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頁 137-145 

 

自由評論 

 

第 137 頁 

整合量子領導理論於學校治理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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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在當代教育領域，學校治理是重要的關注焦點。傳統的領導理論，如基於牛

頓物理學的理性和還原論方法，已逐漸顯露出在面對快速變化和複雜多元的教育

環境時的局限性。近年來，量子領導（Quantum leadership）作為一種新型領導理

論，因其強調不確定性、互動性、整體性和開放性而受到關注（Zohar ,2016）。面

對當今 VUCA（不穩定 (volatile)、不確定 (uncertain)、複雜 (complex)、模糊

(ambiguous)）時代背景下，大至整個教育環境，小至個人，都必須因此做出生存

的調適，過去的領導力思維也必須跟著調整（勵活課程講師群，2020）。量子領

導理論的出現，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來理解和實踐學校治理。 

量子領導的核心在於整體連接性意識，這打破了牛頓式的割裂意識，強調了

一種從根本上重視個體、主觀能動性以及回歸人內心的領導方式。這對於面臨後

工業時期變革的學校治理至關重要，量子領導不僅促進了領導者意識的轉變，提

升了創新與創造力，同時在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增強了應對變化的能力。透過對量

子領導的論述，不論是學者還是教育管理者, 都能獲得新領導模式啓示，促進個

體與組織、社會的和諧共處，引領學校朝著持續發展的未來邁進（曹慰德、克里

斯．拉兹洛，2019、2021）。本文旨在探討量子領導於學校治理的理論與實踐，

透過問卷調查理解教師對校長量子領導的評價並提出相關實際推展的建議。 

二、量子領導理論概述 

(一) 量子領導緣起背景 

在當今複雜、不確定且快速變化的環境中，傳統的領導模式逐漸顯露出局限

性，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來應對這些挑戰。量子物理學為此提供了一種全

新的世界觀，這一觀點強調連接性、潛能和可能性，為領導者提供了更好的工具

來理解和應對當今的挑戰（Zohar, 2016）。與傳統領導相比，量子領導更加強調

整體性和連接性，它將組織視為一個互聯的整體，其中每個部分都是相互連接且

具有無限潛能和可能性的。根據辛杰等人（2020）的研究，在 VUCA 背景下，

傳統領導模式已無法滿足當前組織和環境的需求。因此，需要一種新的領導模式

來應對這種快速變化和不確定的環境。量子領導基於量子物理學的原理，強調領

導者需要具備開放性、適應性和整合性。這種領導模式認為組織和領導者之間存

在著互動和連接，而不僅僅是單向的因果關係。Kamali 和 Mohammdkhani（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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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量子領導的概念源於物理學中的量子理論，這一理論認為萬物都是相互連

