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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各行各業飽受衝擊，隨之帶來生活與學習的改變，

日常生活中的智慧型手機、電腦等行動載具無所不在，再者網路社群、E-mail，
Line 等，已成為人們生活的夥伴，而跨越時空、多向、遠距、無國界的學習儼然

已躋身為資訊科技下的新學習型態，因此，各界莫不汲汲於符應趨勢以因應需

求。資訊科技旋風所及，相關產品對學校行政、教學樣貌、學生學習及人際互動

等產生巨大影響，為培育社會優質的未來公民，學校必須具備完善的資訊科技設

施、形塑數位學習環境，教職員工應擁有必備的資訊科技素養，以及行政能透過

科技鮮活運作、活絡教育資源與支援，以更有效發展共同願景，提升教師專業知

能，促進學生主動學習並提升教育效能。 

值茲資訊科技勃發的時代，學校系統應正視衍生的衝擊所驅動的變革需求與

創新發展。吳清山和林天祐（2006）提到科技領導是大勢所趨，身為教育領導者

應該多充實資訊素養，並帶動學校教職員工生學習資訊科技，以提升行政、教學

和學習效果。張奕華（2010）認為隨著時代的變遷與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學校

領導者的角色已從傳統的學校管理者、資源提供者，進一步發展到教學與課程領

導者、科技領導者等多元的角色。處於全球化與資訊化的劇烈衝擊下，無一不是

在挑戰校長領導經營的能力，學校如何妥適運用資訊數位科技，有效發揮行政與

教學效能，引領學生優質學習表現，以贏取家長的信賴，將是學校發展之關鍵。 

有鑑於此，校長要能體察時勢，形塑資訊科技教育的學習環境，充實以學習

者為主體的教育應用，支援未來雲端與行動學習需求，催化教與學的典範轉移，

開展符應個別化、適性化需求的學習管道，拓展學生學習方式，並把學習的樂趣

和權力適時交到學生手上，實現開放、自主、便利的教育學習環境，激發學生對

學習產生興趣，主動學習、適性的發展，進而提升學校教育品質與促進公平實現。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目前國民中小學校長推動科技領導之現況與問

題，並檢視科技領導對學校效能之影響，最後提出具體建言，俾供教育行政主管

機關及校長作為未來推動科技領導之參考，據以提升學校行政效率及教學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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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領導的意義與內涵 

(一) 科技領導的意義 

    在今日急遽變化的環境當中，校長需要積極扮演科技領導者，激發所屬成員

善用資訊科技，並適切應用於教學實踐和行政作為，冀期邁向卓越學校目標。    
誠如 Dianne（2000）所指，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除了被視為增強教與學的有效

