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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知識管理態度、因素與學校效能之研究— 

以嘉義縣市國民小學為例 

摘要 

本研究基於：1.處於知識爆炸的時代的教育人員需要對知識進行知識管理；

2.知識管理和學校效能具有密切的關係；3.知識管理是提升學校效能的重要手

段。在上述研究動機之下，本研究有主要有四個研究目的：1.了解國民小學的知

識管理態度、因素與學校效能現況；2.探討知識管理態度、因素與學校效能的相

關；3.探討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的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態度、因素的預測力；4.

探討知識管理態度、因素對於學校效能的預測力。為了達成上述目的，本研究以

嘉義縣市的教育人員為對象，採用多階段抽樣法進行樣本的選擇。然後，設計「國

民小學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問卷，針對嘉義縣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

進行調查研究。 

本研究的結論如下：1.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的知識管理態度以知識應用最好，

但知識分享較低落；2.國民小學的知識管理因素中以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層

面表現最好，但評核層面則較低落；3.國民小學的學校效能中以校長效能層面最

佳，家長效能層面表現不理想；4.知識管理態度與學校效能的相關，以知識應用

和家長效能的相關最高；5.知識管理因素與學校效能的相關，以領導與策略和行

政效能的相關最高；6.知識管理態度與知識管理因素的相關，以知識創新和領導

與策略的相關最高；7.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態度、因素的預測力極低；8.知識

管理態度對學校效能預測，以知識取得層面最具有預測力；9.知識管理因素對學

校效能的預測，以領導與策略層面最具有預測力；10.知識管理因素比知識管理

態度更能預測學校效能。 
 

 

 

     關鍵詞：知識管理態度、知識管理因素、學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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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以嘉義縣市國小教育人員為對象，探討其對知識管理態度、因素與

學校效能之關係。本章內容包括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名詞釋義、研究範

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本研究的動機主要基於 1.處於知識爆炸時代的教育人員需要對知識進行知

識管理；2.知識管理和學校效能具有密切的關係；3.知識管理是提升學校效能的

重要手段，玆就上述三個動機分別說明如下： 

一、處於知識爆炸時代的教育人員需要對知識進行知識管理 

現代的教育人員「忙、盲、茫」，身處於廿一世紀知識爆炸的年代，由於

人類知識的快速成長，加上網際網路的高度發展，知識已成為一種新的資產，此

時誰掌握新的知識，誰就掌握優勢。此外，未來社會將是知識社會、高度競爭的

社會，知識成為關鍵的資源。知識社會的三項特徵是：無疆界、機動性高、失敗

與成功的可能性參半。教育或學習因此成為在知識社會存活與競爭的核心策略，

也是發揮知識經濟效益的重要途徑（教育部，民92）。由上述可知，教育人員所

處的外在環境已經產生巨大的改變，而要在這劇變的社會中維持競爭力，其中最

為關鍵的就是要能夠掌握新的知識。 

面對知識生產快速的社會，學校的教育人員必須要能夠有效地對知識進行管

理，才能增進工作的效能。就學校的教師而言，教師的角色是一名「知識工作者」

（Knowledge Worker）教師的教學工作有很大的一部份是與知識有關，不論是傳

道、授業或解惑，都必須涉及大量知識與經驗的運用，而在進入資訊社會及面對

教育改革的同時，教師如何面對資訊爆炸或知識過期的問題，考驗著教師知識管

理的能力（馮建三，民88）。就學校的組長、主任、校長而言，這些人涉入學校

行政工作的程度不一，但是都是和學校的行政工作有比較直接的關係。這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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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行政人員，面對知識已成為個人與組織的生存與競爭之重要資產的外在環境，

本身必須自我調適，以克服知識經濟所出現的挑戰，必須要透過有效的知識管

理，助長學校組織學習與快速革新，以及學校人員不斷學習與專業成長，因此國

民小學的行政人員對於如何增進並強化自身知識管理知能，以提昇學校效能，不

僅責無旁貸且屬當務之急。 

因此，在知識爆炸時代的學校校長、主任、組長、教師，更有「知識工作

者」的時代任務。所以，這些學校的教育人員對於知識管理知覺的深浅，乃成為

他們是否能夠在知識爆炸的時代中，有效進行知識管理的要件之一，此乃本研究

動機之一。 

二、知識管理和學校效能具有密切的關係 

目前國內已經有些研究者開始探討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例如

鄭曜忠（民90）、石遠誠（民92）、陳淑華（民92）、江照男（民92）、黃金木（民

92）、張順發（民92）、吳國基（民93）、施東陽（民93）等人的研究，在這些研

究中主要是以某一縣市、某一區域的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而其結果顯示：1.

學校行政主管知識管理態度與學校效能整體面呈現正相關，亦即學校行政主管知

識管理態度愈佳，則學校效能愈佳；2.知識管理整體運作得分愈高者，愈能有效

提升學校效能感；3.學校知識管理運作整體及各層面，與學校效能整體及各層面

之間具有正相關，學校知識管理的情形愈佳，則學校效能愈佳；4.知識管理對學

校效能具有預測力。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發現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之間具有密切的

關係。 

此外，在推動知識管理與學校行政革新方面，廖春文（民91）認為知識管

理在學校行政的實際應用如下：1.加強在職進修的教育訓練，培養學校同仁知識

管理之技巧；2.善用時代高新的資訊科技，增進學校同仁知識轉化之能力；3..

建構知識導向的學習組織，提高學校同仁知識的生產能量；4.建立多元暢通的溝

通管道，鼓勵學校同仁進行知識的分享；5.營造自由開放的組織氣氛，形塑激發

創新的學校組織文化；6.有效發揮知識領導的功能，因應知識經濟時代的變革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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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7.應用全方位知識管理策略，促進學校行政整體效能的提昇。由上述可發現

知識管理可促進行政革新，並因此而提升學校效能。 

從以上學位論文的相關研究，以及學者對於知識管理在實際上對於學校行

政革新的促進，知識管理在理論上和實務上都和學校行政效能具有密切的關係。

但是知識管理和學校效能的關係，是否也能在本研究中的嘉義縣市教育人員中獲

得證實？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二。 

三、知識管理是提升學校效能的重要手段 

現代社會結構日趨複雜，資訊科技快速發達，知識領域不斷擴充，教育生

態為之丕變，學校誠難再以過去的組織與運作方式來因應急速變遷的社會。是

以，學校應對內外環境的變動過程詳加考察，隨時掌握最新資訊，並發展永續的

應變機制，方能提昇學校的效能（高博銓，民88）。而提升學校效能，不能只靠

口號，必須採取行動，處在知識經濟的時代裡，「知識管理」應該是增進學校效

能的良方，因為學校具有高素質的人力，而且又具有知識傳播和創新的本質，如

果學校能夠結合本身的「人力」和「物力」，有效推動知識管理，則學校將更能

發揮無形知識的價值，讓學生得到更多有用的知識（吳清山，民90）。  

有關學校效能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60 年代初期。強調教育成敗攸關國

家未來的命運。是故，有關學校效能的研究，是當前教育研究的重要課題。教育

先進國家美國曾大量投資教育改革，但到了八十年代，學生的表現素質仍然不斷

下降，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人們開始強烈要求提高學校效能，企求改善教育素

質(林金福，民81)。近年來，我國大幅投入國民教育費，但是學校效能能否隨著

提昇，是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探討的問題。此外，學校雖是一非營利組織，不同

於一般企業組織，但是學校行政組織乃一扮演教學品質及行政效能提升之控制因

素，有其基本的組織結構及行政運作方式。司徒達賢（民88）亦認為，構成組織

具有長期競爭優勢的條件，乃在於組織內部的創新與學習。因此，透過知識管理

模式，結合學習型組織，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造就成富有競爭力、高效能的組

織。因此，如何將一切知識加以管理及有效地運用或轉換成知識，將是學校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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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競爭力之重要評鑑因素。為此，學校行政運作是否可透過「知識管理」的理

念，縮短學校行政運作之流程，進而提升學校組織效能，實值得進一步研究，此

乃，本研究動機之三。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茲將本研究的目的敘述如下︰1.了解國民小學的知識管

理態度、因素與學校效能現況；2.探討知識管理態度、因素與學校效能的相關；

3.探討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的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態度、因素的預測力；4.探討

知識管理態度、因素對於學校效能的預測力。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研究者為了達成本研究的第一、二、三、四個研究目的，研究者根據文獻分

析的結果，設計「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問卷，調查嘉義縣

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以了解他們對於知識管理的態度、因素現況，以及知識管

理態度、學校知識管理因素和學校效能的關聯，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態度、因

素的預測力，知識管理態度、因素對於學校效能的預測力。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知識管理 

知識管理是指個人為了將所擁有的知識加以管理，所進行的系列活動，這

些活動包括知識取得、知識分享、知識累積、知識應用、知識創新等。「知識取

得」是指知識的取得必須藉由過去工作經驗、實作、或自外界引進技術，以獲取

學習所需要的知識。「知識分享」是指透過「薪火相傳」與「經驗傳承」進行知

識分享。「知識累積」是指透過知識萃取、擴散、機構化方式蓄積組織中的核心

資源的一種方式。「知識應用」是指教育工作者將日常生活創新的成果，以及在

工作與生活中所學習的知識，積極地在工作、學習、決策、生活等方面使用這些

知識，進而解決所面臨的問題，從而提升學習或工作上的效率。「知識創新」是

指個人為了解決工作上的阻礙，進而修正、改良原有的觀念，或者發明新的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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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其符合現在或未來潛在的需要。 

貳、 知識管理因素 

本研究所指的知識管理因素係指會影響知識管理的因素，這些因素是推動

知識管理不可或缺的，這些促動因子對於知識管理具有推波助瀾的效果，而本研

究的知識管理因素包括了「領導與策略」、「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組織文

化」、「評核」。 

參、學校效能 

學校效能乃學校為達成教育目標，經由學校中的校長、行政人員、教師、

學生、家長等五方面效能，依照學校所設定的目標發揮各方面的效能，促進行政

績效與學校永續發展的程度（石遠誠，民92）。本研究之學校效能係以研究者基

於校長效能、行政人員效能、教師效能、學生效能、家長效能等五方面，自編之

「學校效能量表」所得分數為代表，分數越高代表學校效能越好。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就研究地區而言，本研究係以嘉義縣市之公立國民小學為取樣範圍，不包含

私立學校。就研究對象而言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嘉義縣市公立國民小學之教師，

包括校長、教師兼主任（組長）、級任導師、科任教師等。 

貳、研究限制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與經費，所以嘉義縣市之公立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為研究

對象，因此研究結果無法推論至其他地區縣市。此外，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法實

施，其優點在於對相關主題做適當推論，然因研究者無法對填答的情境加以控制

與受試者對問題不瞭解時，給於當面澄清解釋。因此，均可能導致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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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目的在探討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的理論基礎，並分析國內

外學者對於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準此，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探

討知識管理的主要內涵，第二節，探討學校效能的理論與相關研究，第三節，探

討知識管理態度、因素與學校效能的關係，茲就上述順序分別探討如下： 

第一節  知識管理的主要內涵 

本節主要從幾個方面探討知識管理的重要內涵：1.知識意義、分類、特質

與功能：主要在於釐清和知識有關的概念；2.知識管理的重要內涵：探討知識

管理的涵義、學派以及知識管理的主要活動與構面。茲就上述的順序分別說明如

下： 

壹、知識的意義、分類、特質與功能 

一、知識的意義  

在日常生活中，資料、資訊以及知識經常被視為同等概念，但實際上是有

差異的。此外，這三個名詞是有相互的關連而且也容易讓人混淆，因此需要進一

步澄清其意義。所謂資料是指一些有關於某一事件的分散、客觀的事實，並沒有

涉入有關的判斷、觀點或者是背景脈絡，例如人事資料、售貨資料等；資訊是指

以文件、視覺或聽覺的傳播工具傳達的訊息，這些訊息是經由資料的轉換得來

的，而其方法包括了脈絡化、歸類、計算、更正、壓縮等；知識的概念通常比資

料和資訊更為廣泛與深入，知識是透過比較、評估、連結、對話、分析、整合、

重組等方式將資訊轉變為之後，就成為所謂的知識（Burton-Jones,1999;Davenport 

& Prusak,1998）。 

首先就「知識」的意義而言，知識本身是一個極為複雜的概念，同時

其內涵也包羅萬象，因此，有關知識涵義的文獻也相當多。Davenport& Prusk

（1998）認為知識是一個流動的綜合體，它包含了結構化的經驗、價值、背景資

訊以及專家的洞見，能作為評估及整合新經驗與資訊的架構。Huse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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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man（1999）認為知識是潛藏在經驗、真理、判斷、機構與價值中的訊息，

這種獨特的連結可以讓個人與組織評估新的情境與管理變革。Hansson（2002）

認為知識是一種混和性的概念，它包含的主觀與客觀的兩種要素，第一種是屬於

主觀的要素，認為知識是一種信念，知識如果不為人所相信就不算是知識；第二

種是屬於客觀的要素，正確的信念才可稱為知識，而且知識本身必需經過證實才

算是知識。Tulloch（1997）認為知識是個人從經驗、事實、事物等，深入瞭

解之後所獲的總和。綜合以上對於知識的分類和知識涵義的探討，本研究的知

識定義範圍主要以公共性知識為主包括了事實性知識、概念性知識、原理和規

律的知識、技能的知識等以及個人生活中所獲得的知識。 

二、知識的分類 

就知識的分類而言，由於學者看法的差異而有不同的類別，目前的區

分方法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和五分法。就二分法而言，Nonaka & 

Takeuchi（1995）認為知識可分為內隱知識（tacit knowledge）和外顯知識

（explicit knowledge）兩類，內隱知識是指主觀知識，是屬於個人的而且和

特別的情境有關，同時比較難以形式化和溝通的，即是個人所擁有卻無法

輕易描述的技能、經驗、價值觀等；外顯知識為客觀的知識，是可以形式

化、制度化和語言傳遞的知識，即是可以訴諸文字、傳授他人的技能和客

觀事實等。know-what 和 know-why 是屬於顯性的知識，而 know-how 和

know-who是隱性的知識。而 Sallis & Jones（2002）則進一步指出內隱知識

和外顯知識的特徵，內隱知識的特徵包括：1.內隱知識是有關於知道如何做

的知識（程序性的知識）；2.內隱知識是社會建構的知識；3.內隱知識有兩

個部分，即是技術性的知識以及認知的知識；4.內隱知識包含了組織相傳的

知識；5.內隱知識存在人們腦海中；6.內隱知識是精於某一技能的專家知

識；7.內隱知識包含了價值、洞見、預感、偏見、感覺、想像、象徵以及信

念等；8.內隱知識可能是渾沌的；9.內隱知識難以編碼以及儲存在資料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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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網路中；10.內隱知識通常難以溝通和分享；11.內隱知識是很有價值的，

經驗與學習是隱性知識的豐富來源。外顯知識的特徵包括：1.外顯知識是有

關於事實與原理的知識（陳述性知識）；2.外顯知識是一種客觀以及正規的

知識；3.外顯知識是一種有形的知識；4.外顯知識是能夠編碼的知識；5.外

顯知識是意識容易取得的知識；6.外顯知識容易和資料庫與網路連結；7.外

顯知識容易藉由信件、電子郵件、以及網路等方式和他人進行溝通與轉換。 

就三分法而言，Holsapple & Joshi（2002）將知識的類別分為三類：1.

描述性知識：此一知識通常稱為資訊，用於描述某些世界的狀態，例如對

於世界的過去、現在的描述與未來的預測，而其陳述所用的資料類型從原

始的資料到結構性的資訊；2.程序性的知識：此一知識是有關於如何做的知

識，包括了如何做的過程與技術；3.理論的知識：此一知識是指在特定情境

中驗證導致的結果，例如因果原則、關係等。 

就四分法而言，Lundvall & Johnson（1994）、OECD（1996）將知識

分為四類：1.事實的知識（know- what）：人類對於某些事實的基本認識，

這類的知識接近「資訊」的意義；2.原理和規律的知識（know-why）：對

某些事件發生原因和規律的認識；3.技能的知識（know-how）：指能夠做

某些事情的技能與能力；4.知道誰去做的知識（know-who）：知道「誰知

道什麼」、「誰知道如何做」。而 Wiig（1994）則將知識類型、形式將知

識分為四種類型以及三種形式的知識其關係如表 2-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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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知識的形式與類型 

       類型 
 
形式 

事實性知識：

事實、資料、

已知因果關係

概念性知識：

展望、概念、

型態 

期望性知識：

判斷、假設、

期望 

方法性知識：

推理、策略、

方法 
公共性知識 教 科 書 內 知

識、數學模式

一 般 性 的 觀

念、概念和看

法 

一般性的工作

假設和意義 
教室中教授的

方法和策略 

分享專門性知

識 
有關它為何和

如何做的專門

性了解 

有關複雜情境

的專家概念、

看法和綜觀 

對有限了解情

境的專家判斷

和期望 

探查、分析、

綜合和管理的

專家策略 
個別性知識 個人的觀察、

資訊和對操作

過程的了解 

以私人立場由

單一或多元角

度對情境的看

法 

個人的價值判

斷、期望、信

念和迷思 

有關做什麼、

如何進行和達

成結論的直覺

想法 

 資料來源：（Wiig,1994:260） 

Lam（2002）從隱性、外顯知識以及個人與集體的面向，將知識分為

四類：1.抽象的知識：這種知識是屬於個人的外顯知識，主要是依賴個人的

概念技能與認知能力所獲得的，它是一種正規、抽象或理論的知識。這種

知識主要是經由閱讀書籍或者在正規教育中或獲得，抽象的知識在西方的

文化中享有特殊的社會地位；2.具體的知識：這種知識屬於行動、實踐取向

的個人隱性知識，它是從經驗中學習的知識，以及以師徒關係為基礎所接

受的訓練。具體知識的脈絡是特定的，它是一種和實際問題解決經驗有關

的特定知識；3.編碼的知識：這是屬於組織中共享的集體外顯知識，經由書

面的規則、程序以及正式的資訊體系來傳遞；4.深藏於組織的知識：這種知

識是集體的隱性知識，它建立在日常活動、習慣以及規範中，不容易轉換

成為資訊體系。此一知識的生產是經由不同的組織成員間的社會互動，以

及受到共享的文化規範支持下所產生的。  

就五分法而言，Machlup（1980）將知識分為五類：1.實用的知識：在

人們工作中、決策以及行動中使用的知識，這些知識可分為專業的知識、

商業的知識、工人的知識、政治的知識、家務的知識以及其它實用的知識；

2.知識份子的知識：此一知識在滿足人們知識上的好奇心，博雅教育、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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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科學的學習、一般的文化都是屬於這一類的；3.閒聊與娛樂的知識：此一

知識在滿足人們非知性的好奇心，或是想要輕鬆的娛樂與情感的刺激，這

類知識包括了地方性的流言蜚語、犯罪與意外的新聞、輕鬆的小說、故事、

笑話、遊戲等；4.精神的知識：有關於上帝的宗教知識以及如何拯救靈魂的

方式；5.非必要性的知識：個人興趣之外的事，經常是意外獲得、漫無目的

保留下來的知識。 

三、知識的特質與功能 

就知識的特質而言，知識具有三項特質：1.無實體性：知識產業與傳統產業

最大的不同在於知識產業的產品是無形的，所以知識的最根本的特質為無體

性；2.累積性：知識的另一個特色是累積性。雖然知識如資本般有折舊與過

時問題，甚至於會流失，但是知識可循前人及自己的成就而加以增益，故

知識有累積性；3.共享性：知識在創造公開之後，為大眾所共享，成為社會

公共財，不同於其它具有稀少性的資源（陳信宏，民 89；劉克智、董安琪，

民 90）。許士軍（民 90）從生產要素的觀點指出知識的特性為：1.知識不

會因為被使用過而減少或損失；2.知識在運用後，本身可以衍生更新、更多

的知識；3.知識可以外顯和內隱的方式存在；4.知識有理性和感性的成分；

5.儘管知識十分個人化，但是也可以發展出屬於組織的專有知識。 

就知識的功能而言，經濟學鼻祖 Adam Smith 之巨著「國富論」早在

1776 年問世時，就指出技術進步(代表知識累積)對促進經濟成長的貢獻。新

古典經濟學派大師 Alfred Marshall 在 1890 年亦指出，知識擴散與進步，可

以促進新方法與新設備之使用，提高勞動和資本的應用能力。而人類技術

與知識的不斷創新、累積與應用，乃是勞動生產力持續提升，以及經濟持

續成長的重要來源 (邱秋瑩，民 90)。Drucker（1998）指出知識在社會不同

發展階段皆有其特殊的功能，在第一階段的工業革命中，知識被用於工具、

工藝以及產品的製造，並且創造了工業革命；在第二階段的生產力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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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在新的意義上開始應用於勞動，於是產生了生產力革命，這場革命將

無產階級轉變成接近上層階級收入的中產階級；在第三階段的管理革命

中，知識開始應用於自身，知識現在已快速地成為生產的一個要素，與勞

動和資本要素並列。 

貳、知識管理的重要內涵 

首先就其和知識經濟的關係而言，在知識經濟的社會中，知識管理是

一個經常被提出的名詞，而知識管理的受重視，和當代是一個以知識為基

礎的新經濟運作模式有關。另外，在知識經濟時代中，知識是促進經濟發

展的重要因素，而知識管理則是促進知識經濟永續發展的的核心要素，所

以有系統的知識管理則成為知識經濟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另外，就知識管理和終身學習的關係而言，吳明烈（民 93）指出知識

管理和終身學習的關係包括三個方面：1.終身學習培養個人與組織的知識管

理能力：個人與組織如果要進行有效的知識管理，需要透過繼續學習的途

徑；2.知識管理增進終身學習的內涵與效率：知識管理所涉及的方法、策略

與途徑，可以作為終身學習的內涵，而個人與組織如果能運用知識管理，

將有助於終身學習效率的提升；3.終身學習與知識管理相輔相成：個人與組

織透過終身學習，可以不斷地獲得知識、累積知識及擴散知識，進而有效

運用知識與創造知識，而知識管理能力的培養，應為個人終身學習的重要

內涵。因此，終身學習與知識管理相輔相成，缺一不可。由上述可知，知

識管理和知識經濟、終身學習有著密切的關係，因此，以下研究者分別就

知識管理的涵義、知識管理的要素分別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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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識管理的涵義 

目前有關知識管理涵義的解釋很多，無法完全將所有的相關解釋條列出

來，因此，本研究僅選取和本研究對象有關的解釋，並加以綜合成為本研究知識

管理的涵義，本研究所整理的知識管理涵義如表 2-2所示： 

表 2-2  知識管理的涵義彙整表 

主張者 年代 知識管理的定義 
Torraco 1999 知識管理乃是創造、掌握、並運用知識，以促進組織表現的作

為。 
Rastogi 2000 知識管理是指個人和群體為了達成其所欲追求的目標，所進行

的協調組織整體的活動，以探究、創造、儲存、分享、流通、

和配置知識的系統性和整合性的歷程。 
Hoven 2001 對於組織中所知覺、發現和習得知識的專業行政管理，經由收

集、統整、組織、分析和分享組織的知識，使知識能夠運用，

並採取有效的行動，以達成組織的目標。 
Petrides 
&Guiney 

2002 知識管理著重於鼓勵人們重視和知識的創造、擷取、組織與使

用有關的方法。 
Sandars 2004 知識管理的過程主要包括了四個要素：知識的產生、知識的儲

存、知識的分配以及知識的應用。 
劉常勇 民 88 凡是有關於知識的清點、評估、監督、規劃、取得、學習、流

通、整合、保護、創新活動，並將知識視為資產加以管理，均

屬於知識管理的內容 
吳清山 民 90 知識管理是一種知識收集、整理、分析和創造的過程，使原有

的知識不斷地修正和持續產生新的知識，而且能將這些新舊知

識加以保存和累積使其有效地轉化為有系統、制度化的知識。

詹達權 民 92 個人和組織成員有意識、有系統地將組織內的資訊加以有效的

管理和整合，並且藉由知識的取得、儲存、分享與創新和運用，

來提升組織和個人的智慧。 
洪婉琪 民 93 藉由管理機制，將組織內外部的知識與經驗，有效地記錄、分

類、儲存、擴散與創新的過程。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以上學者對於知識管理的定義，比較偏重從組織的角度解釋知識管理，而

本研究則著重於從個人的角度看待知識管理。因此，本研究擷取知識管理的重要

內涵，從個人的角度將知識管理界定為：「知識管理是指個人為了將所擁有的知

識加以管理，所進行的系列活動，這些活動包括知識創造、累積、分享、運用、

取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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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識管理的學派 

知識管理的學派主要可分為兩派，即是組織理論學派與資訊科技學派，資

訊科技學派主張知識是由資訊系統內可辨別的物件所組成並可以加以控制、分類

編碼、轉換、以及儲存使用，認為資訊科技為知識管理問題之解決對策與關鍵要

素，所以專注於發展知識管理系統的軟、硬體，主要興趣是技術性問題，包括資

料倉儲、人工智慧、管理資訊系統等；組織理論學派則主張知識是一種媒介、成

果及集體資產，知識管理是動態過程，技術與專業知識都是不斷變動的，不相信

資訊科技可以解決一切問題，其立論基礎在於哲學、社會學、人類學、心理學及

組織行為學等，包含所有知識資本和社會資本的面向（Koenig & Srikantaiah,2000; 

Srikantaiah,2000）。 

Earl（2001）將知識管理分為三大學派：1.科技學派：此一學派主要植基於

資訊或管理科技，強調知識的編碼、建立聯結與使用知識的能力，關注的焦點在

於知識管理的科技、地圖、過程，而其目標在於建立知識庫、知識的引導、知識

的流通，主要的貢獻是建立知識庫系統、建立知識管理網路的大綱與目錄、建立

分享的資料庫；2.經濟學派：此一學派強調知識管理的商業化，企圖從知識與智

慧資本中獲得一些收益，因此他們關注的焦點在於收入，而知識的資產成為他們

的管理目標，這個學派的主要貢獻在於智慧資產的註冊與知識管理處理系統；3.

