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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組織效能的提升有賴於對科技工具的掌握程

度。校長身為學校的領導者，須將科技帶來的便利導入校園，以改善組

織作為，並提高行政效率。本研究採質性取徑，探討校長科技領導在學

校行政實務中，於學校系統改善此一層面的運作現況。研究發現，校長

除將科技工具結合實務操作外，更需把科技領導提升至概念層次的操

作，才能引發實質變革。另，校長在科技領導的實施層面上普遍缺乏資

安意識，且較少形塑以科技為主軸的共同願景。因此，建議校長籌組科

技團隊，並善用校務行政系統資料庫，且對外建立策略性夥伴關係，以

提高科技領導的效能。

關鍵詞：系統思考、系統改善、科技領導、學校系統改善



30

清華教育學報     第三十五卷第一期

壹、緒論

2016年3月，人工智慧棋AlphaGo擊敗韓國頂尖棋士李世乭，翌年

又完勝世界棋王柯潔，於此宣告資訊科技的應用潛力已於諸多層面更勝

人類腦力。科技工具的高效率演算，已可取代耗費大量人力才能完成的

決策任務，精簡人事負擔，故任何一個組織要提升其競爭力，必須充分

掌握資訊科技的優勢，以提升組織效能（吳清山、林天祐，2010）。

邇來，資訊科技的應用已深入教學場域，但相對於行政管理，資訊科技

的運用仍偏狹於文書流程的e化，尚未引發領導典範的轉移，科技領導

必須藉由系統化的方法進行改善，達成不同層次的領導要件（Medcof, 

2017），以達成學校科技整合（Tan, 2010），方能讓組織成員感受到

資訊科技在行政決策上的巨大效用，進而接受校長科技領導帶來的正向

支持。Brown與Jacobsen（2016）指出，科技領導是學習理論、領導與

教學法的樞紐，可促進專業學習，帶動教學領導，並引領學校改變。因

此，校長可藉科技領導進行變革，引發教職同仁思維上的轉變，以利創

新思考的多元開展及行政效能的提升。

為了更清楚表述校長科技領導的效能，發展可資依據的準則是

不可或缺的，然科技領導的標準眾說紛紜，目前以「國際教育科技協

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echnology, ISTE）公布的「國家行政

人員教育科技標準」（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 for 

Administrators, NETS‧A）最廣被採用，其對「系統改善」的詮釋為：

教育行政人員提供數位時代的領導與管理，藉由資訊和科技資源的有效

運用，持續不斷地改善組織（ISTE, 2009）。可知，「系統改善」是校

長科技領導中用於提升組織向上發展的一環，經由科技工具的妥善運

用，以達成有效的領導與管理。

藉由科技領導的展現，校長可善用資訊科技的優勢，讓學校轉變

為學習型組織（Altinay, Dagli, & Altinay, 2016）。而營造學校成為學習

型組織，是提升學校效能的有效策略（張奕華，1997；簡惠閔、高家

斌，2007）。Senge指出，「系統思考」是其中的核心（郭進隆、齊若

蘭譯，2010），扮演增進學校效能的關鍵角色。「系統思考」的訓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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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系統結構和行為，它是一套工具與技巧，特別是在電腦出現之後獲

得大幅進展（Senge, Cambron-McCabe, Lucas, Smith, Dutton, & Kleiner, 

2000），成為決策時的利器。

從NETS‧A在「系統改善」的描述，以及第五項修練中「系統思

考」的意涵不難發現，藉由科技工具的運用，能改善組織與提升效能。

而校長領導中以科技工具為核心的領導概念，正是科技領導，試圖透

過科技工具展現校長的校務影響力，從「系統思考」謀求更佳的策略模

式，藉由「系統改善」獲取可行的變革行動，形成校長在實踐現場中可

以倚賴的策略行動，即整體性不斷循環精進的「學校系統改善」。

邇來，以校長為對象的科技領導研究，多與其他焦點議題結合，例

如國內部分是整合知識管理（張奕華、吳怡佳，2011）、創新經營（黃

靖文、方翌，2014）、學習領導（葉連祺，2017）、教學創新（謝傳

崇、蕭文智、官柳延，2016）等；國外部分則涵蓋哲學探究（Webster, 

2017）、實務作為（Dexter, 2011）、研究範疇（McLeod & Richard, 

2011）、能力指標（Beytekin, 2014）等。檢視其研究內容與取徑，較

少針對科技領導標準本身的概念詮釋及實踐策略之擬定，且多為量化研

究。因此，本文採用質性研究，嘗試從微觀面汲取個別校長的實務經

驗，強化科技領導標準對校長在理論實踐的深究，從NETS•A的「系統

改善」指標出發，融合學習型學校「系統思考」的內涵，重新詮釋「學

校系統改善」的理念與作法，形成校長實施科技領導的參照模式。

然而，校長肩負眾多角色任務，如何理解資訊議題才能扮演有效

的科技領導者，才是關鍵。美國印第安那州、賓州的教育部規劃的科技

領導訓練方案，內含軟硬體基本概念、電腦實務操作等訓練，目的就在

培養校長有關應用電腦及網路科技軟硬體（葉連祺，2003）。學校領

導者決定了大部分科技統整的產出，若是校長們不懂科技的話，很難要

求他們完全或有效地支持科技（Dawson & Rakes, 2003），校長需更進

一步地與科技俱近，才能扮演好科技領導者的角色（Webster, 2017）。

因此，校長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科技應用能力，作為實施科技領導的基

礎。

有鑑於新北市幅員廣大，中等學校的學生人數居全國各縣市之冠，

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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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地理分布涵蓋都市與偏鄉，可作為研究對象的校長異質性較高，再加

上研究者工作地緣之關係，故選擇新北市中等學校為研究場域。透過文

獻分析，探討科技領導的意義與表現層面，以及學校系統改善的意涵，

作為本研究主題的立論基礎；再連結科技領導及學校系統改善在教育應

用上的脈絡，以充實研究主題的內容，並對11位校長進行訪談。根據前

述動機，本研究之目的有四：一、分析校長理解科技領導之情形；二、

描述校長實施科技領導之狀況；三、探究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

改善之實施策略；四、根據研究發現提出建議，供權責單位參考。

貳、文獻探討

根據研究目的，探討科技領導與學校系統改善之相關文獻，作為本

研究的理論基礎並解釋研究結果。

一、科技領導的意義與表現層面

探討科技領導的意義，可從領導者本身的作為及欲達成的目的進行

分析。研究者整理各學者論述如下：（一）科技領導者必須能夠示範、

支持、學習資訊科技（Murphy & Gunter, 1997），透過領導技巧善用

群眾魅力或個人長處（Aten, 1996; Bailey, Lumley, & Dunbar, 1995），

組成合作團隊（Papa, 2011），鼓勵做決定及用於解決問題的科技使

用（Redish & Chan, 2007），強化資訊與通信科技的整合（Raman & 

Shariff, 2017），以催化目標、政策和預算的決策與行動（Anderson 

& Dexter,  2005）；（二）科技領導的目標是將科技融入課程之中

（Murphy & Gunter, 1997），建立科技增進學習的能力（Jaipal-Jamani, 

Figg, Collier, Gallagher, Winters, & Ciampa, 2018），使師生能廣泛地運

用教學科技（Schultz, 2000），學校能更有效能地使用資訊科技，跟

上科技潮流（Wright & Lesisko, 2007），成為革新的一環（Kearsley & 

Lynch, 1994），以增進有效的教學實踐和發展策略，達成美好的教育願

景（Keengwe, Kidd, & Kyei-Blanks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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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y與M i s k e l指出，領導者是重要的，因為他們扮演著錨

