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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究國民小學校長反思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之關係。本研究透過

文獻閱讀與分析建立研究理論與研究架構後，以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調查，問卷

調查樣本以台灣地區基隆市、台北市、台北縣、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栗

縣、宜蘭縣等八個縣市之公立國民小學校長為研究對象，抽樣共 444 人，樣本回

收 329 份，回收率達 74.01%；可用樣本 329 份，可用率 74.01%。 

研究工具包含之自編「國民小學校長反思調查問卷」、採用之「國民小學校

長專業能力發展調查問卷」。本研究統計方法為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異

數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構方程模式（SEM）分析

等方法進行分析討論。 

本章乃根據前章研究結果與分析，歸納成結論，並分別針對教育行政機關、

國民小學校長及後續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節擬就文獻探討結果、調查研究發現，並依據研究目的，歸納出本研究主

要發現做為結論呈現。 

 

壹、國民小學校長反思之內涵包括反思的態度、反思的內

容、反思的策略、反思的支持與反思的行動 

根據本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校長反思共可分為五個向度，包含一、反思的態

度：包含開放的心智、責任感與全心全意三項特質；二、反思的內容：可由校務

經營、學校環境脈絡、學生教師與行政人員、道德倫理及社會議題等方面探討；

三、反思的策略：乃採取具體策略踐履反思，如撰寫省思日誌、建立專業檔案、

參加研討會會工作坊、加入專業團體、自我評鑑、學校經營視導等方法；四、反

思的支持條件：包含人為因素（校長個人因素、校長與他人關係）與環境因素（工

作負擔造成體力與時間缺乏、學校潛在文化、學校科層結構、環境組織氣氛等）；

五、反思的行動：包含超越自我、改善心智、共同願景、團隊學習以及系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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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外對於校長反思具體內涵與項目，研究仍相當欠缺，因此有值得加

以探討的空間。 

 

貳、國民小學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之內涵包括校務發展、行政

管理、教學領導、公共關係、專業責任 

根據本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共可分為五個向度，包含一、

校務發展：校長是學校的領導者，透過校務計畫之整體性計畫、未來性計畫、程

序性計畫、績效性計畫等校務計畫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力、物力、財

力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二、行政管理：校長是學校的領導者，透過

人事管理、設備管理、財政管理等行政管理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力、

物力、財力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三、教學領導：校長是學校的領導

者，透過臨床視導、發展視導、區分視導、同僚視導等教學領導之功能的發揮，

有效結合學校之人力、物力、財力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四、公共關

係：校長是學校的領導者，透過塑造學校的公眾形象、建立善意依存的基礎、統

合大眾意見的功能、令人感到舒適的溫馨等公共關係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

校之人力、物力、財力和其他的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五、專業責任：校長是

學校的領導者，透過運用較高級的心能、受相當長期的專業教育、自我要求不斷

進修、高度參與提高專業水準、應以服務社會為重、遵守道德規約、視教育為其

終身志業等專業責任之功能的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力、物力、財力和其他的

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 

綜合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國內外研究有關校長專業能力發展的研究議題已

有多處探討，校長身為學校領導者，其專業能力與學校未來發展息息相關，然而

此刻正是教育改革如火如荼進行時，重視學校經營之績效，探究校長專業能力發

展更是刻不容緩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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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校長反思的得分程度佳，並以「反思的內容」得分最高，

而「反思的策略」得分最低 

國民小學校長對校長反思調查問卷的看法得分平均數為 149.29，平均數除以

題數為 5.15，在六點量表中，換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85.83 分（5.15÷6×100）。由此

可知，國民小學校長對於反思情形佳。 

此外，將校長反思調查問卷五個向度的得分換算成百分制，依序為反思的態

度 88.5 分、反思的內容 89.83 分、反思的策略 78.83 分、反思的支持 82.5 分、反

思的行動 87.67 分，各向度得分情形佳。 

其中國民小學校長對於反思在「反思的內容」得分最高，顯示國民小學校長

在進行反思時，針對反思的內容，也就是反思有關校務經營、學校環境脈絡、學

生教師與行政人員、道德倫理及社會議題等方面，此向度符合程度高，因此得分

情形佳。 

 

