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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機緣，在陳木柱校長的鼓勵下，報考了政大研究所，也在幸運之

神的眷顧下錄取了。回首過去五年的漫長歲月，往返於台北及台中之間，尤

其寒冬來臨時，早上 5點出門，頂著刺骨寒風，趕搭 5點 20分國光號，累

積了許多辛苦卻又甜蜜的回憶。好不容易，終於這本論文即將能夠付梓，能

夠完成碩士學位，心中真的無限感激。 

首先感謝指導教授湯志民院長的耳提面命，因為學校課務的關係，總是

利用傍晚時間與教授面談，老師總是不厭其煩地給我啟示與指導，印象最深

刻的，就是湯院長提示：「每天都要有進度，資料多的時候，寫多一點；沒

有靈感的時候，寫少一點，就是不要中斷。」就這樣，每天或多或少，我都

會打開電腦，讓論文進度不會中斷。還有秦夢群教授的關心鼓勵，消除了許

多的不安與忐忑。每當想要放棄時，就會接到蔡秀真小姐電話轉達兩位教授

的加油與鼓勵，讓我重新燃起了續航的動力！以及口試委員師大許添明教授

在公務繁忙之餘，撥冗悉心審閱論文，提供寶貴指導意見，讓論文更臻完善。 

其次，感謝學校行政碩士班的所有師長，因為您們的教導與啟發，擴展

了我對學校行政領域的視野，讓我在面對教育工作時更有信心與方向。也要

感謝同學們的包容與協助，因為距離最遠，有同學們溫馨接送情，節省了許

多通、轉車的時間，感謝你們的幫忙，真的很幸運，有您們真好！ 

最後，要感謝家人的支持，這幾年因為假日修讀課業，勞動岳父、母幫

忙照顧小孩，老婆瓊瑩和孩子常常要過假日單親的生活。謝謝你們當我最堅

強的靠山，因為有你們，所以我能無後之憂地北上求學。最後，謝謝所有關

心我、支持我的長官、好友及家人，謹以本論文獻給您們，祝福平安快樂！ 

                                                       謹誌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謝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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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高級中學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不同背景

變項教師知覺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高級中學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

校創新經營之關係，及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的預測力。 

    本研究對象為臺中市公立高級中學學教之教師，以「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與

學校創新經營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正式施測有效樣本共531位。所得資料分別

以描述性統計、獨立樣本t考驗、單因子變異數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和逐步多元

迴歸等統計方法進行考驗。研究結論如下：  

一、公立高級中學教師所知覺的校長分布式領導為中上程度。  

二、公立高級中學教師所知覺的學校創新經營屬中上程度。  

三、不同背景變項之公立高級中學之教師所知覺的分布式領導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背景變項之公立高級中學之教師所知覺的學校創新經營有顯著差異。  

五、公立高級中學之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  

六、不同程度分布式領導在學校創新經營整體與各構面的表現有差異。  

七、校長分布式領導能有效預測學校創新經營。  

    最後，根據上述結論提出建議，供高級中學教育人員、教育行政機關、及後

續研究者進行相關研究之參考，期有裨於學校教育之進步與發展。 

【關鍵詞】：校長分布式領導、學校創新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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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rincipal’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and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senior high school in Taichung.  

This study also explores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distributed leadership and innovative management.  

This study uses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he research samples are the 

teachers in public senior high school in Taichung, 531 respondents in the 18 schools 

replied. The statistics methods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s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regression.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 of principal’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is 

above average. 

2.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 of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is above 

average. 

3.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 of 

principal’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4.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ers’ perception of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5. Principal’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in senior high schools. 

6. Of diverse levels, principal’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performs differently as a whole 

and as a segment on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7. Principal’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effect on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Keyword: Principal’s distributed leadership, School innova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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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在瞬息萬變的時代，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以涵養學生多元智

能，紓緩學生升學考試壓力、發揮教師專業能力，提高教師課程教學品質、強化

學校辦學特色，增進學生適性學習發展、關懷不同地區學生，縮短城鄉教育資源

落差作為重要核心目標，勾勒出未來教育願景與藍圖。 

教育政策推動的成功與否，有賴於學校領導者的智慧，在學校裡，校長、主

任、組長、學科召集人、導師、教師等，都可以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也有機會參

與領導決策的過程。每一位學校成員可以在民主的程序中，自由發揮專業和分享

理念，亦即必須負起職司領域的領導責任。在學校裡，校長是權力的分享者，教

師則是權力共享與責任分擔的人選，透過賦予教師權利增加其責任，進而提升能

力，以其增進教學品質並強化學生學習成效。 

少子化的衝擊，即將襲捲而來，而且越來越嚴重，將是未來學校經營的一大

隱憂，許多學校將面臨了生存的壓力，而這項問題，不僅是私立學校，連公立學

校都不能倖免。學校領導者，必須運用更高的智慧及更新的思維，尋找學校發展

的藍海策略。 2005 年，臺灣最暢銷的一本書是《藍海策略》 (Blue Ocean 

Strategy)，由任教於歐洲商業管理學院（INSEAD）極負盛名的策略與管理教授 Kim 

和 Mauborgne 所著(黃秀媛譯，2005)，他們依據百年來 30 家企業的 150 項策略

變遷研究，發現割喉式的競爭只會造成一片血海，大多數的企業在紅海中競爭，

猶如當前全球化的競爭；他們認為，真正持久的勝利不在競爭求勝，而是創造「藍

海」（blueoceans）—嶄新未開發的市場空間，強調價值的重塑和創新，找出產品

獨特價值，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市場，這種「價值創新」（value innovation）的策

略，創造出重大價值，擺脫其他競爭者，讓對手無法趕上，或使之完全沒有競爭

者，把競爭變成無關緊要，以創造無人與其競爭的市場空間。觀諸前述許多學校

的創新經營，與《藍海策略》的｢價值創新｣，不陷入競爭的紅海，以開啟無人競

爭的市場空間，其間有許多融通之處，深值借鏡。(湯志民,2006)為因應 12 年國

教上路及少子化現象，學校領導者應該如何運用分布式領導？又該如何尋找創新

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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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是心理和社會系統的相互影響關係，屬於一種激勵、驅策與引導。分布

式領導將領導的權力和責任分布在學校組織成員身上，讓校長、行政人員與教師

之間建立緊密的連結關係，也是學校將領導聚焦於提升學生學習的具體展現。為

了迎接教育政策衝擊，學校以創新作為校務經營的目標，建立「他無我有、他有

我優」的特色，強調學校創新價值與績效，提升學校效能與競爭優勢，以成就教

育目標。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中市公立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和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本

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第三節為名詞解釋；第四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 

基於對每位學生具有同等的關懷與尊重，以實現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的教育

理想，馬英九總統正式於 100 年元旦宣布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方案，自 103

學年起實施。因此 100 年 8 月進入國中一年級的新生，將首先適用該方案。現行

多元入學方式自 103 學年度起，將有重大改變，整合為「免試入學」及「特色招

生」兩種管道，以免試入學為主，75％以上國中畢業生免試入學。先辦理免試入

學，再舉行特色招生。加上自 100 學年度起，國中基測從兩次減為一次，許多固

著於傳統經營模式的學校，都紛紛在登記分發入學中，出現最低錄取標準大幅滑

落的情形。同時，教育部也開始研訂學校轉型及退場機制，對於招生情形或經營

不佳之學校，將輔導其退場或轉型。最重要的是，面對少子化的衝擊，我國畢業

國中生人數，將從 100 學年度 31萬多人，逐年下降，110 學年度將跌破 20萬大關，

116 學年度國中畢業生人數將只有 18 萬多人(如表一)，高中職面臨生源不斷遞減

情形，勢必引起學校版圖的重大改變，因此，學校要在這場浪潮中，脫穎而出，

就必須認真思考創新經營之道，讓學校的亮點，成為特色，讓特色提升為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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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99-116學年度國民中學畢業生人數統計表 

資料來源：教育部統計處 

學

年 

國民中學 

學生數計 1 年級 2 年級 3 年級 畢業生 

99  919,802  288,229  313,815  317,758  316,904  

100  873,220  271,561  288,051  313,608  312,663  

101  844,010  285,182  271,306  287,522  286,660  

以下為預估值 

102  830,073  274,344  284,919  270,810  269,993  

103  800,251  241,751  274,099  284,401  283,549  

104  744,169  229,025  241,540  273,604  272,789  

105  683,481  213,552  228,822  241,107  240,392  

106  649,373  207,597  213,366  228,410  227,737  

107  622,047  201,641  207,417  212,989  212,358  

108  607,214  198,704  201,462  207,048  206,439  

109  597,785  198,163  198,523  201,099  200,507  

110  587,857  191,712  197,979  198,166  197,582  

111  563,940  174,787  191,533  197,620  197,040  

112  542,142  176,338  174,620  191,184  190,626  

113  544,041  193,574  176,166  174,301  173,794  

114  560,287  191,059  193,388  175,840  175,324  

115  571,035  187,105  190,878  193,052  192,477  

116  562,418  184,944  186,926  190,548  189,980  

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順應「全球市場」與「數位科技」的二股洪流，奔向

「知識經濟」時代。如何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追求創新，突破重圍，取得

優勢，已經成為企業於新時代中致勝的重要課題。教育界所面臨的競爭壓力雖不

如業界強烈，但近年來社會環境的改變、教育資源不足，乃至教育市場的開放，

對於各級學校的經營發展漸感困窘；尤其是後期中等教育階段的學校，更因廣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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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立高中、高職及轉型綜合高中，致使學生與家長們面臨更多的選擇，也促使中

等教育階段的各學校面臨更多的招生問題與校際之間的競爭，大幅加增高中學校

經營的壓力，甚至面臨退場的風險。面對外界環境已到「不創新，即滅亡」、「不

改變、就淘汰」等警況下，現階段的高中學校經營者更需有所省思，引為借鏡。 

近年來，社會變遷快速，原有的教育行政模式已經無法解決學校教育所產生

的問題，因此，教育改革的呼聲乃隨之而起並成為一種浪潮，要求學校行政民主

化，學校教學專業化，強調以人性為中心的學校領導是時代的主流，所以凡是關

懷服務、尊重人性、參與管理、溝通協調、促進合作、激勵士氣等等，都將是今

日學校領導所應該表現的行為。學校領導的目的，在於指引學校發展的方向，凝

聚學校成長的共識，共同致力於學校發展的目標。所以學校領導的是否得宜，關

係學校的未來發展。 

分布式領導的興起，代表學校領導權力的分布，已成為潮流趨勢，象徵著英

雄式領導已經走入歷史。學校領導模式不斷發展和更新，領導權力重新分布，正

是因應當前學校領導的需要所發展出的領導理論(賴志峰，2008a)。為補足過去領

導理論的不足，各種新興領導理論陸續崛起，因此，整合各層面特性的分布式領

導，成為學校領導者的新選擇。分布式領導已經在學校管理論述中成為主要手段，

來達到教師參與、賦權和創造民主的學校(Richard，2005)。分布式領導就如同教

師的賦權增能，透過領導者權力分布及授權給教師，鼓勵教師能以更開放積極態

度表達對於學校政策的關懷(Belhiah，2007)。由上述可知，在分布式領導的推動

過程中，能夠透過賦權增能讓教師更加積極主動參與校務工作。 

而學校的創新經營需透過校長領導來促進組織學習，信任成員，以激勵共建

願景與承諾。組織競爭的優勢來自於員工的高度投入和工作滿意度的增加，領導

者要積極開放家長與教師參與學校教育事務管道，透過增權賦能的觀念，讓成員

負起領導與決策責任，並有權力去發揮所長，以落實創新經營工作（林仁煥，

2008）。校長可透過領導以授權賦能激發教師組織承諾、改變及創新，使成員配合

學校變革，並能促進教師以專業知識進行分享與參與決策。因此，面對求新求變

的需求中，學校實施分布式領導與推動學校創新經營間應有所相關，本研究之目

的即在透過實證資料的蒐集，以探討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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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的關係缺乏相關研究基礎，但由於本研究著

重在現況探討部分，關注不同背景變項在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以

量化進行探討，雖有其侷限性，卻符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並瞭解分布式領導與

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透過對於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現況反

省，可供未來以實證研究探討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必要性。 

檢視學校校務推動，除了例行性工作之外，還有專案性工作、偶發事件等，

多如牛毛，在校園內各類群-行政人員、教師、學生等，每天都會因為行政、學習

或教學工作，而有互動，如果單憑校長一人之力，即使天縱英明，也應該是應付

不暇，唯有將領導權力分布給具有專門知識或處理經驗的成員，共同維持學校的

正常運作，才能達成教育目標。因為研究者目前服務於臺中市國立高中，希望能

探討在臺中市的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有何不同？有何共同處？不同學校教師對

於分布式領導的認知是否有差異？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此外，處在知識變遷的時代，教育講求專業化，不僅教學要專業、行政也要

專業，學校經營與管理面對隨時變動的挑戰，無論是實務作為或是專業背景，都

必須摒棄過去傳統舊思維，適時融入各項觀念，例如企業經營、行銷管理等，運

用創新經營的策略，以保學校永續的發展。創新對於學校經營而言，是順應社會

潮流的活水源頭，是因應發展挑戰的不而法門，也是提升競爭優勢的關鍵要件(吳

清山、賴協志，2006)。而學校創新不僅是一種理念倡導，更是一種行動的實踐。

由此可知，領導者透過授權，落實在學校實際場域，才能夠讓學校經營更具績效

與特色，而創新的智慧更不只是企業組織在競爭激烈環境下生存的要件，更是學

校單位提升教育品質、形塑特色及優勢的關鍵指標。 

中等教育階段學校經營的運作與策略，攸關我國整體教育文化、政治經濟與

基層技術人力資源應用的優劣。在追求精緻教育的今天，高級中等學校如何將創

新的理念建構於學校之中，發展創新經營策略，進而於組織的「質」與「量」雙

方面進行突破與改進，增加競爭的優勢，以謀永續經營的目標，則為當前值得關

切的議題。因此本研究擬就現階段高中學校經營創新進行概略的了解，再系統性

地探討學校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的關聯，經由訪談與問卷，最後進行歸納、

比較台中市公立高中推動情形，了解學校差異性及特色。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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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面對全球競爭時代的來臨，教育品質的良窳，將會是國家競爭力的重

要指標，研究者希望能夠藉由探討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了解臺中

市公立高中之特色及作法。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說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臺中市公立高中教師所知覺之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的現況。 

(二)探討臺中市公立高中不同背景現象下，教師所知覺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

經營的差異情形。 

(三)研究臺中市公立高中教師所知覺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 

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待答問題敘述如下： 

臺中市公立高中教師所知覺之分布式領導(包括校長角色、組織結構、績效責

任、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營造信任和合作的學校文化，以及尋找學校

適當的變革轉捩點等層面)的現況為何？ 

(一)臺中市公立高中教師所知覺學校創新經營(包括行政管理創新、課程與教學

創新、學生活動展能創新、校園環境創新及社會資源創新等層面)現況為

何？ 

(二)不同性別、年齡、職務、最高學歷及服務年資之個人背景，與不同規模、

不同創校歷史之學校背景的臺中市公立高中教師，所知覺之分布式領導、

學校創新經營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臺中市公立高中教師所知覺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為何？分布

式領導對於學校創新經營是否具有預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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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了使研究主題易於瞭解，本節針對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作概念界

定，茲將本研究之中所探討的研究變項之名詞解釋說明如下 

一、 分布式領導 

分布式領導為領導者透過權力的分享，為了提高組織效能，依照任務及組織

目標的不同進行專業分工，賦權增能予以成員，彈性調整組織架構所成立的工作

團隊，在信任與合作氛圍下，每個成員在其負責領域，參與領導實務運作，擔任

領導角色並承擔領導責任，以利達到組織任務及提升組織效能，成員間互信分享、

貢獻知識及協同合作，並為達成組織願景而努力的一種領導激勵歷程。 

本研究所指的分布式領導透過分布式領導問卷所測得的五個層面，分別為「自

信與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清晰的組織結構和績效責任」、「領導能量的投資與

提升」、「營造信任和合作的學校文化」及「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透過受

試者在分布式領導問卷得分，分數越高代表教師所知覺的學校分布式領導情形越

高；反之，代表越低。 

二、 學校創新經營 

學校創新經營定義為學校評估內外部條件及優劣勢環境，透過有系統、有組

織的變革歷程，運用優勢及機會，有效降低劣勢及威脅，推動各項行政與管理的

創新策略及作為，激發創造動力以提高行政與教學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並

推動多元的學生展能活動，讓學校能夠持續進步，進而創造學校特色並提升學校

競爭力。 

本研究所稱之「學校創新經營」係指內涵界定為「行政管理創新」、「課程與

教學創新」、「學生生活展能創新」、「校園環境創新」及「社會資源創新」等五個

層面，前述五個層面作為學校創新經營之衡量內涵，其測得的分數代表學校創新

經營層面，分數越高表示學校在該項表現越佳，反之則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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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乃是要探究高級中學學校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茲將本

研究範圍與限制說明如下：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範圍可從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兩方面敘明：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目前任職於臺中市公立高中(包含國立、市立高中)為取樣的研究

範圍，對象以學校內教師(包含主任、組長、學科召集人、導師及專任教師)為

主。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主要針對公立高中的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進行調查研究，其主

要內容變項包含學校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兩部分，學校分布式領導的層面

分為「自信與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清晰的組織結構和績效責任」、「領導能量

的投資與提升」、「營造信任和合作的學校文化」及「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

五個向度。學校創新經營則分為「行政管理創新」、「課程與教學創新」、「學生生

活展能創新」、「校園環境創新」及「社會資源創新」等五個層面。教師背景變項

則以性別、年齡、現任職務、最高學歷及服務年資為探討範圍，而學校背景變項

則以學校規模、學校創校歷史為主。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旨在探討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以做為改進學

校經營的參考，但基於種種主客觀因素，仍有下列限制： 

(一)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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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蒐集實證資料，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臺中市公立高中教師作為問卷

實施對象，就個別變項現況情形進行研究，藉由相關資料的蒐集、分析結果與

歸納研究發現，以作為結論與提出具體建議的依據。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來

達成研究目的，雖可在較短時間內取得大量資料，並未以其他研究方法進行更

深入探討。部分填答者可能會受到個人的情緒、態度與認知等主觀因素以及社

會期望等因素的影響，其結果可能會造成研究上的誤差。為了減低此誤差，本

研究將檢視回收問卷的填答情形，有遺漏未答或全部填答同一選項之問卷，列

為不適宜之問卷。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臺中市公立高中為抽樣範圍，無法涵蓋全國公、私立高級中學，

因而在研究結果的推論與解釋上，會有所限制。此外，本研究雖然是以分層隨

機抽取研究樣本，但受試者乃是協請各校負責人協助，因此，在樣本篩選上，

也會形成偏差。 

(三)研究變項 

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的因素相當多，本研究以學校分布式領導、教師個人及

環境背景變項作為分析，其他因素則未納入。此外，高級中學分布式領導與學

校創新經營的關係，可能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故推論上也會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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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文獻，希望透過探

討分析與歸納，對研究主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第一節分布式領導理論探討 

一、 分布式領導的意義 

查閱有關「distributed leadership」相關翻譯，除了「分布式領導」之外，

有人譯為「分布式領導」，也有人譯成「分散式領導」。本項研究依據吳清山、林

天祐(2010)翻譯，採用符合字義及國情的「分布式領導」一詞。 

分布式領導一詞最早出現在 1951 年 Gibb 的《參與式團體的動態》一書中。

其後在 Barry 所提出<管理沒有首長的團隊：分布式領導的課題>(Managing the 

BosslessTeam:Lessons in Distributed leadership)及 Clift 與 Thurston(1995) 

所編著的《分布式領導：透過合作改進學校》(Distributed Leadership: School 

Improvement Through Collaboration) 一書中，均有所探討。分布式領導是一種

以領導實踐為中心的領導模式，其領導角色是流動而非固定的。在分布式領導中，

領導者與追隨者的角色隨著情境互動而變易，角色界限因而模糊。分布式領導強

調去集權化、社會責任及集體學習。 

Drarth.W.H(1998)指出領導的進展模式，在領導理念上由早期控制組織成

員，進而以影響領導成員，晚近的領導理念則以共創團隊目標，並朝向互惠互利

的關係發展。而在領導的行動上則由指揮追隨者進而以激勵追隨者為主，現今的

領導理念則在創造組織內部的承諾感，進而建立相互意義。若以領導發展的焦點

來看，在早期是強調領導者的權力進展至傳統領導模式中強調領導者的人際技

能，現今則著重在領導者的自我認識與自我實現，而終至以團體的互動為主。 

Grint(2005)以信任和開放做為組織人際關係的基礎，強調合作的文化，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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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屬學習領導，將組織成員的能量極大化，進而發揮組織的最大效益。1990 年代

後，學校面臨多元複雜的挑戰，學校成員必須協同共理校務，在組織運作過程中，

領導角色與行為隨情境變化，分享與轉換，分布式領導開啟了組織中民主與集體

領導的可能性。 

就分布式領導的意義而言，Bennett,Harvey,Wise 與 Woods（2003）認為分布

式領導的界限是開放的，領導者角色是依據專業知識，而不是其職位，因此，組

織中的個人或團體可視為領導者，並提供貢獻。信任與開放是領導者與成員間的

關係基礎，而領導行為可視為彼此人際關係的動態結果；因為領導者不是位處特

定的職位或角色，所以領導者和追隨者的角色區分模糊。以領導而言，分布式領

導可以新的角度和觀點來思考領導的本質。 

依據 Spillane（2005, 2006）的定義，認為分布式領導是一種興起中並有別

於其他的概念，重視領導實踐，而領導實踐正是學校領導者、追隨者和情境三者

的交互作用，由許多人負起學校領導責任，不是領導者知識、技能的成果，是一

種概念性或診斷性工具，以思考學校領導，其意涵多於分享式領導。 

Rosenbach 和 Taylor 認為，領導的本質係指領導者和追隨者相互影響，以達

成共同目標之過程。Thornberry 也指出，領導不僅可以促成組織成員的團結，更

可以藉由組織願景賦予成員奮鬥方向，促進凝聚之力量以及在心中銘記未來的圖

像（引自張奕華，2009）。 

VPAdminFiscal（2011）分布式領導強調的是一種態度，而不是管理的技

巧，它將組織內所有的成員都視為是具有獨特知識、經驗及智慧的專家，且

每位成員都有責任領導其負責的部分，且可以自由發展和分享新的想法。 

國外對於分布式領導的相關研究文獻，約在西元 2000 年後如雨後春筍般發

表，有關其定義與分析也有所澄清（秦夢群，2010）。Gronn（2000）對分布式領

導提出觀點為：將分布式領導視為一種在眾多人中潛在影響分布的形式；一個處

理複雜且資訊豐富的社會，更有效能的方法，而且也是分析擴大決策參與、增進

組織目標與策略的承諾等意涵的一項工具；依活動理論的觀點來看，是指分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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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在不同成員與不同職位中，其延伸的方法及分享工作的表現的形式。Elmore

（2000）認為，當組織努力創造一個共有的文化或價值、象徵和儀式時，領導人

可利用機會將領導的責任廣泛的分布在組織中各個角色的團體中。Harris (2002) 

從權力分配的角度指出，分布式領導並不是只分析掌握領導權力的少數人，而是

讓學校整個組織中全體教職員工有一定參與決策的機會並承擔相對應的責任。 

賴志峰(2008b)將分布式領導的意義界定為，學校領導並不只是校長個人所

為，而是一組人貢獻其主動開創、專門知識給學校所形成的整體效果，更多人參

與領導活動，比傳統單一領導者的假定來得多，專門知識是多樣化的，廣泛分佈

給許多人；而學校領導者並非專指校長，而是學校中負起實際領導責任的個人或

群體。(第 91頁) 

何建霖（2009）將分布式領導定義為學校內領導者的角色並非只有校長一人，

而是有更多人的集體合作參與領導活動，領導的行為是分布在學校內的所有成員

當中，貢獻與付出自己的專門知識，帶領學校的成員共同的成長與學習。(第 5頁) 

吳清山、林天祐(2010)將分布式領導定義為：在一個組織中領導活動散布於

各個成員，每個成員在其負責領域和「信任與合作」氛圍下，參與領導實務運作，

擔任領導角色並承擔領導責任，以利達成組織任務及提升組織效能。(第 149 頁) 

秦夢群(2010) 認為分布式領導係指領導者與組織成員，依其專業與能力共同

承擔任務之領導模式。領導不再只限於具有名分之領導者,而擴及整個組織成員。

組織運作過程中，領導角色與行為，可隨情境之變化而分享與轉換。 

陳麗捐(2012)認為分布式領導並非一種全新的領導模式，而是現有領導模式

的統整綜合，是現今學校領導現況的描述。領導實踐是構築在領導者、追隨者與

情境三者共同交互作用下。領導角色會隨著情境而流動，而非固定不變(第 4頁)。 

鄭卉坪(2012)將分布式領導定義為：「組織成員能因應情境變化、發揮其專業

能力及自主領導的功能、分擔及共享領導責任，透過團隊學習及合作的力量，達

成組織目標的領導實踐歷程」(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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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分布式領導係指領導者為了提高組織效能，透過權力的分享，依

照任務及組織目標需要，進行專業或任務分工，賦予成員相當權力，彈性調整組

織架構所成立的工作團隊，在信任與合作氛圍下，每個成員在其負責領域，參與

領導實務運作，擔任領導角色並承擔領導責任，以利達到組織任務及提升組織效

能，成員間互信分享、貢獻知識及協同合作，並為達成組織願景而努力的一種領

導激勵歷程。 

二、 分布式領導的內涵 

英國國立學校領導學院(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以下簡

稱 NCSL)在 2003 年分布式領導的報告書中，指出分布式領導有三種不同的概念： 

（一）分布式領導強調領導是作為團隊的新興資產，或是個體與個體之間能

相互影響的網絡。 

（二）分布式領導建議開放領導界限 

（三）分布式領導需要多數人具有多元的專長，而不是集中於少數人身上。

而依據 NCSL 的闡釋中，可知分布式領導是組織內的成員共同結合、相

互影響形成，並非是單獨個人所能成就的一項領導型態。 

徐吉春（2008）將分布式領導理論的起源及發展分成概念誕生期、啟蒙期、

醞釀發展期及蓬勃發展期四個時期。茲將各時期相關概念分述如下： 

1. 概念誕生期：分散式領導的概念可追溯到西元 1215 年的出《出埃及

記》 Moses 的岳父 Jethro 提出分散式領導模式的概念給 Moses 作

為決定之參考，Jethro 說：「你這件事做得不好，你和這些百姓必都

疲憊，因為這事太重，你獨自一個人辦理不了」，Jethro 認為，Moses 

領導民眾太辛苦，應該讓每一個人都能發揮長處，成為有用的人，故

建議將責任分散給其他人。在英語的諺語中也曾出現，如：集思勝於

獨斷（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在英國的前殖民地國家迦

納（Ghana）的諺語中也出現，如：「透過會商解決問題，不可能以一

己之智慧為之」「知識就像猴麵包樹，單靠一個人不可能擁抱它」(引

自賴志峰，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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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啟蒙期：1960 年代之後，隨著情境因素的多元探討，分布式領導的

概念存在於各種組織理論及教育行政理論之中，如：Thompson 於 

1967 年主張領導不只是由上而下的運作影響力，而是包含組織、水

平科層體制的上下循環；Barnard 在 1968 年認為領導不限於管理的

職位，也可以由組織成員來執行（引自賴志峰，2008b）。Dewey 亦主

張公立學校應予組織起來，讓每位教師可以有定期與派代表的方式來

判斷學校教育重要事務，以確保這些判斷足以影響學校系統（引自賴

志峰，2008a, 2008b, 2009）。 

3. 蘊釀發展期：Harris, Leithwood, Day, Sammons 和 Hopkin (2007) 

