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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教育市場的蓬勃發展，家長教育選擇權的興起，學校經營處於競爭激烈

的環境中，教育人員體認到唯有考量家長及學生需求，提升辦學品質，發展學校

特色，更要運用行銷策略建立學校優質形象，且不僅需依賴傳統的口碑和宣傳管

道，更需要開拓新的行銷方式來吸引學生和家長的關注。 

自媒體的崛起為學校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平台，使他們能夠更有效地傳達學校

品牌、特色和價值，加上使用的技術門檻低、簡單易學、可輕鬆上手、成本低等

特性，因而十分適合應用於學校行銷。然在言論自由的自媒體世界中，是學校便

利又普及的行銷管道，亦是教職員、家長與學生意見表達或情緒宣洩的管道，自

媒體為學校行銷帶來的一體兩面，是學校的挑戰與機遇。 

本文將先介紹自媒體與學校行銷的意涵；其次，探究自媒體在學校行銷的運

用；再者，討論學校運用自媒體行銷的困境；最後，提出解決學校自媒體行銷困

境的因應策略，期能做為他校自媒體行銷之參考建議。 

二、自媒體的意涵 

美國新聞學會媒體中心於 2003 年 7 月出版了由謝因波曼（Shayne Bowman）

與克里斯威理斯（Chris Willis）兩位聯合撰寫的「We Media（自媒體）」研究報

告，裡面對「We Media（自媒體）」下了一個定義：「『We Media』是普通大眾經

由數字科技強化、與全球知識體系相連之後，一種開始理解普通大眾如何提供與

分享他們本身的事實與新聞的途徑。」（智庫百科，2023）。 

廣義而言，自媒體（self-media 或 we media）是一種生活型態，一種展現生

活方式的過程。狹義而言，自媒體是以原創意識、原生內容，運用數位工具去傳

遞或散布理念、商品或服務的小型分眾媒體。具有高關注、高黏著、高互動的特

性（ETtody 新聞雲，2023）。自媒體為個體提供了表達和傳播的空間，使得信息

傳播更加多元，然而，其内容也存在著對真實性與可信度的考驗。 

三、學校行銷的意涵 

教育行銷是指將行銷概念延伸到教育組織，教育組織則意指教育事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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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府教育主管機關、各級公私立學校、文化教育機構等（張明輝、王湘栗，

