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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以國小校長專業能力探討校務經營關鍵影響因素，本研究方法採

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國小校長，共計有效樣本為 2,066 人。文獻探討得知，國

小校長校務經營分析應聚焦於「規劃校務發展」、「強化行政管理」、「領導課

程教學」、「學生適性輔導」與「建立公共關係」。本研究以上述因素，建構校

務經營量表。另一部分，為評估校長專業表現，亦建構校長校務經營能力量表，

透過決策樹分析進行校務經營關鍵影響因素探究。分析結果顯示，以決策樹進行

分析後發現，國小校長校務經營共有 12 種不同程度的路徑。最後，本研究認為校

務經營關鍵影響因素，在於學生適性輔導與領導課程教學的工作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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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key factors impacting elementary school management in 

Taiwan. The research method adopts questionnaires survey. Subjects were elementary 
schools’ principals in Taiwan, consisting of 2,066 valid samples. After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t was found that elementary schools management analysis should focus on 
“School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effectiveness”,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student 
counseling”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munity”. Based on the above-mentioned 
factors, the school management scale of principals in elementary school was constructed. 
Another part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principals’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Principal operating capacity scale was constructed by CART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total of 12 different degree paths were found in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 
management. Finally, the key business factors are mainly conducting the student 
counseling and the leadership curriculum teaching.

Keywords: principal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school management, Classifi 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C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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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研究動機

校長為學校關鍵人物，對於學校整體教育品質的優劣良窳有極重要的影響。

而學校教育品質之締造，著重於校長校務經營的能力。Fullan（2007）即指出，

「校長是學校發展動能和管理變革的絕對關鍵」。因此，為使校長與時俱進和有

效領導，校長的培育和專業發展之系統建置和相關研究顯得日趨重要（陳佩英、

林子斌，2015）。教育部於 2013 年公布人才培育白皮書亦揭示，將考量訂定全國

一致性的國民中小學校長專業標準與培育制度，俾藉由系統性的校長培育課程、

實習及相關配套措施培育符應現代社會與學校教育需求的國中小校長（教育部，

2013）。因此，探究國民小學校長專業能力之內涵與現況，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近年來學校興革與經營績效，因績效責任與少子化的影響而迭受重視，世界

各主要國家競相致力於學校教育方式的改革，以追求品質卓越的教育績效（Dewey, 

Friedland, Richards, Lamki, & Lirkland, 2005），各級學校莫不加強提升學校經營管

理能力、積極建立學校特色，設法提高家長滿意度，以展現優良的辦學績效，達

成學校永續經營的目標。然而，在校務經營方面，陳木金與李俊湖（2006）研究

指出，校務經營所探討內容包含校務規劃、行政管理、課程發展與公共關係。林

明地（2010）的研究則表示，我國中小學校長除了上述相關內容外，更需要辦學

態度與精神、增進專業責任與品質確保及永續發展等相關內容，如此對於校務方

能有效經營。中華創意發展協會（2006）認為學校經營策略，包含行政管理革新、

課程與教學領導、學生活動展能、校園環境美化、社會與環境資源運用。因此，

探究國民小學校務經營之內涵與現況，便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在教育環境快速變遷與教育鬆綁的改革趨勢之下，學校經營面臨莫大的挑戰

與考驗，校長應確保教育政策的推動與學校經營策略的執行，以提升教育品質與

績效，故校長對於校務經營必備的知識、技能與態度皆會影響校務經營的成效。

而校務經營亦應區分工作職責，每項職責包含許多任務，每個任務又可細分為多

種專業能力。校長身為學校的校務領導者，亦是教育的專業人員，應具備哪些校

務經營所需教育專業之責任？抑或需要什麼樣的綜合能力來經營學校？便成為本

篇研究所欲探究之目的。因此，故了解我國校長教育專業責任（必須能力）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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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綜合能力（將需要能力），並藉由校長專業能力之關鍵因素，對於校務經營探

討有其必要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校務經營能力較高的群體，其校務經營是

否有其過人之處，其經營特徵為何 ? 亦將一併進行探討。

國民小學為我國基礎教育的根本，亦為各級教育階段最大的群體，故對於國

小校務經營現況、校長專業能力，以及學校經營最佳化模式進行探究，藉由本篇

研究所獲得之結論，對照相關文獻分析及相關議題研究之成果，希冀能探究個關

鍵因素所顯示之意義，做為校長校務經營與專業發展等議題之未來研究基礎，以

及教育行政主管機關與各級學校校務經營之參考。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歸納我國國民小學校務經營，與國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之內

涵，作為本研究之理論基礎。

（二）分析我國國民小學教育階段校務經營，與國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專業

能力之現況。

（三）探究不同校長背景變項與學校環境變項，對於校務經營與校務經營的

影響。

（四）以國小校長專業能力預測校務經營最佳化模式與關鍵因素，研究成果

可提供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與專業發展規劃之用。

貳、文獻探討

文獻回顧內涵共分為兩部分，分別針對校務經營之相關概念與校長專業能力

之相關概念進行探討。分述如下：

一、校務經營之相關概念

（一）校務經營的意義

就過去國內外以校長為主體所進行之相關研究觀之，以「校長校務經營」為

主題所執行的專門研究並不多，其主題多聚焦於校長培育認證指標之建立，以及

校長專業能力之成長與發展等。一般而言，「校務經營」應是一種整體性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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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現學校組織的目標，結合管理理論與實務知能，發揮學校成員的力量，並營

造公共關係，創造內外部共享資源，進而發揮學校組織最大價值與效能。

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於校務經營之看法不盡相同，Robbins 與 Alvy（2003）認

