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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等別：四等考試 

類科：教育行政 

科目：教育行政學概要 

王濬老師 

一、教育機會均等幾乎是每個國家所共同追求的教育目標。試述阻礙教育機會均等實現之因素為何？

（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開頭先對「教育機會均等」的略加定義，再從「偏鄉」的情況推演阻礙教育機會均等

實現的因素。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黃昭勳（2019），〈從「教育機會均等」觀點檢視偏鄉教育發展現況〉。 

《命中特區》王濬《教育行政學(下冊)》，278 頁。 

【擬答】 

教育機會均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指學生都該具有同等的就學機會，且在接受教

育的過程中，都能夠得到公平與適性的對待，使學生不同的潛能都能得到充分有效的發展。故

教育機會均等不僅是「量」的教育機會均等，也包含教育「質」的提供均等。然而，我國在教

育機會均等上仍有下列阻礙因素： 

城鄉差距問題 

資源分配差異 

偏遠地區學校在人事費用支出後，可運用的經費所剩無幾，必須仰賴政府額外的補助，而

政府補助又需要花時間撰寫計畫案，在偏鄉小校人力不足的情況下，政府的專案補助看得

著卻用不到，故只能向社區與民間尋求協助，導致對於學生學習重要的教育投資，往往顯

得臨時而不固定，顯示偏鄉學校教育資源依然困窘的現象。  

教育成本差異 

國教階段學生教育成本依其居住縣市、學校規模、城鄉狀況而有明顯差異，城市地區的大

型學校學生公成本因為班級規模大而降低；鄉區小型學校學生公成本則因班級規模小而居

高不下，而且地方稅收狀況較差的縣市尤為嚴重。 

學校環境問題 

師資結構方面 

目前服務於偏鄉的師資，大多是甄試分發、縣市調動或代理代課教師，普遍抱著過客的心

態，對於學校與社區缺乏認同感，持續留任的意願不高。亦因為偏鄉學校教師流動頻繁，

或專長師資不足，導致師資結構不穩定，學生必須時常適應不同老師的教學方法，如此不

僅影響學習成效，也間接剝奪其受教機會。  

經費補助方面  

目前國中小的教育經費是依照學生數而核定補助，當學生人數減少時，學校班級數自然減

少，教育資源便隨之縮減。近年來少子化問題日趨嚴重，偏鄉更是首當其衝，如此不僅將

造成行政運作與教學上的艱困處境，也加劇了城鄉教育發展的不平等現象。 

家庭背景問題  

文化資本不足 

布迪厄（Bourdieu）從「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的角度探討教育機會的問題，認為

擁有高文化資本家庭，可以充分提供子女學習所需的資源，其對子女的期望水準亦會影響

子女在生活型態、思維模式等發展，進而影響其日後學習成就與升學機會的獲得。而偏鄉

家庭普遍社經地位較低，經濟狀況不佳，無法提供子女足夠的家庭文化資本，將使其在學

習上難以獲得有效的資源與協助。  

社會資本不足 

寇樂門（Coleman）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指建立於人際關係的網路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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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外的如社區網絡、父母社交關係等；家庭內的包括父母教育期望、教育參與態度、親

子互動等。由於偏鄉家庭普遍存在社經地位較低、隔代教養等現象，不僅家長的社會人際

網絡可能只集中於親友等少數脈絡，能給予子女的就學支持系統不足，亦較少參與子女的

學習活動，如此，未來勢必將影響偏鄉學生在教育上的學習機會與成就。 

個人因素問題 

教育機會方面 

偏鄉地區學生交通不便，數位落差，相關教育、文化、社會服務資源相對侷限與不足。由

於缺乏實際接觸學習的機會與管道，無法大量獲得多元且豐富的文化刺激與體驗，勢必將

拉大其與都會學生學習成就的差距。 

學習動機方面 

由於都會地區就業機會多元、生活機能較佳，使得偏遠地區人口向都會集中，導致偏鄉學

校規模日益縮減。偏鄉學校的學習條件不佳，學生人數較少，由於缺少人際互動與合作學

習的機會，不僅造成學生因缺乏同儕競爭而導致學習動機薄弱，亦將影響學生日後的教育

競爭力與學習成就。 

 

二、近來有關「教育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議題之討論常被提及。何謂教育績效責任？學校

為何需要負績效責任？試分別析論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績效責任」就是「對成果負起責任」的意思。學校追求績效責任的要求源於 1980