研究認為區分焦點式領導（focused leadership）和分布式領導

（distributed leadership）。所謂焦點式領導是指領導活動集中於

一個人，而分布式領導是分享式或在不同時間中分散給不同人進行，

當不同的人興起成具有影響力時，所產生的影響正在改變當中。

Bennett, Wise, Woods 與 Harvey 認為，分布式領導不是一種全新

的領導模式、技術或實踐，而是一種思考領導的方式，與近年來許多

領導名詞相類似，如 MacBeath, Arrowsmith, Spillane, Sergiovanni, 

Barth 和 Harris (2008) 認為，授權領導、分享式領導、共同領導、

轉型領導、建構式領導、合作式領導、民主式領導、教師領導、共同

領導、團隊領導、情境領導及永續領導相互交錯運用，但各名詞的理

念價值、參與形式及團體人數等概念亦有所不同，如表 2-1。 

表2-1 分散式領導與類似名詞之差異 

領導型態 注重層面 領導意涵 

分布式領導 情境 重視領導實際情況，合作參與、賦權增能與

專長之協同。 

授權領導 自我效能提升 領導者在組織中發揮影響力，對成員授予並

分享權力，促進被授權者自我效能提升，達

成組織目標之歷程 

分享式領導 領導人數 著重權力的分享，授權。 

共同領導 領導人數、共 組織中具有許多位領導者，並具有共同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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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目標 價值及目標。 

轉型領導願景 願景 

方向目標設定 

領導和管理是相互依賴關係，重視成員能力

的建立，領導者視開創成員間協同合作的機

會為主要挑戰，不依賴領導魅力或特質。 

建構式領導 開放學習之社

會契約 

互惠、有目的的學習並展現社群的行動，互

信、尊重且分擔工作的環境。 

合作式領導 共同參與 

平權 

強調組織內沒有訊息可以獨自佔有，互信、

合作是建立正確決策的先決條件。 

民主式領導 激勵參與 對即將採取的決策與下屬商量，給予更大選 

擇性與靈活性，決策是領導者和下屬共同智 

慧結晶。 

教師領導 專業團體 是一個次級團體的領導作為，各人選擇團 

體，範圍狹窄 

團隊領導 參與合作 集體智慧的形成 

情境領導 領導情境 

互動模式 

視情況決定領導策略，每一位部屬能力及準 

備度不同，透過互動，達到最佳適配程度。 

永續領導 理念認同 

集體智慧 

強調領導的過程及系統性，領導不是個人天 

賦，理念可持續性才能維持到最後 

【資料來源：方慶林,2010】 

4. 蓬勃發展期：Gronn 認為在過去二十幾年以來，富有理想色彩的魅力

領導、轉型領導是有缺陷的，分散式領導的時代已經來臨。Lucia（2004）

認為高度的績效責任與學校改進的強烈意圖，將分散式領導帶入最前

線，因而受到廣泛重視。 

Spillane(2006) 書中指出，英雄式領導會產生學校領導等於校長及

其英勇行為，其他人變成次要或支持角色；其次，著重於人、結構、

功能、慣例與角色，注意領導者做什麼，而不是如何做；並只陳述一

位或多位領導者的偉大，集中於個人行動無法探究交互作用的重要

性；只看重領導結果忽略領導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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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es, Creasy, Smith 和 West-Burnham 認為領導的發展從關注領

導者到目前環境趨勢，有四個主要變革，而這是分散式領導的優勢：

1. 建立信任：減少控制、賦權增能；2. 重新設計職位：著重領導責

任而不是工作；3. 改變組織結構：隨功能改變組織形式（form follows 

function），團隊本位結構（team-based structure）；4. 創造學習

文化，增強組織中個人領導能力。透過領導者思考組織結構如何改

變、團隊合作、參與與賦權增能並在民主、均權、平等的制度下，帶

動分散式領導的盛行（引自賴志峰，2008a）。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到，領導模式的轉變隨著後現代主義的興起，逐漸走向

多元、去中心化的取向。領導者在組織中的角色，由集中式的英雄領導，強調領

導者的個人特質與領導行為，轉而成為集體的參與式的領導。領導者不再是科層

結構頂端的單一個體，而組織也由個別領導者英雄式的特質，轉而注重領導者、

追隨者在情境中互動的集體智慧。權力的分布因此由集中而走向分權，領導角色

由單一固定走向流動、變易而多元。強調整合、功能導向的新興領導理論在晚近

崛起。時至今日，領導者與領導行為與過去呈現極為不同的風貌，研究顯示教育

領導逐漸走向分布式(Elmore,2000)。 

Gronn(2002)主張分布式領導中，組織成員存在共同承諾、自發參與及分享互

動的合作關係。在學校中，校長與其他成員的權力界線漸趨模糊，個體隨情境不

同，均具領導的能力。學校應去除學校領導者中心的角色概念(Harris &Muijs, 

2003)。在這樣的情形下，領導更適當被闡釋成具有流動性和緊急應用性，而並非

是一種固著的現象(Gronn, 2000)。--轉引自何建霖(2008) 

Spillance(2006)強調分布式領導是一種動態的互動網絡，權力的分布在不止

一個領導者間流動，領導者與追隨者的從屬關係有時會依情境進行轉換。 

Copland(2003)就其實證研究歸納出分布式領導的特性，認為分布式領導是一

種互惠、協同之行動(concertive action)，成員的專業觀點是多元的，可以發揮

超越每一個小單元的綜合效果。領導亦不再指涉校長或特定的行政主管領導，上

下層級間角色變得模糊或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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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賓州西徹斯特大學（West Chester University，2004）在學校網站中呼

籲學校所有成員，有權參與學校領導，並將參與的重要過程稱之為「分布式領導」，

其說明經研究者整理有以下三點： 

（一）分布式領導力是一種態度，而不是管理技術。這意味著所有成員都有自

己的權利，像是提供唯一且重要的知識，經驗和智慧來源。最重要的是，

這種方法可以讓大學的願景未來會共享並落實整個校園。 

（二）分布式領導下，人人負責，並負責領導各自的領域。分布式領導是一種

環境，讓成員覺得可以自由發展和分享新的想法。 

（三）透過團隊合作，在尊重的氣氛下，組織目標是個人在成功的氛圍中的共

同目的，能夠互助並適時尋求幫助。 

此外，西徹斯特大學（2004）對於分布式領導提出的意義有： 

（一）分布式領導並不只是代表賦權，它代表思考每個人的參與和努力，尋求

運用專業知識的最佳路徑。 

（二）強調將問題、威脅和變遷的概念與現實聯結。 

（三）在分布式領導下，不是每個人都是決策者，但人人都是具有專門知識的

專家，有助於決策的過程。 

（四）在分布式領導的組織氛圍中，發展和分享更有價值的想法。 

（五）分布式領導能夠讓我們控制風險，透過溝通協調得到最好處理方式。 

（六）組織在決策的過程中，每一個人都可以貢獻專業知識，並包容不同觀點。 

（七）強調合作和信任，而不是競爭。所有成員貢獻其專業知識並朝相同的使

命前進。 

（八）賦予每個成員權力，使其工作更有效能與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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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意義，可知西徹斯特大學已將分布式領導的意義以更清楚方式說明，

並使成員能瞭解其意涵，進而支持、促進個人更加卓越。 

秦夢群（2010）也將分布式領導歸納三點概念：由多人擔任領導者角色；領

導形式為集體互動與合作；強調領導者、追隨者與情境三者互動關係。以下分別

從領導者、追隨者與情境來探討分布式領導的觀點。 

（一）領導者 

有關分布式領導的領導者角色，Harris（2005a）指出分布式領導有多種的引

導及指揮來源，透過共同文化的建立提昇凝聚力，並關注於如何將領導實務分布

到正式及非正式的領導人。而Spillane與Diamond（2007）曾提出分布式領導不只

是協同領導，其領導者是多位領導者的觀念，也認為分布式領導，意指組織成員

發展專業能力，每個人都有機會可在適當時刻因情境需要而成為領導者。雖然認

同分布式領導採合作模式，但溝通相對重要，因為不同位置的領導者們可能會有

目標上的衝突。即使分布式領導重視多元領導的重要，但正式領導職位仍有其重

要。 

Spillane,Camburn,Pustejovsky,Pareja,與Lewis（2008）認為學校領導和管

理可能不只與正規領導職位中的校長、副校長和專家等個人工作有關，也可能和

非正式職位或臨時指派的領導者有關。賴志峰（2008b）則指出，學校領導者並非

專指校長，而是學校中負起實際領導責任的個人或群體。此外，根據任務特點和

組織成員能力，李潔芳（2008）認為分布式領導是由多個組織成員共同承擔和動

態更替領導角色的集體領導模式。張祝芬（2008）將分布式領導定義為：在闡明

組織中的領導實務非單一個人所能為之，而係「共同參與、團體共享」的集體性

現象。蔣園園（2008a）認為分布式領導的重心在於使組織內部所有專業人員，不

管其是否處於正式領導職位，都參與到領導實踐中，它以集體領導的形式，透過

學校教師共同工作來提高專業能力。 

分布式領導中的領導者角色，是有別於英雄式的領導，過去集所有權力於一

人的領導者已將權力分布給其他成員。HayGroup（2004）研究指出，校長藉由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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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賦能給他人時，積極建立影響力，而在不影響他人需求時，校長追求個人成就

與權力並不影響分布式領導的實踐。因此，領導者在行使職權時，必是以自信和

謙遜的態度面對工作上的挑戰。 

（二）追隨者 

Leithwood與Jantzi（2006）認為分布式領導是從更多組織成員的專業能力

中，增強組織受惠的機會，培養成員間更完整且互相信賴的正面評價，以及追隨

者個人行為如何影響整個團體。Woods,Bennett,Harvey與Wise（2004）從結構和

代理人二個面向來分析組織，以確認領導的分布情況。以結構方面而言，內部的

責任和權力分布到管理人員和其他團隊，型塑組織內特定的文化概念和規範，同

時鼓勵教師提出和嘗試創新的想法，並發展高度互相信任的社會關係；就代理人

方面，擴展參與領導的能量，將領導的實踐散布至組織成員。 

Ritchie與Woods（2007）認為分布式領導從結構面向來看，在結構上組織內

部的權責是採分布的型態，像是管理和團隊的權力分散，以及建構特定的文化理

念和規範，鼓勵教師主動採取和嘗試新的思維，最後再發展組織成員之間高度信

任的社會關係。此外，從代理人面向分析分布式領導的意涵，認為參與領導的成

員應均具有領導能力，且組織的領導實務是廣泛分布於組織成員中。賴志峰

（2008b）將分布式領導界定為是一組人貢獻其主動開創、專門知識給學校所形成

的整體效果，更多人參與領導活動，學校領導不只是校長個人所為。但在成員參

與領導活動的同時，必須界定責任以創造行動的認可權，清晰的角色和責任可以

降低重複性、衝突和混淆，可以容許領導，同時，組織的清晰、明確的授權、責

任的劃分是成功的分布式領導之特徵，特別是提升成員能量和動機（HayGroup, 

2004）。因此，追隨者的專門知識是多樣化的，不一定成員中的每個人都可成為

決策者，但是每個人都重要。 

（三）情境 

賴志峰（2008a）引述Barnes, Creasy, Smith 與West-Burnham觀點，認為領

導的發展從關注領導者到目前環境趨勢，有四個主要變革：建立信任、重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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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改變組織結構及創造學習文化。這些變革著重賦權增能及領導責任，也是

分布式領導面對外在環境變遷的優勢。所以，分布式領導不僅是潮流趨勢，更可

透過賦權增能來建立成員間的信任感，增進成員對組織的投入及建立承諾感，同

時可有效回應外在環境需求。以領導觀點來看，梁東榮、張豔敏（2007）指出領

導的實現並不是領導的個人行為作用觀點，而是領導者與其他因素交互作用的成

果；所謂分布式領導，則是分布於學校組織中的領導者、追隨者和特定的情境交

互作用網絡中的一種領導實踐理論。而馬明、于學友（2008）指出分布式領導是

在一定的情境範圍內，處於組織的各個層面的領導者與情境相互作用，成員發揮

各自專業能力，也就是透過賦權、協作、分享，使每個個體都能發揮各自的智慧，

形成共同體以實踐組織目標的行為過程。 

分布式領導是一種以「培養與協調」來取代「命令與控制」的領導模式（MIT 

Leadership Center Web, 2009）。在分散式領導官方網站指出：1.領導會造成組

織成員間的差異，所以各層級領導人要多；2.領導團隊的信念在權力的分享，所

以要讓每一個人都擁有權力；3.學校變得比以往複雜，所以需要更多的領袖來管

理和領導；4.學校領導要聚焦在學習和教學上，所以領導時要發展出具有影響力

和改進教學品質的分散式領導，並共同承擔這個以學習為中心的組織責任

（Distributed Leadership Web, 2007）。分散式領導並不是限制的廢除（abolition 

of participation），強調付出而不是去爭取；是一種分享影響，允許隨時隨地

做決定的一種機制（Distributed Leadership Web, 2007）。 

分布式領導關注的是由多位領導者、追隨者和領導情境所共同組成的領導實

務在組織中如何運作。HayGroup（2004）認為分布式領導實施成功，就是來自於

清晰的組織結構和績效責任，傳統的管理結構不必然與分布式領導有所衝突，主

要是看如何被運用。張奕華（2009）認為分布式領導是一種集體領導的形式，教

師可藉由協力合作發展其專業知識，並使組織中的人才能力極大化；且強調組織

中責任與職權的分享、團隊的工作型式以及集體性的任務負擔。黃宗顯（2008）

指出，在不同領域及情境下，分布式領導強調透過領導者賦權及權力責任分享，

領導者及追隨者可因專業及任務不同互換領導角色，創造出多元領導型態，藉以

促進人員成長與組織績效。徐吉春（2008）將分布式領導視為領導實踐，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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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共同參與，肯定個人專業知識，不斷賦權增能，強調信任合作，允許有多位

領導者和在主要領導者授權下，領導者與追隨者隨情境不同轉換領導角色的一種

領導實踐。 

方林慶(2011)指出校長運用分散式領導的模式來帶領學校邁向組織願景的過

程當中，其組織結構已經不是傳統的科層體制，而是朝向一種扁平化的網狀組織

結構發展，以成員的專業為主要考量並強調組織的功能性目的；將權力分散到所

有成員當中一起承擔責任，榮辱與共。 

三、 分布式領導的相關理論 

Leithwood 等(2007)研究顯示，不同方式的分布式領導對於達成組織成長和

改變是相當重要的。Harris (2008)認為許多人在任何組織中都有領導的潛力，但

是領導成功的關鍵在於領導的運用、結合和支持。Spillane 和Harris 指出分布

式領導的中心觀念是領導，是一種流動動態的組織型態、橫向(lateral)的領導方

式，由組織成員共享的，組織影響和決策是由彼此間互動而非個人傾向所掌控

(Harris, 2008)。Harris (2005a) 認為分散式領導與建構式領導在理論上具有重

疊之處，建構式領導採取社會理論之領導觀點，使社群參與者得以共同建構意義

與知識，是共同工作者互惠連結歷程。 

賴志峰（2008b）指出，分散式領導與同僚模式、領導密度及領導替代理論和

分享式領導等模式有其理念相似之處。Bush (2003) 指出，「同僚模式」是一種

平等主義的模式，以專業知識為背景，著重權力的分享與討論的過程，決策過程

經過委員會的討論及對話過程。 

Sergiovanni 認為「領導密度」指的是領導者和追隨者之間的緊密程度，追

隨者和部屬之間的差別；好的追隨者能妥善管理自己、激勵自己達到預設目標，

對於自己的責任及義務全力以赴；他並認為高領導密度，指的是較多人涉入他人

的工作，提供訊息、參與決策、提供新意見並參與領導的創造及轉移，因此組織

中較多成員與學校成功存在顯著利害相依存的關係 (引自 Harris,2005a)。 

美國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成立了分布式領導研究中心，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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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首席調查員的Spillane，教授學習科學與人類發展及社會政策的研究生課程，

曾著作《分布式領導》（Distributed leadership）一書，也在眾多雜誌文章和

書籍章節發表研究。Spillane, Halverson與Diamond (2004) 認為分布式領導係

指社會脈絡與情境的相互關係，是領導活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pillane（2005）

從現代觀點來看領導，認為面對日益多元複雜的環境，沒有一個領導者以偉大的

英雄般方式承擔一切，或是把職責及面對工作和生活所帶來的壓力，獨自攬在個

人身上。因此分布式領導應是源自於早期類似「決策共享」（ shared 

decision-making）的觀念（徐吉春，2008），強調以增權賦能和參與管理為觀點，

認為學校的領導者不應只限於校長或學校行政人員，教師和學生也可以負責領導

不同層面的活動，甚至家長或社區人士皆可成為學校部份活動的領導者。 

Spillane提出分布式領導三個重要的觀點：（一）領導實踐是中心和關切的

支柱；（二）領導實踐是由領導者、追隨者和情境的互動產生，每一成份對於領

導都是很重要的；（三）情境界定領導實踐，也透過領導情境被界定（引自賴志

峰，2008a）。分布式領導是領導現況的描述，領導實踐由三角形所代表，每個角

分別代表三種重要的成份，單一的三角形代表領導者、追隨者與情境之交互作用，

多個三角形則強調時間的重要性，詳如圖2-1。 

圖2-1  Spillane分布式觀點的領導實踐 

 

 

 

 

領導實踐 

追隨者 

領導者 

情境 

時間 

領導實踐 

領導實踐 

領導實踐 

追隨者 
追隨者 

追隨者 

領導者 

圖2-1  Spillane分布式觀點的領導實踐 

資料來源：賴志峰（2008b）。分布式領導的意義、構面與主張。教育研
究月刊，171， 30。 

領導者 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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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2-1可知，在分布式領導的實踐中的三個重要成份，即是領導者、追隨者

與情境。 

綜上所述，分布式領導界限是開放性和變動性的，具有權力分享、多人擔任

領導者角色、強調集體互動與合作等理念的領導形式、是一種目標積極的模式。

在分布式領導下，每個人可以自由發展和分享新的理念，但也都要就其所負責領

域負起責任，主要特徵有：第一，多人領導：在學校中，校長、行政人員和教師

都可扮演領導者角色，從事領導實務工作；第二，交互作用：分布式領導不只是

領導者與部屬的互動關係，更是組織中領導者、追隨者與環境形成一個互動網，

彼此具有相互影響產生的交互作用；第三，共同參與：組織中的成員都有機會參

與領導。此外，多位學者對分布式領導的定義是多面向的，如張祝芬（2008）從

領導實務、領導情境、集體式領導、相互依賴性、微觀政治五個面向來看分布式

領導； Spillane（2006）則以領導者、追隨者、情境三部份來界定分布式領導；

賴志峰（2008a）以組織目標、結構、環境，以及領導四個層面來看分布式領導內

涵。分布式領導中所關注的是領導實踐如何進行，而校長的角色在於將組織的各

部分加以整合，並建立共同文化的目標，使學校中的每個人有機會參與重要工作

與決策。 

四、 分布式領導的類型 

根據文獻分析，Spillane（2005, 2006）認為人們經常將共同領導、教師領

導、合作式領導、分享式領導、民主式領導、團隊領導、情境領導等，與分布式

領導予以交錯運用，同時也被視為等同轉型領導或其某一類型來作討論。 

Bennis與Heenan（1999）所提的共同領導（co-leadership）強調組織有許多

領導者，領導者之間具有共同的價值、願景與目標。但就Spillane（2006）認為

以分布的觀點來看，領導可以是民主，也可以是獨裁，合作式領導可被界定為分

布式的，所有的分布式領導不必然是合作的。共同領導反映出領導的分布性，但

分布式領導除了強調「多位領導者」，還有領導的實踐。其次，分布式領導有時

並沒有共同的價值，也沒有相同的工作目標，但仍然是分布式的，並非所有分布

式領導就是共同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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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Spillane（2006）認為分布式領導與轉型領導不同，至少有下列兩項：（一）

分布式領導不認為轉型領導優於交易領導，領導可以是轉型也可以是交易的，其

領導實踐的社會影響控制機制是不明朗的；（二）分布式領導將領導實踐置於中

心舞台，而不是校長或執行長，藉由設計或預設，容許教師與其他行政人員作為

領導實踐的主角。 

Lucia（2004）分析各學者的看法後，提出分布式領導與共同領導、轉型領導、

建構式領導、永續領導、分享式領導、合作式領導、民主式領導及教師領導等領

導理論不同之處，但仍有許多類似之處。Harris（2005a）認為分布式領導與建構

式領導有理論上的重疊性，因建構式領導的假定是領導為一組工作在一起的人相

互連結，使個人能夠自行建構知識與意義。此外，Fink與Hargreaves（2006）認

為永續領導就是分布式領導，但不是所有的分布式領導就是永續領導，視領導如

何分布及其目的而定。 

研究者依據各領導型式研究整理如表2-2 

表2-2 各研究之分布式領導性質與類型 

項次 提出者 依據性質 類型 

1 陳怡卉（2010） 領導形式 

事先規劃的程度 

分布的內容差異 

合作的模式 

2 

Spillane（2003）以及

Coldren,Diamond,Sherer

與Spillane（2005） 

秦夢群（2010） 

領導者角色 

合作式分布 

集體式分布 

協調式分布 

3 
MacBeath,Oduro和

Waterhouse(2004) 
領導情境特性 

正式的分布 

實用的分布 

策略的分布 

機會的分布 

文化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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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提出者 依據性質 類型 

4 HayGroup(2008) 領導向度 

指示（Instruct） 

諮詢（Consult） 

授權（Delegate） 

促進（Facilitate） 

忽略（Neglect） 

5 
Fink與Hargreaves 

（2006） 
權力分布程度 

傳統賦權 

進步式的賦權 

引導式的分布 

浮現的分布 

自信的分布 

6 

Harris,Leithwood與

Mascall, Leithwood, 

Straus 與Sacks 

組織的協定 

計畫型協定 

自發型協定 

自發型不協定 

混亂型不協定 

7 徐吉春（2008） 依不同個體或群體 
正式 

非正式 

《研究者整理》 

茲將上列各類型，摘要說明如下： 

在分布式領導實踐過程中，根據權力分配與領導者彼此之間關係，各領導者

的領導形式也有所不同（秦夢群，2010）。分布式領導的內涵概念，因實際運作

方式富彈性且呈現多元，陳怡卉（2010）針對此特點提出三種類型架構： 

（一）事先規劃的程度：學校可常設組織或規範性計畫，讓不同的專家擔任

領導者；或是隨機的短期目標，讓不同的領導者自動結盟和轉換。 

（二）分布的內容差異：可以依任務、專長、權力、責任、文化、追隨者的

主動性等來分布領導者角色。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7 
 

（三）合作的模式：藉由各角色各自獨立表現，最後形成統整，或是因情境

進行領導者的角色轉換，可能是日常任務上的關聯性活動互相協調，或基於友誼

的非正式的分布式領導。 

由於各學者從不同觀點來分析分布式領導，以下依領導中的領導者角色、情

境特性、向度、權力分布程度高低、組織協定及實踐型式，分別說明分布式領導

的分類類型。 

依據領導者角色，Spillane（2003）以及Coldren,Diamond,Sherer與Spillane

（ 2005）先後提出下列三種界定分布式領導的類型：（一）合作式分布

（collaborated distribution）：領導實踐透過多個領導者共同合作，執行相同

的領導例行任務，成員間存在著互惠與依賴關係，共享與共同負責領導實踐結果，

例如籃球比賽中成員關係。（二）集體式分布（collective distributed）：領

導工作是分別進行的，共同目標在完成集體組織的領導實踐工作，而領導者形式

看似獨立，但實質上卻相互依賴，就像學校中各科老師依其專業獨立承擔負責學

科的教學，但學校整體教學評鑑結果與學生學業表現，卻是取決於所有教師的共

同努力；（三）協調式分布（coordinated distributed）：領導是以特定順序來

執行領導結果與完成特定任務，以實現不同的領導實踐，像是接力賽中成員一棒

傳接一棒。 

秦夢群（2010）也提出，此三種分布式領導類型，基本上是各有特點，合作

式分布強調領導者必此間的領導實踐，具有互惠及相互依賴特性；集體式分布著

重領導者彼此獨立，卻共同擔負全體合作領導的結果；而協同式分布則強調配合

情境與需求的先後順序，各個領導者進行交互活動的順序性。 

若以領導情境特性來看，MacBeath,Oduro和Waterhouse在2004 年《分布式領

導的行動：完整報告》 (Distributed leadership in action: Full report)一

書中，提出六種分布式領導的形式：（一）正式的分布（formal distribution）

透過指定的角色、工作描述來進行領導的分布；（二）實用的分布（pragmatic 

distribution）透過必要性、特定的工作負擔之授權來進行；（三）策略的分布

（strategic distribution）基於個人有計畫的任命，正面的貢獻於整個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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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發展；（四）漸進的分布（incrementaldistribution）給予成員更大的責任

以展現領導能力；（五）機會的分布（opportunistic distribution）有能力的

教師願意擴展他們在學校領導的角色，因為他們易於採取主動去領導，達到機會

的分布；（六）文化的分布（cultural distribution）領導的實踐反映學校文化、

倫理與傳統（引自賴志峰，2008a）。 

上述正式的、實用的、策略的、漸進的、機會的、以及文化的分布等六種分

布式領導形式，可視為不連續或發展系列階段。若依組織團隊之運用成熟度，可

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包含正式的、實用的、策略的分布，主要是正式和策略

地分派領導責任給有能力的成員，並控制和管理其表現，屬於分布式領導之草創

階段；第二階段包含漸進的、機會的分布，在此階段的分布式領導，是能尊重所

有成員的看法，創造相互學習的文化，以確認成員的領導潛能，並訓練成員領導

的技巧及協助成員領導的表現。此外，原領導者也在這一階段準備退出，屬於分

布式領導之實踐落實階段；第三階段，則是以信任、專業知識和自信態度回饋，

激勵成員進行領導，傾聽及鼓勵成員冒險，適時提供有形的協助，容許成員有足

夠的自由去開始和執行領導責任。除了自我進行評鑑外，同儕間也能建立互評機

制，以提供組織成員持續的專業發展機會。這一階段是具體落實達到文化的分布，

也是屬於運用成熟階段。 

以領導向度來看，HayGroup為測量分布式領導的實施，提出五個分布式領導

的向度：指示（Instruct）、諮詢（Consult）、授權（Delegate）、促進（Facilitate）

及忽略（Neglect）。在這五種向度中，指示與忽略是負面的，促進是協助成員去

對學校產生更大的影響，來自於各層級的創意被採用與競爭，容易分享想法，成

員知道學校所發生的事情，最能使成員運用真正的領導，創造他人參與的情境。

而諮詢和授權可建立成員對組織的目的與責任感，與個人行動相容而不衝突（賴

志峰，2008a）。 

依權力分布程度高低來看，Fink與Hargreaves（2006）認為，即使是獨裁模

式，仍然存在著分布式領導的成分，五種分布類型包括：（一）傳統賦權：僅交

出部分權力，任命副手，尊重自主權；（二）進步式的賦權：創造新的角色，擴

展或修正組織架構，向團隊諮詢意見並檢核結果；（三）引導式的分布：著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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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的，形塑預期的、注意的行為，改進專業對話品質，並發展更好關係；（四）

