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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創新經營在校務經營之評析 
潘玉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說「要進步就必須求變，要完美則更需不斷求變」。新時

代台灣教育環境，正面臨十二年國教課程變革、少子化、教育資源減少、學校面

臨裁併與減班壓力、教師超額問題、家長教育選擇權日漸高漲、學校本位課程建

立、強化學校經營績效與競爭力之挑戰，為了提高學校競爭力，各校紛紛祭出創

新經營策略，藉此精進服務品質。但面對生存危機，激起危機意識，有時也是學

校創新經營之轉機。因此學校創新經營是今日學校建立優質形象、創造存在價值

重要策略。 

二、學校創新經營意涵 

「創新」一詞，最早由經濟學大師熊彼得(J. A. Sehumpeter)所提出，將其定

義為「將已發明事物，發展為社會可以接受並具商業價值之活動」。學校創新經

營係指學校為滿足成員之需求、維持競爭力與提升品質，以發展學校特色，創造

學校經營特色與競爭優勢歷程（陳政翊、王世璋、秦夢群，2013）。劉祥熹、陳

玉娟、鄭筱慧（2016）將學校創新經營界定為學校組織依循其教育辦學理念，以

具有新意想法突破傳統，改變行政、課程、教學、學生評量、資訊運用與環境現

況，從而提升教育品質並發展學校特色歷程。濮世緯、黃貞裕（2012）將學校創

新經營定義為學校因應外部環境變遷及滿足內部成員需求，而在組織內部和外部

之經營作法上進行改變與創新，以提升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行政管理、外部關

係等各面向之績效與作為。童鳳嬌、林志成（2013）提出學校創新經營就是學校

為了因應社會環境變遷與教育需求，以嶄新思維理念、全新專業技術與更新服務

態度，提升教師專業教學、學生多元展能與學校辦學績效，進而強化學校之競爭

力。綜合學者看法，研究者定義學校創新經營係指滿足組織需求，提升競爭力，

以改變行政、課程、教學、學生評量、資訊、環境等層面，利用新意突破傳統，

將行動具體實踐與規劃，達到創新動態歷程。 

三、學校創新經營實施困境分析 

面對少子化與學校面臨裁併與減班壓力，教師教學工作壓力增多，社會大眾

與學生家長對學校教育品質提升，有極高期待，故學校若不知創新求變，力求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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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效能，則必定會廣受批評與責難。以下針對學校創新經營實施困境提出相關分

