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與本研究有關的文獻所得的資料，加以深入探討。全章共分為三

節，第一節擬就讀書會團隊學習的意涵加以討論，以瞭解國民小學校長讀書會團

隊學習的基本理論基礎及意義；第二節針對學校效能相關理論與研究加以探討；

第三節則針對讀書會團隊學習與學校效能之關係進行相關理論及研究加以整理

及探討。 

第一節  讀書會團隊學習的意涵 

本研究在於探討國民小學校長讀書會團隊學習與學校效能之關係，所以，必

需先瞭解讀書會的理論觀點，以作為闡述校長讀書會及團隊學習的根本，因此，

本章論述的範圍包括讀書會、校長讀書會及團隊學習的意涵等三大部分，並提出

讀書會團隊學習的整體面向，最後，以校長讀書會與團隊學習的關係作為本章的

結論，茲將各部分分述如下： 

壹、讀書會的意涵 

一、讀書會的意義 

「讀書會」在國內及國外官方的文獻中，雖沒有一個統一或是強制性的定

義，然其意涵確有許多共通之處。 

依據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編印（1995）成人教育辭典之定義，讀書會或學

習圈，是指一群人定期聚會，針對一個主題或問題，進行有計畫的學習。這種學

習活動有各式不同的組織與型態，其共同特徵為朋友關係、共同遵守的原則、共

用的名詞、事先選定一個研究領域或主題，及完成目標的系統計畫。 

除了國內有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編印豐富的讀書會相關資訊之外，國外亦

有眾多的資料闡述讀書會的進行。依據讀書會最早的發源國家—瑞典，其官方「成

人教育文告」（Adult Education Proclamation）之界定，讀書會係指一群志同道

合的夥伴，針對事前共同預定的主題，進行一種有系統、有組織的討論與學習

（Topsfield Foundation, 1991）。 

在國外學者的研究下，亦有下列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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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麥Kurland（1982）將讀書會定義為：讀書會指一群人，透過成員的獨立

運作，以特定的圖書材料為基礎，勾勒出一個具有人文的、社會的、科學的目標。 

Blid（1983）敘述讀書會為：「在知識及文化的追求上，其代表著相互協助

與合作的原則。因為我們知道學習意味著用心盡力，故它需要借助所有成員的努

力付出，而合作學習能使這種付出得到較佳的報償，並使學習處在幽默、快樂、

充滿刺激的氣氛之下。」 

於國內學者亦有許多研究： 

邱天助（1995）認為「讀書會」是共同追求有計畫的科目學習或問題探討，

而聚會的非正式團體。程良雄（1998）定義讀書會，就是有讀書意願的一群人，

主動組成讀書團體，由成員共同推選領導人，共同決定閱讀書目、聚會時間、地

點及閱讀研討方法，並互為切磋、分享樂趣，共同成長，以期提升讀書風氣，達

成書香社會的目標。余政峰（1999）定義讀書會，是一群人因共同目的而聚集研

討，以特定的圖書等材料，針對主題或問題，進行有計畫的學習，以求得個人知

識成長和團體進步的學習團體。陳淨怡（1999）將「讀書會」以個別單字作為解

釋，「讀」為：用心去接觸瞭解、吸收材料。「書」為：有主題、範圍、結構、

系統的客觀材料。「會」為：以材料為中心的交流、討論、分享與領會。何青蓉

（2001）則認為「讀書會」可說是個約定成俗的泛稱，凡是藉由閱讀書籍等材料

增長知識的團體，就稱為讀書會。 

     

綜合上述學者所定義之讀書會，整理如表 2-1： 

表 2-1 讀書會定義 

資料來源 年代 定 義 

中華民國成

人教育學會 
1995 

指一群人定期聚會，針對一個主題或問題，進行有計畫

的學習。這種學習活動有各式不同的組織與型態，其共

同特徵為朋友關係、共同遵守的原則、共用的名詞、事

先選定一個研究領域或主題，及完成目標的系統計畫。

瑞典 

教育文告 
1991 

讀書會係指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針對事前共同預定的

主題，進行一種有系統、有組織的討論與學習。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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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續） 

Kurland 1982 

讀書會指一群人，透過成員的獨立運作，以特定的圖書

材料為基礎，勾勒出一個具有人文的、社會的、科學的

的目標。 

Blid 1983 

在知識及文化的追求上，其代表著相互協助與合作的原

則。因為我們知道學習意味著用心盡力，故它需要借助

所有成員的努力付出，而合作學習能使這種付出得到較

佳的報償，並使學習處在幽默、快樂、充滿刺激的氣氛

之下。 

邱天助 1995 
共同追求有計畫的科目學習或問題探討，而聚會的非正

式團體。 

程良雄 1998 

有讀書意願的一群人，主動組成讀書團體，由成員共同

推選領導人，共同決定閱讀書目、聚會時間、地點及閱

讀研討方法，並互為切磋、分享樂趣，共同成長，以期

提升讀書風氣，達成書香社會的目標。 

余政峰 1999 

是一群人因共同目的而聚集研討，以特定的圖書等材

料，針對主題或問題，進行有計畫的學習，以求得個人

知識成長和團體進步的學習團體。 

陳淨怡 1999 

「讀」為：用心去接觸瞭解、吸收材料。「書」為：有

主題、範圍、結構、系統的客觀材料。「會」為：以材

料為中心的交流、討論、分享與領會。 

何青蓉 2001 
可說是個約定成俗的泛稱，凡是藉由閱讀書籍等材料增

長知識的團體，就稱為讀書會。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以上國內外文獻及學者對於讀書會之定義，研究者將讀書會定義為：由

一群人所自主組成的團隊，透過定期的聚會，以特定的閱讀材料為基礎；並針對

一個共同的主題，有一人導讀，成員共讀並進行心得分享之形式，透過相互協助

與合作，以對話、討論之方式，刺激思考，提升並內化新知識，助長個人的專業

成長，並促進該團隊能力躍進之團隊。 

然而，從以上各學者之研究可以發現：不同的團體性質因其參與之成員與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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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目的不同，而可以發展出不同內容與型態的讀書會。因本研究乃針對校長所組

成之讀書會進行研究，故研究者將於「校長讀書會」部分針對校長此特定成員所

組成之讀書會，做深入探討。 

 

二、讀書會的特性 

讀書會的形成與發展，可謂為社會發展與有組織的教育可得資源受到限制，

民眾逐漸覺醒後，激發教育意識的結果。是以，讀書會是民眾教育意識覺醒的具

體表現，也是落實終身教育理念的實際行動（邱天助，1998）。亦即是，有組織

的教育，也就是正式教育，其未能夠完全符合每一位學習者的需求，故促成讀書

會的產生，以補正規教育體系之不足，以下則進一步根據國內外學者對於讀書會

的研究從其運作層面，歸納出讀書會所具備的特性： 

讀書會最早的興起國家—瑞典，其讀書會不僅已是全民參與的活動，同時亦

發展成一具有高度結構性的學習組織，依Kurland（1982）的看法，瑞典的讀書

會具有以下的特性： 

（一）是以一種特殊形式的小團體來進行學習。 

（二）參與者具有共同的興趣，並能共同研讀。 

（三）領導人的主要任務是刺激討論，而非一般教師的角色。 

（四）以自由討論及相互合作的方式來進行。 

（五）目的在於理解及相互啟發。 

（六）儘管事前有閱讀的計劃與材料，但並非固定不變，亦無特定要完成的目標

及測驗或評鑑。 

（七）成員皆是自願性參與活動的。 

（八）聚會時間和地點，以參與者方便為原則。 

 

此外，Blid（1983），對於讀書會的特性亦提出以下八項看法： 

（一）平等與民主：成員本身是教師也是學生，透過對話和交談來學習，而非依

賴專家的講授。 

（二）合作和友誼：成員共同為目標而努力，不論成功或挫折皆能一同分享，以

營造一個安全而開放的學習環境。 

（三）成員固有的能力和內在資源的釋放：以成員原有的經驗及知識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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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激發其內在潛力，並賦予其行動的能力。 

（四）學習的自主性：成員基於本身及彼此的需求，來決定讀書會的組織結構和

運作方式。 

（五）持續性與計劃性：讀書會應提供足夠的交談時間，來克服成員片面性的思

維以及過度堅持己見的觀點，並且從事有計劃性的學習。 

（六）成員的主動參與：讀書會應鼓勵成員積極參與，並能互助合作，共同分擔

學習的責任。 

（七）讀書材料的運用：不管是小冊子、雜誌、報紙專欄或學術性教科書等，皆

可成為讀書會的材料，其目的在幫助成員間的對話。 

（八）改變與行動：當成員有改變的意圖時，讀書會應鼓勵其採取具體的行動，

使學習更有意義。 

 

Bystom（1996）認為讀書會運作有下列幾點特性： 

（一）以一種小團體的研讀形式來學習。 

（二）在活動進行過程中，常採用書本等材料。 

（三）以領導人取代教師或某領域的專家。 

（四）參與者藉由演講或會議形式，來厚實讀書會活動。 

（五）成員不需要學術背景，只需要豐富的實務經驗。 

（六）成員學習討論的方式，共同分擔讀書會的成敗責任。 

（七）成員從讀書會的活動中，分享社區的相關經驗。 

（八）參與者從活動中所獲得的知識，可以立即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九）學習的過程乃是依據成員的起點行為及實際的需求而定。 

 

國內研究者亦有下列看法： 

黃瑞汝（1996）歸納讀書會具有以下的特性： 

（一）讀書會組織的大小依團體目標而定。 

（二）讀書會的本質是「人」，強調分享、討論、行動的能力。 

（三）讀書會是半自助式、合作式、半民主式、半自願式、非正規的學習團體。 

（四）讀書會的材料採多元的型態。 

（五）讀書會關注人與書、人與人、人與組織之間的關係。 

（六）讀書會提供個人目標與團體發展目標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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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讀書會組織運作需具有客觀及彈性，注意領導與溝通的層面。 

 

李茂源（2003）歸納讀書會具有以下五項學習特質： 

（一）小團體式的合作學習：以讀書會為型態的學習方式，即是為了改進集會式

學習的缺點。小團體的學習方式能夠讓每個成員都能被充分的尊重，並藉

由合作學習發展出成員間的友誼，使每一個成員都能有所學習、有所成長。 

（二）主動與自願的學習：傳統的學校教育將學習視為義務，使得學習者有著強

迫性的學習壓力，並被動的接受課程的安排，而讀書會的參與卻是自願

的，鼓勵成員主動的探索與學習。 

（三）彈性自主的學習內容：讀書會的學習內容並無固定的形式，有關閱讀的材

料亦不限於書本，電影、音樂、甚至是大自然，皆能成為學習的材料，一

切皆是由成員依其共同的需求與喜好來決定。 

（四）平等的對話與互動的討論：讀書會中並無階級之分，成員既是學生也是教

師，透過主題式的討論來促進彼此的成長，無須測驗與評量，正可改善傳

統權威式教育的缺點。 

（五）強調「知行合一」的學習：讀書會不僅希望成員能學有所獲，更希望成員

能夠將所學知識付諸行動，用以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綜上所述，筆者將讀書會的運作特性整理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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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讀書會運作特性 

特性 Kurland Blid Bystom 黃瑞汝 李茂源 

團體形式 
特殊形式小

團體 
無特定限制 小團體 大、小團體 小團體 

採用材料 有興趣主題 多元材料 書本 多元材料 多元材料 

活動形式 討論方式 對話和交談 演講、會議 多樣化形式 
主題式的討

論 

領導人功能 刺激討論 無特定限制
取代教師或

專家 
領導與溝通 無特定限制

運作責任 相互合作 互助合作 共同負責 共同合作 合作學習 

成員背景 無特定限制 

成員原有的

經驗及知識

為出發點 

不需學術背

景，只需實

務經驗 

依組織特性

而定 
無特定限制

知識應用 生活應用 無特定限制
立即應用生

活 
生活應用 生活應用 

自願性 自願 自主性 自願 
依組織特性

而定 
主動與自願

學習目標 
理解與相互

啟發 

激發內在潛

力並賦予行

動能力 

與社區一體 學習成長 知行合一 

資料來源：修改自黃瑞汝（2001：32） 

綜上所述，研究者歸納一般讀書會的特性是： 

（一）團體形式：多為小團體，但有時會依照成員之背景與學習目標而有所改變。 

（二）採用材料：現今讀書會採用材料多元，不再只是以書本為主。 

（三）活動型式：主題式討論、講演、對話、電影、音樂、大自然等多元化型態。 

（四）領導人功能：刺激討論，引發更多的對話與交流，並協助成員溝通。 

（五）運作責任：成員透過互助與合作學習，共同擔負讀書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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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成員背景：依組織特性而定。 

（七）知識應用：參與讀書會所得之知識，注重日常生活的應用。 

（八）自願性：多是自主性的自願參與。 

（九）學習目標：透過成員間的互動，促使內在潛力激發，達到內在成長，並誘

發外在行動。 

 

三、讀書會的功能 

在眾多研究讀書會的學者歸納之下，讀書會所能發揮的功能非常地多，但主

要仍受到其組織運作方式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功能，如瑞典及丹麥，因其政府積

極推動與經費補助，讀書會幾乎已被當作是一種教育工具，其所發揮的功能如下

（Oliver, 1995）： 

（一）成員彼此間相互學習，增強經驗學習的概念。 

（二）利用贊助單位的哲學、政策和計劃，來增加成員對讀書會的認同。 

（三）成員在追求行動的一致性時，其對不同觀點的瞭解與容忍性皆會增加。 

（四）強化個人對於組織及社區參與的能力。 

（五）經由集體的學習導致集體的行動。 

 

