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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課程改革是當前教育改革的核心，在學校本位原則下所進行之課程發展，係

以「提昇學生學習品質」為主的課程領導，因此，課程領導成為教育研究的重要

範疇（單文經等，2001）。校長是學校的首席教師和最高行政主管，理應成為課

程主導者，故黃旭鈞（2002）認為校長應不斷的進修，充實課程領導知能，方能

引導教師做課程發展。 

二、課程領導的意涵及重要性 

課程（curriculum）在當前教育理論中有多元的定義，可略述四項：(1)課程

為教材（subject matter），藉由檔案文件資料來記錄教學目標與內容者；(2)課程為

經驗（experience），它包含了校園中參與者所知覺體驗的正式與非正式活動；(3)

課程為計畫（plan），它建構於對價值的定義，由項目的抉擇中尋求目標的符應；

(4)課程為成果（outcome），依循學校明確的教育目標，配合方案活動的實施，進

而具體評估參與者在認知、情意與技能上的學習遷移（王智弘、王文科，2012）。 

徐欣薇（2014）認為課程領導的意義在於課程發展的過程中，領導者能憑藉

其教育哲學、課程知能與教育理念，發揮其權威性、影響力及共識的過程，引領

組織成員進行課程規劃、設計、實施與評鑑，從事課程發展與改革。秦夢群（2019）

指出課程領導的目的在提升教師效能的表現，促進學生的學習與成長，因此可被

定義為「領導者能夠幫助教師進行整體的課程規劃、發展、實施與評鑑，並且適

時提供所需的服務與資源，以落實學校相關的課程政策與實施」。Glatthorn（2000）

認為在學校領域中，課程領導應依循目標導向，使其充滿在學習歷程下，引導教

學行為的表現，以達成學習目標之成效。 

文獻探討結果，研究者認為課程領導為學校領導者在教學環境中，透過其個

人對教育願景的期待，結合個人特質、專長與實務經驗，在課程發展的歷程下，

整合軟硬體資源於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及課程評鑑，持續為教師提供適當協助，

以建構流暢課程脈絡與教學情境，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之提升。而校長的思維及行

為會影響教師教學，促進改善教學品質（許淳安，2022）。 

Wasley（1991）曾提及來自校長行政支援與協助，是課程實施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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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校長積極的引導，是課程成功實施的關鍵。葉興華（2002）指出校長課程領導

相當重要的原因為：(1)因課程權力下放，草根式的課程發展模式日益受到重視；

(2)校長在行政鏈中扮演承上啟下的功能，校長執行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的教育政

策，也必須領導學校教育人員達成學校願景；(3)校長是影響課程改革的重要角

色。而 Glatthorn（1995）認為校長擔任課程領導者有以下重要性因素：(1)身為校

長一定樂見高品質的課程內容有助學校的卓越發展；(2)在教育現場中，除了課程

發展，尚有許多教育改革同步進行中，校長具有整體規劃和監督的功能；(3)為了

提昇教學效能，校長扮演關鍵地位。因此，課程是學校發展的根本，而校長為學

校行政與教學的最高領導者，在課程領導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校長能有效引

導教師進行課程發展、課程實施及課程評鑑，方能提升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成

效。 

三、現階段校長課程領導之困境 

校長為維持學校系統之運作並推動新課綱，在課程領導時可能會面臨許多難

題，研究者綜合相關文獻後，將現階段校長課程領導之困境分為校長、教師、資

源等三方面來論述（吳國松，2018；潘致惠，2020；鄭淵全，2008），分述如下： 

(一) 校長方面 

首先，校長對於現階段教育政策需有深入的了解及推動的魄力，若有不足或

軟弱，將難以完成課程領導；其二、校長沒有持續精進而學識不足，缺乏如何推

動課程領導的知能與素養，未能深入了解課程領導性質；其三，礙於行政事務繁

雜、內外部事務交迫，致使時間緊縮，故時間需妥善規劃安排，方得善用；最後，

係自身的人格特質，與人互動及價值觀，將決定實施效益。營造學習型組織來翻

轉傳統文化，實屬不易，若能有效激勵教師、凝聚學校認同感，方能為學校做出

課程改善的貢獻。 

(二) 教師方面 

首先，教師守舊心態不願改變，拒絕課程革新，參與意願不足，僅作守成而

無突破嘗新之企圖；其二，教師課程設計能力不足，沒有適時進修以增加專業知

能，或經由完整培訓系統來增能。而學校缺乏獎勵機制，鼓勵教師投入課程發展

團隊，導致執行課程改革的動力不足；其三，教師教學討論時間難以尋得，因課

務繁忙，鮮有共同時間商議課程架構，做經驗交流及課程內容修正；其四，缺乏

楷模標竿學習的對象，習慣既有的教學設計。最後，因教師評鑑制度始終未將課

程與教學納入個人績效評比，故教師無明顯動力於改善課程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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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源方面 

