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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及權重體系，讓校長在經營

學校時有明確的參考及依據，使智慧校園得以順利運作及發展。本研究採用模

糊徳懷術，以領導、智慧教育或資訊科技教育領域的學者專家、教育領域的行

政機關人員及智慧學校校長共計 10 人為研究對象，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

養指標體系，最後再以層級分析法進行相對權重問卷調查，輔以 Expert Choice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建立各項指標之權重。根據本研究之結果與分析，歸納其

結論如下： 

一、本研究所建構出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及權重體系包含六個層面 

  33 項指標。 

二、本研究所建構出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六個層面依其重要性，分 

別為「倡導智慧教學」（32.6%）；「推動智慧學習」（32.5%）；「推行智慧行

政」（18.4%）；「營造智慧環境」（7.5%）；「建置智慧保健」（4.8%）；「應用

智慧綠能」（4.2%）。 

三、本研究建構出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共 33 項，在「倡導智慧教

學」方面，首重「學校提供數位學習資源」；在「倡導智慧教學」方面，昔

著重「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成效」；在「建置智慧保健」中，以「建置或運

用健康監測系統」最為重要；在「推行智慧行政」中，最重視「建置或善

用校務行政管理平臺」；在「營造智慧環境」中，以「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

理系統」最為重要；在「應用智慧綠能」中，最重視「建置智慧感知器管

理系統，通過感知環境的狀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降低能源消耗」。 

透過本研究結果，可為教育行政機關、校長及後續研究者提供參考及依

據。 

 

關鍵詞：智慧領導素養、模糊徳懷術、層級分析法、指標建構、權重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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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targets at constructing indicators and weight system of intelligent 

leadership for principal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so as to make them have 

clear reference and basis in running schools, and realize smooth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campus. In this research, Fuzzy Delphi Method is used, 

and a total of 10 persons a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including the scholars 

and experts engaging in the fields of leadership, intelligent education 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nd the principals in intelligent schools, to establish the indicators system of 

intelligent leadership for principal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finally, 

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s used to conduct relative weight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xpert Choice software is used to conduct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establish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and analysis of this study, the 

conclusion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indicators of intelligent leadership competencies for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involves six levels and 33 indexes. 

2. The indicators and weight system of wise leadership for principal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volves six le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ortance, the six 

levels are successively [Advocating intelligent teaching] (32.6%), [Promoting 

intelligent learning] (32.5%), [Promoting intelligent administration] (18.4%), 

[Building intelligent environment] (7.5%), [Forming intelligent health care] 

(4.8%), [Applying intelligent green power] (4.2%). 

3. In this study, 33 indicators of intelligent leadership competencies for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were constructed. In terms of [Promoting 

intelligent learning], "schools provide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was the first 

priority. In terms of [Advocating intelligent teaching], the first priorit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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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ing students' immediate learning results". In [Forming intelligent health 

care], "building or using health monitoring syst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Promoting intelligent administr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build or 

make good use of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platform". In [Building intelligent 

environment], "building campus security monitoring management syst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Applying intelligent green power],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 Build a smart perceptron management system to reduce energy 

consumption by sensing the stat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adjust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facilit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stitutions, principals and follow-up researchers. 

 

Keywords: intelligent leadership competencies, fuzzy delphi,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ndicators construction, weigh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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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作為教育行政機關評鑑及

培訓校長，以及校長經營智慧校園時檢視自身素養之參考依據，以有效建設優

質的智慧校園。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待答

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方法與步驟；第五節為研究範圍與限

制，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資訊科技的發展與互聯網的普及，使校園的建設已朝著智慧化的方向變得

更加複雜。教學設備、教學方法乃至校園建築都產生新變革，資訊科技成為提

升教育品質、縮短學習時間、無視學習空間的限制及改善學習方式的有效工

具。在科技的進步下，傳統教學已無法滿足現代的教育需求。而有感於資訊科

技對於教學與學習帶來重大影響，世界各國積極推動相關計畫，以圖把資訊科

技融入教育。目前智慧校園已成為國際教育的主要趨勢（湯志民，2019；楊鎮

華、蔣旭政，2011；Wang, 2011）。為迎接智慧教育的浪潮，臺灣必須採取相應

的策略，以避免在國際人才培養的競賽中落後，與世界脫軌。以下就本研究之

動機分別說明。

壹、資訊科技帶來的教育改革

資訊科技的發展與普及，改變了現代人的生活習慣。日常生活中智慧手

機、平板電腦、筆記本電腦等行動載具的普及，網路資料，社群網站等成為人

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份。隨著物聯網對日常生活的影響不斷增加，科技對教

育的影響亦不斷加強，新式的學習方式在世界各國迅速興起，無邊界的學習成

為了數位時代下新的學習型態。傳統教育無論在課程設計、教材、教學方法等

各方面都已相對落後，無法滿足現代的教育需求，這為傳統教育帶來了巨大的

挑戰（郭吉模，2003；蔡金田，2018；Islam, 2019；Lee, & Kim, 2016）。面對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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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進步，教育也必須作出相應的改變，以符應社會的需求。教育將有別於以

往的方式，逐步走入數位化。 

為了因應趨勢，臺灣從 1994 年起便開始引入資訊科技應用在教育上，從最

初純粹在教學及學習工具上的改變；到現在課程設計、教學模式上的改變，資

訊科技與教育的關係越趨密切（涂孝樸，2004）。如何運用資訊科技以提升教育

的品質，是本世紀最主要的一個課題，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貳、從數位校園到智慧校園 

「數位校園」是教育資訊化到一定程度後必然的產物。隨著資訊科技的發

展，科技開始被廣泛應用在教育上，傳統的教育受到衝擊，傳統的教材、工具

逐漸電子化，加上數位教學平臺的出現，使教育開始走向「數位化」。「數位校

園」的內涵主要在於校園網絡的建設，通過互聯網對學校進行數據整合與應用

集成，其目標是實現學校資訊科技上資源與應用的整合，建構基於統一標準、

各類資訊充分共享和流通的數位平臺（胡欽太、鄭凱、林南暉，2014）。 

然而，「數位校園」只是通過網路技術進行教學資源的數位化建設，並進行

簡單管理平臺的搭建，在人工智慧及物聯網廣泛應用的今日而言，「數位校園」

已經難以支撐和滿足現在的教育及社會的需求。因此，「數位校園」向「智慧校

園」轉變已成為必然趨勢（李京澳、齊振國、趙瑩，2016）。臺灣對於「數位校

園」的發展已超過二十年，現今大多數的校園已經完成「數位校園」的基礎建

設，這為「智慧校園」的發展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智慧校園」是受數位化驅動的產物，在「數位校園」的基礎建設上，加

上教學、管理和服務方面的改進，通過互聯網的連接，使教育環境得以「智慧

化」。在智慧校園中，所有教育資源都可以按教學、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需求來做

使用（張奕華、吳權威，2014；Liu, Xie, & Peng, 2009）。智慧校園是當前校園

建設的主要方向。其內涵是通過利用雲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大數據、智

慧感知、商業智慧、知識管理、社交網路等新興資訊技術，全面感知校園物理

環境（蔣東興、付小龍、袁芳、吳海燕、劉啟新，2015），將學校的教學、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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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行政管理、生活服務等各方面通過系統進行整合，建構教育所需的科技環

境，讓科技充分應用在校園。

為緊跟國際趨勢，臺灣亦開展了有關建設智慧校園的方案。2014 年，經濟

部工業局將「智慧校園產業」列為「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推動重點之一，

以推動智慧校園在國內外的創新應用，推動智慧教育的發展。當中智慧校園涵

蓋六項功能，包括智慧學習、智慧社群、智慧行政、智慧管理、智慧保健及智

慧綠能等，以藉此打造未來校園。

在當今智慧教育的趨勢下，為能成功建立優質的智慧校園，領導者也必須

順應趨勢，發展新的領導策略。要有效的推動智慧校園，讓智慧校園永續發

展，便需要領導者智慧領導的推動（林進山，2016）。校長作為學校及教學的領

導者，與學校發展是否成功息息相關，要達成建立優質智慧校園目標，校長在

知識、心態和能力上都必須有着充分的準備（張奕華、吳權威、曾秀珠、張奕

財、陳家祥，2020）。據此，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建構校長智慧領導素養之指標系

統，讓校長在經營學校時有明確的參考及依據，使智慧校園得以順利運作及發

展，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參、相關領域研究不足

現階段國內外對於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建構方面的研究相當缺乏，目前

尚無完整的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系統出現，故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對智慧領導

素養進行步一步的研究與探討，以建立更完整並具備實務意義的智慧領導素養

指標系統，作為領導者實施智慧領導以推動智慧校園發展的依據，此為研究動

機之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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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壹、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之層級與指標。

二、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之權重體系。

三、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作為教育行政機關、校長及後續研究者之參

考。

貳、待答問題

依據上述的研究目的與動機，本研究待答之問題如下：

一、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之層級與指標為何？

二、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之權重體系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為使本研究主題所涉及的概念更具體明確，本節主要針對本研究涉及之重

要名詞進行解釋，以下將「智慧領導」和「智慧領導素養」定義如下：

壹、智慧領導

智慧領導 (intelligent leadership) 是領導者能善用資訊技術營造一體式的智

慧學習環境。透過互聯網及物聯網，即時的監測學校的環境與成員的互動，再

將其累積的大數據，透過雲計算進行分析，協助領導者打造出優質的智慧校

園。同時，智慧教育的實現，必須藉助教師，為能夠使教師積極配合智慧教育

的推展，領導者便須以「人」為本的進行領導，整合成員的意志，激發成員的

潛能，引領成員朝組織目標前進。

貳、智慧領導素養

智慧校園作為學校未來的發展趨勢，領導者必須具備智慧領導素養，才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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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推動並建構完善優質的智慧校園。領導者要有效的推動建構完善優質的

智慧校園，便需要達成「推動智慧學習」、「倡導智慧教學」、「建設智慧保健」、

「推行智慧行政」、「營造智慧環境」和「應用智慧綠能」等六項。 

本研究中將以此六個向度作為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之層面，

並通過九點量表形式之問卷，進行指標的篩選，評定尺度由最低的「1」至最高

的「9」，數字越大代表其重要性越高。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首先以文獻探討方式探究

現今智慧領導素養之理論與研究，融合國內外相關研究進行分析，以此為基礎

進行「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之初擬。接續採用模糊德懷術來取得校

長領導領域之學者專家及智慧學校校長之共識，以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

養指標，並以層級分析法進一步針對指標相對權重進行分析。 

一、模糊德懷術 

德懷術 (Delphi Method) 由 Helmer 和 Dalkey 於 1960 年提出，是一種匿名

式的專家預測法，主要是由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徵詢某一領域之專家對於預

測事件的意見，以獲取專家們的共識（林甦、任澤平，2009）。而各專家彼此間

不會知道其它參與者，不會進行意見交換。通過此方法，可以獲得專家們對特

定預測對象之一致性意見，不但可以達到集思廣益的效果，也可以得到專家獨

立判斷的品質（張紹勳，2012）。但傳統德懷術對於專家判斷意見之形式為非贊

同即反對、非 0 即 1 的二值邏輯，容易忽略在 0 到 1 中間之連續值所提供的重

要資訊。 

模糊德懷術則是以德懷術結合模糊理論所發展出之方法。專家在進行預測

時，對於一些難以定義的評價指標，很難確切的將其描述出來。在這種情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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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以用模糊數的觀念來表示對指標的評價值。模糊德懷術考慮了專家主觀

思維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應用模糊理論中之三角模糊數以改良傳統德懷術的

缺點（張紹勳，2012），其主要概念為利用每位參與者之偏好，建構其個人之模

糊偏好，以求得團體的偏好來做最佳選擇。 

由於智慧領導相關的指標系統之研究在國內外仍是相當不足，為了避免傳

統德懷術導致指標不周延的缺點，故本研究採取模糊德懷術以獲取專家意見之

方法。以下簡要說明模糊德懷術之主要理論基礎及資料處理方式，其包含內涵

如下： 

 （一）模糊集合 

  現實中由於許多事物都蘊含了不確定性，因此對於事物的定義如果界定

的十分明確，就會產生不自然的情形，因此我們需要將界線緩和，以避免這

種不自然的情形，為此我們便需應用模糊集合。模糊集合與傳統集合非 0 即

1 的二值邏輯不同，它針對人類在思維、決策或判斷中的不確定性，允許其

以 0 到 1 之間之任意連續值代表其隸屬程度可為，並使用隸屬函數表示其從

屬關係。以反應真實世界中模糊、不確定的特質。如我們判定「中年」，可以

依照 1-100 的年齡中，判斷各年齡符合「中年」的程度，選定「中年」的年

齡區間，這區間便是模糊集合（劉天祥、佟中仁，1993）。 

（二）三角模糊數 

  根據吳政達（2008）的整理，三角模糊數在評估方案或續效時，若是質

化準則指標，它所對應的數值，通當是在一個範圍之內；若以一個明確的值

表示，反而不能反應真實情況，因此在模糊多屬性評估方法中，大多採用模

糊數的概念，三角模糊數是典型的模糊數之代表，因為三角模糊數具有運算

簡單、容易瞭解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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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模糊數的計算步驟如下所列： 

1.建立各初擬指標之適宜性程度的三角模糊數 A。 

2.建立最大值與最小值的隸屬函數 。 

3.由最大值之隸屬函數與 A 的模糊函數求取右界值 。 

4.由最小值之隸屬函數與 A 的模糊函數求取左界值 。 

5.經由左右界值的計算，可得 此三角模糊數 A 的總值，並可由此值表示 模

糊數之明確值。 

6.最後，再設定 α−截集 (α−cut 或 α−level) 將模糊集合轉變成明確合，此 α

即稱為 α 置信水準或稱為門檻值 。 

 （三）語意變數 

語意變數是模糊統計分析的一個重要工具，係指在指定論域下用來描述

自然語意的模糊集合。基於人類思維與語意的複雜性，在對某事物表達感知

程度時，使用模糊模式的呈現方式要比直接指定單一物體的特定值，更適合

於評估物體間的相關特性（張紹勳，2012）。如專家對問題的看法，常用（非

常同意，同意，部分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等，將其轉換成模糊評估

值，以達到量化目的。 

（四）隸屬函數 

  隸屬函數是用來表達模糊集合中，該元素對集合的隸屬程度，其範圍介

於 0 與 1 之間；若一個元素屬於某一個集合的程度越大，則其隸屬度值越接

近於 1。利用隸屬函數可以描述模糊集合的性質，如此才能對模糊集合進行

量化。所以，為了要獲得觀察值的模糊模式，或是由模糊模式來估計模糊輸

出值，首先必須將觀察值轉換為模糊資料集，這個轉換的過程就稱為模糊

化，而這個過程是透過隸屬函數來予以轉換的（阮亨中、吳柏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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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級分析法 

經由模糊德懷術問卷調查之結果，將以層級分析法進行分析。層級分析法

是 Thomas L. Saaty 所發展的決策方法。主要應用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及包含數

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目的在於使複雜的問題簡化（張紹勳，2012）。層級

分析法藉由群體討論方式匯集各方意見，再加以化成簡明要素的階層系統，再

以名義尺度做要素的成對比較予以量化後，建立成對比較矩陣，進而求得代表

階層內要素的優先順序，以算出最低階層之要素對整個系統的優先程度，作為

決策者進行整體判斷的依據。此方法可以盡可能採納所有對立的概念，使尺度

不同的要素可以互相進行比較，對於無法計量的要素如人的感覺、偏好等也能

加以處理（吳政達，2008)。 

層級分析法通過該領域專家的討論，匯整各方意見，再將決策問題按層級

結構分成若干個群體，每群再區分為相對應的子群體，構成一個樹狀結構。並

將各層面、因素進行兩兩比較，求得層面及因素的優先順序，以此計算該層面

或因素在整個系統中的重要程度，決策者可依此作為決策依據，從而實施較合

理的決策。而根據 Saaty (1977) 提出的論述，決策層級的數目以七至九層為上

限，每層之因素以不超過七個為佳。 

貳、研究步驟 

本研究流程分為準備、執行、完成三大階段。茲分述如下： 

一、準備階段 

（一）設定研究主題。 

研究者經過蒐集並閱讀文獻後，經與指導教授共同討論，確立本研究之

主題與範圍，以及其他準備工作。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系統，研究者經由學術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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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ERIC、IEEE、中國知網、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及臺灣博碩士

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等）及其他資訊管道來蒐集並整理與相關文獻。 

（三）擬定研究架構 

研究者通過文獻探討，整理並歸納出校長智慧領導素養之意涵，經與指

導教授共同討論本研究之方向，並擬定大綱，建立完整之研究架構。 

（四）初步指標建構 

研究者通過分析校長智慧領導素養之意涵，歸納出本研究中小學校長智

慧領導素養指標之初稿。 

二、執行階段 

（一）實施專家問卷調查 

研究者依據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的初稿，編製成專家問卷，以

確保問卷之效度。 

（二）修正指標內容 

依據專家問卷之意見，對指標進行調整與修改，並製訂出正式的模糊德

懷術問卷。 

（三）實施模糊德懷術問卷調查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立意取樣籌組模糊德懷術專家小組，在明確告知他

們研究目的並徵得同意後，以寄送或親送問卷之方式，對其實施問卷調查。 

三、完成階段 

（一）分析調查結果 

回收問卷後，以 Microsoft Excel 對問卷進行統計分析，並根據其結果篩

選指標系統的構成。再通過 Expert Choice 2000 分析各項指標的權重，以建構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的權重體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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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撰寫研究報告

本研究基於文獻探討所歸納意涵與相關研究之探析，以及問卷調查之整

理，並依據調查與分析之結果，提出支持本研究之結論及建議。

上述之研究步驟流程如圖1-1所示： 

圖 1-1 研究流程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基於研究目的，說明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茲分述如下：

壹、研究範圍

一、研究對象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對象為校長領導、智慧教育及資訊教育領域的學

者專家、教育領域的行政機關人員與智慧學校校長；理由在於學者專家在學校

領導領域的研究上較為專研，藉其豐富的學識可提升指標之完整性與深入性。

在教育領域的行政機關人員及校長方面，可以藉由其豐富的領導及實務經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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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指標提出意見，增強指標之實務價值。 

二、研究內容 

本研究為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架構，內容包括校長智慧領導

及智慧領導素養相關概念、理論與研究之探討，並以此為基礎初步進行指標及

其相對權重之建構。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學者專家或智慧學校的校長；由於個人見聞所限，難

免疏漏更具硏究學識之專家或擁有更豐富領導實務經驗者，故於研究結果之分

析解釋與推論上，將受到研究對象取樣之限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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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藉由國內外相關文獻，回顧並探討關於智慧領導之研究，以建構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校長智慧領導之意

涵；第二節為校長智慧領導素養之意涵；第三節為校長智慧領導素養的層面探

討；第四節為校長智慧領導素養初步指標建構。 

第一節 校長智慧領導之意涵 

「雖然閃亮的新科技可以連接我們並提供數據，沒有智慧領導的城市就不

會變得更有智慧」(LugoSantiago, 2018)。在全球「智慧化」的浪潮之下，領導

者必須發展新的領導策略，以順應趨勢。校長作為學校的領導者，學校改革的

核心角色，一直被視為是推展學校教育、引導學校發展的關鍵所在（林明地、

梁金都，2016），也必須緊進潮流，跟隨當今智慧教育的趨勢，建立優質的智慧

校園。而要有效的推動智慧校園，讓智慧校園順利運作並發展，便需要領導者

智慧領導的推動。 

壹、智慧之定義 

研究者整理國內外有關校長智慧領導之研究，發現與「智慧領導」、「智慧

校園」及「智慧教育」有關的文獻中，有關「智慧」一詞常用之英文名詞主要

有三，分別為「Smart」、「Intelligent」和「Wisdom」。三者各自具體概念不盡相

同，以下就其各自之異同分別說明： 

一、Smart（智慧） 

2008 年，美國 IBM 公司提出《智慧地球》(Smart Planet) 的理念，當中的

「智慧」(Smart) 是資訊技術視野下一種新的理念、新的管理模式，主要是要把

新一代的資訊技術充分運用到各行各業之中，把感應器裝備到全球各個角落的

電網、鐵路、橋樑、隧道、公路等物體中，並將它們連接，形成「物聯網」。再

利用「互聯網」將「物聯網」整合，使人類能以更加精細和動態的方式管理生

產和生活，實現全球「智慧」狀態。透過物聯網，建立全球感測網，即時的監

測地球的環境與人類的經濟活動，再將其累積的大數據，透過雲計算進行分

析，協助領導者提升決策的品質，以解決人類面臨的眾多困境（于長虹、王運

武、馬武，2015；孫志鴻，2017；許曄、孟弘、程家瑜、郭鐵成，2010）。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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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個核心要素：物聯化、互聯化和智慧化。 

智慧校園是整合智能化管理、智能化環境和智慧「教」與「學」的校園，

而智慧(SMART)教育係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式，將科技融入教學，以豐富課

程的內容，透過更多元教學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並利用科技載具讓學生可以

隨時隨地的獲取豐富的學習資源。通過科技來支持「教」與「學」，透過診斷工

具和雲端服務提供即時的學習評量結果，以及教師的創新與精進教學，以有效

提升學生學習的成效。通過資訊科技、大數據以及雲端計算使教育及管理人員

對學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使他們能針對學生的情況採取正確的行動，達成確

定高風險學生、追踪學生出勤、評估課程適切性等目的。結合學生的才智和人

性化的管理創造一個智能的教學環境，以促進人才培育的工作（張奕華、吳權

威，2014；IBM, 2010；Liu, 2016）。 

「Smart」主要強調科技的應用，將科技融入校園。隨著互聯網和物聯網的

影響在日常生活中日益增加，教育事業在快速轉變，每一個教育機構都在尋找

機會，積極利用兩者改善教育系統，通過在其教育環境中實施物聯網，使基礎

設施與數位世界保持聯繫，並為下一代創造有價值的成果 (Islam, 2019)。通過

校園的「科技化」、「資訊化」，整合並改善學校的教學資源；透過科技給予學習

者豐富的學習資源並拓展其視野，以及為教師能進行更多元的教學模式和提升

專業素養提供基礎。 

二、Intelligent（智慧） 

國際研究機構 EBTIC 於 2010 年所發佈了《智慧校園》(The Intelligent 

Campus) 白皮書，提出了建設智慧校園所應該著重的各個面向，其中「智慧」

(Intelligent) 是指利用互聯網及物聯網將校園的一切事項都整合起來，建構出能

夠適應使用者的需求不斷進行調整的校園環境和設備。 

「智慧校園」通過資訊技術把學校中的人和物都聯繫起來，構成一體式的

環境。該環境整合教學，醫療，運輸，安全監測，基礎設施監測，緊急服務，

環境監測，建築物管理等各項業務，關於校園的一切事務都可以一站式解決，

使用者能夠在任何時間、地點和任何人事物交互資訊，並使用各項校園服務

（沈潔與黃宇星，2011；李京澳等，2016；黃榮懷、張進寶、胡永斌、楊俊

鋒，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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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強調環境的整合。資訊技術的飛速發展提高了學習性能，提