為校務經營乃是學校領導者發揮專業經營的功能，在學校組織中有效地運用科學

化及人性化的管理策略並付諸行動，並營造學習型的組織文化，提升學校組織效

能的歷程。吳清山（2014）亦認為學校經營乃是學校機關依據教育原則，運用有

效的科學方法，對於學校內的人、事、財、物等業務，做最妥善的處理，以促進

教育的進步，以達成教育目標的歷程。吳天方、王怡詠（2003）研究指出，學校

經營透過全盤的規劃管理，在經營者即校長領導全校師生，遵循一定的準則，適

當而有效地處理學校中的人、事、物等各項業務，以發揮教學及輔導的效果，達

成教育目標的歷程。張慶勳（1999）則認為學校經營意指學校經營者採用管理學

的知識與技術，整合學校成員之人力，透過行政程序以及運用各種資源與策略，

達成學校教育目標，並且能增進學校效能、促進學校組織的變革與發展，以因應

社會變遷與學校需求。因此，校務經營為融合規劃、組織、領導及控制於經營活

動中的一套方法或程序，其目的在於以最少之資源投入，獲得最大之預期成果，

同時亦能滿足社會需求並達成組織目標（Boudreau, 2004；Cashman, 2005；Kerin 

& Peterson, 2004）。

綜上所述，本篇研究將歸納校務經營係指領導者能依據學校教育願景，能運

用相關專業的理論與實務知能，有效的科學方法，整合校內外資源，透過行政運

作及策略運用，結合學校相關利害關係人的力量，有效處理學校各項業務，共同

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確保校務永續經營發展的歷程。

（二）校務經營內涵之探討

少子化的衝擊下，學校經營勢必隨瞬息萬變的時代調整，期達成目標或確保

學校生存與發展，要有效率的經營，以提升學校的效率與效能，增進教育品質，

彰顯教育成果，最終達成教育目標（Hussey & Smith, 2010）。就過去國內外以校

長為主體之校務經營所進行之相關研究不多，大多針對學校績效評估、學校創新

經營、優質學校及學校經營策略之相關議題進行探究，本研究歸納國內外校長校

務經營之相關文獻（林明地，2010；陳木金、楊念湘，2011；國立教育資料館，

2009；黃建翔、吳清山，2012；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4；蔡明學，2011；蔡進雄、

龔素丹，2012；Beardsley, 2008；Day & Leithwood, 2007；Hallinger & Heck,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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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2003）分為 5 個面向，茲將統整綜述如下：

1. 規劃校務發展

校長在發展校務經營能具備規劃校務發展所需之專業知識、技能與價值觀（陳

木金等，2011；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4；蔡明學，2011）：校長能以革新的思

維引領學校發展，亦能活化組織結構，適當授權以鼓勵並支持成員學習，形塑學

校願景，以建立校務經營發展之共識（Day & Leithwood, 2007；King, 2003），達

到服務品質與績效管理（國立教育資料館，2009）。內容應包含依據教育政策與

學校特性訂定學校發展目標，同時評估學校條件與師生反應發展學校特色，並能

將教育法令傳達給學校成員與家長了解。

2. 強化行政管理

校長在發展校務經營能具備能強化行政管理所需之專業知識、技能與價值觀

（林明地，2010；陳木金等，2011；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4；蔡明學，2011；

蔡進雄、龔素丹，2012；King, 2003）：校長能引領學校行政團隊運用革新方法，

訂定具體可行之創新策略與規劃，積極推展行政創新方案（黃建翔、吳清山，

2012；蔡明學，2011），提升行政團隊效率與教學資源支持（林明地，2010；蔡進

雄、龔素丹，2012），以達成學校組織願景目標的一種表現程度。內容包含校園

危機處理、協助各處室業務進行，提高行政效率並有效執行預算、妥善規劃課務

人力配置與鼓勵學校成員努力與成就。

3. 領導課程教學

校長在發展校務經營能具備領導課程與教學所需之專業知識、技能與價值觀

（林明地，2010；陳木金等，2011；蔡進雄、龔素丹，2012；Day & Leithwood, 

2007）：校長能鼓勵教師建立專業學習社群，透過分享來改進課程內容、教學方

式及教學評量（黃建翔、吳清山，2012；Day & Leithwood, 2007），並適時提供課

程教學適當的資源，領導教師在課堂之良好教學活動，研擬適切的課程規劃、有

效的實施教學，確保學校課程教學品質的一種表現程度。（林明地，2010；陳木

金等，2011）。內容應包含學習課程領導、教學領導、教學評鑑、教學視導與教

師評鑑等教學領導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力、物力、財力和其他的資

源，以達成學校目標。

4. 學生適性輔導

校長在發展校務經營能具備學生適性輔導所需之專業知識、技能與價值觀（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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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學，2011；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4；Beardsley, 2008；Newell & Van-Ryzin, 

2007）：校長能密切關注學生學習發展，有效激發教師專業教學與輔導熱忱，以

提供學生適性輔導，在過程中能顧及學校背景支持學生核心發展需求的程度，如

適性學習、身心發展、學習成效等，進而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確保學習成效。內

容應包含輔導計畫、專業知能、補救教學、友善校園與三級輔導制度之功能的發

揮，有效激發老師輔導熱忱，提升學生整體輔導效能，以達成學校目標。

5. 建立公共關係

校長在發展校務經營能具備建立公共關係所需之專業知識、技能與價值觀

（林明地，2010；陳木金等，2011；蔡進雄、龔素丹，2012；Day & Leithwood, 

2007）：校長能帶領學校能做好社區公共關係與辦學特色行銷，促使學校相關利

害關係人了解學校教育願景，以建立良善之合作夥伴關係，整合學校內外部資源

來進行相互共享，將教育資源發揮最大效用，進而達成校務經營目標。內容應包

含學習塑造學校的公眾形象、建立善意依存的基礎、統合大眾意見的功能、令人

感到舒適的溫馨等公共關係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教職員工、學生與家

長了解學校教育價值，並與其他團體妥適溝通下，達成學校目標。

二、校長專業能力之相關概念

（一）校長專業能力的意義

近年來，校長提升學校教育所需具備的技能、知識及特質，已被廣泛地探究

（Marzano, Water, & McNulty, 2005），但仍無法完全解釋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

之內涵。因此，學校領導者除了本身需具備的領導專業知能與素養外，在學校教

學現場，能針對學校的屬性，擬定有效的學校經營策略，符合師生需求，進而達

到教育目標。許多國內外的學者紛紛針對校長專業能力定義進行探究，亦不盡相

同，茲就分述如下。

蔡金田（2005）認為能力乃指個人從事某項工作時所帶至工作現場的知識、

技能與特質，而這些外顯以及內隱的知識、技能與特質需視工作環境的變遷與需

要，不斷的持續更新與發展，俾使能達到基本的表現標準或傑出成就。林煥民與

鄭彩鳳（2011）於校長專業發展之研究指出，其在符合專業特質與原則下，經由

專業組織之選任與支援，且在任職生涯中遵行組織倫理及滿足成長需求，培育專

業素養及服務態度，並主動學習研修教育及經營校務之專業知能，以適應社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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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從而促進辦學之公關、品質與效能之過程及成果。詹正義（2013）則認為，

