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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之關係。研究方法採調查研

究法，以自編之「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關係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問卷經預

試、項目分析與因素分析後再進行信度考驗，其中「校長領導行為量表」之總量表

Cronbach's α值為0.965及「教師工作投入量表」之總量表Cronbach's α值為0.948, 

研究對象為彰化縣9所公立高職編制內教師，每所學校抽取主任、組長5位，教師15位，

共180位樣本，回收有效問卷共計152份，有效問卷回收率為84 %。量表施測後，將所

得之資料以單因子變異數、t 考驗等統計方法進行進資料分析。本研究結果為（1）公立

高職校長領導行為之現況屬中上程度，其中以「魅力影響」感受程度最高。（2）公立高

職教師工作投入之現況屬中上程度，其中以「工作評價」感受程度最高。（3）擔任職務

及服務年資不同的教師對校長領導行為的知覺有顯著差異。（4）服務年資不同的教師對

教師工作投入的知覺有顯著差異。（5）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呈顯著相

關。 

 

關鍵詞：公立高職、領導行為、工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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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長久以來，校長領導效能與教師教學品質一直是教育工作者與社會各界所關心的問

題。一所學校的教育要成功，唯有校長與全體教師認同學校教育的理念與目標，願意努力

付出，方能達成教育成效。目前國內正處於轉型的社會中，教育政策時有重大的變革，如

何建立有效的領導，以促進教育的革新與進步，乃是值得探討的問題。最近幾年台灣地區

也做了這方面的相關研究，探討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的議題。例如：陳東星（2004）

研究屏東縣國小校長領導風格與教師工作投入關係，發現校長領導的風格模式，深深影響

學校組織氣氛與教師工作投入的程度。侯志偉(2009)研究台南市國中學校創新經營與教師

工作投入之關係研究，以校長領導風格、行政服務品質及教師專業成長為干擾變項，發現

學校創新經營對教師整體工作投入有正向影響，而且對教師工作投入的四個構面─參與、

專注、認同、樂趣亦有正向影響。此外，當校長領導風格的倡導與關懷行為程度越高、行

政服務品質表現越佳、教師專業成長的表現越好時，學校創新經營對教師整體工作投入與

對教師工作投入的四個構面─參與、專注、認同、樂趣的正向影響越大。目前校長領導行

為與教師工作投入議題的研究都針對國中或國小，尚無針對高中職的研究，故本研究將針

對彰化縣所有公立高職進行實徵研究，探討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之關係。  

 

貳、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學校組織面對社會脈動的變遷，校長是學校組織的領導者，學校行政組織的運作能充

分配合及提供適時資源來發揮學校的效能，進而達成學校目標。行政組織要能運作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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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具有關鍵性的地位，對於校務行政推展亦負有領導之責。校長是學校組織的領導者、

溝通協調者、輔導監督者，亦是政策的規劃、制定推動與執行者，扮演著整個學校組織領

頭羊的角色。在迎接教育改革的同時，學校組織領導人不僅要調整本身的價值與態度，在

學校經營理念上，必須超越傳統的舊思維，找出求新求變求發展的新方向； 以更創新更彈

性的方式，規劃學校環境，更有效率的行政運作，提供最佳的教育品質。 

    每位校長有其不同的領導方式，不同的領導行為對教師的工作士氣、工作滿意度、學

生的成就、社區的參與支持等學校效能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瞭解目前校長運用領導行

為的現況及其差異情形是本研究動機之一。 

    教師對工作的投入與否，不僅表現出個人對教學工作的價值與認同，更對於工作價值、

組織效能、教師教學效能和學生學習成就有直接相關，足見工作投入對教師本身、教學工

作或學校組織都具有深遠的影響。教師站在教學的第一線，教學表現良窳和工作投入程度

對教育品質影響甚鉅。不同的校長領導行為，將形塑出學校不同的工作氣氛，校長的領導

作為是否影響老師的工作投入？教師的工作投入是否影響校長的領導作為？此等相關問題

對學校效能均有不同程度之影響，故而探討教師工作投入的現況，乃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綜合言之，校長是整個學校的領導者，是落實國家教育政策，實現學校教育目標的重