行為學派：此一學派主張組織要促進知識創造、分享、使用的行為，其並且強調

組織成員間的合作、組織的空間設計促進人與人的接觸以利知識的交換、喚起成

員對於價值創造的意識，他們關注的焦點包括組織的知識網絡、空間設計、成員

的心智，而其目的在於建立知識庫存、促進知識的交換、創造知識的能力，而其

主要的貢獻在於建立知識社群、產生接受與發表知識的工具。 

三、知識管理的核心活動 

知識管理是一種循序漸進的過程，就國內學者對於知識管理的活動內涵的

看法而言，劉淑娟（民 89）認為知識管理的內涵包括知識管理的過程及知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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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的促進因素，知識管理的過程包括「知識取得」、「知識分享」、「知識應用」與

「知識創新」。黃宗顯（民 91）綜合知識管理的文獻後，將知識管理的核心項目

歸納為：1.知識探究與獲取：知識管理方案具有目的導向，因此，知識管理必需

審慎評估組織及成員發展的願景及工作需求，進而探究與獲取所需的知識；2.

知識整理與儲存：對於探究和取得的知識，必需妥適加以整理和儲存，才能便於

組織成員萃取利用，才能較有效的蓄積組織的智慧財產；3.知識分享與流通：知

識管理致力於將組織內外部及個人與團體中的隱性知識外顯化，並將已有的顯性

知識系統化整理紀錄，使組織知識可以相互分享和流通；4.知識運用與創造：整

理儲存和分享流通知識，最終的目的在於利用知識，或利用已有的知識，創造新

的更具組織效用的知識。廖春文（民 90）將知識管理的主要構面分為：1.知識的

選取：知識的選擇或汲取，可以從生活、工作、學習過程中選取，也可以從過去

的經驗、他人的知識中選取；2.知識的儲存：知識儲存即為組織內部知識的累積，

以利組織知識的再使用，進而提高組織內部知識的槓桿效用；3.知識的分享：知

識唯有透過交流才能不斷發展，也只有不斷使用才能增值；4.知識的應用：知識

的應用可以改善組織的作業流程，改變個人的思想、觀念和態度等；5.知識的創

新：組織知識創新是組織成員個體隱性知識與顯性知識闡釋轉化之互動。 

就國外學者對於知識管理活動的內涵而言，Wiig（1993）認為知識管理的

主要活動包括：1.創造；2.編輯和轉換；3.傳播；4.應用和價值的實現。Marquardt

（1996）認為知識管理的主要活動包括：1.獲得；2.創造；3.轉換和利用；4.儲存。

Beckman（1997）認為知識管理的主要活動為：1.確認知識；2.獲取知識；3.選擇

知識；4.貯存知識；5.分享知識；6.應用知識；7.創造知識；8.銷售知識。Holsapple 

& Joshi（2002）認為知識管理主要活動為：1.獲得知識；2.選擇知識；3.內在化

知識；4.使用知識；5.產生知識；6.外部化知識。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於知識

管理活動內涵的闡釋，知識管理的主要活動包括了知識取得、知識分享、知識儲

存、知識應用、知識創新。 

研究者綜合劉淑娟（民89）、黃宗顯（民91）、廖春文（民90）、吳宗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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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Wiig（1993）Marquardt（1996）、Beckman（1997）、Holsapple & Joshi

（2002）對於知識管理活動的看法，整體而言，這些國內外學者認為知識管理的

主要活動包括了知識取得、知識分享、知識累積、知識識應用、知識創新。這些

知識管理的核心活動， 彼此個關係如圖2-1所示： 

 
 
 
 
 
 
 
 
 
 

 
 
 

圖2-1  知識管理核心活動（研究者自行整理） 

知識管理

核心活動

知識 

累積 
知識

創新 

知識

分享
知識

應用 

知識

取得

在圖2-1的五項知識管理核心活動中，彼此的關係息息相關。個人在進行知

識管理的時候，首先需要從組織內部或外部取得知識，然後將這些知識加以篩

選、累積，再將這些個人所累積的知識應用在工作或生活中。而知識也要透過不

斷地交流分享，才能使知識的效果增值。最後，個人在無法取得外來知識，或者

所學知識無法應付目前困境時，個人需要進行知識創新以克服目前困境。而本

研究以此為架構，分別探討知識取得、知識累積、知識應用、知識分享、

知識創新活動的內涵。 

（一）知識取得 

知識管理需將組織內部原有的知識納入，因為這些知識存在於日常工作與行

動之中，有必要加以收集和整理，這是知識管理的第一步。至於組織的外部知識

也很重要，包括服務對象的資料、外在環境的變化、競爭對手的資料。所以知識

的取得為從組織的內部及外部，蒐集現有的資料及資訊的過程（吳清山，民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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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淑娟，民89）。 

Gilbert & Gordey-Hays(1996)認為當組織內缺乏某種知識時，便產生所謂「知

識的落差」（knowledge gap），因此，便必須將知識引進或移轉進來。因此其提

出知識移轉的五階段模式：1.獲取（acquisition）：在知識移轉前，組織或個人

對知識的獲取管道，其方式可藉由過去工作經驗、向他人學習、從個人獲取新知

識或經由不斷的通訊搜尋過程中取得。 2.溝通（communication）：有效知識移

轉的機會之發揮，不論是透過口頭言語或書面上，皆必須建立在順暢的溝通管道

上。 3.應用（application）：獲取知識的目的在於應用知識，進一步鼓勵組織學

習，組織的學習主要的目的乃在於應用所獲取的知識。4.接受（acceptance）： 組

織內由高層主管階級探討所獲得的新知識，促使下層部屬接受此一新知識，不過

由於此一階段並未讓下層部屬共同參與知識的探討，僅被動的接受主管的指示，

未能完全了解與吸收。5.同化（assimilation）：根據Gilbert&Gordey-Hays（1996）

的看法，同化乃指「知識創造」的過程，亦指知識應用與省思的結果，並將此結

果轉變成組織運作的規則。  

Leonard-Barton（1995）認為所有的知識不ㄧ定全部要自行研發，如果組織

外部已有發展成熟完整且符合組織需求的技術知識，其實不妨由外部引入知識。

故企業組織應從思考組織內部「能力落差」的問題著手。換言之，也就必須考量

組織內所提供的技術及策略上是否與實際需求的技術有所差距，而後思考如何從

外部取得所需要的知識技術（王美音，民 87）。知識的選取可以從生活、工作、

學習過程中選取，也可以經由過去的經驗、他人的知識中選取，而所選取的知識

類別，則包括了稀少性知識、有關他人的知識、行為表現的知識以及任務取向的

知識（廖春文，民 90）。知識取得的方式會因知識種類的不同而有所區別，內隱

知識主要透過觀察、模仿和練習來獲得；外顯知識則是要利用可見的文件等方式

來取得知識（Nonaka & Takeuchi,1995）。Galbreath（2000）認為知識選取的內涵

包括：1.數位資料（digital data）：從網頁、資料庫、光碟等獲取資料；2.非數位

資料（non-digital data）：從課堂筆記、研究報告、期刊雜誌等所獲取的資訊。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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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上有關知識擷取的方法、來源和內容，研究者認為擷取知識能力之下的核心

技能包括：1.從個人過去的經驗中汲取知識的技能；2.從表現傑出的同學中汲取

知識的技能；3.從數位資料（如教育性光碟等）中汲取所需知識的技能；4.從印

刷品資料（如書本、報紙等）中汲取所需知識的技能。 

（二）知識分享 

Hendriks（1999）指出：知識分享是一種溝通，當組織成員向他人學習知識

時，就是在分享他人的知識，而「知識接收者」必須有重建（reconstruction）的

行為。因此，知識分享牽涉兩個主體：1.知識擁有者：必須有心或願意以演講、

著作、行為或其他方式與他人進行知識的溝通。2.知識需求者：必須能夠以模仿、

傾聽或閱讀等方式來認知、理解這些知識。就知識分享的方式而言，劉淑娟（民

89）指出知識分享的方式有以下三種：1.對話：較為單純也最常被使用，傳遞的

對象只有參與對話的少數成員，在完成對話的同時也完成知識分享；2.文字：知

識可以藉由文字加以保存，然而知識的快速發展使得印刷出版品大量增加，以致

於增加搜尋的困難，必須藉由資訊科技解決這樣的問題；3.資訊科技與網路：大

部分的知識可藉由分類與編撰，轉換至資訊系統，藉由網路傳遞，使得知識的傳

播數量與速度大量增加。Davenport & Prusak（1998）亦提出如何促進公司知識

分享的方式，諸如：1.茶水間與談話室：讓員工有交流自由空間，鼓勵創意的知

識分享與融合；2.知識展覽會：員工有機會對其他部門展示自己的知識，促進彼

此交流；3.錄影帶、師徒制：有助於內隱知識的移轉與分享。除了上述學者的所

提的方式之外，在學校組織中，知識的分享可以透過網路、社群、資料庫、圖書

雜誌及正式或非正式的觀摩、閒聊等進行。 

知識分享的技術主要包括了：1.面對面的互動，經由人際關係的互動而分享

知識；2.混合的方式：這種知識分享包含了面對面的互動以及在虛擬的情境中進

行知識分享；3.虛擬情境：在網路的論壇中分享知識（Liebowitz,2002）。網際網

路的發達之後，網路就成為知識分享重要的工具，許多的組織運用了網路支援資

訊與知識的創造與分享，並且建構了網路知識分享的架構與體系，藉由此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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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相關的訊息與知識、傳送有關新知的電子郵件、針對知識的儲存加以組織以

促進知識分享（Seokwoo,2002）。 

（三）知識累積 

吳清山（民90）認為知識管理需將組織內部原有的知識納入，因為這些知

識存在於日常工作與行動之中，有必要加以收集和整理，這是知識管理的第一

步。知識累積可分為知識整理和知識累積，譚大純（民88）認為許多知識的結構

性程度很高，可以用語言、文字、圖形等名文化的形式儲存，使其成為組織記憶。

這些方式包括運用資訊科技如：資料庫、管理資訊系統、網路等；以及撰寫手冊、

工作說明書、操作程序等，以便將知識具體展現出來，以供組織其他成員參考。

江明修、蔡勝男（民91）認為在知識累積的過程所需要採用的方法包括文件管理、

檔案管理、建立知識庫等。知識整理的目的是在於將組織成員過去的經驗及外部

移轉進來的知識，以具體化的方式彙整成組織有用的知識。在彙整知識的過程中

最重要的機制在於「標準化」，亦即組織可以透過共同的知識，例如：文字、語

言、組織專門知識等方式予以整合（張淑萍，民89）。 

陳世彬（民 90）指出知識累積管理之方式，可大致分成三類型。第一是以

資訊科技為方式，亦即強調資料庫、管理資訊系統等方式為儲存知識的工具。第

二類是藉由知識之專家或個人記憶知識，類似中國人所說稱「家有一寶、如有一

寶」。第三類則存在於組織本身，包括組織結構、產品產物、工作活動之中。

Bonora & Revang（1991）以知識累積方式和知識的協調程度作為知識累積的兩

個構面，這兩個構面分別為：1.知識累積的方式：知識累積的方式可機械式與有

機式，機械式是指客觀的知識，有機式是指個人的、主觀的知識；2.知識協調的

程度：知識協調的程度可分為整合及分散的，分散是儲存在在個人，整合則是儲

存在團體。1.有機的、整合的：以團隊及專案小組為核心，個人知識的可取得性

較高，並藉著合作方式取得效果；2.機械的、整合的：以科層體制為核心，藉由

制定作業規章、成文的標準或手冊等儲存組織的知識；3.機械的、分散的：以文

件和檔案為核心；4.以獨立的專業人士為中心，知識不僅是有機的，而且是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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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個人化的，而知識存在個人的身上。 

 

 

 
整合 

 

機械官僚 

公文、檔案 個人：專業人士 

專案團隊 

有機式 

 

 

 

機械式  

 

 

 

 

分散  

圖2-2：知識累積的方法（Bonora & Revang,1991:121） 

（四）知識應用 

在《莊子．天道篇》中，有位工匠告訴齊桓公令人深省的話：「工匠技藝

的精髓無法完全傳授予其子，這技術只能體會而無法言傳；同理可知，我們所研

讀之經書與聖哲達理，亦須經由實際驗證的程序，才有可能展現其道理。」（傅

佩榮，民91）。這是從個人的角度說明，一個飽讀詩書的人，如果未能將所學的

知識加以應用，那這知識就無法彰顯其道理。從組織的角度而言，Spender(1992)

指出：公司從事知識管理，不僅強調組織知識的取得，更強調知識的應用。基本

上， 知識應用層面都與組織學習有關。知識管理過程經由知識「取得」與「分

享」之後， 現在開始要將外顯知識運用到成果與效率的問題（Coates, 1999）。

翁靜柏（民91）指出知識的取得，貴在應用，而且要讓整個組織中，在有需要時，

均可垂手可得。如果能妥善分享、應用現有知識，可以替組織省下許多成本，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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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員不會犯重複的錯誤，也不須浪費時間摸索。不過，知識工作存在於許多組

織情境中，只有好好的瞭解它們的特色，才能做好知識工作。就知識應用的結果

而言，劉淑娟（民89）從效率與效能說明知識應用的結果，就效能而言，知識應

用的結果是要順利完成某項事件；以效率而言，知識應用是要增加速度。 

（五）知識創新 

知識的轉化常會發生知識的創造。知識轉換發生的時機為個人或組織內缺乏

某種知識，也就是相較之下，產生知識的落差時，便需要將知識轉化進來，將組

織知識轉化為組織成員的知識，或組織中某成員知識轉換為另一成員的知識的過

程。知識轉化之目的在於使知識有效的在組織內部流動，促進知識能夠迅速分

享，以達到改善組織行事的能力，進而提昇組織競爭力（王如哲，民89；王淑懿，

民90；廖玉琳，民90）。 

Nonaka & Takeuchi (1995)指出知識的創造係由內隱知識與外顯知識之互動

而來，而內隱和外隱知識的互動以及個人與組織知識之間，將會形成四種主要的

知識轉換過程：1.共同化：由內隱到內隱：係藉由分享經驗從而達到創造內隱知

識的過程；2.外顯化：由內隱到外顯：係指透過隱喻、類比、觀念、假設或模式

等方式，將內隱知識表達為外顯觀點的過程；3.結合：由外顯到外顯：將觀念加

以系統化而形成知識體系的過程；4.內化：由外顯到內隱：內化是將外顯知識轉

換為內隱知識的過程。 

在知識轉化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將個人內隱知識轉化為外顯知識，使知識

能夠形成一種易於保存的書面文字和文件，便於知識的累積、利用與傳播，這種

轉化過程中能夠使組織中現有的知識都能夠傳遍給組織成員，幫助成員瞭解組織

中現有知識，有助於成員知識的互動和對組織的了解（吳清山，民90） 

知識創造則必須透過不同背景、觀點、動機的個體，豐富未經開發的內隱知

識，以成為組織知識創造的基礎；知識的創造層次方面，由個人，至團體，而至

組織，最後擴展到組織外。組織的功能主要在提供一個支援個人創造力的有利環

境，至於如何讓內隱知識與外顯知識互動則是知識創造的關鍵性因素（李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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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90）。組織的知識創造過程分成五個階段：分享內隱知識、創造觀念、確認觀

念、建立原型以及跨層次的知識擴展。其內涵闡述如下：1.分享內隱知識：內隱

知識主要透過經驗獲得，較無法訴諸言語。2.創造觀念：此階段為內隱知識與外

顯知識互動最頻繁的階段，相當於外化的階段。3.確認觀念：個人或小組所創造

出的新觀念必須在此一階段加以確認，包括決定新觀念對於組織甚至社會而言，

是否值得。4.建立原型：在此階段，經過確認的觀念將被轉化為較有形或具體的

原型。5.跨層次的知識擴展：新觀念經過創造、確認和模型化後會繼續前進，在

其他的本體論層次上發展成知識創造的循環。稱之為「跨層次的知識擴展」的互

動和螺旋過程（Nonaka ＆ Takeuchi, 1995）Uit Beijerse（1999）指出知識的創

新是需要時間與經驗的累積，等到累積至一定程度時，內心的「頓悟」過程即是

創新的發端。對個人而言，創造力的喜悅是激勵個人主動求知的因素之一。 

第二節  學校效能的主要內涵與相關研究 

教育為百年大計，教育的品質與績效是教育工作者和社會大眾所關心的重

點，其中與教育品質與績效最為相關者為學校效能。雖然學校效能已經有許多的

相關研究，但是為著研究上的需要，本研究仍須不畏繁瑣，將文獻中的學校效能

的涵義與重要內涵加以釐清，以作為本研究的理論基礎。因此，本節著重於探討

文獻中國內外學者對於學校效能的涵義、影響學校效能因素的相關研究。 

壹、學校效能的涵義 

吳清山（民87）認為「學校效能」乃是指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良好的績

效，包括學生學業成就、校長的領導、學校的氣氛、學習技巧和策略、學校文化

和價值，以及教職員發展等，因而能夠達成學校所預定的目標。劉春榮（民82）

認為學校效能是學校為達到教育目標、促進教學效果、強化行政效率、滿足師生

需求、促進教育成長及學生良好成就表現的預期結果。吳培源（民83）認為學校

效能的涵義可以歸納為學校為達成其教育目標所進行的方法、步驟或程度，亦即

學校目標與其實際成效符合的程度，它是由很多因素所形成的。沈翠蓮（民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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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學校效能是學校中校長、老師、家長、學生都能夠為完成教育目標及為達到

學校所預定的目標而努力，使學校獲致良好績效。張奕華（民86）提出學校效能

包括了行政運作效能、教師效能、以及學生效能等，惟欲達成彼等效能，則需透

過有計畫的方法與步驟之施行。學校經由計畫性、目標性、系統性的過程，達成

高品質的行政、教師、學生效能。  

張慶勳（民 85）認為學校效能是學校領導者運用領導策略，從學校外在環

境中獲取必要的資源，並統整學校組織靜態、心態、動態、生態的層面，經過學

校組織的運作，以達成學校目標與教職員工生等個人需求及增進學校組織的發

展。高義展（民87）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中校長、主任、教師能夠為完成學校

共同的教育願景，攜手合作共同策劃及努力，而使學校在教學品質、工作滿足、

學校氣氛、運作績效、及工作士氣均能獲致學校成員所訂定的理想期望與境界。

學校效能乃學校為達成教育目標，經由學校中的校長、行政人員、教師、學生、

家長等五方面效能，依照學校所設定的目標發揮各方面的效能，促進行政績效與

學校永續發展的程度（石遠誠，民92） 

蔡進雄（89）認為學校效能，指學校在教育目標的達成程度。它包括：行

政溝通、環境規劃、教師工作滿意、教師教學品質、學生行為表現，家長與學校

關係等方面的表現與達成程度。江志正（民89）認為學校效能乃指學校在各方面

均有良好的績效。而這樣的狀況是學校整合運用資源，並以積極之策略作為來達

到學校預定目標的結果。惟不論如何，其結果都不外反映在學校行政績效、教師

教學品質、學生成就表現及社區認同支持與滿意等方面。王文霖（民91）認為學

校組織效能是指學校在各方面的表現所能達成學校教育目標的程度，它包括學校

行政規劃、教師工作滿足、教師教學投入、家長與學校關係和課程安排與評量等。  

Barberio（1990）認為學校效能即學校培養學生以下各種能力的程度，包括

成就水準、積極的改態度、適應環境的能力、及處理問題的效力等。Levine & 

Lezotte（1990）認為學校效能是指學校在生產性的學校氣氛和文化、學生重要學

習技巧的獲得、適切地監視學生的進步、實用取向的教職員發展、傑出的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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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積極參與、有效教學的安排與實施、學生高度的期望與要求等各方面都能達

成目標。Wolfendale & Bastiani（2000）認為學校效能指的是學校運用現有的教

育資源，表現於學生學業成就和教師工作士氣的程度上。  

研究者歸納以上學校組織效能的意義，可知學校組織效能是指整合資源為

達成教育目標所進行的方法、過程、手段及結果。詳言之，學校組織效能旨在考

量為完成教育目標及達到所預定的計劃，在教學品質、工作滿意、組織氣氛、領

導效能與學生行為等方面，獲致和諧良好的成效。  

貳、學校效能內涵的相關研究 

一、國內學者的相關研究 

吳清山（民78）的研究指出的學校效能指標共有下列十項：1.學校環境規劃；

2.教師教學品質；3.學生紀律表現；4.學校行政溝通協調；5.學生學業表現；6.

