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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世界各國的中小學校長培育體系

林雍智

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研究員

壹、前言

在許多影響中小學學校經營成敗的因素中，校

長的素質是一項關鍵項目。校長經營學校的能力與

學校發展有著密切關係，因此確保校長的素質與適

任性，乃成為教育行政機關、師資培育大學、研習

中心、甚至是在學校治理上扮演參與決策者的教師、

家長及社區代表的共同責任。 

以往，教育學門一向認為教師的素質會直接影

響到學生的學習成就，因此很早就建立了有體系的

教師專業發展制度，一位教師從師資培育開始到教

師檢定、教育實習、再到成為正式教師後的初任教師研習與後續的進修學

位、研習、研究等專業發展項目，都讓教師擁有一條明確的專業發展途徑。

教師從事專業發展既是權力也是義務，且專業發展的途徑的確保，也符合

教育行政機關、教師本身、學生與家長的共同利益。 

和教師的專業發展途徑相較，校長的專業發展途徑則顯得不明確。現

階段的絕大部分中小學校長均出自於教師，也因此成為校長的路途中，大

致是教師先有意願進行學校行政的服務，再報考主任、經過數年或兩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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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處室主任的經歷後，參與校長甄試，甄試通過後再接受儲訓，進而列

入候用校長名單，待通過遴選後上任。從此一進程來看，校長的養成，

似乎是被置於教師工作（或是教師專業）的延長線上，校長人選的產生

除當事者的意願外，培育過程也缺乏計畫性和體系性。有關學校經營的

各種專業能力，例如學校經營計畫、公共關係、危機管理與學校評鑑等

相關的概念或素養，一直要等到通過候用校長甄試、進到儲訓班後才能

獲得計畫性培訓。至於成為校長後的專業發展途徑也未形成完整系統，

導致現職校長若遇到棘手的挑戰，往往難以有效因應，甚至可能導致其

黯然離開教育工作。 

身為一個校長，應該要具備何種素養？這些必備素養，應該在其擔任

教職過程中透過其師傅，也就是其任職學校校長以經驗傳承方式習得嗎？

或是政府應該要像提供教師一條完整的專業發展途徑般，將校長專業發展

從教師的專業發展途徑中分流出來？又若在教師的專業發展路線上，將發

展方向劃分為「學校行政職務志向者」與「教育專業指導者」兩取向，是

否就能由此產生一條方向明確的校長專業發展路線？ 

以上這些問題，都是欲讓校長專業發展有完整的規劃，以及規劃校長

培育制度者必須思考的問題。但是在上述疑問外，其實還存在著一個大問

號？那就是倘若我們有了校長培育制度或完整的專業發展規劃，要如何來

證明這一條路徑的設計是有效的？校長經營學校的成敗，部分或許交給市

場機制，或是利害關係者在遴選校長時來決定，然而在當前缺乏校長專業

標準（professional standards）──也就是客觀的評量依據時，誰又能來決定

若有校長培育制度，這個培育制度會較並未經過培育也考取校長者更加優

秀、更能獲得校長應具備的專業能力？又如師資培育大學在規劃校長培育

制度時，要拿什麼「客觀」數據來說服擁有人事權限的教育行政機關，讓

其委託代為培育未來的校長人才呢？ 

從上面規劃校長專業發展途徑時可能面臨的問題來看，當前課題概可

以歸納為三個關鍵點。其一是「對校長專業發展途徑的看法」，是要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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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工作視為教師工作的延伸、還是一項異於教學的「經營管理」專業工作？