讀書會在丹麥和瑞典受到政府政策的介入與推展，刻意以讀書會為成人教育

的主要工具，其目標主要是為了能更進一步促進集體的行動。然而在美國，其所

發揮的功能則較屬於個人的層次，包括個人的自信與能力的增進。茲敘述如下

（Oliver, 1995）： 

（一）讀書會激勵一種新的領導方式，這種方式的領導乃基於新的觀念、網路、

知性的參與，以及對於集體行動的承諾。 

（二）從讀書會的經驗中，成員獲得參與和領導的自信與能力。 

 

江映松（1998）則是從讀書會在終身學習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具體

說明其功能： 

（一）讀書會自我導向的學習動機是終身學習的有效動力。 

（二）讀書會的學習目標能與個人終身學習目的相結合。 

（三）讀書會的學習方式安排最具彈性及自主性，是既經濟又有效推動終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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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辦法。 

（四）讀書會能突破過分依賴教師、專家、教科書的權威，有利思考及判斷力的

培養。 

（五）讀書會的運作過程，強調平等、自由、尊重是終身學社會的有利條件；而

民主素養的提升，是終身學習的有利環境。 

 

王萬青（1999）則認為讀書會有以下的功能： 

（一）養成良好讀書風氣，傳承人文精神。 

（二）透過讀書會，讓大家除了「讀好書」之外，還能夠「好讀書」中進而「讀

活書」。 

（三）校園讀書會能促進教師行動研究的能力。 

（四）擴展視野，增長智慧，充實生活，體驗人生。 

 

中華民國讀書會發展協會調查台灣讀書會，綜合發現國內讀書會的功能為

（張振成，2001）： 

（一）讀書會是正規學校教育以外一種繼續教育。沒有學級、沒有學分，當然也

沒有掌控大權的教授。 

（二）讀書會書目的選擇往往非基於個人的學術背景、興趣經驗，因而擴展了成

員的知識領域。 

（三）讀書會提供一種接納、肯定、非裁判的氣氛，讓成員具有歸屬感。 

（四）讀書會是一塊沃土，讓成員無論在公共領域或個人生活得以成長和自我反

省。 

（五）讀書會是一種支持性的團體，讓成員享受舒適、滿足、豐收的感覺。 

（六）讀書會的聚會可以磨練團體動力技巧，增進思考和批判閱讀能力。 

（七）讀書會強調「打開耳朵」積極傾聽別人的說法，提供不同的學習、思考，

甚至生活的路徑。 

 

此外，李茂源（2002）將林美琴（1998）、何青蓉（2001）兩位學者透過實

證研究，探討出讀書會所能發揮的功能綜合敘述如下： 

（一）閱讀方面：藉由閱讀習慣的養成，閱讀技巧的增進，以增加其閱讀的時間

與速度；矯正閱讀「偏食」，擴增閱讀的類型，最終能結合閱讀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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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藉由討論的過程，提高其閱讀層次，增強閱讀理解力。 

（二）個人人格方面：由於自信心、包容力與接受度的增加，促使個人較能探索

自我、認識自我、接納自我，進而超越自我。除此之外，尚能調適情緒，

培養開放心胸，改變個人氣質，養成尊重他人、遵守團體規則，以及落實

個人終身學習的態度，並能增進個人的領導能力。 

（三）學習能力方面：能增強個人傾聽、表達、溝通、分享、分析、批判、寫作

及問題解決等方面的能力，並能激發個人的創意與潛能，以養成其自我導

向學習能力，與多元的思考向度。 

（四）人際關係方面：能結交更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尋得集體的支持力量，進而

提昇其待人處世的能力，使其人際互動的情形更加圓融。 

（五）生活方面：由於不同背景成員間的互動與交流，而開展其視野，並且得到

更多的資源管道，生活領域於是更加寬闊，休閒生活的品質亦隨之提昇，

同時也得到了歸屬感。 

（六）家庭方面：藉由參與讀書會帶動家庭的閱讀風氣，並改善子女教養的問題，

提昇教養問題的解決能力；促進與家人的關係，凝聚家庭向心力，使家庭

氣氛更和諧。 

（七）社區與社會方面：成員經由參與讀書會而接觸更多的資訊，擴展其生活視

野，由認識群體進而關懷群體，並能了解及認同社區；同時，參與讀書會

尚能凝聚社區意識，建立社區互動網絡，並開發社區資源，集結社區改造

力量，最終得以改善社區風氣與淨化人心，並形成書香社會。 

 

縱上所述，研究者將讀書會的功能歸納如下； 

（一）個人層面：引發自我導向的學習動機，透過各種經驗之學習與人際互動，

使其在團隊之中，具有歸屬感，也能對他人不同觀點有所瞭解與容忍，藉

此獲得參與和領導的自信與能力、思考力、判斷力、擴展視野、增長智慧、

充實生活、體驗人生，等促進個人成長、自我反省之功能。 

（二）家庭層面：藉由自身參與讀書會，能助長家庭的閱讀風氣，提昇教養子女

之問題解決能力，促使教養子女問題獲得解決。並帶動家人關係，使家庭

更具向心力、氣氛更和諧。 

（三）社區層面：透過參與讀書會，使資訊更新，擴展生活視野，並認識群體、

關懷群體，促進社區發展，使其具有行動力。同時，也藉此凝聚社區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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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促使社區開發、提升社區風氣。 

（四）全國層面：透過政策，促進全民對讀書的認同感，讓讀書經由集體的學習，

導致集體的良善行動力。此外，讀書會強調平等、自由、尊重的運作過程

中，亦是促進全國人民民主素養提升的良好背景，更是促成全民終身學習

社會的有利環境。 

 

貳、校長讀書會 

葉秀琴（1998）指出：目前國內讀書會與外國讀書會相較，不僅討論內容廣

泛、討論題材更是包羅萬象。台灣地區以讀書會為名的團體相當多，但在本質方

面則有些差異。分類上若依組成人員區分，讀書會類型包括兒童讀書會、家庭讀

書會、親子讀書會、成人讀書會、親師讀書會、社區讀書會、校際讀書會、社團

讀書會及企業組織讀書會等。依活動內容，則可分為主題讀書會、單元讀書會、

網路讀書會、繪本讀書會、偶戲讀書會、音樂讀書會及電影讀書會等。依活動時

間分為暑期讀書會、寒假讀書會、休閒讀書會、週末讀書會、晨間讀書會及晚間

讀書會（黃秋菊，1999）。而校長讀書會則是近年來因校長們深感需要一群共同

的工作伙伴，分享彼此的經驗，進而引發校長團體共同組成團隊，以合作學習的

一種讀書會型式。 

美國聯邦政府自 1983 年起，開始重視教育對國家的影響，並發現校長對學

校教育的成敗，乃居於關鍵性之角色。因此，制定相關法令，以規範校長專業成

長活動，此外，也訂定經費補貼辦法，幫助校長參與專業成長。是以，包括聯邦

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都訂有相關之校長專業成長措施，以帶領國民小學校

長進行專業成長。1991 年老布希總統，更在其頒佈之「美國 2000 年教育戰略」

文件中指出：美國需要建立州長負責的學校領導系統，來培訓每州的學校校長和

其他領導人（關文信，2001）。 

可見校長透過建立專業社群，從中培養專業能力是如此重要。因而在此，研

究者將先介紹校長的專業社群，並藉此探討校長讀書會的意涵、校長讀書會的功

能，以更進一步分析校長讀書會的成效。 

一、校長的專業社群 

林明地（2002a）曾於其著述中指出，國內目前所擁有的校長專業社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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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分為兩大類，亦即：正式的與非正式的。而正式的專業社群，多為登記有案

的專業組織，或者是較為持久、成員較為廣泛，亦歡迎其他成員的團體；而非正

式的專業社群，則在具備「會員身份」方面相對較為封閉，也大多沒有登記在案。

不過，此二類無法截然劃分，只是歸類上的方便而已。 

因此，林明地（2002a）將校長的專業社群依正式及非正式兩大類作為區分： 

（一）正式的校長專業社群 

正式的校長專業社群主要包含如下： 

1.專業學術團體：不限定校長才能參加，只要是教育行政、學校行政人員、研究

教育行政的學者，以及對學校領導研究具有興趣的人均可參加。 

2.校長專業團體：會員專屬現任校長，獲具備校長資格者。 

3.專業成長團體：多為自動組合，且多結合實務工作者與理論研究人員。 

4.各縣市各類輔導團：多利用校長的長才。 

（二）非正式的校長專業社群 

非正式的校長專業社群主要包含如下： 

1.以地域為基礎的校長社群 

2.以自己所熟識人群為基礎的校長社群 

3.以個人服務生涯中所結識的校長社群 

4.其他非正式的社群、小組 

 

除了，林明地（2002a）在其著述中針對校長的專業社群予以分類之外，翁

崇文（2001），亦將校長的專業成長方式從經驗分享、專家指導以及校長自我充

實三個層面來說明，茲分述如下： 

（一）經驗分享 

1.導入階段的校長，每兩個月或每學期定期聚會，同時邀請有經驗的校長一起參

加座談，協助初任校長及早適應。 

2.配合校長會議舉辦專題演講，教育主管機關透過妥善的計劃、執行與考核，請

參與進修的校長交出成果，如撰寫報告或工作心得。 

（二）專家指導 

1.由資優的退休校長或表現優良的現職校長，組成「校長輔導團」，以供校長諮

詢。 

2.師範院校及教師研習會、教師研習中心可設立校長疑難雜症網站或校長諮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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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供校長諮詢。 

3.至大專院校修習相關學分或學位。 

（三）校長自我充實 

1.組織校長讀書會，向校長同儕請教。 

2.多閱讀教育領域或非教育領域的書籍與期刊，如天下雜誌、遠流雜誌。 

3.訪問專家，邀請專家演講。 

4.向人索取論文，閱讀論文的文獻、研究發現、結論與建議。 

 

陳文宗（2003）從校長專業成長的方式來說明校長的專業社群：校長專業成

長涵蓋所有正式、非正式的各項成長活動，包括學位的進修、學分班、正式研討

會、學術講座、參觀訪問、參加專業團體、閱讀書刊雜誌、研究寫作、讀書會及

工作坊等，可以促進個人成長的活動。所以，其方式是多元的。 

 

由上可知，校長為了要能增進其專業知能，以及學校行政經營的實際能力，

在日理萬機的平日中，可能會利用時間選擇參加正式或非正式的校長專業社群，

而本研究中所指之讀書會，從林明地（2002a）的分類中，是屬於一種正式的校

長專業社群，為一個校長自動組合，且結合實務工作者及理論研究人員的一個組

織。 

二、校長讀書會的意義 

校長在進行自我的成長，並協助學校成員發展時，必須兼顧訓練、專業發展、

自我更新（Sergiovanni, 1995）以及同僚專業互享(Barth, 1990)，而其中 Barth 所

提出的同僚專業互享即是校長讀書會的最佳實踐，其假定知識在校長與同僚身

上，因此同仁彼此分享、建構知識，且分享知識與分享的能力是重要的，藉由同

僚專業互享，透過觀察、分享、彼此教導的方式，鼓勵並增強彼此。（引自林明

地，2002a） 

林明地（2002a）指出，校長在讀書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遵守專業倫理信條、規範。 

（二）相互支援。 

（三）觀察並分享專業實際。 

（四）參與校長領導領域的專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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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提攜後進。 

 

由上述研究此可知，知識是透過分享而建構出來的，校長讀書會因其組成成

員及參與目的而有協助同僚的學習，透過彼此觀察、分享、教導、一起工作等，

達成在專業上互享之目的，是以在此定義「校長讀書會」時，將一般讀書會中代

表無固定成員的「一群人」，改為以「在職校長」為特定成員的團隊。亦即是：

由校長所自主組成的團隊，透過定期的聚會，以特定的閱讀材料為基礎；並針對

一個共同的主題，有一人導讀，成員共讀並進行心得分享之形式，透過相互協助

與合作，以對話、討論之方式，刺激思考，提升並內化新知識，助長校長個人的

專業成長，並促進該團隊能力之躍進。 

三、校長讀書會的功能 

讀書會的功能，不管對個人、對家庭，或是對社區與社會皆有其正面的意義，

然而不同類型的讀書會所發揮的功能也不盡相同，其原因除了前面所敘述，不同

的運作方式產生不同的功能之外，其參與成員的屬性亦會影響讀書會的功能（何

青蓉，2000；趙啟蒼，1999）。 

 

李茂源（2003）指出，教師讀書會與一般教師進修活動以及教師成長團體不

同者在於，教師讀書會兼顧了研讀材料、成員間的友伴關係、平權互動關係、活

動涉入的程度以及團體的自主性等方面。 

 

校長讀書會亦如教師讀書會一般，除了具備一般讀書會的功能之外，更兼具

由其特殊組成成員—校長，而擁有特殊的功能，林明地（2002a）指出校長在學

校所負責的任務繁多、重要，且多樣化，是以校長領導實際專業知識，就更相形

重要，而其專業態度對學校以及社會，亦有相當的影響力，是以在學校領導如此

重視專業形象的情境下，校長組成的讀書會，有下列功能： 

（一）校長領導讀書會的建構，可以協助校長面對類似的挑戰。 

（二）校長領導讀書會，可以將行政理論實際化。 

（三）校長參與讀書會可以透過互享不斷找尋最佳的行政實際、追求高度表現、

培養相互信任及相互學習的態度，增加其領導效能（Barth，1990）。 

（四）校長參與讀書會，能對領導專業形象有所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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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上所述，本研究中所指的讀書會，係屬於由校長所組成的校長讀書會，校

長們的讀書會乃是自主性的自願參與，採用多元材料，不再只是以書本為主。其

活動型式不限於討論、講演、對話，更有學校導覽與管理方式觀摩等多元化型態。.