浮現的分布：以明確的目標和價值，鼓勵成員創新與變革，展現信任互動關係，

讓成員自主並獎勵好的結果；（五）自信的分布：對於共同的目的與價值更加的

堅定與熱情，讓組織中反對者加入，包容傾聽少數人，堅持專業對話，確保專業

文化是進步的動力，並隨時確認目標。 

以組織的協定來看，Harris,Leithwood與Mascall, Leithwood, Straus 與

Sacks (引自方慶林，2010)提出分布式領導的主要四種組合型式： 

（一）計畫型協定（planful alignment）：組織成員以優先的、深思的、有

計畫的想法，提供領導的任務與功能。計畫型整合的共同價值與信念，包括反省

及意見交換、信任、信賴成員的動機與能力、承諾共同與分擔組織目標，以合作

而非競爭來提高組織生產力。 

（二）自發型協定（spontaneous alignment）：以默默的或靠直覺來決定誰

要執行領導的功能，雖缺乏深思熟慮的計畫，卻藉由偶然、興趣或其他原因導致

領導根源與功能的整合，屬短期的成功，有可能減少成員從事於必須要走向更為

計畫的與協定的領導分布型式。自發型的共同價值與信念，包括直覺反應是做好

決策基礎，信任領導同仁動機與能力、承諾與分擔共同組織目標。 

（三）自發型不協定（spontaneous misalignment）：由於缺少規劃性的領

導分散，導致組織的不協定及產生大量的負面效果，因缺乏整合，連短期性的成

功都難以達成。若能在支持性的條件下，似乎有可能轉為計畫性的型式，至於短

期的成功現況也可以藉由獎勵以求改變。 

（四）混亂型不協定（anarchic misalignment）：此種結構即為組織中的領

導者非常獨立，並與其他單位在組織資源及目標上相互競爭，而領導者主動拒絕

別人的行為，也造成他人在職務上相當大的傷害。其共同價值與信念包括：反省

與意見交換是決定成員工作與影響範圍的基礎，承諾個人或單位目標，缺乏信任

領導同仁的動機，以競爭促進組織生產力。 

依其在不同個體或群體，領導實踐的型式分類，徐吉春（2008）將分布式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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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分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分布式領導。正式的分布式領導，是基於職責角色，包

含跨層級關係、託管關係、對等關係、權力分離關係；非正式的分布式領導是基

於友誼關係。兩者分別說明如下： 

（一）正式的分布式領導：有跨層級關係的分布式領導，主要是透過上下層

級之間角色界線模糊或拓展來實現分布式領導。組織中所設置之正副主管即屬跨

層級之分布式領導，共同價值觀、互補的個性、心理距離、以前合作經驗等，是

相互間信任程度的關鍵因素；託管關係的分布式領導則是透過授權或委請相關人

員，請其全權代為執行相關組織職權，以促進組織之發展；對等關係的分布式領

導，是以最少限制來處理事務，拋開群體及個人固定角色，鼓勵成員踴躍參與並

輪流擔任主席，以建立人際關係網絡來團結一致達到組織目標願景；權力分離關

係的分布式領導，同一層級彼此間權力是分離的，各有自己的專業或特定任務要

完成，但在領導者賦權後，角色權力便重新分配。 

（二）非正式的分布式領導：友誼關係的分布式領導，乃基於友誼的協同合

作，基於相互吸引力和協調一致的個人特質，以非契約和非職位角色提出建議，

供組織及領導人決策參考。 

依上述國內外學者對於分布式領導的概念與意涵，主要可從Spillane分布式

觀點領導實踐中的「領導者」、「追隨者」與「情境」三個面向來探究。有關分

布式領導的構面，Leithwood與Jantzi於1998年提出可從學校的目的與目標、學校

文化、學校核心任務、學校的結構與組織及學校資訊的收集與政策決定等五個構

面去探討，Woods、Bennett、Harvey與Wise等人則建議可從學校責任權力的分布、

學校文化與規範的建立、鼓勵學校教師創新、信任的學校氣氛、分散領導的能量、

領導實踐的擴散等六個構面去分析。Gordon（2005）以「學校文化」、「任務願

景和目標」、「分享責任」、「領導實踐」四個向度來界定分布式領導，並幫助

學校建立能量，成為高品質的優質學校。另根據康乃迪克州所設計發展的「分布

式領導準備度量表」DLRS（Distributed Leadership Readiness Scale），則依據

學校的領導情形將分布式領導分為任務、願景與目標；學校文化；分享責任及領

導實踐四個構面（Gordon,2005）。張奕華亦提出分布式領導可從領導者的開放、

成員的動力、成員的參與及情境氛圍等四個構面去評估（引自方慶林，2010）。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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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峰（2009）遂根據Woods、HayGroup、Gordon等人的主張，將分布式領導之構面

分為以下五項，並發展出我國中小學分布式領導風格量表：「自信和自我謙遜的

校長角色」、「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領導能量的投資」、「營造信任的

文化」、「適當的轉捩點」，賴志峰認為HayGroup所提出之構面較為完整、具體。

茲將相關研究綜合整理如表2-3 

表2-3 分布式領導構面 

主要概念 意涵 學者 

自信與謙遜的

校長 

多位領導者，專業分工授

權，共同承擔領導責任。領

導者可能由非正式指定的成

員擔任，亦即可能是正式指

派的校長，也可能組織的 

任何一個成員，包含職員、

家長、學生、社區人士等。 

吳清山、林天祐（2010）； 

何建霖（2009）；徐吉春（2008）； 

秦夢群（2010）；黃宗顯（2008）； 

賴志峰(2008b)； 

Bennett, Harvey, Wise 與 

Woods(2003a, 2003b)； Harris (2008)； 

Smylie, Conley 與Marks (2002)。 

專業分工與績

效責任 

專業分工取向，共同參與，

以達成組織目標。 

吳清山、林天祐（2010）； 

何建霖（2009）；徐吉春（2008）； 

秦夢群（2010）；賴志峰(2008b)； 

Bennett, Harvey, Wise 與 

Woods(2003a, 2003b)； 

Harris (2008)。 

領導能量的投

資與提升 

賦權增能、激勵成員參與動

機，獲得成就滿足。 

徐吉春（2008）； 

黃宗顯（2008）。 

 

營造信任與合

作的文化 

達到最佳成效及互信合作文

化，依據能力、專業、情境

不同而進行角色調整。 

徐吉春（2008）；黃宗顯（2008）； 

賴志峰(2008b)；Bennett, Harvey, Wise 

與 Woods(2003a, 2003b)。 

 

尋找適當變革

轉捩點 

藉由特定行動和事件，推動

各項領導作為。 

HayGroup（2004）； 

Mangi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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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五個向度摘要說明如下： 

（一）自信與謙遜的校長：領導者藉由賦權增能來分布權力，並能注重成員

領導才能的發揮，期能達成目標或組織任務。亦即，校長樂意去分享自己的權力，

充滿自信，設計各種環境讓成員接受各種挑戰，自己亦用謙遜的態度去迎接各項

挑戰與責任 

（二）專業分工與績效責任：追隨者在組織內的一定範圍內可參與決策擬定，

提供意見或貢獻心力，所有成員發揮各自的領導或專業才能，但也必須對參與的

決策結果承擔相當責任。為了避免群龍無首，組織必須清楚劃分責任，明確的授

權，以清晰的學校願景引導共同努力的目標，發展學校績效及學生學習成就 

（三）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不論領導者與追隨者，強調與關注領導行為

的情境性，在不同情境需運用不同的領導策略，而重視的情境因素包括組織結構、

任務類型、員工特徵、內外部環境等，也是融合在領導行為中的實踐要素領導能

量投資的主要目的，在所有成員之間，建立有效領導的價值、信念和屬性。責任

的分散，而責任等同於權力，讓成員具有自我領導的能力，即是領導者重要工作。 

（四）營造信任與合作的文化：分布式領導強調領導是屬於群體的團隊合作

行為，藉由正式及非正式的組織團隊及分工，建立成員間的信任感，促進成員相

互激勵、協調、合作、支援。分散式領導強調彼此的合作、且領導者與追隨者可

以因為理念、價值及承諾的相同互換角色。 

（五）尋找適當變革轉捩點：分布式領導的革新動力來自學校的特定行動，

在未知的情況，領導者需與成員共同探索和決定，藉由尋找適當的時機點，在高

度的共識與合作下，可順勢推動各項領導作為。組織變革是領導者重要責任，領

導者必需要耐心等待適當的時機、天時地利人和，順勢而為才能事半功倍（引自

賴志峰，2008b）。 

綜上所述，學者對於分布式領導的構面雖有不同的看法，但均共同論及

分布式領導目標、文化、領導責任與領導實踐等主要內涵，故本研究整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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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分布式領導意義及特性，研究者採用賴志峰（2008b）依據HayGroup的所提五

大支柱所建構的構面：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清晰的組織結構和績效責任、

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營造信任和合作的學校文化、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

點，並以此五層面作為本研究評估教師所知覺分布式領導的實踐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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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學校創新經營理論探討 

本節旨在探討學校創新經營的意涵與相關理論，首先分析學校創新經營之定

義，進而說明學校創新經營之意涵，最後探討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理論。 

一、學校創新經營的定義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中，世界各國均積極推動進入推動知識經濟體系行列，不

斷產生及應用新的知識提昇競爭優勢，以適應快速變遷環境，而免於被全球化的

趨勢所淘汰。學校具備有傳遞知識的功能，除了「傳道、授業、解惑」之外，更

須扮演激勵知識創新的場所，及培養因應知識經濟時代所需人才的責任。近年來，

教育改革全面啟動，學校面臨全球化的教改挑戰，加上少子化危機、家長教育選

擇權、教師專業自主權等教育趨勢，使得學校的經營與管理，必須一改過去傳統

的經營模式，惟有適時融入企業理念，運用創新經營策略，才能有效促進學校永

續發展，並使學校在多重考驗下，仍能開創新局，營造屬於學校特色的藍海策略。 

就學校經營而言，「創新」(innovation)是順應社會潮流的活水源頭，是因

應發展挑戰的不二法門，是適應多變環境的生存之道，也是提升競爭優勢的關鍵

要件(吳清山、賴協志，2006)。追求卓越以提昇教育品質，是教育人員一直以來

努力的方向，更是在學校創新經營中所要追求的目標。追求卓越，是學校以創新

為體，經營為用，力求在整個產品、過程或服務等方面有所突破，改變現狀，採

用全新的經營方式，產生獨具特色的學校效能，讓學校經營更具創新與特色，以

提昇學校績效（吳清山，2004b；吳清山、林天佑，2003；吳清基，無日期）。學

校創新的概念源自於企業的組織創新理念，本研究將從探討組織創新的意義與內

涵為起點，瞭解國內外學者對學校創新經營的看法。 

(一)創新之定義 

「創新」在韋氏辭典（Merrian-Webster Dictionary）解釋為引進新的事物，

是一種新的概念（idea）、方法（method）或設備（device）。高希均（1985）

指出，最早提出創新概念的美籍奧地利經濟大師Schumpeter，認為唯有發揮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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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方能突破組織成長停滯不前的窘境。Schumpeter並強調創新在經濟體系中

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後，學術界與企業界開始探討創新的概念，並進而運用於組織

創新，以求企業組織發展能夠不被淘汰。 

吳清山(2004)指出(一)就創新本質來說：創意點子是創新的動力，是意識創

新的活水源頭。(二)就過程來說，創新是一種複雜的轉化過程，從形而上的思維

轉化為形而下的實際行動過程，這種過程的結果就會反映在產品、服務或工作方

法之改變。(三)就目標來說，創新具有一定的價值性目標，所進行的產品、服務

或工作方法之改變，必須是屬於有用的，有助於組織品質的改進與提升，才是創

新追求之目標。因此，依據上述內容，其對於「創新」所下定義為「運用創意的

點子，將其轉化為產品、服務或工作方法之過程，使其促進組織品質的改進與提

升。」 

Robbins與Coulter（2002）將創新定義為，採用創意點子，將其轉化為有用

的產品、服務或工作方法的歷程。 

Adair(2007)認為創新能力是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發展的重要指標，創新則是再

將此新的事物、辦法或方案轉化為社會應用，藉此產生影響力和獲利。 

張明輝（2003）指出創新是使創意成為一種有用的商品、服務或生產方法的

過程，係由不同想法、認知及資訊處理與判斷方式的結合而產生。吳清基（2003）

強調創新的目的是在於提高教育內容的附加價值，強調用心呈現、講求創意。吳

思華（2004）認為創新是指將創意形成具體的成果或產品，能為顧客帶來新價值，

且得到公眾的認可者。張新基（2008）主張創新是一種新概念或新事物，隱含創

造力的開發，會隨著認知經驗的改變，影響組織與個人的價值及行為。藉由個人

所創造的產品的獨創性與實用性可呈現創新行為，並提升個人或組織績效的過程。 

蔡純姿(2005)綜合學者的觀點，整理歸納創新的策略包括：形塑創新藍圖與

願景、整合運用資源、調整組織結構、營造創意環境、活用創新策略、簡化工作

流程、組織核心團隊、提供獎酬與誘因、確立創新規範及價值觀及建立創新衡量

指標等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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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創新為運用創新的點子或概念，轉化運用於產品、服務或方法之

過程，有效提升個人或組織績效。簡而言之，就是要創造出「他無我有；他有我

優」 

(二)學校創新經營之定義 

然而學校創新經營的基本概念涵蓋面廣，和學校教學、課程的變革不同，更

強調創造學校新的價值與提升學校效能。因此，學校創新經營的定義通常是界定

在使用新的想法、新的方式以及前所未有的活動規畫，用以提昇學校效能（張仁

家、黃佳淇，2010）。 

吳清山及林天祐(2003)將學校創新經營定義為，在學校環境的場域中，採用

創意的點子，將創意轉化到學校的服務、產品或工作方法的過程，以發展學校特

色，提升學校效能，達成教育目標。蔡純姿(2006)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意指「學校

為了因應社會環境變遷與教育改革的需求，以新的思維、新的技術與新的服務，

增進學生學習成就與學校辦學績效，進而提高學校競爭力，所進行一系列有計畫

的、有系統的、有步驟的創新作為的動態歷程。」(第58頁)湯志民(2006a)認為學

校創新經營係學校依循敎育理念，突破傳統觀念，運用學習型組織的團體動能，

轉化行政、課程、敎學和環境的劣勢，使之成為優勢，以創造獨特風格和組織文

化，並發展學校特色之歷程。 

張仁家（2005）指出學校創新經營是為了因應外在環境變化與組織內部運作

的問題，在學校行政與教學的各個層面，以「創新」為體，「經營」為用，將其

轉化到學校的服務、工作歷程與產品，所做出不同以往的經營方式，其目的在提

升學校的績效，發展學校的特色，達成學校教育的目標(第60頁)。 

秦夢群與濮世偉(2006)指出學校創新經營係為學校為滿足成員之需求，維持

競爭力與提升品質，而在在組織內部與外部之經營作法上，進行改變與創新的行

為。湯志民(2006a)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係學校依循敎育理念，突破傳統觀念，運用

學習型組織的團體動能，轉化行政、課程、敎學和環境的劣勢，使之成為優勢，

以創造獨特風格和組織文化，並發展學校特色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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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基（2008）指出學校創新經營，即是學校為提升教育績效，營造有利於

成員創造力發展的組織文化環境，鼓勵且引導成員參與創新活動，藉由知識系統

的管理與運作，以系統化的經營策略，使創意得以成形，發展及永續經營之動態

發展歷程。(第22頁) 

張哲源（2008）認為學校創新經營的定義，乃是針對學校外部環境和內在條

件進行分析後，在符合教育認知性、價值性和自願性的基礎上尋求差異和卓越，

於校園中營造有利創造力發展的學習環境和組織文化，並適時觸發創意的種子，

使學校能達到教育目標、提升辦學服務績效和維持競爭力的持續性歷程。(第51頁) 

顏秀如與張明輝（2005）將學校創新經營定義為：學校為提昇教育績效、營

造有利於成員創造力發展的組織文化與環境，鼓勵且引導成員參與創新活動，藉

由知識系統的管理與運作，以系統化的經營策略，使創意得以形成、發展及永續

經營之動態發展歷程(第7頁)。 

姚欣宜（2005）認為學校組織創新是學校對於新意念、新奇性、實驗性及創

造過程的經營與支持，在學校行政管理、課程與教學、教師專業及社區參與等層

面上，產生可行且具有價值的新構想、程序、服務、活動、知識。因此，學校創

新的內涵可視為組織的系統性的改變，將資源、創意、知識、計劃與經營管理等

元素進行系統性的變革策略與運用，透過集體對話與團隊問題解決，創造具有價

值與新穎、適切之產品、服務、程序、技術、管理策略等。(第26頁) 

黃雅琪（2008）將學校創新經營定義為，學校在多元的環境中，為取得經營

之競爭優勢，領導者組織創意的團隊，透過經營與管理的創新，使在技術、過程、

產品或服務等方面突現本位經營特色，將創意落實到學校的實際作為中，包括行

政運作、課程教學、活動展能、校園環境、公共關係等，積極展現出異於他校的

優異績效與卓越(第27頁)。張仁家、黃佳淇（2010）指出學校創新經營是以學校

為場域，運用新的觀點、新的方法、新的活動企畫或新的科技，融入學校文化及

學校環境中，並透過行政服務及教學品質的途徑使其產生創造性的變革，進而達

到提升學校效能、修正教育目標以及達成永續經營的功能，持續改善行政服務與

致力提升教學品質，使學校不斷地創新成長，以產生更多、更新、更好的文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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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黃怡真（2010）提出學校創新經營的定義，認為學校為維持競爭力與提升組

織績效，營造有利於成員創意發展的組織文化與環境，藉由成員的新思維、新方

法，以創造學校獨特風格且能永續經營的動態歷程(第42頁)。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論點，研究者將學校創新經營定義為學校評估內外部條

件及優劣勢環境，透過有系統、有組織的變革歷程，運用優勢及機會，有效降低

劣勢及威脅，推動各項行政與管理的創新策略及作為，激發創造動能，以提高行

政與教學效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並推動多元的學生展能活動，讓學校能夠持

續進步，進而形塑學校特色並厚植競爭力的歷程。 

二、學校創新經營的意涵 

創新經營是學校領導者共同的校務方針，吳清山（2004b）認為學校創新經營

的內容，可從觀念、行政、教學、課程、學習、環境等向度思考，主要包括下列

八項學校創新經營內容： 

（一）觀念創新：如學校人員價值、思考方式、意識的改變。 

（二）技術創新：如教學、評量及資源運用等改變。 

（三）產品創新：如課程設計、教師著作、教具、學生作品等產品上創新。 

（四）服務創新：如行政服務、社區服務、家長服務等改變。 

（五）流程創新：如各處室業務處理程序、開會流程等改變。 

（六）活動創新：如典禮、校慶、運動會、開學日、家長日、節慶、教學觀

摩會、戶外教學、城鄉交流、畢業旅行、教師進修、家長參與等活動

的突破。 

（七）環境創新：如學校建物造型的改變與美化、室內設備擺設、環境空間

的重新規劃、教學場所的佈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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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色創新：如型塑學校獨特文化、發展學校特色等。 

湯志民(2006a)認為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就方式而言，包括觀念創新、行政

創新、課程創新、教學創新、文化創新、活動創新、環境創新及特色創新。就層

次而言，分為漸進式創新、明顯性創新和突破式創新。就型態而言，分為模仿性

創新、再造性創新及原發性創新，對此，湯志民(2006a)作了以下的詮釋： 

1. 就本質而言︰學校創新經營必然要突破傳統觀念，有新穎獨特的創意點

子，但其前提是符合敎育理念，使學校創新價值穩定，否則會流於荒謬和

搞怪。 

2. 就過程而言︰學校創新經營須有敎職員生和家長的團體共識，形成學習型

組織的團體動能，將行政、課程、敎學和環境可能面臨的人事物限制的劣

勢轉化為優勢，使學校創新價值提升。 

鄭燕祥（2006）提出近年來學校創新經營有三波的典範轉移，第一波的學校

創新經營，關注的焦點為在教與學上能否達到效能，目標是改進內部的管理、教

學及學習過程的技術及程序的創新；第二波的學校創新經營，關注在提供的教育

品質能否滿足多元的社會需要；第三波的學校創新經營，所關注的焦點在於是否

與全球化的未來發展需求相關，以及如何保證滿意的教育品質與全球化新時代的

發展需要相關，並幫助學生、教師及學校發揮持續效能及發展。 

以學校創新經營的向度而言，學者提出各自觀點。濮世緯（2003）將學校創

新層面分為五大向度來進行分析，行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知識分享創新、

外部關係創新和資訊科技創新(摘要)。 

鄭聿芳(2011)認為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分為行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

學生活動創新、校園環境創新、資源整合創新。 

張明輝（2004）提到精緻學校經營的各項具體執行措施，在創新向度有：行

政管理創新、課程與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展能創新、校園環境美化創新、社會與

環境資源應用創新等五項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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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聖謨（2004）主張學校的創新經營策略，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基於改變的

理念，是適應型學校，屬於更新式經營(renew)；另一是轉化的理念，是創新型學

校，屬於創新的經營(innovate)。創新型學校屬高階的組織學習，而創新行政管

理之目的在於轉換與超越以求永續發展，其內涵可從下列四個方面說明之。 

（一） 在策略特徵方面：處室單位採取任務取向，講究組織交互合作支援，

並致力於創造學校特色，其目標則是力圖產出性的成果。 

（二）在結構特徵方面：創新型學校依據學校任務目標彈性調整人力編配與

業務執掌。尊重專業更甚於職位頭銜，透過任務使命感的目標驅力，

遂行自我控制。 

（三）在人力管理方面：著重長期表現與潛力發展，鼓勵冒險並允許成員失

敗，重視專業分享及人才培植。 

（四）在管理者行為方面：以開放信任的態度，鼓舞部屬主動奮進的精神，

致力於士氣的提升與維繫。 

而更新式經營和革新式經營的差異有三個面向： 

（一）在創新方法上，更新式的經營組織結構是既定穩固的，而革新式的經

營，以經營的目標以學校效能為導向，組織結構視任務型態而變化。 

（二）在創新過程上，更新式經營的點子出自於少數人，解決問題的思考是

封閉性的；而革新式的經營，以集體力量追求創意，且積極擴展創新

經營所需資源，思考特質是擴散性的。 

（三）在創新成果上，更新式的經營的創新內涵限於於單一或少數的校務運

作面向，持續度不佳，用以往成功的慣例解決問題；革新式的經營，

有整體系統性經營的思維，及日新又新永續發展的企圖，問題解決策

略具有多元彈性的特質。 

林筱瑩（2005）歸納學校組織創新的觀點，將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分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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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創新、教師專業發展創新、社會資源統整

創新、校園環境營造創新等六個向度。 

蔡純姿(2005)綜合學校創新經營之向度，歸納區分為管理創新、技術創新與

文化創新三個主要系統： 

（一）管理創新：包括理念創新、人力創新、結構創新、流程創新、領導創

新等。 

（二）技術創新：指校園營造創新、資源應用創新、行政運作創新、課程教

學創新與學生活動創新等。 

（三）文化創新：如學校文化與特色、教師文化與作為與學生文化與表現等。 

秦夢群與濮世緯（2006）歸納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分為行政管理創新、課程

教學創新、外部關係創新、學生活動創新、校園環境創新等五個向度。 

蔡進雄（2007）提出學校創新管理成效，意指教師對學校之行政管理創新、

課程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創新、環境美化創新及資源運用創新等五個創新管理的

知覺，實施各項創新活動，以提高教育品質。 

林新發等人(2007)將學校創新經營分為行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學生

展能創新、資源運用創新等層面。 

陳佳秀(2007)則將學校創新經營分為創新行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活

動展能、創新校園環境、創新資源運用等。謝傳崇(2007)將學校創新經營分為創

新行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學生展能、資訊創新運用、環境創新運用等五

類。 

黃瓊香(2007)將學校創新經營分為創新行政服務、創新課程教學、學生展能

創新及資源運用創新。 

張雅甄（2009）認為學校經營中最重要的五個要素，包含行政服務、教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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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生學習、家長支援及社區資源是五個創新內容的要素，因此，將學校創新

經營內涵分成五大層面，包括行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創新、校

園環境關係創新、公共關係創新五個層面。 

陳政翊(2010)整理學校創新經營內涵，分為行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

知識分享創新、公共關係創新及資源整合創新等五項 

此外，我國為因應新世紀的學校革新，鼓勵中小學校經營團隊，教育部指導

中華創意發展協會（2008）辦理「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推展創新與多元的行

政措施，並結合資訊與網路科技，以帶動校園創新文化。創新內涵共分為以下五

組： 

（一）行政管理革新組：加強行政效率與品質，提升組織績效。 

（二）課程與教學領導組：建構有利教師進行創意課程、教學之平台或活動。 

（三）學生多元展能組：推動學生課內外活動，發展學生多元才能。 

（四）校園環境美化組：規劃校園環境，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與品質。 

（五）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組：建立良好公共關係，善用資源，提升學習效益。 

綜上所述，將創新經營理念應用於學校中，無非是為了要讓學校在多元的社

會中獲得有別於以往的創新經營模式，並維持競爭力以提升教育品質。學校創新

經營，則是以企業經營的理念作為學校經營的借鏡，結合組織創新和學校經營的

理念，形成學校創新經營之內涵，進而發展出學校經營特有的創新策略，以發揮

學校教育的功能，其內涵包含學校行政創新與學校教學創新兩大主軸（林新發，

2003；張明輝，2003）。為瞭解學校創新經營的情況，歸納出國內學者相關研究

之學校創新經營內涵層面，如下所述。 

林新發（2003）以企業經營創新的理念作為學校創新經營之借鏡，進而發展

出學校經營特有的創新策略，其內涵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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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行政創新：指學校組織為因應外在環境的變遷壓力，以及內在組

織結構的改變，所進行的一連串學校組織的策略性管理、溝通及資源運用等運作

模式，鼓勵學校成員積極主動參與學校各項決定，並以學校整體發展為考量，提

升學校效能的創新管理策略。 

（二）學校教學創新：引進新的教學概念、技術或工具，使學生不僅學到知

識，也學到方法、技巧，以及相關的觀念、態度、理想。換言之，身為教師者，

不但在教學技術上能具備反省能力，同時對學生產生積極正向的作用。 

顏秀如、張明輝（2005）認為學校創新經營是提昇教育績效，藉由知識系統

的管理與運作，營造適當的組織文化與環境，鼓勵創新活動，使創意得以形成、

發展及永續經營之動態發展歷程，並將學校創新經營分為三個構面：觀念創新、

組織運作創新與行政管理創新，並提出知能創新、組織文化創新、教學方法創新、

教學歷程的創新、行政管理創新、設備環境創新與資源應用創新等七個具體實踐

項目。 

鄭福妹（2006）主張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可包括：(一)行政管理層面之創新

經營策略為學校行政經由凝聚共識組織經營團隊，運用人力支援教學，籌募經費

解決問題，適時激勵同仁，因應需求建立 SOP 標準作業流程、運用 PBCDF 策略、

遵守六要及六戒守則、倡導三化哲學、實施教師分級制度等創新作法。(二)課程

與教學層面之創新經營策略係採取異業結盟策略，並創新套裝課程；重視專業對

話，且建立教學專長機制；辦理觀摩交流活動，並培訓師生導覽員。(三)知識分

享層面之創新經營策略指進行共同學習，改善心智模式；編製學習資料，規劃學

習護照；訂定激勵措施，推動臨床視導；接待教育團體，協助專題研究。(四)外

部關係層面之創新經營策略強調邀請社區參與、與外界建立良好關係；運用走出

去請進來策略、進行校際交流活動；運用多元溝通管道，善用媒體採訪報導；引

進社區老師、進行社區關懷。(五)資訊科技層面之創新經營策略強化學校網頁內

容，鼓勵社區建置網站；改善軟硬體設施，建構數位化校園；資訊科技課程化，

製作網頁參加比賽。 

田福連（2010）歸納整理建構出學校創新經營影響因素評量指標的架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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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有創新氣氛、組織學習、知識管理、組織文化、環境變項與組織結構，其各項

