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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之現況，

分析校長空間領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之間的關係與影響力。以全臺灣國民

小 學 教 師 為 對 象 ， 採 問 卷 調 查 法 ， 共 發 出 2,000 份 ， 回 收 1,877 份 ， 回 收 率 為

93.85%，有效問卷1,845份，有效問卷回收率達92.25%。資料處理以皮爾森積差相

關、逐步多元迴歸、結構方程模式等統計方法加以分析。本研究獲致三個結論：

一、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三者間具正向關聯；二、國

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的模型適配度良好；三、國民小學

校長空間領導會透過教育設施品質間接影響教學效能，教育設施品質具有完全中介

效果。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俾提供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校長，以

及未來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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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wan elementary schools, and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and influence among the three variables. There were 2,000 questionnaires 

used. Totally 1,877 copies of formal questionnaire were collected. The questionnaires 

response rate was 93.85%, 1,845 questionnaires were available,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questionnaires was 92.25%. The data of questionnaires  was analysis by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Based on this research reaches the following three conclusions: First,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quality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were positive. Second, the model among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quality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was good fi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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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ta. Third, the educational facilities was the full mediation from the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to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Based on the results, suggestions for the 

education authorities, school principals, and future researchers. 

Keywords: principals’ space leadership,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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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教育設施品質在學校的應用與

投資，深受國際間、專業組織的重

視 。 2015 年 ，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15）於《教育2030：

仁 川 宣 言 與 行 動 框 架 》（ Education 

2030: Incheon Declaration and 

Framework for Action）永續教育報告

書中，提出為實現性別平等、融合教

育、優質教育與終身學習，需執行的

方法，第一項即是「建置和提供教育

設施，能兼顧兒童、身心障礙和性別

平等之需求，並為所有人提供安全、

非 暴 力 、 融 合 和 有 效 能 的 學 習 環

境 」。 國 際 設 施 管 理 協 會

（ International Facility Management 

Association [IFMA], 2020）重視設施

在教育上的應用，並致力於教育設施

的品質與永續發展。澳洲新南威爾士

州 教 育 部 （ NSW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9），推展彈性學習空

間（flexible learning space），認為革

新的學習環境可以支持面向未來的學

習，並於2017 年起，投入大量資金

對公立學校學習空間進行投資，旨在

「以反映二十一世紀學習的方式吸引

學生」，未來10年內投資50 億美元用

於 公 立 學 校 基 礎 設 施 建 設

（Kariippanon, Cliff, Lancaster, Okely, 

& Parrish, 2019）。美國在2018年，有

116位眾議院議員和15位參議員共同

支持第115屆國會的立法，在未來10

年內投入1,000億美元用於公立學校

設施建設和現代化（Filardo, Vincent, 

& Sullivan, 2018 ）。 英 國 教 育 部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於2020

年投入超過20億英鎊改善學校建築的

狀況，加強綠色能源的應用及基礎設

施的維護，也提供教師與學生多元

化、現代化的學習空間及教育設施

（Williamson, 2020）。從UNESCO、

IFMA 對 教 育 設 施 品 質 的 宣 示 和 重

視，以及歐美先進國家大量資金的投

入，皆顯示出教育設施品質的價值與

重要性。 

國際間對於學校空間與設施的

規劃設計與運用，以促進教育發展、

教學革新，並提升教學成效上也是不

遺餘力。歐盟官方組織「歐洲學校

網」（European Schoolnet, 2020）現

有合作對象至今已包括歐洲34國的教

育部，於2012年在比利時布魯塞爾

（Brussels）之歐盟總部設立「未來

實驗教室」（Future Classroom Lab），

由六個不同的學習空間組成。每個空

間皆凸顯了學習和教學的特定領域，

將傳統教室與其他教學場域組合，以

滿足不斷變化的各種形式教學與學

習 ； 美 國 建 築 師 學 會 （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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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Architects [AIA], 2020）和

教 育 建 築 委 員 會 （ Economics for 

Architecture）自2011年起，每年教育

設 施 設 計 獎 （ Education Facility 

Design Awards）頒發給學校、社區

大學等教育機構，以推展各式實驗

性、特殊性之教育設施，其中2019年

獲 獎 者 克 羅 斯 敦 高 中 （ Crosstown 

High School ） 建 置 了 共 享 學 習 環

境，並運用色彩導引使用者，讓學生

得以循徑到達學習空間，此外，自然

光線的引入讓學習空間在視覺上開

闊。近幾年有許多學校空間與運用的

大型國際研討會，例如，中國大陸浙

江大學教育學院、運城市鹽湖區教育

科技局組織在2020年聯合舉辦第五屆

「基礎教育美麗學校建設」國際研討

會，邀請學校設計領域的著名理論與

實踐專家、教育行政領導、國際學校

集團領導、中小學校知名校長、幼稚

園傑出園長，以及一線設計師，以

「空間更課程，學校更文化」為主

題，探討未來學校的學習空間與課程

融合路徑，面向「合作學習」、「項目

式學習」、「設計型學習」及「混合式

學習」，構建學校文化新樣態，實現

「空間—課程—文化」的有機銜接

（ 浙 江 大 學 教 育 學 院 ， 2020 ）。

BEED亞洲（2020）致力於為亞洲學

校打造更好的教育環境，為學校產業

鏈的服務平臺，涵蓋學校建設、運營

管理、智慧技術、課程與教學等領

域 ； 2020 年 在 中 國 廣 州 舉 行

DECIGNS 全 球 教 育 空 間 設 計 者 大

會，聚集來自全球優質的教育設計專

家、學校品牌、投資方等，探討幼

教、K-12到高校的校園規劃、建築

設計、運營管理、品牌辦學等，分享

最前沿的學校趨勢、辦學經驗、設計

理念等，以滿足面向未來的學校建

設。由此可知，國際間重視學校空間

與設施規劃設計的新理念，更期盼新

的空間能夠滿足未來的教學與學習需

求，此一空間領導的風潮亦在國際上

一波波的穩定推展。 

在 臺 灣 也 不 遑 多 讓 ， 學 校 空

間、建築設施、校園環境與設備的規

劃，逐年推動，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自2007年來，持續推動國民中小

學「營造空間美學與發展特色學校實

施計畫」，計畫目的之一為強調空間

領導效能，以校本特色課程為核心，

營造具課程意義之校園環境，強化課

程 與 空 間 美 學 之 連 結 （ 教 育 部 ，

2017a）。教育部（2020）補助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校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

營造校園美感環境之教學情境，建置

美感體驗和文化探索空間，打造校園

與緊鄰社區的美感共學場域，營造兼

顧在地自然環境、文化、學校需求及

整體美感之校園教育場域。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2020a）推動「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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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國教基礎設施建設計畫」於2008年

