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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教育是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原動力。

近年來隨著政治的民主化、經濟的自由化、

社會的多元化、科技發展的快速化，使得教

育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追求更好的教育制

度、創造更有效率的教育行政改革，便成為

當前社會各界所共同關切的課題。

貳、e世代社會的特性

e世代社會的特徵是開放、快速、濃縮、

多元、創新、複雜和不穩定，具體而言列述

如下：

e世代社會裡靈活的工作技術，打破了傳

統的職業分工，在工作任務的分配上有相互

交叉和輪替的趨勢。在工作時間上，部分時

間制的工作和臨時工作增多，人們可以自由

確定上班時間，甚至可以在家裡辦公。在經

濟秩序上，則呈現根據消費者的需求取向，

進行小批量的生產與市場的行銷並重。加上

知識經濟的興起、知識產業出現，對教育來

說，培養學生合作學習，與協同、合群的能

力，強調終身教育，是至關重要的。

為了因應時代巨幅的轉變，組織管理型

態不再僵硬與制式化，組織具有靈活性、適

應性、創造性、能夠提供機會，促進合作和

發展，有利於及時解決問題，有利於提高人

類認識自己和環境的能力。個人有更多的機

會去注重自我實現、自我發展和自我表現。

人們在一起工作只是為了人際交流，不再有

固定的權力關係------，一切都不再是固定

的。這種組織形式和管理的流變性，勢必對

學校管理結構和教育目的，造成一些影響。

e化世界充斥著高科技生產出來的各種影

像----電視、錄影、傳真、虛擬實境等等。視

聽媒介對學生的學習和學校生活產生巨大的

影響，教育必須引進先進技術，將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並進行教學的改革。

e世代社會增加了流通量，使旅行和通訊

更便捷，決策更迅速，服務更週到，並減少

了等待的時間。它影響了各種知識的運行，

影響了我們的生活和工作的質量，影響了道

德基礎和我們的行為方向。知識的快速生產

與傳播，使得人們在追趕新潮流之際，忽視

對別人的關心和與別人關係等複雜的、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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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難以度量的問題。

e世代社會的教育，主張在發展過程中允

許混亂、不確定及模糊不清，重視轉化性的

質變，且其質變是自然產生的、開放的，歡

迎差異的存在。在教育領域裡，倡導個體

性、注重個體間的差異和群體間的差異與多

元價值，透過對課程和評價的控制來促進人

們的傳統文化意識。

參、e世代社會特性對教育的
衝擊與啟示

e世代社會注重多元、差異、新奇與反中

心性霸權的思想，對於學校教育有如下的衝

擊與啟示。

（一）學校空間的轉型

二十一世紀是資訊科技時代，尤其網際

網路的普及，任何人皆可以透過上網，在浩

瀚無垠、快速變幻的網路世界裡，獲得他所

需要的知識內容，更可以透過虛擬的學習環

境與人對話、互動。知識學習的管道不再只

是坐在教室聽講而已，學習環境也不只是侷

限於校園內，藉由網際網路的應用，更由校

內延伸至校外。

（二）教學學習的轉型

由於全球化的世界知識倍增，資訊科技

一日千里。過去教師是知識和經驗的來源，

學習是由教師指導；現在資訊科技發達，學

習不再以教師為限，學生可利用電腦輔助教

學自學，可藉由網際網路獲取所需資訊內

容，藉由電子書或有聲圖書的學習，以充實

自我與吸取新資訊。新知識或資訊成爆炸性

的成長，同一資訊無法因應瞬息萬變的社

會；教育不再是資料的堆砌和資訊的蒐集，

更重要的是知識的建構；學習的內容亦不只

侷限於經驗的傳承、與吸取，強調著重智慧

潛能的開發、創造。

（三）學校組織的轉型

傳統科層體制下的學校組織型態，偏向

於靜態垂直組織結構；學校評鑑主要以校務

行政為範疇，屬單一、靜態資料的檢核，甚

少與外部組織關係發生往來。隨著e化時代的

到來，資訊變動的快速，學校組織型態已逐

漸轉為動態水平組織結構；再加上與其他平

行學校的互動日增，單一學校組織結構面臨

嚴重挑戰，教育夥伴關係的建構已然成型。

（四）教育領導的轉型

領導是學校教育與發展的關鍵，在今日

社會快速變遷時代，過去科層體制下，對勞

動力、資源、及資本的重視，都因市場運作

規則的改變而徹底瓦解（王保進，2001）。

傳統領導所強調的「職位權」，因知識資本受

到重視，將被以知識、資訊的「知識權」所

取代。教育鬆綁的教改理念，使過去「由上

而下」的行政決策模式，逐漸轉為「由下而

上」的決策模式。學校本位管理，教師會、

家長會互動決策的型態，促使校園更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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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決策權更分散化（湯志民，2001；張文