教師工作滿足；7.學校課程安排；8.學校家長彼此關係；9.師生關係；10.校長領

導能力。劉春榮（民82）的研究發現指出，影響學校效能的因素包括：1.校長領

導；2.行政溝通；3.學習環境；4.課程與教學；5.學生行為之表現；6.學生學習表

現。江志正（民89）將各學者的學校效能研究發現歸納：1.行政服務績效：強勢

領導、明確的目標、高度的期望、良好的服務；2.教師專業品質：教師認真、投

入、滿意、團隊精神；3.學生成就表現：學習的參與投入、各學科的成就及情意

方面的表現；4.社區認同支持：表現在家長及社區民眾的認同、支持、參與、滿

足感協助等。侯世昌（民91）的研究指出學校效能的內涵包括：1.目標與計畫：

2.教師素質表現；3.教師工作滿意；4.校園規劃設施；5.校長領導；6.行政運作；

7.學生表現。李瑞娥（93）的研究指出學校效能的內涵包括：1.課程教學發展；

2.教師專業品質；3.行政績效表現；4.社區認同參與。 

 23



表2-3  學校效能內涵研究統整表 

研究者 研究對象 學校效能因素 研究方法 

吳清山 國小教師 學校環境規劃、教師教學品質、學生紀律表

現、學校行政溝通與協調、學生學業表現、

教師工作滿足、學校課程安排、學校與家長

彼此關係、師生關係、校長領導能力 

問卷調查 

劉春榮 國小教師 校長領導、行政溝通、學習環境、課程與教

學、學生行為之表現、學生學習表現 
問卷調查 

吳培源 高 中 校

長、教師 
計畫與目標、課程安排與評量、教學方法與

品質、環境規劃與設備、家長與學校的關係、

教師工作滿足、學生行為表現、學生學習表

現、師生關係、行政溝通與協調 

問卷調查 

江志正 國小教師 行政服務績效、教師專業品質、學生成就表

現、社區認同支持 
問卷調查 

侯世昌 國小教師
及家長 

目標與計畫、教師素質表現、教師工作滿意、

校園規劃設施、校長領導、行政運作、學生

表現 

問卷調查

與訪談 

李瑞娥 國小教師 課程教學發展、教師專業品質、行政績效表

現、社區認同參與 
問卷調查 

二、國外學者的相關研究 

Weber（1971）的研究發現，有效能的學校具有下列特徵：1.小的班級；2.

成就能力分組；3.教學品質良好；4.教師具專業地位；5.有充實的物質設備。

Edmonds（1979）綜合文獻和其研究成果，歸納六項學校效能因素：1.校長強有

力的領導，2.對學生抱有高度的期望，3.強調基本技巧，4.良好的秩序，5.有效的

運用教學時間，6.明訂課程進度和成績考核標準。Brookover & Lezotte（1979）

的研究發現，有效能學校與無效能學校的差異主要有下列幾項：1.重視基本閱讀

和教學目標的達成；2.相信所有的學生都能精熟基本技巧的目標；3.對於學生的

教育成就具有高度的期望；4.負起教導基本技巧的責任；5.花費更多的閱讀教學

時間；6.校長是一位教學的領導者；7.更能接受教師績效的觀念；8.能與家長保

持密切聯繫；9.教師能實施補償教育。 

就學校效能的特徵而言，Bedford(1988)統整1979 年至1984 年間學校效能

相關文獻指出，論述學校效能之重要內涵時，最常被提及者包括：校長的教學領

導、一個有秩序、和平且有目的的環境、高度期望的組織氣氛、全校的目標與目

 24



的、強調閱讀及教學等基本技能的班級活動、仔細地監控學生的進步以及社區與

家長的關注、支持及參與等。Mcdonald & Sheppard（1993）認為有效能的學校

應包括下列特徵：安全與井然有序的學校環境、明確的學校任務、實施教學領導、

高度期望、提供師生學習的機會、將多數的時問用來處理學生事務、經常監督學

生進步情形以及建立學校與家庭間之合作與和諧關係。有效的學校能達到普通任

務、傳導性學習氣氛強調學習等層面的目標。其中包括教學領導、清楚目標、分

享價值和信念的普通任務層面；學生投入和有責任感、物質環境、再認知和激勵、

積極的學生行為、父母和社區的投入及支援等傳導性學習氣氛層面；此外還包括

教學與課程的重視、教師發展等強調學習層面。 

Creemers（1996）提到早期效能研究的結果，確認一些因素和效能有關，他

們包括下列五個因素：1.強的教育領導，2.對學生成就高的期望，3.對基本技巧

的強調，4.一個安全且有秩序的氣氛，5.對學生的進步經常加以評鑑。Ubben, 

Hughes & Norris(2001)所提出的有效能學校架構中亦包括正向的組織氣氛、有秩

序的環境、清楚的目標、對學生抱持高度期望和家長支持學生的教育等學校效能

內涵。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校效能文獻探討之內容，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的需要，

將學校效能歸納為「校長效能」、「行政效能」、「教師效能」、「學生效能」、

「家長效能」等五個層面。 

第三節  知識管理態度、知識管理因素與學校效能 

的相關研究 

在相關文獻中，知識管理與知識管理因素都是可以提升組織效能的變項，

然而，在國內的文獻中，以探討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的研究居多，而探討知識管

理因素與學校效能相關的文獻極少。因此，本節的文獻探討中，在知識管理因素

部分，著重於知識管理因素的內涵。而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則探討目前有關知

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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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的相關研究 

推動知識管理有助於提升整體學校效能，就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的關係而

言，吳清山（民90）指出學校的組織必須力求再造與革新，以及管理和營運方式

的調整，才能突破現狀，追求卓越與效能。而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之間的強化，

必須透過行政領導、學校文化和基礎設備等介面的結合，才能建立彼此緊密的關

係。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的關係如圖2-3所示： 

 
知識管理 
1.資訊科技管理 
2.人力資源管理 
3.知識處理（收集、

整理、歸類、轉化、

創造、累積、利用）

介面 
1.行政領導 
2.學校文化 
3.基礎設備 

學校效能 
1.行政效能 
2.教師效能 
3.學生效能 
4.師生滿意 
5.家長滿意 
6.學校適應 

 

 

 

 

 

 

 

 

圖2-3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圖 
資料來源：吳清山（民90）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 

Stevenson（2001）指出知識管理對於學校學生學習的進步、持續品質改進、

和績效評量有所助益。要使學校中的行政效能、教師效能、學生效能以及社區資

源等層面，轉化為目標、策略與行動方案，學校中的校長與教師都要不斷地學習，

如果能應用知識管理的方法，從事資訊資源管理與人力資源管理，則有助於學校

組織增進其效能。 

鄭曜忠（民90）在探討高級中學行政主管知識管理態度，學校組織文化與

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中發現，學校行政主管知識管理態度與學校效能整體面呈現

正相關，亦即學校行政主管知識管理態度愈佳，則學校效能愈佳，其中以知識分

享與學校效能的相關性最高，以知識創新層面對學校效能整體層面及各層面（包

括校長的領導、教育目標與計劃、課程內容安排、成員素質與進修）皆具最高顯

著預測力。  

吳國基（民 93）以屏東縣公立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為取樣對象，探討國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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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校知識管理的運作與學校效能感的相關，其結果發現：1.就現況而言，國民

小學學校知識管理的運作及學校效能感整體上屬於中上程度。2.12班以上、市區

男性教師、51-55歲、教師兼組長者，所知覺學校知識管理的運作較佳。3.男性、

51-55 歲、教師兼行政者，所知覺學校效能感較佳。4.知識管理的運作愈好的學

校，其教師知覺也愈佳。5.知識管理整體運作得分愈高者，愈能有效提升學校效

能感。6.國民小學教育人員「背景變項」與「學校知識管理」對「學校效能感」

具有顯著的預測力；其中以「知識創新」層面，對整體學校效能感及各層面的預

測力最佳。 

施東陽（民 93）以中部的小學為對象，探討公立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學校

效能的關係，其結論如下：中部地區國民小學知識管理以「學校領導與分享成長」

層面的知覺最佳。中部地區國民小學學校效能以「校長領導」層面的知覺最高，

而「學生表現」層面的知覺較不理想。學校知識管理的情形愈佳，則學校效能愈

佳。男女教師在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的知覺上有顯著差異。年齡較大、服務年資

較長之教師，其所知覺的知識管理情況較佳。學校規模較小、創校年數中等的學

校，其所知覺的知識管理情況較佳。年齡較大、年資較長、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

其所知覺的學校效能情況較佳。學校規模大小對學校效能有不同的認知層面；創

校年數中等的學校對學校效能的知覺情況較佳。在教師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

及知識管理對學校效能的預測作用上，以知識管理最具有預測力。 

黃金木（民 92）針對雲林縣、嘉義縣市公立國民小學主任、組長、教師（含

科任教師）為調查對象，探討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知覺的現況、差異及

相關情形。結果發現如下：1.國民小學主任、組長、級任教師、科任教師，在知

識管理、學校效能之知覺頗高。2.年齡、服務年資、現任職務、創校歷史會造成

知識管理知覺的差異。3.年齡、服務年資、現任職務、學校規模、創校歷史會造

成學校效能知覺的差異。4.教育投入、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有中高度正相關。5.

教育投入、知識管理對學校效能具有良好的解釋力。 

張順發（民 92）以高雄縣、屏東縣、高雄市等高高屏地區三縣市公立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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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行政人員為研究對象，歸納出以下幾項結論：1.就現況而言，國民小學學校

知識管理運作及學校效能整體上屬於中上程度。2.不同背景變項的學校行政人

員，於學校知識管理運作整體及各層面上大部分具有差異性。3.不同背景變項的

學校行政人員，於學校效能整體及各層面上具有差異性。4.學校知識管理運作得

分高、中、低三組行政人員，於學校效能整體及各層面上具有差異性。5.學校知

識管理運作整體及各層面，與學校效能整體及各層面之間具有正相關，顯示學校

知識管理運作績效愈高時，學校效能的整體及各層面效能也愈高。 

石遠誠（民 92）以台中縣之公立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取樣對象，研究結果顯

示如下：1.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大都能有知識管理認知與對學校效能情況有正面評

價。2.男性、兼任行政職務、年長、資深、研究所畢業之教育人員對知識管理認

知情況較理想。3.規模中型的、一般地區的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知識管理的知覺

情況較理想。4.男性、兼任行政職務、年長、資深、師專畢業之教育人員對學校

效能認知情況較理想。5.規模大、中、小型學校對學校效能有不同認知層面；一

般地區的學校對學校效能認知情況較理想。6.學校知識管理情形愈佳，則學校效

能愈佳。7.知識管理的變項中對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的學校效能預測作用中，以知

識創新及知識應用最具有預測力。 

江照男（民 92）以台北市、台北縣及基隆市等三縣市之公立國民小學教育

人員為對象，探討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之相關情形歸納出以下幾項結

論：1.國民小學大部分已逐步推動知識管理工作，但落實程度與積極程度尚待加

強；2.雖然國小教職員工在學校效能認知上普遍良好，但仍有向上提昇之空間；

3.年資資深、大規模學校之教職員工，在整體知識管理認知上有較佳之表現；4.

不同職務之教職員工在知識管理各向度之認知情形具有顯著差異；5.年資資深、

較高學歷及大規模學校之教職員工，在整體學校效能認知上有較佳之表現；6.

知識管理各向度與學校效能各向度具有顯著正相關；7.知識管理對學校效能各向

度均具有良好之預測作用。 

綜合以上以探討知識管理觀點和學校效能關係的相關研究中，在背景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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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份，研究者加以歸納之後發現，影響學校效能之相關研究變項，就人口背景

變項、學校背景變項而言，研究者選取七種和學校效能有關的變項：性別、職務、

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班級數、學校所在區域，作為本研究問卷中個

人背景變項以及學校背景變項的項目。 

貳、知識管理因素的相關研究 

吳宗立、張順發（民 91）指出學校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之間關係的強化，

必須兼顧學校知識流程管理和學校知識促動因子管理，才能建立彼此緊密的關

係，而促進學校知識管理，提升學校效能的因子包括：1.學校領導與策略；2.學

校組織文化；3.學校知識評量；4.資訊科技建置。美國生產力與品質中心（American 

Productivity & Quality Center,2000）指出組織在推動知識管理時需要注意兩項重

要的關鍵，一為知識管理的流程，另一為知識管理的促動要素，即是「領導與策

略」、「組織文化」、「資訊科技」與「績效考評」（吳毓琳，民 90）。Arthur Andersen 

顧問公司(1996)提出知識管理促動因素如下：1.策略與領導：包含知識管理在組

織中是否為主要策略；任用、績效評估是否以員工在知識管理的貢獻度作為獎酬

標準；2.組織文化：包含企業是否鼓勵知識分享；組織是否開放、信任，適合員

工彼此討論與分享；組織內是不是充滿了彈性與想要創新的學習文化；組織內員

工是不是將自己的成長與學習視為要務。3.資訊科技：包含企業內的所有員工是

不是都可以透過科技的技術與其他員工、甚至外部的人員聯繫；科技能否使得員

工間的經驗傳承更為快速，資訊系統有沒有提供即時、整合或更聰明的界面平

台。4.衡量指標：包含組織是否已發展出一些衡量指標來管理知識；組織所發展

出的衡量指標是否兼具軟硬體的評估；組織是否將「資源」運用在知識管理的領

域上（蔡淑敏、曾燦燈、李元墩，民 93）。綜合以上有關知識管理因素的探討，

知識管理因素主要包括策略與領導、組織文化、資訊科技與知識評核，茲就上述

四個因素分別探討如下： 

一、策略與領導 

組織開始對知識視為組織的資產對於整個組織運作觀念、策略的改變與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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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設置必須依賴領導者的鼎力支持，才能積極展開組織再造。對學校組織的領

導者而言，管理以知識為基礎的組織並不容易，領導者要採用不同的策略，使組

織的成員願意創造、分享知識以及學習。就知識的屬性而言，知識管理領導者可

採行的知識策略，包括創新典範策略、全面取經策略、知識扎根策略、見賢思齊

策略等（吳宗立、張順發，民 91）。領導策略所需要的並不是單一成員的績效表

現，而是成員間控制、團隊和責任的關係。而知識管理是由組織中各種專業工作

者所組成，因此組織中的領導者必須充分發揮其角色與功能，讓組織成員將個人

內隱知識予以外顯化、編碼、儲存與分享，使組織知識能夠不斷創新，以提升知

識管理的效率（蔡淑敏、曾燦燈、李元墩，民 93）。Hansen（1999）就顯性與隱

性知識的區分而言，建議領導者可以採用系統化策略與個人化策略等方法（李宗

澤，民 90）。 

二、組織文化 

Do Long & Fahey（2000）指出組織文化是知識管理的關鍵因要素，可以從

價值觀、規範、慣例中觀察得到，而文化也就透過這三方面影響個人的行為，個

人的行為進而影響知識的創造、分享與應用（林雯雯，民 90）。陳世彬（民 90）

所謂知識導向的文化應含有對知識的積極導向、組織文化中不能蘊含知識發展的

阻力、知識管理的類型要符合組織文化、將知識分享的成果與解決實務面臨到的

問題做一個清楚的連結、將知識分享的目標與組織核心價值相連結、讓知識分享

成為知識工作者工作上的習慣、人才是知識分享過程中的關鍵角色、領導者的支

持與同儕之間對分享知識的熱情是必要的。而組織文化的塑造，必須建立開放、

信任的組織文化，鼓勵進行學習與分享的經驗交流，促進知識的流通與創造，成

立激勵的機制改變員工的作為，共同向組織願景邁進。 

知識管理強調知識的分享與創新，因此，組織成員的行為必須朝向合作、

共享的方向發展，而這將有助於組織文化的改變，改變文化向來一直被視為組織

推動知識管理的最大障礙之一（吳清山、黃旭鈞，民 89）。領導者可以先建立組

織成員相互分享的最佳實務與經驗，勇於實驗與積極學習的行為，再使這些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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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到組織中的每一個成員，如此，組織必然能從知識管理的變革中獲得相當大

的效益（尤曉鈺，民 90）。 

Davenport (1998)提出建立一個讓組織成員對知識有正面想法、不排斥知識

的分享的文化，故讓知識管理與組織現存的文化相契合是非常重要的。Arthur 

Andersen 顧問公司(1996)提出知識管理文化應朝向鼓勵知識分享、開放、信任之

文化，適合員工彼此討論與分享的文化(Leavitt,1964；Szulanski,1996；Glasser, 

1999)；Earl (1997)認為要建立學習型組織是促進知識管理的重要因素(Spek & 

Spijkervet, 1997)，此外亦有許多學者從實證研究中認為建立社群能促進知識分享

（林淳一，民88；許進福，民90）。湯皓宇(民88)認為要將政府機關文化轉變為

樂於學習之文化，提升學習風氣，以利知識管理之推行，康永村(民90)發現在導

入知識管理中，組織必須塑造成積極進取的組織文化，是相當重要的因素之一。

陳世彬(民90)認為網路知識社群與分享知識觀念的建立有密切的關聯，建構知識

社群在知識管理過程中扮演著重要地位。 

三、資訊科技 

在知識管理推動中，資訊科技扮演了相當重要的角色，舉凡資料庫的建立、

網頁、網站的架設、搜尋工具與文件管理系統的應用、電子郵件的盛行，皆屬此

類，資訊科技可以幫助製作知識分佈圖、形成討論區，以便發現無形知識，或是

建立知識資料庫，整體有形知識讓成員都可以清晰的確知「知識於何？」，並且

可以快速的從資料庫中擷取其所需要的知識。但是，相關資訊科技的應用，必須

要能符合組織成員的需要，才能有利於成員的使用（吳清山、黃旭鈞，民 89；

劉淑娟，民 88）。Hendriks（1999）指出資訊科技對知識管理分享動機，有直接

與間接的影響，由於資訊科技可以發揮去除障礙、提供資訊獲取的管道、改進流

程、確保知識擁有者與需求者的位置等四項功能。所以資訊科技像是保健因子，

沒有資訊科技將會阻礙知識分享，但是，資訊科技並不是直接激勵知識分享的因

素（林雯雯，民 90）。另外，組織的資訊科技主要應用在兩大部分，整合應用與

互動應用。整合應用的部分主要在於資料庫的使用，透過資料庫的存取將編碼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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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整合應用。互動應用的部分主要在於連結人與人的互動。資訊科技的有效運

用，要能依照組織的願景與目標，建立適當資訊應用系統，成為知識平台，使成

員能充分、方便、快速而有趣的進行學習與分享。 

Davenport 等人(1998)將知識管理廣泛地建構在技術和組織的基礎建設之

中，產生一個普遍可操作的環境，讓知識能在組織內達到共享的目的，則其比較

容易成功。林淳一(民88)認為用適當的科技工具，才能使資訊與知識的效益彰

顯。建立知識管理的科技包括通訊基礎建設、群組軟體與電子郵件、文件管理資

料庫、資料倉儲與資料採擷、工作流程軟體、支援決策軟體工具。Newell, Swan, 

Galliers, & Scarbrough (1999)認為組織要做好知識管理，其資訊科技方面必須要

具備以下四種能力：數字的能力、儲存的能力、修補的能力及區別外顯知識的能

力（陳世彬，民90）。Arthur Andersen顧問公司(1996)認為科技能使得員工間的

經驗傳承更為快速，資訊系統能提供即時、整合或更聰明的界面平台，使員工更

方便從事知識管理（蔡淑敏、曾燦燈、李元墩，民93）。 

Leavitt(1964)、Spek & Spijkervet (1997)在建構知識管理的模式中都有提及資

訊科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亦有許多學者（許進福，民90；馬曉雲，民89）

由實證研究中，印證資訊科技為知識管理的關鍵成功因素之一。Smith 等人(2001) 

研究聖路易市導入知識管理所需要的策略時，認為良好的資訊科技，可達成資料

跨平台分享、流通。康永村(民90)認為政府單位應有良好的知識管理平台以輔助

知識管理；林美良(民89)認為資訊科技應用能提升知識管理之效率。故本研究將

資訊科技納入學校推動知識管理因素原始構面之一。 

四、知識評核 

當學校推動知識管理時，不是導入知識管理系統就完成了，而是要考慮知

識管理計畫導入之後的成果，並且形成一種回饋系統，使知識管理系統得以持續

發揮。因此，對於知識管理的績效評量而言，必須考慮以下的各種行動和配套措

施：1.能否正確地評量知識管理對於組織發展是否產生助益；2.如何明確的定義

和理解智慧資產的成長；3.組織內計畫性相關資源的成長：例如員工的素質和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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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力是否有提升；4.組織內資料庫所蒐集的知識內容及利用率的成長：例如資料

庫內的文件數量，使用者擷取的次數；5.組織成員是否都能接受知識與知識管理

的概念（吳宗立、張順發，民91）。組織要促進知識管理成功首先必須要有獎賞

制度、知識評選及知識分享的標準、知識流通的管道以及在職訓練、進修管道等

設置。由於，知識通常無法精確地衡量與評估，也缺乏明確的價格標準，分享知

識的員工卻無法獲得適當的報酬，這一點是知識分享的一大障礙。因此，適時運

用金錢報酬、加薪及升遷，或導入表彰制度，使成員獲得肯定、尊重、成就感和

滿足感可以增進績效考評的效果（蔡淑敏、曾燦燈、李元墩，民93）。 

另一方面，在規劃獎賞制度的同時，一套詳實而且完善的知識取集、評選

與知識分享的考核標準，更為重要。知識的評選標準不僅可以替組織發現何種知

識是需要的，更可依此標準分類、儲存知識。而知識分享的考核制度，更是知識

管理流程中的重點（吳毓琳，民90；王如哲，民89）。馬曉雲（民89）、鄒景平

（民89）認為組織需要有一套效益評估系統，以衡量組織知識管理之效益。國內

學者透過實證研究方式，認為成效評估為知識管理的關鍵成功因素之一（林淳

一，民88；許進福，民90）。Smith 等人 (2001) 研究聖路易市導入知識管理的

經驗，需要定期開會檢討目前知識管理之效益及進度表，林美良(民90）認為定

期的舉行流程評鑑，才能汲取前車之鑑，作為下次改進的依據。陳世彬(民90)認

為要將知識管理作為績效評量的一項依據。故本研究將成效評估納入學校推動知

識管理因素原始構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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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瞭解國民小學學校效能之現況，探討知識管理內涵模式運用在

