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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國小教師領導風格與學生學習態度 
宋美逸 

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俗云：「有怎樣的老師，就有怎樣的學生」。韓愈「師說」：「古之學者

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以往老師的角色兼具著許多責

任，主要是因為在農業時代下，普遍因家庭經濟貧窮而無法上學接受教育，因

此教育的傳遞與教導便落在老師的身上，然而隨著工商時代下，社會經濟漸漸

起飛，大部份小朋友皆能到學校接受教育，且隨著電腦網路的普及化，學生獲

取知識的途徑由原先依賴教師之傳授，逐漸被網際網路取代之；而在學習互動

方面也由原先教師對學生的單向傳授到現今的雙向互動。 

有鑑於此，教師的專業和人格特質也被要求多元與檢視，教師個人的特質

展現在無形之中，對學生的思想、性格或習慣也在不知不覺中產生影響。在學

校生活中，教師的身分不僅是全人教育的領導者，更是教育的推動者，不但傳

遞知識與社會價值，更具有培養思辨的能力，且是學生模仿的對象，所以在潛

移默化中教師的言教、身教對學生的身心發展及學習態度產生極大的影響力。 

二、教師領導風格之類型 

領導風格為領導者在組織中，展現個人的思想、行為及組織環境的綜合表

徵，且具有互相影響之特質（孫路弘，2018）。針對「教師領導」（teacher 
leadership），係指教師跨越教室所展現的領導能力，並不侷限於教室內領導行

為和風格（張德銳，2020）。 

教師領導雖不具有正式的行政職務，但其影響力足以改善學生的學習態度

和行為能力，促使學校同儕在專業成長及學校效能之提升（黃新民，2019）。

筆者認為領導是藉由領導者個人的人格特質，影響組織成員之行為，領導者與

被領導者之間的交互作用。領導在組織中發揮帶領的作用，引領他人，鼓舞組

織士氣，共同達成目的影響力，所謂「影響力」是法定權威（即地位）與專業

權威（即聲望）亦是達成目標的手段或工具，從事並達成客觀之目標。以教師

領導而言，教師是學校課程和教學的第一線關鍵人物，在進行課程與教學時的

領導行為，既可解決團體機關中的問題，又能夠影響機關中的人員接受他所領

導的一種過程（于沛霖，2012）。 

俗話說：樹的方向由風決定，人的方向由自己決定。教師的領導風格則決

定學生的學習態度，因為教師不同類型的領導風格，就會型塑不同的氣氛，雕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1，10（11），頁 105-110 

 

自由評論 

 

第 106 頁 

塑學生不同的學習態度，進而影響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換言之，教師領導

風格與學生學習態度之間關係密切，會隨教師不同的領導風格，對而產生學生

在學習態度上不同的結果。 

在古時候的教育環境，尚知學習源於態度，學生的學習態度都源自老師的

啟發與教導；觀古識今，種種事情及經驗的獲取，「態度」還是重要的關鍵，

證明了古今中外不變的道理更是最好的對照（許淑婷、許純碩、王盈文，

2008）。 

根據愛荷華大學研究，依領導使用權威程度，歸類為三種方式（引自施懿

倩，2007）： 

(一) 權威型 

教師強調權力、賞罰分明、重視上課的秩序與禮節，要求嚴格，學生須遵

守教師命令與規定，但與師、生之間是有距離的。 

(二) 民主型 

會以積極、耐心，並持之以恆的教學態度、會尊重學生的看法，教師對學

生的發問採取鼓勵方式、參與班級活動並主動關懷學生，與學生的相處是融洽

的。對學生形成好的學習態度，對該門課程不敢怠慢及馬虎的習慣（許淑婷、

許純碩、王盈文，2008）。 

(三) 放任型 

教師任由學生自由活動，對學生無任何要求與約束，不重視教室秩序與學

生關係較為疏離。這說明也證明了一點，態度決定一切。 

以國小學生而言，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學校中居多，與教師相處的時間相當

長，教師對學生的影響不容小覷，師生互動的關係容易影響學生的心理狀態。

學生的學習效果、態度等方面亦隨教師不同的領導風格而有所差別（黃曼琳，

2010）。換言之，教師的領導風格如果較佳，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態度。教師

的領導目的在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使學生能夠適性發展，進而影響學生的學

習態度為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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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學生學習態度之因素 

