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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私立小學經營策略概念架構-以台中地區為例 

 

學生：劉漢啚                         指導教授：林水順博士  

                                               莊英慎博士    

國立勤益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系碩士班 
 

摘  要 

台灣近年少子化的社會現象，導致小學班級數及小一新生就學人數年年下

降，學校面臨招生不足的困境，教師超額問題也因此日益嚴重，使得學校的經營

產生巨大的衝擊。反觀部分私立小學以其優異的經營策略，不但無招生不足的問

題，學生人數甚有增加現象，加上教育選擇權的訂定，家長教育自主意識抬頭，

都使得學校經營必須面對教育市場化的挑戰。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歸納國內私立小學經營現況，並分析影響私立小學經營策

略的因素，建構私立小學的經營管理策略概念模式及命題。本研究以台中地區經

營績效優異私立小學為研究對象，透過與校長深度訪談及文件分析之方法，進行

經營策略分析。 

本研究將私立小學經營策略歸納成四構面共24項策略。研究發現，私立小學

學校行政領導策略包含：『強化本位課程特色，提升學校競爭能力』、『勇於嘗

試改變，鼓勵成員創新』、『強化會議功能，走向集體領導模式』等共九項；私

立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策略包含：『引導教師專業發展，促進教學品質提升』、『重

視實務與分享，鼓勵教師進修研究』、『促進專業對話，鼓勵教師參加成長團體』

等共五項；私立小學校園環境規劃策略包含：『依據教學特色，規劃校園環境』、

『徵詢專家學者專業意見，重視學生學習需求』、『提供完善資訊設備，建立E

化校園』等共四項；以及私立小學多元公共關係策略包含：『以辦學績效吸引家

長教育選擇』、『顧客導向經營，重視家長反應』、『運用各種管道向家長進行

校務宣傳』等共六項。 

 
關鍵字：私立小學、經營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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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Administrative Strategies  

for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chung Area 
 

Student：Han-Tu Liu              Advisors：Dr. Shui-Shun Lin 
                                Dr. Ying-Shen Juang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social phenomenon of few-children tendency has caused decline both in class 

numbers and attendance rate of the first grade in elementary schools. The problem of 

surplus teacher is getting worse. Operation of many schools has been largely impacted. 

In contrast, partial private schools do not have such problems due to superior operation 

strategies. They have no problem in pupil sources. With the regulation of school 

choice, and the rising of self-consciousness of parents, the challenge of educational 

marketization for schools is deriving.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hreefolds: (1) to generalize the operational state of 

private schools, (2)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school operation, and (3) to 

construct a concepual model of operation strategies.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superior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s located in Taichung area.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with 

each school principal and approach of documentation analysis, operational strategies 

were formed. 

 

This study generalized totally twenty four strategies and categorized in four groups. 

The finding shows that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strategies of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s consists of nine strategi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curriculum design to promote 

school competitive advantage, daring to make changes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for 

faculty members, and enhancing the function of meetings to develop collective 

leadership. A total of five strategies is formed in the aspect of developing teaching 

professionals, for instance, orientat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o prom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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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quality, strengthening practice and sharing to encourage advanced studies, 

and enhancing speciality dialogue for teachers to paticipate in skill-growing groups. 

For the aspect of campus environmental planning of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s, four 

strategies were formed, such as planning campus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seeking counsel for professional views from specialists to value 

learning requirement of pupils, and providing solid information facility to construct 

computerized campus. There are six items in total for public relation strategies of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s, such as attracting parents’ attention with outstanding 

school reputation, stressing parents’ responses for customer-oriented 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ng with parents via a wide variety of channels. 

Keywords: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 Administrativ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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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台灣多年來實施家庭計畫，加上家庭經濟壓力增加、社會價值觀改變、

晚婚晚育的社會趨勢，以及因高科技發達所造成的影響（鍾俊文，民93），形成近

年來台灣地區新生兒出生數，除民國89年（龍年效應）外，新生兒出生數從民國

86年的326,002人，至民國96年的204,414人，呈現逐漸緩慢減少趨勢。民國97年新

生兒出生數更首度跌破20萬人，只剩198,733人，新生兒出生數較96年減少2.8％，

而粗出生率也只有8.6�，較10年前已降低3.8個百分點（內政部，民98）。台灣未來

將面臨人口零成長甚至負成長的情況，面對新生兒出生數減少的少子化現象，將

導致學校面臨招生不足的困境，對於學校的經營將產生巨大的衝擊（教育部，民

93）。 

現今台灣地區家庭人口減少，學童缺乏人際互動的機會，更因家人寵愛，在

人格發展上產生許多的偏差行為，導致許多現代年輕夫妻不敢多生，甚至不生小

孩的社會現象，造成現今新生兒出生率節節下降。而此種少子化趨勢，造成許多

學校招生不足，班級數隨之減少，剩餘的閒置設施形成浪費，學校教育資源亦隨

之縮減，學生人數過少的學校更面臨裁併或廢校的危機，接連導致教師供需失調

所產生的教師超額問題，而教師超額問題更是年年無法解決（張庭憲，民94），此

等問題，將隨就學人數逐年遞減而日益嚴重。 

我國國民小學班級數從93學年度的63,447班，逐步降為95學年度的62,011班、

97學年度的60,623班，小一的新生人數亦從93學年度的289,782人，降為95學年度

的286,123人、至97學年度的242,656人（教育部，民98），班級數及小一新生就學

人數年年下降，使得各個學校莫不努力經營，以期提升學校教學績效吸引學生入

學，然而在少子化的大環境下，學校經營困難重重。然而在此惡劣經營環境下，

私立小學的班級數卻是逆勢成長，從93學年度的709班，逐漸上升到95學年度的760

班、97學年度的852班，小一的新生人數亦從93學年度的4,825人，增為95學年度

的5,086人，至97學年度因高雄市減少一間私立小學，造成私立小學總人數減少4

人為5,082人。但整體而言，私立小學學生人數仍呈現逐年成長趨勢（教育部，民

98），此種與公立小學學生人數、班級數狀況南轅北轍的現象，著實值得深入探討。 

    此外，不只少子化造成公立小學經營困難，加上國內對教育改革的期盼，更

促使許多民間及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等，提出對國內教育改革的主張，另

外行政院教改會在教改總諮議報告書與教育基本法中，皆提出家長教育選擇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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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點。教育的市場化，使得許多家長教育自主意識抬頭，有了教改會的支持，加

上教育基本法的法源依據，家長為使孩子能進入理想學校就讀，不惜在學區內購

屋遷戶籍，或是透過各種管道、關係將戶籍登記在他人住處。「親子天下」雜誌於

2008年曾進行「家長選校大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家長都曾為孩子選校而煩

惱，而社經地位越高的家長，選擇孩子就讀學區外學校的比例也越高，以往被認

為只有富裕人家才讀得起的私立小學，也成為重視教育中產階級家長的新選擇。 

    私立小學新生入學人數年年增長現象，無疑值得公立小學的省思與學習。「親

子天下」雜誌2008對家長進行的調查顯示，「學校對品格教育的重視程度」、「交通

及接送便利性」、「環境與設備」等三項，為家長替孩子選校最重視的項目。另外，

商業週刊所報導的百大特色小學中，獲選學校並無以學生學力成績成為獲選的原

因，而是因學校經營獨具特色入選（劉佩修，民98）。 

    鑒於社會與教育環境的快速變遷，學生在校成績的表現已非家長替孩子選校

的最優先考量因素。面對教育市場化的挑戰，學校的經營必須適時轉型，透過詳

細的規劃，建構確切的方向及目標，發展有效經營模式，結合內部優勢及外在機

會，善用核心資源，以因應教育環境改變及提升自身競爭能力，達成學校經營績

效與目標（戰寶華，民96）。在少子化及社會變遷的大環境下，私立校學透過其獨

有的經營策略及模式，讓學校發展逆勢成長，就學人數年年增加。本研究期望藉

由探討私立小學經營模式，深入分析私立學校經營策略，在社會結構變遷的環境

下，能為公立小學經營帶來不同的啟發，開創出另一面教育的藍海。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透過深入探究台中縣市私立小學經營模式及策略。透

過文獻分析探討國內人口變遷現象、國內學校家長教育選擇權之演進，並分析因

應社會變遷學校經營策略之相關文獻記載，以作為資料蒐集與分析的依據；並透

過文獻之分析及與私立小學校長的深度訪談中，探究私立小學在少子化現象中，

學生人數及班級數逆勢成長的因素；其次，透過與私立小學校長的訪談及實地的

觀察中，進一步分析私立小學經營策略，並提出私立小學經營策略的描述；最後，

對在變遷之社會環境下，公立小學學校經營所需考量的因素及策略提出建議與未

來研究的方向。 

    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目的為： 

    一、歸納整理國內私立小學的經營現況。 

    二、分析影響私立小學經營策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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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私立小學的經營管理策略概念模式及命題。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中一般性訪談導引取徑方法，並依據研究目的，設計半

結構式「私立小學經營策略之研究訪談大綱」，期望透過對經營良好之私立學校

校長的深度訪談，以分析及探討私立學校在學校經營策略：學校領導策略、教師

專業發展策略、校園環境規劃策略、學校公共關係策略的特色與模式，並配合文

獻資料的探索，及多元管道的相關資料蒐集，進行資料的研判、探究與解析，最

後提出結論與建議。期望透過質化的深入研究，能分析私立小學在社會變遷之環

境結構中，其逆勢成長的學校經營模式及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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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步驟 
 

    本研究採取質化的個案研究，期望透過文獻的蒐集及與研究對象的深入訪

談，將取得的相關資料進行分析歸納。研究步驟如下： 

 

 

 

 

 

 

 

 

 

 

 

 

 

 

 

 

 

 

圖 1- 1 研究步驟 

進行文獻探討 

確定訪談內容 確定研究主題 

選擇研究方法 

擬定訪談初稿 

進行預試訪談 

進行資料蒐集 

訪談歸納 

資料整理分析 

提出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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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論文架構 
 

本文共分五章節。第一章敘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

法、研究步驟等面向。第二章收集與分析相關文獻，探討影響國內學生人數減少

的變遷因素，並分析針對社會的變遷因素，學校因應之經營策略。第三章擬定出

編輯訪談綱要、界定訪談學校條件，邀請符合條件私立小學校長進行訪談，將訪

談結果整理編輯於第四章中，建構出私立小學的經營管理策略概念模式及命題，

並在第五章中提出小學經營策略之建議。本論文之架構如圖1-2： 
  

                          第一章 緒論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研究步驟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影響國內學生人數的社會變遷因素 

                        因應社會變遷學校的經營策略 

                              質性研究理論                           

 

 

                        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資料蒐集與分析 

研究嚴謹度、研究倫理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私立小學經營策略分析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圖 1- 2 論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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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隨著時代演進，社會文化不斷的改變及創新，組織為求延續及發展，必須順

應社會改變而發展出因應策略。學校亦屬社會組織中的一環，學校組織的發展無

法隔絕於社會之外，因此社會環境的改變，將使得學校原本的經營模式產生重大

的變革。 

近年來台灣經濟環境的不景氣，加上少子化的現象，造成學童人數的減少，

應使得原本高學費的私立小學在招生上產生極大的衝擊，然而從教育部統計處的

資料卻顯示，私立小學在經濟不景氣與少子化的社會環境變遷下，招生人數卻是

逐年增加，顯示私立小學之學校經營策略不但因應社會變遷，吸引許多學生及家

長選擇就讀，更能成為公立學校組織改造與創新之標竿。 

    本研究旨在分析台中縣市私立小學在少子化現象下，學生人數卻逆勢成長的

學校經營策略。因此擬分別就新生就學人數不足的背景因素、因應社會變遷私立

小學學校經營策略，與私立學校經營之實證研究進行文獻探討，以期藉由理論的

探討、相關研究的分析及概念釐清，以助益本研究之進行。 

 

2.1  影響國內學生人數的社會變遷因素 

 
本節擬從探討國內學齡人口的改變、國內學校選擇權的演進、國內私立小學

的興起等三項影響學校招生人數的社會變遷因素，並探究其變遷之背景、現況及

相關因素，並探討其對國民小學學校經營之衝擊與影響。. 

 

2.1.1  國內學齡人口的改變 

 

近十幾年來，由於國內人口結構快速的改變，少子化的社會現象，對學校教

育的發展與經營產生了極大的衝擊與改變。依據內政部戶政司的資料顯示，國內

出生人口數，因民國89年(2000)龍年效應而有增加外，出生人數從民國90年(2001)

的 305,312 人，年年逐漸遞減為民國96年(2007)的 204,414 人，至民國97年(2008)

出生人口數更跌破20萬人為 198,733 人，出生人口下降的速度，比經建會(民98) 

中華民國臺灣97年至145年人口推計（中推計：政策目標），須至民國107年方跌

破20萬人的下降速度更加迅速。出生人口的逐步減少，將促使學校招生人數不足，

進而影響教育資源的運用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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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地區「少子化」現象分析 

現今社會教育水平提升，晚婚現象日益普遍，已造成生育人數呈現下滑趨勢。

行政院經建會（民97）中華民國臺灣97年至145年人口推計資料顯示，初婚婦女年

齡延後及育齡婦女有偶率已有下降之現象，可預期未來婦女有效生育期間將更為

縮短，加上近年來我國婦女生育第一胎年齡延後，而且願意生二胎以上者持續減

少，造成未來婦女總生育率將呈逐年遞減趨勢，並且從歷年我國育齡婦女完成生

育率呈明顯下降趨勢來看，台灣地區已有逐漸形成少子化的現象。   

根據內政部（民98）97年嬰兒出生狀況統計指出，97年出生嬰兒計19萬8,733

人，較96年20萬4,414人減少2.8%，粗出生率8.6 ‰，較96年粗出生率減少了

0.3‰，而較10前已下降了3.8%。如圖 2-1 所顯示台灣地區新生兒出生率自民國

75年起除兩次龍年效應外，已呈獻出逐年遞減的趨勢。 

 

 

圖 2- 1 台閩地區出生人數及出生率 

     資料來源：台閩地區出生人數及出生率。教育部統計處，2009/5/12取自：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overview76.xls 

 

再從內政部戶政司（民98）歷年人口總數、年增加、自然增加、出生、死亡

數及其比率自民國46年到97年資料顯示出（如表2-1），台閩地區自民國89年後，

歷年人口自然增加率已顯現出迅速下降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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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我國歷年人口總數、年增加、自然增加、出生、死亡數及其比率 

自 然 增 加 出 生 死 亡 

民國 年底人口總數

人口年

增加率

（‰） 人口數 
自然增

加率

（‰）

人口數 粗出生

率（‰）
人口數 粗死亡

率（‰）

46   9,748,526 — — — — — — —

55  13,065,473 28.9 348,023 27.0  418,327 32.5   70,304 5.5

60  15,073,216 21.6  311,412 20.9  382,797 25.7   71,385 4.8

65  16,579,737 22.0  348,090 21.2  425,125 25.9   77,035 4.7

70   8,193,955 18.4  326,877 18.1  414,069 23.0   87,192 4.8

75  19,509,082 10.1  214,173 11.0  309,230 15.9   95,057 4.9

80  20,605,831 10.0  215,648 10.5  321,932 15.7  106,284 5.2

85  21,525,433 7.9  203,056 9.5  325,545 15.2  122,489 5.7

86  21,742,815 10.1  205,002 9.5  326,002 15.1  121,000 5.6

87  21,928,591 8.5  148,270 6.8  271,450 12.4  123,180 5.6

88  22,092,387 7.5  157,548 7.2  283,661 12.9  126,113 5.7

89  22,276,672 8.3  179,354 8.1  305,312 13.8  125,958 5.7

90  22,405,568 5.8  132,707 5.9  260,354 11.7  127,647 5.7

91  22,520,776 5.1  118,894 5.3  247,530 11.0  128,636 5.7

92  22,604,550 3.7   96,269 4.3  227,070 10.1  130,801 5.8

93  22,689,122 3.7   81,327 3.6  216,419 9.6  135,092 6.0

94  22,770,383 3.6   66,456 2.9  205,854 9.1  139,398 6.1

95  22,876,527 4.7   68,620 3.0  204,459 9.0  135,839 6.0

96  22,958,360 3.6   63,303 2.8  204,414 8.9  141,111 6.2

97  23,037,031 3.4   55,109 2.4  198,733 8.6  143,624 6.3

    資料來源：我國歷年（民國46年至97年）人口總數、年增加、自然增加、出

生、死亡數及其比率，內政部戶政司，2009/5/12取自：

http://www.ris.gov.tw/ch4/static/yhs109700.xls 

 

而在未來人口的推計中，根據行政院經建會（民97）中華民國台灣97年至145

年人口推計資料指出，臺灣地區總生育率自民國73年起即開始低於維持穩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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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之2.1人之替代水準，再加上近年來總生育率仍持續下滑，總人口成長預計將

於民國113年由正成長轉為負成長（圖2-2）。我國未來人口負成長將是不可避免

之趨勢。 

 

 

 

 

 

 

 

 

 

 

 

 

    
圖 2- 2 未來人口轉型趨勢（依中推計：政策目標）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臺灣97年至145年人口推計，行政院經建會，2009/6/7   

取自: 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00455 

 

鐘俊文（民93）研究指出，台灣地區新生兒人數減少的原因有五：（一）家庭

計畫實施加速了出生率的下降；（二）社會經濟萎縮，家庭所得降低，加上都市化

的結果，養育子女的經費需求大增，在經濟的考量下促使許多家庭不願多生，甚

至不生下一代；（三）由於現代社會亂象，使得許多人認為「養兒」不再是「防老」，

加上現今養育子女成本極高，不只無法「防老」，更是重大的經濟及精神負擔；（四）

科技文明發達，電腦與網路的普及造成不正常的兩性關係，而醫學的發達使得不

生育及墮胎日益普及化；（五）教育水平的提升，教育年限普遍拉長，因此造成男

女適婚年齡大幅拉高，使得女性生育年限縮短，甚至不願生育，將造成出生人數

下降。施宜煌（民97）亦指出，台灣地區少子化社會現象成因如下：（一）「養兒

防老」觀念式微；（二）女性主義抬頭；（三）優質的優生觀念；（四）政府鼓勵生

育政策誘因不足；（五）養育子女經費過高；（六）家庭及社會觀念改變，養育下

一代觀念式微。因此在經濟發展的轉變及社會家庭價值觀念的轉換下，使得台灣

逐漸步入少子化的社會現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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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台灣學齡人口數量的轉變 

    依據教育部（民98）「歷年單齡人口數、學齡人口數(63～97年度)」的資料顯

示，從民國88學年度到97學年度國民小學在學學生人數，從195萬5,695人下降到

168萬2,797人，共減少了27萬2,898人，下降13.9％（如表2-2）。 

 

表 2- 2 歷年學齡人口數（88-97年度） 

民國 
幼稚教育

3~5歲 

國小教育

6~11歲 

國中教育

12~14歲 

高級中等教

育15~17歲

高等教育

18~21歲 

88 969,717 1,955,695 948,956 1,134,307 1,614,230

89 971,387 1,936,968 951,969 1,075,976 1,609,050

90 914,261 1,950,457 961,629 1,000,637 1,571,901

91 874,216 1,937,300 987,060 945,641 1,532,737

92 856,546 1,940,484 963,693 948,330 1,462,675

93 846,130 1,887,027 973,188 957,965 1,367,716

94 809,663 1,843,489 964,802 983,879 1,302,414

95 730,819 1,826,824 968,634 961,550 1,280,830

96 692,164 1,759,057 972,584 971,478 1,254,395

97 654,179 1,682,797 968,553 963,101 1,288,994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歷年單齡人口數、學齡人口數(63～97年度) ，教育

部統計處，2009/6/13取自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people_age.xls 

     

    教育部（民98）針對未來國小學生人數推估顯示，小一新生人數將從97學年

度的24萬3,299人，以每年下降的趨勢，減至103學年度的19萬4,799人，預計將減

少小一新生人數4萬8,500人，下降比率達19.9％之多（如表2-3）。而行政院經建

會（民97）更在「中華民國臺灣97年至145年人口推計」報告中指出，依據入學年

齡人口數之中推計估計，民國125年、135年、145年6歲人數，將由97年24萬60,000

人分別下降為17萬5,000人、14萬3,000人及13萬8,000人，較目前減少28.8％、41.8

％、43.9％；而國民小學6-11歲人數，國、高中青少年12-17歲人數、大學青年18-21

歲人數，在未來10年較目前將分別下降26.9％、29.5％及8.7％，而未來20年則較

目前將分別下降29.9％、36.5％及36.6％，預估至民國145年國小、國中、高中及

大學在學人數較目前更將分別減少一半以上（如圖2-4）。而學齡人口佔總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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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亦將由民國97年的21%，逐年降至民國145年為11%。未來台灣地區學齡人口將

逐年呈現遞減趨勢。 

 

表 2- 3 國民小學97學年度~108學年度學生數推估 

學年度 學生數計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97 1,676,813 243,299 274,903 285,418 271,350 288,110 313,733 

98 1,591,898 230,667 242,906 274,545 285,001 270,992 287,787 

99 1,517,917 215,577 230,294 242,589 274,143 284,626 270,688 

100 1,455,178 209,633 215,228 229,994 242,235 273,781 284,307 

101 1,371,952 202,662 209,294 214,948 229,658 241,916 273,474 

102 1,296,632 199,642 202,334 209,021 214,634 229,356 241,645 

103 1,248,354 194,799 199,319 202,070 208,716 214,351 229,099 

104 ... ... 194,484 199,059 201,774 208,441 214,110 

105 ... ... ... 194,231 198,768 201,508 208,208 

106 ... ... ... ... 193,948 198,506 201,282 

107 ... ... ... ... ... 193,693 198,284 

108 ... ... ... ... ... ... 193,476 

    資料來源：國民中小學歷年暨 97～111 學年度學生數推估，教育部，

2009/6/13取自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overview47.xls 



 

 12 

 

表 2- 4 未來學齡人口結構 

學齡人口（千人） 學齡人口佔總人口（％） 
民國 

6-11歲 12-17歲 18-21歲 6-11歲 12-17歲 18-21歲 
97 1,678 1,926 1,284 7.3 8.4 5.6
102 1,303 1,751 1,285 5.6 7.5 5.5
107 1,226 1,356 1,172 5.2 5.7 5.0
112 1,219 1,225 893 5.1 5.1 3.8
117 1,175 1,223 813 4.9 5.1 3.4
125 1,090 1,154 801 4.7 4.9 3.4
135 896 1,017 735 4.1 4.6 3.3
145 833 849 605 4.1 4.2 3.0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臺灣97年至145年人口推計，行政院經建會，2009/6/7    

取自: 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00455 

 

