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及其資源檔之研究

 張德銳、丁二顧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校。」國內許多教育學者專家皆主張校長的

 領導行為直接影響學校的辦學品質以及學校的發展。吳清山(民86)指出，長

 期以來學校效能、組織氣氛、教師工作滿意度以及學生成就的相關研究均顯示校

 長角色重要性。而林明地(民89)整理出國內近三十年來有關校長領導的實證

 研究，發現校長領導對於學校人員、過程與結果深具影響。由此可見，校長．角色

 與地位的重要性可見一般。然而很遺憾的，我國一向較重視中小學教師的培育與

 進修，對於中小學校長的專業培育與發展，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因此，如何有

 效的促進中小學校長的培育與專業發展，成為當前我國教育改革一個刻不容緩的

 工作。

 中小學校長的培育與專業發展應有一定的標準做為指引。很可惜的，截至目

 前為止，國內有關中小學校長專業發展之相關研究卻大部分偏重於現況及需求之

 調查，對於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之建構卻付之闕如。有鑒於此，本研究冀望探

 討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以提供國內教育行政機關以及師資培育機關進行校長

 甄選、培育、證照、遴選、任用、評鑑之參考，並做為中小學校長專業自省的參

 照，俾使校長能瞭解自身的優缺點及工作上的需求，以便選擇適當的專業發展活

 動，瘠續的提升專業能力，以應付日益艱難的辦學和挑戰。

 此外，為有利於中小學校長專業能力的發展，本研究擬提供一套校長專業能

 力發展的資源檔(「esource f^^es)。資源檔指的是中小學校長專業能力行為指

 標有關的書籍、論文、影月、手冊以及教學媒體等的目錄及說明，這些資源檔可

 以用來作為校長專業成長的參考，並有利於校長進行自我評鑑後，參酌校長專業

 能力發展的資源檔，訂定明確可行的專業成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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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述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分析國民中小學校長專業能力之理論內涵。

 2．建構適用於國民中小學校長專業能力發展的標準。

 3．調查國民中小學校長對於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的意見。

 4．撰寫與編製國民中小學校長專業能力發展之資源檔。

 5．根據研究結果，做為建立國民中小學校長專業發展的參考以及資源檔網

 路系統建置之依據。

 二、名詞界定

(一)國民中小學

 係指台灣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而言，總計有3235所申小學。

(二)校長專業能力發展

 校長專業能力發展可定義為校長在導入及在職的生涯中，有計畫、有系統、

 且主動參與各種與其職能相關的進修成長與發展，不斷追求卓越的學識及能力，

 同時具有服務和奉獻的精神，促進自我成長、提昇學校效能以確保教育品質。

(三)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

 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係對校長專業能力發展的具體行為，本研究所指的校

 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乃是指「中小學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建構調查問卷」中，

 所包含的6個領域19個行為及59個行為指標。

(四)校長專業能力發展資源檔

 本研究所謂校長專業能力發展資源檔，係指根據校長專業能力發展行為指

 標，所撰寫與編製的資源目錄，其內容包括書籍、影帶、光碟、磁月、網路等，

 並加以分類、規格化與數住化，以方便並鼓勵申小學校長，在診斷自己行政領導

 的缺點或弱勢後，設定專業成長計畫，利用所需資源加以執行，以不斷促進其行

 政專業能力的發展。

 貳、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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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民中小學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與資源檔，因此，文獻

 的探討上，首先就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的意義與功能;其吹，則分析校長專業

 能力發展標準的相關研究;另外，則說明校長專業能力發展資檔的建構與使用，

茲分述如下:

 一、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的意義與功能

 「標準」或稱為「指標」，是指評定抽象事物或概念的一套特徵，可以被具

 體描述或予以界定，做為判斷優劣或程度差異之依據(王保進，民89;呂錘卿，

 民9^;莊惠文，民9^;羅英豪，民89)。而專業發展係在既有長期訓練的專門

 知識基礎下，仍不斷追求卓越的學識及能力的歷程。因此專業發展能力標準，乃

 是在既有的專門知識基礎下，不斷追求卓越的學識及能力的歷程中，進行判斷或

 決定事物的參考基準。

 校長專業發展是一個連續性和擴展的歷程，因此，建構校長專業發展標準

之功能有五^(1)確保校長辦學品質及其專業知能發展的機制;(2)因應教育改

 革及教育生態環境的變遷; (3)提供校長自省的參照點以提昇自我，並樹立專

 業的形象;(4)帶動教師專業成長，引領學校成為學習型之組織; (5)提供相關

 單住在校長培育、遴選、及證照制度時之參考。

 二、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的建構

 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的建構是校長專業能力發展的重要關鍵，而國民申

 小學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的訂定，應可參玫國內外有關校長培育的內涵以及

 國內外校長評鑑的規準。

 就校長培育課程的內容來看，國內學者謝文全(民88)認為校長在職進修

 課程的類型應包括:專業知能、專業精神。專業知能應包括一般教育知能、專業

 組織知能、行政領導知能。專業精神之課程則以校長專業倫理為核^L^，以培養校

 長的服務精神、專業道德。而英國及威爾斯校長的培育重點有四大模組，分別是:

學校的策略性方向和發展;教學與實習;領導和管理教職人員;有效的調度教職

 員和資源(To^linso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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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綜合國內外校長評鑑研究(王麗雲，民89;江文雄等，民88;吳順財，民