工具外，也能夠強化校長領導效能，透過成功的科技領導，可以促進學校更能在

公平、學習、權利分享與品質提升等方面持續成長，是學校效能促進的有效助力。 

    Yorulmaz 和 Can（2016）指出，科技領導係指領導者引領學校成員學習科

技、整合科技、運用科技於學校環境中的歷程。吳清山和林天祐（2006）認為，

科技領導係指領導者能夠善用領導技巧，使所屬組織成員能夠運用科技，並致力

於組織目標的達成。葉連祺（2003）則指出科技領導主要聚焦於結合科技和領導，

充實相關的軟硬體設施和人員的科技素養，以促使校長、教師和其他學校人員能

有效運用資訊科技，增進教學和行政的成效。  

    秦夢群（2010）認為科技領導有別於傳統領導理論，特別強調行動領導；領

導人應訂定、指導、管理和應用不同的組織運作技術，進而提高經營績效。張奕

華與吳怡佳（2011）提出，校長融合新興科技與領導技巧，使其應用在學校課程

教學上，塑造師生共享與支持的教學環境，激發學校成員精進學習並善用資訊科

技提昇素養，以增進教學與行政效能。謝傳崇、蕭文智、官柳延（2016）將校長

科技領導定義為：校長應具備資訊科技素養，運用資源和領導策略達成組織願

景，並適切統整資源催化學校成員應用科技於教學創新和行政事務上，構建資源

共享數位學習平臺，以促使學校行政與教師教學效能提升，營造具挑戰性和趣味

性，廣被學生認同、樂於學習之教學環境。 

(二) 科技領導的內涵 

    目前科技領導的研究相當多元，然而緣於研究面向的不同，所統整出對科技

領導內涵的看法也略有差異，經由梳理歸納後，發現最多研究者使用的分類方式

為「願景、計畫與管理」、「成員發展與訓練」、「科技與基礎設施支持」、「評鑑與

研究」、「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五大層面（秦夢群、張奕華，2006；張奕華、蕭

霖、許正妹，2007；張奕華、吳怡佳，2011；張奕華、許丞芳，2009；謝傳崇、

蕭文智，2013；陳彥宏，2018）。茲分述各項內涵如下： 

1. 願景、計畫與管理 

    願景提供行動的目標，引領組織邁向更成功、更美好。成功的領導者應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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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發展趨勢，具備前瞻的科技領導理念，凝聚成員共識以形塑學校科技願

景，在共同的價值觀引領下，導入適切的科技教育發展計畫，充實軟硬體設施、

妥適管理與維護、鮮活教學與評量、追求行政效能，並對達成的目標許下承諾，

冀期群策群力以追求理想的成果。 

2. 成員發展與訓練 

    科技是實現學校教育目標的載體或工具，因此師資的良窳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色，職是之故，成員的專業發展與訓練成為不可或缺的層面。校長應敏於察覺社

會脈動，適切回應教育科技議題與趨勢，符應學校成員對科技的需求，提供專業

成長的時間與機會，藉以提升專業科技素養及運用科技的優質能力；此外，也應

建置科技資源中心專業分享平台，藉以激勵成員切磋琢磨，引領教師靈活整合科

技資源，適時融入於教學中以提升教學效能。 

3. 科技與基礎設施支持 

    形塑支持性的行政環境是推動科技領導的要務之一。學校應著力充實與完善

科技基礎的軟硬體設施，藉以支持成員專業學習的動力，此亦是提升教學品質與

行政效能的最佳觸媒。此外，確保成員公平使用科技資源的機會，妥適維護科技

設備，確保系統與周邊設備的有效運作，且在教師和行政人員需要協助時，能適

時提供維修能量與技術的支持，咸認是導入科技的成功關鍵。 

4. 評鑑與研究 

    評鑑與研究是學校用來蒐集、分析和瞭解行政及教育作為的客觀方法，透過

梳理資料轉化為具體資訊，藉以作為決策與價值判斷的參考。就學校整體發展及

效能而言，校長必須針對相關科技設施的效益、行政支援的發揮、成員的專業發

展、疑難困頓的解決、教學與行政績效等，藉由評鑑或行動研究做為解讀並評估

教師教學品質與行政效能的依據，以及後續改善計畫，學校才得以永續精進。 

5. 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成功的科技領導須建立在良好的溝通與圓融的人際關係上。校長應盱衡學校

發展與師生需求，透過多元的管道伺機與渠等溝通有關學校導入科技的議題，引

導體認資訊科技對於學校行政、教學與學習的價值及重要性，袪除成員保守與抗

拒的心態，裨益順利推展。此外，校長應營造優質的資訊科技環境，同時活絡人

際關係廣結善緣，藉以整合與運用校內外的科技資源，有效提升學校效能。 

三、學校科技領導遭遇的困境 

革新需要魄力、智慧與時間。學校領導者在破壞與建設的夾縫中謀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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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適切掌握社會脈動與學校發展的狀況，防範於未然，更應以前瞻務實的理念

