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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華 大 學 旅 遊 管 理 學 系 旅 遊 管 理 碩 士 班 

1 0 3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碩 士 論 文 摘 要 

論文題目：校長人格特質、轉型領導與校外旅遊教學之研究—以彰化縣

和美鎮為例 

研究生：蕭嘉輝                          指導教授：趙家民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校外旅遊教學的規劃大都是來自教師的決定，但是負責此事的卻是

學校的領導者－校長，以往研究都是從老師的角度來探討校外旅遊教學

的規劃，較少探討校長所扮演的角色，及探討校長的人格特質、轉型領

導會不會影響教師規劃校外旅遊教學的趨向。本研究目的以探討國小校

長人格特質、轉型領導的運用及對校外旅遊教學的規劃做為研究方向；

採用質性研究，透過相關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從訪談資料中加以分析

並歸納。結果發現國小校長是以人為中心及正向特質來行事，成為組織

成員學習的典範；亦都能純熟的運用轉型領導，來帶領組織成員經營學

校；更進一步發現校長人格特質和領導風格，無形中影響教師在校外旅

遊教學規劃的趨向；另外，在校長尊重教師的決策，教師尊重校長的趨

向下，雙管齊下，亦可規劃出有品質的校外旅遊教學，最後並提出校外

旅遊教學未來的發展方向及對國小校長的建議。 

 

關鍵詞：校長、人格特質、轉型領導、校外旅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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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arrangement of outdoor tourism educations are based on teacher’s 

decisions. However, it is the principal, the leader of the school, who takes major 

responsibilities. Most researches examined the arrangement form teacher’s point of view 

while scarcely discussed whether the principal’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his/her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may influence the trend of outdoor tourism educa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principal’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the arrangement of outdoor tourism educations. This study adopts 

qualitative approach and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epth interview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and induced into several main point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principals 

make decisions with positive characters and treats as the central element and they are also 

the model of the school. Moreover, principal’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of 

leadership may also influence teacher’s arrangement when they carry out the outdoor 

tourism educations. Under the situation of mutual respe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the 

principal, better quality of outdoor tourism educations will be fulfilled. Finally, suggestions 

of future direction of outdoor tourism educations and for principals are offered in this 

study. 

 

Key words : Principal, Personality Trait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Outdoor Touris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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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旨在陳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限

制、研究流程和名詞釋義，共分五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

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為研究流程；第五節

為名詞釋義。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1.1.1 研究背景 

俗話說：「教育是國家百年樹人的大計，也是立國的根本。」校長就

如同是學校的掌舵者，引導著學校的發展，因此校長在學校整體組織文

化的發展過程中，可以說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蔡進雄，2005）。在現

今的學校中，需要的是一流的經營團隊，其組織人員的角色如下：校長

是卓越的領導者、主任是有效能的管理者、教師是盡責的執行者、學生

是勤奮的學習者，而家長則是合作的支持者；唯有團隊中的每一位成員

各司其職、認真盡責，才能經營一所優良的學校（林新發，1999）。校長

除了要具備基本的課程領導與教學領導的能力外，在行政領導與溝通協

調能力方面，亦要有相當水準的技巧與手段。對校長而言，這是相當複

雜的觀念和行動，過程中往往必須面臨許多決定，而這些抉擇背後的核

心因素便是校長的思考與信念，這些思考與信念就是從校長本身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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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所衍生出來（林嘉鎮，2011）。 

在現今的社會，一所有效能的學校，其成功係來自於校長的領導、

行政方面的支援、教師的敬業、學生的樂學、課程教學安排的適當，以

及家長社區方面的支持等，其中又以校長領導學校效能影響最大（張昭

仁，2001）。黃哲彬（2004）也指出校長是學校的靈魂及中心之所在，其

領導風格深深影響學校的辦學品質，尤其是學校面臨教育改革的潮流

中，經營績效之優劣與校長的關係更形密切。校長如何領導一所學校，

讓學校能永續經營，實為重要。 

校外旅遊教學的觀念是由戶外教育衍生而來的，美國戶外教育之父

L.B.Sharp 說過：「不論任何年級、任何學科的課程，若能從戶外教學獲得

最佳學習效果，便在戶外進行教學活動。」（何建勳，2011）。王鑫（1995）

也認為戶外教育是教師運用發現學習的原則，讓學生於課堂外的活動，

經由直接的生活體驗中學習，並藉由戶外習得的智能，使學生認識自我

其在社會環境中的角色，透過戶外教育較易達成學生對特定主題的了

解。所以，校外旅遊教學是休閒教育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也是目前九年

一貫教育課程中，國中小學校實施多年且備受校長重視的教學活動。 

1.1.2 研究動機 

基於上述背景，本研究將由校長的人格特質、轉型領導與校外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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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三個層面切入，蒐集國內外有關人格特質、轉型領導與校外旅遊教

