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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的關係作用，並將重心

放在潛在變項間的因果關係所衍生的模型進行檢述。本次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南投縣

國民小學主任、組長與教師，在資料分析上，運用 SPSS 以及 LISREL 等量化統計的

方式進行。本研究之結論為：一、國民小學校長整體領導行為呈現中高程度；二、

國民小學整體學校組織執行力呈現中低程度；三、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

織執行力具有密切關係；四、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對於學校組織執行力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 ；五、國民小學學校組織執行力對於校長領導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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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dership behavior 

in principals and school organization execution for elementary school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on the causal relation between the latent variables, and discusses the 

developed models.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school directors, chiefs, and teachers. Data 

analysis used SPSS and LISREL.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ing: （1）The degree of the 

principals’ whole leadership behavior is at upper middle level. （2）The degree of the 

whole school organization execution was at middle-low level. （3）The principals’ 

leadership behavior is related to school organization execution. （4）The principals’ 

leadership behavior positively affected school organization execution. And （5）School 

organization execution positively affected principals’ leadership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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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Lawrence（2006）曾指出領導者的領導方式會影響組織面臨挑戰時的反應。完

整的執行步驟與決策分析，往往能界定出良好的領導方式對領導者執行策略有直接

或間接的影響。由此可見，在領導與執行之間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一方面可以藉

由執行界定出領導行為，另一方面可藉由領導行為促使執行力的提升。企業界如此，

在學校單位亦是如此，身為學校領導人的校長，該如何從其領導行為增加學校組織

執行力，以及學校組織執行力如何反映與回饋於校長領導行為，此為本研究的核心

所在。 

國民小學教育是我國基本教育階段，所以國民小學這個階段相當重要且受到重

視，身為國民小學的經營和領導者在面對多元環境帶來的衝擊。例如：校長遴選制

度的實施，校長連任的壓力；九年一貫課程改革推動，學校本位課程、課程綱要的

推行；家長會、教師會等團體參與校務；少子化對於教育市場化的影響等，使校長

面臨相當多的挑戰（葉連祺，2008）。 

在此環境下，校長的領導行為也就愈顯重要，如何能把握從新接任學校的手忙

腳亂上戰場，到經營學校一段時間後的按部就班心不慌，其後能觸類旁通多變化，

將學校發展出多樣化的特性，最後的駕輕就熟本菁華，淬煉出學校獨具的特色，並

加以推廣，由上亦可得知校長領導角色的重要性（陳木金，2006）。 

因此，為了因應環境的變遷與解決所面臨的挑戰，校長領導行為也應該有所轉

變，符應時代之需求（黃乃熒，2004）。今日的領導強調權力的分享，領導的重點在

於學校所有教職員的協調合作，以組織共同前進的方式成長（Mayrowetz, 2008），領

導者若想提升學校績效，就必須與教職員溝通學校的目標和願景，告訴教職員該完

成的事項以及將權力與教職員分享，同時也要表彰學校教職員的優秀行為（Robinso, 

Lloyd, & Rowe, 2008），上述說法都顯示校長領導行為的重要性，故探究校長領導行

為乃本研究目的之一。 

由 Bossidy 與 Charan 所合著的《執行力》一書，在台灣上市以來，頗受企業界、

管理學界，甚至教育單位所重視（張慶勳，2004）。政策執行組織為政策能否有效執

行的主要因素之一，由於交易成本理論興起，組織的存在被以經濟的觀點重新檢測，

如何以最少的成本獲致最大的價值，便成為組織設計基本的思考邏輯（邱明祥，

1999）。因此，吳清山和林天祐（2003）將教育執行力（education execution）歸納為

教育單位能夠正確且徹底的把教育任務或策略完成之能力，若能有效達成任務而無

延誤，則具有教育執行力；反之，則不具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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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身為教育行政組織的一個層級，需要組織的執行力，促進教育行政事

務的推行與教學活動的實施。然而，學校組織向來被視為具有「鬆散結合」與「雙

重系統」的特性（秦夢群，2006），在如是的組織架構當中，有其必要了解組織執行

力的狀況，學校領導者、行政管理人員與教師根據學校本身優劣勢以及內外部環境，

設定學校的營運管理策略，在系統化的流程下徹底執行，積極主動地觀察家長、學

生及社區的反應，實現學校組織所規劃的目標，建構組織有效的執行文化，進而使

所有成員致力於學校事務，觸動教育行政事務以及教學活動品質的提升，分析教育

組織中的執行力為研究目的二。 

在學校中，校長不能以授權的名義將所有權力下放給行政人員和教師，而不做

監督和細節參與的工作，「有善始，有善終」，才算是執行力的表率，讓學校組織績

效彰顯。而目前教育執行力的研究中，對於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兩者關

係的研究上較顯不足（王妍壹，2008；葉淑婷，2006；詹宜蓁，2009），因此探究校

長的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的關聯，也著實是刻不容緩的議題，也為本研究之

研究目的三。 

貳、文獻探討 

以下敘述校長領導行為與組織執行力相關概念以及校長領導行為與組織執行力

交互關係，藉由文獻的對話，使本研究之相關理論概念以及交互關係得以清楚呈現。 

一、校長領導行為與組織執行力相關概念 

（一）領導相關概念 

西諺云：「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校」，Spillane（2006）更直言：「學校的

教育領導者會影響學校成員共同追求教育價值」。由此可見校長領導行為深切地影響

了學校發展，校長有多元的領導方式，但為了配合學校週遭的環境，且顧及學校成

員（教職員工、家長與學生）的需求，因此必須發展出適合學校的領導行為，藉以

達成學校的組織目標。 

楊振昇（2005）認為領導乃是組織中，領導者運用本身的領導力，在兼顧組織

發展目標與成員個人需求的原則下，有效激發成員潛能與成員個人需求，達成組織

共同目標。Hoy 與 Miskel（2001）認為領導是一種社會歷程，團體或組織中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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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歷程，來影響對內外事件的權勢以及權利的關係等。Robbins（2000）認為領

