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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校長是學校首席教師，也是綜理校務的行政主管，而教學是學校場域最重要

的活動與目的，行政則是輔助教學的重要手段，因此，「教學領導」（instructional 

leadership）是校長提升學校教育品質的重要領導作為（吳清山，2010）。本文作

者之一擔任國中校長多年，高度關注 108課綱實施狀況，知悉其改革重點在國中

階段包含了素養導向多元評量、跨域整合的學校本位彈性課程、新增科技領域(包

含資訊科技及生活科技)，以及核心素養。108課綱實施迄今將屆滿五年，就國中

校長教學領導的角色而言，首要任務就在於熟稔 108課綱，並實踐十二年國教所

強調的教學理念，以提升學校教育品質。 

近幾年來，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延燒的影響，世界各國幾乎都在短時間內封閉

實體教學，採用遠距、線上教學來確保教育系統繼續運作。臺灣也在 2021 年 5

月暫停實體課程，全面採取線上教學，影響所及，讓數位轉型快速成為產業、經

濟、教育等領域的重要發展趨勢。面對 108課綱的實施以及數位轉型的趨勢，讓

校長在教學領導的角色扮演上面臨了與以往不同的挑戰，在確保及提升學校教育

品質的議題上更顯重要（Izhak & Tahani, 2022）。基於此，本文主要在探討後疫

情時代國中校長的教學領導角色，全文主要分成三大部分，首先分析國中校長的

角色，其次探討後疫情時代對校園的衝擊，最後則提出國中校長在後疫情時代發

揮教學領導角色功能之具體作為。 

二、國中校長之角色分析 

校長是學校的領導者，一所卓越的學校必定有一位表現卓越的校長（林明

地，2003），因此校長的角色與學校的品質及發展有著相當緊密的關係。楊振昇

（2000）曾指出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曾提及，校長是首席教師兼行政主管，

應重視教學領導；而我國國民教育法中，也將中小學校長的產生由派任制改為遴

選聘任制。因此，中小學校長角色從著重行政事務的領導，開始有了多元與複雜

的任務，亦即中小學校長的角色及領導必須緊扣學校教學的各項層面。 

國內外學者對於中小學校長的角色也曾加以界定。例如張德銳（1994）認為

有效能學校的校長，除了領導學校幹部處理行政事務之外，也必須是教學領導者

的角色。吳清山（1996）則認為，校長是教學指導者，更是教師、專家、學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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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人士之間的協調者、仲裁者及和諧人性的領導者。林明地（2003）認為校長

在學校所扮演的角色有五種：教育者、行政管理者、文化領導者、專業社群的一

份子、個人自己。謝文全（2004）則提出校長在學校所扮演角色有七種：主動積

極的領導者、發展學校策略性計畫、進行合作式計畫歷程、領導發展多樣化課程、

領導學生學習成果評鑑、領導教職員專業發展活動、權力的分享者。 

其次，在國外學者的部分，Smith 和 Andrews（1989）主張校長所扮演的角

色應包含：校長是資源提供者（as resource provider）、校長是教學資源者（as 

instructional resource）、校長是溝通者（as communicator）、校長是臨場者（as visible 

presence）。另外，Sergiovanni（2001）提出了校長領導的四個角色：管理者、激

勵者、發展者，及社區建立者。此外，Wood（2005）研究調查顯示校長應有五

個領導角色：文化建設者、教學領導者、協調促進者、新教師招聘者、新手教師

指導者。 

綜上所論，國中校長的角色與任務相當多元，對學校內部而言，校長必須扮

演：學校願景與目標的凝聚者，教學與課程的領導者，優質學習環境的營造者，

學生學習表現的關注者，以及行政事務的首席主管者。對學校外部而言，校長則

是：社區文化的促進者、外部資源與人力的引進者，視導專家與學校之間的溝通

者，親師生之間的協調者，以及社區公共關係的建立者。就目前的教學現場來說，

校長重視與實施教學領導，對於提升學校教育品質可說是不容忽視的重要任務。 

三、後疫情時代對校園的衝擊 

2020 年初始，國民中學面臨的挑戰包括 108 課綱的實施、Covid-19 疫情的

爆發，以及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這三項挑戰對於學生的學習、老師的教學型態、

親師間的溝通方式，乃至於學校行政的運作都產生影響。舉例來說，108 課綱的

實施加上數位科技的發展，大量導入「科技化」的教學型態，在疫情前是「穩定

的發展」，但突然爆發的疫情，讓我國及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紛紛採用遠距線

上教學來確保教育系統繼續運作，並加速科技數位轉型的教學型態發展。以下從

這三個面向分析後疫情時代對國中的衝擊。 

(一) 108 課綱實施下的校園衝擊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的實施，讓國中階段的課程、教學與評量產生了改變，校