學的相關文獻，研讀、歸納此三層面的內涵構面，作質化研究。本研究

動機分別從校長的人格特質、轉型領導及校外教學三層面，以及本研究

的意義與價值加以闡述，說明如下： 

1.就校長的人格特質層面而言 

校長工作的內容相當廣泛，除了可以協助處理學校有關一般行政、

教務、學生訓導、學校總務工作、學生與教師輔導、學校人事，以及學

校與社區、家長關係等領域，涉及計畫、組織、溝通、協調、評鑑等行

政事項（吳清山，1996）。學校內的組織結構就像企業界之組織一樣，管

理階層之人格特質實為組織的核心，是組織興衰成敗最重要的關鍵，舉

凡：領導風格、企業文化、組織承諾、工作績效、成就動機、情緒智力、

離職傾向……等，都顯現出人格特質對於管理階層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

項，影響的層面非常廣闊（吳彥德，2008），因此，探究校長的人格特質

乃本研究動機之一。 

2.就校長的轉型領導層面而言 

在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中提到「學校為校長責任制，校長對學校

教育負成敗責任，校長應對教師之教學及服務有協助、監督及評鑑之責。」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會，1996）而且，任一團體想要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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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優異的績效表現，除了有良好的技術與核心能力之外，更須仰賴一

優秀的領導人才方能達成，因此有人常說：「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

學校。」可見，校長的領導對一所學校之影響既深且遠。在眾多的領導

理論中，「轉型領導」是一種強調變革的創新領導形式，在此校園民主化、

多元化之際，轉型領導儼然成為提升學校效能的最佳領導模式（王俊杰，

2010）。Ogawa & Hart（1985）、Leithwood & Jantzi（1998）也認為在教育

場域裡，轉型領導是被視為最有效的領導方式。因此，探究校長轉型領

導的運用乃本研究動機之一。 

3.就校長對校外旅遊教學層面而言 

教育部於民國九十學年度實施九年一貫課程，強調培養學生「了解

自我與發展潛能」、「欣賞表現與創新」、「生涯規劃與終身學習」、「表達、

溝通與分享」、「尊重、關懷與團隊合作」、「文化學習與國際了解」、「規

劃、組織與實踐」、「運用科技與資訊」、「主動探索與研究」、「培養獨立

思考與解決問題」等十項基本能力，並主張課程設計應該以學生為主體，

以生活經驗為重心，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凃秋雯，2011）。而

校外教學能將學生置於真實的社會情境和文化脈絡中，如果能善用校外

教學所提供的各項資源，使校外教學與學校的課程結合，不僅能應映教

育部的課程綱要，和適應不同學習類型與風格的學生，也能在真實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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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情境中建構出學習者的個人知識與經驗，更能滿足各階段的學習心理

需求，提高學習成效（謝鴻儒，2000）。由上述所知，校外教學是一種重

要的教學活動，而校外教學已實施多年，大多數的教師都認為實施校外

教學是相當有意義的活動（楊志誠，1993），但從校長的角度去研究對校

外旅遊教學的規劃為何，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動機之一。 

校外旅遊教學的規劃大都是來自教師的決定，但是負責此事的卻是

學校的領導者－校長，以往都是從教師的角度來探討校外旅遊教學，卻

較少探討校長所扮演的角色，及探討校長的人格特質、轉型領導會不會

影響教師在規劃校外旅遊教學方面的趨向，爾後教師可以從校長的人格

特質、轉型領導的趨向來規劃校外旅遊教學比較不會偏頗，也可以規劃

出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以達國內基礎教育品質之

提升。 

1.2 研究目的 

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文是以彰化縣和美鎮地區為例，歸納出主要研

究目的為： 

1.探討國民小學校長人格特質。 

2.探討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的運用。 

3.探討國民小學校長對校外旅遊教學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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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1.3.1 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地區以彰化縣和美鎮為範圍。 

1.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主要對象為彰化縣和美鎮國民小學現任校長，因為彰化縣

和美鎮位於台灣中部，鎮內地處台灣中部，易運用北部及南部資源進行

多元化的校外旅遊教學，因此選擇彰化縣和美鎮之國小現任校長為研究

對象。 

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基於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首先確定研究對象與研究主題，接

著收集閱讀相關文獻與資料，並與指導教授討論設計訪談大綱，選擇訪

談對象，整理訪談結果加以分析，做出研究結論後提出研究建議，擬定

之研究流程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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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研究流程圖 

