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9

校長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領導之現況初探 -以基隆市某國小為例

校長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領導之現況初探 
-以基隆市某國小為例

李清偉、蔡保生、張嘉華、楊朝全、顏安秀、陳若蘭

摘　要

教育部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中提出了「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

才、終身學習」的課程願景及「自發、互動、共好」的核心理念。相較於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更加強調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所有教室裡面的

教與學，都應該以學生為中心，從學生生命主體的開展為起點，以「啟發生命潛能、

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公民責任」為目標，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意願與

能力。透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的改革，希望培養每一個孩子為終身學習者，並

具備有「核心素養」，如此才能活用所學，應用於生活當中，並能與時俱進，適應未來

世界的生活。

校長是學校系統運作的總工程師，亦是課程改革與發展能否成功的關鍵核心。

必須整合行政領導與課程領導，帶領全校師生進行課程設計、計畫、指導、評鑑等歷

程，且以身作則，引領行政及全體教師專業成長創新課程改革。全球主要先進國家在

進行課程改革時，校長課程領導是影響課程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為使課程改革

能有效發揮功效，有賴校長落實學校整體及全盤課程規劃與推動。

本研究擬以基隆市某國小為例，探究校長在面對即將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

要之際，對新課綱內容的掌握、課程領導的因應作為、遭遇困境之分析以及解決策略

發展等之現況，以供國民小學校長課程領導實務之參考。

關鍵字：課程領導、十二年國教課綱、核心素養



260

壹、現況說明

在國外課程政策與改革方面，包括美國之標準本位課程、英國之國定課程、澳

洲之全國課程綱要及指引、韓國之第七次國家課程、日本之小學校、中學校學習指導

要領以及中國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及普通高等學校課程標準（實驗版）

等，皆顯示許多國家莫不課程改革作為提升國家教育競爭力之重要手段之一（徐國棟，

2010）。 

2014年 11月 28日，教育部公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並提出了「成

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課程願景及「自發、互動、共好」的核心

理念。相較於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更加強調學生是學習

的主體，所有教室裡面的教與學，都應該以學生為中心，從學生生命主體的開展為起

點，以「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展、涵育公民責任」為目標，激

發學生自主學習的意願與能力。透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的改革，希望培養每一

個孩子為終身學習者，並具備有「核心素養」，如此才能活用所學，應用於生活當中，

並能與時俱進，適應未來世界的生活。

校長是學校系統運作的總工程師，亦是課程改革與發展能否成功的關鍵核心。

校長應以「首席教師」自居，須整合行政領導與課程領導，必須帶領全校師生進行課

程設計、計畫、指導、評鑑等歷程，且以身作則，引領行政及全體教師專業成長創新

課程改革。全球主要先進國家在進行課程改革時，校長課程領導是影響課程改革成功

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說校長在課程發展及設計上扮演重要領導角色（吳清山，

2005）。吳清山（2010）亦指出為使課程改革能有效發揮功效，有賴校長落實學校整

體及全盤課程規劃與推動，如果校長僅袖手旁觀，學校之課程發展將無所適從。換言

之，課程改革加重校長課程領導之責任，是過去九年一貫課程成敗關鍵，更為現今實

施十二年課程綱要之重要因素之一（黃旭鈞，2003）。校長如何透過課程領導，帶領學

校有效推動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確有其探討之重要性。

爰此，本研究擬以基隆市某國小為例，探究校長在面對即將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

課程綱要之際，對新課綱內容的掌握、課程領導的因應作為、遭遇困境之分析以及解

決策略發展等之現況，以供國民小學校長課程領導實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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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內涵探討

一、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內涵分析

課程綱要確立各教育階段之教育目標，並提供學校課程與教學方向指引及行動規

範，為編制課程之準則。以下針對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發展背景、核心素養與學習

階段課程類型進行探討，以作為校長推動課程領導知能之基礎。

（一）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發展背景

九年國民教育自民國 57年實施以來，為臺灣人才培育扎根基礎。而
後，受到國際化趨勢影響，國內少子女化、多元文化、民主參與、社會正

義及永續發展等議題備受重視，使學校學生學習面臨不少挑戰，課程不再

是以升學為目的，而是應該如何引導學生學習及發展。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基於全人教育之精神，以「自發、互動、共好」