其二是成為校長者的專業素養是由累積每日的教育工作經驗而成？或是該

透過有體系的職前培育發展出應具備的能力？其三是要如何開發可以具體

檢證培育成效的「客觀」指標，也就是校長的專業標準應如何建立？這三

個關鍵點係為討論校長專業發展時無可迴避的議題，但我國目前校長培育

的脈絡並無法給予充足的解答。其理由一來是我國尚缺法定的校長培育制

度，未參加培育課程者一樣能夠報考校長；二來是我國也未制定校長專業

標準，或是用來檢證校長專業度的最低基準（basic standards）。因此，「校

長專業發展」體系建構這項課題，可尋求各國經驗，將各國做法映射回國

後，再根據本身環境特性進行擘劃。 

在校長學的論述上，目前我國雖已有許多參考書目，但是校長培育畢

竟異於校長學的探究核心，特別著墨在校長培育與專業發展體系、又兼提

到與我國相近的日本、南韓或新加坡等案例的專業書仍罕見。因此，由日

本篠原清昭教授所編著的「世界的學校管理職養成：培育校長的方法」一書，

便顯得珍貴而有價值，值得我們在探討校長培育與專業發展時做為重要的

參考讀物。因此，本文乃特別予以介紹並評論之。 

貳、本書架構 

本書以日文撰寫，發表於 2017 年 2 月，係由篠原清昭教授帶領多位專

精於校長培育的各國學者共著而成（篠原清昭編著，2017）。出版本書的「時

代社」位於日本埼玉縣，是一間以出版教育雜誌與教育專業書籍為主的出

版社。本書之架構共分為下述三部分。 

第一部分：日本的學校管理職培育 

本書的第一部分，乃從日本的學校管理職培育的歷史談起，透過介紹

學校管理職培育的政策與理論，探討現行在教職大學院所進行的學校管理



96 教育行政與評鑑學刊

職培育的做法。再檢具三個培育學校管理職的重要案例：兵庫縣、岐阜縣

與靜岡縣的不同做法，闡述日本培育學校管理職的各種模式。 

本書中所提到的「學校管理職」，係為一種對學校經營階層，亦可稱

為學校主管（階層）的特殊稱呼。日本的中小學校組織，係採一種被稱為

「鍋蓋型組織」的模式（林雍智，2013）。位於鍋蓋型組織之提把位置的，

是教頭（head teacher）和校長（principal），而鍋蓋則指全體教師。「教頭」

（或稱之為副校長），在日本係為一種學校主管職務，依日本《學校教育法》

第 37 條的規定，教頭的職務在於「襄助校長、整理校務及在必要之時職司

兒童教育」。因此，日本將教師考取教頭甄試，視為踏入校長職務的起點。

也因此「學校管理職」一詞，包含了教頭與校長兩種概念。 

在日本，相對於擔任學校主管之校長與教頭的「學校管理職」，另外

還有「教育管理職」的存在。教育管理職乃指任職於教育行政機關的督學

（日本稱指導主事或管理主事）、課長或教育長等人，其職務內容與學校

管理職有相當大的差異。 

第二部分：世界各國的學校管理職培育 

第二部分所談的內容開始跳脫日本的視野和觀點，以世界各國培育校

長的做法為案例，說明各國培育校長的制度與特徵。本部分探討的國家，

概有美國、英國、德國、中國大陸、臺灣、新加坡與南韓。其中美國、英國、

德國與新加坡部分，係由各自對該國校長培育有詳細研究的日本學者撰寫，

臺灣部分則由篠原清昭教授親自捉刀。篠原教授近十年來已往返臺灣數十

次，對我國教育的民主化、教育基本法等法制相當熟悉，其亦曾為了探討

我國的校長培育制度來臺訪問國家層級及地方層級的研習機構或師資培育

大學等，由其視角來看我國的校長培育制度，相當值得吾人吟味。 

另外，中國大陸與南韓的案例則邀請各自學者撰寫。兩位學者皆為篠

原教授組織的國際教育法學研究班的成員，且為該國重要教育學者，由兩

位擔綱，具有其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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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世界各國的學校管理職培育的系統與內涵 