國民小學學校效能過程中的現狀，分析知識管理態度、知識管理因素與學校效能

的關係。為獲得可靠的研究結果，首先，設計適切可行而簡明的研究架構，以作

為研究的指引；其次，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的結果編製測量工具，作為調查

研究之用；再者，抽取代表性樣本，利用問卷調查，以蒐集客觀資料；最後，再

將所得資料加以分析，期能發現事實，反映現況。以下分別就研究設計與架構、

研究工具之編製、研究樣本的選取、問卷調查實施及資料處理與統計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流程 

本研究經文獻探討設計出研究的概念架構，藉以作為分析知識管理與國民小

學學校效能的影響因素及相關的依據。本研究研究架構如圖3-1 所示，以下茲將

研究變項間的關係說明如下： 

 
    
 
 
 
 
 
 
 
 
 

 
 
 
 

個人背景變項 
 
性別 
年齡 
擔任職務 
服務年資 
教育程度 
 
學校背景變項 
 
學校規模 
學校所在地 
 

知識管理態度 
知識取得 
知識分享 
知識儲存 
知識應用 
知識創新

學校效能 
校長效能 
行政效能 
教師效能 
學生效能 
家長效能 

 
學校知識管理因素 

領導與策略、資訊科技

與網路設備、組織文

化、評核 

 
圖3-1  本研究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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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民小學知識管理態度、因素與學校效能的相關 

探討「知識管理態度」五個層面（知識取得、知識分享、知識儲存、知識應

用及知識創新）「知識管理因素」四個層面（領導與策略、資訊科技設備、組織

文化、評核）與「學校效能」五個層面（校長效能、行政效能、教師效能、學生

效能、家長效能）之間的關係 

貳、教師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對國民小學知識管理態度、學校知識管理因素

及學校效能的預測 

本研究以教師背景變項（性別、職務、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學

校背景變項（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為自變項，以知識管理態度、學校知識管理

因素因素和學校效能為依變項，分別探討教師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對國民小

學教育人員的知識管理態度、學校知識管理因素及學校效能的預測。 

第二節  研究問題 

從第一章的研究動機中可知，在知識暴增的時代，教育人員必須要有知識管

理的概念與態度，才能因應知識的快速生產與過時。此外，根據相關的研究指出，

知識管理和學校效能有密切的關係。因此，本研究亟欲瞭解國小教育人員知識管

理的態度、學校的知識管理因素和學校效能是否有關？國小教育人員的背景變項

對學校效能是否有預測力？國小教育人員知識管理的態度、學校的知識管理因素

對學校效能是否有預測力？ 

在上述問題意識的引導下，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主要在於引導研究者：1.透過

問卷資料的蒐集與分析，以瞭解嘉義縣市教育人員的知識管理態度、因素以及學

校效能現況；2.透過問卷資料的蒐集與分析，以瞭解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的知識管

理態度、因素與學校效能之關係及其預測力。所以在上述的情形下，本研究提出

下列研究問題︰ 

一、教育人員的知識管理態度、因素以及學校效能現況為何？ 

二、知識管理態度與學校效能的關係是正或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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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知識管理因素與學校效能的關係是正或負相關？ 

四、知識管理態度與學校知識管理因素的關係是正或負相關？ 

五、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態度、因素是否有預測作用？ 

六、知識管理態度對學校效能是否有預測作用？ 

七、學校知識管理因素對學校效能是否有預測作用？ 

八、知識管理態度與學校知識管理因素對學校效能是否有預測作用？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在於瞭解嘉義縣市國民小教育人員的知識管理態度和學校效能的關

係，故調查對象包括了嘉義縣市的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就嘉義縣市的教育人員概

況而言，嘉義縣教育人員有2697人，嘉義市教育人員有1234人，總計有3931人。

面對這麼多的教育人員，礙於時間、金錢、能力等因素，無法進行普測。因此，

研究者以抽樣的方式取得本研究所需要的樣本，茲就抽樣的程序說明如下：  

本研究採用多階段抽樣法（multistage sampling）來進行樣本的選擇：在第

一個階段中，研究者使用分層隨機抽樣法，即根據縣市及學校規模（18 班以下、

19-36 班、37 班以上，以嘉義縣市九十四學年度各級學校概況為準）之比例，

隨機抽取研究樣本。此外，考量到嘉義縣有將近一半的學校是屬於六班以下的小

型學校，為使抽樣結果更能夠反映母群體的實際狀況，因此，將嘉義縣 18 班以

下規模的學校再細分為三個層級，即 6 班以下、7-12 班，以及 13-18 班，各以

隨機取樣方式抽取一半的學校，分別為 32所、16所、和 8所。全部共計抽得 78

所學校，其中 18班以下學校有 57所，19班至 36班學校有 10所，37班以上學

校有 11所。 

第二階段依學校規模大小，分別選取6-16人，學校規模的區分標準如下：學

校有37班以上為大型學校，中型學校18-36班，小型學校18班以下。大型學校每

校抽取16人，其中校長和行政人員共4人，每個年級的教師各2人﹔中型學校每校

抽取10人，其中校長和行政人員共4人，每個年級的教師各1人﹔小型學校抽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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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校長和行政人員共3人，低、中、高年級的教師各1人。本研究嘉義縣市

學校教育人員詳細分配比例情形如表3-1所示。 

表3-1  嘉義縣市教育人員與學校抽樣分配情形 

班級數 18班以下 19-36班 37班以上 總計 

縣市 嘉義縣 嘉義市 嘉義縣 嘉義市 嘉義縣 嘉義市 嘉義縣 嘉義市 

總校數 112 2 15 5 10 11 137 18 

抽樣校數 56 1 8 2 5 6 69 9 

行政人員 3 4 4 220 35 抽樣

人數 教師 3 6 12 276 87 

每校抽樣人數 6 10 16  

總抽樣人數 336 6 80 20 80 96 496 122 

抽樣比例 54％ 1％ 13％ 3％ 13％ 16％ 80％ 20％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實證研究部份採用問卷調查法，所使用問卷係採用研究者綜合相關

研究所編製而成的「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相關之研究調查問卷」，其中包含「個

人基本資料」、「國民小學知識管理態、因素度量表」及「國民小學學校效能態

度量表」等三部份。茲將問卷編製過程說明如下： 

壹、預試問卷的內容與編製 

一、個人基本資料 

此部份包括了國小教育人員的性別、擔任職務、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

學校班級數、學校所在地區等。 

二、國民小學教育人員運用知識管理態度、學校知識管理因素量表 

本研究知識管理態度量表主要根據鄭曜忠（民90）、石遠誠（民92）、陳淑

華（民92）的研究工具，並根據本研究的需要而彙整成為本研究知識管理態度量

表。另外，此一量表（附錄一）主要包括了知識管理的五個層面，亦即知識取得、

知識分享、知識儲存、知識應用與知識創新，在每一個知識管理層面之下，根據

文獻探討的結果，發展出問卷題目，以構成該層面的內涵。另外，學校知識管理

因素量表共有四個層面（領導與策略、資訊科技設備、組織文化、評核），這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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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量表採用Likert五點量表計分，其選項分為「總是如此」、「經常如此」、「普

通」、「很少如此」、「從未如此」等五個選項，其分數依序為5分、4分、3分、

2分、1分。 

三、學校效能量表 

研究者參考凌重堅（民93）、黃明哲（民92）、鍾欣男（民90）的研究工具，

並根據本研究的需要而彙整成為本研究學校效能量表，此一量表(附錄一)分為校

長效能、行政人員效能、教師效能、學生效能、家長效能五個部分。題目形式也

是採用Likert五點量表計分，其選項分為「總是如此」、「經常如此」、「普通」、

「很少如此」、「從未如此」等五個選項，其分數依序為5分、4分、3分、2分、

1分。 

四、專家效度評鑑 

本研究工具主要是研究者根據相關文獻所發展的問卷，以作為蒐集研究資

料的工具。為確定研究工具的可行性與適切性，在問卷初稿完成的時候，先由指

導教授修正，然後敦請三位學者專家（名單如表 3-3 所示），針對問卷初稿加以

審視以建立預試問卷內容效度。茲將專家學者所提的修改意見，統整分析如表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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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問卷」修正前後對照表 

題號 修正前 修正後 
基本資料 
第 4題 

教育程度：（1）研究所以上(含四十學分班)
（2）師大、師院畢業（3）一般大學畢業（4）
師專、師範畢業 

（1）研究所以上(含四十學分班)（2）師大、
師院畢業（3）一般大學畢業（4）師專、師範
畢業（5）其他，請說明

第一部份 
第 17題 

本校鼓勵同仁將網路資訊，應用在教學工作

上 
本校鼓勵同仁將網路的學習資源，應用在教學

工作上 
第一部份 
第 19題 

本校鼓勵同仁應用網站討論區與同事討論

教學或行政事宜 
本校鼓勵同仁應用課外補充教材以促進教學

效果

第一部份 
第 24題 

本校用網路科技讓同仁分享行政及教學經

驗 
本校使用網路科技讓同仁分享行政及教學經

驗 
第一部份 
第 31題 

本校鼓勵同仁會以集體創作方式產生有創

意的教學模式 
本校鼓勵同仁（刪除會）以集體創作方式產生

有創意的教學模式 
第二部份 
第 37題 

本校有專職的單位或人員，隨時儲存及更新

資料庫 
本校有專職的人員，隨時儲存及更新電腦資料

庫 
第二部份 
第 42題 

本校同仁能透過校內網路分享教育相關知

識 
刪除（與這個層面的性質不符） 

第二部份 
第 45題 

本校資訊網站新穎有吸引力，成員喜歡上網

搜尋資料 
本校資訊網站新穎有吸引力，同仁喜歡上網搜

尋資料 
第二部份 
第 54題 

本校參考其他學校的經驗，評核自身的知識

管理活動 
本校參考其他學校的經驗，評核校內的知識管

理活動 
第二部份 
第 58題 

本校建立明確的知識管理評量標準、項目與

策略 
本校建立明確的知識管理評量標準（刪除、項

目與策略） 

 
表 3-3  「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問卷」專家效度名單 

專家姓名 服 務 單 位

楊靜利 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齊力 台北市立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系副教授 
吳培源 南華大學教育學程中心副教授 

貳、預試的實施與分析 

一、預試對象 

為求了解問卷題目的可靠性與有效性，本研究的問卷經由專家內容效度考

驗修正之後，編定完成預試問卷（附錄二），然後針對嘉義縣市的國小教師進行

預試。從表 3-4可知，本研究總計發出 128份預試問卷，回收份數為 111份，回

收率為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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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預試樣本分配情形的學校 
縣市 學校名稱 寄出份數（n） 回收份數（n） 回收率（％） 

大同國小 16 13 81％ 
南新國小 16 14 88％ 
竹崎國小 10 10 100％ 
和睦國小 10 9 90％ 
平林國小 6 6 100％ 

嘉義縣 

三江國小 6 6 100％ 
嘉北國小 16 13 81％ 
興嘉國小 16 13 81％ 
蘭潭國小 16 12 75％ 
育人國小 10 9 90％ 

嘉義市 

精忠國小 6 6 100％ 
合計 128 111 87％ 

二、預試分析 

在預試分析的部分，研究者分別從知識管理態度量表、學校知識管理因素

量表、學校效能量表進行分析，而分析的內容包括項目分析、信度分析、效度分

析、因素分析等。本研究為避免題數過多，影響作答意願，所以訂出以下的選題

原則：1.以 t考驗進行各題項高低分組（總分最高的 27％為高分組；總分最低的

27％為低分組）的平均數差異顯著性考驗，而選題的決斷值（CR 值）需達.001

顯著水準。2.分量表中各題項與量表總分需達.30以上，且達.01的顯著水準；3.

若刪除該題項後，高於 Cronbach α 係數之題項，予以刪除。在因素分析方面，

研究者以因素負荷量大於.40，而且特徵值大於 1為選題標準，每一個分量表抽

取出一個因素。 

（一）知識管理態度量表 

1.項目分析 

研究者以「t考驗」及「相關分析法」進行項目分析，而根據本研究的選題

標準，表3-5、3-6、3-7、3-8、3-9之項目、信度分析均達選題的標準，因此均予

以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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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素分析 

為了解「知識管理態度」量表中各層面題目的適切性，研究者進行驗證性

因素分析，根據本研究的因素分析選題標準，表3-5、3-7、3-8、3-9之因素分析

均達選題的標準，因此均予以保留。表3-6中的第14題未達選題標準，因此刪除

問卷第14題。 

表3-5  知識管理態度量表的「知識取得」層面之項目、信度與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號 
決斷值 與分量表 

總分之相

關 

校正試

題與總

分相關

係數 

刪題

後的 α
係數 

總信度

係數 
因素

負荷

量 

解釋變

異量 
取捨

1 6.62＊＊＊ .864＊＊ .7942 .8717 0.75 ✓ 
2 6.37＊＊＊ .827＊＊ .7447 .8795 0.69 ✓ 
3 6.11＊＊＊ .805＊＊ .7105 .8847 0.65 ✓ 
4 6.25＊＊＊ .792＊＊ .6993 .8863 0.63 ✓ 
5 6.18＊＊＊ .839＊＊ .7703 8773 0.72 ✓ 
6 6.16＊＊＊ .790＊＊ .6725 .8932

α＝ 
.8998 

0.59 

67.31
％ 

✓ 
＊＊p＜.01  ＊＊＊p＜.001 

 
表3-6  知識管理態度量表的「知識累積」層面之項目、信度與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號 
決斷值 與分量表 

總分之相

關 

校正試

題與總

分相關

係數 

刪題

後的 α
係數 

總信度

係數 
因素

負荷

量 

解釋變

異量 
取捨

7 8.41＊＊＊ .740＊＊ .6430 .8731 0.72 ✓ 
8 9.54＊＊＊ .819＊＊ .7518 8622 0.77 ✓ 
9 11.62＊＊＊ ..824＊＊ .7626 .8617 0.73 ✓ 
10 7.31＊＊＊ ..691＊＊ .5887 .8782 0.67 ✓ 
11 10.89＊＊＊ ..830＊＊ .7636 .8606 0.74 ✓ 
12 11.25＊＊＊ .772＊＊ .6845 .8688 0.76 ✓ 
13 10.26＊＊＊ .805＊＊ .7305 .8641 0.74 ✓ 
14 5.28＊＊＊ .481＊＊ 3420 .9006

α＝ 
.8860 

0.55 

70.98
％ 

刪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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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知識管理態度量表的「知識應用」層面之項目、信度與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號 
決斷值 與分量表 

總分之相

關 

校正試

題與總

分相關

係數 

刪題

後的 α
係數 

總信度

係數 
因素

負荷

量 

解釋變

異量 
取捨

15 10.27＊＊＊ .848＊＊ .7624 .8910 0.73 ✓ 
16  10.75＊＊＊ .878＊＊ .8076 .8820 0.79 ✓ 
17 11.02＊＊＊ .887＊＊ .8145 .8797 0.79 ✓ 
18 11.82＊＊＊ .857＊＊ .7771 .8883 0.73 ✓ 
19 11.51＊＊＊ .825＊＊ .7080 .9051

α＝ 
.9094 

0.65 

73.91
％ 

✓ 
＊＊p＜.01  ＊＊＊p＜.001 
 
 
表3-8  知識管理態度量表的「知識分享」層面之項目、信度與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號 
決斷值 與分量表 

總分之相

關 

校正試

題與總

分相關

係數 

刪題

後的 α
係數 

總信度

係數 
因素

負荷

量 

解釋變

異量 
取捨

20 10.40＊＊＊ .753＊＊ .6494 .8844 0.57 ✓ 
21 10.81＊＊＊ .785＊＊ .6918 .8784 0.62 ✓ 
22 9.81＊＊＊ .778＊＊ .6816 .8798 0.61 ✓ 
23 9.66＊＊＊ .835＊＊ .7419 .8708 0.69 ✓ 
24 15.24＊＊＊ .850＊＊ .7672 .8662 0.72 ✓ 
25 12.13＊＊＊ .843＊＊ .7604 .8673 

α＝ 
.8934 

0.71 

65.33
％ 

✓ 
＊＊p＜.01  ＊＊＊p＜.001 
 
 
表3-9  知識管理態度量表的「知識創新」層面之項目、信度與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號 
決斷值 與分量表 

總分之相

關 

校正試

題與總

分相關

係數 

刪題

後的 α
係數 

總信度

係數 
因素

負荷

量 

解釋變

異量 
取捨

26 9.91＊＊＊ .800＊＊ .7230  .8879 0.67 ✓ 
27 11.04＊＊＊ .852＊＊ .7798 .8780 0.74 ✓ 
28 10.54＊＊＊ .815＊＊ .7211 .8870 0.67 ✓ 
29 11.42＊＊＊ .844＊＊ .7627 .8804 0.70 ✓ 
30 10.04＊＊＊ .802＊＊ .6974 .8912 0.62 ✓ 
31 11.54＊＊＊ .817＊＊ .7307 .8853 

α＝ 
.9023 

0.66 

67.62
％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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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知識管理因素量表 

1.項目分析 

研究者以「t考驗」及「相關分析法」進行項目分析，根據本研究的選題標

準，表3-10的37題、表3-13的54題，由於刪題後的α係數高於總信度係數的α值，

因此應該要加以刪除。而表3-11、3-12之項目、信度分析均達選題的標準，因此

均予以保留。 

2.因素分析 

為了解各層面中每一個題目的適切性，研究者將分量表中的題項，進行驗

證性的因素分析，根據本研究的因素分析選題標準，將37、54題刪除之後，進行

因素分析的結果，其餘題目均達選題的標準，因此均予以保留。 

表3-10  知識管理影響因素量表的「領導與策略」層面之項目、信度與因素分析

摘要表 
題

號 
決斷值 與分量表 

總分之相

關 

校正試

題與總

分相關

係數 

刪題

後的 α
係數 

總信度

係數 
因素

負荷

量 

解釋變

異量 
取捨

32 7.23＊＊＊ .707＊＊ .6254 .8935 0.73 ✓ 
33 7.27＊＊＊ .640＊＊ .5508 .8985 0.74 ✓ 
34 11.18＊＊＊ .789＊＊ .7255 .8863 0.76 ✓ 
35 9.30＊＊＊ .769＊＊ .6937 .8885 0.63 ✓ 
36 8.54＊＊＊ .782＊＊ .7100 .8872 0.61 ✓ 
37 6.70＊＊＊ .596＊ .4818 .9047 0.49 刪 
38 9.55＊＊＊ .813＊＊ .7492 .8840 0.84 ✓ 
39 10.20＊＊＊ .814＊＊ .7512 .8840 0.84 ✓ 
40 9.28＊＊＊ .813＊＊ .7493 .8840 

α＝ 
 .9013 

0.77 

70.11
％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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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  知識管理影響因素量表的「資訊科技」層面之項目、信度與因素分析摘

要表 
題

號 
決斷值 與分量表 

總分之相

關 

校正試

題與總

分相關

係數 

刪題

後的 α
係數 

總信度

係數 
因素

負荷

量 

解釋變

異量 
取捨

41 10.25＊＊＊ .765＊＊ .6397 .8385 0.74 ✓ 
42 10.16＊＊＊ .793＊＊ .6845 .8299 0.84 ✓ 
43 8.12＊＊＊ .784＊＊ .6795 .8313 0.80 ✓ 
44 8.20＊＊＊ .697＊＊ .5651 .8510 0.63 ✓ 
45 8.70＊＊＊ .759＊＊ .6407 .8380 0.85 ✓ 
46 10.03＊＊＊ .802＊＊ .6947 .8279 

α＝ 
.8598 

0.82 

78.13
％ 

✓ 
＊ ＊p＜.01  ＊＊＊p＜.001 
 
表3-12  知識管理影響因素量表的「組織文化」層面之項目、信度與因素分析摘

要表 
題

號 
決斷值 與分量表 

總分之相

關 

校正試

題與總

分相關

係數 

刪題

後的 α
係數 

總信度

係數 
因素

負荷

量 

解釋變

異量 
取捨

47 7.25＊＊＊ .639＊＊ .5228 .8602 0.60 ✓ 
48 7.92＊＊＊ .664＊＊ .5443 .8578 0.83 ✓ 
49 8.18＊＊＊ .720＊＊ .6144 .8490 0.75 ✓ 
50 10.05＊＊＊ .788＊＊ .6784 .8405 0.71 ✓ 
51 10.19＊＊＊ .760＊＊ .6581 .8429 0.79 ✓ 
52 11.69＊＊＊ .790＊＊ .6938 .8377 0.72 ✓ 
53 10.69＊＊＊ .828＊＊ .7433 .8302 

α＝ 
.8650 

0.76 

73.84
％ 

✓ 
＊＊p＜.01  ＊＊＊p＜.001 
 
表3-13  知識管理影響因素量表的「評核」層面之項目、信度與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號 
決斷值 與分量表 

總分之相

關 

校正試

題與總

分相關

係數 

刪題

後的 α
係數 

總信度

係數 
因素

負荷

量 

解釋變

異量 
取捨

54 8.62＊＊＊ .773＊＊ .6432 .9143 0.57 刪 
55 13.89＊＊＊ .897＊＊ .8298 .8744 0.79 ✓ 
56 11.12＊＊＊ .893＊＊ .8319 .8755 0.81 ✓ 
57 10.18＊＊＊ .851＊＊ .7645 .8887 0.74 ✓ 
58 11.84＊＊＊ .868＊＊ .7838 .8845 

α＝ 
.9082 

0.76 

73.60
％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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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效能量表 

1.項目分析 

研究者以「t考驗」及「相關分析法」進行項目分析，根據本研究的選題標

準，表3-14的第63題、表3-15的68題，由於刪題之後的α係數高於總信度係數的α

值，所以應該加以刪除。而表3-16、3-17、3-18之項目、信度分析均達選題的標

準，因此均予以保留。 

2.因素分析 

為了解「學校效能」量表各層面中每一個題目的適切性，研究者將分量表

中的題項，進行驗證性的因素分析，根據本研究的因素分析的選題標準，將 63、

68題刪除之後，進行因素分析的結果，其餘題目均達選題的標準，因此均予以

保留。 

表3-14  學校效能量表的「校長效能」層面之項目、信度與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號 
決斷值 與分量表 