讀書會的領導人，功用在於刺激討論，引發更多的對話與交流，並協助成員溝通。

所有的校長成員透過互助與合作學習，共同擔負讀書會責任。促使在讀書會所得

之知識，能於日常生活的學校經營中應用。透過成員間的互動，促使內在潛力激

發，達到內在成長，並誘發外在行動。 

是以校長讀書會，所不同於其他種類的讀書會，在於其成員皆為校長，彼此

的工作經驗和學術背景具有高度的同質性，因此，校長讀書會除了具備一般讀書

會的功能：個人層面、家庭層面、社會層面以及國家層面等功能之外，更能維護

成員間的友伴關係、平權互動關係、以及團隊的自主性，並在校長學校經營中協

助校長面對類似的挑戰、透過帶領讀書會將所學行政理論實際化並維護領導專業

形象。 

四、校長讀書會成效之提昇 

校長讀書會作為一個交換辦學心得、分享經驗的團隊，其組成之成功與否，

其實有很多的關鍵因素，若能掌握這些關鍵因素，才能促進校長讀書會的成效。

國內有許多研究者在研究讀書會時，以其組成要素作為讀書會的成效測量，如下

所述： 

何青蓉（1996）以下列五向度以釐清讀書會之定位： 

（一）團體的開放性。 

（二）參與目的之取向。 

（三）友伴關係。 

（四）成員之間的互動性。 

（五）涉入程度。 

 

   而邱天助（1996）提出讀書會要件為： 

（一）主動參與的成員。 

（二）閱讀材料運用。 

（三）相互討論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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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團體的組織，人數以 5-20 人為原則。 

（五）民主的結構組織。 

 

Sergiovanni（2001）結合「釐清目標、建立共識、給予目標感」（Purposing）、 

「領導密度」（leadership），以及「使有能力」（enablement）三項重要的的領導

新價值之後，指出同僚專業互享（collegiality）非常重要。同僚專業互享意旨同

僚之間在組成成長團隊時所具有的互動行為，會出現以下特徵（引自林明地，

2002a）： 

（一）成員相互尊重。 

（二）成員具有共享的工作價值。 

（三）彼此合作。 

（四）特別會討論到有關教與學的議題。 

（五）彼此的承諾高。 

 

在國外研究亦有 Nancy（1998）指出，擁有下列因素，才能提升校長讀書會

的成效： 

（一）成員只有 6-15 人。 

（二）另有指派的同儕或校長身份以外的輔導員。 

（三）此輔導員對於讀書會的聚會是有責任的，其角色在協助建立讀書會議程、

維持成員間的對話。 

（四）成員藉由觀察自己及他人的工作、學生管理及閱讀來建構知識。 

（五）建立固定聚會時間並在仔細聆聽、給予回饋與進行工作報告上有共識。 

（六）成員藉由多一點的描述，少一點的批判，將學習聚焦在知識的深度瞭解。 

 

縱上所述校長讀書會成效之提昇，必須注意成員人數需介 5-20 人之中，且

成員之間相互尊重、彼此合作、彼此承諾，對於彼此互有責任，有共享的工作價

值，並透過固定聚會時間給予彼此仔細聆聽、真誠回饋，以維持民主、開放與互

助的團隊友伴關係。 

由上述可知，校長讀書會的成效高低，來自於團隊的運作良窳，若能將校長

讀書會運作成一個良好的團隊學習模式，將有利於提升校長讀書會的成效。是

以，以下將探討校長讀書會作為一個促進校長專業成長的方式，其團隊學習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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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與功能如何。 

 

參、團隊學習的意涵 

從校長讀書會中的文獻探討中，可以發現校長讀書會的運作亦相當著重整體

的團隊學習，是以在此探討團隊學習的意涵，分別敘述團隊的意義、團隊的功能、

團隊學習的內涵以及校長讀書會與團隊學習的關係，茲詳細說明如下： 

一、團隊的意義 

從Forsyth（1990）對團體的定義來看：團體是由兩個或兩個以上的獨立個體

透過社會的互動，彼此相互地影響。可以知道，團體與團隊的組成，同樣是人群

的組合，然而其內涵卻有相當大的區別。「團隊」一詞可以回溯到印歐語系中的

字「deuk（拉）」，該字意包含了「一起拉」的意思。而現代人眼中的團隊定義：

「一起行動的一群人」，則是從十六世紀以後才出現（齊若蘭譯，1999）。在閱讀

有關團隊理論的文獻中，各個學者皆試著從不同的角度對團隊下定義。以下將國

內外學者對於團隊定義之觀點整理如表2-3： 

表 2-3 團隊定義的整理表（依年代排序） 

學者/年代 團隊的定義 

廖洲棚（1997） 

一個能互助合作的團體，能表現出休戚與共的感覺，具有以共

同成就為榮的意識，且能夠有效利用所有團員成員的才能、經

驗、技術、能力與創意。 

江愛華（2004） 一群人在工作或行動上，組合在一起，為達成共同願景而合作。

Salas et al.

（1992） 

一個團隊是由兩個以上具有不同背景及特色的人所組成，他們

被賦予特定的角色與功能，表現不同的功能，在有限的期間內

緊密地在一起互動，相互依存，機動式的完成一共同的目標或

一具有特別價值的任務。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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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續） 

Quick（1992） 

團隊是指視完成團隊目標為最首要之務，成員以各種專業性的

技術，彼此相互支援，自然地合作，且能清楚並公開地與其他

成員溝通。 

Moxon（1993） 團隊具有共同目標、團隊認同感、互賴功能及行為規範等特性。

Lewis（1993） 

團隊是由一群認同並致力於去達成一共同目標的人所組成，這

一群人相處愉快並樂於工作在一起，共同為達成高品質結果而

努力。 

Yeager（1994） 

團隊是一種工作單位，係指運用特殊的程序，使個體在一起工

作；團隊成員能區分並善加運用彼此的資源，相互依賴以促使

更有效的解決問題及完成任務。 

Harvey & Brown 

（1996） 

團隊是由一群具有互補技術的個人所組成，這群人有責任為該

團隊設立共同的目標，並且為共同的目標而努力。 

Larson ＆ 

LaFasto （1989） 

團隊是由兩個或兩個以上的人所組成，具有特定的工作目標，

在團隊成員共同協調努力下完成目標的一種組織。 

Greenberg & 

Baron 

（1995） 

團隊是指一個群體，其成員擁有互補的技術，為著共同的目標

努力；並且要設立一個更具體的目標，以便於評鑑團隊表現的

績效。 

Hayes（1997） 

團隊是由一群個人所組成，其為了達成共同的目標而結合在一

起。在此類型的組織裡強調各種技巧的運用，如：有效的溝通

技巧、社會性的認同等。 

Maira 

Scott-Morgan 

（1997） 

團隊是指人數大致介於「10到20人」之間的集合體。在此集合

體中，成員各負其責、各盡其職，從互動過程中決定所需要的

訓練、員工的雇用，並且制定共同的規範。 

Smith（1997） 

認為團隊的規模可以從2人到25人， 因為如果人數過多，就無

法進行團隊所需要建設性互動，而且對於特定事件的行動方針

也不易達成共識。 

Yukl（2002） 
團隊通常是小型的工作團體，成員有共同的目標、互賴角色及

互補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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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修改自池榮尉（2004） 

如上所述，因團體與團隊的組成，雖同樣是人群的組合，然而其內涵卻有相

當大的區別，池榮尉（2004）曾對團體與團隊做一差異的整理，如表 2-4： 

表 2-4 團體與團隊差異的整理表 

差異向度 團體（group） (團隊（team） 

領導者 有正式且強有力的領導人 共享既有的領導權 

工作目的 團體目標與組織使命相同 被組織賦予特別的目標或任務 

工作方式 
討論後，指派或授權個人去執行

完成決策 

討論後，一起工作，完成任務 

工作成果 注重個人努力的成果 注重團隊集體的努力成果 

會議運作 
強調進行有效率的會議 公開討論，鼓勵每一成員參與討

論，充分溝通，共謀解決問題 

責任歸屬 強調個人的成敗責任 同時擔負個人與團隊的成敗責任

績效衡量 以個人表現為依據 以團隊表現為依據 

互賴程度 
成員可以自由決定或採取不影響

其他成員的行動 

任何成員的行動或決定都會影響

其他成員 

合作程度 
成員獨自工作，最能有效地達成

任務 

成員經由合作，才能使工作有效

地完成 

時間架構 
成員可以獨自工作很長的一段時

間 

成員需要每日或每週密切地協調

工作 

資料來源：池榮尉（2004：21） 

綜合上述文獻對於團隊的定義以及團體與團隊的差異所述，可以發現團隊與

團體之間雖易令人相提並論，然其內涵卻不盡相同，是以研究者將團隊定義為：

由兩個人以上組成，有共享的組織目標，每個成員擁有相同的權利與義務，透過

分工合作、溝通、協調與討論之方式一起尋求達成組織目標的途徑，在完成組織

目標的過程中，每個成員發揮自己的所長，互相支持，除了需對個人成敗負責，

也必須共同分擔團隊績效責任。 

二、團隊的功能 

任何的事物總有一體的正反兩面，同樣的在團隊的功能中，亦有正面功能與

負面功能可言，若能善用團隊，使其發揮正面功能，將必能提升組織團隊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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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領組織團隊走向目標之達成；然若無法善用團隊，使其僅發展出團隊的負面功

能，可預知團隊運作帶來的只有傷害，欲達之目標亦逐漸遠離。故研究者以下將

探討「團隊管理的正面功能」以及「團隊管理的負面功能」。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團隊的正面功能 

1950 年代之時，歐洲學者即發現團隊合作具有正面性功能：改善生產力、

成員滿意度、並且減少成本支出。如美國西屋傢俱公司（Westinghouse Furniture 

System）的生產量，在三年內提升了 74%；威廉康辛州強森維力食品公司

（Jonsonville Foods） 銷售量在八年內，由四百萬美元衝刺到一億五千萬美元（吳

嘉文譯，1999）。從這些生活中的實際例子中，可以發現團隊合作使得組織效能

提升。Lewis則以為，團隊具有一些積極性的功能，亦是讓組織更為蓬勃發展的

關鍵所在，其積極性功能說明如下（引自劉立倫，1985）： 

1.有共識 

團隊成員們透過對等關係的溝通與協調後，能夠更有效的處理權威及領導對他

們的影響。是以，成員們瞭解決策來源後，更能提高他們對決策的接受性。 

2.團結力量大 

當團隊有效的組成之後，它便能發揮協合作用，舉凡在智慧、知識、才幹、興

趣及資訊等方面，團隊都能發揮比個人更大的效用。 

3.易產生滿足感 

藉著參與團隊的過程，成員們可以獲致另一種工作滿足感，並能達成組織目標。 

4.執行力高 

由團隊共識所制定之決策，其所遭遇的阻力較小，較容易付諸實現。 

 

（二）團隊的負面功能 

固然已有許多研究證明，團隊合作形式締造了無數成功實例，於當代管理界

亦有亮眼表現，然許多管理者與研究者對於團隊管理仍是持保留懷疑的態度

（Tjosvold, 1993）。因其以團隊形式管理組織，有時會因團隊結構或個人因素而

使團隊管理產生一些負面功能（Bluck, 1996）。Erickson和Rose（1973）的研究則

發現團隊管理的最大缺點在於「費時」。因以團隊管理的方式來作決定，需要透

過成員們的協商、討論，如此所花費的時間，將超過傳統由一人領導與決策的管

理方式。 

Tjosvold（1993）發現使用團隊來管理組織，存在著些許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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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花費時間較多 

需要用會議的方式凝聚成員共識，形成最後的決策，故所花的時間將比個人獨

自工作的時間成本高。 

2.易出現協商下（利益交換）的決策 

決策並非是從各種可能方案中，挑選最好的，而是選擇大家較能接受者，故在

此模式的協商過程中，必然無法完全僅顧及團隊目標，而產生利益導向的協商

決策。 

3.產生旁觀者效應： 

因成員們對等分擔團隊責任，而非特定成員背負全部責任，是以對工作失敗有

了藉口，產生旁觀者效應，影響工作績效。 

4.造成團隊的爭執 

每位成員有表達意見的機會與權利，對完成工作的途徑亦有不同的想法，因此

容易造成彼此間的爭執與衝突。 

5.會壓抑一些好的表現或點子 

為了保持團隊中團結、和諧、具有向心力的形象，成員們可能會壓抑不同的意

見，不論這些被壓抑的想法是好是壞。 

6.產生團隊迷思現象 

「團隊迷思」該詞首次出現在 1972 年Janis出版的「團體迷思的受害者」一書

中（Hayes, 1997）。當多數團隊成員的想法、意見具有一致性時，其他成員為

了避免和團隊多數人極為相異的意見，往往會採取較軟性的建議。 

7.產生領導者抗拒 

團隊領導者可能擔心的事是：「團隊可以信賴嗎？」「假如將成員組成團隊，他

們之間的凝聚力會不會成了他們工作不利的保護傘？」。是以在不信任成員的

心態下，領導者可能會阻礙團隊管理的推動，成為實施團隊管理的障礙。 

 

綜上所述，團隊運作並非如我們見西屋傢俱公司、威廉康辛州強森維力食品

公司這些公司成功來得如此輕鬆，因其在團隊運作過程當中，我們必須審慎的評

估，在以達成目標任務為首要條件之下，是否運用團隊管理才能發揮組織的最大

效能，並在執行團隊管理的過程中，致力發揮團隊合作的正面積極性功能：有共

識、團結、易產生滿足感以及執行力高，並避免負面功能：耗時、利益交換、衝

突、壓抑自我、做旁觀者以及領導者抗拒等情形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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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隊學習的內涵 