迄今，重視加強校園安全，提供安全

學習環境；善用教育資源，充分發揮

空間使用價值。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2020b）推動「公立國民中小

學老舊廁所整修計畫」，重視排水、

通風、乾淨衛生等基本功能，並鼓勵

運用多元材質美化廁所，融入學校特

色亮點。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019a）「2020-2022年校舍耐震能

力改善計畫」中，投入經費166.42億

元，改善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系

統化逐步提升校舍耐震能力，給學生

安全的校園環境。教育部（2017b）

「校園社區化改造計畫」，善用學校

校園空間並賦予新任務，建構安全、

合宜與健康的學習場域及多元社區化

服務。教育部於2019年公告《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準》及《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充實一般科目教學設備要點》以

因應108課綱之推展。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2020）辦理優質學校評選，迄

今15年，其中「校園營造」向度便為

空間領導的具體實踐，對於臺北市中

小學整體校園環境以及教育提升，有

重要的影響和貢獻。新北市政府教育

局（2019a，2019b）推動「新北創新

教育加速器計畫」、「新北教育123」

四 年 計 畫 （ 2019 ～ 2022 年 ） 共 9 億

3,017萬元，用以規劃安全、多元及

利於學習的優質環境。臺南市政府教

育局（2020）獲教育部核定補助6億

2,716萬元，改善教室設備及環境老

舊之問題，搭配環境改善工程，並配

合新課綱的推動，教學走向跨領域統

整及探索體驗等多元型態，以提供優

質學習環境並強化教學效能。由此顯

見，教育主管機關重視空間領導與教

育設施的推展，並戮力建置優質的教

育環境。 

空間領導與教育設施品質對於

教學與學習的影響甚為關鍵，國際間

對校園空間規劃、教育設施品質皆投

入大量的經費與革新，對學生以及教

師產生重要的影響力，據此，希望經

由對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學設施品質、

教學效能之關係的探討，了解空間領

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的相關

究竟為何？以及教育設施品質在校長

空間領導與教學效能所扮演的角色為

何？校長空間領導與教育設施品質國

內相關研究不多，與教學效能相關之

探究更是付之闕如，值得探討。綜合

上述，本研究主要目的乃在探討當前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教育設施品

質及教學效能現況，並進一步建構教

育設施品質作為中介影響效果的結構

方程模式是否成立。基於上述研究動

機，本研究目的臚列於下： 

一、進行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

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之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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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二、了解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

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之關

係。 

三、建立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

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的關係

模式。 

貳、文獻探討 

一、 校長空間領導之理念

探析 

湯 志 民 （ 2008 ） 於 〈 空 間 領

導：理念與策略〉一文率先提出空間

領導概念，引起國內空間領導研究之

關注。湯志民（2013）認為，透過校

園建築空間與環境的規劃、建置與運

用，以促進教育意境、學校課程、教

師教學、學生學習、行政管理和社區

公關之提升，達到引領學校建立空間

特色，增進學校教育發展為空間領導

的目的。參考相關研究（吳清山，

2013 ； 湯 志 民 、 施 佩 吟 、 魏 琦 ，

2013），可知校長空間領導係指校長

能夠形塑空間願景，以建構教育空

間，並使之融入課程教學，以及讓使

用者共同參與，發展出對教育具有實

質影響力之環境，促進學校空間和教

育發展的歷程。在操作型定義方面，

「校長空間領導」係以「國民小學校

長空間領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

能之研究調查問卷」之「形塑空間領

導」、「建構教育空間」、「融入課程教

學」及「使用者共同參與」四個構面

的得分情形為代表，得分愈高表示校

長空間領導的程度愈高，反之則愈

低。 

本研究於2020年11月15日搜尋臺

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以關鍵

詞「空間領導」為字詞，以精準模式

進行檢索，相關博碩士論文數目達26

篇；同樣以關鍵詞「空間領導」在華

藝線上圖書館以精準模式進行檢索，

相關期刊文章有5篇，另有許多期刊

文章，針對目的、原則、方式、策

略、模式、理論基礎有完整論述（湯

志民，2008，2009，2013），在科技

部也有對空間領導序列的研究（湯志

民等，2013；湯志民、許祐齊、許婉

玉，2016；湯志民、陳詩媛、簡宜

珍，2014），湯志民、呂思杰與楊茵

茵（2019）則為第一篇空間領導結合

教育設施品質進行研究探討，顯見空

間領導的理論和實徵研究累積相當豐

實的成果。 

教育部國教署的特色學校方案

聚焦於優化學生學習，且鼓勵學校與

在地連結，發展校本特色課程，並將

理念導入學校空間營造，發揮境教的

效益。如新北市介壽國小以蝴蝶做主

題，過去10餘年耕耘彩蝶園的經驗，

讓學校累積豐富的課程與教學能量，

並逐步營造搭配特色課程的校園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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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在空間營造方面，該校校園中不

僅設置了彩蝶閱讀角，連校門口及教

室內亦搭配彩蝶裝置藝術與彩繪。高

雄市竹滬國小藉由明朝寧靖王渡海來

臺至竹滬地區進行墾荒的歷史，豐富

學校本位課程的文化底蘊，在空間營

造方面，將明史和海洋特色融入校園

空間的改造，建置竹滬藝廊、聽風踏

浪平臺與竹滬哨船站。新竹縣新豐國

中近幾年以「自由車樂活」為主題建

構校本特色，在校園空間營造部分，

自由車「自由翱翔、充滿希望、努力

不懈」的意涵，打造出具整體特色之

校園活動學習空間（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2019b）。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2020）優