（anchors）的角色，在組織變遷時提供方向引導，並且為組織效能負

責（林明地譯，2006）。校長身為學校領導者，肩負統籌規劃與關鍵決

定的任務，必須帶領校內成員善用資訊科技，以因應數位化時代下的挑

戰，其最終目的是提高學校效能。

本研究之對象為校長，其影響範圍以學校成員為主，故定義科技領

導如下：科技領導是指校長能夠推動校內資訊科技之使用，促使學校成

員開始或持續學習科技、運用科技，形成互助的科技團隊，以實踐有效

的發展策略，進而引發革新，達成學校教育願景。

校長必須藉由使用一套可依循的測量標準，方能清楚明白各項科技

任務的輕重緩急，以發揮最大效能，從而檢視其科技領導上的執行成效

與運作現況，作為調整與改善的依據。由於研究面向的不同，相關研究

對科技領導所涵蓋的層面言人人殊，研究者嘗試從學者在各層面表述的

內容中，抽取出共同的概念，作為實施科技領導行為表徵的重點，或是

校長身為一個良好的科技領導者所需擬定並採行的必要措施。

（一）建立願景以彰顯明確方向

Inkster（1998）指出，願景在評鑑校長科技領導的效能上是非常重

要的，一個有效能的科技領導者，必須規劃科技如何產生學校變革的願

景（Cory, 1990），亦即，科技願景是驅動學校進行變革的重要推力。

Flanagan與Jacobsen（2003）亦指出，校長必須形塑積極正向的科技展

望，並指出未來的走向，方能堅定組織成員的信念。

（二）籌措財源以確保計畫可行

徒具願景卻沒有行動依據是相當空泛的，Fisher與Waller（2013）認

為，擬定不同進程的計畫能讓學校成員有所依循，朝預懸的目標邁進。

然而，計畫的擬定需有配合的經費支援，對內要編列學校科技預算，對

外要爭取補助款（Anderson & Dexter, 2005），才得以支持計畫順暢執

行。

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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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排訓練以提高操作技巧

計畫執行者的能力是相當重要的，若不具備該有的職能，將導致

計畫滯礙難行。誠如Anderson與Dexter（2005）所言，校長應持續精進

科技工作操作能力，並與時俱進，習得新的應用技巧，才能展現科技領

導的效能。另外，必須促成學校成員的專業成長（Flanagan & Jacobsen, 

2003），以厚植足夠的學能。

（四）重視倫理以保障公平正義

Flanagan與Jacobsen（2003）認為，組織中的每個成員都有公平使

用科技工具的權利，故校長必須重視每個成員的需求，不會因個別差異

有差別待遇。另外，Brooks-Young（2006）提醒，師生宜透過「合理使

用規範」來使用科技，注意教室中的著作權和不違背相關法律之科技使

用。

（五）整合科技以支援教學利用

學校的主體是學生，科技領導強調科技整合（Aten, 1996），以

促成教學最大化的科技使用（Fisher & Waller, 2013），提升教師教學

科技創新能力。此外，科技工具可用於監控學生進步情形（Bennett, 

1996），藉由系統性與結構化的分析挖掘出影響學習成效的因子。

二、學校系統改善的意涵

本研究所指的「學校系統改善」，是結合2009年NETS•A中「系統

改善」及第五項修練的「系統思考」而成，結合兩者作為本研究立論及

編製研究工具的依據。

（一）NETS•A「系統改善」的內涵

Brooks-Young（2013）在NETS•A「系統改善」的表現指標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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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詮釋，並利用資料檢索與報告系統進行管

理，可見「系統改善」是資料導向決策（Data-Driven Decision Making, 

DDDM）理念的展現，強調透過資料分析轉化為資訊，與現有知識進行

連結，作為領導與決策的依據。

研究者另擷取2002版NETS•A「支持、管理與操作」和「評估與評

鑑」兩項指標的內容，整理出「系統改善」的內涵如下：1. 透過科技使

用促成變革，以達成教育目標；2. 蒐集分析資料結果並共享發現，以改

善教職員表現；3. 重視成員的訓練發展，以嫻熟使用科技工具；4. 建立

並運用策略性夥伴關係，以引進資源；5. 建立並維持堅實的科技基礎建

設，以確保使用順暢。

誠如先前所言，科技領導是透過科技工具的使用，觸發組織成員思

維上的革新，此目的與「系統改善」內涵的第一項不謀而合，也是校長

進行科技領導時關鍵的一環。然科技工具帶來的不是膚淺的行事轉變，

更必須配合思考邏輯上的改變，也就是「系統思考」的輔助，方能達成

革新的目的。

（二）第五項修練中「系統思考」的意義

Senge指出，大部分組織學習能力不佳，是受限於基本的學習障礙

（郭進隆、齊若蘭譯，2010），必須藉由「系統思考」的具體實踐，

方能解決困境。此外，Wootton與Horne（2010）用策略性思考的方式，

認為必須跳脫過去以形成有用的知識，之後專注當下，以規劃目前的行

動，最後創造未來以改善日後的表現。

善用「系統思考」策略，方能兼顧縱貫面與橫斷面的網絡變數，統

整個別事件間的因果關係環路，找出總體的綜效影響，並利用系統基模

解構問題的核心，預知潛在的困難並設法解決，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是故，「系統思考」是指對現況進行通盤理解後，錨定問題的核

心，蒐集並分析關鍵訊息，針對組織內、外部的影響因子提出有效處

置，且預測可能的發展走向，以形成有效的解決策略，妥適安排人力，

並在執行策略時同步尋找抑制因子，作為下次策略形成的檢討依據，精

進再次思考的歷程。

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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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系統改善」的意義