評量指標如下： 

（一）創新氣氛的評量指標：有工作性質、團隊運作、領導啟發、資源運用

與組織激勵五項，如工作自主性、團隊支持、專案團隊、專業取向、充分授權、

合作參與、創造性領導、主管激勵、尊重信任與激發創新信念等。 

（二）組織學習的評量指標：有個人學習、學習方式與學習內涵三項，具體

項目有主動學習、成就動機、自我創新精進、經驗分享、學習社群、學習結構管

道、研發人員創造力、專業態度、理論與實務、創新能力、資訊化能力、優勢競

爭力等。 

（三）知識管理的評量指標：包括知識應用與知識創造兩方面，如知識創新、

知識儲存、參與知識社群、知識分享行為、資訊流通、資訊處理程序、行銷創新

等。 

（四）組織文化的評量指標：包含願景創塑與文化形塑，如願景與承諾、學

校文化與特色創新、共享價值文化、創意教學、創造力培育文化、團隊文化等。 

（五）環境變項的評量指標：內部環境與外部環境，如創新組織變革、校園

環境創新、社區文化環境與資源、家長意願能力與認同。 

（六）組織結構的評量指標：正式與非正式結構。 

綜合各家學者研究，主張學校創新經營包含重視學校內外環境的創新及創新

人員的創新思維與策略的應用；學校要有蘊育創新環境的軟硬體設施與條件；重

視內部與外部環境脈絡發展及其交互作用產生的影響；學校組織發展的價值與創

新是創新經營的核心概念；學校要不斷塑造創新的文化與氣氛；學校成員的創新

學習能力與知識管理是提升組織進步的重要動力；學校要依願景設定目標，追求

卓越與精進。 

此外，從學校多元架構的觀點來看，林明地（2009）研究指出，創意的學校

經營是發揮校長與學校成員，如教師、職員、學生及家長等之間雙向影響力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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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信任為基礎，透過學校結構、人際互動、學校微觀政治學，以及文化意義

四個取向出發，其目標是希望能建構滿意且具成效的行政過程，追求共享價值實

現，並建立利於長期發展的學校文化。蔡純姿（2005）也強調學校為了因應環境

變遷與教育改革的需求，以新思維、新技術以及新的服務，進行有系統的、有計

畫的創新作為，其動態歷程正是學校創新經營。而學校創新經營的目的在於增進

學校辦學、教師教學、學生學習成效，進而提高學校競爭力。 

莊光復(2011)則將行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知識分享創新、知識科技

創新、校園環境創新等作為學校創新經營研究構面。 

經由文獻整理可知，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層面廣且多元化，以下茲將各學者

及中華創意發展協會（2008）所提出之學校創新經營內涵，並依據學校創新經營

的相關理論，分別各探討層面進行分析，整理如表 2-4。 

行政管理創新、課程教學創新、知識分享創新、外部關係創新和資訊科技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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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學校創新經營探討層面分析表 
 行政

管理 

課程

教學 

學生

展能 

知識

分享 

社會

資源 

校園

環境 

科技

設備 

 

濮世緯(2003) ○ ○  ○ ○  ○  

吳清山(2004) 
○ ○ ○  ○   

特色、觀念創

新 

張明輝和顏秀如

(2005) 
○ ○   ○ ○  

觀念創新 

林筱瑩(2005) ○ ○ ○ ○ ○ ○   

湯志民(2006) 
○ ○ ○   ○  

特色、觀念創

新 

秦夢群與濮世緯

(2006) 
○ ○ ○  ○ ○  

 

汪宗明(2006) ○ ○ ○  ○  ○  

鄭福妹(2006) ○ ○  ○ ○  ○  

顏童文(2007) ○ ○ ○  ○ ○   

蔡進雄(2007) ○  ○  ○ ○  公共關係 

林新發(2007) ○ ○ ○  ○    

謝傳崇(2007) ○ ○ ○   ○ ○  

黃瓊香(2007) ○ ○ ○  ○    

黃韻如(2008) ○ ○ ○ ○ ○    

中華創意發展協會

(2008) 
○ ○ ○ ○   ○ 

 

楊嘉玲(2008) ○ ○  ○  ○ ○  

張雅甄(2009) ○ ○ ○   ○  公共關係 

林孟慧(2009) ○ ○ ○ ○ ○    

陳政翊(2010) ○ ○  ○ ○   公共關係 

田福連(2010) ○ ○  ○ ○ ○   

鄭聿芳(2011) ○ ○ ○  ○ ○   

莊光復(2011) ○ ○  ○ ○ ○   

合計 20 21 15 10 17 12 5  

資料來源：研究者整理 

綜合上述文獻，整理歸納學校創新經營的策略主要為整合內外部條件及環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RH0JVu/search?q=auc=%22%E6%B1%AA%E5%AE%97%E6%98%8E%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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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透過有計畫、有組織的變革歷程，提高行政與教學效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

趣，讓學校能夠持續進步，以提升學校競爭力。形塑學校創新經營的願景，係強

調突破以往學校經營的內涵或經營型態（張明輝，2006）。學校創新經營與管理的

目標在於提升和超越，不斷注入創意活水，日新又新，始能永續成長領先。因此，

培養成員創新能力，讓成員願意學習、嘗試與改變以型塑學校為學習型組織。學

校在有限資源的情況下，運用科技與結合家長及社區資源的創新方法，提高教育

績效，建立學校特色，使學校教育品質提昇，成為具有創新的行政與教學或特殊

形象等特色的優質學校。以整體發展角度來看，為同時因應內部組織運作的問題

與外在環境的變化挑戰，學校在行政與教學層面，將創新轉化到學校的服務、行

政流程與績效結果，並以創新的經營方式來達成學校教育的目標（阮翊峰，2009）。

由上述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歸納整理，按照學者提及次數多寡，本研究擬將

學校創新經營之內涵，以(一)行政管理創新、(二)課程教學創新、(三)學生展能

創新、(四)校園環境創新、(五)社會資源創新等五大項較多，各項說明如下： 

(一) 行政管理創新：行政管理創新指學校全體同仁具有創新的願景，透過行

政與教學團隊的建置，以具體可行的方法和技術落實，使學校組織向上

提升(鄭聿芳，2011)。行政運作的良窳，攸關整個組織品質的好壞，因

此當檢視現行各項行政制度與措施，從服務創新與流程創新的角度，進

行改革工作，讓內部的行政作業更順暢，更具適應力與效能。(劉鎮寧，

2007)。綜合言之，行政管理創新係指學校以創新的思維，研擬具體策

略，從行政實務、團隊運作、流程管理、績效表現等，進行創新的作為。 

(二) 課程教學創新：教師運用創意，去蒐集、研發新教材、教法與評量，並

建構有利於教師培育創意課程與教學活動。如知識分享機制、教師研

習、學習檔案歷程管理等創新經營措施，以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及學生學

習成就(鄭聿芳，2011)。課程好比一個人的軀體，教學則是賦予軀體生

命的靈魂，應該不斷引進新的課程與教學觀念、方法或工具，使學生不

僅學到知識，也學到方法、技巧，及相關的態度、觀念和理想，以創造

更高的附加價值(劉鎮寧，2007)。因此，課程教學創新指教師將創意運

用於課程設計、教學方法或評量設計，除提升本身教學專業外，更能啟

發學生學習動機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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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生展能創新：學校將創意元素融入於各項校內外活動，使其不僅兼顧

教育功效，更能強化參與動機，進而激發多元潛能。舉凡畢業典禮、開

學典禮、校慶、運動會、教學觀摩、校外教學活動、開學日、家長日、

教師進修、教師自強活動等，均應屬之。 

(四) 校園環境創新：指學校能因應教育環境發展，運用新思維及新技術，對

學校的校園空間及環境設備，進行整理性、創意性的整體規劃，例如更

新充實教學設備、改善校園景觀、建置人性化校園空間、創造藝文氣息

的對話空間、延伸學生學習場域等，不僅能改善學生學習品質、更能有

助於教學成效。 

(五) 社會資源創新：從經濟學效率觀點來看，以最少的投入產出最大的經濟

效益，為資源運用的最高準則。資源運用創新是學校運用新思維及新方

法，對學校內外做好公共關係，引進社會及社區資源，促進學校與社區

合作，提升學校效能。學者專家(吳清山，2004；蔡淑姿，2005)將資源

的運用包含在技術系統項下。本研究定義資源運用創新為學校以創新的

策略，有效開發及運用內外部資源，提升學校效能的作為。 

三、學校創新經營相關理論 

面臨經濟全球化、資訊科技化與文化多元化之際，教育組織的變革、教育系

統本身知覺或求新求變的內在動力，都是影響教育進步與革新的因素（楊振昇，

2009）。而知識管理和人力資本，是知識經濟時代組織學習和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兩者間具有相輔相成的角色。因此，在學校之中營建一個知識管理系統，除有利

於教師專業能力的累積與提升外，整體而言也有助於教師創造力的發揮和學校創

新經營的實施（張哲源，2008）。本部份將探討知識管理的內涵、落實知識管理的

學習型組織、組織變革以及組織再造，以建構學校創新經營的理論基礎。 

（一） 空間領導 

「空間領導」(space leadership)係領導者透過規劃與運用校舍、校園、運

動場和附屬設施，以建構對學校課程、教師教學、學生學習、行政管理和社區公

關，具有實質影響力的「點、線、面、體」環境，以引領學校空間和教育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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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 (湯志民，2008a)。 

學校空間有效運用，透過環境營造，影響行政工作效率、教師教學品質、學

生學習情緒，進而對於帶動組織氛圍，讓學校在無形中，獲得 

學校空間與課程、教學、學習、行政、社區關係密切，學校課程、教師教學、

學生學習、行政管理和社區關係，皆需空間與設備支援，以資營運。亦即，學校

空間規劃與設施營運，也可引領與促進課程設計、教學與行政效能，以及社區關

係。空間領導的方式，擬分為：以空間規劃提升教育意境、以空間規劃帶動課程

發展、以空間規劃引領教學創新、以空間規劃豐富學習資源、以空間規劃促進行

政革新、以空間規劃拓展社區關係等六方式， 

學校是教育的空間，學校設備標準會因課程而改，如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

2005 年甫修正公布，因應 98 課綱新課程實施，2008 年再行修正；此一情況反

映出，有課程有教室(或空間)、有教室(或空間)有課程，亦即課程會改變教室(或

空間)需求，改變教室(或空間)也會影響課程需求。因此，以空間規劃帶動課程發

展，是空間領導的方式之一(湯志民，2008)。 

（二）學習型組織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中，各項資訊日新月異，同時縮短知識半衰期，而為了有

效落實知識管理，教育工作者需汲取新知，建立學習型組織因應（楊振昇，2006）。

Senge（1990）提出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的理念，認為組織中

的個體透過不斷交互學習，以完整的思考型態解決組織問題。當組織持續注入活

水，創意的思維擴散於組織，使得整個組織形成學習的文化，成員學習「如何學

習」，將能促進組織長久發展。因此，組織學習是將組織視為一個有機體，隨著時

代趨勢進行學習和提升，學習內含個人與團體的學習，提升是指在彼此交互作用

下進而達到組織提升的目的。從學習型組織的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共

同願景（shared vision）、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團隊學習（team learning）

和系統思考（system thinking）五項核心理念來推展學校創新，不但符合實務工

作者的普遍認知，同時在以教育為本質的學校組織中，重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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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教職員和社區家長團體的互動學習，以提升整體教育績效，奠立學習型學校

的基石（張哲源，2008）。 

在國內 90 年代之後，學習型組織應用於學校中，使學校成為學習型學校

（learning school）的概念，雖經多數的教育現場的教師或行政人員認同，並同

意其對於組織發展有助益，但具體的實踐仍屬發展階段（吳明烈，2004；魏惠娟，

2002）。針對學校實踐組織學習的理念，Senge（2000）指出學校是一個社會系統，

除學生、老師和家長的互動關係外，仍需考量到其他面向的交互作用，因此，校

長像是扮演一個槓桿的支點，在家長、教師與更高行政單位間協調，並且負責監

督和管理整個學校的學習過程。在邁向學習型學校的有效途徑上，應由學習的概

念來著眼，形成組織學習層次的發展階段。而組織學習是廣義的概念，要活化學

校根本因素仍在於教師個人不斷學習的行動力。古椿宏（2008）研究中發現，打

造學習型環境有助於學校內課程知識的流通與分享，以及課程知識的創新。要推

動學校的創新，學習型學校的建立是首要步驟，而教師是其中重要的角色。唯有

促進教師持續學習的觀念和知識技能交流分享的習慣後，學校才有可能獲得源源

不絕的創意種子和創新技術的挹注，在推動學校創新經營和具體實施上，也才能

提升學校創新的可能性。 

（三）組織變革理論 

面對多變時代，組織運作為因應內部與外部環境變革，才能免於被淘汰（楊

振昇，2009）。1990 年代以後，有關組織理論的發展十分快速，在企業組織理論

方面，包括組織再造理論、學習型組織理論、網狀組織理論及虛擬團隊組織理論

等企業組織理論，均屬為了提升組織績效而將組織轉型為學習型組織等型態，以

提升組織競爭力，而這些企業組織理論亦可適用於組織變革（張明輝，2005）。有

關組織變革的意義，謝文全（2003）提出組織為適應內外環境變遷，對組成元素

進行調整，以提升自我發展能力、發揮潛能、維持組織平衡，以求達到組織持續

生存與進步發展的過程。換言之，組織變革主要目的是為調整組織以適應環境，

而這些組織變革理論可適用於教育組織的變革，但適用的範圍及時機，則視組織

實際需要而定。以學校創新經營立場來看，組織變革必須採行符合組織現狀的策

略，變革的策略，則因校而異，而組織變革領導者理念的支持為不可或缺的動力。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1 
 

楊振昇（2009）指出，推動組織變革時，要注意的事項包括：重視組織變革的周

延性與系統性，變革並非毫無目的或無秩序的，組織變革的前瞻性與創新性須重

視；變革領導者是變革過程中靈魂人物，其角色不容忽視，而行政階層必須主動

參與行政歷程，才能使組織有效更新；組織變革是一個漸進過程，不應只求快、

求變，忽略了組織文化、結構與基本假定。此外，田福連（2009）主張，變革理

論對於學校創新經營的意涵與影響，著重在創新文化價值的形塑與再造。總而言

之，學校為因應環境變遷及提升發展而產生組織變革。組織變革理論對於學校創

新經營的啟示，在於組織持續性進行內涵與歷程的革新以創造績效，提升競爭力。 

（四）組織再造理論 

自 1970年代開始萌芽的組織再造理念，國內外企業組織相當重視。組織再造

即是要達成組織創新的目標，國內政府及民間企業為提升競爭力，無不積極推廣

組織再造運動。侯志偉（2009）指出，學校組織特性雖趨於保守，而其創新改變

也比較被動，但近年來受到教育政策變革、教師意識抬頭及社會環境的影響，使

得學校組織已具備了組織再造的特質。 

國內學者（林偉文，2002；蔡純姿，2005）提出對「組織再造」理論的觀點，

則認為是求創新，與進行變革進步的組織結構與運作的再造；是求組織朝向扁平

化發展，並增進互動管道而實施的組織工作流程的再造；也是成員思考模式、價

值觀級制度的變革，是組織文化的再造。此外，侯志偉（2009）認為組織再造理

論對學校創新經營的啟示有： 

1.以人性化關懷消弭科層組織的僵化，保持人員資源的靈活調整，凝聚處室

之間、行政人員與教師、教師與學生、學校與家長之間，相互支援，建立堅實與

具行動力的學校教育團隊。 

2.彈性調整學校組織編制，落實行政與教學之優質互動模式，面對教育政策

與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學校可進行之組織重組，提升學校行政運作之機動與行

政效率，發揮團隊精神，以達成學校創新經營的目標。 

3.加強資訊運用，建立校務標準化作業流程，使每位學校行政人員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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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掌握各項資訊，充分瞭解校務的運作及內涵。建立一套兼顧效能與人性的校

務處理標準化流程，並兼具效率與效能。 

綜合上述學者觀點，組織創新乃組織為因應全球化競爭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必

要行動，知識管理、建構學習型組織、組織變革和組織再造是必經的過程，實施

行政管理創新、課程與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展能創新、知識分享創新與社會資源

創新等層面變革，以改進效率、提高行政效能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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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 

ㄧ、分布式領導相關研究 

雖然分布式領導缺乏實證經驗研究（Harris, 2005a; Harris, 2005b; 

Robinson, 2008），但綜觀二十世紀以來教育領導理論，秦夢群（2010）指出自

1980-2010 年的 30 年間，在教育行政與管理研究相關學位與期刊論文中，歐美國

家研究數量由多至寡排名，分布式領導名列第五名，僅次於轉型領導、教學領導、

僕人（服務）領導及交易領導。 

Lucia（2004）的博士論文以《分布式領導：探索性研究》（Distributed 

leadership:An exploratory study）為題，研究中採用 Elmore,Gibb,Gronn 與

Spillane 觀點來探討分布式領導，研究方法使用之量化的問卷調查，以及質化方

法的訪談與觀察，研究樣本為 6 所位於 Florida 的小學，受訪對象為校長、助理

校長、教師、教師領導者、學校顧問與職員等，研究結果認為分布式領導是有效

合作的重要方式，將正面影響教學品質的改進，進而影響學生成就。而 Harrison

（2005）的博士論文《分布式領導對教師的影響》（The impact ofdistributed 

leadership on teachers），研究對象同樣是小學，以一所小學為個案進行研究，

採用訪談、焦點團體訪談、六個月觀察、文件分析等為研究方法，探討領導如何

成為分布式，而分布式領導如何影響老師。所有參與者與校長有正向的關係，學

校有正向的學習氣氛，教師與學生對學校的感覺正向。 

Spillane, Camburn 與 Pareja（2007）研究「以分布式觀點來看學校校長工

作日」（Taking a distributed perspective to the school principal's work 

day），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以 52 位校長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是隨時透過電話與

科技等通訊設備，與校長保持聯繫，並請校長自我報告當時的行動讓研究者加以

紀錄，以便瞭解校長一天中，課程、教學、人際、專業成長中領導的角色、不同

教學科目活動中，校長的領導角色為何？校長不領導時，誰作主？又有哪些人成

為領導者？研究發現：（一）學校領導確實分布於多元的領導者；（二）各型學校，

包括國小、國中或特殊學校等，均有分布式領導；（三）各校的分布式領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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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責任劃分；（四）分布式領導的分布情形，要看活動的型態、組織的功能、

領導的規劃、學校的目標；（五）針對不同學科，校長有不同程度的領導，其中以

數學科領導程度最低；（六）校長在教師專業成長中，自認領導最少，甚至高達 77%

的校長自認未領導。而校長沒領導時，班級導師領導最多，有 32%，第二為其他專

業人員有 25%，各領域專家與教師領袖各有 17%並列第三。研究建議未來應更鉅觀，

並強調學校型態、學生人口、校長性別、校長年資等。 

Wright（2008）為瞭解校長對分布式領導的觀點，以 13 位校長研究對象，以

訪談與焦點團體方式進行研究。其研究的結論：（一）多數校長認同分布式領導的

必要性；（二）教師、家長會參與領導，也都是影響學生學校教育成效的因素之一；

（三）即使是邊緣教師反對行政計畫時，也算是實踐領導；（四）「信任」是組織

對話、參與的前提。此外，建議未來研究應留意校長年齡、校長年資、成員年資、

學校型態等因素。 

在國內，至 2012 年 12 月底止，有關分布式領導的論文，在臺灣研究數量不

多，經「臺灣博碩士論文知識加值系統」以英文“distributed leadership”為

論文題目查詢，僅有 16篇。張祝芬（2009）博士論文「高中課程領導之研究: 分

布式領導取向」是以課程領導為方向的質性研究，以北台灣兩所公立高中作為個

案研究對象，透過訪談校長、教務主任、及國文、英文、數學、自然、社會、藝

能等學科領域召集人和教師會理事長等課程領導者，探討高級中學校內各層級課

程領導的內涵及全校層級課程領導的運作，也是八篇論文當中唯一以高級中學為

研究對象。經訪談、文件分析及綜合文獻探討獲致結論有：（一）高中學校組織脈

絡複雜，課程領導深受影響；（二）高中課程領導係各層級領導者集體參與的團體

過程，各層級課程領導的內涵不同；（三）高中課程領導兼具集體性和分散性，效

能欠佳；（四）高中課程領導易生爭議事件。 

除了上述研究外，查詢結果的其餘七篇論文以國民中小學為研究對象，包括

探討分布式領導和教師工作滿意度、教師專業分享、教師社群及學生學習成效等

關係，以下就分布式領導相關研究分述之。 

簡志明（2010）以「學校分布式領導與教師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以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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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國小為例」為題，研究旨在瞭解學校分布式領導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現況，以

及比較不同背景變項的國小教師所知覺的學校分布式領導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差

異情形，並探討學校分布式領導對教師工作滿意度的預測情形。研究採問卷調查

法，調查臺北縣公立國民小學的教師兼行政人員及教師，在學校分布式領導部份，

研究結論為：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分布式領導為中高程度，以「共同承

擔領導責任」的知覺程度最高，「建構清楚的願景與目標」的知覺程度最低。國小

教師對學校分布式領導的知覺因職務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服務年資、學校歷史的不同不影響差異。國小教師對學校分布式領導的知覺會其

中以級任教師知覺的程度最低，且因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以

學校規模在 12班以下、偏遠地區的教師知覺程度較高。此外，研究發現學校分布

式領導與教師工作滿意度為高度正相關，學校分布式領導對教師工作滿意度具有

高度的預測力。 

何建霖（2009）碩士論文「國民小學學校分布式領導、教師同僚專業互享與

學生學習表現關係之研究」，旨在瞭解國民小學校長、教師兼行政人員及教師所知

覺的學校分布式領導、教師同僚專業互享與學生學習表現之現況，並比較不同個

人背景變項與學校背景變項的國小校長、教師兼行政人員及教師所知覺學校分布

式領導、教師同僚專業互享與學生學習表現之差異情形，以及探討學校分布式領

導、教師同僚專業互享與學生學習表現之間的關係。研究採問卷調查法，調查對

象為中彰投四縣市國民小學校長、教師兼行政人員及教師，研究結果指出國民小

學教育人員所知覺的學校分布式領導為中高程度，以「學校組織文化」層面最高，

「領導實踐」層面最低。不同性別、學歷、職務、服務年資，以及不同學校規模

的國民小學教育人員，所知覺學校分布式領導部分具有顯著差異。此外，國民小

學學校分布式領導、教師同僚專業互享與學生學習表現的知覺及各分層面，彼此

之間具有正相關的關係。 

林忠仁（2009）於「國民小學校長分佈領導、灰猩猩效應與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關係之研究」指出，國民小學校長分布領導整體及各向度的表現良好，其中以

「價值信任」得分最高，而「參與決定」得分最低；不同性別、年齡、最高學歷、

服務年資、現任職務、學校規模之受試者對校長分布式領導的影響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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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進行分布式領導時，可以建立學校的集體價值和信任、適才適所、培養社群

成長的火車頭來因應所面對的挑戰。 

劉文章（2010）以臺北縣 60所國民小學之主任、組長及教師為研究對象，採

用問卷調查法，進行臺北縣國民小學分散式領導對教師學術樂觀影響，旨在探討

臺北縣國民小學分散式領導與教師學術樂觀的現況，研究結論為：臺北縣國民小

學教師知覺分布式領導為中高程度，教師兼主任知覺分布式領導高於班級導師；

不同性別、教育程度、學校規模、學校地區之教師在知覺分布式領導，沒有顯著

差異，但分布式領導對教師學術樂觀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探討與學生學習態度、表現或成效之關係，也是研究分布式領導的重要議題。

方慶林（2010）採用調查研究法，旨在探討國民小學分布式領導對學生學習態度

之影響，以臺北縣國民小學三至六年級級任教師為調查對象，研究結論為：國民

小學整體分布式領導的現況介於符合和有些符合之間，各層面以成員的參與層面

教師知覺程度最好，成員的動力層面較低。教師人口變項年齡、服務年資不同，

知覺校長整體分布式領導達顯著差異。年齡越大，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程度越高。

服務年資的組間未達顯著差異。學校環境變項學校規模、學校區域、校長年資不

同，教師知覺校長整體分布式領導達顯著差異。學校規模越小、學校區域偏遠、

校長年資越小，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程度越高。分布式領導與學生學習態度具有

中度正相關，且對學生學習態度具有正向影響性。 

王瓊滿（2010）針對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教師組織公民行為對學生學

習表現影響進行研究，發現賦權授能的校長領導行為、教師主動自發的工作成效

是影響學生學習表現的重要因素。此外，研究所得結果為竹苗地區教育人員所知

覺校長分布式領導為中高程度，以「關注領導實踐」層面最高。校長分布式領導

透過教師組織公民行為對學生學習表現有高解釋力。 

陳怡卉（2010）研究旨在探討國民中學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教育成效關係，

將分布式領導分成領導者、追隨者與情境三個構面，研究結果指出分布式領導與

學校教育成效，其中包含學生與教師，均有高度正相關且分布式領導可以有效預

測學校教育成效。校長分布式領導以學校情境文化部分最需增強。教師因擔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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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不同，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有顯著差異；教師其他人口變項（教師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教育服務年資、主要任教領域）未達顯著差異。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

因學校規模、校史、學校地區，而有顯著差異。 

除了上述幾篇博碩士論文外，賴志峰（2009）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臺灣省北

部地區五所國民小學，包含校長、主任、組長及教師共 39 位，界定領導的四個主

要成分，即是個人、結果、職位及過程，產生四個主要架構來探討分布式領導情

境中的領導現象及效果，獲得結論：（一）在個人方面，發現校長的單一領導仍扮

演關鍵且重要角色，但多元領導確實存在於目前學校情境中，然而教師對參與領

導角色意見分歧；在職位方面，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清晰的學校組織結

構和績效責任，多元領導者共同參與及影響學校校務運作，校長單一領導者與多

元領導者之權責分工；（二）在過程方面：分布式領導是現有領導模式之整合姿態，

非全新模式。透過有效的作為提昇教師領導能量，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

並尋找適當轉捩點引導學校變革與發展；（三）在結果方面，分布式領導是描述領

導現況，有其優缺點，不見得是最有效的領導方式，更不是有效領導的保證。 

綜合上述，不論領導的模式為何，分布式領導的重要課題，還是必須回到領

導與學生成就相關的議題，即使領導責任分布於成員身上，但是共同的目標還是

在於提升學生學業成就。校長雖扮演擔負績效責任的重要領導角色，但成員的領

導角色也不可或缺，二者是相輔相成的（賴志峰，2008a）。根據上述國內外相關

的研究，探討方向大致包涵分布式領導在學校實際運作情形，以及聚焦在學生的

學業成效，或是以提昇學生學習為目的的教師專業社群等，並且因在學校的科目、

活動型態之差異，也造成不同的研究結果。分布式領導可以多元形式呈現與有程

度之分別，也是研究結果的重要理解基礎，應是在目前充滿變動與競爭激烈的環

境中，可進行深入探討的領導概念。 

二、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 

在知識經濟時代潮流與政府積極倡導下，國內從事創意與學校創新經營研究

之組織先後紛紛成立，如臺北市立教育大學成立的「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及

中華創意發展協會等，而教育部「創造力教育白皮書」教育政策的驅動，以及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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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教學獎、卓越領導獎、創新經營獎等正向鼓勵下，可見學校創新經營在現今教