質學校4.0中，「校園營造」向度包含

「安全健康」校園：建置安全的學校

環境、設置健康的活動設施；「人文

藝術」校園：形塑人文的校園風格、

設置藝術的校園空間；「自然科技」

校園：建構自然的永續校園、設置科

技的學校設備；「學習資源」校園；

提供豐富學習資源、建置便捷互動環

境。可知「校園營造」是空間領導的

具體實踐。如臺北市立大直國小與景

興國小，獲得兩次校園營造獎項，在

校園營造的應用上甚有成效。臺北市

大直國小（2020）利用整建校區死

角，建置交安地坪，成立交安資源教

室、交安情境模擬區與自行車騎乘

區、特遊區建置共融遊具，不僅活化

閒置空間且推展校本特色課程，並提

供豐富學習資源，達到良好的教學成

效。臺北市景興國小（2020）則是開

設「陶坊」，建置永續校園的教育情

境，教導學生製作大型陶藝作品－仙

岩印記，親師生共同合力創作，以利

教學的進行；校園中的生態魚池，構

建校園生態景觀；由魚菜共生系統發

展成蝦菜共生系統，提供校園新環

境。 

比較特別的是，臺北市萬興國

小（2012）將工程變課程，於操場開

挖興建地下停車場、蓋教室及活動中

心，將工程課題融入環境教育中實

施，以「安全、環保、空間、體能、

認同」的概念，建置因應工程的配套

措施與階段性建構環境教學的學習內

容，學生可從走廊上一覽無遺的觀看

到全工區的施作情形，從中進行「人

與環境」的互動，讓學生了解一座建

築物興建的不易，更應珍惜與愛護。

國外如英國麥格納社區小學（Sandal 

Magna Community Academy, 2020），

利用通風、隔音、灑水裝置和雨水蒐

集系統減少碳足跡，使學校建築成為

演示工具，從而成為可持續性課程的

一 部 分 。 位 於 比 利 時 布 魯 塞 爾

（ Brussels ） 酢 漿 草 公 立 小 學

（School Les Trèfles），則是把教室

設計呈圓形羅馬空間形式，讓教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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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具備論壇用空間、劇場及馬戲團表

演環形廣場等三種功能，且校園中的

14座菜園部分成為教師的教室，讓孩

子學習蔬果生長的過程，部分則租給

市民耕種，增加空間運用的價值（校

園美感環境再造計畫專案辦公室，

2018）。日本福岡縣嘉麻市立下山田

小學建造的白馬廳，最初即定調為學

校與社區共享的平臺，用於小學活

動，例如，入學典禮、畢業典禮、文

化聚會和課堂音樂表演，設有烹飪培

訓室和日式房間，用於兒童家庭經濟

課，且向社會大眾開放時，可舉行音

樂會、戲劇表演等，為校園與社區結

合的良好典範（福岡縣嘉麻市立下山

田小學，2020）。上述國內、外校園

營造個案，顯示出學校運用空間規劃

來建置教育意境、提升教學效能、引

領課程的發展、增加學習資源，以及

促進學校與社區共生共榮，皆為空間

領導方式的真實案例。 

湯志民等人（2013）的研究提

出校長空間領導的主要構面，分別為

「 形 塑 空 間 願 景 」、「 建 構 教 育 空

間」、「融入課程教學」及「使用者共

同參與」，分述如下： 

(一)形塑空間願景：校長掌握校

內、外資源，將學校願景作為參考依

據，引領師生共同發展校園空間，作

為校園發展藍圖。 

(二)建構教育空間：校長透過多

樣的設施規劃，建構出人文、生活、

永續的校園環境，提供適於學生使用

的空間與設施，鼓勵布置教學情境，

以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有利於學習

成效。 

(三)融入課程教學：校長必須重

視各學科教學空間與設備之完善，活

化學校建築與校園環境規劃，建置數

位教學平臺，創造資源分享空間，以

符應教師多元化的教學，建構無所不

在的學習情境，並促進學校間交流與

師生人際互動。 

(四)使用者共同參與：校長讓校

園使用者都有機會參與校園規劃，有

效運用空間與相關教育設施，讓使用

者感受空間意義與價值，增進校園認

同感、歸屬感與成就感，以利課程與

教學能有效地運用空間與設備。 

二、 教育設施品質之理念

探究 

根據國內、外相關研究，教育

設施泛指校園建築與設備，「教育設

施」（educational facilities）常見的同

義 詞 有 ：「 學 校 設 施 」（ school 

facilities ）、「 學 校 建 築 」（ school 

buildings）、「教育空間」（educational 

space ） 及 「 學 校 空 間 」（ school 

space ）。 對 於 教 育 設 施 品 質 （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al facilities）的界

定，廖文靜（2011）認為學校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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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校園、運動場和附屬設施所組構

成的「點、線、面、體」環境，能夠

符應或超越使用者的教育、生活和學

習的需求，呈現優良的整體特質；湯

志民等人（2019）認為教育設施品質

是校舍、校園、運動場和附屬設施所

建構的整體環境能符應或超越使用者

的教育生活和學習需求之歷程。簡言

之，教育設施品質為校舍、校園、運

動場和附屬設施所建構的教育環境能

符應或超越使用者教學、學習和校園

生活需求之歷程。 

近10多年來，陸續有相關研究

探討中小學教育設施品質對師生教

學、學習、成就、態度、行為等之影

響 。 Buckley 、 Schneider 與 Shang

（2004）的研究發現，學校設施品質

是教師對當前職位決定留職／離職的

重要預測因素，教師大多數教學都是

在特定的學校建築中進行，故學校設

施品質會影響教師的教學能力、教師

的士氣，以及教師的健康和安全。

Uline與Tschannen-Moran（2008）指

出，若學校建築物破舊且不適用，教

師不太可能表現出對工作的熱情，當

他們認為在品質不良的建築中教學

時，也很難要求他們更加努力地支持

學生的學習。Boudreaux、Martin與

Mcneal（2016）對美國南部的小學及

初中教師進行調查，教師認為維護良

好的設施及足夠的教育空間有助於提

高教學效能，學生在課業上也會有較

佳 的 表 現 。 Pavesi 、 Cia 、 Perego 與

Morena（2020）於義大利學校建築

調查報告指出，學校結構的安全及衛

生等，對於教學有一定的影響。賓夕

法尼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評估和教育政策分析中

心 （ Center for Evaluation and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提出學校

設施對教師和學生的學習產生深遠影

響；其中學校設施品質的優劣會改變

教師在教學上的努力及投入程度，進

而影響教學效能（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15）。Bailey（2009）、

Uline、 Wolsey 、 Tschannen-Moran 與

Lin（2010）皆探討學校設施狀況對

學生的影響，研究發現：學校設施狀

況對學生表現有直接影響，較新、維

護良好的學校對學生有正向的影響，

而較老舊、維護不良和非現代化學校

對學生表現則會有不利的影響；學校

設施品質與學校氣氛之間存在中度甚

至強度的關係，學校設施品質透過學

校氣氛形塑，影響使用者的學習和表

現。國內有關教育設施品質之研究，

如：廖文靜（2011）對全國高中教師

進行問卷調查，發現公立普通高中學

校設施品質狀況良好，且學校設施品

質愈優之學校，教師組織承諾愈佳，

學生學習態度及學業表現也更好。湯

志民等人（2019）對臺北市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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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發現，教育設施