校長專業能力係指校長運用有效的科學方法，對於學校內外人、事、物等業務，

作最妥善而適當的處理，以促進教育進步，有效能地達成教育目標，亦即在校務

發展、行政管理、教學領導、資源統整、專業發展等 5 個能力向度的能力表現。

美 國 跨 州 學 校 領 導 者 證 照 聯 合 會（Interstate School Leaders Licensure 

Consortium Standards for School Leaders, ISLLC, 2008）亦將校長專業能力制定 6 個

標準（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1. 領導者促進所有利害關係人所共

享及支持的學習願景之發展、傳遞、應用及管理；2. 透過倡導、培養、維持與學

生學習及教師專業成長有關的學校文化與教學方案；3. 確保安全、有效率、有效

能的學習環境在組織、運作與資源上的管理；4. 透過與教職員及社區成員的合作，

回應不同的社區利益、需求；5. 能具備正直、公平及有道德的行動，確保為每個

學生在學業與社會性成功之績效責任。英國對於校長專業發展，係透過不同發展

階段的模組設計，其校長專業資格檢定制度目的在培養校長 6 個重要能力：塑造

學校願景、強化社群、學習與教學領導、專業發展與團隊合作、組織經營、以及

績效責任（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 NCSL,  2012）。而康自立（1982）

認為專業能力是具體明確的能力歷程，而其分析結果將導出一具體明確的能力概

覽與教育目標，其結果應包括必須與將需要之兩種能力。

準此以觀，本研究旨在探究校長擔任學校領導者之職務，除了本身應具備何

種專業能力或技能外，尚包含校長對於本身職務角色應具備的認知與態度。如此，

校長應在校務經營上，能具備相關的專業知識、專業技能及專業態度，以因應校

務中不同情境，並能妥適處理，以達到學校經營的教育績效目標。本研究將校長

專業發展能力定義為：校長在學校場域中所需的外顯以及內隱的知識、技能及特

質，其包含「必須能力」：發展專業責任、「將需要能力」：培養綜合能力，能

隨著社會環境變遷與需求持續地更新與發展。

（二）校長專業能力內涵之探討

近年來，有關校長領導之相關研究甚多，但對校長專業能力的論述並不多見。

然進一步深入探討國內外學者對於校長專業能力之內涵研究，因研究觀點的差異

則易產生不同見解。楊朝祥（1984）認為有兩種說法，一為從事工作時各人所需

之知識、技能、態度、經驗、重要價值觀及理解能力等行為特質；二為成功執行

某一任務並達到所要求水準所需具備之知識、技能或態度。康自立（1982）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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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能力是具體明確的能力歷程，其分析結果將導出一具體明確的能力概覽與教

育目標，而結果應包括必須與將需要兩種能力。本研究嘗試簡化為兩大面向來歸

納校長眾多專業能力中所概括之內涵：

1. 必須能力（must have competency）：

係指校長在校務經營上必須具備的態度、技能、知識與價值，包含校長執行

校務的專業責任，如學校領導、帶領團隊並發展「教育專業責任」等。且在重視

學習成效之教育改革趨勢中，校長對於學校教育發展之重要性不言可喻。陳佩英、

林子斌（2015）研究即指出，校長被賦予促進教師領導、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孕

育組織學習文化和有效改善學生學習的重要責任。

吳清山、林天佑（2002）認為優良的校長應具備下列能力：1. 校務發展：包

括校務計畫、具有願景、熟知教育政策與改革動向、教育資源的開發與使用；2. 教

學領導：教學視導、課程設計與評鑑、提供教師專業指導與回饋、了解多元智慧

與評量；3. 行政管理：組織績效監控與評鑑、人力管理與運用、時間管理、主持

會議、危機處理與溝通、良好判斷力、統整與協調、做決定及科技應用等；4. 公

共關係：包括校內公共關係及校外公共關係二類；前者包括校長與教師間、校長

與行政人員間及校長與學生間三種；後者包括學校與家長間、學校與社區間、校

際間、學校與上級機關間、學校與新聞媒體間、學校與民意機關間之公共關係等。

陳木金、陳宏彰、溫子欣（2012）以「校長學→學校長→長學校」之三階段專業

發展模式來建構我國校長培育制度之內涵，其中在校長學階段，係以「校長專業

培育」為核心，包含校務發展、行政管理、教學領導、公共關係、專業責任等五項。

在國外經驗來看，美國專業教學標準委員會（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NBPTS），於 2010 年訂定了具備有效影響力和成果導向的高

成就校長標準（accomplished principal standards），該標準強調校長領導的九項核

心能力：領導力、願景、學校系統策略管理、學習者與學習、教學、形塑學習文化、

倫理、平等、與倡導（NBPTS, 2012），以之作為新世紀的領導專業能力。Velsor

與 Leslie（1992）之研究指出，身為學校領導者應具備之專業能力包括：人際關係

能力、專業條件、教學領導能力、行政領導能力。Yukl（2006）則將校長領導行

為之分類模式為：1. 建立關係、2. 影響人群、3. 作決定、4. 交易資訊。

2. 將需要的能力（should have competency）：

指校長對於學校環境結構變遷與人力管理上的個人修為，包含能評估學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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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規劃學校特色與發展學校特色，個人能力上同時具備省思批判與高尚品德，

並能傾聽他人意見與兼具挫折容忍力。吳清山、林天佑（2002）認為優良的校長

應具備高度使命感及熱忱、具教育（哲學、行政學、心理學及社會學）四大領域

之理論與實務、吸收教育新知，在人格與態度上，保持熱忱、接受新觀念與事物、

自信心、幽默、心智思考及個人魅力與影響力等六項。

新北市卓越學校明列校長領導的向度有 12 條指標（新北市教育局，2010）。

其指標如下：1. 前瞻的辦學理念：（1）校長教育理念能反映社會發展趨勢、（2）

校長辦學理念能結合教育改革潮流、（3）校長辦學理念能展現學校教育願景；2. 高

度的專業素養：（1）校長熟悉主要教育理論與原理，並具備豐富的行政管理知能、

（2）校長具備豐富的課程與教學領導知能、（3）校長能參與專業組織，並進行

專業成長；3. 創新的領導作為：（1）校長能洞察時勢，並了解校務發展需求、（2）

校長能善用領導策略，引領學校變革與創新、（3）校長能激勵成員，積極解決校

務問題；4. 優質的領導效能：（1）校長辦學具有績效贏得認同、（2）校長能提

升團隊能量，落實學校教育目標、（3）校長能整合各界資源，支援學校教育運作。

林煥民、鄭彩鳳（2011）針對校長專業發展進行指標研究，研究認為校長專業發

展質基於12個層面，包含：資源應用、實習成長、甄選認證、格局態度、專業自律、

社區服務、問題解決、人際公關、校園特色與精進卓越等。

美國中學校長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NASSP, 

2012）針對符合新世紀教育行政人員的領導才能需求，提出「21 世紀學校行政人

員技能計畫（The 21st century School Administrator Skills Program）」該方案認為新

世紀的教育人員，需具備 4 項能力：1. 教學領導：設定教學目標、團隊合作、靈

敏度；2. 處理複雜問題的能力：判斷能力、目標導向、組織的能力；3. 溝通：口

頭的溝通、書面的溝通；4. 發展自我與他人的能力：了解自己的強弱項、促進他

人發展。此外，美國的「公立學校校長理事會」（the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CCSSO ）與「國家教育管理政策委員會」（the National Policy Board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NPBEA）於 2014 年所修訂「教育領導政策標準」之新