（一）團隊學習的意義 

國內外有許多學者對於「團隊學習」做了許多相關研究，以下茲說明各學者

對於團隊學習之定義： 

江愛華（2004）將團隊學習闡釋為團隊成員可用集體思考的技巧，有效的修

正、調整每個人的想法，結合全體團隊的智慧才能，描繪出一幅系統思考的畫，

描繪這幅畫的過程便是團隊學習。 

吳清山（1997 )指出團隊的學習，是一個團隊的所有成員攤出心中的假設，

進而一起思考的能力。 

張吉成（2000）所謂團隊，指的是跨部門或層級等分工，因功能性或非功能

性的任務需要而形成的團體，而所謂團隊學習，則是此團體成員基於組織願景與

目標，以團隊為基本運作單位，進行學習目標。 

郭進隆譯（1994）「團隊學習」是建立在發展「共同願景」和「自我超越」

的基礎上。因為，有效能的團隊是由有效能的個人所組成的。但是只有共同願景

和才能還不夠，真正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一起共同學習。 

Ellis et al.（2003）將團隊學習可以定義為：一個團隊因為成員間共享的經驗，

而在知識與技能上有顯著的整體性成長。 

Senge（1993）指出組織學習的精義，在於組織以系統思維來不斷創造組織

未來的過程，組織學習需要以工作團隊為基本單位進行，從個人學習做起。他提

出組織學習型組織的五項修練分別為：自我超越（Personal Mastery）、改變心智

模式（Improving Mental Models）、共同願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團隊學習

（Team Learning）與系統思考（Systems Thinking）。當中所提及的「團隊學習」，

是載具也是媒介，其效益在促使組織成員之個人學習，進而形成組織學習。是以

他將團隊學習定義為：團體學習是發展團隊成員整體搭配與實現共同目標能力的

過程，團隊學習有三個面向，一是團體面對複雜議題時，要學習如何萃取出高於

個人智力的團隊智力；二是需要既具有創新性而又協調一致的行動；三是不可忽

視團隊成員在其他團隊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因此團隊學習是發展團體力量，

使團體力量超乎個人力量加總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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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組織中，已風行的學習基本單位是團隊而不是個人，因為，唯有組成團

隊學習，組織也才有學習的可能。 

綜上各個學者對團隊學習的定義，在此研究者將團隊學習定義為：兩個人以

上組成的成員，基於共享的組織願景與目標，擁有相同的權利與義務，透過經驗

共享、相互協助與共同學習來進行目標之學習，以發揮集思廣益的效果，使個人

與團隊皆能在知識與技能上有顯著的整體性成長。 

 

（二）團隊學習的運作 

由上述的討論我們可知道，團隊學習的意義在於：發揮集思廣益的效果，使

個人與團隊皆能在知識與技能上有顯著的整體性成長。是以團隊的共同學習，能

夠發揮整體性成長等正面性功能，然而，卻也可能於團隊組織疏忽時，悄悄地展

現了其負面性功能，要能夠完整的發揮團隊的正面性功能助長團隊的學習成效，

且避免負面性功能的發生，團隊學習的運作，則是相當重要的關鍵，亦即團隊運

作的良窳關係，關係著團隊學習的成效，Senge 曾在其五項修練中的團隊學習中

提出團隊運作的三種型態，如圖 2-1 所示（郭進隆譯，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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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搭配的團隊 

不斷激發個人能量而整體搭配不良的團隊 

未能整體搭配的團隊 

圖 2-1 團隊運作的三種型態 

資料來源：郭進隆譯（1994）。第五項修練— 學習型組織的藝術與實務。頁 349。

台北：天下文化。 

Senge更進一步的針對此圖說明團隊學習，共有三個面向需要顧及。首先，

當需要深思複雜的議題時，團隊必須學習如何萃取出高於個人智力的團隊智力，

但組織中常有一些強大的抵銷力量和磨損力量，造成團隊的智慧傾向小於個人的

才智（郭進隆譯，民 85）。即是在說明，組織中的磨損力量，其實是來自於團隊

中每個成員們砥礪自我、期望不斷激發個人能量，所發展出來的。但其成員們忽

略了這些能量必須應該要能達到團隊的整體性搭配，是以一旦個人的能量不斷增

強，團隊整體搭配的情況不佳時，就會造成能量的混亂，使整個團隊的管理更加

困難。 

 

由上述可知，若團隊中的成員能夠在能力上互相搭配與調和，出力方向一

致，才能夠使團隊發揮最高的效能，如「整體搭配的團隊」圖；然若每個人都汲

汲營營想在團隊中展現個人能力，卻忽視團隊的整體性，則就算整體力量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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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亦是毫無目的、且無法達成組織目標的散沙，如「不斷激發個人能量而整體搭

配不良的團隊」圖；而「未能整體搭配的團隊」則是所有團隊運作中最為可惜的

一種方式，因其既無法激發成員的個人能量、整體亦無法同一方向施力，於是就

毫無團隊的效能可言。是以校長讀書會在團隊學習的運作上應注意校長成員間個

人與整體能力之搭配，使能相輔相成共同達成專業成長的目標。 

 

（三）團隊學習的方式 

以團隊做為學習的基本單位，除了Senge第五項修鍊中對於團隊學習的方式

提出詳細的說明、並廣泛的討論之外；饒見維（1996）亦以在職教師作為對象，

研究在職教師的專業發展方式。他將在職教師的專業發展學習活動方式區分為：

「被動發展類」與「省思探究類」兩類。而於省思探究類的活動中之「協同成長

團體」與「協同行動研究」等兩種活動型態，是最能夠突顯教師團隊學習的精神

與方式（倪士峰，2000）。 

所謂的「協同成長團體」（co-development group, Rau, 1990）乃是一群專業

人士（於饒見維之研究中，係指在職教師，約由七到十人組成），持續且定期聚

會，於聚會時間內彼此交換專業經驗、分享心得、或討論遭遇到的實務問題等等，

以便促進彼此的專業素養；而至於「協同行動研究」同樣也是由教師所組成之團

體，但與協同成長團體所不同的是，協同行動研究乃是由一種由學校工作情境中

的教育工作者所進行的自我省思探究活動，目的是要改善他們實務之理性與公平

正義，改進教師們對實務的理解，或是改善實務的情境（引自饒見維，1996），

茲將「協同成長團體」與「協同行動研究」等兩種活動型態詳細內容列於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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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饒見維的團隊學習方式 

類別 型態 進行方式 

讀書會式 

成長團體 

教師約好每週在固定的時間聚會，聚會時彼此輪流作讀

書報告，分享讀書心得，並進行討論。這種聚會可以持

續一段時間，直到一本書讀完再讀另一本書，或者也可

以各自選擇喜歡的書於課餘時間閱讀，並事先安排好輪

流報告的時間，每週由一位教師報告，然後再進行討論。

問題導向式 

成長團體 

約定好在每週固定時間聚會。在聚會中，教師們輪流提

出自己目前所遭遇到或以前曾經遭遇到的問題。然後其

他教師詢問此問題的相關資料，以深入了解狀況，集思

廣益的討論，並提出解決之道。 

協 

同 

成 

長 

團 

體 

主題中心式

成長團體 

約好於每週的時間內聚會，聚會時針對某個主題來討

論，(例如：班級經營與教室管理、某學科的教學方法與

內容)。教師們可以針對一個主題持續討論一段時間再繼

續下一個主題，或者就同一主題一直持續下去，但是探

討的層面愈來愈寬廣、愈來愈深入。 

協  
同  
行  

動  

研  

究 
課程發展式 

行動研究 

課程研發式行動研究乃是以「課程發展」為主軸，提供

機會讓教師一起工作，彼此互相學習、精鍊自己的技能、

發展新知識，最後發展出某種具體的東西，不但使參與

教師能共享發展出來的成果，更能把成果分享給其他未

參與的本校或他校教師，有些發展成果甚至可能普遍推

廣實施。而教師能發展的東西則包羅萬象，例如：課程

標準、課程結構、課程內容等等。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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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續） 

改進實務式 

行動研究 

此種活動主要著重在改進教師本身的教學實務研究方法

與技術。換句話說，係指一群教師透過行動研究的過程

嘗試將某種聽來的教育理論或教學方法轉化成具體的專

業行動，或是嘗試針對自己的專業行動中某層面的缺失

加以改進。其主要的進行方式係指經由一群有共同想法

的教師，為將某種教學法或理念，轉化為具體的行動，

於是成立研究小組，在界定研究問題之後，著手進行研

究，經過文獻蒐集後，小組訂出行動策略付諸行動，在

行動過程中不斷監測，並依據行動過程中的研究日誌、

省思札記，不斷的檢討與修改，最後視行動的進展情形

或經費預算的執行狀況來決定何時開始寫研究報告。 

改革情境式 

行動研究 

由於教師的專業實務乃是處於相當大的情境脈絡中，教

師的專業表現深受情境脈絡中的相關法令、規定、資源

之影響。因此，此活動的型態著重於改變教師的實務情

境，使教師的專業實務更為順暢，並提高教師的專業實

務表現，例如教師可能試圖改革的層面有：教科書選編

政策、學校校園規劃。由於涉及的層面很廣，因此這樣

的活動可以經由擴大相關人員的參與，共同省思與批判

脈絡中值得改變的部分，逐步形成共識。 

協  

同  

行  

動  

研  

究 

增進理解式 

行動研究 

此種活動型態重在增進教師對實務之理解，並從自己的

實務行動與經驗逐漸發展出自己的教育理論。具體來

說，是指教師從事這項活動是為了對教育實務問題、實

務現象或實務情境等，發展出愈來愈深刻的理解與愈來

愈豐富的專業知識。偏重在教師本身的認知層次。換句

話說，這樣的活動偏重於教師本身認知層次及理念層次

之改進。 

資料來源：引自饒見維，1996。 

除了饒見維（1996）所提出的在職教師專業成長的團隊學習活動方式之外，

其實團隊學習的方式，常依其對象及適用的情境而有各種不同之活動方式。根據

Hill（1977）與Reynolds（1994）對團隊學習的研究，計可區分為表所示之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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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每一種團隊學習的方式均可依組織學習的需要，將該學習組織擴大或縮

小，以適合該組織實際運作之需要，茲詳細說明如表 2-6。 

表 2-6 團隊學習方式適用情境與對象對照一覽表 

團隊學習方式 適用情境 適用對象 

遊戲與模擬 

遊戲與模擬在實務運作上有一部分的重

疊，採用此種方式係在目標明確的引導之

下，學習既有的事務工作或經驗可應用於

商業經營、研究技巧、面談技能、策略選

擇、作決定等之模擬上，透過遊戲與模擬

的機會，增加個人選擇與作決策的練習機

會。 

實務運作人員、管理

人員、中階人員 

角色扮演 

強調參與者投入情境並扮演角色。其目的

係在不同的情境中，經由體會、觀察、想

像與表達個人的態度與感覺，期獲得洞見

（insight），以發展個人的技能和瞭解工

作內容有那些技能需求，諸如面談技巧、

談判與會議的技巧等。 

管理人員、中階人

員、高階人員 

討論群 

強調群體的討論活動。通常有一演講者演

說後再進行討論，亦有直接著針對某一主

題，由主席引導下採對話方式（dialogue）

進行討論者。 

管理人員、中階人

員、高階人員 

行動學習 

用在小群體的會議，以及經常性的討論個

人工作上的問題或計畫，研討結果可立即

用在現場情境所產生的問題之解決上。 

實務運作人員、管理

人員、中階人員 

實驗練習 

用於特別的遊戲、模擬或角色扮演的需

求。強調為特別任務需要設計的經驗，並

強調觀察後所獲得的心得。亦可稱為結構

化的練習。 

管理人員、中階 

人員、高階人員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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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續） 

訓練團體訓練 

訓練團體訓練又稱為敏感性訓練。強調成

員在專家協助下，經由群體中成員之互

動，提昇了解自己與他人行為的能力，並

且學習合理而適當的行為模式，進而調適

自我的觀念、態度與行為，以利於組織發

展的需要。 

管理人員、中階 

人員、高階人員 

讀書會 

一小型之團體，針對某一主題採用對話方

式進行研討。其方式雷同於小型的研討會

或大團體的討論。 

中階人員、高階 

人員 

資料來源：引自張吉成、周談輝、黃文雄等（2002：96-97） 

由學者們描述團隊學習的方式中，可以發現學者們皆認同讀書會即是一種團

隊學習的方式，且適用於中階、高階人員。歸納出校長讀書會與團隊學習的關係，

茲說明於下一個部分：校長讀書會與團隊學習的關係。 

四、校長讀書會與團隊學習的關係 

（一）校長讀書會為一種團隊學習的方式 

由饒見維（1996）教師專業成長團隊學習方式來看，讀書會屬於一種由一群

七到十人的教師，持續且定期聚會，於聚會時間內彼此交換專業經驗、分享心得、

或討論遭遇到的實務問題，以便促進彼此專業素養，亦即將讀書會視為團隊學習

中的「協同成長團體」（co-development group, Rau, 1990）。 

此外，Hill（1977）與 Reynolds（1994）亦在其團隊學習的研究中將讀書會

作為團隊學習的七種方式之一，且其適用情境為中階、高階人員。是以，校長讀

書會，即為一種團隊學習的方式，校長藉由團隊學習的方式促進專業的提升。 

 

（二）校長讀書會團隊學習促進校長專業成長 

陳文宗（2003）從專業成長的方式而言：專業成長涵蓋所有正式、非正式的

各項成長活動，包括學位的進修、學分班、研討會、學術講座、參觀訪問、參加

專業團體、閱讀書刊雜誌、研究寫作、讀書會及工作坊等可以促進個人成長的活

動。所以，其方式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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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專業發展的管道，有正式以及非正式的，正式的如：大學所提供的在職