若能有良好的維護，學生會有較佳之

學習成效。由上述研究可知，良好的

教育設施對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會有

影響，教師在較佳的學校建築中教學

可以有更高的工作效能，而學生在較

好的校園環境學習會有更好的學習表

現，可見教育設施品質的影響和重要

性。 

根據國內、外相關研究（湯志

民等，2019；廖文靜，2011；Bosch, 

2003; Gee, 2006; OECD, 2009），教育

設施品質的主要構面為「舒適的教室

環境」、「充實的教學設備」、「多元的

活動設施」、「近便的空間機能」及

「良好的設施維護」，分述如下： 

(一)舒適的教室環境：係指教室

有適宜的採光、照明、溫度、音響、

室內空氣品質與家具規格，讓使用者

感覺身心舒適。 

(二)充實的教學設備：係指學校

的教室配置有電腦、單槍、網路等設

備充足完善，滿足各項教學活動的需

要。 

(三)多元的活動設施：係指學校

有數量足夠的專科教室和實驗室，以

及普通教室以外的會議空間等，以充

分符應多元的學習需求。 

(四)近便的空間機能：係指學校

各區域規劃適宜，距離和動線適當，

利於行政聯繫和師生溝通，師生活動

安全無障礙，使校園成為完整的有機

體。 

(五)良好的設施維護：係指學校

環境能夠保持整潔，校舍建築整體、

學校牆面及教室課桌椅等維護良好，

沒有髒汙損壞的情形，可滿足視覺上

的美感及使用上的安全需求。 

三、教學效能研究之理念

探討 

面對社會環境的急遽變遷，各

國皆期望藉由教育的力量提升國家人

才之素質，而提升教師教學品質方能

確保學生能有效學習，故教師教學效

能可說是衡量學習成效的重要因素之

一。 

對於教學效能的定義，外國學

者Ashton與Webb（1986）認為，教

學效能即是參與情境及教師可以幫助

學 生 的 信 念 ； Dresel 與 Rindermann

（2011）認為，教學效能的測量面向

應考慮整體的教學品質及教師自身的

行為；Baliyan與Moorad（2018）認

為，教學效能是指教師完成教學任務

的成功程度，包括有效教學方法的運

用、班級課堂的管理、學生給予的反

饋等。Tadesse、Gillies與Manathunga

（2020）則指出，教學效能是教師能

使學生進行有意義的學習，除使用有

效的教學方式外，亦要考量學生的認

知程度。國內研究對教學效能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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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主要多偏向教師能運用豐富的教學

技術及知識，協助學生達到教學目標

（陳冠華、蔡俊賢，2019；湯志民

等，2014）。簡言之，教學效能係指

教師在教學上善用各項的教學資源、

教學策略等，同時營造良好的班級氣

氛，引發學生學習動機，協助學生達

到預期教學目標之歷程。 

根據國內、外文獻探討，教學

效能可歸納出三個取向加以探討，即

教師自我效能概念、教師教學行為觀

點及教師自我效能與教學行為綜合觀

點。Gibson與Dembo（1984）以自我

效能理論（self-efficacy theory）發展

出教師教學效能的測量工具，分別為

「個人教學自我效能」與「一般教學

自 我 效 能 」 兩 個 向 度 。 Ashton 與

Webb（1986）強調教師利用個人的

知覺、能力與信念，影響他人學習的

信念及具備個人能力的信念，是教師

自我效能的重要因素。近年來，教學

效能相關研究，多採教師自我效能與

行為綜合觀點的研究，且多數研究採

較廣泛的教學效能觀點進行探討，

如：Barry（2010）認為教學效能可

透過掌握有效能教師的知與行之教學

模式進行分析，包含深入理解學科學

習理論及學生學習差異、班級教學策

略等，亦需納入教師反思能力、協作

能力及專業發展等一系列有效能教師

之專業實踐的行為。林進材（2015）

認為教學效能主要為教師運用好的教

學方法進行有效教學，使學生在學習

上成功並展現出優良的表現，塑造良

好的班級氣氛，以達成預定的教育目

標；其中關鍵則是教師專業能力，透

過對教師教學行為的觀察，則能得到

教師教學效能的差異。Tadesse等人

（2020）則認為，教師應提供與學生

互動的機會，並調整改變授課方式，

加強學生參與程度，提高教學效率。 

根據國內、外相關研究（林進

材，2015；湯志民等，2014；Dresel 

& Rindermann, 2011; Tadesse et al., 

2020 ）， 教 學 效 能 的 主 要 四 個 構 面

為：「教學計畫完備」、「多元教學策

略」、「班級經營成效」及「學生學習

表現」，分述如下： 

(一)教學計畫完備：教師因應學

生個別差異，準備合適的教材，並依

課程規劃適宜的教學進度，完善教學

前的準備工作。 

(二)多元教學策略：教師於實際

的教學活動中，運用合宜的教學方法

並善用資源輔助教學，以引起學生學

習動機、維持注意力及掌握教學時

間。 

(三)班級經營成效：師生共同研

擬適宜的班級公約或訂定上課規則，

以營造良好的學習環境及班級氛圍。 

(四)學生學習表現：教師能展現

有效教學行為，讓學生有正確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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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在各項學習活動上有積極的表

現。 

四、 校長空間領導、教育

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

之相關研究 

(一)校長空間領導、教育設施

品質之相關研究 

由 國 內 相 關 校 園 營 造 政 策 發

現，校長空間領導有助於提升教育設

施品質。湯志民等人（2019）以問卷

調 查 研 究 母 群 臺 北 市 立 國 小 共 138

所 ， 採 用 分 層 立 意 抽 樣 ， 抽 取 126

校，總計1,080位教師為對象，有效

問卷1,010份，回收率達93.51%。研

究發現，臺北市校長空間領導與教育

設施品質有中度正相關；其中，校長

空間領導各構面與教育設施品質之相

關，最高為「建構教育空間」，其次

依序為「融入課程教學」、「使用者共

同參與」及「形塑空間願景」。 

(二)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

之相關研究 

Buckley等人（2004）以華盛頓

特區（Washington, D.C.）835位K-12

的教師為對象，探討學校設施品質對

教師留職／離職的影響，研究顯示，

最直接影響教師生活品質和教育成果

的因素，包括室內空氣品質、溫度控

制、教室自然採光、噪音水平和聲

學。廖文靜（2011）在其研究中探討

學校設施品質與教育成果之關係，以

全國127所公立普通高級中學為研究

對象，分層抽取74所學校的888位教

師進行問卷調查，發現學校設施品質

與教師組織承諾呈中度正相關，「舒

適的教室環境」、「充足的E化設備」

和「完善的建築機能」等學校設施品

質因素可有效預測教師的組織承諾；

學校設施品質與學生的學習態度呈中

度正相關，學校設施品質因素的「舒

適的教室環境」、「良好的設施維護」

和「完善的建築機能」等，可有效預

測學生的學習態度。Leigh（2012）

對維吉尼亞州2所小學學校設施狀況

與教師態度的關係進行調查，以「聯

邦物質環境評估」（the Commonwealth 

Assessment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和 「 我 的 教 室 評 估 協 議 」（ My 