學校事務紛雜，必須藉由系統化的概念，才能兼顧鉅觀的廣納與

微觀的細密，產生通盤的理解。謝文全（2016）認為，系統理論強調整

體、生態與權變等觀念，故「學校系統改善」具備全面性與靈活性，才

能兼容所有問題的滋生，以創發有效的解決策略，其作用不光只是處理

即將發生或已經發生的問題，而是更進一步早先擬定有效的預防措施，

在潛在問題造成實質傷害前便予以控制。

本研究中的「系統改善」，是從科技應用的角度出發，是一種工

具的利用；「系統思考」以方法的澄清與架構為基礎，是解決問題的策

略模式，故「學校系統改善」意指藉由工具的驅動，並輔以有效的策略

思考，在資訊的統整後，導入有效的問題解決模式，讓決策品質更為細

緻，以精進校務行政之作為。不論是系統改善強調的變革，或是系統思

考重視的突破思考障礙，兩者背後的推力都是跳脫現狀以尋求更佳解決

方案。作為學校系統改善的核心，是透過科技工具的使用求新求變，讓

思考的理路更加開闊，資訊的獲取更為充分，提升決策的品質，完善問

題解決策略之實踐。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研究者首先闡明採用的研究方法，復次說明研究對象之背景，然後

敘明使用之研究工具，接著描述實施程序，之後說明資料分析的歷程，

最後陳述研究過程中所需留意之研究倫理。

一、研究方法

由於「學校系統改善」之內涵為研究者結合「系統改善」與「系統

思考」而來，處於概念形成之階段，尚未發展具體可用的測量指標，故

捨棄問卷調查之方式，採質性取徑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以利匯聚焦點。

受訪者依訪談次序編碼，並從次序上檢視自由節點（開放性編碼）累積

的歷程。如P01表示第一位受訪者，P02是第二位受訪者，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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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受訪者為新北市中等學校校長，為確保受訪對象對本主題

感興趣並具備基礎資訊處理能力，且其所處的學校已建置相對完整的資

訊環境，本研究以滾雪球方式獲得推薦名單，立意取樣揀選出校長若干

名，其中不乏師鐸獎、校長領導卓越獎、全國學校經營創新獎，表現受

到肯定的獲獎者。如表1所示，受訪者共11位，且至第11位校長已無新

的自由節點產出，推估達到理論飽和階段，符合高淑清（2008）所言理

論飽和中「同一範疇裡沒有新的或是相關資料出現」的現象，且範疇間

資料之關係已能適切建立，囿於時間與物力，故結束訪談抽樣。彙整受

訪者資訊與自由節點累積次數如表1。

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之研究

表1

訪談對象及自由節點累積次數彙整

  在校年資 班級數 學生數  訪談長度 自由節點
代碼 性別    學校類型
  （年） （班） （人）  （分鐘） 累積次數

P01 男 6 73 2,437 完全中學 80 13

P02 女 3 81 2,977 完全中學 60 14

P03 女 2 63 2,136 完全中學 60 15

P04 男 3 32   980 國民中學 65 16

P05 男 2 57 2,103 國民中學 45 18

P06 女 1 103 3,384 國民中學 50 19

P07 女 3 44 1,370 國民中學 50 20

P08 男 1 57 1,792 國民中學 60 22

P09 男 2 75 2,349 國民中學 50 23

P10 男 3 58 1,909 國民中學 40 24

P11 男 6 126 4,131 國民中學 7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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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訪談大綱」，

其四大內涵分別是「科技領導知能」：用以瞭解受訪者目前實施科技領

導的現況；「系統改善」：藉以探討資訊分析的應用與科技工具的使用

狀況；「系統思考」：於此建構出行政決定的策略模式；「學校系統改

善」：整合系統改善與系統思考的內涵，創發精進校務的實務運用。

訪談大綱之設計，以研究者所歸納之科技領導的五個層面為基礎，

檢核校長在實施科技領導的過程中是否有與文獻中相吻合之積極作為，

以及文獻中尚未提及之創新作為。此外，抽取Senge系統思考的概念為

特徵，以及ISTE中系統改善的要點為依據，判斷校長在校務經營上如何

運用科技工具解決問題。

茲說明訪談內容如表2，以對照文獻探討所得之問題意識，並接續

逐字稿的編碼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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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施程序

研究者以「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訪談大綱」為本，

依據受訪者的回答與之互動，並進行同步錄音，針對較為模糊的部分予

以澄清，除留心被視為理所當然之處，對於較獨特的見解需適時加以追

問，使受訪者的意思表示與研究者的解讀詮釋趨於一致。訪談結束後，

立即繕打逐字稿，完成後請受訪者檢視內容正確性。確認無誤後，立即

進行開放性編碼，並與文獻資料比對，以增進信實度。

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之研究

表2

訪談問題類型、半結構訪談綱要及問題意識

半結構訪談綱要

說明何謂科技領導、何謂學校系

統改善

曾使用科技工具解決問題的經驗

為何？

找出問題根源的做法為何？

確保行政事務延續的方式為何？

確保策略有效性的措施為何？

描述目前校內科技工具的推動與

使用情形為何？

進行策略修正的依據為何？

實施科技領導時面臨之困境及解

決策略為何？

成功領導的要素透過科技工具獲

得彰顯的作為為何？

對於日後實施科技領導的期許為

何？

問題類型

開放式

回憶式

引導式

進行式

轉移式

關鍵式

結束式

想像式

問題意識

對名詞的理解能否有與

本研究定義趨於一致的

看法

影響科技工具帶來正向

或負向體驗的因素

進行整體性考量時需顧

及哪些面向？

當前校園中倚賴科技工

具的實務運用有哪些？

合理預測並控制潛藏變

動因子的方式有哪些？

找出訂立使用規範又不

侵害其權利的具體做法

歸納校長實施科技領導

時應表現的行為樣態

形塑科技願景時需掌握

哪些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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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以編碼為基礎的質性資料分析套裝軟體NVivo進行分

析，第一階段採用開放性編碼做成自由節點，將資料分段、檢測，並分

類標示不同的現象（Corbin & Strauss 2014），然後逐行分析逐字稿內

容，視其編碼性質在片語或段落給予概念性標籤，並進一步概念化，將

相關的概念聚攏成一類，進行類屬化或範疇化，並進而開發出其性質和

面向。

第二階段進行主軸編碼，發展範疇的性質和面向，使範疇更為密

實。此時，研究者會回顧前幾次訪談稿中浮現之概念，以作為這個範疇

的「次範疇」；研究者也會重新回去閱讀前面幾次的訪談稿，尋找和這

些主要範疇有關的段落，加以編碼，作為這些主要範疇的特徵。

舉例而言，研究者先用關鍵字進行逐字稿的搜尋，如「期待、願

景、展望、共識」等，進行定位後，審視此段落的文意，若符合研究者

期待便編入「運用科技之展望」此開放編碼。同樣方式反覆進行，最後

再仔細閱讀逐字稿，找出關鍵字搜尋時遺漏的段落進行編碼，共獲致24

個開放性編碼。將此24個開放性編碼進行分類，從訪談稿的反覆閱讀形

成判準的整體概念，如「運用科技之展望、申請專案補助、領導風格、

制定短中長程計畫」4個開放性編碼歸於同個類屬，參酌文獻探討中科

技領導各層面的名稱，據此命名為「共享願景及計畫」此主軸編碼。

運用NVivo彈性便利的編碼、解碼和註解功能，讓研究者可隨時將

資料重組並反覆檢證假設的組型，協助分析潛藏理論模式和資料間之關

係（劉世閔、吳璟，2001），讓片段資料的訊息化約為整體理論的概

念。

六、研究倫理

劉世閔（2009）根據加拿大、美國等國際守則對於研究倫理提出12

項觀點，研究者擷取相關要點分述如下：為讓研究行為符合研究倫理規

範，研究者必須隨時自我檢視，並與受訪者進行協調商議，避免減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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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權益，以確保「不傷害原則」；研究者先函寄訪談資訊，收到對方