育研究上是重要議題。 

綜觀國內創新經營之研究，早期受企業組織發展理論影響，以學校組織創新、

革新與再造等作為研究重點，研究者經國家圖書館台灣博碩士論文知識加值系統

資訊網以「學校創新經營」為關鍵字查詢的結果，共有 62篇相關的論文，且多於

2004 年後發表。此外，相關研究有逐年增加的趨勢，於 2009 到 2011 年間，就多

達 30 篇論文產出。由於本研究主題為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

研究，因此本節僅就學校創新經營現況調查之研究做分析探討，相關研究結果也

僅列出與學校創新經營相關之部分。以下彙整近年來以學校創新經營為主題的相

關研究，茲就校長領導、創新氣氛、策略與效能、教師知識管理與組織公民行為，

及組織文化四個部份加以探究與分析。 

（一）探討校長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 

近年來，探究校長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有快速成長的趨勢。濮世

緯（2003）論文為「國小校長轉型領導、學校文化取向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研

究」，針對全台 1435 位教師進行問卷調查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國小校長運用轉

型領導有助於學校創新經營之實踐；其中轉型領導之「智識啟發」、「激勵共成願

景」、「願景與承諾」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最具預測效果；校長轉型領導若能配合

學校創新經營之團隊式與權變式學校文化風格，將更有助於學校各方面創新經營

實務。 

黃懿嬌（2007）以問卷調查法進行探討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行為與

學校創新經營關係，所獲致之結論為：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程度屬

於中上；不同年齡、不同服務年資、及擔任不同職務的教師所知覺的學校創新經

營具顯著差異；校長轉型領導行為及各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及各層面間呈現出

顯著的正相關。 

高淑真（2008）採用問卷調查法瞭解校長領導取向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關係，

所獲得之結論為：臺北縣國民小學校長領導取向之現況與臺北縣國民小學學校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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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營效能之現況皆為中上程度；校長領導取向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顯

著的正相關及高度的預測力；高創新經營效能的學校校長具有轉型領導與交易領

導的取向，校長領導取向對於學校創新經營效能有其適用性與應用的價值。 

黃雅琪（2008）於以桃竹苗四縣市的校長教學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研

究中，採問卷調查法，所獲得之結論為：國小教育人員對於校長教學領導與學校

創新經營具有高度知覺；國小校長教學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密切，校長教學

領導越落實，越能促進學校創新經營；桃竹苗四縣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之不同年

齡、服務年資、學校創校歷史在學校創新經營知覺上有差異存在；國小校長教學

領導之確保課程品質層面對學校創新經營有高度預測力。 

黃怡真（2008）在以問卷調查法進行僕人領導行為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

研究結論為：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校長僕人領導行為和學校創新經營現況均屬於良

好程度；臺北縣市國民小學之不同校長性別、學校歷史、學校規模在校長僕人領

導行為表現上有差異存在；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校長僕人領導行為與學校創新經營

之整體與各層面具有中度以上正相關；臺北縣市國民小學校長僕人領導行為對學

校創新經營整體與各分層面具有中高度預測力。 

賴振權（2008）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研究發現為中部四縣市國民小學教育人

員所知覺之校長變革領導整體表現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表現屬於中高程度，其中

以男性、主任、都市地區、學校歷史 41 年以上者之教育人員對於校長變革領導之

知覺程度較高；以主任、都市地區、學校歷史 41 年以上者之教育人員對於學校創

新經營之知覺程度較高；國民小學校長變革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具正相關及預測

力。 

林曉甄（2009）以自編研究工具進行問卷調查法，以彰化縣公立國小正式教

師為母群體，包含主任、組長、級任教師和科任教師，探討校長領導行為與學校

創新經營兩者相關及預測力，研究所得結論為：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領

導行為與學校創新經營實施現況大致良好；不同背景變項的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

在校長領導行為與學校創新經營的知覺有差異存在；校長領導行為與學校創新經

營有相關性，其中以「關懷行為」與「行政管理創新」的相關最高；不同背景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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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的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與校長領導行為各層面，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及各

層面之預測以「關懷行為」具有較高預測力。 

蔡政道（2009）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不同校長背景與學校背景之中，國民小

學校長科技領導、組織文化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差異情形，並探討國民小學校

長科技領導、組織文化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關係，以了解當前國民小學校長科

技領導、組織文化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研究是以臺灣地區之 291 所公私立國

民小學之 2,560 位教師為對象實施問卷調查法，獲得結論有：國民小學學校創新

經營效能整體及各層面的表現良好，其中以「學生表現創新」得分最高，而「課

程教學創新」得分最低。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影響方面，不同性別之校長無顯

著差異，但不同年齡、不同學歷之校長具有顯著差異。組織文化對學校創新經營

效能的影響有顯著直接效果，校長科技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的影響有顯著總

效果。 

沈裕清（2009）研究旨在探討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與苗栗縣國民中學校

長策略領導、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現況，以自編問卷進行調查，

經分層比例抽樣選取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與苗栗縣國民中學之學校主任、組

長、導師與專任教師為調查分析的對象，獲致以下研究結論：桃園縣、新竹縣、

新竹市及苗栗縣國民中學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運作現況的知覺屬於程度良

好，以「學生活動創新效能」層面的表現最佳，而「校園環境創新能」層面相對

而言較低；不同校長性別、年資及不同學校所在地，在校長策略領導、學校組織

文化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上具有顯著差異；不同學校歷史在校長策略領導、學校

組織文化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行政管理創新效能」、「校園環境創新效能」及

「社會資源運用創新效能」方面上具有顯著差異；校長策略領導、學校組織文化

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三者之間有密切的正相關；校長策略領導與學校組織文化各

層面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各層面具有預測力。 

黃華起（2010）以中部四縣市公立國民小學之教師為對象，採問卷調查法瞭

解校長競值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研究結論有：中部四縣市國民小學教師所

知覺之學校創新經營整體表現屬於中高程度，以學生活動創新層面知覺程度最

高，而課程教學創新層面知覺程度最低；中部四縣市國民小學教師所知覺之學校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R0A_7/search?q=auc=%22%E6%B2%88%E8%A3%95%E6%B8%85%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R0A_7/search?q=auc=%22%E9%BB%83%E8%8F%AF%E8%B5%B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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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經營因教育人員之校齡而有差異，校齡 50 年以上者之教師對於學校創新經營

之知覺程度較高；國民小學校長競值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間有正相關及預測力。 

從學校創新經營相關研究中，可發現以校長領導為變項者居多。上述 10篇研

究皆是以校長領導為變項來探討與學校創新經營相關性，包括校長的轉型領導、

科技領導、僕人領導、變革領導、策略領導、教學領導與競值領導等，對學校創

新經營有預測力及相關性，可見校長的領導作為是學校創新經營的重要關鍵，但

學校教師是推動學校創新經營的實際執行者，其重要性不可忽視。 

（二）探討創新氣氛、策略、效能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 

有關學校創新經營中之創新氣氛、創新經營策略與探討效能之相關研究，共

計 6 篇。姚欣宜（2005）在「臺北縣國民小學學校支持創新經營與學校創新氣氛

之研究」中，針對教師以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研究顯示臺北縣國民小學整體支

持創新經營為高度程度，其中「領導啟發」支持創新程度最高，而「團隊支持」、

「組織學習」、「文化創塑」最能聯合預測整體學校創新氣氛，同時能顯著預測學

校創新氣氛之「自我創新精進」、「知識分享合作」、「組織特性鼓勵」三個方面。 

鄭福妹（2006）以臺北縣特色學校方案參與國小為例，於偏遠地區小型學校

創新經營之研究中，探討參與臺北縣 92 學年度「特色學校方案」之 18 所偏遠地

區小型學校轉型為「特色學校」的創新經營策略。研究方式採用問卷調查法、實

地訪談法並輔以文件分析法。以臺北縣 92 學年度「特色學校方案」之 18 所偏遠

小學之校長為問卷調查對象，並針對臺北縣政府教育局及學校相關人員，進行 20

人次實地訪談，並輔以臺北縣特色學校方案實施計畫、會議紀錄、研習手冊及學

校填報之資料分析。研究發現參與臺北縣 92 學年度「特色學校方案」之偏遠地區

小型學校，其創新經營策略有行政管理層面、課程與教學層面、知識分享層面、

外部關係層面與資訊科技層面等五個創新經營策略。研究建議學校兼顧行政管

理、課程與教學、知識分享、外部關係及資訊科技等五項創新層面，就能因應內

外在環境變化做出不同以往之經營方式，不僅彰顯學校存在價值，更能為活化學

校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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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英君（2010）於基隆市國民小學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中，從學校創新經營

策略、學校創新經營實施之困難，來探討與分析基隆市國民小學學校創新經營的

現況與問題。 

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基隆市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以自編之「基隆市國

民小學學校創新經營之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所蒐集的資料經統計方法進行資

料處理，研究結果有：基隆市國民小學學校創新經營的現況達「中上度創新經營」

程度。其中以「課程與教學創新」達到程度最高，其次為「學生活動創新」；基

隆市國民小學教師背景變項中，不同「職務」、「年齡」、「學校規模」、「創

校歷史」之教師所知覺的學校創新經營有顯著差異；學校創新經營實施之困難為：

成員工作忙碌、經費不足、空間與設備不足、組織結構改變不易，以及成員對於

學校創新經營共識不易建立。 

李玉美（2009）採調查研究法探究學校創新經營、教師組織公民行為與學校

效能關係，獲致下列之結論：國中教師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現況知覺程度為中上，

其中以「資訊科技創新經營」感受最佳，「外部環境創新經營」則仍有待努力；「學

校歷史」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行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變項，「性別」

和「年資」是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組織公民行為與學校效能的重要背景變項，男

性普遍高於女性；國中學校創新經營的情況愈高，則學校效能和教師組織公民行

為愈佳；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效能具有預測力，而且以行政管理最具預測力。此

外，研究建議可透過營造和諧、創新與改變的校園氣氛、鼓勵知識分享、重視教

師專業成長、公開表揚教師的組織公民行為，以及加強與社區互動、爭取認同與

支持等作法，以提升學校效能。 

古雅瑄（2009）於「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之後設分析」中，採用後設分

析技術進行，藉由整合 2003 到 2009 年的 25 篇博碩士論文的研究數據，探討學校

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兩變項的相關性、調節變項的影響力、及跨變項相關作用的

結果。綜合研究結果及文獻，得到研究結論有：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的效應

量有顯著相關，且在程度上為大效應量；轉型領導為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間

的調節變項；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效能跨變項間均具有顯著相關，且各效應量在

程度上均為大效應量。研究建議校長使用轉型領導策略，以利推展學校創新經營。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R0A_7/search?q=auc=%22%E6%9D%8E%E7%8E%89%E7%BE%8E%22.&searchmode=basic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3 
 

梁文禮（2010）抽取南投縣公立國民小學教師 604 位為調查對象，以自編問

卷為研究工具，採用問卷調查法瞭解學校創新經營與組織績效，研究結論如下：

在「學校創新經營」之知覺程度屬於中上程度，其中以「校園營造創新」最高，

以「教學專業創新」之分數最低；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中以「男性」、「51 歲以上」、

「第 16 年以上」、擔任「主任」，和不同學校背景變項中偏遠地區、「7-12 班」，

在學校創新經營之知覺均高於其他組別；學校創新經營對組織績效有顯著正相關

及預測力，以「行政運作創新」對組織績效的解釋變異量最高。 

依上述相關研究可知，學校兼顧行政管理、課程與教學、知識分享、外部關

係及資訊科技等五項創新層面，有利於創新之經營，同時對組織績效有顯著正相

關及預測力，以「行政運作創新」對組織績效的解釋變異量最高。此外，鄭福妹

（2006）以學校創新經營為研究主題，除了問卷調查外，輔以訪談之方式，以深

度瞭解學校創新經營的具體作為及困難。學校創新經營實施有其困境難以突破，

如成員工作忙碌、學校經費與設備不足、組織結構改變不易，以及成員對於學校

創新經營共識不易建立等因素，使得學校創新經營之實際運作也有所限制。 

（三）探討組織文化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 

有關探討組織文化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有兩篇，石碧玉（2010）以桃園縣

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進行問卷調查法以探究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組織文化

之關係，所獲致之結論如下：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對學校創新經營具有正面肯定

的知覺，並以「課程與教學創新」層面最佳；桃園縣國民小學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及其各層面與學校組織文化整體及其各層面具有高度相關性。另外，蘇良瓊（2010）

論文「屏東縣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文化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研究對象以

屏東縣九十八學年度五十五所公立國小教師為母群體，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進

行，研究結論發現學校組織文化各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之間有明顯的相關

性，其中以男性、服務年資 21 年以上、擔任主任職務、偏遠地區的學校教師在學

校創新經營的知覺程度較高。 

兩篇研究雖然以不同地區教師為研究對象，但研究結果皆指出教師對學校創

新經營知覺程度高，且組織文化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有顯著相關性。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R0A_7/search?q=auc=%22%E6%A2%81%E6%96%87%E7%A6%AE%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R0A_7/search?q=auc=%22%E7%9F%B3%E7%A2%A7%E7%8E%89%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R0A_7/search?q=auc=%22%E8%98%87%E8%89%AF%E7%93%8A%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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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關教師組織承諾與學校創新經營，黃韻如（2008）研究探討兩者之

關係，並探討教師個人背景變項、學校環境變項、教師組織承諾對國民小學學校

創新經營的影響，採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以臺北縣公立 207 所國民小學為母群

體，研究結果為臺北縣國民小學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為高度表現，其中「多元

的資源應用」最高；「知識分享的創新」最低。主任、鄉鎮地區、小規模學校學

校歷史（31-50 年）的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情形顯著高於級任、縣轄市、大規模

學校和學校歷史﹙11-30 年﹚的教師。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最高學歷則無顯

著差異。針對學校創新經營影響因素，田福連（2010）研究旨在展衡量指標的評

量工具，於學校創新經營影響因素及其評量指標之研究中，以國民小學為研究對

象，研究採用質性和量化研究方法，質性研究訪問對象採立意抽樣，分別為創新

績效卓著的校長 6 所、具博士生或博士資格之校長 3 所，以及一位初任校長。問

卷調查對象僅以台灣地區公立小學教育行政人員暨教師為限。期能提供教育行政

單位及教育工作人員，正確且有效評量創新經營影響因素的水準，建立雙向回饋

機制，提昇創新作為、內涵與策略之品質，進而創造學校組織績效，建構優質高

效能教育品質，提昇國民素養與國家競爭力。 

綜上研究發現，以校長領導為變項的學校創新經營相關研究為數最多，包括

校長的轉型領導、科技領導、僕人領導、變革領導、策略領導、教學領導與競值

領導等，對學校創新經營皆有預測力，可見校長的領導作為是學校創新經營的重

要關鍵。學校經營的創新，有賴校長形塑學校具創新、合作的文化，領導者若能

以身作則，並以適當授權、信任部屬、帶領成員以創新方法解決問題等實際行動，

激勵成員朝共同的願景與目標邁進，則可帶動學校成員創新，營造有利學校創新

經營之環境。但上述相關研究也指出，學校教師在行政管理、課程與教學、學生

展能活動、知識分享等層面是實際執行者，也是學校創新經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

角色。 

三、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 

分布式領導於近幾年開始受到國外教育研究領域的重視，並以英、美、澳為

研究中心，而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在國內有逐年增加之趨勢。於是，研究者針

對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進行蒐集相關文獻，以瞭解目前的研究趨勢、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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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為研究設計之依據。但經查閱國內外之教育文獻資料庫，至今並無任何有關

兩者相關之研究文獻。 

依據本章第一節的分布式領導相關研究，可瞭解分布式領導下的領導者包含

了校長與教師，校長的領導類型對於學生的學習成效是具有潛在的影響力，而校

長的支持與鼓勵態度能促進教師間專業互享的學習與表現，對於學生的學習而言

有其效益。因此，校長領導和學生學習成效可說是息息相關。Lucia（2004）提出

研究結論為：分布式領導正面影響教學品質的改進及影響學生成就。國內相關研

究同時也指出分布式領導與學生學習態度具有中度正相關，且對學生學習態度具

有正向影響性（方慶林，2010）。此外，學校分布式領導與其他議題的相關性如：

教師同僚專業互享與學生學習表現、學校教育成效、教師工作滿意度之間，皆具

有正相關（何建霖，2009；陳怡卉，2010；簡志明，2010）。 

而學校的創新經營需透過校長領導來促進組織學習，信任成員，以激勵共建

願景與承諾。然而組織競爭的優勢來自於員工的高度投入和工作滿意度的增加，

領導者要積極開放家長與教師參與學校教育事務管道，透過增權賦能的觀念，讓

成員負起領導與決策責任，並有權力去發揮所長，以落實創新經營工作（林仁煥，

2008）。校長可透過領導以授權賦能激發教師組織承諾、改變及創新，使成員配合

學校變革，並能促進教師以專業知識進行分享與參與決策。因此，面對求新求變

的需求中，學校實施分布式領導與推動學校創新經營間應有所相關，本研究之目

的即在透過實證資料的蒐集，以探討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 

目前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的關係缺乏相關研究基礎，但由於本研究著

重在現況探討部分，關注不同背景變項在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以

量化進行探討，雖有其侷限性，卻符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並瞭解分布式領導與

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透過對於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研究現況反

省，可供未來以實證研究探討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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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將探討臺中市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及其學校創新經營的實際情

形，進而分析相關影響因素。根據前述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參酌文獻探討結

果，以確定本研究架構，並開始進行研究。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首先進行研

究工具的選擇與採用，再透過問卷，進行實際調查，蒐集客觀的具體資料，並選

擇適切的統計方法分析蒐集而來的資料，以期達成研究目的，據以解決本研究之

研究問題，進而提供建議。本章共分為五節，包含研究架構、研究步驟、研究對

象、研究工具、資料分析，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分布式領導及其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為主題，進行研究，根據

研究動機和目的、待答問題、相關文獻資料之整理分析，形成研究架構如下： 

 

圖3-1 研究架構圖 

學校創新經營 

1.行政管理創新 

2.課程教學創新 

3.學生展能創新 

4.校園環境創新 

5.社會資源創新 

學校分布式領導 

1.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職位 

2.清晰的組織結構和績效責任 

3.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 

4.營造信任和合作的學校文化 

5.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 
 

A 

個人背景變項 

1.性別 

2.年齡 

3.現任職務 

4.最高學歷 

5.服務年資 

學校環境變項 

1. 學校規模 

2. 創校歷史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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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架構圖說明 

一、路徑A：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現任職務、最高學歷、服務年

資、學校規模、創校歷史)在學校分布式領導個層面之現況為何。 

二、路徑B：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現任職務、最高學歷、服務

年資、學校規模、創校歷史)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之現況為何。 

三、路徑C：旨在探討學校分布式領導各層面(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清晰

的組織結構和績效責任、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營造信任和合作的學校文

化、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行政管理創新、課

程教學創新、學生展能創新、校園環境創新、社會資源創新)，兩者之相關。 

二、 研究變項說明 

由圖 3-1 可知，本研究變項包括個人背景變項與學校環境變項兩類，本研究

架構的研究分述如下： 

一、個人背景變項 

（一）性別：分為男、女兩類。 

（二）年齡：分為30歲（含）以下、31～40歲、41～50歲、50歲以上等四類。 

（三）現任職務：分為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導師、專任教師等四類。 

（四）最高學歷：分為師大、師院、教育大學、教育學院畢業；一般大學院校（含

國小師資班）畢業；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畢（結）業以上共三類。 

（五）服務年資：未滿5年、6～10年、11～20年、21～30年、31年以上共五類。 

二、學校背景變項 

（一）學校規模：分為25（含）班以下、26～48班、49班以上共三類。 

（二）創校歷史：分為未滿10年、11～20年、21～30年、31年以上以上共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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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之主要研究變項為「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說明

如下： 

一、分布式領導 

依據文獻探討，「國民小學分布式領導調查量表」包含五個面向，包括自信和

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領導能量的投資、營造信任的文

化、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參考賴志峰（2009b）編製之「中小學分布式領

導風格量表」，經部份修改及引用而成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五個面向之分數代表

教師知覺學校實施分布式領導之個別情形，而整體總分代表學校分布式領導之程

度，以探討不同背景變項之教師對於學校分布式領導不同面向知覺差異情形。 

二、學校創新經營 

「學校創新經營實施調查量表」參酌張雅甄（2009）的「知識管理在學校創

新經營之應用問卷」以及黃雅琪（2008）的「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與學校創新

經營關係之研究問卷」。學校創新經營調查量表有五個面向，包括行政管理創新、

課程與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展能創新、校園環境創新及社會資源創新，探討不同

背景變項之教師對於學校創新經營層面知覺差異情形。 

本研究除了就不同背景變項，探討其與學校分布式領導及學校創新經營之現

況與關係外，並瞭解學校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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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根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的結論，擬定調查研究

問卷的基本架構。 

本研究之標的母群體（target population），為民國 101 年度教育部統計處

公布的臺中市之公立高級中學名錄為母群體，共計18所，現職公立高中教師為2276

人，依學校規模之大小做為分層標準，依學校規模比例取樣，因此，將學校規模

依班級數劃分為「25（含）班以下」、「26～48 班」、「49 班以上」等三種類型。依

據 Lodico, Spaulding 和 Voegtle（引自王文科和王智弘，2010）所主張，敘述研

究的母群體若為 5000 人或以上的大母群體，樣本數在 350至 500 人即可，另考量

問卷回收及問卷有效率，因此本研究所需樣本數決定為 700 份。正式施測時，以

各規模學校教師人數所佔全部比例抽取樣本數，分配說明如表 3-1。 

表3-1  臺中市公立高中正式問卷抽樣分配規劃表 

學校名稱 班級數 教師數 佔全部比例 取樣教師數 主任 組長 召集人 

國立大甲高中 42 113 7.47% 52 2 3 2 

國立清水高中 42 98 6.48% 45 2 3 2 

國立豐原高中 45 109 7.21% 50 2 3 2 

國立大里高中 42 100 6.61% 46 2 3 2 

國立中科實中 12 30 1.98% 14 2 3 2 

國立臺中女中 54 128 8.47% 59 2 3 2 

國立臺中一中 75 174 11.51% 81 2 3 2 

國立臺中二中 69 160 10.58% 74 2 3 2 

國立文華高中 60 133 8.80% 62 2 3 2 

市立后綜高中 27 59 3.90% 27 2 3 2 

市立大里高中 21 47 3.11% 22 2 3 2 

市立新社高中 21 46 3.04% 21 2 3 2 

市立長億高中 24 50 3.31% 23 2 3 2 

市立中港高中 18 40 2.65% 19 2 3 2 

市立忠明高中 27 64 4.23% 30 2 3 2 

市立西苑高中 27 51 3.37% 24 2 3 2 

市立東山高中 25 50 3.31% 23 2 3 2 

市立惠文高中 30 60 3.97% 28 2 3 2 

合計 653 1512  700 36 5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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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數】指學校所編制擔任高中授課教師人數 

抽樣規劃說明： 

本問卷預計發出 700 份，依臺中市公立高中教師人數比例(各校教師人數/全

部公立高中教師人數)分配。各校規畫教師兼主任 2位、教師兼組長 3 位、學科召

集人 2 位，其餘則為導師及專任教師。 

正式問卷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個人基本資料」、第二部分「公立高中分布

式領導調查量表」、第三部分「學校創新經營調查量表」，來蒐集公立高中分布式

領導及學校創新經營二者間相關的數據資料，並以教師背景為自變項，公立高中

分布式領導及學校創新經營分別為依變項，進行差異性比較。其中國民小學分布

式領導量表部份，分為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清晰的組織結構和績效責任、

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營造信任和合作的學校文化、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

點等五個向度；學校創新經營調查量表有五個面向：行政管理創新、課程與教學

創新、學生活動展能創新、校園環境創新及社會資源創新。 

第三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以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為主題，以臺中市公立

高中教師為研究對象，在研究方法上，以問卷調查法實施。為使研究能順利進行，

擬進行之研究步驟如下： 

一、確定研究主題 

首先廣泛閱讀相關文獻，依研究的可行性與價值性，確立研究方向並經與指

導教授充分討論後，確定研究題目。 

二、文獻蒐集與回顧 

確定研究主題後，即開始廣泛蒐集與閱讀國內外有關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

經營之研究成果，將相關文獻資料分析與整理，做為研究問題、文獻探討架構與

研究設計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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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製研究工具 

依研究實際需要，參酌相關研究編製成問卷初稿，聘請專家學者針對研究問

卷提供修正意見。再與指導教授討論修正後，成為預試用問卷。回收之問卷經項

目分析、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以篩選合適的題目，最後編製成正式問卷。 

四、正式施測與回收 

正式問卷編製完成後，採取分層比例抽樣，委請各校主任或聯絡人代為發放

與回收。為提高問卷回收率及填答之有效性，隨問卷附上清楚的問卷發放信函、

回郵信封及紀念品，並適時催收問卷。 

五、資料處理與統計分析 

研究者將問卷回收後，先剔除無效問卷，再將有效問卷之資料依序編碼輸入

電腦，以 Windows for SPSS 18.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行統計分析。 

六、撰寫論文 

待資料統計分析完成後，將研究結果予以討論，並針對研究目的與研究發現，

作成結論與建議，最後撰寫研究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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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茲將本研究步驟以圖3-2表示之。 

 

 

 

 

 

 

 

 

 

 

 

 

圖3-2 研究步驟 

確定研究主題 

 

編製研究工具 

 

 

資料處理與統計分析 

撰寫論文 

 

正式施測與回收 

 

文獻蒐集與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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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中市公立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間之關係。

在參酌相關文獻後，分布式領導乃採用賴志峰「中小學分布式領導風格量表」加

以修改；學校創新經營乃參酌張雅甄（2009）的「知識管理在學校創新經營之應

用問卷」以及黃雅琪（2008）的「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

研究問卷」，編製完成問卷初稿。茲將問卷的內容與編製過程、填答與計分方式、

專家內容效度審查、預試之實施與分析，分別說明如下。 

一、問卷內容與編製過程 

本研究問卷之編製，係依文獻探討之相關資料，編製成「公立高中分布式領

導與學校創新經營調查問卷」做為研究工具。問卷共分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

「基本資料」，第二個部分為「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調查問卷」，第三個部分為「學

校創新經營調查問卷」。 

第一部份為基本資料，旨在調查教師個人背景變項與環境變項，在教師個人

背景變項方面包括性別、年齡、職務、學歷與服務年資等五項，而環境變項則分

學校規模與學校建校歷史。 

第二部份為「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調查問卷」，採用賴志峰（2009b）「中小學

分布式領導風格量表」，並經由作者同意使用，包括具有自信和謙遜態度的校長、

明確的組織結構和績效責任、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營造信任和合作的學校文

化、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五個層面，經部份修改後完成問卷初稿，共計 35

題。有關修改及說明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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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分布式領導問卷與賴志峰「中小學分布式領導風格量表」修訂說明 

項次 賴志峰版 本問卷版 說明  

一、具有自信和謙遜態度的校長 

1 校長能以平常心面對領導權力分散的現象 填答者恐無法體會意義 刪除  

2 校長不會特別計較其個人所處的地位 【已於 8項敘明】 刪除  

3 校長能具備關懷成員的人格特質 
本校校長能夠關懷成員，並給予適

當協助 
文字修訂  

4 校長能具備尊重、包容成員的人文素養 
本校校長能尊重及包容成員的不同

意見 
文字修訂  

5 校長能傾聽、同理成員的意見 本校校長能傾聽、同理成員的意見 文字修訂  

6 校長能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 本校校長和成員間溝通良好 文字修訂  

7 校長對於本身的專業能力具有自信 
本校校長是具有自信展現其專業能

力 
文字修訂  

8 校長能以謙虛的態度行使其職權 
本校校長行使職權時是態度謙遜

的。 
文字修訂  

9 校長能具備服務成員的熱誠 【已於 3、4項敘明】   

10 校長具備領導成員所需的信賴關係 本校校長具備讓成員信賴的特質 文字修訂  

二、明確的組織結構和績效責任 

11 學校具有清晰明確的願景 本校形塑的願景是明確具體的 文字修訂  

12 學校成員瞭解學校的願景 【已於 11 項敘明】   

13 不同職位的成員覺知其自我領導的角色 
本校成員能認同自我在不同職位的

領導角色 
文字修訂  

14 學校有明確的組織結構 本校校務皆有明確的責任劃分 文字修訂  

15 學校成員皆有明確的責任分工 本校校務權責能分布給各成員 文字修訂  

16 不同職位的成員願意承擔其角色的責任 
本校成員能擔任各自負責領域的領

導者角色 
文字修訂  

17 校長扮演著學校領導的關鍵角色 
本校校長在學校扮演極重要的領導

者 
文字修訂  

18 
學校看是群龍無首，卻是人人是首，能獨立

運作 
同 16 刪除  

19 權責雖分散，但學校各項運作順利流暢 本校校務運作順利 文字修訂  

20 學校各項校務運作能有效達到既定目標 本校推動各項校務能有效達到目標 文字修訂  

三、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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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賴志峰版 本問卷版 說明  