肆、校長專業能力發展的現況得分程度佳，並以「行政管理」

能力表現最佳，以「教學領導」能力得分最低 

本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校長對校長專業能力發展調查問卷的得分平均數為

127.31，平均數除以題數為 5.09，在六點量表中，換算成百分制相當於 84.83 分

（5.09÷6×100）。由此可知，國民小學校長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的現況佳。 

此外，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調查問卷五個向度的得分換算成百分制，依序為

校務發展 87.5 分、行政管理 89.5 分、教學領導 79.33 分、公共關係 81.5 分、專

業責任 86.33 分，各向度得分情形佳。 

其中國民小學校長對於在行政管理表現最佳，得分高於其他向度，顯示國民

小學校長在透過校務計畫之人事管理、設備管理、財政管理等行政管理之功能的

發揮，有效結合學校之人力、物力、財力和其他資源，以達成學校目標，此向度

的專業能力符合程度高，因此得分情形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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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背景變項中，校長性別和校長年齡在校長反思的得分差

異達顯著水準，但在最高學歷、校長年資、學校規模、和學

校區域未達顯著差異 

一、校長性別在校長反思得分上的差異情形 

（一）整體而言：校長性別在校長反思整體得分上無顯著差異。 

（二）分項言之：校長性別在校長反思各向度的問卷得分上，女性校長在反

思的內容上顯著高於男性校長。但在反思的態度、反思的策略、反思

的支持及反思的行動方面，則無顯著差異。 

二、校長年齡在校長反思得分上的差異情形 

（一）整體而言：年齡在校長反思整體得分上，年齡「51 歲以上」的校長

在「校長反思總分」上顯著大於「41～50 歲」校長。 

（二）分項言之：年齡在校長反思各向度的問卷得分上，「51 歲以上」的校

長在「反思的態度」、「反思的支持」與「反思的行動」上顯著大於「41

～50 歲」校長。但在「反思的內容」和「反思的策略」上，各年齡層

之間的校長沒有顯著的得分差異。 

三、最高學歷在校長反思得分上的差異情形 

（一）整體而言：最高學歷在校長反思整體得分上無顯著差異。 

（二）分項言之：最高學歷在校長反思各向度的問卷得分上，無顯著差異。 

四、校長年資在校長反思得分上的差異情形 

（一）整體而言：校長年資在校長反思整體得分上無顯著差異。 

（二）分項言之：校長年資在校長反思各向度的問卷得分上，無顯著差異。 

五、學校規模在校長反思得分上的差異情形 

（一）整體而言：學校規模在校長反思整體得分上無顯著差異。 

（二）分項言之：學校規模在校長反思各向度的問卷得分上，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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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學校區域在校長反思得分上的差異情形 

（一）整體而言：學校區域在校長反思整體得分上無顯著差異。 

（二）分項言之：學校區域在校長反思各向度的問卷得分上，無顯著差異。 

 

陸、背景變項中，校長年齡和學校規模對校長專業能力發展

的得分差異達顯著水準，但在校長性別、校長年資、最高學

歷和學校區域未達顯著差異 

一、校長性別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得分上的差異情形 

（一）整體而言：校長性別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整體得分上無顯著差異。 

（二）分項言之：校長性別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各向度的問卷得分上，無顯

著差異。 

二、校長年齡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得分上的差異情形 

（一）整體而言：校長年齡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整體得分上無顯著差異。 

（二）分項言之：校長年齡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各向度的問卷得分上，「51

歲以上」的校長在「校務發展」上得分顯著高於年齡在「40 歲以下」

和「41～50 歲」的校長；且「51 歲以上」的校長在「行政管理」上得

分亦顯著高於年齡層「41～50 歲」的校長。但在「教學領導」、「公共

關係」和「專業責任」，不同年齡層的校長並沒有顯著的得分差異。 

三、最高學歷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得分上的差異情形 

（一）整體而言：最高學歷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整體得分上無顯著差異。 

（二）分項言之：最高學歷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各向度的問卷得分上，無顯

著差異。 

四、校長年資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得分上的差異情形 

（一）整體而言：校長年資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整體得分上無顯著差異。 

（二）分項言之：校長年資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各向度的問卷得分上，無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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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異。 