版本，其反映過去十年來教育改革對學校校長、督學以及校長監督會等職位造成

的影響，重新釐清相關人員之角色、責任、和所承擔之社會期望，希冀能培育並

選拔出符合當前基礎教育發展潮流之領導者（Superville, 2014）。

綜觀上述國內外相關研究可發現，有關良好的學校領導者所應具備之特質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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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且不盡相同，秦夢群（1999）便認為：特質論者始終未能提出一組特別的變數

來描述成功領導者，其原因如下：1. 在不同情境中，會出現不相同的新特徵。2. 特

質論者常產生許多自相矛盾的結論。3. 用人格測驗所測出的人格特徵，常不能對

領導者之行為做正確有效的預測。4. 研究中成功的領導者具有某些特徵，然而特

質論者未對失敗的領導者加以研究。尋找領導者理想的共同特質是極為困難的，

因為領導者人格特質並不是單一的，而是隨情境的改變而有所差異。因此，校長

校務經營之專業能力是多層面、多面向的構念，專業能力的衡量應該依研究者所

欲探究之面向，而加以決定專業能力指標之項目。另外，透過現今所發展新的研

究統計方法及技術，能進一步探究好的校長在校務經營發展上之專業能力關鍵因

素，並透過相關文獻探究與問卷調查，讓吾人了解學校領導者在學校經營最佳化

模式之發展方向。

三、校務經營與校長專業能力關係之探討

校長是學校的靈魂人物，綜理校務，帶領全校師生，朝著學校的願景努力。

從學校經營的觀點來看，校長的專業知能、辦學理念、學識、經驗、行政領導、

教學領導、人際關係、組織決定等各方面的能力，都會直接影響學校的進步與發

展（林文律，1999）。在地方制度法推行後，中小學多縣市政府所管轄，然而各

級教育主管單位對於校長的職責要求並不明確，在國民教育法中僅臚列「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各置校長一人，綜理校務，應為專任，並採任期制，任期一任為四

年。」，然何為綜理校務？往往隨人解釋而各有不同或所欲達成之不同目的而有

所不同之觀點。因此在建立校長的考核，遴選、培育及專業能自發展上，均缺乏

系統性的觀點，甚而受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的個別要求而隨時改變，與學校經營發

展之核心目標並未完全吻合。

本研究對於校長校務經營模式之探討，希冀能了解社會大眾、學界及教育主

管機關之相關利害關係人對校長的期待，也能讓校長對自己的使命有所了解，此

外，它亦是校長培育課程規劃與校長專業發展之依據。然而校長專業標準易被批

評僅以一套標準規範校長專業表現，且標準的制定亦反映出制定者的意識形態，

因此有其優缺點存在（Parkay & Hass, 2000），然而究竟適不適合擬定國家層級的

教育標準，卻往往不只是教育專業上單方面的考量，更為政治、社會、經濟等因

素所左右。因此，本研究首先探究校長專業能力之相關概念，再綜合歸納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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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對於校長專業能力之意義與內涵進行界定，並將其簡化為校長專業之必須能

力與將需要之能力兩大面向，以做為本研究校長專業能力之理論基礎。

而在校長專業能力與校務經營之相關研究中，Harris（2013）研究即指出，在

教育改革脈絡下，儘管學校強調權力下放，鼓勵教師參與多元專業領導，以促進

組織學習和課程與教學之革新，然而，校長領導所發揮之影響力仍是學校改進之

關鍵。黃宗顯、蔡書憲（2008）研究亦發現，校長培育認證指標與校務經營有密

切關係。林明地、詹盛如與李麗玲（2010）亦認為國民中小學校長領導與主任作

為深深影響學校效能與表現，而且學校外在環境變動快速，必須與時俱進，促進

自己在專業上的成長與發展。

因此，校長對於校務經營應因地制宜、以最佳模式經營學校為目標，以提升

學校效能，實現教育的理想。葉佳文（2005）即對於成功校長的校務經營模式提

出看法，認為一位成功的校長在經營學校時必須達成下列目標：塑造學校願景確

立發展目標、建立學校目標滿足個人需求、落實行政管理提升組織效能、充實專

業知能強化教學領導、重視溝通協調強化和諧氣氛、協助教師成長關懷組織成員、

強化教師認同激勵參與校務、建立公共關係善用社區資源等。林仁煥（2008）亦

對於教育校長領導卓越獎得主進行研究，研究發現獲獎者對於校務經營有其共同

特質，包含擘劃學校教育願景與核心價值、善用領導模式展現卓越特質、形塑學

習組織促進專業成長、多元教育理念落實校本課程、營造和諧氣氛優質校園文化、

創新學校特色打造教育品牌、運用社會資源發揮聯盟功效、參與社區活動互惠夥

伴關係等。

依據本文前揭相關文獻之探究，綜合歸納析論如後：

（一）校長專業能力是需配合校務經營的前提下而發展

綜合專家學者之相關研究，認為校長之專業能力係建立在道德基礎上，包含

公平正義、人際關懷、誠信守責、德行修養、反思實踐。另外，有部分學者將校

長專業能力劃分為領導能力、知識、價值觀三個維度，校長領導能力具體分為決

策能力、執行能力、團隊建設能力以及溝通能力等要素。這些專業能力皆將校務

經營之概念進行轉化與融合，方能彰顯校長在校務經營上之地位與價值。

（二）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可分為必須能力與將需要的能力

綜合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校務經營內涵之觀點，本研究認為國民教育階段之校

務經營評估內涵包括：規劃校務發展、強化行政管理、領導課程教學、學生適性



國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關鍵影響因素之探究蔡明學　黃建翔 143

輔導與營造公共關係等五項內容。另外，本研究將校長專業能力歸納為兩種主要

能力：1. 必須能力：係指校長在校務經營上必須具備的態度、技能、知識與價值，

包含校長執行校務之專業責任，如學校領導、帶領團隊並發展「教育專業責任」

等。2. 將需要的能力：指校長對於學校環境結構變遷與人力管理上之個人修為，

包含校長規劃學校願景等通識能力，如創新與前瞻、思考與品德、同理與容忍等，

將其相關理念與家長、師生共創學校特色等視為「綜合能力」。

（三）關於校長校務經營最佳模式尚無定論

綜析過去相關研究可發現，我國國民小學校務經營模式各自有不同的研究結

果，部分研究係採用質性訪談，其係依據過去之理論架構進行校務經營模式之探

討，然而以實證研究進行校務經營模式之分析，其相關文獻付之闕如。因此，依

據過去研究成果，並提供可靠分析數據驗證過去研究的前提下，以量化研究探討

校務經營最佳模式有其研究必要性。

參、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能力影響因素，研究設計係依據研究目的，

參酌相關文獻資料而成。本段包含說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內容，研究對象，研

究方法，實施程序與資料處理。

一、研究架構與內容

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本研究架構如圖 1.。校長個人背景變項內容包含：

性別、最高學歷、年齡、服務年資與任職階段等五項。學校背景變項包含：學校

規模與學校區位等兩項。除了背景變項外，另包含國小校長校務經營五大面向，

包含：規劃校務發展、強化行政管理、領導課程教學、學生適性輔導與建立公共

關係。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將目標變項（依變項）為國小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