進修碩士學位或學分班課程、教育部或教育局各式工作坊及研討會、全國性專業

協會以及教師中心等，而非正式的專業發展管道包括讀書會，提供接觸最新研究

發現與相關政策的機會，彼此分享、詢問問題及相互連結，更可藉由透過校長同

僚之間非正式的經驗分享，幫助校長克服困難、問題及挑戰。對於資歷較淺的校

長特別有助益。且校長透過閱讀相關資訊及新的研究發現而成長，亦可經由觀察

他人領導實際，透過自我反省與校內、外同僚的對話和交談，使自己在專業上能

有成長。（林明地，2002b） 

此外，林明地（2002b）亦鑑於我國校長專業發展領域理想與現實之差距，

提出應建立下列校長專業發展的多元管道，使校長在專業培養與發展有更寬廣的

機會： 

1.發展校長中心或學校領導學院。 

2.鼓勵專業學會為校長提供較為長期的專業發展機會 

3.在大學發展專業的學位方案 

4.擴展校長的非正式學習團體。 

黃媺娟（2005）更於其研究結論中指出：團隊學習可快速提昇並持久內化校

長們之專業知能。 

 

以上的文獻當中，幾位學者論及如何促進校長專業成長的途徑時，都不約而

同的認為校長的專業成長，可以透過群體組織或是同儕間的經驗分享，以發揮團

隊的功能，來促進校長的專業成長，由此可以得知，校長組織讀書會團隊的學習，

與促進校長專業成長是相輔相成的。 

 

（三）校長讀書會團隊學習的功能 

校長讀書會除了具有一般讀書會的功能之外，更因為其特定的組成成員—校

長，而有更深刻的功能，此外，因本研究所指的校長讀書會亦為團隊學習的方式

之一，故其亦有著團隊學習的功能，茲綜合說明校長讀書會團隊學習的功能如下： 

1.發揮一般讀書會功能：個人層面、家庭層面、社會層面以及國家層面。 

2.維護成員間的關係：友伴關係、平權互動關係。 

3.協助校長經營學校：校長學校經營中協助校長面對類似的挑戰、透過帶領讀書

會將所學行政理論實際化並維護領導專業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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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團隊功能：團隊自主性、有共識、團結、易產生滿足感以及執行力高。 

 

（四）校長讀書會團隊學習調查 

由上文獻探討可知校長讀書會團隊學習的功能，故要調查讀書會團隊學習的

成效，必須透過團隊學習之相關調查，以得知校長讀書會執行的現況與成效，據

此，研究者根據以研究團隊學習的學者 Dorothy H. E., Jill Salisbury-Glennon, Jerry 

G.., Cindy E. H.等人於 2000 年在「以問題為基礎的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一書之觀點為主要依據，其認為在團隊合作的架構下，每位成員都必須在學習上

負責與貢獻，因此將團隊學習聚焦在行為與態度上。其次參考讀書會學者之觀

點，如：何青蓉（1996）、邱天助（1996）、Mohr（1998）及研究團隊學習之學

者觀點，如：池榮尉（2004）、林春慧（2002）、楊玉鈴（2005）、倪士峰（2000）、

王景錝（2003）。據此改編 LTS（learning team survey）問卷，以為本研究之研究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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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學校效能之理論與相關研究 

「追求卓越，提昇教育品質」，一直以來皆為教育所努力之方向。建立一所

具有高度效能的學校，以提供每位受教者最佳的學習機會，成為學校教育研究與

改革重點之所在。因此，許多國內外學者紛紛投入於「學校效能」（School 

Effectiveness）的研究，希冀能提昇教育效果，以達成教育目標，（吳清山，1992）。

因此，學校效能至今仍為教育研究領域中為研究者所重視並加以深入探討之主

題，以其學校之一切作為，皆是為了提升學校之效能，進一步幫助學生成長、成

功。 

是以，為建立有關學校效能之理論基礎，本節分別探討學校效能之意義、學

校效能之理論模式、學校效能之評量指標以及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逐項分述如

下： 

壹、學校效能之意義 

    國內研究學校效能之學者眾多，茲將國內各學者對於學校效能之定義整理如

表 2-7： 

表 2-7 國內學者專家對學校效能之定義(依年代排序) 

研究者 年代 學校效能定義  

方德隆 1986 
學校效能是指學校為達成目的而產生的預期效果，具有許多普

遍而同時的特性。  

吳璧如 1990 學校效能是指學校目標與其實際成效符合的程度。  

劉春榮 1993 

學校效能是學校為達到教育目標、促進教學效果、強化行政效

率、滿足師生需求、促進教育成長及學生良好成就表現的預期

結果。  

 沈翠蓮 1994 

學校效能是指學校校長、老師、家長、學生都能夠完成教育目

標，即達到學校所預定的目標而努力，而使學校獲致良好績效。

包括學校教學領導、參與溝通、課程與教學設計、學生行為表

現與學業表現。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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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續） 

吳培源 1994 

學校效能的涵義可以歸納為學校為達成其教育目標所進行的方

法、步驟或程度，亦即學校目標與其實際成效符合的程度，它

是由很多因素所形成的。  

張慶勳 1996 

學校組織效能是學校領導者運用領導策略，及各種有效途徑，

從學校外在環境中獲取必要的資源，並整合學校組織靜態、心

態、動態、生態的層面，再經由學校組織的運作，俾達成學校

目標與滿足教職員需求，及增進學校組織發展。  

蔡素琴 1997 

所謂學校效能是指學校在各方面均有良好的績效，包括校長的

領導、學生學業成就、學校組織氣氛、學校文化與價值及教職

員發展。  

陳幸仁 1997 

學校效能乃是關注於學校行政與領導、教師教學效能、學生的

五育均衡發展、重視學校氣氛與文化、鼓勵教職員工的進修與

發展、家長社區的參與、以及公共關係的推展等，因而促使學

校達成教育目標。  

周崇儒 1997 

學校達成其預定目標之程度，包括行政領導、學校氣氛、學校

文化和價值、參與溝通、課程和教學設計、工作滿意、教職員

發展、學生學習表現等。  

張明輝 1999 

學校效能就是指學校管理者透過各種有效的經營與管理方式，

使學校在各方面具有良好的績效，並能夠達成不同群體所要求

的多重目標，而成為一所有效能的學校。 

吳宗立 1999 

學校效能是指能達成學校教育目標，滿足成員需求，發揮行政

績效與促進組織永續發展的程度，因此，學校效能的性質可從

學校組織的靜態、心態、動態、生態層面加以分析：1.就靜態

而言，學校效能是達成組織目標的程度。2.就心態而言，學校

效能是滿足組織成員需求的程度。3.就動態而言，學校效能是

發揮行政績效的歷程。4.就生態而言，學校效能是促進組織永

續發展的程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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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續） 

 江志正 2000 
學校效能定義為指學校能達到其目標，包括行政服務績效、教

師專業品質、學生成就表現、社區認同支持。  

洪啟昌 2000 
學校效能為學校達成教育目標而產生教學、行政上預期的結

果，同時它具有多元層面的特性。  

羅英豪 2000 

所謂「學校效能」就是指學校管理者透過各種有效的經營與管

理方式，使學校在各方面具有良好的績效，包括學生學業成就、

校長領導、學校氣氛、學習技巧與策略、學校文化和價值，以

及教職員發展等，使學校能夠適應內在與外在的限制，並於最

後能夠達成不同群體所要求的多重目標的程度，成為一所有效

能的學校。 

吳明雄 2001 

學校效能是領導者運用領導策略，有效的整合學校內外部資源

人力及理念，因而能達成學校預訂之目標與滿足學校組織之需

求。  

李曉蓉 2001 
學校效能是指學校達成所預定的目標程度，並在各方面具有良

好的績效。  

侯世昌 2002 

學校效能係指學校中的各個成員，能建立共識，齊心努力，以

使學校在目標計畫、教師素質表現、教師工作滿意、校園規劃

設施、校長領導、行政運作、師生表現等方面，均有良好的績

效與表現，進而能達成學校預期的教育目標，並滿足學校組織

內成員的需求。 

陳添財 2002 

學校效能是學校整體運作成效之表現，其內涵含蓋輸入、歷程

與產出等三個領域，輸入領域之效能是指學校能夠有效的獲取

所需之適當資源以幫助成長的程度；歷程領域之效能是指學校

能夠目標明確的運作順暢，並能排除錯誤，滿足成員需求的程

度；產出領域之效能是指能夠發揮生產力，產出品質良好並實

現達成預定目標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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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山 2002 

學校效能乃是指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良好的績效，包括學生

學業成就、校長的領導、學校的氣氛、學習技巧和策略、學校

文化和價值，以及教職員發展等，因而能夠達成學校所預定的

目標。  

林逸青 2003 

學校效能係指一所學校利用其本身的條件及相關環境，透過各

種方法、步驟或策略的運用，獲取有限並具價值的資源，以發

揮功能，讓學校在各方面均能有良好的表現。它包括學生學業

學習成就、學生生活教育、教師工作滿意度、教師發展、教師

教學投入、家長肯定度、社區支持、學校氣氛、學校公共關係、

資源的獲取以及行政績效等，因而能夠達成學校教育的目標。

林金福 2003 

學校效能係指為因應學校內外環境的壓力與需求，領導階層有

效運用領導策略，一方面從環境中獲取所需資源，另方面則整

合學校系統的運作，冀能滿足組織、團體與個人需求，並達成

學校的教育目標與發展的程度。 

葉子超 2004 

學校效能乃指學校在各方面都有優異之表現，包括行政服務及

領導績效、教師專業與教學品質、學生成就與行為表現、上級

社區家長之支持、學校環境建築及設備、學校各項組織氣氛等，

都有良好之表現和績效，能兼顧學校成員之需求，最後更能達

成學校之教育目標。 

李瑞娥 2004 

學校效能是指學校在各方面都有良好的績效而能達成目標的狀

況。包括課程教學發展、教師專業品質、行政績效表現和社區

認同參與等面向。 

陳怡君 2006 

學校效能乃指學校在適當的教育資源投入及運作過程中，各個

方面皆有良好的績效與表現，其中包括教師工作滿意度或參與

度、教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表現、學生行為表現、學校組織

變革、學校與家長及社區關係、學校組織氣氛及文化等方面，

因而能達成學校預期的教育目標，並滿足學校成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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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奎雨 2006 

學校效能是指學校的校長、行政人員、老師、學生、家長等，

為達成學校所設定的教育目標，而在校園環境規劃、行政溝通

協調、學校氣氛營造、課程教學安排、教師教學品質提升、學

生學習表現增進、師生互動促進、社區家長參與，及教師工作

滿足等各方面所採用的方法、步驟及成效表現的程度。 

資料來源：研究者根據文獻整理所得 

國外學者在學校效能研究中，亦有許多著墨，茲將國外各學者對於學校效能

之定義整理如表 2-8： 

表 2-8 國外學者專家對學校效能之定義（依年代排序） 

研究者 年代 學校效能定義 

Madaus, 

Airasian＆

Kellaghan 

1980 

學校效能是指學校目標與其實際成效符合的程度，亦即衡

量學校效能的途徑是比較學校的目標與其績效是否一致。

Purkey＆Smith 1983 

有效能的學校不單是有較高智育成績之單一特徵，而是具

有普遍而共同的多元特性；學校效能應是由很多如校長領

導、學校組織氣氛、課程與教學、學校交化和價值等層面。

Levine＆Lezotte l990 

學校在生產性的學校氣氛和文化、學生重要學習技巧的獲

得、適切地監視學生的進步、實用取向的教職員發展、傑

出的領導、家長積極參與、有效教學的安排與實施、學生

高度的期望與要求等各方面都能達成目標。 

Barberio 1990 
學校效能即學校培養學生以各種能力的程度，包括成就水

準、積極態度、適應環境的能力及處理問題的效力等。 

Scheerens 1992 

學校效能與教育品質有密切關聯。效能的概念是方法－目

的的歷程，應用在教育上，效能乃是經由教育方法或過程，

達成教育目標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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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續） 

Stoll & Fink 1993 

學校效能是指在平常性任務（教育領導、明確的目標、分

享價值和信念）、助長學習氣氛（學生投入和責任感、物

質環境、父母與社區投入和支援）、強調學習層面（課 

程教學的重視、教師成長與發展）等三個層面都能達到預

期的目標。 

Mcdonald 1993 

有效能的學校應包括下列特徵：安全與井然有序的學校環

境、明確的學校任務、實施教學領導、高度期望、提供師

生學習的機會、將多數時間用來處理學生事務、經常監督

學生進步情形以及建立學校與家庭間之合作與和諧關係。

Cheng 1996 

學校功能的角度來看，學校效能可定義為是學校促進學校

功能最大化，或可以表現學校功能程度的能力。而其功能

則分別從個人、機構、社區、社會、國際等幾個層次的技

術，及經濟、人文與社會、政治、文化、教育等幾個面向

功能來論述。 

Young 1998 
學校效能是學校運用現有的教育資源，表現於提振教師工

作士氣及學生學業成就的程度。 

資料來源：修改自蔣奎雨（2006：52）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學校效能意義之看法，本研究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

為達成其所訂立之教育目標，而進行學校各層面之改革及提升，使其在學校各層

面皆具良好績效表現之方法、步驟或程度，而學校效能包含之層面有：校長領導

方式、行政溝通協調、校園環境設備、學校組織氣氛、教師工作滿足、教師教學

品質、教師進修成長、學生學習表現、課程教學安排、師生互動關係與社區家長

支持等十一項。 

 