導是影響團體達成目標的能力，領導者藉由對願景的勾勒來建立方向，然後再與部

屬溝通，激勵其克服障礙後，獲得部屬的認同與協助。     

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領導可說是社會運作權力的一種歷程，亦也可說是領導

者運用技巧與團體成員交互作用的行為表現。因此，本研究將領導的意義界定為：

在組織中，領導者發揮其影響力喚起成員動機及與其他成員的互動，動員各種資源

促進組織目標的達成，以及和滿足成員需求的一種社會歷程。 

（二）校長領導行為意涵與面向 

吳清山（1992）指出，有怎樣的校長就會有怎樣的學校，校長為學校的靈魂人

物。學校教育的好壞，校長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也影響了教職員工以及學生的行

為和表現（Jonathan, Philip, & Henry, 2010）。Fiedler 認為，領導行為（leadership 

behavior）與領導型式（leadership style）是有所區別的。領導行為是表示領導者在指

揮和控制團體成員的工作時，所表現出的特殊行為（陳慶瑞，1995），例如處理家長

參與教育事務、參與社區活動活絡學校與社區關係等作為（Epstein, 1987）。 

校長領導行為係指校長在指揮學校和控制學校成員工作時，所表現的特殊行為

（吳勁甫，2006）。根據 Robinso 等人（2008）所執行的校長領導形式後設分析研究，

歸納出研究中領導行為普遍出現的五種項目，分別為建立目標與期望、策略性地運

用資源、計畫協調及評鑑課程與教學、促進並參與教師專業學習與發展以及確保有

秩序及支持性的環境。因此本研究界定校長領導行為的意涵為：校長在學校情境中，

為達成學校目標，運用領導技術，發揮協調能力，促進學校同仁彼此合作，所表現

出來在教學與行政上可具體描述的特殊行為。 

Yukl（1998）亦指出行為層面與摘要說明如下：1. 任務導向行為：包括釐清角

色、規劃與安排實作及監督組織功能的行為。2. 關係導向行為：包括支持、發展、

認可、諮詢及管理衝突。3. 變革導向行為：包括詳查與詮釋組織的外部事件、明確

的陳述一個具吸引力的願景、提出改革的方案、尋求變革以及創造一個聯盟團體以

支持與執行變革。 

任務導向則是強調倡導層面中監督的部分，例如：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領導

理論的「成果取向」特別強調工作計畫的研定與執行的程序，在這方面加以監督（秦

夢群，2006）。在這層面領導行為層面界定為倡導監督的領導行為，意指校長區分

本身與成員間的權責關係，設立組織型態、建立溝通管道、訂定辦事程序與方法，

指示明確的行動策略並監督流程的進行，以達成學校組織目標。 

而關懷層面的領導行為通常包含支持的部分，在「途徑—目標」領導理論有支



90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第十期 

 

 

持導向的領導行為被提及（秦夢群，2006）。在這方面不是只有關懷，還要擁有支持

成員的領導行為，故將其界定為關懷支持的領導行為，此關懷支持的領導行為意指

校長在學校的情境中，表現出友誼、信任、尊重、親切、關心、溫暖等行為，在成

員需要協助時給予支持和協助，促進成員之間的關係，有利於團隊合作和建立學校

組織共識。 

此外，權變理論的學者們也指出校長應依據情境而對調整領導行為，以目前環

境變化快速的情形下，校長領導行為也要適應環境而有所改變，再加上教育相關政

策的改變、校長遴選制度的衝擊、家長會與教師會參與校務，學校整體環境已經有

所改變，校長也該擁有適應變革的行為表現，如何同化與調適，進而適應此狀況，

讓校務發展順利進行，進而展現出校長的領導能力，亦為相當關鍵的因素（Owens, 

1981）。 

根據 Yukl（1998）提出的領導行為面向以及相關研究者提出的看法，界定本研

究的校長領導行為的面向為： 

1. 關懷支持的面向：校長在學校的情境中，表現出友誼、信任、尊重、親切、關心、

溫暖等行為，在成員需要協助時給予支持和協助，促進成員之間的關係，有利於

團隊合作和建立學校組織共識。 

2. 倡導監督的面向：校長區分本身與成員間的權責關係，設立組織型態，建立溝通

管道，訂定辦事程序與方法，指示明確的行動策略並監督流程的進行，以達成學

校組織目標。 

3. 適應變革的面向：校長必須以開放的心態，洞察與詮釋組織的外部事件、明確的

陳述一個具吸引力的願景、提出改革的方案、尋求變革以及與利害團體相互合作

以支持與執行變革的行為，對內與教職員工充分溝通建立互助合作關係，對外與

家長、社區公眾、媒體、主管行政機關建立雙向溝通管通，報告校內運作狀況和

成效，以增加雙方互動，增進彼此回饋等行為的運作，增加公眾對學校的瞭解所

表現出的領導行為。 

 

在對校長領導行為進行概念化時，採用 Yukl（1998）提出的領導行為面向以及

相關研究者提出的看法。其看法揭示校長需要著重在關懷支持、倡導監督以及適應

變革等面向，從特質論、行為論、情境論到現在的轉型領導等新式的領導理論，領

導的相關理論也因為時代的趨勢，而有所差異和變化。然而，無論是在特質論中的

強調領導者的個人風格，行為論中主張領導者的行為模式，情境論中的領導須視情

境調整以及轉型領導的鼓舞成員動機，使其自我實現，而超越原先的預期表現（秦

夢群，2006）。其內容均可被關懷支持、倡導監督以及適應變革所涵括，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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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此觀點加以分析。 