Classroom Assessment Protocol）作為

研究工具，結果顯示，在較新建築的

教師對教室狀況、教室感受和教室狀

況對學生學習的影響方面，有更好的

態度。湯志民等人（2019）的研究發

現，教育設施品質在「良好的設施維

護」上可預測學生的學習成效，且教

育設施品質對學生學習表現有間接影

響。 

(三) 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學效能

之相關研究 

湯志民等人（2014）的研究採

問卷調查法及訪談法，問卷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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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群共計117所學校，總計1,170位教

師 為 問 卷 施 測 對 象 ， 有 效 問 卷 918

份，問卷回收率達91.89%。訪談法

以6位在問卷調查校長空間領導部分

得分較高的校長為訪談對象，探討臺

北市及新北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

導、組織學習與教學效能之現況。研

究發現，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學效能整

體呈中度正相關，在「融入課程教

學」上，相關係數最高，顯示校長空

間領導構面中，以「融入課程教學」

提升教學效能最有影響。 

(四) 校長空間領導、教育設施

品質與教學效能之相關研

究 

目前「空間領導、教育設施品

質與教學效能」的相關研究付之闕

如，然從前述相關研究顯示，校長空

間領導、教育設施品質及教學效能三

變項間的關係為：1.校長空間領導與

教育設施品質相關，且校長空間領導

為自變項，教育設施品質為依變項；

2.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相關，且

教育設施品質為自變項，教學效能為

依變項；3.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學效能

相關，且校長空間領導為自變項，教

學效能為依變項。此可能表示，校長

空間領導可以教育設施品質作為中介

變項，對教學效能產生直接、間接地

影響。因此，本研究以教育設施品質

為中介變項探討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學

效能影響關係之結構方程模式是否成

立。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變項 

(一)校長空間領導 

本研究將空間領導分為「形塑

空間願景」、「建構教育空間」、「融入

課程教學」及「使用者共同參與」四

構面。 

(二)教育設施品質 

本 研 究 將 教 育 設 施 品 質 分 為

「舒適的教室環境」、「充實的教學設

備」、「多元的活動設施」、「近便的空

間機能」及「良好的設施維護」五構

面。 

(三)教學效能 

本研究將教學效能分為「教學

計畫完備」、「多元教學策略」、「班級

經營成效」及「學生學習表現」四構

面。 

二、分析方法 

(一)抽樣對象 

本研究正式問卷採用分層隨機

抽樣方法，抽取200所國民小學為研

究樣本。依照全國國民小學學校規模

之分布，分成「6班以下」、「7～12

班」、「13～36班」、「37班以上」之學

校規模，依照規模比例，6班以下抽

取79所；7～12班抽取31所；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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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抽取60所；37班以上抽取30所（如

表1所示）。總計200所學校各抽10位

教師，包含科任教師、導師及教師兼

行政，發出2,000份問卷，回收1,877

份，回收率為93.85%，其中有效問

卷 1,845 份 ， 有 效 問 卷 回 收 率 達

92.25%。 

表 1 

抽樣分配表 

學校規模 學校數（%） 抽樣教師數（%） 

6班以下 79（39.5%） 512（27.8%） 

7～12班 31（15.5%） 204（11%） 

13～36班 60（30%） 605（32.8%） 

37班以上 30（15%） 524（28.4%） 

總計 200（100%） 1845（100%） 

註：修改自107學年度國民小學校數－依學校規模（班級數）查詢。教育部統計處，2018。取自https://stats.moe. 

gov.tw/qframe.aspx?qno=NQA1AA2 

 

(二)研究工具 

1.校長空間領導量表 

本 研 究 之 「 校 長 空 間 領 導 量

表」係採用湯志民等人（2013）「國

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教育組織承諾

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所編製之量

表，此量表共計有20題，內容分為四

個構面，包括形塑空間願景、建構教

育空間、融入課程教學及使用者共同

參與。量表採Likert五點量尺計分，

受試者從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的

5、4、3、2、1進行勾選。各項分別

計分，得分愈高者，代表受試者對該

向度的符合程度愈高。經信、效度分

析結果，Cronbach’s α係數達  .96；

校長空間領導的組合信度為 .96、平

均變異抽取量為 .84，表示「校長空

間領導」量表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2.教育設施品質量表 

本 研 究 之 「 教 育 設 施 品 質 量

表」係採用湯志民等人（2019）「臺

北市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教育設

施品質與學生學習表現之研究」所編

製之量表，此量表共計有20題，內容

分為五構面，包括舒適的教室環境、

充實的教學設備、多元的活動設施、

近便的空間機能、良好的設施維護。

量表採Likert五點量尺計分，受試者

從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的5、4、

3、2、1進行勾選。各項分別計分，

得分愈高者，代表受試者對該向度的

符合程度愈高。經信、效度分析結

果，Cronbach’s α係數達  .95；教育

設施品質的組合信度為 .92、平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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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抽取量為 .67，表示「教育設施品

質」量表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3.教學效能量表 

本研究之「教學效能量表」係

採用湯志民等人（2014）「國民小學

校長空間領導、組織學習與教學效能

關係之研究」所編製之量表，此量表

共計有20題，內容分為四構面，包括

教學計畫完備、多元教學策略、班級

經營成效、學生學習表現。量表採

Likert五點量尺計分，受試者從非常

符合到非常不符合的5、4、3、2、1

進行勾選。各項分別計分，得分愈高

者，代表受試者對該向度的符合程度

愈 高 。 經 信 、 效 度 分 析 結 果 ，

Cronbach’s α係數達  .94；教育設施

品質的組合信度為 .95、平均變異抽

取量為 .77，表示「教育設施品質」

量表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三)統計分析 

1.逐步多元迴歸 

利用多元迴歸分析，探討有效

預測教育設施品質和教學效能的校長

空間領導因素。 

2.皮爾遜（Pearson）積差相關 

應用Pearson積差相關，了解校

長空間領導與教育設施品質、學校效

能的關係，並獲得其相關係數矩陣，

以作為後續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之

用。  

3.結構方程模式 

利用驗證性因素進行「校長空

間領導量表」、「教師設施品質量表」

和「教學效能量表」的檢驗。利用中

介模型的路徑分析驗證研究架構，以

了解校長空間領導對於教學效能的直

接和間接相關。 

肆、研究結果 

一、預測分析 

(一) 校長空間領導對教育設施

品質之預測分析 

在校長空間領導分層面對教育

設施品質的預測分析中，有三個變項

對教育設施品質具有預測力，依次為

融入課程教學、建構教育空間、使用

者共同參與，三個預測變項的多元迴

歸係數為  .622，聯合預測變異量為

38.7%，顯示出中度預測力；其中最

具影響力者為「融入課程教學」、「建

構教育空間」兩變項，兩個預測變項

的多元迴歸係數為  .615，聯合預測

變異量為37.9%，如表2所示。因迴

歸係數（β）皆為正值，由此可知預

測變項的得分愈高，則教育設施品質

愈佳。 

(二) 校長空間領導、教育設施

品質對教學效能之預測分

析 

在校長空間領導、教育設施品

質之分層面對教學效能的預測分析

中，有七個變項對教學效能具有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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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校長空間領導之分層面對教育設施品質的逐步多元迴歸摘要 

