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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十年來隨著社會的變遷，國內教育

組織已產生很大的改變，例如權力的下放

及教育的鬆綁等，因此讓我們不得不思考

過去傳統權威的學校領導之可行性，而

Lambert等人(1995)所提出的建構式領導

(constructivist leadership)強調領導者與成

員的交互作用及互賴關係，頗合目前著重本

位管理的學校組織型態，值得注意與引用。

依照領導多元觀點的發展來看，領導

可視為組織內相互影響與多元指導的歷

程，領導將出現在每一個層級、每一個執

行團隊、每一個人身上，所以談領導不能

跳脫他們所崁入的社會系統與團體動力，

而研究亦顯示「分享領導的責任」 與「對

同仁的增能與授權」將更能促進績效(單小

琳，民90：182)。以建構論為基礎的領導

有別於傳統的觀點，其為領導的性質與角

色做了新的詮釋，亦即傳統的領導是領導

人與追隨者的關係，具有上對下的性質，

權力集中於高階層人士，而建構論領導則

講求合作，權力屬於所有的參與者(葉淑儀

譯，民89：I)。由此可見，建構式領導之理

論內涵頗能切合目前國內的學校領導現況。

檢視領導理論的演變從特質論、行為

論、權變論到轉型領導(蔡進雄，民89：8-

11)，而近幾年由Lambert等人所主張的建

構式領導是藉由學習理論之建構論應用在

學校領導之上，強調教育團體的成員都是

有意義的建構參與者(葉淑儀譯，民89：

39)。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其理論內涵是

建構在教育組織之上，而不是像一般教育

領導理論是向企業管理借用而來的。

基於上述，本文擬先探討建構式領導

的意涵，之後闡述建構式領導對學校行政

的啟示，以供教育相關人員參考。

貳、建構式領導的意涵─學習
與領導：一個並行發展的
架構

領導理論的演變推陳出新，其中建構

式領導是近年來在教育領導上提出較新的

論建構式領導的意涵
及其對學校行政的啟示
蔡進雄/私立輔仁大學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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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領導理論，其主要內涵顧名思義是引用

學習理論之建構論運用在學校領導之上。

Lambert等人認為傳統的學習是學生背

誦來學習一系列已規定好的知識，呼應在

領導上是領導人的功能是維持傳統並指導

教師努力的方向；行為學派的學習論所秉

持的信念為學生的行為能夠被測量、診斷

和預測，呼應在領導上是領導人的角色是

用來塑造行為以符合組織的標的，例如校

長獎賞符合期望的教師行為；分組的學習

理論則認為教學策略與學習活動的安排應

基於學生的能力層次，呼應在領導上是領

導的方式應依據成員的成熟度或是工作型

態而有所不同；學習的效能論強調與學生

成就有關的課堂練習，而教導式教學是一

種有效的教學方式，呼應在領導上是強調

校長教導式領導對教師及學生成長的影

響；學習者團體的學習觀主張當學生以合

作的方式工作，並共同分享知識時，學生

能獲得更好的學習，呼應在領導上是領導

被視為教育工作者間(包括校長和教師)一

個共享的過程；建構式學習觀是學生被視

為運用個人價值觀、信念和經驗來建構意

義，呼應在領導上是領導被視為存在於學

校成員之間的一個互惠過程，學校的運作

著重自我驅策與成員的成長團體(葉淑儀

譯，民89：8-10；Lambert, et al., 1995)。

茲就上述簡列如表1。

學        習 領        導

傳統的

行為學派的

分組/分軌道的

學習/學校效能

學習者團體

建構式學習

學生藉由背誦來學習一系列已規定
好的知識。

學生可因成功的表現而獲得獎賞，
指導性教學策略是主要的方式。

學生之間被視為存在很大的能力上
的差異。

主要的信念為，所有的學生皆能學
習。

學生以合作的方式工作，並共同分
享知識。

學生被視為運用個人價值觀、信念
和經驗來建構意義。

領導人的功能是維持傳統並指導教師
努力的方向。

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存有交換的關
係，以達到原先建立好的目標。

領導的方式依據雇員的成熟度或是工
作型態而有所不同。

校長教導式領導可以影響學校全面性
的進步。

領導被視為教育工作者間一個共享的
過程。

領導被視為存於學校成員之間的一個
互惠過程。

權變的/情境

教導式領導/特質論

領導者團體

建構式領導

                    表1    學習和領導：一個並行發展的架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葉淑儀譯，民8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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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Lambert等人將建構式領導

