顯著差異。可見

現今都市原住民父母教育態度已有了十足的轉變，也能從中體會到教育對於子女在社

會流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在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財物資本的支持上較為缺乏，

仍有努力的空間。 

(四) 父母教育期望方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兩個原住民家庭父母遷移至都市後的生活經驗裡，因為曾經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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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尤其是找工作時。加上由於家庭經濟條件不足，目前均租屋。因此，相對地，

兩個家庭父母加深了基於教育期望的轉變，堅持都市生活對於就學與就業均較有益於

他們。當然，他們更希望政府幫助原住民子弟，國小、國中與高中的學雜費都能全免。

這樣的研究結果與學者譚光鼎（民 91）的研究有相似之處，因為從其訪談結果顯示：

出外升學者 13 人中有 7 人的家長希望讀到大學，而 12 位留在原鄉升學的學生僅有 3
人的父母表示希望子女讀到大學。因此，對於父母教育期望方面，顯見出外升學者（遷

移都市原住民）與原鄉升學者（山地部落家庭）出現差異，亦即前者父母教育期望較

高。只是，研究者認為期望與實際二者之間仍存有落差，高度期望不見得全部能付之

實現，尤其都市原住民所面臨的問題不僅是本研究所探討的家庭因素而已，尚包括學

校因素、社會環境、文化認同等。 

二、省思 

近來因「本土化」與「在地化」的意識流所致，原住民族的教育問題再度成了各界

關切的焦點，同時也成為政府教育建設的重點方向。若從法源層面來看，憲法第一六三

條對教育機會均等的精神明令如下：「國家應注重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以及憲法

增修條文第十條中對原住民族的文化、地位的保障亦指出：「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

極維護發展原住民語言及文化」、「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

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

促其發展…」。因此，政府確實曾訂定許多原住民族教育法令，以輔導原住民學生接受

良好的教育。但是，雖然政府所施行的各項教育措施對原住民學生的升學率與教育品質

確有提升，但並未因而加速縮短原住民族教育與一般社會教育之差距。 

因此，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以供參考： 

(一) 政府應落實原住民福利政策，照顧所有原住民 

整體而言，政府應綜合研訂原住民族福利政策制度及法規，充實原住民族法制與

法源，並建立原住民族認定機制，以及推動原住民族自治制度，使之維護原住民族人

權。同時，落實推動中程施政計畫，辦理都市原住民生活輔導計畫等，藉以照顧廣大

原住民同胞。 

(二) 配合時勢，積極協調與規劃完善的原住民教育體系 

由於社會變遷加劇，因此政府應積極協調與規劃原住民教育，建立完整原住民族

教育體系，並思考協調設立原住民完全中學及民族學院，以及協助中輟生順利就學，

藉以確保原住民教育權。同時，積極培育原住民各類人才，提供獎助學金，並促進原

住民族教育健全發展，全面提高教育品質。 

(三) 政府與廠商合作，促進原住民就業率 

政府出面與廠商合作，共同促進原住民就業率的提升，並建立原住民就業統計資

料庫，確實掌握失業人口，以及加強訓用合一職業訓練。同時增進部落產業發展與創

造部落就業，確實執行永續台灣就業計畫，擴大原住民就業機會，藉以降低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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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原住民工作權保障。 

(四) 政府應加強規劃與輔導原住民經濟及產業發展 

政府應規劃與輔導原住民的經濟發展，試圖建構自主融資體系，充實原住民族綜

合發展基金，並改進貸款作業程序，藉以促進原住民觀光產業，以及輔導部落產業加

工與銷售出路。同時規劃與維護生物多樣性之保育工作，以及資源永續利用，建立原

住民族產業發展機制，維護原住民族自然資源。 

(五) 發展與維護原住民傳統文化在都市的生存空間 

隨著都市原住民人口的增加，政府應重視在都市生活環境中，原住民傳統文化的

價值與保存措施。比如維護原住民族文化資產，普及社區部落學苑，藉以重建部落歷

史，以及訓練文化藝術人才。此外，發展多元文化，舉辦南島文化節活動，促進原住

民族文化國際交流，並充實原住民族語言學習工具，推動原住民族語言師資認證及語

言教材，振興原住民族語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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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卓越領導校長時間運用之研究 

第一章 緒 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之運用。研究內容涵蓋擔任校長後面對工作內容

的時間分配，面臨繁重的任務如何形構時間運用的最佳模式與策略，在追求卓越的過程之後，

冷靜剖析己身時間運用的適切性，皆是本研究想要探究主要議題。首章旨趣在於說明本研究

之動機與目的、問題、名詞釋義、範圍與限制和研究之價值。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了解國民小學卓越校長主要的工作職務，並探索工作職務與時間配置之現況，提供

給研究對象和相關者對卓越校長主要的工作職務有較完整明確的認識，便成為本研究的

第一個動機。 

探討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模式與尋求優質的時間運用策略，為本研究的第

二個動機。 

提供卓越校長，針對時間運用議題內涵進行適切反思，並從中建構相關優質的實務

知識脈絡，此為本文動機之三。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可分為下列四點： 

一、探討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工作內容與時間配置狀況。 

二、分析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行為模式與策略。 

三、剖析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反思與建議。 

四、根據研究結果，針對國民小學擔任校長的時間運用提出建議。 

第二節 研究問題 

藉以上所述研究目的之導引，本研究將以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為題，試圖探究下

列問題： 

一、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工作內容與時間配置狀況？ 

二、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行為模式與策略為何？ 

三、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適切性的反思與建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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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卓越校長 

國民小學卓越校長，係指獲得教育部經營卓越獎之國民小學校長。 

二、時間運用 

本研究所謂卓越校長之時間運用，包含校長為了達成個人或單位工作目標，進而達

成組織目標，利用時間資源達成目標過程中的自我管理與工作管理。 

本研究涉及層面較廣，不僅是行政管理，亦可能包括學校內外組織之領導行為，亦

可包含滿足組織成員愛、生活、學習與發揮影響力之行為。 

三、時間運用的行為模式  

本研究之時間運用的行為模式所涉及的內容為認知層面的干擾與困難，技能層面的

原則與策略，素養層面的模式與改善品質的策略。 

四、時間運用的適切性 

本研究之時間運用的適切性指其內容是否有多元、平衡、「正確的事」與「把事做

正確」的考量和規劃實踐。 

五、個人自我管理之反思 

依「時間平衡」概念內容指心靈良知層次的價值判斷、社會情感愛層次的人際情感、

身體物質生活層次的身體自律與心智學習層次的目標探索等四方面。 

六、組織領導時間運用之反思 

依「時間平衡」概念內容指心靈良知層次的以身作則、社會情感愛層次的充分授權、

身體物質生活層次的整合體系與心智學習層次的探索方向等四方面。 

七、掌握關鍵與執行要素 

前者指心靈、價值、文化、目標、願景、心智學習等，屬於「正確的事」；後者指

執行體質之制度架構和從事情感人際社交等，屬於「把事做正確」。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一) 研究對象的範圍：本研究對象為卓越校長，針對受訪者時間運用進行訪談。受訪對

象有四位，二位為臺北縣之卓越校長，二位為臺南市之卓越校長。 

(二) 研究內容的範圍：本研究之「時間運用」係以國小卓越校長在學校中的「時間運用」，

並不包含下班之後的時間運用。內容涵蓋卓越校長工作時間的配置、時間運用的行

為模式與策略和適切的反思。 

(三) 智識理論的範圍：從卓越校長工作內涵層面，探究工作管理領導與時間運用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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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涵；就時間運用的相關理論層面，探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之模式與策略；從學

者專家實徵研究成果，激起與擷取本研究之思絡。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雖力求周全完整，但在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之下，仍有許多限制因素無法

排除，這些限制茲分述如下： 

(一) 國內文獻資料的不足 

對於以「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之研究」為主的文獻資料較少，運用在企業

界的管理上則較為普遍，以致於在教育方面的時間運用研究較為欠缺，在教育上有系

統探討的文獻資料甚少，因此構成本研究的一大限制。 

(二) 就研究對象的代表性而言 

本研究以卓越校長為主，基於每位校長的時間運用模式不盡相同，故擬不將結論

推論至每一位校長。但是透過對研究情境及研究過程的描述，讀者仍可得到藉以參考

的經驗。 

(三) 就研究方法而言 

在訪問調查方面雖然本研究悉依據訪談研究的步驟與原則進行，在訪談對象的選

取上，然而仍難避免少數受訪者，因事務繁忙、心理的潛在因素、時間，使訪談的結

果稍受限制。 

(四) 就分析方式而言 

從國民小學卓越校長個人特質與工作角色、組織文化實際背景脈絡中和學校經營

管理的角度分析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之情形，研究的結果未必與其他研究方法

的分析結果吻合。但是透過對研究情境及研究過程的描述，讀者仍可得到寶貴的參考

經驗。 

第五節 本研究之價值 

一、對卓越校長工作適應方面之貢獻 

國民小學卓越校長面對急速變遷環境，卓越校長之工作適應方面對卓越校長而言是

一種典範學習。 

二、對卓越校長入職後困境方面之參考 

現在的校園生態多樣化，校務經營管理的難度與複雜度日益升高，挑戰性愈來愈大，

卓越校長面對的工作服務困境將更多。本研究將探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之困境與因應方

式，從而分析、反思其職前教育與導入時間運用的相關專業需求。 

三、對校長培育方面之借鏡 

我國目前國民小學校長培育制度，對時間運用相關的智識與實務技能課程有顯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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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處，仍有許多待改善的地方。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建議將在此一方面提供各地方教

育校長培育機構作參考。 

四、對入職後輔導機制方面之規劃作參考 

本研究將探究干擾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之因素與運用內容之適切性，以提供

未來規劃入職輔導機制作參考。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有關校長工作內涵、時間運用的相關理論、學者專家相關實徵研究進行探討。由

於國內外有關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之研究較少，且時間運用與民間企業時間管理、工

作效能有契合之處，因此，本文獻以相關校長學、學校行政學與民間企業管理之文獻及研究

綜合歸納。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校長工作內涵 

本節所探討的內容為國民小學卓越校長工作內涵。其目的乃在於提供論文題目卓越校長

時間運用研究所需之有效論證的條件，本文從法理、宏觀、日常生活化的微觀與校長專業成

長發展，切入探究卓越校長工作內涵，其次以卓越校長的挑戰之議題做探討。 

一、校長工作內容 

本小節從法理觀、宏觀、微觀與校長專業成長發展等層面理解卓越校長工作內容。 

首先，從法理觀點看校長工作內容，以國民教育法（2007）第九條規定而言：國民

中小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應為專任，並採任期制，在同一學校得連任一次。國民

教育法第十條中，規定校長需召集主持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即校務發展計畫、

學校各種重要章則、依法令規定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之事項、校長交議事項）。 

教育部所頒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及幼稚園園長成績考核辦法（2007），其考核項

目中，可作為法定校長職責具體內容，包括： 

1.執行教育政策及法令之績效。 

2.領導教職員改進教學。 

3.辦理行政事務效果。 

4.言行操守及對人處事。 

5.其他個案應列入考慮之項目。 

其次，就宏觀觀點，對校長工作內容進行剖析。張素貞（1999）研究將校長的工作

簡化成行政、法令、教學、輔導及社區互動；何志峰（2001）研究指出，組織與計畫、

行政領導、事務管理、教學領導、危機管理與公共關係。江彥儒（2002）針對卓越校長

工作勝任狀況與專業發展需求之研究，歸納了國內外學者的觀點，梳理出校長工作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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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向：政策（法令）執行、行政管理、教學領導與公共關係。 

再次，從日常生活微觀的角度觀察校長的工作，林文律（1999）指出，校長的工作

內容非常多樣，部份的工作職責如下： 

1.處理日常的問題；2.處理工程的問題；3.與各處室討論各項與業務相關的計畫、指

示工作、追蹤工作執行的情形；4.對於行政人員及教師分別進行行政指導與教學指導；

5.協助各處室的工作；6.規劃學校課程發展、學校特色及教師進修等；7.爭取經費；8.協
助各處室的工作；9.批閱公文；10.主持各項會議；11.參加各項與教育有關之會議；12.
巡視校園；13.忙著講話。 

陳聖謨（2000）認為校長工作職責包括：協調、指示、支持成員工作。經由界定目

標、評鑑表現、提供資源、建立正向氣氛、培養學校與社區良好關係、規劃訂定行事曆、

保持記錄、解決衝突、處理學生問題、與教育行政當局協調合作及維持學校正常順利運

作。 

侯怡楓（1999）從民族誌研究取向，長期觀察一位國小女性校長（時間持續約三個

月，總時數超過 100 小時），並記錄校長的實地工作，結果將校長的工作歸類為，包括

教育領導與行政管理兩大類的工作內容。 

在校長教育領導的工作方面，有「課程規劃與發展」的事項；「教學指導與教學革

新」的事項；「學生服務」事項；「教學視導」事項；「提升師生教與學的效果」等工

作。 

在學校行政管理的工作方面，有「計畫與組織」；「決策、管理與執行」;「學校公

共關係」;「監督與評鑑」；「例行事務」;「經費與設備」；「改善環境整潔」等工作。 

國外學者 Sergiovanni（2001）分析校長工作的任務範圍，可包括：課程與教學領導；

人事；學校管理；學生活動；教育局活動；社區；計畫；專業發展；學生行為等。近年

來又增加一些議題，如市場行銷、政治學以獲得支持、與社會工作團體合作、學校本位

管理、有關法律問題等，以及學校建築、校園安全與各項教育改革方案等。 

最後，校長專業成長發展層面探討校長工作內容。林明地（2002）整理美國全國小

學校長學會所發表「中小學校長應精通的能力」與全美教育行政政策委員會提出二十一

個表現領域，分為四大表現領域，分別為：（一）行政功能領域、（二）人際互動領域、

（三）技術規劃領域以及（四）情境領域，每領域下分四至七細目。（一）行政功能領

域：領導、資訊蒐集、問題分析、判斷、組織監督、執行、授權；（二）人際互動領域：

激勵他人、人際敏感性、口頭與非口語表達、書面表達；（三）技術規劃領域：教學與

學習環境、課程設計、學生引導與發展、教職員發展測量與評鑑、資源分配；（四）情

境領域：哲學與文化價值、法律與行政規定應用、政策與政治影響、公共關係。 

校長工作具有持續短暫、功能多樣、工作項目經常更換、支離破碎、情境特殊、口

語的、不定型的、不連結的、瑣碎的、以及許多自主性。在侯怡楓、林文律與陳聖謨等

人相關研究內容皆可以看到此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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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擬二點作小結，一為校長工作內涵可分兩大範疇，即為教育領導與行政

管理兩大範疇； 

教育領導範疇可細分為：課程規劃與發展、教學指導與教學革新、學生服務、教學

視導、提升師生教與學的效果、專業發展、學校本位管理、教育改革、法律問題等面向。 

行政管理範疇可細分為：計畫與組織、決策、管理與執行、學校公共關係、監督與

評鑑、例行事務、經費與設備、改善環境整潔、學校建築、校園安全、人事等面向。 

以上文獻可得知校長工作的特性，校長工作具有持續短暫、多樣、經常更換、支離

破碎、情境特殊、口語的、不定型的、不連結的、瑣碎的、以及許多自主性等之特性。 

二、校長的挑戰 

江彥儒（2002）指出校長工作上的挑戰有四：（一）行政事務。（二）人際關係。

（三）專業能力。（四）自我角色。 

何福田（2004）《初任校長》一書中提出校長首當其衝的五要務：（一）了解學校。

（二）走馬上任。（三）推動校務。（四）化解矛盾。（五）決定去留。 

三、本節文獻探討內容對本研究之啟示 

(一) 了解國民小學卓越校長的工作層面 

藉由文獻探討了解國民小學卓越校長工作的內涵，以明確劃分出國民小學校長在

國民小學教育中所從事的工作層面。 

(二) 探討國民小學卓越校長職責和時間運用的關聯性 

經由文獻探討中了解國民小學卓越校長的工作狀況與脈絡後，本研究將藉由了解

國民小學卓越校長的工作職責，來探討國民小學校長時間運用的關聯性為何?  

(三) 經由國民小學卓越校長工作性質找出良好的時間運用策略 

審視現今多變的資訊時代，每種行業工作性質及職責不同，對自已工作時間的規

劃與管理皆不相同。國民小學校長職責有其獨特性，並且因為面對社會快速變遷，國

民小學校長職責也隨時代進步而有所改變。國民小學校長在自己的工作職責中，有哪

些重要有效的時間運用策略來管理自己的時間，使國民小學卓越校長能輕鬆扮演好自

己的角色，並能領導同仁達成教育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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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時間運用的相關理論探討 

一、時間管理相關理論探討 
時間運用的意義、性質 

(一) 時間運用的意義 

陳儀如（1998）研究指出時間運用有四項意義：1.設定目標。2.知覺控制時間。

3.排定事情的優先順序。4.機械化技巧。 

朱文雄（1999）認為時間運用有六項意義：首先，時間問題就是管理問題。其二，

時間運用就是自我管理。其三，妥善有效地運用每天的二十四小時。其四，投注最少

時間，獲得最大效益。其五，將本人身邊有限的時間，作最充分和最有效的運用。最

後，則將時間用在與目標相關的活動上。 

吳宗立（2000）指出時間運用對行政決策歷程具有四項意義：其一為爭取決策時

間，其次，能適時掌握決策時機，再次為能針對決策序位合理規劃，最後則是管制決

策的績效。 

綜上所述，可知時間每天雖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但卻總難清楚地界定其意

義，因為時間雖是固定的流逝，但不同的人及不同的社會卻對其有不同的理解，且時

間運用是一個設定目標，按照優先順序，把握時機、有效應用時間資源以達成既定目

標的自我管理過程。 

(二) 時間運用的特性 

李光偉（2002）、高建民（2002）研究認為時間運用的特性有：1.循環性與直線

性。2.和諧性與對立性。3.節奏性與層次性。 

學校中的成員各自有其時間運用規則，但學校時間在規律中也帶著相當大的複雜

性，學校時間因為考量的角度不同，而出現了不同的特性。當一個組織運作時，就會

發現了它具有循環、和諧與明確階層的特質；而當我們分別從行政與教師的觀點來看

學校的時間運作時，就發現了它具有對立的性質。 

二、時間運用的理論發展 

(一) 第四代管理理論 

時間管理至今已演變至第四代，每一代都以前一代發展為基礎，作家柯維（Stephen 
Covey）和梅爾夫婦（Roger Merri11and Rebecca merri1）合著的「與時間有約」將時

間管理發展的第一代稱為「備忘錄型」，第二代為「規劃與準備型」， 第三代為「規

劃、訂定計畫、操之在我型」， 第四代為「確定原則，最重要的事先做型」（陳儀

如，1998），這些名稱巧妙的表現出時間管理每一代的重點。 

(二) 時間文化的新典範 

時間管理與運用即為「有效的自我管理」（Lothar J. Seiwert , 2004，吳信如譯，



第 106 期國小校長儲訓班專題研究彙編 

 

110 

2004），在自我管理過程中羅塔爾．塞維特認為有三大層面值得大家探討： 

1. 找尋新的時間文化 

組織領導人，一方面提升績效與競爭速度，但另一方面，自然的時間節奏卻又

要求放慢速度，即生活目標和日常現實之間的「時間平衡」。 

2. 主導時間與具體步驟 

按照自己的目標與角色來生活才是有效的自我管理。因此，首先必須先確立自

己的願景與具體目標，然後才能設定自己的角色，並設計適當的成功策略。 

3. 個人性格特質不同，應該用不同的模式管理運用時間 

羅塔爾．塞維特結合美國心理學家馬其頓研究的四種行為模式：強勢、誘導、

順從與屈服。歸納出四種基本性格： 

(1) 強勢主導的人具有任務傾向和外向的行為模式 

(2) 積極主動的人具有外向和人際取向的行為模式 

(3) 堅持穩定的人具有人際取向和內向的行為模式 

(4) 巨細靡遺的人具有內向與事物取向的行為模式 

大部份的人都擁有兩種以上的行為模式，當事者會因環境或任務條件不同，而

採取適宜的行為模式。行為模式之間沒有「好」與「壞」的性格特質，重要的是是

否瞭解自己的瓶頸和優點，如此方能在關鍵時刻掌握時間與自我管理的主體性。 

三、時間運用的原則、策略與模式 

(一) 時間運用的原則 

時間管理與運用的原則是使時間能更有效能的手段，茲將學者對於原則的論述分

析如下： 

1. 運用目標管理方法（朱文雄，1999；徐發斌，2002）。 

2. 擬定詳實工作計畫（何志峰，2001；徐發斌，2002）。 

3. 保持適度彈性時間（徐發斌，2002；朱文雄，2005） 

4. 把握最佳時機（徐發斌，2002；朱文雄，2005） 

5. 掌握整體原則（徐發斌，2002；朱文雄，2005）。 

6. 兼顧效率與效果（徐發斌，2002）。 

(二) 時間運用的策略 

時間管理與運用的策略是使時間能更有效能的選擇，策略運用的目的在於有效能

地整合資源，並落實及發揮執行力，達成校長與學校之願景，茲將學者對於策略的論

述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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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劃策略 

(1) 計畫評核術：鄭彩鳳（1993）認為良好的計畫評核術（PERT）是一種管理的技

術，它是由計畫（Program）、評估（Evaluation）、查核（Review）與技術（Technique）

等組合而成。 

(2) 工作簡化：Werner Tiki Kustenmacher 與 Lothar J. Seiwert（2004；賴雅靜譯，2004）

指出想簡化這種情況並不是要「節省時間」，而是要「節省工作」。 

(3) 每週的優先計畫：成功的關鍵不在於依照行事曆來安排優先順序，而應按照週

計畫優先順位來安排行事曆（Stephen R. Covey,1994；張美惠、陳絜吾譯，2004）。 

(4) 80/20 法則－又稱重點管理原理、柏拉圖（Pareto）原理：就是「重要的少數與

瑣碎的多數原理」，只要掌握重要的少數（20%），即可完成事情的大多數（80%）。 

2. 擺脫時間浪費的策略 

(1) 影響有效時間運用的因素 
  施宏彥（1995）、鄭彩鳳（1993）、許明欽（1998）、陳梅雋（2002）與

石偉（2003）所提之影響時間運用因素為： 
  歸納後可分為個人因素與組織因素。個人因素方面有：缺乏計畫性、缺乏

順序、承諾太多、匆忙、例行和不太重要的枝節與優柔寡斷；組織因素方面有

缺乏計畫、危機管理、不速之客、電話困擾、責任不清、溝通不足、行政程序

繁雜與無效會議耽誤。如果能對以上個人與組織時間浪費的因素有深入的體

認，且能擬具克服之行動方案和落實執行，定能對工作效能有所增進。 

(2) 擺脫時間浪費的習慣 
  Marc Mancini（2003；袁世珮譯，2003）指稱「拖延」的惡習，是拖延時

間的「賊」。「拖延怠惰」是我們在時間與效率管理上的最大敵人（時台明，

1996）。以下就各項惡習，提供一些具體策略（陳梅雋，2002；Marc Mancini, 
2003；袁世珮譯，2003）。 
  A.厭煩的事擺一邊，先做喜歡的事；B.看似費時、艱難的事務，先做簡單

的事；C.目標不明、工作流程不明確、無規畫；D.害怕改變與失敗；E.過度承

諾，不會說不與想討好人；F.總是臨陣磨槍。 
  人類行為受習慣的影響很大，習慣領域中有很多強而有力的電網，在不知

不覺中影響我們的行為（游伯龍，1998）。所以他說，沒有好習慣，很難成功；

沒有壞習慣，很難失敗。每一位校長運用時間的習慣，應建立在如何避免浪費

時間、受無意義干擾，與有效能的策略之上。 

3. 有效的校長時間運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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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領導者的時間配置 

A. 校長與主任組長或老師的時間配置 

我們要知道在學校組織層級中，領導者與部屬的時間分配方式，才能瞭

解學校校長有效的時間運用方式。以行政的觀點來看，學校組織中校長主任

組長或老師時間運用分配常態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學校組織中管理與作業時間比 

校長   90%                                                                                 10%             

主任 管理（授權）作業                                                                     自己動手 

組長或老師 30%                                                                                                         70% 

資料來源：學校經營與管理（p69），蔡培村主編，1996，高雄：麗文。 

學校組織時間與個人規劃會隨著工作內容和角色扮演而有所不同，如忽

略這些因素，會致使事倍功半，沒有效益可言。 

B. 校長與各處室的時間分配 

教務

27%

訓導

23%
總務

19%

輔導

13%

人事

11%

會計

7%

教務

訓導

總務

輔導

人事

會計

 

圖 1 校長與各處室的時間分配 

資料來源：學校經營與管理（p69），蔡培村主編，1996，高雄：

麗文。 

由圖中可得知校長對教務處業務投注較多的時間，其次訓導處（學生事

務處），再依次為：總務處、輔導處、人事室（處）與會計室。 

C. 校長對校務工作時間之分配： 

依徐發斌（2002）之研究指出，教學課程領導的時間：25%－40%；行

政事領導：15－30%；公共關係經營：5%－20%；反省思考批判：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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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為 5%－10%。 

校長對校務工作時間之分配與處室時間分配大致上吻合，其中說明教務

處之教學課程領導乃為學校的核心價值與技術核心（Wayne K. Hoy & Cecil G. 
Miskel ,2001，林明地等譯，2003），不過在反省思考批判方面，校長們亦注

入相當可觀的時間在上面。 

(2) 學校領導者組織經營的時間運用 

A. 善用戴明循環：PDCA 模式（宏泰顧問，2004） 

B. 圓熟的決策技術：蔡芸（2002） 

C. 授權與能：（鄭彩鳳，1996；吳宗立，2000） 

D. 有效意見溝通：（陳義明，2005；黃宗顯，1999；William Bergquist , 1993； 
許立一等譯，2000） 

E. 有效的文件檔案處理：（施宏彥，1996；許明欽，1998；徐發斌，2002；馬

可  西尼，袁世珮譯，2003）。 

(三) 時間運用的模式 

時間運用的理論主要採自時間管理及其相關主題，如自我管理等之文獻而成，以

下茲說明三種時間運用的相關理論模式 : 

1. Britton 與 Glynn 的時間管理與運用系統 

Britton 與 Glynn（1989）以心理時間管理與運用系統為探討時間管理行為的理

論模式。此一理論，認為時間管理與運用系統的目的，是為了達成目標；也就是說，

在足夠的時間內，設定目標及目標優先順序、計畫任務及任務優先順序、安排時間

表，並加以執行，以滿足慾望，達成目標。 

2. Macan 的時間管理與運用的過程模式 

Macan（1994）所提出的時間管理與運用訓練對時間管理與運用行為、知覺控

制時間、與壓力反應、工作滿意與工作表現的影響之過程模式，時間管理與運用訓

練引導時間管理與運用行為要點為： 

(1) 設定目標與決定優先順序。 

(2) 時間管理與運用機械化的技巧（如列表、排時間表）。 

(3) 傾向組織化。此一階段說明時間管理與運用訓練，應該能協助增加時間管理與

運用三個行為的實行程度。 

四、本節文獻探討對研究的啟示 

(一) 探索國民小學卓越校長對時間運用之意義與特性 

(二) 探討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管理與運用的實況與理論發展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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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究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管理與運用的原則、策略與模式 

第三節 相關實徵研究 

本研究焦點在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故下表僅就研究領域中國外、內的研究文獻

分述如下： 

一、國內相關實徵研究 

表 2 相關實徵研究 

學者 
（年代） 研究名稱 研究對象 主  要  研  究  發  現 

許明欽
（1998） 

國中校長
時間管理
之研究 

研究 370 位
國中校長 

一、國中校長在各處室工作時間分配。 
二、國中校長在工作內容的時間分配。 
三、干擾國中校長時間管理的因素。 
四、國中校長最常使用的時間管理策略。 

何志峰
（2001） 

國民小學
校長時間
管理與學
校效能之
研究 
 

高雄縣、高雄
市與屏東縣
之公立 314
所國民小學
校長 

一、國小校長在時間管理的調查分析。 
二、國小校長時間管理與學校效能其有顯著的正相關。
三、國小校長時間管理愈好，則學校效能愈佳，就時間

管理各層面在學校效能上的差異而言。 
四、不同（性別、年齡、擔任校長年資、學校規模、服

務地區）變項的國小校長在時間管理上有顯著差異。
五、不同（性別、學校規模、服務地區）的國小校長在

學校效能方面有顯著的差異。 
高建明
（2002） 

學校時間
運用之研
究：以完 
全中學為
例 

完全中學 
 

一、學校時間運用的理論基礎。 
二、學校時間運用的概念。 
三、學校時間運用的革新可行方向。 
四、學校時間運用的評鑑標準應當考慮之因素。 
五、成員時間知覺與運用。 

徐發斌
（2002） 

新竹縣國
民小學校
長時間管
理策略之
研究 

新竹縣12 所
國民小學校
長 

一、國民小學校長應負擔的職責。 
二、國民小學校長應扮演的角色。 
三、國民小學校長的時間分配。 
四、影響國民小學校長時間管理的因素。 
五、國民小學校長時間管理最大的困難。 
六、國民小學校長時間管理應掌握的原則。 
七、國民小學校長經常使用有效時間管理策略。 
八、提升國民小學校長有效時間管理策略的方法。 

陳瑞惠
（2000） 

國 民 小 學
級 任 教 師
時 間 運 用
的 個 案 研
究 

國小教師個
案 

一、教師時間運用受到客觀的週期循環與主觀的信念、
習慣節奏影響。 

二、教師時間運用的共通性。 
三、教師時間運用的主要方式及內容。 
四、影響教師時間運用的外在因素。 
五、影響教師時間運用的內在因素。 
六、教師時間運用的配置。 
七、教師時間運用之情形。 
八、教師時間運用不但包括學校時間，在下班之後也會

從事與其職務相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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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相關實徵研究 

表 3 國外相關實徵研究 

學者 
(年代) 研究對象 主 要 研 究 發 現 

Hill 
(1993) 

美國佛蒙特州

一所鄉下高中

校長 

記錄了 60 天以上 529 工作時數的工作時間過程和內容。 

Blendinger& 
Snipes 
(1996) 

卓 越 小 學 校

長、麻薩諸塞

州區域性的中

學 

發現校長用 37%時間於巡視校園，其次是與教師、職員、學

生、家長溝通和主持會議。亦研究麻薩諸塞州區域性的中學，

對於學校的上課日、文化、課程作彈性的時間管理。 

Ferguson 
(1999)  

認為二十一世紀的學校革新，要重視合作與時間的管理，時

間管理是二十一世紀學校的重要課題，時間管理做得好，學

校革新成功的機會大增。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綜合以上文獻，可獲知下列幾點對本研究之啟示： 