第三部分的章節，則是屬於將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進行整理後所提出

的未來發展方向建言。例如，在「世界的學校管理職培育系統」一章，乃

歸納出第二部分案例國在進行校長培育時的背景、主導者、架構與各國提

出的不同校長圖像。在「培育的內涵」中，則探討了如何制定本文前言所

提及的、可做為檢視校長培育優劣的「校長專業標準」，因為有了校長專

業標準，才有建構學校管理職培育課程體系的依據，也才能規劃出課程的

具體內容。 

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作者則將焦點再度置回日本，探討日本未來在培

育學校管理職時應有的配套措施，例如系統該如何建置？用來認證學校管

理職培育的機構該如何設立？日本的校長培育圖像和全體的培育、研習有

什麼關係？這些想法，可以說是一帖對日本發展校長培育制度所提出的處

方籤，其主張依據和論述脈絡，當然也值得學校制度相近的我國參照。 

參、本書特色 

日本目前仍缺乏中央層級的校長培育制度，全國性的研習機構「獨立

行政法人教職員支援機構」雖有提供校長、副校長與教頭的研習課程，但

目前並未擴展為完整的校長專業發展體系。也因此，校長的培育工作就落

在擁有人事權的各縣上。本書從校長培育的歷史談起，再對近年來各縣辦

理的校長培育制度進行論述，其在日本也屬於探討校長培育的一冊重要讀

物。綜言之，本書概具有以下特色。 

一、完整探討日本校長培育的歷史、政策與著名案例 

本書在第一部分所述的日本學校管理職養成篇章，完整探討了日本校

長培育的來龍去脈，並經由校長培育政策的論述與著名案例的探討，形成

對日本校長培育制度的完整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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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第一章中就有提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接受美國占領，

從百廢中逐步成長，最後終於締造高度經濟成長、邁向先進國家之林。美

國占領期間（1945-1951）的校長培育係在 GHQ（General Headquarters，即

「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的監督下展開，此一時期，要擔任校長者

需具校長的證照，因此戰後的新任校長需要完成取得校長證照的程序，才

能合法任職，其中一個要項就是要參與校長講習（培育課程）。在校長講

習上，擔任授課的講師，除了日本學者外，每一場次還需邀請來自美國著

名大學的學者，例如紐澤西州立大學校長的 J.B. Dougall 等人前來授課。後

來，在日本主權獨立後，美國學者就不再赴日本擔任講師，全部改由日本

學者擔綱教授工作。 

就因為有以上的脈絡，所以日本在校長培育上的政策走向，乃從全盤

移殖自美國案例，逐漸在本土對校長專業能力的相關研究蓄積下，改將美

國模式融入本土模式，試圖做兩者之間的調合，以發展能適用培育日本校

長的做法。不過，日本的研究成果和實務經驗要蓄積到足夠自行開創本土

模式時，已經是近期的事。1998 年後，日本的學界已累積豐富的研究成果，

使其能提出校長應具備的能力、素養，校長的素養架構也因此得以建構起

來，並足資支撐體系性課程模組的形成。 

最近，日本的師資培育大學，紛紛將原有的研究所碩士班改制為以實

務為取向的「教職大學院」。設立教職大學院的目的，在於培育能解決教

育現場課題的學生，使其在畢業後順利融入職場。教職大學院的碩士研究

生來源大致包含兩類，一類是由大學考試直升的碩士生，稱之為「straight 

master 生」，另一類則是由現職教師報考的「在職生」。也因如此，當地

方政府在考慮校長應該由誰來幫忙培育時，教職大學院也成為了各縣委託

辦理校長培育之理想合作夥伴。 

本書提出來的三縣案例：兵庫縣、岐阜縣與靜岡縣的校長培育案例，

其做法雖有不同，但該縣所在的教育大學教職大學院，都在校長培育上扮

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兵庫縣規劃的「新領導者特別研習」就由兵庫縣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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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行政機關與兵庫教育大學合作開設；歧阜縣則在岐阜大學與岐阜縣教育