貳、學校效能之理論模式 

目前仍在發展之中的組織效能評鑑模式極為複雜，雖然學校與其他正式組織

有別，但仍可藉用其他組織效能評鑑的模式（吳清山，1998）。Seashore（1983）

認為學校效能的評估應有目標模式、自然系統模式和決定歷程模式三種。Hoy & 

Miskel則認為，學校效能的評估有目標模式、系統資源模式、統整模式。吳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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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將學校效能的評估分為目標中心模式、自然系統模式、參與模式。劉春

榮（1993）將學校效能的評估分為目標中心模式、系統資源模式、決定-歷程模

式、參與滿意模式。鄭燕祥（2001）則將學校效能分為八個模式，即目標模式、

資源－輸入模式、過程模式、滿足模式、認受模式、無效能模式、組織學習模式

與全面品質管理模式。而戴振浩（2001）、黃哲彬（2004）、蔣奎雨（2006）、許

皓婷（2006）等研究者，更將學校效能評估的模式分為十種：目標中心模式、系

統資源模式、參與者滿意模式、資源-輸入模式、過程模式、合法模式、無效能

模式、組織學習模式、全面品質管理模式、綜合性模式。 

由上述各學者的分類來看，有些許名稱上的差異，內容實質差別不大，強調

的方向亦大致雷同。茲參考上述學者之觀點，整理如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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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各學者學校效能理論模式比較表（依個數排列） 

學者 年代 個數 學校效能模式 

Seashore 1983 3 目標模式、自然系統模式、決定歷程模式。 

Hoy & Miskel 1987 3 目標模式、系統資源模式、統整模式。 

吳清山 1992 3 目標中心模式、自然系統模式、參與模式。 

劉春榮 1993 4 
目標中心模式、系統資源模式、決定-歷程模式、參

與滿意模式。 

游進年 1990 4 目標模式、系統模式、決定歷程模式、統整模式。

張淑美 1996 4 

從目標理論模式、系統模式、參與者滿足模式、綜

合性模式（主張評量學校效能應以綜合模式為主，

其他模式為輔。） 

吳培源 

蔡進雄 

1994 

2000 
4 

目標模式、系統資源模式、參與滿意模式、統整模

式。 

卓秀冬 

蔡素琴 

洪啟昌 

1995 

1997 

2000 

5 

目標中心模式、系統資源模式、決定過程模式、參

與滿意模式及統整模式。 

鄭燕祥 2001 8 

目標模式、資源-輸入模式、過程模式、滿足模式、

認受模式、組織學習模式、無效能模式、全面品質

管理模式。 

戴振浩 

黃哲彬 

蔣奎雨 

許皓婷 

2001 

2004 

2006 

2006 

10 

目標中心模式、系統資源模式、參與者滿意模式、

資源-輸入模式、過程模式、合法模式、無效能模式、

組織學習模式、全面品質管理模式、綜合性模式。

資料來源：修改自劉瑞梅（2006：38） 

研究者依吳清山（2000）綜合各學者的看法，評量學校效能模式約可分為三

種： 

一、目標中心模式 

二、自然系統模式 

三、參與滿意模式 

此三種學校效能評量模式，如表 2-10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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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學校效能評量的模式 

 目標中心模式 自然系統模式 參與滿意模式 

組織的結果 
學生在基本能力上的

成就。 

組織的健康和生存。 成員的滿意程度。 

評量 
常模或效標參照成就

測驗。 

士氣、共識、革新、適

應能力。 

學校效能的感受調查

問卷。 

效能層面 

1.安全和諧的環境。  

2.明確的學校任務。  

3.教學領導。  

4.高度的期望。  

5.學生學習的時間。  

6.教學課程的協調。  

7.家庭學校間的關係。

1.教職員的素質。  

2.整個教學課程。  

3.心理氣氛。  

4.組織氣氛。  

5.人際關係。  

6.溝通過程。  

7.決定過程。  

8.資源和設備。  

9.學區和社區的支援。

1.學生教育上的滿意程

度。  

2.學生學術上的發展。

3.學生生涯的發展。 

4.學生個人的發展。 

5.教學和行政人員工作

上的滿意程度。  

6.教育人員的素質和專

業上的發展。  

7.系統開放的程度，以

及和社區之間的互動

關係。  

8.獲取資源的能力。 

9.組織的「健康」情況。

續下頁

 

 

 

 

 

 

 

 

 

研 究 模 式 類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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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0（續） 

評析 

1.太重視官方目標或行

政人員的目標，而忽視

教師、學生及社會目

標。 

2.忽視潛在、隱而不顯

的非正式目標和程序。

3.忽視學校組織追求多

重且相衝突的目標。 

4.忽視環境對組織目標

的影響，組織目標是動

態的，而目標模式則是

靜態的。 

5.組織目標是回顧性

的，可用來確認學校和

教育人員的行為，卻不

能用來指導他們的行

為。 

6.組織的官方目標不一

定是它的操作目標。由

於實際操作目標的分

析既複雜又困難，研究

者或許不能正確認清

目標。往往官方目標比

操作目標受到更大的

重視。（cameron, 1978；

方德隆，1986） 

1.自然系統模式較目標

中心模式複雜，而且應

用不易： 

(1)自然系統模式所訂

的效能指標，並不一定

是達成組織目標的因

素。 

(2)自然系統模式過於

重視資源的獲得，也可

能忽略了學校所要達

成的目標—發揮教育

功能，培育健全國民。

1.參與者的利益和滿足

常常相互衝突矛盾，因

此 難 以 瞭 解 是 由 教

師、社區家長或社會大

眾來決定學校政策與

效能的指標。 

2.參與者滿以模式牽涉

利益滿足的分配，究竟

應重質或者重量，採最

大利益或最小傷害原

則，取絕對或相對的標

準等問題，均有爭議。

3.在魅力型領導的組織

中，即使組織無法滿足

甚或損害參與者個人

的需求，參與者仍可能

主觀地評定組織是有

效的，而產生矛盾、不

易解釋的狀況（吳碧

如，1990：68）。 

資料來源：修改自吳清山（1992：35） 

上表說明了三種評量模式的評量、結果、效能層面以及學者們的相關評析。

在在說明了各個模式皆有其著重之處，而模式的著重點相異，皆進一步做為學校

效能研究評量指標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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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學校效能之評量指標 

學校效能評量指標的建立，不像一般企業界所用的指標—生產力、成員離職

率、成員工作滿意度等方面的具題明確（吳清山，1992）。亦即是，學校效能的

評量指標是複雜且多元的。若能建立評量指標用以評量學校效能，評估者才能有

具體的原則作為依循，並經由具體化的指標加以評估學校效能之高低。以下針對

國內外學者專家對於學校效能評量指標的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吳清山（1989）在「國民小學管理模式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中，發展十

項指標來探討國民小學效能，包括校長領導能力、教師工作滿足、學校環境規劃、

教師教學品質、學校課程安排、學生學業表現、學校行政溝通協調、學校與家長

關係、學生紀律表現、師生互動關係。  

林月盛（1995）在「國民小學公共關係、教師參與程度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

究」中，發展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指標有學校社區關係、教師教學品質、師生工作

表現、學校認同感、師生互動關係。  

洪啟昌（2000）在「台北縣國民小學公共關係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中指

出學校效能指標為：環境規劃配置、校長領導表現、教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表

現、成員工作滿足、學校溝通協調、社區家長支持。 

江志正（2000）在「國民小學團體動力、組織學習、學校發展策略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研究」中，其學校效能指標為行政服務績效、教師專業品質、學生成就

表現、社區認同支持等方面。 

郭慶發（2001）在「國民小學學校規模、組織鬆散結合程度與學校效能之關

係研究」中指出學校效能指標為：學校環境建築設備、學校行政領導、教師教學

效能、學生整體表現、社區家長支持、學校氣氛。 

徐雅君（2001）在「國民小學實施學校本位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 以

台中為例」中指出學校效能指標為：校長領導、教師教學表視、家長參與、社區

支持、學生學習成就，組織氣氛。 

李曉蓉（2001）在「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滿意度研究」中指出學校效能指標為：

有效能的事業領導、教師教學成效、學校環境與教學設備、組織氣氛與互動情形、

建立共同的學校目標與願景、對學生的期待與鼓勵、學生的學習成就、教師專業

發展與教學品質、家長參與與社區關係。 

石遠誠（2003）在「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中指出學校效能指標

為：校長效能、行政效能、教師效能、學生效能、家長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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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淑彬（2003）在「國民小學組織再造與組織效能關係之研究」中指出學校

效能指標為：行政管理、教學輔導、工作投入、組織氣氛。 

王秀燕（2003）在「臺北縣市國民小學女性校長轉型領導與學校效能關係之

研究」中指出學校效能指標為：學校環境規劃、行政溝通協調、學校課程安排、

教師教學品質、教師工作滿意、學生學習表現、學生行為表現、家長社區參與。 

黃哲彬（2004）在「國民小學校長賦權增能行為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中

指出學校效能指標為：校長領導、組織氣氛、教師教學、學生表現、社區家長支

持。 

蕭秀玉（2004）在「雲嘉地區國民小學教師專業成長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

中指出學校效能指標為：行政管理、課程教學、學生表現、學校文化、公共關係。 

國內學者研究眾多，而國外學者亦有眾多關於學校效能評量指標之研究，如

下所示： 

Camerson（1978）研究高等學校效能，歸納學校效能指標為：學生學習滿意

程度、學生學術發展、學生個人發展、教育人員及行政人員滿意程度、教育人員

素質及專業發展、系統之開放程度與社區之互動關係、獲取資源之能力、組織健

康情形。 

Purkey和Smith（1983）歸納文獻，所得之結果中，將學校組織效能的指標

分為：一、結構變項：學校場所管理、教學領導、成員穩定性、課程連接與組織、

學校成員發展、家長參與與支持、學業成就認知、增加學習時間、社區支持。二、

歷程變項：共同的計畫與同事間的關係、.社區歸屬感、明確目標及高度期望的

共同分享、秩序與紀律。 

Genck（1983）提出學生學習、家長滿意度、教師滿意度及成本控制等指標。 

Codianni和Wilbu（1983）歸納相關研究，提出學校效能指標為：行政領導、

教學領導、學校氣氛、高度期望、持續評估、教師發展。  

Wiebe（1992）指出學校效能的指標為：安全有規劃的校園環境、教育領導、

清楚的學校任務、高度專注學生的學習成就、家庭和學校的關係。 

Reynolds, Bollen, Creemers, Hopkin, Stoll and Lagerweij（1996）指出學校效

能的指標為：強力的教育領導、學生學習成就的高度期望、重視基本技能、和諧

學校氣氛、及評鑑學生的學習過程。 

Rajek（1997）以測量和蒐集學校效能特徵的方法，歸納出學校效能的指標

為：學生學習滿意度、學校教職員工的滿意度、學校經費、學校資源的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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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經上述文獻閱讀後，將各學者之評量指標整理如表 2-11： 

 

表 2-11 學校效能評量指標次數統計表（依年代排序） 

 校 

長 

領 

導 

方 

式 

行 

政 

溝 

通 

協 

調 

校

園

環

境

設

備

學

校

組

織

氣

氛

教

師

工

作

滿

足

教

師

教

學

品

質

教

師

進

修

成

長

學

生

學

習

表

現

課 

程 

教 

學 

安 

排 

師 

生 

互 

動 

關 

係 

社

區

家

長

支

持

吳清山（1989） v v v  v v  v v v v 

林月盛（1995）    v  v  v  v v 

洪啟昌（2000） v v v  v v  v   v 

江志正（2000）  v     v v   v 

郭慶發（2001） v  v v  v  v   v 

徐雅君（2001） v   v  v  v   v 

李曉蓉（2001） v  v v  v v v   v 

石遠誠（2003）  v v v v v  v v v v 

簡淑彬（2003） v v  v  v      

王秀燕（2003）  v v  v v  v v  v 

黃哲彬（2004） v   v  v  v   v 

蕭秀玉（2004） v v      v v   
Camerson
（1978）  v  v v v v v v  v 

Purkey & Smith
（1983） v      v v v  v 

Genck（1983）  v   v   v   v 
Codianni &  
Wilbu（1983）  v  v  v v v v   

Wiebe（1992） v  v    v  v   

續下頁

 

評 

量 

研 指 
究 

標 者 
/ 

年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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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續） 
Reynolds, 
Bollen, 
Creemers, 
Hopkin, stoll, & 
Lagerweij
（1996） 

v   v    v    

Rajek（1997）   v  v   v    

次數總計 11 10 8 10 7 12 6 17 8 3 13

修改自：蔣奎雨（2006：60） 

閱讀上述學者著述之後，研究者歸納出校長領導方式、行政溝通協調、校園

環境設備、學校組織氣氛、教師工作滿足、教師教學品質、教師進修成長、學生

學習表現、課程教學安排、師生互動關係與社區家長支持等十一項指標，發現在

各研究中，其指標累計次數在十次以上的評量指標有：校長領導方式、行政溝通

協調、學校組織氣氛、教師教學品質、學生學習表現與社區家長支持六項，顯示

此六項評量指標為多數研究者所重視。 

綜觀上述研究發現，郭慶發（2001）所歸納之學校效能指標為：學校環境建

築設備、學校行政領導、教師教學效能、學生整體表現、社區家長支持、學校氣

氛六項，與研究者所統計出的多數研究者重視之六項評量指標中有高度的重疊

性，故在此研究者中，將採用郭慶發（2001）所發展出的「國民小學學校經營狀

況研究調查問卷」中「對學校效能的看法」部分，作為本研究學校效能之調查問

卷，並針對國民小學及其校長做進一步研究、分析。 

肆、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探析學校效能的研究無論在國內外皆頗多，以下就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以及