析。 

(一) 校務行政創新壓力 

在實施行政管理創新時，學校組織人員必須不斷學習新資訊知能，規劃學生

校內多元相關活動，故必須利用教學與行政工作以外之課餘時間，可能會產生工

作負荷、時間壓力等工作壓力源。蔡念芷（2009）發現學校實施創新經營，所遇

到困難為時間不足、成員參與意願低落及後續經營行政支援不足。楊嘉玲（2008）
認為成員工作忙碌為實施創新首要困境，尤其行政主管對教育同仁提倡創新理念

與做法時，可能對雙方產生人際關係壓力與角色壓力。吳舒婷（2009）研究發現

學校創新經營時之困難，在於行政後援及資訊設備、外界經費挹注、家長社區資

源結合等措施未能解決。是故，組織效能之發揮，是一門重要應用學科，尤其在

學校組織中並無此類部門，教育行政人員為充實專業知能以達到創新績效，必然

產生工作要求與專業知能層面之壓力，這都是校務行政創新須面臨之壓力源。 

(二) 課程教學創新壓力 

教育人員必須不斷充實創新知能並具備課程教學知能，將其專業知能運用在

課程與教學上，並且進行組織分享，其對教育人員工作質與量負荷、課程教學工

作、時間限制等要求，都可能產生工作要求與專業知能層面之工作壓力。李芳茹

（2007）透過訪談發現學校在創新經營上面臨許多困境，有些認為教師在課程與

教學時間上不足，無多餘時間參與創新活動。葉連祺、張芳敏（2010）認為課程

與教學創新不足是影響學生學習問題之一。因此，落實學習型組織機制與知識延

續管理是學校創新經營基石，課程教學創新必須要有先前一定基礎，由於教育人

員在課程與教學部份較缺乏主動汲取新知、分享知識習慣，或因自信心不足、擔

心分享知識，無形中就會降低本身價值性，而未建立學習型組織運作機制與未落

實知識延續管理，將導致課程教學之創新壓力，讓學校創新經營成效大打折扣，

甚至無法有效推展。 

(三) 資源經費籌措壓力 

校園環境創新須結合許多資源與設施，以建構學習型校園，以利教育人員之

行政與教學創新及學生學習。然而建構過程中，學校必須向外籌措經費、建置並

更新軟硬體設備。但學校進行創新時，經費籌措與人力資源等方面亦受到許多限

制（林詩雁，2008）。李芳茹（2007）透過訪談發現，學校在創新經營上面臨許

多困境，包括教育經費不足，無法購置課程教學上之創新經營設備。林筱瑩(2005)
分析台北市國民中學創新經營現況與問題，發現學校創新經營問題包括經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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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是故，學校除不易建立創新共識外，經費籌措不足與人力資源對於學校組織

創新是關鍵困難處，導致學校在推展教育理念、實踐教育價值同時，往往受限於

資源經費不足，使得其成效大打折扣。 

(四) 組織結構僵化與權力重組 

目前常見學校組織層級之間官僚管理體制仍舊存在，在僵化、刻板科層體制

中，成員間大多各自為政，組織運作方式無法因應時代需求予以創新。在今日缺

乏評鑑、分級與退場機制教育制度下，若是學校組織結構制度僵化，教師們易缺

乏主動創新、求變之動機，形成保守有餘，開創不足學校組織文化。諸如心態保

守、慣性思維、工作忙碌、害怕變革、缺乏互信、知識背景不足、缺乏改變動力

等都是問題來源，造成學校推動創新經營阻力。另外教育基本法在民國 85 年公

佈後，家長教育選擇權正式確立、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有了法源依據、教師專業自

主權亦有了明確規範。此外，教師會組織在教師專業自主權及學校經營體系勢力

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些影響學校經營多股勢力，對於學校辦學衝擊力與啟示

相當深遠，對於學校權力重組，有某種程度影響作用，更是在學校創新經營部份

為一大挑戰。 

四、學校創新經營策略 

在一個追求績效時代氛圍中，能確保學校品質提升及持續改善作法即保持自

我創新機制。學校可以藉由創新經營實踐，以提升學校服務品質程度（黃建翔、

吳清山，2012）。是故，對於學校創新經營研究者針對以下面向提出相關之因應

策略。 

(一) 校務行政管理 

濮世緯、黃貞裕（2012）認為行政管理重在形塑創新願景與學校組織調整、

加速創新管理流程、校務資訊管理之整合、校務績效考核規範，以及校務相關法

規之訂立與落實。謝傳崇、劉佳賢（2011）發現國民中小學智慧資本與學校創新

經營效能具有正相關，學校應善用知識管理導入標準流程，促進行政管理之服務

創新。有關校務行政管理面向應包含組織再造與人力規劃，增加人力資源，並增

置專職行政人員，減輕教師行政工作負荷，降低時間運用壓力。及增加教師編制，

減少授課時數，以簡化學校行政工作，減輕工作負擔，並營造創新文化與氣氛，

使創新經營成為全體成員之共識，及建立完善創新經營策略與方案，傳承行政經

驗。是故，研究者認為校務行政管理革新應包含學校組織共享創新專業理念與做

法，激勵同仁發揮創意以有效處理校務，並因應變革需要，進行組織再造，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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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運用資源，提升行政品質，善用行政理論或知識管理發揮團體動力，運用資