21 校長能提供成員參與學校決策的機會 
本校校長能提供機會給成員參與學

校決策 
文字修訂  

22 
校長會鼓勵誠願參加在職進修活動，以提升

領導的能力。 

本校校長會鼓勵成員參加在職進修

活動，以提升成員領導能力 
文字修訂  

23 校長提供成員運用及發展領導能力的機會 
本校校長給予成員發展領導能力的

機會 
文字修訂  

24 
對於擔負領導責任的成員，校長會給予全力

的支持 

本校校長會全力支持擔負領導責任

的成員 
文字修訂  

25 校長能積極參與校長的專業發展活動 
本校校長積極參與校長活動來充實

專業能力 
文字修訂  

26 學校成員對於承擔學校領導角色感到興趣 本校成員有興趣擔任領導角色 文字修訂  

27 學校成員能具備領導的基本知能與素養 
本校成員具備領導者所需的基本知

能與素養 
文字修訂  

28 學校成員有分享領導榮耀與責任的感覺 填答者恐無法體會意義 刪除  

29 學校成員可以達到自我領導的境界 填答者恐無法體會意義 刪除  

四、營造信任和合作的學校文化 

30 
學校成員能藉由參加學校會議，積極參與各

種決策的歷程 
47 刪除  

31 
在形成決策的過程中，學校成員的專業知識

發揮了影響力 
46、47 刪除  

32 
學校成員有強烈的工作意願，能投入教學或

行政工作中 

本校成員能全力投入教學或行政工

作中 
文字修訂  

33 學校成員之間的衝突，必此可以妥善的處理 本校成員間能夠透過溝通化解衝突 文字修訂  

34 學校成員之間能進行良好的溝通 本校成員間溝通良好 文字修訂  

35 學校成員能相互尊重與信任 本校成員能相互尊重與信任 文字修訂  

36 校長領導學校時能善用非正式組織的力量 
本校校長能善用非組織力向來領導

學校 
文字修訂  

37 
學校成員能將改進學校的問題是為自己的

責任 

本校成員對於改進學校問題具有責

任感 
文字修訂  

38 學校成員願意共同合作促進校務發展 
本校成員具有合作促進校務發展的

共識 
文字修訂  

39 學校具有和諧及正向發展的氣氛 本校氣氛是和諧及正向發展的 文字修訂  

五、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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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賴志峰版 本問卷版 說明  

40 
校長能彈性運用適當的領導模式來領導成

員 

本校校長帶領成員時，能彈性運用

適當的領導模式 
文字修訂  

41 校長領導成員時能以身作則 本校校身作則方式來領導成員 文字修訂  

42 校長能以民主的方式來領導成員 本校校長會以民主、權力和成員分

享的方式來進行領 
文字修訂 

 

43 校長能以權力分享的方式來領導成員  

44 校長能以團隊合作的方式來領導成員 
本校校長運用團隊合作方式來領導

成員 
文字修訂  

45 校長在無形中運用權力以影響成員 
本校校長能巧妙運用權力來影響成

員 
文字修訂  

46 
學校重要事項的決定要經過共識的凝聚、過

程相當慎重 

本校重要事項決定是透過慎重的過

程來凝聚共識 
文字修訂  

47 
學校經常透過委員會和會議，來形成重大的

決策 
本校會透過各項會議決定重要事項 文字修訂  

48 
學校重要事項的決定常需要借助適當的時

機 
填答者恐無法體會意義 刪除  

49 
校長能運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尋找重大決策

的時機點 
填答者恐無法體會意義 刪除  

「學校創新經營實施調查問卷」參酌鄭聿芳（2012）的「學校創新經營效能

量表」以及黃雅琪（2008）的「國民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關係之研

究問卷」，並以文獻分析為基礎，分為行政管理創新、課程與教學創新、學生活動

展能創新、校園環境創新及社會資源創新五個內涵層面，編製本研究問卷初稿，

共計 32 題。 

二、問卷填答與計分方式 

本問卷採本量表採用李克特式四點量尺來衡量教師知覺分布式領導、學校創

新經營之程度，答案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成 4個等級，依次給以

4、3、2、1 分計算。每一層面各題得分的加總即代表該層面的表現，分數越高表

示知覺分布式領導實踐越高、學校創新情況越佳。 

三、專家學者審查內容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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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調查問卷初稿完成後，為瞭解本研究工具的代表性與適切性，故由

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協助問卷內容的審查並提供寶貴意見。透過指導教授推薦，

函請 7 位教授、3 位高中校長、2 位專任教師兼任主任，共有 12 位學者專家（如

表 3-3），填答「專家學者審查內容效度問卷」（詳如附錄一），針對問卷內容、問

卷架構及問卷用語等，依「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之選項提供修改意

見，將問卷中語意不清的題目加以修正，另外就題項適切性、題意表達、文字敘

述的完整性與明確性，加以增刪潤飾，以形成內容效度良好的問卷，並做為預試

問卷編製的重要參考。 

表3-3  審查內容效度之專家學者一覽表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陳木金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 教授 

吳政達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 教授 

張奕華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 教授 

林國楨 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 助理教授 

陳佩英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 教授 

林邦傑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系 教授 

王智弘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教授 

陳木柱 臺中市國立臺中一中 校長 

游源忠 臺中市國立大里高中 校長 

曹學仁 國立蘭陽女中 校長 

王富民 臺中市立后綜高中 主任 

廖財固 臺中市國立臺中一中 主任 

問卷審查內容經函請學者專家後，11位專家學者回覆意見，再根據專家學者

所勾選的項目及所提供的建議進行分析。根據學者專家回覆意見，統計結果如表

3-4、3-5、3-6所示。除參考專家學者所提供意見外，並與指導教授討論後，針對

問卷題中題意說明不清加以修正，完成基本資料7題、分布式領導37題及學校創新

經營34題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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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基本資料專家效度統計表 

題號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結果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1 11 100% 0 0% 0 0% 保留 

2 11 100% 0 0% 0 0% 保留 

3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4 11 100% 0 0% 0 0% 保留 

5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6 5 42% 7 64% 0 0% 修正後保留 

7 5 45% 6 55% 0 0% 修正後保留 

 

表3-5 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專家效度統計表 

題號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結果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1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2 7 64% 4 36% 0 0% 修正後保留 

3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4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5 7 64% 4 36% 0 0% 修正後保留 

6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7 6 55% 5 45% 0 0% 修正後保留 

8 7 64% 4 36% 0 0% 修正後保留 

9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10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11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12 3 27% 8 73% 0 0% 修正後保留 

13 7 64% 3 27% 1 9% 修正後保留 

14 8 73% 3 27% 0 0% 修正後保留 

15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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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結果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16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17 8 73% 3 27% 0 0% 修正後保留 

18 7 64% 4 36% 0 0% 修正後保留 

19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20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21 6 55% 4 36% 1 9% 修正後保留 

22 7 64% 4 36% 0 0% 修正後保留 

23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24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25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26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27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28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29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30 5 45% 6 55% 0 0% 修正後保留 

31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32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33 8 73% 3 27% 0 0% 修正後保留 

34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35 8 73% 3 27% 0 0% 修正後保留 

36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37 6 55% 5 45% 0 0% 修正後保留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1 
 

表3-6 學校創新經營專家效度統計表 

題號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結果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1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2 9 82% 1 9% 1 9% 修正後保留 

3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4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5 8 73% 3 27% 0 0% 修正後保留 

6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7 11 100% 0 0% 0 0% 保留 

8 10 91% 0 0% 1 9% 保留 

9 11 100% 0 0% 0 0% 保留 

10 11 100% 0 0% 0 0% 保留 

11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12 7 64% 4 36% 0 0% 保留 

13 8 73% 3 27% 0 0% 修正後保留 

14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15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16 11 100% 0 0% 0 0% 保留 

17 10 91% 1 9% 0 0% 保留 

18 11 100% 0 0% 0 0% 保留 

19 10 91% 1 9% 0 0% 保留 

20 10 91% 1 9% 0 0% 保留 

21 11 100% 0 0% 0 0% 保留 

22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23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24 11 100% 0 0% 0 0% 保留 

25 11 100% 0 0% 0 0% 保留 

26 11 100% 0 0% 0 0%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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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 

結果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次數 百分比 

27 11 100% 0 0% 0 0% 保留 

28 9 82% 2 18% 0 0% 修正後保留 

29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30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31 11 100% 0 0% 0 0% 保留 

32 11 100% 0 0% 0 0% 保留 

33 10 91% 1 9% 0 0% 修正後保留 

34 5 45% 6 55% 0 0% 修正後保留 

 

經專家學者審查內容後，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

新經營調查問卷」（如附錄二），所形成基本資料、分布式領導、學校創新經營

三個部份及分層面的題項，如表3-7所示。 

表3-7 臺中市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調查預試問卷題項統計表 

名稱 內容或層面 題數 合計題數 

基本資料 
個人背景變項 5 

7 
學校環境變項 2 

分布式領導 

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 7 

37 

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 8 

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 7 

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 8 

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 7 

學校創新經

營 

行政管理創新 6 

34 

課程與教學創新 8 

學生活動展能創新 8 

校園環境創新 6 

社會資源創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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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分析 

本研究將以 SPSS18.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處理蒐集問卷所得之資料，採項

目分析、因素分析、信度分析、平均數、標準差、百分比、t考驗、單因子變異數

分析、Scheffé事後比較、Pearson 積差相關及多元逐步回歸分析等統計方法，來

探討研究目的與問題。茲將統計方法說明如下： 

一、描述統計：利用平均數、標準差，以瞭解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

新經營之現況。 

二、獨立樣本 t 考驗：用以瞭解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填答者的意見分別在

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是否有顯著差異。 

三、單因子變異數分析：用以瞭解不同背景變項（年齡、職務、最高學歷、

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學校創校歷史）填答者的意見分別在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

與學校創新經營是否有顯著差異，若達顯著差異則以 Scheffé進行事後比較。 

四、皮爾遜積差相關：用以瞭解臺中市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

之間的相關情形。 

五、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用以瞭解臺中市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

營的預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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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論 

根據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本章以統計方法所得之研究結果，並就第二章所

探討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相關研究，綜合討論與比較之。本章共六節，

第一節依描述性統計，針對臺中市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做現況分

析；第二節則是探討不同個人背景變項與環境變項教師在知覺公立高中分布式領

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分析；第三節為瞭解臺中市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與學校

創新經營之間的相關程度；第四節為瞭解臺中市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

經營的預測情形。 

 

第一節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分析 

    本節旨在了解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的現況，根據受試者在分

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問卷上的填答結果，進行有關整體與各分層面的平均

數、標準差分析，並將各層面平均數除以各層面的題數，求出每題的平均得分。 

 

壹、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之現況分析 

    臺中市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之現況，如表4-1所示。 

 

表4-1臺中市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人數 每題平均得分 標準差 題數 排序 

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 531 3.05 0.40 8 5 

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 531 3.07 0.39 7 4 

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 531 3.08 0.44 7 3 

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 531 3.09 0.41 8 2 

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 531 3.10 0.44 7 1 

分布式領導平均 531 3.08 0.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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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統計結果得知： 

一、分布式領導各層面之每題平均得分，「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3.05分，

「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3.07分，「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3.08分，

「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3.08分，「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3.10分，

整體每題平均得分為3.08分，因此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程度介於「同意」到

「完全同意」之間，屬於中上程度。 

二、根據上述結果，「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

「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每題得分均大於量表平均高於整體之平均得

分，顯示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在此三層面的運用上是較高的，而「營造信任

與合作的學校文化」、「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的得分略低於其它三層面

及整體的平均得分。 

 

貳、高中教師之學校創新經營現況分析 

臺中市高中教師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如表4-2所示。 

表4-2 臺中市高中教師學校創新經營現況分析摘要表 

層面名稱 人數 每題平均得分 標準差 題數 排序 

校園環境創新 531 3.05 0.40 6 5 

行政管理創新 531 3.10 0.39 6 4 

社會資源創新 531 3.13 0.43 6 3 

課程與教學創新 531 3.13 0.38 8 2 

學生活動展能創新 531 3.14 0.37 8 1 

學校創新經營 531 3.11 0.34 34  

 

由表4-2統計結果得知： 

一、高中教師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之每題平均得分，以「學生活動展能創新」最

高，為3.14分，其它四層面「課程與教學創新」3.13分，「社會資源創新」

3.13分，「行政管理創新」3.10分，「校園環境創新」3.05分，整體每題平

均得分為3.11分，所以高中教師學校創新經營程度介於「同意」到「完全同

意」之間，屬於中上程度。 

二、在學校創新經營三個分層面中，「學生活動展能創新」、「課程與教學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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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源創新」平均得分高於整體學校創新經營之平均得分。而其他分層

面「行政管理創新」、「校園環境創新」得分約等於量表低於整體平均值，

顯示高中學校創新經營在行政與環境的營造上較為不足。 

 

參、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綜合分析 

由上述結果綜合分析如下： 

一、就分布式領導而言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整體而言屬於中上程度，各層面之每題平均得分介於

3.05至3.14之間，皆達中上水準，顯示高中校長在分布式領導各層面的運用情形

大致良好，而其中以「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平均數最高。此結果可能值

此少子化時代，家長對高中教育的期望甚高，且高中老師較具有專業權威感，學

校校長的角色與定位不如同以前高高在上，顯示出因應教育風潮的變化，除了教

師，校長也必需保持謙沖自牧的態度，不斷的學習與提升，才能符應學校教師期

待的角色，以推動學校願景的達成。因為高中教師的專業較國中與國小教師高，

其實是最好發展分布式領導的場所，透過專業社群的組織或專業對話的方式進行

授權賦能，也是教師提升專業能力與創造學校價值的最佳方式。而「營造信任與

合作的學校文化」與「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平均數較低。 

由上述問卷統計分析可知，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分布式領導的現況不論是在

整體或各層面的表現上都屬於中高程度，且各層面的差距均不大，校長分布式領

導展現良好的效能，具正面評價。此結果與何建霖(2009)、劉文章(2010)、劉瑞

珠(2010)、速春玲(2011)等研究之結果相符,學校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屬中高

程度水準。 

 

二、就學校創新經營而言 

高中教師學校創新經營屬於中上程度，各層面之每題平均得分介於3.05至

3.14之間，皆達中上水準程度。各層面中「課程與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展能

創新」、「社會資源創新」這三個層面分數較高。 

臺中市公立高中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之現況，不論是在整體的學校創

新經營(平均數為3.11分)，或在分層面的「學生活動展能創新」(平均數為為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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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課程與教學創新」(平均數為3.13分)，「社會資源創新」(平均數為3.13

分)，「行政管理創新」(平均數為3.10分)，「校園環境創新」(平均數為3.05分)，

都具中高度之發展；此表示目前臺中市公立高中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狀況良

好。 

在「學生活動展能創新」的分層面中得分最高顯示，臺中市各學校學生的各

項成就能夠獲得校內教師好評；在「課程與教學創新」的分層面得分顯示，學校

教師能善用媒體,引領課程革新，，提升教學品質；在「社會資源創新」的分層面

得分顯示，各學校大致能與社區家長建立良好的互動氣氛，但較前面兩層面低分

之原因可能為教師認為學校在爭取家長之經費支持與人力上的支援上略嫌不足；

在「行政管理創新」的分層面得分相對而言較低，顯示高中教師認為學校行政人

員創新的支持措施與決策上顯得稍弱；在「校園環境創新」的分層面得分顯示，

學校教師對於學校校園整體環境創新知覺是相對低的。 

研究結果顯示，臺中市公立高中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情況在「完全符合」與

「符合」之間，且接近「符合」，屬於「中高程度」，此與濮世緯（2003）、林

文勝（2006）辜皓明（2006），李重毅（2012），李俊緯（2012）之研究結果相

符，顯示臺中市公立高中之學校創新經營現況良好。 

 

第二節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分析 

 

本節旨在了解不同背景變項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

營之整體與各分層面上得分的差異情形，其中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年齡、現任職

務、最高學歷、服務年資、學校規模、創校歷史等，調查結果利用t考驗或單因子

變異數分析，以呈現其差異情形。 

 

壹、不同背景變項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上之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別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性別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數、標準差及 

t考驗的結果如表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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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不同性別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性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營造信任與合作的

學校文化 

男 269 3.07 0.37 1.03 

 女 262 3.03 0.43 

領導能量的投資與

提升 

男 269 3.09 0.38 .96 

 女 262 3.05 0.40 

尋找學校適當的變

革轉捩點 

男 269 3.10 0.43 1.08 

 女 262 3.06 0.45 

清晰的結構和績效

責任 

男 269 3.12 0.40 1.67 

 女 262 3.06 0.42 

自信和自我謙遜的

校長角色 

男 269 3.11 0.43 .72 

 女 262 3.09 0.45 

整體 
男 269 3.10 0.35 1.26 

 女 262 3.06 0.38 

 

由表4-3中得知，不同性別之高中教師，在分布式領導整體(t=1.26)及分層面

均未達顯著差異，因此研究假設1-1：「不同性別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

導上有顯著差異」，未得到支持。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的公立高中教師知覺校

長分布式領導之整體層面以及「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領導能量的投資

與提升」、「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自信和自

我謙遜的校長角色」各層面，均無顯著差異。此與呂俊宏(2013)的研究結果一致,

表示對於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的知覺較不易受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也顯示高中

校長並不會因為學校教師的性別而有差別的對待或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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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年齡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年齡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數、標準差 

及單因子變異數分析的結果如表4-4所示。 

表4-4 不同年齡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營造信任與合作的

學校文化 

1. 30歲以下 66 3.26 0.36 8.33
*
 

 

1>2 

1>3 2. 31-40歲 190 3.02 0.40 

3. 41-50歲 232 3.00 0.40 

4. 51歲以上 43 3.14 0.43 

領導能量的投資與

提升 

1. 30歲以下 66 3.21 0.36 5.29* 

 

1>3 

2. 31-40歲 190 3.06 0.39 

3. 41-50歲 232 3.02 0.38 

4. 51歲以上 43 3.17 0.45 

尋找學校適當的變

革轉捩點 

1. 30歲以下 66 3.26 0.36 5.29
*
 

 

1>2 

1>3 2. 31-40歲 190 3.04 0.47 

3. 41-50歲 232 3.05 0.43 

4. 51歲以上 43 3.17 0.45 

清晰的結構和績效

責任 

1. 30歲以下 66 3.29 0.36 6.90 * 

 

1>2 

1>3 2. 31-40歲 190 3.05 0.42 

3. 41-50歲 232 3.05 0.39 

4. 51歲以上 43 3.14 0.45 

自信和自我謙遜的

校長角色 

1. 30歲以下 66 3.27 0.35 5.23* 

 

1>2 

1>3 2. 31-40歲 190 3.07 0.44 

3. 41-50歲 232 3.05 0.46 

4. 51歲以上 43 3.21 0.39 

整體 1. 30歲以下 66 3.26 0.29 8.05 
*
 

 

1>2 

1>3 2. 31-40歲 190 3.04 0.37 

3. 41-50歲 232 3.03 0.36 

4. 51歲以上 43 3.16 0.39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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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4中得知：不同年齡之高中教師，在知覺分布式領導的各層面上，以30

歲以下的高中教師高於31-40歲與41-50歲兩年齡層的教師。 

因此，研究假設1-2：「不同年齡的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上有顯著

差異」得到支持。此研究與廖雅蘭(2011)研究結果不一致，其研究顯示41-50歲

與51歲以上的國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的程度會高於30歲以下教師，與本

研究結果有所差異，其詳細原因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再行解釋。  

三、不同職務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職務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數、標準差 

及單因子變異數分析的結果如表4-5所示。 

由表4-5中可得知：不同職務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分層面與整體 

層面上並無顯著差異，因此研究假設1-3：「不同職務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

式領導上有顯著差異」，未得到支持。此結果與劉瑞珠(2010)結果不一致，其研

究顯示主任為學校的中階領導者，在成為主任的過程中，受過領導人的培訓課程；

在學校日常的事務裡，比一般教師更有機會獲得校長的授權，接觸社區的聲音，

體察時勢的變化；在組織氛圍裡，則比一般教師更具有影響力，因此易於敏覺到

分布式領導的存在。本研究雖然顯示職務為教師兼主任之教師對於分布式領導的

知覺教其他組別高，但並未達到顯著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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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不同職務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營造信任與合作的

學校文化 

1.教師兼主任 51 3.16 0.36 2.51 - 

2.教師兼組長 115 3.06 0.37 

3.導師 195 3.00 0.43 

4.專任教師 141 3.04 0.41 

5.其他 29 3.18 0.33 

領導能量的投資與

提升 

1.教師兼主任 51 3.18 0.36 1.31 - 

2.教師兼組長 115 3.07 0.38 

3.導師 195 3.05 0.42 

4.專任教師 141 3.04 0.38 

5.其他 29 3.10 0.32 

尋找學校適當的變

革轉捩點 

1.教師兼主任 51 3.21 0.44 2.67 - 

2.教師兼組長 115 3.13 0.40 

3.導師 195 3.03 0.45 

4.專任教師 141 3.05 0.45 

5.其他 29 3.16 0.40 

清晰的結構和績效

責任 

1.教師兼主任 51 3.24 0.36 2.06 - 

2.教師兼組長 115 3.09 0.38 

3.導師 195 3.05 0.45 

4.專任教師 141 3.07 0.41 

5.其他 29 3.11 0.25 

自信和自我謙遜的

校長角色 

1.教師兼主任 51 3.25 0.41 2.78 

 

- 

2.教師兼組長 115 3.16 0.45 

3.導師 195 3.07 0.44 

4.專任教師 141 3.05 0.46 

5.其他 29 3.06 0.35 

整體 1.教師兼主任 51 3.21 0.34 2.60 

 

- 

2.教師兼組長 115 3.10 0.32 

3.導師 195 3.04 0.39 

4.專任教師 141 3.05 0.38 

5.其他 29 3.12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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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分布式領導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服務年資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數、標準 

差及單因子變異數分析的結果如表4-6所示。 

表4-6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服務年資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營造信任與合

作的學校文化 

1.5(含)年以下 85 3.18 0.36 3.83 * 

 

1>3 

2.6-10 年 132 3.08 0.41 

3.11-20 年 216 2.99 0.40 

4.21-30 年 86 3.03 0.42 

5.31(含)年以上 12 3.11 0.40 

領導能量的投

資與提升 

1.5(含)年以下 85 3.14 0.38 3.21* 

 

1>3 

2.6-10 年 132 3.12 0.39 

3.11-20 年 216 3.01 0.38 

4.21-30 年 86 3.06 0.39 

5.31(含)年以上 12 3.24 0.46 

尋找學校適當

的變革轉捩點 

1.5(含)年以下 85 3.19 0.38 2.49
*
 

 

1>3 

2.6-10 年 132 3.11 0.45 

3.11-20 年 216 3.02 0.47 

4.21-30 年 86 3.09 0.38 

5.31(含)年以上 12 3.14 0.53 

清晰的結構和

績效責任 

1.5(含)年以下 85 3.20 0.37 3.15* 

 

1>3 

2.6-10 年 132 3.11 0.44 

3.11-20 年 216 3.03 0.39 

4.21-30 年 86 3.07 0.42 

5.31(含)年以上 12 3.15 0.55 

自信和自我謙

遜的校長角色 

1.5(含)年以下 85 3.21 0.37 4.04* 

 

1>3 

2.6-10 年 132 3.13 0.44 

3.11-20 年 216 3.01 0.45 

4.21-30 年 86 3.16 0.45 

5.31(含)年以上 12 3.11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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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續)表4-6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服務年資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整體 1.5(含)年以下 85 3.18 0.31 4.09
*
 

 

1>3 

2.6-10 年 132 3.11 0.37 

3.11-20 年 216 3.01 0.36 

4.21-30 年 86 3.08 0.36 

5.31(含)年以上 12 3.15 0.46 

*p<.05  

 

     由表4-7中可得知，不同服務年資之高中教師，在分布式領導及各層面上，5

年以下服務年資的教師高於21-30年之教師。 

因此，研究假設1-4：「不同服務年資的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上有

顯著差異」，得到部分支持。此研究與廖雅蘭(2011)研究結果不一致，其研究顯示

服務年資較長的國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的程度會高於服務年資較短之教

師，與本研究不同。此研究結果顯示年齡與服務年資越少的教師知覺分布式領導

之程度越高，推測服務年資長之教師也許對於權力較沒有興趣，致使對於分布式

領導的知覺敏感度較年輕教師低。 

 

五、不同學歷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學歷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數、標準差 

及單因子變異數分析的結果如表4-7所示。 

表4-7 不同學歷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最高學歷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營造信任

與合作的

學校文化 

1.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76 3.10 0.40 2.09 

 

- 

2.師大、師院、教育大學或教

育學院畢業 

117 3.10 0.39 

3.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畢

(結)業 

336 2.02 0.41 

4.其他 2  2.31 0.0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5 
 

(續)表4-7 不同學歷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最高學歷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領導能量

的投資與

提升 

1.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76 3.10 0.37 2.23 

 

- 

2.師大、師院、教育大學或

教育學院畢業 

117 3.13 0.41 

3.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畢

(結)業 

336 2.04 0.39 

4.其他 2 2.36 0.10 

尋找學校

適當的變

革轉捩點 

1.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76 2.17 0.44 1.52 

 

- 

2.師大、師院、教育大學或

教育學院畢業 

117 3.11 0.46 

3.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畢

(結)業 

336 3.05 0.44 

4.其他 2 3.14 0.20 

清晰的結

構和績效

責任 

1.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76 3.13 0.41 1.14 

 

- 

2.師大、師院、教育大學或

教育學院畢業 

117 3.13 0.41 

3.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畢

(結)業 

336 2.06 0.41 

4.其他 2 2.19 0.09 

自信和自

我謙遜的

校長角色 

1.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76 3.13 0.39 0.21 

 

- 

2.師大、師院、教育大學或

教育學院畢業 

117 2.09 0.48 

3.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畢

(結)業 

336 3.10 0.44 

4.其他 2 2.21 0.30 

整體 1.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76 2.12 0.35 1.46 

 

 

- 

2.師大、師院、教育大學或

教育學院畢業 

117 3.11 0.38 

3.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畢

(結)業 

336 3.05 0.36 

4.其他 2 2.2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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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7中可得知：不同學歷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分層面皆無顯 

著差異。因此研究假設1-5：「不同學歷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上有顯

著差異」，未得到支持。此與呂俊宏(2013)的研究結果一致,表示對於高中校長分

布式領導的知覺較不易受學歷高低的影響。 

 

六、不同學校規模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學校規模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數、標 

準差及單因子變異數分析的結果如表4-8所示。 

表4-8 不同學校規模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最高學歷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

較 

營造信任與合

作的學校文化 

1.25 班以下 110 2.93 0.41 7.70* 

 

3>1 

2.26-48 班 225 3.05 0.43 

3.49 班以上 196 3.12 0.35 

領導能量的投

資與提升 

1.25 班以下 110 3.03 0.34 1.57 

 