確認訪談對象 

實施訪談 

訪談結果與資料整理分析 

訪談大綱設計 

論文撰寫 

結論與建議 

研究動機與目的 

確定研究對象與主題 

文獻回顧與資料探討 

研究流程設計 



 
 
 
 
 
 
 
 
 
 
 
 

 

 

 

8 

1.5 名詞釋義 

1.5.1 校長（Principal） 

依照國民教育法第九條規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各置校長一人，

綜理校務，應為專任，並採任期制，在同一學校得連任一次之規定，須

參加儲訓合格。本研究所稱之校長，是指合乎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四條

所規定之國民小學校長任用資格者。 

1.5.2 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s） 

本研究採用Costa and McCrae（1992）提出的人格特質概念，將之定

義為個體接觸到人、事、物後，在本身既定的思想、感知及行為模式運

作下，所表現出來的獨特性質，具有一致性和持續性的特徵。 

1.5.3 轉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轉型領導是領導者藉由本身的人格特質，對組織成員發揮魅力的影

響，並活用鼓舞的激勵、智性的啟發、願景的建立和個別的關懷等方法

來領導成員實現組織願景。 

1.5.4 校外旅遊教學（Outdoor Tourism Education） 

校外旅遊教學是教師帶領著學生在戶外從事具有教學性及旅遊性的

活動課程，本研究中的校外旅遊教學一詞，亦簡稱為校外教學，其定義

為一種活動內容以學生為核心，有系統性的規劃，並結合學校主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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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讓學生由實際的體驗，印證課本知識與生活的結合，以達到擴充

學生知識領域、增加學習體驗、整合學習效果、深化愛鄉觀念並包含旅

遊性質的戶外課程教學。 



 
 
 
 
 
 
 
 
 
 
 
 

 

 

 

1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校長人格特質、轉型領導與校外旅遊教學之研究進

行探討，因此，在本文獻探討章節中，將蒐集並整理相關文獻資料做為

本研究之理論基礎。另為兼顧文獻之深度與廣度，將之歸納分類為幾部

分來探討其相關研究，第一節為人格特質之內涵與相關研究，第二節為

轉型領導之內涵與相關研究，第三節為校外旅遊教學之內涵與相關研究。 

2.1 人格特質之內涵與相關研究 

2.1.1 人格特質的定義 

由拉丁文中「persona」延伸出來的「人格」（personality）一詞原本

意思為戲劇演出時所戴的面具，代表著劇中不同角色的特性，後來，延

伸意義為一個人特有的行為模式。國內外學者普遍認同「人格」確實可

以表達個人和他人不同的特質，但在定義之解釋上卻有不同的見解，以

下是將國內外學者對人格的定義彙整如表2.1： 

表 2.1 國內外學者對人格的定義表 

學者 人格之定義 

Allport（1961） 人格指的是在個體身心體系裡的動態組織，創造

了個人的獨特思維和行為，但不應受到外在環境

的影響。 

Soctt & Mitchell

（1972） 

人格的行程是一連串心理層面成長與發展的累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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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外學者對人格的定義表（續） 

學者 人格之定義 

楊國樞等人（1978） 人格是個體與其環境交互作用的過程中，所形成

的一種獨特的身心組織，而此一變動緩慢的組織

使個體於適應環境時，在需要、動機、興趣、態

度、價值觀念、氣質、性向、外型及生理等方面，

各有其不同於其他個體之處。 

David & Stanley

（1989） 

人格乃是可以判定個人與他人間，共同性與差異

性的一組持久穩定的特質及傾向。 

盧瑞陽（1993） 人格是一個人在對人、對己、對事物以及對整個

環境做適應時，所顯示的獨特個性，此獨特個性

係由個人在其遺傳、環境、成熟以及學習等各種

因素交互作用下，表現於身心各方面的特徵所組

成。 

謝淑芬（1994） 人格（Personality）一詞，來自於希臘 Persona，

指的是個人對所有人事物所顯示異於他人的獨特

性格，且獨特性格經遺傳、外在環境與學習的相

互作用下，具有一定的獨特、複雜、統整與持久

性。 

Phares & Chaplin

（1997） 

人格是一個人思想、情感及行為的特。有模式，

並且在不同時間和情境中維持一致，與其他人的

模式不相同。 

張鳳燕（2002） 人格是一個體身心之獨特的組織，它影響著個人

在社會與物理環境中所產生的行為與反應。在這

些特性中，有些是此人完全獨有的（如記憶、習

慣、怪癖），有些則與一些人、許多人或其他所有

人共有。 

林宗鴻（2003） 人格為源自個體內一致的行為模式與內在歷程。 

Larsen & Buss

（2005） 

人格是個人對心理、生理和社會環境的適應性和

交互作用所顯示的獨特性格，而個體的心理特質

和機制具有相當的組織性和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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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外學者對人格的定義表（續） 

