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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學校教育工作日漸繁雜，僅靠校長一人策劃、處理所有教育相關事宜，即

便校長能肩負領導權責，也未必能成為全方位領導者（Spillane & Diamond, 2007

；Timperley, 2005）。因此，教師領導（teacher leadership）的概念由此產生，

成為回應學校領導實務上日益增加需求的領導新觀點（Zepeda, Mayers & Bencon, 

2003）。然教師領導至今仍未有明確的定義，許多教育學者亦未能掌握其領導概

念（郭騰展，2007a，2007b），原因乃在於教師領導所包含的範圍層面過於廣泛

（黃道遠、吳婷婷，2012；DiMaggio, 2007；Muijs & Harris, 2007；Wasley, 1991

；York-Barr & Duke, 2004）。亦即教師領導的內涵包含多層面領導，增進塑造

學校文化為其宗旨，研究單位不再框限於個人領導，而是透過集體形式，重新

建立新合作型態的文化氛圍（郭騰展，2007a；Lieberman & Miller, 2004）。因

此，教師領導概念並非如傳統的領導定義，將之視為在科層分明組織中的高層或

上位者所為，而是將領導視為是協同合作，與其他教師像樂團般共同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以及強化學校組織效能（徐超聖、梁雲霞，2011

）。然而，專家學者對於教師領導概念的看法差異甚大，採用的層面或指標也不

盡相同，但研究範圍不外乎針對教師本身的專業學習與發展、參與並促進學校的

創新變革活動、增進學校運作之溝通互動以及行政工作的參與和投入為主（林俊

傑，2011）。

新興領導理念的崛起，勢將帶動學校組織變革動力，從過去的單一領導者，

轉變至強調分布式領導（distributed leadership）的多元領導者（賴志峰，2008）

。而分布式領導係指組織各層面之領導者，在其規定範圍內交互作用，各自發揮

職能與完成任務，以達組織目標之歷程，並透過組織內部多層領導資源，指導不

同規模、程度及範圍的任務 （王鳳雄、洪子鑫，2010）。由上述可知，教師領

導體現了一種分布式領導理念，即認為領導行為是在行使特定的領導任務中，由

領導者、追隨者、情境相互關係建構起來，即強調領導力分布於組織中不同個體

上，並非集中於少數人（張佳偉、盧乃桂，2009）。

然目前有關教師領導與分布式領導關係之研究，多數集中在國民中小學階

段，學前教育相關文獻較為缺乏，本研究希冀藉由國民中小學相關研究，喚起國

人對學校領導之重視，進而拓展到對學前教育的關注，尤其學前教育是國家教育

體系的基礎，也是個人教育發展的根基，加強對幼兒園教師領導及園長分布式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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