為理念，以「成就每一個孩子〜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為願景，透過適性

教育，提升學生學習之渴望與創新，並兼顧其個別特殊需求、尊重多元文

化與族群差異、關懷弱勢群體，善盡國民責任並展現共生智慧，成為具有

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之終身學習者。十二年國教課程願景、基本理念及目

標圖像如圖 1所示。

成就每一個孩子 ~
適性楊才、終身學習

自   發
（本體觀）

陶養生活知能 陶養生活知能 陶養生活知能 陶養生活知能

互   動
（認識觀）

共   好
（倫理觀）

課程
願景

三大
理念

四大
目標

圖 1 十二年國教課程願景、基本理念及目標圖像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b）。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草案）說明手冊。 
取自 http://www.naer.edu.tw/files/15-1000-6033,c117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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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核心素養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與過去九年一貫課綱之差異在於重視學生核心

素養能力之培養。透過課程願景及基本理念宗旨，結合核心素養加以發

展，並依據各教育階段特性規劃，以達全人教育之理想。

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核心素養包括三大面向與九大項目，如圖 2
所示，其關鍵要素為強調培養以人為本之「終身學習者」，除強調跨領

域、跨科目之學習及能力養成外，終身學習者在生活情境中分為「自主行

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之三大素養面向。三大面向再細分為九

大項目包括「身心素質與自我精進」、「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規劃

執行與創新應變」、「符號運用與溝通表達」、「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道德實踐與公民意識」、「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作」、「多元文化與國際理解」。前述九大面向素養則以學生個體身心發

展狀況，訂有各教育階段不同核心素養之具體內涵，期許培養學生在三大

核心素養面向中循序漸進，成為均衡發展的現代國民。

圖 2 核心素養之滾動圓輪意象

資料來源：教育部（2014）。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取自 http://www.
naer.edu.tw/files/15-1000-7944,c117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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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學習階段及課程類型

十二年國教政策依學制劃分為三個教育階段，分別為國民小學教育

六年、國民中學教育三年、高級中等學校教育三年。再依各教育階段學生

之身心發展狀況發展其學習階段重點及課程類型，如表 1所示：

表 1　學習階段及課程類型

學習階段 教 育 階 段 學 習 階 段 重 點
課 程 類 型

部定課程 校訂課程

第一  
階段

　國小一、 
二年級

著重生活習慣與品德之培養，協助

學生在生活與實作中主動學習，並奠定

語言與符號運用之基礎。

領　域

學　習

課　程

彈　性

學　習

課　程

第二  
階段

　國小三、 
四年級

發展基本生活知能與社會能力，開

發多元智能及培養多方興趣，協助學生

能夠透過體驗與實踐。

第三  
階段

　國小五、 
六年級

協助學生深化學習，鼓勵自我探

索；培養社區 /部落與國家意識，養成
民主與法治觀念。

第四  
階段

　國中七、 
九年級

持續提升所有核心素養，以增進

全人發展。著重協助學生建立合宜之自

我觀念、進行性向試探、精進社會生活

所需知能，同時鼓勵自主學習與團隊

合作，並能理解與關心社區、社會、國

家、國際與全球議題。

第五  
階段

高中十 ∼ 
十二年級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提供一般科目為主的課程，協助學生試

探不同學科之性向，著重培養通識能

力、人文關懷及社會參與，奠定學術預

備基礎。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校訂必修課程

選修課程

團體活動時間

彈性學習時間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

提供一般科目及專精科目之課程，協助

學生發展學術預備或職業準備之興趣與

知能， 使學生了解自我、生涯試探。

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

提供特定學科領域為主課程，協助學習

性向明顯之學生持續開發潛能，奠定特

定學科知能拓展與深化之基礎。

資料來源：校長課程領導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因應策略之探究 (頁 130)，黃淑娟、吳清山，臺北；學
校行政雙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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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之各級各類學校之課程，應配合