要關鍵人物，而教師是達成此任務的主要執行者，教師工作投入亦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是故，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之探討為本研究之主要動機。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之

關係，其具體目的如下： 

(一) 瞭解高職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的現況。 

(二) 分析不同背景變項在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的差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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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討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之相關情形。 

参、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有效達成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進行相關資料蒐集與分析。 

 

一、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彰化縣9所公立高職編制內教師為研究母群，共1378位教師。研究樣本每校

委請一位負責人採「立意抽樣」的方式，抽取不同職務別之教師來進行問卷的施測，每所

學校抽取主任或組長5位，教師15位，共180位樣本。發出180份正式問卷，總計回收165份，

回收率達92%，剔除無效問卷13份(填答不完整、或是勾選相同答案者)後，有效問卷共計152

份，有效問卷回收率為84 %。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編之「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關係調查問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包含三個部份：「基本資料」、「校長領導行為量表」及「教師工作投

入量表」。量表採用李克特式(Likert-type) 五點量表，計分從「完全不符合」到「完全

符合」依序遞增，分別給予1、2、3、4、5的分數。其中，該層面得分愈高，代表該層面的

表現愈明顯；相反的，該層面得分愈低，代表該層面的表現愈薄弱。 

本問卷之編製是依據相關文獻探討並參考相關問卷後，將之改編形成本研究初步測量

工具，先進行專家內容效度及預試問卷的施測，回收預試問卷後，再進行項目分析、因素

分析及信度分析。刪除不適用題目後，形成本研究之正式問卷的研究工具，正式問卷如附

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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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項目分析 

採用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法加以檢定，將所有受試者在預試問卷的原始分數加計總分

後依高低分排序，再選取最高分與最低分各27%為高分組和低分組，進行高、低分組在某題

得分平均數差異顯著性檢定，分別求出求出每一題項的決斷值（critical ratio,簡稱CR），

做為篩選題目之依據，從中選取顯著水準達.01且CR 值在5.0 以上的題目。除了以CR 值來

挑選題項外，亦作「同質性考驗」，求題項與總分的相關，從兩者相關係數大小作判別，

從中選取顯著水準達.01 且相關係數超過.5 以上的題目，刪除不符標準之題目。此外，也

作校正題項與總分相關之同質性考驗，選取在.5 以上的題目。本問卷之「校長領導行為量

表」及「教師工作投入量表」所有題目決斷值皆達5.0以上、r值及校正題目與總分相關值

皆大於.50，故所有題目皆保留，無刪題。 

（二）因素分析 

在項目分析後，進行因素因析來建構問卷量表的效度，並驗證理論建構出來的層面正

確性。本研究問卷的因素分析採主成份分析法與最大變異法轉軸，據王保進(2002：587)指

出，KMO值在0.70以上，則有中度以上的因素分析適當性。本研究的「校長領導行為量表」

KMO值0.949為及「教師工作投入量表」KMO值為0.937，可進行因素分析，依因素分析的結

果修正調整題目原先的層面設計。  

（三）信度分析 

    在因素分析後，進一步採用Cronbach's α係數(內部一致性)考驗本問卷的信度。其中

「校長領導行為量表」之總量表Cronbach's α值為0.965及「教師工作投入量表」之總量

表Cronbach's α值為0.948, 顯示該問卷內部一致性度良好。 

肆、資料分析結果 

本研究旨在探討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的現況，經SPSS統計軟體分

析後，其結果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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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立高職校長領導行為之現況分析 