2009）。蔡金田（2011）提出學校行銷管理涉及學校環境、計劃策略、人員、經費

資源、顧客市場、環境與公共關係等因素，透過有系統持續的進行來建立學校的

品牌聲譽，以提高教育市場的競爭力。孫在國（2019）認為教育行銷能協助教育

組織檢梘自身條件及內、外環境變化趨勢，改善教育品質並有效提升學校形象。 

綜上，學校行銷係將傳統的行銷觀念應用在各項校務經營上，學校行銷重視

顧客需求及服務，擬訂行銷目標，並從學校組織的目標、規劃到執行的運作過程，

建立適切完整的行銷策略，藉由推廣學校特色與辦學理念，提升教師、家長、學

生與社會大眾對學校的認識與認同，以強化學校競爭力。 

四、自媒體在學校行銷上的應用 

在當今快速發展的教育環境中，自媒體成為學校行銷不可或缺的利器，透過

自媒體平台，學校可與家長、社區以及學生進行即時且直接的互動，以下為常見

的學校行銷平台。 

(一) 學校網站 

學校網站是學校在網路上最早所採行的傳播信息方式，透過學校網站可以了

解學校的整體狀況，包含了學校的基本資料、組織架構、校史沿革、學校特色等，

亦可了解學校行事活動、課程計畫、公告欄和榮譽榜，學校可以利用網站作為宣

傳信息的媒介，發布所有要宣達的精神與理念，亦可以直接管理和控制的信息平

台。褚榮堂（2005）指出學校網站的建置以網路行銷理念為基礎，不只提供了網

路大眾都可查看的資訊，更在日積月累中形成了品牌與特色，是一種對學校的未

來發展有著重要地位的無形資產。 

(二) 臉書粉絲專頁 

臉書從創立以來就是用戶最多、廣告營收最高、且最具主導地位的平台，在

2022 年底為止擁有高達近 30 億的用戶，加上人人都容易上手的操作介面，是許

多學校選擇的一個行銷與傳達訊息管道，陳木金、尹潔茹（2012）指出，學校可

以藉由 Facebook 創造學校品牌領導新趨勢，推動學校運用 Facebook 成為全球的

知名品牌，學校可根據不同的用戶族群建立各式的 FB 粉絲專頁，如：學校粉絲

專頁、特色社團或班級粉絲專頁等，它可透過添加用戶作為朋友，了解粉絲族群

與數量，並能提供資訊交換、自動更新及即時通知等，學校可透過在網站上發布

動態內容，吸引粉絲關注互動，利用具吸引力的多媒體動態內容，吸引粉絲瀏覽

並分享，也能透過即時回應粉絲，提高粉絲互動參與，增加粉絲專頁的曝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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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限制是 Facebook 規定至少 13 歲才可註冊成為用戶。 

(三) 教育局（處）網頁校園活動報導 

各縣市教育局（處）均設有專屬網站，也皆設有校園活動報導專區，各校教

職員只需透過局（處）帳號登入，即可在其上轉發圖文並茂的新聞稿。透過此平

台，學校可吸引更廣大的用戶族群關注學校，而透過新聞稿中關鍵字的建立，亦

可提高學校新聞曝光度。以臺中市為例，學校發表新聞則數越多，其露出率就越

高。 

(四) Line@官方帳號 

LINE@使用者黏度超越 Facebook，臺灣人平均每天花費 71.8 分鐘，無論用

戶數、使用者黏度都已經正式超過 Facebook，善用此目前業界最夯的行銷利器，

對於學校的招生與永續經營將有正面廣泛的影響（楊欣怡，2017）。透過 line@官

方帳號，學校可以針對加入之用戶以一對多方式快速群發訊息，進行檔案、影片

及語音音檔的發送，且群發的公告不會被洗版，若有好友傳來訊息會進入一對一

聊天視窗，是一種保有隱私的互動方式，學校更可針對重要的活動與行事預先設

定訊息推播時間，另也可以設定非上班時間的自動回覆訊息，及多人管理等功能，

在時間運用上顯得有彈性，也減輕行政人員在管理與應用上的壓力。 

(五) YouTube 頻道 

建立一個學校專屬的 YouTube 頻道，也是學校在行銷與教學上的一項利器，

臺灣戲曲學院曾在熱鬧商圈舉辦快閃表演上傳 YouTube，影片創下百萬點閱次

數，為學校宣傳增添力道（自由時報，2024）。尤其在疫情時期，直播更是學校

各項活動進行的首選方式，而直播的方式除了現場直播外，亦可以選擇預錄再設

定直播時間，另在頻道上也可以透過製作多元化的影片內容，如：校園介紹、師

生專訪、課程教學、學生活動、校園活動、招生影片等，讓觀眾深入了解學校的

氛圍、學術和校園生活，透過 YouTube 不只展現了學校的辦學特色與優勢，也成

為全校師生、家長和社區了解學校與進行教學活動的平台。 

(六) 電視牆及跑馬燈 

跑馬燈和電視牆普遍設置於學校主要門廳上，它們能夠吸引路過民眾的目

光，用於傳遞即時的重要資訊或是展現學校特色，如：校園活動、外賓歡迎標示、

辦學績效、師生榮譽榜、學生作品、協助政令宣導…等，可向學生、家長和社區

民眾展示學校的獨特價值、優勢和成就，尤其師生榮譽事蹟的刊登，具有激勵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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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士氣的功用；也可協助公告社區鄰里舉辦的活動（張韶蘭、黃靖文，2014），