供了一種智慧的學習環境，使人們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任何設

備進行學習 (Nelaturu, Kambham, Karna, Parupalli & Mandula, 2010)。透過資訊

技術的應用，可以打造出一體式的智慧學習環境，利用各種資訊科技感知教

學、學習與管理情境，為教育活動提供適合的資源、工具和服務，使「教」與

「學」、校園的行政及管理等都不再受到空間、時間的限制，所有資訊高度整合

與共用，可迅速、即時的傳遞，以進行協作學習及工作。 

三、Wisdom（智慧） 

「Wisdom」一詞所指的「智慧」更多是指領導者之個人特質。吳清山

（2019）指出智慧領導(wisdom leadership) 係指領導者具有專業、正確判斷和

有處理事務的能力。野中郁次郎與竹內弘高（2011）亦指出智慧領導者應具備

判斷好壞、掌握事物本質、創造分享架構、溝通事物本質、運用政治力和培養

他人的實踐智慧等六項能力。此外，智慧領導注重領導者統整的能力，強調領

導者要能統合運用自身的之創造力、智力及智慧，並做到知與行統合（陳利

銘，2006），將領導理念連結到實務現場之中。 

智慧領導的精隨在於以「人」為核心，智慧領導者應透過人性的關懷、人

格的感召、人心的昇華、願景的型塑、團隊的合作，激勵成員邁向共用願景，

達成組織發展目標，促進組織永續發展。通過分享、討論、溝通、合作等手

段，整合各成員的智慧並激發其潛能，激發出新的見解和想法，並有助於後續

的共同合作，以促進學生學習的表現（吳清山，2019；林明地與梁金都，

2016）。 

「Wisdom」強調領導者之個人特質與行為，領導者需擁有專業，解決問題

及洞察事物本質的能力，並且能滿足不同的成員之需求，形塑成員的共同願

景，引領組織前進，而要達成此目的，領導者的領導行為應以「人」為本。通

過關懷、溝通、合作等手段，滿足不同的成員之需求，激發成員的潛能，引領

組織前進，使組織得以順利運作，並達成組織願景。 

四、小結 

根據上述之研究，「智慧」之概念雖然分為「Smart」、「Intelligent」和

「Wisdom」三者，三者之意涵也不盡相同，但彼此間並非毫無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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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Intelligent」皆以資訊科技的運用為核心，通過科技融入教學與環

境，打造出優質的智慧學習環境，通過科技的支持為學生提供高品質的教育，

以達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目標，實現智慧教育願景。 

而智慧教育的推動，是以科技為基礎，並以智慧教師為動力方能得以發

展，科技籍由「人」的使用，方能展現智慧化（吳清山，2015）。智慧教育的實

現，必須藉助教師，為能夠使教師積極配合智慧教育的推展，領導者便須以

「人」為本的進行領導，整合成員的意志，激發成員的潛能，引領成員朝組織

目標前進。三者間的差異如表 2-1 所示： 

表 2-1 

「Smart」、「Intelligent」和「Wisdom」三者之差異 

具體

差異 
Smart Intelligent Wisdom 

內涵 

強調科技的應用，將

科技融入校園。 

強調環境的整合，以

及人與環境的互動，

以打造一體化的智慧

學習環境。 

強調領導者之個人特

質與行為。科技籍由

「人」的使用，方能

展現智慧化。 

手段 

通過校園的「科技

化」、「資訊化」，整合

並改善學校的教學資

源；透過科技給予學

習者豐富的學習資源

並拓展其視野，以及

為教師能進行更多元

的教學模式和提升專

業素養提供基礎。 

透過資訊技術的應

用，為教育活動提供

適合的資源、工具和

服務，打造出一體式

的智慧學習環境，使

「教」與「學」、校園

的行政及管理等都不

再受到空間、時間的

限制。 

領導者的領導行為應

以「人」為本，通過

關懷、溝通、合作等

手段，滿足不同的成

員之需求，激發成員

的潛能，引領組織前

進，使組織得以順利

運作，並達成組織願

景。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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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Smart」、「Intelligent」和「Wisdom」三者各自之意涵雖有所差異，

但彼此間對於智慧教育的發展卻是密不可分，智慧領導者需要融會三者的概

念，在以科技為為基礎建設智慧校園的同時，亦需要關切成員的需求，以

「人」為本，輔以科技，方可打造並推動優質的智慧校園。而本研究欲建構在

智慧校園背景下校長智慧領導素養之指標，為此題目所稱之「智慧領導」為

「Intelligent Leadership」。 

貳、智慧領導之定義 

綜上所述，智慧領導是「Smart」、「Intelligent」和「Wisdom」三者之結

合，領導者需能善用資訊技術營造一體式的智慧學習環境。透過互聯網及物聯

網，即時的監測學校的環境與成員的互動，再將其累積的大數據，透過雲計算

進行分析，協助領導者打造出優質的智慧校園。同時，智慧教育的實現，必須

藉助教師，為能夠使教師積極配合智慧教育的推展，領導者便須以「人」為本

的進行領導，整合成員的意志，激發成員的潛能，引領成員朝組織目標前進。 

第二節 校長智慧領導素養之意涵 

智慧教育作為當今國際教育的趨勢，是各國教育界需要重視的議題，而智

慧校園更是現在學校建設的主要方向。為使智慧校園得以順利推展，並符應社

會的期待，校長必須暸解智慧學校發展應具備的條件，並採取新的領導策略。 

壹、智慧校園的特徵 

智慧校園係資訊科技與教育設施結合的產物，其以物聯網、雲端計算、大

數據等技術，為校園環境提供全面感知、數據化、網路化、整體化之教學、學

習、行政、管理和生活服務，使任何人、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便捷獲取資

訊和資源的智慧環境（湯志民，2018）。而要建構完善優質的智慧校園，必須有

多方面的配合。研究者整理國內外智慧校園相關文獻，將其特徵臚列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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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智慧校園的特徵 

研究者（年代） 特徵 

EBTIC (2010) 未來智慧校園發展的六大支柱，分別為：智慧學習、

智慧管理、智慧社群、智慧保健、智慧行政及智慧綠

能。 

Muhamad, Kurniawan

與 Yazid (2017) 

智慧校園的特徵包括教學，管理和服務三個因素。 

Vinod, Vinay 與

Prathap (2017) 

智慧校園通過視頻監控、智慧化的學生考勤和評分報

告、智慧化的教學等，提高教育質量，及時間使用的

效率。 

于長虹等（2015） 智慧校園主要包含三個核心的特徵：一、為廣大師生

提供一個全面的智慧感知環境和綜合資訊服務平臺，

提供基於角色的個性化定制服務；二、將基於電腦網

路的資訊服務引入到學校的各個應用與服務領域，實

現互聯、共用和協作；三、通過智慧感知環境和綜合

資訊服務平臺，為學校與外部世界提供一個相互交流

和相互感知的介面。 

王楓（2018） 智慧校園的特徵有六：一為互聯感知可交互的智慧校

園環境；二為豐富多樣可選擇的智慧課程資源；三為

多元即時自我調整的智慧評價模式；四為泛在深度可

持續的智慧學習發展；五為專業創新高素養的智慧教

師隊伍；六為系統高效全方位的智慧學校管理。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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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京澳等（2016） 智慧校園由以下要素構成：智慧理念、智慧環境、智

慧應用、智慧服務、智慧體驗。 

胡欽太等（2014） 智慧校園強調「以服務為核心，以管理為支撐」的理

念，智慧感知、資源組織、資訊交換、管理邏輯與科

學決策等。智慧校園環節最終目的都是向使用者提供

更好的服務。 

張奕華等（2020） 智慧學校是應用科技協助學校運作更自動化、更高效

能、更安全、更符合綠色環保的校園。在資訊技術的

支持下，智慧學校建設得以逐步展開。「智慧學校」係

指強調「智能化管理」、「智能化環境」之外，重視

「智慧『教』與『學』」。 

湯志民（2019） 智慧校園的特徵有五：一是網路互聯高速泛在、二是

環境感知即時全面、三是業務應用智慧融合、四是海

量數據智慧分析、五是智慧服務個別便利。 

蔣東興等（2015） 智慧校園該具備智慧型人才培養、智慧型科學研究、

智慧型社會服務、智慧型文化傳承創新、智慧型管理

決策及智慧型生活服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從上述研究可看出，組成智慧校園的面向包括智慧學習、智慧教學、智慧

保健、智慧行政、智慧環境、智慧綠能等。不同研究領域的專家對於智慧校園

特徵所重視之方向各有側重，尚無統一之觀點。 

目前關於智慧校園建設的方向，以 EBTIC 提出之智慧校園發展的六大支柱

最為受到重視，其理念已成為國際上建設智慧校園的重要參考標準。同時台灣

經濟部工業局於 2014 年根據其六大支柱作為推動「智慧校園產業」的主要方

 

表 2-2（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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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研究依據表 2-2 相關研究及 EBTIC 智慧校園發展的六大支柱為基礎，輔

以國內外智慧校園相關文獻，初步歸納智慧學習、智慧教學、智慧保健、智慧

行政、智慧環境、智慧綠能六個面向。 

貳、校長智慧領導素養 

「素養」一詞根據教育部（2015）記載，素養是一種能夠成功地回應個人

或社會的生活需求，包括使用知識、認知與技能的能力，以及態度、情意、價

值與動機等。「素養」是個體具備某種知識、能力或技能、態度等行動先決條

件，其所包含的意義不單為知識、知能、能力，更包含了態度與修養（蔡清

田，2011；Weinert, 2001）。 

素養是現今課程改革中最核心的一環，校長作為學校的領導者，肩負掌控

學校發展方向的重要責任，為此校長個人應具備怎樣的領導素養，同樣值得我

們重視。智慧校園作為學校未來的發展趨勢，領導者必須具備智慧領導素養，

才能有效地推動並建構完善優質的智慧校園。研究者根據上述歸納智慧校園的

六個面向，初步建構出校長智慧領導素養的六項層面，如下所示： 

一、推動智慧學習 

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學習方式產生了變化，從傳統的通過紙本資料，課

堂進行學習，變成過網路、科技獲得學習資源；學習場域也從固定的教室，變

成不受空間限制，隨時隨地的學習。校長應該透過資訊技術，打造出智慧學習

環境，使學生能通過科技靈活的開展學習活動。 

二、倡導智慧教學 

隨著學習方式的改變，教師教學的方式亦必須隨之調整。校長應該帶領並

鼓勵教師結合科技重新設計出符合現代教育需求——「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

方法與課程安排，達成智慧教學的理念。 

三、建設智慧保健 

智慧保健是資訊化時代下醫療服務的新方向，通過資訊科技與傳統醫療的

結合，建立一個智慧的遠程疾病預防與護理平臺，使醫療過程更簡潔，提高醫

療工作的效率和品質（倪明選、張黔、譚浩宇、羅吳蔓與湯小溪，2013），校長

應該積極建設智慧保健系統，以追蹤和維護校園整體的健康狀態，及時為成員

2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69

提供保健服務。 

四、推行智慧行政 

發展智慧校園，必須進一步提高資訊化部門的管理、監督與統籌能力，加

強頂層設計。校長應該通過行政的智慧化，充分整合學校資源，並優化行政流

程，減輕辦公和人力資源的負擔。 

五、營造智慧環境 

智慧校園是無處不在的學習環境，學生、教授和管理人員在虛擬環境中保

持互動的學習空間。其目標是使學生更加活躍，互動，並通過無縫連接提供學

習內容 (Nelaturu 等，2010)。校長應該建構出校園一切事務的智慧環境。讓成

員能夠在任何時間、地點和與校內的人事物交互資訊，並使用各項校園服務。 

六、應用智慧綠能 

為了開發智慧環境，必須改善常規系統的性能，可持續性和安全性。校長

應該注意系統的可持續性，以降低能源的使用。通過互聯網及物聯網技術，智

慧控管能源的使用，實現有效的能源使用，集成可再生能源，以減少能源消耗 

(Park, Pan, Chao, & Yen, 2015)。 

第三節 校長智慧領導素養的指標探討 

本節將根據上述研究者整理國內外有關校長智慧領導之研究，歸納出的六

個面向，分別探討其具體的內容，以整理出每個面向具體包含之細項，作為建

構「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之依據。 

以下就「推動智慧學習」、「倡導智慧教學」、「建設智慧保健」、「推行智慧

行政」、「營造智慧環境」、「應用智慧綠能」等六項分別說明如下： 

壹、 推動智慧學習 

資訊科技的發展使學習方式產生了變化，在智慧的環境中，學習是靈活

的。通過網路及科技，學生無時無刻都可以獲得學習資源，並透過行動載具，

隨時隨地進行學習，學習擺脫了傳統的紙本資料、課堂及學校。研究者整理國

內外智慧學習相關文獻，將其層面臚列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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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推動智慧學習的指標 

研究者（年代） 層面 

Aion, Helmandollar, 

Wang 與 Ng（2010） 

智慧學習策略包括：整體電子學習；學生護理系統；

實時遠程教育，按需課程交付；跨學科或跨機構合

作；學生學習路徑分析；向學生推送電子通知；電子

圖書館和電子書或其他在線資源。 

Muhamad 等

（2017） 

智慧學習領域包括：智慧學習管理系統；個性化學

習；評量；智慧教室；圖書館管理系統。 

Ng, Azarmi, Leida, 

Saffre, Afzal 與 Yoo, 

(2010) 

智慧學習包括：整體網絡學習；即時遠程教學；用戶

點播課程教授與評估；互動跨校講座和線上資料；客

製化課程方案；分析學生的學習路徑；推/拉電子資

訊、電子書及其他電子資源。 

Spector (2014) 智慧學習應能利用新興技術學習瞭解自己的學習目

標，過程和結果以進行自主學習。 

王楓（2018） 智慧學習應提供豐富的數位化教學資源、學習資源平

臺、圖書館和搜尋引擎等；提供更有針對性和選擇性

的個性化學習資源庫；多元即時的智慧評價模式；處

處能學、時時可學的遠距學習。 

張奕華（2013） 智慧學習除平時課堂中的科技輔具外，應配合移動終

端提供行動學習。 

黃榮懷等（2012） 智慧學習應具備學習分析技術；數位資源的組織和共用

技術。 

（續下表）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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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東興等（2015） 智慧學習應讓學生擺脫了傳統的被動學習模式，並提

供適時、貼切的個性化指導；以及隨時隨地的師生交

流。  

劉林榮（2013） 通過教學科技的智慧，為學生提供個別化學習、自主

學習、合作學習、學習能力診斷分析、補救學習、完

整的學習過程資訊。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總結上述研究，推動智慧學習之層面包含九項如下： 

一、提供數位學習資源，如電子書庫、數位圖書館等。 

二、具備學習管理平臺，學生可以通過平臺取得課程教材，並完成老師安排之

評量。 

三、提供個人學習表現分析，學生可以藉由系統收集自身成長過程的各項資

料，經分析後形成一個完整的分析報表。並通過報表瞭解自身的缺失，進

行針對性的補缺。 

四、系統基於大數據分析為學生推送、提供適時、貼切的個性化學習資源。 

五、學生可透過豐富的數位學習資源，根據自身需求進行自主學習。 

六、具備互動平臺，讓師生通過平臺隨時進行通訊與協作，讓學習討論從課上

拓展到課後。 

七、通過可攜式載具為學生提供行動學習。 

八、提供遠程教學，使學習不再有地點的限制，課程的進行和評估可以遠程進

行。 

九、透過系統整合不同學科或不同機構，使學習資源能跨學校的共用。 

上述層面其矩陣如表 2-4 所示： 

 

 

 

 

表 2-3（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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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推動智慧學習指標矩陣 

  

 

 

研究者 

提供

數位

學習

資源 

建置

學習

管理

平臺 

提供

學習

表現

分析 

提供

個性

化學

習 

強化

自主

學習 

建置

互動

平臺 

提供

行動

學習 

提供

遠程

教學 

提供

跨校

共用

資源 

Aion 等（2012) ✓ ✓ ✓ ✓    ✓ ✓ 

Muhamad 等

（2017） 

  
✓ 

 
✓ ✓ 

 
✓ 

 

Ng 等（2010）     ✓ ✓  ✓ ✓ 

Spector (2014)    ✓  ✓    

王楓（2018） ✓  ✓ ✓ ✓   ✓  

王春平、李捷、

鄭偉與李文韜

（2015） 

 ✓ ✓  ✓     

沈潔與黃宇星

（2011） 

✓ ✓          

林進山（2016） ✓ ✓       ✓ 

林光媚（2016） ✓ ✓ ✓       

胡欽太等

（2014） 

✓ ✓    ✓    

張奕華（2013) ✓      ✓   

黃榮懷等（2012) ✓  ✓  ✓ ✓  ✓  

蔣東興等

（2015） 

   
✓ ✓ ✓ 

   

構面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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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林榮（2013)  ✓ ✓ ✓ ✓ ✓ ✓ ✓   

總計 9 7 7 5 7 7 2 5 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 倡導智慧教學 

科技教具的出現，使教學出現更多的可能，教師應該憑藉其優勢，重新設

計新的教學策略，以提供學生更多元的知識、個人化的學習和互動性更強的課

程（張奕華、吳權威，2014），最終達成「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目標。研究者

整理國內外智慧教學相關文獻，將其層面臚列如表 2-5 所示： 

表 2-5 

倡導智慧教學的指標 

研究者（年代） 層面 

Bokoro, Paul 與 

Doorsamy (2019) 

智慧教學是通過智慧手機、平板電腦和其他電子設備

來實現有效的教與學。 

Liu 等（2009） 智慧教學包括智慧的教學過程和教學管理，它旨在個

人教學，自主學習和教學協作。 

王楓（2018） 智慧教學應提供學生學習資料，使教師充分把握學生

個性特點、學業情況，並作為回饋及評價的參考；智

慧教師要能夠借助技術支援，不斷創新課程資源和教

學設計。 

王春平等（2015） 智慧教學可透過學習分析技術進行分析，使教師把握

學習者學習的參與度、社會網路、關注的學習內容、

以及學生和教師的課堂行為資訊；教師可透過教學平

臺進行家校互動、發送通知、收發作業、組織班級學

（續下表） 

 

表 2-4（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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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活動、學校即時新聞等功能。 

胡欽太等（2014） 智慧教學應具備基於雲平臺的教育資源整合與組織；

通過社交網絡進行學習協作；教師利用大數據即時掌

握學生學習狀態及改善教學行為。 

張奕華與吳權威

（2014） 

智慧教學係透過多元取向引起學生學習動機，無所不

在的讓學生使用任何載具接近學習入ロ，提供豐富的

學習資源使用料技支持與服務教學和學習，透過診斷

工具和雲端服務提供即時的學習評量結果，以及教師

以科技創新教學和精進教學。 

黃榮懷等（2012） 教師通過把握學生的學習數據，及自身課堂行為數

據，以幫助學生改善學習並改良教學模式。 

蔣東興等（2015） 智慧教學應提供線上教育等 IT 平臺的支撐；個性化人

才培養模式；基於大資料的教學評價及教學模式。 

劉林榮（2013） 智慧教學應提供教師的教學診斷報告，使教師改善並

創新教學；提供線上的學習平臺及數字典藏，以加強

學生的個人學習。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總結上述研究，倡導智慧教學之層面包含七項如下： 

一、即時掌握學生學習狀態，使教師可以根據學生學習現況調整課程與教法，

並為學生提供針對性的補救。 

二、鼓勵教師藉科技的支持，創造新課程資源和教學模式。 

三、通過系統蒐集的數據，為學生提供差異化教學。 

四、教師應該能靈活運用科技輔具，以提升教學品質。 

五、建置線上教學平臺，可以遠距為學生提供教材、作業及測驗。 

 

表 2-5（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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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行新評鑑模式，評鑑不再只是通過測驗成績，而是更全面的學習表現。 

七、教師藉由系統蒐集課堂數據對教育行為進行分析，優化自身的教學行為。 

上述層面其矩陣如表 2-6 所示： 

表 2-6 

倡導智慧教學指標矩陣 

  

 

 

研究者 

掌握

學生

即時

學習

狀態 

鼓勵創

新教學

模式 

善用教

學科技 

提供差

異化教

學 

建置線

上教學

平臺 

推行新

評鑑模

式 

促進教

師專業

發展 

Liu (2009) ✓   ✓ ✓   

王楓（2018） ✓ ✓    ✓ ✓ 

王春平等

（2015） 

✓    ✓ ✓  

沈潔與黃宇星

（2011） 

    ✓   

胡欽太等

（2014） 

✓ ✓  ✓  ✓  

張奕華與吳權

威（2014） 

✓ ✓   ✓  ✓ 

黃榮懷等

（2012） 

✓ ✓         

蔣東興等

（2015） 

   ✓ ✓ ✓  

劉林榮 ✓ ✓ ✓ ✓ ✓   

構面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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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總計 7 5 1 4 6 4 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 建設智慧保健 

智慧保健是資訊化時代下醫療服務的新方向，通過醫療服務的資訊化，使

醫療場域不再局限於醫院或醫護機構內，而是延伸至家居，強化了醫療、保健

的靈活性，簡化醫療的流程，使人民的生活更加方便。研究者整理國內外智慧

保健相關文獻，將其層面臚列如表 2-7 所示： 

表 2-7 

建設智慧保健的指標 

研究者（年代） 層面 

Aion 等（2012） 智慧保健的領域包括：主動的預防性保健服務；遠程

臨床醫療保健服務；遠程監視學生的健康狀況和生命

體徵；提供遠距離臨床醫療服務；電子病歷；流行病

預警系統。 

Ng 等（2010） 智慧保健應包含主動預防保健、遠程醫療系統、行動

醫療、遠程照護、遠程醫療、集中電子健康紀錄智慧

生物訊息、流行病的提早預警平臺。 

Pramanik, Lau, 

Demirkan 與 Azad 

(2017) 

一個全新的醫療概念——「舒適並無處不在的醫療」，

通過將普及計算和環境智慧的思想整合到醫療系統，

重構現有醫療保健系統。 

林進山（2016） 智慧保健包含：藉由校園雲端智慧保健系統，協助導

師和護理師盡速記錄和處理學生傷病及行政通報現

（續下表） 

表 2-6（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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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同時，學校行政能有效掌握學生健康狀況。 