－ 

2.26-48 班 225 3.06 0.42 

3.49 班以上 196 3.11 0.38 

尋找學校適當

的變革轉捩點 

1.25 班以下 110 3.01 0.38 5.04* 

 

3>1 

2.26-48 班 225 3.05 0.51 

3.49 班以上 196 3.16 0.37 

清晰的結構和

績效責任 

1.25 班以下 110 3.02 0.39 5.06* 

 

3>1 

2.26-48 班 225 3.06 0.44 

3.49 班以上 196 3.16 0.38 

自信和自我謙

遜的校長角色 

1.25 班以下 110 3.03 0.37 4.26* 

 

3>1 

2.26-48 班 225 3.07 0.49 

3.49 班以上 196 3.17 0.42 

整體 1.25 班以下 110 3.00 0.33 5.91* 

 

3>1 

2.26-48 班 225 3.06 0.41 

3.49 班以上 196 3.14 0.32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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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4-8中可得知：不同學校規模之高中教師，在分布式領導及各層面上，學 

校規模在49班以上的教師知覺分布式領導高於25班以下的教師，因此研究假設 

1-6：「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分布式領導上有顯著差異」，得到部分支持。 

 

七、不同創校歷史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創校歷史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數、標 

準差及單因子變異數分析的結果如表4-9所示。 

表4-9 不同創校歷史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營造信任與合作

的學校文化 

1.10 年以下 28 2.93 0.33 1.44 

 

- 

3.11-20 年 56 3.12 0.43 

3.21-30 年 91 3.06 0.30 

4.31 年以上 356 3.05 0.43 

領導能量的投資

與提升 

1.10 年以下 28 3.04 0.36 0.62 

 

- 

3.11-20 年 56 3.12 0.37 

3.21-30 年 91 3.09 0.26 

4.31 年以上 356 3.06 0.42 

尋找學校適當的

變革轉捩點 

1.10 年以下 28 3.10 0.32 1.78 

 

 

- 

3.11-20 年 56 3.17 0.41 

3.21-30 年 91 3.14 0.30 

4.31 年以上 356 3.05 0.48 

清晰的結構和績

效責任 

1.10 年以下 28 2.94 0.36 2.51 

 

 

- 

3.11-20 年 56 3.18 0.38 

3.21-30 年 91 3.12 0.32 

4.31 年以上 356 3.08 0.44 

自信和自我謙遜

的校長角色 

1.10 年以下 28 3.14 0.27 2.31 

 

 

- 

3.11-20 年 56 3.17 0.47 

3.21-30 年 91 3.18 0.32 

4.31 年以上 356 3.07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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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4-9 不同創校歷史之高中教師在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自信和自我謙遜

的校長角色 

1.10 年以下 28 3.14 0.27 2.31 

 

 

- 

3.11-20 年 56 3.17 0.47 

3.21-30 年 91 3.18 0.32 

4.31 年以上 356 3.07 0.47 

 

整體 1.10 年以下 28 3.02 0.26 1.63 

 

 

- 

3.11-20 年 56 3.15 0.35 

3.21-30 年 91 3.12 0.24 

4.31 年以上 356 3.06 0.40 

    由表4-9中得知：不同創校歷史之高中教師，在知覺分布式領導的各層面上， 

    由表4-9中得知：不同創校歷史之高中教師，在知覺分布式領導的各層面上，

並無顯著差異。因此，研究假設1-2：「不同年齡的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

導上有顯著差異」，未得到支持。 

 

參、不同背景變項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之差異分析 

一、不同性別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性別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分層面及整體之平均數、標準差及t考驗 

結果如表4-10所示。 

表4-10 不同性別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性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行政管理創新 男 269 3.14 0.41 2.34* 

 女 262 3.06 0.37 

課程與教學創新 男 269 3.16 0.38 1.78 

 女 262 3.10 0.38 

學生活動展能創新 男 269 3.16 0.36 1.10 

 女 262 3.12 0.38 

校園環境創新 男 269 3.08 0.37 2.12* 

 女 262 3.01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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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4-10 不同性別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性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社會資源創新 男 269 3.18 0.42 2.94* 

 女 262 3.08 0.43 

整體 男 269 3.15 0.33 2.33 * 

 女 262 3.08 0.34 

*
p<.05  

 

     由表4-10中得知，不同性別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在分層面「行政管

理創新」、「校園環境創新」、「社會資源創新」及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均達統計

顯著水準，表示男教師在上述的學校創新經營層面上高於女教師上。因此研究假

設2-1：「不同性別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有顯著差異」，得到部分支持。 

二、不同年齡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年齡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數、標準差及單因 

子變異數分析的結果如表4-11所示。 

表4-11 不同年齡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行政管理創新 1.30 歲(含)以下 66 3.22 0.37 3.47
*
 

 

1>2 

2.31-40 歲 190 3.06 0.39 

3.41-50 歲 232 3.08 0.38 

4.51 歲以上 43 3.17 0.44 

課程與教學創新 1.30 歲(含)以下 66 3.29 0.32 5.42
*
 

 

1>2 

1>3 2.31-40 歲 190 3.11 0.37 

3.41-50 歲 232 3.10 0.38 

4.51 歲以上 43 3.21 0.47 

學生活動展能創新 1.30 歲(含)以下 66 3.29 0.31 5.06* 

 

 

1>2 

1>3 2.31-40 歲 190 3.10 0.38 

3.41-50 歲 232 3.13 0.37 

4.51 歲以上 43 3.21 0.4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0 
 

(續)表4-11 不同年齡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校園環境創新 1.30 歲(含)以下 66 3.21 0.36 5.96* 

 

1>2 

1>3 2.31-40 歲 190 3.02 0.39 

3.41-50 歲 232 3.01 0.39 

4.51 歲以上 43 3.15 0.48 

社會資源創新 1.30 歲(含)以下 66 3.29 0.37 4.59
*
 

 

1>2 

2.31-40 歲 190 3.08 0.44 

3.41-50 歲 232 3.11 0.42 

4.51 歲以上 43 3.21 0.45 

整體 1.30 歲(含)以下 66 3.26 0.26 6.52* 

 

1>2 

1>3 2.31-40 歲 190 3.08 0.34 

3.41-50 歲 232 3.09 0.32 

4.51 歲以上 43 3.19 0.41 

*p<.05 

 

     由表4-11中得知：不同年齡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分層面「行政管理

創新」、「學生活動展能創新」、「校園環境創新」、「社會資源創新」以及「學

校創新經營」有顯著差異，年齡於30歲(含)以下之教師顯著高於31-40歲之教師；

在「課程與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展能創新」、「校園環境創新」以及「學校

創新經營」上，30歲(含)以下之教師顯著高於41-50歲之教師。 

 因此，研究假設2-2：「不同年齡的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有顯著差異」，

得到部分支持。 

 

三、不同職務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職務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數、標準差及單因 

子變異數分析的結果如表4-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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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不同職務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行政管理創新 1.教師兼主任 51 3.20 0.43 3.11 

 

- 

2.教師兼組長 115 3.15 0.38 

3.導師 195 3.06 0.38 

4.專任教師 141 3.07 0.42 

5.其他 29 3.10 0.23 

課程與教學創新 1.教師兼主任 51 3.21 0.44 1.54 

 

- 

2.教師兼組長 115 3.17 0.35 

3.導師 195 3.09 0.39 

4.專任教師 141 3.14 0.39 

5.其他 29 3.18 0.31 

學生活動展能創

新 

1.教師兼主任 51 3.23 0.40 1.31 

 

- 

2.教師兼組長 115 3.14 0.35 

3.導師 195 3.10 0.37 

4.專任教師 141 3.16 0.39 

5.其他 29 3.19 0.32 

校園環境創新 1.教師兼主任 51 3.11 0.44 0.50 

 

- 

2.教師兼組長 115 3.06 0.35 

3.導師 195 3.04 0.40 

4.專任教師 141 3.04 0.44 

5.其他 29 3.01 0.35 

社會資源創新 1.教師兼主任 51 3.25 0.42 1.47 

 

- 

2.教師兼組長 115 3.15 0.44 

3.導師 195 3.10 0.41 

4.專任教師 141 3.11 0.44 

5.其他 29 3.18 0.43 

整體 1.教師兼主任 51 3.20 0.37 1.53 

 

- 

2.教師兼組長 115 3.14 0.31 

3.導師 195 3.08 0.33 

4.專任教師 141 3.11 0.36 

5.其他 29 3.14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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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2中可得知：不同職務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分層面與整體層面 

皆無顯著差異。 

 因此研究假設2-3：「不同職務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有顯著差異」， 

未得到支持。 

 

四、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服務年資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數、標準差及 

單因子變異數分析的結果如表4-13所示。 

表4-13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服務年資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行政管理創新 1.6-10 年 85 3.15 0.34 1.65 

 

- 

3.11-20 年 132 3.13 0.41 

3.21-30 年 216 3.06 0.37 

4.31(含)年以上 86 3.07 0.44 

5.6-10 年 12 3.24 0.52 

課程與教學創

新 

1.6-10 年 85 3.24 0.30 3.19 

 

- 

3.11-20 年 132 3.15 0.38 

3.21-30 年 216 3.09 0.37 

4.31(含)年以上 86 3.08 0.45 

5.6-10 年 12 3.28 0.45 

學生活動展能

創新 

1.6-10 年 85 3.22 0.30 1.91 

 

- 

3.11-20 年 132 3.16 0.37 

3.21-30 年 216 3.11 0.38 

4.31(含)年以上 86 3.10 0.39 

5.6-10 年 12 3.27 0.47 

校園環境創新 1.6-10 年 85 3.17 0.34 3.57 
*
 

 

1>3 

3.11-20 年 132 3.07 0.40 

3.21-30 年 216 3.00 0.39 

4.31(含)年以上 86 3.01 0.44 

5.6-10 年 12 3.20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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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4-13 不同服務年資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服務年資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社會資源創新 1.6-10 年 85 3.20 0.37 1.24 

 

- 

3.11-20 年 132 3.15 0.42 

3.21-30 年 216 3.10 0.43 

4.31(含)年以上 86 3.09 0.45 

5.6-10 年 12 3.19 0.57 

整體 1.6-10 年 85 3.20 0.26 2.96 

 

- 

3.11-20 年 132 3.13 0.35 

3.21-30 年 216 3.07 0.32 

4.31(含)年以上 86 3.07 0.39 

5.6-10 年 12 3.24 0.46 

*
p<.05 

由表4-13中可得知，不同服務年資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分層面「校

園環境創新」服務年資6-10年以上之教師高於服務年資21-30年教師。因此，研究

假設2-4：「不同服務年資的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有顯著差異」，得到部份支

持。 

五、不同學歷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學歷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數、標準差及單因 

子變異數分析的結果如表4-14所示。 

表4-14 不同學歷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最高學歷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行政管理創新 1.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76 3.14 0.41 1.39 

 

- 

2.師大、師院、教育大學或

教育學院畢業 

117 3.13 0.38 

3.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

畢(結)業 

336 3.07 0.39 

4.其他 2 3.42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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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4-14 不同學歷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最高學歷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課程與教學創新 1.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76 3.13 0.42 1.18 

 

- 

 2.師大、師院、教育大學或

教育學院畢業 

117 3.18 0.35 

3.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

畢(結)業 

336 3.12 0.38 

4.其他 2 3.38 0.00 

學生活動展能創

新 

1.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76 3.13 0.38 0.48 

 

- 

2.師大、師院、教育大學或

教育學院畢業 

117 3.14 0.40 

3.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

畢(結)業 

336 3.13 0.37 

4.其他 2 3.15 0.37 

校園環境創新 1.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76 3.44 0.08 2.24 

 

- 

2.師大、師院、教育大學或

教育學院畢業 

117 3.10 0.41 

3.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

畢(結)業 

336 3.11 0.39 

4.其他 2 3.01 0.40 

社會資源創新 1.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76 3.17 0.00 0.50 

 

- 

2.師大、師院、教育大學或

教育學院畢業 

117 3.15 0.44 

3.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

畢(結)業 

336 3.16 0.45 

4.其他 2 3.11 0.42 

整體 1.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76 3.17 0.23 0.93 

 

- 

2.師大、師院、教育大學或

教育學院畢業 

117 3.13 0.37 

3.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

畢(結)業 

336 3.14 0.33 

4.其他 2 3.1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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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4中可得知：不同學歷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分層面及整體層面上 

皆無顯著差異。因此研究假設2-5：「不同學歷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有顯

著差異」，未得到支持。 

 

六、不同學校規模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學校規模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數、標準差及 

單因子變異數分析的結果如表4-15所示。 

表4-15 不同學校規模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最高學歷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行政管理創新 1.25班以下 110 3.02 0.34 3.56
*
 

 

1<3 

2.26-48班 225 3.09 0.44 

3.49班以上 196 3.14 0.36 

課程與教學創

新 

1.25班以下 110 3.04 0.33 6.02* 

 

1<3 

2.26-48班 225 3.13 0.40 

3.49班以上 196 3.19 0.37 

學生活動展能

創新 

1.25班以下 110 3.06 0.38 4.13* 

 

1<3 

2.26-48班 225 3.14 0.38 

3.49班以上 196 3.19 0.35 

校園環境創新 1.25班以下 110 2.96 0.38 5.15
*
 

 

1<3 

2.26-48班 225 3.04 0.42 

3.49班以上 196 3.11 0.39 

社會資源創新 1.25班以下 110 3.05 0.35 2.38 

 

－ 

2.26-48班 225 3.14 0.48 

3.49班以上 196 3.16 0.39 

整體 1.25班以下 110 3.03 0.31 5.61* 

 

1<3 

2.26-48班 225 3.11 0.37 

3.49班以上 196 3.16 0.30 

*p<.0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6 
 

由表4-15中可得知：不同學校規模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分層面「行 

政管理創新」、「課程與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展能創新」、「校園環境創新」

以及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層面上達顯著差異，學校規模在25班以下之學校高於學校

規模在49班以上，因此研究假設2-6：「不同學校規模教師在分布式領導上有顯著

差異」，得到部分支持。 

 

七、不同創校歷史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上之差異情形 

  不同創校歷史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的平均數、標 

準差及單因子變異數分析的結果如表4-16所示。 

    由表4-16中得知：不同創校歷史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整體與各分層

面上，並無顯著差異。因此，研究假設2-7：「不同創校歷史的高中教師在知覺校

長分布式領導上有顯著差異」，未得到支持。 

 

第三節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學校創新經營與學校創新經營

關係之分析 

    本節旨在分析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彼此之間的相關分析。本

研究分別以分布式領導之整體層面及五個分層面「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

「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清晰的結構和

績效責任」和「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以及學校創新經營的整體及五個

分層面「「行政管理創新」、「課程與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展能創新」、「校

園環境創新」和「社會資源創新」。進行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及考驗其顯著性，

了解彼此二者之間的相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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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不同創校歷史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之差異比較摘要表 

層面名稱 年齡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事後比較 

行政管理創新 1.10 年以下 28 3.06 0.29 2.54 

 

 

- 

3.11-20 年 56 3.23 0.39 

3.21-30 年 91 3.06 0.33 

4.31 年以上 356 3.09 0.41 

 

課程與教學創新 

1.10 年以下 28 3.08 0.29 1.86 

 

 

- 

3.11-20 年 56 3.22 0.37 

3.21-30 年 91 3.18 0.37 

4.31 年以上 356 3.11 0.39 

 

學生活動展能創

新 

1.10 年以下 28 3.16 0.31 1.64 

 

 

 

- 

3.11-20 年 56 3.24 0.36 

3.21-30 年 91 3.12 0.32 

4.31 年以上 356 3.13 0.39 

校園環境創新 1.10 年以下 28 3.07 0.34 0.05 

 

 

 

- 

3.11-20 年 56 3.04 0.42 

3.21-30 年 91 3.05 0.36 

4.31 年以上 356 3.05 0.41 

社會資源創新 1.10 年以下 28 3.11 0.39 1.96 

 

 

 

- 

3.11-20 年 56 3.26 0.38 

3.21-30 年 91 3.14 0.38 

4.31 年以上 356 3.11 0.45 

整體 1.10 年以下 28 3.10 0.27 1.43 

 

 

 

- 

3.11-20 年 56 3.20 0.34 

3.21-30 年 91 3.12 0.30 

4.31 年以上 356 3.10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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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層面及整體 

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茲以公立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之平均數與學校創新經營 

各層面及整體之平均數，進行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與考驗其顯著性，以驗證研 

究假設「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能力與學校創新經營有顯著相關」。其相關摘要如 

表4-17所示。 

由表4-17得知：高中教師在「分布式領導」之各層面及整體與「學校創新經

營」各層面及整體之積差相關情形均達.001的顯著正相關。而高中校長分布式領

導整體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層面之相關係數為.796，達.001的顯著水準。 

表4-17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項名稱 自信 和自

我謙 遜的

校長角色 

清晰的結構

和績效責任 

領導能量的

投資與提升 

營造信任與

合作的學校

文化 

尋找學校適

當的變革轉

捩點 

分布式

導整體

層面 

行政管理

創新 

.598** .697** .662** .692** .685** .766** 

課程與教

學創新 

.575** .666** .599** .628** .655** .718** 

學生活動

展能創新 

.484** .579** .564** .578** .566** .636** 

校園環境

創新 

.492** .595** .592** .631** .593** .667** 

社會資源

創新 

.493** .605** .566** .540** .641** .653** 

學校創新

經營 

整體層面 

.612** .727** .690** .709** .727** .796** 

** p<.01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整體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之相關係數分別為「行

政管理創新」.766、「課程與教學創新」.718、「學生活動展能創新」.636、「校

園環境創新」.667、「社會資源創新」.653及「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層面」.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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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達.001之顯著水準，呈現顯著正相關，在學校創新經營分層面中以「行政管理

創新」與分布式領導整體層面的相關程度最高。 

    高中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層面與分布式領導各分層面之相關係數分別為「自信

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612、「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727、「領導能量的 

投資與提升」.690、「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709、「尋找學校適當的變

革轉捩點」.727及「分布式導整體層面」.796，皆達.01之顯著水準，呈現顯著正

相關，在分布式領導分層面中以「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尋找學校適當的

變革轉捩點」與分布式領導整體層面的相關程度最高。 

    綜合以上研究分析，驗證研究假設：「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能力與學校創新

經營有顯著相關」，得到完全支持。 

 

第四節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學校創新經營對學校創新經營

之預測力分析 

壹、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預測分析 

本部分以公立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分層面為預測變項，學校創新經營各層

面及整體層面為效標變項，進行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以考驗各變項對學校創新經

營之聯合預測功能，藉以驗證本研究之假設：「公立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

創新經營具有預測力」。 

 

一、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行政管理創新」層面之預測分析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行政管理創新」層面的預測情形如表

4-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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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8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行政管理創新」層面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
2 
  R

2 
 改變量 

β F值 

1 清晰的結構和績效

責任 

.697 .485 .485 .219 498.983
***
 

 

2 尋找學校適當的變

革轉捩點 

.746 .557 .072 .233 332.228
***
 

 

3 營造信任與合作的

學校文化 

.766 .586 .029 .252 248.714*** 

 

4 領導能量的投資與

提升 

.772 .597 .011 .167 194.549
***
 

***p<.001 

由表4-18可得知： 

(一) 五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行政管理創新」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

為「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營造信

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及「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多元相關係數為.772，

其聯合解釋變異量.597，顯示表中四個變項能聯合預測「行政管理創新」59.7%

的變異量。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量來看，以「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量為48.5%，其次為「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層面，其解釋變異

量為7.2%，再其次為「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其解釋變異量為2.9%，

最後為「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其解釋變異量為1.1%，這四個變項的聯

合預測力達59.7%。 

(三) 在β係數方面皆為正值，可見「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尋找學校適當

的變革轉捩點」、「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及「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

升」等層面的分布式領導程度越高，學校創新經營之「行政管理創新」層面

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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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課程與教學創新」層面之預測分析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課程與教學創新」層面的預測情形如

表4-19所示。 

 

表4-19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課程與教學創新」層面之逐步多元迴歸分

析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
2 
  R

2 
 改變量 

β F值 

1 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

轉捩點 

.666 .443 .443 .318 421.151
***
 

2 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

校文化 

.714 .509 .066 .305 274.027*** 

3 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

長角色 

.722 .521 .011 .174 190.897*** 

***p<.001 

由表4-19可得知： 

(一) 五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課程與教學創新」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

項為「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自

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多元相關係數為.722，其聯合解釋變異量.521，

顯示表中五個變項能聯合預測「課程與教學創新」52.1%的變異量。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量來看，以「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層面的預測力

最佳，其解釋量為44.3%，其次為「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層面，其解

釋變異量為6.6%，再其次為「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其解釋變異量

為1.1%，這三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52.1%。 

(三) 在β係數方面皆為正值，可見「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營造信任

與合作的學校文化」、「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等層面的分布式領導

程度越高，學校創新經營之「課程與教學創新」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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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學生活動展能創新」層面之預測分析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學生活動展能創新」層面的預測情形

如表4-20所示。 

表4-20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學生活動展能創新」層面之逐步多元迴歸

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
2 
  R

2 
 改變量 β F值 

1 清晰的結構和績效

責任 

.579 .335 .335 .166 266.758 
***
 

2 營造信任與合作的

學校文化 

.619 .383 .048 .213 163.888 
***
 

3 領導能量的投資與

提升 

.636 .405 .022 .176 119.600 
***
 

4 尋找學校適當的變

革轉捩點 

.645 .416 .011 .173 93.830*** 

***p<.001 

由表4-20可得知： 

(一) 五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學生活動展能創新」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

變項為「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領

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及「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多元相關係數

為.645，其聯合解釋變異量.416，顯示表中四個變項能聯合預測「學生活動

展能創新」41.6%的變異量。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量來看，以「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量為33.5%，「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層面，其解釋變異量為

4.8%，「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其解釋變異量為2.2%，「尋找學校適當

的變革轉捩點」，其解釋變異量為1.1%，這四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41.6%。 

(三) 在β係數方面皆為正值，可見「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營造信任與合

作的學校文化」、「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及「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

點」等層面的分布式領導程度越高，學校創新經營之「學生活動展能創新」

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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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校園環境創新」層面之預測分析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校園環境創新」層面的預測情形如表

4-21所示。 

表4-21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校園環境創新」層面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
2 
  R

2 
 改變量 β F值 

1 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 .631 .398 .398 .344 349.805
***
 

2 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 .671 .450 .052 .229 215.910
***
 

3 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 .681 .464 .014 .189 152.248
***
 

***
p<.001 

由表4-34可得知： 

(一) 五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校園環境創新」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

為「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與「尋找學校適

當的變革轉捩點」，多元相關係數為.681，其聯合解釋變異量.464，顯示表中四

個變項能聯合預測「校園環境創新」46.4%的變異量。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量來看，以「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層面的預測力

最佳，其解釋量為39.8%，其次為「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層面，其解釋變

異量為5.2%，再其次為「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其解釋變異量為1.4%，

這三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32.4%。 

(三) 在β係數方面皆為正值，可見「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領導能量

的投資與提升」與「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等層面的分布式領導程度

越高，學校創新經營之「校園環境創新」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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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社會資源創新」層面之預測分析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社會資源創新」層面的預測情形如表

4-22所示。 

 

表4-22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社會資源創新」層面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

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
2 
  R

2 
 改變量 β F值 

1 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 .641 .411 .411 .386 368.544
***
 

2 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 .674 .455 .044 .246 220.280*** 

3 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 .678 .460 .005 .113 149.534
***
 

***
p<.001 

由表4-22可得知： 

(一) 五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社會資源創新」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項

為「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與「領導能量的

投資與提升」，多元相關係數為.678，其聯合解釋變異量.460，顯示表中四個變

項能聯合預測「社會資源創新」46%的變異量。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量來看，以「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層面的預測力

最佳，其解釋量為41.1%，其次為「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層面，其解釋變

異量為4.4%，再其次為「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其解釋變異量為0.5%，

這三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46%。 

(三) 在β係數方面皆為正值，可見「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清晰的結

構和績效責任」與「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等層面的分布式領導程度越高，

學校創新經營之「社會資源創新」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5 
 

六、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層面之預測分析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層面的預測情形如表4-23所示。 

表4-23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層面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式 選出變項順序 R R
2 
  R

2 
 改變量 β F值 

1 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 .727 .529 .529 .238 594.510
***
 

2 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 .785 .617 .088 .286 425.215
***
 

3 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 .799 .639 .022 .217 311.011
***
 

4 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 .806 .650 .011 .167 243.831
***
 

***
p<.001 

由表4-23可得知： 

(一) 五個預測變項預測效標變項「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層面」時進入迴歸方程式的

顯著變項為「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 

」、「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與「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多元相關係

數為.806，其聯合解釋變異量.6509，顯示表中五個變項能聯合預測學校創新經營

整體層面 65%的變異量。 

(二) 就個別變項的解釋量來看，以「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量為 52.9%，其次為「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 

」層面，其解釋變異量為 8.8%，再其次為「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 

」，其解釋變異量為2.2%，最後為「清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其解釋變異量

為1.1%，這五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65%。 

(三) 在β係數方面皆為正值，可見「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尋找學校適當

的變革轉捩點 

」、「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與「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等層面的分布

式領導程度越高，整體學校創新經營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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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之綜合討論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的聯合預測結果如上所述，研究綜合發 

現如表4-24所示。 

表4-24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之逐步多元迴歸分析之綜合摘要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行政管

理創新 

課程與

教學創

新 

學生活

動展能

創新 

校園環

境創新 

社會資

源創新 

學校創

新經營

整體 

分

布

式

領

導 

營造信任與合作

的學校文化 
(3)*** (2)*** (2)*** (1)***  (3)*** 

領導能量的投資

與提升 
(4)***   (2)*** (3)*** (4)*** 

尋找學校適當的

變革轉捩點 
(2)*** (1)*** (4)*** (3)*** (1)*** (2)*** 

清晰的結構和績

效責任 
(1)***  (1)***  (2)*** (1)*** 

自信和自我謙遜

的校長角色 
 (3)

***
     

解釋變異量佔 

總變異量之百分比 
59.7% 52.1% 41.6% 46.4% 46% 65% 

***p<.001  (1)表示預測力最大，(2)次之，依此類推 

   由表4-24可以發現：公立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五個預測變項大致能有效預測高 

中教師之學校創新經營，其中以「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對學校創新經營 

分層面「行政管理創新」、「課程與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展能創新」、「社 

會資源創新」、「社會資源創新」及整體學校創新經營層面皆有預測力。針對學 

校創新經營的不同層面，其具有預測力之分布式領導變項也有所差異，對「行政 

管理創新」層面而言，「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是最佳預測變項；對「課程與 

教學創新」層面而言，「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是最佳預測變項；對「學生活 

動展能創新」層面而言，「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是最佳預測變項；對「校園 

環境創新」層面而言，「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是最佳預測變項；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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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源創新」層面而言，「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是最佳預測變項；對「學 

校創新經營整體」層面而言，「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是最佳預測變項。由研 

究結果可知校長分布式領導對於學校創新經營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力。 

    綜合上述分析討論可以得知，研究假設：「公立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對學校 

創新經營具有預測力」，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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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探討臺中市公立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

的現況，希冀透過資料分析了解公立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

係。本章總 共分成二節，在第一節的部分，依第四章的分析結果撰寫出本研究的

主要發現；在第二節的部分，則依主要研究發現，寫成本研究的結論並依研究結

論提出相關建議。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與結論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針對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進行探

討。分別 以平均數、標準差等來描述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的現況；

以平均數差異考驗 (t-test)和單因子變異數分析(one-wayANOVA)來檢定不同背

景變項的公立高中教師對於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知覺反應差

異情形，再以 Pearson積差相關檢視其相關性，最後再採逐步多元迴歸分析法，考

驗校長分布式領導之各分層面對學校創新經營的預測力。 

 