回覆後，再約定時間地點，以確保「知情同意原則」；研究中進行匿名

編號，並妥善保存錄音資料和訪談文字紀錄，以確保「尊重隱私權與保

密原則」；另，研究者用嚴謹的態度，真實呈現相關資料，並審慎撰寫

研究結論，以確保「資料蒐集與分析原則」。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利用概念聚攏的方式連結節點與節點之間的關係，形成本研

究圖像化之整體架構。為方便自由節點編碼時對照之用，將所有自由節

點根據所引述的段落進行行數位置的加註，如訪談資料裡的「行96-98」

意指引用訪談逐字稿裡的段落行數為第96行至第98行的位置，以利比對

出處。以下就分析結果討論之。

一、校長理解科技領導之情形

本研究共獲致24個開放性編碼，依其表徵編入4個主軸編碼，分別

是「共享願景及計畫」（運用科技之展望、申請專案補助、領導風格、

制定短中長程計畫）、「推動使用並追求成長」（宣導使用、以身作

則、引發使用科技需求、獎勵措施、專業研習）、「整合科技於實務

中」（知識管理平台、自動化或半自動化管理、訊息多元傳達、電子化

行銷宣傳、改變傳統教學模式）、「建立校內支持性系統」（設置資源

中心、諮詢人員、資訊業務專責人員、團隊合作、完善的網路系統、

軟硬體採購、設備維護更新、引進外部資源），另將2個無法置入前述

範疇的開放性編碼統整為一個新的範疇，命名為「確保資安環境措施」

（事前預防機制、事後補救SOP）。分析11位個案節點的分布狀況，只

要任一範疇內至少歸入一個節點，便視為觸及此範疇。

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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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看出，僅有一位受訪校長在「確保資安環境措施」有所論

述。究其原因，恐是資安議題太過專業，藏有資工背景者才能勝任的

刻板印象。然資安議題已從科技脈絡轉向管理脈絡（Soomro, Shah, & 

Ahmed, 2016），校長不需成為資安專家，亦非單純督導檢核的角色，

而應利用其行政影響力協助學校建置完善的管控機制。

Roberts（1997）表示，假如校長沒有具備使用科技的專門技術或知

識，僅具備普通認知，將無法掌握科技領導的要旨。身為教育領導者，

應該持續充實資訊素養，進而帶動學校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用來學習資

表3

受訪校長涉及的主要範疇數與編成的自由節點數目

  範疇一 範疇二 範疇三 範疇四 範疇五

  

 校長      觸及 自由節點

 代號      範疇數 數目 

  

       

 

 
 P01 ― ◎ ◎ ◎ ― 3 13

 P02 ― ◎ ◎ ◎ ― 3 6

 P03 ◎ ◎ ◎ ◎ ― 4 11

 P04 ― ― ― ◎ ― 1 2

 P05 ― ― ◎ ◎ ◎ 3 12

 P06 ― ― ◎ ◎ ― 2 8

 P07 ― ◎ ◎ ◎ ― 3 12

 P08 ― ◎ ◎ ◎ ― 3 6

 P09 ― ◎ ◎ ― ― 2 7

 P10 ◎ ― ◎ ― ― 2 7

 P11 ― ◎ ― ◎ ― 2 4

註：「◎」表示觸及此範疇，「―」則無。

：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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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科技（吳清山、林天祐，2010）。從受訪對象可窺知，未有任一位可

掌握科技領導之所有面向，因此除了本身具備的科技使用能力外，能否

妥適使用科技工具以對組織成員產生影響，特別是心理層面的轉變，更

是確保有效科技領導的關鍵。

二、校長實施科技領導之狀況

研究者將自由節點聚攏為五項上層概念後，針對其涵蓋的自由編碼

與相關文獻進行探討，擷取與文獻相呼應的逐字稿段落，進行更為深入

的討論，以下逐次描述之。

（一）除形塑共享願景外，亦需排定行動計畫並隨時修正

願景是堅定組織成員信念的重要元素，代表的是一種願望、理想、

遠景或目標，是個人未來想要創造的圖像，以及達成此一圖像的指導原

則。但願景不是校長個人意念的隱喻，需與學校成員充分討論，方能構

築共同的意象，如P03校長先從個人的發想為起點，他說：

我們後山那邊還有藍鵲，那很棒啊！其實在都會區裡能夠看到藍鵲

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學校地理環境位置就是這麼優秀，所以我們

隱藏了兩支三百六十度環繞的攝影鏡頭，那到時候只要我一接線，

我其他的配備教室的單槍啦，或者是電腦的設備完整的話，那老師

只要在教室裡面都可以隨時去擷取那個鏡頭裡面的畫面和他整個的

生態觀察。（P03，行40-44）

然而，與組織成員分享願景時，可能面臨溝通上的隔閡，此時必須

將焦點訴諸學生學習，以產生共鳴。他表示：

把那個意象先讓他們了解……我會先去影響一、兩個人，然後那

一、兩個人覺知了以後，有感覺了以後，那慢慢的，如果有可申請

的計畫，那我就把它放進去……很多的思維一定還是要以學生為中

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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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P03，行269-272、行274-275）

正如Yee（2000）所言，校長是學校資訊科技願景的驅動者，校長

必須將資訊科技的決定焦點放在維持學生的學習上。因此，不論關注的

焦點是否不同，願景擘劃的起點應以學生為中心，扣緊學生利益的行政

作為，以取得眾人的共識。P06校長亦有類似看法：

處室和處室它也會有本位，那我這邊一開始就跟老師們行政人員們

都講得很清楚，就是說學生第一位。假設說今天這個問題拿出來之

後，我們就去看，做這件事對學生有利還是沒有利？如果有利，那

大家辛苦要做，所以站在學生的立場那是第一個考量的。（P06，

行167-171）

簡言之，科技領導是以共同領導的樣貌呈現，如同Thomas（2016）

所強調的，是一種分布式領導。P10校長亦支持此論點：

現在一個人做決策的時代不合宜，而且要老師們有參與很重要……

我常跟老師談的觀念是說，做決策，擴大參與，如果是學生該參與

的你就讓他參與，這樣基本上就有一些共同的想法出來，避免說我

們行政在做規定、規範。（P10，行96-97、行120-122）

但領導必須有方向，方向來自計畫的配合，否則共享願景仍徒勞無

功，像是P09校長說的：

領導一定要有方向，你不能帶著一群人然後在那邊原地打轉，所以

領導者一定要有願景規劃的能力，這叫做魅力。第二個領導除了

魅力以外，當然還要形塑一些有具體的一些目標。（P09，行170-

172）

「計畫」指的是對未來方向採取持續的、動態的及系統的作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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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國立編譯館，2000）。因人的思考有限，可能忽略某些面向，或是