委員會合作下，在教職大學院中增設「學校管理職培育學程」，以每年固

定招收教頭甄試合格者，採全職全薪方式在學兩年，以培育該縣將來的中

小學校長人才。至於靜岡縣的做法乃先行規劃出教師的生涯發展六進階，

並在第四階段（發展期，第 19 年起）與第五階段（深化期，第 26 年起）

上同步實施培育管理職的研習課程。靜岡縣的特徵還有該縣不僅提供中堅

教師「經營研習」，還委託靜岡大學辦理「氣概塾」，以培育該縣未來的

學校領導人才。 

歸納之，透過以歷史發展脈絡和當前案例的介紹，本書算是將日本校

長培育的輪廓做了清楚的描繪。當然，目前各縣的校長培育案例也不只書

中所提三縣，然而其他縣的做法，以及中央（文部科學省）對地方校長培

育的政策支持，因限於出版時間點，本書未做更深入之探討。唯評論者根

據文部科學省教育人才課的官員政策指示，以及和其當面對談當中得知，

中央的態度亦開始朝正面看待由教職大學院所進行的校長培育制度（柳澤

好治，2019 年 2 月 6 日）。相關政策方向，正緩步朝向獲得全國性支持架

構中前進，未來若本書改版，相信這部分資料應是增補的重點之一。 

二、豐富的各國案例分析，彰顯當前校長學之主要流派 

在臺灣若提到校長培育，文獻上大致不是探討美國，就是英國的做法，

再衡量本土狀況，期待在「轉化」下能為國內使用。造成這種趨勢的原因，

除美國、英國的相關文獻係以英語寫成、容易引用外，專家學者多留學美、

英亦為理由之一。雖然日本教育學者留學外國比率，或許不較臺灣高，但

是戰後接受美國占領時由於也曾實施美式校長培育，因此在歷史淵源上，

似乎又帶有美式色彩，復因明治維新期倡導「脫亞入歐」，因此其在近代

教育上大量仿照英國教育理念，二十世紀出日英又曾為同盟，因此日本對

英國的興趣和各種探討，迄今亦仍未停歇。 

因此，本書所介紹的美國案例，不論對臺灣或是對本書原產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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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者來說，皆非常熟悉。例如在 CCSSO（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州教育長委員會」）的支持下，由 ISLLC 1（Interstate School 

Leaders Licensure Consortium）制定的全美共通校長專業標準，乃是臺灣與

日本在探討校長專業標準時的重要「引用」文獻。其次，本章也提及威斯

康辛州所提出的「州行政人員標準（administrator standards）」，以及由威

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的「教育領導及政策分析學系（ELPA）」所制定的

校長初任證照計畫；英國案例上，則從 NCSL（National College for School 

Leadership）2 的創設談起，接著討論校長職務標準與資格，以及近期的校

長資格制度改革的發展。該章中提出目前英國在校長的資格中，有「對實

踐的過度傾斜」與「主導權的偏移」兩大問題仍需克服。現有的校長培育

課程「對實踐的過度傾斜」，指的是校長的培育重視「專業（職業）資格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而非學術學程（academic course），此可能讓

校長取得擔任校長職務所需要的角色有效，但是不重視抽象的、理論的思

考亦不利於未來職務上的發展；而「主導權的偏移」，乃是發現從校長培

育的基準開始，有其重視國家的、中央集權的領導開發與輕視學校脈絡的

現象，使得在校長的專業標準、資格發展以及運用上仍有改進空間（Møller 

& Schratz, 2008）。 

本書中所提到的歐美國家案例，共有美、英、德三國。三個國家的校

長身分定位和培育制度雖有差異，但因讀者可能已透過其他文獻得知，因

此易於理解。其次，本書也介紹了東亞各國，如臺灣、南韓、新加坡與中

國大陸的校長培育狀況案例。對臺灣的讀者來說，包含本書第一部分的日

本案例，以及南韓的校長培育做法，因為語言隔閡因素，平時較不易取得

詳細資料，本書的面市剛好填補了這些不足。不過其中最值得注視之處，

落在作者對臺灣的校長培育制度如何論述？以及我們如何對作者的介紹和

分析進行客觀的評價上。作者在臺灣的校長培育一章中，完整闡述並分析

了現行的臺灣的校長培育系統。其次，作者透過實證訪談與調查，將臺灣

1 我國教育研究院譯為「州際學校領導執照聯合會」，日文譯為「州間學校管理職資格賦予協議會」。

2 我國教育研究院譯為「國家發展及領導發展研習」，日文譯為「全英學校領導者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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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長專業發展路徑，界定成「登用應徵資格的取得→登用選考（臺灣稱