接的能量。在領導領域，這意味著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存在著深厚的連接，這

種連接超越了傳統的命令和控制模式。量子領導強調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互

動和關係，並認為他們都是整體的一部分，他們的行為和決策將影響整體的結果。 

(二) 量子領導的意涵 

量子領導作為一種新興的領導模式，其緣起於對當今複雜、不確定和快速變

化環境的回應。根據 Zohar（2016）的觀點，量子領導者認識到其組織與所處世

界是一個不斷變化的、不確定的、相互關聯的整體，並在這種不確定性和變化中

尋求共存，而非控制。這種領導方式強調價值觀和意義，並致力於在組織中培養

這些價值觀和意義。量子領導者認識到組織是一個生態系統，各部分與其他部分

相互關聯，且真正的變革和創新源於組織內部，因此鼓勵員工採取主動，賦予他

們權力和責任，為組織帶來真正的變革。量子領導超越傳統的指令和控制模式，

轉向強調互動、連接和合作的領導方式（辛杰等人，2020）。量子管理基於量子

力學原理，強調系統性、變動、不確定性、辯證思維和兼容性。量子領導是這種

思維在領導實踐中的應用，包含願景引領、信任授權、尊重包容、服務支持等特

質，強調量子領導方式不僅源自領導者自身，也來自於領導者與下屬間的互動，

融合了願景領導、授權領導、包容領導和服務領導的多重特徵（黃剛、郭飛，2020）。 

量子領導特別強調自下而上的策略，重視人際互動，領導者具備創客精神和

僕人心態，透過行為實踐達成組織與員工間的共享、共創、共贏，形成命運共同

體（陳松，2021）。這種領導模式不僅促進組織內部合作與共創，也為應對外部

變動提供新思維與解決策略。在現代多變的環境中，傳統領導方式的局限性愈發

明顯，限制了組織和個人的創新與成長。量子領導以其賦能、求新和交互特徵，

強調以人為本，創造共贏價值觀（吳玥，2022），促進組織整體發展，為員工創

造積極成長環境。此領導方式特別注重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關係，以及組織

內外的連接性。量子領導者具有非線性的思維方式，能夠多角度、多層次地看待

問題，強調整體性的思考和行動，並重視與他人建立的關係，以推動組織發展。

量子領導框架下的領導者需具備核心能力，包括直覺力、創新思維、適應性和系

統性思考（Kamali & Mohammdkhani, 2023）。 

綜合歸納，量子領導作為一種應對當今環境複雜性的新興領導模式，重視組

織與世界的連接性和持續變化。這種領導方式強調價值觀和意義的培養，以促進

組織內部的創新和變革。量子領導超越傳統模式，轉向注重互動、合作和連接，

並結合了願景領導、授權領導、包容領導和服務領導等多重特徵。此外，量子領

導注重自下而上的策略和人際互動，鼓勵領導者展現創客精神和僕人心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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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員工間的共享、共創和共贏。這種領導模式適應現代環境，促進組織和個

人的創新與成長，重視領導者與下屬間的關係和整體系統的連接性。 

(三) 量子領導理論與其他領導理論的比較 

    量子領導作為校長領導理論之建構，在學校治理中應用量子領導理論，與傳

統的校長領導理論相比，具有獨特的價值和功能，以下分別就願景、變革、魅力、

授權、包容、服務等方面的領導加以說明。首先，願景領導強調建立和實現清晰

的未來目標，而量子領導則在此基礎上加強了適應性和創新能力。接著，魅力領

導依靠領導者的個人魅力來激勵追隨者，而量子領導更強調整體連接和系統思維。

變革領導專注於推動組織文化和價值觀的改變，而量子領導則著重於應對不確定

性和複雜環境的策略。授權領導賦予員工更大的決策自主權，量子領導則結合系

統性思維，推動更廣泛的組織創新。包容領導強調領導者的開放性和傾聽能力，

量子領導則在此基礎上增加多元視角和應變能力。最後，服務領導強調為他人服

務的意識，量子領導則同時強調在不確定環境中的創新與危機管理能力（吳玥，

2022；陳松，2021；彭劍鋒、馬曉苗、甘羅娜，2019）。 

    綜合來看，量子領導理論在學校治理中的實踐，對於促進學校文化的積極發

展、提升教育環境的適應能力以及推動學校整體與個體的和諧發展具有顯著作用，

為學校改革和提升提供了全面且適應性強的指導，有助於學校在快速變化的教育

環境中保持競爭力和創新力。這些都是傳統校長領導理論中較為欠缺的方面。 

三、量子領導實踐於學校治理 

筆者以探討量子領導在教育領域的實踐與挑戰為主題（卓訓德，2023），選

擇彰化縣的國民小學教師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分層抽樣的方法，根據學校的班級

數量分為四層，依次抽取了 9 所學校作為樣本學校。發放了 115 份問卷，最終回

收了 114 份有效問卷。參考中國大陸學者辛杰等（2020）的量子型領導測量問卷

後修正為「校長量子領導測量問卷」進行問卷調查。研究中探討校長如何實踐量

子領導，並比較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例如性別、學校規模、職務、學校所在地與

服務年資等）的教師對校長量子領導的認知差異和評價，以便探討不同背景變項

對教師評價的影響。「校長量子領導測量問卷」包括自覺覺他、連接交互、探索

求新、和合共贏、利他包容、賦能無為、重建秩序 7 個維度，共 34 個題目。問

卷中採 Likert 五點量表計分方式，分數越高表示教師知覺校長量子領導表徵的程

度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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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校長量子領導各個維度的平均數、標準偏差和變異數 

量子領導維度 N 平均值 標準偏差 

自覺他覺 114 4.352 0.545 

連接互動 114 4.393 0.605 

探索求新 114 4.456 0.588 

和合共贏 114 4.459 0.561 

利他包容 114 4.401 0.608 

賦能無為 114 4.364 0.583 

重建秩序 114 4.406 0.607 

校長量子領導 114 4.404 0.543 
資料來源：卓訓德（2023）。 

在研究中，校長量子領導的各個維度評價相當高，平均值均高於 4，顯示教

師對校長實施量子領導的評價和肯定程度較高。這一結果表明，校長在自覺他覺、

連接互動、探索求新等量子領導的各個維度上展現了相應的能力和特質，並獲得

了教師的廣泛認可。這種積極的領導方式對於促進教師間的協作、創新以及學校

整體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此外，各維度的標準偏差值介於 0.545 至 0.608

之間，表明教師對校長量子領導的認知具有相對一致性。而變異數範圍從 0.296

到 0.370，顯示在不同量子領導維度中，教師的認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散，但並

