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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科技技術日新月異，培養下一代學生適應未來社會的能力，並涵養終身學習，

且知道如何學習的世代，亦是各國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學校肩負地方教育生態

系統的學習中心，連結各界的資源，規劃專業課程與知識，打造多元的學習機會

並擴展學生的學習（OECD, 2020）。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校長首要職責是提升學

生的學習表現（Moral, Martín-Romera & Martínez-Valdivia, 2018），校長學習領導

（leadership for learning）更具關鍵意義。 

為符應教育改革的趨勢，學校須追求進步發展，持續的自我革新，讓學校變

得有效能，並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最終目標是提升學生學習成效（Mafratoglu, 

Altinay, Koç, Dagli & Altinay, 2023）。校長學習領導專注於教學研究和學習成效的

歷程，制定管理學校教學與學習方案計畫，能夠奠定學校發展基礎，整體組織能

更靈活地應對變革和挑戰（Prarasri, Chanawongse & Tesaputa, 2018）。爰此，校長

以學習領導推動學校改進，是值得探究之重要課題。 

二、學校改進的意義 

學校經營須持續改善進步，最終目標為達成有效能學校。根據 Dijkstra、Daas

與 Ehren（2017）的觀點，學校效能（school effectiveness）是教育與學習的成果，

從輸入、過程、輸出和背景等模式進行評估，Scheerens（2017）認為輸出的部分

主要是衡量學生學業表現，旨在解釋學校和學校之間學生成績的差異；學校改進

（school improvement）係為促進學校從現況走向理想狀態所做的努力，其中的行

動者包含校長、教師、學生和家長，是整個學校與社區共同承擔的責任（Koç Akran, 

2020）。爰此，學校改進是動態的發展歷程，涉及學校內部環境以及外在資源的

交互影響，包含個人層級與學校組織層級之間的互動，是一種系統而持續推動的

努力，旨在改變校內的學習環境，讓學校能更有效地實現教育目標（梁歆、黃顯

華，2007） 

學校改進將學校視為一個整體的概念，關注學生的學習成果，優先考慮學習

生態系統中利害關係人的期望（Feldhoff & Radisch, 2021），且學校進步仰賴計畫

性的管理與執行，Al Mekhlafi 與 Tahir Osman（2019）認為學校改進是指所有關

於教育變革策略的理論和研究，這些策略可以提高學生成績並加強學校變革管理

的能力。綜上，持教育變革觀點者，視學校改進為一種因應變革的教育策略，為

了提升學業成果、提高教學質量，以及增進學校整體效能，而進行有計劃、有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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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努力和變革（Davis-Singaravelu, 2022）。 

當前的世界是充滿變動的變革時代，學校更應自我重塑，展示可持續的改進

（Mafratoglu et al., 2023）。依複雜理論觀點探究，學校須持續自發性地自我調整

與組織，產生新的結構、規則及秩序，如何促進學校組織持續開展改進動能，倚

賴教師間必須持續學習、彼此進行互動（潘慧玲，2017）。 

三、校長學習領導的意義 

學校領導的任務必須持續致力於關注學生的學習，廣義定義此種領導力稱為

學習領導（Afandi, Bafadal, Hadi, & Taufiq, 2021），從相關文獻探討學習領導的意

義，可歸納如下： 

(一) 學習領導關注以學習為中心 

學習領導強化領導與學習的連結，Hallinger（2011）指出學習領導係指學校

領導者專注於學生學習，並用以達成學校成果的重要方法。Aslan、Arisoy 與 

Gören（2023）聚焦於校長學習領導創造整體學校成員的學習機會，包含教師與

學生的學習。又 Prarasri 等人（2018）研究發現校長學習領導，必須透過教師的

專業學習來改善教學和學生學習。因此，學習領導是校長關注學生學習的領導行

為，發揮影響力改善教與學的歷程。 

(二) 學習領導強調教師賦權增能 

Hallinger（2011）闡述學習領導的重要概念為與教師分享領導職能，透過共

享權力，營造團隊協作與團隊學習的能力，輔導教師進行持續性的專業學習，有

助於形成學習文化與權力分配（Prarasri et al., 2018）。由此，學習領導強調學校

中的每位教師皆賦予促進學習的權利，而校長的主要職責為促進教師持續專業發

展，以保障學生有效學習。 

(三) 學習領導重視共同承擔績效責任 

有效能的學校領導者必須持續專業學習，並以幫助他人學習為職責，透過組

織團隊合作，共同承擔學習成效的績效責任（Fullan, 2020）；Hallinger（2011）指

出學習領導必須系統化評估教師教學品質及輸出成果，最終目標是提升學生學習

成果。綜上，學習領導具權力分散的領導觀點，強調每位成員承擔學生學習成果

的績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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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相關文獻，本文將校長學習領導定義為校長以學生學習為核心，持續反