 88;侯世昌等，民89;張素貞等，民90;張德銳，民88 ; Erikson, 1988 ; North

 Caro^^na，n．d．)來看，評鑑內容向度不盡相同，不過，整體來看，國內外校長

 評鑑規準各研究中， 常見的評鑑領域有:教育政策與法令的執行、學校經營管

 理、教學領導、專業責任、溝通與人際關係、學生學習成就、社區的互動等七項

 領域。

 綜合上述文獻分析，本研究擬將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分為校務發展及評

 鑑、行政管理、教學領導、學校公共關係、人格特質與態度、專業發展等六領域。

各領域的內涵略述如下:

(一)校務發展與評鑑"

 校務發展計畫是學校教育目標與校長辦學方向之依據，其影響所及不僅關係

 著學校的發展，亦與學校教育效能的高低有極大的關連。是故學校若欲加強教育

 過程中未來的導向就必須重視計畫，而計畫的實施，則包括研究、設計、溝通、

 推動等步驟(林清江，民78)。因此，可從「擬訂完善校務發展計畫」及「規劃

 與執行校務發展評鑑」以說明校務發展與評鑑。

(二)行政管理

 經營學校 基本的要求是日常作息能依時正常運作，即「keep山e trains

 m而^ng-on time」(D盯esh和P^卻ko,^^97)，而長期以來，校長總是較重視學

 校目標的訂定，資源的合理分配，溝通與協調，工作進度與品質的監督，資訊的

 流通，衝突的解決、與學校安全維護的管理工作。因此在行政管理似可包括:能

 積極有效運用學校財務與設備資源;能建立適切行政程序，提升行政效率;能健

 全人事制度有效運用人力資;能實施有效的危機處理機制等四個行為。

(三)教學領導

 校長在「教學領導」的角色扮演，在二十一世紀將是一項重要的責任與義務

 (楊振昇，民88b)，而校長也可經由與教學直接或間接相關的領導行為，來提

 升學校的教學品質(張德銳，民84)。校長教學領導的重要性可見一般。依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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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專家的看法(i如哲等，民88;劉慶中及趙廣林，民88)，校長教學領導的內

 涵計有「營造優質教學環境」、「領導課程發展與教學研究」、「落實教學視導評鑑」

 等行為面向。

 O^U)學校公共關係

 學校公共關係是學校運用媒體與服務及其他活動，與社區民眾建立關係及良

 好互動的歷程，以獲得社會民眾的支持與協助，並使學校教育能適當的符合社會

 的需要(謝文全，民86a;張明輝，民87)。因此，校長應有(1)建立學校與家

 長、社區密切關係^(2)塑造學校優質形象，善用傳播媒體;(3)維持與社會相

 關機構良好互動關係;(4)建構校際合作夥伴關係等四項行為。

(五)人格特質與態度

 校長在面臨各種行政決定時，其信念、價值觀與人格將是左右其選擇與行動

 的因素，而有關校長人格特質與特度，則可從下述三項行為來述說^(^)展現個

 人魅力，形塑領導風格;(2)運用^^智思考，營造創新校園文化;(3)具備專業

 道德，建立校園倫理，

(六)專業發展

 依Imber(1995)的觀點，教育行政的知識大致上可分為:理論性知識、技

 術性知識、生涯性知識。後兩者是屬應用於實際環境的相關技術與知能，而理論

 性知識的重要性，在於提供教育行政者面臨問題時之深度思維的方向，建立個人

 的專業能力及智慧。所以校長不應該只是診斷目前所遭遇的難題，應就其專業上

 的智慧提供策略，並透過實務經驗，歸納出解決方案。準此，在專業發展所應具

 備的行為有:(^)具備專業知能，(2)善盡專業職責，(3)廢續專業成長。

 三、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的相關研究

 本研究所找尋到國內有關校長專業發展相關的實證研究有五個。茲將這五個

 研究的研究對象、方法及研究結果整理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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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校長專業發展相關研究

研究者年代對象方法研究結果
"-"---一"-

 蔡。村 ，堪民86     1247位中小問卷調查1．專業研修內容分為八大項，包括
學校長(1)專業研修;(2)校務規劃;

(3)教學管理;(4)預算及校園

工程^(5)人事管理;(6)公共
關係^(7)教育新知^(8)一般

 生活知能。

人在職進修的肯定程度隨年齡及年

 資遞減;與學歷成反比。

麟 王玉．民86臺北市、台問卷調查教育人員對中小學校長應具備的專
 北縣公立國業領域知能方面，認為教育行政專業
民小^教育領域與一般行政專業領域應各佔一

 人員半，其中「行政與領導」是中小學校
 長應具備的首要教育專業知能，其次

 是「人際與公共關係」、「管理專業」，
 居末的則為「^^i理輔導」輿「課程與

 教學」。

林錦杏  民89桃園縣公立問卷調查1．專業成長的需求則分為:行政管

 國民小學校訪談理、教學領導、校務發展、社區公

 長關、道德修養五個層面。

 2．學校校長、主任、職員皆以行政管

 理需求之平均數 高。

 秦慧嫻民89臺北市公私問卷調查1．以專業績效的需求程度 高
 立國民小學訪談2．塑造優質校園文化、了解教育法令

 校長155位及執行教育任務、了解教育新知及

 推動教育革新、有效解決學校問題

 和校園危機事件、訂定與推動校務

發展計畫等為需求度 高的前五
 項。

 葉春櫻民90以桃、竹問卷調查1，對於國民中小學校長資格的要求
 縣、竹市及半結構式標準，一致認為 重要的是校長的

 苗四縣市之訪談人格特質，以及有無教育熱忱與能

國民中小學力

 校長513人2．校長 想選修的課程方面則以行

政管理方面袍比例 高

從表1中可得三點結論:

(-)專業能力發展標準方面:有關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的研究結果雖不盡

 相同，然而較常被提及的專業能力內容則為:行政管理、公共關係、教學領導、

 校務發展、教育新知、道德與人格修養。

 (二)研究方法方面:所有研究方法中，大都以問卷調查與訪談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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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類別

左學校規模

 1．校務發展與評鑑

 2．行政管理

 3．教學領導

 4．學校公共關係

 5．人格特質與態度

 6．專業發展

 (三)不同變項差異研究方面:在差異性研究結果分析上，則以校長在行政管

 理上的需求較高。

 四、校長專業能力發展資源檔的建立與使用

 校長專業能力發展資源檔，係指根據校長專業能力發展行為指標，所撰寫與

 編製的資源目錄，其內容可包括書籍、影帶、光碟、磁片、網路等，以使校長在

 診斷自己行政領導的缺點或弱勢後，設定專業成長計畫，利用所需資源加以執

 行，以達專業能力的發展。Le狄等人(1990)便從校長的角色職責及應具之專業能

 力為基礎，規納出校長專業發展的10大能力，包括人際關係、教學視導、教職

 員發展、計劃與目標設定、問題分析、做決策、溝通、協調、衝突管理、壓力管

 理等，並據以發展與建構出校長專業發展能力的資源檔目錄，而此資源檔目錄則

 含有:方案研修課程資源、書籍(刊物)資源、視聽媒體資源、人力資源等。

 至於資源檔的應用上，則是校長在自省或評鑑後，發覺出較不足的專業能力

 後，據以找尋適宜且足以提高其專業能力的資源檔，以進行系列性的專業成長活

 動。例如，Le狄等人(1990)所發展的「校長個別化專業發展計畫」即屬此例，此

 計畫活動，乃是校長對自我能力的瞭解與分析，以期找出急需改進的專業行為能

 力，進而引導校長發展並實施個別化專業成長。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所提之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

今

圖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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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架構圖中，校長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學歷、年資;環境變項包括學

 校類別與學校規模;校長專業發展能力發展標準，則包括:校務發展與評鑑、行

 政管理、教學領導、學校公共關係、人格特質與態度、專業發展等六項領域。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問卷普查方式進行，研究對象則為台灣地區國民中小學校長(不含

 金、馬、澎湖)，其中國中校長689人，國小校長2546人，合計3235人。

 三、研究工具

(-)問卷編製

 本研究依據文獻與實際情況，歸納出中小學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六大領

 域，分別是:校務發展與評鑑、行政管理、教學領導、學校公共關係、人格特質

 與態度、專業發展。其次，依此六大領域為基礎，對3位教育行政人員、3位學

 者專家、3位國中校長及6位國小校長進行訪談，請其說明各領域所應包含之具

 體行為，以發展出中小學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的各行為與行為指標。另外，將

 此訪談結果整理出較適宜的行為與行為指標，並編製成問卷初稿。 後，再進行

 一吹座談會，請各專家學者進行題目的修改或增刪，據而編製成正式問卷。

(^)量表架構

 本研究問卷內容包括基本資料與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兩大類。校長專業能

 力發展標準包括6大領域、19個行為、59個行為指標，共計59題，每一題都是

 校長專業能力發展相關規準。

(^^^)填答與計分

 問卷的形式乃是採用L^^ert六點量表格式，受試者就每題右方所列之六種

 答案中-「適當------不適當」，勾選 適合個人自我覺知的部份。

 至於問卷的記分方式，從「適當」至「不適當」依次為6分、5分、4分、3

 分、2分、1分。每一位受試者在領域、行為、行為指標上，都有一個總分，結

 合所有受試者每一領域、行為、行為指標，也有一個總分，因此，可分析出每一

 個領域、行為、行為指標的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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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量表信度與鑑別度

 本研究以Cronbach Q信度係數表示內容的一致性，校務發展與評鑑的0

 為．8864、行政管理的。為．8978、教學領導的u為．9183、學校公共關係的u

 為．9133、人格特質與態度的G為．9174、專業發展的。為．9265，顯示各分量表的

 內部一致性均令人滿意。

 本問卷以寸考驗進行個別題目之鑑別度分析，結果發現在59 ^題目中，其

 古值均達顯著水準，顯示每一題目都具有相當不錯的鑑別力。

 四、實施程序

(-)正式施測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3235個國民中小學校長為研究對象，每住校長均填寫「校

 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問卷」，問卷回收後，則進行問卷處理與分類，並剔除不適

 用的資料。

(二)資料處理

本研究資料處理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如下:

 1．以平均數及標準差來描述國民中小學校長對校長專業能力發展之整體與個

 別性意見。

 2．以古考驗來檢定不同學校類別、性別之國民中小學校長對校長專業能力發

 展標準之看法。

 3．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考驗不同學歷、服務年資、學校規模之國民中小

 學校長對校長專業能力發展之看法。

 五、資源檔建構與應用之設計

 資源檔建構主要是依據校長專業能力發展59個行為指標，每個行為指標均

 請國內學有專精的教育行政學者撰擬5至8個資源檔，其內容包括:資源主題、

 作者、整理者、適用規準指標、其他適用指標、資料型式、出版單位、關鍵字、

 內容摘要、建議成長策略等。

 至於，資源檔的應用部份，除將所建構資源檔建置於國立教育資料館之網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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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另外，也實施資源檔建構與應用學者專家焦點座談會(國小校長、國中校長、

 專家學者各一場)，請其針對校長專業發展資源檔之建構與使用，提供具體看法。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問卷檢閱與校長專業能力發展各領域適當性分析

 本研究共發出問卷3235份，總回收問卷數為2050份，其中有效問卷2041

 份，總回收率63. 36%，可用率63. 09% 0

 本研究採用平均數與標準差進行校長專業能力發展各領域適當性分析，其結

 果如表2。從表2發現，中小學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有六個領域;而在適當性分析

 上，受試者認為各領域都非常「適當」(平均分數都高於六點量表之5分)。

 此結果顯示，這些專業能力發展各領域應是實際校長專業能力發展重要的

 領域。再者，這六個專業能力發展之領域平均數雖有高低之差別，然而，其間

 差距並不大，顯示受試者認為這些領域都是適當的。

 表2 ^，J、學校長對「校長專業能力發展」各領域適當性分析
 一一^一^^^"^^"^"…

校長專業能力發展領域平均數標準差

 校務發展與評鑑5．46        0.^9

 行政管理5．10       0.43

 教學領導5．37       0.60

 學校公共關係5．35       0.56

 人格特質與態度5．67        0.43

 專業發展5．63        0.^8

 二、校長專業能力發展各行為適當性分析

 本研究顯示(如表3)，申小學校長對校長專業能力發展之十九個行為的調查

 中，都認為非常「適當」(平均數都高於5．0)。此外，雖然其間平均數差異不大，

不過比較適當的專業能力發展行為有:擬訂完善校務發展計畫;能建立適切行政

 程序，提昇行政效率;能建全人事制度、有效運用人力資源;建立學校與家長、

 社區密切關係;展現個人魅力型塑領導風格;運用^^智思考、營造創新校園文化;

 具備專業道德，建立校園倫理;具備專業知能;善進專業職責;廢續專業成長等

 十項專業能力發展行為(平均數均高於5．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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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中小學校長對「校長專業能力發展」各行為適當性分析

 校長專業能力發展行為	平均數	標準差
 A^．擬訂完善校務發展計畫	5.62	0.56
 A2．規劃與執行校務發展計畫	5.30	0.72
 B^．能積極有效運用學校材務與設備資源5．42		0.66
 ̂2．能建立適切行政程序，提昇行政效率5．55		0.52
 B3.能建全人事制度，有效運用人力資湄	5.68	0.50
 ̂4．能實施有效的危機處理機制	5.45	0.63
 ̂^．營造優質教學環境	5.41	0.60
 C2．領導課程發展與教學研究	5.49	0.58
 C3．落實教學視導與評鑑	5.28	0.67
 D^．建立學校與家長、社區密切關係	5.56	0.56
 D2．塑造學校優質環境，善用傳播媒體	5.43	0.60
 D3．維持與社會相關機構良好互動關係	5.39	0.63
 D4．建立校際合作夥伴關係	5.04	0.83
 El．展現個人魅力，型塑領導風格	5.62	0.50
 E2．運用^k3智思考，營造創新校園文化	5.67	0.47
 E3．具備專業道德，建立校園倫理	5.72	0.45
 F^．具備專業知能	5.60	0.52
 F2．善進專業職責	5.64	0.48
 F3廢續專業成長	5.64	0.49

 三、校長專業能力發展各行為指標適當性分析

 本研究發現(如表4)，中小學校長對校長專業能力發展59個行為指標適切

 性，皆認為相當「適當」(其平均數都高於5．0)。雖然，這59個行為指標的得

 分平均數均有高低的不同，然而，其間的差異並不大，顯示受試者對於這些行為

 指標均非常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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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中小學校長對「校長專業能力發展」各行為指標適當性分析
"一"一