分為「必須能力」：發展專業責任，內容包含：「能引導教師了解專業發展的責

任績效」、「能鼓勵並帶領學校成員進行團隊學習」、「能鼓勵並帶領教師從事

行動研究」、「能具備學校領導知能」、「能積極參與各項學校或個人專業進修

活動」、「能與校內教師討論專業成長理念與實務」、「能具備國際視野，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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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教育脈動」。與「將需要能力」：培養綜合能力，內容包含「能培養具

有自我省思批判與論述之專業知能」、「能涵養廉能高尚品德，精進社會責任與

人格陶冶」、「能進行學校特色規劃並透過課程實踐」、「能與學校教師共同討

論學校特色發展」、「能評估學校發展現況，了解學校發展需求」、「能傾聽他

人意見，並以同理心表達個人感受」與「能掌控自我情緒表達，並兼具挫折容忍力」

等兩個研究層面。以受試者在「國小校長校務經營專業力評量量表」之得分情形，

代表國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之表現情形。

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母群體係全臺灣國民小學現職校長為調查對象，採用問卷調查之方

式進行調查。問卷發放依據教育部統計處 101 年國小名單，調查對象共計 2,621 所

國民小學。本次調查實際回收樣本為 2,082，有效樣本為 2,066，回收率 79.4%。因

樣本流失 20.6%，擔心與母體結構不一致影響分析準確度，故進行卡方檢定（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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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red），確認樣本的縣市分配是否與母體一致。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 =1.17 < 

31.41（自由度 20，顯著水準 5%），故在 5% 顯著水準下，樣本與母體的縣市別

分配無顯著差異。

本研究將回收之 2,082 份樣本進行分析整理後，分別依校長背景變項資料探討

其樣本結構。可以發現本研究之樣本校長中，以男性居多，占有效樣本 70.1%，女

性較少，約 29.9%。最高學歷調查方面，以碩士（含四十學分班）畢業者占多數，

有效百分比 86%，大學與專科學位者次之，僅 7.5%，博士學位者較少，約 6.5%。

校長年齡以 46-50 歲居多，有效百分比 31.1%，41-45 歲其次，約 29.9%，51-55 歲，

為 21.7%，56 歲以上 13.9%，40 歲以下則為 3.4%。服務年資以 21-30 年占多數，

有效百分比 58.9%，其次為 31 年以上及 20 年以下，分別占總樣本數的 27.9% 及

13.3%。任職階段為初任（4 年以下）校長者，占總樣本數 36.8%，續任（4 年以上）

校長者，占總樣本數 63.2%。學校規模以小型學校（13 班以下）占多數，有效百

分比 50.0%，中型學校（13-48班）其次，約占 37.8%，大型學校（49班以上）較少，

約 12.2%。學校區位多處於鄉鎮地區，有效百分比 41.2%，其次為都市區（含直、

省、縣轄市），有 35.8%，偏遠地區（含山地、離島、特偏）較少，僅 23.0%。

三、研究工具

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依據文獻分析的結果與參酌相關研究編製「我國國

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評估調查問卷」。

1. 量表內容

本研究測量問卷主要採李克特五點量表（Likert five-point），在計分方面，「我

國國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現況與專業能力評估調查問卷」分為非常同意、同意、

普通、不同意與非常不同意等 5 個選項，分別給予 5、4、3、2、1 分，其中第 1

題至第 6 題為「規劃校務發展」層面；第 7 題至第 13 題為「強化行政管理」層面；

第 14 題至第 20 題為「領導課程教學」層面；第 21 題至第 26 題為「學生適性輔

導」層面，與第 27 題至第 33 題為「建立公共關係」層面。校長專業能力之一為

「教育專業責任」層面，指從事校長在校務經營上必須具備的態度、技能與知識，

為第 34 題至第 40 題，之二為「培養綜合能力」層面，指校長為了協助學校適應

科技快速變化與環境結構變遷的能力，為第 41 題至第 47 題。

2. 量表信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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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量表的信度上，以 Cronbach’s Alpha 值來檢驗各評量指標的內部一致性情

形，並以驗證性因素分析（CFA）進行效度分析，分析發現各題因素負荷量皆為 0.5

以上，各構面選項彼此間殘差獨立，顯示各題為不同觀點之觀察變數。各構面組

成信度 Cronbach＇s Alpha 值皆超過 0.7 以上，整體適配度在可接受範圍之內，各

評量指標的內部一致性良好，顯示本量表具有可量測之信效度（詳如表 1）。

表 1　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指標量表信效度分析

（一）規劃校務發展

組成信度  .713 因素負荷量

1.「能依據教育政策與學校特性訂定學校發展目標」 .70

2.「能評估學校的傳統與各種條件並結合學校特色」 .67

3.「能迎合教改潮流並檢視個人學校經營理念」 .70

4.「能結合師生及家長意見反應，並擬定、執行與檢核校務發展計畫」 .68

5.「能有效主持會議，並形成決議」 .56

6.「能將教育政策及法令傳達給學校成員與家長了解」 .66

（二）強化行政管理

組成信度  .765 因素負荷量

7.「能訂定校園危機處理程序及任務編組」 .62

8.「能了解並有效指導各處室業務」 .62

9.「能充分提供教師教學資源」 .67

10.「能應用資訊設備，提高學校行政效率」 .69

11.「能依校務發展計畫有效執行預算」 .76

12.「能妥善規劃學校行政與課務人力配置」 .72

13.「能開闢學校成員發展平臺，鼓勵學校成員努力與成就」 .66

（三）領導課程教學

組成信度  .798 因素負荷量

14.「能引導教師進行課程發展與設計」 .74

15.「能落實課程發展委員會的功能與任務，促進學校課程發展」 .7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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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導課程教學