總分之相

關 

校正試

題與總

分相關

係數 

刪題

後的 α
係數 

總信度

係數 
因素

負荷

量 

解釋變

異量 
取捨

59 8.82＊＊＊ .759＊＊ .6533 .9100 0.55 ✓ 
60 8.21＊＊＊ .776＊＊ .7046 .9035 0.61 ✓ 
61 10.13＊＊＊ .851＊＊ .7942 .8938 0.74 ✓ 
62 13.40＊＊＊ .879＊＊ .8244 .8896 0.78 ✓ 
63 7.46＊＊＊ .693＊＊ .5958 .9132 0.48 刪 
64 11.89＊＊＊ .886＊＊ .8332 .8885 0.78 ✓ 
65 10.45＊＊＊ .832＊＊ .7608 .8968 

α＝ 
.9128 

0.69 

66.28
％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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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5  學校效能量表的「行政效能」層面之項目、信度與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號 
決斷值 與分量表 

總分之相

關 

校正試

題與總

分相關

係數 

刪題

後的 α
係數 

總信度

係數 
因素

負荷

量 

解釋變

異量 
取捨

66 10.54＊＊＊ .846＊＊ .7738  .8835 0.72 ✓ 
67 10.14＊＊＊ .790＊＊ .6929 .8951 0.62 ✓ 
68 8.61＊＊＊ .733＊＊ .6174 .9057 0.52 刪 
69 11.10＊＊＊ .875＊＊ .8090 .8776 0.77 ✓ 
70 11.63＊＊＊ .869＊＊ .7993 .8791 0.76 ✓ 
71 12.96＊＊＊ .827＊＊ .7453 8875 

α＝ 
.9052 

0.69 

68.07
％ 

✓ 
＊＊p＜.01  ＊＊＊p＜.001 

 
表3-16  學校效能量表的「教師效能」層面之項目、信度與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號 
決斷值 與分量表 

總分之相

關 

校正試

題與總

分相關

係數 

刪題

後的 α
係數 

總信度

係數 
因素

負荷

量 

解釋變

異量 
取捨

72 9.81＊＊＊ .816＊＊ .7447 .9042 0.67 ✓ 
73 10.94＊＊＊ .834＊＊ .7710 .9016 0.71 ✓ 
74 10.41＊＊＊ .848＊＊ .7880 .8998 0.73 ✓ 
75 8.33＊＊＊ .820＊＊ .7511 .9036 0.68 ✓ 
76 9.02＊＊＊ .812＊＊ 7405 .9046 0.66 ✓ 
77 9.97＊＊＊ .808＊＊ .7288 .9059 0.64 ✓ 
78 9.37＊＊＊ .791＊＊ .6979 .9102 

α＝ 
.9168 

0.60 

67.07
％ 

✓ 
＊＊p＜.01  ＊＊＊p＜.001 
 
表3-17  學校效能量表的「學生效能」層面之項目、信度與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號 
決斷值 與分量表 

總分之相

關 

校正試

題與總

分相關

係數 

刪題

後的 α
係數 

總信度

係數 
因素

負荷

量 

解釋變

異量 
取捨

79 7.71＊＊＊ .711＊＊ .6005 .8919 0.49 ✓ 
80 9.43＊＊＊ .798＊＊ 7223 .8782 0.65 ✓ 
81 9.66＊＊＊ .853＊＊ .7876 .8698 0.74 ✓ 
82 10.79＊＊＊ .742＊＊ .6385 .8876 0.54 ✓ 
83 11.17＊＊＊ .803＊＊ .7175 .8783 0.64 ✓ 
84 11.87＊＊＊ .790＊＊ .6927 .8820 0.62 ✓ 
85 9.00＊＊＊ .813＊＊ .7476 .8764 

α＝ 
.8960 

0.68 

62.21
％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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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8  學校效能量表的「家長效能」層面之項目、信度與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號 
決斷值 與分量表 

總分之相

關 

校正試

題與總

分相關

係數 

刪題

後的 α
係數 

總信度

係數 
因素

負荷

量 

解釋變

異量 
取捨

86 7.27＊＊＊ .745＊＊ .6264 .8694 0.56 ✓ 
87 7.17＊＊＊ .745＊＊ 6030 .8747 0.54 ✓ 
88 12.15＊＊＊ .886＊＊ .8072 .8257 0.79 ✓ 
89 10.12＊＊＊ .856＊＊ .7549 .8390 0.73 ✓ 
90 11.98＊＊＊ .855＊＊ .7560 .8386 

α＝ 
.8769 

0.73 

67.19
％ 

✓ 
＊＊p＜.01  ＊＊＊p＜.001 

二、信效度分析 

（一）信度分析 

從表 3-19 可知，本研究知識管理總量表的信度係數為.9590，「知識取得」

層面為.8998、「知識累積」層面為.8860、「知識應用」層面為.9094、「知識分享」

層面為 8934、「知識創新」層面為.9023，顯示本量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度。 

表 3-19  知識管理量表各層面效度係數一覽表 

因素層面 信度係數 
知識取得 .8998 
知識累積 .8860 
知識應用 .9094 
知識分享 .8934 
知識創新 .9023 
整體 .9590 

從表 3-20 可知，本研究知識管理影響因素總量表的信度係數為.9492，「領

導與策略」層面為.9047、「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層面為.8598、「組織文化」

層面為.8650、「評核」層面為.9143、「知識創新」層面為.9023，顯示本量表具有

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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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知識管理影響因素各層面信度係數一覽表 

因素層面 信度係數 
領導與策略 .9047 

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 .8598 
組織文化 .8650 
評核 .9143 
整體 .9492 

從表 3-21 可知，本研究學校效能總量表的信度係數為.9401，「校長效能」

層面為.9132、「行政效能」層面為.9057、「教師效能」層面為.9168、「學生效能」

層面為.8960、「家長效能」層面為.8769，顯示本量表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度。 

表 3-21  學校效能各層面信度係數一覽表 

因素層面 信度係數 
校長效能 .9132 
行政效能 .9057 
教師效能 .9168 
學生效能 .8960 
家長效能 .8769 
整體 .9401 

（二）效度分析 

關於「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問卷」各量表的效度，研究者兼採

內容效度及建構效度予以考驗，首先在編製問卷初稿時，敦請三位專家學者審查

問卷初稿題項的適切性，並請其修正文句以建立本問卷的內容效度。其次採用因

素分析法，以建立本問卷的建構效度，其中「知識管理量表」各因素所能解釋該

因素的總變異量介於 65.33％至 73.91％間；「知識管理影響因素量表」各因素所

能解釋該因素的總變異量介於 70.11％至 78.13％間；「學校效能量表」各因素所

能解釋該因素的總變異量介於 62.21％至 66.28％。 

（三）正式問卷的編製 

本研究將上述預試分析的結果，刪除不適合的題目之後，重新編排題目順

序，而成為正式問卷的內容（附錄三），其結果如表3-22至3-24所示。 

 48



表 3-22  知識管理態度量表各層面的題目分配 

部分 層面 題數 題號分配 
第一部份 知識取得 6 1-6 

 知識累積 7 7-13 
 知識應用 5 14-18 
 知識分享 6 19-24 
 知識創新 6 25-30 
 合計 30  

 

表 3-23  知識管理因素量表各層面的題目分配 

部分 層面 題數 題號分配 
第二部份 領導與策略 8 31-38 

 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 6 39-44 
 組織文化 7 45-51 
 評核 4 52-55 
 合計 25  

 

表 3-24  學校效能量表各層面的題目分配 

部分 層面 題數 題號分配 
第三部份 校長效能 6 56-61 

 行政效能 5 62-66 
 教師效能 7 67-73 
 學生效能 7 74-80 
 家長效能 5 81-85 
 合計 30  

第五節  資料蒐集的過程 

本研究將以嘉義縣市國小教師與行政人員為調查對象，正式問卷修訂完畢之

後，分別以限掛郵寄至嘉義縣市。在實施過程中，係由研究者先以電話聯繫各樣

本學校教務主任，懇請協助調查研究的實施。在獲得口頭答應後，即以限時信函，

寄送調查問卷（內附請託函及限時掛號回郵信封），並函請各校教務主任，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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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年資、職務等因素，轉發該校教育人員填答。 

第六節  資料處理與結果分析 

問卷回收之後，本研究將先行檢視、剔除廢卷，以確保資料分析之有效性，

若有漏答者則以缺漏值處理之，在剔除填答不完整的無效卷後，首先以文書處理

軟體進行電腦編碼，再以 SPSS10.0 for Windows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行統計分析

工作，茲將本研究所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敘述如下： 

ㄧ、描述性統計分析 

以平均數及標準差來分析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於「知識管理態度」、「學校

知識管理因素」及「學校效能」各層面及整體面的現況。 

二、積差相關 

以積差相關來分析「知識管理態度」、「學校知識管理因素」與「學校效能」

各層面知識管理各層面的相關情形，以考驗「知識管理態度」、「學校知識管理

因素」與「學校效能」各因素之間的相關。 

三、多元迴歸分析 

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1.「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態度」、「學校知識

管理因素」各層面的預測；2.「知識管理態度」對學校效能的預測；3.「學校知

識管理因素」對學校效能的預測；4.「知識管理態度」、「學校知識管理因素」

對學校效能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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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論 
本章之目的係根據研究調查問卷所得資料，進行統計分析並說明結果。首

先描述研究樣本的基本資料分析與討論。其次，呈現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的現

況；再者，探討不同教育人員背景變項、學校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態度、因素

的預測，以及知識管理態度、因素對於學校效能的預測。 

第一節 研究樣本資料分析 

本研究有效樣本共計430 份，其基本資料分析如表4-1 所示。就受訪的性別

而言男性有169人，占39.3％，女性有261人，占60.7％；就職務而言，校長有18

人，占4.19％，主任有56人，占13.02％，組長有89人，占20.70％，教師有267人，

占62.09％；就年齡而言，30歲以下者有94人，占21.86％，31-40歲者有225人占

52.33％，41-50歲者有87人，占20.23％，51歲以上者有24人，占5.58％；就年資

而言，10年以下者有203位，占47.21％，11-20年者有176位，占40.93％，21-30

年者有35位，占8.14％，31年以上者有16位，占3.72％。就教育程度而言，研究

所程度以上者有75位，占17.44％，師大、院者有229位，占53.26％，ㄧ般大學有

92位，占21.40％，師專、師範者有34位，占3.72％；就學校規模而言，在18班以

下的學校服務者有229位，占53.26％，在19-36班學校服務者有71位，占16.51％，

在37班以上學校服務者有130位，占30.23％；就學校地區而言，在城市服務者有

129位佔30％，在鄉鎮地區服務者有224位，占52.09％，在偏遠地區服務者有77

位，占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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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研究樣本資料一覽表 

項目 基本資料 人數 百分比％ 
男 169 39.3 

性別 
女 261 60.7 
校長 18 4.19 
主任 56 13.02 
組長 89 20.70 

職務 

教師 267 62.09 
30歲以下 94 21.86 
31-40歲 225 52.33 
41-50歲 87 20.23 

年齡 

51歲以上 24 5.58 
10 年以下 203 47.21 
11-20 年 176 40.93 
21-30 年 35 8.14 

年資 

31 年以上 16 3.72 
研究所以上 75 17.44 
師大、師院 229 53.26 
一般大學 92 21.40 

教育程度 

師專、師範 34 7.91 
18班以下 229 53.26 
19-36班 71 16.51 學校規模 
37班以上 130 30.23 
城市 129 30.00 
鄉鎮 224 52.09 學校地區 
偏遠 77 17.91 

第二節  學校知識管理態度、因素與學校效能 

之現況分析 
壹、知識管理之現況分析 

本研究將知識管理分為五個層面，分別是：知識取得、知識累積、知識應

用、知識分享及知識創新。由於各層面的題數並不相等，為便於不同層面間的比

較，本研究以各層面的平均數進行分析。從表4-2可知，整體知識管理的平均數

為3.67，知識管理量表各層面的平均數介於3.42至3.92之間，亦即介於選項「普

通」與「經常如此」之間。其中以「知識應用」層面的平均數最高，「知識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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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的平均數為3.42，明顯落後於其他層面之後，顯示嘉義縣市教育人員的知

識分享狀況，有待加強、改進之處。 

 表4-2 知識管理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知識管理層面 平均數 標準差 
知識取得 3.68 0.59 
知識累積 3.70 0.63 
知識應用 3.92 0.61 
知識分享 3.42 0.64 
知識創新 3.65 0.67 
整體知識管理 3.67 0.55 

貳、知識管理影響因素的分析 

從表4-3可知，整體知識管理因素的平均數為3.46，知識管理因素各層面的

平均數介2.93至3.65之間，其中以「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層面的平均數最

高，而知識管理的「評核」因素平均數最低，這顯示嘉義縣市的知識管理很少建

立知識管理的評核制度。 

表4-3  知識管理的影響因素分析摘要表。 

知識管理因素層面 平均數 標準差 
領導與策略 3.51 0.70 
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 3.65 0.63 
組織文化 3.53 0.65 
評核 2.93 0.84 
整體知識管理的因素 3.46 0.60 

三．學校效能之現況分析 

從表4-4可知，整體學校效能的平均數為3.79，學校效能各層面的平均數為

3.67至3.91之間，亦即介於選項「普通」與「經常如此」之間。其中以「校長效

能」的平均數最高，顯示嘉義縣市的教育人員對於「校長效能」的知覺上較其他

層面較佳，而「家長效能」、「學生效能」的平均數較低，顯著落後其他層面，

是值得有待加強、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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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學校效能之現況分析摘要表。 

學校效能層面 平均數 標準差 
校長效能 3.91 0.81 
行政效能 3.75 0.73 
教師效能 3.89 0.55 
學生效能 3.69 0.51 
家長效能 3.67 0.65 
整體學校效能 3.79 0.52 

第三節  知識管理態度、因素與學校效能 

的關係分析 
本節旨在分析知識管理態度與學校效能的相關、影響知識管理的因素與學

校效能的相關，研究者以皮爾遜積差相關來分析知識管理態度、影響知識管理的

因素與學校效能各層面的相關情形，以瞭解各變項間的相關情形。從表4-5可知：

1.知識管理態度與學校效能各層面之相關均達.01顯著水準，顯示兩者相關密切。

換言之，知識管理情形愈好，則學校效能愈佳。其中以知識應用與整體學校效能

的相關性最高（r＝0.700，p＜.01），知識分享與學校效能的相關性最低（r＝0.528，

p＜.01）。2.在各層面的相關情形中，以學校效能中的家長效能層面和知識管理

態度中的知識應用層面相關性最高（r＝0.636，p＜.01），顯示教育人員對於學

校效能中的家長效能看法愈佳，則其知識應用態度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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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知識管理態度與學校效能相關係數摘要表 
 知識取得 知識累積 知識應用 知識分享 知識創新 整體層面 
校長 
效能 .604＊＊ .667＊＊ .589＊＊ .491＊＊ .525＊＊ .707＊＊ 

行政 
效能 .533＊＊ .591＊＊ .601＊＊ .430＊＊ .424＊＊ .635＊＊ 

教師 
效能 .586＊＊ .583＊＊ .623＊＊ .466＊＊ .476＊＊ .674＊＊ 

學生 
效能 .502＊＊ .578＊＊ .607＊＊ .439＊＊ .477＊＊ .637＊＊ 

家長 
效能 .619＊＊ .624＊＊ .636＊＊ .483＊＊ .520＊＊ .710＊＊ 

整體 
層面 .650＊＊ .697＊＊ .700＊＊ .528＊＊ .553＊＊ .769＊＊ 

＊＊p＜.01 

從表4-6可知：1.學校知識管理因素和學校效能各層面的相關達到.01的顯著

水準，顯示兩者相關密切。換言之，知識管理情形愈好，則學校效能愈佳。其中

以領導與策略與整體學校效能的相關性最高（r＝0.753，p＜.01），資訊科技設

備與網路系統與學校效能的相關性最低（r＝0.571，p＜.01）。2.在各層面的相關

情形中，以學校效能中的教師效能層面和知識管理因素中的組織文化層面相關性

最高（r＝0.693，p＜.01），顯示教育人員對於學校效能中的行政效能看法愈佳，

學校的知識管理中因素的領導與策略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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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知識管理因素與學校效能相關係數摘要表 
 領導與策略 資訊科技設備

與網路系統 
組織文化 評核 整體層面 

校長 
效能 .679＊＊ .514＊＊ .540＊＊ .431＊＊ .645＊＊ 

行政 
效能 .691＊＊ .516＊＊ .604＊＊ .546＊＊ .695＊＊ 

教師 
效能 .635＊＊ .558＊＊ .693＊＊ .554＊＊ .714＊＊ 

學生 
效能 .491＊＊ .358＊＊ .489＊＊ .401＊＊ .513＊＊ 

家長 
效能 .558＊＊ .357＊＊ .546＊＊ .454＊＊ .567＊＊ 

整體 
層面 .753＊＊ .571＊＊ .702＊＊ .581＊＊ .770＊＊ 

＊＊p＜.01 

從表4-7可知：1.學校知識管理態度和因素各層面的相關達到.01的顯著水

準，顯示兩者相關密切。其中以知識創新與整體知識管理因素的相關性最高（r

＝0.852，p＜.01），知識應用與整體知識管理因素的相關性最低（r＝0.645，p

＜.01）。2.在各層面的相關情形中，以知識管理態度中的知識創新層面和知識管

理因素中的領導與策略層面的相關性最高（r＝0.819，p＜.01），顯示教育人員

對於知識創新的態度越佳，學校知識管理因素中的領導與策略就愈佳。 

表4-7  知識管理態度與知識管理因素相關係數摘要表 
 領導與策略 資訊科技設

備與網路 
組織文化 評核 整體層面 

知識 
取得 .738＊＊ .564＊＊ .621＊＊ .544＊＊ .729＊＊ 

知識 
累積 .717＊＊ .588＊＊ .651＊＊ .571＊＊ .743＊＊ 

知識 
應用 .665＊＊ .491＊＊ .666＊＊ .510＊＊ .690＊＊ 

知識 
分享 .759＊＊ .570＊＊ .747＊＊ .611＊＊ .792＊＊ 

知識 
創新 .819＊＊ .583＊＊ .739＊＊ .615＊＊ .816＊＊ 

整體 
層面 .852＊＊ .645＊＊ .786＊＊ .657＊＊ .868＊＊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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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背景變項對知識管理態度與因素之 

預測分析 
本節以背景變項、學校的知識管理態度現況、影響知識管理的因素為預測變

項，學校效能為效標變項，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以探討背景變項、學校知識

管理態度、以及影響知識管理的因素對學校效能的預測力。其中背景變項的部

分，皆為間斷變項，必須重新編碼為虛擬變項，才能進行迴歸分析。因此，研究

者將研究架構中的性別、職務、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規模、學校地

區轉變為虛擬變項，作為預測變項投入迴歸分析。 

本節所要分析的迴歸方程式共有九條： 

1.知識取得＝b0＋b1性別＋b2職務＋b3年齡＋b4服務年資＋b5教育程度＋

b6學校規模＋b7學校地區 

2.知識累積＝b0＋b1性別＋b2職務＋b3年齡＋b4服務年資＋b5教育程度＋

b6學校規模＋b7學校地區 

3.知識應用＝b0＋b1性別＋b2職務＋b3年齡＋b4服務年資＋b5教育程度＋

b6學校規模＋b7學校地區 

4.知識分享＝b0＋b1性別＋b2職務＋b3年齡＋b4服務年資＋b5教育程度＋

b6學校規模＋b7學校地區 

5.知識創新＝b0＋b1性別＋b2職務＋b3年齡＋b4服務年資＋b5教育程度＋

b6學校規模＋b7學校地區 

6.領導與策略＝b0＋b1性別＋b2職務＋b3年齡＋b4服務年資＋b5教育程度  

＋b6學校規模＋b7學校地區 

7.資訊科技與網路系統＝b0＋b1性別＋b2職務＋b3年齡＋b4服務年資＋b5  

教育程度＋b6學校規模＋b7學校地區 

8.組織文化＝b0＋b1性別＋b2職務＋b3年齡＋b4服務年資＋b5教育程度＋

b6學校規模＋b7學校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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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評核＝b0＋b1性別＋b2職務＋b3年齡＋b4服務年資＋b5教育程度＋b6學

校規模＋b7學校地區。 

此外，在進行迴歸分析的時候，同時進行共線性的診斷，發現條件指標均在

30以下，符合迴歸分析的要求，茲就上述迴歸方程式的分析結果分別探討如下： 

壹、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態度的預測分析 

從表4-8可知，迴歸方程式一：以「知識取得」為依變項，「性別」、「職

務」、「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規模」、「學校地區」

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分析，得出「教育程度」、「學校地

區」、「職務」和「知識取得」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

釋「知識取得」的總變異量為9％。 

迴歸方程式二：以「知識累積」為依變項，「性別」、「職務」、「年齡」、

「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為預測變項，採用

「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分析，得出「教育程度」、「學校規模」、「學校地區」

和「知識累積」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知識累積」

的總變異量為5％。  

迴歸方程式三：以「知識應用」為依變項，「性別」、「職務」、「年齡」、

「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為預測變項，採用

「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分析，得出「學校地區」和「知識應用」的迴歸係數達

到顯著水準，這個變項可解釋「知識應用」的總變異量為5％。 

迴歸方程式四：以「知識分享」為依變項，「性別」、「職務」、「年齡」、

「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為預測變項，採用

「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分析，得出「職務」、「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和

「知識分享」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知識分享」的

總變異量為7％。 

迴歸方程式五：以「知識創新」為依變項，「性別」、「職務」、「年齡」、

「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為預測變項，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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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分析，得出「職務」、「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和

「知識創新」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知識創新」的

總變異量為6％。 

表4-8  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態度的迴歸分析摘要表 

 知識取得 知識累積 知識應用 知識分享 知識創新 
女性（男性為對照

組） 0.00  0.00 -0.01  -0.05  -0.06  

校長（對照組） 0.10  0.07 0.07  0.06  0.09  
主任 0.13＊  0.07 0.09  0.12＊  0.09  
組長 0.08  0.10 0.05  0.15  0.10＊  
30歲以下（對照組） 0.09  0.03 0.01  0.03  0.05  
41-50歲 0.00  -0.07 -0.07  -0.07  -0.09  
51歲以上 0.04  -0.10 -0.09  -0.09  -0.12  
11-20 年（10 年以下