(一) 在研究內容上： 

國內文獻部分有：時間管理與學校效能之關係、校長時間管理策略與學校、教師

時間運用；國外文獻部分：記錄校長工作時間過程和內容。 

(二) 在研究方法上： 

許明欽（1998）、何志峰（2001）、Atkins（1990）、Edwards（1990）採用問卷

調查法量化統計為主，目的在於瞭解對象時間配置與另一變項之關係，並無針對被研

究者之價值信念、如何因應時間壓力或不足所採取之運用策略進行研究。徐發斌

（2002）、高建明（2002）、陳瑞惠（2000）、Hill（1993）、Blendinger & Snipes（1996）

採用質性研究法，對被研究者與實務工作環境做深廣式之研究，豐富與互補量化統計

為主的研究內涵。 

(三) 在研究對象上： 

國內文獻部分有：國中校長、國民小學校長、完全中學、高中校長、國小教師；

國外文獻部分有：高中校長、國小校長、區域性的中學與卓越小學校長。國內文獻部

分目前尚無針對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進行研究，故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

值得研究者進行研究。 

(四) 在研究發現上： 

綜合以上中外學者研究，歸納時間運用相關研究結果如下: 

1. 時間運用管理與工作成就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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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長的時間運用管理可增進專業發展。 

3. 不同領導者所使用時間管理的風格有所差異。 

4. 校長時間運用管理愈好，學校效能愈佳。 

5. 國民小學校長職責日增，時間運用管理愈形重要。 

6. 國民小學校長的時間運用管理以行政領導與課程教學領導為主。 

7. 國民小學校長時間運用管理的干擾因素以偶突發性事件（事務）為主。 

8. 強化國民小學教育人員時間運用管理的知能，間接有助於校長的時間運用。 

9. 自我反思是國民小學校長有效時間運用管理策略的重要因素。 

10 國民小學校長強調時間管理運用的品質有助於提昇學校教育品質。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四位國民小學卓越校長，以時間實際運用為主題，其內涵包括時間的配置

狀況、時間運用的行為模式與策略、時間運用適切性的反思等層面，深入探討。 

表 4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及訪談時間表 

編

碼 
性

別 姓名 校長 
年資 

服務 
學校 

班

級

數 

訪談 
日期 

訪談

時間

訪談 
地點 重要事蹟 

A 男 潘慶輝 10 
北縣 
北新 
國小 

100 96.04.20 2h 
教育研

究院 

教育部校長領導

卓越獎 
校長領導卓越獎

B 女 林蕙涓 8 
北縣 
新店 
國小 

36 96.05.01 2h 
教育研

究院 

教育部校長領導

卓越獎 
全國創新經營獎

C 男 吳文賢 17 
南市 
億載 
國小 

64 96.04.14 2h 校長室 
教育部校長領導

卓越獎 
教育部標竿一百

D 男 柯景春 12 
南市 
進學 
國小 

37 96.04.14 3h 校長室 
教育部校長領導

卓越獎 
教育部標竿一百

資料來源：研究者編製 

學校組織師生人數與學校生命週期（創校至今之歷史與尚需提振發展的文化）之資料在

問卷內容裡妥適呈現，提供研究資料分析必要之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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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實際情形，為臻此目的，研究方法主要使

用訪談為主。 

一、研究方法 

(一) 訪談 

1. 採用訪談的用意 

採用「訪談」法進行研究，主要是研究者想藉由與受訪者的交訪談互動中，深

入瞭解受訪者對時間運用的想法、看法、作法及經驗，本研究的訪談技巧著重在訪

談時將問題重述、釐清疑點、避免誤解，且視對話的情境，必要時進行立即的跟隨

（follow-up）及再諮詢的動作，掌握答案的真實性，以利深入瞭解問題的核心。 

2. 訪談的大綱 

表 5 訪談大綱 

概 念 （組型） 範 疇 
主 題 類 目 類  型 

題           目 

教育領導 校長工作

內涵 行政管理 

行    政 

人  際 

專    業 

校長工作

內涵、與

時間運用

之探討 
挑 戰 
 

自    我 

一、台南市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的配置狀況為

何？ 
(一) 校長認為國民小學校長應該擔任什麼

職責？ 
(二) 校長之職責，在時間分配的比例及重點

為何？ 
(三) 校長較大的挑戰有哪些？ 

自我管理 

工作管理 
意 義 
特 性 

多重辯證 

舊典範（備忘錄、

行事曆、工作規

劃、目標排序）  
文 化 
典 範 
 

新典範（保留舊典

範之優點，並重視

要事、需求滿足與

能力之發展、平衡

規劃） 

原    則 

時間運用

理論與實

務探討 

實 務 
技 巧 

策    略 

二、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模式與策略為

何？ 
(一) 國民小學校長時間運用與管理的干

擾、困難因素為何？ 
(二) 國民小學校長時間運用與管理應掌握

哪些原則、策略與模式，可否舉例說明。

(三) 校長有哪些方法可提升自己的時間效

能，可否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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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    式  

實 務 
反 省 具體建議 

反思與建

議、其他

延伸之探

討 概念化 未來想像與創意 

三、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反思與建議為

何？ 
(一) 任校長後時間運用有何反思？可否請

您提出具體的建議供校長伙伴和相關

單位參考。 
(二) 對未來初任校長時間運用的建議。 

資料來源：研究者編製 

二、研究流程與步驟 

(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相關文件分析、訪談與實地觀察等方法切入主題，並

與文獻做密切性探討，欲瞭解國民小學卓越校長在實際角色扮演與工作任務執行中，

時間運用所發生的現象。本研究分成五個階段，在每一階段的實施內容都和文獻所探

討的主題緊緊相扣，其研究流程如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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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確定研究題目、確定研究對象及

方法 

蒐集資料 

蒐集並分析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進行文件蒐集分

析並與相關之文獻做探討進行訪談做成記錄，並

與相關之文獻做探討進行實地觀察並與相關之文

獻做探討 

分析資料 

將文件蒐集分析、訪談記錄與相關之文獻做探討後

之資料進行分類和歸納分析結果 

撰寫論文 

依資料分析後撰寫論文 

結論與建議 

 

進

行

實

際

研

究

階

段 

圖 2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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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工作進行步驟 

以下就如何進入研究現場與研究者欲促進研究質感之具體策略說明之。進入研究

現場之策略： 

1. 與受訪者取得聯繫 

2. 表明研究的研究態度 

3. 寄發正式邀請函及訪談大綱 

4. 擬訂訪談計畫，進行訪談 

第三節 研究信實性 

一、藉由研究者對自身角色地位的不斷澄清與檢驗提升本研究的信度 

二、藉參與者回饋及成員查核，確保資料的正確性 

(一) 確認受訪者回答了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 

(二) 確認研究者的發現與受訪者的回答均切合研究問題所需 

(三) 藉由多元資料來源相互補充及檢證確保資料的完整性 

三、藉由同儕、師長及專家的反饋增進本研究的可信賴性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第一節  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工作內容與時間配置 

一、國民小學校長工作職務層面與內容 

在文獻探討的章節中，從法理、學者專家與日常生活細節三大觀點，國民小學卓越

領導校長的工作職務內容可以歸納出行政管理與教育領導兩大範疇。本研究依文獻探討

之脈絡將研究結果分為行政管理與教育領導兩大範疇，行政管理範疇依訪談結果可以歸

納出包括提升行政功能、規劃學校發展、經營公共關係等三層面；教育領導範疇依訪談

結果可以分析出包括執行教育政策、發展教學專業與滿足成員需求等三層面。以下將受

訪者針對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工作職務所提供的重點，分為以上所述之行政管理與教

育領導兩大範疇整理分析如後。 

(一) 行政管理 

就受訪者所提供之訊息，行政管理範疇可以歸納為提升行政功能、規劃學校發展

與經營公共關係等三層面，以下就每層面詳述其職責內容如，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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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國民小學校長行政管理工作職務層面與內容 

職務層面 職  責  內  容 受  訪  校  長 比例 

提升行政效率    A.B.C.D 4/4 

重視溝通協調    A.B.C.D 4/4 

管理突發事件    A.B.C.D 4/4 

提升行

政功能 

掌握資訊動態    A.B.C.D 4/4 

觀察了解學校    B.D 2/4 

維護教學環境    B.D 2/4 

綜理校務    A.B.C.D  4/4 

規劃校

務發展 

整合運用資源    B.C.D 3/4 

增進家長參與校務意願    A.B.C.D 4/4 

行政 
管理 

經營公

共關係 爭取社區認同與促進合作    A.B.C.D 4/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註：比例「4/4」中分母代表全體受訪者人數為 4 人，分子代表在這職務層面與職責內容提供

見解與認同者人數為 4 人。 

從以上表訪談資料歸納分析表中得知，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工作上的行政管理

大項可分為三個職務層面：提升行政功能、規劃校務發展、經營公共關係。而這些層

面又可分為若干小項，但若以卓越領導校長的看法，可述之如下： 

接任一校以經營公共關係列為首要，所以爭取社區認同與促進合作最重要，再來

是以增進家長參與校務意願次之。 

以受訪校長之看法，初接任一校，公共關係列為首要；再來等情況穩定後，重點

就是提升行政功能，而提升行政功能則以重視溝通協調為首要，這項功能落實在於行

政管理之提升行政功能有極大之功能。其餘內容則列於本項之後，端視各人運作所需。 

(二) 教育領導 

本研究中教育領導內容分類依分析結果可分為執行教育政策、發展教學專業、滿

足成員需求等三層面，每層面之內涵與性質上多涉及與學校願景、教育核心價值、成

員心智需求等，有別於行政管理較側重技術層面。以下就各層面之研究結果，詳述受

訪者之觀點與訪談內容，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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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國民小學校長教育領導職務層面與職責 

職務層面 職責內容舉隅 受訪校長 比例 

實現教育理想    A.B.C.D  4/4 

型塑專業團隊    A.B.C.D  4/4 
執行

教育

政策 
建構典章制度    A.B.C.D  4/4 

發展課程設計專業    A.B.C.D  4/4 

提升教師教學效能    A.B.C.D  4/4 
發展

教學

專業 
增進學生學習樂趣    A.B.C.D  4/4 

教育 
領導 

滿足 
成員

需求 
關心教師需求    A.B.C.D  4/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教育領導方面，就層面上而言，初期以滿足成員需求最重

要，再則發展教學專業，執行教育政策居末。就職責內容上而言，關心教師需求與發

展課程教學專業，是受訪者認為教育領導較重要的工作，其中以關心教師需求最為重

要。 

二、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的挑戰 

將受訪者針對「國民小學校長的挑戰」的看法，依性質內容歸納分析為行政事務管

理、教育專業領導、組織文化變革與自我角色調適等四類目，各類目下分面向與挑戰的

事例舉隅如表 8。 

表 8  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的挑戰 

項

次 類目 面向 挑戰的事例舉隅 受訪者 比例 

硬體建設 禮堂興建、校舍老舊、新校舍之興建、

校舍設備缺乏。 A.B.C 3/4 

環境經營 學校環境改善、建構生動多元的校園。 A.B.C.D 4/4 

人力資源 
組織人力不足、行政工作處室人數少，

老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不高、人力資源

之鞏固。 
A.B.C.D 4/4 

一 

行 
政 
事 
務 
管 
理 

人際關係 同事關懷、社區家長關懷、教育局共生

關懷。 A.B.C.D 4/4 

二 教育 
專業 

紓解減班 
壓力 減班學生流失、發展社團特色。 A.D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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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學 
品質 

引進外來資源提升教學品質、發展教學

核心能力與增進學生學科能力、教學正

常化、發展本位課程、提升學生九年一

貫課程學習成效。 

A.B.C.D 4/4 

 領導 

型塑專業 
團隊 

優先將人心帶好、行政磨合產生團體動

力、團隊向心力、瞭解一線教師需求。
A.B.C.D 4/4 

文化慣性 傳統的包袱 A.B.C.D 4/4 
三 組織文

化變革 文化變革 組織群性，重視組織氣候與文化、了解

人的特性。 A.B.C 3/4 

家庭壓力 校長之家庭壓力 A.B.C.D 3/4 
四 自我角

色調適 角色期望 非正式組織文化的干擾、組織文化變

革。 B.C 2/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以上表訪談資料歸納分析表中得知，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工作上的挑戰分成行

政事務管理、教育專業領導、組織文化變革與自我角色調適等四個議題。 

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工作上的挑戰，就層面上而言，初期以行政事務管理最重要，

再則發展教育專業領導，再來才是組織文化變革，自我角色調適居末。就面向而言，以

行政事務管理中之人際關係，是受訪者認為領導卓越校長工作上的挑戰最重要的工作。 

(一) 行政事務管理的挑戰 

在行政事務管理挑戰議題中，從受訪者的意見裡叢聚硬體建設、環境經營、人力

資源與人際關係等四面向如表 9，下文依要點詳述其內容。 

表 9  行政事務管理的挑戰 

類目 面向 挑戰的事例舉隅 受訪者 比例 

硬體建設 校舍老舊、新校舍之興建、校舍設備缺

乏。 A.B.C 3/4 

環境經營 學校環境改善、建構生動多元的校園。 A.B.C.D 4/4 

人力資源 
組織人力不足、行政工作處室人數少，

老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不高、人力資源

之鞏固。 
A.B.C.D 4/4 

行政

事務

管理 

人際關係 同事關懷、社區家長關懷、教育局共生

關懷。 A.B.C.D 4/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近年來教育局將許多業務委託學校幫忙，也許學校鼎力協助下績效斐然，所以只

要局裡有重要專案，都會指定某某學校幫忙或某學校什麼人借調協助業務。似乎極少



第 106 期國小校長儲訓班專題研究彙編 

 

124 

考慮到學校是否有難言之隱。站在共生的立場，雙方應該擬定可行的機制，讓人才得

以適才適用，人心得以自在。 

而受訪校長一致認為行政事務管理之三大挑戰是： 

1. 人力資源缺乏，往往學校所需人才都無法滿足，造成無法建構特色。 

2. 環境經營：經費不足，環境改善有心無力。 

3. 人際關係建立耗時、費力。 

(二) 教育專業領導的挑戰 

教育專業領導對校長而言是一項極大的挑戰。訪談中校長們認為改變家長觀念與

信任學校、建立學校特色、發展學校社團特色、重視教學核心能力發展與增進學生學

科能力、教學正常化、發展本位課程、增進團隊向心力、行政信任磨合與產生團體動

力、變革管理：學校改造（變革－制度）等，對他們而言是校長工作的一項極大的挑

戰。以下就訪談內容性質歸納為減班壓力、教學品質提升與型塑團隊三項，加以說明，

如表 10。 

表 10  教育專業領導的挑戰 

類目 面向 挑戰的事例舉隅 受訪者 比例 

紓解減班 
壓力 減班學生流失、發展社團特色。 A 1/4 

提升教學 
品質 

引進外來資源提升教學品質、發展教學

核心能力與增進學生學科能力、教學正

常化、發展本位課程、提升學生九年一

貫課程學習成效。 

A.B.C.D 4/4 

教 
育 
專 
業 
領 
導 

型塑專業 
團隊 

優先將人心帶好、行政磨合產生團體動

力、團隊向心力、瞭解一線教師需求。
A.B.C.D 4/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學校成員生活於群體中，需要發展對團體的認同、依賴與歸屬感。校長須領導團

體經不斷磨合與調整，逐漸往團隊發展，使團隊成員對於學校目標有高度的承諾和成

就動機，如此才能實現學校的願景和中長期策略。 

所以校長們一致認為型塑專業團隊是教育專業領導最大的挑戰，再來是提升教學

品質，最後才是紓解減班壓力。 

(三) 組織文化變革的挑戰 

組織文化是一個組織長久生存互動，所產生對基本假設與前提所持的一種共同信

念，進而架構其組織的價值規範及期望，而具體表現於淺層的日常用語、典禮、制度、

行為、及對物質環境的表達等形於外的文化行為模式。組織文化有其正面與負面的功

能，正面的功能當然對組織之效能、競爭力與能量有所助益，而負面的功能如阻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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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以適應環境變遷、僵化與隔閡防礙組織發展、產生團體思考與集團逃避現象、自我

限制排斥交流等，會讓組織發展受到影響。當校長想要處理這些細節時，組織文化負

面的功能是校長的最大挑戰。訪談中多位校長針對了解組織文化、了解人的特性與組

織群性、非正式組織文化的干擾挑戰，做了一些描述，如表 11。 

表 11  組織文化變革的挑戰 

類目 面向 挑戰的事例舉隅 受訪者 比例 

文化慣性 傳統的包袱 A.B.C 3/4 
組織文

化變革 文化變革 組織群性、重視組織氣候與文化、了解

人的特性。 A.B.C.D 4/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在國民小學校長的學校經營組織文化變革的挑戰中，以文化變革較難以去做更

改，變革的事極易與新校長的領導風格形成扺抗。所以接掌校務對文化變革應不急於

施作，重點在於注意舊有文化慣性對校務的杯葛。      

(四) 自我角色調適的挑戰 

校長角色扮演，在前面已多有論及，以下就校長提及的「家庭壓力」與「角色期

望」的挑戰，加以陳述，如表 12。 

表 12  自我角色調適的挑戰 

類目 面向 挑戰的事例舉隅 受訪者 比例 

家庭壓力 校長之家庭壓力 B.C 2/4 自我角

色調適 角色期望 非正式組織文化的干擾、組織文化變革。 A.B.C.D 4/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受訪者對國民小學校長自我角色調適挑戰的看法，有以下幾點發現： 

1. 校長的角色調適，來自角色期望的挑戰較大。其中事例以期望能做好組織文化變革

的角色調適是最大的挑戰。 

2. 校長的角色調適來自家庭壓力較小，這是男校長的看法；女校長則認為來自家庭的

壓力比較大。 

三、領導卓越校長的時間分配 
  訪談結果分析： 

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因職責與扮演角色的關係，在時間的分配上皆以校內的工作

為主，例如教學領導與行政管理，而校外的工作則以社區互動、教育局互動與開會研習

為主要的時間分配。受訪者因受學校主觀的因素、個人的行事風格習慣、社區互動狀況

等影響，在時間分配上略有不同，茲將其意見彙整歸納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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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卓越校長的時間分配： 

茲將受訪者對時間分配比重意見彙整如表 13，校長在校內的時間主要為教育工作領

導與行政管理，校外的時間分配在文化與社群互動方面，如表 13。 

表 13  國民小學卓越校長的時間分配一覽表 

校                        內 
受訪者 

教育領導 行政管理 

校          外 
（文化與社群互動） 

A 50% 25% 25% 

B 50% 25% 25% 

C 55% 25% 20% 

D 50% 30% 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受訪者對時間分配表中，可得知： 

(一) 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時間分配校內之教育領導與行政管理的時間多於校外文化與

社群活動時間。 

(二) 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校內行政管理的時間分配與校外文化與社群活動時間趨於接

近，但有行政管理時間多於校外文化與社群活動時間。 

結語： 

卓越領導校長的時間分配，還是重在教育的本質，就是辦好教學這核心工作，以本研究

受訪校長而言，在時間分配上在教育領導都佔了百之五十以上，行政管理約百分之二十五左

右，校外人際事務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所以如果要成為一個卓越領校長，重心還是於在教

育領導才能中鵠。 

第二節  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行為模式與策略 

一、校長時間運用的干擾 

在四位受訪者發表各自對「國民小學校長時間運用的干擾」之因素觀點後，茲將其

意見彙集成表 14，並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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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國民小學校長時間運用的干擾 

項

次 面向 因素事例舉隅 克服方式舉隅 受訪者 比重 

突發事件－警衛事

件 
危機處理小組介入處理

A.B.C.D 
一 突發事件 

學童意外突發事件 做好預防工作 A.B.C.D 

4/4 

會議 不重要請主任代打 A.B.C.D 
二 臨時會議 

外部會議 依教育性過濾是否與會 A.B.C.D 
4/4 

三 接聽電話 電話多 做好溝通工作 C 1/4 

市府交辦臨時性業

務 破壞既有之協商模式 A.B.C.D 
四 上級交付任

務 市府交辦過多事務

（政治行銷） 
依教育本質考慮是否參

與勞逸平均 A.B.C.D 

4/4 

一般訪客與重要訪

客 
代替性人物、對話中找

出價值 A.B.C.D 
五 不速之客造

訪 
家長與家長委員 利用這些契機行銷 A.B.C.D 

4/4 

新校舍工程規劃 多請教國教課學有專精

者 A.C 

工程督導 與總務主任做好分工工

作 A.C 
六 工程問題 

新校舍工程 積極管理 A.C 

2/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在研究結果中可發現： 

(一) 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干擾有突發事件、臨時會議、接聽電話、上級交

付任務、不速之客造訪、工程問題等六項因素，依重要性順序為：不速之客造訪，

突發事件，臨時會議，上級交付任務，工程問題，接聽電話，其中以不速之客造訪

對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干擾最大。 

(二) 以 80/20 理論，如妥善應付這些不速之客，時間運用的干擾將可大幅改善。校長消

極作法面對不重要的人物造訪時，請代替性人物代打，積極作法為轉化念頭－利用

互動契機行銷學校教育成果或績效。 

(三) 突發事件因素所佔的重要性比例，緊接在不速之客造訪因素之後，校長不諳箇中要

領，一旦麻煩引爆，花費在處理麻煩的時間上相當可觀的，如學童意外、警衛意外

事件，克服方式除了做好預防工作外，完整行政程序與溝通，危機處理小組適時介

入處理都是卓越校長要學習的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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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困難 

國民小學校長常常會面臨時間運用上的困難，這些困難可能是組織文化上的、可能

是校長本身特質限制所造成的、也可能是外在客觀環境等因素所影響的，茲將受訪的國

民小學校長的意見彙集成表 15，並作歸納分析： 

表 15  國民小學校長時間運用的困難 

項

次 面向 困難因素舉隅 克服之道舉隅 受訪者 比重 

A.B.C.D 4/4 
一 時間零碎 訪客無法事先預約 善用零碎時間看書 

A.B.C.D 4/4 

關鍵人物難拒絕，如

教科書商人、家長會

委員、社區家長 

依性質由主任先行接

洽，建立良好關係 A.B.C.D 4/4 
二 缺乏拒絕技

巧 
社區活動多，盛情難

卻 建立良好關係 A.B.C.D 4/4 

三 團隊無法配

合 抵抗 溝通 A.B.C 3/4 

四 經費短絀 經費不足 擬定計畫申請經費 A.B.C 3/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在研究結果中可發現： 

(一) 校長時間運用的困難程序依次為 

時間零碎（4/4），團隊無法配合（3/4），缺乏拒絕技巧（4/4），經費不足（3/4），

其中以無法全盤掌握零碎時間、經費短缺對校長時間運用的困難最大。 

(二) 校長克服無法全盤掌握零碎時間困難的技巧 

受訪者認為要充分利用零碎時間，如利用時間思考時立即作下札記，並記下關鍵

字，以利下次要接續時，有頭緒可連接，可提升時間運用的效能；克服團隊無法配合

的困難方面，受訪者認為可從實務工作中磨合團隊默契，並積極整合校內外資源，即

可克服團隊無法配合的困難。 

三、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原則 

國民小學校長通常有自己的時間運用原則，會因個人的習慣行事風格及認知，而使

用不同的有效時間運用原則，這些時間運用原則使國民小學卓越校長在處理校務規劃學

校發展方向上有實質的幫助，茲將受訪的國民小學校長的意見彙集成表 16，並作歸納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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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國民小學校長時間運用的原則 

項次 面  向 時間運用原則的舉隅 受訪者 比重

周詳計畫 A.B.C.D 4/4 
一 周詳計畫原則 

計畫型工作先執行 A.B.C.D 4/4 

合理化的目標、到任後首重目標規劃，第一年重

安人安心。 A.B.C.D 4/4 
二 合理的目標管理

原則 
目標管理，目標設定，過程中每年需修正。 A.B.C.D 4/4 

掌握事務重點，安排要有輕重緩急的節奏化感，

多元且錯開尖鋒衝突。 A.B.C.D 4/4 
三 優先順序原則 

優先順序，如教學優先、學生優先家長優先，重

大性事項先處理。 A.B.C.D 4/4 

找對人－落實執行力 A.B.C.D 4/4 
四 分工授權原則 

授權分工，同時兼顧，多線發展。 A.B.C.D 4/4 

五 巧妙拒絕原則 突發性工作－拒絕或代替方案處理，看書充電。 A.B.C.D 4/4 

效率原則－資料建檔 
重時效性 A.B.C.D 4/4 

今日事今日畢－文件批示歸檔 A.B.C.D 4/4 
六 今日事今日畢 

之紀律原則 

凡事準時－尤其開會 A.B.C.D 4/4 

具危機管理意識 A.B.C.D 4/4 
七 危機管理原則 

危機就是轉機 A.B.C.D 4/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所述，從研究結果中可發現： 

(一) 國民小學校長時間運用原則經歸納分析，依重要優先順序排列可分為：系統性分析

思考原則、周詳計畫原則、最佳時機原則、分工授權原則、紀律原則（今日事今日

畢），其中以系統性分析思考原則在資料數據上呈現了最重要的順位，其次周詳計

畫原則亦不遑多讓佔相當大的比重，故國民小學校長運用時間之際，應首重此兩大

原則的具體要點。 

(二) 優先順序原則中強調掌握事情重點與利用黃金時段處理重要事情與公文；分工授權

原則中強調授權分工、同時多線進行、找對人－落實執行力、錯開尖鋒時段衝突、

人性考量（合理的工作負荷量）等具體細節。 

四、校長時間運用的策略 

國民小學校長為使自己的時間運用策略落實，會因個人的習慣行事風格及認知，而

使用不同的有效時間運用策略，這些時間運用策略使國民小學卓越校長在處理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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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發展方向上有實質的幫助，茲將受訪者的意見彙集成表 17，並作歸納分析： 

表 17  國民小學校長時間運用的策略 

項

次 面向 時間運用策略 策略內容舉隅 受訪者 比重 

積極分析思考（前置性） A.B.C.D 4/4 
積極分析思考 

善用系統性思考（整體性、均衡性） A.B.C.D 4/4 

擬定計畫表單 A.B.C.D 4/4 
訂定計畫表單 周密之計畫行事曆（系統、精準、監控、

檢核之時間歷程） A.B.C.D 4/4 

共構團隊觀念 建構共同觀念，展現團體動力  A.B.C.D 4/4 

一 

前 

 

置 

 

性 

 

策 

 

略 進行時間分析 評估其工作習性是否得宜 A.B.C.D 4/4 

二 

工 

具 

性 

策 

略 

筆記本 管理自己的時間和工作 A.B.C.D 4/4 

來訪者預約 
記事本紀錄，依重要不重要決定參加與

否，輪代制度。 A.B.C.D 4/4 

三 

人 

際 

性 

策 

略 
善用拒絕技巧 免於影響到自己的工作規劃 A.B.C.D 4/4 

分層負責充分授

權 
培養堅強有效率的行政團隊 A.B.C.D 4/4 

簡化公文處理 批示分層負責的層級 A.B.C.D 4/4 

走動式管理 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A.B.C.D 4/4 

四 

管 

理 

性 

策 

略 
掌握會議技巧 做好會議前準備 A.B.C.D 4/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國民小學校長在實務中所採之時間運用的策略可發現： 

(一) 從策略層面可得知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策略有：前置性策略（4/4）、管理

性策略（4/4）、工具性策略（4/4）、人際性策略（4/4）等四面向的策略，四個策

略的重要性都得到四位校長的認同。 

(二) 從十八項具體作法層面觀之，其中以「分層負責充分授權」、「擬定計畫表單」、

「共構團隊觀念」、「積極分析思考」、「走動式管理」等五項為要，受訪之國民

小學校長認為需投入較多的時間。  

(三) 以整體時間觀而言，以「分層負責充分授權」與「擬定計畫表單」、「共構團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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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最受重視，依 80/20 原則，國民小學校長應必先投注黃金高效率時間處理這三

項較核心的工作。 

五、校長時間運用的模式 

從受訪者對工作的準備、執行到完成，受訪者工作的完成方式，其實反映了時間運

用的方式，一個人不斷重複某種工作方式，就可以稱之為他的工作模式。從 4 位受訪者

當中他們面臨工作時，在時間運用的方式是有一致性的，本文稱之為時間運用的模式。

下面針對受訪者時間運用方式，特別加以說明：T（Think）思考，指前置作業的思考蘊

釀； P（Plan）計畫，確定方針和目標，確定活動計畫；D（Do）執行，實地去做，實現

計畫中的內容； C（Check）檢查，總結執行計畫的結果，注意效果，找出問題；A（Action）

行動，對總結檢查的結果進行處理，成功的經驗加以肯定並適當推廣、標準化；失敗的

教訓加以總結，以免重現，未解決的問題放到下一個 P（Plan）計畫。表 18 將受訪者時

間運用之模式分享之資料彙整如下： 

表 18  國民小學校長時間運用的模式 

項次 時  間  運  用  之  模  式 受訪者 比重 

一 T－P－D－C－A A.B.C.D 4/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校長時間運用之模式，可發現： 

T－P－D－C－A 模式中強調「A」的重要性，所指的是對總結檢查的結果進行處理，

成功的經驗加以肯定並適當推廣、標準化，失敗的教訓加以總結，以免重現，未解決的

問題放到下一個 P（Plan）計畫。「A」的重要性可促進下一次行動品質的提升，並縮短

執行上時間的浪費。 

六、領導卓越校長有效提升時間運用策略 

受訪者對於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有效提升時間運用策略之看法，將其意見彙集成

表 19： 

表 19 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有效提升時間運用策略 

項次 面   向 提昇的策略舉隅 受訪者 比例 

長期歷練熟能生巧克服優柔寡斷 A.B.C.D 4/4 
一 自我經驗的圓融

師法童軍哲學與救國團之經驗 C 1/4 

二 向他人請益 與外部保持互動，增廣見聞長智

慧 A.B.C.D 4/4 

三 企業雜誌 閱讀企管書籍，如遠見、天下雜

誌，師法經營管理知識 A.B.C.D 4/4 

四 專業進修研習 透過進修研習發展自己專業性、 A.B.C.D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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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會、校長協會、大專院校推

廣教育專班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以上領導卓越校長有效提升時間運用策略之看法，可發現： 

(一) 從策略層面可得知國民小學卓越校長有效提升時間運用策略有：自我經驗的圓融

（4/4）、向他人請益（4/4）、企業雜誌（4/4）、專業進修研習（4/4）等四面向的

策略，四個策略的重要性都得到四位校長的認同。 

(二) 從五項具體作法層面觀之，其中以「長期歷練熟能生巧克服優柔寡斷」、「與外部

保持互動，增廣見聞長智慧」、「閱讀企管書籍，師法經營管理知識」、「透過進

修研習發展自己專業性」等四項為要，受訪之國民小學校長認為需投入較多的時間。 

第三節 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反思與建議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反思與

建議 

論文第一節探討的的焦點集中在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日常工作與角色中，校長將時間