組成信度  .798

16.「能引導教師進行教室觀察」 .80

17.「能提升教師教學成效，增進學生學習品質與學習表現」 .67

18.「能妥善規劃學校教師進行同儕教學視導」 .84

19.「能妥善規劃專業學習社群，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78

20. 能訂定具體評鑑指標，有效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 .76

（四）學生適性輔導

組成信度  .762

21.「定期檢核輔導工作計畫，導引輔導工作目標與內涵」 .81

22.「能透過學習社群增進教師輔導專業知能」 .77

23.「能規劃學生學習輔導及補救教學」 .72

24.「激發教師輔導熱忱，營造友善的校園」 .65

25.「追蹤檢核輔導網絡及實施成效，提升學校輔導工作效能」 .84

26.「能有效落實三級輔導制度」 .78

（五）建立公共關係

組成信度  .789

27.「能先與校內教職員工共同討論，以形成學校公共關係政策之共識」 .64

28.「能策劃並引導學校參與社區服務活動」 .77

29.「能引導家長及社區了解學校教育目標」 .77

30.「能引導家長及社區參與協助學校教育活動」 .78

31.「能促進校際交流與國際交流」 .71

32.「能與大眾媒體良好互動，塑造學校形象」 .71

33.「能與政府、民意代表與議會保持良好互動關係」 .67

表 1　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指標量表信效度分析（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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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專業責任

組成信度  .785 因素負荷量

34.「能引導教師了解專業發展的責任績效」 .78

35.「能鼓勵並帶領學校成員進行團隊學習」 .78

36.「能鼓勵並帶領教師從事行動研究」 .74

37.「能具備學校行政領導知能」 .67

38.「能積極參與各項專業進修活動」 .76

39.「能與校內教師討論專業成長理念與實務」 .81

40.「能具備國際視野，了解世界各國教育脈動」 .76

（七）培養綜合能力

組成信度  .740 因素負荷量

41.「能培養具有自我省思批判與論述之專業知能」 .75

42.「能涵養廉能高尚品德，精進社會責任與人格陶冶」 .74

43.「能創新學校發展特色」 .62

44.「能了解當前國家教育政策，落實強化執行」 .72

45.「能評估學校發展現況，了解學校發展需求」 .76

46.「能傾聽他人意見，並以同理心表達個人感受」 .74

47.「能掌控自我情緒表達，並兼具挫折容忍力」 .76

四、分析方法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描述受試者對於「校務經營」中「規劃校務發展」、「強化行政管理」、「領

導課程教學」、「學生適性輔導」與「建立公共關係」，以及「校務經營能力」中「發

展專業責任」與「培養綜合能力」等構面之平均數與標準差。

（二）T 檢定（t-test）

以 T 檢定（t-test）考驗不同「性別」與「任職階段」國小校長對「校務經營」

表 1　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指標量表信效度分析（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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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務經營能力」的差異情形。

（三）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考驗不同「學歷」、「年齡」、「服

務年資」、「學校規模」、「學校區位」對「校務經營」與「校務經營能力」的

差異情形。若分析結果 F 值達顯著差異水準時，再進行 Scheffe＇法做事後比較，

以了解差異情形。

（四）決策樹（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回顧過去相關文獻，有關教育組織效能的需求評估時，多以單一線性模型進

行分析，但對於綜合性評估影響組織效能的主要因素，相關研究仍無一致性的看

法。故本研究在以評估國小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的前提下，利用決策樹 CART

分類演算法（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綜合性評估各項因素（自變項）

對於國小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依變項）的影響，解決過往線性模式分析對於

因素影響程度的不確定性。

本研究以 SPSS modeler16 版軟體進行分類與迴歸樹（CART）建立分類模型，

以了解地方教育教育視導績效的相關因素，並區辨不同地方視導人員專業能力高

低之解釋路徑。決策樹的主要功能為探索及預測（Berry & Linoff, 1997, 2000），

其概念來自於認為每一事件都可能是由兩個或多個事件影響，進而形成不同結果。

利用機器學習的方式，藉由資料以自動找出分類者之特徵與影響決策關鍵因素

（Steinberg & Cardell, 2016）。

本研究是藉由分類已知的實例（instance）來建立一個樹狀結構，並從中歸納

出實例裡、類別欄位與其它欄位間的隱藏規則，所產生出來的決策樹，作為樣本

的預測。

本研究進行分類樹的建構時，是以 CART 建構決策樹，並以 Gini 係數做為決

定分支樹準則，在每個分支節點進行資料分隔，建立一個二分式的決策樹，已決

定最佳分支變數。而 CART 最大的特色除了為二元分支演算法外，同時能處理連

續變項與名目變項的分類（簡禎富、許嘉裕，2014）。較符合本研究所探究的目

標變項為教育視導績效屬連續屬性資料，輸入變項為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包

含連續變項與名目變項的研究需求。

CART 在樹狀結構長成以後，會對長成的樹進行分類正確率的評估（Breiman, 

Friedman, Olshen, & Stone, 1984）。生長完的樹，如果想要避免樹狀結構過於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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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進行修剪，修剪的方式視效標變項及不純度量測的方式有所不同，主要是以考

量分類正確與否的風險值（risk）大小進行設定（江羿臻、林正昌，2014；Witten 

& Frank, 2005）。本研究進行 CART 分析時主要使用 k 疊交互驗證法（k-fold cross 

validation），乃經過以下三個步驟：（1）以全體樣本產生分類模型，建構出最大

樹狀結構：使用 Gini 為分割準則，本研究將分支母節點（parent node）的最少樣

本數設為 200 人，最後產生的子節點（child node）的最少樣本數設為 100 人；（2）

採用 k 疊交互驗證法評估分類模型的正確率，將其值設為 10；（3）事後修剪規則

是採用最大風險差異法（maximum difference in risk），並將其值設為 0，以產生

最小風險值的樹狀結構。當利用訓練資料完成決策樹建構，CART 利用成本複雜性

修剪法，降低不必要的分支（簡禎富、許嘉裕，2014）。

誠如上述，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針對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與校務經營專業

能力之現況進行資料蒐集。本研究於完成問卷調查資料分析後，針對研究發現與

研究文獻之理論及相關研究反覆討論，尋求支持研究結果的脈絡與價值，以作為

撰寫本研究結論與建議之參考。

肆、研究結果

以下針對國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現況與專業能力及其影響因素分析結果，進

行敘述。本段共分為三節，包含國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現況、校務經營能力現況

與影響校務經營關鍵因素分析。

一、校務經營現況分析

以描述性分析進行現況分析發現，國民小學校長普遍對於校務經營持正向態

度。整體而言，校長對於「規劃校務發展」認知程度最高，平均數為 4.59，其次

是「強化行政管理」，平均數為 4.52。認知程度最低的是「建立公共關係」，平

均數為 4.34（詳見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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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校務經營因素描述性分析