    由於社會型態及國人家庭觀念的改變，台灣當前無可避免的，將面臨少子化

所帶來的人口結構轉變，國內國民小學教育生態已深受少子化現象的衝擊，人口

結構改變將深深影響教育政策的發展，如何轉而在質方面再度提升，才能形成學

校教育的轉機，再造學校教育新契機。 

 

2.1.2  國內家長學校選擇權的演進 

 

1.學校選擇權的定義 

    「學校選擇權」（School Choice）的概念來源自1950年代，美國經濟學者佛利

曼（Milton Friedman）提出應透過自由市場的競爭原則，在教育的體制內提供家

長教育券（Voucher），成為其為子女選擇就讀學校的費用，以促使公立學校改進

教育品質低劣的問題（吳清山、林天祐，民94）。有關「學校選擇權」此一概念的

相關英文字有 Edcational Choice、School Choice、Parental Choice、Family Choice、

Parental Choice of School、Educational Choice of Parents 等。以表面的字義而言，

School Choice 應譯為學校選擇權（黃信君，民89）。但國內學者翻譯不一，如吳

青山、黃久芬、林天祐等學者，將 School Choice 譯為「學校選擇權」；而張德銳

（民87）認為 School Choice 可譯為「教育選擇權」或「學校選擇權」。 

    吳清山、林天祐（民94）提出教育選擇權應包括政府、學校教師、家長和學

生的權力運作，但是目前大都所談的「教育選擇權」，仍以家長選擇學校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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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權利為主；而吳明清（民86）亦指出，教育選擇權在與學校教職員、學生、家

長、及社區民眾都有關係，但通常都只談及家長及學生。Raywid（1998）則表示，

教育選擇權涵蓋層面眾多，學校、班級、課程、教材，都應該涵蓋在內。依本研

究所須，將依吳清山、林天祐（民94）所提出之定義，將「教育選擇權」定義為

較狹義的家長及學生選擇學校的權利。 

 

2.國內學校選擇權的相關法令 

    根據我國「國民教育法」之規定，國民教育階段的學齡兒童，都必須強迫接

受教育。學童及學童家長或監護人，並沒有選擇接受或不接受學校教育的權利或

自由。又依據「強迫入學條例」更是明確訂定，適齡學童除了殘障、疾病或異常，

並經公立醫療機構證明，得以暫緩入學，或是經當地強迫入學委員會同意後，得

以在家自行教育。除以上兩種情形以外，適齡學童一律入學，若經勸告無效，將

收到書面警告或處以罰緩，直到學童入學為止。 

    而在學童選擇入學的學校方面，依「國民教育法施行細則」規定，國民教育

階段的學齡兒童及兒童的家長或監護人，在公立學校的選擇上，僅能選擇其所在

學區的公立學校。而公立學校之外，可以選擇就讀僅在其居住縣市境內的私立國

民中小學。此乃根據「修正私立國民中學，私立國民小學及私立幼稚園招生注意

事項」之規定，私立國中小招生採大學區之方式，以縣市為範圍，由學齡兒童新

生自由報名登記。 

    教育自由化已是未來趨勢，市場導向的教育改革是無法避免的潮流，再加上

國內民間教改團體改革的呼聲。民國84年教育部在「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

21世紀的教育願景」中指出，「自由是尊重市場調節機能，減少不必要的干預；多

元是提供各種不同的方式以供選擇，自由與民主是現代教育趨勢，積極建立各項

諮詢服務系統充分提供資訊，提供學生家長、社會人士瞭解事實作為選擇參考等

方向」，報告書中亦提出實施教育券的想法。另外民國83年由行政院成立「教育改

革審議委員會」專責推動教育改革工作，至85年提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

作為未來我國教育發展藍圖，內容強調教育鬆綁、保障學習權、家長教育權及教

師專業發展的理念，並促進「教育基本法」的制定及推動，已建立完整的教育體

制（吳育偉，民91）。 

    88 年 2 月「國民教育法」修訂完成並公佈實施，第四條明白指出「國民教育，

以由政府辦理為原則，並鼓勵私人興辦。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依據人口、交通、社區、文化環境、行政區域及學校分布形，劃分學區，分

區設置。前項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得委由私人辦理，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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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定之。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理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其

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由修訂後的條文可看出，國民教育已從

政府壟斷辦理，改成鼓勵私人辦學，提供了家長選擇私立學校的機會，而民間參

與興辦學校，將能顯現不同於公立學校經營特色，家長可從公私立學校中選擇符

合理想的特色學校就讀，並且在教學的實施上更突破以往制式化的教育制度，允

許實驗方式的非學校型態教育，提供家長更多樣化不同型態學校教育方式選擇，

另外學區的制定上更由以往行政學區擴展為彈性學區，提供學生及家長更多學校

選擇的機會（陳明印，民 88）。吳育偉（民 91）亦指出，我國家長學校選擇權在

實踐上雖然仍有不少困難，但由於國民教育法的修改，促使我國國民教育在制度

上的改變，對於未來家長學校選擇權的實踐上將有極大的助益。 

    被形容為「教育憲法」的教育基本法，於 88 年 6 月由總統公佈實施。第一條

即開宗明義闡明，教育基本法是為保障人民學習及受教育之權利，確立我國未來

教育方針，以健全教育體制。接著第二條亦規定為實現教育目的，國家、教育機

構、教師、父母應負協助之責任。而第八條亦指出學生之學習權及受教育權，國

家應予保障。國民教育階段內，家長負有輔導子女之責任；並得為其子女之最佳

福祉，依法律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參與學校教育事務之權利。未來國內家

長學校選擇權的推行，將因教育基本法的制定而更具法源依據，在執行上將能更

加快腳步（楊巧玲，民 90）。 

    雖然家長學校選擇權執行上有「教育基本法」為法源依據，然而卻因「國民

教育法」第四條亦規定，國民中小學之學校分佈須依學區分區設置，造成學生根

據戶籍所在地學校選擇就讀，但往往住家學區內只有一間學校，在強迫入學及沒

有選擇的情況下，家長毫無「選擇」，唯一可「選擇」的也只有在教育行政人員

通融的情況下以越區就讀方式，讓學校選擇權的「實踐」上，取決於部分「有辦

法」的家長上。而「教育基本法」第八條雖闡明國民教育階段，家長負有輔導子

女之責任；並得為其子女之最佳福祉，依法律選擇受教育之方式、內容及參與學

校教育事務之權利。內容提供了家長為子女選擇受教育方式、內容權利，然而條

文中亦規定須「依法律」的原則，使得家長在學校選擇權的執行上雖於法有據，

但要真正全面落實執行仍有相當的落差，仍須盡快訂出相關學校選擇配套措施才

行（劉世閔、吳育偉，民 92）。 

 

3.家長學校選擇權考量之因素 

    目前我國推動學校選擇權的做法有以下幾種：（1）強制式的學校選擇：學生

依學區劃分就讀分發學校，但學生可選擇就讀學費較高，而政府不予補助的私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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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2）大學區制：比照私立學校採大學區制，台北市 80 學年度開始指定指

南、平等、溪山、湖田、湖山、泉源、大屯、洲美等八所小型學校試辦田園教學

實驗，期望透過發展學校教育特色及大學區的入學方式，吸引學生就讀，增加家

長教育選擇權的機會；（3）共同學區制：將歸屬單一國小學區改為兩校共同學區，

以促進學生及家長教育選擇權，台北市自 90 學年度起，已規劃數個行政區的國中

小學試辦共同學區；（4）自由學區：家長如不願學童進入學區學校就讀者，為了

替學童選擇校譽及學習效果良好的學校就讀，往往以遷移戶口的方式來選擇其理

想的學校就讀。為使家長及學童能依意願選擇理想學校就讀，各縣教育局處目前

已試辦「自由學區」制的入學方式，以促使學校素質的提升，促進學校創新改革；

（5）教育券：教育部自 89 學年度開始，依「發放幼兒教育券方案」，針對就讀

已立案之私立幼稚園、托兒所之五歲幼兒，每人每學年一萬元，分兩學期發放。

而臺北市、高雄市、及凍省前的台灣省，亦曾針對就讀私立高中職學生發放教育

券或教育代金，除可縮短政府補助公私立學校教育差距，更提供家長實踐學校選

擇權的機會；（6）在家自行教育：於戶籍學區之學校或依實驗教育所屬學區，由

家長選擇入籍學校，學童須與一般學生一樣，於入學前辦理註冊取得學籍，除學

科在家自行教育外，其餘科目仍要到學校上課；（7）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民國

八十八年新修訂之國民教育法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得辦理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

育，終於使得多年來體制外的實驗性質學校取得法源依據，使家長的學校選擇權

的內容更加多元。我國目前實驗學校，體制內有台北縣的開放小學、田園小學等，

體制外的有雅歌小學、森林小學等；（8）公辦民營：為政府設立學校，委由民間

團體經營，它與公立學校和私立學校之經營型態不太相同；可視為介於半公半私

的一種學校組織。目前公辦民營學校有宜蘭頭城人文中小學、宜蘭冬山慈心華德

福小學、新竹北埔大坪國小，不僅提供多元的學校選擇，更將教育資源活化運用；

（9）小型學校優質轉型：結合當地文化、資源、環境，發展出符合學生及家長需

求的課程，以課程的特色做出市場區隔，讓教育更加多元化，也為家長帶來各種

多元的學校選擇空間。目前雲林縣樟湖國小的植物彩妝新體驗、草領國小的「走

讀草嶺」與繪本文化，華南國小的咖啡課程、林內成功國小的「戀戀茶香情」、

口湖過港國小的「我們都是一家人」等多元文化課程活動，都是小型學校轉型優

質計畫（張茂源、王昇泰、吳金香，民 97）。 

張炳煌（民 87）曾針對台灣地區公私立國中學生家長進行調查，結果指出家

長為子女選擇學校的情形早已存在，且有利於高社經地位、居住都會區家長。而

「親子天下」於 2008 年家長選校大調查亦調查出，超過八成的家長曾為了幫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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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學校而苦惱，有七成以上家長考慮學區外學校，有五成家長曾為子女選擇理

想學校而遷戶籍，且年收入越高的家長，跨學區就讀的比例也越高。 

    而在家長選擇學校的因素上，楊巧玲（民 90）根據三所不同性質學校研究指

出，不同性質學校的家長，選擇子女就讀學校的考量因素亦不同，會選擇體制外

小學家長，往往是因體制內學校不信任與不滿意，認為體制外學校才能提供人性

化及正常化的學習環境；選擇體制內私立小學家長則認為，私立學校有較好的傳

統及聲譽、管理嚴謹教學用心、師資優秀設備佳、同儕家庭背景相似且離家不遠；

而選擇體制內公立小學的家長，主要原因為居住在學校學區內、學校離家近子女

上學方便、環境單純子女不容易變壞。 

    另外，周生民（民 91）研究指出，家長為其子女選擇越區就讀主要考量因素，

則會因家長教育程度而有差異。家長教育程度為「國中以下」者，其為子女選擇

越區就讀主要考量因素依序為：（1）學校教師的素質；（2）學校的校風及傳統；

（3）為未來升學做準備；（4）學校的辦學特色；（5）學校的設備與環境；（6）

交通或接送子女方便性。家長教育程度為「高中職」者，其為子女選擇越區就讀

主要考量因素依序為：（1）學校教師的素質；（2）學校的校風及傳統；（3）學

校的辦學特色；（4）交通或接送子女方便性。家長教育程度為「專科及大學」者，

其為子女選擇越區就讀主要考量因素依序為：（1）學校的校風及傳統；（2）學

校教師的素質；（3）交通或接送子女方便性；（4）學校的辦學特色。家長教育

程度為「研究所以上」者，其為子女選擇越區就讀主要考量因素依序為：（1）學

校的校風及傳統；（2）學校的辦學特色；（3）交通或接送子女方便性；（4）學

校教師的素質。 

    王秋晴（民 91）針對國小家長為子女選校考量因素進行研究，結果指出，家

長會考量的前十項依序為：子女學習的快樂程度（91.0％）、交通或接送子女的方

便性（85.4％）、學校教師的素質（84.7％）、學校的教學品質（82.1％）、學校的

設備與環境（81.9％）、學校校園的安全性（81.1％）、學校的辦學特色（78.9％）、

校長的辦學理念（64.5％）、學校的課程安排（94.3％）、學校的管教方式（60.0％），

以上各項因素皆達六成以上受訪家長認同，為其選校時的重要參考依據。  

    而陳昌熙（民 95）亦針對國小家長選校考量因素研究，歸納為：（1）接送

便利因素：包含接送方便、學生走路上下學方便及安全性；（2）學校運作、教學

效能因素 ：包含教師教學、校務運作、校長風格、學校設備新舊及學校發展特色；

（3）學區環境考量：「近朱者赤，近墨者黑」，良好的家庭教育，可以減少學區

環境的負面影響，降低孩子被其他孩子不良行為影響的機率；（4）家長的特殊考

量：他人提供的意見、越區就讀又不想欠人情借戶籍遷移、學校建物新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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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子天下雜誌於 2008 年，針對家長心中理想的好學校做調查，結果顯示家長

為子女選校最為重視的前三項分別是「學校對品德教育的重視程度」、「交通及

接送便利性」、「環境與設備 」。 

    綜合以上的研究，國內家長為子女選校會因家長教育程度、社經地位而有所

不同，而在考量因素上，因各個學者在研究的名詞上略有不同，但可歸納為以下

幾項：學校教師的素質、交通或接送子女方便性、學校的辦學特色、學校的設備

與環境、學校的校風及傳統等因素。 

 

2.1.3  國內私立小學的沿革與現況 

 

1.私立小學的概念與沿革 

    我國國民教育法第二條闡明，凡六歲至十五歲之國民，應受國民教育；第三

條指出，國民教育分為二階段：前六年為國民小學教育；後三年為國民中學教育；

第四條明白指出，國民教育，以由政府辦理為原則，並鼓勵私人興辦，國民小學

及國民中學，得委由私人辦理，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而維基百

科（民 98）則將私立學校定義為，非由地方政府或者國家政府管理，全部或者部

分依靠學生的學費來維持學校經營而非公共資金，並校方有權自主選擇生源的學

校。而鍾政諺（民 93）則認為，私立學校是指由私人興辦的學校稱之。因此私立

小學可定義為：私人興辦的學校，並以自主選擇方式招收 6 至 12 歲學童就讀，學

校經營經費以學生所繳學費為主要來源。 

    台灣地區私人辦學，最早可追溯自荷、西時期，西方教會為進行傳教而建立

學校，而至明鄭時期的私人講學，清朝時代的私塾等私人辦學型態，對於私人興

學，一直至日本統治時期才完成相關規範（鍾政諺，民 93）。民國 86 年政府訂定

「鼓勵新設私立學校處理要點」，鼓勵私人新設私立學校（黃雅鳳，民 90）。而 88

年「國民教育法」第四條規定：國民教育，以由政府辦理為原則，並鼓勵私人興

辦。88 年「教育基本法」亦指出，人民有依教育目的興學之自由；政府對於私人

及民間團體興辦教育事業，應依法令提供必要之協助或經費補助，並依法進行財

務監督。而我國憲法第 167 條，亦規定針對國內私人經營之教育事業成績優良者，

應予以獎勵或補助。 

    進年來由於經濟不景氣，加上私立小學收費較高，不易吸引家長送子女就讀，

且國民小學教育市場已達飽和狀況，而國民小學教育又屬於義務教務及免費教

育，對於私立小學的經營將形更加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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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私立小學的現況分析 

依據教育部（民 99）國小概況表顯示，台灣地區 98 學年度私立國民小學共

有 37 間，台北市有 10 間私立小學，台灣省有 27 間私立小學；在班級數，台灣地

區共有 879 班，台北市有 269 班，台灣省有 584 班，高雄市在兩所私立高中附設

實驗國小下，亦有 26 班；在學生數，台灣地區共有 30,035 位學生，台北市有 10,358

位學生，台灣省有 19,105 位學生，高雄市亦有學生 572 位學生。由數據來看，雖

然私立小學與公立小學相比，不管在學校數、班級數或學生數都顯得微量。但從

表 2-5 卻可看出，這十年來在台灣地區，私立小學在經營上不斷成長，尤其是在

班級數上持續增加，而在學生人數上，自 90 學年度起更是不斷增加，雖然 97 年

比 96 年少 114 位學生，但從教育部國小概況表(84～98 學年度)的資料可發現，

97 年因高雄市的一私立小學廢校，而造成高雄市私立小學生數，從 96 年的 1340

人減少為 544 人，但整體而言，相較於公立小學的學生數年年下滑，私立小學學

生數卻是持續的在成長。 
 

表 2- 5 民國88-98學年度私立小學校數、班級數、學生數統計表 

學年度 私立小學校數 私立小學班級數 私立小學學生數 

88 23 527 22,235 

89 25 546 22,166 

90 25 554 21,344 

91 30 638 23,391 

92 29 650 24,269 

93 35 709 26,347 

94 36 734 27,407 

95 36 760 28,204 

96 38 844 30,031 

97 37 859 29,917 

98 37 879 30,035 

    資料來源修改自：教育部（民99）。國小概況表(84～98 學年度)。教育部統計

處，2010/5/11取自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e.xls 

 

分析台灣近年來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學校選擇權的實施、私立學校的崛起，

造成了公立小學年年招生不足，產生了超額教師及閒置教室增加等狀況，雖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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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原因在於少子化現象，造成公立小學新生入學人數年年下降，然而反觀私

立小學，同樣在少子化的社會現象下，其學校經營卻是能讓學生人數逆勢成長，

私立小學的學校經營的確值得公立小學參考仿效。 

 

2.1.4  社會變遷對學校的衝擊 

 

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及學校選擇權的興起，加上私立學校的強力競爭，對

於公立學校而言，將面臨很大的競爭壓力，學校如果缺乏競爭力，學校能招收

的學生勢必越來越少，最後將面臨被迫關門的命運。在面臨「市場化」的教育

趨勢下，學校必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展現學校績效，以提升學校之競爭力，

為「教育市場」帶來正面之意義。因此，社會變遷對學校的經營可能是一種危

機，但也可能是一種契機，讓學校人員有危機感，反而有利於學校長遠的發展

（何金針，民92）。 

茲將學者對人口結構的變化、學校選擇權興起與私立學校的競爭，對公立

小學經營產生的衝擊歸納如下： 

 

1.學校生態的轉變 

教育市場開放後，勢必衝擊原本安定的教師工作生態，引發教師反彈，因

此，應逐漸引導教師對新政策的認同感，並促使教師提昇工作能力，以確保工

作機會。教師平時之進修與專業成長，應迎合時代潮流之專業技能，以提升教

師競爭力（蔡姿娟，民92）。另外，教育市場化亦衝擊到學校的管理型態，公

立學校結構屬於科層體制，其組織運作模式不同於自由市場中企業的運作機

制，而這種管理型態的轉變，正是學校領導者與管理人員所急需調適的（劉仲

成，民93）。 

 

2.顧客導向的招生壓力 

就教育市場而言，有了學校選擇權，家長能自由地選擇就讀的學校，各校

不得不努力辦學並發展特色，努力吸引「顧客」。而由於透過市場機制的運作，

才能夠充分地檢驗學校辦學績效，家長亦能充分掌握學校辦學資訊。學校選擇

權，促使學校必須提供更好的產品及服務，來滿足學生、家長的需求（蕭進賢，

民92）。不可避免的，學校選擇權將使學校面臨招生的壓力，因為學生人數將

直接影響到學校可以獲得經費補助的多寡，關係著學校的存廢（劉仲成，民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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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家長角色的轉變 

學校、家長和學生、教師之間的關係已不同於以往；學生與家長成為消費

者，教師是課程領導者，校長是促進者，而家長也是教育的合夥人。學校組織

必須了解家長的需求，並適切調整學校組織結構運作方式，因此與家長建立夥

伴關係是很重要的一環。此外，教育選擇權亦強調學生、家長對學校事務參與

之精神，家長對於其所選擇與認同的學校，參與度將可望增高。因此，家長不

只是消費者，更是學校教育事務的參與者（蔡姿娟，民92）。 

 

4.師資供需市場失衡 

由於學齡人口降低，將造成學校減班、教師供需失衡，不只阻斷教師的新

陳代謝，供需亦嚴重失調，超額問題年年發生，已影響了教育品質的提升。因

此，師資供需宜兼顧總體與結構性師資供需，以避免造成師資短缺或過剩，進

而影響教育品質或增加社會成本（范熾文，民93）。 

 

5.城鄉教育差異 

受到工業化、人口向都市大量集中的現象，台灣地區形成北、中、南三大

都會區，在都會區中學生，不只享有較多的教育經費，亦掌握較多教育資訊，

造成城鄉教育差異。整體而言，城鄉人口空間分布不均的現象一直存在，隨著

時間的演進，其空間分布的型態也不斷改變中，形成人口分佈極不平均（范熾

文，民93）。 

 

6.學校閒置教室逐漸增加  

在山地、工商業不甚發達，與生活、就學、就醫之條件不理想地區，居民

大幅遷出，相對的，在學學生數亦會隨之減少，致使學校空餘教室增加。而一

些老舊學校亦因附近有新設學校，面臨學生大量流失與減班，致使學校空餘教

室也跟隨增加。如不能有效利用閒置教室任其荒廢，實是教育資源之浪費（范

熾文，民93）。 

 

7.越區就讀造成教育資源分配不均  

家長為使子女能就讀更符合理想之學校，經常越區就學，產生原本學區就

學人口外流，而越區就讀之學校就學人口激增，導致教育資源分配不均（范熾

文，民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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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育本質的迷失  

在全球化、市場化、教育產業化下，教育受到相當的衝擊與影響，在兼顧

教育經濟效益、教育政策與法令時，仍應不忘教育的本質與目的，回歸人的啟

蒙、發展，以避免流於教育成果的「商品化」、「庸俗化」（何金針，民92）。

教育市場化並非鼓勵達爾文式的弱肉強食競爭，而是在於建立互為良性的競爭

（蔡姿娟，民92）。 

 

以往學校居教育主導地位，家長與學生必須配合政策，然而，教育環境的

改變，學校不再是有權力的上層，而是教育服務的提供者，學校必須對家長、

學生、甚至社會大眾負有績效責任。因此，學校本身如何因應，在學校經營上

採取哪些適當的策略，是重要且值得深入探究的課題。 

 
2.2 因應社會變遷的學校經營策略 

 

2.2.1  學校經營策略之意涵  

 