年代新公共管理興起後，將市場機制的觀念融入各種公共領域，因此要求學校就其教育成果負起

責任。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全面品質管理、績效管理。 

《命中特區》王濬《教育行政學(下冊)》，160-162頁。 

【擬答】 

教育績效責任的意義 

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係指，組織成員為自己的承辦事務，負完全成敗之責任。例如校

長應負全校整體經營成果的績效責任，處室主任應負其主管工作成績的績效責任。所以，教

育績效責任，就是「教育領導人經營學校或組織時，能將組織事務權責，明確分工，賦予同

仁承擔事務責任，適時進行單位及個人績效考評，獎勵責任績效績優同仁，並要求尚未完成

責任績效同仁者，負責到底，完備自己的責任事務」。 

學校追求績效責任帶來的功能 

過去學校組織被視為「養護性組織」，受到政府的保護。惟政府財政日漸窘困，雖然學校組

織並無沉重的績效壓力，但家長與社會大眾對學校的要求日益增加，因此學校也勢必要為其

整體績效負起責任，而校長在這波重視績效的浪潮中，更是責無旁貸要擔負起責任。是故，

校長必須協同學校成員共同推動績效管理，才能達到預期的標準，滿足家長與社會大眾的要

求。學校追求績效責任帶來的功能說明如下： 

就溝通功能而言，將學校各項經營情況、成效等資料，予以公開，除符合行政程序中之資

訊公開原則外，並可向社會大眾說明學校營運的目標及得失，使社會大眾對學校經營能多

所瞭解。 

就控制功能而言，政府透過績效責任，掌握學校發展的狀況，對於未達到目標或低成就學

校，可要求其改進或採取適當處置；對於表現優異的學校，則給予獎勵。 

就改進功能而言，學校績效責任可視為一種評鑑的結果，因此採用各種評鑑方式，諸如外

部評鑑、內部評鑑及自我評鑑等，但無論採用何種評鑑方式，最重要的是學校應針對評鑑

結果提出改善行動。 

就激勵功能而言，在績效責任機制下，每位學校成員均有競爭壓力，在此氣氛下，能夠砥

礪每位成員力求較佳的工作表現，有助於激勵成員和學校追求更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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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常被應用在績效管理，就學校組織而言，其主要構面與內涵

有那些？又平衡計分卡理論對中小學校務經營之重點有何啟示？（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平衡計分卡的四大構面是重點，務必熟記。至於啟示的部分，可以從「顧客導向」的

觀點出發。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策略管理、績效管理。 

《命中特區》王濬《教育行政學(下冊)》，69-70頁。 

【擬答】 

平衡計分卡的主要構面 

卡普蘭（R. Kaplan）和諾頓（D. Norton）於 1992年提出「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以平衡發展的管理角度，提出系統觀的整合思維，強調並重主觀和客觀證據、策略管理和績

效測量、短期獲利和長期發展、計畫決策和績效考評等管理觀點，藉由平衡「財務」、「顧客」、

「學習成長」、「內部流程」等四大績效指標，釐清組織的願景與策略，化為實際的行動： 

財務構面（Financial Dimension） 

指組織獲利能力及投資成本，其衡量指標包括營業收入、資本運用報酬率及附加價值等。

就學校組織而言，主要是指學校預算編列、財務管理及校務發展基金運作情形等。 

顧客構面（Customer Dimension） 

指與組織往來之其他組織或個人，其衡量指標包括顧客滿意、獲利比率及新顧客增加率等。

對學校組織而言，主要是指學校對學習環境的滿意情形、教師對教學專業自主的滿意情形，

以及教育行政機關對學校辦學績效的評估等。 

內部流程構面（Process Dimension） 

衡量指標包括製造、行銷、售後服務、產品開發及創新等。對學校組織而言，主要是指學

校行政流程改進情形、學校教育行銷策略，及學校創新經營等。 

學習與成長構面（Learning and Growth Dimension） 

衡量指標為組織對員工技術與資訊能力專業成長的投資。對學校組織而言，主要是指教職

員工專業知能與資訊運用的能力提昇情形及教職員工專業成長活動辦理情形等。 

平衡計分卡的主要內涵 

所謂的「平衡」，具有下列內涵： 

外部及內部的平衡 

外部衡量－強調財務面及顧客面；內部衡量－強調企業內部流程面及學習與成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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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及未來的平衡 