花費在哪些重要角色的工作與職務中；第二節探討的的焦點集中在領導卓越校長在執行工作

中如何運用時間去完成角色工作中的重要任務。本節之焦點集中在從實務層面探討領導卓越

校長時間運用的反思與建議，筆者參考文獻中柯維所持之第四代時間運用的論點，設定目標、

排定優先順序方式，滿足身體生活物質、社會情感愛、心智學習與心靈精神影響力的需求；

羅塔爾．塞維特所持之時間文化的新典範，即生活目標與日常工作現實之間的「時間平衡」，

過程注重目標、角色有效的自我管理，了解己身與組織團隊行為模式，在關鍵時刻掌握時間

與自我管理的主體性。歸納受訪者對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反思與建議內容，分成二小節

進行探討。 

一、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反思 

將受訪者對「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反思」的看法內容，歸納分析為：

個人自我管理與組織領導兩方面，以下針對此兩方面進行探究。 

(一) 個人自我管理之反思 

個人自我管理之反思內容，依相關文獻在自我管理方面可分為心靈良知層次的價

值判斷、社會情感愛層次的人際情感、身體物質生活層次的身體自律與心智學習層次

的目標探索等四面向。下表 20 呈現受訪者對「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個人自我管理」

的內容分析： 

表 20  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個人自我管理之反思 

項次 面向 個人自我管理反思 受訪者 比例 

一 目標 
探索 目標任務工作熟能生巧、決策勿優柔寡斷 A.B.C.D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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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好自己的喜好 A.C 2/4 

提升自我管理 A.D 2/4 

了解零碎時間過多，且能善用零碎時間 A.B.C.D 4/4 

工作掌握優先順序 A.B.C.D 4/4 

二 身體 
自律 

開會掌握重點 A.B.C.D 4/4 

三 人際 
情感 多聽少說、停看聽（傾聽第一線人員的聲音） A.B.C.D 4/4 

反省自己手中之事重要嗎？  A.B.C.D 4/4 
四 價值 

判斷 了解反省自己從事過的事務是否有教育價值？ A.B.C.D 4/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 學校組織領導時間運用之反思 

組織領導時間運用之反思，依「時間平衡」概念分為心靈良知層次的以身作則、

社會情感愛層次的充分授權、身體物質生活層次的整合體系與心智學習層次的探索方

向等四方面。下表 21 將受訪者對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組織領導時間運用的分析歸

納。 

表 21  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組織領導時間運用之反思 

項次 面向 組織領導時間運用反思 受訪者 比例 

掌握領導與價值核心 A.B.C.D 4/4 

發展學習型組織 A.B.C 3/4 一 探索方向 

長遠計畫與執行標準彈性化 A.B.C 3/4 

多觀察與型塑好制度 A.B.C.D 4/4 
二 整合體系 

工作與時間搭配良好 A 1/4 

善用不同專長的人力資源 A.B.C.D 4/4 

重視人文（團體動力、人文素養） A.B.C 3/4 

非正式組織文化之掌握 B.C 2/4 

激勵要深得民心 B.C 3/4 

多花心思溝通與對話 AB 2/4 

多花時間在人事處理上 B 1/4 

深入了解組織人員特性 A.B.C.D 4/4 

落實分層負責 A.B.C.D 4/4 

三 
 

充分授權 

安心安人 A.B.C.D 4/4 

四 以身作則 全面品質 A.B.C.D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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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好形象 A.B.C.D 4/4   

角色多元扮演 A.B.C 3/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對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對時間運用的建議 

受訪者針對重要工作與經驗，提供給未來國民小學卓越校長做參考。下表針對受訪

者之時間運用的建議歸納分析，如表 22。 

表 22  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對時間運用的建議 

項次 面向 對時間運用的建議 受訪者 比例 

做 swot 學校背景分析。 A.B.C.D 4/4 
一 探索方向 到一所新學校要多觀察，了解生態，逐步

推動理念，切忌新官上任三把火。 A.B.C.D 4/4 

事前妥善規劃，減少執行中的困難。 A.B.C.D 4/4 

掌握大原則，先公後私。 A.B.C.D 4/4 二 確立目標 

校務編入行事曆，逐步實施。 A.B.C.D 4/4 

分層負責，充分授權。 A.B.C.D 4/4 
三 善用分工 

建立團隊，知人善任，完全信任。 A.B.C.D 4/4 

建立和諧的親師生氣氛。 A.B.C.D 4/4 

對話溝通 A.B.C.D 4/4 四 校園文化 

凝聚共識及向心力 A.B.C.D 4/4 

教學領導 A.B 2/4 
五 教育領域 

課程領導 A.B 2/4 

標竿學習 C.D 2/4 

策略聯盟 A.B.C.D 4/4 

讀書會 A 1/4 
 
六 研習進修 

研讀各種教育文章雜誌，研究所考題、各

大學學報等了解教育新趨勢，吸收新知。
A.C.D 3/4 

校長主外主任主內，經營公共關係 C  1/4 
七 公共關係 

學校行銷 A.B.C.D 4/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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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討論 

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反思與建議，本研究透過受訪者的反思與建議中

歸納分析。 

首先，在反思方面，文獻中柯維（Stephen Covey）和梅爾夫婦（Roger Merri11and 
Rebecca merri1）所持第四代時間運用之觀點：其重點包括以設定目標、排定優先順序的

方式滿足物質、社會、心理與精神的需求，其具體包括為結果負起責任；進行更有效的

會議和提案討論；所有計畫與價值觀緊緊相連－經由目標設定和規劃而有更多成就；恰

到好處的短、中、長期目標；減輕壓力；相互依賴群策群力等。其牽涉面包括自我約束、

自我承諾，以及更圓熟的人際關係。主要特色在於體會到「事由心生」管理時間要從自

己的內心出發，做值得、重要的事，如此有助於達成人生的目標，讓生命更豐富與更有

意義，並能創造高品質的生活（轉引陳儀如，1998）。 

另外羅塔爾．塞維特認為時間管理與運用即為「有效的自我管理」，其中找尋新的

時間文化、主導時間與具體步驟與個人性格特質不同，應用不同的模式管理運用時間

（Lothar J. Seiwert , 2004，吳信如譯，2004） 

研究結果將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反思內容，分類成個人自我管理與組織領導時

間運用兩大主軸。個人自我管理軸向，下分目標探索心智學習、身體自律、人際情感與

價值判斷等四面向，此等四面向與柯維（Stephen Covey）之物質、社會、心理與精神的

需求相互符應；組織領導軸向，下分探索方向、整合體系、充分授權與以身作則等四面

向，亦與柯維（Stephen Covey）之物質、社會、心理與精神的需求相互輝映。 

其次，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對時間運用的建議方面，針對受訪者中所建議事項歸

納成「探索方向」、「確立目標」、「善用分工」、「校園文化」、「教育領域」、「研

習進修」、「公共關係」等七大面向。從日常生活微觀、繁雜的工作職務，多重的角色

扮演，在這些林林總總的工作流挑戰中，領導卓越校長致力發展建構自己的時間運用知

能，圖使時間流與工作流有效結合，有效提升日常領導的工作效能。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的時間運用，為求研究能客觀周延，透過文獻

的分析與實地的訪談，藉此提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以供相關教育行政機關、現任國民小

學校長、有志擔任國民小學校長的教育夥伴、教育機構或從事相關研究者，在增進國民小學

校長時間運用能力的執行上，或做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根據研究問題，以及本研究第四章的研究結果分析討論，對於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的

時間運用獲致以下結論： 

一、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工作內容與配置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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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工作職務 

本研究發現四位受訪者對國民小學校長的職務的看法分為行政管理與教育領導

兩大類，領導卓越校長將時間運用在這些焦點工作上： 

1. 行政管理主要內涵為提升行政功能、規劃校務發展與經營公共關係之時間運用，四

位校長都提及上述三個層面的的重要性，看法頗為一致。 

2. 教育領導主要內涵為執行教育政策、發展教學專業與滿足成員需求之時間運用，而

其中滿足成員需求被列為最為優先。 

(二) 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的挑戰 

領導卓越校長在實際領導中面臨的挑戰有四項，研究的結論如下： 

1. 行政事務管理主要內涵為硬體建設、環境經營、人力資源及人際關係，而其中環境

經營、人力資源及人際關係是領導卓越校長認為較具挑戰的。 

2. 教育專業領導主要內涵為紓解減班壓力、提升教學品質與型塑專業團隊，其中提升

教學品質與型塑專業團隊是領導卓越校長認為較具挑戰的。 

3. 組織文化變革主要內涵為克服文化慣性與推動文化變革，其中推動文化變革是領導

卓越校長認為較具挑戰的。 

4. 自我角色調適主要內涵為家庭壓力與角色期望，其中角色期望是領導卓越校長認為

較具挑戰的。 

(三) 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時間分配 

本研究從訪談結果分析，瞭解領導卓越校長時間分配如下： 

領導卓越校長校內外的時間分配方面，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時間分配校內之教

育領導與行政管理的時間多於校外活動時間。 

二、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行為模式與策略 

(一) 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受到突發事件、臨時會議、接聽電話、上級交付任務、不速

之客造訪與工程問題等因素的干擾，其中除接聽電話與工程問題外較無共識外，其

餘都是校長們認為有相當大的干擾。 

(二) 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受到時間零碎、缺乏拒絕技巧、團隊無法配合、經費短絀與

會議太多等困難因素的左右，其中時間零碎與缺乏拒絕技巧校長們認為有相當大的

干擾。 

(三) 領導卓越校長常善用時間運用系統性分析思考原則、周詳計畫原則、合理的目標管

理原則、優先順序原則、分工授權原則、最佳時機原則、巧妙拒絕原則、紀律原則

與危機管理原則等原則，且看法頗為一致。 

(四) 領導卓越校長常使用前置性策略、工具性策略、人際性策略與管理性策略等時間運

用的策略，且看法頗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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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模式相當的一致，都是 T－P－D－C－A 模式。 

(六) 領導卓越校長認為自我經驗的圓融、向他人請益、企業雜誌與專業進修研習等方式

為有效提升時間運用策略，其中向他人請益、企業雜誌與專業進修研習等方式是較

有共識的。 

三、國民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反思與建議 

(一) 領導卓越校長個人透過目標探索、身體自律、人際情感與價值判斷達到個人自我時

間運用的反思，看法相當一致。 

(二) 領導卓越校長透過探索方向、整合體系、充分授權與以身作則等方式達到學校組織

領導時間運用之反思。 

(三) 針對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建議包括探索方向、確立目標、善用分工、校園文化

等看法一致，其餘者尚有教育領域、研習進修、公共關係等。 

第二節 建議 

根據研究中文獻分析與訪談調查的結果，加上本組的研究心得，對於研究主題「國民小

學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之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以提供給有志擔任國民小學校長的教育

夥伴、現任國民小學校長、教育主管機關及師資培訓機構，在提升國民小學初任校長的時間

運用能力時之參考與省思。 

一、給有志擔任國民小學校長的教育夥伴之建議 

(一) 深入了解國民小學校長的工作職務內容性質、挑戰與時間規劃，有助於擔任校長時

面臨挑戰的心理調適。 

(二) 認知時間運用的干擾與困難，熟諳運用的原則與策略，有助於時間運用的整體知能

的提升，且能找到適合自己的運用模式。 

(三) 透過個人自我管理與學校組織領導時間運用反思，可提升校長時間運用的效能。 

二、給現任國民小學校長的建議 

(一) 吸取行政管理、教育領導及企業管理新知，能有效提升時間運用效能與處理教育事

務的效能。 

(二) 透過同儕間時間運用的經驗交流，提供諮詢協商，解決時間運用上的困難，進而提

升自己的時間運用效能。 

(三) 反思自己時間運用的適切性，找尋更適宜的時間運用的模式，並且分析如何改善自

己的時間運用策略，才能將時間運用策略的功能充分發揮。 

三、給師資培育機構及主任校長儲訓機構的建議 

(一) 開設時間運用相關課程，審慎考慮將企業經營中對時間管理運用的理念納入課程

中，在本質上與觀念上確實提升校長的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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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邀請現任專家校長、領導卓越校長分享時間運用的經驗，經由知識分享與經驗流通，

對話互動，學習他山之石攻錯的要領。 

(三) 辦理教育領域時間運用的專題研究，由教授、專家學者與領導卓越校長帶領，協助

校長將時間運用的研究成果落實於日常領導。 

四、給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校長會議或專業發展工作坊之中規劃校長的時間運用課程，提供校長們企業經營的

時間運用概念，透過知識擴展、經驗交流與專業對話等方式，提升國民小學校長們的時

間運用能力和智慧。 

五、研究者的省思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以訪談為主，以台灣南北四位獲得教育部領導卓越獎的校長為訪

談對象；研究內容界定在領導卓越校長的時間運用。為了提升教育界對時間運用的效能，

在本研究之架構下，可朝以下二點做突破：  

(一) 就研究方法方面，除本研究所使用、進行的研究方法外，可使用個案研究法、觀察

法、問卷調查法等不同的方法進行研究。 

(二) 就研究對象方面，因受限於時間的因素，無法增加訪談人數與次數，是較為薄弱的

地方，再者，亦可考慮將訪談對象擴及教育行政人員、學校行政人員、學校教師，

可以從他們的角度來觀察領導卓越校長的時間運用，如此將可以更清楚探討出國民

小學領導卓越校長時間運用的真相與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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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學校特色發展之研究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傳播速度倍增於以往，相對地家長對教育的訊息特別關注，造成家

長的教育選擇權觀念大開，對於孩子所就讀學校要求日愈殷切；另一方面經濟成長緩慢，財

政日愈艱困，給予學校的補助日愈緊縮，加上少子化、人口結構老化的趨勢，學校資源有限，

競爭卻日益激烈。 

學校受到整體外在大環境變遷的影響，以及家長參與教育的覺知，學校必須因應此一趨

勢，積極匯聚各種資源，發展出學校特色，馮朝霖（2002）曾說：「另類乃演化的催化，差

異為創新的資產」，在現有的教育制度下，國民小學人事、經費、預算、課程全部在中央法

規及地方政府的制式管理下，學校欲追求創新、差異化等策略，發展學校特色，不失為在同

中求異、提升競爭力的捷徑。 

教育品質的提升不只是量增加，更應注重質的提升，近年來在「九年一貫課程」教育改

革趨勢下，鼓勵學校研發、編輯學校本位課程與鄉土教材，學校因所在地區人力、物力、財

力等資源不同，逐漸產生出學校或地區間的殊異，教育理論也從精緻教育、教學創新，以至

追求卓越，再到最近的「藍海策略」，儘管語彙不同，無一不與學校發展特色有異曲同工之

妙，因此，學校教育品質的提升，與學校創新經營特色息息相關，對於學校的特色有如企業

經營的品牌或形象，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因此學校如何發展特色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在教學現場，研究者在國民小學服務期間，偶有家長質疑學校的作為，諸如活動太少、

沒有活力；活動太多、佔用讀書時間，對學生升學沒有幫助…，譬如舞龍舞獅、宋江陣，其

爭議不斷，甚至國樂、直排輪都遭致非議，益增學校行政人員困擾，可謂吃力不討好，以致

發展特色亦須家長認同與支持。因此學校發展特色在教育現場發生之難題及其解決之道—其

歷程、策略、資源的發現，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本研究擬選取不同縣市的特色學校作為研究對象，希望透過文獻分析、深度訪談現場中

相關人物，進一步了解其學校發展特色的因素與策略，並加以比較。瞭解發展學校特色之相

關因素，及在學校發展特色的過程中，對學校經營有何影響。 

職是之故，本研究擬選三所特色學校，作為研究對象，透過文獻分析、深度訪談現場中

相關人物，進一步了解其學校發展特色的因素與策略。探討學校發展特色的較佳模式，期望

提供未來在學校發展特色的經營之參考，是本研究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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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欲探討不同型態的學校發展教育特色時，其起源及所受到社區、家長、民眾及地

方資源之影響程度及資源互動情形；以並比較學校發展的教育特色對學生、社區、家長、民

眾的影響。 

職是之故，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如下： 

一、瞭解學校發展特色的歷程 

二、分析學校特色發展所遭遇的障礙及克服方法 

三、探討學校特色對學校的影響 

第三節 重要名詞釋義 

一、國民小學：指提供六歲至十二歲學童義務教育之場域。 

二、發展：凡事物之推動有其先後程序，猶如個體之成長依序漸進，本研究指開展事務

獨特優異的地方。 

三、學校特色：指學校長期投注課程、人力、物力在某一事物之教學，學校學生習得之

知識技能或態度，並與其他學校不同，而普遍受家長認同之處。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立意選取嘉義縣、雲林縣、台北縣等三所國民小學作為個案，以質的研究方法，

配合蒐集相關資料文件，進行分析，再以訪談該校發展特色參與者，對象包括現任校長、主

任，以了解學校發展特色經營，關於經費、師資、課程、教材…等社區資源，在發展過程中，

對學校發展特色的經營有何影響。 

本研究資料從文件、訪談交叉比對，訪談對象為負責推動學校特色之行政人員，以深入

了解教育現場執行現象，本研究因囿於時間及場域，擬以學校發展特色經營過程書面文件佐

證，以提高本研究之效度。 

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聚焦於特色推動過程為課題，從特色之起源受學校與社區特殊情境及文化之影

響，而呈現其獨特性，故本研究結果僅供參考，所得結論類推性恐因區域及其相關因素之不

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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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發展學校特色的意義與理論基礎 

第一節 發展學校特色的意義 

「發展」一詞，依據國語活用辭典之義，係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簡到繁，由低級到高級，

由舊質到新質的運動變化過程；另一義為組織規模之擴大進展。（周何、邱德修，2004），

而三民大辭典則解釋為「個體身心在生命史中所產生之由簡而繁、由粗而細、由分立而整合

的連續性蛻變歷程（三民書局，1985）。學者張芳全則彙整其義，認為發展原指有機體的成

長歷程，後隨著社會變遷，逐漸延伸至社會的演變（張芳全，1999）。在學習型組織中，學

校被視為一有機體，其發展所需之關鍵因素包含師資、學生、經費、空間、建築等，是否充

分發展，得視「學生學業成就、行政團隊績效、人力資源運用與學校展望」等為指標。 

從詞性觀點分析的 Flecher，認為「發展」是價值中性的名詞，隱含著特質的成長。在這

種看法下，人類與其他個體能力一樣，擁有在社會中實現潛能的機會，但是必須優先考慮教

育發展的歷程（張芳全，1999）。另一方面從轉型的歷程來看，在發展過程中所有的成長及

變遷，都是以達到現代化為目標，中間的歷程是複雜的、長期的、系統的、全球性的及階段

的（陳秉章、陳信木，1988）。此種觀點，對照於現行學校組織的性質，甚為契合。因此，

學生在學校所學習的成果，包含學校所展現的特色，對於學生成長、現代化、提升競爭力，

都是不可或缺之元素。 

綜上所述，發展一詞涵義，在學者的看法中，認為有目標、一定歷程，具有延續性且不

間斷的有機體或社會組織，均可稱為發展。而發展的過程可能存在於個體的、社會的、個體

與個體、個體與社會之間，因此，在發展過程中，教育對於個體的影響，是開啟人類潛能的

本質之所在。 

在教育改革的聲浪中，發展學校特色已成為耳熟能詳的口號，也是各界認同的目標和策

略。一般說來，發展學校特色可以激發學校教育同仁的創意，也可以強化學校教育同仁對學

校的承諾，更可以藉此塑建全校的共同願景，故從學校組織經營的角度來看，發展學校特色

乃是學校組織發展的最佳策略，也是學校行政領導的有效手段。因此，如致力學校特色的發

展，應有助於提昇學校教育的活力（吳明清，2004）。而對於學校特色的定義，吳明清、何

福田二位學者認為是學校中的任何人、事、物，可能是校園景觀、建築設施、課程教學、師

生關係、師資素質、組織結構、領導方式、學校文化、學生表現、學習計畫、家長參與等各

種不同的標的（吳明清；何福田，2004）。據此，本研究選定三所國民小學發展特色作為探

討對象，藉由訪談資料，整理出各校發展特色的規準如下： 

一、學校特色能展現獨特的用心與創意。 

二、學校特色須符合五育均衡發展教育目標。 

三、學校特色必須具備與眾不同的優異品質。 

四、學校特色能反映教育機會均等、學生最大利益等社會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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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特色是學校資源的成本效益、學生學習成就水準、教育目標的實現。 

六、學校特色要符合學生需要。 

由上列之規準得知，發展學校特色是以學校投入的各項條件（師資、課程、教學…）加

以規劃，以凸顯出其優勢特色，並以激發師生潛能，激化學校教育品質，因此可說是有目的、

有計畫的教學的活動，此項觀點從吳明清的看法得到印證。 

第二節 發展學校特色的理論基礎 

一、提升學校競爭力 

學校發展特色能夠成為被認同的目標與策略，究竟其魅力何在？其實早在 1970 年，

美國就已針對學生的高缺席率及高退學率，出現以特色吸引學生以及允許跨學區就讀的

「磁性學校」（magnet school）。這些學校並無學區與入學條件的限制，完全以學生學

習興趣為考量，安排特殊專長學科學習機會，如音樂、戲劇、電腦、科學及視覺藝術等

等。依據「一九六五年中小學教育法案第三章」（Title III of 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of 1965）的相關規定，凡是磁性學校學生之基本學科能力和就業技能的學

習成就（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1994a），均需予以強化。此外，美國聯邦教育部

也訂定一項「磁性學校實施方案」（Magnet Schools Assistance Program, MSAP）配套措

施，提供磁性學校經費支援，並遏止公立學校對少數族裔學生的隔離。 

到了 1996 年，柯林頓總統在美國的國情咨文中，明文宣告廿一世紀重要課題─推動

終身學習。施政方針以提升人力素質、適應局勢變遷為主軸，此一國情咨文的發布，明

確的指出教育政策必須考慮社會國家需求與市場機制。因此，想要提升學校競爭力，發

展學校特色是一項不錯的選擇。 

二、建立親師合作關係 

劉慶仁引述美國 1994 年「目標兩千年教育法」的教育改革法案，提到將國家教育目

標增列「師資培育與專業進修」、「父母參與」兩項。由於家長來自於社區，具有社區

公民與學生家長雙重身份；他們的參與，一則代表家庭對於子女教育的關心，一則為參

與學校及社區公共事務的意識的提升，學校從以往的封閉經營型態，逐漸納入外來的資

源與力量，而家長參與的方式與型態，以「夥伴關係為」最佳。而學校對於新的趨勢，

亦應以夥伴關係與家長密切互動，內容包括家長對學校事務的參與、資訊透明化、資源

分享等。（劉慶仁，2000） 

三、學校本位管理 

張素貞引述相關資料，認為自 1970 年代末期，學校本位管理逐漸受到重視，1988 年

英國在教育改革法案中，採用「地方學校管理」制度；而美國在 1989 年即已有 75%的

州立法規成立「學校中心管理的審議會」。（張素貞，1998）隨著學校本位管理的授權，

發展具有代表性的學校特色，自然應運而生。此外，劉慶仁在美國的教育發展變革的觀

察中，發現學校教育的「選擇權」，開放了學生選擇學校、教育券、開放註冊、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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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受教方式，這樣的開放與招生競爭，促使公立學校產生變革，但也間接招致了學習

商品化之批評。（劉慶仁，2000） 

我國國民中小學採學區制，學校教育選擇雖然有著諸多限制，但是每年為了讓孩子

擠身明星學校，或資源較佳學校而遷動戶口者，多得不勝枚舉。因此，開放學校選擇權、

發展學校特色，以提升學生競爭力，勢必成為未來發展趨勢。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旨在探究國民小學學特色發展的歷程。本研究先就學校特色發展

等相關研究進行文獻探討，進而對三位國小教師進行訪談和文本分析，藉由訪談內容以瞭解

國民小學發展學校特色的看法及作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策略 

本研究旨在探究已獲肯定之國民小學，本研究屬應用性研究之類型，採用立意取樣之標

準抽樣，訪談學校負責推動特色發展之行政人員，並參考學校參與發表之記錄，將學校推動

特色之過程作一統整。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策略如下： 

一、深度訪談 

本研究採用重點式的訪談，研究者事先想好訪談的題目，因涉及行政推動部分，配

合開放式的訪談為研究者訪問相關的事實、以及個案對於某些事件的觀察與看法等；此

次研究採開放式與重點式兩種訪談一起進行。在研究參與者陳述的過程中，僅就陳述中

之重要關鍵做紀錄，研究者不打斷及做價值性的判斷。 

二、文件蒐集 

文件具有對事實佐證與發掘新問題的功能。本研究將進行文件資料的搜集項目如：

學校實施特色教學的計畫方案、教師教學的教案、以及分享心得，學校研習及表演記錄

等，以獲得對於訪談資訊的佐證。 

第二節 研究實地 

本研究受訪學校分別為嘉義、雲林、台北縣市各一所學校，其基本資料如下： 

表 1 學校基本資料表 

學校所在地 班級數 學生數 特色項目 其他說明 

嘉義縣某國小 
 
 

18 600 國樂 
 
 

學校有八十六年歷史，位於省轄市邊陲，

因學校教師有音樂專長，九十二年在校長

之大力鼓吹及奔走下，成立國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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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某國小 
 

6 63 茶 園 及 茶

道 
該校位於雲林縣林內鄉，原列為第一階段

併校之學校。該校因學區家長大都屬茶

農，據以發展該項特色，而成為優質學校

轉型成功，目前該校提倡茶道，並結合社

區資源及配合農會推廣觀光茶園，學生展

演茶道，擺脫偏遠學校窘境，為學生找出

自信，並推廣當地產業。 

台北縣三峽鎮

某國小 
33 1100 藍染 該校成立時間迄今 8 年，在規劃校舍時即

考慮特色發展需求，設有染坊栽植區，故

在自然而然的情形下，將地方的傳統產業

納入學生的學習課程，進而成為校發展之

特色。 

第三節 研究參與者 

依據研究目的，為了解形成學校特色之形成歷程、如何克服所遇到的障礙，以及探討對

學校影響之相關因素等目的，研究的參與者是該校之特色推動相關人員，且實際參與建構過

程者。 

基於以上條件，本研究共選擇三名適合的行政人員參與此次的研究，其在背景分述如表

2： 

表 2 個案背景分析表 

研究參與者 參與時間 擔任職務 其他說明 

甲（男） 
A 

4 
 
 

代理校長 學校特色之主要執行者，為配合學校本位課程之發

展，結合地方產業，因而規劃以茶道為主的學習課

程。 

乙（男） 
B 

4 
 

教師兼主任 負責學生學習教學及團隊表演事宜，擔任表演指揮

工作，過去亦曾在他校推動國樂社團經驗。 

丙（男） 
C 

5 教師兼主任 負責學校特色主要教學工作，含括教師研習、學生

課程、校外團體教學及義工培訓等，是學特色之主

要推動者。 

研究者的背景與訓練 

研究者本身為 106 期國民小學校長儲訓班學員，對於如何經營學校特色的議題有極大的

興趣，於儲訓期間為瞭解國民小學發展特色之方式及途徑，訪談學員中特色學校之有經驗同

儕，而訪談者本身也是一項研究工具，在研究的過程中所蒐集到的資料，透過研究者的詮釋，

形成對學校發展特色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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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及文本分析做為資料蒐集的方法，其所使用工具詳述如下： 

一、深度訪談 

透過詳細描述事情發生的經過的訪談，並且綜合不同觀點，以探討訪談內容的背後

意義。本訪談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由研究者先訂下訪談大綱，根據談話的進度適

當追問和修正問題。結構式訪談則有具體的訪談問題，但沒有預設的答案格式。本研究

在訪談進行之前擬定訪談大綱，根據訪談大綱對受訪者進行訪談的工作，並根據受訪者

的回答內容，隨時調整問題的順序及訪談內容，訪談時間約 30 至 60 分鐘。將所蒐集之

文件資料整理分析，訪談過程製作逐字稿，並加以分類、編碼，歸納分析後，進行本研

究之描述與詮釋。 

二、訪談大綱 

依據研究目的而擬出「國民小學發展學校特色之訪談大綱」，其訪談內容主要分為

三個部分：1.學校特色發展的歷程 2.學校特色發展的障礙及克服方法 3.學校特色對學校

發展的影響。訪談大綱內容如下表 3： 

表 3 訪談大綱 

研究目的 訪談問題 

一、瞭解學校發展

特色的歷程 
1.貴校選擇哪一項作為學校發展特色？ 
2 當初是在什麼背景的情況下發展這一項特色？ 
3.學校對學校發展特色開始規劃時設下的願景（目的），或對此發展特

色的期望是什麼？ 
4.貴校發展特色需要的資源有哪些？ 
5.貴校學校發展特色的發展歷程？ 
6.貴校學校特色目前運作的現況（方式—活動的時間）？ 

二、分析學校特色

發展所遭遇的

障礙及克服方

法 

1.學校特色發展至今是否面臨困境？  
2.學校特色在發展過程中曾經遭遇哪些困難？（人力、物力、財力、組

織、資源） 
3.學校怎麼克服所遭遇的困難？  
4.針對這些困難與困境，學校因應的方法或策略是什麼？ 

三、探討學校特色

對學校的影響 
1.學校發展特色所獲致之成果或成就有哪些？ 
2.師生在學校發展特色中的收穫是什麼？ 
3.學校發展特色對學生有何影響？ 
4.社區對於學校發展特色認知如何？ 
5.這項特色未來的展望如何？ 
6.您自己對學校發展特色有什麼建議或心得？ 
7.對於國民小學學校發展特色有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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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文字分析以 A1101、B1101、C1101 等方式編碼，例第一位回答第一題第一個

問題的第一句話編碼為 A1101，第二句為 A1102…等，餘類推。 

第四章  討論與發現 

學校特色的形成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也非一人可以獨撐大局，有完善的規劃才能減

少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阻礙，大多數的學校特色都是整合地方資源，在人力及物力上有充分

的支援力量，如能周全的就人力、物力、空間、時間、及成果展示充分規劃，不但能使學校

特色持續發展，也能成為學校最有力的行銷。訪談分析如下： 

第一節 討論 

一、學校發展特色的歷程 

(一) 學校發展特色的背景 

從訪談中可以了解，學校在發展特色有其背景因素，三位受訪者表示： 

A1201 當初是因為配合九年一貫教育課程本位發展，而選擇茶道做發展特色。因

為學校附近都是茶園，家長百分之八十都是茶農。 

B1201 結合教師專長及社區資源。 

B1202 學區本有由社區家長組訓之北管樂團，成員泰半為本校學生，適逢本校新

進訓導主任具備國樂專長，指導國樂團多年，曾擔任……老師。 

B1501 學校國樂團於 2004 八月在何校長多方奔走下，獲地方人士及家長會認同並

大力協助。 

C2201 其實最主要是我們這個里的里長，他也是工作室成員，他本身對文化的熱

愛，在推動過程中他會給一些意見。 

通常發展特色是透過社區資源及學校本身具有的師資為基礎。經由文獻探討發現

與吳明清所提學校特色發展可說是有目的、有計畫的教學的活動，不管是從教學、社

區資源等方面著手，都需要有所規劃。 

(二) 學校對學校發展特色的期望 

學校是學生學習的場所，教學是有目的的活動，學校發展特色自然有所期待，經

訪談發現： 

A1301 讓學生瞭解茶園及社區產物的特色。 

A1302 使學生體認茶農的辛苦。 

A1303 讓學生本位課程中從茶葉的栽植茶樹的生長，到製作過程的認知，進而瞭

解茶道的精神及相關禮儀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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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01 配合兒童性向差異，開發多元智慧，啟發學生群、性及藝術氣息。 