由表1可得知公立高職教師知覺校長領導行為各層面的得分情形：就整題層面而言，

公立高職教師知覺校長領導行為平均得分為 3.784 分，介於五點量表中的「部分符合」

與「大部分符合」之間，屬於中上程度。其中「共同願景」層面單題平均數M=3.718；「個

別關懷」層面之單題平均數M=3.686；「潛能激發」層面之單題平均數M=3.772；「魅力

影響」層面之單題平均數M=3.816，為分層面中最高，亦即公立高職教師目前在校長領導

行為各層面的知覺中以「魅力影響」感受最深。郝靜宜(2008)對高中職校長領導行為的

研究顯示，以「魅力影響」層面平均得分最高，此結果與本研究相同。至於「個別關懷」

的分數較低，推論其原因可能是適逢教育改革年代，教育政策更迭頻繁，校長須參與許

多會議及各項教育評鑑，與教師相處的時間相對減少，因此讓教師較難感受到校長的「個

別關懷」。 

表1 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各層面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人數 總分 標準差 題數 每題平均得分 

1.共同願景 152 18.59  2.796   5    3.718 

2.魅力影響 152 19.08  3.053   5    3.816 

3.個別關懷 152 18.43  3.259   5    3.686 

4.潛能激發 152 18.86  2.924   5    3.772 

整體校長領導行為 152 74.96 10.985  20    3.748 

 

二、公立高職教師工作投入之現況分析 

由表2可得知公立高職教師知覺教師工作投入各層面的得分情形：就整題層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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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立高職教師知覺教師工作投入平均得分為 4.001 分，介於五點量表中的「完全符合」

與「大部分符合」之間，屬於中上程度。「工作專注」層面單題平均數M=3.948；「工作

樂趣」層面之單題平均數 M=3.94；「工作評價」層面之單題平均數 M=4.114，為分層面

中最高，亦即公立高職教師目前在教師工作投入各層面的知覺中以「工作評價」感受最

深。陳東星(2004)對國小教師工作投入的研究顯示，在「工作樂趣」層面的得分最高，

此結果與本研究相左。其原因可能為研究對象差異所致，國小教師的教學內容較重視基

本能力的啟發，課程內容會融入適當的活動，教師較能從中獲得樂趣與成就感;而高中職

教師的教學內容較重視專業能力的培養，教師需花較多心力準備較深入的課程，教師較

重視其獲得的評價。 

表2 公立高職教師工作投入各層面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人數 總分 標準差 題數 每題平均得分

1.工作專注 152 19.74 2.59  5 3.948 

2.工作評價 152 20.57 2.906  5 4.114 

3.工作樂趣 152 19.7 2.93  5 3.94 

整體教師工作投入 152 60.01 7.533 15 4.001  

 

三、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在知覺校長領導行為上之差異情形 

本節分別以t考驗(t-test)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比較分析不同教師背景變項，

如：性別、年齡、最高學歷、擔任職務、服務年資等在校長領導行為之整體及各分層面

之差異情形。在t考驗(t-test)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前，先進行變異數同質性檢定，發

現所有Levene檢定之顯著性p＞.05，顯示變異數同質假設成立。若檢定結果達到顯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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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再以雪費法(Scheffē  method)做事後比較，確定組別間的差異情形，如表3所示，

並將結果分析如下。 

 (一)教師性別 

1、就整體而言 

在整個層面上，不同性別的教師看法未達顯著差異（t=1.187，p＞.05）。 

2、就分層面而言 

在「共同願景」（t=0.943，p＞.05）、「魅力影響」（t=1.516，p＞.05）、「個

別關懷」（t=0.964，p＞.05）、「潛能激發」（t=0.902，p＞.05）四個層面上，不同

性別的教師看法均未達顯著差異。 

(二)教師年齡 

1、就整體而言 

在整個層面上，不同年齡的教師看法未達顯著差異（F=0.637，p＞.05）。 

2、就分層面而言 

在「共同願景」（F=0.363，p＞.05）、「魅力影響」（F=0.61，p＞.05）、「個別

關懷」（F=0.87，p＞.05）、「潛能激發」（F=0.807，p＞.05）四個層面上，不同年齡

的教師看法均未達顯著差異。 

(三)教師最高學歷 

1、就整體而言 

在整個層面上，不同學歷的教師看法未達顯著差異（F=0.044，p＞.05）。 

2、就分層面而言 

在「共同願景」（F=0.211，p＞.05）、「魅力影響」（F=0.195，p＞.05）、「個

別關懷」（F=0.066，p＞.05）、「潛能激發」（F=0.227，p＞.05）四個層面上，不同

學歷的教師看法均未達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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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擔任職務 