學者 人格之定義 

Cervone and Pervin

（2009） 

人格由個體持久且獨特的思維、感覺和行為模式

所組成的心理素質。 

張春興（2009） 人格指的是個體對人、事、物和外在環境所表現

的獨特性格，且由身心各方面（如：動機、行為

和自我觀念）所組成，具有一定的組織和持久性。 

李育成（2013） 人格是由身心各方面的特質所組成的生理體系，

而此一體系經由相互作用、發展和影響在一個人

的行為表現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照上述學者對人格的定義，可知人格有整體和一致性等特質，而

人格心裡學內的人格特質之研究，其理論發展和相關研究的探討也有相

當久遠的歷史了。Helmreich（1984）指出人格特質是個人相對持久的特

性，它不會因外在干擾（如：行為舉止的培養）而改變原有的特徵。李

雯娣（2000）也指出人格特質並非是一靜態特徵，而是一種動態的影響，

會影響個體如何選擇、適應及形塑其周遭環境。以下是將國內外學者對

人格特質的定義彙整如表2.2： 

表 2.2 國內外學者對人格特質的定義表 

學者 人格特質之定義 

Barker（1963） 個體會以一種由天生所賦予的能力，再加上後天環

境所影響（諸如在學校中、工作上經由學習所累積

而來的各種力量所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結果）的特殊

人格表現出來，而與他人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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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內外學者對人格特質的定義表（續） 

學者 人格特質之定義 

李美枝（1985） 人格特質是指人與人之間存在差異的情感、思維等

心理屬性和特定且持久的行為型態。 

Costa & McCrae

（1992） 

為個體表現出的思維、感受和行為模式的總和且異

於他人的獨特性格，整體行為上具有一致和持續

性。 

Pervin（1993） 從特質理論解釋人格特質，是由一系列人格特性所

組成，且特質是人格的基本架構，影響個體行為。 

Robbins（1995） 不同的情境中個體行為持續的出現，如積極、懶

惰、忠誠、順從、害羞或具攻擊性等特徵。 

Johnson（1997） 人格特質是由特質論學派所發展出來的概念，指個

體在思想、情感、行為上所呈現之具有一致性的型

態。 

周惠莉（2003） 人格特質是用來表示一個人的思考模式、感情表達

和行為特性之一般總和，用來區辨自己與他人的一

種獨特性質。 

吳彥德（2008） 認為人格特質係指一個人平常的個性與行為模

式，由遺傳、社會化與環境等因素交互影響而形

成，具有整體性、一致性、特殊性等特質，並能隨

著情境的不同而產生不同反應的動態特性。 

Robert（2009） 認為人格特質是個體思維、感受和行為模式具有相

對持久性，且這些特性在某些情況下所做出的回應

方式與表現傾向。也就是說，人們對某項事物所做

出的動作或反應，包括個人想法和感受模式，個體

的行為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是穩定不變的。 

張春興（2009） 提出人格特質可從兩項觀點出發，其一從事實性下

定義，以個體外顯行為做基礎，觀測個體在某種情

況下的行為表現，綜合其個性特徵，且具有少變化

與持久性。另一從理論性下定義，假設推理個體外

顯行為背後形成獨特之人格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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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內外學者對人格特質的定義表（續） 

學者 人格特質之定義 

李育成（2013） 認為人格特質指的是個體表現出的思維、感受和行

為模式的總和且異於他人的獨特性格，整體行為上

具有一致和持續性。也就是說，旅行者對人事物與

旅遊環境所表現之行為模式和思維特性，且這一獨

特個性具有相當的複雜、統整和持續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所知，研究者將人格特質定義為：「個體接觸到人、事、物

後，在本身既定的思想、感知及行為模式運作下，所表現出來的獨特性

質，具有一致性和持續性的特徵。」 

2.1.2 人格特質之衡量構面 

人格特質是由特質論學派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心理學家得以觀察個

體的外顯行為方式進而推論個體的人格特質。學者Allport（1967）首先

試圖發展架構來描繪人格特質（張春興，2009），然而近代眾多學者也提

出有效的檢驗和尺度標準來衡量人格特質，關於人格特質構面之研究諸

多分歧，研究者針對常見人格特質之衡量構面整理如下表2.3： 

表 2.3 國內外學者對人格特質之衡量構面彙整表 

學者 類型 人格特質之衡量構面 

Cattel（1943） 十六種人

格 

熱情、推論、情緒穩定、支配、活力、規

範－責任、社會開放、敏感、警覺性、抽

象性、世故、憂慮、開放性、自我依賴、

完美主義、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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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外學者對人格特質之衡量構面彙整表（續） 