校務經營因素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規劃校務發展 2073 4.59 .389

強化行政管理 2073 4.52 .404

領導課程教學 2071 4.43 .485

學生適性輔導 2071 4.47 .465

建立公共關係 2061 4.34 .486

在以各校務經營因素與填答者背景變項進行變異數分析，分析結果發現，不

同校長性別、任職階段、學校規模與學校區位對於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認知具有顯

著差異。女性校長對於課程教學與學生輔導在校務經營中，認知程度較男性校長

高。任職階段為初任校長對於課程教學與公共關係在校務經營中，認知程度較續

任校長高。以上是校長個人背景變項部分。至於在學校變項中，學校規模為大型

學校或都市學校，在所有校務經營因素中，認知程度較其他類型學校高（詳見表

3）。

表 3　校務經營類別分析

規劃校務發展 強化行政管理 提升課程教學 落實學生輔導 建立公共關係

F 值 P 事後比較F 值 P 事後比較 F 值 P 事後比較 F 值 P 事後比較 F 值 P 事後比較

性別 .321 .571 1.159 .730 24.227 .000 女 > 男 10.874 .001 女 > 男 2.643 .104

學歷 .380 .642 1.627 .197 .063 .939 .667 .513 .505 .604

年齡 .642 .633 .420 .794 3.299 .011 .385 .819

服務年資 .379 .823 .913 .457 .405 .805 2.686 .032

任職階段 3.723 .054 1.793 .181 5.684 .017初任 > 續任 1.374 .241 10.788 .001 初任 > 續任

學校規模 10.835 .000大型 > 小型 6.163 .002 大型 >
小型

7.395 .001大型 > 小型 14.873 .000大型 > 小型 6.094 .002 大型 > 小型

學校區位 6.734 .001 都市 > 偏

遠、鄉鎮
4.632 .010 都市 >

偏遠
4.200 .015都市 > 偏遠 11.312 .000都市 > 偏遠 3.214 .040 都市 > 偏遠

註 1：性別與任職階段採 t-test，其於變項採 ANOVA 分析

註 2：顯著性 p < .05，代表差異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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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分析

探究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分析結果顯示，校長對於自我校務經營專業能

力持正向態度。而有關校長校務經營必須能力：發展專業責任，其平均數為 4.46。

而校長校務經營將需要的能力：培養綜合能力，其平均數為 4.60（詳見表 4）。

表 4　校長校務經營能力描述性分析

校長校務經營能力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發展專業責任 2071 4.46 .467

培養綜合能力 2075 4.60 .408

在以校長校務經營能力因素與填答者背景變項進行變異數分析，分析結果發

現，不同校長性別、任職階段、學校規模與學校區位對於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能力

認知具有顯著差異。女性校長對於發展專業責任與培養綜合能力在校務經營能力

中，認知程度較男性校長高。任職階段為初任校長對於培養綜合能力在校務經營

能力中，認知程度較續任校長高。以上是校長個人背景變項部分。至於在學校變

項中，學校規模為大型學校或都市學校，在所有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能力因素中，

認知程度較其他類型學校校長高（詳見表 5）。

表 5　校長校務經營能力類別分析

校長校務經營能力 發展專業責任 培養綜合能力

F 值 P 事後比較 F 值 P 事後比較

性別 27.669 .000 女 > 男 20.693 .000 女 > 男

學歷 .272 .766 .031 .969

年齡 1.001 .094 .886 .414

服務年資 1.047 .372 .302 .879

任職階段 2.992 .084 5.327 .021 初任 > 續任

學校規模 14.339 .000 大型 > 中型 > 小型 20.304 .000 大型 > 中型 > 小型

學校區位 11.217 .000 都市 > 鄉鎮 > 偏遠 17.193 .000 都市 > 鄉鎮 > 偏遠

註 1：性別與任職階段採 t-test，其於變項採 ANOVA 分析

註 2：顯著性 p < .05，代表差異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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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採取決策樹分類演算法，研究結果發現，當國小校長校務經營專

業能力進行評估時，並以不同的類別變項與觀察變項進行評估時，最大樹狀深度

為 5，結點數量為 30，終端節點數為 15，預測率為 63.483，在此條件下國小校長

校務經營約有 15 種不同程度的專業能力，依據調查結果加總 15 項能力職分數，

除以 2,066（樣本數），得到平均數 63.4831，低於平均數視為低效能，有 7 類型，

高於平均數視為高效能，有 8 種類型（詳見表 6、圖 2）。

表 6　決策樹模式摘要

規格 成長方法 CART（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s）

樣本數 2,066

依變數 校長校務經營能力（平均數：63.4831）

自變數 類別變項：性別、學歷、年齡、服務年資、任職階段、

學校規模、學校區位。

觀察變項：規劃校務發展、強化行政管理、領導課程教

學、學生適性輔導、建立公共關係。

最大樹狀結構深度 5

父節點中最少觀察值個數 200

子節點中最少觀察值個數 100

結果 所包含的自變數 學生適性輔導，領導課程教學，強化行政管理，規劃校

務發展，建立公共關係。

節點數量 24

終端節點數量 12

深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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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能力決策樹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學生適性輔導是影響國小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的主要因素，

其他包含：領導課程教學、強化行政管理、規劃校務發展與建立公共關係。而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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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與學校背景因素，在分析模型中被排除。顯示本研究所探討的背景變項，並不

影響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

其次，最高校務經營效能的校長，其校務經營特徵包含首先在學生適性輔導

與領導課程教學為首要任務，其次在於建立公共關係，最後強化行政管理。校務

經營校能較低的校長，在校務經營上的特徵包含：對於學生適性輔導、建立公共

關係與領導課程教學態度較不積極。本研究探討之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分類路

徑，詳見表 7。

表 7　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能力影響因素 CART 分類模型規則

類別 葉部節點 校務經營效能 分類條件

1：低校務經營效能 7 54.631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建立公共關係 =<28.5

AND：領導課程教學 =<27.5

THEN：樣本數 149，總人數 7.2%

2：低校務經營效能 15 57.674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建立公共關係 =<28.5

AND：領導課程教學 >27.5

AND：強化行政管理 =<30.5

THEN：樣本數 273，總人數 13.2%

3：低校務經營效能 16 60.766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建立公共關係 =<28.5

AND：領導課程教學 >27.5

AND：強化行政管理 >30.5

THEN：樣本數 111，總人數 5.4%

4：低校務經營效能 17 58.701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建立公共關係 >28.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1.5

AND：學生適性輔導 =<24.5

THEN：樣本數 97，總人數 4.7%

5：低校務經營效能 28 61.675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建立公共關係 >28.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1.5