1、就整體而言 

在整體層面上，不同職務的教師看法達顯著差異（F=4.538，p＜.01），再進一步經事

後比較，結果發現「教師兼導師」＞「專任教師」，顯示擔任不同職務的教師在公立高職

校長領導行為的知覺上，有明顯的差異存在。此結果與蔡淇華(2009)的研究結果相同，推

論其原因可能是導師參與學校相關會議機會較多，與校長接觸的頻率較高，溝通的機會也

較多，較能感受到校長的領導理念及激勵，因此得分高於專任教師。 

2、就分層面而言 

在「共同願景」層面（F=2.247，p＞.05）F檢定未達顯著差異。在「魅力影響」層面

（F=4.008，p＜.01）F檢定達顯著差異，再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教師兼主任」＞「專

任教師」。 在「個別關懷」層面（F=4.312，p＜.01）F檢定達顯著差異，再進行事後比較，

結果發現「教師兼導師」＞「專任教師」。在「潛能激發」層面（F=4.291，p＜.01）F檢

定達顯著差異，再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教師兼組長」＞「專任教師」。此結果與郝

靜宜(2008)的研究相同，推論其原因為導師參與學校各項活動的機會較多，故在本質上就

較專任教師能夠感受校長的「個別關懷」行為。而且兼任行政職的人員對校長的校務經營

較為明瞭，也較有機會近距離接觸到校長，因而較能感受到校長的「魅力影響」行為。組

長是行政工作第一線的人員，每天處理許多行政事務，故較能感受到校長的「潛能激發」

行為。 

 

(五)教師服務年資 

1、就整體而言 

在整個層面上，不同服務年資的教師看法達顯著差異（F=3.941，p＜.05），再進一步

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5年以下」＞「6-10年」，顯示不同服務年資的教師在公立高職校

長領導行為的知覺上，有明顯的差異存在。此結果與郝靜宜(2008)的研究相左，其認為年

長與資深的教師歷經多任校長，對各類型校長的行政模式與領導行為，能夠建立自我的比

較標準，故能夠有較深刻的體認;而本研究認為，近年來教師兼任行政的意願較低，一般學

校會請新進或在校年資較淺的教師擔任行政或導師的工作，所以在校資歷較淺的教師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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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校長的領導行為。 

2、就分層面而言 

在「共同願景」層面（F=3.406，p＜.05）F 檢定達顯著差異，再進行事後比較，結

果現「5年以下」＞「6-10 年」。在「魅力影響」層面（F=4.202，p＜.01）F 檢定達顯

著差異，再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5年以下」＞「6-10年」。 在「個別關懷」層面

（F=3.265，p＜.05）F檢定達顯著差異，再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5年以下」＞「6-10

年」。在「潛能激發」層面（F=2.269，p＞.05）F檢定未達顯著差異。 

表3 不同教師背景變項在知覺校長領導行為之差異性分析摘要表 

背景變項 共同願景 魅力影響 個別關懷 潛能激發 整體校長領導行為    備    註 

性別t值 0.943 1.516 0.964 0.902 1.187 

事後比較           

  

年齡F值 0.363 0.61 0.87 0.807 0.637 

事後比較           

  

最高學歷F值 0.211 0.195 0.066 0.227 0.044 

事後比較           

  