B1302 結合教師專長，發展學校教育特色。 

C1303 主要我們是希望透過這個課程，讓孩子知道三峽傳統藍染的重鎮。 

學校推動特色希望達到的目有二，一是要透過孩子的經驗讓孩子認識故鄉，主要

是和鄉土教育結合；二是因為教師具備某項的能力。 

(三) 學校發展特色需要的資源 

A1401 軟體部份，也就是師資，邀請當地社區協會專業人士，指導學生茶道的相

關禮儀及基知能。另外就是茶具，如茶壺、茶巾、茶杯、聞香杯等。 

B1401 外聘教師、校內協助指導教師。 

B1402 大型樂器採購經費約一百萬元。外聘師資鐘點費。練習教室，大型舞台。 

C1401 我們的發展當然要有好的空間，校舍己經作規劃；那也要一些人力的資源，

在開始有一些社區人力的支援，在做這些課程時須要一些材料、原料是須

要花一些錢。 

發展特色不外乎人力、物力，財力之支援，尤以學校並非營利事業單位，要尋求

資源的挹注，必須依賴校長有計畫的規劃及推動。 

(四) 學校發展特色的歷程 

A1501 茶道就是從茶葉的生長開使，讓學生實際到茶園觀察，另外家長配合對於

茶樹生長的習性及查樹栽種常識的協助與指導。 

A1502 另外就是茶道的展演，邀請茶道協會的人到學校實際指導，並利用彈性課

程的一堂課做教學觀模。 

C1501 一開始是接受三峽文史工作者建議，那我們是有一些想法，它是保留地方

文化的方法。 

C3202 嗯！我個人認為就是大人對於傳統的記憶，會有一些認識，我也比較在意，

學生在這樣的過程裡面，知道這個是三峽地區曾經發展過的，他們有這樣

的學習，也有這樣的概念，甚至有一些孩子日後想要從這邊做發展，也有

一個憑藉。 

B1501 校國樂團於 2004 年八月在何校長多方奔走下，獲地方人士及家長會認同並

大力協助。 

C3306 就會變成對傳統的一個文化會有很深的了解嗎？這個我也會覺得保留下

來。  

C3203 那個一開始的過程裡面，事實上是由外而內，當然，我們開始會跟老師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這也是一個學校很大的特色，其實要發展這樣的

特色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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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505 95 年參加全縣音樂比賽獲優等佳績。現有團員 90 人。 

學校特色學校特色的發展需要長時間的經營，才能逐漸展現成果，最能以學校特

色的發展結合與融入學校課程。 

社區的資源是學校發展的最有力推手，學校特色的發展需要有人力、物力、財力

的支援，尤其是家長支持，才能長久經營。 

學校特色最大的成效在於能變化學生氣質，增加學校行銷效能。所以能展現良好

的成績例如比賽成績優異，才能普獲家長認同。 

(五) 學校發展特色的運作方式及現況 

A1601 利用彈性課程的時間，如每個星期一堂課做教學觀模等。 

B1601 每週星期二、四早上 7：30－8：30 星期三下午 13：30－15：30 練習。 

C1601 目前都以我為主，不是其他人不能幫忙，也有一些其他的教師的幫忙，偶

而的工作大概沒問題，如果是長期，就會…。 

C1604 校內學生的課程，原則上課程規劃教學還是老師來上，老師有時候不熟，

那我會在旁協助。 

C1603 我們也會辦一些志工的研習。 

C2301 財力的部分我們會辦一些其他學校的活動。 

學校特色的發展須要極大的人力資源，如果能大量培植師資，也比較能去除一旦

教師離開之後傳承的疑慮，訪談結果顯示是因為學校本身推動特色師資及時間、成果

展示、經費之獲取會形成特色延續與否之障礙。 

面對學校特色發展過程所遭遇的困難，發現除了師資，還有經費，但是以 C 校而

言，因早期空間規劃得宜，加上對外開班，在經費上反而能自給自足，只是工作分量

上適度調整，減輕老師的負擔，則能克服學校特色發展所遭遇之困難。 

二、學校特色發展所遭遇的障礙及克服方法 

就訪談的內容分析如下：  

(一) 學校特色在發展過程中曾經遭遇之困難 

發展學校特色所遭遇到的困難最主要在於人力的缺乏，除了專業的教師人力不

足，也是棘手的問題，發展的過程若有人來參觀，學校必須接待，也會造成困擾： 

A2101 因是小學校所以人力物力都很困難，就人力來說，因為學校老師對茶葉、

茶道並不是很專長。 

B2101 外聘師資不易。 

C2101 像花在準備的時間很多，還有接太多外面的班，所以我們有在減少接太多

外面的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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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力方面也是困難所在。 

B2102 設備欠區，找不到練習場地，樂器無地方存放。 

在財力的支援上，也是學校費神之處，至於行政的支援上，因學校文化不同而有

差異。 

A2102 因為茶具的購買需要經費，而政府補助並不足夠，這是第二個困難。 

B2103 採購大型樂器，外聘師資鐘點費不足。 

B2104 學校行政有時無法有力支援。 

綜合以上困難，發展學校特色的實務上三所學校都面臨人力的困境，包含發展課

程教師專業人力、外聘師資有時因學校所處之地缺乏師資，造成聘請不易。當學校特

色發展到一定水準，參訪的團體必定增加，這時學校也必須面對參訪時，負責人員必

須兼顧校內行政教學與接待工作，造成負擔。再則財力也是經常面對的難題，學校在

採購和鐘點費方面會出現困難。至於物力與行政支援則是學校文化而異。 

(二) 學校怎麼克服所遭遇的困難 

A2201 人力部份向外尋求支援。 

A2202 財力部份經由家長會的協助及農會的補助，來協助困難。 

B2202 善用社區資源，爭取家長及社區支持。 

C2202 目規劃還是老師來上。 

C2203 還有志工的協助。 

綜合以上可知，學校特色推動過程若遇阻礙大多向外尋求支求援：如家長會及社

會資源，與社區取得共識並獲得支持。對內則是加強處室溝通與協調，教師教學排課

問題，訴之學校發展特色願景之共識，由有興趣的教師參與。 

(三) 學校特色發展至今面臨困境 

A2301 難免會碰到家長的質疑。 

B2301 大型樂器採購不易，無法擴充樂團編制。 

B2302 校內指導教師額外增加課務繁重，每人每週等於增加六堂課。 

C2301 主要是人的部分。 

C2303 很多學校在做特色到最後都變成方便行銷。 

大部分學校發展困境不外乎財力及物力，還有家長、社會大眾觀感等；另外學校

特色並非能使每個學生精熟該項技能，會令家長質疑；而師生負擔都加重，行銷過度

也形成行政困擾。 

(四) 針對這些困難與困境，學校因應的方法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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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01 第一就是儘量和家長溝通，不要讓家長對學生課業及學校特色發展，質疑

下去。 

B2401 向上級爭取經費。 

B2402 建議視為行政工作一環，參與教師減少其他行政工作分配。 

C2401 我們有考慮就是課程的部分，想辦法訂定一些課程。 

學校因應特色推展困境的方法是和家長溝通，向上級爭取經費，及減輕教師負擔

等策略著手。   

學校特色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是長期的師資投入及財力的挹注，雖然學校可以爭

取社會資源支持，但是要穩定的發展學校特色仍要培養更多的教師投入，並鼓勵教師

培養第二專長，成為一個教學團隊以減輕個別教師的負擔；經費部分如果特色能成為

生財工具，對特色之發展則更能持續不墜。 

三、學校特色對學校的影響 

(一) 學校發展特色所獲致之成果或成就 

學校發展特色，經過一段努力之後，為學校帶來一些成果或成就，使學校對特色

的發展有更進一步的認同，並提供學校未來持續發展的動力，三位受訪者表示： 

A3101 學校特色的發展使得在小校裁併聲浪中通過轉型優質學校。 

A3102 另外透過配合農會展演到外縣市展演，增加了自信心。 

B3101 啟發學生群性及藝術氣息，改變學校校風。 

B3102 拉近家長與學校關係，建立比以往更優質溝通管道。 

B3103 對外比賽成績卓越，提升辦學績效，深獲家長認同。 

C3101 獲得的一些成果？那成果就是學校的行銷部份，是比較容易有著力的地

方，…這對於一個學校的行銷，尤其是新學校的行銷，確實是快又有效的

方式。 

根據訪談的結果發現，學校發展特色所獲致之成果或成就中，有透過特色的發展

讓學校在裁併校的聲浪中通過轉型優質學校，啟發學生群性的氣息，改變校風，拉近

家長或學校關係，建立更優質的溝通管道，提升了辦學績效，並獲致家長認同，更可

能對學校的行銷而言是一大助力。而根據劉慶仁（2000）在美國的教育發展變革的觀

察中，發現學校教育的「選擇權」，開放了學生選擇學校、教育券、開放註冊、家教

育等等受教方式，這樣的開放與招生競爭，促使公立學校產生變革，但也間接招致了

學習商品化之批評。 

(二) 師生在學校發展特色中的收穫 

學校教育的主體是學生，灌溉者是教師，當學校發展特色的過程中，讓教師和學

生得到許多收穫，依三位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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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01 老師從中學到把社區特色融入九年一貫課程及本位課程當中，形成一個完

整的總體課程。並進而學會了使用協同教學的技巧。 

A3202 學校因學生數少，每個學生都有展演的機會，這是給學生最大的鼓勵。 

B3201 學生：提升藝術氣息及音樂之專業素養。 

B3202 教師：1 第二專長獲得。2 獲得寶貴的協同教學經驗。 

C3201 跟別的學校不一樣？ 

C3202 嗯！…，我也比較在意，學生在這樣的過程裡面，知道這個是三峽地區曾

經發展過的，他們有這樣的學習，也有這樣的概念，甚至有一些孩子日後

想要從這邊做發展，也有一個憑藉。…我覺得我們對於畢業生這個畢業走

秀的安排，其實就是結合他們的學習後，做一個集大成的方式，在做一個

展現。這個展現就是讓孩子勇於表達自己。我覺得那個比這個染布都還要

重要，這樣的方式，讓他覺得我這個走秀有機會，那個走秀的機會，其實

可以讓他們展現勇於表達的部份。 

C3203 老師的部份呢？其實這個地方是我覺得一直在思考的。我剛講完，那個一

開始的過程裡面，事實上是由外而內，當然，我們開始會跟老師說，這是

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這也是一個學校很大的特色，其實要發展這樣的特色

是很好的，但是也不是每個老師一開始就有這樣的想法，這是比較累、比

較麻煩，就是要發展藍染，這件事情並不是如此。……事實上，它在培養

老師的部份會有一點困難。 

根據訪談的結果發現，師生在學校發展特色中的收穫，對教師而言，在教學上獲

得了協同教學的寶貴經驗，透過不斷的充實，更獲致第二專長的機會。對學生而言，

學生有展演的機會，提升藝術氣息及音樂之專業素養，更進一步的發現是提供孩子肯

定自我的的機會。 

(三) 學校發展特色對學生之影響 

學校發展特色，受到影響的是學生，在不同的特色發展上，會帶給學生不同的影

響，依三位受訪者表示： 

A3301 因為每個學生都有展演的機會，這是給學生最大的肯定。 

A3302 另外因為和外界的接觸，使他們對於應對進退及氣度上有更好的表現。 

B3301 提升學生群性及藝術氣息，獲得音樂之專業素養。 

B3302 獲得參加大型展演經驗。 

B3303 增進人際關係。 

C3301 我們在畢業典禮的時候，會辦一個比較大的活動，去把它做一個整理。……

事實上我們學校在另外部份也發展得很好，就是我們社團也很多。所以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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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一定要在這邊學到東西，別的地方也可以學到。 

根據訪談的結果發現，學校發展特色對學生的影響，是提供學生擴展視野與外界

接觸的機會，透過不一樣的接觸，也增進人際互動的能力，但除了學校的學習機會之

外，學生也可能在畢業之後也會有機會接觸到類似的經驗。 

(四) 社區對於學校發展特色之認知 

學校發展特色，學生來自於社區的一份子，了解社區和家長的認知態度，也是學

校發展特色應了解的部份，依三位受訪者表示： 

A3401 社區發展協會因和學校長期配合，很是支持。 

A3402 另外家長也持肯定的態度，學校如有困難也會協助。 

A3403 然而如果活動太多，家長也會擔心課程及教學。 

B3401 肯定學校辦學績效。 

B3402 知道學校近期推展重點。…不是學校在推動只有唯一的一個力量。 

C3401 其實我剛剛說，這是從社區出來的，不過，這也是社區的少數人。許多學

校在發展特色，不是學校所有的家長都認為你需要這樣的特色。…所以其

實他們這樣，也並不是所有的人，而是少數的人。但是，這是發展學校特

色一個很好的立基點。 

根據訪談的結果發現，社區對於學校發展特色認知，大都抱持配合與支持的態度

的，也肯定學校的辦學績效，了解學校推展的重點。但家長也會擔心，當活動太多時，

也會影響學校的課程與教學。而學校對於新的趨勢，亦應以夥伴關係與家長密切互

動，內容包括家長對學校事務的參與、資訊透明化、資源分享等。（劉慶仁，2000） 

(五) 學校特色未來的展望 

學校特色的發展，可提供學生多元的學習，當發展有了成果之後，對特色未來持

續努力的基礎或理由而言，了解發展特色的展望是有其必要性的，依三位受訪者表示： 

A3501 希望這個特色能一直傳承下去。 

A3502 因為縣府及農會都希望把社區發展成觀光茶園，訓練學生成為小小的解說

員。 

B3501 爭取經費，擴大樂團編制。 

B3502 提升樂團專業程度，建立為學校長久特色。 

C3501 引進社區的資源進來，去做這樣的指導。其實，這也是可行的。那，原本

也有這樣的契機，…所以你對自己學校發展的特色的一個心得在「人」的

這個部份？我覺得，我們還沒有辦法，讓學生都感覺到很強烈的部份。就

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在課程裡面安排到更多時數，也沒有做到更多的部

份。…你要讓孩子做到很精緻，那教學者就要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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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訪談的結果發現，對於發展這項特色未來的展望中，希望特色能夠傳承下

去，並有更多的經費支持來源，更重要的是要有願意投入的「人」，亦即師資的來源，

也是展望中重要的部份。一般說來，發展學校特色可以激發學校教育同仁的創意，也

可以強化學校教育同仁對學校的承諾，更可以藉此塑建全校的共同願景，故從學校組

織經營的角度來看，發展學校特色乃是學校組織發展的最佳策略，也是學校行政領導

的有效手段。因此，如致力學校特色的發展，應有助於提昇學校教育的活力。（吳明

清，2004） 

(六) 對學校發展特色之建議或心得 

學校發展特色的歷程中，透過持續性的參與，參與人的建議與心得是對發展特色

具有參考性的指標，依三位受訪者表示： 

A3601 因為學校特色課程在以前老師傳承下已發展得相當具績效，所以希望未來

也能繼續傳承下去。 

A3602 學生因展演或多或少影響到教學，這是必須去做思考及切割的。 

B3601 樂團為一有型之實際組織，透過實際的運作加強行政溝通與協調。 

B3602 建立各處室溝通機制，互相協助，共同為願景努力。 

C3601 事實上我們的特色有融入在課程裡面，那在我的想法，師資就是一個比較

重要的部分，…那如果只是發展社團性的一個，我的師資可能就不需要量

這麼大，或許，這個就不是他們的困擾。 

C3602 因為我們的特色發展，是融入在我們的校本課程裡面，既然是校本課程就

是學生應該都上得到，…去處理，它也會像排課一樣問題，從那個課程抽

出來的問題。…抽出來變科任有沒有給學校建議？ 

C3604 我有建議過啦！…課程怎麼樣安排在教務處，所以做事比較不容易做。 

根據訪談的結果發現，受訪者對學校發展特色的建議或心得，當特色發展的相當

具績效時，希望未來也能繼續傳承下去。但須進一步思考的部分是學生因發展特色或

多或少影響到教學，對於課程的安排須有進一部調整方式。還有建立各處室溝通機

制，互相協助，使發展過程中減少阻力。（張芳全，1999）另一方面從轉型的歷程來

看，在發展過程中所有的成長及變遷，都是以達到現代化為目標，中間的歷程是複雜

的、長期的、系統的、全球性的及階段的。（陳秉章及陳信木，1988），此種觀點，

對照於現行學校組織的性質，甚為契合。因此，學生在學校所學習的成果，包含學校

所展現的特色，對於學生成長、現代化、提升競爭力，都是不可或缺之元素。 

(七) 對於國民小學學校發展特色之建議 

學校發展特色，不管推動的歷程與方式如何，為達到成效，總有一些期許或建議，

作為日後之參考改進之道，依三位受訪者表示： 

A3701 就是能跟社區儘量結合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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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702 儘量結合課程發展，這樣不致於增加教師太多的工作。 

A3703 給予學生不同的發展機會，使他們都能適性的發展。 

B3701 發展學校特色應從學校內部推起。 

B3702 透過某項學校特色建立過程可以強化學校與社區互動，社區廣大的資源得

以協助學校，創造雙贏。……先從一些有興趣的老師開始。 

C3701 那有一些認知的問題，所以如果好做的話，我可以從老師去上，…那我個

人會傾向，我並不傾向每個老師都一定要把這個東西學得很好！…因為單

獨栽培這幾個老師比較快，可以，如果說要從全體推，我不知道要從那裡

著力？每個老師你都應該要會呀！ 

張芳全（1999）在學習型組織中，學校被視為一有機體，其發展所需之關鍵因素

包含師資、學生、經費、空間、建築等，是否充分發展，得視「學生學業成就、行政

團隊績效、人力資源運用與學校展望等為指標。根據訪談的結果發現，受訪者對於國

民小學學校發展特色之建議，能盡量結合社區，強化學校和社區的互動，可以得到多

方面的協助；另外結合課程發展，這樣不致於增加教師太多的工作；給予學生不同的

發展機會，使他們都能適興的發展；師資部分可以先從一些有興趣的老師開始，由內

部開始推展。 

第二節 發現 

一、完善計畫，啟於慎始──學校發展特色成功之鑰。 

二、培植人才，開拓財源──克服學校特色發展的障礙。  

三、自助人助，永續經營──持續發展學校特色的關鍵。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綜合以上訪談資料發現，學校發展特色的應注意： 

一、要有完善計畫，計畫應考量人力、物力、財力，及時間，空間規劃等條件，並顧及

納入學生學習課程。 

二、學校發展特色的步驟應從納入正式課程著手，並善加規劃課餘學習時間；引進社區

師資及增置員額教師以彌補師資空缺；平時多加規劃學生展示學校特色活動，從小小的成功

帶動更多的成功，並藉以行銷學校特色。 

三、學校長期推動學校特色所需經費除了爭取社會資源外，應朝開源節流方向著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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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經費自主，降低影響學校特色發展的阻礙。 

展望三所學校推動學校特色所獲致之成果中，有透過特色的發展讓學校在裁併校的聲浪

中通過轉型優質學校，啟發學生群性的氣息，改變校風，拉近家長或學校關係，建立更優質

的溝通管道，提升了辦學績效，並獲致家長認同，更可能對學校的行銷而言是一大助力。師

生在學校發展特色中的收穫，對教師而言，在教學上獲得了協同教學的寶貴經驗，透過不斷

的充實，更獲致第二專長的機會。對學生而言，學生有展演的機會，提升藝術氣息及音樂之

專業素養，更進一步的發現是提供孩子肯定自我的機會，是為發展學校特色的榜樣。 

第二節 建議 

針對上述獲致研究成果，擬提供下列建議： 

一、對學校的建議 

校長應考量學校各項優勢條件，審慎擬訂學校發展之特色計畫，而其考量之面向如： 

(一) 審慎考量學校條件，有計畫發展學校特色： 

發展特色是透過社區資源及學校本身具有的師資為基礎。 

(二) 配合九年一貫教育改革「鬆綁」原則，學校本位課程的經營，發展學校特色： 

當特色發展的相當具績效並希望未來也能繼續傳承下去時，須進一步小心處理因

發展特色影響到教學，對於課程的安排須有進一部調整方式，另外結合課程發展，這

樣不致於增加教師太多的工作。  

(三) 學校特色發展應取得內部之共識： 

師資部分可以先從一些有興趣的老師開始，由內部開始推展並建立各處室溝通機

制，互相協助，使發展過程中減少阻力。 

(四) 結合社區，強化學校和社區的互動，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協助： 

能盡量結合社區，強化學校和社區的互動，不但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協助，亦有助

於學校特色的長期發展。 

(五) 特色要以學生的學習為優先考量，不要流於表面功夫，以免遭致家長質疑： 

給予學生不同的發展機會，使他們都能適性的發展，學校發展特色對學生的影

響，是提供學生擴展視野與外界接觸的機會，透過不一樣的接觸，也增進人際互動的

能力。 

(六) 善用學校特色行銷，獲致更多的認同與助力 

學校特色具活化課程、突顯學校本位課程之效，具有識別作用，如能透過策略性

行銷，較能顯現學校的差異性，讓家長易於瞭解學校之辦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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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主管教育行政單位建議 

(一) 寬列經費，扶植學校發展特色。 

學校特色發展普遍遭遇的難題是經費不足，使得主事者無以為繼，若能設置辦

法，固定的補助發展特色經費，採申請方式，一則加以評鑑，一則提昇教育經費使用

績效，使學生能發揮學習特色。 

(二) 多闢社區資源與學校互動管道。 

教育可透過的參與呈現蓬勃的朝氣，主管育行政單位可結合更多的單位，引進校

園，協助發展特色，例如與文化局合作，引進駐校藝術家，發展藝文領域特色課程等。 

(三) 獎勵學校發展特色，以活化學校教育。 

每年就學校展現之特色課程進行評比，績效卓著者，提供各項獎勵，以激勵學校

及教師繼續奉獻，促進學校願景的實現，教師專業發展，激發學生潛能，提昇學校效

能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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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落實「零體罰」政策因應策略之研究 

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動機 

根據調查顯示，有百分之八十四點二二受訪的國中小學生曾經在學校被老師體罰，

而這些學生接受體罰時，大多覺得「丟臉、倒楣、生氣」，只有百分之十七會「謝謝老

師的指導」。同時這些被體罰過的學生有將近五成的人表示，將來也會體罰他們的學生

或小孩。從這些數據來看，體罰不見得能對每位學生都有用，而且有相當比例的學生受

到負面的影響。（徐明珠，2005） 

學校是學生學習的主要園地，也是教師進行教學活動的場所。為了增進學習效果提

升教學成效，教師除了活用教材與善用教法之外，常常在必要的情境下，採取各種輔導

與管教措施，以利教學活動的順利進行。由於學生來自於不同的遺傳和環境，個別差異

甚大，因而增加班級經營的難度，部分教師為有效嚇阻學生違規或不當行為，難免採取

較為嚴厲的體罰手段。然體罰雖然有助於團體紀律暫時的維持，呈現學生學習態度改善

的表象，但造成學生身心的恐懼不安，甚或傷害學生身心的健康，對學生成長的長期夢

靨等都是教育的反效果及負面影響，且師生關係緊張，不利合諧校園氛圍的建立，教育

行政機關乃三申五令禁止教師體罰。可是教師強餵學生吃粉筆、罰學生跑多圈操場、在

司令台前罰站卅、四十分鐘、強制學生按捺指紋等侵犯學生人權之校園體罰新聞時有所

聞，無法有效根絕。 

從教育的觀點來看，對於好的行為予以增強獎賞，不好的行為予以削弱懲罰，本來

就是教育應用的原理；教師以其專業判斷，在面對學生的問題行為時，應有權去選擇自

己認為有效、適當的方式，難道不可以採取懲戒措施作為管教的手段嗎？ 體罰存在於學

校教育歷史甚久，到了十八世紀以後，西洋各國逐漸放棄體罰的趨勢，惟亞洲國家大致

仍然維持體罰的傳統，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兩個國家，法律仍允許體罰。「師者，所以

傳道、授業、解惑也」，在我國傳統觀念裡一直將師生關係定位於擬父子倫理關係，而

有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說法。且基於「愛之深，責之切」，「教不嚴，師之

惰」，教師對學生擁有懲戒權是無庸置疑的，其所實施的懲戒行為也絕不致遭受社會道

德批判或法律上責任可言。然隨著社會變遷，人權思想和人文主義觀念抬頭，關於教師

的角色定位與其管教學生的措施上，大多數人的社會價值觀念已然改變；教師管教學生

時，是否有懲戒學生的權利？管教學生所用的手段方法，是否合理？在在衝擊著從事教

育工作的老師。 

二○○三年十二月由中學生權利促進會等團體，發動「友善校園聯盟——終結體罰

運動」，第一步希望先讓台灣學生免於體罰的恐懼。二○○四年四月六日，「友善校園

聯盟」發表宣言，其訴求之一為：教育部應訂定「學生權利保障法」，並特定「校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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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防治」專章，一方面協助教師使用非體罰的方法教育、輔導學生，另一方面對於校園

體罰事件訂定處理流程，並協助老師與學生面對體罰的困境。教育部為了回應友善校園

聯盟訴求，乃積極研訂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整個計畫包括五大目標： 

一、建構和諧關懷的溫馨校園； 

二、建立多元開放的平等校園； 

三、營造尊重人權的法治校園； 

四、體現生命價值的安全校園： 

五、創造普世價值的學習環境（吳清山、林天祐，2005）。 

因此，校園零體罰政策，有助於建立友善校園，是有其時代的需求和價值。二○○

六年十二月十三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案，明文禁止體罰，於教育基本法第

八條第二款增列：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

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侵害。若違反上述規範，第十五條明定：教師專業自

主權及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法令提供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管道，

符合積極人權的發展趨勢。至此臺灣成為全世界第一○九個禁體罰入法的國家。 

「立法禁止體罰不只是象徵意義，而是讓孩子發現自己擁有與大人同等地位的個

體，重新界定自己的價值。」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社會家庭科學系副教授瓊恩‧都倫說，

瑞典的孩子，因為禁止體罰，而找到自己的價值，開始參與社會運動，這是禁止體罰的

最終目標（台灣立報，2007）。從我國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教師有輔導

或管教學生之義務來看，似乎並無明文授予教師有懲戒學生的權利。如今青少年福利法、

教育基本法明文保護學生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學校教師面對禁止體罰後，若有抗

辯權可能產生模糊空間。很多教師習慣以體罰管理孩子，一旦去除體罰，教師們無所適

從。台灣最大的爭議在於「管教」與「體罰」的界線模糊，父母親權及教師輔導管教雖

有法源依據，但尺度到哪裡並無法規可依循，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應有免

除學生在家庭及社會中恐懼及暴力之義務。所以為了避免以暴止暴，建立祥和社會，本

文除了從學校層面探討零體罰之因應策略外，亦期能從家長及社會的支持增加對教師的

肯定，提升教學效果促進學生有效學習。 

二、研究目的 

一、透過資料分析了解零體罰之定義及禁體罰入法之意義。。 

二、透過資料分析了解法規中各項權力衝突現象及主體性合理性。 

三、提供學校行政面對零體罰政策，幫助教師提升輔導管教知能及爭取家庭及社會

支持的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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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問題 

一、零體罰的定義及相關背景資料為何？ 

二、法規中各項權利之衝突，互有侵犯以誰為主？合理性為何？ 

三、面對零體罰政策學校行政幫助教師提升輔導管教知能及爭取家庭及社會支持的

因應策略為何？ 

四、名詞釋義 

一、國民小學：本研究中國民小學係指我國國民義務教育中，滿六足歲入學至十二

足歲之學童所就讀之學校。 

二、體罰：係指各階段教育組織禁止組織內成員在管教時，對學生實施體罰的理念

或約定。教育組織成員於管教學生時，應發揮其專業知能及自律精神，以具智慧及效能

之方式，協助學生在充滿愛與關懷的環境下快樂成長及積極學習。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從體罰的歷史背景脈絡中，逐步探討體罰與零體罰之意涵以及理論構面。研究

者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後，加以整理分析，研究內容共分為三節，各節分別為：第一節體罰

與零體罰之意涵，第二節體罰相關法規與現況，第三節體罰相關的研究。 

第一節  體罰與零體罰之意涵 

本節主要在瞭解體罰與零體罰的意涵及相關概念，首先闡述體罰的定義，零體罰的定義，

並探討中西方體罰法規現況。 

一、體罰的定義 

體罰的定義眾說紛紜，體罰的界定也引起諸多爭議。因此，研究者分別從廣義與狹

義兩部份，探討體罰的涵義。 

(一) 廣義方面 

在教育領域，廣義的體罰指的是教師施於學生身上，使學生的身體與精神上產生

疲勞或痛苦的一種懲罰。（陳佩英、洪嘉敏，2004）。廣義的體罰方式應包括「身體

上直接處罰」、「身體的間接處罰」，以及「精神上的處罰」三類（陳佩英、洪嘉敏，

2004；Bryan & Freed , 1982）： 

1. 身體上直接處罰：指施罰者直接施予受罰者身體上之懲處，如打手心、打耳光、打

臀部、捏嘴巴、敲頭、打腿部等（林靜淑，1997；莊繡霞，1996）。 

2. 身體的間接處罰：指施罰者間接施予受罰者身體上的懲處，包括維持特定姿勢，如

罰站、半蹲、罰跪、罰舉重物等；要求激烈運動，如罰跑步、伏地挺身等；從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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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業，如罰勞動服務（陳佩英、洪嘉敏，2004；莊繡霞，1996；林靜淑，1997）。 

3. 精神上的處罰：指使用各種語言暴力、侮辱斥責所引起心理上的痛苦，如辱罵（林

靜淑，1997）。 

(二) 狹義方面 

指教師直接施於學生使其身體感到疲勞或痛苦的一種懲罰方式。因此，在此定義

下，狹義的體罰定義排除了精神層面，而僅界定為身體上直接或間接之處罰。也有從

矯正或改變學生行為的結果來界定體罰行為。（陳佩英、洪嘉敏，2004）。 

從以上對體罰的廣義定義與狹義解釋中，不難發現所謂狹義的體罰僅指接觸式的

體罰，而廣義的體罰則泛指所有可能造成學生身心傷害的各種接觸式體罰、間接式體

罰或是言語上的辱罵…等懲罰。本研究所採用體罰的定義為後者廣義的解釋：「凡造

成學生身體上的痛苦，或經由控制其身體，或言語上的辱罵，而造成其心理上的痛苦

所為之懲罰均屬體罰之列」。 

二、零體罰的定義與內涵 

現階段有關零體罰概念的參考文獻有限，林天祐、吳清山（2005）為零體罰所下之定義

如下：「零體罰（zero corporal punishment）係指嚴格禁止學校教職員工對學生實施體罰

的理念或約定，目的在創造一個溫馨、友善的優質校園，讓學生能快樂的學習與成長。

為提高教育專業的聲望，教師宜發揮其專業自律並由教育主管機關的積極監督下，共同

朝向「零體罰」的境界邁進，創造一個優質的友善校園。而徐明珠（2005）亦針對「民

國 95 年 12 月 13 日三讀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案，明文禁止體罰」指稱：零體罰的入法並

