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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校長科技領導的重要性與因應 
吳雅芬 

桃園市大竹國民小學校長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 

 

一、前言 

COVID-19 是近代史上，影響人類生活最為劇烈的一場變疫，對世界各國不

論在生命安全、醫療、經濟、政治、社會與教育等面向都產生巨大的衝擊。2022

年四月開始，臺灣 Covid 19 疫情比 2021 年同時期更為嚴峻，一個月之後臺灣一

天有大規模感染的現象，平均確診人數直逼 10 萬大關，直到同年 12 月底全臺

累計確診人數已達 8,699,400 人，這個結果直接導致接下來的幾個月，各大專院

校和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皆改以線上授課（廖純英，2022）。至此，根深蒂固的傳

統到校授課型態也不敵疫情威脅而改變，線上授課、遠距教學對教學科技的需求

和應用更加推波助瀾，這使得原就需回應數位時代教育期待的校長，在科技領導

上更有其超前部署、即時應援的必要。 

二、疫情提升校長科技領導的重要性 

在疫情爆發之前，學校教育在數位科技應用與發展上，並未有共同的標準。

有些學校推動程式語言、機器人設計，有些進行創客課程、創意發想輔以手作試

驗，以上多數以社團活動方式進行，只有參與社團活動的學生有機會學習，非屬

普效課程；有些學校申辦行動學習，以平板為輔具發展自主學習、專題探究、問

題解決模式的學習，多數學校是以專案式申請、特定教師教學，只有特定的班級

受惠，非屬全校教師為之、常態式的教學；有些學校建置專屬的智慧教室若干，

提供有興趣的教師們、或指定任務的教師使用，少數學校則標榜班班有觸控螢幕，

輔以智慧教學軟體、學生分組平板或生生平板，進行高互動課堂，名之為智慧學

校。各校發展樣態、發展進度並不齊一，校長的科技領導也就在各個學校發展的

範疇內各自著力。 

政府自 106 年起積極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其中「建置下世代科研與

智慧型學習環境」項目對數位學習環境的經費投入和關注，讓全國各縣市動起來，

也讓教學數位科技應用與發展上有明顯的同步趨近，再加上疫情衝擊突如其來的

線上教學因應，讓教師們數位科技教學應用能力必須快速到位，學校校長的科技

領導能力和作為更形重要。以桃園市的學校為例，雲端知識管理、智慧教學的實

施已經是行政人員和教師的日常，加上市政府教育局大力推動高國中小智慧教室

的設備採購進度大幅超前，從 2015 年桃園國小首開全國之先，在教室安裝 65 吋

觸控螢幕，到 2022 年都已經是 86 吋規格了，智慧教室的總安裝間數已經超過

7,000 間。這對於線上授課的戰備提昇很有幫助，也間接加快了學校資訊化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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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此時學校組織也不得不面臨如何提升線上教學的效能來因應疫情下的需求。

而校長的科技領導，對於學校資訊科技應用影響的角色扮演上，肩負提升線上教

育品質與積極追求卓越績效的重責大任，以激勵學校成員在後疫情時代與資訊時

代脈絡的潮流中，為了提昇行政與教學的效能展開一連串的變革，常保教育市場

優勢，達到永續經營之目標（吳雅芬，2019）。 

三、後疫情時代校長科技領導的因應 

校長科技領導（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係指校長發揮其領導力，

整合科技資源並透過資訊科技從中促進組織成員與團隊的學習，進而改善教學品

質與提升行政效率，以達成組織的目標與願景。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學校的數位科技設備和軟體有沒有得用？夠不夠用？