長除一般的行政事務領導外，在學校的課程與教學、學生的學習、教職員的專業

發展、導入科技化教學，以及權力下放分享的角色扮演上，必須更加重視。誠如

廖純英（2022）所言，校長如何在後疫情時代落實新課綱精神，滿足學生跨領域

學習需求，進行教職員工在教學與行政營運型態的典範轉移，以及強化親師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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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並進行有效教學領導，實乃一大挑戰。由此可見，108 課綱對於校園確實產

生許多衝擊。 

(二) 疫情後期的國中校園衝擊 

疫情期間促使學校採取線上課程、遠距學習，對教師角色與學習情境產生教

育典範轉移，亦導致學生學習型態的改變。在防疫與線上教學的情境下，國中校

園面臨行政效率、教學品質與師生健康問題，除了一般的行政領導外，防疫工作

更是重中之重。根據作者的實務經驗，因為疫情隔離或生病的師生，必須採取線

上課程、遠距學習，促使校園的工作重點也必須關注師生的線上學習狀況，特別

是師生的數位行動載具設備是否充足、學生家庭狀況是否能讓學習穩定進行、鼓

舞並持續關注老師的線上教學。然而因疫情而快速到位的線上課程、遠距學習，

傳統教學領導中被討論的議題之一是維持校長、行政與教師的高可見度，或許在

後疫情發展下，取而代之的將是以線上、雲端的形式，成為對國中校園的另一項

衝擊。 

(三) 數位科技發展趨勢對國中校園的衝擊 

數位科技發展是人類 21 世紀的重要趨勢，疫情前持續穩定地進行，但疫情

爆發後，人與人面對面實體的接觸機會因防疫而大大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線上、

遠距的形式，加速了生活中各種數位化的趨勢。疫情的爆發讓學校數位轉型提早

開始，並成為未來的挑戰，除了一般行政領導，學校全體教職員工生熟悉數位轉

型的發展趨勢並了解數位科技，是首要之重（McLeod, 2015）。建置數位化的學

校環境，充實學校科技設備，發展線上課程並普及運用，運用人工智慧、大數據

分析等等，是學校邁向「數位轉型」與「數位治理」的遠程目標。 

綜上所述，2019 年起因為疫情爆發改變了世界上多數組織的營運型態，新

課綱實施、新冠肺炎疫情與數位轉型的發展，看似不相關的三件事也有了關聯

性，並對國中校園產生不小的衝擊，自此國中校長的角色與挑戰也與以往不同，

然校長角色的重要任務，還是著眼於學校有效教學與教育品質的提升，此為後疫

情時代國中校長領導的重要課題。 

四、後疫情時代國中校長發揮教學領導功能之作為 

前已述及，國中校長在後疫情時代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 108 課綱的教學改

革以及數位科技發展下的數位教學；受到兩年多疫情的衝擊，不僅改變了師生的

學習型態，也加速了數位化教學的精進，對於校長的領導都是全新的挑戰。以下

謹就後疫情時代強化國中校長教學領導成效的具體作為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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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熟悉並精進數位學習領導能力 