人、事、時、地、物的遷移，擬定計畫時的客觀環境已產生變化，故計

畫必須隨時檢視其進程，若與預期有出入，則應進行修正以符合時宜。

P03校長肯定修正的必要性，說：

在你計畫的時候就是要去做判斷，如果獲得的資訊是錯誤的話，那

就應該勇於承擔，趕快修正，修了就好了，因為方向對了，路就不

遠了。（P03，行208-210）

但P01校長抱怨光有計畫，相關經費並未依據期程到位，往往無法

達到原本設定的目標，他說：

學校體系裡面來講，譬如說你要建一棟大樓，你也不知道你哪時候

有錢。計畫上面，我們當然都會寫說以後要怎樣做，可是計畫人家

開玩笑說，你計畫寫個半天，一個改變就又沒有了。（P01，行88-

91）

是故，「計畫」的執行必須有相關款項的配合，但是每年的預算卻

充滿不確定性，因此，校長必須在可預測的資源內做出最佳的分配，也

許時程上會有所延誤，但通往共享願景的方向是確立的。

如同Richardson、Flora與Bathon（2013）指出，學校領導者必須有

清楚的願景，才知如何用科技強化學生與教師的學習經驗，用以提升學

習成效。然受訪者較少聚焦於科技主軸的發想，故必須形塑更強烈的科

技願景與制定更有層次的科技計畫，主動帶領組織成員構築對未來學校

發展變革的想像。

（二）校長必須促進科技使用，並與資訊組長共擬資訊增能方案

校長可以從示範中展現出科技的價值與目的（Foley, 2016），身為

學校領導者，責無旁貸，必須率先投入累積成果，從行政團隊的帶動，

讓組織成員學習如何使用並應用科技。推動科技工具的使用，不只是校

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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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行政同仁的任務，校長也要參與其中，其他夥伴才較有願意跟從。如

P07校長透過若干方式引領：

用E-mail的方式、鍵入網站，甚至於我自己也有設置部落格，雖然
部落格有待充實啦，那逐步把資料做一個充實更新可以做互動的部

分……像我自己我常用的我分享，甚至於我們主管會報完之後我們

就透過郵件、有些就分享在網站。我自己一些談過的部分或是新聞

能分享在Blog，我就稍微放進去。（P07，行26-28、行292-295）

領導者需扮演領頭羊角色的概念與Stauffer（1999）提出的想法雷

同，認為高階領導者應以身作則，勤於學習新知，樂於分享新觀念與個

人的經驗和心得，作為同仁分享知識的表率。因此，校長若有任何科技

工具使用上的收穫，必須主動與成員交流，有助於內隱的個體知識團體

化（Nonaka & Konno, 1998），特別是業務交接時更見其效用，如P04校

長所認同的：

交接的部分，他們都會有一些類似交接的手冊，看他的一些資料放

在哪裡，紙本資料或是說數位的資料放在哪裡這樣子。基本上，手

冊上面如果不夠完整的，他們會把整個數位的檔案，如果電腦它沒

有移動的話，裡面的檔案都會有。（P04，行48-51）

然而，除校長外，資訊組長更是關鍵角色。Marcovitz（1998）指

出，資訊組長身兼技術訓練師、課程諮詢家、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所

以，資訊組長最重要的任務是舉辦研習活動、指導資訊融入課程，並與

校長共同策劃資訊方案，讓同仁們更願意使用科技解決問題，P11校長

便明確界定其任務：

資訊組長是要推動學校的資訊教學、提升學校因為資訊教學的一個

設備需求的業務，應該從這方面去做一個思考、計畫，而不是去解

決老師使用電腦時的問題。（P11，行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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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Brown（1998）所描述的，資訊組長應該扮演資訊科技推動的

關鍵角色，可以運用多元策略，促使校內人員使用各種資訊技術。所

以，資訊組長最重要的任務是擬定策略，讓同仁們多能使用科技，提升

科技的應用層面。另外，資訊組長更是校長倚重的科技顧問，必須有能

力處理推廣科技時遭遇的技術性問題，並提供校長有效的解決方案。

（三）藉由實務運用達成科技整合，並以提升教學效能為目的

校長科技領導對學生學習表現有正向影響（葉連祺，2017；謝傳

崇、蕭文智，2013），故在行政措施外，更必須考量如何藉由科技工具

提升教學效能，P07與P10校長分享其經驗說：

電子白板也可能變成一般螢幕一樣，也有可能，有人是這樣用而已

啊。但是我也可以做反覆複習，甚至把這個東西放在你班級的網

頁，有時候你可以結合教過的部分、老師的網頁，這個部分的課

程還可以繼續做自我學習，它有一個廣泛延伸的部分。（P07，行

337-334）

怎樣讓孩子利用網路資源來幫助自我學習，這是我比較有興趣的部

分。也就是說不是一定要補習，然後花很多錢，效果又不見得有。

如果利用科技網路的部分，可不可以幫助學生？」（P10，行195-

197）

就領導及管理的視角而言，科技對於學校行政來說是最基礎的元

素，而行政人員也是推動學校使用科技的動力（Persaud, 2006）。在學

校場域裡，科技工具的應用相當廣泛，P06校長便嘗試導入更進階的應

用，他說：

我們今年有做一點小小的突破，就是平常社團在選課以前都是用紙

本，那我想說我們在大學裡面選課都可以線上選課，學生應該也可

以做到線上選課。（P06，行56-58）

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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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數位化具有其實質優勢，如傳遞快速、多媒體呈現、複製不失

真、資料可壓縮、資料可加密等。不過，也有P05校長指出使用科技工

具面臨的困境，他說：

對於科技部分最為難的就是：不是我們這些人的配合，其實是在軟

硬體設施的不完善就來推動，這根本無解。（P05，行105-107）

因此，在使用科技產品時，應考慮搭配的連動性，以及設備間如何

整合以發揮應有效能。科技整合的目的，即是將很多以單一目的或用途

所發展出來的技術加以統合應用。就使用者的角度而言，形式上的科技

工具使用訓練是無法引發共鳴的，反而會花費太多氣力在熟稔操作技巧

上，結果耗去大量的認知記憶能力，沒有多餘的認知能力來從事新的學

習以獲得基模，導致認知負荷（Sweller, 1988）。是故，校長必須從實

務層面導入科技工具的應用，才能讓組織成員親身經歷效率提升的真實

感受，引發主動操作科技工具的誘因。

（四）建立完善的資訊基礎設施，並籌組可相互支援的科技團隊

就設備的使用便利而言，缺乏完善的科技設施，校長必定無法帶動

學校同仁善用科技工具。P03校長便表示：

校長在行政推動的部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整個學校環

境的建置、工具的充實是必要的。（P03，行292-293）

與Langran（2006）的研究結論類似，當學校成員知覺有充足的

軟、硬設備支持時，對於使用科技的意願就會增加。設備未臻完善時帶

來的不僅是低效率，更是不便性，當使用上處處遇到障礙時，不僅讓人

沮喪，更可能因而厭惡使用科技工具，因此，建置完善的資訊環境是校

長科技領導上的基礎作為。

除了厚實基礎建設外，提升組織成員使用科技的知能，亦可增加

科技使用的意願。當成員遭遇操作困難時，若能及時給予協助，不僅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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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挫折感，更習得解決類似問題的能力。不過，點對點的學習互動模式