學者 類型 人格特質之衡量構面 

Rotter

（1966） 

內外控人

格特質 

內、外控性格。 

Eysenck

（1967） 

三種人格 神經質、外向性格、內向性格。 

Jung（1971） DISC 型人

格 

D 型－支配型，I 型－誘導型，S 型－服從

型，C 型－遵循型。 

Friedman & 

Roseman

（1974） 

A／B 型人

格 

A、B 型人格。 

Costa & 

McCrae

（1992） 

五大人格

特質 

神經質、外向性、心胸開放性、親和性、

盡責性。 

許功餘、王

登峰和楊國

樞（2000） 

七大人格

特質 

精明幹練：愚鈍懦弱，勤儉恆毅：懶散放

縱，誠信仁慈：狡詐殘酷，溫順隨和：暴

躁倔強，外向活耀，內向沉靜，豪邁直爽：

計較多疑，淡薄知足：功利虛榮。 

房美玉

（2002） 

八大構面 情緒穩定性、外向性、開放學習性、親和

性、勤勉審慎性、情緒能力、組織文化及

特性、工作特性。 

吳彥德

（2008） 

五大人格

特質 

情緒穩定性、外向性、開放性、友善性、

勤勉審慎性。 

賴姿伶等人

（2009） 

五大人格

特質 

情緒穩定性、外向性、開放性、親和性、

謹慎性。 

李育成

（2013） 

五大人格

特質 

神經質、外向性、心胸開放性、親和性、

盡責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可知許多研究者支持五大人格特質來做為人格特質之衡量

構面，也是近年來人格特質的研究中最受重視的概念。五大人格特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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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起源是由Galton（1884）先提出用人格特徵來描述人，估計找出一千

多個表示人格特質的字詞。Allport和Odbert（1936）延續Galton的方式，

由韋氏新國際字典收集了17953個與人格相關的詞語。Cattell（1943）由

這些詞語中，將人格特質的語詞縮短成171個，再運用因素分析法，發展

出「十六種人格因素問卷」，為「Big Five」墊下了基礎。Fiske（1949）

根據Cattell的研究，發現人格特質之五項因素。Norman（1963）以因素

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出五種人格因素分類，並由Goldberg（1981）正式命

名五人格因素為「Big Five」，最後，Costa與McCrae（1992）提出了五大

人格特質的細部衡量指標，並將人格特質區分為神經質（Neuroticism）、

外向性（Extraversion）、開放性（Openness）、友善性（Agreeableness）、

勤勉審慎性（Conscientiousness）。本文亦參考Costa & McCrae（1992）所

提出的五大人格特質為衡量構面，參考薛秀宜等人（2006）的五大人格

特質量表，將其五個向度意義及典型特徵說明，整理如下表2.4： 

表 2.4 五大人格特質量表說明 

特質規準 人格特質高分者 人格特質低分者 

1.神經質 

（Neuroticism）： 

個體憂慮的傾向，如：

不切實際的念頭、過度

慾望、衝動以及不適應 

焦慮的、緊張的、情

緒化的、缺乏安全感

的、不適應的、憂鬱

的 

冷靜、放鬆的、非情

緒化的、勇敢的、有

安全感的、自我滿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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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五大人格特質量表說明（續） 

特質規準 人格特質高分者 人格特質低分者 

2.外向性 

（Extraversion）： 

人際互動的特質和強

度，如：積極主動程度、

刺激需求的程度，以及

喜悅感 

高度社交的、活耀

的、健談的、人本導

向的、樂觀的、享受

愛情的、親切的 

保留的、冷漠的、不

熱情的、嚴肅的、工

作導向的、羞怯的、

安靜的 

3.開放性 

（Openness）： 

個體積極尋求的自身經

驗狀況、個體對於陌生

事物的接受度以及冒險

度 

好奇的、興趣廣泛

的、有創造性的、具

原創性的、富想像力

的、非傳統的 

保守的、興趣缺缺

的、不具藝術性的、

不具分析能力的 

4.友善性 

（Agreeableness）： 

個體面對人與事物時，

所展現的同情或敵對的

認知、情意、態度之表

現 

溫暖的、本性良好

的、可信賴的、樂於

助人的、能原諒人

的、相信他人的、正

直坦率的 

嚴肅的、粗暴的、多

疑的、不合作的、復

仇心重的、無情的、

易怒的、虛偽的 

5.勤勉審慎性 

（Conscientiousness）： 

個體的組織能力、堅持

度，以及目標導向行為

的動機狀態 

具組織力的、工作熱

心的、自我規範的、

守時的、有道德原則

的、井然有序的、熱

忱的、鍥而不捨的 

缺乏目標的、不可信

賴的、懶惰的、粗心

的、散漫的、享樂主

義的、隨便的、缺乏

工作意志的 

資料來源：薛秀宜、陳利銘、洪佩圓（2006） 

綜合上述，本研究者將人格特質定義如下： 

1.神經質（Neuroticism） 

個體憂慮的傾向，如：不切實際的念頭、過度慾望、衝動以及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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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此人格特質高分者為焦慮的、緊張的、情緒化的、缺乏安全感的、