一邊是衡量過去努力成果的量度；另一邊是驅動未來績效的量度。 

主觀及客觀的平衡 

一邊是主觀的、帶有判斷色彩的績效驅動因素；另一邊是客觀的、容易量化的成果量度。 

平衡計分卡對中小學校務經營的啟示 

建立學校願景及與發展策略之連結以導成員努力方向 

校長必須建構願景與執行策略，溝通學校願景，建立彼此共識。作法包括：擬訂發展願景、

傳達學校願景，以及擬定執行計畫，以便將目標付諸實現。 

由校長領導帶動變革並將策略融入組織文化 

高階主管能親自並帶動變革，才能提高建構策略核心組織的成功率，同時組織變革需要組

織文化更新，在變革過程中，身為組織變革領導者應對部屬授權增能，藉由彼此參與、分

享決策的過程中，組織成員能有受到重視與被尊重的感覺，樂意奉獻心力，為組織目標努

力奮鬥。 

了解學校顧客需求以落實顧客滿意管理 

顧客成果核心衡量的標準包括五個量度：市場佔有率、顧客延續率、顧客爭取率、顧客滿

意度與顧客獲利率等。以學校而言，學校為擁有多重顧客的組織，學校經營自應融入以「顧

客需求」為導向的理念。就家長而言，要由「局外人」轉為「參與者」角色。學生既是消

費者，又是教育的主體。所以，校長要定期調查家長、學生與教師對學校的施政滿意程度，

了解其各項需求；同時要建立親師溝通管道，重視家長、學生們意見，並適時調整學校的

行政與教學，形成教育共識，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 

利用知識管理與組織學習協助教職員專業成長 

建立學習組織文化，可從學校行政與教師兩方面推動。一是學校行政方面，要善用知識管

理，透過研究歷程，做好知識移轉歷程。二是教師方面要成立「協同成長團體」或專業社

群，在一段時間內，持續且定期聚會，彼此交換專業經驗、分享心得，或討論遭遇到的實

務問題等等，以提升教師教學專業知能與課堂教學之能力。 

爭取社會各項資源，充實教學資訊設備 

教育資源的管理包含資源的取得、資源配置、資源利用以及資源評估。學校應積極爭取社

會各項資源，充實教學資訊設備，有效建立資源管理與應用制度。對於教育資源的應用，

應先瞭解學校本身所處的內外在環境，以作為研擬發展策略的依據，確實做好教育資源的

開發、組織、配置以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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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以現今中小學為例，何謂校長領導效能？校長應展現的領導效能有那些重要層面（dimensions）

與分層面（sub-dimensions）？其主要內涵為何？試論析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這題比較困難，要融合不同的觀念加以作答。原則上，只要能以關鍵的專業領導理論

回應，都會是好的答案。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陳啟榮（2010），〈校長領導的四面向〉。 