五、學校規模在校長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得分上的差異情形 

（一）整體而言：學校規模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整體得分上無顯著差異。 

（二）分項言之：學校規模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各向度的問卷得分上，學校

規模在「73 班以上」的校長在「校務發展」和「行政管理」的得分顯

著高於學校規模在「12 班以下」的校長。但在「教學領導」、「公共關

係」及「專業責任」，得分並沒有顯著差異。 

六、學校區域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得分上的差異情形 

（一）整體而言：學校區域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整體得分上無顯著差異。 

（二）分項言之：學校區域在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各向度的問卷得分上，無顯

著差異。 

 

柒、校長反思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間呈顯著正相關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整體校長反思，與整體校長專業能力發展間呈現顯著

的中度正相關（r=.758, p＜.01）；校長反思各向度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各向度間

亦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亦即，校長反思之反思的態度、反思的內容、反思的策略、反思的支持和反

思的行動等向度表現愈高，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之校務經營、行政管理、教學領

導、公共關係及專業責任亦愈高，所以若能重視校長反思的內涵，應能有效提升

校長專業能力發展。 

 

捌、校長反思對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具有高度預測力，且以反

思的行動最具有預測力 

為探討校長反思各向度對校長專業能力發展是否具有預測力，乃將校長反思

全部預測變項對整體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及各向度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其結果

分別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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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校長反思各向度對整體校長專業能力發展的預測情形 

以校長反思之反思的態度、反思的內容、反思的策略、反思的支持和反思的

行動等五個預測變項對整體校長專業能力發展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發現，在五

個預測變項中，以反思的行動、反思的策略和反思的態度之聯合預測力最佳。其

中尤以反思的行動最具有預測力，其次分別為反思的策略和反思的態度，意即校

長反思對於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具有正向的預測作用。 

二、就校長反思各向度對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各向度的預測情形 

將全部校長反思之反思的態度、反思的內容、反思的策略、反思的支持和反

思的行動五個預測變項對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各向度進行多元逐步迴歸發現： 

（一）對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之「校務發展」的預測情形，以反思的行動、反

思的態度和反思的策略為主要預測變項，其中以反思的行動之預測力最佳，可見

在校長反思的向度中，反思的行動是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中校務發展的重要關鍵預

測因素。 

（二）對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之「行政管理」的預測情形，以反思的行動、反

思的態度、反思的策略和反思的支持為主要預測變項，其中以反思的行動之預測

力最佳，可見在校長反思的向度中，反思的行動是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中行政管理

的重要關鍵預測因素。 

（三）對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之「教學領導」的預測情形，以反思的行動和反

思的態度為主要預測變項，其中以反思的行動之預測力最佳，可見在校長反思的

向度中，反思的行動是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中教學領導的重要關鍵預測因素。 

（四）對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之「公共關係」的預測情形，以反思的行動、反

思的態度和反思的策略為主要預測變項，其中以反思的行動之預測力最佳，可見

在校長反思的向度中，反思的行動是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中公共關係的重要關鍵預

測因素。 

（五）對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之「專業責任」的預測情形，以反思的行動、反

思的態度和反思的策略為主要預測變項，其中以反思的行動之預測力最佳，可見

在校長反思的向度中，反思的行動是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中專業責任的重要關鍵預

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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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校長反思對校長專業能力發展的模式經驗證後適配度