校長專業發展行為拈棕平均數梯準差

 A^扳打完善校務發展汁到

 A^．1能根據發展需求，學校內外在環境伍勢與缺失擬定學校短、中、長程針盡

 Al．2能組成校務發展委兵會，扶聚親師生共穢，形塑學校願素

 A1．3能參照教育政策、學校條件、頤景及個人理念，擬定校務發展計盡

 A2規釗與執行校務發展坪鍵

 A2．1能定期檢核校務發展什畫執行之結果

 A2．2能根據教育品質學理，擬訂具兢評鑑樑準，執行校務坪鑑

 A2．3能根據專長分工，組成各種評鑑任務小組，落貧校務自我評鑑

^^紀杖極有效運用年枝財務奧投備黃海

 B^．1能依校務發展計圭等編預算，並有效執行

 Bl．2能建立主動敏捷之行政服務，提供教師充分教學背源。

 B^．3能定期檢討敘備、贅源之管理與使用效能

 B2能建立迫切行政程序，提升行政效率

 B2．1能提高教師對行政支援教學的滿患度

 B2．2能建立各項行政程序，番面化並公告周知

 B2．3能落貲行政電腦化，並提升行政效率

 B2．4能依據分居負責明細表、落實職務代理制度。

 B3能健全人事制度，有效逞用人力黃海

 B3．^能依人事法令，建立公開遴用制度

 B3．2落貨教職貝工獎悠公開、考核透明化

 B3．3能根據教師專長及意願安排適當職務

 B4能貲施有效的危棋處理棋制

 B4．1能打定校囚危機處理程序及任務編組

 B4．2能定期做危機處理演煉，增進危機處理能力

 B4．3能建立完善校因危機處理描案，並落貲追蹤輔導機制

^^營造任何教年環境

 ̂^．1能掌握背訊科技發展，整合教學媒捉，提升教學效能

 ̂1．2能規刮與建里適當之無俾礙學習環境

 ̂1．3能更斯與維技教學投備，提供完善教華資源

 C 2領導卑程發展奧散畢研究

 C2．1能有效發揮裸程發展委員會功能，落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

 C2．2能根據教師需求，辦理進修研習，強化教師專業知能

 C2．3能引導教師建立教學梢案，促進教師粵業成長

 C 3落文牧年視導典抨雄

 C3．1能訂定具娃且多元的學生學習評量方案

 C3．2能訂定具雄評鑑拈梓，有效實施教師教學坪鑑

 C3．3能落貫教學視導提供教師教學改進意見

 C3．4能成立教學輔導小組，埔導初任與需教學協助之教師

 D^建立卒校與家長、社區密切肋係

 D^．^能配合社區需求，開放校因空閒與背源，提供社區居民活動與學習機會

 Dl．2能引導並協助家長與社區適當參與校務之運作

 D^．3能妥善整合及運用社區黃源，增進與社區之互幼

5.59	0.68
5.62	0.64

5.68	0.57
5.44	0.73
5.22	0.86

5.27	0.86
5.21	1.07
5.64	0.60

5.47	0.70
5.60	0.56
5.52	0.65
5.60	0.62

5.56	0.65
5.73	0.62
5.74	0.57

5.59	0.65
5.63	0.59
5.35	0.77

5.39	0.74
5.49	0.65
5．31	0.79

5.45	0.71
5.42	0.72
5.58	0.62

5.48	0.70
5.33	0.77
5.23	0.83
5.35	0.74

5.28	0.80
5.62	0.62
5．51	0.69
5.58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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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鑽)

校長粵業發展行為指標平均數樑準差

 D2塑造年枝伍貿形泉，善用傳拈媒妞

 D2．1能發展畢校特色．塑造學校使質形象

 D2．2能定期發行各類刊物，建丘網玷，提供學校 新貢訊

 D2．3能主動遨睛相關人士參與學校重要活動，並與媒鮭保持密切關係

 D3堆持與社會相瞞棧構良好互功關係

 D3．^維持與上級機關良好互動關係

 D3．2主動拜枋民怠代表與社區賢達，維持密切互助關係

 D3．3與教育文化相關機構，建立合作關係

 D4建構杖昧合作夥伴紉係

 D4．1能擬訂校際間合作方案，組成策略聯盟以促進杖務運作交流

 D4．2能定期辮理校際交流活動

 D4．3拓展枝降問師資、教學、田宙竿軟硬鮭設備資源分萃

 El展現個人魅力，形里領導風格

 El．1具備自信^k2、幽默竿人格特質，建立個人魅力形象

 El．2包容及接納他人意見，展現民主風度及親和力

 E1．3能控制及適度的表達情緒，並具有挫折的容忍力

 E2運用心智思考，營造創新枝田文化

 E2．^具備反有與創新能力，進行校務運作統整思考

 E2．2帶領教職員工從事學習活動，以營造畢習型學校

 E2．3能凝根棍師生向心力，營造人性溫馨校回文化

 E3兵倩專業道磕，建立杖田倫理

 E3．1能以身作則，具有萬度的道德樑準，成為組織中的典範

 E3.^^懷、欣貫、讚許的態度支持被領導者

 E3．3循民主程序挺聚共識，建構校固自律的專業倫理

 F l具備專案知能

 Fl．1能具備理當教育尊業理念與人文素養

 F^．2能隨時向教師介紹 新或重要教育改革或理論

 F1．3能具備行政領導與教學專業知能

 F 2苦盡專案牧女

 F2．1能遵守專業倫理信條，並依法行政

 F2．2能建立合宜規章制度

 F2．3能提供教職貝實現頗景和教學日樑的黃源

忖屏杖粵葉成長

 F3．1能秩極參與各類進修活動，研閱專業刊物，箝進專業知能

 F3．2能實施粵紫對話，與我師共同討論專業理念或貫務

 F3．3能不晰反省與思考，檢視及提昇自我專業能力

 四、不同背景變項校長對專業能力發展適當，性差異分析

 (-)不同學校類別之校長，其對專業能力發展各領域適當，性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乃是以亡考驗分析，來探討對校長專業能力發展各領域適當性是否因