訊科技達行政管理與知識分享平台。 

(二) 課程教學創意 

課程教學創新目的為學校教育人員以學生為主體、專業知能為基礎，並運用

創新的思維與策略，在課程規劃、教學活動、學習評量等方面進行創新作為。濮

世緯、黃貞裕（2012）認為學校創新經營之歷程常需要與成員做專業對話與互動

關注教師是否會自發組成教學團隊，投入領域時間之運作與發展，成立學習社群

與讀書會，積極參與專業發展相關方案，或是校內外競賽與評選活動，展現其專

業知能與敬業精神。並在課程設計與教學方式需與時俱進，營造以學生為主體之

學習環境，將時論議題融入課程規劃，教學活潑生動賦予新意，善用教學科技媒

體輔助學習，連結學生生活經驗，兼顧不同程度學生之學習，輔以自編教材、銜

接課程、補救教材之研發，並以多元評量方式增進學習成效（詹孟傑，2010）。
古雅萱（2010）認為課程教學創新應提供資源支持教師創新教學，教師本於專業

知能，針對學生需求設計創意課程、編輯創新教材採用多元教學活動及評量方式，

有效達成教學目的。是故，課程與教學是最好的橋樑與鷹架，學校為教育的場所，

其課程內容的翻新與教師教學方法的改變足以影響教學品質。教師應透過多元之

教學方法，採用創新觀念，提供創新主題課程，結合各種教學資源，提升學生學

習能力。 

(三) 資源統整運用 

資源統整運用革新在於學校教育人員以創新思維與策略，針對學校內外部有

形資源與無形支援之探採、管理與運用等資源運用事務上，進行創新作為。詹孟

傑（2010）以個案研究分析國小之學校創新經營，提出創新經營之策略包括開發

多元資源與社區結盟、打造學習型組織，分享知識、學校空間運用等。謝傳崇、

劉佳賢（2011）發現國民中小學智慧資本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具有正相關，建議

學校應強化與家長社區聯繫，厚植關係資本。濮世緯、黃貞裕（2012）認為學校

應採取開放態度廣納外部資源，成員如能跨越組織界線，促成知識流動，的確能

提升學校競爭力，包括鼓勵家長與社區志工投入學校活動，參與學校行政運作或

課程教學輔助，利用當地資源增加學生相關知識之學習機會，充分展現學校善用

資源之效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欲實施創新教學，

必先整合資源，以支援學校創新教學。綜上可知，本研究認為資源統整運用革新

應善用家長及社會資源推動校務，培養孩子多元能力，以配合學校本位經營，運

用資訊科技建置人力資源庫，定時運作與更新及建立策略聯盟、夥伴關係及社區

交流增加資源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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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園環境規劃 

學校教育人員能以創新思維與策略，規劃建置校園空間與景觀、教學佈置，

並更新充實教學設施，建構開放、有助於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校園環境。要做好

創新管理學校組織，對於如何提供組織成員一個優質且無壓力感創意空間環境，

是關係著組織行為創新管理是否成功第一要件。詹孟傑（2010）以個案研究分析

國小之學校創新經營，提出創新經營之策略包括學校空間運用等。可整合學校與

社區資源以改造校園，發揮空間創意，開創多元學習空間，美化校園，包含規劃

校園廊道，設置各種學習步道、增添設備，規劃書香花園休憩角落，打造綠色校

園，提供良好學習環境。校園為教育最主要之場所，其環境之良窳影響甚大。為

使各項創新活動順利進行，規劃學校空間與軟硬體設備符合經濟性，利用有限經

費達最大效用乃屬必要。研究者認為校園環境規劃革新需因應教育發展趨勢，更

新校園環境佈置，進行創意教室佈置，刺激學生主動探索，提高學生學習動機，

配合主題課程，佈置多元學習情境，建置資訊科技設施，建構數位化校園及規劃

校園環境，增加空間利用價值，結合社會機構，協助建構校園建築或設施特色。 

(五) 校長創新領導 

在競爭激烈及少子化時代詭譎多變時代，校長要能夠保持創新求變理念，才

能推動學校創新經營，激發教師內在動力，積極發展學校特色。校長是學校靈魂

人物，對於學校氣氛、教學品質、教育成就有著決定性影響力（謝傳崇，2010）。
校長實施創新領導可因應外在快速變遷之社會需求，提升學校教育品質，並鼓勵

組織成員隨時利用新思維、新方法不斷創新，藉以解決組織隨時可能面對困境與

問題之外，並能透過組織競爭優勢保存，服務關鍵者滿意度提升，隨時保持生存

競爭力，更重要是扮演宣導、支持、規劃、監督與評鑑角色。詹孟傑（2010）以

個案研究分析國小之學校創新經營，提出創新經營之可行策略包括校長領導激發

成員潛能建立新文化、打造學習型組織等。掌握創新改革契機，引導創新方向，

進行問題分析，產生創新理念，執行創新過程，增進學校教師創新力，同時有效

整合社會資源，進行有效學校組織創新變革。是故，本研究認為校長創新領導應

包含校長應事先設定目標，展現創新魄力，提升辦學品質，適度喚醒同仁危機意

識，投入學校創新，瞭解學校文化，規劃可行創新方案，建立雙向溝通機制，尋

求支持與配合，尋求關鍵奇異吸引子，創新實踐後再擴散其他成員，促進教師主

動參與，落實創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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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近年來學校面臨教育改革與教育市場化、教育經費有限、家長教育選擇權尊