所謂學習態度，係指學生對學習與學習情境表現出來一種比較穩定，且一

致的心理傾向（周菡苹、宋靜怡、吳玫瑩、謝齊莊，2020）。因此，以學習的角

度來說，學生對學習活動過程中所牽涉的人、事、物，如教師、教材與設備環

境等所抱持的態度，都足以對學生的學習造成影響。教師要建立正確的學習態

度，引導學生將不良的學習態度改變，因為積極的態度將是理想的學習基礎，

消極的態度將阻礙學習的現象。影響學習態度的因素很多，其中以受到教師領

導風格影響為最大。 

周毓貞（2014）指出學習者是透過經驗或是環境因素，對認知、情感和行

為上，對學習過程和內容所產生一種持久且一致正向或負向的心理狀態，再將

其行為反應在學習上積極或消極的表現。學習態度是後天環境所塑造，並非天

生遺傳，是現象而非本質，因此，學習態度也可能是學習者對學習的主觀態

度，此態度可能是正向，亦可能是負向的；吳學偉（2013）研究顯示學習態度

指的是學習者對學習環境、教學情境、教師與同儕之間所引發的一種心理反

應，因此表現出消極或積極的態度；韓美文（2014）提出學習態度包涵老師在

教學上的態度、學生上課行為表現的態度、事前預習的態度、教材的準備、對

學校活動的看法、考試的態度，以及對學校認同的態度等；學習態度是藉由後

天的學習，加上環境因素之陶冶，對學習方法、過程、計畫、動機以及習慣

等，都具有方向性及改變性（陳德謙，2014）；此外，邱鈺婷（2015）也提出良

好的學習態度，對學生在學習成效的是很重要的關鍵，且教師的教學態度與方

式，若能夠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和興趣，便可以促使學生在學習正確的態度之

下，提升學習成效。 

綜上所述，學生除了受到家庭教育影響，最主要的是接受學校教育，學校

又是學生學習及活動的場所，長時間下來，教師的言行舉止，對學生已經產生

潛移默化的影響，自然成為學生模仿的對象，學生在學習態度上所產生的關

係，亦是型塑學生往後不同類型的重要因素，是不容忽視的。教師若對學生熱

情、平等、關心，學生會比較願意接受他所講授的課程，從而產生良好的學習

態度。反之，若師生關係是緊張，教師對學生又缺乏責任心、愛心與耐心，對

學生的學習任其自然發展，學生對該教師就會產生反感、懼怕或牴觸，甚至厭

煩，在這種情況之下，則構成了學生在學習上的障礙。然而每位教師的領導風

格有所不同，這與教師在教學態度、成長環境、人格特質、對事物的價值觀、

進德修業、班級經營的理念、對學生的期望與關懷，以及與學生之間的互動等

因素皆有關連性，學生在教師身上學習到不同的行為，因此型塑出不同的學習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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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筆者本身是擔任國小代課老師，歷經了許多的學校，也從中發現，由於教

師在人格特質、學經歷背景、教育理念、人生價值觀等方面的不相同，教師的

領導風格會影響班級的上課風氣，並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因此，在教學領導

上就會型塑出不同的風格，深深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另外，在師生關係上能

和諧，學生的學習態度會較為正向，讓學生身處一個和諧、常覺得被關心的學

習環境，激發其積極的學習態度，教學上應多採用正向管教、多鼓勵的方式，

才能使學習效果更好，反之，若採用「高壓控制」較無法有好效果。唯有好的

領導風格帶領學生學習，師生之間沒有對立的氣氛、互動良好，才能使學生表

現更優秀，產生好的學習態度。 

教師領導風格對學生學習態度會產生不同的影響，不管在行為常規或課業

學習上，不同的領導風格對於老師在班級經營上會呈現不同的樣態，在現行教

育政策與法令規定下教師已不是單單以權威領導方式來教育學生，教學常見的

方式，大都會採用民主式領導教學，鼓勵學生從中體會團體合作與多元化學

習，期培養出學生良好學習態度，深化學生學習效能。 

五、建議 

(一) 規劃教師領導知能相關課程及研習，充實教師運用領導知能 

教師領導知能對班級經營效能具有密切相關，表示級任教師若能運用領導

知能，則可有效增進班級經營能。但目前教師研習普遍缺乏教師領導相關研習

主題，建議規劃辦理教師轉型領導相關課程及研習活動，以充實教師領導知

能，透過研習與經驗分享結合理論與實務，使現職教師能於教學中靈活運用領

導知能技巧，提升班級經營效能。 

(二) 鼓勵教師互相學習觀摩，提升教師領導知能實務技巧 

建議學校或教育主管機關應多鼓勵教師互相學習觀摩，分享教學經驗,或開

設教學領導相關成長團體、工作坊，藉由彼此的經驗交流，幫助教師在領導知

能技巧上做適度修正，提高教師領導知能效能，進而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三) 教師應多使用鼓舞激勵之民主領導風格，以提升班級經營效能 

教師應善用各種教學體制活化教學思考、創新教學技能以擴展學生的學習

視野，並加深學生對學習課程的印象，進而帶給學生更多學習上的期待，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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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領導教學則透過教師對學生的尊重與讚美，使用鼓舞激勵方式讓學生感受到

教師的重視與肯定，繼而引發學生的更良好的學習動機與意願。 

(四) 教師應多關心學生，適時給予個別關懷 

級任教師除了傳授學科知識外，也應多關心學生學習的狀況與困擾，並給

予適時的協助與關心，使學生對老師有信度依賴感，更增加學習的信心，增強

學習的動機，一體兩面，會有效增進班級經營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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