思、學習、專業成長，以提升自身學習領導能力，創造支持性的教學環境，建立

協作共學的教師專業發展，以增進教師有效教學和學生有效學習的歷程。 

四、現階段推動學校改進面臨之挑戰 

校長推動學校改進時可能會面臨許多難題，當前面臨之挑戰，分述如下： 

(一) 校長領導 

學校改進的過程充滿了挑戰，首先，校長會面臨教師、家長的質疑與各界的

壓力，校長必須堅守教育信念來面對回應；第二，校長要熟悉學校文化與傳統，

盤點當前的學校現況與需求，具備洞察的智慧與系統管理的能力，擬定改進的優

先順序與策略；第三，校長需要因應當前教育政策的變動，若與學校當前改進發

展不完全相符時，需要在政策執行和學校實際情況之間找到整合的平衡點。 

(二) 教師心態 

當校長推動學校變革時，通常意味著會改變現有的教學方法、課程規劃、教

學評估方式等，以上種種改變促使教師感到不確定與不安，產生抗拒的心理；再

者，教師可能會產生學校表現不佳的想法，所以組織需要調整的負面情緒

（Courtney, 2022）；其次，教師需要額外的時間適應新的教學方式和要求，增加

教師工作負擔，並會擔心自己的教學專業不足，所以對於學校改進的推動，抱持

觀望的態度。 

(三) 資源限制 

校長在推動學校改進方案時會面臨資源限制的情境，第一，學校規模與條件

不同，影響資源分配與管理，例如：偏遠或小型學校通常面臨教師人力不足，招

聘教師不易且流動率高，進而影響到學校改進成效；第二，學校若位於交通不便

利的地區，校長引進外界資源或專家團隊入校指導，影響參與意願；第三，學校

經費有限，改進計劃需要額外經費支持，用於教師專業發展或教學設備改善。 

(四) 支持系統 

校長引領學校朝向更好的方向發展，需要團隊互相協助，因此家長或社區相

關利害關係人對改進方案缺乏支持，可能會影響學校改進的實施和成功；再者，

學校經營面向包含行政管理、課程教學、學生學習、經費資源等等，對於學校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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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狀況，分析學校問題與需求，診斷問題形成學校改進方案，進一步建構執行策

略、整體方案評估與修正等，可能會讓校長陷入疲於奔命（Courtney, 2022）；校

長處理繁雜的行政工作事務，參與各式會議，同時推動學校改進方案，需要花費

大量時間和精力進行有效的溝通與協調，以確保各方的理解和參與，可能會讓校

長面臨多重困境。 

五、以校長學習領導推動學校改進之策略 

以推動學校改進之觀點探究學校教育領導，Mafratoglu 等人（2023）研究發

現校長學習領導專注於教學研究和學習成效的歷程，能夠提升學校整體教育質

量。依據相關文獻探討及實務觀察結果，可以有以下作法： 

(一) 精進學習培力領導，確立學習領導價值信念 

校長本身必須具備強而有力的領導效能，以利推動學校改進（Courtney, 

2022），有效能校長的領導信念，以學生的學術成就和社會發展為導向驅動

（Hallinger, 2011）；校長學習領導信念是影響領導效能的重要因素，校長若將提

升學生學習成果視為教育公平正義之實踐，具有強大的信念以及執行的魄力，無

論學生的文化、經濟或社會背景因素，皆承諾對所有學生提供高品質的教育，則

能促進學校改善與進步（Moral et al., 2018）。爰此，校長應重新定義領導責任，

建立學習的習慣和信念，閱讀學習領導的相關書籍、研究報告，不斷更新自己的

知識和理念；參加校長專業學習社群，與資深校長交流學習，借鑒其他學校的成

功經驗，提升系統思考與學習領導的能力，讓師生感受校長以學生學習為福祉的

信念，並以身作則示範如何學習，營造有利於學習的氛圍，帶領教師向前邁進。 

(二) 設定學校發展方向，擴大參與民主溝通 

校長廣泛尋求教師對學校發展的建議，讓教師參與教學與行政的發展規劃與

決策，將改善學生學習條件列為核心；透過各式會議與教師平等、專業的對話，

帶領教師建構明確的學習願景，充分讓教師認同學校願景，深化教師對學校價值

的認同感；建立教師對學生學習表現有具體且系統性的高期待，進而共同規劃整

體學習計劃，清楚呈現學生各階段的學習任務與學習表現。在定義學校願景和學

校任務時，確保學生學習的目標是具體並可衡量，所有教師都能理解與傳達，以

利創造更有效的學習並構建學校發展的能力（Hallinger, 2011）。 

(三) 支持教師專業發展，形塑學習型組織 

Afandi 等人（2021）研究發現校長學習領導能提升學校整體能力，而教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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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是影響學校進步的重要因素。Moral 等人（2018）闡述學習領導的關鍵，

奠基於團隊動態的協作活動，強調校長與教師之間的合作，開展聚焦於學習的專

業對話。校長除行政領導外更具備教學專業的角色，樂於與教師共同研究與課程

和教學相關的問題，以改善教學實務，使學校成為進行研究的專業學習社群，促

進教學合作與輔導；邀請專家學者入校帶領教師增能活動，激發教師反思自己專

業學習及課室教學的信念與方法，為裨益學校持續改進之重要作法。 

(四) 共享學習權利與績效責任，壯大學校改進量能 

學校需要持續自我改進，為學生提供各種機會參與有意義的學習（Al 

Mekhlafi & Tahir Osman, 2019），因此，校長致力於讓更多相關人員參與，善用各

式會議與校務活動，打造多元的溝通管道，傾聽學生、教師、家長、社區的看法，

凝聚共同承擔學生學習責任的共識，建立網絡協作關係；邀請外部專家進行學校

評估，從專業角度瞭解學校存在的問題和改進策略，將教育政策發展轉化為學校

核心價值，進行整合評估；校內視導評估部分，校長應關注課程、學習和評估機

制的建置與應用，善用學習評量資料進行教學輔導支持，評估改進教學計畫，掌

握學生學習成果與教師教學的績效，形成教師當責文化；申請專案計畫挹注課程

與教學資源，例如：學習扶助、增置教師、活化教學計畫、校長諮詢輔導計畫等，

支持學校優質發展。 

六、結語 

校長學習領導以領導培力、民主溝通、專業發展以及共享責任等策略，深化

學校在教與學改進的核心角色，有助於學校自我更新，導引學校進步成長。然推

動學校改進是一個持續且需要長期投入的過程，校長需要系統性的支持，地方主

管機關支援鼓勵，區域夥伴學校協行共好，以學習領導為理念，擴大學校改進發

展的支持體系，更有益提升學校發展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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