不適應的、憂鬱的。 

2.外向性（Extraversion） 

人際互動的特質和強度，如：積極主動程度、刺激需求的程度，以

及喜悅感。此人格特質高分者為高度社交的、活耀的、健談的、人本導

向的、樂觀的、享受愛情的、親切的。 

3.開放性（Openness） 

個體積極尋求的自身經驗狀況、個體對於陌生事物的接受度以及冒

險度。此人格特質高分者為好奇的、興趣廣泛的、有創造性的、具原創

性的、富想像力的、非傳統的。 

4.友善性（Agreeableness） 

個體面對人與事物時，所展現的同情或敵對的認知、情意、態度之

表現。此人格特質高分者為溫暖的、本性良好的、可信賴的、樂於助人

的、能原諒人的、相信他人的、正直坦率的。 

5.勤勉審慎性（Conscientiousness） 

個體的組織能力、堅持度，以及目標導向行為的動機狀態。此人格

特質高分者為具組織力的、工作熱心的、自我規範的、守時的、有道德

原則的、井然有序的、熱忱的、鍥而不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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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人格特質之相關研究 

目前有關人格特質的相關研究為數不少，但有關於與學校校長之人

格特質研究並不多見，茲列舉如下來說明。 

吳進良（2004）以台北縣公立國民小學現任校長為問卷普查對象，

研究校長內外控、成就動機與領導行為，結果顯示在內外控取向上，台

北縣國民小學校長傾向「內控」，而且不同性別、年齡、學歷、年資之國

民小學校長在內外控上，沒有顯著的差異。另外，台北縣國民小學校長

的「內控」、「成就取向」、「專業取向」對「倡導行為」有預測力，而校

長的「內控」、「努力取向」、「專業取向」對「關懷行為」有預測力。 

劉志峰（2008）以台中縣立國民小學的校長及教師為研究對象，研

究國小校長人格特質、領導行為與教師工作態度之關聯性，結果顯示校

長的外向性人格特質對支持型領導行為有正向顯著影響，開放性人格特

質對支持型領導行為則有顯著負向影響；而校長的謹慎性人格特質對教

師工作滿意有正向影響，開放性人格特質則對教師工作滿意有負向影響。 

鄭志隆（2008）以屏東縣市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組長與主任為研究

之對象，研究屏東縣國民小學校長人格特質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結

果顯示校長人格特質普遍趨於正向，其親和性、勤正審慎性、外向性、

及經驗開放性，和學校創新經營各構面之間具有中上程度的正相關；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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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質則與學校創新經營各構面之間具有低程度的負相關。 

林嘉鎮（2011）以花蓮縣優質學校教師為調查對象，研究花蓮縣國

民小學優質學校校長人格特質、學校組織公平與組織氣氛之關係，結果

顯示優質學校校長人格特質趨於正向，以親和性的知覺程度最高。校長

人格特質的親和性、勤正審慎性、外向性、及經驗開放性，和學校組織

公平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神經質則與學校組織公平之間具有負相關。

另外，校長人格特質的親和性、勤正審慎性、外向性、及經驗開放性，

和學校組織氣氛之間具有中上程度的正相關；神經質則與學校組織氣氛

之間具有低程度的負相關。 

由上述研究可推論，校長的人格特質會影響成就動機、領導行為、

教師工作態度、學校創新經營、學校組織公平與組織氣氛等，因此，校

長的人格特質實有研究的必要性。 

2.2 轉型領導之內涵與相關研究 

2.2.1 轉型領導的定義 

領導（Leadership）一詞就字面上的意義，係引申為「引導」（To Lead）

或明示工作方向（To Show the Direction）的意思，亦即引導團體成員邁

向目標的方向，期能達成共同的目標（謝文全，1988）。吳清山（1996）

也指出英文「leadership」，其字根「lead」含有引導、帶領的意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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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國內外學者對於領導的定義彙整如表2.5： 