首先，由於學校人力資源有限且人員皆依法編列，難有多餘人力投入課程發

展，而造成課程發展的量能不足；其二，硬體設備老舊，若要汰舊換新，常有經

費短缺的問題，因此需引進外部資源以填補所需；其三，校內與社區資源缺乏整

合，可導入社區人力、結合家長專長，以豐富課程內涵，並重視多元文化的課程

內容，結合生活情境，以活化課程元素。 

四、國小校長課程領導之推動策略 

校長推動課程領導，應自我檢視對課程的專業程度，並整合學校、社區與課

程資源，協助教師專業發展的成長、鼓勵教師共享教學經驗與技巧、倡導專業學

習社群，及適應環境變化等，以減少困境。實務上之推動策略，可分為教師、社

群、組織等三個層面，分述如下： 

(一) 教師層面：支持教師專業發展 

    校長是推動教師成長的動力，可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王瑞壎，2014）。教育部於 2014 年的優質化輔助方案中，將提升教師教學專業

與深化教師專業發展列為部定指導方針。故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下，教師角色可

以是受評者、研究者、行動者和學習者，在持續的學習與成長下發展教師專業知

能（李幸玲，2020）。校長支持教師專業發展評鑑，有助課程發展的內涵，教師

於課程實施有落實的依據，在課程評鑑上有檢視的規準，最終符合課程目標，以

增進教學效能。 

(二) 社群層面：增進專業學習社群 

    社群為擁有共同目的、共同承諾的人所組成，彼此扶持並分享知識，形成擁

有更多共同經驗價值的生命共同體，讓學習成為核心思維的學習團體，藉由反思、

溝通、分享等集體學習歷程，以達成共同學習的目標（孫志麟，2010）。教育部

（2009）在《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手冊中定義「專業學習社群」（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PLC）係一群專業工作者所組成的學習與成長團體，成員基

於對專業的共同信念、願景或目標，為促進服務對象的最大福祉或專業效能的極

大化，透過協同探究的方式，致力於精進專業知能，以持續達成專業服務品質的

提升與卓越。鍾昀珊、戰寶華（2015）表示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可以被歸類為共享

價值願景、共同學習探究、教學實務分享與結構關係支持，促使成員彼此關懷、

信任和尊重，組成專業且相互扶持的動態學習系統。因此，校長須鼓勵專業學習

社群成員認同社群價值，樂於分享知識、理性溝通，方能使社群成員在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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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能方面有所提升。 

(三) 組織層面：推動學習型組織 

組織（organization）為以實現特定共同目標的兩個人以上所組成的團體，於

動態的變遷環境中，透過持續調適與整合，產生相對應需求的回饋（林燦螢、鄭

灜川、金傳蓬，2012）。人們所扮演的角色生活在社會環境下，又存在於組織體

系中，個人目標與組織的整體願景彼此牽連、相互影響（杜建芳，2018）。學習

型組織能不斷學習及改變，並提升個人與組織適應變遷和創新的能力，並實現組

織與成員共同願景（楊智婷，2018）。因此，校長應整合教師個人目標與學校願

景，在個人與團體的交互影響下，不停學習並與時俱進，使課程更加符合時代所

需，教師更能靈活運用教學技巧。 

五、結語 

當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植基於全人教育的精神，強調學生自發向學、

終身學習。而校長在課程領導的角色係要統合教學與行政，並要引領教師走向專

業發展。透過課程將教師的知識具體化，並經由適性的教學技巧與學生互動，使

其學習成果得以見效，以提升自我效能與對學習的信心。因此，校長的領導作為

將使課程的走向產生定錨的作用，而教師要能主動參與時代政策，配合校長領導

方針，活用課程與教學技巧，適切的評量回饋，方能促使學習成效可以跬步千里、

聚川成海，讓每個孩子面對學習有喜悅和自信，進入正向積極的學習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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