變項選出順序 多元迴歸係數 R R2 累積量 R2 改變量 β 係數 F 值 

融入課程教學 .602 .363 .363 .364 1049.709***

建構教育空間 .615 .379 .016 .169 561.692***

使用者共同參與 .622 .387 .008 .139 387.448***

***p < .001 

 

力，依次為良好的設施維護、建構教

育空間、充實的教學設備、多元的活

動設施、形塑空間願景、使用者共同

參與、舒適的教室環境，七個預測變

項的多元迴歸係數為  .679，聯合預

測變異量為46.2%，顯示出中度預測

力；其中最具影響力者為「良好的設

施維護」、「建構教育空間」、「充實的

教學設備」三個變項，三個預測變項

的多元迴歸係數為  .665，聯合預測

變異量為44.3%，如表3所示。因迴

歸係數皆為正值，由此可知，預測變

項的得分愈高，則教學效能愈佳。 

 

表 3 

校長空間領導、教育設施品質之分層面對教學效能的逐步多元迴歸摘要 

變項選出順序 多元迴歸係數 R R2 累積量 R2 改變量 β 係數 F 值 

良好的設施維護 .584 .341 .341 .235 955.440*** 

建構教育空間 .640 .410 .068 .119 639.131*** 

充實的教學設備 .665 .443 .033 .157 487.739*** 

多元的活動設施 .671 .450 .007 .102 376.022*** 

形塑空間願景 .675 .456 .006 .105 308.005*** 

使用者共同參與 .678 .459 .004 .090 260.291*** 

舒適的教室環境 .679 .462 .002 .068 225.079*** 

***p < .001 

 

(三)綜合討論 

由分析結果得知，校長空間領

導在「融入課程教學」、「建構教育空

間」上對教育設施品質較具預測力；

校長空間領導及教育設施品質在「良

好的設施維護」、「建構教育空間」、

「充實的教學設備」上對教學效能具

有預測力，可知「融入課程教學」、

「建構教育空間」得分愈高，則教育

設施品質愈佳；而「良好的設施維

護」、「建構教育空間」、「充實的教學

設備」得分愈高，則教學效能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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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廖文靜（2011）研究結果發現良好

的設施維護可有效預測學生的學習態

度及湯志民等人（2019）研究發現教

育設施品質在「良好的設施維護」上

可預測學生學習成效之研究結果相符

合。 

二、 校長空間領導、教育

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

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各觀察變項的相關係數

介於  .33～ .77之間，且落在合理範

圍，其中兩兩相關比較羅列如下，如

表4所示。 

(一) 校長空間領導與教育設施

品質之相關 

校 長 空 間 領 導 （ 形 塑 空 間 願

景、建構教育空間、融入課程教學、

使用者共同參與）與教育設施品質

（舒適教室環境、充實的教學設備、

多元的活動設施、進便的空間機能、

良好的設施維護）各構面間的相關係

數介於  .37～ .52之間，皆達顯著水

準。其中又以「建構教育空間」和

「 良 好 的 設 施 維 護 」 相 關 係 數 值

= .52、「建構教育空間」和「進便的

空間機能」= .51、「融入課程教學」

和「進便的空間機能」= .51、「融入

課程教學」和「良好的設施維護」

= .51較高；「使用者共同參與」和

「 多 元 的 活 動 設 施 」 = .37 則 為 最

低。 

(二) 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

之相關 

教 育 設 施 品 質 （ 舒 適 教 室 環

境、充實的教學設備、多元的活動設

施、進便的空間機能、良好的設施維

護）與教學效能（教學計畫完備、多

元教學策略、班級經營成效、學生學

習 表 現 ） 各 構 面 間 的 相 關 係 數 介

於  .33～ .52之間，皆達顯著水準。

其中又以「良好的設施維護」和「多

元教學策略」相關係數值= .52、「進

便的空間機能」和「多元教學策略」

= .51較高；「多元的活動設施」和

「學生學習表現」= .33則為最低。 

(三) 校長空間領導與教學效能

之相關 

校 長 空 間 領 導 （ 形 塑 空 間 願

景、建構教育空間、融入課程教學、

使用者共同參與）與教學效能（教學

計畫完備、多元教學策略、班級經營

成效、學生學習表現）各構面間的相

關係數介於  .49～ .34之間，皆達顯

著水準。其中又以「融入課程教學」

和 「 多 元 教 學 策 略 」 相 關 係 數 值

= .49、「建構教育空間」和「多元教

學策略」= .49較高；「使用者共同參

與」和「學生學習表現」= .34則為

最低。 

(四)綜合討論 

由研究結果可知，校長空間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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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與教育設施品質兩者間具中度正相