有效拉近學校和社區間的距離，強化公共關係。 

五、學校面對自媒體行銷的困境 

(一) 系統性的行銷規劃耗時費力 

在節奏快速的網路環境中，能在最佳的時機點創造引人關注的內容，是自媒

體行銷的重要關鍵，學校需要不斷思考如何呈現自身特色，以及如何將資訊以打

動人心的方式呈現給目標群眾，這對於以教學為重的學校教育人員而言，是為沉

重的負擔也易被忽視。 

(二) 科技人才匱乏及設備維護更新的挑戰 

學校在面對多元的自媒體行銷管道，往往缺乏足夠的專業人才來應對千變萬

化的社交媒體環境，隨著新的平台不斷湧現，學校人員需要不斷精進其專業能力，

也需要與時俱進的更新設備及維護設備的能力。 

(三) 全體教職員對行銷認知仍存在差異 

學校部分人員認為行銷是校長和行政的職責，未意識到個人的展現亦代表著

學校，部份人員對於行銷處於狹義的校園活動推播認知，部份人員認為行銷有做

就好而忽略時效性，因而影響學校行銷的推動。 

(四) 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繁忙，對於行銷推廣力不從心 

學校行政工作多為教師兼任，在推展行政業務外，亦要兼顧教學工作，為落

實人人皆有行銷之責，亦要投入心力於行銷工作之中，在身兼多職之下，需於繁

瑣待辦事項中推展行銷，亦需具備自媒體應用之專業能力，其相關之專業知能與

技能皆待強化。 

(五) 網路互動性的不可控風險 

自媒體行銷管道多有互動功能之特色，高互動性也提高學校新聞露出率，但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良好的互動留言及評價，將為學校帶來加分效果，惟難免遇

到民眾透過留言申訴不平、抒發情緒或留下負面評價，對學校危機應變帶來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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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校遭遇自媒體行銷困境的因應策略 

(一) 組建跨處室行銷推展小組，新聞露出規劃 

學校可成立跨處室行銷推展小組，盤點並整合相關資源與專業人才，有計劃

性地以週、月、季、定期、不定期等區間來露出校園新聞，將學校亮點與成果推

銷給社區家長，且應定期追縱檢討學校行銷推動之進度及成效，以發揮行銷最大

效果。 

(二) 培育自媒體運用能力及正確行銷認知 

透過培訓課程，提升學校同仁在自媒體平台和軟體上的運用技能、行銷理念

以及新聞稿撰寫技巧，這不僅有助於同仁們更專業地運用各項自媒體工具，也能

建立正確的教育行銷觀念，使學校能夠更有效率地進行行銷活動，展現學校特色，

提升教育形象。 

(三) 以內部行銷提高成員認同感 

校長及行政透過各項會議，向全體教職員傳達辦學理念和學校績效，這不僅

有助於提高大家對學校的認同感，同時也能透過行銷理念的宣揚，使每位成員認

知到自己有參與行銷的責任。此外，每位師生的優質展現更是一種默默而有力的

行銷傳遞。 

(四) 以外部行銷發展學校亮點特色 

行銷是當前學校應重視工作，但是行銷的內容亦是重要的關鍵，學校可以透

過自媒體將學校的特色、優勢和成功故事化為行銷內容，有效的將學校教育成果

傳達擴散出去，這不止有助於提升學校的知名度，這種透明度更有助於建立信任，

並增加家長和社區的參與感。 

(五) 建立良好親師溝通，制定完善危機應變計畫 

學校平時妥善經營與家長、社區人士、鄰近學校及媒體的關係，定期更新自

媒體上之資訊，公開學校的最新消息和政策走向，確保透明度，從而減少誤解和

猜疑。校長向教職員宣導良好親師溝通更是獲得信任基礎的至要關鍵，學校網頁

及文宣提供家長諮詢管道與資訊，避免家長透過自媒體進行公審或給予負評，而

在面對各項負面評論時，學校以冷靜和公平的態度回應民眾的問題和批評，並積

極解決問題，以展現對民眾意見的重視和尊重。另，與媒體建立良好關係是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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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的關鍵，透過正面媒體報導，學校能向社區和社會大眾傳遞正確的訊息，提

升學校形象和知名度。 

七、結語 

自媒體的即時性和便捷性成為學校行銷的利器，它不僅讓學校能夠迅速回饋

動態，還能實現即時的宣傳效果。然而，隨之而來的是自媒體開放性和互動性的

挑戰，學校必須正視家長和民眾利用自媒體進行的發聲，故學校人員需要擁有危

機應變能力，以及敏察危機的反應速度，以有效管理潛在風險。 

在實際運用自媒體行銷學校形象時，關注家長和學生的需求是重要關鍵，透

過精心規劃的行銷策略，學校應兼顧內部行銷、外部行銷和互動行銷，以提升學

校的優質形象，贏得校內教職員生、家長、社區和大眾的支持和認同。如此，學

校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保持優勢，在教育領域中塑造出獨特而引人注目的品牌形

象，實現永續經營和長期發展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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