倪明選等（2013） 智慧保健包含：醫療物聯網；遠程監護平臺；心臟功

能即時監護系統；睡眠監護系統；醫療設備管理；「以

患者為中心」的醫院工作流程管理；醫療雲計算。 

胡姝敬（2019） 智慧保健創新服務模式包含：智慧導診；院內精準導

航；聯合醫療平臺實現優質資源上下貫通；智慧預

約、排隊系統；家庭健康管理；專業特色的慢病管

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總結上述研究，建設智慧保健之層面包含四項如下： 

一、建置電子病歷，讓醫生可利用無線技術遠程取得學生病歷。 

二、建置健康監測系統，如健康監測、健康生活方式追蹤。 

三、提供行動醫療服務，如遠程醫療，遠程護理，移動醫療，預防保健，生物

資訊學等。 

四、建置即時流行病預警系統，可以向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發出流行病的警

報，並共用資訊和更新。 

上述層面其矩陣如表 2-8 所示： 

表 2-8 

建設智慧保健指標矩陣 

研究者  

提供行動醫

療服務 

建置電子病

歷 

建置健康監

測系統 

建置即時流

行病預警系

統 

Aion 等（2012） ✓ ✓ ✓ ✓ 

Ng 等（2010） ✓ ✓ ✓ ✓ 

構面 

 

表 2-7（續）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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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rajan, Prasath, 

與 Kokila(2016) 

  ✓ ✓   

Pramanik 等

（2017） 

✓ ✓ ✓   

林進山（2016） ✓ ✓     

王楓（2018）   ✓     

林光媚  

（2016） 

✓ ✓ ✓ ✓ 

倪明選等

（2013） 

✓ ✓ ✓  

胡姝敬（2019）  ✓   

總計 6 9 5 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肆、 推行智慧行政 

發展智慧校園，必須進一步提高資訊化部門的管理、監督與統籌能力，通

過將資通訊技術應用於行政系統，連結組織內所有的部門，使各部門能互通有

無、資訊迅速流通並減輕行政帶來的人力、資源和時間上的成本。智慧行政可

以整合學校的資源，加強各部門間的凝聚力與協同力，改變各自為戰的工作局

面。研究者整理國內外智慧行政相關文獻，將其層面臚列如表 2-9 所示： 

表 2-9 

推行智慧行政的指標 

研究者（年代） 層面 

Liu 等（2009） 智慧行政包含統一的管理系統；辦公系統。使資訊共

用變得容易和自由。通過智慧行政，降低辦公用品和

表 2-8（續）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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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的成本。 

Liu (2016) 智慧行政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行政辦公室管

理、教學管理、學生管理和後勤保障。 

Ng 等（2010） 智慧行政包括：校園內部及外部治理；流程的透明

化；適應性；自我配置性；自動預設和報告。 

Xiao (2013) 智慧行政通過物聯網技術整合獨立的系統，如教育管

理系統，財務管理系統，辦公系統，圖書館管理系

統。 

王楓（2018） 智慧行政通過相互聯通的整合式學校管理系統，提高

管理效率和智慧化水準，其中包含資產管理、財務管

理、後勤管理、課程管理、教學管理、教師管理、學

生管理、安全管理、檔案管理等。 

沈潔與黃宇星

（2011） 

智慧行政通過科技促使辦公自動化、溝通快捷化、服

務個性化，最大限度提高工作效率，實現教學管理、

教務管理、學生管理、校園管理和校園服務等多個領

域的資訊資源串聯互通。 

王春平等（2015） 智慧行政包括：智慧管理模組、移動辦公模組、無紙

化的辦公模式。 

張奕華（2013） 通過移動終端進行公告、即時推播以及同步學校

WWW 網站等，大幅提升行政效率，也能縮短行政端

與家長端之間的距離。 

蔣東興等（2015） 智慧行政包括：智慧型的校務管理、教學、科研、校

（續下表） 

表 2-9（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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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後勤管理與服務資訊化支撐平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總結上述研究，推行智慧行政之層面包含六項如下： 

一、建置校務管理平臺，如辦公資訊系統、教學管理系統、學生管理系統、人

事管理系統、財務管理系統和設備資產管理系統等。 

二、建置成員評鑑系統記錄職員的工作及表現，為年度考核、崗位設置、績效

分配、職稱評聘等提供依據。 

三、建置資源管理平臺整合學校人、財、物等資源，透過系統進行統一管理，

以提高管理效率。 

四、通過系統整合校園一切的事務，師生可通過系統使用校園一切服務。 

五、建置科研支撐平臺進行科研管理、資源管理和協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六、建置移動辦公系統，辦公人員可以實現隨時隨地輕鬆辦公，如簽到簽退、

申請審批、班級通知、作業佈置等。 

上述層面其矩陣如表 2-10 所示： 

表 2-10 

推行智慧行政指標矩陣 

研究者 

建置校

務管理

平臺 

建置評

鑑系統 

建置資

源管理

平臺 

建置校

園服務

系統 

建置科

研支撐

平臺 

建置移

動辦公

系統 

Aion 等（2012） ✓ ✓         

Liu 等（2009） ✓   ✓       

Liu（2016） ✓           

Ng 等（2010） ✓   ✓     ✓ 

Xiao (2013) ✓         ✓ 

王楓（2018） ✓   ✓       

構面 

 

表 2-9（續）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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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平等

（2015） 
✓ ✓       ✓ 

沈潔與黃宇星

（2011） 
✓     ✓ ✓ ✓ 

林進山（2016） ✓ ✓         

胡欽太等

（2014） 
    ✓   ✓   

高知旭（2018） ✓  ✓    

張奕華(2013) ✓         ✓ 

蔣東興等

（2015） 
✓   ✓   ✓   

總計 12 3 6 1 3 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伍、營造智慧環境 

智慧校園是利用無所不在的通訊網路、廣泛布置的感測技術和智慧化的管

理系統建構而成的環境，在智慧環境中無論學習、教學、行政、醫療及生活服

務等，都可以透過系統一站式的解決。研究者整理國內外智慧環境相關文獻，

將其層面臚列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 

營造智慧環境的指標 

研究者（年代） 層面 

Liu 等（2009) 智慧校園環境包含：物聯網、雲計算及智慧型生活服

務。 

Jerald 與 Premila 智慧校園是基於物聯網的集成智慧環境，主要包括：

表 2-10（續）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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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基於物聯網的感知系統、基於雲計算的數據處理中心

和智慧型生活服務。 

Harthy, Puteh 與

Harthy (2019)   

智慧城市是具有以下特徵的環境：具有高科技的 ICT

技術、物流、能源生產等。 

沈潔與黃宇星

（2011) 

智慧校園環境是以借助新一代的物聯網、雲計算、泛

在感知等資訊技術，打造物聯化、智慧化、感知化、

資訊化的新型校園。 

李京澳等（2016) 智慧校園是基於雲計算技術、物聯網技術、大資料技

術等高新科技而建立起來的一個與外界互聯互通、可

提供智慧服務、以人為本的智慧環境。 

黃榮懷等（2012) 智慧校園環境應具備環境全面感知、網路無縫互通、

海量資料支撐、開放學習環境和師生個性服務。 

趙秋錦、楊現民與王

帆（2014)  

智慧環境特徵主要表現為以下五個方面：感知化、泛

在化、個性化、預知性、動態平衡。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總結上述研究，營造智慧環境之層面包含七項如下： 

一、建置安全管理系統，如門禁管理系統、緊急警報系統等。 

二、建置物聯感知系統，對校內所有電器進行遠端、集中控制，如空調管理系

統、燈光管理系統等。 

三、提供智慧型生活服務，關於校園的一切事務都可以一站式解決。 

四、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全程跟蹤和記錄學生各類素養成長情況，瞭解學生發

展方向，以及存在的問題，給出更好的解決方案。 

五、建置社交網絡，讓學生維繫關係、展現自我個性並表達利益訴求。 

六、建置全校互聯網，網路是智慧校園建設的基礎。智慧校園必須具備的一個

表 2-1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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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前提，建置穩定、高速、便捷的網路環境。 

七、運用智慧終端取得各種監測資訊。 

上述層面其矩陣如表 2-12 所示： 

表 2-12 

營造智慧環境指標矩陣 

  

 

 

研究者 

建置

安全

管理

系統 

建置

物聯

感知

系統 

運用

大數

據及

雲計

算 

建置

全校

網路 

運用

社交

網絡 

提供

智慧

型生

活服

務 

運用

智慧

終端 

Aion 等（2012) ✓             

Harthy 等（2019)        

Jerald 與 Premila 

(2015)  

✓ ✓           

Liu（2009)     ✓   ✓ ✓   

Nelaturu 等

（2010) 

    ✓   ✓ ✓ ✓ 

Xiao (2013) ✓ ✓ ✓     ✓   

王楓（2018） ✓ ✓           

王春平等

（2015） 

  ✓   ✓       

沈潔與黃宇星

（2011) 

  ✓ ✓ ✓       

李京澳等（2016)   ✓ ✓     ✓   

呂倩    ✓ ✓ ✓     ✓ ✓ 

構面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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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林進山（2016） ✓             

胡欽太等

（2014） 

  ✓   ✓ ✓     

黃榮懷等（2012)   ✓   ✓       

趙秋錦等（2014)   ✓ ✓         

蔣東興等（2015)   ✓   ✓   ✓ ✓ 

總計 5 11 7 5 3 6 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陸、應用智慧綠能 

為了開發智慧環境，必須改善常規系統的性能、可持續性和安全性。通過

互聯網及物聯網技術，智慧控管能源的使用，能夠實現更高效率、自動控制和

彈性應用的能源使用，節省所消耗之資源並集成可再生能源。研究者整理國內

外智慧綠能相關文獻，將其層面臚列如表 2-13 所示： 

表 2-13 

應用智慧綠能的指標 

研究者（年代） 層面 

Aion 等（2012) 智慧綠能旨在有效利用自然資源，節約能源，減少浪

費和保護環境；包括主動/被動的能耗控制系統，智慧

能源系統，以及綠能資訊技術（ICT）。 

Barman, Yadav, 

Kumar 與 Gope 

(2018) 

通過智慧電錶實時監控能耗，只要用戶的負載超過其

峰值，將自動斷開電力供應。 

 

 

（續下表） 

表 2-12（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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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與 Huang 

(2012) 

智慧綠能建築融合了智慧技術、材料和產品應用的建

築空間，節省能源的同時並減少碳排放。 

Ng 等（2010) 智慧綠能包括：綠能 ICT 和可持續性、智慧能量收集

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和被動或主動設計。 

林進山（2016） 透過感測設備和綠能節能監控系統，實施節能減碳和

資源再利用。諸如雲端耗能監控系統、環境節能監控

系統、太陽能監控系統和空調監控系統。甚至，雨水

回收系統、資源回收系統、廚餘再利用系統，落葉推

肥系統。 

蔣東興等（2015） 充分利用物聯網技術和智慧感知技術，實現對建築大

樓節能、實驗室安全監測、校園環境監控、車輛交通

管理的資訊化支撐，提高學校後勤服務，以降低能源

消耗。 

總結上述研究，應用智慧綠能之層面包含六項如下： 

一、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如出入門禁管理、人臉辨識、校園卡、智慧燈

光管理等。 

二、建置回收系統將可再生能源循環利用，如雨水回收系統。 

三、建置智慧能耗管理系統監控校園的能耗。 

四、通過網路串連所有系統，以降低實體耗材及資源的消耗。 

五、推動數位化達成校園無紙化。 

六、建置再生能源系統，如太陽能發電，風力供電系統。 

上述層面其矩陣如表 2-14 所示： 

 

 

 

表 2-13（續） 

3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69

表 2-14 

應用智慧綠能指標矩陣 

  

 

研究者 

建置智

慧感知

器管理

系統 

建置回

收系統 

建置全

校網路 

建置能

耗管理 

無紙化 建置再

生能源

管理系

統 

Aion 等（2012） ✓     ✓     

Barman 等（2018)    ✓   

Chen 等（2012） ✓     ✓     

Ng 等（2010） ✓     ✓     

Park 等（2015） ✓ ✓   ✓ ✓ ✓ 

王春平等

（2015） 

✓     ✓ ✓   

林進山（2016） ✓ ✓         

林光媚（2016）          ✓ 

胡欽太等

（2014） 

✓           

黃榮懷等

（2012） 

✓   ✓       

蔣東興等

（2015） 

✓           

總計 10 2 1 6 2 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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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校長智慧領導素養初步指標建構 

目前有關校長智慧領導素養之指標建構研究數量不足，為此本研究旨在根

據國內外學者對於校長智慧領導素養研究進行歸納與整理，以建構出校長智慧

領導素養指標體系，作為研究設計及編製問卷之參考依據。 

研究者依據前述校長智慧領導素養相關理論文獻之探討，歸納出校長智慧

領導素養其六大面向，並初步建立出「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系統」共 33 題，

如下： 

一、推動智慧學習 

1-1 提供數位學習資源 (Aion 等，2012)。 

1-2 建置學習管理平臺（數位學習平臺、個人學習履歷）(Aion 等，2012)。 

1-3 提供個人學習表現分析 (Aion 等，2012)。 

1-4 提供個性化學習 (Spector, 2014)。 

1-5 強化學生自主學習 (Spector, 2014)。 

1-6 建置互動平臺 (Ng 等，2010)。 

1-7 提供遠程教學 (Muhamad 等，2017)。 

二、倡導智慧教學 

2-1 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狀態 (Liu, 2009)。 

2-2 鼓勵創新教學模式（張奕華、吳權威，2014）。 

2-3 提供差異化教學 (Liu, 2009)。 

2-4 建置線上教學平臺 (Liu, 2009)。 

2-5 推行新評鑑模式（蔣東興等，2015）。 

三、建設智慧保健 

3-1 建置電子病歷 (Aion 等，2010)。 

3-2 建置健康監測系統（健康監測、健康生活方式追蹤）(Aion 等，2010)。 

3-3 提供行動醫療服務（遠距醫療、遠距照顧）(Ng 等，2010)。 

3-4 建置即時流行病預警系統 (Aion 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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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行智慧行政 

4-1 建置校務管理平臺（如辦公資訊系統、學生管理系統、人事管理系等）

(Aion 等，2012)。 

4-2 建置成員評鑑系統 (Aion 等，2012)。 

4-3 建置資源管理平臺 (Liu 等，2009)。 

4-4 建置科研支撐平臺（科研管理系統、協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蔣東興

等，2015）。 

4-5 建置移動辦公系統（如簽到簽退、申請審批、班級通知、作業佈置等功

能）(Xiao, 2013)。 

五、營造智慧環境 

5-1 設置安全管理系統（如門禁管理系統、緊急警報系統等）(Aion 等，

2012)。 

5-2 建置物聯感知系統（空調管理系統、燈光管理系統等）(Jerald & 

Premila, 2015)。 

5-3 提供智慧型生活服務（如校園一卡通）(Jerald & Premila, 2015)。 

5-4 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的利用 (Nelaturu 等，2010)。 

5-5 運用社交網絡 (Nelaturu 等，2010)。 

5-6 建置全校互聯網（黃榮懷等，2012）。 

5-7 運用智慧終端取得各種監測資訊 (Nelaturu 等，2010)。 

六、應用智慧綠能 

6-1 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智慧空調管理、智慧燈光管理等）(Aion

等，2010)。 

6-2 建置回收系統（如雨水回收系統）(Park 等，2015)。 

6-3 建置能耗管理系統（如能耗監控系統）(Aion 等，2010)。 

6-4 推動數位化達成校園無紙化 (Park 等，2015)。 

6-5 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如太陽能發電、風力供電系統）(Park 等，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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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希望透過對國內外教育機構、學者相關文獻的分析中，瞭解中小學

校長在從事智慧領導所需具備的能力，並據以探究校長智慧領導素養之內涵，

進而初步建構出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系統。其次在指標系統建構的部

分則採取模糊德懷術，透過實務工作者、學者之專家諮詢以進一步確立中小學

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層級與指標細目。最後再以層級分析法計算出各指標之

相對權重。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之蒐集，以調查研究方式獲得實證資料，藉

以檢視當今校長之智慧素養內涵。本章主要探討經由以模糊德懷術問卷施測後

所建構之中小學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以及層級分析法所建構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

導素養指標權重體系之研究成果。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

為研究對象；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為實施程序；第五節為資料處理與統

計分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為達成研究目的，在研究

架構的設計上，首先透過文獻探討，瞭解有關智慧領導素養的意涵，以及國內

外校長智慧領導素養的相關研究，並根據文獻完成「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

指標」的初步建構。 

為了建構在理論與實務上均適切的指標內涵，本研究先編製專家問卷，確

立問卷內容；並採用「模擬德懷術」修正指標，最後再以「層級分析法」計算

各指標之權重，如圖 3-1 所示。而各項步驟內容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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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 

壹、文獻探討部分 

  在確立研究主題後便進行文獻探討。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依據校長智慧

領導素養對應之六個向度推動智慧學習、倡導智慧教學、建設智慧保健、推行

智慧行政、營造智慧環境、應用智慧綠能，分別進行文獻的蒐集與整理，作為

本研究的理論基礎及研究工具的依據。 

貳、編擬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初稿 

  根據文獻探討歸納出的校長智慧領導素養之意涵，初步編擬校長智慧領導

素養指標初稿。 

參、編製專家審題問卷 

為避免指標有不周延之處，故在實施模糊德懷術前，先進行專家審題，以

確保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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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模糊德懷術問卷調查 

  本階段工作包括編製問卷、選定專家、統計分析問卷結果、修正指標，通

過模糊德懷術問卷調查整合學者、專家意見以建構指標。 

伍、指標建構 

依據模糊德懷術問卷的調查結果，以模糊權重統計方式評選指標。並運用

Expert Choice 2000，通過層級分析法計算學者、專家判斷之結果，瞭解指標間

之權重分配，進而暸解各指標間的相對重要性，並根據指標的重要度，建構校

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系統。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採取立意抽樣方式，針對研究需求來選取研究樣

本；並通過「模糊德懷術」，以該領域的學者、專家為標的母群體，作為施測的

對象，藉由其專業背景及實務經驗，以期匯聚共識，建構出一套中小學校長智

慧領導素養指標系統。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領導、智慧教育或資訊科技教育領

域的學者專家、教育領域的行政機關人員及學校校長三項，茲分述如下： 

壹、學者專家 

任教於大專院校教育與管理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且其學術專長係以校長

領導、智慧教育或資訊科技教育之相關領域為主。 

貳、教育領域的行政機關人員 

指現任或曾任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之行政人員，並且對智慧教育或資訊科技

教育領域具深刻理解與實務經驗者。 

參、學校校長 

選取具有實際智慧學校領導與實務經驗之校長，藉其豐富的實務經驗為智

慧提供意見。 

研究者根據當前在智慧教育或資訊科技教育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及智慧學

校之校長為研究對象，組成模糊德懷術專家小組，其名單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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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模糊德懷術專家小組（依姓氏筆畫排列） 

編號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1 王子華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 

2 何信璋 桃園市立光明國民中學校長 

3 李雪鳳 臺北市志清國民小學校長 

4 汪文麟 輔仁大學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5 尚漢鼎 臺北市蓬萊國民小學校長 

6 陳家祥 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校長 

7 曾秀珠 新北市北新國民小學校長 

8 馮立縈 桃園市義興國民小學校長 

9 劉遠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授 

10 蔡金田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為「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系統之專家審題問

卷」、「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系統建構之調査問卷」和「中小學校長智

慧領導素養指標系統相對權重問卷」。茲分述如下： 

壹、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系統之專家審題問卷 

    本問卷之內容，依據研究者於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初步建立之指標層面與

細項，自編成指標調查問卷。其包含「推動智慧學習」、「倡導智慧教學」、「建

設智慧保健」、「推行智慧行政」、「營造智慧環境」、「應用智慧綠能」六個層

面，下轄次級指標共 33 項。題項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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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 

層面 指標 

推動智慧學習 1-1 提供數位學習資源 

1-2 建置學習管理平臺（數位學習平臺、個人學習履歷） 

1-3 提供個人學習表現分析 

1-4 提供個性化學習 

1-5 強化學生自主學習 

1-6 建置互動平臺 

1-7 提供遠程教學 

倡導智慧教學 2-1 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狀態 

2-2 鼓勵創新教學模式 

2-3 提供差異化教學 

2-4 建置線上教學平臺 

2-5 推行新評鑑模式 

建設智慧保健 3-1 建置電子病歷 

3-2 建置健康監測系統（健康監測、健康生活方式追蹤） 

3-3 提供行動醫療服務（遠距醫療、遠距照顧） 

3-4 建置即時流行病預警系統 

推行智慧行政 4-1 建置校務管理平臺（如辦公資訊系統、學生管理系統、人

事管理系等） 

4-2 建置成員評鑑系統  

4-3 建置資源管理平臺 

4-4 建置科研支撐平臺（科研管理系統、協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4-5 建置移動辦公系統（如簽到簽退、申請審批、班級通知、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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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佈置等功能） 

營造智慧環境 5-1 建置安全管理系統（如門禁管理系統、緊急警報系統等） 

5-2 建置物聯感知系統（空調管理系統、燈光管理系統等） 

5-3 提供智慧型生活服務（如校園一卡通） 

5-4 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 

5-5 運用社交網絡 

5-6 建置全校互聯網 

5-7 運用智慧終端取得各種監測資訊 

應用智慧綠能 6-1 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智慧空調管理、智慧燈光管理

等） 

6-2 建置回收系統（如雨水回收系統） 

6-3 建置能耗管理系統（如能耗監控系統） 

6-4 推動數位化達成校園無紙化 

6-5 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如太陽能發電、風力供電系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根據文獻所初擬的指標系統，編成專家審題問卷。問卷設計分為「採用程

度」與「適切性」兩部分，前者分「採用」、「刪除」和「修改」三個選項供審

題專家勾選，並提供空間供審題專家針對每一項指標內容提供意見，藉此作為

指標修改之依據；後者以五點量表之形式，請專家進行指標適切性的勾選，其

中「1」為最不適切，「5」為最適切，藉此暸解專家小組整體對於各項指標適切

性的認知。藉由專家小組實務專家針對初步建構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進

行語詞及內容之修正，藉此增刪或整併評鑑指標，以確保指標在應用上更符合

實務現況。 

一、專家問卷指標修改意見統計 

本研究焦點團體有 10 人，成員包含教授 4 位，中小學智慧學校校長 6 位。

茲將專家小組針對指標適用程度之意見，各評鑑指標之適用、修改與刪除比例

表 3-2（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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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表） 