佳，具有顯著影響力 

本研究以線性結構關係驗證本研究模式的結果發現，在整體適配度指標佳、

比較適配度指標佳、精簡適配度指標佳、基本適配度指標佳與內在適配度指標

佳。由此指標評鑑結果，可以支持本研究模式的適配情形良好。綜合而言： 

一、影響校長反思的五個變項確實發揮潛在的「推力」力量。 

二、影響校長專業能力發展的五個變項確實發揮潛在的「拉力」力量。 

三、將兩股潛在力量將本研究之「校長反思」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的關

係模式結構化，這個關係結構也在各指標適合度的驗證之中獲得支持成立。 

四、分析其路徑關係，校長反思至校長專業能力發展的徑路上，徑路係

數.85，其 t 值達顯著水準。亦即，前因變項（校長反思）對後果變項（校長校長

專業能力發展）具有顯著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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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文獻分析、研究結果與討論，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俾供教育行政機關、

國民小學校長及後續研究之參考。 

 

壹、對教育行政機關的建議 

一、校長培訓課程宜應嵌入有關校長反思的學習，藉由反思提昇校長專業能力並

增進學校經營績效 

本研究調查發現，國民小學校長反思對校長專業能力發展有其相關性及影響

力存在，且校長反思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對於校長經營學校有重要之影響，因此

校長反思的訓練應嵌入於校長培訓課程中，藉以提昇校長專業能力，促進學校經

營效能。在校長反思中，以反思的行動對校長專業能力發展最有預測效果，因此

在校長反思的學習課程當中，對於反思的行動此部分應予以更多的重視，讓校長

透過反思的行動，意即促進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立共同願景、帶領團隊

學習以及進行系統思考等能力，而達到持續發展校長專業能力之目標。 

二、辦理有關校長反思之研習課程或其他校長在職進修課程，以持續發展校長專

業能力 

從文獻閱讀與研究調查發現校長們若能從事反思，可發揮促使校長的領導作

為更加成熟、提升校長個人修為、激勵校長專業成長、確保做決定的品質、有益

於校園文化與氣氛的形塑、增進學校成員的參與感、結合舊經驗以及連結理論與

實踐等功能。綜言之，進行反思，對個人而言，主要在於促進個人連結理論與實

踐而有助於專業成長，對組織而言，則主要在於形塑和諧的組織氣氛並激勵組織

的變革。一旦校長欠缺反省實踐，可能產生的影響包括不利於校長自我修養、校

長無法專業成長、減低決策的合理性、影響組織氣氛以及降低組織績效等。簡言

之，校長進行反思之活動對於個人或組織均有其重要性。因此，除了在校長培訓

過程中安排反思相關課程之外，更應該辦理有關反思的校長在職進修研習等活

動，不斷促進校長對自身與校務經營的反思，不斷改善並精進辦學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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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合相關資源成立校長社群網絡，以建置校長資料庫與分享資源的平台 

校長專業能力發展重視人力、物力與資源的凝聚。身為校長日理萬機、校務

繁重，每個學校所面臨的經營困境不同，學校背景脈絡與發展性也都有其獨特

性，如何結合四面八方優秀校長的辦學實務經驗，便是一個可利用的大好資源。

若能統合校長專業社群或建置校長資訊平台等網絡分享系統，便能有效統整各地

校長最精華的智慧，創造校長門交互討論分享之空間，提供相關經驗並有效解決

校務問題。此網絡連結系統對於校長專業能力發展與校務經營運作將有所助益。

國內部份建置尚不完整，仍有研究或再加以發展之空間。 

 

