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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社會與經濟環境快速變遷，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時代，培養下一代具備適應

未來變革的能力，藉以強化國家競爭力，是國際間教育改革的重點。隨著行政機

關將部分權力下放以推動學校本位管理，校長也被賦予引導校務發展的重責大

任。學校欲培養學生成為未來公民，領導者可以透過學校資源影響學生的學習。

尤其對於學習有較多困難的孩子，更可以引進各項教學或行政支持，來提升他們

的學習成效。校長領導對學生發展的影響不容忽視（鄭淑惠，2017）。 

資訊科技的引入，對學校行政與教學均產生重大影響。為因應十二年國教推

動、資訊時代來臨、科技發達等種種變遷，校長須肩負科技領導者角色。除了致

力提升自身資訊素養外，亦須增進科技領導知能，帶領師生共同面對數位時代的

挑戰。校長領導攸關學校行政推動與教學實施效能，校長科技領導在這樣的趨勢

下也成為當紅議題（石文傑、馮啟峰、劉偉欽、羅聰欽，2014）。  

教育應引發學生內在學習興趣，讓各種能力和環境下的孩子都能找到學習熱

情。如果現有的課堂講授讓學生失去動機，那改變教學模式，引入新的學習型態，

為教學注入活水，不啻是提高學習效率的方法之一。二十一世紀是數位化時代，

學生容易接觸電子產品，也對網路有高接受度，但他們仍需成人的指引，才能正

確使用，成為有智慧的數位使用者。領導者本身科技素養會影響學校的科技使

用，校長的倡導也會影響教師數位教學創新，是學校進行數位學習成效的關鍵。

校長科技領導得當，將使師生都蒙受資訊科技帶來的優勢。 

    針對本議題的重要性，以下藉由探討校長科技領導的意涵及相關研究，提出

個人省思和建議。希望藉由文章之分享，提升學校領導者對科技領導之重視，並

鼓勵與提升學校資訊科技之使用。 

二、校長科技領導的意涵 

隨著電腦與網路普及，近年來資訊科技在學校各項活動中扮演重要角色。資

訊科技讓教師教學突破單一教室的限制，網路便捷能提供更豐富多元的教學資

料，這些都對學生學習有正向的助益。學校領導者須落實科技領導，引領教育相

關資訊科技的運用發展於正確方向，以促進學校效能的提升，進而支持教師進行

教學創新，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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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潔如（2005）將校長在科技領導之角色任務歸納為：(1)改變教師抗拒心