非要教師放棄管教，其更積極的意義在於如何提升教師班級經營和情緒管理的能力，以

更有智慧而具效能的方式，來規範學生的學習及生活行為，讓學生在「零體罰」的環境

中，擁有無比的愛和關懷，同時催生志業教師，創造更多的人生價值。而對於學生來說，

能夠源於自律而自我規範行為，更有助於形塑良好的道德觀，養成積極、主動、進取、

向上的性格，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化新國民。 

綜上而言，「零體罰」一詞主要用於規範正式教育組織，禁止組織內成員在管教時，

對學生實施體罰的理念或約定。教育組織成員於管教學生時，應發揮其專業知能及自律

精神，以具智慧及效能之方式，協助學生在充滿愛與關懷的環境下快樂成長及積極學習。 

第二節  體罰相關法規的簡介 

一、憲法部份 

根據憲法第 22 條規定：「其他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利，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利益

者，均受憲法之保障。」因此學生的身體健康權亦受憲法所保障，教師對學生為體罰行

為時，即涉及侵犯學生的身體健康權。 

傳統上有學說以特別權力關係作為規範學生之理論基礎，作為教師處罰學生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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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但基本權利限制仍必須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規定。 

憲法第 23 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利，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

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利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基本權利限制必須符合： 

(一) 法律保留原則：人權限制必須以立法院通過的法律為之，當行政機關規定之內容與

法律相牴觸時則不可行。 

(二) 比例原則：限制基本權利必須符合以下三原則 

1. 目的性原則：即教師懲戒學生之行為，其目的應符合正當性。 

2. 必要性原則：即侵害最少原則。 

3. 過度禁止原則：即侵害基本權的手段應符合「合目的性」，且屬必要的最低侵害手

段，但採取此手段時仍不可太過分，可導出不得對基本權核心剝奪。 

就目的性原則而言，體罰行為之所以被廣泛使用，是因為人們相信它對改善孩子

的行為有效。因而，體罰行為的確能達到教師和父母所希望的目標，符合目的性原則。 

就必要性而言，是指在可以達成老師或家長所希望的目的的各種有效方法當中對

孩子侵害最少的方法。體罰行為雖然可以達成預期目的，但通常都不會是對受罰者最

溫和的方法，因而體罰並不符合必要性原則。 

就過度禁止原則而言，因其年紀小，所以需要更多的保護和耐心的教導。一般常

用體罰的手段往往會造成身體、名譽甚或心理的嚴重侵害，同時對於受罰者的身心、

人格發展有不小的副作用，施罰者常用體罰來訓練孩子服從的習慣，這種訓練服從身

分權威的教育，對培養獨立思考判斷、對國家培養有民主素養的國民的目標有強大的

殺傷力。總之，體罰在短期目標可以有其功用，但是相對的，不當體罰當時對受罰者

身心造成傷害；長期則對國家整體的教育目標有反效果。在這樣的利害權衡下，我們

可以看出體罰和教育目標會有嚴重失衡的情形。 

由上述可知，體罰確是一不符合比例原則的懲戒手段，在憲法上並不允許。 

二、民法部分 

民法第 1085 條規定：「父母得於必要範圍內懲戒其子女。」父母的懲戒權是基於親

權而生，屬於父母私法上的一身專屬權，其懲戒的方法可以用告誡、鞭責、減食、禁閉

等。在傳統觀念下，父母懲戒權極大，發生在家庭內的體罰，除非已達虐待程度而被他

人通報者，通常不為人所注意。 

按學理上大都不認為父母可以將民法第 1085 條所賦予之懲戒權授權老師代為行

使。所以即使得到父母的同意，老師體罰學生也不合法，即使父母對於子女行使民法賦

予之懲戒權，但如有過當之情形，仍得依家庭暴力防治法加以處罰，也就是說，父母懲

戒權之行使也有相當之限制，超出必要範圍則為親權濫用，在刑法上仍會構成犯罪。因

而，即使是父母出具同意書，授權老師可以體罰學生，或是家長請求老師體罰，均無法

免除教師的行政或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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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刑法部分 

法界學者認為：「體罰學生，依現行法律係屬侵害學生權利之行為」（楊淑芬，1995）。

在一個社會中，原則上，任何人不得隨意侵害他人的法益，只有在例外的情形或一定條

件下，才得有限度地侵害他人的法益。 

我國刑法上就教師體罰學生可能導致學生受到身體或健康之傷害的情形加以區分，

一為「教師因本身之普通傷害故意所為之懲罰行為」，一為「教師因本身之過失致學生

遭受傷害之懲罰行為」。因此，體罰在刑法上區分為「普通傷害故意」及「過失傷害」

兩種情形。所謂「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該犯罪事實了解且希望其發生的內在思惟。

依刑法第 13 條規定，「故意」可區分為二： 

(一)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且有意使其發生者，稱為故意。例如：教師明知摑

打耳光可能會造成學生重聽甚或耳聾等重傷害，卻仍為之，以致學生受傷者屬之。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預見其發生，且若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者屬之。例如：教

師打學生耳光，自認為不會打傷學生，但如果打傷學生也不違背其本意者屬之。 

故凡是以可能造成傷害的方式體罰學生之行為，通常均可能具有普通傷害的故意

（楊大器，1992；楊守全、王正偉，1990）。 

(二) 教師體罰學生時倘若沒有傷害之故意，且其當時所使用的體罰方式，原則上亦不會傷

害學生，但卻因教師體罰時之疏失，導致傷害學生者，仍可能構成過失傷害的刑事責

任（楊大器，1992）。由此觀之，體罰可能導致學生受到傷害，故在我國法理上是屬

於違法行為。 

四、教育機關行政命令部分 

教師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負有「輔導與管

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之義務。因此，依教師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第 4 款之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各校均應訂定該校之輔導與管教學

生辦法，讓老師們有明確可遵循的方向。 

在教師輔導管教涉及體罰部分，臺灣高等法院（許禎元，2005），八十九年度上易

字第 84 號判決文即指出：「教師法、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等雖未明文規定賦予教師

懲戒權，惟為達教育目的，應認教師應有必要之懲戒權」。惟教師行使懲戒權之範圍，

需客觀上有足夠之教育理由，包括六項標準： 

(一) 教師主觀上係基於教育目的，而非出於恣意為處罰。 

(二) 懲戒手段是否有助於教育目的之達成（目的性）。 

(三) 懲戒手段若有數種均可達成目的，應選擇對學生侵害最小者（適當性）。 

(四) 懲戒所欲達成之目的，與懲戒對學生造成之損害間必須均衡（比例性）。 

(五) 尤須考量學生個別之承受能力，如學生之體型、年齡、性別、生理和情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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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其方式需為社會大眾所接受。 

兒童及少年福利法第 30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對於兒童身心虐待。第 58 條第 1 項

規定：違反第三十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告其姓名。 

懲戒權的行使可以分為兩種：法律性質的懲戒、事實行為的懲戒，在學生的獎懲

規定中，已經針對事實行為的懲戒權和法律上的懲戒權分別規定其種類。可見，教師

在事實行為的懲戒權的行使方式只有訓誡而已，其他任何事實行為的懲戒，都違反了

本要點的規定。 

綜合上述，目前相關的學生獎懲規定的行政規則，是教師懲戒權的規範法源。其

中教師對學生的懲戒權範圍極小而體罰成立的範圍很大。所以在現行的規定下，並無

懲戒權與體罰區分模糊不清的缺點，並且教師只能行使訓誡的懲戒權，再配合教育主

管機關對國小訓導的相關法規觀察，可以發現小學教師所能採取的方式只有獎勵和勸

告、輔導而已。從這些相關的行政規則可以推論出：教育主管行政機關希望教師發揮

教育專業，多使用鼓勵等正向措施。 

第三節  體罰相關的研究 

「體罰」是各界爭議不斷的話題，從西方古希臘羅馬時期盛行體罰，直至現代教育推行

零體罰愛的教育政策。體罰對學生各方面影響頗鉅，玆分類簡介如下： 

一、體罰的成因 

李宗誼（2002）在國中教師體罰學生成因及處置措施之研究論文中發現，教師體罰

學生之成因有以下幾點： 

(一) 社會文化因素 

1. 信守傳統權威（不『打』不知義），不隨社會變異。 

2. 對「人本與愛的教育」之反動。 

(二) 法制因素 

1. 立法不明確。 

2. 父母或監護人交代體罰。 

3. 法定處置措施，不一定具成效。 

(三) 教師認知或人格因素 

1. 恨鐵不成鋼式的求好心切。 

2. 師生互動不佳，欠缺良好溝通。 

3. 「教育愛」的另類表現。 

(四) 學校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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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師兼職過多且上班時間長，為求速效不得不罰。 

2. 為達成教育目標或保障大多數學生權益。 

3. 教師的專業訓練不足。 

4. 建立教師權威。 

(五) 學生因素 

1. 反抗權威。 

2. 信守傳統「體罰」權威。 

人本教育基金會 2005 年校園體罰問卷調查報告指出，學生遭受體罰的原因依百分比

排列如下：行為違反規定（吵鬧、說話、儀容不整、忘記帶東西等）、學業不符合要求

（含未交功課）、跟同學吵架或打架、同學犯錯被連坐處罰、對老師態度不佳（不服勸

導、頂撞等）。 

二、教育人員對零體罰的態度 

陳榮華等（1991）研究發現，近 60%的教師認為體罰是立即有效的管理方式。 

林文瑛（1992）調查發現，87 位平均年資 15 年的教師，對學生體罰比例高達 95.4%。 

林美伶（1999）的研究發現，有 65.4%的教師會以體罰遏止學生不良行為。 

黃明珠（2001）在國民小學教師人權教育認知與管教行為之研究論文中發現，國小

教師採用體罰管教學生的比例佔 41.1%，大多數的國小教師都不認同採用體罰來維持學

生秩序或遏止學生不良行為，也不認為體罰是最有效的管教方式。 

一般教育者傾向於體罰權限須保有，以備特殊狀況之須。「教室中活動的進行是複

雜多樣的，又是同時發生的，老師無法停下來思索，而必須作即刻的反應，因此也不易

預知事件進行的方向。」（孫敏芝，1985）。為求即刻遏阻不良行為，以利教學順暢，

體罰似可嚇阻。 

三、教育人員的特徵與體罰態度之研究 

林金悔（1977）以二百五十位小學教師為樣本，研究影響教師體罰態度的一般因素

變項有：性別、服務社區、年資。調查結果：年資是影響國小教師體罰態度最重要的因

素，因年資的不同而有所差異。性別、服務社區等項，則不具有影響力。 

陳榮華等（1991）發現資深教師仍肯定體罰有約束學生行為的作用。 

游惠美（1994）發現教師對學生的管教方式不因性別而有差異。師範院校與非師範

院校教師，對體罰態度並無顯著差異。不同職務教師在管教學生時，對體罰的使用有差

別，級任教師高於科任教師，科任教師高於主任、組長。 

馮莉雅（1996）研究指出，高雄市國中專任教師與導師對體罰認同態度高於兼行政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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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美伶（1999）研究指出教師對學生的管教方式不因性別而有差異。「專任教師兼

導師」比「專任教師」更傾向於採用體罰。 

黃明珠（2001）研究指出，不同性別的國小教師，其管教態度有顯著差異。不同服

務年資的國小教師，其管教方式及管教程序二層面有顯著差異。不同現行職務與專業教

育背景的國小教師，其管教方式有顯著差異。 

四、體罰對學生的影響 

人本教育基金會 2005 年校園體罰問卷調查報告發現，被訪問的學生中雖然只有 30%
的學生認同老師使用體罰的方式，但卻有近 70%表示如果將來當老師還是會使用體罰。

這種現象也同樣解釋了現在許多教師依賴體罰，正因為他們從小是被打大的；杜絕體罰

的惡性循環，必須從現在開始。 

體罰是懲罰的一種，而多數懲罰的研究均傾向於負面態度，因其若運用不當，易滋

生流弊。J.Pear（1988）指出懲罰有不良的作用：（引自林貽虹，1991）。 

(一) 實施懲罰會成癮。 

(二) 孩子會模仿成人的行為。 

(三) 懲罰並不能建立新行為。 

(四) 牽引出與懲罰有關聯的刺激環境，往往也變成一種懲罰。 

(五) 強烈懲罰產生感情上的其它不良副作用。 

因此，教育人員在輔導與管教學生的方式上，使用時須格外留心。 

五、體罰的方式 

吳舜惠（1994）將教師普遍管教方式歸納為口頭訓斥、記過、身體懲罰（包括罰站、

責打、體能訓練及勞動服務）及情與法兼顧等類型。 

陳寶山（1996）對教師管教方式所作的調查，發現教師經常使用的管教方式有 18 種，

其中有三分之一為體罰的方式，可見教師使用體罰之普遍性。 

在人本基金會公布 23 件體罰申訴內容中，體罰的道具常是老師隨手可得的東西，而

體罰的方式從動手的工具板擦鞋子到動口的言語傷害皆有之（張錦弘，2000）。 

人本教育基金會 2005 年校園體罰問卷調查報告指出：65.1％的受訪國中、小學生表

示，從上學期到現在，在學校曾經被老師體罰。而其遭受體罰的方式如下： 

(一) 用手或棍子打手心或打屁股，47.7%。 

(二) 禁止吃飯、喝水、下課、午休、放假、上廁所等（剝奪生理需要），19.5%。 

(三) 罰跪、罰蹲、罰半蹲、罰舉重物等（持續做某姿勢或動作），19.1%。 

(四) 餘如言語羞辱、掐、擰、戳、推、拍、叫學生自己打自己或互相打、抓扯衣領或衣

襟、打耳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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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教師管教學生的方式以口頭訓誡、罰站、罰寫功課等居多，而在體罰學

生時，則以用手或棍子打手心等居冠。 

第三章  落實校園零體罰政策的策略 

校園體罰事件的產生，是由其歷史背景和現實需求，然而隨着教育發展趨勢，學生主體

意識愈來愈重視，社會又殷切希望教師採取專業手段處理學生問題，所以體罰將可能慢慢走

入歷史。為了落實校園零體罰政策，未來應該從人員的觀念、制度的建立，以及學校文化的

改善等方面着手，才是治本的辦理，亦是可長可久之計。為了落實校園零體罰政策，茲提出

下列策略，以供參考。 

一、改變學校人員體罰觀念，改善校園學生人權 

觀念指引行動，有正確的觀念才有正確的行動。不可否認地，目前部分學校人員仍

相信傳統「不打不成器」的價值以及體罰的效力，這也是體罰難以有效嚇阻的原因所在。

所以，要落實校園零體罰政策，首要工作乃是透過各種機會，宣導零體罰政策的意義和

做法，以及加強學校人員研習，慢慢改變學校人員體罰觀念，一旦觀念改變，體罰事件

就會逐漸降低，學生人權才有改善的一天。事實上，「體罰」是違反人權，亦是臺灣教

育之恥；目前政府號稱以「人權立國」，然而體罰卻實有所聞，對於政府形象也是一大

傷害，未來應該以建立「零體罰」校園，作為人權政績指標，對於改善校園學生人權，

才會有更積極的作用。 

二、辦理教師班級經營研習，強化教師班級經營知能 

教師班級經營涉及班級之人、事、物等方面的處理，其成效與否，攸關學生行為表

現與學習效果。良好的班級經營，是教師專業的具體表現。所以不管在職前教育或在職

進修，都很重視班級經營的修習或研習，以增進教師班級經營的專業知能。一位教師有

良好的班級經營知能，會運用各種班級經營的技巧和方法，不僅學生違規行為減少，而

且亦不會採行體罰的手段，學生自然而然地享受學習的樂趣。所以教師班級經營知能關

係到校園零體罰政策的落實。因此，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宜多辦理班級經營知能研習活

動，此項活動最好邀請具有實務經驗的教師，傳授實務的技巧和方法，確實能夠用在實

際的班級經營中。 

三、編印教師輔導與管教手冊，提供教師管教學生參考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是一門科學，亦是一門藝術。面對形形色色的學生，的確很

難用千篇一律的作法，或者找到放之四海皆準的原理，仍需有賴於教師自己的判斷和智

慧，做適切的處理。基本上，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倘若有一些資料可供研讀，或者有

一些原則可供參考，對於教師應該有些幫助。因此，教育行政機關可邀集學者專家和實

務工作者，編輯教師輔導與管教手冊，內容可包括理論篇、實務篇、案例篇、資源篇和

法令篇。其中理論篇，可介紹輔導與管教學生的重要理論依據及原理原則；而實務篇則

說明教師實際的作法與技巧；至於案例篇，則蒐集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的一些實際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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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資源篇則列出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可用的校內外資源；最後法令篇則列舉一些有關

輔導與管教學生的相關法令，以供教師參考。 

四、訂定輔導與管教標準作業程序，作為處理問題準據 

教師面對層出不窮的學生問題，有時難免有束手無策之感；或者稍一處理不慎時，

亦可能產生師生衝突或親師衝突的情事發生。因此，教育行政機關建立一套輔導與管教

標準作業程序，作為教師處理問題準據，一方面有助於教師有效處理學生問題，一方面

可使師生衝突減至最低程度。這套輔導與管教學生的標準作業程序，可包括學生問題行

為的產生、處理的方式、支援系統、事後評估與追蹤等步驟，一旦學生問題行為發生時，

教師就知道採取合適的處理方式。過去由於缺乏輔導與管教學生的標準作業程序，部分

教師為阻止學生不當或違規行為，只好採用最不用花腦筋的方式—體罰，常常弄得師生

關係處於緊繃的狀態，不利於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所以，訂定輔導與管教標準作業程

序，實有其教育的必要性。 

五、試辦學生管教工作分級制，降低教師體罰情事發生 

在歐美先進國家，為了有效管教學生，除了設立「管教室」或交由專人處理學生嚴

重行為外，美國部分學校，亦採取管教工作分級方式，依學生違規行為嚴重性，由不同

人員處理。為了避免教師從事不當的體罰，國內亦可考慮建立學生管教工作分級制。第

一級：屬於問題輕微行為者，如上課講話、不守秩序等，由教師先進行口頭勸導；第二

級：屬於問題行為較嚴重（如頂撞師長、不服教師管教）或屢勸不聽的學生，交由學務

處或訓導處處理；第三級問題行為嚴重者，發生打架或鬥毆情事者，採停學一兩天或留

下察看方式；第四級行為嚴重且涉及違法者，如販毒或吸毒者，移轉治安機關處理。學

生管教工作實施分級制，有助於降低教師體罰。 

六、提供學生申訴以及救濟途徑，保障學生受教權益 

教師為維持上課正常運作，採行適當管教是必要的，但是不當的體罰，將會損及學

生權益，宜避免之。教師管教學生，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基本上，教師處理學生問題

時，必須考慮學生犯錯的動機及方式，並思考所採取的方式，對於學生可能產生何種後

果。一位教師管教學生，應該符合管教的適當性，它必須符合下列兩項原則： 

(一) 管教方式應符合比例原則（小錯小罰，不得做不當處罰）。 

(二) 管教方式不踰越必要程度（學生身心受到嚴重傷害）（吳清山，2004）。所以體罰

並不符合管教原則，萬一教師體罰學生，後續處理方式，應提供學生對管教措施申

訴以及救濟的途徑，以確實保障學生的受教權益。 

七、辦理情緒管理相關課程，培養教師情緒管理能力 

凡是人就有情緒，情緒處理不當，就很容易產生後遺症。教師處理學生問題行為，

流於情緒化或情緒失控時，很容易造成師生彼此的傷害，所以教師情緒管理是很重要的。

一般而言，情緒管理主要包括下列三方面： 

(一) 體察自己的情緒：是情緒管理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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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適當表達自己的情緒：如何「適當表達」情緒，是一門藝術，需要用心的體會、揣

摩，更重要的是，要確實用在生活中。 

(三) 以合宜的方式紓解情緒：能夠控制情緒，而不是讓情緒來控制你。因此，教師能夠

參與各類情緒管理的相關課程研習活動，培養有效的情緒管理能力，對於學生管教

應該有其積極的作用。換言之，教師處理學生問題行為時，就會以較理性和成熟的

態度處理，可減少不當體罰的發生。 

八、塑造關懷尊重校園文化，建立溫馨友善校園環境 

學校教育除了「言教」和「身教」之外，「制教」和「境教」亦屬相當重要。在學

生學習過程中，倘能透過教師的諄諄教誨和以身作則，加上學校制度規範和環境薰陶，

即可激發學生學習潛能和培養良好人格適應。一般而言，學校文化是由言教、身教、制

教、境教所組合而成的氣氛和行為表現。這種文化的引導作用，對於學生的學習和行為

影響相當深遠，在一所關懷尊重校園文化，學生耳濡目染，彼此相互關心，違規行為較

少發生；反之，在一所混亂失序校園文化，必是充滿着暴戾之氣，學生違規行為接連不

斷。所以，學校領導者和教師應該同心協力共同營造「善解包容」、「尊重感恩」的校

園文化，進而成為溫馨友善校園環境，相信體罰情事就不容易產生。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是希望透過文獻探討的方式，透過資料分析了解零體罰之定義及禁體罰入

法之意義、分析了解法規中各項權力衝突現象及主體性合理性，同時提供教師面對零體罰政

策輔導管教的因應策略及和提供學校行政面對零體罰政策的因應策略。本章則擬將分析結果

歸納整理成為結論，並依結論提出本研究之建議，以作為教育主管單位未來貫徹「零體罰教

育政策」之參考。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民小學落實「零體罰」政策因應策略，並探討零體罰之定義及禁體罰

入法之意義、分析了解法規中各項權力衝突現象及主體性合理性，經由上三章的分析結果，

歸納結論如下： 

一、零體罰之定義及禁體罰入法之意義 

對於體罰的概念，由於各研究顯示：體罰對學生的負面影響遠超過正面效益，而我

國目前政策趨勢亦傾向朝零體罰的專業教育理想邁進，期待以兒童為本位，在學校營造

溫馨和諧的教育情境，使兒童在人格化的教育過程中，發展人的理性自身的規律，強化

自律的善良意志，進而培養兒童實踐道德的主動性。 

以「立法」改造落伍的文化，是一個國家對兒童人權「表現誠意」的象徵。 

我國之所以會將零體罰教育政策入法，乃因其具有下列之劃時代意義（李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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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一) 零體罰入教育基本法符合時代潮流、國際趨勢，此立法具實質意義。 

(二) 零體罰入教育基本法讓基層教師及相關行政單位有一貫徹零體罰之法源依據。 

本法符合生命倫理中以學生為主體之考量，保障了學生的身心自主權、人格發展權、

學習權及受教權的人性本質思考。 

二、法規中各項權力衝突現象及主體性合理性 

教師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4 款明定老師對學生有管教權，於非接觸式處罰部分，若行

為符合比例原則稱之為處罰。至於接觸式處罰，不論是否傷害學生生理或心理健康，絕

對是違法。足見教師之管教權不得傷害學生是絕對之原則。 

而教育基本法修正案中對「零體罰」條款明文規定：第八條「學生之學習權、受教

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國家應予保障，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造成身心之

侵害。」。第十五條「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

展權遭受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不當或違法之侵害時，政府應依法令提供當事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有效及公平救濟之管道。」（人間福報，2005）由此來看，零體罰教育政策

已不再僅止於宣示的層面，而是真正落實於法令之中，而且主體在於受教之學生。因此，

如果老師體罰學生，則不論在刑事上、民事上、行政責任上、國家賠償責任上甚或兒童

及少年福利法規上，均可能面臨施行體罰後應負之相關責任，老師若體罰學生成傷，依

其造成之犯罪事實，可能構成一個責任，也可能構成數個責任。例如：  

(一) 刑事上：要負傷害罪責任。 

(二) 民事上：要負損害賠償責任（即使得到父母的同意，老師體罰學生也不合法）。 

(三) 行政上：要被教育局（學校）處分、社會局依兒童及少年福利法第 30 條規定，虐待

兒童身心，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告其姓名。 

(四) 國家賠償責任：學校就老師行為要負國家賠償責任。 

總之，教師對學生實施體罰，是違反教育部的行政規則，不是依法令的行為，所以

不能阻卻體罰行為的違法性，學校組織人員，應改變舊有管教概念，尋求合法之管教方

法與途徑。 

三、學校行政面對零體罰政策，幫助教師提升輔導管教知能及爭取家庭及社會支持的因應策

略 

綜合第三章，面對零體罰政策，學校行政應有如下作為： 

(一) 改變學校人員體罰觀念，改善校園學生人權 

(二) 辦理教師班級經營研習，強化教師班級經營知能 

(三) 編印教師輔導與管教手冊，提供教師管教學生參考 

(四) 訂定輔導與管教標準作業程序，作為處理問題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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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試辦學生管教工作分級制，降低教師體罰情事發生 

(六) 提供學生申訴以及救濟途徑，保障學生受教權益 

(七) 辦理情緒管理相關課程，培養教師情緒管理能力 

(八) 塑造關懷尊重校園文化，建立溫馨友善校園環境 

第二節  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茲提出以下建議，以供未來在貫徹零體罰教育政策時，學校行政單位之

整體運作以及未來進一步研究之參考。 

一、對學校行政單位的建議 

(一) 學校行政人員應利用各種機會與管道，宣導零體罰教育政策的真正內涵與相關的施

行細則。 

(二) 為保障學生相關的權益與權利，學校行政人員應負起為貫徹零體罰教育政策的行政

監督責任。 

(三) 學校行政單位應針對教師之需求辦理各類研習進修活動，以提升教師的法學素養及

專業知能，避免以體罰當為管教學生的手段。 

二、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樣本僅止於文獻蒐集，然「零體罰教育政策」乃屬國家之重要教育政策，

若能分別調查不同區域教師對零體罰教育政策的態度，應更具研究價值與代表性。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以文獻分析法為主，未來研究若能問卷方式並配合其他研究方法，兼以

晤談、訪問等方式蒐集相關資料，將更有利於研究結果的深入解釋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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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學校行銷策略之運用 

壹、緒論 

目前台灣確有下面幾個現象衝擊著教育現場，讓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深刻的體認到，

學校應該行銷，如此才有機會永續經營，以下針對這些現象加以說明： 

從少子化浮現，學校生員不足的現象來看，現代是一個快速變革發展的社會，教育必須

隨著時代脈動前進，近年來我國由於人口結構的改變，在民國九十年以前，每年的平均出生

人口數都超過 30 萬，但是從民國九十年的 260,354 人，到去年民國九十五年只剩下 204,459
人，出生率急速下降，未來許多國民小學將面臨學生來源不足的現象。 

其次是家長教育選擇權高漲，學區制名存實亡，實施學區制的主要目的，是在均衡城鄉

教育，方便學生就學、合理分配教育資源、確保教育機會均等及行政作業便利性等考量。學

生在原學區內的學校上學，大多能有充裕的時間從事課業有關的活動。加上學生居住在學校

附近，同學們彼此相距不遠，上學放學的接觸也多，也沒有因為路途遙遠上學遲到或回家太

晚的顧慮，日常生活起居飲食也和家裡一致。學區制度的設計是好是壞，沒有絕對的標準，

但它之所以產生自有其必要性。但如果學校經營不善，即使在學區制的保護下，家長仍會想

盡辦法把小孩送到他處就學，越區就讀就是這樣出現的，現在的家長越來越重視自己的教育

選擇權，哪所學校好，只要遷個戶籍，學生便能前往就讀，因此學校經營的優劣就成了家長

重要選項之一。 

再則是大小學校的差距，根據高級中學品牌管理現況之研究（陳玉君，2003）發現，明

星學校的光環仍深植於全體樣本的心中，品牌知名度最高的學校為建國中學，北一女中次之，

再者是台中一中，至於學校品牌形象最好的是北一女中，建國中學次之，再者是師大附中，

由此可知，明星學校的光環仍存在於全體樣本的心中，高中如此，國中小亦是如此。 

最後是學校規模急速縮小，裁併問題屢見不鮮，1995 年台灣省教育廳為配合省政府改善

財政結構加強開源節流提出全省「迷你小學」合併計畫，希望能在 1998 年度前，以每年合併

五校的進度裁併十五所小型學校。前教育部長曾志朗於 2001 年二月表示，教育部將裁併六班

以下的中小學校，卻因造成許多偏遠地區家長恐慌和疑慮及反彈，在地方人士及民意代表出

面施壓下，由教育部相關官員出面滅火，政策急忙喊卡；前教育部長黃榮村也在 2004 年提出

因應就學人口減少，將來可能出現偏遠地區廢校或併校，同年六月監察院又提出建議教育部，

裁併部分迷你中小學以撙節開支，又再度掀起了這一場對中央而言是經費和學習成效；就地

方而言是延續地方文化生命力及維繫地方居民凝聚力的論戰；雖然如此，國內許多縣市每年

也都推動著，當然引起許多地方的反彈，但一直保留也非長久之計，人口不斷的下降，將來

招不到學生，還是得面臨廢校。 

根據上面幾個現象發現，少子化短期內已經是很難扭轉，學生數減少是可預期的；再則，

因為考試領導教學的關係，中小型學校很難與大學校比較，所以一所學校想要永續經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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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透過適當的行銷，讓學校更具特色，更具吸引力。 

貳、學校行銷的內涵 

一、學校行銷的定義 

學校行銷是來自於企業行銷的概念，Kotler（1991）認為行銷是一種社會的、管理的

過程，個人或團體經由創造、提供、交換彼此的產品與價值，而獲得他們所需要和欲求

的，而學校行銷環繞著社會福利、學校本身與消費者的需求。 

彭曉瑩（2000）認為「教育行銷」定義是將行銷觀念應用在學校，是對學校亦進行

行銷規劃管理的完整過程，主要分為「內部行銷」與「外部行銷」，其內容重點包含「教

育行銷理念」、「學校行銷組合」和「招生推廣策略」三層面，從教育行銷分析、規劃、

執行到控制的完成過程。 

許詩旺（2002）則將「學校行銷」定義為：「將行銷觀念應用在學校，透過界定組

織使命、進行情勢分析、訂定教育行銷目標、教育行銷策略和行銷控制以達成學校目標

的完整歷程」。 

朱榮松、蔡天德、陳啟雄、田振榮（2002）認為學校行銷與一般行銷同樣強調行銷

規劃、管理、分析、執行、檢核的完整過程。 

而鄭勵君（1998）認為學校行銷是「將教育視為市場，學校運用市場區隔策略，確

定目標市場，運用優良的師資、課程、設備、學習資源、獎勵措施、結盟伙伴、學生進

路、宣傳媒體、結合學校、學生及家長間的交換價值的過程，其目的在於提昇學校整體

的教育品質。」 

李小芬（2001）認為學校行銷可定義為：「把教育當作一個市場，學校能善用市場

區隔，找出目標大眾，以良好的課程、師資、設備、學習資源、獎勵措施、結盟夥伴、

學生進路及適當的宣傳方式為學校提昇競爭力的過程。」 

黃義良（2004）則發現以『教育行銷』為名者，其定義主要仍是指『行銷觀念運用

於『學校』（教育組織）的經營管理，以達成『學校』目標的過程。』 

綜觀上述學者的論點，對學校行銷解釋大致相同，都是將行銷概念引進學校，以達

到學校發展的目的，比較不同的是，所運用的方式或策略不一樣，因此站在學校的基層，

我們認為『學校行銷』是：『學校運用所擁有的資源，這些資源包括課程、師資、設備、

學校環境、教育資源等，提高學校教學品質，透過適當的宣傳策略，促進家長選擇及學

生就讀的意願，以達到學校永續經營的目標。』 

二、學校行銷的策略內涵 

(一) 學校外部行銷策略內涵 

「外部行銷」也就是傳統的行銷策略―發掘市場、確定目標與產品、價格、通路、

推廣策略等行銷組合的運用，其執行對象係針對外界的顧客或競爭者。近年來，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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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化消費者市場日益成熟，要符應這樣消費市場的行銷策略，必須將原本以「生產