擔任職務F值 2.247 4.008
**
 4.312

**
 4.291

**
 4.358

**
 

事後比較   a>d c>d b>d c>d 

a.教師兼主任 

b.教師兼組長 

c.教師兼導師 

d.專任教師 

本校服務年資F值 3.406
*
 4.202

**
 3.265

*
 2.669 3.941

*
 

事後比較 a>b a>b a>b   a>b 

a.5年以下 

b.6~10年 

c.11~20年 

d.21年以上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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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教師背景變項在知覺教師工作投入上之差異情形 

本節分別以t考驗(t-test)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比較分析不同教師背景變項如：性

別、年齡、最高學歷、擔任職務、服務年資等在教師工作投入之整體及各分層面差異情形。

在t考驗(t-test)和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前，先進行變異數同質性檢定，發現所有Levene檢

定之顯著性p＞.05，確定變異數同質假設成立。若檢定結果達到顯著水準，再以雪費法

(Scheffē method)做事後比較，確定組別間的差異情形，如表4所示，並將結果分析如下。 

(一)教師性別 

1、就整體而言 

在整個層面上，不同性別的教師看法未達顯著差異（t=-0.413，p＞.05）。 

2、就分層面而言 

在「工作專注」（t=1.095，p＞.05）、「工作評價」（t=-0.043，p＞.05）、「工

作樂趣」（t=-0.242，p＞.05）三個層面上，不同性別的教師看法均未達顯著差異。 

(二)教師年齡 

1、就整體而言 

在整個層面上，不同年齡的教師看法未達顯著差異（F=2.102，p＞.05）。 

2、就分層面而言 

在「工作專注」（F=-0.881，p＞.05）、、「工作樂趣」（F=1.767，p＞.05）兩個

層面上，不同年齡的教師看法均未達顯著差異。在「工作評價」層面（F=2.686，p＜.05），

不同年齡的教師看法達顯著差異，再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未達顯著差異。 

(三)教師最高學歷 

1、就整體而言 

在整個層面上，不同學歷的教師看法未達顯著差異（F=1.865，p＞.05）。 

2、就分層面而言 

在「工作專注」（F=2.079，p＞.05）、「工作評價」（F=1.928，p＞.05）、「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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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樂趣」（F=1.006，p＞.05）三個層面上，不同學歷的教師看法均未達顯著差異。 

(四)教師擔任職務 

1、就整體而言 

在整個層面上，擔任不同職務的教師看法未達顯著差異（F=1.733，p＞.05）。 

2、就分層面而言 

在「工作專注」（F=2.31，p＞.05）、「工作評價」（F=1.693，p＞.05）、「工作

樂趣」（F=0.717，p＞.05）三個層面上，擔任不同職務的教師看法均未達顯著差異。 

(五)教師服務年資 

1、就整體而言 

在整個層面上，不同服務年資的教師看法達顯著差異（F=4.417，p＜.01），再進一

步經事後比較，結果發現「5年以下」＞「6-10年」、「21年以上」＞「6-10年」，顯

示不同服務年資的教師在公立高職教師工作投入的知覺上，有明顯的差異存在。此結果

與陳東星(2004)的研究相左;本研究認為新進教師剛進入新的教育職場，對教育工充滿熱

情，所以在校年資未滿5年的教師在工作投入的感受較深。但在校年資超過20年的又因

為對這裡的教育環境相當熟悉，且教學經驗非常豊富，已能完全掌握教學情境，故其在

教師工作投入亦較深。 

2、就分層面而言 

在「工作專注」層面（F=2.241，p＞.05）F 檢定未達顯著差異。在「工作評價」層

面（F=5.525，p＜.01）F 檢定達顯著差異，再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5 年以下」＞

「6-10年」、「21年以上」＞「6-10年」。 在「工作樂趣」層面（F=3.53，p＜.05）F

檢定達顯著差異，再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21年以上」＞「6-1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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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不同教師背景變項在知覺教師工作投入之差異性分析摘要表 