關，以「建構教育空間」和「良好的

設施維護」關聯程度最高；教育設施

品質與教學效能兩者間具中度正相

關，以「良好的設施維護」和「多元

教學策略」最高；校長空間領導與教

學效能兩者間具中度正相關，以「融

入課程教學」和「多元教學策略」、

「建構教育空間」和「多元教學策

略」最高。 

三、結構模式設定 

本研究題目為「國民小學校長

空間領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

關 係 之 研 究 」， 基 於 文 獻 探 討 ， 將

「校長空間領導」變項分為形塑空間

願景、建構教育空間、融入課程教學

及使用者共同參與四個構面；「教育

設施品質」變項分為舒適的教室環

境、充實的教學設備、多元的活動設

施、近便的空間機能及良好的設施維

護五個構面；「教學效能」變項分為

教學計畫完備、多元教學策略、班級

經營成效及學生學習表現四個構面，

且設定三條影響路徑分別為，校長空

間領導直接影響教育設施品質，路徑

係數為γ11（校長空間領導→教育設

施品質）、教育設施品質直接影響教

學效能，路徑係數為β1（教育設施品

質→教學效能）、校長空間領導直接

影響教學效能，路徑係數為γ21（校

長空間領導→教學效能），以及含中

介效果的校長空間領導透過教育設施

品質影響教學效能（校長空間領導→

教育設施品質→教學效能）。基於上

述，繪製如圖1所示的國民小學校長

空間領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

之線性結構關係理論模型。 

四、測量模式 

檢驗結構模式之前，Anderson與

Gerbing（1998）建議先檢驗測量模

式，以確定其具有可接受的適配程度

後，方可進行結構模式之驗證；依據

B y r n e （ 1 9 9 4 ）、 H u 與 B e n t l e r

（1999）及余民寧（2006）之建議，

作為模型適配度之判斷依據，GFI、

CFI及TLI需大於  .90；CN需大於

200；RMSEA需小於 .08。本研究測

量模式檢驗結果顯示適配程度良好

（GFI = .97、CFI = .982、NFI 

=  .978、 RMR =  .008、 RMSEA 

= .052），如表5所示；其中絕對適配

指標部分卡方值χ2 = 368.330，達顯

著水準，表示其檢定結果未達適配指

標水準，主要原因為卡方檢定本身易

受樣本大小影響，樣本數太大，會導

致卡方檢定很容易拒絕虛無假設，即

p值達顯著有可能是因大樣本造成。

因此，可透過Bollen-Stine bootstrap

進行p值校正，本研究在執行2,000次

的bootstrap之後，得知模型具有良好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 55 

 

 
圖 1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之線性結構關係理論模型 

表 5 

校長空間領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的關係模式適配度考驗指標 

適配度衡量指標 判斷規準 a 適配情形

絕對適配度量測 

χ2 χ2 = 368.330 
p = .000 

卡方值愈小愈好，且未達顯著 

GFI .970 ＞.90 適配 

RMR .008 ＜.05 適配 

RMSEA .052 ＜.05，良好適配；＜.08，合理適配；＜.10，普通

適配；≧.10，不良適配 

適配 

增值適配量測 

AGFI .956 ＞.90 適配 

NFI .978 ＞.90 適配 

CFI .982 ＞.90 適配 

IFI .929 ＞.90 適配 

RFI .973 ＞.90 適配 

簡效適配量測 

PGFI .661 ＞.50 適配 

PNFI .778 ＞.50 適配 
a判斷規準係依據余民寧（2006）LISERL程式適配指標之使用的建議判斷標準。 

 

適配，下一次出現不佳模型的機率是

零，這也表示本研究所估計的p值顯

著情形係因樣本數過大所造成，並非

模型本身適配不佳。另外，校長空間

領導平均變異萃取量為  .809，組合

信度為  .944；教育設施品質平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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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萃 取 量 為  .677 ， 組 合 信 度

為  .913；教學效能平均變異萃取量

為 .758，組合信度為 .926，皆符合

Fornell 與 Larcker 及 Hair 、 Black 、

Babin與Anderson建議之大於  .05標

準，顯示正式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與

效度（如表6所示）；潛在變項間之相

關係數介於  .613～ .702之間，皆達

顯著水準（p < .001）且為正值，故

本研究所有研究變項間皆有顯著正相

關，如表7所示。 

表 6 

測量模式摘要 

 標準化因素負荷量 標準誤 T 值 AVE CR 

校長空間領導    .809 .944 

 形塑空間願景 .85***     

 建構教育空間 .91*** .020 52.331   

 融入課程教學 .90*** .020 51.301   

 使用者共同參與 .80*** .220 42.083   

教育設施品質    .677 .913 

 舒適的教室環境 .76***     

 充實的教學設備 .76*** .025 41.140   

 多元的活動設施 .68*** .027 31.450   

 近便的空間機能 .83*** .024 36.799   

 良好的設施維護 .83*** .025 36.567   

教學效能    .758 .926 

 教學計畫完備 .86***     

 多元教學策略 .88*** .022 48.478   

 班級經營成效 .86*** .023 46.219   

 學生學習表現 .70*** .028 34.095   

*** p < .001 

表 7 

測量模式的潛在變項間之相關係數 

潛在變項 校長空間領導 教育設施品質 教學效能 
校長空間領導 1   
教育設施品質 .684*** 1  
教學效能 .613*** .702*** 1 

*** p < .001 

本 研 究 依 據 理 論 建 立 測 量 模

型，並確定具有可接受的適配程度

後，進行結構模式之驗證。測量模型

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70～ .91之間，

均 大 於  . 5 0 ， t 值 均 達 顯 著 （ p  <  

.001）；且組合信度為 .94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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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均達 .60以上。此外，本研究

測量模型各構面的AVE標準值分別

為 .809、.677、.758，均大於 .50，

可知測量模型良好。據此判斷，可進

行下一步驟的結構模型分析。 

五、結構模式之檢定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教育

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之結構模式，顯

示校長空間領導對教育設施品質的路

徑係數為 .68，教育設施品質對教學

效能的路徑係數為 .53，兩者皆達顯

著。另外，校長空間領導對教學效能

的路徑係數為  .25，未達顯著水準

（如圖2所示）。 

 

 
***p < .001 

圖 2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的結構模式 

 

六、中介效果之檢驗 

校長空間領導透過教育設施品

質 作 為 中 介 對 教 學 效 能 之 效 果

為  .36 ， 中 介 效 果 之 95%CI 未 包 含

0，表示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在中

介效果顯著的情況下，校長空間領導

對教學效能的直接效果未達顯著水

準，顯示本研究模式為完全中介，表

示校長空間領導的效果可完全透過教

育設施品質轉化為對教學效能的影響

（如表8所示）。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論 

(一) 校長空間領導的「融入課

程教學」、「建構教育空

間」層面最能預測教育設

施品質 

研究結果顯示，校長空間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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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結構模式與中介效果拔靴法檢定 

 影響方向 參數 標準化係數 95% CI 

直接效果 空間領導→教育設施品質 γ11 .68***  

直接效果 教育設施品質→教學效能 β1 .53***  

直接效果 空間領導→教學效能 γ21 .25  

中介效果 空間領導→教育設施品質→教學效能 γ11*β1 .36*** .245～.319 

總效果 空間領導→教學效能（含中介效果） γ21+γ11*β1 .61*** .437～.519 

註：直接效果部分直接採用t檢定，中介效果及總效果採拔靴法。 

***p < .001 

 