《命中特區》王濬《教育行政學(上冊)》，208-225頁。 

【擬答】 

校長領導效能的意義 

領導效能（leadership effectiveness）主要的目的在於「目標的達成」，它是一種結果的表現、

目標達成的程度。領導效能的基本意涵包括了「組織目標的達成」與「個人需求的滿足」兩

個層面。也就是說領導者的效能應取決於組織目標的達成；而領導效能的產生有賴於領導者

能讓被領導者接受的程度。具有領導效能的領導者會以身作則負起責任，激勵引導組織及其

成員對於共同遠景和任務的熱忱。而校長的領導效能可分別從績效與系統整合兩個觀點說明

之： 

就績效的觀點而言，校長領導效能是指一所學校在校長的領導下，各方面均有良好的績效

表現，這種績效展現不只是在學校目標的達成，也包括了學校教育運作的過程與投入，更

包括學生學業成就、校長的領導、學校的氛圍、學校文化與價值、教職員發展以及資源設

備的獲取等，以達成學校所訂的目標。 

就系統整合的觀點而言，校長領導效能定義係指：校長在學校情境中，運用其領導特質、

領導模式與領導行為，包括法定權力或個人魅力，以發揮其影響力，與學校成員在溝通、

調互動過程中，影響並激勵教師凝聚共識群策群力，從而達成學校目標與校務發展的程

度。 

校長領導效能的層面與內涵 

校長領導的四個主要層面分別為：行政領導、教學領導、課程領導與道德領導，並各有其分

層面；茲就其內涵說明如下： 

行政領導 

行政領導（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是指校長與學校全體成員共同參與建立學校願景，

並發揮其影響力，統合學校成員意志，激勵並導引學校成員向心力，從而達成學校目標的

一系列行政行為。行政領導的分層面包括： 

培養校長魅力：魅力（charisma）即「參照權」（reference power)，係指由於某人在學

識、能力、技術、做人處事等各方面均表現優異，使他人對他產生由衷的敬仰，願意以

他為學習的榜樣，自然願意接受其影響，乃是建立在領導人的人格特質的基礎。魅力能

夠迅速啟動學校成員的精力與熱忱，讓學校運作用加順暢與平穩。因此，校長要培養獨

特的魅力，進而吸引學校成員一起努力達成教育願景。 

個別關懐學校成員：「帶人要帶心」，如此一來，學校成員才會「心悅誠服」完全接受

校長的領導與指揮，那麼校長要推動校務發展自然會得到學校成員的大力支持。 

妥善運用激勵技巧：激勵可以提昇成員士氣、增進成員工作滿意、降低工作倦怠感與提

高組織績效。領導卓越的校長會運用激勵方式，來維持學校成員高度的工作動機與服務

熱忱並引導學校成員邁進學校願景。 

啟發學校成員才智：校長要做到「知人善任」與「適才適用」，並成功啟發學校成員才

智，能夠讓學校成員多元思考，提昇學校成員的宏觀思考，也能讓學校成員達到自我實

現境界。 

教學領導 

教學領導（instructional leadership）是指校長直接協助教師教學、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發

展、進行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以及帶動教師從事行動研究過程中，對於教學方法、課程設計、

課程實施、和課程評鑑提供支持與引導，以幫助教師有效教學和提升學生學習效果。教學

領導的分層面包括： 

培養校長教學知能：校長本身必須具備優良的教學知能，才能瞭解教師教學的問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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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專業的協助與建議。因此校長仍需持續不斷學習新的教學知識與方式，要「溫故」

也要「知新」，如此才能成功教導學校教師，讓教師教學效能提升。 

定期舉辦教學觀摩：教學觀摩是指由「專家教師」示範高品質的教學，透過觀摩示範教

學，教師能比較其教學與專家教師的示範，以作為教學改進的參考。職是之故，校長應

該鼓勵學校教師定期舉辦教學觀摩或是教學作品發表，並邀請學校老師、外校教學經驗

豐富老師或是家長前來指導，可提昇教學效能與效益。 

實施教學視導：教學視導(instructional supervision)是指校長與資深教師，針對學校或教

師之教學措施進行系統性的視察與輔導，以提昇學校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效果的過程。

校長更要扮演催化者與協助者角色，促使老師的教育專業能力持續提昇與教學效能不斷

精進。 

課程領導 

課程領導（curriculum leadership）係指在課程發展過程中，學校課程領導者（校長）在既

有課程政策與學校課程發展過程中，依據其個人對課程之理念、學校內外在條件與因素，

透過與學校教育合夥人如教師、行政人員、家長、社區人士、學者專家等的合作，進行完

備的領導歷程，對於教學方法、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和課程評鑑提供支持與引導、以幫助

教師有效教學和提升學生學習效果。課程領導的分層面包括： 

培養課程統整規劃能力：校長必須是課程領導者，本身除了要具備課程知能之外，也要

發揮領導的功能，去塑造教師間相互溝通與對話的環境與機會，以利教師能夠進行有效

的課程決定。因此，校長要有課程統整能力涵養，才能鼓勵與支持教師進行課程統整來

教導知識給學生。 

進行課程研究發展：課程實施一段時間之後，必須要進行修正與更新，才能因應社會變

遷與符合學生需求。課程研究發展是指對於課程實施歷程與結果需要進行有系統、深入

與客觀之探究，並將研究結果作為課程修正的基礎和更新課程內容的依據，以提供學生

優質學習內容。 

實施課程評鑑：課程實施一段時日之後，必須要透過課程評鑑才能瞭解課程的優劣情況，

以作為未來改進與革新之參考依據。校長應該鼓勵教師成為課程評鑑的參與者、研究者、

實踐者、回饋者與後設評鑑者。 

道德領導 

道德領導（Moral leadership）係指以道德權威做為基礎的領導，運用責任感與義務感來激

勵成員，冀求成員也能以正義感與責任感來辦事做回應，真心努力完成組織目標。道德領

導的分層面包括： 

言行一致身體力行：校長在領導學校成員時，不能只是空談，要身體力行，成為一個良

好的示範者，讓學校組織成員，目睹到身為校長的作為。 

關懐弱勢不落人後：關懷是道德的基石，所以校長除了要努力達成學校願景外，也要關

心與照料學校成員的需要與福祉。除此之外，對於社會弱勢族群也要提供協助，引導學

校師生一起去關懷弱勢，讓學校對社會做出貢獻。 

以身作則樹立典範：校長能以身作則，才能夠發揮示範作用樹立典範，感召學校成員努

力奉獻學校。因此，校長要避免利益團體關說、要遠離酒色財氣、拒絕廠商賄賂，以及

堅守教育中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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