不十分明顯。 

這些研究結果顯示，當應用量子領導理論進行的「校長量子領導測量問卷」

實證研究後，參與問卷調查的教師普遍對校長實踐量子領導持有正面的評價。這

表明量子領導理論在學校治理領域的有效性，同時也反映了這種領導方式在實際

應用中獲得了教育工作者的認可和支持。這些結果對於推動學校治理的優質發展

和提升校長的量子領導能力提供了重要的實證基礎，同時也為推動學校治理優質

發展和提升校長的量子領導能力提供參考的價值。 

研究中對有關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對校長量子領導具體實踐行為的評價，透過

問卷調查和數據分析，發現學校規模和教師職務差異對教師對校長量子領導具體

實踐行為的評價有顯著影響。研究指出，小規模學校的校長在量子領導實踐上表

現得更加積極和有效，這可能與小規模學校組織結構的緊密性有關，使得校長能

夠更直接和有效地與教師及學生互動。此外，在自覺他覺維度上，不同職務的教

師對量子領導的評價存在明顯差異，這可能是由於不同職務教師角色和責任的差

異所導致。而在性別、學校所在地和服務年資等因素對校長量子領導的評價未顯

示出顯著影響，這表明這些因素可能不是影響教師對校長量子領導評價的主要變

數。這些發現對於理解量子領導在不同教育環境中的運作具有意義，也為後續在

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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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討論：理論與實踐的對話 

本文結合了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不僅深化了對量子領導理論的理解，也在

實踐層面上提供了具體的應用案例。特別是在學校治理的背景下，突出量子領導

理論在現代教育管理中的實用性和有效性。並揭示量子領導與傳統領導理論之間

的差異，強調量子領導在應對當代教育挑戰中的獨特優勢。以下將依「校長量子

領導測量問卷」七個維度研究討論： 

(一) 自覺覺他 

量子領導的校長展現了對自我與他人影響的深刻理解。這包括對組織目標、

願景的明確認識和強烈使命感。研究顯示，校長透過自我覺醒提升個人與團隊的

心靈成長，並勇於自我批判，從而賦予團隊夢想與意義，開發成員潛能。這種領

導對於建立有效學校領導及與教師和學生的有效互動至關重要。 

(二) 連接交互 

量子領導下的校長重視與他人的連線性和交互性，積極與每位員工溝通交流，

鼓勵組織內部的對話與合作。他們認為人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社會關係的總和，

重視組織成員間的緊密聯繫。研究表明，這種領導方式有助於形成水乳交融的關

係，促進組織成員的共同成長，並且有效地提升組織整體的價值創造能力。 

(三) 探索求新 

量子領導的校長在面對複雜和不確定的未來環境時，展現了極強的接納性和

探索性。他們擁抱變化，鼓勵創新，並支持新事物和新力量的湧現。研究指出，

這種不拘泥於傳統、靈活變通的領導方式，有助於快速回應新挑戰，促進學校在

不斷變化的教育環境中保持競爭力和創新力。 

(四) 和合共贏 

量子領導的校長遵循「萬物一體」的理念，重視建立教職員工與學校之間共

創、共用、共贏的關係。他們強調合作而非單方面競爭，將團隊的成就歸功於集

體。研究表明，這種打造共享價值平臺和機制的領導方式，有助於促進校內外的

合作，並實現學校與員工的共同發展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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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利他包容 