定義為一種交互影響的歷程，這種歷程使

得教育團體裡的參與者能夠建構意義，因

而導向學校教育的共同目的(葉淑儀譯，民

89：39；Lambert, et al., 1995)，具體而

言，建構式領導可以歸納以下幾項特徵：

1.創造出互動與支持的環境；2.存在有意義

和知識性的對話；3.專業人員在實際行動

中共同的目標；4.團體中彼此相互領導(單

小琳，民90：182)。質言之，建構式領導

是強調領導者與成員間的交互作用，藉由

平等專業對話，創造出支持互惠的學校組

織環境，以為學校共同目標理想而努力。

參、建構式領導對學校行政的
啟示

經由上述，筆者擬從權力控制、權力

分享到權力互惠、在學校人人都是領航者

及提升教師的增權賦能感等三方面，闡述

建構式領導對學校行政領導的啟示，茲分

述如下：

一、從權力控制、權力分享到權力

互惠

Blase & Anderson(1995)曾提出「權力

控制」(power over)、「權力激勵」(power

through)與「權力合作」(power with)的概

念，Drath(1998：408)更進一步指出未來領

導模式的進展是朝向互惠的關係，其對領

導進展模式之看法歸納如表2。由此觀

之，建構式領導的觀點頗符合當前及未來

領導理論的發展。

換言之，權力與領導的運用方式在改

變，因此學校行政領導者在採用權力時，

應參照建構式領導之意涵，揚棄權力控制

方式，轉變為權力分享，進一步將權力分

享調整為權力互惠(如下頁圖1所示)，誠如

Lambert等人(1995)將教育團體視同生態系

統，團體的成員是以相互依賴的方式工

作。有鑑於此，學校領導人與教職員之間

應是互賴互惠的關係，果能如此，則學校

教育才能在互動互信中觸發更多的動力，

使僵化的官僚體制變得活躍有彈性。

古 代 傳 統 現 代 未 來                                                                       

領導理念
領導行動
領導發展焦點

專制
指揮追隨者
領導者的權力

影響
激勵追隨者
領導者人際技能

共同目標
創造內部承諾感
領導者的自我認識

互惠關係
相互意義建立
團體的互動

                               表2    領導進展模式

   資料來源：Drath, 1998：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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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學校人人都是教育領航者

領導必須重新定義，新的領導概念應

具有與建構式學習相同的基礎理念：成員

的學習途徑是有意義和知識建構的歷程，

是參與以及反省。具體而言，建構式領導

中所指的領導(leadership)被定義為一個超

越個人、角色和行為的概念。因此，屬於

教育團體裡的任何一個人─教師、行政人

員、父母、學生─都能參與領導的行動(葉

淑儀譯，民89：38-39；Lambert, et al.,

1995)，例如教師可以成立各種不同的成長

團體，以促進學校教育品質的提升。林益

興(民91)就曾對教師自主發起的專業成長

團體動力機制與領導風貌進行探討，結果

發現其研究之教師成長團體具有「平權結

構精神，人人都是領航者」、「永續自主發

展理念」、「以人文領航營造可塑性語言」

等三項建構式領導氛圍。亦即，教師專業

成長團可依建構式領導理念，發展提升教

師成長動力的經營策略。

總之，學校組織成員間應是具有平權

結構精神，彼此間互動溝通是以平等專業

對話的關係進行，鼓勵成員成立各種專業

成長團隊，並讓成員都有參與教育決定與行

動之機會，使學校人人都是教育的領航員。

三、提升教師的增權賦能感

過去的學校行政領導強調的是授權，

亦即是僅給予部屬權力，而沒有認真思考

如何增進部屬的能力(蔡進雄，民91：12)。

而建構式領導理論與其他理論最大的區別

在於強調教職員的專業成長(單小琳，民

90：186)，因此建構式領導對學校領導的另

一個啟示是提升教師的增權賦能感(teacher

empowerment)，至於如何提升教師增權賦

能感，其方法是一方面給予教師權力，一

方面建立學校人力資源管理系統、提升教

師的專業能力，以引爆教師的潛能，共同

為學校發展而努力。

簡言之，要讓教師主動積極參與校務

且擁有專業能力，需要學校領導者充分授

權而不是權力集中化，更需要學校領導者

開發成員的潛能而不是壓抑其成長。

肆、結語

建構主義的基本主張是知識不是先於

或獨立於認知者存在，而是認知者主動建

構的結果。因此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

不是教學的主體，教學情境中要尊重學生

圖1    校長權力的演變

權力控制    權力分享    權力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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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體性，學生成為教學情境的主角，必

須更主動更積極的參與教學的過程(林生

傳，民87：5-6)。也就是說，建構式教學

是以學生中心(student-centered)，並重視教

學的過程，改變以往以教師為中心

(teacher-centered)之教導式教學，而建構式

理論運用在學校領導上是行政領導者為中

心，應調整為被領導者為中心。學校行政

領導者所扮演的角色是促進者，而不是發

號司令者，另一方面學校成員應更為積極

主動的參與學校教育事務，並負起部分領

導之責，而不是處處仰賴學校行政領導者

提供方向與指引。

任何一種領導理論都有它的運用限

制，建構式領導在國內運用上的限制是中

國文化與民族性格仍是比較講求倫理、人

際與英雄式領導的民族，以及組織中「以

和為貴」，重視情面與關係，崇尚權威，

較少參與管理工作等(單小琳，民89：193

)，這些問題均是在採用建構式領導時有待

克服之處。

從時代脈絡演變觀之，國內社會環境

由過去的農業社會、工業社會邁向所謂的

知識經濟時代。明顯地，校園內外部環境

在改變，人民知識水準普遍提高，教師的

受教育程度亦逐年提升。職此之故，學校

行政領導亦要有所調整，而建構式領導的

提出，正可以給予學校行政領導者一些新

的領導觀念，以因應目前及未來的教育變

革。具體而言，建構式領導對學校行政的

啟示，其一是建構式領導強調領導之交互

作用歷程及將教育團體看成是生態系統，

因此學校行政領導者之權力運用應由控

制、分享轉為互賴互惠；其二為建構式領

導重視成員的主動建構意義，因此學校人

人具有主體性且都可以成為教育領航者；

其三是建構式領導強調對成員專業成長的

重視，因此應設法提升教師的增權賦能

感；本文最後就是從上述三方面加以論

述，以供教育行政相關人員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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