貳、對國民小學校長的建議 

一、建置校長網絡分享空間，以幫助校長成長與發展 

知識的層次包括個人、群體、組織等等，校長透過經驗分享平台之建置，或

善用網路空間、部落格等途徑，使校長的專業成長不僅止在培訓期間，更可延續

至經營學校的所有歷程。利用網絡分享平台的機制，校長們得以將其辦學經驗、

辦學甘苦談與校長智慧等擴散出去，透過知識分享的過程，讓各地各級的校長在

虛擬多元的介面中，接受並選擇有用的訊息。透過網絡分享平台，亦可間接觀察

其他校長的智慧與反思歷程，增強校長之間的對話機制與模仿學習，以激發校長

們的反思，將有助於校長的專業成長與發展。 

二、組成校長專業社群以增進交流、激盪與對話 

鼓勵校長門組成校長專業社群團體，也鼓勵校長們積極參與校長專業社群，

藉由社群的組成創造一個分享的空間，在合適的時間點與地點中，讓校長們能彼

此交流辦學經驗，分享相關資訊、策略、歷程與成果，例如舉辦校長讀書會、學

校經營研討會等。提供校長在與其他校長對話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舊框架，藉

由眾人的對話，促進校長對自己和整個組織的反思，進而激盪產出發展性與創新

的想法，以促成校長們的自我更新與成長，提升校長專業能力。 

三、注重校長反思與實踐能力，以提升校長專業能力 

環境變遷快速、教育改革聲浪不斷，此時校長應提高自我要求，注重身為校

長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能與實踐能力，在專業能力的培育之外，還要發展反思與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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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抽象思考能力。從反思的內容中省思身為校長所應盡的義務與責任；從反思

的態度中學習開放與負責的精神；在反思的策略中學習更多促進省思的具體方

法，透過反思策略的協助，進行有效的反思；建立與尋找支持反思的有力條件，

無論是內在或是外在的支持條件；在反思的行動中，做到超越自我、改善心智、

同願景、團隊學習與系統思考等具體作為；最後透過反思的五個歷程，結晶經驗、

知識與智慧，並付諸實行，達到改變與創新的目的。因此校長藉由持續不斷的反

思對教育與學校的發展產生高度敏銳力，並提升自我專業能力，進而開展卓越創

新之教育績效。 

 

參、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在研究架構方面 

本研究僅探討校長反思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之關係。但事實上除探討校長反

思外，亦可探討校長反思的過程與步驟等相關變項，以建立更加完整的模式，深

入剖析校長反思整體模式之運作對於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之影響等相關問題。 

二、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係以台北市、台北縣、基隆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苗栗縣及

宜蘭縣等八個縣市之公立國民小學校長為研究對象，並未包含其他縣市及私立國

民小學校長，因而推論範圍有限。根據本研究初步發現，八個縣市的國民小學校

長反思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表現情形佳，然而此結果之推論範圍僅限於此八個縣

市，未來研究對象可納入其他地區、縣市之國民小學校長或是其他各級學校之校

長，以建立更完整的校長反思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的資料與模式。 

三、在研究內容方面 

本研究以校長人口變項及學校環境變項切入，試圖探討影響校長反思與校長

專業能力發展之相關因素，經研究結果顯示：在校長性別、校長年齡在校長反思

確實有顯著差異存在，然而在最高學歷、校長年資、學校規模和學校區域並未呈

現差異性。而在校長年齡、學校規模在校長專業能力發有顯著差異存在，然而在

校長性別、最高學歷、校長年資和學校區域並未呈現差異性。但除了這些背景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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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之外，影響校長反思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是否上有其他因素，如校長人格特

質、學校文化等，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分析探討。 

四、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在探討校長反思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之關係，試圖建立校長反思對校

長專業能力發展的影響模式，以提供校長進行反思與發展專業能力之參考或指

標。本研究以調查研究法廣泛蒐集校長反思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之相關資料，但

問卷調查無法獲得校長反思過程中理念與想法轉變之心理過程與思考型態，缺乏

對校長反思歷程「質」的探討，也就是在調查問卷的資料中，無法窺探各種反思

運作及行動改變的動態歷程，因此建議為未來研究可採個案研究、深度訪談等方

法進行資料蒐集，以進一步探討校長反思在「質」的改變，進而帶動校長行為改

變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之動態系統歷程，捕捉校長反思與校長專業能力發展更細

微的樣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