表 2.5 國內外學者對領導的定義表 

學者 領導之定義 

Hemphill & 

Coons（1957） 

領導乃是個體指引團體活動朝向一個參與式目標之行

為。 

Tannenbaum

（1961） 

領導是一種人際之間交互的活動程序，經理者藉由這

種程序以影響他人的行為，使其趨向於達成既定目標。 

Fiedler（1969） 領導是某一個人使用其權力及影響力，使很多人在一

起工作，已完成共同任務的一種關係。 

David（1977） 領導是一種說服他人熱心去追求一定目標的能力。 

張金鑑（1979） 領導乃是機關首長與主管以適當的方法與行動，統帥

部署由多人匯聚ㄧ體，使大家以集體的努力，共赴事

功，以達成機關的任務。 

蔡培村（1985） 學校領導是在團體的交互行為過程中，領導者運用各

種影響力，引發成員的智慧與能力，齊一心志，協同

合作，以實現團體的共同理想與目標的一種行為。 

吳清基（1989） 領導是行政人員藉由校內團體間交互作用歷程運作，

集合成員意志，充分運用組織人力物力，期以達成學

校教育目標之一種行政行為。 

謝文全（1991） 領導是在團體情境裡，藉著影響力來引導成員努力方

向，使其同心協力共同達成組織目標的歷程。 

Bass & Avolio

（1994）  

領導是領導者以個人的能力去影響激勵並結合他人的

意願，朝向具有效能且成功的組織去努力。 

Yukl（1994） 認為領導可說是一種由某人促成，帶領他人去完成共

同目標的歷程。領導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個為了完

成某項目標，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互動的歷程。 

張慶勳（1996） 領導是影響部屬的歷程，團體或組織目標的選擇，實

現目標的任務活動，部屬成員目標的動機，合作關係

與團體工作的維持，增進團體或組織以外人員的合作

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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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國內外學者對領導的定義表（續） 

學者 領導之定義 

吳清山（1996） 領導是團體中的份子，在一定的情境之下，試圖影響

其他人的行為，以達成特定的目的。 

陳木金（1997） 認為領導是一種對別人產生影響的過程，它包括團體

或組織目標的選擇，完成既定目標工作活動的組織，

激勵部署達成目標的動機。 

張潤書（1998） 領導是組織中影響系統的表現，凡是能對他人產生影

響力者即構成領導行為。所以領導就是組織人員在交

互行為下所產生的影響力。 

黃杏花（2006） 在學校組織領導中，校長運用自身的各種能力，包含

智力、特質等，以愛心、耐心、信心建立自己的領導

風格，在組織互動過程中發揮有效的影響力，激發成

員潛能，並共同努力達成組織目標。 

吳彥德（2008） 領導乃是領導者以其本身之人格特質，在工作崗位

上，發揮其專業才能與領導風格，激發成員工作動機

與士氣，並適時針對外在環境變化通權達變，最終能

以最大經濟效益達成組織目標的歷程。 

周裕隆（2008） 在學校團隊組織中，校長運用自身的各種能力，使團

隊組織成員發揮潛能，並ㄧ起達成組織目標的各種風

格。 

王俊杰（2010） 在學校團隊組織中，校長能善用自己的各種能力，在

與組織成員的互動中發揮影響力，激發成員內在動

機，使團隊走向具有效能的組織，共同為達成組織目

標而努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有關領導理論的發展研究，蔡培村（2004）指出大致可分為三個階

段，首先191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特質論研究期，其次為第二次

世界大戰至1960年代的行為論研究期，最後是1960年代迄今的情境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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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期。在1970年後學者R.J.House提出「途徑—目標理論」的觀點，是以

滿足部屬動機為主要論調的理論；之後又發展出「新領導」理論，包括：

「轉型領導」、「願景領導」、「魅力領導」、「競值領導」等理論，是用來

分析領導者所具有的願景、充分溝通授權、激勵成員工作投入、啟發成

員智能、對組織認同等動機，以增進其工作績效的領導行為之理論（張

慶勳，1997）。Bryman（1992）和Yukl（1994）也認為領導理論可歸納為

四個導向：強調天賦的領導特質才能的特質導向、強調領導者擁有權力

的數量的權力影響導向、強調領導效能和領導行為有關的行為導向，以

及主張有效能的領導會因情境而不同的權變導向。Bryman（1992）對於

領導理論與研究的發展，更提出依時間的劃分可分為特質論、領導型式、

權變領導，以及新型領導取向等下列四個時期，如表2.6： 

表 2.6 領導理論發展時期表 

年代 研究理論取向 主要內容 

1940年以前 以特質論為主 主要在探討領導者具有何種特質 

1940年至 

1960年 

以行為論為主 認為有效的領導者必然會表現某種行

為，強調領導效能和領導行為有關 

1960年至 

1980年 

以權變論為主 認為有效能的領導會因情境而不同而採

取最佳的方法 

1980年 

至今 

新型式的領導 強調領導者必須具有願景，領導的功能

在於能對成員產生轉化的影響 

資料來源：周惠莉（2003） 

一般將1980年代之前的領導理論歸類為傳統領導理論，1980年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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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領導理論則稱為現代領導理論，這是因為1980年代之後的美國社會