結果統計如表 3-3。 

表 3-3 

專家小組修改意見統計 

編號 指標內容 適用 修改 刪除 

1 推動智慧學習 100％ 0％ 0％ 

1-1 提供數位學習資源 90％ 10％ 0％ 

1-2 建置學習管理平臺（數位學習平臺、個人學

習履歷） 

80％ 20％ 0％ 

1-3 提供個人學習表現分析 70％ 20％ 10％ 

1-4 提供個性化學習 60％ 30％ 10％ 

1-5 強化學生自主學習 80％ 10％ 10％ 

1-6 建置互動平臺 60％ 30％ 10％ 

1-7 提供遠程教學 60％ 30％ 10％ 

2 倡導智慧教學 100％ 0％ 0％ 

2-1 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狀態 80％ 20％ 0％ 

2-2 鼓勵創新教學模式 100％ 0％ 0％ 

2-3 提供差異化教學 80％ 20％ 0％ 

2-4 建置線上教學平臺 90％ 0％ 10％ 

2-5 推行新評鑑模式 40％ 40％ 20％ 

3 建設智慧保健 90％ 10％ 0％ 

3-1 建置電子病歷 50％ 30％ 20％ 

3-2 建置健康監測系統（健康監測、健康生活方

式追蹤） 

70％ 30％ 0％ 

3-3 提供行動醫療服務（遠距醫療、遠距照顧） 50％ 10％ 40％ 

3-4 建置即時流行病預警系統 60％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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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表） 

表 3-3（續） 

4 推行智慧行政 100％ 0％ 0％ 

4-1 建置校務管理平臺（如辦公資訊系統、學生

管理系統、人事管理系等） 

70％ 30％ 0％ 

4-2 建置成員評鑑系統 70％ 10％ 20％ 

4-3 建置資源管理平臺 80％ 20％ 0％ 

4-4 建置科研支撐平臺（科研管理系統、協作研

究支援系統等) 

80％ 10％ 10％ 

4-5 建置移動辦公系統（如簽到簽退、申請審

批、班級通知、作業佈置等功能） 

80％ 20％ 0％ 

5 營造智慧環境 90％ 10％ 0％ 

5-1 建置安全管理系統（如門禁管理系統、緊急

警報系統等） 

90％ 10％ 0％ 

5-2 建置物聯感知系統（空調管理系統、燈光管

理系統等） 

100％ 0％ 0％ 

5-3 提供智慧型生活服務（如校園一卡通） 90％ 10％ 0％ 

5-4 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 60％ 30％ 10％ 

5-5 運用社交網絡 80％ 10％ 10％ 

5-6 建置全校互聯網 80％ 20％ 0％ 

5-7 運用智慧終端取得各種監測資訊 80％ 20％ 0％ 

6 應用智慧綠能 100％ 0％ 0％ 

6-1 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智慧空調管理、

智慧燈光管理等） 

100％ 0％ 0％ 

6-2 建置回收系統（如雨水回收系統） 80％ 20％ 0％ 

6-3 建置能耗管理系統（如能耗監控系統） 70％ 30％ 0％ 

6-4 推動數位化達成校園無紙化 80％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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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續） 

（續下表） 

6-5 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如太陽能發電、風

力供電系統） 

90％ 0％ 1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本研究首先將初擬之專家問卷，邀請 10 位專家學者針對各指標勾選「適

合」、「修改」及「刪除」建議（詳見表 3-3），並且提供內容的修正意見。在表

4-1 中評鑑指標意見修改統計在「適用」及「修改」百分比合計為 100％者，僅

作文字修正；為 60-100％之間者，將依據專家之意見進行大幅度修正與整併；

「刪除」意見百分比合計高於 50％者，將予以刪除。其中有 21 項指標內容獲

致焦點團體委員共識認為適用，僅需稍作語詞文字上之修改即可；另有 14 項指

標在「適用」及「修改」百分比合計為 60-100％之間，認為其內涵不清晰或與

其他題目雷同及重疊者，應加以區分或明確定義清楚。另外，根據專家之意

見，在層面三「建設智慧保健」中，將新增指標 3-5「建置校園環境空氣品質監

測系統」。 

（二）專家問卷指標修正結果 

本研究初擬之專家問卷，依據專家學者回饋意見，酌修指標及評估因數內

容，最後形成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模糊德懷術問卷。歸納統整專家團

體修正之意見，與回應處理情形，修正前後對照表詳如表 3-4： 

表 3-4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專家問卷修正對照 

原指標內容 修改意見 修正後指標內容 

層面一：推動智慧學習 1.無 推動智慧學習 

1-1 提供數位學習資源 1.改為學校提供 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源 

1-2 建置學習管理平（數

位學習平臺、個人學

習履歷） 

1.建置線上學習平臺 

2.修改為建置或提供學  

生 

建置或提供學生線上學

習平臺（數位學習平

臺、個人學習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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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續） 

（續下表） 

1-3 提供個人學習表現 

分析 

1.改為提供學生 

2.修改為學習診斷分析 

提供學生個人學習診斷

分析 

1-4 提供個性化學習 1.改為個人化 

2.改為提供學生 

3.改為學習資源 

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資

源 

1-5 強化學生自主學習 1.改為提供自主學習派

課機制 

提供學生自主學習派課

機制 

1-6 建置互動平臺 1.改為線上平臺建置師

生互動功能 

建置線上平臺之師生互

動功能 

1-7 提供遠程教學 1.改為遠程或遠距 

2.改為增加線上學習平

臺建置遠程教學功能 

建置線上學習平臺之遠

距教學功能 

層面二：倡導智慧教學 1.無 倡導智慧教學 

2-1 掌握學生即時的學 

習狀態 

1.改為學習成效 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成

效 

2-2 鼓勵創新教學模式 1.無 鼓勵教師創新教學模式 

2-3 提供差異化教學 1.改為鼓勵教師進行 

2.提供班級內差異化教

學資源 

鼓勵教師進行並提供班

級內差異化教學資源 

2-4 建置線上教學平臺 1.宜定義 建置線上教學平臺，遠

距為學生提供教材、作

業及測驗等 

2-5 推行新評鑑模式 1.改為推動多元 

2.改為鼓勵多元 

3.宜定義 

鼓勵教師推行多元評鑑

模式（通過數據更全面

的評鑑教學與學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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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表） 

表 3-4（續） 

現） 

層面三：建設智慧保健 1.改為建置智慧保健系

統 

建置智慧保健 

3-1 建置電子病歷 1.改為建置學生就診記

錄 

2.改為建置健康履歷 

建置學生電子健康履歷

及就診記錄 

3-2 建置健康監測系統 

（健康監測、健康生 

活方式追蹤） 

1.改為（身高、體重、

視力、體適能等測試） 

2.改為建置或運用 

建置或運用健康監測系

統（身高、體重、視

力、體適能等監測） 

3-3 提供行動醫療服務

（遠距醫療、遠距照

顧） 

1.改為（健康醫療診

斷；醫療常識、醫療

諮詢等） 

2.宜定義 

提供行動醫療服務（遠

距的健康醫療診斷、醫

療常識、醫療諮詢等） 

3-4 建置即時流行病預 

警系統 

1.改為善用 

2.宜定義 

善用即時流行病預警系

統，為所有教職員生發

出流行病的警報，並提

供即時資訊 

3-5 無 1.新增指標 建置校園環境空氣品質

監測系統 

層面四：推行智慧行政 1.無 推行智慧行政 

4-1 建置校務管理平臺

（如辦公資訊系統、

學生管理系統、人事

管理系等） 

1.改為校務行政 

2.改為建置或善用 

建置或善用校務行政管

理平臺（如辦公資訊系

統、學生管理系統、人

事管理系等） 

4-2 建置成員評鑑系統 1.修正名稱 建置成員績效評鑑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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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續） 

（續下表） 

4-3 建置資源管理平臺 1.宜舉例 

2.加強說明 

建置學校資源管理平

臺，對學校人、財、物

等資源進行統一管理 

4-4 建置科研支撐平臺

（科研管理系統、協

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1.改為科研或技研 建置科研或技研支撐平

臺（科研管理系統、協

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4-5 建置移動辦公系統

（如簽到簽退、申請

審批、班級通知、作

業佈置等功能） 

1.改為行動辦公系統（ 

2.改為規劃行動辦公系

統 

規劃並建置行動辦公系

統（如簽到簽退、申請

審批、班級通知、作業

佈置等功能） 

層面五：營造智慧環境 1.無 營造智慧環境 

5-1 建置安全管理系統

（如門禁管理系統、

緊急警報系統等） 

1.改為校園安全監測 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理

系統（如門禁管理系

統、緊急警報系統等） 

5-2 建置物聯感知系統

（空調管理系統、燈

光管理系統等） 

1.建置校園 建置校園建築的物聯感

知系統（空調管理系

統、燈光管理系統等） 

5-3 提供智慧型生活服務

（如校園一卡通） 

1.增加舉例  提供師生智慧型生活服

務（如校園一卡通、智

慧手環等） 

5-4 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 1.增加提升效能 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提

升學校效能 

5-5 運用社交網絡 1.無 運用社交網絡 

5-6 建置全校互聯網 1.改為友善環境 建置全校互聯網友善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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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續） 

5-7 運用智慧終端取得各

種監測資訊 

1.宜定義 運用智慧終端跟蹤和記

錄學生各類素養成長情

況，以取得各種監測資

訊 

層面六：應用智慧綠能 1.無 應用智慧綠能 

6-1 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

系統（智慧空調管

理、智慧燈光管理

等） 

1.宜與 5-2 區分 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

統，通過感知環境的狀

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

降低能源消耗 

6-2 建置回收系統（如雨

水回收系統） 

1.改為物聯網回收系統 

2.宜與 5-2 區分 

建置物聯網資源回收系

統（如雨水回收系統、

落葉及廚餘堆肥等） 

6-3 建置能耗管理系統

（如能耗監控系統） 

1.改為監控校園能耗 

2.改為能源 

3.需再具體化內容 

建置監控校園能源管理

系統，對校園能源的使

用及消耗進行監控與記

錄 

6-4 推動數位化達成校園

無紙化 

1.改為推動校園無紙化 推動校園無紙化 

6-5 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

統（如太陽能發電、

風力供電系統） 

1.校內較無必要性或必

須性 

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統

（如太陽能發電、風力

供電系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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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系統建構模糊德懷術問卷 

本調査問卷之內容，依據專家審題問卷之結果而編製。問卷分為填答說

明、與問卷內容兩部分，為結構式問卷。採取九點量表之形式，評定尺度數字

越大代表其適切性越高。請專家選取其最大、最少及最可能的重要程度區間。 

參、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系統相對權重問卷 

本調査問卷係依據「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系統建構之調査問卷」之結果

編製而成。採用層級分析法之問卷設計，以九點量表形式依次為指標進行兩兩

比較，以評估各項指標間的重要性。評定尺度為「同等重要」、「稍微重要」、

「重要」、「相當重要」、「極為重要」五個尺度，加上相鄰尺度的中間值，形成

九點量表。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組成模糊德懷術專家小組並實施問卷調查、回收問卷

的資料處理。實施程序茲分述如下：  

壹、寄發問卷 

本研究對象為由校長領導領域的學者專家、教育領域的行政機關人員及學

校校長三者組成的模糊德懷術專家小組。寄送問卷前，研究者就所擬邀請的專

家名單，先以電子信件、致電或親自拜訪的方式，告知專家本研究之目的，懇

請協助填寫問卷。在徵得其首肯、並明白本研究旨意後，即逕行寄送問卷。同

時，為提高本研究問卷回收率，每份問卷皆附上請託信函、回郵信封及填答贈

禮乙份。 

本研究共使用三份問卷，具體之寄出時間如下： 

一、專家審題問卷：2020 年 3 月 06 日，共寄出 10 份。 

二、模糊德懷術問卷：2020 年 3 月 24 日，共寄出 10 份。 

三、相對權重問卷：2020 年 4 月 17 日，共寄出 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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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問卷回收 

問卷回收後進行分類及編碼，並將資料整理及建檔，剔除填答不完整之問

卷並刪除無效樣本。最後進行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共進行三次問卷調查，具體之回收時間如下： 

一、專家審題問卷：於 2020 年 3 月 21 日，收回 10 份，回收率 100%。 

二、模糊德懷術問卷：於 2020 年 4 月 14 日，收回 10 份，回收率 100%。 

三、相對權重問卷：於 2020 年 5 月 8 日，收回 10 份，回收率 100%。 

第五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資料處理之方法可分成專家審題問卷、模糊德懷術問卷和相對權重

問卷三部分，茲分述如下： 

壹、專家審題問卷 

在專家審題問卷中，主要由學者、專家針對初步擬定之指標進行適切性評

估。在整合其增減、修改之建議後，透過描述性統計分析，以平均數與標準差

等方法計算各指標適切性等級，並依據結果進行指標的修正。 

貳、模糊德懷術問卷 

本研究有關模糊德懷術之計算採用 Microsoft Excel 2019 進行處理，通過其

運算功能，整合各專家之意見，其過程如下：  

一、建立三角模糊數 

根據問卷回收所得，各專家評估值的資料，對各項指標建立可行性及重要

性程度的三角模糊數。以專家勾選之最低值為其共識之最小適切值（L），專家

勾選之最高值為其共識之最大適切值（U），中間值則採用 Cheng 與 Hwang 

(1992) 之意見，以專家勾選之最可能值之幾何平均數計算（M）。 

二、反模糊化 

根據前述模糊集合反模糊化的方法，通過隸屬函數及各指標的三角模糊

數，計算出各指標之左界值與右界值與效果總值。計算方式根據吳政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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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的研究如下所示： 

（一）由最大集隸屬函數與該模糊數的模糊函數求出右界值 

μR (A) = Max [ L/ (1+L-M) , U/ (1+U-M) ] 

（二）由最小集隸屬函數與該模糊函數求出左界值 

μL (A) = Max [ 1-L/ (1+L-M) , 1-U/ (1+U-M) ] 

（三）由左右界值之計算，得出該三角模糊數 A 之效用總值 

μT (A) = sup[μR (A) +1-μL (A) ] /2 

三、篩選評估準則 

研究以每項指標的三角模糊隸屬函數中的幾何平均數，代表決策群體之共

識。最後依研究目的的決定門檻值 α，篩選出適當的「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

標」，以完成指標系統，回答本研究待答問題之一。 

參、相對權重問卷 

本研究通過 Expert Choice 2000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以計算出各指標的之權重

值。問卷回收後，將所得資料進行一致性考驗。經過軟體分析後，其不一致性

判斷值與全部階層不一致性判斷值皆需少於.1，不符合之問卷將予以剔除。通

過邏輯一致性檢定後，再依照結果來判斷整體指標之權重分配、各層級指標的

權重分配與排序，以回答本研究待答問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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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建構臺灣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與權重體系，根據本研

究設計，研究先透過專家小組進行指標內容修正；其次，採取模糊德懷術進行

指標之篩選；最後，透過模糊集合進行解模糊化將篩選之指標加以排序。據

此，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結果分析；第二

節為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權重之訂定；第三節為結果討論與分析。 

第一節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結果分析 

本研究藉由對專家小組進行模糊德懷術問卷調查，薈萃專家們的共識，以

對指標進行篩選，確保指標在應用上更符合實務現況。本節僅就專家問卷調查

部份，將有關模糊德懷術小組委員所填答之結果，進行統計分析，以瞭解其差

異性。完成各指標的統計結果與分析後，將進行指標的刪除處理。 

有關模糊德懷術小組成員的人數，根據 Reza 與 Vassilis (1988)的觀點，德

懷術的樣本以 10 至 15 個參與意見者即已足夠，群體的誤差值較低。王文科

（1996）也認為德菲術專家超過 10 人時，成員間的誤差可降到最低，相對地信

度會最高。據此，本研究邀請專家人數為 10 人（如表 3-1），已符合模糊德懷術

之最低要求人數原則。 

壹、各指標的三角模糊數計算 

本研究之模糊德懷術問卷採 10 點量表，依回收之 10 位專家學者之意見進

行整合，解模糊化後求得效果總值。各評鑑層面與評鑑指標之總值以所有專家

意見中最低者為最小適切值，最高者為最大適切值，而中問數值則採吳政達 

（2008）所用 Chen 與 Hwang(1992)的看法，以幾何平均數代表之，並進而求得

各個指標與層面的效果總值，代表所有專家對該指標與層面的重要性看法，其

中，L 表示最小適切值，M 表示最有可能值之幾何平均數，U 表示最大適切

值，以下就各項指標所得之三角模糊數值別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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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智慧學習」層面之三角模糊數資料分析 

    由「推動智慧學習」層面之三角模糊數值分析之（如表 4-1），專家所認為

的最小適切值(L)介於.5 至.7，最大値(U)皆為 1，最有可能值(M)則介於.778

至.887，研究者依此數據初步推論，專家學者對於「推動智慧學習」層面及其 7

項指標皆有相當程度的重視，亦即肯定本研究採用該層面與 7 項指標作為評價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的標的。 

表 4-1 

「推動智慧學習」層面之三角模糊數 

指標 
三角模糊數 

L M U 

層面一 推動智慧學習 .7 .887 1 

1-1 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源 .6 .836 1 

1-2 建置或提供學生線上學習平臺（數位學習平

臺、個人學習履歷） 
.7 .867 1 

1-3 提供學生個人學習診斷分析 .6 .806 1 

1-4 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資源 .5 .787 1 

1-5 提供學生自主學習派課機制 .5 .778 1 

1-6 建置線上平臺之師生互動功能 .6 .828 1 

1-7 建置線上學習平臺之遠距教學功能 .6 .807 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倡導智慧教學」層面之三角模糊數資料分析 

由「倡導智慧教學」層面之三角模糊數值分析之（如表 4-2），專家所認為

的最小適切值(L)介於.6 至.7，最大値(U)皆為 1，最有可能值(M)則介於.776

至.877，研究者依此數據初步推論，專家學者對於「倡導智慧教學」層面及其 5

項指標皆有相當程度的重視，亦即肯定本研究採用該層面與 5 項指標作為評價

5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69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的標的。 

表 4-2 

「倡導智慧教學」層面之三角模糊數 

指標 
三角模糊數 

L M U 

層面二 倡導智慧教學 .7 .872 1 

2-1 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成效 .7 .877 1 

2-2 鼓勵教師創新教學模式 .6 .835 1 

2-3 鼓勵教師進行並提供班級內差異化教學資源 .6 .803 1 

2-4 建置線上教學平臺，遠距為學生提供教材、作

業及測驗等 
.6 .839 1 

2-5 鼓勵教師推行多元評鑑模式（通過數據更全面

的評鑑教學與學習表現） 
.6 0.776 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建置智慧保健」層面之三角模糊數資料分析 

由「建置智慧保健」層面之三角模糊數值分析之（如表 4-3），專家所認為

的最小適切值(L)介於.1 至.6，最大値(U)介於.9 至 1，最有可能值(M)則介於.546

至.820，研究者依此數據初步推論，專家學者對於指標 3-3「提供行動醫療服務

（遠距的健康醫療診斷、醫療常識、醫療諮詢等）」的認可程度較低，而對於

「建置智慧保健」層面及另外 4 項指標皆有相當程度的重視，可以作為評價中

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的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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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建置智慧保健」層面之三角模糊數 

指標 
三角模糊數 

L M U 

層面三 建置智慧保健 .6 .747 .9 

3-1 建置學生電子健康履歷及就診記錄 .4 .705 .9 

3-2 建置或運用健康監測系統（身高、體重、視

力、體適能等監測） 
.4 .792 1 

3-3 提供行動醫療服務（遠距的健康醫療診斷、醫

療常識、醫療諮詢等） 
.1 .546 .9 

3-4 善用即時流行病預警系統，為所有教職員生發

出流行病的警報，並提供即時資訊 
.5 .727 1 

3-5 建置校園環境空氣品質監測系統 .6 .820 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推行智慧行政」層面之三角模糊數資料分析 

由「推行智慧行政」層面之三角模糊數值分析之（如表 4-4），專家所認為

的最小適切值(L)介於.4 至.7，最大値(U)皆為 1，最有可能值(M)則介於.716

至.877，研究者依此數據初步推論，專家學者對於「推行智慧行政」層面及其 5

項指標皆有相當程度的重視，亦即肯定本研究採用該層面與 5 項指標作為評價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的標的。 

 

 

 

 

 

6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69

表 4-4 

「推行智慧行政」層面之三角模糊數 

指標 
三角模糊數 

L M U 

層面四 推行智慧行政 0.7 .877 1 

4-1 建置或善用校務行政管理平臺（如辦公資訊系

統、學生管理系統、人事管理系等） 
.7 .872 1 

4-2 建置成員績效評鑑系統 .4 .723 1 

4-3 建置學校資源管理平臺，對學校人、財、物等

資源進行統一管理 
.7 .856 1 

4-4 建置科研或技研支撐平臺（科研管理系統、協

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5 .715 1 

4-5 規劃並建置行動辦公系統（如簽到簽退、申請

審批、班級通知、作業佈置等功能） 
.6 .822 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五、「營造智慧環境」層面之三角模糊數資料分析 

由「營造智慧環境」層面之三角模糊數值分析之（如表 4-5），專家所認為

的最小適切值(L)介於.4 至.7，最大値(U)皆為 1，最有可能值(M)則介於.747

至.859，研究者依此數據初步推論，專家學者對於「營造智慧環境」層面及其 5

項指標皆有相當程度的重視，亦即肯定本研究採用該層面與 7 項指標作為評價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的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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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營造智慧環境」層面之三角模糊數 

指標 
三角模糊數 

L M U 

層面五 營造智慧環境 .7 .846 1 

5-1 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理系統（如門禁管理系

統、緊急警報系統等） 
.6 .859 1 

5-2 建置校園建築的物聯感知系統（空調管理系

統、燈光管理系統等） 
.4 .773 1 

5-3 提供師生智慧型生活服務（如校園一卡通、智

慧手環等） 
.5 .765 1 

5-4 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提升學生效能 .6 .815 1 

5-5 運用社交網絡 .5 .774 1 

5-6 建置全校互聯網友善環境 .4 .747 1 

5-7 運用智慧終端跟蹤和記錄學生各類素養成長情

況，以取得各種監測資訊 
.5 .789 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六、「應用智慧綠能」層面之三角模糊數資料分析 