為對照組） 0.04  0.09 0.02  0.00  0.06  

21-30 年 0.12  0.11 0.12  0.13  0.17＊  
31 年以上 0.04  0.12 0.16  0.18＊  0.15  
研究所（對照組） -0.19＊＊ -0.19＊＊ -0.13  -0.15＊  -0.15＊  
師大院 -0.07  -0.10 -0.04  0.01  -0.06  
師專 -0.04  -0.03 0.00  -0.03  -0.02  
19-36班（18班以下
為對照組） -0.03  0.02 -0.07  0.04  -0.01  

37班以上 -0.06  0.14＊ -0.03  0.01  -0.02  
城市（鄉鎮為對照

組） -0.18＊＊ -0.16＊ -0.13＊  -0.07  -0.11  

偏遠 -0.07  0.01 -0.12＊  -0.02  -0.03  
R平方 0.09 0.05 0.05 0.07 0.06 
F值 2.39＊＊ 1.29 1.38 1.92 1.62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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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因素的預測分析 

從表4-9可知，迴歸方程式六：以「領導與策略」為依變項，「性別」、「職

務」、「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規模」、「學校地區」

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分析，得出「職務」、「學校地區」

和「領導與策略」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兩個變項聯合可解釋「領導與策

略」的變異量為9％。 

迴歸方程式七：以「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為依變項，「性別」、「職

務」、「年齡」、「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規模」、「學校地區」

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分析，得出「職務」、「年齡」、「服

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規模」、「學校地區」和「資訊科技設備與網

路系統」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六個變項聯合可解釋「資訊科技設備與網

路系統」的變異量為7％。 

迴歸方程式八：以「組織文化」為依變項，「性別」、「職務」、「年齡」、

「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為預測變項，採用

「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分析，得出「職務」、「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和

「組織文化」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組織文化」的

變異量為7％。 

迴歸方程式九：以「評核」為依變項，「性別」、「職務」、「年齡」、

「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規模」、「學校地區」為預測變項，採用

「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分析，得出「學校規模」與「學校地區」和「評核」的

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兩個變項聯合可解釋「評核」的變異量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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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因素的迴歸分析摘要表 

 領導與策略 資訊科技設備與網

路系統 
組織文化 評核 

女性（男性為對照

組） -0.08  -0.03  -0.04  -0.09  

校長（對照組） 0.08  0.02  0.07  -0.04  
主任 0.12＊  0.12＊  0.13＊  0.08  
組長 0.08  0.04  0.08  -0.03  
30歲以下（對照組） 0.09  -0.04  0.01  0.12  
41-50歲 0.00  -0.17＊＊ -0.08  -0.01  
51歲以上 0.02  -0.08  -0.09  0.01  
11-20 年（10 年以下

為對照組） 0.07  0.05  0.02  0.04  

21-30 年 0.10  0.16＊  0.15 ＊ 0.08  
31 年以上 0.08  0.08  0.12  0.07  
研究所（對照組） -0.13  -0.17＊＊  -0.21＊＊  -0.06  
師大院 0.01  -0.03  -0.01  0.04  
師專 -0.05  -0.08  -0.08  0.00  
19-36班（18班以下
為對照組） -0.03  0.00  -0.06  -0.11＊  

37班以上 -0.06  0.15＊  -0.04  -0.05  
城市（鄉鎮為對照

組） -0.14＊  -0.17＊＊  -0.04  -0.13＊  

偏遠 -0.05  0.03  -0.05  -0.10  
R平方 0.09 0.07 0.07 0.06 
F值 2.25＊＊ 1.94＊ 1.86＊ 1.50＊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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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知識管理態度與因素對學校效能 

的預測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1.知識管理態度對於學校效能的預測力；2.知識管理因素對

於學校效能的預測力；3.知識管理態度、因素對學校效能的預測力。此外，在進

行迴歸分析的時候，同時進行共線性的診斷，發現條件指標均在 30 以下，符合

迴歸分析的要求，茲就上述順序分別探討如下： 

壹、知識管理態度對於學校效能的預測 

有關知識管理態度對於學校效能的預測，本研究從知識管理態度的五大層

面，應用強迫選取法進行多元迴歸，依序探討知識管理態度對於學校效能的預測

情形。在這個部分共有 5條迴歸方程式： 

1.校長效能＝b0＋b1知識取得＋b2知識累積＋b3知識應用＋b4知識分享＋

b5知識創新 

2.行政效能＝b0＋b1知識取得＋b2知識累積＋b3知識應用＋b4知識分享＋

b5知識創新 

3.教師效能＝b0＋b1知識取得＋b2知識累積＋b3知識應用＋b4知識分享＋

b5知識創新 

4.學生效能＝b0＋b1知識取得＋b2知識累積＋b3知識應用＋b4知識分享＋

b5知識創新 

5.家長效能＝b0＋b1知識取得＋b2知識累積＋b3知識應用＋b4知識分享＋

b5知識創新 

從表4-10可知，迴歸方程式一：以「校長效能」為依變項，「知識取得」、「知

識累積」、「知識應用」、「知識分享」、「知識創新」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

法」進行迴歸分析，得出「知識創新」、「知識取得」、「知識應用」和「校長

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校長效能」的總變異

量為45％，而其中以「知識創新」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表示「知識創新」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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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效能」最具有預測力。 

迴歸方程式二：以「行政效能」為依變項，「知識取得」、「知識累積」、「知

識應用」、「知識分享」、「知識創新」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

分析，得出「知識取得」、「知識分享」、「知識應用」、「知識創新」和「行

政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四個變項聯合可解釋「行政效能」的總變

異量為51％，而其中以「知識取得」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知識取得」對「行

政效能」最具有預測力。 

迴歸方程式三：以「教師效能」為依變項，「知識取得」、「知識累積」、「知

識應用」、「知識分享」、「知識創新」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

分析，得出「知識應用」、「知識分享」、「知識創新」和「教師效能」的迴歸

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四個變項聯合可解釋「教師效能」的總變異量為50％，而

其中「知識應用」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知識應用」對「教師效能」最具有預

測力。 

迴歸方程式四：以「學生效能」為依變項，「知識取得」、「知識累積」、「知

識應用」、「知識分享」、「知識創新」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

分析，得出「知識取得」、「知識應用」和「學生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

準，這兩個變項聯合可解釋「學生效能」的總變異量為29％，而其中「知識取得」

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表示「知識取得」對「學生效能」最具有預測力。 

迴歸方程式五：以「家長效能」為依變項，「知識取得」、「知識累積」、「知

識應用」、「知識分享」、「知識創新」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

分析，得出「知識取得」、「知識創新」、「知識分享」、「知識應用」、「知

識累積」和「家長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五個變項聯合可解釋「家

長效能」的總變異量為34％，其中以「知識取得」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知識

取得」對「家長效能」最具有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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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知識管理態度對於學校效能的迴歸分析摘要表 

 校長效能 行政效能 教師效能 學生效能 家長效能 
知識取得 0.26＊＊＊ 0.37＊＊＊  0.11  0.24＊＊  0.30＊＊＊  
知識累積 -0.01  0.04  0.09  -0.03  -0.14＊  
知識應用 0.23 ＊＊＊ 0.13＊  0.24＊＊  0.17＊＊  0.16＊  
知識分享 0.00  0.14＊  0.19＊  0.11  0.17＊  
知識創新 0.28 ＊＊＊ 0.13＊  0.19＊  0.13  0.16＊  
R平方 0.45 0.51 0.50 0.29 0.34 
F值 70.43＊＊＊ 86.58＊＊＊ 83.81＊＊＊ 34.96＊＊＊ 42.93＊＊＊ 

＊p＜.05  ＊＊p＜.01  ＊＊＊p＜.001 

貳、知識管理因素對學校效能的預測 

有關知識管理因素對於學校效能的預測，本研究從知識管理因素的四大層

面，應用強迫選取法進行多元迴歸，依序探討知識管理因素對學校效能的預測情

形。這個部分有五條迴歸方程式： 

1.校長效能：b0＋b1 領導與策略＋b2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b3組織文

化＋b4評核 

2.行政效能：b0＋b1 領導與策略＋b2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b3組織文

化＋b4評核 

3.教師效能：b0＋b1 領導與策略＋b2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b3組織文

化＋b4評核 

4.學生效能：b0＋b1 領導與策略＋b2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b3組織文

化＋b4評核 

5.家長效能：b0＋b1 領導與策略＋b2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b3組織文

化＋b4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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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知識管理因素對學校效能的迴歸分析摘要表 

 校長效能 行政效能 教師效能 學生效能 家長效能 
領導與策

略 0.66＊＊＊  0.49＊＊＊  0.19＊＊  0.27＊＊＊  0.35＊＊＊  

資訊科技

設備與網

路系統 
0.15＊＊  0.12＊  0.16＊＊＊  0.02  -0.05  

組織文化 0.06  0.13＊  0.41＊＊＊  0.26＊＊＊  0.31＊＊＊  
評核 -0.16＊＊  0.04  0.06  0.01  0.00  
R平方 0.49 0.50 0.52 0.27 0.35 
F值 101.28＊＊＊ 106.97＊＊＊ 117.05＊＊＊ 40.06＊＊＊ 42.93＊＊＊ 

＊p＜.05  ＊＊p＜.01  ＊＊＊p＜.001 

從表 4-11可知，迴歸方程式一：以「校長效能」為依變項，「領導與策略」、

「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組織文化」、「評核」為預測變項，採用「強

迫選取法」進行迴歸分析，得出「領導與策略」、「評核」、「資訊科技設備與

網路系統」和「校長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校

長效能」的總變異量為 49％，其中以「領導與策略」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領

導與策略」對「校長效能」最具有預測力。 

迴歸方程式二：以「行政效能」為依變項，「領導與策略」、「資訊科技

設備與網路系統」、「組織文化」、「評核」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

進行迴歸分析，得出「領導與策略」、「組織文化」、「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

統」和「行政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行政效

能」的總變異量為 50％，其中以「領導與策略」的回歸係數最高，表示「領導

與策略」對「行政效能」最具有預測力。 

迴歸方程式三：以「教師效能」為依變項，「領導與策略」、「資訊科技

設備與網路系統」、「組織文化」、「評核」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

進行迴歸分析，得出「組織文化」、「領導與策略」、「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

統」和「教師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教師效

能」的總變異量為 52％，其中以「組織文化」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組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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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對「教師效能」最具有預測力。 

迴歸方程式四：以「學生效能」為依變項，「領導與策略」、「資訊科技

設備與網路系統」、「組織文化」、「評核」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

進行迴歸分析，得出「領導與策略」、「組織文化」和「學生效能」的迴歸係數

達到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學生效能」的總變異量為 27％，其中

以「領導與策略」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領導與策略」對「學生效能」最具有

預測力。 

迴歸方程式五：以「家長效能」為依變項，「領導與策略」、「資訊科技

設備與網路系統」、「組織文化」、「評核」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

進行迴歸分析，得出「領導與策略」、「組織文化」和「家長效能」的迴歸係數

達到顯著水準，這兩個變項聯合可解釋「家長效能」的總變異量為 35％，其中

以「領導與策略」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領導與策略」對「家長效能」最具有

預測力。 

叁、知識管理態度、因素對學校效能的預測分析 

有關知識管理態度、因素對於學校效能的預測，本研究從知識管理態度的

五大層面，知識管理因素的四大層面，應用強迫選取法進行多元迴歸，依序探討

知識管理態度與因素對學校效能的預測情形。這個部分有五條迴歸方程式： 

1.校長效能：b0＋b1知識取得＋b2知識累積＋b3知識應用＋b4知識分享＋

b5知識創新＋b6領導與策略＋b7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b8組織文化

＋b9評核 

2.行政效能：b0＋b1知識取得＋b2知識累積＋b3知識應用＋b4知識分享＋

b5知識創新＋b6領導與策略＋b7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b8組織文化

＋b9評核 

3.教師效能：b0＋b1知識取得＋b2知識累積＋b3知識應用＋b4知識分享＋

b5知識創新＋b6領導與策略＋b7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b8組織文化

＋b9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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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效能：b0＋b1知識取得＋b2知識累積＋b3知識應用＋b4知識分享＋

b5知識創新＋b6領導與策略＋b7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b8組織文化

＋b9評核 

5.家長效能：b0＋b1知識取得＋b2知識累積＋b3知識應用＋b4知識分享＋

b5知識創新＋b6領導與策略＋b7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b8組織文化

＋b9評核。 

表 4-12  知識管理態度、因素和學校效能的迴歸分析摘要表 
 校長效能 行政效能 教師效能 學生效能 家長效能 
知識取得 0.14＊  0.29＊＊＊  0.08  0.22＊＊  0.26＊＊＊  
知識累積 -0.08  -0.02  0.04  -0.05  -0.16＊  
知識應用 0.22＊＊＊  0.11＊  0.18＊＊  0.13＊  0.10  
知識分享 -0.13＊  0.01  0.03  0.01  0.02  
知識創新 0.07  -0.04  0.06  0.04  0.01  
領導與策

略 0.53＊＊＊  0.31＊＊＊  0.00  0.08  0.22＊  

資訊科技

與網路設

備 
0.14＊＊  0.07  0.13  -0.01  -0.07  

組織文化 0.00  0.07  0.30＊＊＊  0.19＊  0.27＊＊＊  
評核 -0.13＊  0.06  0.07  0.03  0.02  
R平方 0.53 0.55 0.56 0.31 0.38 
F值 52.77＊＊＊ 56.69＊＊＊ 58.93＊＊＊ 20.96＊＊＊ 28.79＊＊＊ 

＊p＜.05  ＊＊p＜.01  ＊＊＊p＜.001 

從表 4-12可知，迴歸方程式一：以「校長效能」為依變項，「知識取得」、「知

識累積」、「知識應用」、「知識分享」、「知識創新」、「領導與策略」、「資訊科

技設備與網路系統」、「組織文化」、「評核」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

進行迴歸分析，得出「領導與策略」、「知識應用」、「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

統」、「知識取得」、「評核」、「知識分享」和「校長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

顯著水準，這六個變項聯合可解釋「校長效能」的總變異量為 53％，其中以「領

導與策略」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領導與策略」對「校長效能」最具有預測力。 

迴歸方程式二：以「行政效能」為依變項，「知識取得」、「知識累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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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應用」、「知識分享」、「知識創新」、「領導與策略」、「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

系統」、「組織文化」、「評核」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分

析，得出「領導與策略」、「知識取得」、「知識應用」和「行政效能」的迴歸

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行政效能」的總變異量為 55％，

其中以「領導與策略」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領導與策略」對「行政效能」最

具有預測力。 

迴歸方程式三：以「教師效能」為依變項，「知識取得」、「知識累積」、「知

識應用」、「知識分享」、「知識創新」、「領導與策略」、「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

系統」、「組織文化」、「評核」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分

析，得出「組織文化」、「知識應用」和「教師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

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教師效能」的總變異量為 56％，其中以「組織文化」

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組織文化」對「教師效能」最具有預測力。 

迴歸方程式四：以「學生效能」為依變項，「知識取得」、「知識累積」、「知

識應用」、「知識分享」、「知識創新」、「領導與策略」、「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

系統」、「組織文化」、「評核」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分

析，得出「知識取得」、「組織文化」、「知識應用」和「學生效能」的迴歸係

數達到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學生效能」的總變異量為 31％，其

中以「知識取得」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知識取得」對「學生效能」最具有預

測力。 

迴歸方程式五：以「家長效能」為依變項，「知識取得」、「知識累積」、「知

識應用」、「知識分享」、「知識創新」、「領導與策略」、「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

系統」、「組織文化」、「評核」為預測變項，採用「強迫選取法」進行迴歸分

析，得出「組織文化」、「知識取得」、「領導與策略」、「知識累積」和「家

長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四個變項聯合可解釋「家長效能」的總變

異量為 38％，其中以「組織文化」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組織文化」對「家

長效能」最具有預測力。 

 68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之關係。首先蒐集相關文獻，加以探討

與分析，以建立架構；然後根據此概念架構編製問卷，經專家效度、預試與修訂

問卷，以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最後以問卷調查法進行實證資料的收集。研究

取樣對象為嘉義縣市的國民小學教育人員。並將有效問卷以描述統計、皮爾遜積

差相關及多元迴歸分析統計方法加以分析，並進行討論。本章依據研究分別的結

果，歸納出研究發現，再作成結論，並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學校教育人員及後續

研究之參考。本章共分三節探討，第一節描述主要的研究發現，第二節歸納本研

究的結論，第三節提出對本研究 

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節根據問卷調查之分析結果，探討：1.知識管理的現況；2.知識管理態度、

知識管理因素和學校效能相關；3.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態度與因素的預測；4.

知識管理態度以及知識管理因素對於學校效能的預測。研究者從上述四大方向，

依序歸納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壹、嘉義縣市國民小學的知識管理態度、因素與學校效能現況 

一、嘉義縣市國民小學的知識管理態度現況 

就知識管理態度層面而言，嘉義縣市的國小教育人員以「知識應用」層面的

平均數最高，其次依序為「知識累積」、「知識取得」、「知識創新」、「知識

分享」，其中以「知識分享」層面最不理想。顯示嘉義縣市教育人員的知識分享

狀況，有待加強、改進之處。 

二、嘉義縣市國民小學的知識管理因素現況 

就影響知識管理的因素而言，以「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層面的平均

數最高，這顯示嘉義縣市的教育人員，對於學校知識管理因素中資訊科技設備相

當重視。其他知識管理因素依序為「組織文化」、「領導與策略」、「評核」，

 69



而知識管理的「評核」因素平均數最低，這顯示嘉義縣市的知識管理很少建立知

識管理的評核制度。 

三、嘉義縣市國民小學的學校效能現況 

就學校效能的順序而言，依序為「校長效能」、「教師效能」、「行政效能」、

「學生效能」、「家長效能」，其中以「校長效能」表現最佳，而「家長效能」、

「學生效能」的平均數較低，顯著落後其他層面，是值得有待加強、改進之處。 

貳、知識管理態度、因素與學校效能的相關情形 

一、知識管理態度與學校效能的相關情形 

就學校知識管理態度層面而言，知識管理態度的五個層面，以及整體知識

管理之間，皆與學校效能各層面有正相關存在，且達.01顯著水準，顯示兩者相

關密切。其中以知識應用與學校效能的相關性最高，知識分享與學校效能的相關

性最低。在各層面的相關情形中，以知識管理態度中的知識應用層面和學校效能

中的家長效能層面相關性最高，顯示教育人員對於知識管理態度中的知識應用愈

佳，他們對於學校效能中的家長效能看法就愈好。 

二、知識管理因素與學校效能的相關情形 

就知識管理因素而言，學校知識管理因素的各層面，以及整體的學校知識

管理因素，和學校效能之間存在著正相關，而且達到.01的顯著水準。其中以領

導與策略與學校效能的相關性最高，「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與學校效能的

相關性最低。另外，在各層面的相關情形中，以知識管理因素中的「領導與策略」

層面和學校效能中的「行政效能」層面和相關性最高，顯示教育人員對於學校的

知識管理中因素的「領導與策略」愈佳，則學校效能中的「行政效能」看法愈佳。 

三、知識管理態度與知識管理因素的相關情形 

學校知識管理態度和因素各層面的相關達到.01的顯著水準，顯示兩者相關

密切。1.學校知識管理態度和因素各層面的相關達到.01 的顯著水準，顯示兩者

相關密切。其中以「知識管理態度」與「領導與策略」的相關性最高，「知識管

理態度」與「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的相關性最低。2.另外，在各層面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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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情形中，以知識管理態度中的「知識創新」層面和知識管理因素中的「領導與

策略」層面的相關性最高，顯示教育人員對於知識創新的態度越佳，學校知識管

理因素中的領導與策略就愈佳。 

參、背景變項對知識管理態度與因素的預測力情形 

一、背景變項對知識管理態度的預測情形 

「教育程度」、「學校地區」、「職務」和「知識取得」的迴歸係數達到

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知識取得」的總變異量為9％。「教育程度」、

「學校規模」、「學校地區」和「知識累積」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三個

變項聯合可解釋「知識累積」的總變異量為5％。「學校地區」和「知識應用」

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個變項可解釋「知識應用」的總變異量為5％。「職

務」、「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和「知識分享」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

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知識分享」的總變異量為7％。「職務」、「服務年資」、

「教育程度」和「知識創新」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

「知識創新」的總變異量為6％。整體而言，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態度的預測

力並不高。 

二、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因素的預測情形 

「職務」、「學校地區」和「領導與策略」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

兩個變項聯合可解釋「領導與策略」的變異量為9％。「職務」、「年齡」、「服

務年資」、「教育程度」、「學校規模」、「學校地區」和「資訊科技設備與網

路系統」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六個變項聯合可解釋「資訊科技設備與網

路系統」的變異量為7％。「職務」、「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和「組織文

化」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三個變項聯合可解釋「組織文化」的變異量為

7％。「學校規模」與「學校地區」和「評核」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這兩

個變項聯合可解釋「評核」的變異量為6％。整體而言，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

因素的預測力並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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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知識管理態度對學校效能的預測情形 

「知識創新」、「知識取得」、「知識應用」和「校長效能」的迴歸係數

達到顯著水準，而其中以「知識創新」對「校長效能」最具有預測力。「知識取

得」、「知識分享」、「知識應用」、「知識創新」和「行政效能」的迴歸係數

達到顯著水準，而其中以「知識取得」對「行政效能」最具有預測力。「知識應

用」、「知識分享」、「知識創新」和「教師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

其中以「知識應用」對「教師效能」最具有預測力。「知識取得」、「知識應用」

和「學生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其中以「知識取得」對「學生效能」

最具有預測力。「知識取得」、「知識創新」、「知識分享」、「知識應用」、

「知識累積」和「家長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其中以「知識取得」對

「家長效能」最具有預測力。整體而言，知識管理態度對於學校效能有相當不錯

的預測力，其中以「知識取得」層面對於學校效能各層面，擁有較佳的解釋力。 

伍、知識管理因素對學校效能的預測情形 

「領導與策略」、「評核」、「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和「校長效能」

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其中以「領導與策略」對「校長效能」最具有預測力。

「領導與策略」、「組織文化」、「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和「行政效能」

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其中以「領導與策略」對「行政效能」最具有預測力。

「組織文化」、「領導與策略」、「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和「教師效能」

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其中以「組織文化」對「教師效能」最具有預測力。

「領導與策略」、「組織文化」和「學生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其中

以「領導與策略」對「學生效能」最具有預測力。「領導與策略」、「組織文化」

和「家長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其中以「領導與策略」對「家長效能」

最具有預測力。整體而言，知識管理因素對於學校效能有較佳的解釋力，其中以

「領導與策略」層面對於學校效能各層面，擁有較佳的解釋力。 

陸、知識管理態度與因素對學校效能的預測情形 

「領導與策略」、「知識應用」、「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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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評核」、「知識分享」和「校長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其