蔡培村（民87）指出學校經營是以管理理論與技術為基礎，因應學校需求與

願景，協調學校成員間互助合作，以創造學校之價值，其目標在於「達成計畫、

組織、人事、領導、評鑑、及發展等六項行政功能，以維持學校組織的運作程序，

並進而提升學校效能」。其類型可分為傳統類型與現代類型兩種，傳統型對於校務

的發展採較為封閉保守的方式，其主要任務是達成學校傳統目標、教育部的政策

與指示，雖能確保一定的學校品質與績效，但對於外在社會環境的迅速變遷，在

應變上將明顯不足；現代型則不同以往的「事務性」靜態管理（如教務、訓導、

總務與人事管理），逐漸轉變為「人際」、「資源」與「技術」的動態經營方式

（如強調資源分配、資訊管理、人際關係），不只能適應社會變遷、亦能自我革

新成長。 

吳清山（民80）認為，學校經營乃是學校機關依據教育原則，運用有效的科

學方法，對於學校內的人、事、物、財等業務，做最妥善的處理，以促進教育進

步、達成教育目標。江文雄（民85）亦指出，學校經營乃是校長領導全校師生，

遵循一定的準則，適當有效地處理學校學校中的人、事、物等各項業務，以發揮

教學與輔導效果，達成教育目標的歷程。林新發（民87）則主張以更寬廣的空間

來營造學校行政與學校事務的推展，以提高學校價值與效能，達成預期之教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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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學校效能改革運動，自1970年代盛行以參與管理為目標，主張學校相關人員

應具有更多決策權，除可增加人員之責任績效外，更可使學校整體運作有更高的

效能與產出（Leithwood & Menzies , 1998）。以上學者定義，不但再次強調學校

經營終究是為達到教育目標為目的，亦指出了學校價值在學校經營中的重要性。 

張慶勳（民88）則認為學校經營意指學校經營者採用管理學的知識與技術，

整合學校成員之人力，透過行政程序以及運用各種資源與策略，達成學校教育目

標，並且能增進學校效能、促進學校組織的變革與發展，以因應社會變遷與學校

需求。蔡進雄（民93）也認為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學校再也不能漠視外在環境

的變化，應主動因應外在環境的改變，進而善加利用學校之內部與外部資源，以

提升學校的辦學績效。以上定義考慮到為了順應社會的變遷、衡量到學校的需

求，亦將「變革」這個現代組織的一大要務納入學校經營的範疇中。 

 

2.2.2  學校經營策略之內涵 
 

Odden 與 Wohlstetter（1995）歸納出六個有效學校本位管理的策略：分散權力

(Disperse Power)、強調專業發展(Stres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資訊傳播

(Disseminate Information)、選對校長(Select the Right Principal)、具有願景(Have a 

Vision)、獎勵成就(Reward Accomplishment)，經由完成願景，積極地重新建構課

程與教學，整體的重新設計學校組織，而非僅是改變學校治理而已。 

江文雄（民85）則指出，追求卓越、提升品質，是學校經營的具體目標，欲

達成此一目標，必須依循以下九項經營策略：（一）在辦學過程中抱持理想與抱

負，深切了解與體認教育的目標，釐訂明確而具體的校務發展計畫，並落實執行；

（二）擴大參與管理，提高各種行政決定之合理性；（三）力行高倡導、高關懷

的民主領導方式，營造組織的和諧氣氛；（四）善用溝通，重視協調，激勵教師

士氣，發揮團隊精神；（五）重建學校文化與校園倫理，採行人性化的訓輔措施，

並致力學校環境改善；（六）要使學校管理制度化、系統化、科學化，遵循成本

效益原則落實管制考核工作；（七）要重視課程教學創新、在職進修、終身學習，

以提升教師素質；（八）要以領導取代管理，勇於授權，發揮影響力量；（九）

要強化學校與家庭連繫，做好公共關係，運用社會資源以支援學校發展。 

另外，學者林新發從以下四方面，說明學校經營策略（轉引自陳薇萱，民97）：

（一）學校領導方面：領導重視理念層次的溝通，經由領導行為而提昇組織成員

的士氣及道德層次，並經由人際互動，增進組織成員對組織領導者的向心力。因

此，教育組織的領導者，應透過其人格感化及精神感召的影響力，來領導組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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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二）行政管理方面：包括學校本位管理、知識管理、組織學習等；（三）

專業發展方面：美國專業發展學校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s)，是中小學

與師資培育機構合作的師資培育革新策略。其結合了教師職前與在職的專業培訓

以及教育研究，對於創新教學的實驗、教育專業的發展，提供了一個新的典範；

（四）課程教學方面：應鼓勵教師多進行創新教學，如從事建構教學、多元智慧

教學等教學創新實驗。 

吳清山和林天佑（民92）則指出學校經營的內涵為：（一）技術運用：教學、

評量、資源運用等改變；（二）產品產出：教師教具、教師著作、學生作品等生

產；（三）服務層面：行政服務、社區服務、家長服務等改變；（四）流程進行：

行政單位業務處理程序，開會流程等改變；（五）活動規劃：開學典禮、校慶、

運動會、教學觀摩會、戶外教學活動、城鄉交流活動、畢業旅行、畢業典禮等突

破。（六）特色營造：型塑學校獨特文化、發展學校特色等。林天祐於 2004 年

更進一步指出，學校經營包括行政與教學兩大領域，具體的內涵包括組織與行政、

課程與教學、環境與設備、家長與社區。湯蔓娳（民93）研究指出學校經營策略

可歸納為：人員成長、教學改進、課程發展、行政管理、教學環境及設備改善、

公共關係等六大類。而陳薇萱（民97）則認為，學校經營管理涵蓋了校務的整體，

包含了行政管理、學生學習、教師教學、公共關係、資源整合、環境營造、活動

展能與專業成長等各層面。 

中華創意發展協會（民97）認為學校經營策略，包含：（一）行政管理革新：

加強行政效率與品質，提升組織績效。（二）課程與教學領導：建構有利教師進

行創意課程與教學之平臺或活動。（三）學生多元展能：推動學生課內、外活動，

發展學生多元才能。（四）校園環境美化：規劃校園環境，通暢學生學習動機與

品質。（五）社會與環境資源運用：建立良好公共關係，引入社會與環境資源，

提升學習效益。以此五大部分作為其「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的構面及內涵。 

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民93）出版「北市優質學校經營手冊」，為落實「優質

學校教育指標」，手冊中將優質學校經營策略共分八大項：行政領導管理、課程

發展、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資源統整、校園營造、專業發展、學校文化等。而

台中市九十五學年度校務評鑑指標包含：學校組織與行政運作、校園環境與資源

運用、教師專業與課程教學、教育推展與學校特色。另外、高雄市立國民小學學

校評鑑實施要點（民91）中，舉列出學校經營的評鑑項目包含：理念與目標、行

政管理、人力資源發展、課程發展、學習活動、資源運用、家長參與、社區發展、

回饋與改善等九項。 

學校經營的層面相當廣泛，本研究將各縣市及專家學者所定義之指標加以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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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如表2-6所示，並依其指標內容與特性進行分類，因相關文獻指標甚為相似，

本研究將其歸納為組織願景與理想、學校行政領導、教師專業發展、資訊傳播、

多元公共關係、校園環境規劃、學校文化與倫理等七大構面，如表2-7所示。 

而組織願景與理想、資訊傳播及學校文化與倫理雖較少有學者提出，但為避

免本研究學校經營策略內容有所疏漏，加上組織願景與理想的訂定及學校文化與

倫理的形塑，皆透過學校行政訂定與塑造，固本研究將組織願景與理想及學校文

化與倫理兩項構面，納入學校行政領導構面進行研究；而資訊傳播則須藉由校園

E化環境的設置，本研究亦將資訊傳播構面納入校園環境規劃構面研究，以使本

研究內容更為充實及全面性。 

 

表 2- 6 學校經營策略相關文獻指標 

文獻 學者研究內容 

Odden & 
Wohlstetter 
(1995) 

分散權力、強調專業發展、資訊傳播、選對校長、具有願景、

獎勵成就 

江文雄（民85）

理想與抱負，釐訂校務發展計畫、擴大參與管理，提高行政

決定之合理性、民主領導方式，營造組織和諧氣氛、善用溝

通激勵士氣，發揮團隊精神、重建學校文化與校園倫理，致

力學校環境改善、學校管理落實管制考核、重視課程教學創

新，提升教師素質、領導取代管理，勇於授權、做好公共關

係，運用社會資源支援學校發展 

林新發（民87） 學校領導、行政管理、專業發展、課程教學 

高雄市立國

民小學學校

評鑑實施要

點（民91） 

理念與目標、行政管理、人力資源發展、課程發展、學習活

動、資源運用、家長參與、社區發展、回饋與改善 

吳清山和林天

佑（民92） 

技術運用、產品產出、服務層面、流程進行、活動規劃、特

色營造 

林天祐    （民93） 組織與行政、課程與教學、家長與社區、環境與設備 

湯蔓娳（民93）
人員成長、教學改進、課程發展、行政管理、教學環境及設

備改善、公共關係 

臺北市政府教

育局（民93） 

行政領導管理、課程發展、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資源統整、

校園營造、專業發展、學校文化 

陳薇萱（民97）
行政管理、學生學習、教師教學、公共關係、資源整合、環

境營造、活動展能、專業成長 

中華創意發展

協會（民97） 

行政管理革新、課程與教學領導、學生多元展能、校園環境

美化、社會與環境資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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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學校經營策略相關文獻指標分類 

       構面 組織願景

與理想 

學校行政

領導 

教師專業

發展 
資訊傳播 

多元公共

關係 

校園環境

規劃 

學校文化

與倫理 

Odden & 
Wohlstetter 
(1995) 

具有願景 

分 散 權

力、選對

校長 

強調專業

發展 
資訊傳播 獎勵成就   

江 文 雄  

（民85） 

理想與抱

負 

擴 大 參

與、民主

領導、溝

通協調、

勇於授權 

課程教學

創新、在

職進修 

 公共關係 
學校環境

改善 

學校文化

與倫理 

林 新 發  

（民87） 
 

學 校 領

導、行政

管理 

專 業 發

展、課程

教學 

    

高雄市立國

民小學學校

評鑑實施要

點（民91） 

理念與目

標 
行政管理 

人力資源

發展、課

程發展、

學習活動 

 

資 源 運

用、家長

參與、社

區發展、

回饋與改

善 

  

吳清山和林

天佑（民92） 
特色營造 流程進行 

技 術 運

用、產品

產出、活

動規劃 

 服務層面   

林 天 祐  

（民93） 
 

組織與行

政 

課程與教

學 
 

家長與社

區 

環境與設

備 
 

湯 蔓 娳  

（民93） 
 行政管理 

人 員 成

長、教學

改進、課

程發展 

 公共關係 

教 學 環

境、設備

改善 

 

臺北市政府

教 育 局  

（民93） 

 
行政領導

管理 

課 程 發

展、教師

教學、學

生學習、

專業發展 

 資源統整 校園營造 學校文化 

陳 薇 萱  

（民97） 
 

行 政 管

理、資源

整合、活

動展能 

專 業 成

長、學生

學習、教

師教學 

 公共關係 環境營造  

中華創意發

展 協 會  

（民97） 

 

行 政 革

新、課程

與教學領

導 

學生多元

展能 
 

社會與環

境資源運

用 

校園環境

美化 
 

 

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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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學校經營策略相關文獻在本研究之分類 

       構面 
學校行政領導 教師專業發展 多元公共關係 校園環境規劃 

Odden & 
Wohlstetter 
(1995) 

具有願景、分散權

力、選對校長 
強調專業發展 

獎勵成就、資訊傳

播 
 

江文雄   （民

85） 

理想與抱負、擴大

參與、民主領導、

溝通協調、勇於授

權、學校文化與倫

理 

課程教學創新、在

職進修 

公共關係 學校環境改善 

林新發   （民

87） 

學校領導、行政管

理 

專業發展、課程教

學 

  

高雄市立國民

小學學校評鑑

實施要點（民

91） 

理念與目標、行政

管理 

人力資源發展、課

程發展、學習活動

資源運用、家長參

與、社區發展、回

饋與改善 

 

吳清山和林天

佑（民92） 

特色營造、流程進

行 

技術運用、產品產

出、活動規劃 

服務層面  

林天祐   （民

93） 

組織與行政 課程與教學 家長與社區 環境與設備 

湯蔓娳    （民

93） 
行政管理 

人員成長、教學改

進、課程發展 
公共關係 

教學環境、設備改

善 

臺北市政府教

育局    （民93） 

行政領導管理、學

校文化 

課程發展、教師教

學、學生學習、專

業發展 

資源統整 校園營造 

陳薇萱    （民

97） 

行政管理、資源整

合、活動展能 

專業成長、學生學

習、教師教學 
公共關係 環境營造 

中華創意發展

協會    （民97） 

行政革新、課程與

教學領導 
學生多元展能 

社會與環境資源

運用 
校園環境美化 

 

透過歸納與整理，本研究將學校經營策略歸納為學校行政領導、教師專業發

展、校園環境規劃、多元公共關係四個構面（如表2-8），並綜合學者論述，將學

校經營策略分述如下： 

 

1.學校行政領導策略 

由於各個學者對學校領導所持角度不同，所提出的策略也不同，本研究根據

鄭燕祥（民92）提出的結構領導、人性領導、政治領導、文化領導、教育領導等，

學校行政領導的五個面向，並綜合其他學者主張，分述如下： 

 

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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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構領導 

張明輝（民94）認為學校行政經驗如何有效傳承，近年來已成為一項相當重

要的課題，將學校行政工作的內容及實際運作的流程如能儲存於電腦之中，則將

會降低人事異動所帶來的不便，使學校行政工作能持續順暢維持正常運作。 

張茂源（民93）則主張在民主、開放、多元的社會環境，面對家長不同的要

求，加上行政機關的種種規定與限制，學校必須隨著時代的脈動與顧客的需求，

以顧客的滿意度為優先考量，加強與顧客的互動，建立顧客導向的學校品質文化，

以樹立口碑。 

Henderson 與 Hawthorne（2000）則強調，學校領導者應從民主的角度著眼，

發揮深入人心的影響力，促進革新。周武昌（民93）則指出面對社會變遷，學校

須發展成為一個不斷革新與發展的組織，學校管理不再是一成不變的模式，應視

為是動態發展的過程，能彈性適應與適度調適環境，並能從內外在環境持續吸收

養分的永續發展機制，經由有機典範的學校管理架構，將有助於現代多元複雜社

會的生存與發展。 

 

（2）人性領導 

學校組織要進行變革時，教師除要捨棄已習慣的工作內容與觀念外，還要適

應新建立的新工作內容，將導致教師抗拒組織的變革形成衝突（范熾文，民93）。 

然而衝突也會帶來組織的重整機會，透過組織溝通，統整成員意見並建立共識，

以形成團結一致的力量，將有助於組織運作效能的提昇，學校行政運作必須掌握

有效的組織溝通原則及方式，促使成員積極投入團體中，以提昇學校組織效能，

因此正確有效溝通及引導，將可使組織充滿新生命與活力，避免組織的老化與僵

化（林水木，民93）。 

Robbins（2003）從互動的觀點認為，將衝突全視為好的或全是為壞的是不當

的，某些衝突可以幫助團體達成目標並增進團體績效，這些是良性衝突（Functional 

Conflict）。而相反的，有些衝突會妨害績效，就是惡性衝突（Dysfunctional Conflict）。 

    張茂源（民93）指出在訊息傳播快速的 e 世代與高呼教育鬆綁之下，傳統權

威管理模式已不符時代所需，取而代之的是充分授權、發揮專業、全體成員參與

的學校管理方式，學校經營者應善用各種正式、非正式組織的溝通管道，了解各

類顧客（學生、教師、家長、社會大眾）的需求，集合團體之力，創造永續發展

的校園環境。 

    在當前學校組織環境下，學校行政領導強調與成員共同塑造願景，彼此間建

立平權互惠的共生關係，藉由團隊的建立，充分的授權與激發部屬的潛能，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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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目標的達成（蔡進雄，民93）。 

因此面對組織變革時，學校行政必須適時溝通、引導組織成員，降低其心理

的不安，增強成員正向積極的情緒，使衝突與危機具有正向意義，以凝聚推動組

織變革的力量（范熾文，民93）。 

 

（3）政治領導 

林水木（民93）認為，授權增能（empowerment）乃是一種授予權力以增加

其能力的重要觀念，強調參與式的管理方式，以提升組織成員的自我效能，增進

自我對組織的承諾，達成組織運作目標。領導者要想發揮權力的極致作用，必須

進行合理的權力分配與轉移，授權增能即在於透過合理的權力轉移，使組織權力

能有效的運作，提升領導力之層次。在目前學校組織環境下，校長應將權力下放，

鼓舞每位成員成為學校的領航人，充分的授權與激發部屬的潛能，促進組織目標

的達成（蔡進雄，民93）。 

另外參與決策是一個積極提昇教師服務士氣的方式，可促進教師與學校生命

共同體的凝聚，透過共同參與決定方式，使教師對於學校發展願景提供多元思考

的意見，有助於多元社會下理性思維的相互探討，更是學校整體力量結合的重要

策略（林水木，民93）。而學校亦可透過充分授權與激勵酬賞的策略，鼓勵學校

成員針對未來的發展、教學、研究及推廣等各方面的改進，提出具體創意行動方

案，塑造變革與學習型組織文化（廖春文，民93）。 

張明輝（民93）指出學校行政必須加強授權，減少其對例行事務的關注，應

將大部分時間專注於具有特色之學校行政或教學事務的推展。 

 

（4）文化領導 

    組織願景是每位組織成員共享一致的信念、目標，學校領導者在與學校成員

共塑願景時，應重視創造一個有利改變的學校氣氛，教育組織其組織文化容易趨

向穩定及保守，為增進教育組織的活力促進組織革新，形塑組織創新經營的文化，

並影響組織成員均能擁有創新理念，帶動整體組織的變革與進步， 則是組織變革

領導者的重要任務（張明輝，民94）。 

張茂源（民93）指出，創新是推動知識經濟與學校永續經營的動力，為因應

教育市場高度競爭和快速變遷，學校應不斷突破創新，以謀求學校競爭之優勢。

而顏秀如、張明輝（民94）更詳細指出組織創新不僅強調個人的創造力，也著重

組織團隊的創意，不僅重視創新，更關心創新的應用、發展與經營，因此學校創

新經營的運作，包含了個人與團隊的創意、創新活動的展現，以及追求組織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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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創新經營，學校創新經營的運作乃包含創意、創新活動與創新經營實施等，

三個不同概念與階段，透過不斷修正改進並持續進行之結合。 

雖然創新才能開創無限可能，但要表現優越而且持久，則須成員有團隊精神

並能自治自律。因此，學校領導者除了形塑創新組織文化，亦應發揮道德領導的

特質，能做出正確的道德選擇，進一步形成專業社群的輿論與規範，發揮替代領

導的功能，促使成員表現優異且持久（張明輝，民94）。 

 

（5）教育領導 

     蔡進雄（民93）指出隨著家長選擇權及教育市場化，社會大眾對學校品質的

期許越來越高，學校領導者為促使教師專業能力之發展，應基於共生共榮及夥伴

關係，時時扮演鼓舞者的角色，以啟發教師的專業能力。 

吳清山（民80）認為一所沒有品質和績效的學校，將很難得到家長的認同，

學校必須將經營成效展現在家長們的面前，並經得起大家的檢驗。因此，透過網

路科技的應用，建立學習者、教學者的檔案，並共同整合投入繼續學習，善用新

的活動系統以發揮相乘效果，產生持久的優勢（張茂源，民93）。 

在多元的社會環境，面對家長的不同要求、政府機關的種種規定，學校領導

者須確實掌握時代的脈動與顧客的需求，加強與顧客的互動，建立以顧客導向的

學校品質文化，以樹立學校口碑（張茂源，民93）。 

 

2.教師專業發展策略 

    Robbins (2003)指出現代組織所規劃之生涯發展計畫，是要協助員工持續的精

進各種技術與能力。在教育市場開放後，教師工作生態勢必不在安定，學校教師

對新政策的抗拒就是組織革新的阻力，因此，學校應逐漸引導教師心理上的認同，

了解教師的想法與態度，鼓勵教師進修與專業成長，提供迎合時代潮流之專業知

能，協助教師提升自己競爭力，以確保教師工作機會及提昇工作能力（蔡姿娟，

民92）。而 Ferraiolo et al. ( 2004 )也認為教師們的態度其實影響學校選擇權的成

功與否，學校選擇權的成功受全體老師特質及他們對競爭的了解所影響。 

教育部自九十五學年度起推動「教育部補助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

畫」，希望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素養，提升教學品質。將教師專業

發展區分為：課程設計與教學、班級經營與輔導、研究發展與進修、敬業精神與

態度等四項內容（潘慧玲，民98）。本研究綜合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四項內容及其

他學者主張，將教師專業發展策略分述如下： 

 



 

 30 

 

（1）組織團隊，建立學習社群 

李俊湖（民98）認為，教師常被視為個人自主的教育工作人員，教學過程經

常孤軍奮鬥，造成教師心理孤立的現象，以致於對教育工作逐失去意義感，這對

教師專業發展有其不良的影響，因此，透過學校的合作文化塑造，建立合作團隊

的組織，教師可以分享理念、交互研討教材及協同計畫，除了能開拓教師專業成

長的新視野外，也能改善教師孤立的現象。而 Harris 與 Young（2000）在研究

英國與加拿大的學校改善計畫時也發現，兩個學校改善計畫的最大共同點，在於

他們均能夠促進校內教師合作，並促使專業學習成長社群的形成。 

林政宏（民93）也指出學校應致力發展教師彼此間的合作，鼓勵學校教學團

隊參與討論與分享，營造積極互動與合作自主的組織氣氛，以利學校本位專業成

長的體現。因此進修活動的規劃上，在兼顧學生的利益和課程的需下，要回歸到

學校及教師本位，以學校與教師的實際需求為專業成長的內涵，再透過教師同儕

合作、專業對話，擴大進修研習的功能和成效。 

郭木山（民94）則認為學校行政主管人員，宜規劃運用「同儕教練」(peer 

coaching)或「同儕視導」(peer supervision)的方式，安排資深且優良之教師同仁輔

導新進教師，以協助新進教師教學專業方面的成長，彼此支援教師專業成長所需

的資源和做法，促使教師們能經由相互觀摩與學習，進一步學習對方在教學專業

發展方面的經驗，而學校當鼓勵「團隊學習」理念，激發校內教師組成教學學習

社群或成長團體，藉由同伴的互相激勵，促進分享提昇專業。 

 

