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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學習社群對學校創新經營效能影響之研究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傳統領導理論所強調的「職位權力」

逐漸被知識、資訊的「知識權力」所取代（張光正、呂鴻德，2000），「知

識」已成為現今極為重要的領導因素與資源。

有鑑於知識的重要性，Nonaka與Takeuchi（1995）曾提出知識管理理

論，但是管理有別於領導，領導除了兼顧管理成效外，更重視影響力的發

揮，以引領組織成員達成更高遠的目標。

而知識型的領導即是組織領導者能夠提供適切的環境文化和組織結構，

以利於知識的建立、分享和創造。知識型的領導者至少應具備下列四項特

質：（一）願景建構，配合全球化的組織願景並支持認知多元化的重要性；

（二）分享形塑，重視組織內成員經驗的分享與傳承；（三）人性關懷，

亦即開放心胸，有效的授權，勇於改變；（四）團隊建立，重視改變組織文

化，從事文化異質性的訓練，以內化成員的核心價值（林海清，2006）。因

此，校長若實施知識領導，其必須結合知識管理與知識權力，引導學校成員

學習如何進行知識選擇、吸收、運用、萃取、創新和傳播，以迎接知識經濟

時代變革之挑戰，提升學校競爭力。是故，本研究欲了解當前臺灣北部地區

國民小學校長知識領導的現況為何？在不同背景條件下，校長在知識領導運

作上是否有所差異？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學習是整個教育活動中最直接、最基本的存在因素，教育的成功與否離

不開學習（陳麗惠，2006）。社會建構主義認為學習是個人的認知發展與社

會文化互動中所形成（張世忠，2002）。知識不只存在於每個人的頭腦中，

亦發生於群體共同參與的學習情境中。

學習社群的理念與實務近年已廣受各界重視，成為教育研究領域中的重

要課題，Sergiovanni（1994, 1996, 2000, 2002）曾大力倡導學校要建立學習

社群，其理由是：（一）社群可以滿足教師、家長及學生的需求；（二）社

群幫助學校裡的每個人將焦點集中在共同的利益上；（三）社群提供學生一

個安全的港口，在那個地方學生可被無條件的接受；（四）社群支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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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群可以建立良好關係和責任。

Giselle（2004）認為學習社群乃是打破學校孤立、反向文化與培育合作

的媒介之一，不僅刺激了個體的學習，亦可促使組織的變革。所以，教師們

所成立的學習社群，不僅有益於學生學習，更能使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促

使學校創新與進步。

故本研究欲了解當前臺灣北部地區國民小學學習社群情形為何？學習社

群是否因學校不同背景變項而有所差異？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創新」是知識社會核心的競爭力，其強調知識創新和資訊科技的應

用。而知識經濟時代，人力素質是組織最重要的資產，學校是培養人才的場

所，學校組織亦如企業組織，必須不斷的因應外在環境的快速變革，思考如

何以創新的教育思維，推展教育革新、培育富有創意且優質的國民及新世紀

的國家社會人才，以提升國家的競爭力。

歷年來，由於臺灣出生率驟降導致入學人口數銳減，學校教育為因應

少子化、家長教育選擇權、教育市場化等時空環境的變遷，勢必推動學校創

新經營，以期能在開放的教育市場上確保競爭優勢，發展學校特色，吸引

學生就讀，使學校能永續經營，以免被併校或減班的命運。教育部（2002）
提出《創造力教育白皮書》，宣示將把臺灣打造成另一個ROC（Republic of 
Creativity），在白皮書中指出，學校願景努力的方向應為經營優質的學習環

境與活潑的教學氛圍，注重各校辦學特色。但當學校孜孜矻矻於創新經營，

其創新經營效能是必須被進行檢視的，是以，本研究欲了解當前臺灣北部地

區國民小學創新經營效能的現況為何？不同背景變項在學校創新經營效能上

是否有所差異？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然而，截至2007年綜觀國內外相關文獻，尚未有針對以上三個變項之研

究論文，故著手編製問卷進行系統探究，直至2009年黃秋鑾（2009）之《臺

灣地區國民中學校長知識領導、學習社群與學校創新經營效能關係之研究》

博士論文，才以臺灣地區國民中學的教育人員（校長、主任、組長及教師）

為研究對象，至於國民小學之研究則付之闕如。而國民小學階段是學校教育

的根基，是大多數學童啟蒙之地，實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和價值，此乃本研

究動機之四。

再者，研究者認為近年來臺灣北部地區的教育行政機關不斷提倡優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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