量子領導的校長表現出強烈的利他情結和包容性。他們對不同情況展現出廣

泛的包容，這源於他們對自身「小我」的超越。研究顯示，這種領導方式鼓勵教

職員工嘗試和錯誤，並與他們共享權力和榮譽。校長們能夠公正無私地處理問題，

並始終以幫助他人為出發點，展現了深厚的利他思想和寬容態度。 

(六) 賦能無為 

量子領導的校長遵循自然法則，在管理中不過度強調規則和秩序，從而賦予

教職員工更大的自主性。這種「無為而治」的方式不是無所作為，而是遵循自然

並賦予員工自主設定目標和自我管理的空間。研究顯示，這種領導方式鼓勵教職

員工從被動轉為主動，成為尋找機會、獲取資源和做出創新決策的積極分子，從

而提高了整體的組織效能。 

(七) 重建秩序 

量子領導的校長具備在變幻無常的環境中重建秩序的能力。面對危機或混亂，

他們能保持清醒和樂觀，迅速找到解決困境的方法。研究指出，這種領導者能夠

有效地駕馭無秩序環境，化解危機，採取合理措施，從而在組織中重建新的秩序

和穩定環境。這種靈活應變的領導方式對於學校面臨挑戰時的穩定和發展至關重

要。 

綜合來說，本研究探討量子領導理論在學校治理的應用，顯示量子領導在面

對複雜、不確定環境時的有效性。量子領導強調整體性和連接性，鼓勵領導者展

現創客精神和僕人心態，促進組織與員工間的共享、共創、共贏。研究發現，量

子領導在教育領域的實踐對學校文化發展、適應能力提升及學校整體和諧發展具

有顯著影響。此外，量子領導的七個維度：自覺覺他、連接交互、探索求新、和

合共贏、利他包容、賦能無為、重建秩序均獲得教師的高度評價，顯示其在學校

治理中的積極作用。研究也指出小規模學校的校長在量子領導實踐上表現更佳，

並強調了量子領導的適應性和時代感。 

五、結語：啟示與建議 

在 VUCA 時代背景下，學校治理面臨巨大挑戰。量子領導作為一新型領導

模式，為這些挑戰提供創新解決方案。量子領導的特色在於其適應性、整體性和

創新思維，這使其特別適用於學校治理。這種領導方式不僅應對複雜多變環境的

能力突出，同時也促進了學校內部的互聯互動和共創共贏。量子領導的價值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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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連接性、潛能和可能性的強調，為學校治理帶來全新視角。接下來，將結合

實際學校情境，探討量子領導在學校治理中的理論與實踐，並提出具體建議，以

指引學校如何運用量子領導應對當前教育環境的挑戰。 

(一) 校長應加強靈性層面的智慧和能力 

校長應專注於發展「靈商」，對自身及他人更深刻的理解與意識。這種領導

能力強調共鳴和深層次的人際關係建立，對於學校環境的有效領導至關重要。具

體行動包括開展自我反思活動，加深對學校使命的理解；以及開設師生溝通平臺，

促進彼此間的理解和共鳴，從而提升整體教育質量。 

(二) 校長應加強學校治理的師生互動與合作，培養動態活躍的學習社群 

學校校長可以定期舉辦師生座談會，讓師生共同參與學校的決策過程，這樣

可以促進資訊共用與創意發展。此外，校長可推行跨學科合作項目，鼓勵不同學

科教師和學生共同工作，以增強學校的綜合實力和創新能力。 

(三) 學校校長應積極推動教育創新以鼓勵師生開拓思維 

校長可以引入互動式數位教學資源，刺激學生的學習興趣，並透過工作坊或

研討會促進教師的專業成長。此外，校長可以設立創新實驗計劃，如學生領導的

專案或跨學科研究，激發學生和教師的創造力，從而提升學校整體的教育質量和

競爭力。 

(四) 校長應致力於創建一個基於和合共贏原則的學校環境 

首先，校長可以通過跨學科課程和項目，促進學生和教師之間的創新協作。

其次，校長可以與社區及當地企業建立夥伴關係，開展實踐項目，使學生能夠直

接參與到真實世界問題的解決中，從而鼓勵學生和教師共同創造社會價值。這樣

的做法有助於形成學校內外的協同合作環境，共同促進學校和社區的發展。 

(五) 校長應在學校治理中強調和諧共存與包容性 

學校可先實施以尊重和理解為基礎的多元文化教育計劃，鼓勵學生學習不同

文化和背景的價值。其次，校長可以建立一個以共同價值為基礎的學校環境，其

中不同觀點和意見都受到尊重和鼓勵。這種環境不僅促進學生間的相互理解，還

有助於培養他們的批判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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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校校長應該賦予教師和學生更大自主性和創新空間以參與學校治理 

首先，實施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計畫，鼓勵學生主動參與課程設計與評估，

從而提升他們的學習動力和參與感。其次，建立一個開放的教師發展系統，鼓勵

教師自主尋求專業成長機會，例如參加工作坊、研討會或領導培訓。這樣的策略

有助於激發全體師生的潛能，進而促進學校整體的創新和發展。 

(七) 校長面對不確定性和變革時，迅速靈活地調整管理策略以確保學校穩定性 

校長可先以引入危機管理小組，專注於迅速響應突發事件，如疫情或自然災

害，並制定應急計劃以保護學生和教職員工的安全。其次，推動技術整合，例如

在疫情期間實施遠程學習計劃，不僅保持教學連續性，同時也培養學生的自主學

習能力。這樣的策略有助於校長在挑戰面前重建秩序，並抓住轉型和創新的機會。 

    總結來說，在當代教育領域的 VUCA 背景下，量子領導提供了學校治理的

新視角。量子領導在學校治理中的應用，涵蓋了自覺覺他、連接互動、探索求新、

和合共贏、利他包容、賦能無為和重建秩序等多個維度。它要求校長在日常管理

中展現這些核心能力，如透過反思自身行為、關注學校使命，以及促進師生之間

的交流與合作。這樣的領導方式不僅促進了創新和團隊精神，還增強了學校對外

部變革的應對能力。使學校能夠更好地適應不斷變化的教育環境，並培養出能面

對未來挑戰的學生。通過實施量子領導，學校不僅可以促進組織內部的合作和共

創，還能為應對外部挑戰提供新的思維和解決策略，為學校的持續發展和進步奠

定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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