各學習階段之重點。再者，透過課程類型區分為各教育階段之部定課程及

校訂課程。前者係由國家統一規劃，養成學生基本學力及奠定其適性發展

基礎為目標；後者係由發展學校願景及提升學生適性發展為目標。

二、校長課程領導內涵分析

課程領導包含課程與領導兩大概念，為了解校長課程領導於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

中之角色與影響，本文繼續探討校長課程領導之意涵與角色及任務分析如下。

（一）校長課程領導之意涵

課程領導之意涵係一種連結課程、教學、評量及評鑑，並從中努力

改進學習與理解之重要作為（Sorenson et al., 2011）。Hawthorne與 Hen-

derson（2000）定義課程領導係指發揮學校制度與學校本身功能，以達成

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之目標。吳清山、林天祐（2001）亦指出課程領導之目

的在於課程發展過程中，校長對於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課程實施和課程

評鑑等面向提供支持與引導，以協助教師有效教學和提升學生學習成果。

秦夢群（2013）歸納課程領導定義為「針對學校之相關課程政策與實施，

領導者提供必須資源與服務，協助教師進行課程規劃、發展、實施與評鑑

之作為」。

綜上所述，課程領導之意涵即指校長基於對課程的知識、理念，有

效整合課程與教學之發展，營造正向支持環境，提供教學與課程發展之相

關支援與資源，以增進教師教學效能、改善學生學習成效，及達成課程目

標之領導作為。

（二）校長課程領導之角色與任務

九年一貫課程賦予學校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之權利與義務，校長、教

師及相關行政人員肩負課程領導之角色。同樣的，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

中，校長亦帶領學校組織，肩負領導學校課程之角色。吳清山（2010）指

出校長課程領導者之角色包括發展者、激勵者、設定者、帶動者、執行

者及資源提供者，以助發揮課程領導的功能，增進教育目標達成。Haw-

thorne與 Henderson（2000）亦指出轉型課程領導者應兼顧傳達教育理念、

系統改革並能解決問題、協同合作、倡導道德立場及主動建構求知之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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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黃旭鈞，2003）。因此，歸納校長在課程領導應扮演之角色與任務

包括制定課程任務及目標、指引課程發展、倡導專業課程文化、提供課程

改革資源及支援等協調與整合等。

（三）校長課程領導之策略

良好課程領導策略可以促進課程領導更迅速有效，引導學校課程發展

順利長久。以下就各學者提出之研究整理出校長課程領導策略，如下表2：

表 2　校長課程領導策略

研 究 者

校　長　課　程　領　導　策　略

型　　塑

共同願景

建　　立

彼此信任

整　　合

社區資源

個　　人

需求承諾

專　　業

知能成長

建　　立

協作團隊

有　　效

回饋鼓勵

Bradley
(1985) ◎ ◎

Henderson
&

Hawthorne
(2000)

◎ ◎ ◎ ◎ ◎

林明地

(2000) ◎ ◎ ◎ ◎ ◎ ◎

黃旭鈞

(2002) ◎ ◎ ◎

蘇美麗

(2003) ◎ ◎ ◎ ◎ ◎ ◎

蔡清田

(2004) ◎ ◎ ◎ ◎

徐吉春

(2008) ◎ ◎ ◎ ◎ ◎ ◎

蔡進雄

(2009) ◎ ◎ ◎ ◎

謝傳崇

(2013) ◎ ◎

鄭新輝

(2013) ◎ ◎ ◎ ◎

註：整理自鄒靜怡（2018），一位國民校學校長課程領導之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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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問題分析

本研究主要為探究校長在面對即將實施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綱要之際，對新課綱

內容的掌握、課程領導的因應作為、遭遇困境之分析以及解決策略發展等之現況，以

供國民小學校長課程領導實務之參考。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以立意取樣之方式，針對基隆市某前導學校校長，進行半結