者」的行銷體系思考核心轉變為「消費者」的行銷體系思考核心。 

一般行銷管理工作，通常都會包括研究和選擇目標市場，再以各種行銷方案，如

產品管理、通路規劃、價格管理、廣告和推廣決策制定等，滿足目標客戶的需求，由

於這些行銷工作都是針對學校外面顧客的作為，所以稱為學校「外部行銷」。 

許舒翔等（2002）認為學校外部行銷策略除了產品、價格、配銷及促銷等 4P 策

略之外，對學校行銷而言，招生管理亦將影響 4P 策略的規劃，茲就學校外部行銷策

略的內涵分述如下： 

1. 產品策略 

學校的產品包括服務的範圍、服務的品質、服務的等級、服務的內容及校友服

務等項，就學校服務特性，可分為具體呈現的有形產品以及期望藉由參與所期望得

到的實質利益的核心產品，前者如教師、地點、教材等；後者包括如取得文憑或證

書的工具性利益，或藉由參與而得到快樂滿足感覺的表現性利益。 

2. 價格管理 

學校的價格策略包括學費價格、付款條件、顧客（家長、學生等）所感受到的

價值、服務品質與價格的適配、服務的差異化。目前在公立學校較沒有價格管理的

迫切需求，唯班級費或家長費的收支應公開辦理，並以合理的程序進行。 

3. 配銷規劃 

學校的配銷規劃包括學校地點、學校外觀、學校內設施、學校的週邊服務及分

佈等項，如何將學校教育活動的無形服務有形化，學校場所與陳設益顯重要，因此

學校的交通便利、場所寧靜、學習設備完善及貼心服務等，是配銷規劃的重點。 

4. 促銷管理 

常見的學校廣告型態為(1)學校內的廣告：如公佈欄、電子看板、走廊看板、書

籍封面等；(2)教材：教具、錄影帶、軟體、書籍、活動簡介及工作手冊；(3)促銷

方案：學費抵免、獎助學金等。 

5. 招生管理 

招生管理的責任始於學校行政人員的推展及內部成員的參與，因此，確認學校

組織的辦學理念、願景目標與發展任務，進行短程、中程及長程的規劃，並發展各

項方案策略等，是招生管理的主要工作。 

另外，Booms & Bitner（1981）根據 McCarthy 的 4P 概念，發展的 7P 理論，分別

說明如下： 

1. 方案策略（program） 

國民小學「方案策略」指的方案係指國民小學教育機構為滿足學生的需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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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一系列教育活動與服務。包括方案計畫、目標設定、實施類別、辦理方式、

所提供的服務及影響方案規劃的可能因素。 

2. 產品策略（product） 

國民小學「產品策略」依實際需要歸納如下： 

(1) 核心產品 
  學生成就、創造卓越的績效有形產品。例如：學校整體目標及計畫之達成、

學生的成就表現，所產生的優質產品。 

(2) 有形產品 
  教學課程與行政單位服務之內容、品質與特色。例如：行政決定合理性、

家長或公眾認同、課程設計符合品質，學校內外的優質服務及回饋、資源的充

分利用。 

(3) 延伸產品 
  附加價值的服務及利益。如:學校口碑和信任感、社會服務。 

3. 人員策略（people） 

國民小學「人員策略」之對象包括主要顧客及潛在顧客，1.主要顧客：主要客

源學生、行政人員的服務態度和接觸印象、教師教學及班級經營能力之提升；2.潛
在顧客：家長及媒體、政治人物、上級指導人員及社會公眾等。藉由人員的行銷，

爭取學校內部及外部人員的支持與認同。 

4. 推廣策略（promotion） 

國民小學「推廣策略」指學校為增進學校效能，呈現學校辦學績效，所進行的

廣告、人員銷售、促銷、宣傳或運用公共關係等活動，以達成既定目標的歷程。 

5. 形象策略（appearance） 

國民小學「形象策略」指透過行銷策略與途徑，將學校所建立的優良文化、學

校風格、特色、學生成就表現、及辦學成效等，傳達給家長、社會大眾，以滿足其

屬性與需求，獲得支持或瞭解。 

6. 通路策略（place） 

國民小學「通路策略」指校園環境及設施有效利用及是否符合學生需求及實際

效益，教育人員對內、對外溝通管道具體而流暢。 

7. 價格策略（price） 

國民小學「價格策略」指為在最低教育價格和最高教育品質的雙重考量之下，

在激勵學生優異表現、減免清寒學生費用和提供價廉物美之服務或產品，使學校目

標群眾在時間、心理和經濟成本上都覺得物超所值得到滿意。 

(二) 學校內部行銷策略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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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行銷」係指是先將學校的產品（即無形的服務）先行銷給內部的教職員工，

將教職員工視為一個內部市場來經營，學校在從事一般的外部行銷之前，基本前提應

先做好「內部行銷」，內部行銷首先須肯定並重視內部人員的需求及價值，隨即推出

精心設計的「內部產品」傳遞給內部顧客，以期望透過內部顧客的滿意進而達到外部

顧客滿意。至於，內部行銷的行銷標的物－「內部產品」所涵蓋的範疇甚廣，諸如內

部人員的職務編派與安置、組織的願景與目標、組織的產品（服務）以及組織文化…

等均屬之（Albrecht & Zemke, 2001/2002；蕭富峰，1997）。重視內部行銷將可得到

以下的功效： 

1. 以服務意識、顧客意識、品質意識、團隊意識來塑造組織的服務文化。 

2. 吸引人才、武裝人才、激勵人才、留住人才以培育具有服務熱忱、服務能力、服務

權力的優秀服務人員。 

3. 以重視、關切與激勵員工、配合整體工作環境和制度創造員工滿意。 

4. 養成產品與服務的行銷尖兵、企業形象的影響者與顧客滿意的擔當者、行銷資訊的

蒐集與因應者、顧客問題終結者與顧客需求滿足者、積極協助者角色的非專職行銷

人員。 

Gronroos（1984）將內部行銷作為分成策略性目標及戰略性目標，前者係指開創

一種內部環境以促使員工間維持顧客意識和銷售的關心度；後者係指向教職員工推銷

服務、支援服務（作為競爭手段）、支援宣傳及激勵行銷活動。 

參照劉秀曦（2002）達成內部行銷策略的基本原則，應用在學校組織中，可包含

以下六項： 

1. 重視工作分配與成員意見調查 

2. 促進學校組織內部溝通管道暢通 

3. 善用各式各樣的激勵制度 

4. 領導者的支持與配合 

5. 建立跨功能的工作團隊 

6. 培養優秀的學校組織成員 

學校內部行銷目的在傳達學校經營理念、政策規章、文化氣氛傳達給教職員工，

以建立一致的價值體系與信念，塑造學校教職員工獨特的行為特質，進而塑造強而有

力的顧客忠誠度（許舒翔等，2002）。因此，在設定教師、學生、家長、校友與社區

人士為學校顧客的前提下，學校除了在產品上需不斷創新研發之外，應當花更多的時

間和精力思考和服務有關的議題： 

1. 瞭解顧客的核心需求 

2. 處理顧客的優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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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使顧客改變心意的原因 

(三) 學校互動行銷策略內涵 

許舒翔等（2002）認為在教職員工能接受學校所生產的服務產品，並在「心悅誠

服」之後，教職員工才能提供高品質的服務給外面的消費者和顧客，如此，學校服務

提供者和顧客之間才能有良好的互動，這也就是所謂的「互動行銷」。 

Gronroos 於 1984 年提到在服務三角形中，服務提供者與顧客接觸的過程，所產

生的聯結即是所謂的「互動行銷」，服務提供者與顧客的互動關係所達成的行銷效果，

一般而言較為直接且深入。在服務性組織的行銷過程中，該組織或企業的行銷包含組

織對顧客的外部行銷，組織的領導階層對內部人員的行銷，以及內部人員對外部顧客

提供的服務的互動行銷三者。互動行銷在專業領域裡尤其顯著，顧客不僅會關注於服

務的技術性品質，對服務的功能性品質亦十分重視（Albrecht & Zemke,2001/2002）。 

在學校行銷中，服務的品質和服務的傳送者有密切的關係。在教育的專業領域

中，顧客不但重視服務的技術品質，更會藉著服務的功能品質來評斷服務品質（湯堯，

2000）。在教師或行政人員與學生、家長、社區人士的互動過程中，獲得信賴，贏得

口碑。口碑是非營利機構中最重要的傳播管道，學校辦學績效透過家長口耳相傳，經

由產品新聞，建議及個人經驗的型態，可適時發揮「告知」和「影響」的功能。 

三、學校行銷的功能 

(一) 外部行銷的功能 

綜觀中外學者所認定之教育組織之行銷功能，發現其用語有異然意涵彷佛，可以

歸納學校行銷的主要功能包括如下： 

1. 提昇學校效能與效率。 

2. 建立學校良好形象與優良聲譽。 

3. 塑造學校優質文化。 

4. 發揮教育效益、達成學校教育目標。 

5. 宣達辦學理念與辦學績效。 

6. 獲致更多、更優秀的學生。 

7. 尋求家長的瞭解與認同。 

8. 爭取更多的資源和有效分配。 

9. 增進學生、家長及社會對學校教育品質的滿意度。 

(二) 內部行銷的功能 

中外學者所提出學校行銷的功能，雖有部分學者談及對內部對象發揮的功能，不

過大部分仍著眼於學校的外部行銷、推廣為主要範疇，鮮少針對內部行銷與互動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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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向度的功能進行探討，以下稍加說明。 

蕭富峰（1997）提出內部行銷可以有效地建立並維持服務文化，成功地塑造顧客

優先與服務至上的工作環境，此外，還可以創造員工滿意、提昇人才佔有率以及孕育

優秀的服務人員，是奠定組織長治久安的基礎。 

林振中（2001）認為學校內部行銷的功能包括以下五項： 

1. 能讓員工瞭解行銷的重要性。 

2. 對學員或其他的客戶的需求能有所回應。 

3. 能讓教職員認同機構的目標與形象。 

4. 能將學員或參與者視為消費者來服務。 

5. 灌輸教職員具體的行銷觀念。 

(三) 互動行銷的功能 

Albrecht & Zemke（2001/2002）提到人和人的互動乃是服務業所不可獲缺的核

心，服務提供者如何與顧客互動也是許多產業的關鍵所在。在服務金三角中，「顧客」

和「員工」之間的連接線，即「互動行銷」的關鍵性的關係。學校的互動行銷能提昇

學生的學習滿意度、家長對校的滿意度，以及外界人士對校的口碑與風評等，亦即促

使組織的外部行銷達成更好的效能；同時也能對校內人員產生激勵作用，提昇教學與

行政質量，促進內部行銷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Taylor 和 Darling（1991）表示教育組織的行銷有其功能存在，但

絕非解除組織生存危機的萬靈丹，這指出學校的教學品質以及學生表現的能力，是學

校口碑的主要關鍵。行銷策略應定位為「手段」，利用行銷的規劃與推展，回歸學校

的教學與行政的理想高品質，方是奠定學校行銷的長遠基礎。 

參、國民小學推動學校行銷的具體策略 

學校行銷的方式一般來說，以外部行銷、內部行銷、互動行銷作為分類；在外部行銷的

策略方面以 McCarthy 的 4P 概念最廣泛被運用，但在國民小學無法區分的這麼清楚，且公立

小學的行銷有別於私立或高中職以上的學校，公立小學在從事行銷時，最重要的應著重於教

育的價值，而非單就某一項策略去推動，因此公立小學在推動學校行銷，要先從學校文化優

質化做起，進而展現出學校的特色，足以留住或吸引學生，以期學校永續發展。 

因此本組組員透過經驗的分享、議題的討論、文件的分析等等方式，將學校行銷工作依

據校長、教務主任、訓導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等五種角色，加以說明： 

一、在校長方面，應有下列的作為 

(一) 落實學生生活常規  

學生每天在社區中活動，是最主要的學校形象「塑造者」與「行銷者」，而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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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顧客導向」時代，學生學習結果之表現，尤其是生活常規，便是展現學校績效的

最佳見證。因此學校的首要工作為落實學生生活常規的建立，培養學生之氣質與禮

節，讓社區家長放心滿意。另外，在積極面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服務、擔任社區志工或

文化導覽員，並定期在校內或社區舉辦學生成果發表、推派學生團隊參與支援社區活

動，呈現學生學習成果，以營造優質學校的形象與口碑。  

(二) 展現教師專業形象  

學校的核心價值是教與學，而成功與否的關鍵人物便是教師，因此要利用場合適

時展現教師專業，讓社區認同學校，相信教師。而展現教師專業形象的方式可利用班

親會、家長日時的教學方案展示與班級問題之討論互動；讓社區家長參與學校各項會

議，如校務代表會議、課發會、學校本位課程會議，進行深度之專業對話；支援社區

各項活動，發揮教師專業精神；以及辦理教學觀摩，邀請社區家長參與，呈現教師專

業知能；或組親師讀書會，促進共同之專業成長等。  

(三) 發展學校特色，建立學校品牌  

在行銷實務中，產品要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重點之一是，具有「獨特賣點」。因

此學校領導者要與學校成員共同討論，發展出學校特色，不管是社團活動、體育競賽、

或是教學方案的設計等等，建立學校品牌，如此不僅能在教育行銷過程中容易找到著

力點，更能增加行銷時的說服力，以爭取社區民眾的認同。  

(四) 加強校園環境之維護與佈置  

「校園開放」與「提供學校軟、硬體設備與社區資源共享」是當今之趨勢，因此

不管是進入校園運動、休閒；或是使用學校設備等資源進行各項活動如親職教育、成

長課程等，社區與家長便會進入校園，因此校園環境的整理、軟硬體設備之維護、學

校公佈欄之佈置與管理以及永續校園理念之推廣等等，在在都在對社區民眾進行行銷

與建立口碑，因此要加強校園環境之整理、維護與佈置。  

(五) 主動出席並支援各項社區活動  

學校領導者與實踐者，可積極主動出席社區相關活動，如村里民大會、社區慶典、

各項表揚大會、社區運動會、社團活動，並適時給予人力或物力之支援，不僅在消極

面可以藉此瞭解問題、並適時澄清說明外；在積極面，更可以利用場合，把握各種說

話機會進行學校教育行銷，建立良性之社區互動。  

(六) 轉化家長（含學校志工）成為學校公關人員  

最成功的行銷方式之一是藉由使用者的口碑，口耳相傳。學校之學生家長與學校

既是共謀孩子成長的教育夥伴，但又存在著顧客關係，因此藉由各種場合與管道讓家

長瞭解學校推行重點、決策過程，以實績與誠意，取得家長信任與放心，將家長（含

志工）轉化成學校內部人員，協助學校進行行銷。  

(七) 善用學校網站之新興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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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發行學校刊物傳遞學校訊息，或是利用大眾媒體進行學校活動報導、教師

或學生之人物特寫、與學校優良成績介紹等傳統方式，來進行學校教育行銷與建立學

校正面形象外；因應此科技與資訊時代，學校要善加利用網站此新興媒介。因此豐富

便利的學校網站建置、生動活潑的網頁設計，不僅能讓瀏覽者留下深刻印象，贏得口

碑；更可藉此提供學校相關資訊，使資訊公開透明，流通快速，無遠弗屆。另外，網

路留言版提供的雙向溝通功能，能讓社區和家長對學校提出建言、提供回饋，有助於

學校之進步與成長。  

(八) 落實回饋檢核系統  

成功的公共關係作業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要包含輸入、轉換、輸出、回饋等過程。

因此要落實回饋檢核系統，不管是正式會議或私下場合的建議，不論是親自拜訪或是

利用電話、書信、網路流言版之反應，同時不管反應者是匿名或署名，學校皆要同等

重視，並掌握回應時效，以落實回饋檢核系統。而在問題回應時，反映事項若非事實

或誤解者，立即澄清說明；若是事實，則檢討改進，以利教育行銷之持續進行。 

二、在教務處行銷之具體作法茲臚列如下 

(一) 形塑學習型組織、提昇教師專業形象  

1. 運用互易領導提供誘因、鼓勵教師參加研習。 

2. 讓家長參與學校校務代表會議、課發會、學校本位課程會議，進行深度之專業對話，

適時展現教師專業，讓社區認同學校，相信教師。 

(二) 建立學校品牌，發展學校特色  

1. 依據 SWOT 分析，發展學校特色，如社團活動、體育競賽、或是教學方案的設計

等。 

2. 建立學校特色品牌，找到著力點，更能增加行銷時的說服力，以爭取社區民眾的認

同。 

(三) 結合家長建立行銷夥伴關係 

1. 學校之學生家長與學校是教育夥伴，藉由各種場合與管道讓家長瞭解學校推行重

點，取得家長信任與放心。 

2. 善用家長、班親會、家長會、學校志工隊資源，協助進行學校行銷。 

(四) 建立回饋反思系統、永續發展  

1. 善用學校網站行銷，如發行學校刊物、利用大眾媒體進行學校活動報導，運用網路

留言版，能讓社區和家長對學校提出建言、提供回饋。 

2. 善用畢業典禮等活動，由畢業生代表來敘述在學中所學習及達成的目標。 

3. 建立學生高峰成就表現，由在電視、廣播中露面做宣傳，在重要的集會中做介紹，

或表揚這些父母的教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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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家長參觀、親師會，採用家長在參觀及座談會中提供給老師的意見作為正規教

育課程，縮小誤解。 

三、在訓導處行銷之具體作法茲臚列如下 

(一) 加強學生生活常規及品格教育  

1. 培養學生之氣質與禮節，落實品格教育，學生生活常規的建立與品格教育的實踐，

是展現學校績效的最佳見證。 

2. 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服務、擔任社區志工或文化導覽員，並定期在校內或社區舉辦學

生成果發表。 

(二) 活化社團活動及體育競賽，行銷學校特色  

1. 社團活動多元化、優質化，讓每位學生畢業前至少皆擁有二至三項才藝，除讓學生

多元智慧及潛能充分發揮，也驗證學校產出卓越。 

2. 大力推展童軍教育，利用校內童軍團團部，進行完善周詳的規劃，辦理活動時，結

合學校、社區、家長一起來參與，落實教育理念，並活絡親、師、生的感情。 

3. 體育競賽兼顧技能學習及活潑化、樂趣化，除讓學生鍛練體能，培養團隊合作及終

身運動的好習慣；並配合校慶及社區活動，與社區聯合辦理運動會，藉由聯合運動

會，拉近學校與社區的感情，並將學校特色，適時的行銷给社區，以爭取社區民眾

的認同。 

(三) 主動出席並支援各項社區活動  

1. 落實學生生活體驗與社區服務，主動進入社區進行掃街、植栽及淨灘活動。 

2. 學校校長與處室主任，可積極主動出席社區相關活動，如村里民大會、社區慶典、

社區運動會、各項表揚大會、社團活動，並適時給予人力或物力之支援，並把握各

種說話機會進行學校教育行銷，建立良性之社區互動。 

(四) 善用學校網站、刊物，建置雙向溝通平臺 

1. 發行學校刊物傳遞學校訊息，或是利用大眾媒體進行學校活動報導、教師或學生之

人物特寫、與學校優良成績介紹等傳統方式，來進行學校教育行銷與建立學校正面

形象。 

2. 善用學校網站進行行銷：建置生動活潑的網頁，並融入學校的願景與各項特色，不

僅能讓瀏覽者留下深刻印象，贏得口碑；更可藉此提供學校相關資訊，使資訊公開

透明，快速流通，讓學校特色快速行銷，無遠弗屆。 

3. 建置網路留言版並提供雙向溝通功能，讓社區和家長對學校提出建言、提供回饋，

有助於學校之進步與成長。 

(五) 建全義工組織，成為學校行銷好夥伴 

1. 落實義工組織組訓、勤務編配與執行；義工組織是學校的教育夥伴以及顧客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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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藉由各種場合與管道讓義工組織發揮功能，可讓家長瞭解學校推行重點，取得

家長信任與支持。 

2. 定期舉辦聯誼活動、餐敘活動，凝聚向心力，並善用家長會、班親會、學校義工隊

資源，協助學校進行行銷。 

四、在總務處行銷之具體做法如下 

依照各項法令規定，處理有關出納、庶務及文書等業務，並依照學校發展計畫及各

項經費預算，有效辦理各項營繕、採購、校園美化、綠化、校舍維護等工作。從以上說

明可以瞭解到總務處主要是從事有關課程與教學之後勤支援。 

學校之行銷活動主要包括產品（product）、通路（place）、推廣（promotion）及公

關（public relation）五大策略，現就以總務處的主要工作利用行銷之 5P 來推創造及維持

令顧客滿意的結果。 

(一) 產品策略： 

1. 行政管理：行政是服務「教」與「學」的，行政的目的在於協調並結合人力、物力，

以增進教與學的效果。對內行政是教與學最有力的後盾，對外則是學校行銷的最佳

利器。畢竟，一項具創意的教學計畫，需要有創意的行政配合行銷，才能增加學校

的能見度。 

2. 自願性服務：社會上有許多公益團體，他們都樂意進入學校，從事各方面的服務，

因此學校若能有效引進，協助處理一些日常事務，非但可以減少經費負擔，更可以

讓教師專心教學，成為另一項學校的產品。 

(二) 通路策略： 

就教育服務而言，地點往往成為學校成功與否的關鍵，地點是固定不變的，但如

何讓固定地點能夠充滿無限的生機，某些變通性的作法，或有助於克服先天的限制。

例如學校利用其設備優勢，有效傳遞機構所提供的服務訊息。 

(三) 推廣策略： 

可利用廣告、招生說明、公共關係與文宣及利用電話訪談等均是推廣行銷之策略。 

(四) 公共關係策略： 

「大眾」可以扮演促進，但亦可阻礙組織達成目標的能力，因而高明的組織均會

採取具體措施來管理與大眾之關係。學校大都以書面資料、視聽設備與軟體、機構識

別媒體的建立、新聞、活動事件、講演、電話服務及網站等來建立學校之公共關係。 

五、輔導室行銷之具體策略 

(一) 產品策略： 

1. 辦理團體輔導、個別輔導，提供師生相關輔導資源與服務，增進就讀本校相對具有

價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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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進輔導諮詢資源，做好輔導、諮詢、轉介之服務。 

3. 建立學校輔導服務特色，促使親師生肯定認同學校輔導作為。 

(二) 通路策略： 

1. 善用親師溝通：辦理學校日、親師會，增進親師互動，建立家長與學校良好關係。 

2. 善用志工組織：透過志工與學校接觸，瞭解學校，做好行銷廣為宣傳。 

(三) 推廣策略：  

1. 設立行銷小組，由處主任負責推動該處教育行銷。 

2. 善用家長會、班親會、新生始業輔導，增進親師溝通、家長認識學校及新生適應學

校，進而對學校產生認同感。 

3. 利用節慶、時令或活動展示相關輔導活動成果。 

(四) 人員策略： 

1. 透過處室會議，增進成員行銷策略認知與實際運作相關知能。 

2. 增進教師、行政人員與家長、社區民眾的溝通能力、教學熱誠與服務態度，以建立

學校優質形象。 

(五) 公共關係策略：  

1. 採策略聯盟，結合鄰近學校（如大專院校），提供學習或輔導志工服務機會，利用

午休或課餘時間針對低成就、弱勢或情緒困擾學生給予適當之協助。 

2. 運用社區里民大會、結合社區發展協會，辦理社區民眾相關輔導活動（如心理健康

講座等），增進社區組織、民眾與學校瞭解，建立緊密之夥伴關係。 

從這些具體作法來看，幾乎都是屬於學校內部的工作，其實教育行銷原本就應該由

內而外，先將學校內部應有的、該有的積極經營落實，才有機會往外推銷，畢竟教育行

銷的主體就是學校本身，想要促銷成功，學校本身當然要夠好，因為良好的工廠才能產

出良好的產品，也就是說將學校視為工廠，那學生的表現就是產品，所以有良好的學校，

才能產出優秀的學生，如此才能獲得大眾的青睞。 

肆、結論 

近年來，由於我國整體社會、政治及經濟環境的變遷，國民教育水準普遍提升，一般家

長對於教育問題有更多主觀的看法，在民主社會裡，學校是由家長支持。學校運用各種行政

作為、溝通媒介及行銷策略等各種信息傳播方式，形成學校、家庭與社會民眾雙向回饋、多

向交流的訊息網路，並使三者互相瞭解，從而建立良好關係，且使學校塑造良好形象，終獲

得社會民眾支持、信任與協助，而能有效發揮學校教育功能。 

行銷是透過交換過程以滿足需要的人類活動。學校也應以此觀點，做好樹人工作，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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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行銷出去，滿足學生及家長需求，使社會大眾瞭解學校運作成果，建立良好公共關係，

並願意主動提供服務與資源。學校要先分析、瞭解並熟悉整體學校內外部環境的事務，哪些

是可改變的，哪些是可控制的，哪些是不可改變的因素等，然後率領學校行政團隊及專業教

師來滿足顧客－即學生、家長及社會大眾等的需求；透過供應商中間機構－即教師、行政人

員的協助，把孩子教育成有價值的個人，進而達成學校行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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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重要性與必需性、內涵、推展作法 

及困境等相關問題之研究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教育改革的時代已來臨，教師專業成長的推動也勢在必行。為因應社會的變遷與未

來世界的要求，教師在專業成長上正面臨著空前的挑戰。 

有鑑於教師專業的重要性，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遂於民國八十五年提出《教

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特別指出「提昇教師專業素質對提升教育品質的重要」（行政

院教育改革評審委員會，1996）。教師法及相關法令也陸續訂定了教師進修的相關細則，

以落實教師的專業發展與專業表現。 

美國教育學者畢比（D.E. Beeby）在其所著「開發中國家的教育品質」（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一書中，曾論及：教育的品質是教師素質的反

應；沒有好的教師，不會有好的教育；由於教育專業的品質提升，教育才會有所進步。

由此可知，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性。況且近年來，國內教育大力推動改革，社會大眾要

求教育品質向上提升。知識的快速進步，未來世界地球村的形成與競爭，資訊網絡分享

平台的建置，導致教師終身學習、專業成長的必需。 

就如 Richardson（1996）所言：「大多數的教師並未具備改革所需的學習能力」。

學校教師所承受的內外衝擊與挑戰，以及工作所受的限制與壓力甚大；因此學校教師專

業素質將影響著教育的成敗。舉凡課程與教學的改善及提升，學生創意與學習的開發潛

能，均與教師的專業習習相關。學校當局以及教師們如何去創造教師進修的環境，如何

去組織教師專業成長團體（如教學研究會、讀書會等），以及如何了解學校組成部門的

意見和運作方式，以發展出教師專業成長的模式，均是達成學校教師專業成長的關鍵。 

由於教師專業成長的推展需貼近學校的現場，以學校為本位的進修，才能提昇教師

專業成長的興趣與成效。是故需了解校長與教師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進修作法以及

困境，以做為教師專業成長規劃的參考與依據。 

基於上述原因，運用訪談國中小學校長、教師對教師專業成長的看法，經由文獻分

析及訪談資料，來探討目前國民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的情形，及校長與教師對專業成長

看法之異同，提供教育領導者瞭解教師專業成長的情形，以作為日後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之指引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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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一) 校長與教師對教師專業成長的看法。 

(二) 校長與教師對教師專業成長作法與進修管道的看法 。 

(三) 影響教師專業成長因素與困境之探討。 

三、名詞解釋 

本研究中重要的名詞包括：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指標、教師職級制度、教

師生涯發展。 

(一) 教師專業成長 

本研究所指之教師專業成長，係指教師個人持續性地參與各種形式的進修活動，

改進自己教學之知識與技巧，促進教師個人成長及組織整體發展的正向成長，以達成

教育專業為目的。 

(二) 教師專業成長指標 

本研究所指之「教師專業成長指標」乃指在教師專業工作領域中，要衡量教師是

否達到專業水準，或是否為專業的成熟者，其所據以評量的一套行為、能力、表現等

特徵。 

(三) 教師專業成長因素  

 

四、研究進行與實施步驟 

(一) 界定研究問題與目的。 

(二) 進行相關文獻蒐集、分析及閱讀。 

(三) 運用實地觀察、訪談校長、教師。 

(四) 規劃訪談學校、時間、內容、方式。 

(五) 小組分工合作，針對訪談內容資料記錄整理。 

(六) 召開小組會議，配合文獻探討，進行資料分析並整合訪談資料。 

(七) 撰寫及校對研究報告。 

貳、文獻探討 

一、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性、意義及內涵 

(一) 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性 

本研究歸納數位學者專家（李俊湖，1992，頁 22－28；林幸台，1992，頁 14；
高強華，1992，頁 34－36；高強華，1996，頁 269；詹棟樑，1994，頁 35；歐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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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頁 100－102；蔡碧璉，1996，頁 46）的意見，將教師追求專業成長的理由與

必需性，敘述於後： 

1. 社會脈動的進步： 

處於知識爆炸、資訊科技進步的年代，面對現今快速變遷的社會，知識的汰舊

更新速度驚人，學生知識來源不只來自教學，如果教師不知驚覺而能有所成長，還

以靜如止水的心態去應付教學，將何以協助學生去適應未來生活，勢必會被瞬息萬

變的社會淘汰。 

2. 教師的工作是教人： 

我國教育家劉真曾說：「要教育別人，先教育自己」。教育是一種百年樹人的

工作，要教出好的學生，就要有良好的師資，所以教師要經過嚴格的專業訓練，並

且不斷地進修成長強化專業新知，才能擔負起應有的重責大任。 

3. 教育是一種專業： 

教師專業成長是提高教師效能感的重要因素，所以提高教師素質是增加教育實

施成效的有效措施，而要提高教師素質有賴教育專業的確認。 

4. 教師的自我實現： 

教師除了協助學生學習、快樂成長外，更要對自己的生涯發展有所體認，面對

壓力、挫折，如何轉化使自己的教學生涯充滿自信與希望，更需要在專業上追求成

長。 

綜合以上各點，本組認為教師專業成長有內在與外在因素，教師從事教育工作

時，有其專業成長的重要性與必需性，乃因應時代潮流之所需。 

(二) 教師專業成長的意義及內涵 

1. 教師專業成長的意義： 

教師專業成長（professional growth）的意義，中西方學者論著頗多，尤其在內

涵方面，所規劃的方法各有不同。本組統籌歸納中西方各主要論述觀點於後，再針

對內涵部份來加以探討（如表 1）。 

表 1 教師專業成長的意義 

 教師專業成長的目的 教師專業成長內涵 

高強華（1996） 教學效率或教學品質的提昇 專門知能、專業知能、專業倫理精神 

蔡碧璉（1996） 使個人成長以及組織發展 知識、技巧、行為、想法、意願、態度、情

感等方面的改變 

劉世閩（1996） 在認知、情意與技能三方面

的提昇 
認知（教育專業知識、輔導學生的知識、教

學工作環境的認知）、技能（教學技巧、教

學方法）、情意（教師任教意願、專業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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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承諾） 