由「應用智慧綠能」層面之三角模糊數值分析之（如表 4-6），專家所認為

的最小適切值(L)介於.5 至.6，最大値(U)皆為 1，最有可能值(M)則介於.765

至.829，研究者依此數據初步推論，專家學者對於「應用智慧綠能」層面及其 5

項指標皆有相當程度的重視，亦即肯定本研究採用該層面與 5 項指標作為評價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的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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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應用智慧綠能」層面之三角模糊數 

指標 
三角模糊數 

L M U 

層面六 應用智慧綠能 .6 .814 1 

6-1 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通過感知環境的狀

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降低能源消耗 

.6 .784 1 

6-2 建置物聯網資源回收系統（如雨水回收系統、

落葉及廚餘堆肥等） 

.5 .765 1 

6-3 建置監控校園能源管理系統，對校園能源的使

用及消耗進行監控與記錄 

.6 .810 1 

6-4 推動校園無紙化 .6 .829 1 

4-5 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如太陽能發電、風力

供電系統） 

.5 .777 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各指標三角模糊數之數模糊化 

本研究依求得層面及指標的三角模糊數，以 Chen 與 Hwang(1992)提出之模

糊集合反模糊化的方法，利用 Microsoft Excel 軟體計算各項指標之右界值、左

界值及效果總值，並以效果總值代表專家對各項指標的共識值。以下分別就各

項指標之反模糊化值分析之。 

一、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各層面之反模糊化值 

依據 Chen 與 Hwang (1992)提出可由研究者自行界定門檻，故中小學校長

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各層面經由反模糊化計算出左界值、右界值及效果總值後，

依效果總值之結果，本研究將門檻值設為. 6，若效果總值低於.6 之指標者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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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刪除，其篩選結果如表 4-7 所示。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各層面採取反糊模化計算後，六項層面之效

果總值依序為：「推動智慧學習」為.823、「倡導智慧教學」為.815、「建置智慧

保健」為.715、「推行智慧行政」為.817、「營造智慧環境」為.802、「應用智慧

綠能」為.757。 

六項層面之效果總值介於.715 至.823 之問，達門檻值.6 之水準，故本研究

將此六項層面盡數保留，即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之層面包含：「推動智

慧學習」、「倡導智慧教學」、「建置智慧保健」、「推行智慧行政」、「營造智慧環

境」、「應用智慧綠能」六項。 

表 4-7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各層面之效果總值 

層面 左界值 右界值 效果總值 是否保留 

1 推動智慧學習 .252 .898 .823 保留 

2 倡導智慧教學 .255 .886 .815 保留 

3 建置智慧保健 .348 .780 .715 保留 

4 推行智慧行政 .254 .890 .817 保留 

5 營造智慧環境 .261 .866 .802 保留 

6 應用智慧綠能 .329 0.843 .757 保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各指標之反模糊化值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各指標經反模糊化計算後，其效果總值之結

果分析如下： 

（一）「推動智慧學習」項下指標之反模糊化值 

「推動智慧學習」項下指標的效果總值依序為：「1-1 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

源」之效果總值為.767；「1-2 建置或提供學生線上學習平臺（數位學習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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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學習履歷）」之效果總值為.812；「1-3 提供學生個人學習診斷分析」之效果

總值為.753；「1-4 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資源」之效果總值為.718；「1-5 提供學

生自主學習派課機制」之效果總值為.713；「1-6 建置線上平臺之師生互動功

能」之效果總值為.763；1-7「建置線上學習平臺之遠距教學功能」之效果總值

為.753。 

「推動智慧學習」項下指標的效果總值介於.713 至.812 之間，各指標的效

果總值皆達到門檻值.6 水準，故此層面項下指標全部保留。 

（二）「倡導智慧教學」項下指標之反模糊化值 

「倡導智慧教學」項下指標的效果總值依序為：「2-1 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

成效」之效果總值為.818；「2-2 鼓勵教師創新教學模式」之效果總值為.767；

「2-3 鼓勵教師進行並提供班級內差異化教學資源」之效果總值為.751；「2-4 建

置線上教學平臺，遠距為學生提供教材、作業及測驗等」之效果總值為.769；

「2-5 鼓勵教師推行多元評鑑模式（通過數據更全面的評鑑教學與學習表現）」

之效果總值為.738。 

「倡導智慧教學」項下指標的效果總值介於.738 至.818 之間，各指標的效

果總值皆達到門檻值.6 水準，故此層面項下指標全部保留。 

（三）「建置智慧保健」項下指標之反模糊化值 

「建置智慧保健」項下指標的效果總值依序為：「3-1 建置學生電子健康履

歷及就診記錄」之效果總值為.646；「3-2 建置或運用健康監測系統（身高、體

重、視力、體適能等監測）」之效果總值為.698；「3-3 提供行動醫療服務（遠距

的健康醫療診斷、醫療常識、醫療諮詢等）」之效果總值為.521；「3-4 善用即時

流行病預警系統，為所有教職員生發出流行病的警報，並提供即時資訊」之效

果總值為.689；「3-5 建置校園環境空氣品質監測系統」之效果總值為.759。 

「建置智慧保健」項下指標的效果總值介於.521 至.759 之間，除了「3-3 提

供行動醫療服務（遠距的健康醫療診斷、醫療常識、醫療諮詢等）」之外，其他

指標的效果總值皆達到門檻值.6 水準，故此層面項下指標除「3-3」外全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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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指標「3-3」則刪除。 

（四）「推行智慧行政」項下指標之反模糊化值 

「推行智慧行政」項下指標的效果總值依序為：「4-1 建置或善用校務行政

管理平臺（如辦公資訊系統、學生管理系統、人事管理系等）」之效果總值

為.815；「4-2 建置成員績效評鑑系統」之效果總值為.664；「4-3 建置學校資源

管理平臺，對學校人、財、物等資源進行統一管理」之效果總值為.807；「4-4

建置科研或技研支撐平臺（科研管理系統、協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之效果總

值為.683；「4-5 規劃並建置行動辦公系統（如簽到簽退、申請審批、班級通

知、作業佈置等功能）」之效果總值為.760。 

「推行智慧行政」項下指標的效果總值介於.664 至.815 之間，各指標的效

果總值皆達到門檻值.6 水準，故此層面項下指標全部保留。 

（五）「營造智慧環境」項下指標之反模糊化值 

「營造智慧環境」項下指標的效果總值依序為：「5-1 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

理系統（如門禁管理系統、緊急警報系統等）」之效果總值為.779；「5-2 建置校

園建築的物聯感知系統（空調管理系統、燈光管理系統等）」之效果總值

為.689；「5-3 提供師生智慧型生活服務（如校園一卡通、智慧手環等）」之效果

總值為.707；「5-4 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提升學校效能」之效果總值為.757；「5-5

運用社交網絡」之效果總值為.711；「5-6 建置全校互聯網友善環境」之效果總

值為.676；「5-7 運用智慧終端跟蹤和記錄學生各類素養成長情況，以取得各種

監測資訊」之效果總值為.719。 

「營造智慧環境」項下指標的效果總值介於.676 至.779 之間，各指標的效

果總值皆達到門檻值.6 水準，故此層面項下指標全部保留。 

（六）「應用智慧綠能」項下指標之反模糊化值 

「應用智慧綠能」項下指標的效果總值依序為：「6-1 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

系統，通過感知環境的狀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降低能源消耗」之效果總值

為.742；「6-2 建置物聯網資源回收系統（如雨水回收系統、落葉及廚餘堆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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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表） 

等）」之效果總值為.707；「6-3 建置監控校園能源管理系統，對校園能源的使用

及消耗進行監控與記錄」之效果總值為.754；「6-4 推動校園無紙化」之效果總

值為.764；「6-5 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如太陽能發電、風力供電系統）」之效

果總值為.713。 

「應用智慧綠能」項下指標的效果總值介於.707 至.764 之間，各指標的效

果總值皆達到門檻值.6 水準，故此層面項下指標全部保留。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各指標之反模糊化值，如表 4-8 所示： 

表 4-8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各指標之反模糊化值 

指標 左界值 右界值 效果總值 是否保留 

層面一 推動智慧學習     

1-1 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源 .323 .859 .767 保留 

1-2 建置或提供學生線上學

習平臺（數位學習平

臺、個人學習履歷） 

.256 .882 .812 保留 

1-3 提供學生個人學習診斷

分析 
.331 .837 .753 保留 

1-4 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資

源 
.388 .825 .718 保留 

1-5 強化學生自主學習派課

機制 
.391 .818 .713 保留 

1-6 建置線上平臺之師生互

動功能 
.325 .853 .763 保留 

1-7 建置線上學習平臺之遠

距教學功能 
.331 .838 .753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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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續） 

層面二 倡導智慧教學     

2-1 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成

效 
.254 .891 .818 保留 

2-2 鼓勵教師創新教學模式 .323 .859 .767 保留 

2-3 鼓勵教師進行並提供班

級內差異化教學資源 
.332 .835 .751 保留 

2-4 建置線上教學平臺，遠

距為學生提供教材、作

業及測驗等 

.322 .861 .769 保留 

2-5 鼓勵教師推行多元評鑑

模式（通過數據更全面

的評鑑教學與學習表

現） 

.340 .817 .738 保留 

層面三 建置智慧保健     

3-1 建置學生電子健康履歷

及就診記錄 
.459 .753 .646 保留 

3-2 建置或運用健康監測系

統（身高、體重、視

力、體適能等監測） 

.430 .828 .698 保留 

3-3 提供行動醫療服務（遠

距的健康醫療診斷、醫

療常識、醫療諮詢等） 

.622 .664 .521 不保留 

3-4 善用即時流行病預警系

統，為所有教職員生發

出流行病的警報，並提

.407 .785 .689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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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續） 

供即時資訊 

3-5 建置校園環境空氣品質

監測系統 
.327 .847 .759 保留 

層面四 推行智慧行政     

4-1 建置或善用校務行政管

理平臺（如辦公資訊系

統、學生管理系統、人

事管理系等） 

.255 .886 . 815 保留 

4-2 建置成員績效評鑑系統 .453 .783 .664 保留 

4-3 建置學校資源管理平

臺，對學校人、財、物

等資源進行統一管理 

.259 .874 .807 保留 

4-4 建置科研或技研支撐平

臺（科研管理系統、協

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411 .778 .683 保留 

4-5 規劃並建置行動辦公系

統（如簽到簽退、申請

審批、班級通知、作業

佈置等功能） 

.327 .849 .760 保留 

層面五 營造智慧環境     

5-1 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理

系統（如門禁管理系

統、緊急警報系統等） 

.317 .876 .779 保留 

5-2 建置校園建築的物聯感

知系統（空調管理系
.436 .815 .689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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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續） 

統、燈光管理系統等） 

5-3 提供師生智慧型生活服

務（如校園一卡通、智

慧手環等） 

.394 .810 .707 保留 

5-4 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提

升學校效能 
.329 .844 .757 保留 

5-5 運用社交網絡 .392 .815 .711 保留 

5-6 建置全校互聯網友善環

境 
.445 .798 .676 保留 

5-7 運用智慧終端跟蹤和記

錄學生各類素養成長情

況，以取得各種監測資

訊 

.387 .826 .719 保留 

層面六 應用智慧綠能     

6-1 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

統，通過感知環境的狀

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

降低能源消耗 

.337 .822 .742 保留 

6-2 建置物聯網資源回收系

統（如雨水回收系統、

落葉及廚餘堆肥等） 

.395 .810 .707 保留 

6-3 建置監控校園能源管理

系統，對校園能源的使

用及消耗進行監控與記

錄 

.330 .840 .754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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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續） 

6-4 推動校園無紙化 .325 .854 .764 保留 

6-5 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統

（如太陽能發電、風力

供電系統） 

.391 .818 .713 保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篩選後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 

本研究透過效果總值的計算及篩選，首先從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

之六項層級觀察，效果總值介於.715 至.823 之間，達門檻值.6 之標準，故全部

保留。其次，從層面三之項下 5 項指標中，在「3-3 提供行動醫療服務（遠

距的健康醫療診斷、醫療常識、醫療諮詢等）」其效果總值為.521，低於本研究

之門檻值.6，故予以刪除。最後，本研究共計保留六項層級及其項下共 33 項指

標，內容如下： 

  層面一「推動智慧學習」，包含指標：「1-1 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源」、「1-2

建置或提供學生線上學習平臺（數位學習平臺、個人學習履歷）」、「1-3 提供學

生個人學習診斷分析」、「1-4 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資源」、「1-5 提供學生自主學

習派課機制」、「1-6 建置線上平臺之師生互動功能」、「1-7 建置線上學習平臺之

遠距教學功能」七項。 

  層面二「倡導智慧教學」，包含指標：「2-1 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成效」、「2-

2 鼓勵教師創新教學模式」、「2-3 鼓勵教師進行並提供班級內差異化教學資

源」、「2-4 建置線上教學平臺，遠距為學生提供教材、作業及測驗等」、「2-5 鼓

勵教師推行多元評鑑模式（通過數據更全面的評鑑教學與學習表現）」五項。 

  層面三「建置智慧保健」，包含指標：「3-1 建置學生電子健康履歷及就診記

錄」、「3-2 建置或運用健康監測系統（身高、體重、視力、體適能等監測）」、

「3-3 善用即時流行病預警系統，為所有教職員生發出流行病的警報，並提供即

時資訊」、「3-4 建置校園環境空氣品質監測系統」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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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表） 

層面四「推行智慧行政」，包含指標：「4-1 建置或善用校務行政管理平臺

（如辦公資訊系統、學生管理系統、人事管理系等）」、「4-2 建置成員績效評鑑

系統」、「4-3 建置學校資源管理平臺，對學校人、財、物等資源進行統一管

理」、「4-4 建置科研或技研支撐平臺（科研管理系統、協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4-5 規劃並建置行動辦公系統（如簽到簽退、申請審批、班級通知、作業佈置

等功能）」五項。 

層面五「營造智慧環境」，包含指標：「5-1 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理系統（如

門禁管理系統、緊急警報系統等）」、「5-2 建置校園建築的物聯感知系統（空調

管理系統、燈光管理系統等）」、「5-3 提供師生智慧型生活服務（如校園一卡

通、智慧手環等）」、「5-4 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提升學校效能」、「5-5 運用社交

網絡」、「5-6 建置全校互聯網友善環境」、「5-7 運用智慧終端跟蹤和記錄學生各

類素養成長情況，以取得各種監測資訊」七項。 

層面六「應用智慧綠能」，包含指標：「6-1 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通過

感知環境的狀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降低能源消耗」、「6-2 建置物聯網資源回收

系統（如雨水回收系統、落葉及廚餘堆肥等）」、「6-3 建置監控校園能源管理系

統，對校園能源的使用及消耗進行監控與記錄」、「6-4 推動校園無紙化」、「6-5

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如太陽能發電、風力供電系統）」五項。 

上述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前後之對照如表 4-9 所示： 

表 4-9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前後對照 

指標 原指標數 保留指標數 

層面一 推動智慧學習 7 7 

層面二 倡導智慧教學 5 5 

層面三 建置智慧保健 5 4 

層面四 推行智慧行政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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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續） 

層面五 營造智慧環境 7 7 

層面六 應用智慧綠能 5 5 

合計 34 3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權重之訂定 

根據效果總值完成指標篩選後，本研究以層級分析法方式確立各項指標之

權重體系，結果茲分述如下： 

壹、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各層面之權重與排序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共包含六個層面，專家小組對各層面之評定

結果不一致性為.04 已達<.1 之標準。各層面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如圖 4-1 所

示： 

 

圖 4-1 各層面之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經層級分析法，其六個層面的權重與排序，

由重要性高至低，以「層面二 倡導智慧教學」（32.6%）最為重要，其次為「層

面一 推動智慧學習」（32.5%），第三為「層面四 推行智慧行政」（18.4%），第

四為「層面五 營造智慧環境」（7.5%），第五為「層面三 建置智慧保健」

（4.8%），最後為「層面六 應用智慧綠能」（4.2%），結果如表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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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各層面之權重與排序 

層面 效果總值 權重(%) 排序 

層面一 推動智慧學習 .823 32.5% 2 

層面二 倡導智慧教學 .815 32.6% 1 

層面三 建置智慧保健 .715 4.8% 5 

層面四 推行智慧行政 .817 18.4% 3 

層面五 營造智慧環境 .802 7.5% 4 

層面六 應用智慧綠能 .757 4.2% 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各指標之權重與排序 

一、「推動智慧學習」項下指標之權重與排序 

層面一「推動智慧學習」項下共包含 7 項指標，專家小組對此層面之評定

結果不一致性為.04 已達<.1 之標準。各層面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如圖 4-2 所

示： 

 

圖 4-2「推動智慧學習」項下指標之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推動智慧學習」項下 7 項指標之權重與排序，依重要性高至低，以「1-1

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源」（27.4%）最為重要；第二為「1-2 建置或提供學生線

上學習平臺（數位學習平臺、個人學習履歷）」（23.6%）；第三為「1-3 提供學

生個人學習診斷分析」（14.9%）；第四為「1-4 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資源」

（11.1%）；第五為「1-6 建置線上平臺之師生互動功能」（10.3%）；第六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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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學生自主學習派課機制」（6.9%）；第七為「1-7 建置線上學習平臺之遠距

教學功能」（5.7%），結果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推動智慧學習」項下指標之相對權重及排序 

指標 效果總值 權重(%) 排序 

1-1 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源 .767 27.4% 1 

1-2 建置或提供學生線上學習平臺（數位

學習平臺、個人學習履歷） 
.812 23.6% 2 

1-3 提供學生個人學習診斷分析 .753 14.9% 3 

1-4 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資源 .718 11.1% 4 

1-5 提供學生自主學習派課機制 .713 6.9% 6 

1-6 建置線上平臺之師生互動功能 .763 10.3% 5 

1-7 建置線上學習平臺之遠距教學功能 .753 5.7% 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二、「倡導智慧教學」項下指標之權重與排序 

層面二「倡導智慧教學」項下共包含 5 項指標，專家小組對此層面之評定

結果不一致性為.03 已達<.1 之標準。各層面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如圖 4-3 所

示： 

 
圖 4-3「倡導智慧教學」項下指標之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倡導智慧教學」項下 7 項指標之權重與排序，依重要性高至低，以「2-1

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成效」（44.9%）最為重要；第二為「2-2 鼓勵教師創新教

學模式」（25.2%）；第三為「2-3 鼓勵教師進行並提供班級內差異化教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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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第四為「2-4 建置線上教學平臺，遠距為學生提供教材、作業及測

驗等」（9.2%）；第五為「2-5 鼓勵教師推行多元評鑑模式（通過數據更全面的

評鑑教學與學習表現）」（6.1%），結果如表 4-12 所示。 

表 4-12 

「倡導智慧教學」項下指標之相對權重及排序 

指標 效果總值 權重(%) 排序 

2-1 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成效 .818 44.9% 1 

2-2 鼓勵教師創新教學模式 .767 25.2% 2 

2-3 鼓勵教師進行並提供班級內差異化教

學資源 
.751 14.7% 3 

2-4 建置線上教學平臺，遠距為學生提供

教材、作業及測驗等 
.769 9.2% 4 

2-5 鼓勵教師推行多元評鑑模式（通過數

據更全面的評鑑教學與學習表現） 
.738 6.1% 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建置智慧保健」項下指標之權重與排序 

層面三「建置智慧保健」項下共包含 4 項指標，專家小組對此層面之評定

結果不一致性為.06 已達<.1 之標準。各層面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如圖 4-4 所

示： 

 
圖 4-4「建置智慧保健」項下指標之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建置智慧保健」項下 4 項指標之權重與排序，依重要性高至低，以「3-2 建置

或運用健康監測系統（身高、體重、視力、體適能等監測）」（39.1%）最為重

要；第二為「3-1 建置學生電子健康履歷及就診記錄」（26.1%）；第三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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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校園環境空品質監測系統」（18.6%）；第四為「3-3 善用即時流行病預警系

統，為所有教職員生發出流行病的警報，並提供即時資訊」（16.1%），結果如表

4-13 所示。 

表 4-13 

「建置智慧保健」項下指標之相對權重及排序 

指標 效果總值 權重(%) 排序 

3-1 建置學生電子健康履歷及就診記錄 .646 26.1% 2 

3-2 建置或運用健康監測系統（身高、體

重、視力、體適能等監測） 
.698 39.1% 1 

3-3 善用即時流行病預警系統，為所有教

職員生發出流行病的警報，並提供即

時資訊 

.689 16.1% 4 

3-4 建置校園環境空氣品質監測系統 .759 18.6% 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四、「推行智慧行政」項下指標之權重與排序 

層面四「推行智慧行政」項下共包含 5 項指標，專家小組對此層面之評定

結果不一致性為.01 已達<.1 之標準。各層面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如圖 4-5 所

示：

 

圖 4-5「推行智慧行政」項下指標之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推行智慧行政」項下 5 項指標之權重與排序，依重要性高至低，以「4-1

建置或善用校務行政管理平臺（如辦公資訊系統、學生管理系統、人事管理系

等）」（49.1%）最為重要；第二為「4-3 建置學校資源管理平臺，對學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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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物等資源進行統一管理」（22%）；第三為「4-5 規劃並建置行動辦公系統

（如簽到簽退、申請審批、班級通知、作業佈置等功能）」（11.2%）；第四為

「4-4 建置科研或技研支撐平臺（科研管理系統、協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

（10.6%）；第五為「4-2 建置成員績效評鑑系統」（7.1%），結果如表 4-14 所

示。 

表 4-14 

「推行智慧行政」項下指標之相對權重及排序 

指標 效果總值 權重(%) 排序 

4-1 建置或善用校務行政管理平臺（如辦

公資訊系統、學生管理系統、人事管

理系等） 

. 815 49.1% 1 

4-2 建置成員績效評鑑系統 .664 7.1% 5 

4-3 建置學校資源管理平臺，對學校人、

財、物等資源進行統一管理 
.807 22% 2 

4-4 建置科研或技研支撐平臺（科研管理

系統、協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683 10.6% 4 

4-5 規劃並建置行動辦公系統（如簽到簽

退、申請審批、班級通知、作業佈置

等功能） 

.760 11.2% 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五、「營造智慧環境」項下指標之權重與排序 

層面五「營造智慧環境」項下共包含 7 項指標，專家小組對此層面之評定

結果不一致性為.02 已達<.1 之標準。各層面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如圖 4-6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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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表） 

 

圖 4-6「營造智慧環境」項下指標之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營造智慧環境」項下 7 項指標之權重與排序，依重要性高至低，以「5-1

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理系統（如門禁管理系統、緊急警報系統等）」（39.2%）最