中以「領導與策略」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領導與策略」對「校長效能」最具

有預測力。「領導與策略」、「知識取得」、「知識應用」和「行政效能」的迴

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其中以「領導與策略」的迴歸係數最高，表示「領導與策

略」對「行政效能」最具有預測力。「組織文化」、「知識應用」和「教師效能」

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水準，其中以「組織文化」對「教師效能」最具有預測力。

「知識取得」、「組織文化」、「知識應用」和「學生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

著水準，其中以「知識取得」對「學生效能」最具有預測力。「組織文化」、「知

識取得」、「領導與策略」、「知識累積」和「家長效能」的迴歸係數達到顯著

水準，其中以「組織文化」對「家長效能」最具有預測力。整體而言，知識管理

因素比知識管理態度更具有預測力。 

第二節  結論 

綜合以上對於嘉義縣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的研究結果，綜合歸納成以下列幾

點結論，以作為提出建議的依據，茲分述如下： 

壹、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的知識管理態度以知識應用最好，但知識分享較低落 

嘉義縣市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於知識管理的態度，以「知識應用」層面最

高，其次依序為「知識累積」、「知識取得」、「知識創新」、「知識分享」，

其中以「知識分享」層面最不理想。從以上可知，嘉義縣市的教育人員的知識應

用以個人為主，在個人的知識應用做的比較好，但是教育人員之間的知識分享則

較少，顯示教育人員之間缺乏分享知識的習慣。此外，知識分享低落的情形，和

我國的民族性有關，許多人存有「敝帚自珍」的觀念，認為自己所有的知識是相

當寶貴，與別人分享之後唯恐被別人超越。另外，本研究發現，國民小學教育人

員知識分享態度較為低落，其原因可能是國民小學的工作許多是例行性工作，在

處理事務上亦大多是單打獨鬥，普遍缺乏合作性與分享性，除非職務調動或職務

上需要，否則很少主動向他人分享個人經驗或向他人請益。再者，人與人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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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知識並不是一件自然的行為，必須有強烈的動機才能促使這種行為的發生，

也就是說如果沒有強大的誘因下，教育人員仍會維持原本單打獨鬥的習性，不會

積極地與人分享知識。 

貳、國民小學的知識管理因素中以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層面表現最好，但評

核層面則較低落 

就知識管理因素的現況而言，嘉義縣市的國小教育人員給予「資訊科技設備

與網路系統」層面分數的平均數最高，而知識管理的「評核」因素平均數最低。

這顯示在嘉義縣市的國民小學中，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具有促進知識管理的

效果，而評核因素之所以評價最低，可能許多學校都尚未建立知識管理的評核制

度，所以知識評核層面顯得較低落。另外，評核層面的題目著重於事實面的問題，

而許多學校認為知識管理的評核並不重要，所以並未建立知識管理的評核制度，

所以導致知識管理的評核層面的分數偏低。 

參、國民小學的學校效能中以校長效能層面最佳，家長效能層面表現不理想 

就學校效能的各層面而言，以「校長效能」層面最佳，「家長效能」層面表

現情況最不理想。由上述可知，嘉義縣市的教育人員，對於校長的領導效能、方

式、態度滿意度高，而導致了對於校長效能的評分較高。另一方面，家長效能表

現不佳，主要是由於許多的家長對於學校活動的參與不佳，特別是學校所辦的家

長座談、親師懇談等活動。另外，家長對學校所規定的事項，配合度也不是很好。 

肆、知識管理態度與學校效能的相關，以知識應用和家長效能的相關最高  

在知識管理態度的五個層面中，以及整體知識管理之間，皆與學校效能各

層面有正相關存在，且達顯著水準，顯示兩者相關密切，但是就個別的層面而言，

「知識應用」層面和「家長效能」的相關程度最高。此一結果印證了文獻探討中

的結果，在第二章的文獻探討中，許多相關的研究均顯示知識管理和學校效能之

間有密切的相關。另外，「知識應用」層面和「家長效能」的相關程度最高，這

個研究結果則和前面的文獻不同。雖然如此，在另一方面，這表示教育人員如果

能夠善用所學的知識與經驗，在和家長的溝通、爭取家長的支持、以及對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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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參與等方面，會對家長效能產生相當程度的影響。 

伍、知識管理因素與學校效能的相關，以領導與策略和行政效能的相關最高 

在學校知識管理態度的層面中，以知識管理因素中的「領導與策略」層面

和學校效能中的「行政效能」層面和相關性最高，顯示教育人員對於學校的知識

管理中因素的領導與策略愈佳，則學校效能中的行政效能看法愈佳。這個研究結

果，說明了學校領導者角色的重要性，學校領導者的知識管理的領導策略，和行

政效能有極為密切的關係。而學校組織領導者其任務主要在於塑造一個能充分支

持知識管理基礎建設的環境，還要能支援全部的知識管理流程，讓成員保持對組

織的向心力。在知識管理中，在學校組織中主要的構成為專業工作者，因此，組

織中的領導者必須充分發揮其角色功能，運用有效的領導策略，促進有能力的專

業成員，對組織產生忠誠與承諾，為組織增加知識資產的不二法門。 

陸、知識管理態度與知識管理因素的相關，以知識創新和領導與策略的相關最高 

在知識管理態度與知識管理因素各層面的相關情形中，以知識管理態度中

的「知識創新」層面和知識管理因素中的「領導與策略」層面的相關性最高顯示

教育人員對於知識創新的態度越佳，學校知識管理因素中的領導與策略就愈佳。

此一現象，反映在現今多變的外在環境中，國小的教育人員必須要積極地進行知

識創新，才能在領導與策略的方式與內容上與時俱進，面對外在的環境如果只是

消極地以不變應付萬變，那最終會被這股變動的潮流所吞沒。 

柒、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態度、因素的預測力極低 

本研究中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態度的預測，以及對於知識管理因素的預

測，不管是若干變項的聯合解釋力，或是單獨變項的解釋力，均不超過10％。由

此可知，背景變項對於知識管理態度、因素的預測力極低。這個研究結果和文獻

中背景變項會影響知識管理的觀點相反，本研究中的背景變項均是文獻中會影響

知識管理的變項，然而研究的結果卻是對知識管理態度、因素的預測力甚低，這

意味著在學校進行知識管理的時候，原本會影響知識管理的背景變項，都不應該

成為知識管理的障礙因素，學校不可以因為地處偏遠、學校規模小、老師年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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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作為無法推動知識管理的藉口。 

捌、知識管理態度對學校效能預測，以知識取得層面最具有預測力 

知識管理態度中的「知識取得」層面，對半數以上的「學校效能」層面具

有預測力，亦即「知識取得」層面對「行政效能」、「教師效能」、「學生效能」

預測力最佳。由上述可知，知識管理態度中，以「知識取得」層面，對於學校效

能的最具有預測力。這個研究結果顯示，嘉義縣市的教育人員對於知識取得的看

重。另外，也確立了知識取得在知識管理過程中的重要性，知識管理需將組織內

部原有的知識納入，因為這些知識存在於日常工作與行動之中，有必要加以收集

和整理，這是知識管理的第一步。此外，組織外部知識的取得也很重要，包括服

務對象的資料、外在環境的變化、競爭對手的資料，這些內、外部知識的取得，

可以作為提升學校效能策略的基礎。 

玖、知識管理因素對學校效能的預測，以領導與策略層面最具有預測力 

在所有知識管理因素層面中，只有「領導與策略」層面對四個「學校效能」

層面擁有最好的預測力，亦即對「校長效能」、「行政效能」、「學生效能」、

「家長效能」具有最良好預測力，由上述可知，知識管理因素中，以「領導與策

略」層面最具有預測力。這個研究結果，印證文獻所所提到的領導者角色與任務，

對學校組織而言，領導問題特別重要。學校組織內部必須先有一位獲得組織成員

支持的知識執行長，運用有效的領導策略，以有效協調知識管理活動。 

拾、知識管理因素比知識管理態度更能預測學校效能 

知識管理態度與知識管理因素對學校效能的預測，這兩個變項相較之下，

知識管理因素中的「領導與策略」層面對於「校長效能」、「行政效能」、「家

長效能」，「組織文化」層面對於「教師效能」具有最佳預測力，而知識管理態

度僅有「知識取得」層面對於「學校效能」具有最佳預測力。由上述可知，知識

管理因素比知識管理態度更能預測學校效能。這個研究結果顯示，光有組織個人

良好的知識管理態度仍然不夠的，必須要有整體的配套措施，使知識管理的促動

因素發揮效果，以促進學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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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依據第二節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下列建議，以作為學校單位及未來進一

步研究之參考。 

壹、對於學校單位的建議 

一、在推動知識管理方面 

（一）建立良好的組織文化促進學校同仁分享知識 

由於知識管理強調組織知識的共享與創新，要使組織中的成員朝向合作、共

享的方向發展，端賴組織文化的改變。然而，本研究發現，知識分享態度與學校

效能呈現正相關。因此研究者認為在組織中，組織成員的相互合作與分享知識將

可得集思廣益、事半功倍之效；透過知識分享將可促進知識的流通，尤其以內隱

知識更需要透過人際間的互動來傳遞。因此，國民小學應以透過獎勵制度的方式

來以強化教育人員知識分享的動機，並鼓勵教育同仁主動與同仁分享知識，創建

良好的組織文化，讓組織內部的成員願意分享顯示知識、內隱知識，以突破知識

分享的瓶頸。 

（二）建立知識管理的評核機制 

在本研究中知識管理因素層面中的「評核」分數最低，這顯示在嘉義縣市

的國民小學尚未建立知識管理的評核機制。因此，為了促進學校的知識管理績

效，必須形成一種學校知識管理的反饋系統，此一系統就是知識管理的評核機

制。這個機制的建立應該包含了各種知識評核的行動和配套措施，例如創新、分

享知識的激勵措施、組織知識和記憶的保存、資料庫文件的數量、使用者擷取的

次數、學校的成員是否接受知識管理的概念等。 

二、在促進學校效能方面 

（一）鼓勵教育人員應用知識以提升家長效能 

教育人員所面臨的是各式各樣的家長，有的家長積極參與學校的事務，有

的對於學校的事務漠不關心，對小孩的學習也不管。面對彼此差異很大的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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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除了要努力向資深教師吸收如何和家長溝通的知識與經驗，還要將如何

促進家長效能的知識加以活化，將所學的知識有效地運用在每次的家長聯繫中，

進而提升家長效能。 

（二）鼓勵教育人員積極參加進修學習以提升學校校能 

面對社會的急劇變遷、知識的多元化與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以目前的知識

來面對變化快速的社會恐有不足；因此，學校應重視教職員專業成長的需求，加

強辦理相關研習活動，並鼓勵同仁參與相關研習活動。另外，學校要促使教育人

員將學習的內容，轉化為具有價值的知識，最後再將這種活化的知識轉化為生

活、工作與生命的智慧，以提升學校校能。 

（三）運用良好的知識管理領導策略以促進學校效能 

本研究結果發現，預測學校效能的知識管理因素中，以領導與策略最有預

測力。因此，知識管理領策略的形成是很重要的，而且要兼顧學校全面的發展。

而全方位的知識管理策略包括了善用資訊科技、縮短作業流程、精簡組織結構、

創新組織文化，以促進學校效能的提升。 

貳、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由於人力、時間的限制，研究範圍僅限於嘉義縣市之公立國民小學，

在推論上受到相當的限制。因此，未來的研究可將研究範圍擴及其他縣市，以增

加研究之外在效度。 

二、在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所分析的結果代表是整體趨向，無法針對個別情形予

以分析討論，且在資料的獲得上，並未能深入實際瞭解學校在推動知識管理與學

校效能的互動情形。因此，未來的研究建議可以利用實地觀察與深度訪談等方式

蒐集資料，藉以更深入的瞭解學校推動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情形及分析造成影響

的可能潛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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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專家效度問卷 
 

指導教授：鄒川雄    博士 
編 製 者：蔡維庭 

親愛的教育先進： 

為瞭解並建立本研究的專家效度，懇請惠賜卓見。本問卷分兩個部份。第一

部份是「知識管理量表」，第二部份是「學校效能量表」。這兩個部份的問卷是

根據石遠誠（民92）、卓鴻賓（民92）、俞國華（民91）、黃明哲（民92）、侯世昌

（民91）等研究所編製而成的。請您就每一小題對該向度適用的程度，在適當的

□中打ˇ。若有修正意見，也請您不吝指教，書寫於該向度題下，以作為研究者修

改之參考。非常謝謝您的協助！ 您的檢核卓見，請於一週內擲回，再次感謝。 

敬頌  教安 

                                         私立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研  究  生    蔡 維 庭 敬上 

壹、基本資料 

一、性別：（1）男 （2）女 

二、職務：（1）校長（2）主任（3）組長（4）教師  

三、年齡：（1）30歲以下（2）31-40歲（3）41-50歲（4）51歲以上  

四、服務年資：（1）10 年以下（2）11-20 年（3）21-30 年（4）31年以上 

五、教育程度：（1）研究所以上(含四十學分班)（2）師大、師院畢業（3）一

般大學畢業（4）師專、師範畢業 

六、學校規模：(1)18 班以下(2)19-36 班(3)37 班以上 

七、學校地區：(l)城市 (2)鄉鎮（3）偏遠地區                        
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不

適

合

修正意見：                                                   □ □ □ 

貳、問卷內容： 

一、填答說明： 

本問卷分為兩個部分，敬請逐題作答。在每題後面有五個選項由「非常符合」

到「很不符合」的連續性選項(5、 4、 3、 2、 1)供您圈選。如果該題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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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您的感受完全符合，請在每題前寫「5」；如果該題的敘述與您的感受完全不

符合，請在每題前寫「l」。謝謝！ 
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不

適

合

                                                             □ □ □

修正意見：                                                      

 

第一部分：知識管理量表                                           

說明：「知識管理量表」由「知識管理核心活動」與「知識管理的影響因素」

兩部份組成。「知識管理核心活動」由五個向度編製而成，針對學校成員在工作

上知識管理的範圍，將其分別為「知識取得」、「知識累積」、「知識應用」、

「知識分享」、「知識創新」。「知識管理的影響因素」由四個向度編製而成，

將其分別為「領導與策略」、「資訊科技設備」、「組織文化」、「評核」。 

ㄧ、知識管理的核心活動 

向度一：知識取得                                                

1.本校可以讓同仁迅速地擷取所需要的資訊                       □ □ □ 

修正意見： 

2.本校建置良好的知識管理系統，以幫助需要的同仁取得資訊       □ □ □ 

修正意見： 

3.本校會從家長、教師或社區等處獲得對學校有幫助的資訊         □ □ □ 

修正意見： 

4.學校會向績效良好的學校擷取有利於學校發展的資訊與經驗       □ □ □ 

修正意見： 

5.本校會鼓勵同仁從工作中學習新的知識和技能                   □ □ □ 

修正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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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不

適

合

6.本校充實圖書設備讓同仁可以獲取所需的相關知識               □ □ □ 

修正意見： 

向度二：知識累積 

7.本校鼓勵同仁盡量將工作獲得的知識建立成書面或檔案           □ □ □ 

修正意見： 

8.本校重視同仁教育專業知識與經驗的儲存                       □ □ □ 

修正意見： 

9.本校隨著時代的變遷，不斷儲存與更新學校內外部資訊           □ □ □ 

修正意見： 

10.本校鼓勵教職員利用電腦網路來儲存教學資料                  □ □ □ 

修正意見： 

11.本校將各科教學研究會所提內容彙整成資料                    □ □ □ 

修正意見： 

12.本校透過文字記錄，將各種知識、技術編輯成工作手冊          □ □ □  

修正意見： 

13.本校常蒐集教師與行政人員的意見以更新資料庫內容            □ □ □ 

修正意見： 

14.本校所舉辦之各種教學研習活動，能將成果彙編成冊            □ □ □ 

修正意見： 

向度三：知識應用 

15.本校鼓勵同仁將研習活動所學習之專業知能運用在工作上        □ □ □ 

修正意見： 

16.本校鼓勵同仁將教學觀摩活動的教學經驗運用在教學上          □ □ □ 

修正意見： 

17.本校鼓勵同仁將網路資訊，應用在教學工作上                  □ □ □ 

修正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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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不

適

合

18.本校鼓勵同仁應用自我設計的教學方法                        □ □ □ 

修正意見： 

19.本校鼓勵同仁應用網站討論區與同事討論教學或行政事宜        □ □ □ 

修正意見： 

向度四：知識分享 

20.本校會積極地與教育研究機構或其他學校進行學術交流          □ □ □ 

修正意見： 

21.學校會安排專人以小組或讀書會等方式來促進知識的交流        □ □ □ 

修正意見： 

22.本校處室同仁及學年教師間皆瞭解彼此的工作與教學狀況        □ □ □ 

修正意見： 

23.本校運用專業能力較佳的教師在進修時間，分享他們的經驗      □ □ □ 

修正意見： 

24.本校用網路科技讓同仁分享行政及教學經驗                    □ □ □  

修正意見： 

25.本校讓同仁在教學研究會上討論並分享其工作經驗              □ □ □ 

修正意見： 

向度五：知識創新 

26.本校會鼓勵同仁增進其創新的教育專業能力                    □ □ □ 

修正意見： 

27.本校提供充足的資源支持各種教學或行政的創新活動            □ □ □ 

修正意見： 

28.本校會進行教學或行政創新活動的專業對話                    □ □ □ 

修正意見： 

29.本校鼓勵並給予同仁持續專業成長的機會                      □ □ □ 

修正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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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不

適

合

30.本校會肯定與支持同仁改變過去不良的慣例或做法              □ □ □ 

修正意見： 

31.本校鼓勵同仁會以集體創作方式產生有創意的教學模式          □ □ □ 

修正意見： 

二、知識管理的影響因素 

向度一：領導與策略 

32.本校校長或主任會協助同仁學習專業知識                      □ □ □ 

修正意見： 

33.本校校長或主任積極地鼓勵同仁參與校內外的研習活動          □ □ □ 

修正意見： 

34.本校校長或主任經常會對同仁提出創新的專業理念              □ □ □ 

修正意見： 

35.本校校長或主任以便利的設施促進同仁之間的流通              □ □ □ 

修正意見： 

36.本校校長或主任會鼓勵教師嘗試新的工作角色                  □ □ □ 

修正意見： 

37.本校有專職的單位或人員，隨時儲存及更新資料庫              □ □ □  

修正意見： 

38.本校設有專責的知識管理團隊，提供同仁諮詢與協助            □ □ □ 

修正意見： 

39.本校資訊管理人員經常蒐集成員對於學校資料庫的意見          □ □ □ 

修正意見： 

40.本校舉辦校內知識管理座談，以溝通知識管理的意見            □ □ □ 

修正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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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不

適

合

向度二：資訊科技設備 

41.本校資訊設備能充分支援同仁進行知識管理                   □ □ □ 

修正意見： 

42.本校同仁能透過校內網路分享教育相關知識                   □ □ □ 

修正意見： 

43.本校有儲存同仁相關知識的系統                             □ □ □ 

修正意見： 

44.本校同仁皆可輕鬆自如地操作及瀏覽網路                     □ □ □ 

修正意見： 

45.本校資訊網站新穎有吸引力，成員喜歡上網搜尋資料           □ □ □ 

修正意見： 

46.本校資訊網站內容豐富，有足夠的資訊提供成員參考           □ □ □ 

修正意見： 

向度三：組織文化 

47.本校同仁會學習同事或其他學校的長處                       □ □ □ 

修正意見： 

48.本校同仁間會分享彼此的工作或教學經驗                     □ □ □ 

修正意見： 

49.本校鼓勵同仁之間，流通重要的經驗與方法                   □ □ □ 

修正意見： 

50.本校會將樂於分享知識與經驗列入考評項目中                 □ □ □ 

修正意見： 

51.本校提供獎勵的誘因，鼓勵同仁進行知識管理                 □ □ □ 

修正意見： 

52.本校鼓勵同仁提供各種創新的點子                           □ □ □ 

修正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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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不

適

合

53.本校鼓勵同仁成立教學研究會，激勵同仁研究與創新            □ □ □ 

修正意見： 

向度四：評核 

54.本校參考其他學校的經驗，評核自身的知識管理活動            □ □ □ 

修正意見： 

55.本校會不定期評核學校中關於教育專業知識的管理活動          □ □ □ 

修正意見： 

56.本校建置系統化的方式以評核與管理自身的教育專業知識        □ □ □ 

修正意見： 

57.本校同仁的評鑑制度，包含同仁管理知識的表現                □ □ □  

修正意見： 

58.本校建立明確的知識管理評量標準、項目與策略                □ □ □  

修正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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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學校效能量表」 

說明：第二部份「學校效能量表」係分為五個向度編製而成。將其分別為「校長

效能」、「行政效能」、「教師效能」、「學生效能」、「家長效能」。 
                                                     

  
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不

適

合

一、校長效能                                                 

1.校長會尊重學校同仁的專業自主能力                          □ □ □ 

修正意見： 

2.校長能為學校塑造教育願景，建立學校發展特色                □ □ □ 

修正意見： 

3.本校校長的領導方式能有效推動校務工作                      □ □ □ 

修正意見： 

4.本校校長知人善任，對同仁的表現持肯定信任的態度            □ □ □ 

修正意見： 

5.本校校長對同仁的工作表現，有高度的期望                    □ □ □ 

修正意見： 

6.本校校長樂於幫助老師解決工作上的難題                      □ □ □ 

修正意見： 

7.本校校長對於校務之發展能與同仁充分溝通                    □ □ □ 

修正意見： 

二、行政效能 

8.本校各處室運作相當協調，並發揮互助合作的精神              □ □ □ 

修正意見： 

9.本校行政人員具有良好的溝通與協調能力                      □ □ □ 

修正意見： 

10.本校校務會議時，行政人員會報告學校重點工作               □ □ □ 

修正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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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不

適

合

11.本校各處室能依據學校願景訂定具體工作計畫                  □ □ □ 

修正意見： 

12.本校行政人員能妥善應用老師專才，以發揮其才能              □ □ □ 

修正意見： 

13.本校定期修正學校目標與優先次序                            □ □ □ 

修正意見： 

三、教師效能 

14.本校師生能有良好的互動及和諧的溝通                        □ □ □ 

修正意見： 

15.本校教師的教學方法及教學活動活潑創新                      □ □ □ 

修正意見： 

16.本校教師依據學生需求，採取適當的教導                      □ □ □ 

修正意見： 

17.本校教師能有效地從事班級經營與各項教學活動                □ □ □  

修正意見： 

18.本校教師充分利用資訊科技與教學輔具進行各種教學活動        □ □ □ 

修正意見： 

19.本校教師能從事專業對話、研討或分享教學心得                □ □ □ 

修正意見： 

20.本校教師能參與校內外進修活動，充實自我專業素養            □ □ □ 

修正意見： 

四、學生效能 

21.本校學生在行為上的表現都能達到學校的要求                  □ □ □ 

修正意見： 

22.本校學生能展現讀寫算的基本知能                            □ □ □ 

修正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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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合 

