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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期 望 從 組 織 領 導 者 的 領 導 模 式 及 組 織 成 員 面 對 組 織 變

遷 的 行 為 表 現、危 機 管 理、安 置 學 生 、校 園 重 建 等 各 種 經 驗 中 獲 得

走 出 悲 傷、重生重建，以 及 更 多 的 體 驗 與 啟 示。研究主軸以探討（ 1）

震 災 後 學 校 危 機 管 理 的 因 應 與 態 度 ；（ 2）瞭 解 成 員 參 與 學 校 事 務 及

互 動 的 情 形 ；（ 3） 在 校 園 重 建 的 過 程 中，學 校 成 員 或 社 區 所 扮 演 的

角色；（ 4） 重建 的 過 程 中，學 校 成 員 的 各 項 經 驗 與 感 受 及 其 對 個 人

的 影 響，以做為學校未來災害事件危機管理 、應變與復原的參考 。  

     本 研 究 主 要 以 訪 談 學 校 校 長 與 四 位曾 經 分 別 擔 任 過 導 師、輔 導

主任 、總 務 主 任、 教 學 組 長、 註 冊 組 長、教 務 主 任 等 不 同 職 務 的 老

師， 所 涉 獵 的 層 面 及 所 負 責 的 業 務 ? 廣且多，在 訪 談 樣 本 的 挑 選 上

頗 具 有 代 表 性 。 研 究 者從 其 訪 談 逐 字 稿 的 內 容 做 資 料 的 分 析 與 討

論。 基 因 於 被 訪 談 的 四 位 教 師 在 地 震 當 時 與 後 來 都 分 別 擔 任 過 導 師

及不同的行政工作 ，希 望 從 當 事 人 的 身 上 尋 找 不 同 震 災 階 段，不 同

參 與 程 度 及 不 同 角 度 的 看 法， 以 期 勾 勒 出 災 後 學 校 百 廢 待 舉 的 過

程， 組織成員對組織的再造所承受的壓力 、 付出的心力或期望， 以

及 災 後 事 務 對 生 命 的 衝 擊。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一、震 災 後 危 機 管 理 的 因 應 與 態 度：（一）領 導 者 從 艱 困 中 迅 速 著 手

規 劃 救 災、安 置 和 重 建 等 工 作；（二） 學 校 災 後 安 置 過 程， 積

極、人 性，思 慮 周 詳 ；（ 三）領 導 者 有 充 分 危 機 處 理 的 能 力，

學 校 成 員 多 循 指 示 行 事；（四） 學 校 與 社 區 各 自 忙 於 救 災 與 重

建工作 ，社 區 無 暇 顧 及 學 校，學 校 安 頓 學 生 ， 間接協助社區。  



二、成員參與學校事務及互動的情形：（一）學 校 成 員 多 能 以 積 極 的

態 度 面 對 變 遷，自我檢討也互相勉勵；（二）成 員 參 與 學 校 事 務

有 積 極、有 冷漠， 震災前後新陳代謝，部 分 老 師 與 組 織 疏 離。  

 

三、校 園 規 劃 過 程 中 成 員 或 社 區 的 角 色：（一）建 築 師 及 援 建 單 位 對

於 學 校 所 提 建 議 多 能 列 入 規 劃 付 諸 實 現 ；（二 ）慈 濟 援 建 成 員

安心， 成 員 或 社 區 幾 乎 沒 有 參 與 校 園 規 劃；（三） 重 建 藍 圖 定

案 的 過 程學校有迫於現實的無奈 ，以 及 對 操 場 跑 道 長 度 不 同 意

見 的 爭 議；（四） 工 程 完 工 後 ， 學 校 成 員 有 少 許 批 評， 有 較 多

的感恩 ，也 深 刻 體 認 到 老 師 應 該 主 動 參 與 校 園 規 劃。  

 

四、成 員 經 驗 與 感 受 及 其 對 個 人 的 影 響：（一）部 分 學 校 成 員 感 受 挫

折 容 忍 度 增 強 ， 人 生 豁 然 開 朗；（二） 教 師 體 認 到 ， 當 孩 子最

基 本 的 生 理 、 安全、 愛 與 隸 屬 的 需 求 得 到 滿 足 後，孩 子 適 應 環

境 的 能 力 是 無 可 限 量 的；（三） 老 師 積 極 帶 領 ，喚 起 孩 子 感 恩

與 回 饋 的 心 ；（四 ） 教 師 從 慈 濟 活 動 中 學 習 多 元 的 教 學 觀， 學

生 從 參 與 活 動 建 立 自 信；（五） 部 分 教 師 從 校 舍 配 置 不 當， 驚

覺自己未能主動積極參與校園規劃工作是錯誤的行為 ，對 工 作

有 更 深 層 的 認 知 與 期 許；（六） 改 變 生 涯 規 劃 ，或 回 歸 故 里 侍

奉雙親 ，或繼續教職作育英才。  

 

研究者根據文獻探討及研究發現 ，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一、在 校 園 重 建 規 劃 方 面 的 建 議：（一）教 育 主 管 機 關 需 要 擔 任 援 建

單位、 建 築 師 與 學 校 之 間 權 衡 的 角 色；（二 ） 鄉公所 需 要 付 出

一 定 的 注 意 、 關心、 提供意見與需求，達成資源共享 ，為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奠 定 基 礎；（三 ）援 建 單 位 需 要 重 視 校 方 的 需 求， 保

留學校原有的特色 、 社區的文化型態，以 及 學 校 與 地 方 繼 往 開

來 的 歷 史 意 義 ；（ 四 ）學 校 必 須 堅 定 立 場， 保 留 學 校 或 社 區 特



色。提 出 對 教 育 發 展 看 法 、意 見 與 需 求 。對 待 援 建 單 位 與 建 築

師 要 有 飲 水 思 源，湧 泉 以 報 的 感 恩 情 懷 。  

 

二、對學校災後重建的建議：（一 ）建 立 危 機 管 理 的 機 制，啟 動 危 機

小組；（ 二）成 立 校 園 重 建 規 劃 小 組，透 過 合 議 制 達 成 共 同 參 與

的 理 想；（三） 以學校為中心，協助社區生活重建，以達資源共

享的理想；（四 ）將鄉內 的 新 興 事 業 融 入 學 生 的 職 業 試 探 或 技 藝

班 課 程；（五） 校 園 規 劃 要 兼 顧 社 區 的 需 要 及 永 續 經 營 ；（六 ）

感 念 援 建 單 位 的 貢 獻，善 加 使 用 及 維 護 校 舍 建 築。  

 

三、對 未 來 相 關 研 究 的 建 議：（一 ）在研究對象方面，未來 可以選 擇

多 所 學 校做 比 較 分 析，或 者 訪 談 全 校 教 職 員 工 生，或 者 針 對 部

分 沒 有 意 願 參 與 校 園 規 劃 的 教 師 為 研 究 對 象；（二） 在 研 究 內

容方面 ，未來的研究可嘗試從校長的領導方式 、學校氣氛、 組

織 結 構 與 文 化 作 深 入 的 研 究 與 分 析，並 切 入 教 師 心 理 層 面 的 滿

意度， 以及校園重建的規劃流程 ，擴展研究的向度與深度， 使

研究內容更為完善 ；（ 三）在 研 究 方 法 方 面，可 輔以問卷調查 、

焦點團體訪談及研究訪問等方式 。在 訪 談 進 行 中，要 確 立 以 結

構 式 訪 談 或 非 結 構 式 訪 談 。 除 個 別 訪 談 外 ， 採 用 焦 點 團 體 訪

談，可使研究的內容更為紮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