為重要；第二為「5-2 建置校園建築的物聯感知系統（空調管理系統、燈光管理

系統等）」（20.7%）；第三為「5-3 提供師生智慧型生活服務（如校園一卡通、

智慧手環等）」（12.6%）；第四為「5-6 建置全校互聯網友善環境」（8.8%）；第

五為「5-7 運用智慧終端跟蹤和記錄學生各類素養成長情況，以取得各種監測資

訊」（7%）；第六為「5-4 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提升學校效能」（6.5%）；第七為

「5-5 運用社交網絡」（5.3%），結果如表 4-15 所示。 

表 4-15 

「營造智慧環境」項下指標之相對權重及排序 

指標 效果總值 權重(%) 排序 

5-1 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理系統（如門禁

管理系統、緊急警報系統等） 
.779 39.2% 1 

5-2 建置校園建築的物聯感知系統（空調

管理系統、燈光管理系統等） 
.689 20.7% 2 

5-3 提供師生智慧型生活服務（如校園一

卡通、智慧手環等） 
.707 12.6% 3 

5-4 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提升學校效能 .757 6.5% 6 

5-5 運用社交網絡 .711 5.3% 7 

5-6 建置全校互聯網友善環境 .676 8.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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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表） 

表 4-15（續） 

5-7 運用智慧終端跟蹤和記錄學生各類素

養成長情況，以取得各種監測資訊 
.719 7% 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六、「應用智慧綠能」項下指標之權重與排序 

層面六「應用智慧綠能」項下共包含 4 項指標，專家小組對此層面之評定

結果不一致性為.01 已達<.1 之標準。各層面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如圖 4-7 所

示：

 
圖 4-7「應用智慧綠能」項下指標之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應用智慧綠能」項下 5 項指標之權重與排序，依重要性高至低，以「6-1

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通過感知環境的狀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降低能源

消耗」（33.8%）最為重要；第二為「6-2 建置物聯網資源回收系統（如雨水回

收系統、落葉及廚餘堆肥等）」（23.2%）；第三為「6-3 建置監控校園能源管理

系統，對校園能源的使用及消耗進行監控與記錄」（22.2%）；第四為「6-4 推動

校園無紙化」（10.9%）；第五為「6-5 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如太陽能發電、

風力供電系統）」（10%），結果如表 4-16 所示。 

表 4-16 

「應用智慧綠能」項下指標之相對權重及排序 

指標 效果總值 權重(%) 排序 

6-1 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通過感知

環境的狀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降低

能源消耗 

.742 33.8% 1 

6-2 建置物聯網資源回收系統（如雨水回 .707 2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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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續） 

收系統、落葉及廚餘堆肥等） 

6-3 建置監控校園能源管理系統，對校園

能源的使用及消耗進行監控與記錄 
.754 22.2% 3 

6-4 推動校園無紙化 .764 10.9% 4 

6-5 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如太陽能發

電、風力供電系統） 
.713 10% 5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參、「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整體指標權重分配與排序 

    Expert choice 軟體可計算每項指標相對於整體指標之權重排序結果。本研

究指標系統共分六個層面，項下指標共 33 項，專家小組對此層面各項指標之評

定結果不一致性為.02 已達<.1 之標準，其結果如圖 4-8 所示：  

 
圖 4-8「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之相對權重分配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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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表）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項下全部指標之權重與排序結果如表 4-

17 所示： 

表 4-17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各指標之權重與排序 

指標縮寫 指標內容 權重(%) 排序 

數位學習 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源 11.1% 2 

線上學習 
建置或提供學生線上學習平臺（數位學習平

臺、個人學習履歷） 
9.6% 3 

學習診斷 提供學生個人學習診斷分析 6.1% 6 

個人化學習 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資源 4.6% 7 

自主學習 提供學生自主學習派課機制 2.7% 12 

師生互動 建置線上平臺之師生互動功能 4.3% 8 

遠距數學 建置線上學習平臺之遠距教學功能 2.3% 14 

學習成效 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成效 11.6% 1 

創新教學 鼓勵教師創新教學模式 6.5% 5 

差異化教學 鼓勵教師進行並提供班級內差異化教學資源 3.7% 9 

線上教學 
建置線上教學平臺，遠距為學生提供教材、

作業及測驗等 
2.4% 13 

多元評鑑 
鼓勵教師推行多元評鑑模式（通過數據更全

面的評鑑教學與學習表現） 
1.6% 17 

健康履歷 建置學生電子健康履歷及就診記錄 1.4% 21 

健康監測 
建置或運用健康監測系統（身高、體重、視

力、體適能等監測） 
2.0% 15 

流行病預警 
善用即時流行病預警系統，為所有教職員生

發出流行病的警報，並提供即時資訊 
0.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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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續） 

空氣監測 建置校園環境空氣品質監測系統 1.3% 22 

行政管理 
建置或善用校務行政管理平臺（如辦公資訊

系統、學生管理系統、人事管理系等） 
7.2% 4 

成員評鑑 建置成員績效評鑑系統 1.0% 26 

資源管理 
建置學校資源管理平臺，對學校人、財、物

等資源進行統一管理 
3.2% 11 

科研平臺 
建置科研或技研支撐平臺（科研管理系統、

協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1.6% 17 

辦公條統 
規劃並建置行動辦公系統（如簽到簽退、申

請審批、班級通知、作業佈置等功能） 
1.6% 17 

安全監測 
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理系統（如門禁管理系

統、緊急警報系統等） 
3.4% 10 

物聯感知 
建置校園建築的物聯感知系統（空調管理系

統、燈光管理系統等） 
1.8% 16 

智慧生活 
提供師生智慧型生活服務（如校園一卡通、

智慧手環等） 
1.1% 23 

運用大數據 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提升學校效能 0.6% 29 

社交綱絡 運用社交網絡 0.5% 31 

互聯網友善

環境 

建置全校互聯網友善環境 
0.8% 27 

智慧終端 
運用智慧終端跟蹤和記錄學生各類素養成長

情況，以取得各種監測資訊 
0.6% 29 

智慧感知 
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通過感知環境的

狀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降低能源消耗 
1.6% 17 

回收系統 建置物聯網資源回收系統（如雨水回收系 1.1% 23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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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續） 

統、落葉及廚餘堆肥等） 

能耗管理 
建置監控校園能源管理系統，對校園能源的

使用及消耗進行監控與記錄 
1.1% 23 

無紙化 推動校園無紙化 0.5% 31 

再生能源 
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如太陽能發電、風

力供電系統） 
0.5% 3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第三節 綜合討論與分析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共分六項層面，每層面包含 4-7 項指標，共

33 項指標。本研究經層級分析法確立各層面、指標之權重，以下就各權重之排

序結果進行分析之： 

壹、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六項層面中以「倡導智慧教學」、「推動智慧

學習」為重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共分六項層面，其權重排序以「層面二 倡導

智慧教學」（32.6%）最為重要，其次為「層面一 推動智慧學習」（32.5%），第

三為「層面四 推行智慧行政」（18.4%），第四為「層面五 營造智慧環境」

（7.5%），第五為「層面三 建置智慧保健」（4.8%），最後為「層面六 應用智

慧綠能」（4.2%）。 

根據上述結果，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之層面以「倡導智慧教學」

（32.6%）及「推動智慧學習」（32.5%）最為重要，遠超其餘層面，使研究結

果符應 EBTIC (2010)，Muhamad 等(2017)，Vinod 等(2017)，張奕華等

（2020），蔣東興等（2015）等研究者的研究。學校是教育的場域，其存在意義

在於為學生提供教學，讓學生能夠學習到知識。因此，教學與學習是學校最基

本亦是最主要的功能，為此校長領導學校時最根本需要解決的便是教學與學習

的問題，只有當學校能完成基最基本的工作時，其餘面向的發展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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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各指標之權重體系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六項層面項下指標共 33 項，其權重分配與排

序如下： 

一、「推動智慧學習」之權重排序以「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源」為最重要 

  「推動智慧學習」層面包含七項指標，依權重高低排序為：（一）「提供學

生數位學習資源」（27.4%）；（二）「建置或提供學生線上學習平臺（數位學習平

臺、個人學習履歷）」（23.6%）；（三）「提供學生個人學習診斷分析」

（14.9%）；（四）「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資源」（11.1%）；（五）「建置線上平臺

之師生互動功能」（10.3%）；（六）「提供學生自主學習派課機制」（6.9%）；

（七）「建置線上學習平臺之遠距教學功能」（5.7%）。 

根據上述結果，在「推動智慧學習」的層面上，以「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

源」（27.4%）最為重要，使研究結果符應表 2-4 中「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源」

為最受到研究者重視之項目的結果。科技的意義在於使人類生活更為方便，為

此在學習上，科技更傾向被使用於解決傳統教育的缺憾及限制。數位學習資源

可以使學習資源擺脫實體的限制，解決傳統的實體教材在取得、攜帶及存放上

的限制。使用數位資源，能夠以最少的空間存放最大量的資源，大幅度減少學

校的土地成本。此外，同一份的數位資源可以同時提供給許多學生，沒有實體

教材同一份一次只能一人使用的限制。而學生亦能隨時隨地取得並大量攜帶其

需要的數位元學習素材，沒有了素材取得地點與攜帶上的限制，其方便性遠非

實體素材可比較。 

另外，學校可以通過提供線上學習平臺，主動提供學生學習資源與計畫，使

得學生的學習不再限於學校之內，學習不再受到場域的限制，學生隨時隨地都可

以學習。學校的教學形式與設計也可以更大程度的擺脫空間、場地的限制，發展

出更多元的教學與學習模式。因此校長在「推動智慧學習」的層面上，首重通過

科技去解決傳統教育的缺憾，使學生的學習能更靈活、多元、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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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倡導智慧教學」之權重排序以「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成效」為最重要 

「倡導智慧教學」層面包含五項指標，依權重高低排序為：（一）「掌握學

生即時的學習成效」（44.9%）；（二）「鼓勵教師創新教學模式」（25.2%）；

（三）「鼓勵教師進行並提供班級內差異化教學資源」（14.7%）；（四）「建置線

上教學平臺，遠距為學生提供教材、作業及測驗等」（9.2%）；（五）「鼓勵教師

推行多元評鑑模式（通過數據更全面的評鑑教學與學習表現）」（6.1%）。 

根據上述結果，在「倡導智慧教學」的層面上，以「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

成效」（44.9%）最為重要，遠超其餘指標，使研究結果符應表 2-6 中「掌握學

生即時學習狀態」為最受到研究者重視之項目的結果。其原因可能在於，在傳

統教學上，教師對學生的學習成效進行評斷時，只能通過系統化的測驗去評量

學生的成績。此方法只能瞭解學生對於學科內容的掌握及背誦的程度，無法全

面瞭解學生真正內化的知識，也無法瞭解學生在何時無法跟上學習的進度。為

此校長在「倡導智慧教學」上，首重以科技即時掌握學生學習狀態，使教師可

以針對學生學習現況調整課程與教法、進行補救教學，甚至是調整學校的教育

策略，以打造「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場域。 

三、「建置智慧保健」之權重排序以「建置或運用健康監測系統（身高、體重、

視力、體適能等監測）」為最重要 

「建置智慧保健」層面包含四項指標，依權重高低排序為：（一）「建置或

運用健康監測系統（身高、體重、視力、體適能等監測）」（39.1%）；（二）「建

置學生電子健康履歷及就診記錄」（26.1%）；（三）「建置校園環境空氣品質監測

系統」（18.6%）；（四）「善用即時流行病預警系統，為所有教職員生發出流行病

的警報，並提供即時資訊」（16.1%）。 

根據上述結果，在「建置智慧保健」層面上，以「建置或運用健康監測系

統（身高、體重、視力、體適能等監測）」（39.1%）最為重要，遠超其餘指標，

使研究結果與表 2-8 中「建置電子病歷」為最受到研究者重視之項目的結果不

符。根據專家們的回應，取得學生病歷的行為已超越了學校所擁有之權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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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學生之病歷包含學生個人隱私之問題，為此「建置電子病歷」較不適合由學

校端直接進行。可通過與醫療機構或政府相關部門合作，建立彼此間的溝通渠

道，以在需要資料時可以即時取得。學校在保健上能做的更多是對成員身高、

體重、視力、體適能等基本資料進行監測，以維護成員基本的健康與安全。為

此建置健康監測系統，紀錄成員的身體狀況，讓學校能及時發現成員的健康問

題，進行針對性的安排與協助，是較為可行的方式。 

四、「推行智慧行政」之權重排序以「建置或善用校務行政管理平臺（如辦公資

訊系統、學生管理系統、人事管理系等）」為最重要 

「推行智慧行政」層面包含五項指標，依權重高低排序為：（一）「建置或

善用校務行政管理平臺（如辦公資訊系統、學生管理系統、人事管理系等）」

（49.1%）；（二）「建置學校資源管理平臺，對學校人、財、物等資源進行統一

管理」（22%）；（三）「規劃並建置行動辦公系統（如簽到簽退、申請審批、班

級通知、作業佈置等功能）」（11.2%）；（四）「建置科研或技研支撐平臺（科研

管理系統、協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10.6%）；（五）「建置成員績效評鑑系統」

（7.1%）。 

根據上述結果，在「推行智慧行政」層面上，以「建置或善用校務行政管

理平臺（如辦公資訊系統、學生管理系統、人事管理系等）」（49.1%）最為重

要，使研究結果符應表 2-10 中「建置校務管理平臺」為最受到研究者重視之項

目的結果。原因可能在於，處理繁瑣的行政事務會消耗教師大量的時間，影響

到教師可以投注在教學上的時間與精力，教學畢竟是教師最主要的工作，為使

教師可以花更多的心思在教學面，校長需要利用科技去簡化行政的流程與時

間，通過集成一切行政事務的平臺，是絕佳的選擇。 

五、「營造智慧環境」之權重排序以「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理系統（如門禁管理

系統、緊急警報系統等）」為最重要 

「營造智慧環境」層面包含七項指標，依權重高低排序為：（一）「建置校

園安全監測管理系統（如門禁管理系統、緊急警報系統等）」（39.2%）；（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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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校園建築的物聯感知系統（空調管理系統、燈光管理系統等）」

（20.7%）；（三）「提供師生智慧型生活服務（如校園一卡通、智慧手環等）」

（12.6%）；（四）「建置全校互聯網友善環境」（8.8%）；（五）「運用智慧終端跟

蹤和記錄學生各類素養成長情況，以取得各種監測資訊」（7%）；（六）「運用大

數據及雲計算提升學校效能」（6.5%）；（七）「運用社交網絡」（5.3%）。 

根據上述結果，在「營造智慧環境」層面上，以「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理系統

（如門禁管理系統、緊急警報系統等）」（39.2%）為最重要，研究結果與表 2-

12 中「建置物聯感知系統」為最受到研究者重視之項目的結果不符。其原因可

能在於，建置整體性的校園建築物聯感知系統需要龐大的費用，一般學校難以

負擔，為此只能集中去建設最為重要的項目。而校園治安問題一直是政府、社

會極為重視的一環，為回應社會的期待，學校必須積極投入在校園安全上。智

慧的安全監測管理系統則是最好的工具，使彌補校園安全在人力上的不足，透

過進行更完善的學校安全管理，打造更安全的校園環境。 

六、「應用智慧綠能」之權重排序以「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通過感知環境

的狀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降低能源消耗」為最重要 

「應用智慧綠能」層面包含五項指標，依權重高低排序為：（一）「建置智

慧感知器管理系統，通過感知環境的狀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降低能源消耗」

（33.8%）；（二）「建置物聯網資源回收系統（如雨水回收系統、落葉及廚餘堆

肥等）」（23.2%）；（三）「建置監控校園能源管理系統，對校園能源的使用及消

耗進行監控與記錄」（22.2%）；（四）「推動校園無紙化」（10.9%）；（五）「建置

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如太陽能發電、風力供電系統）」（10%）。 

根據上述結果，在「應用智慧綠能」層面上，以「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

統，通過感知環境的狀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降低能源消耗」（33.8%）最為重

要，使研究結果符應表 2-14 中「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為最受到研究者重

視之項目的結果。原因可能在於，在資源日益匱乏的時代，能源使用的成本日

漸增加，為校園在能源消耗上的負擔，使用科技進行自動化的管理是有效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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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加上世界上環保意識的抬頭，學校作為培育人才的地方更需要為學生塑造

節能的良好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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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首先初擬中小學校長智慧

領導素養指標，邀請 10 位專家學者進行專家問卷調查，提供初擬指標之修正意

見，研究者參考建議修正指標後，建立正式模糊德懷術問卷，邀請 10 位專家學

者進行問卷調查，最後以 Microsoft Excel 2019 及 Expert Choice 軟體分析所得資

料，獲得以下結論。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之結論係呼應待答問題而來，茲分述如下： 

壹、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包含六個層面 33 項指標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整理出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並參酌專家建

議修正指標內容，透過模糊德懷術分析專學學者對各指標重要性程度的共識，

篩選出六個層面，各層面共計指標 33 項，如表 5-1： 

表 5-1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 

層面一 推動智慧學習 

1-1 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源。 

1-2 建置或提供學生線上學習平臺（數位學習平臺、個人學習履歷）。 

1-3 提供學生個人學習診斷分析。 

1-4 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資源。 

1-5 提供學生自主學習派課機制。 

1-6 建置線上平臺之師生互動功能。 

1-7 建置線上學習平臺之遠距教學功能。 

層面二 倡導智慧教學 

2-1 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成效。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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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鼓勵教師創新教學模式。 

2-3 鼓勵教師進行並提供班級內差異化教學資源。 

2-4 建置線上教學平臺，遠距為學生提供教材、作業及測驗等。 

2-5 鼓勵教師推行多元評鑑模式（通過數據更全面的評鑑教學與學習表現）。 

層面三 建置智慧保健 

3-1 建置學生電子健康履歷及就診記錄。 

3-2 建置或運用健康監測系統（身高、體重、視力、體適能等監測）。 

3-3 善用即時流行病預警系統，為所有教職員生發出流行病的警報，並提供

即時資訊。 

3-4 建置校園環境空氣品質監測系統。 

層面四 推行智慧行政 

4-1 建置或善用校務行政管理平臺（如辦公資訊系統、學生管理系統、人事 

管理系等）。 

4-2 建置成員績效評鑑系統。 

4-3 建置學校資源管理平臺，對學校人、財、物等資源進行統一管理。 

4-4 建置科研或技研支撐平臺（科研管理系統、協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 

4-5 規劃並建置行動辦公系統（如簽到簽退、申請審批、班級通知、作業佈

置等功能）。 

層面五 營造智慧環境 

5-1 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理系統（如門禁管理系統、緊急警報系統等）。 

5-2 建置校園建築的物聯感知系統（空調管理系統、燈光管理系統等）。 

5-3 提供師生智慧型生活服務（如校園一卡通、智慧手環等）。 

5-4 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提升學校效能。 

5-5 運用社交網絡。 

5-6 建置全校互聯網友善環境。 

表 5-1（續）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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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運用智慧終端跟蹤和記錄學生各類素養成長情況，以取得各種監測資

訊。 

層面六 應用智慧綠能 

6-1 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通過感知環境的狀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降 

低能源消耗。 

6-2 建置物聯網資源回收系統（如雨水回收系統、落葉及廚餘堆肥等）。 

6-3 建置監控校園能源管理系統，對校園能源的使用及消耗進行監控與記 

錄。 

6-4 推動校園無紙化。 

6-5 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如太陽能發電、風力供電系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各層面權重排序情形以「倡導智慧教學」及「推

動智慧學習」最為重要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共分六項層面，其權重排序以「層面二 倡導

智慧教學」最為重要，佔 32.6%，其次為「層面一 推動智慧學習」，佔

32.5%，第三為「層面四 推行智慧行政」，佔 18.4%，第四為「層面五 營造智

慧環境」，佔 7.5%，第五為「層面三 建置智慧保健」，佔 4.8%，最後為「層面

六 應用智慧綠能」，佔 4.2%。 

參、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各指標權重排序情形 

一、「推動智慧學習」項下指標之權重與排序首重「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源」 

層面一「推動智慧學習」項下 7 項指標之權重與排序，依重要性高至低，

以「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源」最為重要，佔 27.4%；第二為「建置或提供學生

線上學習平臺（數位學習平臺、個人學習履歷）」，佔 23.6%；第三為「提供學

生個人學習診斷分析」，佔 14.9%；第四為「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資源」，佔

11.1%；第五為「建置線上平臺之師生互動功能」，佔 10.3%；第六為「提供學

表 5-1（續） 

9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869

生自主學習派課機制」，佔 6.9%；第七為「建置線上學習平臺之遠距教學功

能」，佔 5.7%。 

二、「倡導智慧教學」項下指標之權重與排序首重「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成效」 

層面二「倡導智慧教學」項下 5 項指標之權重與排序，依重要性高至低，

以「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成效」最為重要，佔 44.9%；第二為「鼓勵教師創新

教學模式」，佔 25.2%；第三為「鼓勵教師進行並提供班級內差異化教學資

源」，佔 14.7%；第四為「建置線上教學平臺，遠距為學生提供教材、作業及測

驗等」，佔 9.2%；第五為「鼓勵教師推行多元評鑑模式（通過數據更全面的評

鑑教學與學習表現）」，佔 6.1%。 

三、「建置智慧保健」項下指標之權重與排序以「建置或運用健康監測系統」最 

為重要 

層面三「建置智慧保健」項下 4 項指標之權重與排序，依重要性高至低，

以「建置或運用師生健康監測系統（身高、體重、視力、體適能等監測）」最為

重要，佔 39.1%；第二為「建置學生電子健康履歷及就診記錄」，佔 26.1%；第

三為「建置校園環境空氣品質監測系統」，佔 18.6%；第四為「善用即時流行病

預警系統，為所有教職員生發出流行病的警報，並提供即時資訊」，佔 16.1%。 

四、「推行智慧行政」項下指標之權重與排序最重視「建置或善用校務行政管理 

平臺」 

層面四「推行智慧行政」項下 5 項指標之權重與排序，依重要性高至低，

以「建置或善用校務行政管理平臺（如辦公資訊系統、學生管理系統、人事管

理系等）」最為重要，佔 49.1%；第二為「建置學校資源管理平臺，對學校人、

財、物等資源進行統一管理」，佔 22%；第三為「規劃並建置行動辦公系統（如

簽到簽退、申請審批、班級通知、作業佈置等功能）」，佔 11.2%；第四為「建

置科研或技研支撐平臺（科研管理系統、協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佔 10.6%；

第五為「建置成員績效評鑑系統」，佔 7.1%。 

五、「營造智慧環境」項下指標之權重與排序以「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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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重要 