壹、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 

一、校長分布式領導之現況呈現中高程度 

   就整體而言，公立高中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行為每題平均得分為 3.08。就

各層面得分而言，每題平均得分高低依序為「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的 3.10

分、「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的 3.08 分、「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的 3.08

分、「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的 3.07 分以及「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的

3.05 分，皆屬中上的反應傾向。表示臺中市公立高中校長的分布式領導屬於中上

程度，且於「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層面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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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呈現中高程度 

     就整體而言，公立高中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每題平均得分為 3.11 就各層

面得分而言，每題平均得分高低依序為「學生活動展能創新」的 3.14 分、「課程

與教學創新」的 3.13 分、「社會資源創新」的 3.13 分、「行政管理創新」的 3.10

分以及「校園環境創新」的 3.05 分，皆屬中上的反應傾向。表示臺中市公立高中

學校創新經營程度屬於中上程度，且於「學生活動展能創新」層面較高，「校園

環境創新」層面較低。 

 

貳、不同背景變項在校長分布式領導及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情形 

一、不同背景變項造成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之差異 

(一)就性別而言：在校長分布式領導各層面及整體層面上，性別並未造成知覺上  

的差異。  

(二)就年齡而言：在校長分布式領導的整體與各分層面上，「30 歲以下」的高中

教師高於「31-40 歲」及「41-50 歲」兩年齡層之教師。 

(三)就擔任職務而言：不同職務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分層面與整體

層面上並無顯著差異。 

(四)就服務年資而言：不同服務年資之高中教師，在分布式領導及各層面上，「5

年以下服務年資」的教師高於「21-30年」之教師。 

(五)就學歷而言：不同學歷之高中教師在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分層面皆無顯著差

異。 

(六)就學校規模而言：不同學校規模之高中教師，在分布式領導整體層面及分層 

面「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清晰

的結構和績效責任」、「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上，學校規模在「49

班以上」的教師知覺分布式領導高於「25班以下」的教師；不同學校規模的高

中教師在知覺校長「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之層面上，無顯著差異。 

(七)就創校歷史言：不同創校歷史之高中教師，在知覺分布式領導的各層面上，

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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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背景變項造成教師知覺學校創新經營之差異 

(一)就性別而言：男教師在「行政管理創新」、「校園環境創新」、「社會資源 

創新」及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層面上高於女教師上。 

(二)就年齡而言：年齡於「30 歲(含)以下」之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分層面「行 

政管理創新」、「學生活動展能創新」、「校園環境創新」、「社會資源創新」

以及「學校創新經營」有顯著差異，顯著高於「31-40歲」之教師；在知覺「課

程與教學創新」、「學生活動展能創新」、「校園環境創新」以及「學校創新

經營整體」層面上，30 歲(含)以下之教師顯著高於「41-50 歲」之教師。 

(三)就擔任職務而言：不同職務之高中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分層面與整體層

面上並無顯著差異。 

(四)就服務年資而言：在學校創新經營分層面「校園環境創新」上，「服務年資 6-10

年以上」之教師高於「服務年資 21-30年教師」。服務年資於其他分層面並未

達顯著差異。 

(五)就學歷而言：不同學歷之高中教師在學校創新經營分層面及整體層面上皆無

顯著差異。 

(六)就學校規模而言：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分層面「行政管理創新」、「課程與教

學創新」、「學生活動展能創新」、「校園環境創新」以及學校創新經營整體

層面上，「學校規模在25班以下」之高中教師高於「學校規模在49班以上」之

教師。 

(七)就創校歷史言：不同創校歷史之高中教師，在知覺學校創新經營整體與各層

面上，並無顯著差異。 

 

参、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呈現正相關情形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之分層面與整體層面皆與學校創新經營之整體與分層面

為正相關，且相關係數介於6.12~7.96之間，皆達.001之顯著水準。 

    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整體層面與學校創新經營各分層面之相關係數分別為

「行政管理創新」.766、「課程與教學創新」.718、「學生活動展能創新」.636、

「校園環境創新」.667、「社會資源創新」.653及「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層面」.796，

皆達.001之顯著水準，呈現顯著正相關，在學校創新經營分層面中以「行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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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分布式領導整體層面的相關程度最高。 

    高中學校創新經營整體層面與分布式領導各分層面之相關係數分別為「自信

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612、「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727、「領導能量的 

投資與提升」.690、「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709、「尋找學校適當的變

革轉捩點」.727及「分布式導整體層面」.796，皆達.01之顯著水準，呈現顯著正

相關，在分布式領導分層面中以「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尋找學校適當的

變革轉捩點」與分布式領導整體層面的相關程度最高，此結果顯示校長施行分布

式領導除了強調流動的和廣泛的成員參與，仍然需要清晰的結構與績效責任，如

此對於學校創新經營將有顯著而正向的影響 。 

 

肆、校長分布式領導能對學校創新進行有效之預測分析 

(一)就「行政管理創新」層面：以「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層面的預測力最佳， 

其解釋量為48.5%，其次為「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層面，其解釋變異

量為7.2%，再其次為「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其解釋變異量為2.9%，

最後為「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其解釋變異量為1.1%，這四個變項的聯合

預測力達59.7%。此四個分層面之β係數分別為「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

(.219)、「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233)、「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

化」(.252)及「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167)，可見「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

任」、「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及「領

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等層面的分布式領導程度越高，學校創新經營之「行政

管理創新」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二)就「課程與教學創新」層面：以「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層面的預測 

力最佳，其解釋量為44.3%，其次為「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層面，其

解釋變異量為6.6%，最後為「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其解釋變異量為

1.1%，這三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52.1%。此三個分層面之β係數分別為「尋

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318)、「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305)、

「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174)，可見「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

「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等層面的分

布式領導程度越高，學校創新經營之「課程與教學創新」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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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三)就「學生活動展能創」層面：以「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層面的預測力最 

佳，其解釋量為 33.5%，其次為「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層面，其解釋

變異量為 4.8%，再其次為「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其解釋變異量為 2.2%，

最後為「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其解釋變異量為 1.1%，這四個變項

的聯合預測力達 41.6%。此四個分層面之β係數分別為「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

任」(.166)、「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213)、「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

升」(.176)及「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173)，可見「清晰的結構和績

效責任」、「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及「尋

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等層面的分布式領導程度越高，學校創新經營之「學

生活動展能創」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四)就「校園環境創新」層面：以「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層面的預測力 

最佳，其解釋量為 39.8%，其次為「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層面，其解釋變

異量為 5.2%，最後為「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其解釋變異量為 1.4%，

這三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 46.4%。此三個分層面之β係數分別為「營造信任

與合作的學校文化」(.344)、「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229)、「尋找學校適

當的變革轉捩點」(.189)，可見「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領導能量的

投資與提升」、「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等層面的分布式領導程度越高，

學校創新經營之「校園環境創新」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五)就「社會資源創新」層面：以「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層面的預測力 

最佳，其解釋量為 41.1%，其次為「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層面，其解釋變

異量為 4.4%，最後為「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其解釋變異量為 0.5%，這

三個變項的聯合預測力達 46%。此三個分層面之β係數分別為「尋找學校適當

的變革轉捩點」(.386)、「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246)、「領導能量的投

資與提升」(.113)，可見「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清晰的結構和績

效責任」、「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等層面的分布式領導程度越高，學校創

新經營之「社會資源創新」層面的程度也相對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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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本節將依據主要研究發現及結論，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教育行政機關、

高級中學教育人員及後續研究參考。 

 

ㄧ、規劃辦理校長、教師之分布式領導課程 

    本研究發現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有顯著正相關。研究中顯示學校規模大於 49

班的高中教師對於學校創新經營的知覺較小班規模的學校低，但可透過提升校長與學校教

師對於「分布式領導」的理解與施行去改善對於學校創新經營的知覺，因此，建議教育行

政機關對於學校校長、教師規劃辦理分布式領導理念之精進課程，一則有利校長能跳脫傳

統的領導模式框架束縛，在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下，能適時下放權力與責任；二則讓教

師能有正確的認知與瞭解，願意把握擔任領導者之機會，將其專業知能投注於學校創新之

中。如此能縮短雙方在認知溝通上的差距，確實落實學校分布式領導，促進學校革新。 

 

二、善用領導技巧，適時發展社群，營造學校分布式領導之文化 

    本研究發現，高中教師知覺校長分布式領導行為之程度，在五個層面中，以「自信和

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層面最高，「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最低。歸究其原因，可

能大部分教師在校務運作上並非有所參與及投入，因此校長塑造和教師們共享權責的領導

文化，使領導工作分配於學校中，並鼓勵教師共同參與校務運作，提升組織認同。且本研

究發現，高中教師如果能夠提升對於「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的知覺，能夠有效提

升「校園環境創新」。 

 

三、營造堅強的支持系統，讓教師願意參與變革 

  本研究發現高中教師對分布式領導知覺，在「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層面的知覺

最低，可見學校形成信任的文化仍須努力；對整體學校創新經營而言，分布式領導中的「適

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構面最具預測力。因此，當教師需支援時，例如處理學生違規行

為，學務處、輔導室能主動作為後盾，給予支援，一同協助處理，而不會讓教師有單打獨

鬥、孤立無援之感；對於教師教學所需設備之需求，學校能給予支持，如此能讓教師對學

校產生信任感、凝聚向心力，有效建構出良好互動關係，積極營造信任的文化。行政人員

推動變革時，教師願意參與校務、承擔責任協助推動，將有助於促進學校創新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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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尊重資深教師傳承制度，借重年輕教師創新  

    本研究發現服務年資較深的教師在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的知覺上相對而言

較低，顯示資深教師多數覺得這些可能都只是噱頭花招，但是資深教師無論在經驗、閱歷

都較年輕教師豐富，且熟悉學校環境制度，其實務經驗能給予年輕教師支持與協助，建構

成員之間的良好互動、合作的文化以縮短年輕教師的徬徨適應期，迅速進入教育職場。高

中場域中的行政人員除了一般職員，多數的支援行政教師為年資較淺的教師，對於分布式

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整體與各分層面高於其他老師，較能夠接受新的革新建議，學校如能

形塑尊重資深教師的氛圍，建立教學團隊以凝聚教師群的向心力，並透過年輕教師將分布

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的新觀念傳遞給資深教師，對於革新的推動將是一大助益。 

 

五、校長適度分權給組織成員，建立明確分工制度，提升教師對學校事務的投入 

    研究顯示「清晰的組織結構和績效責任」對於學校創新經營能有正面效果，顯示高中

教師知覺學校的組織結構不夠明確，責任歸屬不明，對於學校創新將是一大阻力。校長裁

量權高，相對學校組織分工的明確性就較低，學校組織結構未明確，導致教師可能有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如此將阻礙校務運作。反之學校組織結構愈明確，校長雖能於平日

透過各種管道，如利用各項會議場合或以書面方式表達教育理念與學校未來發展方向，建

立工作分層明細，讓教師對校務、行政運作有更深入瞭解，以增進其向心力，提昇對學校

的認同感。 

 

六、重視校長培育課程，建立明確的願景，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    

    研究發現「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與「尋找學校

適當的變革轉捩點」對於學校創新經營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學校施行分布式領導，不是

架空校長的權力，所謂「校長學、學校長、長學校」，教育行政相關單位能夠重視校長培

育課程中對於分布式領導的層面，提升初任校長在自身的裁量權與學校組織分工之間尋求

平衡點的智慧。在學校經營上，能洞察學校最迫切的革新目標與機，展現創新的經營理念，

使教師能夠認同學 校的目標，並貢獻其智慧與心力。在教學上及行政工作流程上，能不斷

的檢討創新，能組成教學團隊，主動進行教學實驗，提供學生許多發揮創意的活動與機會，

能有效利用多媒體來創新教學，以提昇教學效果，學校有必要建立共同願景和目標，不過

在現場裡，許多人把願景當做口號，使束之高閣。在講求效率、效能、效益的今日，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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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校發展的藍圖，牽動學校決策，因此願景應該由下而上，透過民主方式形成，使願景

成為學校裡每一個人的共識，在短、中、長程的發展計畫中，做為行動指南，以達成學校

願景。 

 

七、建置分布式領導的情境，積極推動權責相符的組織運作模式，引導學校創新經營的整 

    體規劃 

    本研究發現：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為具有正相關的效果，因此學校可以使用分

布式領導的五項內涵─「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校文化」、「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尋找

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自信和自我謙遜的校長角色」對組

織進行檢視，倘有不足處，則予改善。 

    在五項內涵中，本研究發現：高中教師對分布式領導的知覺以「營造信任與合作的學

校文化」得分最低；但是「清晰的結構和績效責任」與「學校創新經營」具有相關性，且

在預測「學校創新經營」的各層面上，都具有顯著性的得分，因此學校宜重視組織結構與

績效責任的產出。 

 

八、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與結論，研究者分別針對研究對象、研究變項與研究方法三方面來對後

續研究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限於時間與人力之限制，僅以臺中市公立高中教師為研究對象，故本研究的結

果不宜推論至全國其他縣市之教師。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擴大其取樣的地區或範圍，

或是將研究對象更改為中部或全省公立高中。在研究樣本方面，因為本研究僅以組織成員

的角度去推敲領導者之領導風格，可能也會因教師個人好惡而造成研究結果偏差，致使無

法完整了解領導之原貌，因此在進行研究時，可將學校校長、各處室主任等為個案進行深

入探討，如此更能了解領導者與組織成員間的互動，使所獲得的資料可以相互參照或驗證，

讓研究結果更為豐富、客觀、周延和正確，並深入了解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之全面

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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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研究變項方面 

    本研究以「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來進行研究，結果

顯示年輕教師對於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知覺較高，後續研究者亦可以

「服務年資」作為調節變項進行分布式領導對學校創新經營影響模型之探討。後

續研究者未來若想擴大研究變項做進一步研究，建議在變項數目上除領導對學校

創新經營有所影響外，可以加入其他變項如學校組織健康、學校組織文化等學校

氛圍之變項；也可以考慮加入中介變項（例如：教師動機、成員參與、教師集體

效能、課程豐富度、教師專業發展社群…）等教師成員的變項、或諸如調節變項

（例如：家庭背景、文化、正式教育、酬賞結構…）等，可使研究獲得不同且更

加深入的結果。  

 

(三)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法，參考國內外文獻而編製成校長分布式

領導問 卷以及學校創新經營問卷，雖經專家效度等程序具有可信度，然而受試

者難免受到個人主觀知覺、身心狀況與社會期許效應的影響，在解釋推論上難免

會有限制，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兩種，分析的結果僅

代表整體的趨勢，無法針對個別情形予以分析討論。後續研究可運用長期觀察或

深度訪談的方式來補充問卷調查所 無法蒐集到的資料，譬如以深度訪談、實地

參與、長期觀察或是個案研究的方式，深入研究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

經營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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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公立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以臺中市為例 

調查問卷 

指導教授：湯志民博士 

【專家效度問卷】 

親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此份問卷是為了瞭解臺中市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並探討公立高中分布

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素聞教授在教育領域之成就與聲望，懇祈於百忙中能撥冗惠賜

卓見，協助建立專家效度。對於您的寶貴意見，僅提供本研究修正之用，絕不另做他途，勞煩

之處，敬請見諒，不勝感激！ 

敬頌教祺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學校行政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翟家甫敬上 

中華民國一○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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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個人背景】 

此部分請您依個人的實際狀況，在各題選項中勾選最適合的答案，請逐題回答，

免有遺漏，謝謝！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 性別：□男□女 

2. 年齡：□30 歲(含)以下□31-40歲□41-50 歲□51歲以上 

3. 現任職務：□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導師□專任教師 

4. 最高學歷：□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師大、師院、教育大學或教育學院畢業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畢(結)業 

□其他 

5. 服務年資：□5(含)年以下 □6-10年 □11-20年 

□21-30 年 □31(含)年以上 

6. 學校規模：□12 班以下 □13-48班  □49 班 

7. 創校歷史：□10 年以下 □21-30年  □31 年以上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第二部分【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調查問卷】 

說明：以下每一題都有四個選項，請詳細閱讀每一題目，並在您認為符合學校領

導狀況之程度選項的□內打 V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題目 

完

全

不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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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自信和謙遜態度的校長 

1. 我覺得本校校長行使職權時是態度謙遜的。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 我覺得本校校長是具有自信展現其專業能力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3. 我覺得本校校長能夠關懷成員，並給予適當協助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4. 我覺得本校校長能尊重及包容成員的不同意見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5. 我覺得本校校長和成員間溝通良好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6. 我覺得本校具備讓成員信賴的特質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7. 我覺得本校校長能傾聽、同理成員的意見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二、明確的組織結構和績效責任 

題目 

完

全

不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8. 我覺得本校成員能認同自我在不同職位的領導角色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9. 我覺得本校校務皆有明確的責任劃分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0. 我覺得本校形塑的願景是明確具體的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1. 我覺得本校推動各項校務能有效達到目標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2. 我覺得本校校務權責分布能分布給各成員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3. 我覺得本校校務運作順利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4. 我覺得本校校長在學校扮演極重要的領導者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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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15. 我覺得本校成員能擔任各自負責領域的領導者角色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領導能量的投資與提升 

題目 

完
全

不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16. 我覺得本校校長能提供機會給成員參與學校決策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7. 我覺得本校成員有興趣擔任領導角色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8. 我覺得本校校長積極參與校長活動來充實專業能力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9. 我覺得本校成員具備領導者所需的基本知能與素養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0. 我覺得本校校長會全力支持擔負領導責任的成員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1. 我覺得本校校長會鼓勵成員參加在職進修活動，以提升成員領導

能力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2. 我覺得本校校長給予成員發展領導能力的機會。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營造信任和合作的學校文化 

題目 

完

全

不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23. 我覺得本校成員具有合作促進校務發展的共識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4. 我覺得本校氣氛是和諧及正向發展的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5. 我覺得本校成員能全力投入教學或行政工作中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6. 我覺得本校成員能相互尊重與信任。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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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覺得本校成員間溝通良好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8. 我覺得本校成員對於改進學校問題具有責任感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9. 我覺得本校成員間能夠透過溝通化解衝突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30. 我覺得本校校長能善用非組織力向來領導學校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五、尋找學校適當的變革轉捩點 

題目 

完

全
不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31. 我覺得本校校長運用團隊合作方式來領導成員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32. 我覺得本校校長能巧妙運用權力來影響成員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33. 我覺得本校會透過各項會議決定重要事項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34. 我覺得本校重要事項決定是透過慎重的過程來凝聚共識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35. 我覺得本校校長會以民主、權力和成員分享的方式來進行領導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36. 我覺得本校校長帶領成員時，能彈性運用適當的領導模式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37. 我覺得本校校長以身作則方式來領導成員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第三部分：學校創新經營調查問卷 

說明：以下每一題都有四個選項，請詳細閱讀每一題目，並在您認為符合學校創

新經營實施情形之程度選項的□內打 V。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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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完

全
不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一、行政管理創新 

1. 我覺得本校努力提升服務品質，重視辦學績效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 我覺得本校能建立內部行政數位化管理系統，提升行政效率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3. 我覺得本校對於各項業務會廣納不同建議，並進行檢視與修正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4. 我覺得本校行政作業流程能適時彈性調整，以求更好工作效率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5. 我覺得本校能建置完善的資訊網路系統，滿足行政、教學與學習

需求。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6. 我覺得本校有明確的創新經營具體方案，並能獲得親師的認同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二、課程教學創新 

題目 

完

全
不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7. 本校教師能積極研發創新教學設計與教學策略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8. 本校能積極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9. 本校能鼓勵教師參與行動研究。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0. 本校教師能時常參加新課程研習，並將所學運用於教學上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1. 本校教師能運用不同教學媒體(例如：電腦)融入課程中，以提升
教學效果。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2. 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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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掌握教育政策與社會發展脈動，以研發學校本位課程，建立學

校特色。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3. 本校教師能了解多元評量的方法與模式，且實際運用於班級教學

中。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4. 本校會提供教師相互觀摩、進修或對話的機會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三、活動展能創新 

題目 

完

全

不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15. 本校教師能採因材施教方式教學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6. 本校教師能肯定學生多元發展，建立學生學習自信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7. 本校能結合地方特色，發展多樣化學生社團活動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8. 本校提供學生許多創意發表平台，以展現學生多元才能與創新成

果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19. 本校鼓勵學生運用網路資源或視聽媒體，發展多元學習型態。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0. 本校學生能因多元化學習而感到愉快，進而提升學習動機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1. 本校能規劃讓學生發揮創意的學習活動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2. 本校教師常鼓勵與引導學生自行規劃，執行與評鑑學習活動。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四、校園環境創新 

題目 

完
全

不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23. 本校能配合主題課程，布置多元的學習環境。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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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24. 本校能有效規劃校園環境，增加空間利用價值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5. 本校能利用校園內或社區的特殊風土文物或自然資源。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6. 本校空間規畫能融入永續經營的理念，以提升校園環境品質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7. 本校教師能因應教學需求進行創意教室布置，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28. 本校能支援教師創意課程設計及創新教學資源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五、社會資源創新 

題目 

完

全

不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29. 本校會開拓與運用社區的資源，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30. 本校善用網路平台功能，並提供家長與外界的溝通與分享管道。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31. 本校能積極整合社區與家長的力量，並支持學校的各項創新活動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32. 本校能積極引入社會資源，以利學校的各項創新活動推展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33. 本校常藉由辦理親職教育或社會教育的機會，於參加互動及對話

過程中，引入新的觀念及實務作法。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34. 本校建有家長會正常運作模式(例如：網頁、會議召開、組織等) 

□適合□修正後適合□不適合 

修正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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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立高中校長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研究—以臺中市為例 

調查問卷 

指導教授：湯志民博士 

 

親愛的教育先進，您好： 

此份問卷是為了瞭解臺中市公立高中分布式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現況，並探討公立高中分布式

領導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懇祈於百忙中能撥冗惠賜卓見，對於您的寶貴意見，僅提供本研究

修正之用，絕不另做他途，敬請於 102年 6月日前將問卷裝入所附回郵信封寄回，勞煩之處，敬

請見諒，不勝感激！ 

敬頌教祺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學校行政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翟家甫敬上 

中華民國一○二年五月 

第一部分：【個人背景】(單選) 

此部分請您依個人的實際狀況，在各題選項中勾選最適合的答案，請逐題回答，

免有遺漏，謝謝！ 

8. 性別：□男□女 

9. 年齡：□30 歲(含)以下□31-40歲□41-50 歲□51歲以上 

10. 現任職務：□教師兼主任□教師兼組長□導師□專任教師□其他 

11. 最高學歷：□一般大學院校畢業 

□師大、師院、教育大學或教育學院畢業 

□研究所(含四十學分班)畢(結)業 

□其他 

12. 服務年資：□5(含)年以下 □6-10年 □11-20年 

□21-30 年 □31(含)年以上 

13. 學校規模：□25班以下 □26-48班□49 班以上 

14. 創校歷史：□10年以下 □11-20年□21-30 年 □31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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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單選) 

說明：以下每一題都有四個選項，請詳細閱讀每一題目，並在您認為符合學校領導狀況

之程度選項的□內打 V 

題目 

完

全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1. 本校校長行使職權時態度謙遜     

2. 本校校長是具有自信並能展現其專業能力     

3. 本校校長能夠關懷成員，並給予適當鼓勵或協助     

4. 本校校長能尊重及包容成員的不同意見     

5. 本校校長和成員之間溝通良好     

6. 本校校長具備讓成員信賴的特質     

7. 本校校長能傾聽成員的意見     

8. 本校成員能認同自我在不同職位的領導角色     

9. 本校校務皆有明確的責任劃分     

10. 本校形塑的願景是明確具體的     

11. 本校推動各項校務能有效達到目標     

12. 本校校務權責能適度分配給各成員     

13. 本校校務運作順利     

14. 本校校長在學校扮演極重要的領導者角色     

15. 本校成員能擔任各自負責領域的領導者角色     

16. 本校校長能提供機會給成員參與學校決策     

17. 本校成員有興趣擔任領導者的職務     

18. 本校校長積極參與校長專業成長活動來充實專業能力     

19. 本校成員具備領導者所需的基本知能與素養     

20. 本校校長會全力支持擔負領導責任的成員     

21. 本校校長會鼓勵成員從事在職進修活動，以提升成員領導能力     

22. 本校校長能給予成員發展領導能力的機會     

23. 本校成員具有合作促進校務發展的共識     

24. 本校氣氛是和諧及正向發展的     

25. 本校成員能全力投入教學或行政工作     

26. 本校成員能相互尊重與信任     

27. 本校成員間的溝通良好     

28. 本校成員對於改進學校問題具有責任感     

29. 本校成員間能夠透過有效溝通化解衝突     

30. 本校校長能善用非正式組織力量來領導學校     

31. 本校校長懂得運用團隊合作方式來領導成員     

32. 本校校長能巧妙運用職權來影響成員     

33. 本校校長會透過各項會議決定重要事項     

34. 本校重要事項決定是透過慎重的過程來凝聚共識     

35. 本校校長會以民主、權力和成員分享的方式來進行領導     

36. 本校校長帶領成員時，能彈性運用適當的領導方式     

37. 本校校長能以身作則方式來領導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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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單選) 

說明：以下每一題都有四個選項，請詳細閱讀每一題目，並在您認為符合學校創

新經營實施情形之程度選項的□內打 V。 

題目 

完

全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同

意 

完

全
同

意 

1. 本校努力提升服務品質，重視辦學績效     

2. 本校能建立內部行政數位化管理系統，提升行政效率     

3. 本校對於各項業務會廣納不同建議，並進行檢視與修正     

4. 本校行政作業流程能適時彈性調整，以提高工作效能     

5. 本校資訊網路有問題時，能迅速修復，以滿足行政、教學與學習     

6. 本校有明確的創新經營具體方案，並能獲得親師的認同     

7. 本校教師能積極研發創新教學設計與教學策略     

8. 本校能積極推動教師專業成長     

9. 本校能鼓勵教師參與行動研究     

10. 本校教師能時常參加新課程研習，並將所學運用於教學上     

11. 本校教師能運用不同教學媒體(例如：電腦)融入課程教學中，以提升教學效果     

12. 本校教師能掌握教育政策與社會發展脈動，據以研發學校本位課程，建立學校特色     

13. 本校教師能了解多元評量的方法與方式，且實際運用於學生學習中     

14. 本校能提供教師相互觀摩、進修或對話的機會     

15. 本校教師能採因材施教的精神進行教學     

16. 本校教師能肯定學生多元發展，建立學生學習自信     

17. 本校能結合地方特色，發展多樣化的學生社團活動     

18. 本校提供學生許多創意發表平台，以展現學生多元才能與創新成果     

19. 本校鼓勵學生運用網路資源或視聽媒體，達到多元學習成效     

20. 本校學生能因多元化學習而感到愉快，進而提升學習動機     

21. 本校能規劃讓學生發揮創意的學習活動     

22. 本校教師常鼓勵與引導學生自行規劃，執行與評估學習活動     

23. 本校能配合主題課程，布置多元的學習情境與環境     

24. 本校能有效規劃校園環境，增加空間利用價值     

25. 本校能利用校園內或社區的特殊風土文物或自然資源     

26. 本校空間規畫能融入永續經營的理念，以提升校園環境品質     

27. 本校教師能因應教學需求進行創意教室布置，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28. 本校能支援教師創意課程設計及創新教學資源的需求     

29. 本校會開拓與運用社區的資源，藉以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30. 本校善用網路平台功能，並提供家長與外界的溝通與分享管道     

31. 本校能積極整合社區與家長的力量，並支持學校的各項創新活動     

32. 本校能積極引入社會資源，以利學校的各項創新活動推展     

33. 本校常藉由辦理親職教育或社會教育的機會，引入創新的觀念及實務作法     

34. 本校建置家長會組織的正常運作模式(例如：網頁、會議召開、組織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