軍，1998）。換言之，學校必須要具備比傳

統科層體制更快速的行動能力，更富創意的

策略，更有彈性、更密切的夥伴關係，使具

有適應競爭之能力。

（五）學校評鑑的轉型

有效的組織管理團隊，不僅創建整體討

論合作學習的機制，且能快速的反應客戶需

求，成為組織運作的主軸。其主要功能乃在

於創造、整合，擴充組織的知識資源，使組

織中的經驗、知識及資產發揮最佳的創造能

力，以創造更高的價值，完成組織的目標

（張文軍，1998；Liebowitz,1999），它是一

個講究績效責任制的組織運作。

（一）教育不應該是狹隘的專業化,不應該是

純粹的功利主義：

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應具備有文

化的傳承與社會化的積極功能。講究的是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潛移默化工作，有

其「傳統工作」亦有其現代意義、時代使

命。

（二）採取較寬鬆的態度面對教育問題，從不

同的角度去探討教育問題：

面對詭譎、多變的社會，學校教育不應

該再是關起們來辦教育便算了事。必須從多

層面、更多元的角度，去看教育問題、面對

教育問題、進而解決教育問題。

（三）以學習者為中心，允許多元化和差異

性：

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是不可避免的，學生

個體有其生命、亦有其差異性。教育工作

者，必須以關懷、寬容的態度，屏除傳統教

育方式，去適應學生個別差異，因材施教，

創造學生、老師雙贏的新局面。

（四）以學校為基礎的管理和分享式的決策方

式：

因地制宜，教育權力下放，是教育改革

的首要機制。學校經營必須師、生、社區民

眾，共同參與，將領導的職責分散到教師與

學生、行政管理人員和家長等各方面的互動

關係中，並根據地方特性與需求，創造具有

特色的學校文化，進而凝聚為優質的社區文

化。

肆、e世代學校組織的運作策
略---4+2方程式

尊重、民主、多元參與，e世代領導過程

中不可或缺的。領導者必須跳脫自我為中

心，及傳統僵化式的思考模式；以「共同參

與」、「充分授權」的領導方式，多方蒐集資

料與訊息、集思廣益，方能作出最佳的決

定。其具體運作策略如下：

創新能力是推動知識經濟與學校永續經

營的動力，無論知識和科技都貴在不斷創

新，唯有不斷突破創新，才能開創無限的可

能，亦才能因應教育市場高度競爭和快速變

遷的需要，追求新發現，探索新規律，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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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識，達到創造知識附加價值，謀求學校

競爭優勢的目的。

在瞬息萬變、訊息傳播快速的e-世代與

教育鬆綁呼聲的高暢之下，傳統由上而下之

權威管理模式，已不符時代所需。取而代之

的是，充分授權、發揮自己之專業自主、全

體成員參與學校管理、共同經營學校行政事

務。唯有全員參與決策的過程，方能配合政

策的執行；學校經營者應善用各種正式、非

正式組織的溝通管道，建構有效的溝通機

制，了解各類顧客（學生、教師、家長、社

會大眾）的需求，集合眾人之力，創造永續

發展的校園環境。

面對日趨激烈、知識變動快速的時代，

學校如何在講究競爭力的環伺中求生存，並

超前領先，是當前必須深思與亟待解決的重

要課題。透過與社區的合作、引進外部資源

之考量、與他校策略聯盟取長補短，使組織

具有較大的競爭優勢，朝向更具效能的經營

策略而努力，建構永續發展機制。

學校行政應兼顧組織目標的達成及師生

學習需求的滿足。在民主、開放、多元的社

會環境，面對家長間不同的要求，與行政機

關的種種規定與限制；學校必須確實掌握時

代的脈動與顧客的需求，以顧客的滿意度為

優先考量，加強與顧客的互動，建立主動積

極的服務提供者、及顧客導向的學校品質文

化，以樹立口碑。

領導是學校教育與發展的關鍵，在今日

社會快速變遷時代，過去科層體制下，對勞

動力、資源、及資本的重視，都因市場運作

規則的改變而徹底瓦解。傳統領導所強調的

「職位權」，因知識資本受到重視，將被以知

識、資訊的「知識權」所取代。教育鬆綁的

教改理念，使過去「由上而下」的行政決策

模式，逐漸轉為「由下而上」的決策模式。

學校本位管理，教師會、家長會互動決策的

型態，促使校園更民主化、決策權更分散

化。換言之，學校必須要具備比傳統科層體

制更快速的行動能力，更富創意的策略，更

有彈性、更密切的夥伴關係，使具有適應競

爭之能力。

知識的學習與創新，不僅是今日學校教

育的主軸，更是國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

發展的命脈。近十年以來，由資訊通訊科技

所帶動的技術變革，已徹底改變了人類生活

與生產的模式。舉凡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教育、商業、娛樂等訊息，皆可在網路

上透過利用資料查詢服務系統 (Gopher)、檔

案傳輸（FT P）、搜尋引擎（S e a r c h

Engine）、遠端載入 （Telnet）、資料索引查

詢系統（Archie）等工具，將搜集到的網路

實
務
瘐
寶
箱



研習資訊 第２１卷 第５期 ９３‧１０114

上豐富的資訊整理成有用的資源，以補組織

運作經驗之不足並提供相關諮詢服務。並透

過網路學習科技的應用，建立學習者的學習

檔案，並整合學習護照，設立個人學習帳

戶，共同投入繼續學習、累積知識、獲致學

習技巧，從學習中進行結構與行為的修正。

善用新的活動系統以發揮相乘效果，才能產

生持久的優勢。

伍、結語

教育是帶動社會進步的動力，身處知識

經濟時代，學校教育如何規劃、調整，以因

應多元、急遽變動社會的發展，培育健康、

快樂，能獨立思考，具備解決問題與創新能

力的e世代新新人類，是一值得關切的課題。

展望二十一世紀，知識風起雲湧，科技日新

月異，成為一成不變的固定因應方式或模

式，已不足以應對時代的蛻變。面對瞬息萬

變的e世代，學校組織運作應藉由多元、主動

積極的互動過程中，激發全校師生的品質意

識感，使全校師生在品質文化的承諾下，培

養成員創新能力，引領學校教育革新、進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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