本研究的背景變項與學校效能之關係兩個部分，加以深入探討。 

一、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 

關於探索學校效能的研究中，在國內外皆有許多學者從事此專題研究，因研

究數量眾多，是以，因本研究之對象為國民小學校長，故將國內學校效能之影響

研究著重在於國民小學部分，現僅就研究國民小學學校效能相關研究整理如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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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國內國民小學校效能研究摘要表（依年代排序） 

研究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吳清山 

（1989） 

國民小學

管理模式

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

研究 

國民小學

師1520人

問卷調查 

訪問調查 

在學校管理模式中，以官僚模

式、政治模式對學校效能最具預

測力。 

劉春榮 

（1993） 

國民小學

組織結

構、組織承

諾與學校

效能關係

研究 

國民小學

教師1415

人 

問卷調查 1.學校組織結構正式化、專門化

愈高，則學校效能不論在校長領

導、行政溝通、學習環境、課程

與教學、學生行為表現、學生學

習表現及整體學校效能均有愈高

的現象。 

2.學校組織結構集中化、傳統化

愈高，則學校效能不論在校長領

導、行政溝通、學習環境、課程

與教學、學生行為表現、學生學

習表現及整體學校效能均有愈低

的現象。 

3.學校組織承諾其認同程度、努

力意願、留職傾向或整體組織承

諾愈高，則學校效能不論在校長

領導、行政溝通、學習環境、課

程與教學、學生行為表現、學生

學習表現及整體學校效能均有愈

高的現象。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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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續） 

 

   4.我國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整體而

言：校長領導、課程與教學、學

生行為表現較佳；而學生學習表

現、學習環境、行政溝通及整體

學校效能次之。 

蘇水柳 

（1993） 

台北市立國

民小學學校

事務行政管

理與學校組

織效能相關

之研究 

台北市

立國民

小學82

校教師

1180人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1.台北市國民小學事務行政管理

指標對組織效能的影響多達顯著

水準，唯進修次數對組織效能的

影響未顯著。 

2.台北市國民小學行政人員人口

變項、學校情境變項、事務行政

管理與組織效能變項間之因果關

係，尚難完全獲得支持。 

林伯佑 

國民小學公

共關係與組

織效能之相

關研究 

台北市

公、私

立國小

1005教

育同仁 

問卷調查 1.台北市國小整體公共關係的推

展偏向積極的。 

2.台北市國小整體組織效能尚稱

良好。 

3.台北市國小推展公共關係的積

極度與組織效能的高低有顯著的

正相關存在。 

4.台北市推展公共關係的積極度

對組織效能的高低具有預測作

用。 

張德銳

（1994） 

國民小學校

長行政表

現、組織氣

氛、組織效

能之研究 

台灣地

區  

599位

國小教

師 

問卷調查 1.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校長行政表

現，與組織效能的關係為正向，

且密切。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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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續） 

 

   2.台灣地區國民小學組織氣氛，

與組織效能的關係為正向，且尚

稱密切。 

3.台灣地區國民小學校長行政表

現、組織氣氛，兩者可以共同有

效預測整體組織效能和教師工作

滿意。 

沈翠蓮 

（1994） 

國民小學

教師專業

成長、教學

承諾與學

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國小教師

1150位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1.專業成長對學校效能有其重要

性，規劃前進性的專業成長可使

學校導向更有效能。  

2.融合知、情、意、行的教學規

劃承諾，有助於提升學校效能。 

3.性別、服務年資、擔任職務、

學校規模、學校地區對整體學校

效能有顯著影響。 

李皓光 

（1995） 

國民小學

學校效能

評量指標

之研究 

台灣南部

地區之公

立國民小

學 

文獻探討 

開放式問 

卷 

歸納適用於我國的學校效能評量

指標，可區分為十個層面： 

學校發展、物質設備、校園環境、

校長領導、行政管理、活動辦理、

氣氛滿意、教師教學、學生學習

及社區家長等。 

林月盛

（1995） 

國民小學

公共關

係、教師參

與程度與

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

究 

台灣公立

國民小學

教師 

1134人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1.國民小學公共關係、教師參與

程度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大致良

好。  

2.學校公共關係與學校效能有密

切關係。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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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續） 

 

   3.學校公共關係、教師參與程度

與學校效能因背景變項的不同而

有差異 

4.學校公共關係愈好或教師參與

程度愈高，其學校效能也愈好。

劉志鵬 

（1995） 

國民小學

教師參與

決定、組織

承諾與組

織效能關

係之研究 

台灣地區

97所國民

小學1314

位教師 

問卷調查 1.國民小學教師所知覺的組織效

能，在五點量尺的平均數為

3.53，屬高下程度。 

2.台灣地區國小教師參與決定量

及參與決定符合度與組織效能成

正相關。 

3.台灣地區國小教師組織認同、

留職意願及努力意願與組織效能

呈正相關。 

4.教師參與決定與組織承諾可共

同有效預測組織效能，其中以留

職意願、參與決定量及組織認同

三者最具有預測力。 

李淑芬 

（1996） 

國民小學

校長權力

運用、教師

參與決

定、與學校

效能關聯

性之研究 

台灣地區

南部五縣

市857位

小學教師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1.國民小學校長權力運用類型，

趨向高功能高正式權力。以高功

能低正式權力時，教師參與決定

意願與實際機會、以及學校各層

面效能皆較高；而參與決定屬於

高度意願組與高度機會組的教

師，其知覺到的學校各層面效能

亦較高。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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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續） 

 

   2.國民小學校長權力運用、教師

參與決定、學校效能三者之關係

方面，校長功能權力運用與教師

參與決定意願、教師參與決定實

際機會、以及學校各層面效能，

皆呈正相關；校長正式權力運用

與教師參與決定實際機會、學校

各層面效能，呈現負相關，與教

師參與決定意願的相關，則未達

顯著水準；而教師參與決定之意

願與實際機會，與學校各層面效

能，呈正相關。 

黃久芬

（1996） 

國民小學全

面品質管理

與學校組織

效能關係之

研究 

台北縣市

56所公立

小學教師

問卷調查 1.國民小學全面品質管理與學校

組織效能，無論整體或各層面均

達 0.5之顯著正相關。  

2.對學校組織效能之預測，以確

保顧客滿意預測力最高，其次為

全員承諾參與、持續改進系統、

學校規模、文化變革領導及年齡。

張奕華 

(1997) 

國民小學組

織學習與學

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 

國小教師

1245人 

問卷調查 1.組織學習與學校效能有密切的

關係，即組織學習愈好，學校效

能也愈佳。  

2.組織學習各層面中，以系統性

思考最能解釋並預測學校效能。

余瑞陽 

（1997） 

國民小學校

長管理能力

與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究 

台灣地區

公私立國

民小學 

問卷調查 1.國民小學校長管理能力為中上

程度。  

2.國民小學學校效能為中上程

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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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續） 

 

   3.國民小學校長管理能力愈高，

學校效能愈高。  

4.投入「整體校長管理能力」、

「校長人口變項」、「學校環境

變項」預測「整體學校效能」時，

以「整體校長管理能力」的預測

力最高。 

周崇儒 

(1997) 

國民小學

教師專業

成長、組織

承諾與學

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台北縣立

國小670

位教師 

問卷調查 1.教師專業成長的各向度與整體

學校效能之間，均呈現正相關，

顯示教師專業成長情形愈好，則

學校效能也愈高。  

2.教師組織承諾的各向度與整體

學校效能之間，均呈現正相關，

顯示教師組織承諾愈高，則學校

效能也愈高。 

張正霖 

（1997） 

國民小學

全面品質

教育、學校

組織氣氛

與學校效

能之研究 

台北地區

公立國小

教師870

位 

問卷調查 1.國民小學全面品質教育與學校

組織氣氛具有顯著而正向典型相

關情形存在；國民小學全面品質

教育與學校效能具有顯著而正向

典型相關情形存在；國民小學學

校組織氣氛與學校效能具有顯著

而正向典型相關存在。 

2.全面品質教育與學校組織氣氛

交互作用對學校效能無顯著影

響。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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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續） 

張慈娟 

（1997） 

國民小學

校長教學

領導與學

校效能之

研究 

桃竹苗地

區65位國

小校長與

736位教

師 

問卷調查 

文獻分析 

1.校長教學領導行為與學校效能

有典型相關存在。 

2.整體而言，確保課程與教學品

質以及發展教學任務與目標對學

校效能之預測力最高，且具正向

預測效果。 

高義展

（1998） 

國民小學

學校教師

會組織功

能、影響型

態與學校

效能關係

之研究 

高雄市國

民小學教

師900位 

問卷調查 

文獻分析 

1.國民小學學校教師會組織功能

發揮度愈高，以及影響型態發揮

度愈高，則學校效能也愈佳。  

2.國民小學學校教師會組織功

能、影響型態與學校效能有顯著

交互作用。  

3.國民小學學校教師會組織功能

與學校效能整體上具有正相關，

即學校教師會組織功能發揮度愈

高，則學校效能也愈佳。  

4.國民小學學校教師會影響型態

與學校效能，則學校效能也愈

佳。整體上具有正相關，即學校

教師會組織功能發揮度愈高，則

學校效能也愈佳。 

楊淙富 

（1998） 

彰化縣國

民小學校

長領導特

質與學校

效能之研

究 

彰化縣國

小教師

808人 

問卷調查 1.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領導特質

的知覺有正面的評價，其中對「身

心品德」層面的知覺最高。 

2.校長領導特質與學校效能具有

相關。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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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續） 

 

   3.教師擔任職務及服務年資、學

校規模及校長領導特質的專業學

識、決定能力及倡導能力對學校

效能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洪啟昌 

（2000） 

台北縣國

民小學公

共關係與

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

究 

國小校長

教師等共

748 人 

文獻分法 

問卷調法 

訪談調查 

學校公共關係與學校效能整體各

層面有中高度正相關，且學校公

共關係各層面對整體學校效能具

有高度解釋力。 

陳世聰 

（2001） 

屏東縣國

小校長轉

化、互易領

導與學校

效能關係

之研究 -

以發揮「小

班教學精

神」效能為

指標 

國小校 

長、教師

等共364 

人 

文獻分法 

問卷調法 

訪談調查 

國小校長領導型態以「轉化、互

易平衡運用」者居多，其學校效

能可能較高；此外國小「 25~30 

人」之班級規模，親師互動之效

能較佳。 

吳明雄

（2001） 

國民小學

校長轉型

領導行為

與學校效

能之研究 

國小校長

教師等共

666 人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大多數國民小學教育人員普通知

覺到學校效能的概況，此外國小

教育人員所知覺的校長轉型領導

行為與學校效能具有正相關，且

校長運用轉型領導行為愈多，則

學校效能愈佳。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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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慶發

（2001） 

國民小學

學校規

模、組織鬆

散結合程

度與學校

效能關係

之研究 

國小校長

和教師等

共800 人

問卷調查 不同學校規模的國民小學在學校

效能均有顯著差異，且學校組織

鬆散結合程度與學校效能關係已

達顯著水準。 

陳燕慧 

（2001） 

國民小學

組織文化

與學校效

能研究 

國小校

長、教師

等共599 

人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於學校效能

的現況尚稱良好，此外，國小教

育人員所知覺的組織文化與學校

效能具有正相關，且組織文化與

學校效能間有密切之關聯性。 

姜智武

（2001） 

國民小學

校長溝通

行為、學校

組織氣氛

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

研究：以桃

園縣為例 

國小校長

和教師等

共656 人

問卷調查 國民小學校長溝通行為及學校效

能之現況屬於中上程度，且國民

小學校長溝通行為、學校組織氣

氛與學校效能具正向典型相關。

石遠誠

（2003） 

知識管理

與國民小

學學校效

能關係之

研究 

國小校長

與教師等

共728 人

文獻分析

問卷調查 

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大都能有知識

管理認知與對學校效能有正面評

價；此外，學校知識管理愈佳，

則對學校效能愈佳。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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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續） 

郭振生 

(2003) 

內部行銷

導向、組織

承諾、工作

滿意與學

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以台南

地區國民

小學為例 

公立國民

小學教師

846 人 

問卷調查 不同性別、年齡、服務年資、現

任職務、學校規模及學校所在地

之國民小學教師，其學校效能知

覺有顯著性差異；內部行銷導向

間接正向影響學校效能；組織承

諾間接正向影響學校效能；工作

滿意直接正向影響學校效能。 

黃哲彬 

(2004) 

國民小學

校長賦權

增能行為

與學校效

能關係之

研究 

國民小學

校長、主

任和教師

（含組

長）共625

人 

問卷調查 男性、年齡較長、擔任行政工作、

服務年資較深、學校規模小的教

育人員對學校效能的知覺較高；

國民小學教育人員所知覺的校長

賦權增能行為與學校效能具有正

相關。 

陳春蓮 

（2006） 

國小校長

轉型領

導、組織創

新氣氛與

學校效能

關係之研

究 

高雄縣市

公立國小

教師，共

600人 

問卷調查 1.國小教師對校長轉型領導具有

良好程度的評價。 

2.國小學校具有良好的組織創新

氣氛。 

3.國民小學具有高度的學校效

能。 

4.男性、中間資歷、小型學校之

教師知覺較高的校長轉型領導。

5.男性、小型規模學校之教師知

覺較佳的組織創新氣氛。 

6.小型規模學校之教師知覺較佳

的學校效能。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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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瑞梅 

（2006） 

 