層面五「營造智慧環境」項下 7 項指標之權重與排序，依重要性高至低，

以「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理系統（如門禁管理系統、緊急警報系統等）」最為重

要，佔 39.2%；第二為「建置校園建築的物聯感知系統（空調管理系統、燈光

管理系統等）」，佔 20.7%；第三為「提供師生智慧型生活服務（如校園一卡

通、智慧手環等）」，佔 12.6%；第四為「建置全校互聯網友善環境」，佔

8.8%；第五為「運用智慧終端跟蹤和記錄學生各類素養成長情況，以取得各種

監測資訊」，佔 7%；第六為「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提升學生效能」，佔 6.5%；

第七為「運用社交網絡」，佔 5.3%。 

六、「應用智慧綠能」項下指標之權重與排序最重視「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 

統，通過感知環境的狀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降低能源消耗」 

層面六「應用智慧綠能」項下 5 項指標之權重與排序，依重要性高至低，

以「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通過感知環境的狀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降低

能源消耗」最為重要，佔 33.8%；第二為「建置物聯網資源回收系統（如雨水

回收系統、落葉及廚餘堆肥等）」，佔 23.2%；第三為「建置監控校園能源管理

系統，對校園能源的使用及消耗進行監控與記錄」，佔 22.2%；第四為「推動校

園無紙化」，佔 10.9%；第五為「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如太陽能發電、風力

供電系統）」，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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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作為日後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在檢核图民小

學教育空問品質及未来研究之象考。以下擬依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對校長

之建議及後續研究者之建議等，三方面分別說明之： 

壹、對教育行政機關之建議 

一、參考本指標架構發展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之評鑑規準 

本研究發展出六項層面共計 33 項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之指標，未來各

教育行政機關可參考此指標架構，在審視各智慧學校之發展狀況時，作為校長

智慧領導素養之評鑑依據。並參考本指標系統的權重體系，作為計分之參考。 

二、參考本指標架構作為提供校長專業培訓課程 

智慧校園的發展有賴於校長的智慧領導，校長必須具備足夠的素養與知

能，方能引領學校良性的發展。為此在針對校長的培訓上，教育行政機關可參

考此指標架構，發展出專業的培訓課程，使校長能掌握足夠的素養，以經營智

慧校園。 

貳、對校長之建議 

一、提供校長作為檢視自身智慧領導素養之依據 

校長可以利用本研究發展的各項指標，作為檢視自身領導行為的依據，了

解自己智慧領導素養尚可以提升及尚嫌不足之方面為何，以進行針對性的培

訓。使自己能更有效的經營智慧校園。 

二、校長在經營智慧校園時，必須先解決「教」與「學」的問題 

「教」與「學」是學校最基本亦是最主要的功能，無論是政府、社會大

眾、家長在審視學校時，其最為關心之處也必然是學校之「教」與「學」，因此

校長在發展智慧校園必須優先解決其問題，利用科技提升「教」與「學」的效

能，以回應社會的期待與審查。如果無法在「教」與「學」上得到成果，縱然

其他面向發展得再優秀，也難以獲得社會之認可。只有當學校能完成其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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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時，其餘面向的發展才有意義。 

三、校長應該利用資訊科技，豐富學校的學習資源 

數位學習資源可以解決傳統的實體教材在取得、攜帶及存放上的限制，使

學習資源擺脫實體的限制，讓學生能夠隨時隨地獲得極大量的學習資源，使學

習在空間、時間上得到解放，使學習得到延伸。此外，對於實體的資源，學校

必須找尋空間去存放及進行維護；其本身的售價也遠在數位資源上，因此種類

及數量難以盡善盡美。運用數位資源，則可以以最少的空間存放最大量的資

源，大大減少學校的土地成本，學校亦能存放並提供更多元的資源。為此校長

應該利用資訊科技，來豐富學校的學習資源，如建造數位圖書館、提供各類型

的資料庫等，以補充實體學習資源不足的部分，讓學生能更好的進行學習，以

加強學習的成效。 

四、校長應該透過科技掌握學生的學習成效 

在傳統教學上，教師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評斷，只能通過學生在系統化的

測驗的成績去評量，只能瞭解學生對學科內容的掌握或背誦程度，無法全面瞭

解學生真正內化的知識，對學生的學習成效缺乏全面的了解。為此校長應該利

用科技即時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透過系統記錄學生在學習時的歷程，或有關

學生學習的大數據等，進行學生學習成效的分析。使教師可以根據結果，了解

學生的學習狀態，以進行針對性的補救、課程進度調整與教法調整等。校長也

可以利用數據了解學校整體學生的程度，來調整學校的教育策略，打造出「以

學生為中心」的教學場域。 

五、校長應該建置健康監測系統，維護學校成員的健康 

學校各成員每天都會在學校渡過極為長久的時間，為此學校有責任維護成

員們的健康與安全。校長應該建置健康監測系統，透過科技紀錄並監測師生身

高、體重、視力、體適能等各類型的身體狀況，讓學校能及時發現師生的健康

問題，為其進行針對性的安排，通知並協助師生治療與改善，或提供相關的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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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長應該建置校務行政管理平臺，優化行政程序 

學校每天都有極為大量的行政事務需要處理，擔任行政職務的教師每天都

會被繁瑣的行政工作消耗大量的時間，嚴重影響到教師可以投注在教學上的時

間與精力。為使教師可以把更多的心思投入在教學上，優化行政程序，簡化行

政的流程與時間是校長必須面對的問題。為此校長應該利用科技建置集成學生

一切行政事務的平臺，一切的行政事務都可以通過平臺進行，使教師從行政事

務上解放，把更多時間與心思投入在自己的本職工作上。 

七、校長應該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理系統，強化校園安全 

    學生長時間聚集大量的學生，對於校園治安問題一直受到政府、社會極為

的重視。而校園的範圍廣大，潛藏的隱蔽角落與死角眾多，單靠人力難為進行

全面的監管。為此，校長在營造智慧的學校環境時，應該利用資訊科技，以彌

補人力上的不足，通過人臉辨識系統、攝像頭、警報器等建置出校園安全監測

管理系統，對校園進行更全面的監控，以強化校園安全，打造更安全的校園環

境。 

八、校長應該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以控制校園設施的運作，降低能源消

耗 

在現代，能源的使用仍然是以不可再生能源為主，隨着社會對能源的需求

不停增加，地球的能源儲備正飛速減少。在資源日益匱乏的時代，能源的使用

成本日漸增加。加上世界上環保意識的抬頭，學校作為培育人才的地方更需要

為學生塑造節能的良好價值觀。為此學校應該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讓學

生建築能感知環境的需求，自動調整設施的運作，像空調的自動恆溫系統，感

應式的電燈開關等，以降低能源消耗。 

參、對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一、擴大研究範圍 

本研究僅以台灣中小學為研究範圍，未來可將研究的範圍擴大至高等教育

或國外之學校，檢視各級教育之需求，以重新修訂出適合各級教育的指標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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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二、擴大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以領導、智慧教育或資訊科技教育領域的學者專家、教育領域的

行政機關人員及智慧學校校長作為研究對象，未来可將研究對象擴大至學校內

的行政人員、教師、家長或學生，以了解不同對象對各指標之認知情形。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模糊德懷術進行指標之建構，在智慧領導相關指標系統研究不

足的情況下，採取此方法能建構較為完整的指標系統，同時亦可以避免傳統德

懷術導致指標不周延的缺點，在後續的研究仍建議通過此方法進行。此外，除

卻模糊德懷術，後續研究者亦可以採用深度訪談法等質性研究，以統整出更平

衡之指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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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專家成員邀請函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ooo委員道鑑 

久仰 先生學養精深、淵博碩望。本人現指導之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院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之研究生許懷智同學，正在進行

「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建構」，為進行研究的需要，寄上「校長智

慧領導素養指標建構調查問卷」，煩請撥冗協助填答及指正。 

素仰 台端學有專精，尤富教育熱忱，對智慧校園、教育領導

有深入的研究與經驗，故特函懇請惠予協助，並盼於 3月 X日前將

問卷以郵件或掃描後以電子郵件方式寄回。勞煩之處，至深感紉， 

耑此 奉懇。 

   敬 頌 

教 祺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 

 
 

敬啟 

 109年 3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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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專家審題問卷 

指導教授：張奕華教授 

壹、 研究說明 

尊敬的教育先進： 

本研究旨在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作為中小學校長發展智

慧校園之參考依據。本研究採用模糊德懷術，此法透過專家學者組成之專家小

組對一主題提出意見，經過調查統整後，依據專家共識修訂指標內容。 

本研究計畫實施 3 次問卷調查，包含專家審題問卷、模糊德懷術問卷以及

相對權重問卷。此份問卷為第一次問卷，敬請您不吝給予指正本問卷疏漏缺失

尊敬的教育先進，您好： 

本研究旨在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供教育行政機關、校長

及後續研究者作參考之用。為使指標能真正適用於教育現場，亟需借重您的

學識與經驗。 

本問卷的主要目的，在於了解您對校長智慧領導之相關意見，藉以作為

指標建構之參考依據。您的意見對於本研究有莫大的幫助，懇請您在百忙中

撥冗填答問卷，並於三月十六日前寄回。 

    再次感謝您在百忙中撥空填答問卷，您的協助對於研究之順利完成將有

極大的助益。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研究生許懷智 敬上 

2020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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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由於研究進度所需，請於填寫完成後，於 3月 16日前以郵件方式寄回，

非常感謝您的指導與協助。若您對本研究有疑問或需進一步說明之處，敬請與

研究者聯繫，謝謝。 

研究生：許懷智  聯絡電話：0975560150  Email：107171015@nccu.edu.tw 

貳、 填寫說明 

一、本問卷分成六個層面，每層面各包含 4-7 項指標，共 33項。請就每項指標

之採用程度及適切性進行勾選。適切性以五點量表形式進行，數字越大代

表其適切性越高。請務必填寫全部問題。 

二、每項指標後均有修正意見的欄位，若指標有不足或需修改之處，請於此進

行回饋。 

參、問卷內容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專家審題問卷 

層面及指標 採用程度 適切性 修正意見 

採

用 

刪

除 

修

改 

低→高 

1.推動智慧學習    1 2 3 4 5  

1-1提供數位學習資源    1 2 3 4 5  

1-2建置學習管理平臺

（數位學習平臺、

個人學習履歷） 

   1 2 3 4 5  

1-3提供個人學習表現分

析 

   1 2 3 4 5  

1-4提供個性化學習    1 2 3 4 5  

1-5強化學生自主學習    1 2 3 4 5  

1-6建置互動平臺    1 2 3 4 5  

【請翻頁繼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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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提供遠程教學    1 2 3 4 5  

2.倡導智慧教學    1 2 3 4 5  

2-1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

狀態 

   1 2 3 4 5  

2-2鼓勵創新教學模式    1 2 3 4 5  

2-3提供差異化教學    1 2 3 4 5  

2-4建置線上教學平臺    1 2 3 4 5  

2-5推行新評鑑模式    1 2 3 4 5  

3.建設智慧保健    1 2 3 4 5  

3-1 建置電子病歷    1 2 3 4 5  

3-2 建置健康監測系統

（健康監測、健康

生活方式追蹤） 

   1 2 3 4 5  

3-3 提供行動醫療服務

（遠距醫療、遠距

照顧） 

   1 2 3 4 5  

3-4 建置即時流行病預

警系統 

   1 2 3 4 5  

4.推行智慧行政    1 2 3 4 5  

4-1建置校務管理平臺

（如辦公資訊系

統、學生管理系

統、人事管理系

等） 

   1 2 3 4 5  

4-2建置成員評鑑系統     1 2 3 4 5  

【請翻頁繼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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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建置資源管理平臺    1 2 3 4 5  

4-4建置科研支撐平臺

（科研管理系統、

協作研究支援系統

等)  

   1 2 3 4 5  

4-5建置移動辦公系統

（如簽到簽退、申

請審批、班級通

知、作業佈置等功

能） 

   1 2 3 4 5  

5.營造智慧環境    1 2 3 4 5  

5-1建置安全管理系統

（如門禁管理系

統、緊急警報系統

等） 

   1 2 3 4 5  

5-2建置物聯感知系統

（空調管理系統、

燈光管理系統等） 

   1 2 3 4 5  

5-3提供智慧型生活服務

（如校園一卡通） 

   1 2 3 4 5  

5-4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    1 2 3 4 5  

5-5運用社交網絡    1 2 3 4 5  

5-6建置全校互聯網    1 2 3 4 5  

5-7運用智慧終端取得各

種監測資訊 

   1 2 3 4 5  

【請翻頁繼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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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應用智慧綠能    1 2 3 4 5  

6-1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

系統（智慧空調管

理、智慧燈光管理

等） 

   1 2 3 4 5  

6-2建置回收系統（如雨

水回收系統） 

   1 2 3 4 5  

6-3建置能耗管理系統

（如能耗監控系

統） 

   1 2 3 4 5  

6-4推動數位化達成校園

無紙化 

   1 2 3 4 5  

6-5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

統（如太陽能發

電、風力供電系

統） 

   1 2 3 4 5  

 

 

 

 

 

 

 

 

 

【填答結束】 

【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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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許懷智  聯絡電話：0975560150  Email：107171015@nccu.edu.tw 

 

附錄三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模糊德懷術問卷 

指導教授：張奕華博士 

壹、研究說明 

尊敬的教育先進： 

本研究旨在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作為中小學校長發展智

慧校園之參考依據。本研究採用模糊德菲法，此法透過專家學者組成之專家小

組對一主題提出意見，經過調查統整後依據共識修訂指標內容。 

本研究計畫實施 3 次問卷調查，包含專家審題、模糊德菲法以及相對權重

問卷。此份為第二回合問卷，敬請您不吝給予指正本疏漏缺失之處。由於研究

進度所需，請於填寫完成後，於 4 月 2 日前以郵件方式寄回，非常感謝您的指

導與協助。若您對本研究有疑問或需進一步說明之處，敬請與研究者聯繫，謝

謝。 

尊敬的教育先進，您好： 

非常感謝您成為本研究之模糊德懷術專家小組的成員，您的協助對於本

研究之順利進行將有極大的助益。 

本問卷的主要目的，在於了解模糊德懷術專家小組對「中小學校長智慧

領導素養指標」一致性的意見，藉以作為指標建構之參考依據。您的意見對

於本研究極為珍貴，懇請您在百忙中撥冗填答問卷，並於四月二日前寄回。

再次感謝您對本研究之貢獻。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研究生許懷智 敬上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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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要名詞釋義 

一、智慧領導素養 

智慧領導是領導者透過互聯網及物聯網，即時的監測學校的環境與成員的

互動，再將其累積的大數據，透過雲計算進行分析，以營造一體式的智慧學習

環境。要有效的推動智慧校園，領導者需要達成「推動智慧學習」、「倡導智慧

教學」、「建設智慧保健」、「推行智慧行政」、「營造智慧環境」和「應用智慧綠

能」等六個面向，以建構優質的智慧校園。 

參、填寫說明 

一、本問卷係研究者根據國內外文獻整理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

本問卷以九點量表形式進行，數字越大代表其適切性越高。請您依照各項

指標之重要程度，在量尺上以劃出其可能的區間範圍，並於您認為最可能

之重要程度的方格打「✓」表示。 

二、請以螢光筆在您認為的重要程度區間範圍劃記，並於最可能之重要程度的

方格打「✓」表示。 

三、範例：重要程度區間範圍為（.7-.9），其中.8 的重要程度可能性最高，如下

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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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問卷內容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 

層面及指標 

重要程度 

（低 → 高） 

層面一：推動智慧學習 

 

1-1 提供學生數位學習資源。 

 

1-2 建置或提供學生線上學習平臺（數位學習

平臺、個人學習履歷）。  

1-3 提供學生個人學習診斷分析。 

 

1-4 提供學生個人化學習資源。 

 

1-5 提供學生自主學習派課機制。 

 

1-6 建置線上平臺之師生互動功能。 

 

1-7 建置線上學習平臺之遠距教學功能。 

 

層面二：倡導智慧教學 

 

2-1 掌握學生即時的學習成效。 

 

2-2 鼓勵教師創新教學模式。 

 

【請翻頁繼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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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鼓勵教師進行並提供班級內差異化教學資

源。  

2-4 建置線上教學平臺，遠距為學生提供教

材、作業及測驗等。  

2-5 鼓勵教師推行多元評鑑模式（通過數據更

全面的評鑑教學與學習表現）。  

層面三：建置智慧保健 

 

3-1 建置學生電子健康履歷及就診記錄。 

 

3-2 建置或運用健康監測系統（身高、體重、

視力、體適能等監測）。  

3-3 提供行動醫療服務（遠距的健康醫療診斷、

醫療常識、醫療諮詢等）  

3-4 善用即時流行病預警系統，為所有教職員生

發出流行病的警報，並提供即時資訊  

3-5 建置校園環境空氣品質監測系統 

 

層面四：推行智慧行政 

 

4-1 建置或善用校務行政管理平臺（如辦公資

訊系統、學生管理系統、人事管理系等）。  

4-2 建置成員績效評鑑系統。 

 

【請翻頁繼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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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置學校資源管理平臺，對學校人、財、物

等資源進行統一管理。  

4-4 建置科研或技研支撐平臺（科研管理系

統、協作研究支援系統等) 。  

4-5 規劃並建置行動辦公系統（如簽到簽退、

申請審批、班級通知、作業佈置等功能）。  

層面五：營造智慧環境 

 

5-1 建置校園安全監測管理系統（如門禁管理

系統、緊急警報系統等）。  

5-2 建置校園建築的物聯感知系統（空調管理

系統、燈光管理系統等）。  

5-3 提供師生智慧型生活服務（如校園一卡

通、智慧手環等）。  

5-4 運用大數據及雲計算提升學校效能。 

 

5-5 運用社交網絡。 

 

5-6 建置全校互聯網友善環境。 

 

5-7 運用智慧終端跟蹤和記錄學生各類素養成

長情況，以取得各種監測資訊。  

 

 

 

【請翻頁繼續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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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六：應用智慧綠能 

 

6-1 建置智慧感知器管理系統，通過感知環境

的狀態調整設施的運作，以降低能源消

耗。 

 

6-2 建置物聯網資源回收系統（如雨水回收系

統、落葉及廚餘堆肥等）。  

6-3 建置監控校園能源管理系統，對校園能源

的使用及消耗進行監控與記錄。  

6-4 推動校園無紙化。 

 

6-5 建置再生能源管理系統（如太陽能發電、

風力供電系統）。  

 

 

 

 

 

 

 

 

 

 

 

 

【填答結束】 

【感謝您的耐心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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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相對權重問卷 

指導教授：張奕華博士 

壹、研究說明

尊敬的教育先進： 

  本研究旨在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中小學校長發展智慧校

園之參考依據。本研究採用模糊德懷術，此法透過專家學者組成之專家小組對

一主題提出意見，經過調查統整後依據共識修訂指標內容。 

  本研究計畫實施三次問卷調查，包含專家審題問卷、模糊德菲法問卷以及

相對權重問卷。此份為第三回合問卷，敬請您不吝給予指正本問卷疏漏缺失之

處。由於研究進度所需，請於填寫完成後，於 4 月 27 日前以郵寄方式或電子郵

件的方式寄回，非常感謝您的指導與協助。若您對本研究有疑問或需進一步說

尊敬的教育先進，您好： 

感謝您在「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問卷」中的協助，使指標能順

利的完成建構。 

本問卷主要旨在建構「中小學校長智慧領導素養指標」的權重體系，問

卷內容依據前述問卷編製而成，採用層級分析法之研究方式。期望借重您的

學識與經驗，給予專業的判斷，以建構指標的權重體系。在此懇請您就本問

卷內容提供意見，並於四月二十七日前寄回。再次感謝您對於本研究的重大

貢獻。 

敬祝 

  平安順心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研究生許懷智 敬上 

202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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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處，敬請與研究者聯繫，謝謝。 

研究生：許懷智  聯絡電話：0975560150  Email：107171015@nccu.edu.tw 

貳、填答說明 

一、本研究經過文獻探討及專家審核問卷調查後，建構出「校長智慧領導 

 素養指標」，共六個層面，分別為：「推動智慧學習」、「倡導智慧教學」、

「建設智慧保健」、「推行智慧行政」、「營造智慧環境」和「應用智慧綠

能」，共計 33 項指標。 

二、「相對權重」問卷依據層級分析法的研究方法，針對同一層級的指標進行兩

兩比對，以決定指標之權重。請您以經驗與專業瞭解，評定各項層面以及

指標之間的重要性程度。 

三、填答時請注意指標間邏輯之一致性，選填結果應符合「甲>乙，乙>丙，甲>

丙」的邏輯。如選填結果違反邏輯，將導致填答結果無效。 

四、建議填答方式： 

  （一）先排列指標重要性。如：乙>甲>丙。 

  （二）按照上表兩兩比較之重要性，進行勾選，請注意指標間邏輯之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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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填
答
範
例
 

一
、
假
設
有
指
標
甲
、
乙
、
丙
、
丁
，
其
填
答
範
例
如
下
：
 

 
左
方
指
標
重
要
性
大
於
右
方
指
標
 

 

同
等

重
要
 

右
方
指
標
重
要
性
大
於
左
方
指
標
 

 

極
為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極
為

重
要
 

9:
1 

8:
1 

7:
1 

6:
1 

5:
1 

4:
1 

3:
1 

2:
1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甲
 

 
 

 
 

 
 

✓
 

 
 

 
 

 
 

 
 

 
 

乙
 

甲
 

 
 

 
 

 
 

 
✓

 
 

 
 

 
 

 
 

 
 

丙
 

甲
 

 
 

✓
 

 
 

 
 

 
 

 
 

 
 

 
 

 
 

丁
 

乙
 

 
 

 
 

 
 

✓
 

 
 

 
 

 
 

 
 

 
 

丙
 

乙
 

 
 

 
 

 
 

✓
 

 
 

 
 

 
 

 
 

 
 

丁
 

丙
 

 
 

 
 

✓
 

 
 

 
 

 
 

 
 

 
 

 
 

丁
 

二
、
建
議
填
答
方
式
 

（
一
）
先
排
出
指
標
的
重
要
性
。
例
如
：
甲
>
乙
>
丙
>
丁
。
 

（
二
）
請
依
照
上
表
兩
兩
比
較
指
標
的
重
要
性
，
並
注
意
指
標
間
邏
輯
之
一
致
性
。
 

（
三
）
填
答
時
請
注
意
指
標
間
邏
輯
之
一
致
性
，
選
填
結
果
應
符
合
「
甲
>
乙
，
乙
>
丙
，
甲
>
丙
」
的
邏
輯
。
如
選
填
結
果
違
反
邏
輯
，
將
導
致
填
答
結
果
無
效
。
 