（三）學校組織執行力意涵與面向 

吳金香（2000）認為學校組織乃是一群人為能達成教育目標，藉由成員彼此權

責的分配與層級的結構，所構成的有機體；尤有進者，該有機體會隨著時代及環境

改變而進行調適，正確且有效率的達成其任務（吳清山、林天祐，2003）。 

策略的思考並不困難，但策略擬定後，更大的困難度是在於能否執行。回過頭

來想，策略思考很容易，能否執行力才是困難的，如何把觀念轉換成實體運作的機

制，才是成功的關鍵所在（天下雜誌編輯部，2006）。無論是多麼完美的決策，若是

沒有考慮到執行所需的資源與執行者的能力，都將落得浮沙建塔，難以成事（葉匡

時，2006）。湯堯（2005）就指出，組織需要創造力與執行力方能提高競爭力，而如

何經營學校，使學校具有競爭力則仰賴領導者的智慧。學校組織執行力係指在學校

的情境中，學校領導者、行政人員與教師因應學校內外部環境，規劃適合學校組織

特性與能力的可執行策略，在學生的配合、家長和社區的支持以及主觀教育機構的

協助下，藉由一連串的策略執行，輔以後續追蹤，進而共同達到學校組織長程、中

程、短程目標的表現過程。 

關於執行力，整合張慶勳（2004）和湯堯（2005）的想法係指認為是指透過有

紀律的組織團隊將政策付諸實施，有系統的完成任務或徹底落實組織目標的一套行

動，且在行動中符合責任、榮譽、謙虛、關愛與團體紀律的理念。綜合以上論述，

本研究界定執行力為學校領導者、行政人員與教師因應學校內外部環境，規劃適合

學校組織特性與能力的可執行策略，在學生的配合、家長和社區的支持以及主觀教

育機構的協助下，藉由一套合邏輯的紀律系統，使組織認清現實狀況，協助策略徹

底執行，以完成組織短程、中程、長程任務的方式。 

關於執行力的核心意涵，主要根據 Bossidy 等人在《執行力》一書中提及執行力

的三項核心流程加以分類，其分別為人員流程、策略流程以及營運流程。然而，與

執行力有相當關聯的領導層面、顧客層面也常用來做為衡量執行力的構面之一（王

妍壹，2008）。研究者綜合歸納以下（侯明賢，2004；柯碧蘭，2005；陳尚任，2004；

陳皆昇，2005；陳梅珍，2005；劉聰賢，2004；蔡玉菁，2007；蔡慧登，2004；Bossidy 

& Charan, 2002; Lawrence, 1999; Zagotta & Robinson, 2002）等研究，製成執行力相關

衡量層面統計表，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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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執行力相關衡量層面統計 

              研究指標 

研究學者 

人員 

流程 

策略

流程 

營運

流程 

領導

層面 

顧客

流程 

組織

文化 

資源

管理 

財務

流程 

學習

成長 

蔡玉菁（2007） ◎  ◎       

柯碧蘭（2005） ◎ ◎ ◎ ◎  ◎    

陳梅珍（2005） ◎ ◎ ◎  ◎   ◎ ◎ 

陳皆昇（2005） ◎   ◎  ◎ ◎   

蔡慧登（2004） ◎ ◎  ◎ ◎     

侯明賢（2004） ◎ ◎  ◎ ◎     

陳尚任（2004）   ◎  ◎   ◎ ◎ 

劉聰賢（2004）  ◎    ◎ ◎   

Bossidy & Charan（2002） ◎ ◎ ◎       

Lawrence（1999） ◎ ◎ ◎       

Zagotta & Robinson

（2002） 
◎ ◎ ◎  ◎   ◎  

使用次數 9 8 7 4 5 3 2 3 2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於校長領導行為已是本研究的研究變項之一，所以在學校組織執行力的層面

就不做重疊。因此，在本研究對學校組織執行力的層面區分為四個。 

1. 人員流程：學校組織人員的聘用、升遷、獎賞、人員流動的情況，以及學校教職

員工專業成長，在職進修、學校教職員工的評鑑等。 

2. 策略流程：學校組織中策略的制定、評估、決策、員工的參與程度、主管的參與

度、以及策略的執行程度。 

3. 營運流程：資源分配狀況、預算編排、學校的長程、中程、短程計畫制定、執行

後續追蹤的情況，團隊的溝通協調狀況、對學校營運狀況的瞭解。 

4. 顧客流程：學生、家長、上級主管教育機關、社區成員等，或是其他利害關係人，

都做為學校的顧客，顧客對於學校表現給予的評價，是學校顧客流程經營的重點。 

 

在整理完上述文獻及歸納多位研究者的論點後，本研究界定學校組織執行力的

意涵為：學校組織執行力是在學校的情境中，學校領導者、行政人員、教師因應學

校內外部環境，規劃適合學校組織特性與能力的可執行策略，在學生的配合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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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和社區的支持下，藉由一連串的紀律系統徹底執行，輔以後續追蹤，進而共同