Covid-19 疫情的爆發讓校長領導轉變提早開始，除一般行政領導，校長熟悉

並了解數位轉型的發展趨勢，強化科技領導專業，是首要之重；尤其近年來校長

教學領導的議題也廣受重視（Arar et al.,2021; Pollock, 2020；Shepherd & Taylor, 

2019；Sorenson et al., 2016）。因此，校長不僅要熟悉數位科技的運用，更要精進

數位能力，發展數位化的教學領導能力。 

(二) 與成員溝通學校數位教學願景與理念 

Covid-19 疫情暫停實體課程而採用線上學習、遠距教學，學校的數位環境也

因此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改善，數位環境的優化較以往大幅提升，教學的型態融入

更多數位化元素。因此，數位教學在各學習領域的比重也大幅提升，校長與學校

同仁討論並設定數位教學的願景與理念（Jones and Dexter, 2018），並與學校成員

溝通宣導，乃是校長在教學領導上另一項重要的課題。 

(三) 建構並維護學校數位教學設施 

以校長領導的具體作法而言，即是讓學校成員能擁有充足的數位設備並隨時

隨地取得，以方便資料數位化。因此建構並維護學校數位教學設施，是校長在數

位轉型趨勢下，進行教學領導的重要課題（Blau and Presser, 2013）。鼓勵、協助、

支持教師教學素材資料轉換成數位檔案，並運用電腦輔助教學，電子檔案收集與

評量學生作品作業，與製作教學資料等等，並從老師對數位設備的用後回饋進行

改善充實，這是後疫情時代下，對於學校課程與教學數位轉型的一大進展。 

(四) 優先考慮並提供教師精進數位教學專業能力的機會 

教師的數位落差也是需要關注的問題（蔡瑞君，2020）。教學領導者面對大

量且有快速數位轉型需求的教師，需整合跨領域資源進行師資增權賦能；創建支

持數位教學的學校文化，包括鼓勵教師進行數位教學創新、試驗新的數位教學方

法；建立開放協作的環境，促進師生間的互動合作。此外，校長也應支持教師的

數位科技專業發展，幫助教師獲得數位教學知識和技能，推動教師間合作分享，

促進學校朝向數位轉型學習和成長的組織文化。 

(五) 重視數位科技融入學習領域學習及輔助教師教學 

如同教育部（2022）「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的三個重要概念：「數位素養」、

「數位學習」與「數位教學」，以及美國教育部、教育技術辦公室的「數位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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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都提出了數位科技融入學習與輔助教學的重要概念，因此校長必須熟稔

這些概念，並引領學校老師、家長及學生們重視並投入數位學習的趨勢，進而在

後疫情時代中，成為促進親、師、生提升科技融入學習領域學習與進行有效教學

的重要做法。 

(六) 運用數位科技強調學生個別化及差異化學習 

張國恩（2019）指出人工智慧時代教師任務在搭建知識鷹架，是引導者、協

助者、激勵者、與學習環境營造者，學生從被動參與到主動學習，從知識吸收者

轉變成知識貢獻者，從個人學習到合作學習。因此，校長在後疫情時代與數位轉

型的趨勢下，應利用科技的優勢關注弱勢學生，包括提供特定的數位學習資源，

以及培訓教師如何滿足個別學生的需求，確保他們有足夠的資源和支持來充分利

用數位平台，以實現差異化教學。 

(七) 重視數位科技倫理議題 

數位科技倫理(如個人資料保護、資訊安全、數位公民素養、數位新文盲等

等)是基本的議題（張芬芬，2023），也是校長領導學校進行數位轉型必須特別重

視的部分。如何減低因數位轉型而帶來的數位科技倫理議題，校長必須深入了解

數位科技為學習與教學帶來的利弊得失，取其利而避其弊，讓數位科技的便利在

後疫情與數位轉型的雙重趨勢下，成為學校進步的要素。 

(八) 關注師生身心健康與舒適狀況 

數位科技雖然帶來便利與快速，但長時間使用科技工具對學生身心健康的危

害，以及師生於行動載具前，呈現出對著平板自說自話或不說話，缺乏真實的互

動與情感交流，相對於實體教學面對面互動更顯孤單（潘乃欣，2021）。因此，

校長進行領導時必須關注教師與學生的身心健康與舒適狀況，唯有如此，才能有

效發揮校長教學領導的功能。 

五、結語 

面對此波疫情的易變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複雜性

（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所造成的 VUCA 狀態，帶給學校遭遇前所

未見的衝擊與挑戰，加上數位科技快速發展的趨勢，世界各國幾乎無不加速數位

學習的政策與教學實務。 

後疫情時代數位轉型是必然的趨勢，國中校長面臨 108 課綱教學與課程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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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資訊科技的發展趨勢與導入學校課程教學中，以及後疫情時代的各項倫理議

題，校長的角色與任務雖與過往大相逕庭，然不變的是一切的作為與行政領導手

段，最終目的都在於確保與提升學校教育品質；唯有校長發揮教學領導的角色功

能，才能使教師教得更成功，學生學得更有效，願與校長們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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