（2）改變進修型態，鼓勵教師進行行動研究 

    在教育改革要求之下，教師面對各種團體不斷挑戰壓力下，教師專業成長已

無法規避（甄曉蘭，民92）。李俊湖（民98）指出，過去國內教師進修偏重於演

講方式的研習，對於教師自我教學理論發展與建構功效有限，九年一貫課程實施

後，喚醒教師的主動性，使得教師能不斷自我學習改進教學，教師依據其個人主

客觀因素，自我發展教學決定的專業判斷，逐漸建構其專業能力。 

    Ncniff 與 Whitehead（1996）認為，自1980年代起行動研究已成教師自我探

究普遍採用的方法，行動研究目的在減少理論與實際間差距，給予教師更多權力

及責任，以教師就是研究者的角度，來自我探索研究，改進教學實務，因此，對

教師發展與教學專業能力提升，有顯著效果。 

郭木山（民94）亦認為，教師應養成教學反省的習慣，藉由教學社群反省教

學，並形成教師的反省批判和討論文化，鼓勵教師秉持「教師即研究者」的理念，

協同同仁在教學中進行「教室觀察」，從事教學課程的「行動研究」，一方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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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掘自身教學及課程實際問題或困難，另方面則藉由教學的實踐及研究的過

程，提昇教師自我的專業知能。 

甄曉蘭（民92）亦指出，教師專業知識需要透過教學實踐來予以檢驗與強化，

教師若願意批判反省其教學實踐，必能對其專業知識與轉化行動有更敏銳的覺

察，不時澄清價值、探索新的觀點與做法，其專業知能將可獲得持續的成長。 

 

（3）運用資訊，拓展課程內涵 

王如哲（民91）認為，現今資訊化的社會，仍有許多教師依然是科技文盲，

未來必須強化學校教育人員的資訊科技之應用能力，透過教育訓練，培養教師和

學生的資訊科技能力相當重要。 

張素貞（民93）指出，當前資訊網路的暢通，教師可藉由相關網站，如學習

加油站、教育部教學資源網、國科會數位典藏金銀島等網站，搜尋與教學內容相

關的知識並加以探究，或透過協同教學的討論和對話而有所省思和觸發，以達到

專業分享的目標，進而了解更多元的學習內涵，從容面對課程變革。 

李俊湖（民98）亦指出，教師必須及早學習網路的概念與蒐集資訊的技能，

教師除了可透過網路蒐集教學資源外，更可以透過網路作為資訊提供與分享者，

彼此分享教學經驗與心得；甚至利用虛擬教室作為未來的教育方式之一，如此，

教師可以透過網路教學的形式，使用網路教學系統來指導學生，以突破時間與空

間的距離與限制。 

 

（4）建構知識管理系統，擴大教師研究成效 

張明輝（民91）認為，教師專業知識管理系統的建置，能提供教師們彼此觀

摩與學習，激發出教師在教學專業領域知識的創新動力，進一步開發創新的教學

資源。教師參與進修活動之後，經常有研究心得或成果，學校應將教師的研究成

果彙整發表，除了展現專業發展的成就，亦有助於知識分享與散播（吳清山，民

94）。 

張明輝（民91）更進一步提出，如能將教師的研究成果結合網路資訊科技，

將建置的教學資訊庫透過網路傳輸，除可提供教師群之應用與分享外，更可發揮

教師專業成長知識管理系統的功能。郭木山（民94）亦指出，今日資訊時代強調

科技運用，在融合「知識管理」理念，學校應建立教師分享平台或網路資源轉換，

相互分享、應用、轉化，增進教學知識的流通，發揮知識管理的效能。 

今日資訊科技發達的時代，可透過電腦資訊網路開發教學資源，並互相交流

運用，如能藉由電腦網路形成專業社群，促進專業對話，將教師教學研究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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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心得做更有系統的管理和交流，定能加速教師專業成長和發展（林政宏，民93）。 

 

（5）形塑教師專業發展文化 

顏國梁（民98）認為，教師是發展中的個體，即使受過職前師資培訓成為合

格教師，仍須持續的學習與成長，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能及專業地位，以獲得社會

大眾對教師專業的肯定。 

Odden 與 Wohlstetter（1995）研究指出，教師專業發展成功的學校，教師能

從分享各種教學與課程方法中獲益，許多教師會被專業合作學習的氣氛鼓舞與激

勵。而要落實教師專業成長，自然必須從學校本位專業文化發展著手，形塑一個

能充分展現專業精神和素養的學習文化，進一步使學校成為一個教育的專業社群

和學習型組織（林政宏，民93）。 

郭木山（民94）認為形塑學校為學習型組織，須規劃多元、參與的學校本位

教師發展活動，並能落實改變教師心智習性，強化教學實踐能力，才能提昇教師

的專業能力和教學品質，並提高其專業地位和形象，而自發性的成長團體或自我

閱讀，皆是充實自己本職學能的良機，尤以進修動機源於自身的需求與興趣，更

能促進進修的動力與專注，進而提昇專業能力及自我形象。 

 

3.校園環境規劃策略 

    Lidsky（民91）認為，校園最終是教育任務和教育哲學的一種展現，校園環

境能顯露出學生是如何學習、學習什麼以及在那裡學習，其目的是在服務所有的

學生、使學習環境充滿探索的樂趣以及提供學科的一些新方向。 

本研究綜合學者對校園環境規劃策略主張，將校園環境規劃策略歸納如下： 

 

（1）追求創新設計，重視學生需求 

    校園規劃不僅要考慮建築實體的創新，更也要注重使用者「學生」的需求， 其

意涵除了建築實體的週期循環外，更需透過對教育主體者的學習和生活需求上的

關注，達到教育過程和校園文化演進兩個層面的創新與保存，更是以教育理 念、

建築條件、校園環境與空間需求為基礎，結合社區、建築專業人員、教職員及學

生的需求，將校園空間做合理性配置及連貫的歷程（葉國維，民88）。 

游春生（民90）針對宜蘭縣某國中校園更新規劃使用後評估之探討，對校園

規劃的建議如下：（1）為使各項設施能充分使用，應重視班級教室位置分配；（2）

教室使用率最高者，應優先充實內部設備，以滿足師生上課所需；（3）學校應經

常舉辦團體活動，以增加各項設施的使用機率；（4）應將學校設備的使用方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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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向師生說明；（5）學校各項工程之規劃設計應擴大參與面；（6）學校應宣

導校園空間的複合性使用的概念；（7）學校應增加開放使用校舍空間的時間。 

張景添（民96）亦認為，校園是教育任務和教育哲學的一種展現，校園環境

能顯露出學生是如何學習、學習什麼以及在那裡學習，因此，教育內涵是校園規

劃的主要設計理念，優質學校環境的規劃需以孩子為主要設計考量， 並注重其適

切性安全性原則。 

 

（2）融入教育內涵，發揮境教功能 

吳易凌（民90）指出，學校環境是兒童學習也是建構基礎知識的場所，除了

課堂上老師的授課外，校園環境對學童行為的潛移默化之影響也不容忽視，因此

校園規劃之初，應透過長遠的計畫，創造一個優質的校園，讓學生在自由而富有

創意的空間裡培養他們的情操。而師生參與式的校園規劃，能夠促進師生對學校

產生歸屬與認同，使得校園中處處充滿教學資源及境教的功能，進而影響師生互

動關係帶動教學活動的改變，也使得孩子可以從遊戲中獲得學習機會。 

楊明、王國義（民96）認為，校園規劃強調以人為本，充分考慮學童的精神

感受，構築能滿足師生需求，並能激發創造的場所，因此在設計上，應強調環境

對學童的教化與倫理作用。盧姝如（民95）亦認為，校園空間的規畫與設計，不

僅在創造空間被利用的最大價值，更重要的是如何在空間的設計上，配合學校的

人文藝術特質，設計具有引導式功能的學習環境。 

 

（3）尊重建築專業，以學校需求為依歸 

湯志民（民92）認為，目前臺灣學校建築是建築師的建築，不是學校的建築；

學校都是由建築師展現他的建築設計，甚至是教育或辦學理念，學校人員反而退

居幕後，希望建築師或有關單位全權代勞，蓋好後交給學校即可，事實上，學校

人員和建築師在學校建築的規劃和設計階段上，互有不同責任及角色，從建築的

觀點，建築師教較重視建築物理､生理和地理環境的界面，如建築設施的造形、

色彩、通風、採光、衛生等，這是建築師的建築設計問題，學校雖非主導仍應關

切；從學校的觀點，學校人員較重視哲理、心理和管理環境的界面，如學校建築

的教育目標、課程設計、教學方法、教職員生和社區的使用需求，這是學校的行

政管理、教學運用和生活空間設計問題，建築師只能依學校的建築需求設計，而

不能幫學校決定建築需求。 

張景添（民96）亦認為，校園規劃的運作，應採影響及涉及人員的參與式運

作，不再一味任由建築師規劃，建築師必須依學校的建築需求設計，學校人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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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學校建築規劃的主體。 

 

4.多元公共關係策略 

林志成（民90）認為，學校公共關係是開放社會系統中，追求卓越行政的重

要策略，學校越積極推展公共關係，教師、家長與社區民眾對學校措施的看法也

越一致且正向，更有助於學校爭取社區大眾的了解與支持。謝文全（民91）更進

一步指出，學校公共關係若以學校為主體，則其對象便是學校以外的社會民眾；

若以學校行政人員為主體，則其對象除社會大眾外，尚包括校內其他成員， 如行

政人員，教師，職員、工友、學生等。蔡東利（民93）亦認為，學校公共關係的

範圍包括學校內外公共關係兩部分：（一）內部公共關係：包括教師個人公關、

學校處室公關及學校組織公關等三種；（二）外部公共關係：包括對社區、企業、

政府官員及民意代表及大眾傳播等。 

本研究綜合學者對學校公共關係主張，將學校公共關係策略歸納如下： 

 

（1）堅守教育本質，建立正確學校公關觀念 

林志成（民90）認為辦學品質好、績效高就是學校最好公關，學校公關是讓

大眾了解學校辦學理念與績效，進而支持教師教學與學校辦學的行銷利器與策略

工具。家長送子女到學校讀書，就是期望其子女能獲得良好的教養，學校若能把

學校教育辦成功，就能滿足家長對學校的期望，當然能贏得社區人士的好感、信

任與尊重（謝文全，民91）。蔡東利（民93）研究認為，推展學校公共關係的積

極程度與學校效能的表現有顯著正相關，高公關學校相對有高學校效能表現，因

此，學校宜加強溝通教職員工正確理念，建立推展學校公關人人有責的觀念，使

學校成員都能發揮影響力，為學校做好公共關係。 

 

（2）加強溝通知能，建置專責人員 

林志成（民90）認為，學校應辦理公關相關研習，俾促使成員能覺知學校公

關的重要性，並藉以提昇學校成員公關專業知能，且學校若能指定公關專責人員，

並給予其進修機會，相信必能有效推展學校公關事物，強化學校平時公關及新聞

發佈技巧，有效化解學校危機。 

蔡東利（民93）亦認為目前國民小學公共關係實施現況，尚未能達到學校人

員與學生、家長所期望之目標，因必須透過教師多元進修管道，舉辦溝通或公關

訓練課程，以充實教師公共關係專業知能，而且學校為推展公共關係建置專責單

位或人員確有其必要性，國民小學皆編制有危機處理小組及緊急聯絡網，這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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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公關功能一部份，因此可將危機處理小組納入公關機制，可避免疊床架屋浪

費資源的情況。 

 

（3）建立與校外良好關係，爭取社區支持 

Glatthorn（1999）主張校長應該建立與上層友好的關係，獲悉資源來源的管

道，才能有助於學校的相關事務的推展。因此校長的角色任務是具備管理、計畫、

領導的能力，維持成員士氣與發展，建立良好公共關係，監督成員表現，負起績

效責任。 

林志成（民90）認為學校應藉由各種教育活動，主動提供學校訊息、藉以爭

取社區支持。而台北市教育局（民93）出版的「精緻教育--臺北市優質學校經營

手冊」中亦指出，「家長多元參與學校教育」是教育未來的潮流，學校暢通多元

參與管道，可使家長對教育更加深刻瞭解，進而獲得更多的家庭、社區及社會力

量的支持，有效化解教育過程中來自家長或社會上的壓力與阻力，並能引進豐富

的社區教育資源，增進學校教育效能。 

謝文全（民91）亦認為學校應透過社區調查、親師座談、參加社區活動、實

地接觸等多元方式，增加對社區的瞭解，另外，也可透過開放學校場地、辦理社

區活動等方式，為社區提供人力、物力資源，使社區與學校有榮辱與共的一體關

係，而社區所蘊含的豐富的資源， 學校亦應適時加以運用，不但可以彌補本身資

源的欠缺，而且可以加強學校與社區之間的互動，使得教育內容更為生活化、實

用化。 

 

（4）形塑優質學校形象，擅用媒體宣傳 

蔡東利（民93）認為營造組織和諧氣氛，才是落實校內公共關係最佳策略。

台北市教育局（民93）出版的「精緻教育--臺北市優質學校經營手冊」中則認為，

要讓學校內外系統平衡運作、組織成員獲得最大的成就感與認同感，才能達溫馨

和諧的學校文化。因此，學校應認為透過大眾傳播、出版學校刊物、親師聯絡簿

溝通、設立諮詢專線、舉辦說明會、邀社區人士參加學校活動等方式， 讓社區更

瞭解學校，以建立良好公共關係（謝文全，民91）。 

蔡東利（民93）亦指出隨著教育環境快速變革，各種教育新政策的推行，使

得家長及社會對學校存疑其適切性，因此，學校應善用各種傳播媒體宣傳，做好

公共行銷策略，讓民眾了解學校新措施，並將實施績效宣導週知，努力維護學校

優質形象，以獲得外界的認同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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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質性研究理論 

 

2.3.1  質化研究的意義 

 

質性研究與量化研究之不同，在於質性研究者能夠讓受訪者詳細的說出他所

經歷的事情，並引導其方向 (Slavin, 1992)。丹曾（N. Denzin）和林肯（Y. Lincoln）

（1994）認為，質的研究受到許多不同思想、理論及方法的影響，具有多重面和

多種焦點的特色，是一個跨學科、超學科、甚至是反學科的研究領域。Chiang（1996）

則認為質的研究是指不基於預設的固定程序，而由研究者自行發展一套合理化策

略，以組織、安排、建構和評鑑所需研究材料，以達成研究目的的研究方法。 

陳向明（民96）指出，質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身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的情

境下採用多種資料蒐集方式，對社會現象進行整體的探索，使用歸納法分析資料

和形成理論，透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行為和意義進行建構，以獲得解釋性理

解的一種活動。Wilson（1977）亦認為，質性研究者可讓自己先融入到研究對象

的自然情境中，細心觀察和體會研究對象的思想觀念和情感，以便充分掌握研究

對象行為之外顯的和蘊涵的意義。歐用生（民81）亦認為質性研究為研究者進入

被研究者的情境中，企圖從被研究者的角度發現其信念、價值、觀點與動機，詮

釋行為的意義以解開「黑箱」的迷霧。Merrian（1998）亦提出，質性研究能協助

研究者進行深入的研究，研究者必須親臨現場，接近對象、走進情境、地點和機

構，去觀察其真實的環境脈絡，採用歸納性的研究策略，從觀察與田野中獲得直

覺了解。 

陳密桃、方德隆（民85）認為質的探討之研究方法，大抵是採用民族誌 

( Ethnography)，類似人類學家在原始部落或族群中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y)參與觀

察，也會使用晤談，甚至用一些測驗來蒐集資料，以描述其生活方式。劉明龍（民

92）更進一步指出，質性研究即在深入了解人、事、時、地、物之間的密切關係，

藉以了解行為者的社會價值、信仰、禮儀、號誌，以及心理方面的情緒反應，是

應用觀察方法在選定的處所實地蒐集資料，對社會行為進行定性分析的一種研究

方式。 

Bogdan 與 Biklen (1982) 提出教育質化研究具有五項特徵：（一）研究者是

主要研究工具 ，「自然情境」為資料的直接來源；（二）質化研究注重描述；（三）

質化研究關切過程，而不是結果或產品；（四）質化研究傾向於歸納地分析他們

的資料；（五）「意義」是質化研究者基本關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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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化研究是一個反覆的過程：從閱讀、資料註解(Reading 和 Annotating)、分

類、連結、結合、證實、解釋，最後作出詮釋，分析過程中的程序強調的是交互影

響、互相依賴（Dey , 1993）。 

 

2.3.2  深度訪談法 

 

胡幼慧（民89）研究指出質化研究適合對關於個人、團體及組織的狀況與現

象進行探究，並能蒐集研究對象的觀點。一般而言，質化研究對發生事件所處的

背景會特別關注，適合小樣本的深入研究（施正屏譯，民97）。而且探究事實的質

化研究方式，將有助於了解新穎而複雜的管理問題（蔡敦浩、陳可杰，民91）。 

蔡純姿（民93）指出，學校經營往往受限於學校本身現有條件，學校的經營

與規劃必須考量學校成員與學校組織的優劣勢條件，配合整體的創新計畫與安

排，發展出一套適合於個別學校之獨特經營模式。因此，想要深入了解研究的對

象，並且聚焦於研究事物，以便對事件的發展脈絡做客觀的描述，須有許多的訪

談觀察、親身參與及資料的分析（陳薇萱，民97）。 

質性研究中的深度訪談，將訪談過程視為交談事件(Speech Events)，強調訪問

者與受訪者雙方，共同進行意義建構 (Joint Construction of Meaning)的過程 

(Mishler, 1986)。李茂能（民91）亦認為，在深度訪談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必

須儘可能的了解所欲探討的事件或現象，透過更多親自參與，從訪談觀察與文件

分析，深入了解研究的事物上，客觀的描述事件的發展脈絡。 

因此，深度訪談為一種非結構式 (Unstructured Interviews)的訪談，意即研究

者事先準備訪談大綱(Interview Guideline)，但僅有主題(Theme)，並非具體且特定

的一套問題，也不需以特定用語和次序進行提問，在此架構下，訪談者可在訪談

過程中向受訪者自由提出相關問題（胡龍騰、黃瑋瑩、潘中道譯，民91）。Kvale

（1996）更指出，深度訪談的最終目的，在於從訪談者的訪談內容中抽絲剝繭，

得到最重要的精華或是探索出概略的概念性結構，以挖掘出訪談者內心中被壓

抑已久的想法。 

黃文卿、林晏州（民87）將深度訪談分為三種： (一)非正式的會話訪談

(Information Conversation Interview) ，指開放式、無結構性的訪談，在雙方互動

的過程中，讓問題自然的顯現。(二)一般性訪談導引取徑(General Interview Guide 

Approach) ，為半結構性訪談，由訪談者提供一組綱要論題，引發訪談情緒，使

其自由的在有限時間內探索、調查與詢問。(三)  標準化開放式訪談(Standard 

Open-Ended Interview) ，為結構式訪談，在訪談前，所有需要詢問的問題均被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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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並小心的考量每一問題的字組，再於訪談中適當的提出問題。 

潘淑滿（民93）認為深度訪談的特色在於有目的的談話、平等的互動關係、

雙向交流的過程及積極傾聽等。陳薇萱（民97）亦認為深度訪談並非「訪問者」

去挖掘「受訪者」已經存在於其個人腦海中的想法與情緒，而是透過雙方互動的

過程，共同去經歷、選取與感染，經由此過程所重新建構的意見與情緒，因此深

度訪談的所得是「受」、「訪」雙方經由持續的互動所共同營造出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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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與實施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以我國私立國民小學作為研究母群體，以「合目的性取樣」

（purposeful sampling）方式，預計抽取五所經營績效優異之學校，以作為本研究

之研究對象，以探討經營績效優異私立小學之實務做法。由於研究時間與人力的

限制，本研究逐以台中地區私立小學為抽樣對象，針對其中五所私立小學進行訪

談，採用深入訪談與文件分析等方法蒐集資料，將訪談的資料加以記錄、歸納整

理後，進行描述、分析與詮釋，以探討私立小學在社會變遷的大環境下，其規劃

之因應策略與相關影響因素。 

學校經營好壞雖有多方面指標評量，但最實際且顯而易見的，即是學生人數

的增減，學校經營績效良好，自然就會吸引學生就讀。依據教育部84～97學年度

國小概況表（民98）顯示，台中縣97學年度學生人數124200人，較96學年度學生

人數129712人減少了4.3％；台中市97學年度學生人數91083人，較96學年度學生

人數95546人減少了4.7％。因此，台中縣市97學年度學生人數較96學年度減少4％

以上，故本文在研究對象之私立小學選擇上，以台中地區私立小學97學年度學生

人數較96學年度減少4％以內者，作為邀請訪談之研究對象。 

學校事務多屬校長職權範圍，校長位居學校系統中最高職位者，校長不僅代

表學校，更為學校經營管理者，全權綜理校務職責，背負辦學成敗之完全責任，

故本研究在蒐集學校經營策略的前提下，訪談對象皆為私立小學校長，以期能對

各校經營策略能有深入剖析。表 3-1 為訪談之私立小學基本資料。 

 

表3- 1 訪談之私立小學基本資料 

學校代碼 受訪者職稱 受訪者性別 班級數 學生數 

98學年度較97學年

度學生增減比率

（％） 

S1 校長 女 16 336 +15 ％ 

S2 校長 男 6 122 +3 ％ 

S3 校長 男 18 739 +1 ％ 

S4 校長 男 25 780 +3 ％ 

S5 校長 女 24 735  0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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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資料的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之進行主要以私立小學校長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採訪談法為主，文

件分析法為輔，以分析私立小學經營策略。 
 
3.2.1  研究資料的蒐集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所探究之學校經營策略，擬定訪談大綱，並

經台中縣三所鄉鎮公立中心小學校長修正後，製定訪談大綱（附錄一），並對台中

地區經營績效優良私立小學校長徵詢受訪談意願，對願意接受訪談之私立小學校

長進行正式訪談，並在訪談之前送達訪談大綱，以使受訪校長能了解訪談焦點及

準備。本研究是以半結構式的正式訪談方式，根據所製定的訪談大綱，採一對一

個別方式進行訪談，而訪談過程皆於獲得受訪者同意後進行錄音，並於訪談後轉

製成訪談逐字稿，作成書面資料，以作為訪談資料分析的依據。 

    而本研究除透過訪談取得受訪學校相關資料外，亦進行文件資料分析，資料

來源為受訪私立小學校長所提供，由研究者將收集的資料配合研究架構及目的，

加以整理、分析，形成研究資料，以驗證及補充訪談的資料，協助真實情境狀況

的理解。表3-2為受訪私立小學校長於訪談後所提供的相關資料。 

 

表3- 2 受訪者提供之文件 

編號 文件名稱 資料來源 

1 5號刊 S1校長 

2 2007.12月刊 S1校長 

3 教師教學研究專輯 S3校長 

4 第27期校刊 S3校長 

5 第25期校刊 S3校長 

6 品格專刊 81~83 期 S5校長 

7 雙月刊 22、24、25期 S5校長 

8 學校簡介 S5校長 

9 「芬蘭式兒童技能教養法」讀書心得彙編 S5校長 

10 「晨讀十分鐘」讀書心得彙編 S5校長 

註：S1至S5為進行訪談之私立小學代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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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研究資料的分析  