達到學校組織長程、中程、短程目標的實質表現。 

二、校長領導行為與組織執行力交互關係 

（一）校長領導行為影響組織執行力 

校長的領導行為對學校組織內部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其中的變項包含了與組織

有關的變項，例如：組織文化、組織承諾、領導效能或學校校能、組織氣氛；與教

師有關的變項，例如：教師工作滿意度、教師賦權增能、衝突管理、工作投入與生

涯發展等（葉連祺，2008）。此外，根據林圓怡（2004）以及蔡孟儒（2004）的研究

發現，校長的領導行為能有效預測學校組織的執行力，並指出兩者間有正相關。 

倡導、關懷之雙層面的領導理論是研究領導行為常用的理論依據，也有許多新

興理論是以此雙層面理論為基礎發展出來（謝文全，2007）。不過愈來愈多元的社會，

領導行為的理論也愈趨發展，因此關於領導行為的面向也愈趨變化。在實證的研究

中可以看到，雖然有多數研究仍以倡導關懷為主流，但是也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層

面分類（秦夢群，2006）。 

因此本研究，融合了倡導關懷兩個因子，再加入變革領導行為，作為本研究的

構面分類，以國小教職人員為對象，透過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的領導行為及學校

組織執行力的實際狀況，以瞭解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特質，並分析校長領導行為

對學校組織執行力的影響。因此，根據上述研究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設一： 

H1：校長領導行為對組織執行力有正向關係的影響。 

（二）組織執行力影響校長領導行為 

    葉淑婷（2006）以及蔡孟儒（2004）皆指出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行政執行力有

顯著相關。而葉淑婷（2006）的研究發現，校長領導行為類型在學校行政執行力各

構面間有顯著差異且有相關。且亦有出現學校組織執行力會影響校長領導行為之研

究（陳建東，2004；Timmerman, 2010），其發現組織實施的策略以及執行計畫的方

式將會影響領導者的領導模式。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執行力間有相關存在，且已有

研究者認為組織執行力能影響校長領導行為，但仍然需要更多研究加以佐證，並對

其因果關係加以確認。因此，根據上述研究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設二： 

H2：組織執行力對校長領導行為有正向關係的影響。 

 

http://www.ericdata.com/hypage.cgi?hyqstr=aikoghphhhiggkomokgkijmklksmjmmlgniniloivltmjnrijiwmimlngmimklnlvnjllnllgmpnrkvmvlknnjtlonhlmimnjmkmlkumpnjitjkhlmmntlhmulkjtjuknlokmivngmjnhhumlohlpmkljmhojlhiwmhnlnthvnllsngjumhnjmolvkgipjkiijhkgiijnikjokjinjlinjgjtlvnmmjimoimpnklomkksigjhifjkkgijjqimimoilmmtlgmnksihinkikpljitjiiojjkiihjiihjmkkiojlimjkkniginmknjnkmimqljjtjlmlnklkniohlpmolnnkkshmktlgmunmmlmilmmlksihinlqmlookvmllonjoflsmimojtjllrmmmolvnjlpnkmfmsngmpjiisimnqllnqkumknomjnhlrmhooii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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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國內外實證研究文獻，本研究提出校長領導行為與組織執行力關係作用之

結構方程模式，綜合國內外文獻探討，提出兩種可能的組合模式，如圖 1 與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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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模型一假設估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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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模型二假設估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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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以南投縣 149 所公立國民小學的之兼行政職的教師（含主任、組長）、

未兼行政職的教師（級任、科任），為研究對象。依教育部統計處彙編之「九十六學

年度各級學校數分布概況」（教育部統計處，2007），南投縣公立國民小學（南投市

16 所、埔里鎮 14 所、草屯鎮 14 所、竹山鎮 13 所、集集鎮 5 所、名間鄉 8 所、鹿谷

鄉 9 所、中寮鄉 10 所、魚池鄉 9 所、國姓鄉 10 所、水里鄉 9 所、信義鄉 17 所、仁

愛鄉 15 所）共計為 149 所。 

為能夠確實反映母群體分配之結構，本研究將學校規模區分 25 班以上、7~24

班、6 班以下三個類型，依照「南投縣各鄉鎮不同規模學校數量佔南投縣學校總數之

百分比」，作為比例分層抽樣的依循。依以上原則，共發出問卷 876 份。本研究問卷

回收 630 份，有效樣本 619 份，可用率為 70.66%。 

二、變項的衡量——「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調查問卷」 

「校長領導行為」此構念的研究工具係由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吳清山，1992；

陳慶瑞，1995；Epstein, 1987）編製而成，調查國民小學教師對校長領導行為的現況

知覺情形。而「學校組織執行力」此構念的研究工具亦由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侯

明賢，2004；柯碧蘭，2005；陳尚任，2004；陳皆昇，2005；陳梅珍，2005；劉聰

賢，2004；蔡玉菁，2007；蔡慧登，2004；Bossidy & Charan, 2002; Lawrence, 1999; 

Zagotta & Robinson, 2002）編製而成，調查國民小學教師對學校組織執行力的現況知

覺情形，以上均依同意程度採 Likert 四點量表計分方式。 

此部分的研究工具初稿邀請 12 位專家學者進行內容效度之檢定後修正，再經正

式問卷回收後，進行因素分析。因各研究工具均具獨特性，故針對各變項採取主成

分分析法、特徵值大於 1，以及正交轉軸等方法進行統計分析，其因素分析與內部一

致性分析（α 係數）如表 2 所示，可見本研究問卷具有良好之信效度，能有效測量出

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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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具之信效度分析 

校長領導行為調查問卷 

 題數 特徵值 因素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α 係數 

關懷支持 14 13.33 .41~.75 40.39% .94 

倡導監督 6 2.93 .36~.72 8.88%  

適應變革 13 1.56 .36~.67 8.90%  

學校組織執行力調查問卷 

人員流程 10 14.72 .65~.84 40.28% .95 

策略流程 11 1.91 .63~.73 5.46%  

營運流程 4 1.54 .35~.81 4.40%  

顧客流程 10 1.29 .36~.76 3.69%  

 

三、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假設與資料型態，並以 SPSS 以及 LISREL 統計套裝

軟體做為分析工具，進行分析處理： 

（一）相關分析 

此研究運用 Pearson 積差相關來進行，驗證填答者對於校長領導行為以及學校組

織執行力間是否具有顯著的相關。 

（二）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本研究採 SEM（LISREL 8.8 版套裝軟體）進行考驗自變項與依變項的整體關係，