為候用校長甄試）→任用前研習（儲訓）→資格取得（成為候用校長）→

透過校長選考委員會的採用（遴選），到學校赴任」。最後，作者亦將對

臺灣學校管理職培育系統的看法，集約成「三大問題」，分別是「缺乏全

國統一的學校管理職專業標準及培育課程標準」、「未具備統一的學校管

理職資格」與「校長的任用處於權力運作遊戲（power game）之下」。作者

提出的三項課題，不知道本國讀者閱讀後，要如何吟味其意涵？此為有趣

之處。例如我國目前仍未確定校長的專業標準，相關嘗試僅止於學界的探

討，另在培育課程缺乏客觀準據之下，我國的校長培育與校長儲訓兩課程

是否容易混淆、或課程架構都是重疊的？這些問題或許我們早已知情，但

透過外國學者撰文指陳，或許更值得我們回頭來深究其原因與改進策略。 

以全體來看，本書中提出的各國案例可算相當豐富，有助於讀者了解

各國校長培育的現行做法和正在進行改善的項目。不過在案例的介紹過程

中，本書也拋出了一些，例如「校長的經驗是要在實踐中成長、使其可以

立即上手，還是要透過系統的培訓進行能力開發，讓其能因應未來多變的

發展？」、「校長的專業標準建構與校長的培育，在權力的行使上，應採

中央集權、根據「黨」的指導，還是要尊重地方層級的特性，抑或是符合

校長個人的發展需求」的問題提供反思。同時在瀏覽各國案例中，也可以

發現「領導（leadership）」一詞多出現於歐美各國，臺灣、日本與南韓的

校長培育中則較無出現在制度設計上，而是成為了課程內涵的一部分。各

國不同的做法，將會影響到校長學研究者對在制定校長專業標準與培育課

程標準上的取向與偏好，或許美國與英國的案例是各國在發展本土校長培

育體系上的中介變項，相當大程度的影響了研究者的思路，然而研究者要

如何從直接援引、到相互對照（他國案例與本國需求）、再到根據本國發

展方向制定屬於自己的校長培育制度？這是一個極大的課題，本書能做到

的，只是提出參考資料，並期待研究者做對照與客觀的評價後，做出最適

的判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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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書價值