饒見維（1996）  教師通用知能、學科知能、教育專業知能、

教育專業精神 

白雲霞（1995） 以促進個人成長以及組織發

展的目的，進而達成教師專

業化 

個人專業知能、專業技能、專業精神及態度

鍾任琴（1994） 增進及改善自我之專業知

能、技能 
教學技巧、實質知識、專業態度 

李俊湖（1992） 促進教師個人之自我實現，

並達成學校目標與增進教育

品質 

教學知識、教學技能、教學態度 

單文經（1992）  豐富的教學專業知識（一般的教學專業知

識、與教材有關的專業知識） 
嫺熟的教學推理能力（理解、轉化、教導、

評量、省思、理解心） 

Burke（1987） 
引 自 ： 歐 用 生

（1996, p97-99） 

使教育人員的教學更有效

率、不斷地改進，並培養教

師的調適能力 

 

Duck（1987） 
引 自 ： 李 俊 湖

（1992，p14） 

透過瞭解，對習以為常的措

施加以反省 
事實知識的獲得、對新事物的瞭解或熟稔、

對教育工作環境的瞭解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2. 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 

各個學者對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各有不同的歸納與研究重點，本組彙整相關

文獻後，發現多數學者把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一般分成「知識」、「態度」與「技

能」三方面來探討。如：白雲霞（1995，頁 34）、李俊湖（1992，頁 16）、高強

華（1996，頁 128）、劉世閩（1996，頁 14）、鍾任琴（1994，頁 33）。 

諸多學者中，饒見維（1996，頁 172）將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劃分為：「教師

通用知能」、「學科知能」、「教育專業知能」、「教育專業精神」等四大類，本

組認為頗為周延，適於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其理由有二： 

第一原因為，「知」與「能」實是一體兩面，如單文經（1992，頁 262）言：

「知是能的基礎，能是知的表顯」。而一般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不外是「知識」、

「態度」與「技能」三者，況且教師在教學情境中所獲致專業的成長，更展現了知

識與技能相互間的體用關係。 

第二原因為，「教人」是中小學教師教學的重要工作之一，而饒見維特別提出

「教師通用知能」一項，更另有見解，教師並非僅限於「教書」，「教人」對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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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師專業工作上更顯重要。 

因此有關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此部分主要依據饒見維（1996，頁 171－206）
的分類，再參酌其他學者意見而整理如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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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5.教育環境脈絡的知

4.班級經營知能

3.心理與輔導知能
學科教學知識3

h.教學實施能力

g.教學設計能力

f.教學評量知能

e.教學資源知識

d.教學的技巧

c.教學的方法與策略

b.教學的原理原則

a.教學的理念取向

一般教學知識2

一般課程之知識1

2.課程與教學知能

值1.教育目標與教育價

三.教育專業知能

二.學科知能

批判反省能力4

創造思考能力3

力問題解決與個案研究能2

力人際關係與溝通表達能1

2.通用能力

1.通用知識

一.教師通用知能

 

圖 1 教師的專業發展內涵體系 

資料來源：饒見維，1996。教師專業發展-理論與實務，頁 172。台北：五南。 

二、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的形式與具體途徑 

(一)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的形式 

教師可以藉由哪些形式的活動獲得專業成展？白雲霞（1995，頁 34－35）、李俊

湖（1992，頁 16）、鍾任琴（1994，頁 33）、蔡碧璉（1996，頁 31）等皆有論著，

本組在歸納上列學者論著意見後，將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的形式，製成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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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師專業成長情形 

正式進修活動 非正式進修活動 

1.學分學位進修 
2.各種研習會或研討會 
3.專題演講、研究等政府舉辦之正式活動 
4.教育單位的專業知能研習 

1.閱讀期刊 
2.自我評估 
3.進行實驗研究 
4.參與課程設計 
5.參加專業組織之活動 
6.研習期間人際交往 
7.向師長請益 
8.同事之間切磋觀摩 
9.與重要他人交換、共享觀念與經驗 
10.或職務上之調整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 教師專業成長的具體途徑 

歐用生（1996，頁 112－119）認為，教師可以藉由「自我發展」與「相互學習」

兩個途徑促進專業成長： 

1. 教師自我成長學習途徑 

(1) 培養腦、心、手、門戶與空間的開放態度。 

(2) 加強對職業文化敏感性的培養。 

(3) 擬定生涯發展計畫，規劃生涯進程與時間。 

(4) 以書寫活動作為加強批判與反省的重要工具。 

(5) 研究自己或同事的教學實際，改進教學。 

2.教師相互學習途徑： 

(1) 相互對話－－對話的方式有閒聊（talk）、經驗談、會話（conferencing）、討

論、書報討論（seminar）、對話（dialogue）、談論等。 

(2) 畫像法－－一組教師相互觀察，將觀察結果記錄下來共同討論，互相對話，分

享洞見。 

(3) 同儕視導－－教師與教師構成伙伴，形成合作的團隊關係，共同擬定教學計畫，

相互觀摩，彼此回饋。 

(4) 合作學習－－共組教育社區，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專業對話，表達看法，參

與知識生產和建構的過程。 

(5) 合作教學研究－－一方面可以使專家學者更瞭解教學現場，更關心實際問題，

有益於研究結果的落實；另一方面則使教師學習研究方法，增加對教育問題的

敏感性，瞭解教學過程及其影響因素，建構自己的教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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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tthorn（1987，頁 31－34）提出五個教師專業成長的合作途徑，每一種方法都

有它的特別效用，分別是： 

1. 專業診斷（Professional Dialogue）－－以討論的方式促使教師思考，並反省自己的

教學，使教師產生態度上的轉變。 

2. 課程發展（Curriculum Development）－－使教師們合作完成任務，共同分享理念、

教學和學習經驗，發展有用的教材。 

3. 同儕視導（Peer Supervision）－－教師與教師構成伙伴，形成合作的團隊關係，共

同擬定教學計畫，相互觀摩，彼此回饋。 

4. 同儕訓練（Peer Coaching）－－也使用觀察、討論、給予回饋的方式，但較偏重於

理論技能的訓練，教師一起練習，實際操作並給予回饋，而重點以教室中的教學技

能為主。 

5.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由教師們界定問題、研究策略，以解決問題為導

向。 

黃政傑（1997，頁 165）舉 Stallings 所提之教師專業發展的途徑為例，其具體步

驟為： 

1. 透過自己所觀察的檔案分析，認識改革的需要。 

2. 提出在教室中嘗試新觀念的書面承諾。 

3. 修改研習會中所教的觀念，在教室和學校使用。 

4. 試用新觀念，評鑑試用的效果。 

5. 交互進行彼此的教室觀察，分析自己觀察所得的資料。 

6. 把自己試用的成敗，對所屬小組報告。 

7. 討論個別學生和教材上的問題，設法加以解決。 

8. 運用多樣的方法，如：示範、模擬、錄影分析、專案會議發表等。 

9. 不斷建立專業成長的目標，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學習。 

三、相關法令及教師專業成長影響因素探討 

(一) 相關法令 

目前有關教師進修的法令有：「國民教育法」、「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研究辦法」、

「師資培育法」及「教師法」，其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1. 國民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本法於 1979.5.23.公布，國民教育法第十八條規定：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

教師其進修辦法由教育部定之。其施行細則規定：國民中小學「各學科應設立教學

研究會，並置召集人。其規模較小學校性質相近之科目，得合併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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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研究辦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本法於 1985.10.4.由教育部公布，共有十六條，此項辦法對進修之方式（第三

條）、機構（第四條）、實施時間（第五、十一、十二條）、資格取得（第七、十

一條）、獎勵（第八、十、十二、十三條）、服務、費用（第十三條）等皆有所規

定。 

3. 師資培育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 

本法於 1984.3.2.7.由總統公布，其重要規定有對教師進修機構訂立法源之基礎

且將師資培育觀念，由職前教育延伸至在職進修階段，重視教師專業成長。 

4. 教師法 

本法於 1985.8.9.由總統公布，其中將進修視為教師之權利與義務（第十六、十

七條），且教師在職期間參與進修不僅被鼓勵（第二十二條），更享有帶職帶薪或

留職停薪之保障（第二十三條）。 

(二) 教師專業成長影響因素 

學者（白雲霞，1985，頁 29－30；江文慈，1982，頁 5－7；李俊湖，1982，頁 2；
林幸台，1989，頁 274－275；高強華，1988，頁 11；孫國華，1983，頁 56；劉明秋，

1993，頁 45）指出：教師的專業成長歷程，經常受到個人與學校環境因素的影響。而

且目前教師專業發展普遍存有「孤寂」與「缺乏晉升管道」兩項缺失： 

1. 教師專業生涯孤寂性： 

教師在工作環境中接觸最頻繁的兩類人，就是「學生」與「同事」，如劉明秋

（1991，頁 43）所說：「教師須長期與一群年齡固定，而且注定要與越離越遠的下

一代一起工作」。又因教室的封閉性，及教師同儕間分享專業觀念的途徑又極為封

閉（呂木琳等譯，1995，頁 12），教師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寂寞的職業。 

2. 教師專業生涯缺乏晉升管道： 

目前中小學教師的職務，可說是一種「無晉升生涯」（un-advanced career）的

工作，除了兼任學校行政工作日後得以參加校長甄試，提升其社會地位外，較難有

其它晉升機會。不過張德銳（1996，頁 243）指出，這種「升級」並不算是一種真

正的升遷，因為這種「升級」將使教學工作中斷，不再維繫著教師身份。 

多數研究（李俊湖，1992；蔡碧璉，1993；沈翠蓮，1994）指出下列影響因素之

相關研究： 

1. 性別與教師專業成長的關係沒有得到普遍性的支持，尚待繼續研究。 

2. 任教年資與教師專業成長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 

3. 任教科目與教師專業成長之間會因任教科目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4. 教師的教育背景會影響教師的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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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校規模大小會影響教師的專業成長，且發現小教師的專業成長。（六班以下）其

教師專業成長最差，25-48 班（中型學校）其教師的專業成長最佳。 

6. 教師的專業成長受到其學校職務影響而顯著的差異。 

所以要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必須從多元的角度來考量，本組依據陳美玉（1996，
頁 925－27）的研究，歸納出下列幾個方向： 

1. 建立教師證照制度，確立教師生涯進階與等級劃分，建立教師晉升管道。 

2. 建立教師專業組織，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 

3. 強化教師在職進修，兼重教學與研究能力的養成，肯定教師建構實踐知識及理論的

能力。 

4. 發展學校為中心的專業成長模式，倡導合作的學校文化。 

參、訪談內容分析及整理 

訪談內容分析及整理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訪談三位校長對教師專業成長之看法，輔以

訪談內容大綱加以整理，並分析出校長對專業成長之理念、作法及建議事項。第二部分訪談

二位主任、四位教師對教師專業成長之看法，輔以訪談內容大綱加以整理，並分析之。第三

部分針對校長與教師對教師專業成長的看法及進修困境加以整理。 

一、訪談三位校長內容分析 

(一) 訪談校長背景分析 

A 校長 － 45 歲，服務年資 20 年，男，歷任教師、組長、主任，初任國中校長

2 年，學校規模 73 班。 

B 校長 － 53 歲，服務年資 30 年，女，歷任教師、組長、主任，國中校長 8 年、

高中校長 2 年，學校規模 40 班。 

C 校長 － 35 歲，服務年資 15 年，男，歷任教師、組長、主任，國小校長 3 年，

學校規模 60 班。 

(二) 訪談校長內容 

茲將訪談校長的資料整理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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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校長訪談內容匯整表 

 一、教師專業成長

是否有其必需性

及重要性？ 

二、教師專業成

長之內容。 
三、如何領導教

師專業成長，具

體作為？ 

四、你(妳)認
為教師目前

進修管道為

何？ 

五、你(妳)建
議上級單位

如何推動教

師專業成長

 
A 校長 

1.知識爆炸，科技

進步。 
2.學生需要，教學

所需。 
3.達成學校願景。 

1.教育目標與價

值。 
2.專業精神。 
3.專業科目知能

。 
4.教學知能。 
5.班級經營。 
6.教材編選。 

1.實施「教學觀

摩」。 
2.同儕視導，相

互成長。 
3.強化「教學研

討會」功能。

4.以身作則。 
5.鼓勵進修。 
6.尋求資源、經

費，供校內自

辦成長團體。

7.與家長會、教

師會合作 

1. 進修管道

普遍。 
2. 研習多而

無系統化。 

1.推動「教師

分級制」。

2. 配合考核

制 度 成 立

「 教 師 專

業 成 長 指

標」。 
3. 教師授課

時 數 重 新

檢討。 
4.推動「網路

進修」。 

B 校長 1.為達成學校目標

。 
2.符合教師個人生

涯發展。 

1.學科專業知能

。 
2.創造思考能力

。 
3.批判反省能力

。 
4.一般教學技巧

。 
 

1.發揮「圖書館

」功能。 
2.強化「教學研

究會」功能。

3.鼓勵創作出版

。 
4.參與各項研討

會及研習活動

。 
5.進行「專案研

究」。 
6.鼓勵教師自我

成長。 

1. 相關法令

有 鼓 勵 措

施。 

1.落實「教師

分級制」。

2. 成立國家

級 專 責 進

修單位。 

C 校長 1.教師工作是一種

志業。 
2.不成長，將被淘

汰。 

1.班級經營。 
2.心理與輔導。

3.教學方法與策

略。 
4.教學設計。 
5.製作教材教具

。 

1.鼓勵教師成立

「讀書會」。

2.運用週三下午

時間，教師團

體成長。 
3.行政推動。 
4.聘請專家學者

專題演講。 

1. 進修管道

多。 
2. 研習內容

多樣化 

1. 鼓勵措施

再加強。 
2. 教師宜分

級。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項
目

內 
容

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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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二位主任、四位教師內容分析 

(一) 訪談主任與教師背景分析 

甲主任 － 40 歲，服務年資 16 年，女，歷任教師、組長、主任，國中主任 8 年，

學校規模 28 班。 

乙主任 － 62 歲，服務年資 42 年，男，歷任教師、組長、主任，國中主任 2 年，

學校規模 73 班。 

丙教師 － 40 歲，服務年資 16 年，女，任教國文科兼任級導師、教師會理事長。 

丁教師 － 32 歲，服務年資 8 年，男，任教英語科兼任導師。 

戊教師 － 21 歲，服務年資 2 年，女，科任教師。 

己教師 － 52 歲，服務年資 28 年，女，專任教師。 

(二) 訪問主任與教師內容 

茲將訪談主任與教師的資料整理如表 4： 

表 4 主任與教師訪談內容匯整表 

 一、你認為

教師專業成

長是否有其

必需性及重

要性？ 

二、你認為

教師專業成

長的內容包

含哪些？ 

三、你透過

哪些管道

進行專業

成長？ 

四、你認為

學校對教

師專業成

長支持度

如何？ 

五、你認為

教師專業

成長的困

境有哪些

？ 

六、你認為

如何有效

促進教師

專業成長

？ 

七、你認

為 校 內

「 教 學

研究會」

功 能 如

何？ 

甲主任 1.攸關學生

學習，相

當重要。

2.順應時代

潮流，社

會變遷所

需。 
3.提升教學

品質 

1.溝通、表達

能力。 
2.教學技能

。 
3.學科知識

。 
4.輔導知能

。 
5.班級經營

。 

1. 正 式 進

修管道。

2. 參 加 一

些 研 討

會 或 研

習會、專

題演講。

1. 相 當 支

持 且 積

極鼓勵。

1. 教 師 授

課時數。 
2. 個 人 及

家 庭 因

素限制。 

1. 修 訂 考

核制度。 
2. 家 長 會

積 極 參

與 教 學

系統中。 
3. 加 強 親

師合作。 

1.相當健

全。 

乙主任 1.想要工作

，就要成

長。 
2.吸收新知

，增強自

己專業能

力。 
3.反省比被

1.教學技巧

。 
2.教學設計

。 
3.輔導知能

。 
4.專業精神

方面。 

1. 選 擇 符

合 個 人

項 目 參

加。 
2.研習、開

會、聊天

。 

1. 鼓 勵 且

依 法 執

行。 

1. 在 於 教

師 的 自

覺 與 反

省。 

1. 應 加 強

更 深 層

的 專 業

精 神 與

態度。 
2. 應 有 教

師 晉 升

管 道 制

1.相當重

要。 
 

項
目

內
容

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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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重要。 5.資訊科技

。 
度，讓教

師 有 自

我 實 現

之 企 圖

心。 

丙教師 1.因從事教

育工作者

相當需要

。 
2.教學需創

新。 

1.人際關係

。 
2.教育理念

。 
3.批判思考

能力。 
 

1. 組 成 教

師 小 團

體 成 長

營。 
2. 積 極 參

加 各 項

研討會。

3. 同 儕 互

動。 

1. 沒 有 感

受 到 鼓

勵作用。

1. 上 級 支

持 度 不

夠 且 未

積 極 鼓

勵。 
2.資源、經

費不足。 

1. 提 供 資

源、經費

給 予 教

師，支持

其 研 習

、進修。 
2. 相 關 正

式 進 修

，宜由民

間 辦 理

強 迫 執

行。 

1.一種服

務教學

的正式

組織。

丁教師 1 知識變遷

快速。 
2.教學需要

。（重要

且必需）

1.專業學科

知識。 
2.心理與輔

導。 
3.學校行政

。 
4.教材編寫

。 
5.教具使用

。 

1. 正 式 進

修管道。

2. 網 路 資

訊。 
3. 同 儕 互

動。 
4. 研 習 或

研討會。

1. 感 覺 大

都 依 行

政 命 令

下 參 加

研習。 

1. 在 職 進

修 管 道

狹窄。 
2. 學 校 配

合 度 不

足。 

1. 學 校 宜

訂 定 校

內 教 師

進 修 辦

法 內 規

，避免私

相授受。 

1.相當具

有成效

。 

戊教師 1.個人工作

需要。 
（相當重

要） 

1.班級經營

。 
2.人際溝通

。 
3.表達能力

。 
4.教學技巧 

1.自修。 
2. 請 教 同

事。 
3. 研 習 或

研討會。

1.尚可。 1. 缺 乏 資

訊。 
2. 工 作 忙

碌。 

1. 給 予 教

師 適 宜

的 專 業

成 長 環

境。 

1.不錯。

 

己教師 1.對個人生

涯規劃有

幫助。 
2.教學上未

必幫的上

。 

1.要符合教

師個人興

趣。 
2.資訊科技

。 

1. 非 正 式

管道。 
2. 民 間 辦

理，符合

教 師 興

趣。 
3.自修。 

1. 沒 有 感

覺。 
1. 要 看 進

修 方 式

而定。 

1. 不 要 強

迫性，宜

用 鼓 勵

或 推 動

，給予教

師 自 動

參與。 

1.形式化

。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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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長與教師及不同背景教師對教師專業成長看法與進修困境 

(一) 校長與教師及不同背景教師對教師專業成長看法 

(二) 茲將校長與教師及不同背景教師對教師專業成長看法匯整如表 5： 

表 5 校長與教師及不同背景教師對教師專業成長看法匯整表 

訪談對象 
 

項目   內容 

 
三位校長（A、B、C） 
 

二位主任（甲、乙） 
四位教師（丙、丁、戊、己） 

一、教師專業成長之

必需性及重要

性。 

1.很重要且必需。（A、B） 
2.重要且很必需。（C） 
 

1.很重要且必需。（甲、丙、丁） 
2.普通重要但很需要（乙、戊、己） 

二、教師專業成長的

內容。 
1.教育目標與價值。（A、B）
2.專業精神。（A） 
3.專業科目知能。（A、B） 
4.班級經營。（A、C） 
5.運用能力。（B） 
6.教學知能。（A、C） 

1.人際關係。（丙） 
2.溝通表達能力。（甲） 
3.班級經營。（甲、戊） 
4.心理與輔導。（乙、丁） 
5.教學技能。（甲、乙、丙、丁、戊） 
6.資訊科技。（己） 
7.教育理念。（丙） 

三、學校對教師專業

成長支持度。 
1.絕對支持。（A、B） 
2.相當支持。（C） 

1.支持且鼓勵。（甲、乙） 
2.尚可。（丁、戊） 
3.不支持。（丙、己） 

四、進修管道。 1.相當暢通。（A、B、C） 1.相當暢通。（甲、乙、丙） 
2.資訊不足。（戊） 
3.管道狹小。（丁、戊）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三) 三位校長與二位主任、四位教師對進修困境之看法 

1. 三位校長（A、B、C） 

(1) 應推動教師分級制，配合教師專業成長。（A、B、C） 

(2) 建議中央成立專責進修單位並成立「教師專業指標」。（A、B） 

(3) 考量教師工作負擔，應重新檢討教師授課時數。（A） 

(4) 上級鼓勵教師措施應再作加強。（C） 

2. 二位主任（甲、乙）、四位教師（乙、丙、丁、戊）對進修困境之看法。 

(1) 教師要自覺與反省。（乙） 

(2) 教師工作繁重，授課時宜重新檢討。 

(3) 學校不夠支持。（丙、丁、己） 



第 106 期國小校長儲訓班專題研究彙編 

 

214 

(4) 進修方式要多元，內容要多樣。（戊）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部份擬針對訪談結論對照文獻探討，對有關教師專業成長之重要性與必需性、內涵、

校長具體推動作為、相關法令、進修困境及討論與分析，分成六部分加以探討。 

一、教師專業成長之重要性與必需性 

(一) 校長部分： 

1. 三位校長均肯定教師專業成長之重要性，理由與文獻探討吻合。 

2. 二位校長（A、B）在教師專業成長之必需性上較傾向學生學習需要，另一位校長

（C）較傾向教師個人需要。 

(二) 教師部分： 

1. 六位教師中有二位（甲、乙）認為教師專業成長很重要，其餘四位教師認為普遍重

要。 

2. 六位教師皆認為教師專業成長很重要，但需要的項目不同，其中因應教學需要者有

五位。 

二、有關教師專業成長之內涵 

依據饒見維（1996，頁 172）所提出之教師的專業發展內涵體系來看： 

(一) 校長部分： 

1. A 校長認為教師專業成長內涵包含有學科知能、教育專業知能、教育專業精神。 

2. B 校長認為教師專業成長內涵包含有教師通用知能、學科知能及教育專業知能。 

3. C 校長認為教師專業成長內涵包含有教育專業知能。 

可知 A、B、C 三位校長對教育專業成長內涵認知有所差異。 

(二) 教師部分： 

1. 含括教師通用知能者有甲、丙、戊三人。 

2. 含括學科知能者有甲一人。 

3. 含括教育專業知能者有甲、乙、丁、戊四人。 

4. 含括教育專業精神者有乙一人。 

三、校長具體推動作為 

(一) 三位校長相同領導作為 

1. 積極鼓勵，以身作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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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去發揮功效。 

(二) 三位校長推動方式之差異 

1. 強化「教學研究會」功能。（A、B） 

2. 實施校內「教學觀摩」。（A） 

3. 鼓勵教師出版創作。（B） 

4. 鼓勵教師成立「讀書會」。（C） 

5. 校內自辦成長活動。（A、C） 

6. 進行「專案研究」。（B） 

7. 運用同儕觀摩。（A、B） 

四、有關教師專業成長之相關法令 

(一) 校長部分 

1. 三位校長皆知悉相關法令。 

2. 依法執行且鼓勵。 

3. 未擬定校內教師進修辦法。 

(二) 教師部分 

六位教師中除甲、乙、丙三人對相關法令有所認知外，其餘三人不知相關進修辦

法。由此可知教師專業進修制度尚未普遍落實至教師部分。 

五、教師進修困境 

(一) 在性別上，六位教師中（四女二男）並無明顯差異。 

(二) 在年齡上，六位教師中戊、己二人與其餘四人有顯著不同。 

(三) 在職務上六位教師中有甲、乙二人與另外四人對教師進修困境看法不同。 

可知行政人員與教師對教師進修困境有不同之看法。 

六、討論與分析 

經由訪談結論與文獻探討相比較後，發現結果如下幾點： 

(一) 三位校長對教師專業成長之重要性與必需性看法較一致，而六位教師則有不同之看

法，顯見此方面校長與教師有差異性。 

(二) 有關教師專業成長內涵上，三位校長之間的認知上即有差異，且校長與六位教師之

間亦有差異，而六位不同背景教師對內涵之認知亦有差異性，含括的內涵不同。 

(三) 在鼓勵教師專業成長上，三位校長雖運用方式不同，但都基於達到學校目標、教師

教學所需、學生學習需要而積極支持，但教師（未兼任行政）一般感受不出且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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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未充分支持。 

(四) 在如何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上，校長傾向建議上級建立「教師分級制」、落實「教師

考核」，且成立「教師專業成長指標」，但教師（未兼任行政）傾向由教師自省及

改進進修方式、內容，與進修資訊透明化以利教師進修成長。顯然校長與教師對促

進教師專業成長上之觀點亦有所差異。 

(五) 校長普遍認為學校教育環境有利於教師專業成長，但教師感覺不出，認為學校行政

應提供資源、經費供他們自己成立成長團體，自我成長。 

(六) 教師專業成長對教師個人因素上，在性別上並無明顯差異，但在年齡、職務上差異

性很顯著，教師在不同科目任教上亦有所差異。 

(七) 一般教師認為教師進修困境有： 

1. 工作忙碌。 

2. 授課時數過多。 

3. 學校支持度不高。 

4. 資訊不透明。 

5. 強迫性的威權。 

6. 個人及家庭因素。 

但校長認為教師缺乏主動、反省。 

伍、結論、建議與省思 

一、結論 

(一) 雖然三位校長及六位教師對教師專業成長各方面看法有差異，但觀其學校效能上，

卻能展現學校特色，表現績效，可見學校的經營是團隊精神的展現。 

(二) 從三位校長對教師專業成長的領導作為上，大都強調「同儕視導」的重要性，盼藉

由良好的同事互動，增進彼此成長，進而發揮教育專業化。 

(三) 從六位教師訪談中，雖對行政措施有所意見，但教師們心中皆存著專業成長的重要

性，因它攸關學生權益。可見在教師們的工作崗位中，學生還是他們的第一。 

二、建議 

(一) 學校進修管道資訊宜透明化，且建立教師進修權利義務觀念，鼓勵教師自組成長團

體，提供必要的資源並結合「家長會」、「教師會」，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二) 學校應合理分配進修機會，重視校內進修的設計，並結合社區資源，或聘校內有特

殊專長教師為師資，使教師進修管道更多元，內容更多樣。 

(三) 有關教師專業成長之內涵上相當廣闊，一般進修常忽略專業精神與態度方面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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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且因應國際化、科技化，在通用知能能力上亦不可忽略。 

(四) 為有效促進教師專業成長，期望中央單位推動「教師分級制」，讓一般教師能朝著

教學專業予以晉級，自我實現。 

(五) 為有系統性教師專業成長，期望中央單位能成立國家級教師進修專責單位並實施證

照制度（薪俸不同）代表考核制度。 

(六) 重新檢討中小學組織架構（人力再造），彈性調整教師授課時數以利教師進修時間

與空間。 

(七) 國民中小學教師在職進修名額的限制（每校 5%）宜再放寬，以鼓勵教師專業成長。 

(八) 目前各縣市國民中小學教師退休不易，建議政府應寬籌經費，加速教師新陳代謝。 

三、省思 

(一) 本研究只觀察訪談三位校長及六位教師且時間短促，加上小組成員共同討論時間缺

乏，是故較無法廣泛推論與應用，但透過本次研究過程，對研究論文更深一層的認

識與瞭解。 

(二) 本次研究趨向質的研究，但若配合廣泛問卷或長期實際參與觀察、操作並提出問題、

解決問題，研究成效會更佳。 

(三) 時值重大教育及課程改革期，讓人覺得教師專業成長更顯重要。希望全體教育同仁

以「要教育別人，先教育自己」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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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壹、訪談大綱 

一、校長訪談大綱： 

(一) 擔任校長          年，在本校          年，曾任職位          ，合計         
年。 

(二) 你（妳）對教師專業成長之重要性及必需性看法如何？ 

(三) 你（妳）認為教師專業成長的內涵（容）應含哪些？ 

(四) 你（妳）在校內如何具體推動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五) 你（妳）認為目前教師進修管道有哪些？ 

(六) 你（妳）認為上級單位可採取哪些有效措施？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二、教師訪談大綱： 

(一) 請問你（妳）在教育界服務          年，在本校服務          年，曾任職

務          ，任教科目為          ，目前兼任          。 

(二) 你（妳）對教師專業成長之重要性及必需性看法如何？ 

(三) 你（妳）認為教師專業成長的內容應含哪些？ 

(四) 你（妳）會透過哪些管道來進修、自我成長？ 

(五) 你（妳）認為學校對教師進修支持度如何？ 

(六) 你（妳）認為目前教師進修之困境有哪些？ 

(七) 你認為如何有效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八) 你（妳）認為校內「教學研究會」功能如何？ 

貳、訪談相片及錄音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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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校園危機管理之研究 