藉以做為檢驗研究假設模型是否成立。SEM 結構模式之適配度評鑑指標係採適配度

指數（goodness-of-fit, GFI）、調整後適合度指數（adjusted goodness-of-fit, AGFI）、比

較適配度指數（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標準化殘差均方根（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SRMR）、非規範性適配指標(non-normed fit index, NNFI)、漸進誤差均

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以及規範卡方（normed 

chi-square）。 

學者通常建議 GFI、AGFI、CFI 與 NNFI 要大於.90、RMSEA 以及 SRMR 值等

於或小於.08、normed chi-square 值應介於 1.0 至 3.0 之間為良好或是可接受的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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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模式可被接受（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4；Bentler, 1982; McDonald & Marsh, 

1990）。 

四、模型修飾 

當參數估計指標結果不如理想，也就是理論模型與所蒐集的資料未能完整適配

時，在不影響理論先驗性的原則，以及有恰當的說明之下，本研究將進行模型修飾

（model retrimming），運用 LISREL 所提供的修正指標（modification index, MI），作

為參數增刪之參考原則。 

肆、研究結果分析及討論 

依據本研究之目的與研究設計，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是以個人的觀

點為主，由教師團體的填答評估校長的領導能力以及學校組織執行力。本研究之問

卷調查分成兩個部分進行，首先分析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現況，之後檢

驗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相關情形，最後對理論模式進行適配度考驗，並

比對統計分析的結果，茲將結果分析及相關討論敘述如下。 

一、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現況分析 

依本研究以李克特（Likert Type）總和評定之四點量表，透過次數分配，分別界

定出本問卷調查結果之得分區分為四組：平均數 2.82 以下為低程度，2.82~3.00 為中

低程度，3.00~3.33 為中高程度，3.33 以上者為高程度。 

由此可發現「關懷支持」及「倡導監督」兩個層面的每題平均值都介於 3.00~3.33

分之間，顯示國民小學教師對於校長領導行為的知覺在此三層面為中高程度；而「適

應變革」層面則介於每題平均得分為 2.82，顯示為中低程度；另外，就整體校長領

導行為層面而言，每題平均得分為 3.03 分，在四點量表中屬於中高程度。 

在學校組織執行力方面，可發現「策略流程」、「顧客流程」二個層面的每題平

均值介於 2.94~3.09 是為中高程度；另外，在「人員流程」、「營運流程」二個層面的

每題平均值介於 2.71~2.94，是為中低程度。 

究其原因，可能是學校在於人才的選擇和培育仍以教育當局為主要來源，而不

是學校自行選擇；以及學校之預算編列上為屬於學校自主範圍，後續之評估追蹤的



98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第十期 

 

 

營運狀況，尚不夠完善，所以在「營運流程」方面顯示較弱。而就整體學校組織執

行力層面而言，每題平均得分為 2.93 分，亦屬於中低程度。 

 

表 3  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現況之平均數與標準差摘要 

校長領導行為調查問卷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關懷支持 14 3.02 .47 

倡導監督 6 3.13 .50 

適應變革 13 2.82 .43 

整體領導行為 33 3.03 .40 

學校組織執行力調查問卷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人員流程 10 2.77 .51 

策略流程 11 3.02 .41 

營運流程 4 2.86 .37 

顧客流程 10 3.02 .36 

整體學校組織執行力 35 2.93 .39 

二、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之相關情形 

本研究中依朱經明（2001）之觀點將相關程度劃分為：r = 未滿 .20 為非常低相

關，r = .20~ .40 為低度相關，r = .40~未滿 .60 為中度相關，r = .60~未滿 .80 為高度

相關，r = .80 以上為非常高相關。由以上分數可知，除了營運流程與校長領導行為

的各分層面與整體層面、人員流程與倡導監督呈現中度相關以外，其餘均呈現高度

相關。 

 

表 4  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各層面及整體之相關情形 

變項 人員流程 策略流程 營運流程 顧客流程 整體學校執行力 

關懷支持 .71
＊＊

 .76
＊＊

 .42
＊＊

 .71
＊＊

 .76
＊＊

 

倡導監督 .53
＊＊

 .63
＊＊

 .36
＊＊

 .60
＊＊

 .62
＊＊

 

適應變革 .60
＊＊

 .68
＊＊

 .35
＊＊

 .63
＊＊

 .66
＊＊

 

整體校長領導行為 .72
＊＊

 .79
＊＊

 .45
＊＊

 .74
＊＊

 .79
＊＊

 

註：N=619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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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論模式的適配度考驗 