 校長所月&務學校類別之不同而有所差異。經磊&計分析發現(如表5)，不同學校類

 二「"二、、 別的申小校長，其對教學領導」、「學校公共關係」二項專業能力發展之領域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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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0.57
5.29	0.84

5.36	0.79
5.52	0.68
5.34	0.78

5.33	0.74
5.09	0.92
5.04	0.89

5.02	0.96
5.51	0.68
5.73	0.51

5.64	0.56
5.65	0.56
5.66	0.55

5.73	0.50
5.74	0.51
5.75	0.50

5.71	0.51
5.63	0.55
5.59	0.59

5.63	0.56
5.77	0.48
5.63	0.57

5.55	0.63
5.65	0.56
5.59	0.59
5.72	0.52



 校務發展與評鑑	國小
 	國中
 行政管理	國小
 	國中
 教學領導	國小
 	國中
 學校公共關係	國小
 	國中
 人格特質與態度	國小
 	國中
 專業發展	國小
 	國中
 全量表	國小
 	國中

32.76	3.56	0.38
32.83	3.47	
66.44	5.61	1.26
66.05	5.71	
 53.91	5.92	2．63木木
53.03	6.17	
 64.54	6.56	3．13木木
63.41	6.93	
51.10	3.87	0.89
50.91	4.0l	
50.75	4.34	0.77
50.57	4.12	
 53.22	4.41	1.97水
52.74	4.60	

 當性的看法，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國小校長比國中校長更覺此二項是較適當

 的專業發展領域。

 造成此種結果可能的原因是，近年來教育改革總是從國民小學開始，而不管

 是九年一貫課程、學校本位課程或校長遴選等教育改革，對於學校的教學領導或

 學校公共關係的營造，都是相當迫切的，因而小學校長整體來說，會比中學校長

 更重視此兩方面的專業能力發展。

表5不同學校類別之校長對專業能力發展各領域過當性看法之差異考驗

專業能力發展領域人數平均數標準差古值

 *休．05, ^木休．01

 (二)不同性別之校長，其對專業能力發展各領域適當性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亡考驗分析，結果發現(如表6)，在「人格特質與態度」及「專業

 發展」兩項專業能力發展之領域上，達顯著水準，亦即，女校長比男校長認為此

 兩項是較為適當的。

表6不可性別之校長對專業能力發展各領域迪昏性看法之差異考驗

 專業能力發展領域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亡七呈
 校務發展與評鑑	一男	1602	32.75	3.50	0.27
 	女	418	32.81	3.74	
 行政管理	男	1602	66.22	5.59	1．90
 	女	418	66.82	5.83	
 教學領導	男	1603	53.64	5.93	1．18
 	女	419	54.03	6.20	
 學校公共關係	男	1601	64.20	6.64	0.94
 	女	418	64.55	6.75	
 人格特質與態度	男	1603	50.92	3.94	3．08木水
 	女	419	51.56	3.75	
 專業發展	男	1603	50.56	4.39	3．03水水
 	女	419	51.23	3.91	
 全量表	男	1603	53.03	4.42	1．66
 	女一	419	53.43	4.56	

 *休．05**休．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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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同教育程度校長，其對專業發展各領域適當性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考驗，．經統計分析發現(表7)，不同教育程

 度的國中小學校長，其對校長專業發展之「專業發展」領域的看法，達顯著差異，

 顯示不同教育程度校長對校長專業發展之「專業發展」領域適當性有不同的看法。

 進一步以Turkey法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專業發展」領域上，碩

 士組高於大學組。此結果可能是因具較高學歷原就比具較低學歷者對研究、進

 修、成長與發展有較積極熱衷的一面，因此會不斷參與專業成長與發展以獲得本

 身與專業上的提昇。

 表7不同教筋鍍校懸博業能力發展各領域適當，性之變異數斜斤

 專業能力．發展領城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事後考驗
 校務發展與評鑑	大學	463	32.85	3.44	0.67
 	碩士	1541	32.75	3.58	
 	博士	17	31.88	3.68	
 行政管理	大學	463	66.53	5.24	0.33
 	碩士	1541	66.28	5.77	
 	博士	17	66.47	4.54	
 教學領導	大學	464	53.81	5.79	0.21
 	碩士	1542	53.69	6.06	
 	博士	17	52.94	5.29	
 學校公共關係	大學	463	64.39	6.42	0.17
 	碩士	1540	64.25	6.74	
 	博士	17	63.58	7.07	
 人格特質與態度	大學	464	50.97	3.83	0.16
 	碩士	1542	51.08	3.93	
 	博士	17	50.82	4.00	
 專業發展	大學	464	50.27	4.33	3．01水2》1
 	碩士	1542	50.84	4.30	
 	博士	17	50.94	3.07	
 全量表	大學	464	53.08	4.40	0.06
 	碩士	1542	53.12	4.47	
 	博士一	17	52.77	3.96	

 水休．05

事後考驗: 1為大學組2為碩士組3為博士組

 (四)不同服務年資校長，其對專業能力發展各領域適當性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考驗，結果如表8，不同服務年資的校長在

 「校務發展與評鑑」、「行政管理」、「教學領導」、「學校公共關係」、「人格特質與

 態度」與全量表上達顯著差異。

 進一步以Turkey法進行事後考驗，結果發現:

 1．在「教學領導」、「學校公共關係」、「人格特質與態度」與全量表適當性分析上，

 都是13年以上高於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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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9	3.52
32.38	3．71
32.87	3.53
33.31	3.28
66.18	5.78
65.81	6.00
66.30	5.65
67.07	5.02
53.63	5.73
53.09	6.46
53.88	6.16
54.30	5.72
64.23	6.59
63.43	7.02
64.62	6.68
64.97	6.34
51.06	3.75
50.57	4.28
51.16	3.87
51.45	3.70
50.75	4.00
50.40	5．15
50.76	3.92
50.92	4.06
53.07	4.29
52.56	4.80
53.24	4.41
53.61	4.30

6.42木*木4>1,2

4．35**        4>1，2

3.45水4>2

4.53*水4>2

4.23木水4>2

1.24

4.63木*4>2

 *休.05*^休.0I, ***休.001

事後考驗: 1為1-4年2為5-8年3為9 -12年4為13年以上

 (五)不同學校規#莫校長，其對專業能力發展各領域適當性的差異情形

 木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考驗，結果顯示(如表9)，不同學校規模的

 校長，其對專業能力發展各領域之「校務發展與評鑑」、「行政管理」、「教學領導」、

 「學校公共關係」、「人格特質與態度」、「專業發展」與全量表上適當性的看法，

 皆達顯著性差異。

 進一步以Turkey法進行事後考驗，結果發現:

 1．在「校務發展與評鑑」、「行政管理」、「教學領導」、「人格特質與態度」與全

 量表上，25-48班組以及49班以上組，都是高於1-12班組;而且在「行政

 管理」與全量表上，叉有49班以上組高於13-24班組。

 之在「學校公共關係」、「專業發展」領域上，則是49班以上組高於1-12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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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才交務發展與言平鑑」、「行政管理」上，則是13年以上高於1-4年與5-8年

表8不同服務年資技長對專業能力發展個領域適當性之變異數分站斤
 --"一‥

、．

 專業能力發展領域人數平均數標準差F值事後考驗



校務發展與評鑑1-12班

13-24班

25-48班

49班以上

行政管理1-12班

13-24班

25-48班

49班以上

教學領導1-12班
13-24班

25-48 il^

49班以上

學校公共關係1-12班
13-24班

25-48班

49班以上

人格特質與態度1-12班
13-24^

25-48班

49班以上

專業發展1-12班
13-24班

25-48班

49班以上

全量表1-12班
13-24班

25-48班

49班以上

 32.24	3.77	13.48水木木	3》I	;4》1
32.80	3.50			
33.25	3．18			
33.43	3．15			
 65.59	5.91	14.12木木木	3>1	;4》1，2
66.25	5.89			
66.89	5.19			
67.71	4.62			
 53.13	6.15	7.54木水水	3》1	;4》1
53.74	6.07			
54.03	5.82			
54.84	5.30			
 63.70	6.72	5．60木木水	4》I	
64.23	7.18			
64.62	6.32			
65.32	6.03			
 50.64	4．13	7.21木木木	3》1	;4>1
51.23	3.76			
51.37	3.66			
51.63	3.45			
 50.31	4.32	6.04木木木	4>1	
50.78	4.01			
50.93	3.77			
51.40	4.86			
 52.59	4.54	10.02木木水	3》1	;4>1,2
53.17	4.49			
53.42	4.37			
54.03	3.88			

 木休．05，"*休．01^木料休．001

事後考驗: 1為1-12班2為13-24班3為25-48班4為49班以上

 五、資源檔建構與使用意見分析

 本研究以校長專業能力發展59個行為指標為基礎，結合研究小組、學者專家，

 進行校長專業能力發展資源檔的撰擬，以為校長實施專業發展所用，其結果如附

 #1所示範例。

 其次，有關資源檔建構與使用的焦點座談會，其研討結果整理如下:

 1．增建校長專業發展人力資源檔，提供學校問題解決徵詢對象。

 2．可增加資訊素養、危機處理、集體協商等方面的資源檔。

 3．將資源檔內容建構於網站上，以方便使用者蒐尋。

 4．應指派專人負責網站建構、回應、維護與更新。

 5．可與知名度高或各國國家校長培育中^t^網站相聯結，促使更廣泛的使用。

 6．資源檔網站內容與資訊的建置，應以活潑化、生活化、輕鬆化為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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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不同學校規模校長對專業能力發展各領域適當性之變異數分析

 專業能力發展領域人數平均數標準差F值事後考驗

0
 
一

^^^^一



 7．增加使用者討論分享區，提供更多人參與立即性的討論。

 8．建置資源檔全文檢索系統，提供方便檢索

 9．可採訂閱資源檔電子報的方式，主動提供專業發展資源檔資料。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與討論分析，作成下列之結論:

(-)校長專業能力發展各領域之適當性尚稱理想

本研究從文獻分析與教育現況歸納出中小學校長專業能力發展的六大領

 域:校務發展與評鑑、行政管理、教學領導、學校公共關係、人格特質與態度、

 及專業發展等。而其適當性分析上，都尚稱理想。

(二)校長專業能力發展各行為的適當性尚稱良好

 本研究從上述六大領域中分析出十九項校長專業能發展的行為，而在其適當

 性分析上，都尚稱良好。

(三)校長專業能力發展各行為指標的適當性尚稱適切

 本研究將校長專業能力發展細分為五十九個行為指標，而從其適當性的分析

 上發現，其適當性都尚屬適切。

(四)不同背景變項校長對專業能力發展適當性看法的差異情形

 1．國小校長比國中校長更覺「教學領導」、「學校公共關係」二項專業能力發

 展領域是較適當的。

 2．女校長比男校長認為「人格特質與態度」及「專業發展」兩項專業能力發

 展領域是較為適當的。

 3．不同教育程度校長對校長專業能力發展之「專業發展」領域重要性有不同

 的看法。其申，碩士組比大學組認為「專業發展」領域是較為適當的。

 4．不同服務年資的校長在「校務發展與評鑑」、「行政管理」、「教學領導」、「學

 校公共關係」、「人格特質與態度」與全量表適當性有不同看法。其中，13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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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組別ttL 5-8年組別，更覺「教學領導」、「學校公共關係」、「人格特質與態度」

 與全量表上，都是較適當的專業發展領域;此外，13年以上組別則比於1-4年

 與5-8年組別，在「校務發展與評鑑」、「行政管理」上，認為較為適當的。

 5．不同學校規模的校長，其對專業能力發展各領域之「校務發展與評鑑」、「行

 政管理」、「教學領導」、「學校公共關係」、「人格特質與態度」、「專業發展」與全

 量表上的看法，皆達顯著性差異。其中，在「校務發展與評鑑」、「行政管理」、「教

 學領導」、「人格特質與態度」與全量表上，25-48班組以及49班以上組，都是

 高於1-12班組;而且在「行政管理」與全量表上，叉有49班以上組高於13-24

 班組;在「學校公共關係」、「專業發展」領域上，則是49班以上組高於1-12

 班組。

 二、建議

 根據研究結論與發現，本研究提出下列之建議:

 (-)根據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做為國民中小學校長培育之課程設計依據

 校長培育走向專業化已成為各主要國家必然之趨勢。我國近年來也開始朝此

 一方向規劃與實施。但因校長培育在我國仍屬草創階段，究竟專業之國民中小學

 校長該具備哪些能力，而培育這些能力應開設哪些課程，並無可資參考之具體標

 準。本研究經文獻探討與實證分析所建構之六大項領域共十九項專業發展行為，

 恰可以彌補國內對此一議題之不足，做為未來校長培育課程設計之依據。

 (^^^)將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納入校務評鑑中，做為校長辦學評鑑參考

 近年來由於校長遴選制度之變革，以及教育專業化日漸受到重視，因此有關

 校務評鑑或校長評鑑之學術研究或政策實務議題，已在國內激盪出相當豐碩之成

 果。唯在行政機關、學者專家、及社會大眾普遍認同校務評鑑或校長評鑑，並日

 趨形成共識之際，卻對校務或校長評鑑之評鑑標準著墨較少，也少建立起適當、

 客觀之標準。本研究係以台灣地區之國民中小學校長為研究對象，並由學者專家

 舉辦焦點團體座談，因此所建立之標準應能確切地反映出社會普遍之共識，做為

 未來校務評鑑或校長評鑑實務中，對校長辦學評鑑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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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參考校長專業能力發展標準，建構合宜之校長遴選與證照標準

 自校園民主化、開放參與等呼籲進入校園後，我國國民中小學校長之遴選起

 了革命性之變革，但這一遴選制度在這幾年施行之結果，似乎仍處在磨合之陣痛

 期，各界都在嘗試尋找一套較為可行客觀之運作模式，其中有關遴選標準之建

 立，應可參照本研究所建立之標準，並參照學校特色，以建立客觀之依據，避免

 當前這種莫衷一是、各說各話之窘境。

 其次，隨著校長專業化與遴選所衍生出的另一個議題----校長證照制度，近

 年也開始受到國內重視。有關校長證照制度之規劃，相關學術研究也有相當豐碩

 之成果，其中有關證照檢竅之標準，應可參照本研究之標準進行設計，以建立一

 套客觀之依據。

 (四)建立國民中小校長專業能力發展資源網站，供作學術研究、專業對話、自

我成長之參考

本研究為落實建立之五十九項國民中小學校長專業能力發展行為指標之可

 行性，以初步蒐集國內中文文獻，完成相關資源檔之撰寫，包括書籍、論文、錄

 影(音)帶．…‥等。為能確實發揮這些資源檔之輔助效果，應速建立國民中小校長

 專業能力發展資源網站，以達成資訊傳播與分享之功能，符映「知識經濟」時代

 之趨勢。

 (i)國民申小學校長可利用行為指標，建立自我專業成長之檢核表，以達成

專業化之目標

 本研究發現一位優良且專業之國民中小學校長應具備校務發展與評鑑、行政

 管理、教學領導、學校公共關係、人格特質與態度、及專業發展等六大領域之能

 力或人格特質，這六大領域叉進一步涵蓋五十九項行為指標。在今天中小學校務

 工作繁重之現實下，要讓校長有較充分時間進行長期性進修，似乎有其困難^然

 校長專業化叉是社會普遍之共識，因此在考量現實下，國民中小學校長確可根據

 本研究所建立之五十九項行為指標，建立成檢核表，以瞭解個人在哪幾項行為指

 標上較為不足，以謀求改善之道，進而促進自我之專業成長與發展，達成專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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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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