壹、前言 

美國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強調危機管理是二十一世紀各國政府部門最嚴

峻的挑戰（詹中原，2004）。當學校不再是安全無虞的場所，當校園危機可能時時威脅著校

園安全時，深入了解校園危機發生的原因、落實危機管理策略，克服危機管理困境，是學校

經營與管理重要的課題。 

一、研究動機 

台北縣中和秀山國小今（19）日中午發生學童墜樓事件，1 名學生疑似在陽台嬉戲

時不慎墜落 1 樓花台，消防隊已經緊急將他送新店慈濟醫院，目前還在了解傷勢

（2007.4.19 聯合新聞網）。3 年前台北縣永和國小，發生一起校園意外。1 名五年級男

童在佈置運動場時，遭鐵絲刺傷，導致右眼失明；最高法院判決，學校有疏失，賠償 306
萬元確定。這讓學童家屬很感慨，因為校方還是不認錯，卻造成孩子一輩子的缺憾

（2007.4.25 聯合新聞網）。孩子在學校被刺瞎右眼，3 年後終於獲得國家賠償，王爸爸

相當感慨。王姓學童父親：「希望藉由這個國家賠償，官司的案例，能夠能給學校，和

教育單位一個警惕，希望我們小孩子的犧牲，是最後一個。」 

近幾年來，校園內、外突發事件頻繁，自殺、性侵害、假綁架、眞勒索、體罰、師

生衝突、不適任教師、意外事件，鬥毆、校園暴力、黑道勢力介入校園等事件，常常造

成學校、家庭、社會很大的衝擊與傷害。根據教育部的統計，過去三年中台灣校園共發

生三千兩百多件傷亡事件，造成學生一千兩百多人死亡，二千四百餘人受傷。了解屏東

縣校園危機發生的原因及類型，是本研究動機之一。 

一向平靜的教育界現在是波濤洶湧，我們能否透過有效的校園危機管理作為而避免

校園危機的發生？或讓損害降低？針對目前屏東縣校園危機管理的策略加以了解探討，

是本研究動機之二。 

吳清山、林天佑（2001）認為：危機管理係指組織發生緊急且具威脅的情境或事件，

能夠採取有效的處理策略，以避免影響組織生存與發展的過程與活動。黃振球（1996）
也認為：校園危機管理就是學校當局，對於危機的預防及發生後的處理。當校園發生危

機時，無論是學校行政主管、教師、學生、乃至家長、社會都會受到一定的威脅與困境，

必須馬上處理，以減少損失，發揮校園危機管理的積極功能。針對目前屏東縣校園危機

管理的困境加以了解探討，即是本研究動機之三。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屏東縣國民小學校園危機發生的原因與類型。 

(二) 分析屏東縣國民小學校園危機管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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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討屏東縣國民小學校園危機管理的策略。 

最後，綜合歸納研究發現，作成結論、提出建議，供學校校園危機管理參考。 

三、名詞釋義 

本研究中重要的名詞有國民小學、校園危機、校園危機管理策略、校園危機管理困

境，茲就其在本研究的定義敘述如下。 

(一) 國民小學 

國民小學是指依國民教育法第二條規定設立之學校。本研究的國民小學是以屏東

縣的國民小學為研究對象，不包含私立小學。 

(二) 校園危機 

校園危機是指緊急事件突然在校園內、外發生，學校組織遭受損害，不能正常運

作，影響學校組織全體或部份成員，造成心理或生理傷害，無法按照一般程序來處理，

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作出快速有效的因應。 

(三) 校園危機之原因與類型 

校園危機發生的原因，通常分為人為因素造成的災害與天然因素造成的災害兩大

類。 

(四) 校園危機管理策略 

本研究之校園危機管理策略，是採用危機管理四階段理論：包括危機前的舒緩階

段，準備階段；危機中的回應階段及危機後的復原階段等作法。   

(五) 校園危機管理困境 

校園危機管理困境，是指學校在進行危機管理時，碰到的困難或瓶頸。 

四、研究工具與方法 

本研究結構以訪談大綱進行探討，選取 12 位國小校長，進行訪談。 

貳、校園危機管理相關文獻分析 

一、校園危機的意義 

將危機概念應用於校園時，是指具有威脅性的校園情境，或校園事件。校園危機

（Campus Crisis）是目前學校教育中不能規避的困擾，也是未來學校日益嚴重的課題；

學校的發展有其連續性，在整個過程中，難免危機四伏，這是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因

此在學理及實務上，就學校的情況，進行全盤而深入的探討，學校成員對校園危機有清

楚的認識，使校園日益嚴重的危險問題，轉化為具有教育的意義與功能。學校教育人員，

才能以更慎重的態度來面對校園危機。學者對於校園危機的看法，因為研究的角度不同

而有所差異，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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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許龍君（1998）認為：校園危機的意義，可從下列兩方面來界定，1.就學校的整體

性而言：當校園安全遭遇難關而無法適當處理時，學校運用過去有效的處理模式與

方法仍然無法解決，以致校園所遭受的傷害持續存在或擴大，而感受到緊張與焦慮

不斷的提升，因此陷於束手無策的無力感狀態。2.就學校個體性而言：當學校教、

職、員、工、生，個體遭遇難關而無法適當處理，致使其個體即將（或可能）發生

重大傷害、變故時，亦屬校園危機。這些個體已無法單獨解決問題，其求助動機增

強，學校必須實施緊急處理，使問題消弭於無形。 

(二)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公共指導部門（North Carolina State Departm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 1988）將校園危機界定為：「一個難以忍受、不穩定情境或突然的改變，

中斷了個人、團體、組織或社區的正常運作，並且需要立即的注意及解決」。 

(三) 鄔佩麗（2000）認為：只要會影響到學校教學正常作業，卻無法做適當處理的事項，

均足以構成危機事件。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的意見，研究者將校園危機定義為：「緊急事件突然在校園

內、外發生，學校組織遭受損害，不能正常運作，影響學校組織全體或部份成員，造成

心理或生理傷害，無法按照一般程序來處理，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作出快速有效因應

的情境或狀況。」 

二、校園危機的特性 

經由校園危機的意義探討，接著分析校園危機的特性，將有助於深入了解校園危機

的意涵，就校園危機的特性而言，綜合朱元祥（2000）；孫本初（1997）；陳儀如（1997）；
黃新福（1992）；鄭宏財（2000）；謝謹如（2000）；顏秀如（1997）；Jones（2005）
等國內外學者之論述，及上述校園危機之意義，可歸納出校園危機具有以下的特性： 

(一) 校園危機充滿不確定性：校園危機通常是不穩定的突發狀態，充滿不確定性，會導

致學校正常的運作停滯或混亂，甚至造成嚴重的傷害和死亡。 

(二) 校園危機具有威脅性：校園危機存在於個人或組織之中，如果不採取補救措施，會

產生潛在負面的影響；除了影響組織成員的健康和安全，也會危害到組織的聲譽與

生存。 

(三) 校園危機具有緊迫性：校園危機可能會帶來生命、財產嚴重損失，迫使決策者須於

極短時間內作成決策，並採取行動以降低損失。若發生於校園內、外的緊急事件，

對學校的組織或個人產生嚴重威脅，並可能造成全體或部分學校成員心理或生理的

傷害，會影響到學校的正常運作，急需學校人員加以注意且迅速做出有效的回應。 

(四) 校園危機是危險也是機會：校園危機具有一體兩面的效用，當危機發生時，若無法

以例行的程序來處理，結果可能好轉或惡化，兩者的機率常各佔一半，因此危機也

可能是一種轉機。 

從校園危機的特性可知：「校園危機」具有不確定性、威脅性、緊迫性、雙面性等

特質，若處理得宜，則可以化危機為轉機；若處理不當，則可能使危機擴大，以致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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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更廣。 

三、校園危機的成因 

由於社會急劇變遷，校園裡或因學生因素，或因校外的各種勢力介入，校園危機事

件，常有所聞。惟有深入了解校園危機發生的原因，才能「預見於先、立即反應」，使

校園危機消弭於無形。當然，學校是一個開放的場所，校內、外環境都會影響校務的運

作，所以校園危機發生的原因很多，大致可分為： 

(一) 學校內部因素 

1. 人的因素，如交通意外、師生衝突、體罰不當等。 

2. 事的因素，班級經營不佳，編班不當等。 

3. 時的因素，如寒暑假期間、上下學時間等。 

4. 地的因素，如遊戲場所設計不佳、校園死角等。 

5. 物的因素，如設備不良、器材坍塌，建築物老舊等。 

6. 行政管理上的因素，如校園不和諧、行政效率不彰等。 

7. 資訊上的因素，如危機意識不足、錯判形勢等。 

(二) 學校外部因素 

1. 家庭的因素，如親子疏離、家長會干預校務運作等。 

2. 社會的因素，如治安不佳、人際疏離、社會行為欠佳等。 

3. 媒體的因素，如媒體不當報導、負面教育資訊過多等。 

4. 經濟的因素，如經濟環境不佳，失業人口眾多等。 

5. 政治的因素，如選舉亂象、政治進入校園等。 

(三) 天然災害因素：如颱風、地震、水災等。 

(四) 其他因素。 

四、校園危機的類型 

整體而言，校園危機大致上可分為二部分（一）：是人為的危機：包含人、事、物與領

導，如教師衝突、意外、犯罪、自殺、暴力、科技意外事件、校舍工程糾紛、購置財物招標、

員生消費合作社營運、與新聞媒體及民意代表的關係、師生及兩性關係、校舍安全、設備安

全、人才缺乏、幹部爭寵、非正式組織的抵制、壓力管理的效應、政治理念的差異、不適任

人員的處理、組織變革的衝擊。（二）是天然的危機：如發生於校內、外之重大自然災害，

如颱風、地震、洪水、土石流等非人為因素且無法預防之事件，對學生可能造成嚴重傷害。

本研究將校園危機類型分為： 

(一) 意外事故，如交通意外、遊戲傷害、食物中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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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然災害事件，如地震、颱風、水災等。 

(三) 學生犯罪事件，如鬥毆、恐嚇、傷害、勒索等。 

(四) 學生自我傷害事件，如自殺、自我傷害、自閉等。 

(五) 安全維護事件，如建築物老舊坍塌、環境設備不良等。 

(六) 管教衝突事件，如師生衝突、親師衝突、行政人員與教師衝突等。 

(七) 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如中輟、受虐、性騷擾、性侵害等。 

(八) 行政弊案，如受賄、編班不當、工程弊端等。 

(九) 教師行為偏差，如體罰、教師行為不當，造成犯罪情事等。 

(十) 毒品侵蝕，如濫用藥物、非法持有藥物等。 

(十一) 其他事件。 

五、校園危機管理的策略 

危機管理的各個階段，都有學校工作的重點與內容，因為危機管理學者以主張三階段論

者人數最多，而且三階段五步驟亦涵蓋所有危機管理的範疇，因此本研究將危機管理分為三

階段來陳述（後經因素分析結果改為四階段），其各階段之工作重點（即危機前的舒緩與預

防、危機中的積極介入與處理、危機後的復原與學習），敘述如下： 

(一) 危機發生前的（舒緩與準備）策略 

鄭宏財（2000）認為，如果組織能提早發現危機，採取適當的管理措施，便能將

危機消弭於無形。雖然危機的種類很多，但不論是屬於何種性質的危機，及早發現徵

兆，絕對位居首要，因此建立危機的預警機制極為重要（邱毅，1999）。學校組織成

員若能從了解環境、蒐集資訊、多注意校園中的潛藏危機及預估危機的等級，發揮「居

安思危」的危機認知，將可避免或預防危機的發生。在危機發生前的策略部分，可分

為下列兩點來說明： 

1. 危機的舒緩工作：教育部（2003）認為，災害管理各階段都有其重點的作法。在減

災階段是災害的預防與迴避，預先做好所有可能潛在的災害分析、評估傷害程度，

策定迴避災害的策略與計畫，不但要做到減災，進而更要讓災害不要發生。任何災

害不要有意外，要發生也是在意料之中。因此，學校組織成員必須隨時留意校園危

機的警訊，全面性來建立危機偵測的機制，做好減災計畫，並將危機訊息告知全校

師生，以避免危機發生。 

2. 危機的預防工作：許龍君（1998）認為，在校園危機的預防工作上，可從下列幾點

來說明： 

(1) 學務處的預防工作：成立校園安全維護會報、成立危機處理小組、設定危機處

理作業要點、建立各單位、人員之緊急連絡地址及電話號碼、做好安全教育宣

導、指導學生校外活動之安全防範工作、加強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加強學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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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教育、建立申訴制度、預防青少年犯罪、加強宿舍安全管理、強化校外寄宿

生的輔導。 

(2) 輔導室的預防工作：主動輔導學生、展開協同輔導、建立緊急個案處理辦法、

舉辦教師輔導知能研習。 

(3) 總務處的預防工作：確保校園設施、設備的安全；維護校園環境衛生；加強門

禁管制；強化學校駐衛警功能；落實防護團之編組與功能。 

(4) 全體師生共同性的預防工作：建立安全警覺性；經營良好的師生關係；適度調

整教師心態；開闢學生言行宣洩的空間；有效運用多元化的資源以維護校安。 

教育部（2003）認為在整備階段，是根據減災階段所得出來的結果，去實際推動

和準備。旨在有效執行緊急應變措施，各教育行政單位及學校，平日應實施下列準備

工作：防救災組織之整備、研擬應變計畫、訂定緊急應變流程、實施應變計畫模擬演

練、災害防救物資、器材之儲備、災情蒐集、通報及校安中心所需通訊設施之建置、

維護及強化、避難所設施之整備與維護，及其他緊急應變準備事宜。具體而言，是要

擬定各項工作計畫，籌措設置各項硬體設施，並對幹部與學生進行必要的宣導、講習、

演練。俗語說：「多一份準備，少一份災害。」因此，學校平時應作好校園危機的預

防工作，以避免校園危機或減少損害。 

(二) 危機發生中的處理（回應）策略 

研究者綜合黃新福（1992）、教育部（2003）、顏秀如（1997）、邱昌泰（2003）
等學者之論述，當危機發生時，學校組織的作法如下： 

1. 啟動危機處理小組的運作與功能：（1）界定危機性質，確認事件的性質，並評估

危機事件的嚴重性。（2）蒐集與危機相關的資訊，並了解危機是否衍生其他問題。

（3）建構解決之方案或策略。（4）召開危機處理會議及校務會議。（5）學校組

織成員依照工作分配，各司其職，分工合作。（6）對危機事件作適當的反應，並

統一對外發言，避免訊息誤傳或扭曲。（7）運用有利資源，儘速處理。（8）呈報

上級單位。 

2. 校長發揮領導與協調的功能：（1）校長應扮演「平衡者」的角色，一方面傳達正

確訊息給民眾，一方面讓校務正常的運作。（2）指導學校組織成員對危機事件作

出正確的反應。（3）校長處於危機時期，應運用其地位、人脈作強勢領導，有助

於減低危機的負面影響。（4）校長應有效掌握全局，當機立斷、適度授權，有效

發揮聯繫的功能。 

3. 建立良好的公共關係，發揮積極的溝通功能：有效的危機管理有賴於危機溝通機制

的建立，危機溝通可說是危機管理過程中的「心臟」，應注重危機通訊系統的建構、

媒體公關的重要性。 

4. 啟動危機應變計畫：一旦不幸災害爆發時，就進入災害處理應變階段。此時應變計

畫啟動，所謂應變計畫，就是對潛在危險或曾發生過的危險，設計出一系列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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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報告的作業體系。它的主體應敘明災害處理的編組、職責、通報處理優先順

序、行政支援與特別規定或協調事項。還有一些附屬計畫，則是針對個別災害不同

的處理作法。其內容應力求周延、深入、明確而富彈性，要避免過於複雜而窒礙難

行。 

5. 蒐集資訊，並管理資訊：先蒐集各種有關資訊，掌握基本的事實情報，才能知道危

機發生的真相與處理的重點。 

總之，對管理層級而言，一定要有溝通比沉默更重要的觀念，萬萬不能忽視。溝

通的原則大概如下：1.查明並坦誠面對災害事實，不要掩飾。2.從攸關大眾利益角度

出發，不是自身的利益。3.儘快並隨時簡明扼要說明狀況，不清楚者、查明再說。4.
派高階專人負責溝通，儘可能直接與相關人員溝通。5.不爭功諉過，並提出具體改進

意見。危機處理是對危機當時所作的努力，其目的在降低危機帶來的損害，並讓學校

組織儘速回歸正軌運作。在心態上，要沉著冷靜、救人第一；在作法上要立即啟動危

機處理小組，及應變計畫的運作與功能；校長發揮領導與協調的功能，建立良好的公

共關係，發揮積極的溝通功能。 

(三) 危機發生後的（復原）策略 

研究者綜合吳宗立（2004）、孫本初（1997）、黃瓊慧（2002）、鄭宏財（2000）、

王垠（2000）、周韞維（1998）、教育部（2003）等學者所述，在危機後的復原階段，

學校應有的作為如下： 

1. 成立評估系統並進行評估：項目包括功能（電腦、溝通）、合作（感應系統與決策

群體）、知識能力、溝通網路、知識的轉化、決策效果等。 

2. 加速復原工作的推行：可以減少或避免損害，也可以預防下一次損害。 

3. 從教訓中學習與危機管理的再推動：學習再學習、分享知識、執行創造性的決策，

可預期並避免下一個危機。 

4. 建立追蹤輔導的時間表，協助學生處理悲傷情緒，提供教師諮商服務，以利於輔導

學生，或其他危機受害者。 

5. 回顧整個危機始末，比較危機處理的優缺點，不責備以往的危機管理過程，並把學

習經驗變為正式文件，作為學校危機管理檔案。 

6. 追蹤評鑑：各教育行政單位及學校應定期檢討校園安全及災害管理工作狀況，據以

辦理獎懲，以提升實施成效。 

另外，各教育行政單位及學校於災後，應實施復原重建工作，其重點如下：災情

勘查與鑑定、復原經費之籌措、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硬體

設施復原重建、受災學生之安置、受災人員心理諮商輔導、學生就學援助、復學、復

課輔導、召開檢討會議、及其他有關災後復原重建事項。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對學校組織而言，如果能總結危機的知識與經驗，深切檢討與反省，對日後預防或處

理同類事件必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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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問題分析 

一、相關研究 

對於校園危機管理，國內陸續有研究者提出相關的研究結果，整理如下： 

(一) 顏秀如（1997）以「國民中學校園危機管理之研究」為研究主題，其結論如下： 

1. 提高學校成員的危機意識是學校危機管理的首要工作。 

2. 學校危機處理小組的設置缺乏彈性。 

3. 學校危機管理工作的缺失與困難有待改進及解決。 

(二) 謝瑾如（2000）以「高雄市國民中學環境與危機管理關係之相關研究」為研究主題，

得到以下結論： 

1. 應變能力是教師認為最需加強的能力。 

2. 具危機管理相關（研習和處理）經驗的教師，在學校環境和學校危機管理上有較高

的知覺。 

(三) 王武章（2003）以「中部地區國民中學校長校園危機因應策略之研究」為研究主題，

重要發現如下：   

不論新舊學校都重視校園危機因素與校園危機因應策略。 

(四) 徐士雲（2004）以「國民小學校園危機管理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為研究主題，重

要發現如下： 

1. 國民小學校園危機預防與準備對危機處理的影響上，透過典型相關分析，可知學校

危機預防與準備，越不講究計畫組織、環境設備、溝通網絡、法律責任、教育訓練，

則危機處理在組織運作、領導協調、公共關係、追蹤輔導的表現愈低。 

2. 在危機預防與準備之經驗，能對學校整體表現有適當之體認。 

(五) 林素華（2003）以「校園危機管理之研究」為題，其主要發現如下： 

1. 與社區良好的互動是解決問題的首要條件。 

2. 落實學校緊急應變計畫，提升師生的危機應變能力，才能在危機發生時臨危不亂。 

二、對本研究的啟示 

學者對校園危機管理之相關研究主題如下：顏秀如（1997）以「國民中學校園危機

管理之研究」為題；謝瑾如（2000）以「高雄市國民中學環境與危機管理關係之相關研

究」為題；王武章（2003）以「中部地區國民中學校長校園危機因應策略之研究」為題；

徐士雲（2004）以「國民小學校園危機管理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為題；林素華（2003）
以「校園危機管理之研究」為題。綜上所述，學者之相關研究，以中部地區及高雄市國

中、台北地區國小等為研究主題。因此，研究者將研究主題訂為「屏東縣國民小學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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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管理之研究」，來探討屏東縣國小校園危機的原因與類型、校園危機管理的困境與

策略。 

肆、資料蒐集與結果分析 

一、訪談大綱 

本研究主要以訪談方式蒐集資料，訪談大綱如下： 

(一) 您認為目前國小發生校園危機的原因為何？ 

(二) 您認為目前國小發生校園危機的類型為何？ 

(三) 您認為目前國小校園危機管理的困境為何？ 

(四) 您認為目前國小校園危機管理的策略為何？ 

(五) 您認為目前國小校園危機管理需要加強的部分為何？ 

二、訪談對象 

在訪談對象的選取上，主要以屏東縣國小校長為母群體，從性別比例、服務年資之

差異、及學校所在地區之不同，抽取 12 位國小校長，其受訪者代號及基本資料如表 1。 

表 1  受訪者代號及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 
代碼 

擔任校長

年資 性別 地點 學經歷 

A1 初任 男 電話訪談 碩士；老師、主任、校長 
A2 7 年 男 電話訪談 碩士；老師、主任、校長 
A3 12 年 男 電話訪談 碩士；老師、主任、校長 
A4 16 年 男 電話訪談 大學；老師、主任、校長 
A5 初任 男 校長室 碩士；老師、主任、校長 
A6 5 年 男 電話訪談 碩士；老師、主任、校長 
A7 4 年 男 校長室 碩士；老師、主任、校長 
A8 6 年 男 電話訪談 碩士；老師、主任、校長 
A9 3 年 男 電話訪談 博士班；老師、主任、校長 
A10 8 年 男 電話訪談 大學；老師、主任、校長 
A11 19 年 女 電話訪談 大學：老師、主任、校長 
A12 7 年 女 校長室 大學；老師、主任、校長 

由表 1 可知，訪談對象的選取，12 位校長中服務年資 11 年以上的有 3 位，6-10 年

的有 4 位，5 年以內的有 5 位，男性校長有 10 位，女性校長有 2 位。而目前屏東縣國小

校長中，男女比例約為 6：1，所以訪談對象，尚符合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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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結果 

(一) 目前國小校園危機發生的原因以人為因素為主 

以人的因素而言：學生突發行為，不按牌理出牌，產生脫序行為，無法掌控；或

教師一時疏忽，產生校園危機（A1、A3、A4）。再則，問題家長擾亂校園，家長觀

念偏差、親師溝通不良，以及學校設備老舊、維修不易，或遊戲器材使用不當，也會

造成校園危機（A2、A8、A9）。 

另外，國小校園中的電線線路，常是年久失修，或因負荷量過大，常會造成電線

走火，造成校園火災，不可不慎。（A5、A6）因此，了解校園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

研擬具體可行的管理策略，是目前國小校園危機管理，重要的一環。而就校外的原因

而言，由於社會的變遷，家庭結構的改變，家庭因素亦是造成校園危機的重要因素，

值得我們加以重視與因應。 

(二) 目前國小校園危機發生的類型，以意外事件為主 

一般而言，目前校園中最容易發生的危機，應是學生意外事件，因為學生常常不

知道潛在的危機因子，所以較不懂得保護自己，尤其因為遊戲器材老舊、毀損、或學

生使用不當，最容易造成意外事件（A1、A3、A4、A7、A10）。學生的常規需要老

師不斷地教導與提醒，然而近年來，因為師資多元化，教師主觀意識強烈，不見得會

認同行政措施與校園危機管理策略，因此行政與教師觀念上的差異，也會造成校園危

機（A2、A6）。  

(三) 危機管理策略首重危機前的預防 

危機管理首重「預防工作」，因此每天巡視校園，有積水馬上吸乾（A1），校長

不只大處著眼，小處也要著手：巡視遊戲器材，有故障馬上修繕，發現問題，馬上改

善，校園安全不可拖（A2、A4）。再則全校師生共同留意、分層負責、校長每天巡

視校園、要成為教育行政中的重要工作，不可視若無睹；另外做好門禁管理，留意進

出校園的人士是危機預防的重要工作（A4、A5、A9、A10）。 

(四) 校園危機管理必須全體總動員 

校園危機管理要全體總動員，才能作得完善，然而，師生若缺乏危機意識，容易

因為一時疏忽，而造成校園危機，因此平時加強辦理危機管理相關研習，如利用週三

進修時間，或師生晨會時間等多加宣導；再則可以配合消防人員辦理防災逃生演練，

可以加強師生的危機意識，有助於提升校園危機管理的成效（A2、A5）。 

(五) 目前校園危機管理已有共識，惟在「落實上」仍需加強 

依目前情況來看，校園危機管理已是學校經營與管理的重要課題，逐漸受到教育

人員的重視（A1、A5）。但是，校園危機管理要「宣導」與「執行」並重，才能提

升危機管理的效果（A8），然而，目前仍有些學校，停留在宣導階段，如有些校內老

師根本不知道危機處理小組的任務，及危機發生時的處理流程，危機處理小組常是紙

上談兵，真的碰到危機事件，大都是校長及主任在處理，因此，將危機管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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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於生活中，讓所有教育人員都清楚明白，是很重要的（A7）。 

(六) 危機因素難以掌控，也是目前校園危機管理的困境 

就「人」來講，學生意外事件是常發生的校園危機，但是造成危機的因素很多，

除了學生行為偏差、教師、家長觀念偏差以外，如大同國小的事件，路上的車禍狀況，

很難預料，因此危機因素難以掌控，是危機管理的很大困境（A6）。另外，由於社會

變遷，家長對學校教育的質疑、校外勢力介入校園、媒體的不當渲染等反教育的力量，

也是校園危機管理上的困境（A3、A9）。 

(七) 目前學校應多辦理教師危機管理研習，以提升教師危機意識及危機處理能力 

學生意外事件是較常見的校園危機，而老師（尤其是導師）和學生的生活最密切；

因此多辦理教師的校園危機管理研習，以提升教師危機意識及危機處理能力很重要

（A8），尤其老師有危機意識之後，在教學與活動當中，就會時時注意學生常規（A4），
加強學生生活教育，避免學生脫序行為，可以減少學生意外（A3）。而危機管理應秉

持「預防重於治療」的理念（A9），辦理研習時，可多提供案例來分享與討論，以建

立共識（A6、A10）。校長應時常說明危機處理小組的任務，提醒教師注重危機因子，

減少危機產生（A2）。 

(八) 校園危機的不確定性，是危機管理的困難所在 

如同文獻探討所述，危機具有不確定性，校園危機發生的原因很多，不確定性很

高，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A1）、難以掌控，這是校園危機管理最感到困難的地方，

所以加強校園危機因素的資料蒐集、研究分析、研擬減災策略，並確實執行，是目前

校園危機管理應該加強的地方（A5）。危機管理工作，寧願多作一些，不可靠運氣，

例如、活動的規劃要完善，注意小節，做好預防的工作，另外校園的動線規劃、佈置、

設備都要以安全為優先考量。 

(九) 行政應該與老師、家長建立良好的關係，以提升危機管理的效果 

學校權力結構的改變，讓家長參與校務運作的機會大增，因此家長觀念上若與學

校教育有落差，對校務運作配合度不高；且如果教師與家長聯合抵制行政運作，將會

引發校園很大的危機，因此行政應該多與教師及家長溝通觀念，建立良好的關係，共

同防禦與解決校園危機（A2）。 

伍、解決策略與建議 

研究者根據本研究的結果，提出下列幾項建議，以供學校、教育行政機關，及後續研究

參考。 

一、教師方面 

(一) 年資較淺的教師應和資深教師多交流，並多參與危機管理研習活動 

年資較淺的教師，在校園危機管理策略上，應與資深教師或較有經驗的教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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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交流與分享，增加危機管理的知能與經驗，並透過相關的研習活動，增進相互觀摩

的機會。 

(二) 教師應對校園危機管理有較多的體認，並能教導學生危機意識與危機預防 

經由訪談結果顯示：學生意外、脫序行為及教師一時的疏忽，均可能造成校園危

機，因此教師本身需多參加校園危機管理的研習，認真參與危機應變的演練，充實本

身危機管理的相關知能。教師對校園危機管理有較深的體認，才能在平常的教學活動

中，融入危機的相關概念，並適時給予學生正確的觀念與演練的機會，以避免或減少

校園危機之產生。 

二、學校方面 

(一) 平時應多加強教育人員及學生的安全教育 

經由訪談結果顯示：學校應重視成員的安全教育及安全事項的宣導，落實於日常

生活中。因為加強學生生活輔導與管教，可以相對提升學生的危機意識，化解危機於

無形或將危機帶來的傷害降至最低，以維護校園安全。再則，各項教學措施均應事先

妥善規劃，以防範意外事件的發生；並融入於各科教學中，或以主題教學的方式，全

面提升師生及家長的危機意識。 

(二) 平時應仔細評估校園環境，做好校園安全維護 

經由訪談結果顯示：為了防範未然，確保校園中人、事、時、地、物的安全無虞，

事前做好學校環境設備的評估檢查，及危機因素的偵測，成為最基本的必要措施。所

謂「校園安全維護」，就是針對校園中教學活動進行時，所需要的各項器材、設施、

場所、設備等，隨時予以定期或不定期地檢視、改善、更新。另外學校應針對校園可

能發生的危機情況，如火災、意外事件、衝突事件等，編制「危機處理手冊」，使全

校人員及家長能心生警惕，期使校園意外減低，以提升教育品質，奠定安全的基礎。 

(三) 適當調整教師輪任行政工作，以提升危機管理知能 

經由訪談結果顯示：擔任行政工作的人員，在校園危機管理策略之得分，顯著高

於導師；此與行政人員較常參與學校行政業務有關，而導師一般以教學為主，著重於

班級的經營與管理，較無參與校園危機管理之工作經驗。因此讓導師能有機會參與學

校行政工作，能充實校園危機管理之各項知識與技巧，對於提升學校整體之校園危機

管理，應有幫助 

(四) 加強與教師及家長的觀念溝通，建立良好的關係 

經由訪談結果顯示：學校行政應與教師及家長多溝通，針對校園危機管理的相關

理念、學校可能發生的危機因素、平時的管理策略，都要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管

道進行溝通、凝聚共識；並建立良好的關係，產生「生命共同體」的體認，共同維護

校園安全，是校園危機管理需要加強的部分。 

三、教育行政機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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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強辦理校園危機管理的相關研習與危機應變演練 

經由訪談結果顯示：加強辦理校園危機管理相關研習，並加強實際的應變演練工

作，以提升教育人員的危機意識，是目前校園危機管理最需要加強的部分。所謂「他

山之石，可以攻錯」，校園事件時有所聞，辦理研習時，可以多提供案例分享，及建

構專業討論的平台，確實發揮危機管理的功能。 

(二) 深入了解各校需求，給予必要的經費支援 

早期台灣各級學校建築，大多無足夠的安全措施。包括消防系統、門禁系統、通

報系統、警報系統等。經由訪談結果顯示：加強遊戲器材的檢修工作，是重要的危機

預防工作，因為學生意外事件，是校園危機的主要類型，因此給予學校必要的經費支

援，以隨時更新或檢修遊戲器材、其他老舊系統或老舊設備，以維護校園安全，避免

意外事件產生，實屬必要。 

(三) 適當增加人力資源，共同維護校園安全 

經由訪談結果顯示：加強門禁管理，及學校設備的檢視、整修是預防校園危機的

重要策略。然而，國小校園長久處在編制員額不足之下，對校園危機的預防甚感吃力，

再加上推動終身學習之後，提倡「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學校是提供社區民眾

學習及活動的重要場所，使得門禁管理及校園巡視工作，更加艱鉅。因此，在國小校

園中增加人員配置，如增加替代役男名額，協助校園的門禁管理及校園巡視工作，是

必須重視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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