 

本研究將訪談的資料轉譯成逐字稿後寄送受訪者校對，並將訪談及蒐集的相

關文件資料，根據問題層面加以分類、歸納與整理分析，並進行分類編號。本研

究訪談編碼方式係按邀訪先後次序，將五所受訪學校分別以S1、S2至S5為代碼；

受訪校長分別以P1、P2至P5為代碼，訪談資料呈現以加上受訪者代碼及訪談日

期，如S1校長訪談資料之編碼為S1P1-20091203。 

本文將每次訪談透過錄音，製作逐字稿，不加入主觀臆測及個人意見，注意

保密與資料轉錄的正確性，並於資料轉譯成逐字稿後送予受訪者校正。於詮釋資

料時，以受訪者觀點及相關資訊，建立關係，連接意義，排列順序，歸納可能性，

透過研究者的整理以及受訪者的回饋修正，使詮釋與歸納能真實反映現況。 

 

3.3 研究的嚴謹度 
 

質性研究的信度與效度，為質性研究諸多討論之處。本研究為提升研究的嚴

謹度，對於邀訪學校條件清楚界定，而訪談收集資料前，先將訪談大綱與三所鄉

鎮公立中心小學校長討論，以確認收集資料能確實反映出所要探討的目的。 

於訪談前徵求邀訪研究對象同意，使用錄音方式將訪談內容錄音，並將錄音

內容整理成逐字稿，以真實反應研究情境，而相關書面資料亦經受訪者同意後帶

回，以比對訪談逐字稿內容。且以誠信原則向受訪者說明研究目的，與受訪者形

成良好互動關係，以增加資料收集之真實性。 

完成訪談逐字稿後，請受訪者檢核資料與紀錄，以驗證研究者所描述內容符

合受訪者原意，避免偏誤，訪談逐字稿內容則根據意義加以編號分類，建立分析

資料結構，以便日後追蹤審查及增加研究的正確性。 

而資料分析時為避免過度推論，直接引用原始訪談及文件資料進行，並於結

果描述時，避免研究者主觀因素影響資料描述的客觀性。 

 

3.4 研究倫理 
  

研究倫理係指進行研究時必須遵守的行為規範，其包含自願、保密、公正合

理、公平回饋原則等。學術研究是一種專業行為，從事學術研究時研究倫理是必

須具備的涵養以及必須遵守的人際規定。本研究為質性訪談調查，以訪談及文件

分析方法蒐集相關資料，因此須獲得受訪者的充分信任以取得真實資料，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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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避免損及受訪者權益，所採取的研究倫理具體措施如下： 

 

3.4.1  研究專業 

 

1. 確保受訪對象的相關資料真實性，審慎蒐集與處理，以適當方法分析資料。 

2. 訪談資料的呈現避免有與受訪學校或受訪者個人身份相連結的線索，一律

以匿名方式呈現。 

3. 不論研究結果是否符合研究者所期待，研究結果歸納，以真實方式闡述結

果，不做與事實不合的詮釋或揣測。 

4. 當研究的專業追求與受訪者的權益衝突時，以受訪者為優先考量。 

 

3.4.2  研究對象 

 

    1. 在開始訪談前，向受訪者詳細說明研究目的及性質，使受訪者明白本研究

不做任何價值判斷，消除受訪者防備心態。 

    2. 在訪談進行前，先向受訪者說明本研究性質、進行方式、能否錄音、資料

處理及保密方式及其權利，如：可拒絕回答某些問題等。 

    3. 訪談紀錄整理後，將訪談紀錄逐字稿交予受訪者，由受訪者校對修正，確

定訪談紀錄資料無誤，始得將資料引用於本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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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本章根據受訪校長訪談內容及其提供相關參考文件，歸納分析出至少三位校

長認同與採用之學校經營策略，並將之概化描述成一策略命題，用以呈現績效優

異私立小學之經營策略。 

 
4.1 經營策略概念模式 
 

私立小學經營策略以達成學校願景、實現教學理念為宗旨，因此，學校願景

及教學理念引導了學校行政領導策略、教師專業發展策略及校園環境規劃策略的

擬定及實施，以促使學校教學目標之達成。而教師專業發展及校園環境規劃兩項

策略，則需藉由學校行政領導的推動來執行及完成，透過良善的教師專業發展及

校園環境規劃，將促使學校公共關係更為穩固，好的學校公共關係將吸引更多家

長與學生的認同與支持，使得學校招生不虞得以永續經營，以實現學校願景及理

念。圖4-1為私立小學經營策略概念模式。 
 

 

圖 4- 1私立小學經營策略概念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學校願景與教

學理念 

行政領導策略： 

1.強化會議功能，走向集體領導

模式 

2.勇於嘗試改變，鼓勵成員創新 

3.跟隨學校願景，凝聚教學共識

…  

公共關係策略： 

1.顧客導向經營，重視家長反應

2.適時獎勵、關懷學校成員 

3.設置專職人員，建立人人公關

觀念 

…  

指
導

強
化

校園環境規劃策略： 

1.依據教學特色，規劃校園

環境 

2.善用校園規劃，發揮境教

功能 

3.提供完善資訊設備，建立

E化校園 

…  

指導指導

推動 推動 

強化 強化

教師專業發展策略： 

1.引導教師專業發展，促進

教學品質提升 

2.重視實務與分享，鼓勵教

師進修研究  

3.建立分享文化，增加知識

資產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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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校行政領導策略 
 

4.2.1  強化會議功能，走向集體領導模式 

 

學校在校務的推行上，除了例行性工作外，新的教學活動或是行政決議，往

往會透過小組或行政會議進行研討與協調，在會議過程中不但是校長及資深行政

人員的經驗交流、傳承，更能透過會議中的討論取得多方意見，以確保行政領導

品質。 

 

      『每個禮拜會有一個時間跟處室主任組長做行政會報，那每一週也會有教師週

報。』（S1P1-20091202）  

 

       『我們有教師會議在治校，所以是由老師共同在決定這個學校的教學、行政，相

關的事物都是透過教師會議，那我們有個核心小組，核心小組是由這個學校的

長老，或者是資深或者過去曾經扮演過主管角色的人員所組成，那他在出任這

個核心小組的成員，一定是來自部門老師的教師會議的代表，就會加入這個小

組。所以那個核心小組就是決策這個學校百分之二十的事，那百分之二十的事

情是什麼呢？就是重大的人事、重大的預算和重大學校發展。』 

 『我覺得它（學校）的層級是在三層，就是教師會議，然後核心小組才到學校的

創辦人或者是校長，那百分之百其實我都希望他們自己能決定，不得已才會到

我這邊（決定），所以核心小組也是老師，是他們選出來的啊！』（S2P2-20091204）    

 

       『我們每一週都有初次會報，每一個月有行政擴大會報，那每一個禮拜一都有主

任會報，都會把相關的問題都在主任會報的當中提出來討論，提出來檢討。』

（S3P3-20100112）  

       

       『我們通常是都會有主管會報啦，主管會報已經從校長、主任到組長都參與了，

然後其他時候每個禮拜裡頭，一定都會有跟老師開會的時間，這一些（教學）

活動一定都會拿出來談嘛，那老師如果有意見也都會去修改啊！』

（S4P4-20100113） 

 

       『我們每一個各處組的行政，就都要有一個計劃，開學的時候，我們就經常每一

個禮拜五，就會開行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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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一個禮拜一早上，七點半就開始開教師晨會，教師晨會的時候，我們就

會跟老師們做報告，就是說你（行政單位）要推展哪些的，我們在禮拜五開行

政會議後，我們就是很快的用書面資料傳給全校老師，禮拜一開會的時候主任

們做再一些補充。』（S5P5-20100126）   

    

4.2.2  建立典範學習與回饋機制，促進品質管理 

 

學校的成員經常透過小組互相討論分享，或者是會議激盪的過程中，新進或

資淺人員不但能吸取資深人員的經驗與知能，更能從中進行「標竿學習」，使得學

校成員本身不但能持續成長，更因學校成員的成長，使得校務推行品質能不斷提

升。 

  

 『因為我們每個禮拜四早上都會跟他們開會 ，就是行政會報，在行政會報的部

分，就現有的這些人手，其實我都有在做傳承，但是新老師擔任助理的部分，

那個就是類似你說的那個部分（經驗傳承）。』 

『（學校老師）都很年輕沒有經驗，所以開會我都在做傳承的工作，連班級經營

怎麼樣做，我都在教老師，這個都要傳承。』（S1P1-20091202） 

 

 『本校做事的原則就是不管是新進還是進來兩年、三年、五年，我們培訓的方式

大概有一些所謂資深的教師成為主管，他當然可以傳承一些學校的理念或者是

一些教育的價值。』（S2P2-20091204） 

 

 『有些年輕比較有能力的，我們直接提升他為主任，那你當校長的，就要把這些

經驗，辦學的這些經驗，跟處室主任跟老師之間互動，來做經驗傳承，校長來

指導他們做這樣的一個（經驗）銜接。』 

 『每一個老師都要辦觀摩教學，那麼有相關的人員進去看，包括所有的行政人

員，包括相關的教師就看這位老師的（教學），外語的教學也好，還有本國語

言，中文的教學也好，都要做一個教學（觀摩），來管控老師教學的品質，那

麼在學生（學習部分），另外管控老師的教學，我們可以從學習評量，還有作

業簿的抽查，我們作業簿的抽查相當的詳盡，一本一本的翻來做教學品質的管

控。』（S3P3-20100112）  

 

 『我們平常都會不斷的在開會溝通，所以辦事，都是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從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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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然後拿出來探討，都不是只是業務承辦人自己擬一擬然後就算（決議）了，

絕對不是這樣子，任何一件事情一定都會拿到主管會報來，然後一次、兩次這

樣子不斷的再討論，再改進，所以在質的方面，除了他本人的一些想法外，自

然會融合更多其他（人員）的一個想法。』 

       『像我們運動的佈置好了，他們美術老師那邊就會先提企劃案出來，然後大家不

斷的看、不斷的討論，有意見的馬上表達，那你在這裡（會議）可以把問題退

回去，就是大家會他，你再集合大家集思廣益看看，再去做修正，再拿出來，

再修正，所以其實已經從形成，到上面（校長）的都OK了。』（S4P4-20100113）  

 

       『有時候我也會進去、走進教室，我坐下來看老師們教學，然後我會跟老師們討

論，因為校長不是只有做行政而已，一定要做教學課程的研討。』

（S5P5-20100126）  

        

4.2.3  勇於嘗試改變，鼓勵成員創新 

 

教育並非是一成不變的事業，隨著社會環境及觀念改變，教師必須隨著時代

腳步，透過多元管道的刺激，老師的教學方式、教學活動都必須有所創新，如此

才能符合現今家長求好、求新、求變的教育期望。 

 

      『你一定要不斷的供給老師很多東西參考，（老師）才會有源源不絕的創意出來，

然後再加上每個禮拜的（教學）研討，所以就會慢慢的研發出自己東西（教材、

教法）出來。』（S1P1-20091202）  

     

       『我們更希望有更多的創新，其實，每一次不管是活動或各方面來講，我們都會

希望有更新的點子出來，辦活動都是會注意這種效果，不會像公立學校有時候

比較難推。』  

       『他們（教師）有想要做（創新），其實我們都會鼓勵，所以才會說剛剛提到的，

不斷會有一些創新的東西產出，所以這兩者應該去推，互有關係嘛，基本我們

就是允許他們能夠有很多的自足空間。』（S4P4-20100113）  

   

      『我們是追求創新，因為私立學校，你不創新，你沒有辦法生存，所以要不斷的

尋求改變，不管在教學的方法、教學的方式、還有整個的環境啦、我們就是不

斷的創新。』（S5P5-201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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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多元溝通化解反彈及衝突，積極汰除不適任教師 

 

私立小學為使校務能順利推行，每一個計畫執行之前都須先經過溝通與協

調，在溝通過程中所有人皆能充分表達意見，進而形成會議共識並確實執行，而

對於無法配合學校活動進行的教師，則透過學校內機制進行汰換處理。 

 

      『在私立學校，你（教師）只要行政上、教學上不肯配合的話，有可能來年聘書

就拿不到了，所以私立學校的老師可能也會考慮到這一點，所以目前為止我們

學校的老師做甚麼都配合。』（S1P1-20091202）  

 

       『我們學校有個蠻清晰的教育信念，你（教師）現在堅持的東西是不是跟我們的

信念、願景、學校想走的（方向）是不是相合的，如果你是相合而眾人皆錯，

那我們應該去會談，好好的談一談這個事情，為什麼會眾人皆錯而你獨對呢？

那你如果獨對，有可能發生只有你在這件事情上想得最透徹，但眾人都不透徹，

所以你就提出異議，那你提出異議後核心小組就會去評斷，如果他提出這個觀

點，其實才是真正符合本校精神，符合本校教育要走的路，那為什麼其他人都

反對他，或者是說在這件事情上想不通，那核心小組就要出面去做溝通，把新

的論點跟新的觀點提出來跟這群人（教師會議代表）交換（意見）。』 

       『本身學校所開這樣的（研習）課程會影響到他（教師）的薪資，會影響他個人

專業的能力，影響到他的收入，然後也會影響到他未來是不是應該要被續聘。』 

（S2P2-20091204）  

 

       『我們一般的（溝通）管道就是正式溝通跟非正式溝通的管道，正式溝通的管道

裡面，大部分它是在每週二，都有一個所有導師的工作會報，在這個會議當中

除了行政報告以外，會議中會徵求所有老師的意見。老師提出意見管道，除了

在工作會報以外，每一個群組（年級）都有學年會議，而且我們要求學年會議

中，導師所提出來的問題，初次必需要做回答，那這次做了回答以後，如果萬

一還是有所問題的話，我們會在導師會報的時候再提出來說明，甚至於個別的

去找學年主任溝通。』  

       『私立學校是很少有衝突啦，不太可能有，大部分都是行政推怎麼做，就是按規

定來做，行政做了老師就跟著做，老師也比較不會（反彈），因為私立學校跟

公立學校不同的地方就是，它（教師任期）是聘任的，你可以你就來（任教），

不可以把你 fire 掉。』（S3P3-20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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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這邊就是盡量大家能夠開會（討論校務），然後找出一個共識，就不會有

類似那種衝突或是不愉快的經驗。』（S4P4-20100113） 

 

       『我要做任何事情，我會先用 power point 或什麼，我會先跟老師溝通，像我明

天我就要告訴他們，我們這個（學習）社群，我們要怎麼去推，為什麼要推？

推的必要是什麼？會怎麼樣？我們要事先溝通，因為你（行政）不溝通，老師

們會覺得你為什麼要這麼做。』  

       『我們學校有考核，我們比較機動，如果說你（教師）沒有達到該有的標準，我

可能就 fire 掉（教師）。』（S5P5-20100126）     

  

4.2.5  鼓勵成員自我表現，促進教師增權賦能 

 

校長及主任不是透過考試或校內自辦評選機制選出，大部份是由董事會或創

辦人自公立學校的退休校長及主任中，遴選辦學績優者將其聘任進入私立小學擔

任行政要職，因此私立小學教師比較沒有擔任行政職務的升遷機會，但校長、主

任往往會透過學校各項活動的規劃及進行，藉以觀察教師專業能力，以作為未來

職務調整的參考，並且提供教師充分的發展空間，鼓勵教師展現教育活動企劃能

力。 

 

      『他（教師）自己覺得自己可以去做行政，那就會出來做行政，他們（教師會議）

就會自己開會決定，誰出來做行政，誰要來做行政的工作或做甚麼樣的工作，

由他們自己來選擇商量決定。』 

       『如果他們去做錯誤的決定，我事後知道，我事後才發現那個事情是錯的，那我

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把核心小組找來，告訴他們說，我為什麼決定這樣的事情是

錯的，然後他們這五個人，他們這幾個人就會知道他們自己做了錯誤的決定，

那怎麼去善後，或怎麼去調整，但是對他們來講是重大的學習，這是一個學習

的機會，你沒有讓他有犯錯的機會其實他是沒有學習的機會。』（S1P1-20091202）   

  

       『授權主任去發揮他自己的能力，如果他在執行上有一點缺失的話，我才去指

導，告知他怎麼樣來處理，以累績他的經驗。』（S3P3-20100112）   

 

       『因為私校人事會盡量精簡的，那麼盡量精簡之下，其實真正的教師兼行政人員

是不多，他們（教師）只要能勝任的話，就會調整職位。基本上就是說，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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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們要提昇老師的教學知能，另外一方面也是要提昇組織效能，當然以前缺

組長、主任，我們也是會一再的要求（補足行政人員），或透過不斷的辦活動、

不斷的精進，當然他們一定要有能力，有能力時就是直接調整職位。』  

       『所有東西他們都可以提出他們的看法、做法，所以授權方面，其實是給他們很

大的空間，說真的，他們都可以自己想要做什麼，他們都可以來做說明，反而

我們是喜歡他們能夠有所作為，我們怕的是怠惰在那裡這樣子。』

（S4P4-20100113）  

 

       『我會先跟他們談我要做些什麼，主任你來帶，但是主任在執行的時候，我還是

會從旁去了解。』（S5P5-20100126）  
 
4.2.6  跟隨學校願景，凝聚教學共識 

 

學校願景的建立，皆於創校時就已經由創辦人擬定確立，因此教學的規劃則

在既定願景的前提下進行，為讓全體教師能確實瞭解學校願景，往往需透過校長

的說明與溝通，進而凝聚敎學共識確認教學方向，共同朝著實現願景而努力。 

 

      『我要讓全體同仁了解這個學校的辦學理念，我一定要帶著老師一起努力，所以

我一定找機會以 powerpoint 說明學校願景，讓全校的老師都了解這個學校辦

學理念是怎麼樣，他的取向是怎麼樣。』 

       『我會讓所有同仁了解整個學校的辦學理念，然後取得共識，取得共識以後大家

才會有向心力。』（S1P1-20091202） 

   

       『剛開始創校的時候就有一些理念，但這些理念的鞏固跟周全卻是來自於一個團

體，從我開始跟幾個教育夥伴創校開始，就有一些教育理念，但這些教育理念

可能有假設，它揭示了百分之八十辦學價值，那後面可能有百分之二十或者百

分之三十在不同的時間，以不等的比例補充進來，那些補充進來的辦學價值是

來自於後來的加入者，或者是來自於我們的指導顧問或者是來自於指導教授，

學校老師也參與，這個願景必須共塑，很難是只有某一個人他的意志或者是所

謂他的信念、信仰。』（S2P2-20091204） 

 

       『我們的校訓，主要的願景就是精緻教學、全能教育、世界觀點，那這三大願景

過去已經形成，那因為我們這是一個雙語的學校，當然它的教學要有外師，E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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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來做教學以外，中文的部分，也不能夠讓它有所遺忘掉，所以一班都有三

個老師，雙頭並進，來做一個精緻的教學，而我們也非常重視品德教育，品德

教育就是培養全能教育的一個最根基，因為常常有雙語的教學，所以學生的英

語基礎紮根得相當的深，因此在假期或者現在（學期中）會跟外國做一個交流，

擴充學生的世界觀。』 （S3P3-20100112）  

 

       『學校創校的時候，其實已經由創辦人這邊整個就把辦學方向給定下來了，就是

往這一個方向在走，那當然，整個成員其實也就是認同這樣子的一個方向，然

後老師們認同這些目標，自然的他就會進來（應徵），一起來努力。』

（S4P4-20100113） 

 

       『我們這個學校的願景，在我還沒來之前，他們（學校）就已經定好了，之前的

校長就已經和全校所有同仁有磨合過，我是覺得還（願景與現況）滿契合的。』 

（S5P5-20100126）   

   

4.2.7  形塑優良組織文化，促進成員積極投入 

 

學校的組織文化容易影響敎師教學心態與表現，好的組織文化可促進教師持

續進步，進而提升學校效能，因此，校長為塑造好的組織文化經常透過引導及溝

通，促使教師有正向的工作態度，對教學能夠用心，對學生能夠付出。 

 

      『理念的實踐就會引導老師的向心力跟凝聚力，這個絕對都會有關係，所以這個

跟甚麼有關係？領導！我都親自陪著老師在做練習，星期三的部分也是親自陪

著，英語的部分，星期一早上也是親自陪著教授和老師對話，所以校長本身要

是沒有去 touch 這一塊的話，你說要老師做到甚麼樣的程度，說真的，那個就

不能怪老師了，只要校長帶著親自在做，帶著在研習成長的話，我相信其實老

師都很肯定。』 

       『我都是自己先做，我要求老師打卡，我校長也打卡給老師看，招生季節我要求

主任假日輪流來導覽家長，我自己排第一，一般校長很少跟著主任、老師去輪

這種東西，我都是自己排在最前面。』  

       『你（校長）自己沒做到怎麼要求老師，不能只出個嘴，校長也要做，讓大家看

到校長在做，所以連老師都這樣回答我：校長你自己做得那麼認真耶，你都最

早來，都做給我們看，我們怎麼可以不做。老師都這樣回答』（S1P1-200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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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教師）需要清楚他們為什麼在這哩，他們要清楚這個學校共同的願景，

以及我們為什麼在文化上做這樣的耕耘，有了這一部分的文化主體的認清，並

讓自己主體澄清，他（教師）才有辦法參與教師會議有所貢獻。』 

       『他（教師）的不理想（不稱職）應該是跟群體有關，因為是你們（教師會議）

共同推他或同意他出來，所以如果那個人沒辦法把一件事做好，那你們全部的

人就是沒有把事情做好，是整個團體的事情，不單是一個團體的事。』

（S2P2-20091204）  

 

       『家長會在（教師指導學生）參與各種比賽獲得優秀成績的時候，我們都訂有獎

勵的制度，那譬如說怎麼樣來獎勵老師啦，怎麼樣就各方面來執行啦！』

（S3P3-20100112） 

 

       『我們學校這邊的做法大部分都是很能夠鼓勵老師，也會用獎勵的這部分，以鼓

勵老師們對學校有一些新的投入跟多用一點心在學校這方面，所以學校這邊能

夠獎勵的其實滿大量（多項）的。』（S4P4-20100113）  

        

       『我來（就任）的時候，我就跟老師們做了大概兩三個小時的理念分享，我就告

訴老師們，因為過去曾經有一陣子，我還沒來之前，因為少子化，而且是一下

子（減少），當時台中市的私立學校很多，像普霖斯頓啦、葳格啦、慎齋啦，

那時候就一直紛紛的興起，所以面臨到一個學生（招生）不足的現象，所以我

那時候來（就任），大概全校只有六百八十幾個學生，因此我就跟他們（教師）

講，我們要往上提昇，或是往下沉淪，這就看你們（教學表現）。我就跟他們

講到一些企業式的計劃，就是顧客導向呀什麼這樣，我就跟他們這樣講，後來

他們這三個小時談完以後，他們就知道方向（願景）在哪裡。』（S5P5-20100126）  

 