修

改

後

適

合 

不

適

合

23.本校學生表現認真學習的態度                                □ □ □ 

修正意見： 

24.本校學生能在體育活動上具有良好的表現                      □ □ □ 

修正意見： 

25.本校學生大都喜歡參加校內外的教學活動                      □ □ □ 

修正意見： 

26.本校學生參加校際學藝競賽，多有良好的成績表現              □ □ □ 

修正意見： 

27.本校學生的同儕關係良好，彼此能相互學習                    □ □ □ 

修正意見： 

五、家長效能 

28.家長常與教師聯繫，討論學生的行為或課業問題                □ □ □  

修正意見： 

29.學校辦理親師懇談會時，家長能踴躍參加                      □ □ □ 

修正意見： 

30.家長對於學校有關學生的規定事項，均能配合                  □ □ □ 

修正意見： 

31.家長及社會人士能適當的參與及關心學校事務                  □ □ □ 

修正意見： 

32.家長會成員對學校辦學方針，給予高度支持                    □ □ □ 

修正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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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調查問卷 
 

指導教授：鄒川雄    博士 
編 製 者：蔡維庭 

親愛的教育先進： 

這份問卷之目的在暸解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之研究。藉由

您寶貴的經驗及意見，以作為學校行政改進之參考。各項作答無所謂對錯，個人

填答絕對保密，填答結果僅作為本研究分析之依據，請您放心作答！本問卷為預

試問卷，主要目的在於篩選題目，以編擬正式問卷，因此題目較多，填答可能較

為費時，佔用您的時間，至表歉意。由於您的鼎力協助將讓我們更加了解知識管

理和學校效能之關係，而有助於學校行政的改善，謝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敬頌 

教安 

 

                                         私立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研  究  生    蔡 維 庭 敬上 

壹、基本資料 

（  ）1.性別：（1）男 （2）女 

（  ）2.職務：（1）校長（2）主任（3）組長（4）教師  

（  ）3.年齡：（1）30歲以下（2）31-40歲（3）41-50歲（4）51歲以上  

（  ）4.服務年資：（1）10 年以下（2）11-20 年（3）21-30 年（4）31年以上 

（  ）5.教育程度：（1）研究所以上(含四十學分班)（2）師大、師院畢業（3）

一般大學畢業（4）師專、師範畢業（5）其他，請說明 

（  ）6.學校規模：(1)18 班以下(2)19-36 班(3)37 班以上 

（  ）7.學校地區：(l)城市 (2)鄉鎮（3）偏遠地區                        

貳、問卷內容： 

一、填答說明： 

本問卷分為兩個部分，敬請逐題作答。在每題後面有五個選項由「總是如此」

到「從不如此」的連續性選項(5、 4、 3、 2、 1)供您圈選。如果該題的敘述

與您的感受完全符合，請在每題前寫「5」；如果該題的敘述與您的感受完全不

符合，請在每題前寫「l」。謝謝！ 

（請繼續下一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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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知識管理量表】 

一、知識管理的核心活動 

向度一：知識取得                                                
總 
是 
如 
此 
5 

經 
常 
如 
此 
4 

普 
 
通 
 
3 

很 
少

如

此 
2 

從

未

如

此

1

1.本校可以讓同仁迅速地擷取所需要的資訊                 □ □ □ □ □  

2.本校建置良好的知識管理系統，以幫助同仁取得資訊       □ □ □ □ □ 

3.本校會從家長、教師或社區等處獲得對學校有幫助的資訊   □ □ □ □ □ 

4.本校會向績效良好的學校吸收有利於學校發展的資訊與經驗 □ □ □ □ □       

5.本校會鼓勵同仁從工作中學習新的知識和技能             □ □ □ □ □                

6.本校充實圖書設備讓同仁可以獲取所需的相關知識         □ □ □ □ □ 

向度二：知識累積 

7.本校鼓勵同仁盡量將工作獲得的知識建立成書面或檔案     □ □ □ □ □     

8.本校重視同仁教育專業知識與經驗的儲存                 □ □ □ □ □      

9.本校隨著時代的變遷，不斷儲存與更新學校內外部資訊     □ □ □ □ □        

10.本校鼓勵教職員利用電腦網路來儲存教學資料            □ □ □ □ □       

11.本校將各科教學研究會所提內容彙整成資料              □ □ □ □ □      

12.本校透過文字記錄，將各種知識、技術編輯成工作手冊    □ □ □ □ □         

13.本校常蒐集教師與行政人員的意見以更新資料庫內容      □ □ □ □ □      

14.本校所舉辦之各種教學研習活動，能將成果彙編成冊      □ □ □ □ □         

向度三：知識應用 

15.本校鼓勵同仁將研習活動所學習之專業知能運用在工作上  □ □ □ □ □      

16.本校鼓勵同仁將其參加教學觀摩活動的經驗運用在教學上  □ □ □ □ □          

17.本校鼓勵同仁將網路的學習資源，應用在教學工作上      □ □ □ □ □      

18.本校鼓勵同仁應用自我設計的教學方法                  □ □ □ □ □                

19.本校鼓勵同仁應用課外補充教材以促進教學效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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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度四：知識分享 

20.本校會積極地與教育研究機構或其他學校進行學術交流    □ □ □ □ □ 

21.學校會安排專人以小組或讀書會等方式來促進知識的交流  □ □ □ □ □  

22.本校處室同仁及學年教師間皆瞭解彼此的工作與教學狀況  □ □ □ □ □  

23.本校運用專業能力較佳的教師在進修時間，分享他們的經驗□ □ □ □ □  

24.本校用網路科技讓同仁分享行政及教學經驗              □ □ □ □ □                

25.本校讓同仁在教學研究會上討論並分享其工作經驗        □ □ □ □ □  

向度五：知識創新 

26.本校會鼓勵同仁增進其創新的教育專業能力              □ □ □ □ □      

27.本校提供充足的資源支持各種教學或行政的創新活動      □ □ □ □ □       

28.本校會進行教學或行政創新活動的專業對話              □ □ □ □ □        

29.本校鼓勵並給予同仁持續專業成長的機會                □ □ □ □ □      

30.本校肯定與支持同仁改變過去不良的慣例或做法          □ □ □ □ □       

31.本校鼓勵同仁以集體創作方式產生有創意的教學模式      □ □ □ □ □      

二、知識管理的影響因素 

向度一：領導與策略 

32.本校校長或主任會協助同仁學習專業知識                □ □ □ □ □      

33.本校校長或主任積極地鼓勵同仁參與校內外的研習活動    □ □ □ □ □       

34.本校校長或主任經常會對同仁提出創新的專業理念        □ □ □ □ □       

35.本校校長或主任以便利的設施促進同仁之間的流通        □ □ □ □ □       

36.本校校長或主任會鼓勵教師嘗試新的工作角色            □ □ □ □ □       

37.本校有專職的人員，隨時儲存及更新電腦資料庫          □ □ □ □ □      

38.本校設有專責的知識管理團隊，提供同仁諮詢與協助      □ □ □ □ □       

39.本校資訊管理人員經常蒐集成員對於學校資料庫的意見    □ □ □ □ □       

40.本校舉辦校內知識管理座談，以溝通知識管理的意見      □ □ □ □ □       

（請繼續下一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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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度二：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 

41.本校資訊設備能充分支援同仁進行知識管理              □ □ □ □ □                

42.本校有儲存同仁相關知識的系統                        □ □ □ □ □     

43.本校同仁能透過校內網路分享教育相關知識              □ □ □ □ □      

44.本校同仁皆可熟練地操作及瀏覽網路                    □ □ □ □ □     

45.本校資訊網站新穎有吸引力，同仁喜歡上網搜尋資料      □ □ □ □ □  

46.本校資訊網站內容豐富，有足夠的資訊提供成員參考      □ □ □ □ □     

向度三：組織文化 

47.本校同仁會學習同事或其他學校的長處                  □ □ □ □ □     

48.本校同仁間會分享彼此的工作或教學經驗                □ □ □ □ □     

49.本校鼓勵同仁之間，流通重要的經驗與方法              □ □ □ □ □     

50.本校會將樂於分享知識與經驗列入考評項目中            □ □ □ □ □     

51.本校提供獎勵的誘因，鼓勵同仁進行知識管理            □ □ □ □ □     

52.本校鼓勵同仁提供各種創新的點子                      □ □ □ □ □     

53.本校鼓勵同仁成立教學研究會，激勵同仁研究與創新      □ □ □ □ □      

向度四：評核 

54.本校參考其他學校的經驗，評核校內的知識管理活動      □ □ □ □ □     

55.本校會不定期評核學校內的教育專業知識的管理活動      □ □ □ □ □    

56.本校建置系統化的方式以評核與管理教育專業知識        □ □ □ □ □     

57.本校同仁的評鑑制度，包含同仁管理知識的表現          □ □ □ □ □      

58.本校建立明確的知識管理評量標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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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學校效能量表】 

說明：第二部份「學校效能量表」係分為五個向度編製而成。將其分別為「校長

效能」、「行政效能」、「教師效能」、「學生效能」、「家長效能」。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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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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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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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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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少

如

此 
2 

從

未

如

此

1

一、校長效能                                                   

1.校長會尊重學校同仁的專業自主能力                     □ □ □ □ □  

2.校長能為學校塑造教育願景，建立學校發展特色           □ □ □ □ □      

3.本校校長的領導方式能有效推動校務工作                 □ □ □ □ □       

4.本校校長知人善任，對同仁的表現持肯定信任的態度       □ □ □ □ □        

5.本校校長對同仁的工作表現，有高度的期望               □ □ □ □ □     

6.本校校長樂於幫助老師解決工作上的難題                 □ □ □ □ □        

7.本校校長對於校務之發展能與同仁充分溝通               □ □ □ □ □       

二、行政效能 

8.本校各處室運作相當協調，並發揮互助合作的精神         □ □ □ □ □      

9.本校行政人員具有良好的溝通與協調能力                 □ □ □ □ □       

10.本校校務會議時，行政人員會報告學校重點工作          □ □ □ □ □        

11.本校各處室能依據學校願景訂定具體工作計畫            □ □ □ □ □      

12.本校行政人員能妥善應用老師專才，以發揮其才能        □ □ □ □ □     

13.本校定期修正學校目標與優先次序                      □ □ □ □ □      

三、教師效能 

14.本校師生能有良好的互動及和諧的溝通                  □ □ □ □ □    

15.本校教師的教學方法及教學活動活潑創新                □ □ □ □ □      

16.本校教師依據學生需求，採取適當的教導                □ □ □ □ □      

17.本校教師能有效地從事班級經營與各項教學活動          □ □ □ □ □      

18.本校教師充分利用資訊科技與教學輔具進行各種教學活動  □ □ □ □ □     

19.本校教師能從事專業對話、研討或分享教學心得          □ □ □ □ □ 

20.本校教師能參與校內外進修活動，充實自我專業素養      □ □ □ □ □ 

（請繼續下一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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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效能 

21.本校學生在行為上的表現都能達到學校的要求            □ □ □ □ □      

22.本校學生能展現讀寫算的基本知能                      □ □ □ □ □                

23.本校學生表現認真學習的態度                          □ □ □ □ □       

24.本校學生能在體育活動上具有良好的表現                □ □ □ □ □       

25.本校學生大都喜歡參加校內外的教學活動                □ □ □ □ □      

26.本校學生參加校際學藝競賽，多有良好的成績表現        □ □ □ □ □       

27.本校學生的同儕關係良好，彼此能相互學習              □ □ □ □ □       

五、家長效能 

28.家長常與教師聯繫，討論學生的行為或課業問題          □ □ □ □ □      

29.學校辦理親師懇談會時，家長能踴躍參加                □ □ □ □ □       

30.家長對於學校有關學生的規定事項，均能配合            □ □ □ □ □       

31.家長及社會人士能適當的參與及關心學校事務            □ □ □ □ □       

32.家長會成員對學校辦學方針，給予高度支持              □ □ □ □ □     

 

 

 

 

 

 

 

 

 

 
（問卷填答完畢，非常謝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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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關係之研究」調查問卷 

 
指導教授：鄒川雄    博士 

編 製 者：蔡維庭 

親愛的教育先進： 

這份問卷之目的在暸解國民小學「知識管理」與「學校效能」之研究。藉由

您寶貴的經驗及意見，以作為學校行政改進之參考。各項作答無所謂對錯，個人

填答絕對保密，填答結果僅作為本研究分析之依據，請您放心作答！本問卷填答

可能較為費時，佔用您的時間，至表歉意。但由於您的鼎力協助將讓我們更加了

解知識管理和學校效能之關係，而有助於學校行政的改善，謝謝您的支持與協

助！ 

敬頌 

教安 

 
                                         私立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研  究  生    蔡 維 庭 敬上 

壹、基本資料 

（  ）1.性別：（1）男 （2）女 

（  ）2.職務：（1）校長（2）主任（3）組長（4）教師  

（  ）3.年齡：（1）30歲以下（2）31-40歲（3）41-50歲（4）51歲以上  

（  ）4.服務年資：（1）10 年以下（2）11-20 年（3）21-30 年（4）31年以上 

（  ）5.教育程度：（1）研究所以上(含四十學分班)（2）師大、師院畢業（3）

一般大學畢業（4）師專、師範畢業（5）其他，請說明 

（  ）6.學校規模：(1)18 班以下(2)19-36 班(3)37 班以上 

（  ）7.學校地區：(l)城市 (2)鄉鎮（3）偏遠地區                        

貳、問卷內容： 

一、填答說明： 

本問卷分為兩個部分，敬請逐題作答。在每題後面有五個選項由「總是如

此」到「從不如此」的連續性選項(5、 4、 3、 2、 1)供您圈選。如果該題的

敘述與您的感受完全符合，請在每題前寫「5」；如果該題的敘述與您的感受完

全不符合，請在每題前寫「l」。謝謝！ 

 

（請繼續下一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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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知識管理量表】 

一、知識管理的核心活動 

向度一：知識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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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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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2 

從

未

如

此

1

1.本校可以讓同仁迅速地擷取所需要的資訊                 □ □ □ □ □     

2.本校建置良好的知識管理系統，以幫助同仁取得資訊       □ □ □ □ □ 

3.本校會從家長、教師或社區等處獲得對學校有幫助的資訊   □ □ □ □ □ 

4.本校會向績效良好的學校吸收有利於學校發展的資訊與經驗 □ □ □ □ □      

5.本校會鼓勵同仁從工作中學習新的知識和技能             □ □ □ □ □                

6.本校充實圖書設備讓同仁可以獲取所需的相關知識         □ □ □ □ □ 

向度二：知識累積 

7.本校鼓勵同仁盡量將工作獲得的知識建立成書面或檔案     □ □ □ □ □     

8.本校重視同仁教育專業知識與經驗的儲存                 □ □ □ □ □      

9.本校隨著時代的變遷，不斷儲存與更新學校內外部資訊     □ □ □ □ □        

10.本校鼓勵教職員利用電腦網路來儲存教學資料            □ □ □ □ □       

11.本校將各科教學研究會所提內容彙整成資料              □ □ □ □ □      

12.本校透過文字記錄，將各種知識、技術編輯成工作手冊    □ □ □ □ □         

13.本校常蒐集教師與行政人員的意見以更新資料庫內容      □ □ □ □ □      

向度三：知識應用 

14.本校鼓勵同仁將研習活動所學習之專業知能運用在工作上  □ □ □ □ □      

15.本校鼓勵同仁將其參加教學觀摩活動的經驗運用在教學上  □ □ □ □ □          

16.本校鼓勵同仁將網路的學習資源，應用在教學工作上      □ □ □ □ □      

17.本校鼓勵同仁應用自我設計的教學方法                  □ □ □ □ □                

18.本校鼓勵同仁應用課外補充教材以促進教學效果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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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度四：知識分享 

19.本校會積極地與教育研究機構或其他學校進行學術交流     □ □ □ □ □ 

20.學校會安排專人以小組或讀書會等方式來促進知識的交流   □ □ □ □ □  

21.本校處室同仁及學年教師間皆瞭解彼此的工作與教學狀況   □ □ □ □ □  

22.本校運用專業能力較佳的教師在進修時間，分享他們的經驗 □ □ □ □ □  

23.本校用網路科技讓同仁分享行政及教學經驗               □ □ □ □ □              

24.本校讓同仁在教學研究會上討論並分享其工作經驗         □ □ □ □ □  

向度五：知識創新 

25.本校會鼓勵同仁增進其創新的教育專業能力              □ □ □ □ □      

26.本校提供充足的資源支持各種教學或行政的創新活動      □ □ □ □ □       

27.本校會進行教學或行政創新活動的專業對話              □ □ □ □ □        

28.本校鼓勵並給予同仁持續專業成長的機會                □ □ □ □ □      

29.本校肯定與支持同仁改變過去不良的慣例或做法          □ □ □ □ □       

30.本校鼓勵同仁以集體創作方式產生有創意的教學模式      □ □ □ □ □      

二、知識管理的影響因素 

向度一：領導與策略 

31.本校校長或主任會協助同仁學習專業知識                □ □ □ □ □      

32.本校校長或主任積極地鼓勵同仁參與校內外的研習活動    □ □ □ □ □       

33.本校校長或主任經常會對同仁提出創新的專業理念        □ □ □ □ □       

34.本校校長或主任以便利的設施促進同仁之間的流通        □ □ □ □ □       

35.本校校長或主任會鼓勵教師嘗試新的工作角色            □ □ □ □ □       

36.本校設有專責的知識管理團隊，提供同仁諮詢與協助      □ □ □ □ □       

37.本校資訊管理人員經常蒐集成員對於學校資料庫的意見    □ □ □ □ □       

38.本校舉辦校內知識管理座談，以溝通知識管理的意見      □ □ □ □ □       

（請繼續下一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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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度二：資訊科技設備與網路系統 

39.本校資訊設備能充分支援同仁進行知識管理              □ □ □ □ □                

40.本校有儲存同仁相關知識的系統                        □ □ □ □ □     

41.本校同仁能透過校內網路分享教育相關知識              □ □ □ □ □      

42.本校同仁皆可熟練地操作及瀏覽網路                    □ □ □ □ □     

43.本校資訊網站新穎有吸引力，同仁喜歡上網搜尋資料      □ □ □ □ □  

44.本校資訊網站內容豐富，有足夠的資訊提供成員參考      □ □ □ □ □     

向度三：組織文化 

45.本校同仁會學習同事或其他學校的長處                  □ □ □ □ □     

46.本校同仁間會分享彼此的工作或教學經驗                □ □ □ □ □     

47.本校鼓勵同仁之間，流通重要的經驗與方法              □ □ □ □ □     

48.本校會將樂於分享知識與經驗列入考評項目中            □ □ □ □ □     

49.本校提供獎勵的誘因，鼓勵同仁進行知識管理            □ □ □ □ □     

50.本校鼓勵同仁提供各種創新的點子                      □ □ □ □ □     

51.本校鼓勵同仁成立教學研究會，激勵同仁研究與創新      □ □ □ □ □      

向度四：評核 

52.本校會不定期評核學校內的教育專業知識的管理活動      □ □ □ □ □    

53.本校建置系統化的方式以評核與管理教育專業知識        □ □ □ □ □     

54.本校同仁的評鑑制度，包含同仁管理知識的表現          □ □ □ □ □      

55.本校建立明確的知識管理評量標準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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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學校效能量表】 

說明：第二部份「學校效能量表」係分為五個向度編製而成。將其分別為「校長

效能」、「行政效能」、「教師效能」、「學生效能」、「家長效能」。 
                                                          

總 
是 
如 
此 
5 

經 
常 
如 
此 
4 

普 
 
通 
 
3 

很 
少

如

此 
2 

從

未

如

此

1

一、校長效能                                                   

1.校長會尊重學校同仁的專業自主能力                     □ □ □ □ □  

2.校長能為學校塑造教育願景，建立學校發展特色           □ □ □ □ □      

3.本校校長的領導方式能有效推動校務工作                 □ □ □ □ □       

4.本校校長知人善任，對同仁的表現持肯定信任的態度       □ □ □ □ □        

5.本校校長樂於幫助老師解決工作上的難題                 □ □ □ □ □        

6.本校校長對於校務之發展能與同仁充分溝通               □ □ □ □ □       

二、行政效能 

7.本校各處室運作相當協調，並發揮互助合作的精神         □ □ □ □ □      

8.本校行政人員具有良好的溝通與協調能力                 □ □ □ □ □       

9.本校各處室能依據學校願景訂定具體工作計畫             □ □ □ □ □      

10.本校行政人員能妥善應用老師專才，以發揮其才能        □ □ □ □ □     

11.本校定期修正學校目標與優先次序                      □ □ □ □ □      

三、教師效能 

12.本校師生能有良好的互動及和諧的溝通                  □ □ □ □ □    

13.本校教師的教學方法及教學活動活潑創新                □ □ □ □ □      

14.本校教師依據學生需求，採取適當的教導                □ □ □ □ □      

15.本校教師能有效地從事班級經營與各項教學活動          □ □ □ □ □      

16.本校教師充分利用資訊科技與教學輔具進行各種教學活動  □ □ □ □ □     

17.本校教師能從事專業對話、研討或分享教學心得          □ □ □ □ □ 

18.本校教師能參與校內外進修活動，充實自我專業素養      □ □ □ □ □ 

（請繼續下一頁，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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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是 
如 
此 
5 

經 
常 
如 
此 
4 

普 
 
通 
 
3 

很 
少

如

此 
2 

從

未

如

此

1

四、學生效能 

19.本校學生在行為上的表現都能達到學校的要求            □ □ □ □ □      

20.本校學生能展現讀寫算的基本知能                      □ □ □ □ □               

21.本校學生表現認真學習的態度                          □ □ □ □ □       

22.本校學生能在體育活動上具有良好的表現                □ □ □ □ □       

23.本校學生大都喜歡參加校內外的教學活動                □ □ □ □ □      

24.本校學生參加校際學藝競賽，多有良好的成績表現        □ □ □ □ □       

25.本校學生的同儕關係良好，彼此能相互學習              □ □ □ □ □       

五、家長效能 

26.家長常與教師聯繫，討論學生的行為或課業問題          □ □ □ □ □      

27.學校辦理親師懇談會時，家長能踴躍參加                □ □ □ □ □       

28.家長對於學校有關學生的規定事項，均能配合            □ □ □ □ □       

29.家長及社會人士能適當的參與及關心學校事務            □ □ □ □ □       

30.家長會成員對學校辦學方針，給予高度支持              □ □ □ □ □     

 

 

 

 

 

 

 

 

 

 
（問卷填答完畢，非常謝謝您的協助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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