台南縣市

國民小學

校長領導

風格、行政

溝通行為

與學校效

能之關係

研究 

65所公立

國民小

學，教師

750人 

問卷調查 1.以校長領導風格之「倡導行為」

層面及校長行政溝通行為之「投

入情感」、「提供訊息」、「促進發

展」、「支持鼓勵」層面等五個預

測變項分別對教師教學品質、行

政績效、學生學習表現、學校社

區關係、組織氣氛、學校效能總

分進行逐步迴歸分析，逐步迴歸

係數均達顯著水準。 

2.就校長領導風格對學校效能之

預測力而言，本研究結果發現校

長透過倡導行為之領導風格，對

於提升學校效能各層面均有相當

大的助益。 

3.就校長行政溝通行為對學校效

能之預測力而言，本研究發現「支

持鼓勵」、「提供訊息」、「投

入情感」等校長行政溝通行為對

「教師教學品質」、「行政績效」、

「組織氣氛」及「整體學校效能」

有相當程度的影響力。換言之，

校長若能多使用「支持鼓勵」、

「提供訊息」、「投入情感」等

行政溝通行為，則學校效能的表

現就會愈佳。 

資料來源：修改自劉瑞梅（20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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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背景變項與學校效能的關係 

從上述學校效能相關研究中研究中，眾多研究發現背景變項對於學校效能確

實有其關聯性，是以研究者將上述相關研究中的背景變項做一歸納整理。然而，

背景變項可分為（一）個人人口變項；（二）學校背景變項。個人人口變項包含：

性別、年齡、職務、學歷、服務年資等；學校背景變項包括：學校規模、位置。 

（一）個人人口變項與學校效能的關聯，如表 2-13： 

表 2-13 個人人口變項與學校效能之研究結果關聯表 

人口變項 研究結果 研究者/年代 

教師知覺學校效能因性別

而有所差異 

劉春榮，1993；沈翠蓮，1994； 

高義展，1998；姜智武，2001； 

郭振生，2003。 

男教師在知覺學校效能高

於女教師 

李皓光，1995；劉志鵬，1995； 

陳燕慧，2001；吳明雄，2001； 

石遠誠，2003；黃哲彬，2004； 

陳春蓮，2006。 

性別 

男女教師知覺學校效能上

沒有差異 

黃久芬，1996；張慈娟，1997； 

張奕華，1997；劉瑞梅，2006。 

教師知覺學校效能因教師

年齡而有所差異 

劉春榮，1993；黃久芬，1996； 

李皓光，1995；張奕華，1997； 

高義展，1998；姜智武，2001； 年齡 

年齡較長的教育人員對學

校效能的知覺較高 

吳明雄，2001； 陳燕慧，2002； 

劉瑞梅，2006。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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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服務年資的不同對於

知覺學校效能有所差異 

劉春榮，1993；沈翠蓮，1994； 

李皓光，1995；黃久芬，1996； 

余瑞陽，1997；張奕華，1997； 

高義展，1998；郭振生，2003； 
服務 

年資 
服務年資愈資深的教師對

學校效能的知覺較高。 

周崇儒，1997；張慈娟，1997； 

吳明雄，2001；陳燕慧，2002； 

黃哲彬，2004；劉瑞梅，2006。 

教師知覺學校效能因教師

擔任職務而有所差異 

劉春榮，1993；沈翠蓮，1994； 

李皓光，1995；劉志鵬，1995； 

黃久芬，1996；張奕華，1997； 

高義展，1998；姜智武，2001； 

兼任行政教師者知覺學校

效能較級任教師高 

周崇儒，1997。 
職務 

教師知覺學校效能在其所

擔任之職務上，沒有差異

陳春蓮，2006。 

教師知覺學校效能因教師

之教育程度而有所差異 

黃久芬，1996；張奕華，1997； 

高義展，1998；姜智武，2001。 

師專師範教育程度的教育

人員對學校效能的知覺較

高 

吳明雄，2001；石遠誠，2003。 

學歷 

不同教育程度的教育人員

對學校效能的知覺沒有顯

著差異 

黃哲彬，2004；劉瑞梅，2006： 

陳春蓮，2006。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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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背景變項與學校效能的關聯，如表 2-14： 

表 2-14 學校背景變項與學校效能之研究結果關聯表 

學校背景變項 研究結果 研究者/年代 

教師知覺學校效能會因

學校規模而有所差異 

劉春榮，1993；沈翠蓮，1994； 

黃久芬，1996；余瑞陽，1997； 

郭慶發，2001；石遠誠，2003。 
學校規模 

學校規模小的教師，知

覺學校效能較高 

吳明雄，2001；陳燕慧，2001；  

黃哲彬，2004；劉瑞梅，2006； 

陳春蓮，2006。 

鄉鎮及偏遠地區、縣轄

市學校在整體學校效能

的表現上高於省轄市學

校 

張奕華，1997。 

城市與一般地區學校效

能高於偏遠地區 

陳燕慧，2 002。 
學校位置 

不同學校地區的整體學

校效能沒有顯著差異 

周崇儒，1997；陳春蓮，2006。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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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以歸納出背景變項與學校效能的關係，如表 2-15： 

表 2-15 背景變項與學校效能關係的歸納表 

背景變項 研究結果 

性別 

部分研究發現男性教師對學校效能的知覺，高於女性教

師；然也有部分研究發現男女性教師在學校效能的知覺上

無顯著差異。 

年齡 
多數研究皆顯示，年紀愈大的教師，對學校效能的知覺愈

高。 

服務年資 
多數研究皆顯示，服務年資愈久的教師對學校效能的知覺

愈高。 

擔任職務 
教師知覺學校效能因教師擔任職務而有所差異，其中以兼

任行政工作之教師所知覺的學校效能較高。 

學歷 研究結果並不一致。 

學校所在地區 研究結果並不一致。 

學校規模 
多數研究皆顯示教師知覺學校效能會因學校規模而有所

差異，其中以小型學校之學校效能較佳。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綜合以上之研究，研究者發現個人人口變項中：性別、年齡、最高學歷、擔

任校長的年資；以及學校背景變項中：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與學校效能具有

某種程度的相關，故本研究乃針對上述變項，於問卷中採用，並加以探討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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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校長讀書會團隊學習與學校效能之關係 

國內關於讀書會的研究著述有許多，然針對校長讀書會進行研究的則未有，

僅有少數以校長專業成長方式輕描淡寫提過，而以教師讀書會為對象的研究，

如：蕭勝斌（2002）、李茂源（2002）、洪婉琪（2003）、林淑玲（2003）、楊建華

（2001）等，又因教師與校長職務之不同，與本研究有所差異。 

團隊學習的相關研究中，以校長團隊學習做為研究者，僅有黃媺娟（2005）

的「領導國民小學校長實踐團隊學習之行動研究」，相同的，以教師團隊學習為

對象的研究，如:池榮尉（2004）、林春慧（2002）、倪士峰（2000），亦因教師與

校長職務之不同，與本研究有所差異。 

由上，以校長讀書會團隊學習為對象者，目前仍未有此研究，僅有楊玉鈴

（2005）「國民小學教師團隊學習歷程之研究－讀書會方式之應用」此一以教師

讀書會團隊學習為主要對象之研究。 

不過從眾多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校長們參與讀書會，的確可以促進校長的

專業成長，而校長若能在專業上有所成長，則可促進學校效能提升，故以下，將

分別說明校長讀書會團隊學習之相關研究及校長專業成長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

究，期以連結校長讀書會團隊學習與學校效能之關係 

一、校長讀書會團隊學習之相關研究 

黃明勇（2003）組織校長讀書會的目的乃在組成專業的社群，校長間可以彼

此合作解決共同的問題，或做經驗的分享、交流，促進彼此間的專業發展。 

葉春櫻（2001）的研究發現校長專業發展方式宜以培養校長解決問題能力方

式為主，例如：個案與問題解決方案的研討會或主題工作坊、團體討論等方式。

使校長更需要吸收更多的經驗，接受更多的指導，因此有必要成專業的社群，以

達成專業發展，增進學校經營效能。 

陳文宗（2003）從校長專業成長的方式來說明校長的專業社群：校長專業成

長涵蓋所有正式、非正式的各項成長活動，包括學位的進修、學分班、正式研討

會、學術講座、參觀訪問、參加專業團體、閱讀書刊雜誌、研究寫作、讀書會及

工作坊等，可以促進個人成長的活動。所以，其方式是多元的。 

校長在進行自我的成長，並協助學校成員發展時，必須兼顧訓練、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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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更新（Sergiovanni, 1995）以及同僚專業互享（Barth, 1990），而其中 Barth

所提出的同僚專業互享即是校長讀書會的最佳實踐，其假定知識在校長與同僚身

上，引此同仁彼此分享、建構知識，且分享知識與分享的能力是重要的，藉由同

僚專業互享，透過觀察、分享、彼此教導的方式，鼓勵並增強彼此（引自林明地，

2002a）。 

校長組成的讀書會，有下列功能（林明地，2002a）： 

（一）校長領導讀書會的建構，可以協助校長面對類似的挑戰。 

（二）校長領導讀書會，可以將行政理論實際化。 

（三）校長參與讀書會可以透過互享不斷找尋最佳的行政實際、追求高度表現、

培養相互信任及相互學習的態度，增加其領導效能（Barth, 1990）。 

（四）校長參與讀書會，能對領導專業形象有所維護。 

黃媺娟（2005）於「領導國民小學校長實踐團隊學習之行動研究」中提及關

於校長團隊學習的研究結果為： 

（一）團隊學習可快速提昇並持久內化校長們之專業知能 

根據參與觀察之研究結果發現，校長們經此團隊學習演練，無論在教學領

導、組織領導、行政管理、公共關係經營以及個人專業發展之觀念有更進一步

系統之體認；成員經彼此之分享、對話與討論之激盪，在短時間內習得與體會

更多可能單憑一己之力難得的專業經驗；關於校長們增廣專業新知、增加面對

與處理多元問題的技巧與策略，都有相當大的實質成效。研究者更在活動結束

一段時間後的個別訪談發現，校長們不僅能娓娓道來當時的學習經驗與感受，

同時樂於分享其運用所學於領導學校實務工作中的心得與成效。由此得知團隊

學習的學習成效是既快速達成且持久的。 

（二）團隊學習增進成員互信情感進而形成且強化校長們互助支援系統 

研究結果發現，團隊學習植基於成員深深感受到個人在專業上的實質收

穫，更因活動規劃與實踐產生情感自然的互動與交流；它不是來自對所有議題

的同質理解與討論，反而是來自開放多元的對話所建立的信任與了解，因此在

校長群體中，更實質之互助支援系統，朝向共同為教育而努力之願景于焉完

成。這樣的團隊學習是面對面接觸，是知識與情感在同一個時空中相互激盪的

結果，因此它的持久與發酵是內化並深刻存在於個人與團隊中。此為過去單向

之傳統教學方式較難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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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長專業成長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 

國外有許多學者針對校長的專業發展與學校效能提出相關見解，說明如下： 

Hallinger和Heck（1996）探討 1980-1995 年四十餘篇學校效能的主要研究文

獻，研究地區涵蓋美國、加拿大、新加坡、英國、荷蘭、以色列、香港、馬紹

爾群島等，研究結果發現校長對學校效能和學生成就的影響雖然不是直接的，

但其影響仍是重要而具有意義的。 

Dean（1991）指出績效責任的強調與專業發展密切相關，特別是英國自 1988

年教育改革法案通過後更為明顯，這項法案增強校長的責任和學校間的競爭，

學校也因而必須更加關心相關的顧客（clients），包括視導學校提出報告的皇家

督學、學生、家長和學生出社會後面對的雇主。 

Zellner和Erlandson（1997）認為符應學校責任的增加，成功的校長不只必須

增長知識，還須獲得知識並加以應用的新技巧。畢竟專業知識、專業人員、專

業主義是未來組織運作的重要資產（施能傑，2001）。 

國內學者亦針對校長的專業發展與學校效能提出相關見解： 

張德銳（1997）則以為，學校行政人員尤其是校長，實在是一所學校的靈魂

人物，他們的行政品質往往可以決定一所學校的辦學績效。 

林明地（2002b）在其研究中，以校長專業發展方案對校長本身所產生的改

變方面說明，若校長參與一個良好的專業發展方案的話，有可能產生下列的改變： 

（一）質疑其日常實際的能力。 

（二）自我反省的能力。 

（三）與其他學校校長和同僚分享的意願、習慣及能力。 

（四）問題解決的能力。 

（五）自我效能感的提昇。 

（六）更進步學習的意願、習慣及能力。 

（七）知悉何處可求助及求助的勇氣。 

（八）道德與倫理判斷的能力。 

最後，林明地（2002b）更說明校長所參與的專業發展方案，最終，無論是直

接或間接的，對於學校的教與學及行政實際，皆具有影響力，且應有助於學生學

習成果的提昇。 

陳信君（2004）的「國民小學校長專業領導行為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專業

成長與學校效能研究」中對於校長專業與學校效能之相關結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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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樣本對校長專業領導行為與學校效能有正面肯定的知覺。 

（二）校長專業領導行為越高，其學校效能越高，國民小學的學校效能可以藉由

校長的專業領導行為表現得以促進與提昇。 

（三）校長專業領導行為與學校效能兩者間有顯著相關性，也就是校長專業領導

行為越佳，則學校效能越佳。 

（四）校長專業領導行為能有效預測學校效能， 其中又以教學領導最具有預測

力。 

 

綜合以上內容可知，校長們參與讀書會，的確可以促進校長的專業成長，而

校長若能在專業上有所成長，則可促進學校效能提升。而讀書會團隊學習與學校

效能兩個議題，於國內外有相關的研究分別進行探究外，目前尚無以校長為研究

對象的讀書會團隊學習之相關研究，更無直接的研究為針對兩者之間的關係進行

深入探究，因此研究者即針對兩者間的關係進行研究，企盼能對於校長讀書會團

隊學習與學校效能間的關係探討有所貢獻，以對我國教育領導者的專業發展與學

校效能之提昇有所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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