與作為面對校務的經營，而實施校長科技領導更面臨不同於以往的問題，亟待正

視與解決。Valdez（2004）指出科技領導的失敗原因，包含計畫欠妥適、溝通不

良、教師不熟稔新科技的使用、增加教師額外的學習時間，而缺乏適當的科技基

礎設施和支援，成為最致命的缺失。徐潔如（2005）研究發現，推動科技領導的

困境為：(1)校長本身的因素：包括缺乏科技領導專業知能訓練、投注的時間有

限。(2)學校內部的因素：包括消極的學校組織文化、學校的編制不足與硬體設

備、經費欠缺、專業能力與心態問題等。(3)學校外部的因素：包括上級教育行

政機關協助不足、亟待專業人員協助統籌課程。 

秦夢群、張奕華（2006）研究發現，校長實施科技領導面臨的問題，在經費

方面以「經費不足」為主，衍生學校設備的充實難題，從而衝擊到師生的使用意

願與教學的進行；而校長在促進科技使用的角色上所面臨到的領導問題，則在於

能否落實領導的功能和扮演支持者的角色，再者學校教師科技素養的不足，更亟

待學校正視並有效予以提升。夏明義（2011）研究指出，校長科技領導遭遇的困

境為來自組織內外部的不同意見、互信基礎不夠、未做好對組織成員的宣達、公

開場合宣導的頻率不太夠，再者科技計畫所需的技術、人力與經費若不足，都會

引起很大的反彈。 

陳嘉珮（2015）研究指出，校長科技領導的困難為：(1)教師專業能力不足、

慣性思維與抗拒心態，且缺少軟硬體維修專才教師；(2)改善科技環境的經費不

足；(3)電源設備老舊，網路塞車，以及平板電腦使用的壽命有限；(4)學校組織

文化僵化；(5)人際關係待疏通；(6)教育行政機關尚未全力支持。林進山（2016）
認為，科技領導所遇到的困難涵蓋經費設備不足、教師與行政人員資訊科技能力

不夠、資源分配不均、行政團隊缺乏領導動力與欠缺維護管理能力。  

綜合上述，歸納探析學校科技領導普遍面臨的困難如下： 

1. 校長領導層面：包括校長科技領導知能、投注推動科技的時間、支持性的角

色、規劃完善的科技發展計畫，訂定學校自我評鑑與鼓勵行動研究等，都是

校長科技領導應努力的方向。 

2. 專業發展層面：包括學校教師科技知能的提升與運用、資訊人員維修專業技

術的精進等，校長可藉由規劃進修研習，傳達理念、示範使用科技、典範學

習，並透過平台分享交流等，增進成員專業素養。 

3. 經費層面：經費不足是學校推動科技領導普遍遭遇的困境，導致科技軟硬體

設備缺乏，衍生資源分配不均、成員使用的消極心態，亟待教育行政機關的

支持與校長有效的整合資源和支援，才能在穩健中精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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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科技環境層面：包括老舊電源的改善、相關科技軟硬體設備的建置、無線網