      指 標 左
 

指 標 右
 

強 度
 

強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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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正
式
問
卷
 

題
表
一
、
「
中
小
學
校
長
智
慧
領
導
素
養
指
標
」
各
層
面
之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層
面

內
容
 

1
推
動
智
慧
學
習
 

2
倡
導
智
慧
教
學
 

3
建
設
智
慧
保
健
 

4
推
行
智
慧
行
政
 

5
營
造
智
慧
環
境
 

6
應
用
智
慧
綠
能
 

 請
先

就
層
面
之
重
要
性
排
序
：
 

 （
 

 ）
≥（

  
）
≥（

 
 ）

≥（
  

）
≥（

  
）
≥（

  
）

 

   
【

請
翻
頁
繼
續
填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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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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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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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表
二
、
「
推
動
智
慧
學
習
」
各
指
標
之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
推

動
智
慧
學
習

」
 之

各
項

指
標
縮
寫
對
照
表

 指
標

內
容
 

指
標

縮
寫
 

1-
1 

提
供
學

生
數
位
學
習
資
源
。
 

數
位
學
習

 

1-
2 

建
置
或

提
供
學
生
線
上
學
習
平
臺
（
數
位
學
習
平
臺
、
個
人
學
習
履
歷
）
。
 

線
上
學
習

 

1-
3 

提
供
學

生
個
人
學
習
診
斷
分
析
。
 

學
習
診
斷

 

1-
4 

提
供
學

生
個
人
化
學
習
資
源
。
 

個
人
化
學
習

 

1-
5 

提
供
學

生
自
主
學
習
派
課
機
制
。

 
自
主
學
習

 

1-
6 

建
置
線

上
平
臺
之
師
生
互
動
功
能
。

 
師
生
互
動

 

1-
7 

建
置
線

上
學
習
平
臺
之
遠
距
教
學
功
能
。
 

遠
距
教
學
 

 請
先

就
層
面
之
重
要
性
排
序
：
 

 （
 

 ）
≥（

  
）
≥（

 
 ）

≥（
  

）
≥（

  
）
≥（

  
）
≥（

  
）

 

 
【

請
翻
頁
繼
續
填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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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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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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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方
指

標
重

要
性

大
於

右
方

指
標

 
同
等
重

要
 

右
方
指
標
重
要
性
大
於
左
方
指
標

 
 

極
為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極
為
 

重
要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數
位
學
習

 
 

 
 

 
 

 
 

 
 

 
 

 
 

 
 

 
 

線
上
學
習
 

數
位
學
習

 
 

 
 

 
 

 
 

 
 

 
 

 
 

 
 

 
 

學
習
診
斷

 

數
位
學
習

 
 

 
 

 
 

 
 

 
 

 
 

 
 

 
 

 
 

個
人
化
學
習
 

數
位
學
習

 
 

 
 

 
 

 
 

 
 

 
 

 
 

 
 

 
 

自
主
學
習

 

數
位
學
習

 
 

 
 

 
 

 
 

 
 

 
 

 
 

 
 

 
 

師
生
互
動

 

數
位
學
習

 
 

 
 

 
 

 
 

 
 

 
 

 
 

 
 

 
 

遠
距
教
學

 

線
上
學
習
 

 
 

 
 

 
 

 
 

 
 

 
 

 
 

 
 

 
學
習
診
斷
 

線
上
學
習
 

 
 

 
 

 
 

 
 

 
 

 
 

 
 

 
 

 
個
人
化
學
習
 

線
上
學
習
 

 
 

 
 

 
 

 
 

 
 

 
 

 
 

 
 

 
自
主
學
習
 

線
上
學
習
 

 
 

 
 

 
 

 
 

 
 

 
 

 
 

 
 

 
師
生
互
動
 

線
上
學
習
 

 
 

 
 

 
 

 
 

 
 

 
 

 
 

 
 

 
遠
距
教
學
 

學
習
診
斷
 

 
 

 
 

 
 

 
 

 
 

 
 

 
 

 
 

 
個
人
化
學
習
 

學
習
診
斷
 

 
 

 
 

 
 

 
 

 
 

 
 

 
 

 
 

 
自
主
學
習
 

學
習
診
斷
 

 
 

 
 

 
 

 
 

 
 

 
 

 
 

 
 

 
師
生
互
動
 

學
習
診
斷
 

 
 

 
 

 
 

 
 

 
 

 
 

 
 

 
 

 
遠
距
教
學
 

個
人
化
學
習
 

 
 

 
 

 
 

 
 

 
 

 
 

 
 

 
 

 
自
主
學
習
 

個
人
化
學
習
 

 
 

 
 

 
 

 
 

 
 

 
 

 
 

 
 

 
師
生
互
動
 

個
人
化
學
習
 

 
 

 
 

 
 

 
 

 
 

 
 

 
 

 
 

 
遠
距
教
學
 

自
主
學
習
 

 
 

 
 

 
 

 
 

 
 

 
 

 
 

 
 

 
師
生
互
動
 

自
主
學
習
 

 
 

 
 

 
 

 
 

 
 

 
 

 
 

 
 

 
遠
距
教
學
 

師
生
互
動
 

 
 

 
 

 
 

 
 

 
 

 
 

 
 

 
 

 
遠
距
教
學
 

【
請

翻
頁
繼
續
填
答
】
 

指 標 右
 

指 標 左
 

強 度
 

強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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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表
三
、
「
倡
導
智
慧
教
學
」
各
指
標
之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
倡

導
智
慧
教
學

」
 之

各
項

指
標
縮
寫
對
照
表

 指
標

內
容
 

指
標

縮
寫
 

2-
1 

掌
握
學

生
即
時
的
學
習
成
效
。
 

學
習
成
效

 

2-
2 

鼓
勵
教

師
創
新
教
學
模
式
。
 

創
新
教
學

 

2-
3 

鼓
勵
教

師
進
行
並
提
供
班
級
內
差
異
化
教
學
資
源
。
 

差
異
化
教
學

 

2-
4 

建
置
線

上
教
學
平
臺
，
遠
距
為
學
生
提
供
教
材
、
作
業
及
測
驗
等
。
 

線
上
教
學

 

2-
5 

鼓
勵
教

師
推
行
多
元
評
鑑
模
式
（
通
過
數
據
更
全
面
的
評
鑑
教
學
與
學
習
表
現
）
。

 
多
元
評
鑑

 

 請
先

就
層
面
之
重
要
性
排
序
：
 

 （
 

 ）
≥（

  
）
≥（

 
 ）

≥（
  

）
≥（

  
）

 

   
【

請
翻
頁
繼
續
填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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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方
指

標
重

要
性

大
於

右
方

指
標

 
 

同
等
 

重
要
 

右
方
指
標
重
要
性
大
於
左
方
指
標
 

 

極
為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極
為

 

重
要

 

9
:1
 

8:
1 

7:
1 

6:
1 

5:
1 

4:
1 

3:
1 

2:
1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
8
 

1:
9 

學
習

成
效

 
 

 
 

 
 

 
 

 
 

 
 

 
 

 
 

 
 

創
新

教
學

 

學
習

成
效

 
 

 
 

 
 

 
 

 
 

 
 

 
 

 
 

 
 

差
異

化
教

學
 

學
習

成
效

 
 

 
 

 
 

 
 

 
 

 
 

 
 

 
 

 
 

線
上

教
學

 

學
習

成
效

 
 

 
 

 
 

 
 

 
 

 
 

 
 

 
 

 
 

多
元

評
鑑

 

創
新

教
學

 
 

 
 

 
 

 
 

 
 

 
 

 
 

 
 

 
 

差
異

化
教

學
 

創
新

教
學

 
 

 
 

 
 

 
 

 
 

 
 

 
 

 
 

 
 

線
上

教
學

 

創
新

教
學

 
 

 
 

 
 

 
 

 
 

 
 

 
 

 
 

 
 

多
元

評
鑑

 

差
異

化
教

學
 

 
 

 
 

 
 

 
 

 
 

 
 

 
 

 
 

 
線

上
教

學
 

差
異

化
教

學
 

 
 

 
 

 
 

 
 

 
 

 
 

 
 

 
 

 
多

元
評

鑑
 

線
上

教
學

 
 

 
 

 
 

 
 

 
 

 
 

 
 

 
 

 
 

多
元

評
鑑

 

         

【
請

翻
頁
繼
續
填
答
】

 

指 標 左
 

指 標 右
 

強 度
 

強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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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表
四
、
「
建
設
智
慧
保
健
」
各
指
標
之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
建

設
智
慧
保
健

」
 之

各
項

指
標
縮
寫
對
照
表

 指
標

內
容
 

指
標

縮
寫
 

3-
1 

建
置
學

生
電
子
健
康
履
歷
及
就
診
記
錄
。
 

健
康
履
歷

 

3-
2 

建
置
或

運
用
健
康
監
測
系
統
（
身
高
、
體
重
、
視
力
、
體
適
能
等
監
測
）
。
 

健
康
監
測

 

3-
3 

善
用
即

時
流
行
病
預
警
系
統
，
為
所
有
教
職
員
生
發
出
流
行
病
的
警
報
，
並
提
供
即
時
資
訊

 
流
行
病
預
警

 

3-
4 

建
置
校

園
環
境
空
氣
品
質
監
測
系
統

 
空
氣
監
測

 

 請
先

就
層
面
之
重
要
性
排
序
：
 

 （
 

 ）
≥（

  
）
≥（

 
 ）

≥（
  

）
 

    

【
請

翻
頁
繼
續
填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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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方
指
標
重
要
性
大
於
右
方
指
標
 

 

同
等

 

重
要

 

右
方

指
標

重
要

性
大
於

左
方

指
標
 

 

極
為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極
為

 

重
要

 

9
:1
 

8:
1 

7:
1 

6:
1 

5:
1 

4:
1 

3:
1 

2:
1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
8
 

1:
9 

健
康

履
歷

 
 

 
 

 
 

 
 

 
 

 
 

 
 

 
 

 
 

健
康

監
測

 

健
康

履
歷

 
 

 
 

 
 

 
 

 
 

 
 

 
 

 
 

 
 

流
行

病
預

警
 

健
康

履
歷

 
 

 
 

 
 

 
 

 
 

 
 

 
 

 
 

 
 

空
氣

監
測

 

健
康

監
測

 
 

 
 

 
 

 
 

 
 

 
 

 
 

 
 

 
 

流
行

病
預

警
 

健
康

監
測

 
 

 
 

 
 

 
 

 
 

 
 

 
 

 
 

 
 

空
氣

監
測

 

流
行

病
預

警
 

 
 

 
 

 
 

 
 

 
 

 
 

 
 

 
 

 
空

氣
監

測
 

                 

【
請

翻
頁
繼
續
填
答
】

 

指 標 左
 

指 標 右
 

強 度
 

強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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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表
五
、
「
推
行
智
慧
行
政
」
各
指
標
之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
推

行
智
慧
行
政

」
 之

各
項

指
標
縮
寫
對
照
表

 指
標

內
容
 

指
標

縮
寫
 

4-
1 

建
置
或

善
用
校
務
行
政
管
理
平
臺
（
如
辦
公
資
訊
系
統
、
學
生
管
理
系
統
、
人
事
管
理
系
等
）
。
 

行
政
管
理

 

4-
2 

建
置
成

員
績
效
評
鑑
系
統
。
 

成
員
評
鑑

 

4-
3 

建
置
學

校
資
源
管
理
平
臺
，
對
學
校
人
、
財
、
物
等
資
源
進
行
統
一
管
理
。
 

資
源
管
理

 

4-
4 

建
置
科

研
或
技
研
支
撐
平
臺
（
科
研
管
理
系
統
、
協
作
研
究
支
援
系
統
等

) 
。
 

科
研
平
臺

 

4-
5 

規
劃
並

建
置
行
動
辦
公
系
統
（
如
簽
到
簽
退
、
申
請
審
批
、
班
級
通
知
、
作
業
佈
置
等
功
能
）
。
 

辦
公
系
統
 

 請
先

就
層
面
之
重
要
性
排
序
：
 

 （
 

 ）
≥（

  
）
≥（

 
 ）

≥（
  

）
≥（

  
）

 

   
【

請
翻
頁
繼
續
填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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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方

指
標
重
要
性
大
於
右
方
指
標
 

 

同
等

 

重
要

 

右
方

指
標

重
要

性
大
於

左
方

指
標
 

 

極
為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極

為
 

重
要

 

9:
1 

8:
1 

7:
1 

6:
1 

5
:1

 
4:

1 
3:

1 
2:

1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
7
 

1
:
8
 

1:
9 

行
政

管
理
 

 
 

 
 

 
 

 
 

 
 

 
 

 
 

 
 

 
成

員
評

鑑
 

行
政

管
理
 

 
 

 
 

 
 

 
 

 
 

 
 

 
 

 
 

 
資

源
管

理
 

行
政

管
理
 

 
 

 
 

 
 

 
 

 
 

 
 

 
 

 
 

 
科

研
平

臺
 

行
政

管
理
 

 
 

 
 

 
 

 
 

 
 

 
 

 
 

 
 

 
辦

公
系

統
 

成
員

評
鑑
 

 
 

 
 

 
 

 
 

 
 

 
 

 
 

 
 

 
資

源
管

理
 

成
員

評
鑑
 

 
 

 
 

 
 

 
 

 
 

 
 

 
 

 
 

 
科

研
平

臺
 

成
員

評
鑑
 

 
 

 
 

 
 

 
 

 
 

 
 

 
 

 
 

 
辦

公
系

統
 

資
源

管
理
 

 
 

 
 

 
 

 
 

 
 

 
 

 
 

 
 

 
科

研
平

臺
 

資
源

管
理
 

 
 

 
 

 
 

 
 

 
 

 
 

 
 

 
 

 
辦

公
系

統
 

科
研

平
臺
 

 
 

 
 

 
 

 
 

 
 

 
 

 
 

 
 

 
辦

公
系

統
 

          

【
請

翻
頁
繼
續
填
答
】

 

指 標 右
 

強 度
 

強 度
 

指 標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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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表
六
、
「
營
造
智
慧
環
境
」
各
指
標
之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
營

造
智
慧
環
境

」
 之

各
項

指
標
縮
寫
對
照
表

 指
標

內
容
 

指
標

縮
寫
 

5-
1 

建
置
校

園
安
全
監
測
管
理
系
統
（
如
門
禁
管
理
系
統
、
緊
急
警
報
系
統
等
）
。
 

安
全
監
測
 

5-
2 

建
置
校

園
建
築
的
物
聯
感
知
系
統
（
空
調
管
理
系
統
、
燈
光
管
理
系
統
等
）
。
 

物
聯
感
知
 

5-
3 

提
供
師

生
智
慧
型
生
活
服
務
（
如
校
園
一
卡
通
、
智
慧
手
環
等
）
。
 

智
慧
生
活
 

5-
4 

運
用
大

數
據
及
雲
計
算
提
升
學
校
效
能
。
 

運
用
大
數
據
 

5-
5 

運
用
社

交
網
絡
。
 

社
交
網
絡
 

5-
6 

建
置
全

校
互
聯
網
友
善
環
境
。
 

互
聯
網
友
善
環
境
 

5-
7 

運
用
智

慧
終
端
跟
蹤
和
記
錄
學
生
各
類
素
養
成
長
情
況
，
以
取
得
各
種
監
測
資
訊
。
 

智
慧
終
端
 

 請
先

就
層
面
之
重
要
性
排
序
：
 

 （
 

 ）
≥（

  
）
≥（

 
 ）

≥（
  

）
≥（

  
）
≥（

  
）
≥（

  
）

 

 
【

請
翻
頁
繼
續
填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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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方
指

標
重

要
性

大
於

右
方

指
標

 
同
等
 

重
要

 

右
方
指
標
重
要
性
大
於
左
方
指
標

 
 

極
為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極
為
 

重
要

 
9
:
1

 
8
:
1

 
7
:
1

 
6
:
1

 
5
:
1

 
4
:
1

 
3
:
1

 
2
:
1

 
1
:
1

 
1
:
2

 
1
:
3

 
1
:
4

 
1
:
5

 
1
:
6

 
1
:
7

 
1
:
8

 
1
:
9

 

安
全
監
測

 
 

 
 

 
 

 
 

 
 

 
 

 
 

 
 

 
 

物
聯
感
知
 

安
全
監
測

 
 

 
 

 
 

 
 

 
 

 
 

 
 

 
 

 
 

智
慧
生
活

 

安
全
監
測

 
 

 
 

 
 

 
 

 
 

 
 

 
 

 
 

 
 

運
用
大
數
據
 

安
全
監
測

 
 

 
 

 
 

 
 

 
 

 
 

 
 

 
 

 
 

社
交
網
絡

 

安
全
監
測

 
 

 
 

 
 

 
 

 
 

 
 

 
 

 
 

 
 

互
聯
網
友
善

環
境
 

安
全
監
測

 
 

 
 

 
 

 
 

 
 

 
 

 
 

 
 

 
 

智
慧
終
端

 

物
聯
感
知
 

 
 

 
 

 
 

 
 

 
 

 
 

 
 

 
 

 
智
慧
生
活
 

物
聯
感
知
 

 
 

 
 

 
 

 
 

 
 

 
 

 
 

 
 

 
運
用
大
數
據
 

物
聯
感
知
 

 
 

 
 

 
 

 
 

 
 

 
 

 
 

 
 

 
社
交
網
絡
 

物
聯
感
知
 

 
 

 
 

 
 

 
 

 
 

 
 

 
 

 
 

 
互
聯
網
友
善

環
境
 

物
聯
感
知
 

 
 

 
 

 
 

 
 

 
 

 
 

 
 

 
 

 
智
慧
終
端
 

智
慧
生
活
 

 
 

 
 

 
 

 
 

 
 

 
 

 
 

 
 

 
運
用
大
數
據
 

智
慧
生
活
 

 
 

 
 

 
 

 
 

 
 

 
 

 
 

 
 

 
社
交
網
絡
 

智
慧
生
活
 

 
 

 
 

 
 

 
 

 
 

 
 

 
 

 
 

 
互
聯
網
 

友
善
環
境
 

智
慧
生
活
 

 
 

 
 

 
 

 
 

 
 

 
 

 
 

 
 

 
智
慧
終
端
 

運
用
大
數
據
 

 
 

 
 

 
 

 
 

 
 

 
 

 
 

 
 

 
社
交
網
絡
 

運
用
大
數
據
 

 
 

 
 

 
 

 
 

 
 

 
 

 
 

 
 

 
互
聯
網
 

友
善
環
境
 

運
用
大
數
據
 

 
 

 
 

 
 

 
 

 
 

 
 

 
 

 
 

 
智
慧
終
端
 

社
交
網
絡
 

 
 

 
 

 
 

 
 

 
 

 
 

 
 

 
 

 
互
聯
網
 

友
善
環
境
 

社
交
網
絡
 

 
 

 
 

 
 

 
 

 
 

 
 

 
 

 
 

 
智
慧
終
端
 

互
聯
網
 

友
善
環
境
 

 
 

 
 

 
 

 
 

 
 

 
 

 
 

 
 

 
智
慧
終
端
 

 
【

請
翻

頁
繼
續
填
答
】
 

指 標 右
 

指 標 左
 

強 度
 

強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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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表
七
、
「
應
用
智
慧
綠
能
」
各
指
標
之
相
對
重
要
程
度
 

「
應

用
智
慧
綠
能

」
 之

各
項

指
標
縮
寫
對
照
表

 指
標

內
容
 

指
標

縮
寫
 

6-
1 

建
置
智

慧
感
知
器
管
理
系
統
，
通
過
感
知
環
境
的
狀
態
調
整
設
施
的
運
作
，
以
降
低
能
源
消
耗
。
 

智
慧
感
知
 

6-
2 

建
置
物

聯
網
資
源
回
收
系
統
（
如
雨
水
回
收
系
統
、
落
葉
及
廚
餘
堆
肥
等
）
。
 

回
收
系
統
 

6-
3 

建
置
監

控
校
園
能
源
管
理
系
統
，
對
校
園
能
源
的
使
用
及
消
耗
進
行
監
控
與
記
錄
。
 

能
耗
管
理
 

6-
4 

推
動
校

園
無
紙
化
。
 

無
紙
化
 

6-
5 

建
置
再

生
能
源
管
理
系
統
（
如
太
陽
能
發
電
、
風
力
供
電
系
統
）
。
 

再
生
能
源
 

 請
先

就
層
面
之
重
要
性
排
序
：
 

 （
 

 ）
≥（

  
）
≥（

 
 ）

≥（
  

）
≥（

  
）

 

 

【
請

翻
頁
繼
續
填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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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方
指
標
重
要
性
大
於
右
方
指
標
 

 

同
等

 

重
要

 

右
方

指
標

重
要

性
大
於

左
方

指
標
 

 

極
為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稍
微

 

重
要

 
 

重
要

 
 

相
當

 

重
要

 
 

極
為

 

重
要

 

9
:1
 

8:
1 

7:
1 

6:
1 

5:
1 

4:
1 

3
:1

 
2:

1 
1: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
8
 

1:
9 

智
慧

感
知

 
 

 
 

 
 

 
 

 
 

 
 

 
 

 
 

 
 

回
收

系
統

 

智
慧

感
知

 
 

 
 

 
 

 
 

 
 

 
 

 
 

 
 

 
 

能
耗

管
理

 

智
慧

感
知

 
 

 
 

 
 

 
 

 
 

 
 

 
 

 
 

 
 

無
紙

化
 

智
慧

感
知

 
 

 
 

 
 

 
 

 
 

 
 

 
 

 
 

 
 

再
生

能
源

 

回
收

系
統

 
 

 
 

 
 

 
 

 
 

 
 

 
 

 
 

 
 

能
耗

管
理

 

回
收

系
統

 
 

 
 

 
 

 
 

 
 

 
 

 
 

 
 

 
 

無
紙

化
 

回
收

系
統

 
 

 
 

 
 

 
 

 
 

 
 

 
 

 
 

 
 

再
生

能
源

 

能
耗

管
理

 
 

 
 

 
 

 
 

 
 

 
 

 
 

 
 

 
 

無
紙

化
 

能
耗

管
理

 
 

 
 

 
 

 
 

 
 

 
 

 
 

 
 

 
 

再
生

能
源

 

無
紙

化
 

 
 

 
 

 
 

 
 

 
 

 
 

 
 

 
 

 
再

生
能

源
 

 
【

填
答

結
束

】
 

【
感

謝
您
的

耐
心

填
答

】
 

指 標 右
 

強 度
 

強 度
 

指 標 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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