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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 1990 年代以來臺灣進行一連串的教育改革措施，不論在法令、師資、課

程、教學、教科書、財政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變革。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於 2019 年正式實施，用以提升國民素質，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力，以全人教育、

核心素養為發展主軸，並以「自發」、「互動」、「共好」的全人教育精神培養出「終

身學習者」，除了教授學科知識，亦重視培養孩子擁有面對挑戰、解決問題的能

力（教育部，2014）。 

教育的道路上每一次的改革過程中對於前線教學者、行政人員都是一項巨大

的挑戰，加上社會風氣漸變，無形中造成教育現場教師及行政人員各種負荷加劇，

工作幸福感降低，而學校領導者的領導風格更是深深影響教育前線人員身心靈狀

態，值得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我們深入探討與思考（紀惠英、胡中平、范熾文，2018）。 

而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社會加速變遷與教育多方變革，校長所扮演的角色也

愈趨複雜，肩負責任越加吃重，校長要在學校經營上更有效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應融入更多新觀念，於領導工作上方能有傑出的表現。加上近年來少子化問題導

致部分學校招生不足，而現階段國小城鄉差距頗大，加上某些區域校址距離相隔

不遠，校長的重要工作之一變成爭取新生入學，以維持或增加就學人數。因此如

何經營一所有口碑並獲得家長認同的學校，是每位校長都必須正視的問題（陳詠

禎，2016）。張志靖（2012）提出校長推動校務之時，若能夠積極展現「培養正

向意義」的各項作為，適時將學校願景與教師之價值觀及工作意義相結合，便能

營造非利益導向的工作信念，在學校組織間才能展現包容、愉悅的工作氛圍，每

位教師因此能充分散發熱忱、活力與自信，更專注投入在教學工作中。因此，正

向領導是一種值得採用的領導行為和策略，校長採行正向領導對學校發展具有極

大的影響力，將能使學校邁向優質卓越（林新發，2020）。 

二、正向領導之意涵 

「正向領導」係由美國密西根大學管理與組織學教授Cameron提出，Cameron
（2008）認為正向領導能促進個人與組織之間的合作關係，當領導者與組織成員

彼此的關係進入合作的層面，他們即可真正展開工作，減少非必要的摩擦，甚至

是對抗或衝突。謝傳崇（2012）認為正向領導能促進個人與組織的正向超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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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領導是領導者以正向的元素來領導其團體或組織，具有正向特質的領導者在