考驗模式指標之評鑑項目有一定之規則，如 Bollen（1989）指出評鑑互動模式

指標的目的，乃希望從各方面來評鑑理論模式是否能解釋實際觀察所得資料，因此

宜參照多項指標進行合理的判斷。有關評鑑互動模式指標的標準，Bagozzi 與 Yi

（1988）指出：應該從「基本適配度」、「整體模式適配標準」以及「模式內在結構

適配標準」三方面來評鑑互動模式。 

（一）基本適配度評鑑 

    倘若在輸出統計的結果中發現違犯估計的現象，所獲致之統計估計參數會產生

問題。以下三種標準可用以檢驗模式是否有違犯估計的情形：1. 負的誤差標準誤；

2. 標準化係數超過或太接近 1（以.96 為門檻）；3. 有太大的標準誤（黃芳銘，2004）。

本研究於文獻探討後推導出兩種可能之模型，以下呈現其路徑係數及其與觀察變項

的 λ 值。 

（二）模型修飾 

經由模型契合度評鑑之後，發現假設模型與觀察資料契合度不足，因此在提供

相關說明理由之後，進行模型修飾的動作。 

1. 修正模式一 

經由 LISREL 提供之模式修飾指數路徑圖，顯示多條路徑應被歸納進模型中。

其中測量變項「倡導監督」與「適應變革」之間，因素負荷參數（MI = 27.75）最高，

由邏輯的合理性來說，校長在執行領導行為時會監督學校成員能否具有適應外在環

境變遷，而改善教學活動的想法應可被接受，但是倘若校長意圖用監控的方式讓教

師得以精進，恐怕會讓教師有負面的觀感，故呈現負相關有其合理性存在，因此納

入此路徑加以分析。 

在分析後加入此路徑，新增的因素負荷量參數估計數為-.13 達顯著水準（t = 

-5.63, p<.001），整體模式契合度也有改善，     = 56.99，p< .001，RMSEA= .078，

卡方值改變量（df = 1，p< .001），表示該參數的增加有統計上的意義，模式契合度

指標如表 5。 

 

 

2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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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模式一整體模式適配標準 

結構模式 norm chi-square GFI AGFI CFI NNFI RMSEA SRMR 

模式修正前 6.77 .96 .92 .99 .98 .097 .035 

模式修正後 4.75 .97 .94 .99 .99 .078 .025 

良好/可接受值 1.0~5.0 >.90 >.90 >.90 >.90 <.08 <.08 

 

2. 修正模式二 

經由 LISREL 提供之模式修飾指數路徑圖，顯示多條路徑應被歸納進模型中。

其中測量變項「倡導監督」與「適應變革」之間，因素負荷參數（MI = 27.75）最高，

由邏輯的合理性來說，校長在執行領導行為時會監督學校成員能否具有適應外在環

境變遷，而改善教學活動的想法應可被接受，但是倘若校長意圖用監控的方式讓教

師得以精進，恐怕會讓教師有負面的觀感，故呈現負相關有其合理性存在。 

 

表 6  模式二整體模式適配標準 

結構模式 norm chi-square GFI AGFI CFI NNFI RMSEA SRMR 

模式修正前 6.77 .96 .92 .99 .98 .097 .035 

模式修正後 4.75 .97 .94 .99 .99 .078 .025 

良好/可接受值 1.0~5.0 >.90 >.90 >.90 >.90 <.08 <.08 

 

係故加入此路徑，新增的因素負荷量參數估計數為-.13 達顯著水準（t = -5.63, 

p< .001），整體模式契合度也有改善，     = 56.99，p< .001，RMSEA= .078，卡方

值改變量（df = 1，p< .001），表示該參數的增加有統計上的意義，模式契合度指標

如表 6。 

（三）模式內在結構適配標準評鑑 

根據 Bagozzi 與 Yi（1988）之建議，結構模式適配度檢驗之標準包括參數方向、

大小及 R2。本研究所有結構參數均達.05 顯著水準（t = 17.90~20.52），且方向與理論

架構一致。 

在修正後的模式一中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的 R2為.66，而在修正後的

模式二中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的 R2 亦為.66，均大於.50 的標準，顯示本

模式內在品質優良。在潛在變項信度檢定上，檢定值採用構念信度（construct 

2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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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ility）檢定，其值需大於.60，建構信度指標之計算公式如下： 

 
    










2

2

c  

套入計算公式之後，修正後的模式一，其 ρc值為 .95，而修正後的模式二，其 ρc

值亦為 .95，兩者均高於 .60 的標準數值，可知本模式具有相當良好之構念信度。在

效度部分，則是採用聚合效度以及區別效度評鑑。在聚合效度部分，根據 Hair、Black、

Babin、Anderson 與 Tatham（2006）的看法，建議因素負荷量（λ 值）最好大於.50，

且具顯著水準。而區別效度的檢驗則是要檢驗構念間的相關是否小於.85，倘若構念

間的相關小於.85 者，則可證實本研究之因素可區別。其檢定方式為信賴區間檢定

法，將相關係數加減 1.96 個標準差，如果信賴區間未包含 1.00 的值，表示潛在變項

間具有區別效度，以下將修正後之模式信效度統整於下表 7 所示。 

 

表 7  模式二整體模式適配標準 

結構模式 構念信度 聚合效度 區別效度 

修正後模式一 .95 .81（t = 20.52） [.73, .89] 

修正後模式二 .95 .81（t = 17.90） [.71, .91] 

可接受範圍 大於.60 因素負荷量大於.50，且顯著 信賴區間不包含 1.00 

 

    在經過基本適配度評鑑、模型修飾以及信效度的檢驗之後，本研究提出最終模

式標準化參數估計圖，於圖 3 與圖 4 中呈現。 

校長領導
行為

學校組織
執行力

關懷支持

倡導監督

適應變革

人員流程

策略流程

營運流程

顧客流程

.80

.88

.78

.88

.96

.75

.90

.36

.22

.39

 .22

          .09

   .44

  .19

   .81

-.13

 

圖 3  最終模式標準化參數估計圖（修正後模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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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組織
執行力

校長領導
行為

人員流程

策略流程

營運流程

顧客流程

關懷支持

倡導監督

適應變革

.22

.09

.44

  .36

  .22

  .39

.81

.88

.96

.75

.90

.80

.88

.78

.19

  -.13

 
圖 4  最終模式標準化參數估計圖（修正後模式二） 

 

伍、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歸納本研究的重要結論如下，並據此提出相關建議，提

供給學術研究以及南投縣國小校長在實務應用方面的參考。 

一、結論 

（一）國民小學校長的領導整體行為呈現中高程度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小教師知覺校長領導行為各層面中，以「倡導監督」