會不會用？好不好用？都是校長科技領導關注的基本要件。以下將探討校長領導

學校教師運用新科技改善教學的起點--「科技基本設施與支持」為重點，針對校

長會「關注校內成員在科技設備上應用情形」、「均衡的分配科技資源給校內成員

使用」、「整合學校網路資源支援教育科技應用」、「籌措財源、增添資訊科技基本

設施」等四大項目進行剖析，分述如下： 

(一) 校長會關注校內成員在科技設備上應用情形 

為了達成線上授課、遠距教學的目標，校長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下對決定，軟

硬體的採購最好要一起考量，並且要找專家來協助評估，以便於科技領導進而能

將成效擴展到課程領導，而觸控螢幕已從紅外線感應進化到以電容式感應來趨動

觸控功能，這代表視訊科技進化一日千里，在軟體的選擇上，一般老師們都會選

擇視訊會議軟體進行線上授課，綜觀市面上四大軟體，校長要注意那一些重點，

才能達到節省經費、安裝便利、教學互動功能與容納人數限制、跨載具、線上錄

影等相關功能？兹將比較重點整理如下表： 

表 1 四大視訊會議軟體比較表 

項目 Google Meet Zoom Microsoft Teams Webex 

節省經費 教育版免費 依人數收費 依功能收費 依版本收費 

安裝便利 免安裝 需安裝 免安裝 免安裝 

教學互動 達基本功能 達基本功能 達基本功能 達基本功能 

在線人數 100 100 300 100 

跨載具 達基本功能 達基本功能 達基本功能 達基本功能 

線上錄影 需付費 免費 需付費 免費 

資料來源：作者自官網與自身經驗做出的整理，若未來軟體功能上有變動，請依官網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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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若以經費為考量，則以 Google Meet 為最佳；若以在線人數為考

量，則以 Microsoft Teams 為首選，其他都要依增加人數區間付費；若以安裝便

利為考量，除了 Zoom 需要安之外，其他都能在瀏覽器上直接執行；若以跨載具

及教學互動功能來看，四種軟體差異不大；其他線上錄影功能可依學校需求選擇。 

(二) 校長會均衡的分配科技資源給校內成員使用 

校內成員的定義包含教職員工生，校長常遇到的難題就是如何分配有限的科

技資源給他們？政府推「生生用平板的政策」所提供的設備和資源對科技領導的

挑戰又為何？ 

從教育現場來看，網路資源不是每個家庭都有的，弱勢的孩子需要平板電腦

或桌機與連網路連線的寬頻服務才能遠距上課。此時校長就必需動用家長會或對

外募款的資源來介入，對於缺乏載具的孩子給予積極性差別待遇以外，以 SIM 卡

再處理網路連線問題是必要的選項，這樣的策略，就是合理的不公平，也是落實

教育正義的決定。又以確診必需待在家中遠距上課的老師為例，透過家用網路 AP

服務或手機都還能解決網路連線的問題。但對於遠距教學的電腦、直播的鏡頭、

麥克風等設備，若能由學校行政單位提供借用，更為合理。因此有部份學校會準

備很多筆記型電腦給老師借用，一次解決載具和鏡頭、麥克風的問題。 

另外，政府自 111 年起投入經費 117 億元，連續 4 年總預算達 200 億元，針

對全國中小學 1 年級至 12 年級全面推動數位學習精進計畫，達成「班班有網路 

生生用平板」的目標（教育部，2021）。學校增加了大量的平板設備，也衍生了

管理上的問題。政策推動過程中雖有對負責業務的組長酌減一到四節課，但以班

級規模較大的國小為例，資訊組長每週六節課，若再減四節，如何同時兼顧學生

資訊競賽培訓、指導？而且，科技人力有限，最後還是極可能會採用超鐘點的方

式做補貼而未能做到實質減課；另外，計畫中又未足額規劃老師專用的平板，影

響教師備課和數位教學科技應用的熟稔度，也直接造成校長們進行科技領導的障

礙。綜上所述，政府立意良善的政策卻缺乏細節的規劃，殊為可惜！我認為全國

應比照臺北市依學校規模大小設置系統師，來管理與日俱增的教育科技設備，並

再增加教師教學使用平板數，方為釜底抽薪之計。  

(三) 校長會整合學校網路資源支援教育科技應用 

網路資源除了學校和網路相關的硬體設備之外，廣義而言，只要其獲取途徑

是經由全球資訊網（WWW）、電子佈告欄（BBS）、電子郵件（Email）、社群群

組（Line、Facebook、IG）、檔案傳輸協定（FTP）、雲端伺服器（Sever）、新聞群

組（News Group）等，凡是存在於網際網路上的資訊資源都可以泛稱為網路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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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校長整合網路資源最大的問題常來自於「校內缺乏專業人才」。不是有資訊組