4.2.8  以顧客導向，尊重家長選擇權 

 

由於學校招生採自由學區制，為期學生家長選校使其子女入學就讀，學校將

學生及家長視為消費者，對於家長的意見及反應相當重視，尤其在學生導師的安

排上家長更是關心，而導師的教學成效已視同產品，家長如不滿意其子女導師帶

班方式或教學方法，亦可提出要求選擇更換班級。 

     

      『學期結束的時候，如果人數許可的話，（學生）可以轉班，就是讓家長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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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年級可以轉班，以他（班級）的人數二十八個人最多為限，家長為什麼會不

選擇你（的班級）會選擇他（的班級），（家長選班）給老師一個激勵，當然

有的人會說對老師是一個傷害，但是在這個競爭的時代就是如此。』

（S3P3-20100112）  

 

       『有時候，在行政立場我們都還不敢說要老師走人（辭職），但是家長他會逼教

學績效差的老師走人（辭職），就這樣子呀！』（S4P4-20100113）  

  

       『家長的要求很高，有時候光是一篇作文裡一句評語評錯、評得讓家長不滿意，

馬上到我（校長）這邊（反應），馬上要求轉班，你（校長）不給我（小孩）

轉班我（小）就轉學。』（S5P5-20100126）  

 

4.2.9  強化本位課程特色，提升學校競爭能力 

 

學校的競爭力來自於家長對學校教育的認同，毎一間學校都有吸引家長的學

校本位課程特色，透過學校本位課程的研發與強化，塑造學校教學特色，藉以區

隔其它私立學校教學，提升學校競爭力。 

 

      『很多家長來參觀，把孩子送到這裡來，其實很多是衝著這個學校的品格教育，

因為我們學校做全面的、有系統的、有組織的推動，而不是像一般學校有的老

師比較重視，有的老師比較不重視。除了一個品格（教育）以外，還有一個就

是藝術與人文教育，他（家長）這樣不用另外送（學生）去才藝班，他假若覺

得團體課不夠，他還要個別學習，他還可以來報名（個別學習），我們再安排

老師做個別學習，那個就要另外收錢。而且我們國語的教法，數學的教法，社

會、自然教法，都不是一般學校的傳統教學方式，這個都是為什麼很多教授很

肯定這樣的教學方式。』（S1P1-20091202）   

 

       『我們在做的事情是在建立屬於華人教育的一個基地，然後它可以面向國際，可

以跟西方對話，我們這裡不是一個復古守舊、保守傳統的學校，相反的我們是

前衛獨特的現代學校，所以我們不復古、不守舊、不保守、不傳統，我想別人

如果跟我們之間，我們跟別人之間，最大的差異，或者是所謂的競爭優勢，就

是我們學校的教育理念與實踐有一個非常獨特的自我定位，而它（學校）的定

位是定位在整個（教育）市場上你找不到第二個（學校），我們的教育是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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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們的型態是獨特的，我們的意義是獨特的，它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市場

定位，它有最好的市場區隔，他擁有市場最佳的競爭力。』（S2P2-20091204）     

 

       『我們（學校）競爭力比較優勢的地方，第一個就是外語能力相當的強，從劍橋

英檢上來講，大部分（學生）幾乎通過率都百分之百。我們又有特色課程，包

括從一年級開始就有閱讀作文，有專任教師專門在教閱讀作文，另外還有一個

自然科學的教師，還有一個社會領域的教師，他們會再做一個特色（教學），

還有數學領域的，做一個加深加廣的課程，每一個禮拜都會排有兩節課，做（課

程）加深加廣，家長他就會做比較，學生的學習成效如何，將來的畢業以後他

的成績怎麼樣，來做學習效果比較，所以我們的整個一個吸引力，就是讓家長

能信任。』（S3P3-20100112） 

  

       『我們有半天是全外語（教學），外語是外語的環境，中文（教學）是中文的環

境，我們外語區整個就是英文區，所以環境是相當獨立，因為裡頭（英語區）

有外師、有ESL老師，整個都是用英文在上課，包括環境佈置，整個都是外語，

以我們而言，這個是一開始就定位定得很清楚的，包括像自然課，在中文這邊

有中文的自然課程，在英文部分有外師，每個禮四有兩堂的自然課，那是純粹

用英文在上課，所以這部分是我們學校和其他私立小學比較不一樣。』

（S4P4-20100113）   

 

       『我們的語文（教育）一向是很強項的，而且我們用的書（與他校）是不一樣的，

我們是板研版的，板橋研習會用的那個板研版的那一套，我們閱讀，小學生一

年級，第一年進來他要讀兩百本以上的那個（讀物），所以我們在閱讀國語文

能力的提昇，我們是非常非常重視，其實數學方面我們也滿強調的，像我們都

會加一些額外的補充，然後再來就是我們給孩子很多元的學習。』

（S5P5-20100126）  

 

4.3 教師專業發展策略 
 

4.3.1  引導教師專業發展，促進教學品質提升 

 

由於現今家長學經歷已提升許多，加上教育環境的改變，教師已無法再以傳

統的方式、守舊的觀念持續進行教學，而九年一貫課程的推行，更是對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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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重大改變，因此不管是學校安排或是教師自願，教師專業的成長與發展須持

續不斷進行。 

 

      『老師教師專業評鑑部分，因為這個學校重視藝術人文、重視品格，所以我會要

老師在藝術人文的部分自己也要有所修為，我要求老師一年當中看了幾場歌

劇，欣賞了幾場藝術表演或者看了幾本書，從中最少寫出兩篇兩百個字以內的

心得。』 

『（新進）老師一錄取，第二天來報到以後，我就安排老鳥（資深教師）跟他們

對話，專業對話不是一次最少會有三次四次，很多老鳥（資深教師）我沒有指

定他帶（經驗傳承），他還會主動去告訴他（新進教師）。』  

     『新進老師我都告訴他，以後你在上課的時候，你不要奇怪校長為什麼站在你的

（教室）後門，或者走進你的教室在看你上課，我都先告訴老師，我會走進班

級是要發現你班級的問題，要來協助你趕快進入狀況，所以我要做（實施）以

前，我都要先跟老師講，所以老師才會說校長進來（教室）是正常的，不是我

針對他個人，要有心理準備。』（S1P1-20091202）  

 

       『我們（學校）會安排課程，一個長期連續的課程讓老師去做選擇（參加），（研

習結束）可以取得學校的認證』（S2P2-20091204）  

 

       『我們（學校）就是採取鼓勵，這個（教師專業發展）也不是增加他的工作量，

它（教師專業發展）只是說你三個好友自己做教室觀察，你來看我（教學）哪

一個部分，我引起動機的部分有哪些缺失，你們兩個來跟我看（入班觀察），

下一次來看我的教學方法、我提問的方式，用這種的方式告訴老師不必增加自

己壓力，提昇自己教學能力就好。』（S3P3-20100112）  

 

       『其實我們也是相當重視這一塊（教師專業發展），因為像我們以後就一直要提

昇老師的教學效率，所以只要跟這個（教師專業發展）有關的他們都應該去做，

像前面講的那一些教師的（成長）團體，其實都是屬於這一方面專業發展正向

的關係，不管是你的教學心得分享，還是一些教學效能的提昇。』

（S4P4-20100113）  

 

       『（校長）要入班觀察之前會跟他們（教師）做短暫的溝通，溝通完以後就進去

看，看完以後再找他們過來，跟他們做溝通，你（教師）的班級經營，教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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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有沒有什麼更好的方式，這種入班觀察方式老師們可以接受，因為我們不

是把它（入班觀察）當成考核，或者是一個什麼評鑑，我們只是私下告訴他，

你必須要怎麼樣做會更好，然後（教師）同儕入班觀察，同儕這樣互相觀摩的

時候，會告訴他（觀察教師）說，我們去觀摩別人，自己也會成長。』

（S5P5-20100126）  

 

4.3.2  重視實務與分享，鼓勵教師進修研究 

 

學校為使辦學理念及特色能充分實現，必須促使教師在教學專業上持續成

長，因此在辦理教師校內進修時，皆以教學實務的研討與分享為主，並鼓勵教師

進行行動研究，除了學校自辦研習進修外，學校亦鼓勵教師校外進修，有些學校

甚至允許教師比照公立學校讓教師公假外出進修。 

 

      『週三（研習）是規定的，週一的英文（研習）也是規定的，而品格教育（研習）

這個就沒有規定，這個就是開放的，剛剛那兩樣是堅持一定要，然後週一品格

這個就是開放的，你沒課你願意來你就來，你不願意來那就不用。』 

『老師週三的研習都是潘教授來帶（指導），我們是每一科都輪流帶（指導），

（教授）先講理論，然後實務的部分就請教務主任現場說，下個禮拜潘教授來

要看你（教師）的哪一科教學，下禮拜一或禮拜二主任就會去現場錄影，一整

節的錄影，然後星期三下午一點半大家在視聽教室以大螢幕放出來，全體老師

一起分享，分享完了，不講優點，開始批判（笑）， 因為為了節省時間，你（教

師）講優點沒有用啊！優點大家都知道啊！ 就是不准講優點。』 

       『我們學校的教學理念是全能教育品格為先，所以我剛來的第一年，就馬上成立

了品格教育的行動研究小組，請了一位王教授（擔任指導）。』 

       『我們現在週三的研習，老師有一個、有兩個、有三個、有四個，都組成小組在

做行動研究，而且小組有不同領域的行動研究。』  

       『像老師有時候會出去（校外）研習 這些我們都開放，除非碰到學校有重要活

動或重要研習。』 

       『我有開放（研究所進修），開放的時間是晚上或寒暑假，週末都可以，所以我

們目前有老師在研究所進修，就是利用週末參加週末班或寒暑假班。』 

       『老師們有時候願意自費（研習），只要是他要自費還是利用寒暑假，他自己要

去研習還是什麼，我就是答應。』（S1P1-200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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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所有的人要學的東西，最重要的是根據他的興趣去選擇每一年做（進修）

一件事（課程），學校會安排符合我們學校文化與課程的六門課或八門課，讓

老師來選（進修）。』  

       『老師從各式各樣的大學或是社會的教育機構獲得各種學習（訊息），這些訊息

他們會提出他們個人進修的計畫或安排，學校會給他們支持。』  

       『我們認為自己內部的工作（學校本位課程）都練功練不好，所以可能（先）學

茶道、學古琴、學劍道，學其他的文化課程，因為工作（學校本位課程）還有

很多很多要做，如果一個老師把那些事都已經熟練了，或者是說他已經有所體

會了，他要再去外面（進修）再去學一點其他的東西，其實學校是很支持的，

如果老師同時兩邊都在學，我也是支持的。』（S2P2-20091204）  

 

       『老師的進修本來就是要的，與其教師教學上的來做一個專業的發展，總比你週

三就專門請人家（講師）來演講，那個有的老師會覺得沒什麼意義。我們學校

每一個月有ㄧ週的禮拜六必需要有半天進修活動，整個（全校教師）都要來這

裡研習，假日會使老師的假日那個（休息）時間上的縮短，因此有時候我們就

會兩個月辦一整天的研習，那就聘請一些（講師），讓比較需要的老師提昇老

師專業知能。』  

       『大部分老師的（校外）進修最多只能夠假日，沒有辦法用上課時間，因為不可

能用上課時間當讓你去進修，大部分都是假日，但是假日的時候，也有困難，

因為我們假日常常在辦學校活動，你（教師）不能參與的話，如果是因為自己

進修或者去做其他活動，那你（教師）一次沒有參加就要扣款一千塊錢，所以

老師在進修上就會有所阻礙，但是我們也是跟人事協調，提供老師一個變通方

式，學校辦的活動，如果老師因為進修不能來，那麼他就可以利用假日或者其

他的時間來做值班做一個補救。』 

       『平常就要做觀摩教學，那你（教師）只是在進行教師專業發展的時候，你自己

再做進修，自己做社團社群的討論，自己做教室的觀察，改進自己教學的缺點。』

（S3P3-20100112）  

 

       『該參加的（研習）都一定會參加，另外一個就是說，其實我們的要求會比較直

接，就像我剛剛在講的，因為提昇老師的數學能力，我們真的就是現場發考試

卷給老師，寫一寫上去解題，你（教師）寫出來（就知道）會寫不會寫。』 

       『研究所（進修），私立學校可能比較沒有那個時間，他們（教師）在學校時間

都整天排得滿滿的，除非他是去上假日班的，但是目前來講這一方面是不多見



 

 57 

 

啦，但也不是沒有。』 （S4P4-20100113）   

 

       『我們老師們進修的時間非常的少，只有週三、禮拜六，還有寒暑假，有時候用

專書研讀，比較正式的就是請教授過來，以面對面方式來談（專業對話），之

前我會要求他們（教師）談完以後要寫心得回饋，後來他們就（反應）太累了，

後來我就規定，如果有事你沒來（專業對話）的人，我們有全程錄影，你要看

錄影帶，然後要寫心得。』  

       『（教師）研究所進修還滿多的，他們利用假日、晚上，還有現在我們也容許他

（教師）就是有兩個半天的進修假時間去進修。』（S5P5-20100126）  

 

4.3.3  結合資訊規劃課程，進行資訊融入教學 

 

學校會購置相當多的資訊器材與設備，鼓勵教師進行資訊融入教學。除班級

教室內皆會建置電腦與教學投影機，以供老師利用多媒體進行教學外，亦可透過

資訊教師協助，或利用網際網路蒐集教學資源，以期能有更多元的教學方式及更

好的教學成效。 

 

      『我們教務主任（資訊能力）很好，他常常會找很好的（教學）網站，搜尋到就

馬上會把訊息告訴我們老師，像方案教學或很多什麼網站，（研習）現場馬上

做超連結，網站資料馬上就出來，所以這種東西（網站資料）我們老師是隨時

在用的，至於像品格教育的部份， 在輔導室主任這邊，我們也購買了很多的錄

影帶影片、光碟片，放在輔導室裡面，他（教師）隨時要用都可以隨時去拿。』

（S1P1-20091202）  

          

『我們（學校）有自己的（網路）專線，他（教師）可以到平台上去分享跟抓資

料，也可以到外面去抓資料。』 

『我並不反對老師運用電腦連結投影機進行教學，介紹幾個我們無法說得盡的畫

面，比方說我播放一支十分鐘的影片，或者我投影打出蝴蝶的四種圖形，（資

訊融入教學）我並不反對。』（S2P2-20091204）  

 

『一般我們都會鼓勵我們老師教學的時候，多利用資訊融入教學，因為現在的教

具製做比較少了，所以班級的級任老師，至少你（教師）教學媒體的運用，融

入你（教師）的教學裡面，你（教師）應該要重視，因為我們最近在辦老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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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運用資訊融入教學，用資訊的方式在進行教學，因為我們都有特別的資訊

老師，只要他（教師）有什麼困難，資訊的老師直接就進入班級來協助老師。』

（S3P3-20100112） 

 

『他們（教師）的課程都會有（資訊融入教學），大部分的資訊融入教學都是用

現有的那些單槍跟電腦、攝影機、相機設備來做進行，這部分應該都不會有什

麼問題，甚至於如果你（教師）需要的話，都還有人才可以支援。』

（S4P4-20100113） 

 

『我們（學校）都全部都幫他（教師）準備好，班班有單槍、班班有電腦，他如

果覺得說他這一節課，他有這個需要，他就自己來（資訊融入教學），我們沒

有一定強迫，其實並非說每一節課都這樣，他覺得這一個節我用某一種方式會

比較好，他們就自己來運用，教美術啦、自然啦、級任老師，他們覺得有需求、

有必要、效果會更好，他就自己來，因為東西（資訊器材）都全部幫他們掛好

好的，他們自己會 control 。』（S5P5-20100126）  

 

4.3.4  建立分享文化，增加知識資產價值 

 

校內網路資訊平台的建立，可供負責管理平台的教師或校內其他教師，將自

己製作的E化教學資料或搜尋到的網路教學資源，上傳至該資訊平台分享，透過

平台的教學資訊分享，可供其他教師上網瀏覽或下載參考使用，促進知識管理。 

 

        『學校有建立一個教學資源平臺，我們教務主任和輔導主任、資訊組長會進行

一些網路資料的收集，我們也有請王教授來帶老師做一些網站的連結，英文部

也有另外英文部的一個數位平台，老師上課有需要就去抓（教學資料）。』

（S1P1-20091202） 

 

        『在我們（學校）的內部我們有教師討論的資訊平台，可以把自己的教案或是

設計的東西，分享丟（上傳）到那個資訊平台上，把他們的知識跟心得感想，

在那個資訊平台中分享。』（S2P2-20091204）  

  

        『我們有一個FTP的平台，進入FTP後就會有一個公共公用台（平台），公用台

（平台）裡面有什麼資料，老師都可從那邊去抓（下載）資料出來，老師自己



 

 59 

 

也可以把它（資料）丟（上傳）進去。』（S3P3-20100112） 

 

        『我們都有一個共同資訊平台，每個人都有一個共用資訊平台，你（教師）可

以進去裡頭找資料，像我們平常出考題，就可以直接丟（上傳）考題上去，然

後學生的成績、學生的表現等種種資料，都可以一直上去（上傳），像我剛剛

show 給你（研究者）看的那一些，像剛剛那一章（資料夾）只是一個，那另

外還有滿多的，譬如說他們的影片啦、他們的東西（教學資料），其實都會在

上面（共用資訊平台）。』（S4P4-20100113）  

 

        『我們現在有 e 化檔案，e 化檔案老師必須把資料建（上傳）進去，建（上傳）

到 e 化檔案，每一個老師你的教學資料，像學習單啦，還有你的其它資料，我

們都要放在 e 化檔案裡頭，那個 e 化檔案就是（校內）老師自己看，我們不

對外公開。』  

        『會有少數的老師他不願意（分享交資料），但是我們會告訴他，你丟（上傳

資料）出去，你也可以從別人那邊得到，尤其是，以後上課的時候，就知道孩

子的舊（學習）經驗是在哪裡。』（S5P5-20100126）    

 

4.3.5  促進專業對話，鼓勵教師參加成長團體 

 

教師的教學知能需要不斷的成長與進步，除了經由校內外的研習及研究所進

修外，亦可透過教師學習社群的參與，或者教師團體專業的相互對話，藉由教師

專業對話中吸收教學新知，促進教師自我的專業成長。因此，學校非常鼓勵教師

參加校內外教學成長團體。 

 

      『我把它（學習社群）分成好幾個小組，每個小組比如說：這個禮拜我們兩個是

第一組的，我們這個禮拜一定要有東西 e-mail 給教授（審閱），教授指導我

們這個（品德教育）教學情形，所以我們這學期在做的品格教育是教學現場的

紀實。』 

『這個禮拜輪到我們兩個，我們兩個一定有這個東西（教學資料）e-mail 給教授，

那教授會看，看一看再 e-mail 回來，然後在下一個禮拜他（教授）來的時候，

就會拿（教學資料）出來在跟大家分享，後大家做一些批判跟修正。』 

『我們是這種學術對話專業，會先給主題讓老師實實在在去討論，是真正在討論

主題的，我把那個風氣（專業對話）建立起來，老師的小休息室就搬一兩張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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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幾張小椅子，他們（教師）就一個小團體五六個老師就可以坐下來專業對話。』

（S1P1-20091202）  

 

       『這個教師會議他們擁有非常高的決策權，所以他們彼此要去尊重，他們擁有這

個權利，那他們也要去學會傾聽別人的聲音，所以你會看見別人在哪個地方的

思考，在哪個地方好像比我還行，在哪個地方可能比我做得還要好，那麼會彼

此教導，彼此學習形成一個成長團體，其實我更相信他們的成長團體是來自於

他們自己這個團體。』（S2P2-20091204）  

 

       『我們的教師專業發展採取比較新的做法，就是你（教師）自己認為自己哪些必

須要加強的部份，你（教師）自己形成一個小的社群，比如說三、五位在語文

領域或者哪一個領域，那這個小社群你們可以自己去研究，你們自己就可以做

教師觀察，你們自己來做，做自己的教學改進，（學校）有這樣的一個研究的

社群。』 

       『將來我們會再用年段的方式，不用學年的方式，譬如說有中文的時間都是哪幾

天，那我們擇一天這個中年段的，或者高年段的，我們來形成一個讀書會，用

這種方式，這樣（參加）人員才夠。』（S3P3-20100112） 

     

        『我們目前（教師學習社群）是採用自願的方式，現在這個學習社群，我打算

下個學期再推，現在我也是讓他們慢慢的（發展），我不要硬性規定（參加），

那你們（教師）推（推薦教師）出來大家分享，然後大家會覺得說這樣很好，

那就會慢慢跟進，（教師學習社群）盡量不用很強迫的方式。』 

        『老師們是自己覺得有必要，就三、五個，他（教師）覺得自己在閱讀這個區

塊或是在語文教學這個區塊或是在作文這個區塊，我（教師）希望大家有一個

team 來共同來研討，他們（教師）就趣味相投的，或是比較能夠談得來的，他

們自己就去形成這個（教師學習社群），那既然現在已經有，我就把它再擴大

一點，我把這個社群再推廣一點，然後慢慢大家應該會跟進。』（S5P5-20100126） 

 

4.4 校園環境規劃策略 

 

4.4.1  依據教學特色，規劃校園環境 

 

教育內涵是校園規劃的主要設計理念，學校的校園環境規劃是以當初創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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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念與遠景為依歸，校園的規劃設計不管是整體校園環境分配亦或個別校舍的興

建內容，皆以實現學校本身教學理念及特色為目標。 

 

      『（創校）理念已經想好了，課程也規劃好了，完全就是按照這個（創校理念），

教室要做為什麼教室，教室空間規劃就是朝那個方向進行，比如說我們剛剛不

是說我們重視藝術人文，所以我這個學校視覺藝術教室大概是公立學校的三間

大，我們學生個別琴房就有做一些簡單的隔音設備，我們音樂教室也有做簡單

的隔音設。』（S1P1-20091202） 

 

       『先有教育的理想，先有教育的一個完整的圖像，那因為你有這樣一個教育的圖

像，有一個人類發展的圖像，你根據這樣的圖像再去描繪你的校園。』   

       『在人為的城市裡蓋建築物，它要跟環境融合，在都市環境中去蓋一棟建築物，

要跟左鄰右舍整個環境中做一個融合，我到每一個地方蓋一棟建築物我都希望

它是隱晦的，它是消失的，”人”才是建築的主體。』（S2P2-20091204） 

 