效能受限，必須形成網狀的交流模式，才讓知能的交流更迅速便捷，是

故，團隊的互助模式必須建立，方有助於整合目標之達成（Okhuysen & 

Eisenhardt, 2002）。如P07校長便反對將所有資訊相關業務都由組長一

人承攬，他說：

我們這整個部分不是資訊組單打獨鬥，等於說教務處跟總務處我把

它做一個結合，有些硬體設施的話，我還是回到總務處來加以幫

忙。（P07，行91-92）

一如張奕華與許丞芳（2009）指出的，校長在推行科技領導時，

需重視的是資訊科技團隊的組成，因個人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在資訊時代，唯有靠團隊的力量，才能有效制定及推行資訊科技發展計

畫。

（五）覺察數位化資料保存的風險，並主動檢視資安措施的完備

大部分校長僅提及行政措施數位化的好處，僅有P05校長表示他的

憂慮，他指出：

data資料庫在那裡，如果毀了我們怎麼處理？還有是資料庫的
管理，當然我們現在是縣府集中管理，那我們學校能不能控管

呢？……現在大部分都是節省紙張把紙本廢掉，那資安當然是很重

要。（P05，行42-44、行49-52）

他認為中學階段所能管控的資料庫權限層級不高，資訊安全防護工

作主要由局端統籌，故校長科技領導在資安議題的任務，應是責成資訊

組長定期備份重要資料，並擬定突發狀況的標準作業程序，以便資安系

統遭破壞時能立即控制損害，確保使用者的權益不受損害。

根據Long（2000）的建議，學校網路系統若無足夠的安全措施，會

遭遇各種形式的入侵與干擾，所以，校長必須知曉科技的快速改變並制

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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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網路計畫，主動採行有意圖的防範作為。定期檢視資安措施是否能有

效抵禦外部攻擊是必要措施，至於內部機敏資料的流通與運用，像學生

紀錄只能用於教育用途、限制存取權限等（Picciano, 2002），也不能疏

於防範，以保障機密文件是未被竄改或誤用的真實紀錄。是故，除了基

本的資訊倫理議題維護，還需防止資料外洩與濫用，校長需是一個主動

的資訊安全維護者，事先擬定預防措施，並在察覺資安危機時，立即啟

動防護機制。

三、校長透過科技領導在學校系統改善的策略與實踐

系統思考是指形塑有效解決策略的歷程，系統改善則是校長透過資

訊與科技資源的有效使用，持續改善組織的作為。結合兩者而成的「學

校系統改善」，意指以科技工具為主軸的實踐策略，藉由科技工具的使

用，大幅革新任事思維與工作流程，塑造出邏輯思考的哲學觀，進而觸

動深層面的價值理念。如P09校長所陳述的：

尖端科技會改變我們很多組織型態，會改變我們的領導思維，甚至

會改變一些我們很多的生活習慣，它本身不是只有管理。（P09，

行345-346）

正如Kotter與Cohen（2012）指出，變革的第一步是採取新科技，導

入科技是種工具性的改變，會革新原有的工作流程；其次，科技的使用

有其邏輯性，操作過程中能讓思路更能按部就班，使思考方式漸趨系統

化。是故，校長科技領導是學校系統改善能否產生作用的基礎，藉以形

成策略並付諸實踐。以下分述學校系統改善的作為：

（一）分析資料共享發現，有助於對現況的瞭解

對資訊的掌握更貼近事實，則對現況的瞭解便會愈加透徹，更能

準確預測局勢的變化，以做出合理的判斷。數據是相對客觀的呈現，可

借重科技工具進行分析以轉為有用資訊，現階段多進行簡易的描述性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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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像是：

學生起始行為的一些基準點的評量，和老師教學以後他的進步情

形，這個部分，我覺得可以去做一點統計。（P03，行301-302）

至於行政管理層面，有些單純是原始書面資料的流通，但若能轉碼

為常用的數位形式，更利於保存、檢索、擷取、傳輸、複製等，能讓知

識分享將更為快速便利。P09校長便提出知識管理的觀點：

我們在網頁上有一個叫行政知管，就是行政人員他們有所謂的知識

管理，也就是他的典章制度或者這些辦法，都會在知識管理網頁。

除了他的隨身碟以外，我們資訊組會不定時地做行政知管的動作，

就是把它連結下來。（P09，行69-72）

此外，在資料整合的措施中，地方教育主管機關都會建立集中式的

「校務行政系統」，Picciano（2006）認為，校務行政系統所考量的面

向包括學生資料庫、課程教學資料庫、教職員資料庫、財政資料庫與設

施資料庫等五個部分，經由詳實的資料記載、蒐集與分析，校長可藉由

資訊倉儲、數據探勘與資料分類的過程，選擇最符合經濟與時間效益的

方式來解決學校問題，其應用如P05校長點出的：

進到整個校務行政系統電腦裡面，然後每天記錄他的出缺勤……就

是說我們今天節省時間人力，學生一進來有沒有遲到他一刷卡就知

道。（P05，行16-18）

此外，為了形塑集體智慧，校長要創造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以建構

知識、分析系統、解決問題、對未來產生創造性回應（Oubre, 2007）。

因此，校長可以善用各種互動軟體，即時分享重要訊息，能快速獲得回

饋，並過濾錯誤資訊，以對實際狀況正確掌握，所以P09校長便提及溝

通網路的重要：

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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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它內、外部的的溝通網路順不順？內部的溝通網路有沒有訊息