面對問題與處理事情時較能以正向的方式來思考事情，此方式可營造組織或團體

的正向氣氛，讓該團體或組織較容易達成正向卓越的表現。 

因此，正向領導（positive leadership）係指組織領導者以身作則，以正向思

考及正向思維的方式來處理組織相關事務，並透過同理心和關懷力等正向態度，

協助組織成員解決問題，維持組織成員間的正向關係，以及給予充分的授權與信

賴感，營造優質的正向氣氛與工作環境，促進組織成員之間的正向溝通，提升組

織成員價值和凝聚組織共識，發揮優勢並激發潛能，進而達成組織整體績效的領

導方式（吳美姬，2018；紀惠英、胡中平、范熾文，2018；鍾雲英，2018）。 

三、校長正向領導之重要性 

在國小教育工作現場中，校長身為組織領導者，在工作上具有多重面向，對

外需與社區里民、家長互動，對內除了面對各處室之行政人員，還要面對每位教

師，其人際溝通的藝術尤為重要（林和春、鄭志達，2015；陳詠禎，2016）。十

二年國教上路後，校長被賦予更多改革、創新等多元時代的使命，其領導風格深

深影響組織氛圍、辦學績效，致使在教學場域中的學校教育目標及學校組織文化

深深影響教師的教學行為和工作情緒（徐佳瑀，2017）。 

校長的領導風格不但對於教師的工作投入具有深度影響力，在整個組織中亦

是重要的影響要素之一（紀惠英、胡中平、范熾文，2018）。傳統的學校校長領

導強調組織的管理、權威式的單向溝通，然而在日趨開放、多元與複雜的教育環

境之下，追求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深植人心，教師自主意識的抬頭，更加速了校

長領導風格的創新與轉型。正向領導者可增加組織成員的自尊感，提高成員的工

作士氣、工作效率及工作滿意度，並且能促使成員和組織積極改進，營造一個更

具向心力的工作環境（Butler, 2011）。 

因此，校長正向領導是一種新型及整合的領導新風格（楊雅婷，2020），將

正向領導運用在教師教學上，可增加教師的教學動機，更能持續關注學生的學習

（謝傳崇，2011）。無論由何種面向探究，都可發現校長採行正向領導的方式，

能使成員更願意為組織付出，主動積極的激勵自我正向改變，而產生團體向心力。

如此將能為組織帶來正向能量，進而優質卓越的蓬勃發展（鍾雲英，2018），正

向領導對於教師、學生、學校發展及社區等皆具有正面效益。 

四、對校長正向領導之建議 

綜合上述，校長正向領導對學校的發展深具正面意義，依據研究者探討相關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8），頁 132-136 

 

自由評論 

 

第 134 頁 

文獻及實務觀察結果，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一) 校長應充分授權予行政人員，並建立信任關係 

學校組織常設單位為教務處、總務處、學務處與輔導室，各司其職，維持學

校各項運作，校長身為領導者若單靠自己的力量，難以全面推動各項業務。校長

宜下放權力予行政端，並相信部屬的專業知識與能力，將「專業」下放給部屬做

決定，透過授權可滿足下屬的「尊重需求」與「自我實現需求」，達到更高層次

的激勵效果。授權也可以增加組織權力的基礎，領導者也有更多的時間可從事願

景規劃與籌謀更重大的決策或方向（温子欣、秦夢群、陳木金，2013）。而透過

權力的下放與專業的尊重，學校各成員都可參與決策，透過參與，可為學校組織

帶來更多的附加價值。 

(二) 校長支持並尊重教師，建立良好的工作夥伴關係 

鍾雲英（2018）指出校長應積極陪伴、解決師生的困境、滿足其各項需求，

當老師們的後盾，提供教學所需之相關協助，學校在全員通力合作之下，校務將

可蒸蒸日上。如果校長對教師缺乏足夠的尊重，教師就會失去教育熱忱與精神動

力、在身心俱疲的情況下，難以產生幸福感。因此，校長應可尊重、理解、信任

教師，同時平等對待每一位教師，理解教師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難處，真心誠

意地為教師解決困難，進而建立起正向關係。校長若能尊重每一位教師，逐漸贏

得教師的尊重，教師之間也會相互尊重，如此校園中就會逐步營造出正向氛圍。 

(三) 校長應具正向溝通能力，提升管理效率 

吳清山（2013）認為正向領導者能營造組織正向的氣氛與文化，提升成員能

力，鼓勵組織成員互相關懷與支持，進而激勵成員開展潛能，達成組織的目標。

因此研究者認為校長不論是面對行政人員或是教師，應以肯定性支持的語言，多

肯定行政人員及教師在工作上的付出和努力、認同其能力，使得各成員感受工作

深具價值，發揮優勢並激發潛能，在多方激勵下提升成員之向心力與學校運作效

率。 

五、結語 

正向領導是一種以人為本的領導方式，強調人性尊嚴，主張營造人性化的組

織環境氛圍，讓組織成員感受溫暖與關懷，並且發自內心提高努力的動機，進而

追求卓越的表現（吳芳靜，2015）。研究者認為正向領導相較於傳統型領導，較

著重關注學校成員心理狀態及整體發展，強調領導者致力於營造學校正向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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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正向願景。透過同理心、真誠關懷等正向溝通策略，激勵學校成員自我實現

並肯定自我工作價值。 

校長身為校園組織領導者，對內若能運用正向領導策略，塑造正向願景、重

視正向溝通、建立正向關係並營造正向氛圍的校園，以提升管理效能；對外則應

重視與社區民眾和家長的良性互動，增進親師生的信任度與正向關係，可塑造並

累積社區居民對校方辦學的肯定與支持。相信如此多管齊下的正向領導方式，必

能帶領學校提升整體營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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