層面為最佳，「適應變革」層面為最差。就整體校長領導行為而言，達到中高程度。

由此結果可知，國小教師知覺校長領導行為各層面及整體情形尚稱良好，顯示校長

在領導學校同仁，處理校務的過程中，展現出不同的領導行為，符合眾人期待，引

領學校朝向共同的願景邁進。 

（二）國民小學整體學校組織執行力呈現中低程度 

    根據研究結果，國小教師知覺學校組織執行力各層面中，以依序排列「策略流

程」、「顧客流程」、「營運流程」、「人員流程」。其中「策略流程」、「顧客流程」二個

層面中高程度；另外，在「人員流程」、「營運流程」二個層面是為中低程度。在整

體的學校組織執行力方面，達到中低程度。由此可見國民小學在組織執行力上尚有

努力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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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學校的組織執行力，在校長的領導，輔以主任、組長的工作分配下，教師

同仁透過相互配合，方能夠獲得學生、家長與社區民眾等利害關係人的肯定和支持。

而在人員流程層面略顯較低，可能是由於學校的人事與徵才尚未完全屬於學校的權

限，因此這是值得注意之處。而營運流程部分，可能是因為學校的預算編列及後續

追蹤的營運計畫尚顯不足，也應該有所警惕。 

（三）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具有密切關係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 

1. 整體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間具有高度正相關，因此，校長領導行為知

覺程度較佳之教師，其學校組織執行力較佳，反之亦然。 

2. 校長領導行為各層面及整體與學校組織執行力的「營運流程」層面具有中度或是

低度正相關。顯示校長領導行為知覺程度較佳之教師，其學校組織執行力「營運

流程」層面較佳；反之亦然，不過其相關程度屬於中度或是低度。 

 

    由此可知，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之間具有密切關係。因此，

校長若能運用適當的領導行為，適時關懷學校同仁，與家長、社群保持良好關係，

開拓學校良好公共關係，適應內外部的變革需求，將對學校組織執行力的提升有所

助益。 

（四）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對於學校組織執行力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本研究所調查的結果顯示，校長領導行為對組織執行力有其正向影響存在。校

長做為榜樣與否會影響學校執行力的高低，因為校長有行政裁量權，因此倘若運用

得宜會對學校執行力產生正面的影響力。此觀點與蔡孟儒（2004）得到的結論相似，

倘若校長有正面的領導行為，且營造出互助合作的組織氣氛，學校執行力自然而然

便會相對較高。 

反之假若校長表現的態度相當消極，對於組織願景以及目標相當不明確，讓學

校同仁覺得校長對於校務發展眼光短淺且不具未來性，甚至不肯將權力與教師分享

的話，教職員便會對校長產生不信任感，也因此在校長欲推動的計畫上，因為不瞭

解目標以及執行過程，自然不清楚該如何計劃下一步的策略和行動，影響組織的執

行力。由上述資料可得知，校長領導行為確實會對學校組織執行力產生影響，其重

要性不可言喻。 

 



104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第十期 

 

 

（五）國民小學學校組織執行力對於校長領導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學校組織執行力亦會對校長領導行為產生正面的影響，有部分的學校之學校執

行力的展現端視學校的屬性，假若學校教職員本身動員能力相當強，對教育發展也

有相當清楚的認知，一定會呈現高度的組織執行力。而擔任擁有悠久的傳統文化學

校的校長，要在兼顧傳統文化以及自身辦學理念上達到平衡，難免有時會因此違背

本身教育理念，又或者是因為傳統包袱過大，因而對現實妥協。係故，為了要考量

多元的情境，校長就會有難以決策跟執行的地方，影響本身的領導行為，如是亦能

瞭解學校組織執行力會對校長領導行為產生作用力。 

二、建議 

（一）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1. 深化校長領導行為與專業知能 

根據本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在整體層面達到中高程度。因此可知

教職員對校長領導呈現高度認同，若校長能善用本身個人特質，瞭解領導行為之內

涵並運用得當，根據情境應用最新的領導模式，如科技領導、分佈式領導、轉型領

導、教學領導、道德領導、融合領導以及第五級領導等在學校中，想必會讓校內成

員對學校更有向心力，藉由績效的提升展現學校組織的執行力。 

職是之故，為使校長具有豐富的領導行為理論素養，教育行政機關應定期舉辦

校長領導行為專業知能研習活動。其中，在新任校長的儲訓過程中，應強化校長變

革領導與執行力的理念與課程，培養能順勢變革且具執行力專業素養，成功引領學

校往對的方向前進。 

2. 進一步推動學校本位管理，以增進學校組織執行力。 

 根據研究分析，國民小學學校組織執行力的現況在整體層面達到中低程度。在

「人員流程」、「營運流程」的分層面中表現較差。有可能因為目前國民小學的教師

甄選及人員輪調是屬於教育行政機關事務範圍，而且學校也不具有自身的人力培訓

制度，因此教育行政機關應進一步推動學校本位管理，使校長的行政權、教師的專

業權以及家長的參與權得以發揮，增進學校組織執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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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國民小學校長的建議 

1. 校長應該考量教師之個人特質及學校環境屬性，強化自身領導能力。 

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有密切相關，因此，校長必須根據教師之個人

特質及學校環境屬性，配合外部環境之變遷，進而在自身的領導行為上調整與因應，

強化自身領導力，發展適當且合宜的領導行為，使教師對校長之行為認同與肯定，

樂意在校長的領導下，運作學校事務，提升學校組織執行力。 

2. 善用時間管理策略，激勵全體教職員與家長有品質的運用時間。 

校長須迎合教改潮流，並檢視個人經營學校理念，與學校全體成員同心協力的

為學校組織努力，若學校整體成員均能妥善運用時間，且校長在有限的時間內制定

有意義的計畫，以服務領導學校成員，激發其潛能，並定期加以追蹤檢討，則學校

組織執行力一定能有顯著提升。 

3. 發展適應變革能力，對內與對外尋求協助與資源。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小教師知覺校長領導行為各分層面中，以「適應變革」