背景變項 工作專注 工作評價 工作樂趣 整體教師工作投入      備    註 

性別t值 -0.881 -0.043 -0.242 -0.413 

事後比較         

  

年齡F值 1.095 2.686* 1.767 2.102 

事後比較         

  

最高學歷F值 2.079 1.928 1.006 1.865 

事後比較         

  

擔任職務F值 2.31 1.693 0.717 1.733 

事後比較         

  

本校服務年資F值 2.241 5.525
**
 3.53

*
 4.417

**
 

事後比較   a>b,d>b d>b a>b,d>b 

a.5年以下 

b.6~10年 

c.11~20年 

d.21年以上 

*p<.05 **p<.01    

 

五、校長領導行為與教師工作投入之相關分析 

本節旨在分析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各層面與教師工作投入各層面之相關程度，以皮

爾遜積差相關法求出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各層面與教師工作投入各層面之相關係數，如

表5所示。 

由表5可得知，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整體層面，相關係數r 值

（.507），達到顯著水準，呈正相關。 

校長領導行為層面的「共同願景」與教師工作投入層面的「工作專注」（.411）、「工

作評價」（.411）與「工作樂趣」（.372）均達到顯著水準，呈正相關。校長領導行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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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魅力影響」與教師工作投入層面的「工作專注」（.420）、「工作評價」（.519）

與「工作樂趣」（.408）均達到顯著水準，呈正相關。校長領導行為層面的「個別關懷」

與教師工作投入層面的「工作專注」（.371）、「工作評價」（.435）與「工作樂趣」（.360）

均達到顯著水準，呈正相關。校長領導行為層面的「潛能樂發」與教師工作投入層面的「工

作專注」（.430）、「工作評價」（.454）與「工作樂趣」（.378）均達到顯著水準，呈

正相關。此研究結果與陳東星(2004)的研究相同。由此可見，校長的領導行為確實對教師

的工作投入有所影響，而有效的領導須建立在相互信任與關懷的基礎上。易言之，校長的

領導行為愈正向，則教師工作投入的程度就愈高。 

表5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之相關分析摘要表 

教師工作投入 

變項 

工作專注 工作評價 工作樂趣

整體教師工作投入 

共同願景 .411
**
 .411

**
 .372

**
 .444

**
 

魅力影響 .420
**
 .519

**
 .408

**
 .503

**
 

個別關懷 .371
**
 .435

**
 .360

**
 .436

**
 

校
長
領
導
行
為 

潛能激發 .430
**
 .454

**
 .378

**
 .470

**
 

整體校長領導行為 .446
**
 .499

**
 .415

**
 .507

**
 

**p<.01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論 

根據上述資料分析結果，將各項結論分述如下： 

(一)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之現況屬中上程度，其中以「魅力影響」感受程度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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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體校長領導行為所呈現的分數（M＝3.748）接近五點量表中的「部分符合」到

「大部份符合」程度，可見公立高職教師所知覺的整體校長領導行為屬於中上程度。而

在校長領導行為分層面中以「魅力影響」（M＝3.816）層面得分最高。目前公立高職教

師對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分層面之感受程度高低依序為「魅力影響」＞「潛能激發」

＞「共同願景」＞「個別關懷」。 

(二)公立高職教師工作投入之現況屬中上程度，其中以「工作評價」感受程度最高 

在整體教師工作投入所呈現的分數（M＝4.001）接近五點量表中的「完全符合」到

「大部份符合」程度，可見公立高職教師所知覺的整體教師工作投入屬於中上程度。而

在教師工作投入分層面中以「工作評價」（M＝4.114）層面得分最高。目前公立高職教

師對公立高職教師工作投入分層面之感受程度依序為「工作評價」＞「工作專注」＞「工

作樂趣」。 

(三)擔任職務及服務年資不同的教師對校長領導行為的知覺有顯著差異 

在整個層面及分層面上，不同職務的教師對於校長領導行為看法達顯著差異，進一

步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整體層面上「教師兼導師」＞「專任教師」，在「魅力影響」