AND：學生適性輔導 >24.5

THEN：樣本數 191，總人數 9.2%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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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葉部節點 校務經營效能 分類條件

6：高校務經營效能 19 64.171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領導課程教學 =<28.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1.5

THEN：樣本數 129，總人數 6.2%

7：低校務經營效能 20 63.023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領導課程教學 =<32.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0.5

THEN：樣本數 174，總人數 8.4%

8：高校務經營效能 21 66.070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領導課程教學 =<32.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0.5

AND：規劃校務發展 =<27.5

THEN：樣本數 71，總人數 3.4%

9：高校務經營效能 21 66.362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領導課程教學 >32.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1.5

THEN：樣本數 196，總人數 9.5%

10：高校務經營效能 22 67.290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領導課程教學 >32.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0.5

AND：學生適性輔導 =<28.5

THEN：樣本數 62，總人數 3%

11：高校務經營效能 23 68.118 I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領導課程教學 >32.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0.5

AND：學生適性輔導 =<28.5

AND：強化行政管理 =<33.5

THEN：樣本數 51，總人數 2.5%

12：高校務經營效能 23 69.577 I IF：學生適性輔導 >26.5

AND：領導課程教學 >32.5

AND：建立公共關係 >30.5

AND：學生適性輔導 =<28.5

AND：強化行政管理 >33.5

註：類別 1-12 是依據圖由左至右出現的節點順序進行編號

表 7　國小校長校務經營能力影響因素 CART 分類模型規則（續）



國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關鍵影響因素之探究蔡明學　黃建翔 157

本研究結果認為，校務經營關鍵因素在於「學生適性輔導」，此結果與部分

研究頗具有一致性（蔡明學，2011；臺北市政府教育局，2004；Beardsley, 2008；

Newell & Van-Ryzin, 2007）。可進一步解釋，專業化能力較高的校長，較著重於

學生的適性輔導，透過校長關注學生學習發展，便能有效激發教師專業教學與輔

導熱忱，以提供學生適性發展的機會。次要因素則為「領導課程與教學」，如同

相關學者認為（林明地，2010；陳木金等，2011；黃建翔、吳清山，2012；蔡進雄、

龔素丹，2012；Day & Leithwood, 2007），校長能鼓勵教師建立專業學習社群，透

過分享來改進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及教學評量，並適時提供課程教學適當的資源，

領導教師在課堂之良好教學活動，以確保學校課程教學品質，增進學校效能。

伍、結論與建議

教育的主體是學生，學校做為學生學習的主要場所，其教育效能攸關學生身

心之發展。在資訊時代來臨與少子化的趨勢下，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如何有效

地處理學校問題，並配合時代發展，建立學校特色，展現有效及適當的正向能量。

因此，針對本研究目的，歸納我國民小學校長校務經營專業能力之現況與探究校

長校務經營關鍵因素。

一、結論

（一）國小校長對於校務經營與自我專業能力，持較正向態度。但會因學校

所在區位產生認知差異

本研究分析國小校長校務經營現況，共分為五大構面進行評析，依序是「規

劃校務發展」、「強化行政管理」、「領導課程教學」、「學生適性輔導」與「建

立公共關係」。分析結果顯示，國小校長再對於這五項校務經營指標都具有高度

的正向認知，顯示我國國小校長對於目前校務經營具有良好的實務成效。

現況分析可發現，整體而言，校長較為肯定目前校務經營中在「規劃校務發

展」的成效，其次是「強化行政管理」。顯示校長對於學校經營中的行政事務，

持較高的正向態度。認知程度最低的是「建立公共關係」，亦顯示校長們較專著

於校內工作，對於外部組織經營表現不如內部控管。另外，分析中顯示不論是校

長校務經營與自我專業能力，大型都市學校校長認知顯著高於偏遠小型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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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對於自我綜合能力認知高於教育專業責任

分析結果顯示，校長對於自我校務經營專業能力持肯定的正向態度。而再必

須能力與將需要能力的比較上，校長校務經營培養綜合能力（將需要的能力）其

認知程度高於教育專業責任（必須能力）。顯示校長對於自我涵養廉能高尚品德，

精進社會責任與人格陶冶，能掌控自我情緒表達，兼具挫折容忍力等個人綜合能

力的培養獲得較高的認同；相較於以上，鼓勵並帶領學校教師從事行動研究，校

長們普遍認為較不重要，提供參酌。

（三）校務經營關鍵因素在於學生適性輔導與領導課程教學

透過決策樹分析結果顯示，校務經營共有不同程度 15 條路徑，本研究再樹狀

結構深度為五層的條件下，校長專業能力值較高的校長教專著於學生適性輔導與

領導課程教學，其次在於建立公共關係，最後強化行政管理。校長專業能力值較

低的校長，對於學生適性輔導、建立公共關係與領導課程教學等面向上，實踐程

度較低。而校長個人背景變項（包含年齡、學歷、工作年資…等）與學校背景變

項（學校規模、學校區位與班級學生數等）等，影響校務經營成效有限。

二、建議

根據以上結論，茲對於校長評鑑提出以下建議，俾供主管教育行政機關、高

中校長與後續研究者之參考。

（一）國小校長評鑑應重點關注於學生輔導

本研究發現，校長校務經營專業化能力較佳的校長，故校長評鑑首要關注學

生相關輔導工作。國小教育是教育的基礎，是孩子接受正規教育的起點。在不放

棄任何一個孩子的前提下，學生適性輔導，不論在課業或行為規範給與適時的協

助，在校務經營上有其重要性。

（二）其次，著重建立校園內部經營共識，關注課程教學

本研究發現，專業能力較佳的校長，除植基於學生適性輔導外，如何提升課

程與教學的能量，亦為校長校務經營的重要途徑。課程教學是教師工作的主體，

其工作任務在於傳遞知識給學生，故校長如何引導教師進行課程發展與設計，落

實課程教學，規劃專業學習社群，進行同儕教學視導，以達增進學生學習品質與

學習表現之目標。

（三）結合校務經營需求，建構校長評鑑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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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校長評鑑內涵與校務經營息息相關，而校長專業能力左右學校

校務經營的成效。但每位校長所處的職涯階段及學校條件都不同，其對校務經營

專業能力需求自然不盡相同。本研究也發現國小校長校務經營發展路徑可分為 15

種類型，可以在這 15 種路徑下，發展不同系統的專業發展體系，配合校長的職能

模型理論，如成人學習理論及生涯發展理論的立論依據，進行系統性、整體性及

實用性的校長未來力之發展，則不僅能提供校長有效的專業發展，為學校開創卓

越的辦學績效，更能提升整體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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