層面為最差，顯示出有不少校長在當下教育改革的潮流中，未能及時順應變革，實

施變革領導。校長應在校內與教職員共同思考學校突破困境的策略與方式，營造出

團結合作的校園文化；在校外結合社區、鄰近學校以及相關機構，共同討論學校的

發展空間，讓學校符合社會的期望。 

4. 制定策略執行機制，追蹤後續執行的情況，全面瞭解學校的營運狀況。 

校長應該主持制定學校策略執行的系統運作機制，俾使學校成員遂行執行時能

暢通且有紀律；了解學校資源分配狀況，進行適當地預算編排；與學校成員共同規

劃學校的長程、中程、短程計畫制定：以身作則，執行後續追蹤的情況，對學校營

運狀況要有全面了解，才能使學校的運作順暢，執行力倍增。 

5. 應充分授權，讓教師專業自主，以利提升教師內在動機之心理層次。 

部份教師因為工作意願和態度或是獎勵機制的制式化而僅願意貢獻合理範圍的

心力於學校工作上，使得學校組織執行力僅達於「做完」而非「做好」。因此，校長

在領導學校時，應適時授權，讓教師的專業自主展現，提升教師的內在動機層次，

藉由分享權力的方式，使教師獲得滿足感及責任感，進而對於達成任務有強烈的使

命感，才能讓學校組織執行力達到「做好」的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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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民小學校長領導行為與學校組織執行力調查問卷題項： 

校長領導行為 學校組織執行力 

關懷支持 人員流程 

本校校長會抽空與教師做意見溝通。  

本校校長會抽空聽取教職員工的意見。 

本校校長能體諒學校同仁，接納我們的感受。 

本校校長能主動聆聽。 

本校校長具有敏銳觀察環境變遷的能力。 

本校校長使每位教師樂於成為學校的一員。 

本校校長會主動幫教師爭取應有之福利。 

本校校長會關心教師間的工作協調。 

本校校長會主動發現我們的問題癥結，並採取

有效的行動督促。 

本校校長會提供個別教師所需的協助。 

本校校長相信我們能完成學校的共同目標。 

本校校長在實施重要措施以前，會先徵詢教師

意見。 

針對特定的任務，本校校長會依教師專長及興

趣分配工作。 

本校校長總是體恤教師們的工作辛勞。 

本校訂有一套符合校務發展之人才甄選流程。 

本校擁有健全的人力培訓制度。 

本校重視工作的輪調，以促進成員的成長。 

本校會擬訂鼓勵措施，以激勵同仁之執行成效。 

本校對於教職員工之服務品質訂有明確的評鑑

辦法。 

本校能針對校務培育所需人才。 

本校有計畫地拔擢具有潛力及專長的教師。 

本校能訂有持續檢核機制，供成員自我管理。 

本校會提供成員在職進修的機會。 

本校各處室與教師間能充分協調與聯繫。 

倡導監督 顧客流程 

本校校長在談話中時常強調他的職責與立場。 

本校校長要求教師要遵守法令規章。 

本校校長會要求教師在工作表現上保持一定

的品質水準。 

本校校長要求教師要竭盡所能工作。 

本校校長與教師保持距離。 

本校校長會隨時隨地留意我們的錯誤或違規

行為。 

學生滿意自己的學習表現。 

學生滿意教師的教學品質。 

學校能提供家長和學生適切的協助。 

本校能適時帶領教職員工充實達成教育目標之

能力。 

本校能給予績效表現不佳員工努力改進的機

會。 

本校對教職員工服務表現之考核制度明確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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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能針對相關計畫（措施）執行結果進行後

續追蹤。 

家長滿意學生的學習表現。 

學生的意見能獲得學校即時回饋。 

家長或社區人士都肯定學校、尊重學校並保持

互動。 

適應變革 策略流程 

本校校長會親自或派人參加社區活動。  

本校校長會運用學校資源主動支援社區舉辦

活動。 

本校校長不斷進修，獲取新知，有上進心。 

本校校長能與社區人士，充分溝通，爭取社區

協助。 

本校校長會主動開放校園供社區民眾使用。 

本校校長主持校務，勇於求新求變。 

本校校長在推動新的學校策略時，有承擔風險

的勇氣。 

本校校長清楚學校未來發展方向，並將這些理

念傳達給我們。 

本校校長會親自或派出學校成員赴校外進行

演講或參訪。 

本校校長對外編輯有關於學校的出版品。 

本校校長讓教師們了解他在學校中的職責與

角色。 

本校校長有勇於創新與接受變革的態度，勇於

突破現狀。 

本校校長喜歡在校務中推展他的新觀念。 

本校發展策略的執行人員能參與策略的制定。 

本校發展策略時，能讓成員充分對話凝聚共識。 

本校會考量資源狀況來制定行動計畫具體做

法。 

本校聘用教師前會考量學校本身所需人才。 

本校秉持組織理念來提升員工策略執行能力。 

本校會根據各處室的需求來制定學校發展策

略。 

本校能有效整合及利用人力、物力等資源。 

本校發展策略能用簡要而明確的文字表達出

來。 

本校校長對推動之方案進度能有效掌握並評估

成效。 

本校對於表現優秀的成員給予獎勵。 

本校訂定發展策略前會做外部環境分析。 

營運流程 

本校各處室會因工作劃分不清而相互推諉。 

本校能促進同時滿足個人與組織共同發展的策

略。 

本校能依據校務計畫與學校需求積極爭取教育

經費。 

本校定期檢討辦學願景以檢視執行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