       『校園的整個規劃特色就是，它每一個層樓都有一個英語的專科教室，他們（學

生）的英文專科教室，所以學生在學習方面會比較方便一點。』（S3P3-20100112） 

 

       『我們樓上四樓，樓下兩樓，（校園）區隔就是左邊全部都中文，右邊全部都是

外語，所以這種區隔就是這間學校分兩邊，中文科、外語科，另外我們地下室

還有游泳池，所以就變成動、靜（教學區）方面都分很清楚，中外（語言區）

也都分很清楚。』（S4P4-20100113）    

           

       『我是想說在藝能科，藝能科的設備要足夠，我目前專科教室不夠，以後我如果

這兩棟校舍建好，我在ESR這個區塊，我在圖書方面、我在藝文的這方面，我

（教室）就會很足夠。還有學校有四班音樂增能班，校舍完成後就全部移到那

邊去，（音樂增能班）上課就不會干擾到別的班級，因為他們（音樂增能班）

經常要歌唱，有時候要發表，所以移過去，校園這樣就非常整體。』

（S5P5-20100126） 

  

4.4.2  徵詢專家學者專業意見，重視學習設施需求 

 

校園規劃與硬體建設皆須滿足學生的活動及需求，但由於學校教職員工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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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設備及空間規劃皆為外行或專業知識不足，因此為使校園教學環境能真正滿足

學生上課的需求，校學規劃常透過專家學者的協助與建議，以期建設出符合學生

學習需求的校園。 

 

      『當初在規劃的時候，就是要剛開始畫設計圖的時候，就請好幾個專家，有舞蹈

專家、戲劇專家、音樂專家，這些人就是當初籌辦學校時候的教學顧問，而且

都是留英、美、澳地利什麼的一堆，陶藝教室也是找全國陶藝理事會的理事長，

都是找這些專家學者來跟建築師對話，然後告訴他（建築師）音樂教室要設計

什麼，地板要什麼，然後陶藝教室裡面的設備要什麼，就是這樣設計出來，規

劃出來的，所以都非常好。』 

       『視覺藝術教室裡所有孩子使用的紙張、顏料、水彩筆、橡皮擦、美工刀等等，

什麼東西都是開架式的，然後有連號，上課你（學生）空著手來。學校整個規

劃上就是這個教室功用在哪裡，他（建築師）要把它（教室）規劃的很好。』

（S1P1-20091202）   

 

       『最近我們要蓋新的學校，我又邀請這些藝術家來繼續幫我們做其中的一棟書

院。』 

       『國小 6~12 歲這個階段，他最想長（發展）出來的是情感，所以這個時候充滿

想像，然後長（發展）出更多的情感，所以這時候我們根據孩子的想像力跟情

感，我最需要提供的是什麼樣的環境跟設備，能夠讓他的想像力，讓他的情感

在這裡得到舒解、得到學習、得到鞏固。』 （S2P2-20091204） 

 

       『我知道創辦人、建築師（創校初期）他們還去參觀很多學校，他們參觀很多很

好的學校，所以才做（規劃）了這樣子的校園設計，所以一開始有用心（規劃

校園）嘛。』（S4P4-20100113） 

 

       『我跟老師說：各人有各人的分工，你們（教師）就把課程弄好，把學生教好，

那至於建築啦、或是環境的這些方面，你們（教師）不需要去（笑）操心，我

當然不是專家，但是我會找專家過來規劃。』   

       『（校園規劃）也是有所取捨，我們還是以孩子的活動及需求為重，綠美化只是，

在他們（學生）的活動空間以外有足夠的空間，我們再來做，我們不會說希望

做得很美，然後他們（學生）空間少，孩子會叫（抗議）。』（S5P5-201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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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善用校園規劃，發揮境教功能 

 

學生的學習效果可透過校園環境規劃達成加倍效果，而且學生的學習不是只

有在課本或在教室內進行，亦可經由校園整體環境氛圍的製造，在潛移默化中促

使學生學習。而校園區域環境富有創意的空間設計，對於培養學生的情操亦相當

有成效。 

 

      『學校發展藝術，藝術能夠讓家長一進來看到就是視覺藝術，所以學校的裝置

藝術也好或是牆面上的佈置也好，都是學生的作品。學校有板塊教室，我們是

全國唯一有木工教室的小學，所以我們小一進來（入學）就要學會鋸東西、黏

東西、敲鐵釘，通通都要學會，所以我們的孩子不是只有讀書這一塊（方面），

我們的孩子（學生）將來絕對不是生活的白痴，他在家裡都很喜歡 DIY 的。』  

      『包括我們的品格教育，我們在一樓和地下室之間有個西班牙廣場，就是半戶

外的一個小演奏場所，我們幾乎每個月都在那裡欣賞（表演），包括劇場紙風

車、南天宮劇團、極至舞蹈。上個學期末我們請一個藝術老師在黑盒子劇場做

藝術欣賞兩個小時，我們孩子可以一坐，坐兩個小時，想上廁所自己安靜的離

開再進來。』（S1P1-20091202）  

 

       『我們的孩子可能從幼稚園讀到高中畢業也還沒看到它（書院）蓋好，再帶著他

的孩子回來我們學校就讀，可能會遇到蓋好，所以他們（學生）會經過三代人，

看到那一棟書院落成，這個時候可能我也不在（學校），不過不重要，重要的

是，這一群孩子他們這三代人都經歷了一堂課，這堂課就是人生要成就一件事

不可能是去想三年、五年、十年，你可能會去想二十年、三十年、甚至五十年、

一百年。』 

       『我們盡量把整個環境做到隱，盡量做到比較生態、比較原形，要給孩子越是原

形，越是原創，越是生態、自然的，在孩子內化以後的東西才可以再轉換成另

外一次的創新和開始。所以我們整個的環境塑造是在給孩子一個原形原塑，進

而可在這個原形原塑環境之中，他（學生）比較有原創性跟開創性，那他（學

生）也比較有能力去建構出不一樣的知識，所以應該說這個環境是有善於真正

的生長，整個塑造就是要提供有善的、自我實現跟自我完成的空間，（校園規

劃）比較強調原形原塑本質性的探討工作上。』 （S2P2-20091204） 

 

        『我們另外一區整個就是英語區，環境是相當獨立，而且外語的部分是完全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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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裡頭不准講中文，裡頭有外師、有ESL老師，整個（教學區）都是用英

文在上課，包括環境佈置都是外語。』 

『整個學校的各種設備材料來講，我們設備的質感都很好，就是讓他們（學生）

習慣在一種比較高品質的生活環境，提供一個最好的環境設備，讓你（學生）

要去愛惜它，培養學生做一種很高品質的展現。』（S4P4-20100113）  

 

       『我也在這個新校舍弄（規劃）一座太陽能，也是藉這個機會能夠讓孩子去學習，

去怎麼節能減碳，現在我們一直在推節能減碳，我們希望讓孩子們從這個小地

方，比如說，要關燈啦、冷氣到幾度的時候就不能去開呀，另外我們每一間廁

所都會有衛生紙，我們要怎麼樣節約使用啦，因為每一張衛生紙所用到的樹，

都室砍伐而來，或是什麼方面呀。』 

       『孩子們他就在這個美的環境內，形塑他們不同的性格，早上、課餘播放音樂，

是希望他們聽到美的音樂，然後看到的是美的東西，希望孩子在這個環境裡頭

能夠去潛移默化。』  

       『因為我們很重視品格教育，我們的孩子一定要工作，一定要打掃，我們是覺得

這個灑掃應對進退是孩子們的第一步、首要的，所以我們孩子們不會有驕氣。』

（S5P5-20100126）   

  

4.4.4  提供完善資訊設備，建立E化校園 

 

為強化學校各方面效率，及校園資料庫E化的建立，學校積極購置資訊相關

器材，透過充分的資訊設備配置及校園網際網路的建置，不僅協助行政人員業務

推行及強化宣導效率外，更藉由完善的E化校園環境，促進教學創新，而學校並

透過學校網站呈現辦學理念及教學特色與成果，家長與學校或班級導師亦可利用

網頁留言或 e-mail 信件方式，進行親師溝通及意見表達。 

 

      『對內有一個數位平臺，比如說教務處規定幾月幾號要丟出（上傳）什麼東西（資

料），大家通通都要丟到那裡（數位平臺）去，你隨時都可以上去（上網瀏覽）

看，我也可以上去看，你沒有這個（上傳資料）我也看不到，所以我就不需要

主任印 download 紙本給我，因為環保時代，也不用每次都印給我。』 

『我們（學校）每個學期寒暑假，我都要看老師有沒有在按照時間之內把課程教

學計畫寫（上傳資訊平台）好，我只要點（選）上去就看得到 可知道誰出來誰

還沒有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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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年教室裡面，老師都有一台電腦了，所以老師在處理成績或處理什麼都沒

有問題，第二年、第三年，我就建議董事會，教學的這個部份一定要每一年增

加一些資源，充實設備，就這樣（資訊設備）慢慢出來。』（S1P1-20091202） 

 

『我們（學校）有自己的（網路）專線，他（教師）可以到平台上去分享跟抓資

料，也可以到外面去抓資料。』（S2P2-20091204） 

 

       『我們有專門資訊的老師，有三位人員專門在做這樣（資訊）的支援，從我們的

網站上可以看得出來我們的資訊內容相當的豐富。』 

『學校也都是盡量在（資訊）硬體上，能夠供應就供應老師，像今年我們就花了

將近有六十萬，大概六十萬到八十萬，進行整個資訊全部更新。』

（S3P3-20100112）  

 

       『（資訊）設備每間（教室）有，我們在（添購資訊）設備方面來講，我們砸錢

（添購）其實都沒有問題。』 

『總務處最近才買了一臺四萬多塊的數位相機，老師有需要都可以借用，甚至於

如果你需要的話，都還有人才可以支援。』（S4P4-20100113）   

 

       『之前我們（學校）網頁的設計這一點做得還不夠，所以我還要借重大學這一方

面，來幫我們學校網頁再弄（架設）好，而老師們在班網也經常會跟家長們做

一些溝通，像那時候H1N1的時候，停課的時間，我們老師幾乎都借用班網跟家

長做溝通。』  

       『有時候家長不是很滿意，他就會藉著這個（網路）留言，就會跟我們（聯絡），

我們也是藉這個跟他溝通，那家長有時候有任何事情他也會寫 e-mail 給我，

或是給主任或是給老師，還有我們現在就是公文電子化，我們現在正積極在做。』 

  『我一直想要請大學教授幫我們學校網站把它弄好一點，我們的（班級）網頁

是老師們認真完成，所以我每一學期都有老師的班網的競賽，網頁競賽，我還

排名次。』 

『有時候我們有什麼事情，我們就直接用（學校網站）網路公布這樣，想說用

無紙的，不要用紙張。』（S5P5-2010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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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多元公共關係策略 

 

4.5.1  顧客導向經營，重視家長反應 

 

私立小學在招生上屬自由學區制，在自由市場機制下，學校的生存取決於學

生家長的選擇，學校相當重視家長的反應及需求，不只對家長提出的疑問及建議

須快速回應，對學生的照顧情形更為家長所在意，因此必須讓家長感受到學校的

用心及禮遇，進而對學校感到滿意，學校才能永續的經營。 

  

        『你找不到這麼透明（校園開放）的學校 我們為家長建設了兩層的地下停車場 

所以家長是隨時都可以送東西進來給學生，學校是完全透明（開放），因為他

（家長）來接孩子或送孩子來可以把車停在地下室，然後人坐電梯上來直接到

教室去。』（S1P1-20091202） 

 

        『私立學校要進行的行銷最重要的是給家長的滿足，家長的需求，跟家長的方

便性，那很重要，譬如說家長的需求，家長需要的是什麼東西，你（學校）在

行銷上要怎麼樣讓家長感覺到他受到了禮遇。』（S3P3-20100112）  

 

       『萬一剛好今天上學的時候在下雨，我們是不會讓孩子淋到雨的，我們會做到這

樣子，從孩子打開車門，我們的老師已經撐傘就直接把他帶進學校哩，其實這

個小動作可以讓家長感受到學校對孩子的用心照顧。』（S4P4-20100113） 

 

       『我們只要讓家長安心、放心，把我們（學校）的形象弄好、塑造好，家長信任

我們，我們就夠了。』（S5P5-20100126）  

  

4.5.2  適時獎勵、關懷學校成員  

 

學校不只重視家長，對於校內成員亦會適時適宜的規劃成員福利，透過各種

不同的方式表達對成員的關心，使學校成員在對學校投入及付出時，能及時感受

到學校的重視，進而對學校產生歸屬感。 

        

       『我曾經買過現搾飲料讓大家挑，而且我都告訴他們就挑50塊以上的，然後也

有請過老師吃紅豆餅，大概就是我跟主任偶爾會跟老師撒嬌（慰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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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也都知道老師很辛苦，我們就會藉理由或藉機會，如一個活動辦完

了，或者是一個事件結束了，大家真的是忙完了，我們就會藉機會感謝老師

配合。』（S1P1-20091202） 

 

『內部的行銷就是跟老師之間互動的情形，關係的良好，跟了解老師的需求，

這是內部的行銷部分，關懷老師這種部分都應該要做到。』（S3P3-20100112） 

 

『我們也是有教師自強活動，那都是董事會編經費。』（S4P4-20100113） 

 

『把內部教師（關係）這方面整個弄好，只要跟老師做充分溝通，你關心他、

你關懷他，很多時候以同理心去感受，你同理他的立場，其實老師們也滿明

理的，他不會說去故意去那個（反對），另外我們有一個教聯會，所有的聯

誼活動都是由這個教聯會來處理。』（S5P5-20100126） 

 

4.5.3  設置專職人員，建立人人公關觀念 

 

為能招收足夠的學生數，學校設置有負責公關人員從事學校行銷、招生等公

關活動，而教學現場是學校公關的第一線，教師教學評價好，自然獲得家長的認

同，家長有口碑就會幫學校宣傳。因此，學校公關活動的執行並非只有專責人員

進行，學校成員人人都在進行學校公關。 

 

      『教務處會兩個禮拜抽查一次聯絡簿，抽查好了，他會看只要家長有一些行政部

門的意見或者教學方面的意見，是老師沒辦法（回應），那是政策性的，老師

沒辦法處理的，他會馬上拷貝一份給我，我就馬上交代下去，這是英文部的給

英文，這是訓導的給訓導，然後我們會去追蹤。』（S1P1-20091202） 

 

       『我們家長都會一對一、或者小組式的來參加我們的座談會，學校參加的人員有

時候是我們的老師、主任，或者是行政人員，但他們大部份也會邀我能夠跟他

們有一段時間的談話，利用創辦人利用學校的執行長來跟他們談一談這學校的

理念和辦學。』 

       『基本上他們（教職員）必須具備這種（溝通）能力，可以跟家長做溝通者，然

後做為解說者，這個是一定要的。』（S2P2-2009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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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學校特別設一個家長服務處，設置有一個主任跟一個職員，他的工作不用

做教學工作，就是做家長服務』。 

       『我常常也跟老師講說：家長送這過來，那也許因為小孩子比較低，年紀比較弱

小，一年級，那坐車不方便，我們當導護就在車旁，順便他沒有辦法來提他的

書包，你過去幫他提上來，把門關起來。』（S3P3-20100112） 

 

       『其實是每一個人（教師）都是都是在做公關，包括你老師你若給人家教學教得

很好，家長就有口碑啦，他就會幫你宣傳吶，所以其實老師都是（公關），我

在想所有教學工作現場的人應該都是最重要的第一線，那如果額外彙整的可能

都是註冊組長啦。』（S4P4-20100113）    

    

       『我們有兩位（主任）是做比較負責公關的部分，像我們在平面媒體的行銷啦，

還有對記者方面的這些我們會有專人負責，然後呃，像如果說要出去招生什麼，

這個主任們要去負責。』  

       『我們老師在學期初開班親會，我要老師把他經營的特色、經營的方式，用power 

point非常清楚的跟家長交代，還有我們老師也經常會跟家長，有的時候班網啦

什麼，跟家長做溝通，如果溝通好的話，家長信任你就OK。』（S5P5-20100126）  

 

4.5.4  經費自足，堅守教育本質 

 

私立學校很少能獲得政府的補助，甚至是沒有，因此在校務經費上完全自足，

相關經費需求由學校董事會審核支持，因此可免除許多外界的影響，學校教育完

全自主不受干擾。 

 

      『在私立學校這一點公關的部分幾乎就很少，因為我們沒有拿政府的一毛錢，所

以這一個部分，公關的部分幾乎就比較不用花時間，就是對外的公關，因為比

較不用去爭取一些經費，所以所有的時間都是在校內，有更多的時間跟老師一

起成長、學習。』 

       『那時候（創校）還有很多設備都跟公立學校一樣，一開始而已，不可能什麼東

西都有，第二年我就建議董事會要裝（資訊設備）......，第二年、第三年，我就

會建議董事會，這個教學的部份一定要每一年增加一些資源，充實設備。』

（S1P1-2009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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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師所提出來的這個設備所提出來的，我們都會有定期的改善，我們會提董事

會，譬如說我們這一次的，譬如說我們的這一這一個學期我們的整個電腦我們

更新，就是我們提出來跟董事會講說電腦已經相當的陳舊了，必需要改善，那

就看他（董事會），可以可以改善就整個整個全部改善。』（S3P3-20100112）  

 

       『我們沒有拿政府的經費呀，所以就比較不用跑那一部分（公關），我們不會像

公立學校說，因為你要跟人家要經費來幹什麼，經常就要跟他們有一些關係，

這我們是比較沒有這一部分。』（S4P4-20100113） 

 

       『每一年到三月，我們要編列預算，我們現在的金額編列預算，然後要董事會這

邊通過，他認為說OK你們可以做，我們就可以做。』  

       『公立學校的時候（辦活動），都是有沒有民意代表啦、什麼什麼什麼，我們在

這裡（私立小學）不一樣，我運動會的時候，我不發請帖給他們，像我這次辦

這麼大的活動，我也沒有給他們，因為我覺得政治跟教育是兩碼子的事情。』

（S5P5-20100126）    

        

4.5.5  運用各種管道向家長進行校務宣傳 

 

私立小學的學生來源不定，為使學校能夠招收足夠的學生以維持校務運作，

學校平常會透過網站或辦理活動等各種方式，將辦學理念及教學特色與教學成果

展現出來，並且在每年新生報到時期，更會辦理許多新生說明會以吸引家長選校

就讀。 

 

       『我們會辦非常小，大概差不多三、五個座談會，可以近距離的看到父母跟孩子

可以直接對話。然後我們談到最後兩個小時之後，可能他會再花第二次時間再

帶孩子來跟老師再相談，他對於這樣的教育理念還有沒有什麼憂心之處，有沒

有什麼不解之處，然後再來做選擇（入學否）。』  

       『我們透過學校或我們的基金會跟電台合作推動共同節目，透過電台不斷的傳遞

美的聲音跟思想，不斷透過電台跟一群外在我們不認識的或認識的人在溝通，

然後以上節目是由我們道合實驗學校或道合教育基金會贊助，接受我們表達一

種觀點那我們大部份透過這種觀點跟方式來跟大眾聯繫，另外一個就是跟國美

館跟德國威察博物館跟一些像這樣子的一些社會教育單位共同策劃或者主辦、

協辦，各式各樣的具有開創性的，然後讓社會大眾能夠去參與，這也是我們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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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管道。另外一個就是說這個村子的家長本身就是志工，這一群志工也會有

他們自己的社群，這些社群會因為他們而被帶到我們這個村子（學校）來參與

節慶、生活與美學，我們有不同的慶典，所以這些社群會帶他們的朋友參與慶

典這也算是一種管道，然後再來的話就是可能配合一些參訪，因為這個學校其

實有蠻多體制內體制外國內國外，很多人來我們學校參觀。』（S2P2-20091204） 

 

       『校外的都是用網站的方式，我們學校的網站隨時會更新，我們定期的都有電子

週刊，兩個月都有雙月刊，那每一個月都有note的資訊，所有的家長在我們的

網站都有（瀏覽）報導主題。』   

       『新生我們辦理招生說明會，像我們最近就在辦招生，辦招生的時候就是我們自

己內部葳格幼稚園的升小一的說明會，那我們會再定點的地方，譬如說我們會

去拜訪所有幼稚園去發DM啦，那比較比較高級社區的部分，我們會進去裡面

辦說明會。』（S3P3-20100112）  

  

       『有時候要做一些手冊啦，還是單張啦，甚至於外頭我們有廣告，我們也是要打

廣告的，我們有的會在車廂，有的甚至於到時候可能會在電視，有的時候會在

收音機。』（S4P4-20100113）  

 

       『有透過平面媒體在做一些公關的活動，還有就是發DM啦，有時候我們會夾報，

發一些我們的DM，另外在我們學校開說明會，三月份，我們會開一場，四月

份大概開一場至兩場，我們大概會開兩場至三場。』（S5P5-20100126） 

    

4.5.6  以辦學績效吸引家長教育選擇 

 

教學績效是學校最重要的行銷，家長為小孩選擇就讀學校其第一優先考量

者，仍是以學校教學績效為先。學校教學有效能自然就會有口碑，再透過家長的

口耳相傳及推薦，就能吸引學生家長對教育的選擇。 

 

      『口碑出去了人家就會過來，我們完全不做行銷，完全是靠家長口碑的，這個你

自己很清楚需要時間，課程教學本來就是要時間，要時間家長才看得出來。』

（S1P1）  

 

      『要建立一個品牌或者是要建立一個定位，他絕對不是一時一刻，他是一種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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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累積，對所謂的做行銷做公關，用公關做行銷，這個概念最好是回到你的

核心價值，回到你的學校的核心價值跟意義去探尋。』（S2P2-20091204）  

『因為成績，你再怎麼廣告，你的成績，你的網站的成績、你的這個全民英檢、

你的英文能力、你升私中的能力，這個就是最終的就是成績啦，你沒有那樣的

成績，倒是很難吸引到那個（家長），那因為大家所有的內部設備內容大部分

是差不多，最後就是培養出來的學生他的成效如何，學習成就如何，家長比較

重視這一端。』（S3P3-20100112）  

 

       『教師直接的教學效能、效果、成效你們如果去展現呀？這個是最直接呀，因為

剩下的有什麼比賽成績啦、做什麼啦，那個我們現在說歸說啦，那個如果是別

人的孩子得到的成績又不是你自己的孩子，你最多只也知道，這間學校這所學

校是有在努力啦！』（S4P4-20100113）  

 

       『口碑是最重要，家長的口耳相傳很重要，而且家長有時候，他如果對你（教師）

不信任的話，他在下面就會發酵（散撥），這個是很可怕的。』（S5P5-20100126）  

 