構式訪談，依研究目的收集相關資料進行彙整及分析。研究流程如下圖 3所示：

校長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領導之現況初探

--以基隆市某國小為例

現況分析、內涵探討

轉化策略、繪製系統圖

完成案例分析

觀察、訪談、文件分析

訪談資料分析

圖 3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

（一）個案學校介紹

個案學校為位於基隆市之八班小校，其校務情況簡述如下表 3：



267

校長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領導之現況初探 -以基隆市某國小為例

表 3　個案學校校務情況表

項　目 情　況　簡　述

行政文化
中規中矩、創新少

為避免衝突，新興業務能推則推

教師教學
教師平均年資 20 年

教師認真但主見強

學生學習
學生程度兩極化、品行乖巧端正

面臨學生流失困境

社區家長

社區老舊，人口外移

家長社經地位中間偏下

離市區近，對比明顯

（二）個案校長介紹

本研究訪談個案校長，其學、經歷簡述如下表 4：

表 4　個案校長學、經歷簡述表

項　目 簡 述

學　歷

花師數理系、

高師大科教所、

高師大科教所博班（肄業）

任　期

該校為初任校長第四年

45-50 歲，青壯派校長

個性溫和，擅長溝通

經　歷

擔任主任期間，所任學校推動教專十年

候用校長期間，擔任縣市課程督學

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中央輔導群

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中央輔導群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之方向，發展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以利研究者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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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本研究之訪談大綱研擬如下：

（一）十二年國教課綱即將於 108學年度實施。面對課綱的改變，校長應扮演怎樣

的角色 ?這與教務主任有什麼不一樣？

（二）承上，請問您認為面對課綱的改變，學校課程發展方向校長應如何定調？

（三）面對課綱的改變，教師的專業知能勢必需要跟著精進。請問您認為學校教師

在新課綱上路時，至少應具備哪些能力？

（四）承上，面對在這一年半內的教師專業知能提升，校長會怎麼來推動？可能會

碰到哪些困難？克服之道可否請校長分享？

（五）面對課程改變，校長能否給初任校長在專業成長及實務上一些建議，幫助我

們更能稱職的擔任學校「首席教師」這個角色？

肆、轉化策略

本節針對個案學校校長，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依研究目的收集、彙整及分析校長

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領導現況之轉化策略如下

一、十二年國教課綱即將於 108 學年度實施。面對課綱的改
變，校長應扮演怎樣的角色 ?這與教務主任有什麼不一樣 ?
校長課程領導者之角色包括發展者、激勵者、設定者、帶動者、執行者及資源提

供者，以助發揮課程領導的功能，增進教育目標達成（吳清山，2010）。研究個案校長

亦指出：面對課綱的改變，校長應扮演定調學校課程方向的角色；而主任角色則是規

劃與執行。

⋯⋯校長要能夠針對整個學校的狀況、社區的資源、社會的潮流、政策的走向、

家長的期望，要能整體的掌握跟考量。校長的視野跟高度還是跟主任不同，校長通盤

清楚後才能釐定大目標，有了大目標後才能來跟大家討論，如何延伸出學校的課程架

構，而教務主任是在大目標底下去做細部的架構。

校長定調學校課程的方向，主任規劃執行的細節與期程。教務主任還是偏向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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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當然也有部分的規劃。但校長要拉得更高，要能整體的綜觀⋯⋯（訪 1）

小結： 面對十二年國教課綱的轉換，校長與教務主任的角色需清楚釐清：校長應扮演

定調學校課程方向的角色；而主任角色則是規劃與執行。

二、承上，請問您認為面對課綱的改變，學校課程發展方向校

長應如何定調？

十二年國教課程類型區分為各教育階段之部定課程及校訂課程。前者係由國家統

一規劃，養成學生基本學力及奠定其適性發展基礎為目標；後者係由發展學校願景及

提升學生適性發展為目標（教育部，2014）。面對課綱的改變，研究個案校長提出：校

長應重新盤點以往「議題式」的校訂課程，接下來深入思考有沒有辦法跟部定課程統

整，做一個比較深入的「主題性課程」。課程重點應該回到學生學習上，讓學生在體驗

中學習，獲得真正的技能、態度和生活素養。

⋯⋯以往的課程比較著重於「議題式」，比方說海洋教育、品德教育、閱讀教育

等，都是打散的，偏「學校特色」。但校本課程含部定跟校訂，所以在以往這些議題式

的課程，就是屬於校訂課程，現在我們就要先來盤點，以往的校訂課程有哪一些「議

題式」的主題發展出來的特色課程⋯⋯接下來比較深入的是去思考，議題性課程有沒

有辦法跟部定課程做一個比較深入的「主題性課程」。主題性課程涵蓋面就比較大，會

牽涉到跨領域，甚至部定課程跟校訂課程如何銜接⋯⋯當「校訂課程」發展得很好，

再慢慢納入「部定課程」，則是可以發展出更漂亮的「主題性課程」，以主題切入各領

域，讓孩子真正經歷到跨域的學習。所以校長要先熟悉學校原本的校訂課程，同時也

要能夠跟學校正在實施的各議題課程很清楚，要能夠轉化⋯⋯（訪 2）

小結： 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綱，學校的課程發展應立基於九年一貫校本課程的基礎上，