分層面發現「教師兼主任」＞「專任教師」，在「個別關懷」分層面，發現「教師兼導

師」＞「專任教師」，在「潛能激發」分層面，發現「教師兼組長」＞「專任教師」。

在整個層面及分層面上，不同服務年資的教師對於校長領導行為看法達顯著差異，進一

步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整體校長領導行為與「共同願景」、「魅力影響」、「個別關

懷」分層面，發現均為「5年以下」＞「6-10年」。 

(四)服務年資不同的教師對教師工作投入的知覺有顯著差異 

在整個層面及分層面上，不同服務年資的教師對於教師工作投入的看法達顯著差

異，進一步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整體教師工作投入與「工作評價」層面，發現均為「5

年以下」＞「6-10 年」、「21 年以上」＞「6-10 年」，在「工作評價」層面為「21 年

以上」＞「6-10年」。 

(五)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呈顯著相關 

在整體量表顯示，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整體層面皆達p＜.01的顯著正相

關，其相關係數為.507，表示校長領導行為愈佳，則教師工作投入知覺愈高。在校長領

導行為各層面上，亦與教師工作投入各層面達顯著正相關，其中以「魅力影響」與「工

作評價」相關最高，相關係數為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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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基於本研究目的與前述之研究結論，爰就公立高職校長部分，提出建議以供參考。 

(一)建立學校的共同願景  

共同願景是推動教育改革不可或缺的動力來源，根據本研究發現，教師對校長領導行

為「共同願景」層面持相當肯定的態度。因此，校長在推動校務，可以從學校教師個人的

教育願景出發，並能與學校其他同仁共同分享，最後凝聚共識，塑造學校的共同願景。  

(二)積極參與領導智能進修，培養主動關懷的行為 

根據本研究顯示，公立高職教師較不易知覺感受到「個別關懷」的領導行為。雖然公

立高職教師自主性高，且教育現場充滿各種挑戰需要去克服，身為學校領導者，宜學習傾

聽，並多鼓勵、關懷、肯定同仁，積極協助處理成員所遭遇的困難，助其發揮專業，提高

其自信心與成就感，進而提升學校效能。 

(三)透過行政輪替制與導師輪替制鼓勵教師參與學校事務 

  根據研究發現，目前公立高職兼任行政、導師的教師在知覺校長領導行為上，皆明

顯高於專任教師。校長在領導教師推動其治校理念時，應該讓教師依據各自不同的專業

才能，有擔任不同職務的機會。一方面可以讓教師體驗不同職務的工作性質、限制與成

就，增進對不同職務的瞭解與體諒；進一步，可以提昇教師對學校組織願景的共識，願

意為學校組織的共同願景繼續努力。 因此，學校可建立行政工作輪替制與導師輪替制，

積極鼓勵教師參與，讓教師可藉由行政或導師工作的參與，促使教師能在行政工作歷練

中成長，也能以更寬廣的角度來思考教育問題。 

(四)展現積極正面之領導行為，以提升教師工作投入 

根據研究發現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無論在分層面和整體層面均 

呈著正相關。亦即教師知覺校長領導行為的問卷得分愈高，整體工作投入愈高，在工作

樂趣、工作評價、與工作專注三個層面的得分亦愈高。換言之，校長應從校園情境中，

體察如何運用共同願景、魅力影響、潛能激發及個別關懷的領導行為，並融合校園文化

及學校組織特性，以提昇教師工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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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公立高職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工作投入關係調查問卷 

第一部份：基本資料 (請您在適當的□內打「ˇ」) 