4.6  經營策略重要性之分析 
為分析私立小學四構面中各經營策略之重要次序，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針

對原受訪者提供問卷（附錄二），共發出5份問卷回收4份，依受訪者在各項策略所

填次序，次序為1者為最重要之經營策略分數最低，進行加總與平均，所得結果如

表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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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經營策略之重要次序 

學校行政領導策略 平均 次序 

9.強化本位課程特色，提升學校競爭能力 1.00 1 

3.勇於嘗試改變，鼓勵成員創新 2.75 2 

1.強化會議功能，走向集體領導模式 3.00 3 

8.以顧客導向，尊重家長選擇權 3.75 4 

2.建立典範學習與回饋機制，促進品質管理 4.75 5 

6.跟隨學校願景，凝聚教學共識 6.50 6 

5.鼓勵成員自我表現，促進教師增權賦能 7.00 7 

4.多元溝通化解反彈及衝突，積極汰除不適任教師 7.50 8 

7.形塑優良組織文化，促進成員積極投 8.75 9 

教師專業發展策略 平均 次序 

1.引導教師專業發展，促進教學品質提升 1.25 1 

2.重視實務與分享，鼓勵教師進修研究 2.00 2 

5.促進專業對話，鼓勵教師參加成長團體 3.00 3 

4.建立分享文化，增加知識資產價值 4.00 4 

3.結合資訊規劃課程，進行資訊融入教學 4.75 5 

校園環境規劃策略 平均 次序 

1.依據教學特色，規劃校園環境 1.25 1 

2.徵詢專家學者專業意見，重視學習設施需求 2.00 2 

4.提供完善資訊設備，建立E化校園 3.25 3 

3.善用校園規劃，發揮境教功能 3.50 4 

多元公共關係策略 平均 次序 

6.以辦學績效吸引家長教育選擇 1.75 1 

1.顧客導向經營，重視家長反應 2.25 2 

5.運用各種管道向家長進行校務宣傳 2.75 3 

3.設置專職人員，建立人人公關觀念 3.75 4 

2.適時獎勵、關懷學校成員 5.00 5 

4.經費自足，堅守教育本質 5.50 6 

 

由表4-1之平均數可以得知，私立小學校長認為學校行政領導策略中最重要前

三項，依序為強化本位課程特色，提升學校競爭能力、勇於嘗試改變，鼓勵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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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及強化會議功能，走向集體領導模式。 

教師專業發展策略中最重要前三項，依序為引導教師專業發展，促進教學品質

提升、重視實務與分享，鼓勵教師進修研究及促進專業對話，鼓勵教師參加成長

團體。 

校園環境規劃策略中最重要前三項，依序為依據教學特色，規劃校園環境、徵

詢專家學者專業意見，重視學習設施需求及提供完善資訊設備，建立E化校園。 

多元公共關係策略中最重要前三項，依序為以辦學績效吸引家長教育選擇、顧

客導向經營，重視家長反應及運用各種管道向家長進行校務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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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本研究旨在分析私立小學經營策略，透過對私立小學校長之深入訪談，經訪

談記錄比對及分析，歸納出私立小學共四構面24項經營策略，使得校務經營績效

卓越，並建立私立小學經營策略命題，以提供公立小學在學校經營管理實務及學

術研究之參考。 

        

5.1.1  行政領導策略 

 

依據研究結果，經營績效優異私立小學的學校經營辦學理念與願景，皆在創

校規劃時即已訂定完成，學校在達成辦學理念及願景目標下，十分鼓勵教師發揮

創意，以創新的方式達成敎學目標，並透過會議的召開，進行充分的意見溝通及

經驗傳承，促進校務品質的管理與提升，而在學校成員能力的培養上，更是藉由

活動的規劃及舉辦上，充分授權對使教師能增權賦能，加上資訊設備的積極設置，

強化了學校行政效能及敎學特色，同時對不適任教師的迅速處理，提升了私立小

學的競爭力。依據研究結果，私立小學行政領導策略如下： 

  

1. 強化會議功能，走向集體領導模式 

學校的行政已不再是一人決策，校務的決策會藉由各式會議的召開，在會議

中透過眾人的討論而形成共識，並以會議中的共識成為決策，做為校務推行的依

據。 

 

2. 建立典範學習與回饋機制，促進品質管理 

學校進行各項會議或活動時，皆會安排學校資深成員與資淺成員彼此互動，

讓資深成員提出意見及分享自己的經驗，而資淺人員則能從中學習到經驗，更能

從討論中立即獲得意見回饋，使校務推行品質能持續提升。 

 

3. 勇於嘗試改變，鼓勵成員創新 

學校要能持續經營就要有所改變及創新，不只行政事務推行要有創新的作

為，教師的敎學觀念及教學敎法也必須跟著社會環境的改變而創新求變，以使學

校不被社會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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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元溝通化解反彈及衝突，積極汰除不適任教師 

為使校務推行能減少阻礙，私立小學經常透過各項會議及管道進行溝通，使

成員能充分瞭解校務並化解疑慮，並對於無法勝任或不配合校務推行教師，則透

過學校內機制進行汰換以使校務順利推行。 

     

5. 鼓勵成員自我表現，促進教師增權賦能 

為進行學校人才培育，私立小學鼓勵教師辦理各項教學活動，透過活動的規

劃與進行促進成員的增權賦能，使教師的教學能量能逐漸累積，並從中栽培未來

學校的行政人員及重要幹部。 

     

6. 跟隨學校願景，凝聚教學共識 

校長經常利用各種場合向教師說明、傳達學校辦學願景，使教師能充分了解

學校辦學方向，透過教師對學校辦學理念的認同，進而形成教學共識，使全校教

師能朝著共同的方向而努力。 

     

7. 形塑優良組織文化，促進成員積極投入 

校長為使學校教師有正向的教學態度及思考，會利用各種機會向教師傳達正

向觀念，促使教師發展出優良組織文化，進而認同學校教育理念，共同為學校及

教育付出。 

     

8. 以顧客導向，尊重家長選擇權 

學校將家長當作是教育的消費者，學校的教學則是產品，不但重視家長對學

校教育方式或方法的意見，對於學生照顧層面的服務更是用心，並且賦予家長為

其子女選班級或換班級的權利。 

     

9. 強化本位課程特色，提升學校競爭能力 

學校為了能夠在教育市場上競爭，除了構思教育的「藍海策略」規劃學校本

位課程與其他學校作區隔外，對於本位課程的發展與創新更是不遺餘力，以期強

化學校教學特色，創造學校競爭力。 

 

5.1.2  教師專業發展策略 

 

根據研究結果，經營績效優異私立小學校長相當重視教師敎學能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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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教育願景與理念必須透過教師的優異敎學方能實現，而教師敎學良窳則端

視敎師是否有高度的敎學效能，因此私立小學校長除固定時間安排教師集體進修

研習外，亦支持教師依自我敎學需求參加校外進修活動，而校內除研習外，更鼓

勵教師在課餘時間或在學校另行安排時間下參加教師成長團體，期望透過學校固

定安排的進修外，更盼望教師在自我成長動力的趨使，依照自我敎學專長及敎學

領域選擇成長團體，透過同質性高同儕的專業對話及互動，促使敎師敎學專業發

展，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達成學校願景及理念的實現。根據研究結果，私立

小學教師專業發展策略如下： 

 

1. 引導教師專業發展，促進教學品質提升 

社會環境改變，家長對學校、學生對老師的要求也隨著不同，教師必須隨時

自我要求、自我成長，因此透過學校多元化引導，促使教師自我專業成長，進而

達成提升教師教學品質目的。 

 

2. 重視實務與分享，鼓勵教師進修研究 

為使教師教學觀念及教學技能提升，私立小學經常辦理研習以使教師獲取教

學新知，而研習內容多為教學現場實務探討、教學經驗分享，以確實貼切教師教

學進修需求，並且鼓勵教師進行教學研究或透過多元管道進修成長。 

     

3. 結合資訊規劃課程，進行資訊融入教學 

私立小學積極進行資訊融入教學推廣，除了完善的資訊設備設置，加上多媒

體輔助教材的運用及網際網路的普及，使得教學能藉由網路充沛的教學資源，以

及生動活潑多媒體的輔助，不僅提升學生學習興趣，更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4. 建立分享文化，增加知識資產價值. 

私立小學鼓勵教師將自己的教學資源與校內其他教師分享，教師教學不再是

孤軍奮鬥，為使教學資源能獲得最大的運用，學校皆建置教學資源分享的資訊平

台，供所有教師分享或下載教學資源，大大減少了教師教學準備負擔。 

 

5. 促進專業對話，鼓勵教師參加成長團體 

學校教師成長管道並不限於參加研習或者上課進修，教師之間相互對話討論

亦是一種教學專業成長契機，教師團體中資深教師對資淺教師教學經驗的傳承，

以及專長教師專業技能的分享，都能促使教師專業成長，因此，私立小學鼓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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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間進行專業對話，支持教師參加成長團體，以期教師專業持續提升與精進。 

 

5.1.3  校園環境規劃策略 

 

校園規劃設計目的在於能輔助教學，使教師在教學上能獲得充分的支持，訪

談結果發現，經營績效優異私立小學在進行校園規劃時，會依據創校時的教育願

景及所要呈現的教學特色，做相關的妥適規劃與設計，使得校園區域的配置或是

校舍內的室內設計，都能貼切於教學需求並輔助教學，且透過整體校園氛圍的製

作或校園角落的精心安排，使學生能在精心塑造的校園環境下，深受校園環境影

響進而達到境教效果。從訪談結果發現，私立小學校園環境規劃策略如下： 

 

1. 依據教學特色，規劃校園環境 

教學是學校最主要的活動也是最終的目標，校園規劃也是以達成教學目的為

準則，因此校園環境的規劃不只要讓學生有舒適的學習環境，更要能輔助教學達

成學校教育目標。 

     

2. 徵詢專家學者專業意見，重視學生學習需求 

教師的專業在教學，因此在校園規劃及設計上，私立小學相當倚重外界的專

家學者，透過專家學者的協助，提供校園規劃意見，並依專家學者意見建設出真

正滿足學生學習需求的環境。 

     

3. 善用校園規劃，發揮境教功能 

學生一天之中待在學校的時間相當長，校園環境氛圍將時時影響學生學習，

為能使學生的學習有加乘效果，學校在校園規劃上相當重視校園環境教育功能，

藉由校園境教功能的發揮，以輔助學生的學習及情操的培養。 

     

4.  提供完善資訊設備，建立E化校園 

學校教育為能跟隨時代的快速變遷，除建置校園網際網路隨時擷取新資訊

外，更建構完整的校園資訊設備，期望透過E化校園建置，使得校務的推行更快

速、公開且方便，也能讓家長更認識學校、認同學校。 

 

5.1.4  公共關係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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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分析結果，經營績效優異私立小學校長認為，私立小學校長本身並不需

要應付外界的應酬及廣結善緣，校長最重要的角色在帶領學校成員共同為達成學

校願景而努力，在經費需求上，只要學校經營的好，學生的學習有成效，家長自

然就會受到辦學成效的吸引而選擇讓其子女就讀，而學校經營所需的經費就可以

從新生入學及源源不絕的轉學生中，獲得充分的經費支援。因此，私立小學經費

並非受教育機關補助，所以不會受到教育機關太多的管制或相關繁雜行政程序干

擾教學，更不是求助於外界支援，因此可以避免因募款或申請經費補助而受到外

界的不當干預，也因為私立小學沒有外來的種種限制或干預，在教學上更能堅持

教育本質，一切以教學為依歸，充分發揮學校教育功能。從分析結果發現，私立

小學公共關係策略如下： 

 

1. 顧客導向經營，重視家長反應 

私立小學招生完全依賴家長對學校的認同，學校教學必須要能讓家長認同並

吸引家長，任何使家長不滿意的教學或服務，都將使得家長辦理其子女轉學，選

擇他校入學就讀，家長及學生就如同消費顧客，學校必須要有好的教學成效及完

善的學生照護，才能有源源不絕的學生選校就讀。 

    

2. 適時獎勵、關懷學校成員  

學校辦學成功與否端賴教師的教學，私立小學為使教師能對教學積極付出與

貢獻，學校經常會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管道，時時關懷協助教師，對教師的努力及

貢獻表達感謝並適時提出獎勵，展現出學校對教師的重視。 

 

3. 設置專職人員，建立人人公關觀念 

私立小學重視家長意見亦關懷教師，在校內外的公共關係方面皆有安排固定人

員統籌辦理，然而學校是一體，教師更是最直接面對家長的人員，家長對老師教

學滿意才是最佳的學校公關活動，每一位教師都是學校的公關人員。 

     

4. 經費自足，堅守教育本質 

私立小學的經費絕大部分來自學生繳費，由於沒有接受外界補助，學校辦學

更能符合創校教育理念，透過教育的自主，不但能貫徹學校辦學理念、實現學校

願景，更能不受外界影響，秉持著教育根本進行教學活動。 

     

5. 運用各種管道向家長進行校務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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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學校越瞭解家長才能安心讓其子女入學就讀，為使家長充分瞭解學校辦學

理念與成效，私立小學經常利用各項機會向學生家長說明及傳達，以使學生家長

能更認識學校，進而能深受學校吸引，促成家長教育選擇的目的。 

 

6. 以辦學績效吸引家長教育選擇 

學校要吸引家長及學生必須要有好的教育口碑，而好的教育口碑則來自於學

校的辦學績效，優異的辦學績效，不但能增加學校的知名度，更能吸引家長對學

校產生興趣與瞭解，進而達成學校選擇的目的。 

 

5.2  建議 
 

根據本文研究結論，針對公立小學經營策略及後續研究提出以下建議。 

 

5.2.1  對公立學校經營策略的建議 

 

1. 持續本位課程發展，促進家長教育選擇 

學校發展的本位課程特色是家長選校考量的主要因素之一，本位課程發展要

有成效必須長時間推行，不因校長的更換，或者學校專長教師的調動缺乏師資，

而改變學校發展特色，以免造成之前已投入發展本位課程資源的浪費，以及學校

特色發展不連貫等不利因素，使得學校沒有吸引家長選擇的誘因。因此，學校應

延續最初本位課程的發展內容，使學校辦學特色能延續以獲得家長認同，促使家

長願意為其子女選擇就讀。 

 

2. 積極處理不適任教師，避免形成不良組織文化 

教師是學校教學活動的執行者，當學校教師產生不適任情形，或者不配合學

校相關活動辦理時，學校應透過校內機制對於不適任或不配合教師進行輔導甚至

解聘，避免不適任教師繼續留校教學，使得其他教師仿效不當行為，造成對其他

教師產生不良影響，甚至形成不當團體，進而導致影響教師教學士氣，形成不良

組織文化，阻礙校務發展。 

 

3. 鼓勵教師資源分享，增加教學資源經濟效益 

學校教師為促進教學成效，經常花費許多時間、人力，透過各種管道取得教

學資源，來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為使教師辛苦收集的教學資料能更廣泛的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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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發揮最大的經濟效益，學校應建立一套教學資源分享平台，供教師分享教學資

源，透過教師合作充實平台內教學資源，不但能使教學資源多元化，促進教學內

容更充實，亦減少教師蒐集教學資源的負擔，使教師能有更多的時間研發教材、

創新教學。 

 

4. 依據學校本位課程，積極辦理相關進修活動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不但能建立學校特色，完成教育目標，更能吸引家長認同

提升學校競爭力，而學校本位課程教學品質的良窳，端賴教師教學能力是否足夠，

為促進本位課程品質管理，學校應經常舉辦學校本位課程教師進修活動，促使教

師在本位課程教學技能的提升，使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能達到預期目標，建立學校

特色。 

 

5. 進行學校形象管理，爭取家長認同 

學校發展公共關係時，應避免各處室個自進行形成學校資源浪費，因此，在

學校努力辦學的同時，除需要有專責人員將學校辦學方針、各項特色、教學成效、

優勢校園環境進行公關管理，以充分提供給家長及社會大眾瞭解外，學校的公共

關係更需要所有成員一起努力，提供家長高品質的服務，有禮貌的態度，建立優

良的學校公共關係。 

 

5.2.2  對後續相關研究的建議 

 

1. 研究對象 

本研究訪談私立小學之校長，多數是由公立學校退休轉任，學校經營策略可

能受到任職於公立小學時之思考模式影響，因此建議後續研究以非公立學校校長

轉任為研究對象。另外，本研究訪談學校未擴及其它地區，在研究結果的推論只

能以台中地區為例，建議後續研究可擴大研究範圍。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深度訪談為主，文件資料分析為輔，建議後續研究進入經營績效優

異私立校學實施參與觀察，除實際觀察紀錄校長作為，更可加入親師生對校長學

校經營層面的描述，以更了解校長經營策略實施之效果。 

 

3. 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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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著重於校長對學校相關經營層面之策略分析，在研究結果的推論上，僅

能就校長經營層面分析，無法全面呈現經營績效優異學校學生數成長全貌，建議

後續研究可加入該校家長選校的變項，以取得家長及校長對學校經營策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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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私立小學經營策略分析」訪談大綱 

 

 

 

 

 

 

 

 

 

 

 
 

 

一、 請問擔任校長職務已有幾年？在貴校服務多少年？ 

二、 請問校長選擇到貴校服務的原因為何？ 

三、 請問貴校行政領導策略（方式）為何？ 

（一）在組織結構領導上的具體做法？ 

1. 在行政業務推動及經驗傳承方面 

2. 在行政領導及教學品質管理方面 

3. 在鼓勵創新方面 

（二）在成員溝通上的具體做法？ 

1. 組織的衝突為何？如何處理？ 

2. 成員是否參與決策？ 

（三）在成員增權賦能上的具體做法？ 

1. 如何規劃成員增權賦能？ 

2. 如何引導成員積極投入學校？ 

（四）在組織願景上的具體做法 

1. 學校願景為何？ 

2. 成員是否參與願景塑造？ 

3. 組織文化為何？ 

4. 校內有哪些教師團體？ 

（五）提升學校競爭力的具體做法？ 

1. 學校的競爭力為何？如何提升？（學校的競爭優勢與機會為何？如

何修正劣勢與威脅）  

2. 如校有何特色？如何形成與維持？ 

校長日安：     

貴校在校長您的領導下，教學成效卓越，雖然面臨少子化招生不易的情

況，卻是獲得貴校家長的支持與讚揚，使貴校在招生上突破困境。 

    後學目前任職於公立國小，並就讀於勤益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因

深感私立小學經營成效之優異，而對私立小學經營策略產生興趣，在本所林

水順博士的指導下，進行「建構私立小學經營策略概念架構」之研究。本訪

談資料僅供學術研究參考，絕對恪守研究倫理，您對本研究的協助及貢獻無

限感激。 

敬祝 

道安 

                                        勤益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 

                                         研究生：劉漢啚 

                                         指導教授：林水順博士 

莊英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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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資訊運用方面有哪些？如何引導運用在教學上？ 

四、 請問貴校教師專業發展策略（方式）為何？ 

（一）如何組成團隊社群？運作方式為何？ 

（二）教師進修意願為何？大多採取何種方式？ 

（三）資訊融入教學的推行與方式為何？ 

（四）有無知是管理系統？如何運作？ 

（五） 教師專業發展的文化如何建立？成效如何？       

五、 請問貴校在校園環境規劃策略（方式）為何？ 

（一） 校園規劃特色為何？ 

（二） 創新與學生需求如何達成平衡？ 

（三） 如何使校園環境發揮境教功能？ 

六、 請問貴校在公共關係策略（方式）為何？ 

（一）學校公共關係對象有哪些？ 

（二）學校有哪些成員在進行公關相關事務？ 

（三）有限的經費下如何滿足教師的教學需求與家長的要求？ 

（四） 貴校透過哪些方式進行公關活動？最有效的公關方式為何？ 

七、 您認為對學校經營影響最大的因素為何？ 

八、 對於今日內容校長要再補充之處？ 

 

 

 

【非常感謝校長的協助及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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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一、行政領導策略 

＊填寫說明：在下列之經營策略上，請個自評定其在校學校經營上之重要性，最

重要的請填入阿拉伯數字「1」，次要的請填入阿拉伯數字「2」，以下類推，依

其次序填入數字。感謝校長的協助！ 

 

經營策略 次序 

強化會議功能，走向集體領導模式  

建立典範學習與回饋機制，促進品質管理  

勇於嘗試改變，鼓勵成員創新  

多元溝通化解反彈及衝突，積極汰除不適任教師  

鼓勵成員自我表現，促進教師增權賦能  

跟隨學校願景，凝聚教學共識  

形塑優良組織文化，促進成員積極投入  

以顧客導向，尊重家長選擇權  

強化本位課程特色，提升學校競爭能力  

 

校長信安： 

    感謝校長先前在「學校經營策略」的研究訪談過程中，對本研究的協助

及幫忙，透過對私立學校校長的訪談中，將訪談的內容共整理出四大構面24
項經營策略。 

    為使研究內容更為嚴謹及周延，並了解各經營策略的重要次序，懇請校

長再次填寫本問卷，本研究對您的協助及貢獻，深表感激。 

敬祝 

道安 

                                        勤益科技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 

                                        研 究 生：劉漢啚 

                                        指導教授：林水順博士 

莊英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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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專業發展策略 

＊填寫說明：在下列之經營策略上，請個自評定其在校學校經營上之重要性，最

重要的請填入阿拉伯數字「1」，次要的請填入阿拉伯數字「2」，以下類推，依

其次序填入數字。感謝校長的協助！ 

 

經營策略 次序 

引導教師專業發展，促進教學品質提升  

重視實務與分享，鼓勵教師進修研究  

結合資訊規劃課程，進行資訊融入教學  

建立分享文化，增加知識資產價值  

促進專業對話，鼓勵教師參加成長團體  

 

三、校園環境規劃策略 

＊填寫說明：在下列之經營策略上，請個自評定其在校學校經營上之重要性，最

重要的請填入阿拉伯數字「1」，次要的請填入阿拉伯數字「2」，以下類推，依

其次序填入數字。感謝校長的協助！ 

 

經營策略 次序 

依據教學特色，規劃校園環境  

徵詢專家學者專業意見，重視學習設施需求  

善用校園規劃，發揮境教功能  

提供完善資訊設備，建立E化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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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關係策略 

＊填寫說明：在下列之經營策略上，請個自評定其在校學校經營上之重要性，最

重要的請填入阿拉伯數字「1」，次要的請填入阿拉伯數字「2」，以下類推，依

其次序填入數字。感謝校長的協助！ 

 

經營策略 次序 

顧客導向經營，重視家長反應  

適時獎勵、關懷學校成員  

設置專職人員，建立人人公關觀念  

經費自足，堅守教育本質  

運用各種管道向家長進行校務宣傳  

以辦學績效吸引家長教育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