本書雖以「校長培育」做為主題，不過各章的論述中也順帶探討了應

如何規劃包含校長培育在內的完整性校長專業發展途徑的問題。此外，本

書也從教育行政機關、師資培育機構的觀點探討支持校長培育上所不能或

缺的配套措施。因此，本書對於我國在校長培育與專業發展體系的研究上

與實務開發上，皆具有值得推薦的相當價值。茲綜合上述分析，列舉出本

書四項重要價值。 

一、對校長培育的途徑與所需的專業素養提供反省 

本書中多次提到過去的日本校長培育，乃是將校長一職置於「教職的

延長線上」，經由教師在校期間的師傅（校長）以師徒制的非正式指導方式，

協助其考上候用校長，最後擔任校長一職的模式。反思我國，我國校長的

產生，體制上亦與日本相同，係被視為是「教師工作的延長」，而且此一

延長線並未做明確的分段點，教師到底是「教而優則當校長」，或是將「學

校行政」視為非主動意願的職務分配？在現行環境下，這些都是依教師「任

意（依個人意願）」方式所進行之發展。此時我們會思考到兩個問題，一

則是「是否教得好的教師也一定會是個好校長？」、「有意願未來當校長，

應自什麼時間點開始接受系統性的培育？」 

上述問題，我們從本書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作者群想傳遞的訊息。本書

作者們認為如果世人欲將校長職務視為一項學校經營管理的專業職務，那

麼在教師的生涯規劃中就必須劃出分流點，來進行「教育指導職」與「學

校管理職」的培育。其次，做為一個經營管理專業的校長所應具備的專業

素養（日本稱為資質與能力），則需要透過「有系統的培育」來賦予，而

不是任憑其向師傅學習或僅靠教育工作上的實務經驗累積。因為舊經驗無

法解決新的課題，在培育階段開發其能力，讓其擁有充足的專業素養，才

能協助校長對應各種新興課題，在校長路上走得順暢。 



103林雍智　　　書評：世界各國的中小學校長培育體系

二、 提出應建構專業能力標準，才能佐證校長培育之辦學

效果 

本書認為要佐證校長培育之成效，需要有客觀的專業標準（日本稱為

專業基準）。不論是專業標準或是基準，不但可做為編擬校長培育課程的

準據，亦可資以證明「經培育」和「未經培育」者在學校經營效能上的差異。 

回顧我國，教育部已於 2016 年 2 月公布「教師專業標準指引」，提示

中小學教師應具備的專業標準，算是具備的全國一致性的標準可供遵循。

不過該專業標準並無強制力、亦無罰則，現階段教師要不要遵照指引進行

專業發展，仍得靠研習機關在課程設計上融入其理念加以實施之。對照教

師已有的、但卻還未落實的專業標準指引，目前校長的專業標準指引，在

我國仍未出現，現階段校長培育的課程、校長的專業發展內涵要如何設計？

仍未有一致的做法。因此，常常可以見到校長培育、儲訓，甚至是初任校

長培訓在課程上的重疊。也有曾經受過前述三項校長課程的學員向評論者

反應過，三者課程內容都大同小異的問題。 

然而，要建構校長專業標準並不是一項容易的工程。反觀日本，「日

本教育經營學會」早在 2009 年就已提出該學會版的「校長專門職基準」。

該學會在建構日本校長的專業標準時，不但透過會員（全日本各大學的

教育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多次討論，反覆針酌其文字用法，還為了使

外國了解此項工程，特別譯著了公式的英文版本（日本教育経営学会，

2016）。可惜的是，該學會提出的校長七大基準：1. 學校共有願景的形成

與具體實現；2. 為提升教育品質的協作體制與風土建構；3. 教職員專業發

展的協作體制與風土建構；4. 各種資源的有效活用；5. 與家庭、社區的合

作與聯繫；6. 倫理規範與領導；與 7. 理解學校週遭的社會與文化重要因素，

儘管看起來四平八穩、也顧及校長經營學校上應具的專業素養，但其亦承

受不少來自學界的批判，認為其考量也未能全面涵蓋一位校長所應具備的

資質與能力。由此可見，要形成全國共通性的校長專業標準，對日本來說

仍有實際上的困難。未來我國可能要在此項工作上，以國家的名義廣徵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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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的看法，才有助於匯聚出校長專業標準的共識版本。 