不對稱？或者是訊息沒辦法馬上做連結？外部的溝通網路有沒有我

們都能夠瞭解？所以要考慮到它的溝通網路。（P09，行121-123）

（二）預先配置人力，重視科技使用的訓練

校內的資訊訓練大多由資訊組安排，訓練是常見的研習形式，必須

是經過規劃的結構性課程。此外，鼓勵參與訓練的成員也能與其他同伴

分享，擴散訓練成果的效益。如P03校長描述：

資訊組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去做行政人員資訊能力的

提升，那些專業訓練。所以每學期都一定要開，一系列的課程，去

提升他們……行政人員訓練的時候，導師也一起來訓練，那這樣他

回去辦公室當種子。（P03，行164-169）

不過，如同前面所敘述的，科技工具的訓練必須搭配實務內容使

用，過多的形式訓練反而增加認知負擔，不僅未能提升工作效率，反而

對科技工具的使用產生抗拒及反感。

可是，事後的增能並無法改變每一個不適任的人選。C o l l i n s

（2001）曾說，「先找對的人上車」，P02校長便相當強調識人的重

要，他說：

領導很重要的就是你有辦法看到你的團隊的問題，你知道怎麼用人

然後擺位置，你能夠知道他們在做什麼，這是關鍵因素。（P02，

行222-223）

當任用的行政同仁不符合期待，又沒有提升或改善空間時，校長必

須動用人事任命權，當機立斷進行職務的調動，以利行政工作順遂。就

有校長強硬指出：

行政人員有他的人格特質，如果堅持自己原則，堅持自己看法，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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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的才對的，那就不要當行政了。（P11，行267-269）

我有找組長來談了幾次，但我發現我不太能夠影響他，因此我想用

人是很重要的，所以就稍微做了一點調整。（P03，行114-117）

倘若相關行政人員缺乏的是能力而不是熱忱，則可透過特定訓練方

案增補缺乏的能力，如P07校長就緩頰說：

我要找到的不見得是懂，但是他有熱忱，有這樣的人可以為整個學

校工作來做一個付出，來做一個努力。（P07，行268-271）

是故，校長必須先找出理念相近的人員，成為行政團隊的一分子，

再針對其業務所需的科技工具使用能力進行增能訓練，促成行政效率的

提升。

（三）研擬策略，並透過科技促成變革

為了消除非理性決策，任何議題在交付眾人討論前，就應形成若干

策略方案，讓問題的核心得以聚焦，促使意見能在特定的幾個選擇上環

繞，最後經由參與者的審視檢核，找出技術上的缺失並加以補正，最後

擬定出可被多數人接受的較佳策略。如P01校長會先初步凝聚共識，他

的做法是：

先開個小會討論一下，然後再搬到大會把你的理由講出來……是一

個民主、透明、開放的。所以實際上那些人不是來幫你做決策，而

是看你有沒有偏失。（P01，行213-217）

共識形成後，進入研擬策略階段，此時，必須緊扣兩個核心，一是

「掌握關鍵」，二是「綜觀全局」。掌握關鍵指的是「哲學觀」，做任

何事之前都要先找出它的意義，以衍生各種相對應的作為。綜觀全局是

捨棄習以為常的惰性思考，嘗試從創新的觀點審度現況，以利校長透悉

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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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局勢。如P05與P09校長分別描述的：

每一件事都先想好，那就是因為我要做這件事，那叫哲學觀。這些

意義底下我要做哪些事？這才重要。（P05，行231-232）

在任何一個行政事務推動上，就是要求或者激發我們的成員必須要放

棄惰性的思考……然後建立勇於革新的文化，重新思考我們可以做

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或者是整體性的一些改變。（P09，行124-127）

新的策略布局是為了引發變革，但變革乃是一個中性的名詞，亦

即變革的結果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差（楊振昇，2008），這取決於領導

者對於未來的預測能否準確，故在採取行動前，必須擬定有效策略。然

而，變革不僅是工作流程上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如何突破僵化的思考架

構。余鑑（2003）指出，科技處理的對象是物質，如何以科技的過程將

之改變性質、形式，與科學知識相似，都有賴理性與邏輯。

同理，科技工具的使用具邏輯性，其內涵是理性，作為思考的依

歸。但科技領導所影響的對象是人，校長必須從領導的思維出發，超越

管理層次，否則反而會受到工具的箝制，最終將失去綜觀思考的能力。

如P09校長所詮釋的：

領導比較形而上的，比較偏向價值、願景的激發，比較強調把事情

做對；那管理是把事情做好，比較強調形而下的，注重技術理性。

（P09，行165-167）

組織成員若無法深入瞭解工作的意義與內涵，心態上會傾向維持現

狀，且對於開創變革的迫切性毫無感覺。科技是觸發變革重要的工具，

若能與工作職責密切配合，可引發實質變革。

（四）建立策略性夥伴關係，以增進成果的產出

學校早已從封閉式走向開放式組織的型態，校內重大決議都必須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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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利害關係人意見，P08校長列舉說：

學校不是只有老師加學生，還有家長，還有社區，還有民代，還有

長官……太多因素想要影響學校。（P08，行148-149）

可惜的是，目前建立策略性夥伴關係的對象相當有限，校際間或是

校與上級管轄機關的相互支援顯得相當保守，缺乏一種穩定而開放的信

任關係，P04校長便抱怨說：

這個檢測資料，可能包括我們學校我們都不知道檢測的結果。那我

相信這些檢測對政府來說也是一堆垃圾啦。（P04，行204-205）

學校間若欲進行交流，需先以信任為基礎，在一種良性競爭的氛圍

下，相互觀摩學習，創造共同利益，提升彼此的發展優勢，使得參與者

更願意投入，帶來不同的技術與知識，創造獨特的學習機會（Inkpen, 
1998）。

為串連策略性夥伴關係，可採用科技工具搭接的互動網路，如

Simchi-Levi、Kaminsky與Simchi-Levi（2003）所說，先進科技是為了發
展與維持協作關係的因素之一，故可用於突破地理限制，做學區外的跨

校交流。

綜上所述，科技領導是校長運用其影響力促使學校同仁使用科技工

具，藉以提高行政效能；而學校系統改善是一種精進策略的推動，目的

在於導入科技工具使用，以引發工作流程與思考方式的正向變革。基本

上，科技工具的使用是校長進行科技領導時全盤考量的發端，科技工具

如何運用，會帶給行政同仁最大的效益，並且提升學校整體效能，這是

校長科技領導的最終目的。

此外，科技工具是學校系統改善中最為倚賴的利器，如何藉由科技

工具的善用達到精進策略的綜效，是學校系統改善的關鍵議題。故科技

工具的使用在科技領導與學校系統改善之間，扮演實務接軌的角色，以

科技領導的思考為核心，校長向外延伸出運用科技工具的具體措施，而

這些具體措施必須針對學校系統改善的目的而來，如此才能有效形塑精

進策略。

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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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透過科技領導概念，探究其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的實施情形，

作為校長進行科技領導時可資參照的實踐模式，以精進校務推動，據此

形成研究結論，並提出建議。

一、結論

經由前述研究結果剖析，研究者將文獻與訪談資料歸納為如下的概

念架構（圖1）：內圈圓形的部分是校長系統思考的面向，作為系統改

善輪動的依據；外圍虛線方框部分是校長系統改善的務實作為，是系統

思考後採取的必要措施。是故，「學校系統改善」是由系統思考出發確

立作用的方向，帶動相對應的系統改善作為，形成不斷精進的策略性連

動。

其中，科技領導是學校系統改善的核心，包含「共享願景與行動

計畫」、「促進科技使用並擬定資訊增能方案」、「科技整合以提升

教學效能」、「完善設施與科技團隊」、「覺察風險並主動檢視資安措

施」，藉由此五項核心作為引導學校系統改善的進行。

圖1  學校系統改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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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層次的操作是科技領導的關鍵，而資訊能力為其基礎