長嗎？答案是「一般教師兼任資訊組長是常態」，而資訊組長未必是科技教學的

專家，我認為校長可以建立「學習社群」來進行智慧教學科技整合人才的培訓，

把學校老師依興趣專長做分組分工、用鼓勵研發為誘因來創造老師們的舞台與成

就感。 

以學校智慧教學的軟體選用為例，HiTeach、myViewBoard、LoiLoNote 到底

那一套適合學校老師使用？這個問題同樣涉及學校經費、教師能力、硬體支援等

項目需要評估，這時候就可以請教師學習社群主動研究或找專家指導，以達擴大

參與、賦權增能的目標，並趁機培訓學校科技整合人才。 

再以學校常用的教師雲端空間評估為例，每個人分配的空間容量要多大才夠

用、才合理？為了避免造成「事情多的人不夠用、事情少的人剩下太多」的缺憾，

同樣可以請教師學習型組織主動出擊，研究如何妥善分配的問題。剛好 Google 

Drive 給學校不限容量的優惠已於 2022 年底結束，如今每個學校以 100T 為上

限，資源合理分配是必要的。建議 100T 裡面至少要保留 30T 做為備載容量，70T

再依據全體老師人數、職務工作量的大小、資訊內容業務量的多寡來合理分配。 

(四) 校長會籌措財源、增添資訊科技基本設施 

校長們的問題常在於錢從何而來？寫計畫爭取經費當然可行，畢竟計畫是校

本預算之外多出來的經費，而學校的現金流就像是一個大水庫，用了Ａ一定會排

擠Ｂ，能籌到錢固然很好，但能省錢、精打細算才是最好的選項。以資訊產品對

教育的投資為例，大家別忘了資訊產品除了標籤上的保固日期、財產報廢日期之

外，另外還有「保鮮日期」，因為科技產品買了就要用，不用就會被性價比更高

的新產品淘汰，如果怕師生使用過度耗損而放在倉庫，不如不要買。因此，校長

要做的事就是指導訂定合理的制度來管理，而這套制度不能太複雜，造成大家出

借不方便，注意權責相稱的比例原則，這樣才是良善的制度。另外，中央對於地

方學校的科技設備補助，常以「專案」的方式來接受申請，但申請的內容常缺乏

彈性，每一個急救章政策導致成效不彰的案例比比皆是，建議中央要訂定政策之

前，最好事先溝通需求及實施細節會比較符合實際教學現場。 

綜上所述，校長籌措財源的方式很多元，我常形容校長就像是撐著一把巨傘

的人，每一支傘骨就是學校的資源，傘的面積要夠大，照顧的人事物才能最大化，

採購資訊科技基本設備才能完善。但財政面積過大的傘，負擔是如此沈重，所以

校長對於人際關係的管理，操作要更細緻，讓花在公關的時間不會太多，又能達

到效果，而人脈就是錢脈，有效的人脈不用太多，重點做到了，財源將不虞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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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根據筆者 2019 年所做的研究顯示，校長的科技領導能力愈符合指標、智慧

教室建置率愈高之學校，其學校創新經營之成效愈高，故校長應抱著捨我其誰的

態度，帶領學校行政團隊，積極爭取數位科技環境建置（吳雅芬，2019）。然而，

校長的科技領導固然需要注重科技基本設施與支持，給予師生合宜優質的學習條

件，更重要的是，透過教學數位科技的導入應用，激勵學校教師教學創新精進，

發展優質適性的學生學習。綜上所述，校長科技領導的目的應聚焦在學生能否有

效學習，而非只關注設備使用率和妥善率；也建議教育部傾聽基層教師的聲音，

為促進教育品質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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