1.性別：（1）□ 男 （2）□ 女                                

2.年齡：(1) □ 30 歲以下(含 30 歲) (2) □ 31-40 歲           

(3) □ 41-50 歲            (4) □ 51 歲(含)以上 

3.最高學歷：(1) □ 師範校院畢業                              

(2) □ 一般大學(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修習教育學程)畢業 

(3) □ 研究所 (含碩士、博士、四十學分班)畢業 

4.本校服務年資：（1）□ 5年(含)以下（2）□ 6~10 年           

（3）□ 11~20年    （4）□ 21年(含)以上 

5.擔任現職： （1）□ 教師兼主任    （2）□ 教師兼組長 

（3）□ 教師兼導師    （4）□ 專任教師 

 

第二部份：校長領導行為問卷 

此部分共有20題，每一題有5 個選項，請根據您對貴校校長領導行為的實際觀 

感在適當的□內打「ˇ」 

完大部大完 

全    多全 

多分不不 

符符符符符 

合合合合合  

1.校長能依據學校教育目標，擬定具體的校務發展計畫。…………□□□□□ 

2.校長能整合教職員同仁意見，為實現願景目標而努力。…………□□□□□ 

3.校長能掌握學校未來發展的方向，突破學校困境，達成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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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目標。……………………………………………………………□□□□□ 

4.校長經常與同仁討論發展學校特色的作法與策略。………………□□□□□ 

5.校長經常利用各種溝通管道向師生表達其辦學理念。……………□□□□□ 

6.校長凡事以身作則，為全校師生樹立典範。………………………□□□□□ 

7.校長做事有魄力、有擔當，深得同仁的敬佩與讚賞。……………□□□□□ 

8.校長與師生談話時，常帶著親切自信的笑容。……………………□□□□□ 

9.校長知人善任，能用人唯才。………………………………………□□□□□ 

10.校長有高尚的人品與操守，深得師生的敬重。……………………□□□□□ 

11.校長對師生有個別需求時，能給予適時的協助。…………………□□□□□ 

12.校長能察納雅言，聆聽同仁的心聲。………………………………□□□□□ 

13.校長待人親切和善，會主動與同仁噓寒問暖。……………………□□□□□ 

14.校長會以同仁的福利與需求為前提，替同仁設想。………………□□□□□ 

15.校長能協助同仁生涯規劃，並鼓勵其終身學習。…………………□□□□□ 

16.校長經常鼓勵教師，創新卓越，追求進步。………………………□□□□□ 

17.校長支持教師進修，期望教師能不斷的成長與進步。……………□□□□□ 

18.校長會以創新的方式思考，來處理學校問題。……………………□□□□□ 

19.校長會利用機會，推動教師專業學習，分享彼此成功經驗。……□□□□□ 

20.校長能對師生創新的表現給予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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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教師工作投入問卷 

此部分共有15題，每一題有5 個選項，請根據您從事教育工作的實際感受在適當的

□內打「ˇ」 

完大部大完 

全    多全 

多分不不 

符符符符符 

合合合合合                     

1.我在學校從事教學相關工作時，會全神貫注的投入。……………□□□□□ 

2.我在學校會經常利用課餘時間指導學生課業。……………………□□□□□ 

3.我經常與教師伙伴探討教學問題，並分享教學心得。……………□□□□□ 

4.我會額外付出時間與精力，蒐集與教學相關的補充資料。………□□□□□ 

5.我會掛念著學校未完成的工作，並積極尋求解決之道。…………□□□□□ 

6.對於教學工作我能抱持積極正向的評價，且勝任愉快。........□□□□□ 

7.我覺得教學工作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8.我以身為一名公立學校教師為榮。…………………………………□□□□□ 

9.在沒有額外酬勞的情況下，我仍會利用下班時間工作。…………□□□□□ 

10.對於教學工作我充滿高度的熱誠與使命感。………………………□□□□□ 

11.每天到學校上班時，我都會感到快樂。……………………………□□□□□ 

12.我喜歡和親朋好友提及學校發生的趣聞。…………………………□□□□□ 

13.對於教育工作我能感受到其價值且能樂在其中。…………………□□□□□ 

14.我樂於參與學校舉辦的各項活動。…………………………………□□□□□ 

15.我可以在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得到樂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