重新盤點以往偏學校特色的「議題式」校本課程，思考與部訂課程的連結性，

讓課程重點回到學生學習，從生活中體驗學習，涵養核心素養。

三、面對課綱的改變，教師的專業知能勢必需要跟著精進。請

問您認為學校教師在 新課綱上路時，至少應具備哪些能
力？

研究個案校長認為九年一貫課程沒有成功的原因，是因為老師終究沒有擺脫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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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的教學框架，依賴教科書商建構課程。所以十二年國教最大的挑戰，就是老師對新

課綱的熟悉與課程設計能力。

⋯⋯九年一貫不會成功的原因之一，原本階段性的任務是擺脫教科書，但實際上

沒有辦法做到。九年一貫開放教科書，本意是為了課程活化，以及老師可以選擇、修

訂教科書。但後來發現老師並沒有建立能力，而是把能力給了廠商，讓廠商來建構課

程，所以老師沒有建立起設計課程的能力。所以十二年國教最大的挑戰，就是老師的

瞭解與課程設計能力⋯⋯（訪 3）

小結：面對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挑戰，教師最需要的就是對新課綱的熟悉與課程

設計能力。

四、承上，面對在這一年半內的教師專業知能提升，校長會怎

麼來推動？可能會碰到哪些困難？克服之道可否請校長分

享？

面對新課綱即將在一年半後上路，研究個案校長表示在缺乏誘因與強制力的限制

下，教師專業知能提升部分的確感到時間緊迫與不足。校長建議先從發掘校內先導群

開始，提供他們找到資源去支撐他想做的教學或課程，建立核心團隊與成功案例，讓

其他老師看到且跟著走，看到典範來學習。

⋯⋯引進專業講師，或申請專業社群，讓專家帶領老師成長。同時引進資源， 有

經費可以請輔導團⋯⋯（訪 4）

⋯⋯我們的政策都設計得很漂亮、很友善、很人性化，但缺乏了強制性跟檢核

性，我們也沒有任何措施是跟檢核相呼應，做好做壞好像都沒有相對應的獎懲，好壞

優劣就算區別了，也沒有措施去改變，因為校長沒有蘿蔔，也沒有棍子，這是現場的

無奈⋯⋯（訪 3）

⋯⋯一年半內的教師專業知能提升，老師很可能會覺得時間不夠，因為同時要進

修與精進的東西太多。而校長缺乏誘因跟強制力，只能靠著宣導跟鼓舞來提振士氣，

但效果可能有限⋯⋯⋯教師群中應該至少會有一兩位比較熱情、對政策比較友善的同

仁，他們願意在教師群中嘗試去做，至少不會抵制或冷漠以對。校長要先把這樣的老

師引發出來，並保護這樣的熱情，同時為這樣的老師找到資源去支撐他想做的教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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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校要先有核心團體，氛圍要先出來，以及有成功案例，讓其他老師看到且