三、校長培育課程的架構、內涵與單位值得借鏡 

本書透過日本與各國的校長培育案例，說明了校長培育課程架構、

內涵現況與未來發展上的動向。在日本案例上，本書舉出的三縣所在地

的師資培育大學教職大學院，皆在辦理校長培育課程上扮演重要的角

色，這些教育大學的教職大學院提供的校長培育課程，在架構上，有些

係以「研習」模式辦理，有些則納入研究所碩士的學程，使學員在修畢

培育課程時亦能同時（再）取得碩士學位。這兩種辦理方式的相同之

處，在於都可以兼顧「能力開發」與「實踐導向的問題解決」需求，不

同之處則在於以研習方式開設校培課程者，在課程架構上傾向於將時間

用來探討學校經營上的相關問題，例如「建構學校願景」、「實施學校

評鑑」、「發展學校教師的專業」、「學校危機管理」等議題；而以學

程模式導入校培課程的學校，則因為修課時間增多，因此可以增加實作

部分，並透過實施「教育行政實習」與「學校經營實習」（持續一年進

行，包含向學校教頭進行影子實習，與實際擔任教頭承接校長交付解決

的任務）使學員累積實際面臨學校問題及如何解決問題的經驗（林雍智，

2019）。 

從日本的案例來看，會發現我國目前的校長培育課程、初任校長培訓

課程，甚至是最近發展的校長回流（recurrent）教育課程出現一項本質上的

問題。我國辦理校長培育課程的單位，大致上係由師培大學的教育行政、

經營或評鑑相關系所承辦。也因此在培育課程的規劃上，就會出現全部以

行政學、經營管理學等相關課程來填滿課程內涵的現象。如果對將學校經

營管理當成目的的學員來說，當然沒有問題，但對將學校經營管理當成治

校手段的學員來說，就較為吃力，因為這些學員並無習得在學校經營中活

化其原本專長的能力。此點在「學程模式」的日本校長培育案例中，學員

可以根據自己本身的專長，例如心理諮商、課程發展、學科專長、多元文



105林雍智　　　書評：世界各國的中小學校長培育體系

化教育等領域，選定自我在教育行政與學校經營實習時的待解決課題，並

在對應上述專長的指導教授指導下，去做「實踐開發」的問題解決，最後

再以解決問題的歷程撰寫成論文，以完成學程並取得學位。不過該做法在

我國卻難以實現。 

由上可知，日本和我國在校長培育課程的架構上，是有結構性的差別

的，而本書正可協助我國找出盲點，改善校長培育體系上的問題。 

四、提示完整的校長專業發展系統應補足的元素 

本書在最後幾章，也提出了規劃完整校長專業發展系統上的建議，以

及應該補足的重要配套元素。這些配套包含校長專業發展的最高階段，也

就是「師傅校長培訓制度」，以及用來做為對各地方、各師資培育大學開

設的校長培育課程 / 學程進行認證的國家級「學校管理職培育認證與評鑑機

構」的創設兩項元素。  

在師傅校長培訓制度上，目前日本並未具備師傅校長制度，透過師徒

制的教導屬於私下的行為，而我國雖有「師傅校長」做法，但其來源不外

乎是教育行政機關或各地校長協會推薦，再經由機關首長圈選出足以擔任

師傅校長者。也因為如此，師傅校長應具備的專業素養和指導能力，甚至

是其是否具備擔任師傅校長之資格，仍過於主觀。未來，日本透過研習中

心的課程重組，準備將稱之為「上席校長」的培訓工作做為校長專業發展

途徑的最高點（平澤紀子、篠原清昭、芥川祐征，2019 年 6 月 20 日），其

架構，如圖 1 所示。   

上席校長的培訓課程，經過本書作者實證調查，嘗試性的編擬了總共

30 個小時，包含「學校管理職指導論」、「領導理論」、「學校組織經營

理論」等領域的課程架構。此外，本書亦將「將師傅校長置於頂點」的校

長專業發展途徑嵌入現職校長研習、副校長及教頭研習、以及督學（教育

管理職）與學校管理職培育研習三項，這些研習課程加上職前的系統性培

育，將可構成完整的校長專業發展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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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日本中央研習再編計劃 

資料來源： 平澤紀子、篠原清昭、芥川祐征（2019年6月20日）。日本的學校管理人員培養。

東亞地區校長專業支持系統研討會發表之論文，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新

北市。

在創立國家級「學校管理職培育認證與評鑑機構」構想上，乃希望透

過該機構的設立，代替中央（文部科學省）為各地方層級辦理的校長培育

課程進行認證與評鑑的工作。該機構的組織任務為負責辦理學校管理職培

育的相關研習與研究，以及對開設學校管理職培育課程的單位進行認證。

對照我國，目前我國的校長儲訓，除臺北市由該市教師研習中心辦理外，

其餘縣市皆委由國家教育研究院統籌負責。至於校長研習班、初任校長培

訓 / 研習班、以至於目前方開始規劃的現職校長回流教育部分，仍缺乏客觀

的認證單位。因此，本書這項提案，或許值得正致力於精進校長專業發展

體系的我國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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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要創建一套新的制度，會面臨許多困難的課題，其原因在於在新制度

前已經「疑似存在」的制度，不管是權益上，或是習慣上的保守，都會與

既得權益的集團發生意識上或利益上的衝突。因此，新制度的產生，勢必

要面臨保守勢力的抵抗與帶來社會不安的可能性。不過，若新制度可以帶

來形成新社會的保障，引進該新制度前就會成為責無旁貸之事。 

透過世界各國規劃的校長專業發展制度，為我國的中小學校長打造一

個有體系、有價值的校長培育制度與完整的專業發展途徑，不可避免的會

遭遇如前段所述的困難。舉凡校長專業標準的建立、經營管理專業人才如

何分流、培育課程架構的多元性和實效性、師傅校長的培訓以及培育課程

的認證與評鑑機構的產生等，每一項都是超越現行認知的「創新」，但也

會對校長人選的有效取才與學校教育的永續發展帶來安定與保障。因此，

制度制定者、政策立案者應排除現已植入腦中的既定概念，以更寬廣的視

野，多接觸不同取向的具體案例來進行創新的工程。 

本書存在的價值，就在於提供一些不一樣的想法，透過各個案例的引

進激盪的觀點，讓台灣在發展校長培育體系上能不斷的吸取新知，持續的

更新素養。 

本書係以日文撰寫，能夠直接閱讀的讀者畢竟有限，不過在國內華藝

數位出版社與篠原教授的同意（agreement）下 3，已開始進行中譯與出版的

程序，後續中譯後的各章內容，將由熟悉中文的篠原本人進行校訂，以求

譯後仍能保持高度的精準性與嚴謹度。期待該書的中譯版能夠早日面市，

招待追求校長培育體系的研究者與現場教育者，一冊校長培育體系的知識

饗宴。 

3 雙方已簽定中譯本出版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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