重及學校辦學績效重視等外在因素，與學校本位管理等內部生態環境改變，教育

人員工作性質有了重大改變。學校經營策略不應再固守傳統經營模式，必須透過

學習與改革來重新檢視及修正，而創新經營正提供了一個可行方向（張明輝，

2009）。在不斷衝擊中，學校必須不斷進行創新，才能因應不斷接續而來挑戰。

學校必須鼓勵創新、容許犯錯，包容一些錯誤，從錯誤中推陳出新，產生智慧和

動力。運用創新理念及作法來轉化並精進學校經營運作，已成為學校革新中不可

抵擋趨勢（張奕華、顏弘欽、謝傳崇，2008）。因此，學校必須分析內外環境之

優劣勢與組織發展之機會，考量組織整體現況訂定全面全員參與之創新經營策略

與方案，發展學校特色，提升辦學績效。故學校創新經營須尋求新思考方式，有

創新經營理念、熱情、與行動力，才能尋求進步和獲得良好辦學績效。 

(二) 建議 

現階段學校教學方法、學生學習模式、教師精進自我模式都與以往不同，創

新經營強調知識分享、外部環境經營、運用資訊科技，都是建立學校創新經營關

鍵因素。針對學校創新經營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 

1. 溝通對話 

建立團隊互助合作機制，以達溝通無礙之目的。學校應營造組織成員良好

互動關係，凝聚向心力與認同感，不論行政或教師同仁間，應多舉辦座談會、

餐敘或員工旅遊，以拉進距離。並透過不斷專業對話與溝通，經驗傳承，改

變教師思維，激盪創新教學，豐富專業知能及教育訓練，監督負責，以強調

上下間溝通，誠懇雙向溝通對話，是邁向創新經營重要一步。 

2. 科技運用 

創新教學之各項措施往往需要科技為輔助，學校應該盤整校內各項科技資

源，善用科技，讓行政或教學無後顧之憂，例如智慧教室、公文整合系統、

行動裝置載具、雲端教學平台之運用、教學 App 軟體之準備等，讓校內行政

或教學隨時能夠融入科技，以實踐創新，科技輔助以發揮學校效能，佈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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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學習情境，建置資訊科技設施，建構數位化校園，減輕工作負擔，確保永

續發展。 

3. 專業成長 

鼓勵教師研發創新教學，並透過獎勵措施激勵教師開發教材教法，及廣泛

吸收新知，藉由觀摩活動或參加研討會提升專業，以內化於教學之中。另外

教師或師生可藉由創意教學設計比賽，強化創意新點子。更甚可校際策略聯

盟，成立教學觀摩會，推行教學視導或同儕視導，自我精進專業能力，經由

專業學習社群相互合作及協同教學，開創獨具教學方法及多元評量，翻轉教

學模式，達個人專業成長。 

4. 營造環境 

    配合學校願景，凝聚共識，透過空間規畫與創造，激發創新經營思維，

藉由工作環境和教學環境陳設，提升境教和設施功能，並配合行政管理、課

程設計、教學方法整體融合創造新穎空間機能。另外引進外部資源，充實學

校各項軟硬體設備，將學校內外部資源加以整合，爭取更多社區及社會人士

認同，讓更多資源得以挹注學校，並凝聚學校行銷共識，以落實發展及外部

行銷理念，順利推動學校行銷各類活動，發展學校特色與社區發展，促使學

校與社區成生命共同體，提升價值，達成學校與社區共創共榮目標，以永續

經營。 

5. 標竿學習 

激勵學校創新經營動能，發展學校特色，以前瞻性眼光開創教育界藍海，

其中標竿學習、觀摩仿效為學校創新經營便捷法門，藉由參觀訪問標竿學校、

優質學校、特色學校或創新經營學校之觀摩學習，開拓學校經營視野，達見

賢思齊之效。並鼓勵參與各項競賽，例如臺北市立大學辦理全國學校經營與

教學創新國際認證活動，或地區性優質學校評選及卓越學校認證，都是可凝

聚學校同仁共識，建立共同學習經驗方式，以形成並激發創新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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