有三個分層面對教育設施品質具有預

測力，分別為融入課程教學、建構教

育空間、使用者共同參與，三個預測

變項的多元迴歸係數為  .622，聯合

預測變異量為38.7%，顯示出中度預

測力。其中最具影響力者為「融入課

程教學」、「建構教育空間」兩變項，

兩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的 多 元 迴 歸 係 數

為 .615，聯合預測變異量為37.9%，

故此兩預測變項的得分愈高，則教育

設施品質愈佳。 

(二) 「良好的設施維護」、「建

構教育空間」、「充實的教

學設備」層面最能預測教

學效能 

研究結果顯示，校長空間領導

及教育設施品質有七個分層面對教學

效能具有預測力，分別為良好的設施

維護、建構教育空間、充實的教學設

備、多元的活動設施、形塑空間願

景、使用者共同參與及舒適的教室環

境，七個預測變項的多元迴歸係數

為 .679，聯合預測變異量為46.2%，

顯示出中度預測力。其中最具影響力

者為「良好的設施維護」、「建構教育

空間」、「充實的教學設備」三個變

項，三個預測變項的多元迴歸係數

為 .665，聯合預測變異量為44.3%，

故此三個預測變項的得分愈高，則教

學效能愈佳。 

(三)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

教育設施品質及教學效能

彼此間皆具正向關聯 

研究結果顯示，國民小學校長

空間領導與教育設施品質、教育設施

品質與教學效能、校長空間領導與教

學效能間皆具中度正相關，相關係數

介於  .33～ .77之間。校長空間領導

和教育設施品質其中以「建構教育空

間」和「良好的設施維護」關聯程度

最高；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以

「良好的設施維護」和「多元教學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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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最高；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學效能

以「融入課程教學」和「多元教學策

略」、「建構教育空間」和「多元教學

策略」最高。 

(四)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

教育設施品質、教學效能

的模型適配度良好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透過結構

方程模式驗證，本研究所建構之「校

長空間領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

能」模型具有良好適配度，絕對適配

度量測（GFI、RMR、RMSEA）、增

值 適 配 量 測 （ AGFI 、 NFI 、 CFI 、

IFI、RFI）、簡效適配量測（PGFI、

PNFI）適配情形良好，且參數估計

值皆為正值，未出現負的誤差變異，

顯示模型並未發生違反估計考驗之標

準，代表潛在變項間的理論受到觀察

資料之支持。 

(五)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領導會

透過教育設施品質間接影

響教學效能，教育設施品

質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檢 定 結 果 顯 示 ，「 校 長 空 間 領

導」對「教育設施品質」有正向的直

接 影 響 效 果 ，「 教 育 設 施 品 質 」 對

「教學效能」亦有正向的直接影響效

果，然「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學效

能」不具直接影響力，但可透過「教

育設施品質」對「教學效能」產生間

接影響。 

二、建議 

(一) 學校在建構教育空間的同

時，應有良好的設施維

護、充實的教學設備，以

利教學效能的提升 

本 研 究 發 現 ，「 良 好 的 設 施 維

護」、「建構教育空間」、「充實的教學

設備」三層面得分愈高，教學效能愈

佳，可知在設施維護的良好程度、教

育空間的建構及教學設備的充實度對

於教學效能有較大之影響。因此，學

校在建構適於師生使用教育空間的同

時，尤需注意應有足夠的專科教室、

室內外能提供多元的教學設備與學習

情境，並在學校設備、運動場等教室

的維護及校園環境的安全上有妥善的

安排，以更有效地提升教學效能。 

(二) 校長在空間領導上應善用

課程教學的融入及教育空

間的建構，以促進教育設

施品質 

本研究發現，校長空間領導在

「融入課程教學」及「建構教育空

間」的程度愈高，教育設施品質愈

佳，可見課程教學的融入及教育空間

的建構對於教育設施品質的提升有其

重要性。因此，校長應重視資訊網路

的設置，建構無所不在的學習環境；

完善各項教學空間與設備，增進正式

課程的實施成效；提供適於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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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施，提升學習效果；學校建築的

活化及教學情境的布置，符應師生多

元化的教與學等方面著手，以更有效

地提升教育設施品質。 

(三) 校長可優先從建構教育空

間著手，提供良好的設施

維護，豐富多元教學策略 

本研究結果顯示，校長空間領

導與教育設施品質、教育設施品質與

教學效能、校長空間領導與教學效能

間皆具正相關，因此，校長若能規劃

環保節能、多樣化休憩活動設施，重

視提供適於學生使用的空間與設施、

以及鼓勵教師布置教學情境，並將各

項教學設備、運動場設備維護良好，

對於教師在使用各種教學方法、各種

資源（如教學媒體或教具）輔助教學

上，能夠彈性變化教學活動，皆可激

發學生學習興趣與提升教學效果。 

(四) 校長空間領導應充分運用

「教育設施品質」方能增

進教學效能 

由 本 研 究 得 知 ，「 教 育 設 施 品

質」在「校長空間領導」對「教學效

能」的影響上具完全中介效果，意即

校長空間領導在實施過程中，要促進

教學效能時，需充分仰仗教育設施品

質的提升。根據研究，教育設施品質

在「舒適的教室環境」上，應建置具

有適宜的色彩、採光和通風良好的普

通教室，課桌椅需符合人體工學；在

「充實的教學設備」上，應提供教室

有充足之教材、教具與e化設備、室

內外多樣的學習情境（如閱讀角落、

生 態 園 區 ）、 數 量 足 夠 的 專 科 教 室

等，供教師教學可以充分運用；在

「多元的活動設施」上，應具備有豐

富藏書的圖書館可供學生使用、有多

元的運動空間以利教學進行；在「近

便的空間機能」上，如普通教室與常

用的設施動線有良好的規劃；此外，

在「良好的設施維護」上，應有優美

的校園景觀並能消彌死角提供安全的

校園。因此，校長空間領導應在教育

設施品質上大力著墨，方能有助於教

師教學效能的提升。 

(五)未來研究建議 

經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後，本

研究證實教育設施品質為國民小學校

長空間領導與教學效能的中介變項，

並建構其結構模式。惟研究樣本僅限

於臺灣的公立國民小學，建議未來研

究，對象可擴及國中和高中。此外，

建議將校長個人背景變項納入探討，

如：校長性別、年齡、學歷及經歷

等，獲得對於空間領導上更多元的樣

本。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採用問卷

調查法蒐集資料及統計分析，量化資

料適合用於推測及比較，建議未來可

加入多元研究方式進行校正，如：訪

談法、民族誌研究法、觀察法等，針

對所研究之學校及學校人員進行實地



國民小學校長空間領導、教育設施品質與教學效能關係之研究 61 

 

探訪，以獲得質性相關資料，讓研究

資訊更為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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