路環境的規劃，與學校科技文化的形塑，需透過改善僵化的組織文化來著手。 

5. 人際關係層面：校長應暢通溝通與協調管道，建立與學校成員、家長和社區

的夥伴關係，引入社會與環境資源。 

6. 教育行政機關層面：教育行政機關應全盤考量學校整體科技發展的方向，籌

措充裕的經費，培植輔導的人才，規劃完整科技領導課程，以及建立評鑑校

長科技領導的機制。 

四、結語─推展科技領導的策略 

    數位科技的發展讓人目不暇接，面對數位時代的學校環境，如何回應快速變

化的世界，俾使我們的下一代能從容的面對挑戰，自信的迎向未來的生活，委實

是重要的課題。茲依前述問題，提出如下因應之道： 

(一) 形塑學校科技願景，擘劃全面性的變革計劃 

資訊科技領導的良窳，攸關學校經營的優劣，校長應正視科技領導的重要，

端正理念並善用科技領導之技巧，才能利用資訊科技之優勢提升辦學成效。而首

要之務，在於凝聚團隊共識形塑學校的科技願景，並評估整合校內外各項資源，

邀請校內外專家、教師及家長擘劃全面性的變革計劃，規劃建構科技領導具體方

案策略，以確保資訊科技的有效運用，提升行政運作的管理與執行力，提高教與

學優質效能，完成系統性、全面性的變革。 

(二) 建構優質資訊科技環境，裨益科技領導推展 

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而且種類繁多，學校不須跟隨流行趨勢添購，應強化

資訊科技目標與圖像，妥善規劃各項資訊科技設施，並基於現況與需求加以修

正，藉以形塑應用科技的有利環境和文化，催化校長、教師和行政人員能夠善用

科技，增進教學和行政的成效，俾利科技領導推展，確保相關計劃的落實。爰此，

學校應充實基礎電腦設備、建構教育雲端資料庫、建立良好的網路環境，並能經

由網際網路進行班際、教師同仁、學生同儕、師生與家長，以及社區與校際間的

連結，藉以提升學校之行政效能、教學成效與學生學習表現。 

(三) 建置行政與教學資源庫，擴大科技領導加乘效應 

行政是教學的後勤支援，優質的行政管理能有效提升課程與教學的成效。因

此，學校應適切整合校內與校外之相關網站資源，構建行政資源庫，俾利提供科

技領導使用。其次，強化課程教材與教學模式之規劃、製作與成效，建置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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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資源網站，活絡課程發展、教學活動與學習資源的交流與分享機制。再者，

學校應善用電腦與網路的特性，適切的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有效的結合各學

習領域課程，鮮活教學激發學習興趣，以提升學習成效，擴大加乘效應。 

(四) 強化專業增能培力，精進教師資訊科技素養 

學校教師資訊科技與數位教學及教材設計的增能，是科技領導能否落實的關

鍵因素。因此，學校應舉辦專業發展講座，引進學界與業界人員探討理論課程與

實務課程的運用，增進教職員有效運用科技於行政與教學的能力；也可以藉由標

竿學習持續改善來提升組織的競爭力，或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規劃，經由參

與、合作、平等對話與分享關懷，進行知識的實踐、創新與擴散，提升成員運用

數位科技的能力，引領師生進入數位生活。 

(五) 運用科技促進行政革新與教學創新，彰顯學校效能 

學校應籌組多元化的資訊科技團隊，結合擁有科技專長和熱忱的教師規劃完

整而適切的科技計畫，取得教職員生的認同與信任。校長在力行科技領導時，應

強化支持性的行政團隊，建立數位化管理模式，提升行政效率，提供整全性的技

術支援，與公平的分配科技資源，引進專家學者、輔導團隊帶領教師協同合作，

催化教師翻轉課堂、翻轉教學，戮力於教學設計、教學方法的創新活化，並藉由

觀課、備課與議課，以及行動研究等，提昇教師教學品質，進而促發整體學生樂

學態度。 

(六) 落實評鑑與研究，彰顯校長科技領導效能 

評鑑與研究旨在改進學校教育，提升教育績效，促進學校發展，使之邁向精

緻與卓越。為落實學校成員善用資訊科技，以增進教學和行政效能，需發展出一

套客觀評鑑系統，裨益學校成員有所依循與執行推廣；此外，也應推動行動研究，

實際檢視教學與行政執行的實務問題，如此，藉由評鑑與研究機制，可以確切瞭

解學校同僚的教學與行政績效，並據以輔導其有計畫、有效率的持續精進成長，

形塑學校成為科技的學習型組織。再者，教育行政機關也應訂定校長科技領導評

鑑指標，引領校長有計畫、有系統、有效能的推動。 

(七) 真誠溝通建立圓融的人際關係，裨益科技領導 

良好的溝通技巧，不僅讓人愉悅接納，更能為自己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溝

通技巧是高情緒智商的體現，真誠的傾聽與回應、恰到好處的讚美，都是有利於

溝通的。校長在推動資訊科技變革前，要妥善地與家長、教職員工和學生溝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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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相關議題，仔細聆聽團隊成員關切的內容與實際的需求，創造有利於資訊科

技融入教育的環境與條件，公平的提供所有教職員工有關科技的取得與訓練，耐

心解決落後教師的問題，並適時的給予支持與協助，都有助於建立圓融的人際關

係，裨益科技領導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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