態，提供必要的資源與配合條件，成為教師的支持者；(2)校長為規劃學校願景

的引導者，對建立學校科技願景有清楚的目標；(3)透過積極民主的對話，使學

校成員、家長、社區及支持團體均樂於參與校務推動，校長成為團體的溝通協調

者；(4)自身應不斷的專業成長，知覺新科技在教育應用上的潛能，並從實踐中

增長經驗，成為維持學習的領導者。 

蕭文智（2012）綜合各研究看法，歸納出校長科技領導之共通點如下：(1)
校長應具備科技素養，有計劃地整合相關資源以建立學校科技願景；(2)校長要

運用領導技巧，促使學校成員適切的使用科技；(3)校長能提供資源與相關支持，

塑造有利科技的校園環境；(4)校長須運用科技提升學校之行政效能與教學成

效，進而提高學生學習表現。 

因此，校長應具備科技素養、整合資源的能力，計劃性的建立科技願景 ; 並
運用領導技巧，促使學校行政人員與教師接受訓練，提昇相關資訊科技能力以應

用於行政和教學，塑造一個共享、支持的學校情境，使學生學習表現、教師教學

成效與學校行政效能達到極致的目的（蕭文智，2012 ; 謝傳崇、蕭文智 2013）。
綜上所述，校長科技領導意指校長本身具備科技素養，認同科技教育對學生學習

的助益，積極導入軟硬體設備來支持教學 。此外，校長應具備明確理念，能引

導全校師生進行數位科技學習，對外則積極爭取相關資源，並尋求社區及家長的

認同與協助。 

三、校長科技領導的相關研究 

科技領導為學校領導的新典範，亦為校長專業能力之一，校長若能善用此科

技優勢，將有助於校務推動。石文傑等研究者邀請熟悉學校科技領導學理基礎之

大專校院教授、高職校長及高職主任等三類專家，建構出「高職校長科技領導指

標」，其中包含六個層面，分別為「領導與願景」、「學習與教學」、「支援、管理

與運作」、「評量與評鑑」、「工作效率與專業實務」及「社會、法律與倫理層面」。

研究發現：在推動科技領導時，首先應組成一個多元化資訊科技團隊，共同規劃

具有願景、完整性的科技計畫或方案，取得教職員生的認同與信任，鼓勵全體教

師踴躍參與。校長欲推動科技領導亦須重視學校成員之科技知能訓練，提供研習

與進修機會，並支持和鼓勵教師使用科技。 

研究建議校長分析學校背景，凝聚親師生共識，一起形塑學校資訊科技教育

發展願景，使其成為全校努力的方向與目標。校長科技領導是領導新趨勢，是未

來要面對的課題。各校可依現況，選擇合適之科技領導指標加以實施（石文傑、

馮啟峰、劉偉欽、羅聰欽，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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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指標建構，有實徵研究探討國中小校長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現況，並分

析兩者之間的相關情形。結果發現：國中小校長科技領導與學校效能之現況屬良

好、中上程度，校長科技領導與整體學校效能具有顯著相關，校長科技領導能正

向影響學校效能（張奕華、蔡瑞倫，2009；張奕華、張敏章，2010）。亦有研究

是針對校長科技領導對於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影響，研究發現：校長科技領導具

有直接且正向影響。在提升教師資訊科技素養的同時，須了解教師態度和信念，

以及外在因素對於教師知覺科技易用性和實用性的影響。領導者的態度及資訊科

技素養、政策的施行、設備的建置、同儕的互動、學生的刺激與壓力等變項，都

會影響教師運用資訊科技的行為，是校長科技領導時應該考慮的因素（張奕華、

許正妹，2009）。 

探討國民小學校長科技領導、教師教學創新與學生樂學態度現況與關係的研

究結果如下：校長科技領導、教師教學創新與學生樂學態度均屬良好，三者之間

具相關性，且影響關係模式適配度良好。雖然校長科技領導對於學生樂學態度有

顯著直接影響效果，但影響力較小。當校長科技領導透過教師教學創新之中介作

用，能對學生樂學態度產生更大的影響，其影響效果也相對提高許多（謝傳崇 、
蕭文智、官柳延，2016）。 

    從以上研究可以了解：校長科技領導對學校效能、教師教學創新及學生的學

習均有相關且正向的影響，顯示校長科技領導能對數位科技融入做良好的楷模，

引導師生進行更有效率的學習。科技領導的指標建構可說是面面俱到，但校長日

理萬機恐難以全面兼顧。藉由領導技巧來分散權責，可減輕校長一人獨當的負

擔。國中、小學校發展的階層不同，城鄉地區需求也不同，校長可依本身理念，

考量環境因素，選擇適當指標加以實施。 

四、結語 

教育的目的不單是學會使用科技，科技只是工具，教育的核心是｢以學生為

中心｣，培養學生成為自主學習者。教育要為學生的未來做準備，｢在科技領域談

未來」–有這樣的願景，再配合軟硬體建置，將把學生帶往更美好的學習。網路

世界中天涯若比鄰，使用資訊科技同時也增進國際觀 ; 網路世界虛擬特性更需

要倫理的發揮，在虛擬世界中人與人應彼此信任、彼此尊重，這些都是學生必備

的能力，也是從事教育工作者必須致力的目標。教育工作者如何讓口號成為可實

踐的行動，是重要課題。 

十二年國教課綱中｢部訂課程｣與｢校訂課程｣的設計，將一部分課程設計的權

力交給學校，作為學校領導者的校長可以運用自身專業與資源，從課程與教學著

手，引領學校展現各自不同的風貌。資訊科技是潮流與趨勢，校長應是趨勢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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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者，支援的統整者，士氣的激勵者，為全校師生建置適合於數位學習的環境。

在實踐方面，校長應具備國際觀，充分授權，致力推動科技導向計畫。教師的教

學需軟硬體兼備，欲擴充科技設備支援教師教學，校長需對外徵求經費的支援，

並整合各項資源促使系統改善與精進。此外也需定期舉辦研討會，或是推動科技

學習社群，以增進學校成員之間的專業對話。同時鼓勵同仁參與研究，公布研究

成果，並對學生的學習做出診斷，藉以調整資源配置。如此校長的科技領導將提

升學校效能，促使教師精進教學，學生的學習願景也將能逐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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