跟著走，看到典範來學習⋯⋯（訪 4）

小結： 十二年國教課綱推展在即，課程領導應先從發掘校內先導群開始，提供他們找

到資源去支撐他想做的教學或課程，建立核心團隊與成功案 例，讓其他老師看

到且跟著走，看到典範來學習。

五、面對課程改變，校長能否給初任校長在專業成長及實務上

一些建議，幫助我們更能稱職的擔任學校「首席教師」這

個角色？

研究個案校長給初任校長建議「多看、多學、多做」，要把「學生學習」擺在首

位，培養溝通與專業能力，並做好傳遞與執行政策的緩衝角色，讓老師安心，同時也

順利完成目標。

⋯⋯建議初任校長「多看多學多做」，也要知道專家在哪、專業在哪。要培養自己

的同理心，要能換位思考去理解老師的難處。並增長己身的溝通能力，很多共識都是

在平日的聊天中建立，而不是都要搬到會議上廝殺。但切記「專業領導」，方能使老師

服氣⋯⋯現在的趨勢著重於「課程領導」，已經不是過去「行政領導」，所以校長對課

程一定要熟悉跟一定的掌握⋯⋯

⋯⋯我們都是當了校長才一點一滴學習怎麼當個好校長，所以不要膽怯，也無須

畏懼現場環境，要把「學生學習」擺在首位，從這個觀點去跟老師談改變，老師的教

育初心一定會被慢慢喚醒，校長也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校長要有計畫性的鋪陳，校長要有遠見，看清楚潮流，設定策略，要知道自

己有多少時間，可以逐步的讓資訊到位，又不至於太急促讓老師感到壓力，慢慢把訊

息傳遞⋯⋯⋯對於不同人（長官與基層教師）認知上的輕重緩急，校長也要能夠轉化，

在傳遞政策的時候，不只有安人心，同時也要告知老師策略、步驟與進程，讓老師安

心，同時也順利完成目標⋯⋯

小結： 面對課程改革，初任校長應「多看、多學、多做」，要把「學生學習」擺在首位，

培養溝通與專業能力，並做好傳遞與執行政策的緩衝角色，讓老師安心，同時

也順利完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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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繪製系統圖

綜上訪談所述，將校長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領導之困境繪製成下列向右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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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困境，個案校長提出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領導之策略則繪製成下列向左

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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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臺灣已於 2014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其中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政

策為貫穿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重要精神。教育部規劃 107學年度開始分各教育階段

逐步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總綱綱要，而 2014年發布課程綱要為揭櫫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一貫之序幕。惟學校課程之落實有賴校長領導作為，校長如何透過課

程領導因應課程政策，為有效發展學校課程及教學之重要課題，其目的在於協助教師

教學及提升學生學習。經討論分析後，本組提出以下結論：

一、個案校長在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領導之困境領導的困境包

含：

（一）校長角色困境： 校長角色易與教務主任混淆、凝聚共識之困境。

（二）課程領導困境：現有課程轉化之困境、舊課程是較散落之議題式課程。

（三）教師現有專業能力之困境：未擺脫舊框架、過度依賴教科書。

（四）教師增能困境：時間緊迫，校長無誘因及強制力。

（五）教學領導困境：未能理解教師困境、著重過去行政領導。

深入探究，當校長身處衝突情境且權責失衡時，容易形成彼此信念落差與不信任

感，進而教師也會觀望並質疑成效，相對而言，教師對績效責任的觀望與保守文化，

也與家長、 外界的觀感與期望有所關聯，而校長的推動十二年國教政策的困難也將加

深。 

二、個案校長在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領導之因應策略包含：

（一）校長角色因應策略：校長拉高角色定位、確立目標並加強溝通。

（二）課程領導因應策略：跨領域的學習、深入的主題式課程。

（三）教師現有專業能力因應策略：熟悉課綱內容、培養設計課程的能力。

（四）教師增能因應策略：引進各類資源、引發核心團體。

（五）教學領導因應策略：換位思考加強溝通、著重課程領導。

具體來說，面對校長角色與職責模糊不清時，除了扮演願景規劃者，同時也需建

立賦權增能的制度，藉此增加信任感，也不能忽略整合教師信念以及缺少承擔責任的

規範。在校長實踐領導的歷程中，領導者信念及賦權增能等領導作為有其重要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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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應勇於承擔責任、尊重教師的信念，建立賦權增能的制度，全力支持與協助行政決

策，以公平的信念，著重意義性的績效評估，提升教師擔任增能意願。綜合來說，校

長面對十二年國教課程領導時，其個體信念與作為相當重要。

透過溝通歷程是校長領導團體歷程中的關鍵。校長重視以回應溝通作為重要媒介

以建立彼此尊重的關係，由上而下的溝通，則適時傳達最新的政策法令，透過會議研

究讓教師清楚瞭解。據此，校長善用不同方向的溝通途徑，建立共同承擔起責任的文

化，確實屬於領導歷程中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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