校長必須理解科技，實地操作科技工具，並與時俱進地跟上科技潮

流，才能引導同仁使用科技工具，解決問題。然而，具備足夠的科技使

用能力僅是科技領導的基礎，科技使用的邏輯必須從技術層次的熟練提

升至概念層次的運思，方能藉由科技領導的影響，引發學校行政人員思

考流程的變革，進入系統思考的質變。

（二）共同願景多以推動計畫逐步實現，但缺乏科技工具為主軸

校長雖能以學生為中心推動各項有意圖的計畫，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成效，然其所持的學校願景缺乏對科技的利用與想像，在做法上必須能

夠導入科技工具而帶來創新的思維或見解。雖有校長指出未來科技工具

可能引發的行政或教學革新，但態度上必須更加積極，才能明確成為校

內同仁的心像，藉由逐步達成階段性目標形成正向回饋，累積突破性動

能，徹底改變固有的心智模式。

（三）校長必須籌組科技團隊，並與資訊組長共擬定資訊計畫

資訊組長身兼數個科技任務的關鍵角色，除懷抱理想外，還必須具

備高度的專業素養，方能將校長的科技願景與計畫轉化為可行的計畫。

然而，單憑個人之力不足以順利推動科技任務，必須結合其他校內成員

的力量，形成相互支援、解答難題的互動機制。校長需扮演居中協調以

及主導的角色，促成團隊支援與合作，以遂行各種科技任務。

（四）科技工具必須結合實務操作，以助於理性思考的發展

單純使用科技工具做形式上的操作，無法取得實效，反而徒增認知

負荷，必須基於實用性，方可提升工作效率。此外，必須藉由科技工具

的導入，以引發工作流程的變革，從科技使用的邏輯觀養成理性思考的

方式，以打破因舊習引發的窒礙，勇於接受新的思維與做法，進而觸動

價值層次的轉變。

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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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善用校務行政系統資料庫，作為決策分析的依據

目前校務行政系統的應用，僅止於將學校事務導入電子化階段，

或是利用特定功能模組進行數位管理，進一步的處理分析功能尚未成雛

形。因數位化的資訊易於轉換，校長可根據目的提取資料庫內的現有欄

位，放入決策軟體進行分析，提高決策品質，並作為與同仁溝通協調的

論述依據。

（六）校長在科技領導的實施層面中，普遍缺乏資安意識

過往在科技領導的相關文獻裡，僅提及需留心倫理議題，然隨著

惡意軟體勒索病毒日益猖獗，在科技工具的使用上，更須留意防患於

未然。除了程式設計本身的瑕疵外，還有人為疏忽所觸發之潛藏風險的

危機。校長除了表達對基本資訊倫理之重視外，更須採取積極防護的行

動，事前規劃緊急應變措施的流程，並擔負起必要的視導責任，以符合

安全守則；事後採取緊急資安事件時的處理措施，依照標準流程進行通

報，將損害減至最低。

（七）建立策略性夥伴關係，以利與外部人員交流與互惠

學校現有的夥伴關係缺乏實質的交流內涵，未能用於提升專業素

養。建立在自我提升上的策略性夥伴關係，除可引進實質的援助外，更

重要的是有助於交流過程中智識的提升，而促成雙方的領域技術與組織

專業的交換，除了正向想法的激盪，也能致力於共同問題的澄清，藉由

相互的觀摩學習，厚植學校競爭力。

二、建議

（一）建立跨學區的知識管理平台，促進跨校的合作與交流

發展策略性夥伴關係的前提是信任，然中學階段面臨升學與招生壓

力，學區內學校常視彼此為競爭者，很難破除本位思考，進行校際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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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交流。拜網路科技無遠弗屆的優勢，破除地理界線，校長可以建立

跨學區、甚至跨縣市的知識管理平台，引入更多學習資源，並讓外部刺

激成為校內同仁成長的動力，基於平等互惠以及互通有無的原則，虛擬

組織內的觀摩交流，讓參與成員受益。

（二）規劃資訊安全課程，提高危機控管意識

校長普遍缺乏資訊防護的觀念，現有危機處理訓練亦未見納入處理

資安議題的課程。雖然校務行政系統主要由局端進行維護，但校內電腦

若遭不當使用，也會淪為破解安全措施的幫凶。故有必要指派校長參與

資安議題課程，建立普遍的安全管理概念，定期與資訊專業人員檢視系

統的安全紀錄檔，若有異常立即通報，依循標準作業程序將傷害減至最

低。

（三）納入資訊業務專責人員作為後續研究對象，以增補研究視角

在科技領導的議題上，校長相當倚賴校內的資訊組長，這些具備高

度資訊素養的專業人員也是統籌學校資訊業務的靈魂人物，可說是上承

校長意志的政策執行者。建議未來研究可將此主要人員列入研究對象，

從校內資訊業務專責人員的角度出發，陳述校長科技領導的現況，避免

校長個人太多主觀意識的呈現，將更能彰顯校內人員對於校長科技領導

的真實反饋。

（四） 可採「焦點團體訪談」進行探討，以便取得對研究主題認識的
一致性

科技領導是校長較少接觸的主題，普遍缺乏精確的概念，加上學校

系統改善並非通則性用語，是研究者結合「系統改善」指標與「系統思

考」模式化約而成的專有名詞，初次接觸者恐怕難以理解。雖然進行實

地訪談前數日已先郵寄訪談大綱供受訪校長參閱，並在開始訪談前再次

口頭解釋說明研究旨趣，但受限於校務繁忙或是時間不足，有些校長並

未能從中獲得先備知識，因此，對於研究主題理解不足。即便研究者在

校長科技領導運用於學校系統改善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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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過程中適時給予提示，但有若干受訪者仍會失焦。建議後續研究可

採「焦點團體」進行深入訪談，從相互的對話交流中，形成對科技領導

與學校系統改善概念的共鳴，較能從一致性且合乎本研究主軸的看法為

基礎，各抒己見，以提高資料之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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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rapidly. Increasing the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schools may greatly depend on the faculty’s skills in 

terms of using technological tools. Because principals are the leaders of 

schools, they must introduce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to the campus to 

enhance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and increas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This qualitative study investigated principals’ technology 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ve practices applied for the systemic improvement of schools.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principals should not only use technological tools  

but also transfer technology leadership into conceptual operation to initiate 

substantial changes in their schools. Principals typically lack knowledge on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fail to establish a shared vision of the technology 

use in their schools. Therefor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principals should 

organize technology support teams, optimize the school administrative 

databases, and create strategic partn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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