急速變遷，傳統的領導型態已無法適用於多元化的社會形態，而轉型領

導強調追求卓越與革新，遂成為研究領導學的主流。 

Downton（1973）最早創立轉型領導一詞，但是它成為重要領導取向

則始於學者Burns（1978）所著的領導一書。在書中Burns將行政人員的領

導風格劃分為兩種類型，一種稱作轉型領導（transforming leadership）：

以部屬的內在需求與動機作為其影響的機制；另一種稱作互易領導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以部屬外在需求與動機作為其影響的機制。

許多學者探究有關校長領導方式大都把轉型領導與互易領導一起探討，

而張慶勳（1996）提到轉型領導比互易領導更具有領導效能，另外林珈

夙（1997）也提到轉型領導比交易領導更能提高學校效能，所以本研究

擬就校長轉型領導單獨探討。以下是國內外學者對轉型領導的定義彙整

如表2.7： 

表 2.7 國內外學者對轉型領導的定義表 

學者 轉型領導之定義 

Burns

（1978） 

轉化領導係當領導者與部屬以某一方式彼此提昇動機與

道德至更高層次的歷程。 

Bass（1985） 領導者擔任教練、老師和指導者來改變部屬，藉由領導

引起部屬強烈的動機，領導者將部屬視同一體以影響部

屬；轉型領導者講求授權和激勵部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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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國內外學者對轉型領導的定義（續） 

學者 轉型領導之定義 

Bennis & 

Nanus

（1985） 

具有帶領人們行動、培養部屬成為領袖、使之成為推動

改革動力的領導者，其善於利用權力與情境等有利因

素，激發員工求新求變的意願與能力，讓組織面對環境

快速變化時，能調整組織的作業方式，以適應環境的變

遷。 

Sergiovanni

（1990） 

強調轉換型領導是一種領導者和成員彼此提升與激勵的

相互關係。轉換型的領導者應著重成員正向道德價值和

高層需求的啟發。 

彭昌盛

（1993） 

轉型領導係指影響組織成員，促其在態度與基本假定上

產生改變，並建立其對組織任務、目標、及策略等的承

諾。 

Yukl（1994） 是指影響組織成員，使其在態度與假設上產生重大改

變、建立對組織使命或目標的承諾，給予成員自主力以

完成目標的歷程。 

Davis

（1994） 

轉型領導是指領導者能清晰地傳達遠景，授權部屬並分

享決策。 

廖春文

(1994) 

轉型領導者與部屬之間的關係屬於理性的溝通關係，其

目的在超越並轉化現實的契約關係，以改變組織文化。

轉型領導強調領導者如何透過魅力，改變組織文化，激

發部屬追求自我實現之動機。 

張慶勳

（1996） 

轉型領導是指領導者以前瞻性的遠景及個人的魅力，運

用各種激勵的策略，激發部屬提昇工作動機及工作滿足

感，以使部屬更加努力工作的一種領導。 

Waddel

（1996） 

轉型領導係指領導者能與成員共同創造專業的氣氛與態

度，激勵部屬共同參與及分享決策，透過專業發展的途

徑，提升自我價值觀，進而創造一個尊重、接納、友善、

支持的成長與學習環境。 

Northouse

（1997） 

轉型領導就是在引導組織成員做好內在改革與組織發展

的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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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國內外學者對轉型領導的定義（續） 

學者 轉型領導之定義 

濮世緯

（1997） 

轉型領導是指領導者以前瞻性的遠景與魅力，訴諸道德

理想，並授權部屬，同時運用各種激勵策略，以提升部

屬工作動機與高層次需求的滿足，並帶動成員追求卓

越、創新、突破現狀的領導。 

Robbins

（1998） 

轉型領導是指領導者發揮個人魅力，激發成員將組織利

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對成員產生深厚的影響，同時促

進成員以創新的思維，省思舊有的問題，進而解決問題。 

廖裕月

（1998） 

轉型領導是具有道德價值的領導型式，是一種對個人、

成員、組織相互承諾的領導，並期望透過領導達成目標

的過程，來帶領自己與成員相互的成長。 

彭雅珍

（1998） 

轉型領導是領導者以個人魅力形塑願景，運用激勵策略

激發部屬工作動機，並提升其高層次需求，使部屬為組

織目標努力，追求卓越創新的領導行為。 

蔡進雄

（2000） 

轉型領導是領導者藉由個人魅力及建立願景，運用各種

激勵策略，提升部屬工作態度，以激發部屬對工作更加

努力的一種領導。  

秦夢群

（2001） 

領導者有遠見不限於短期利潤的獲得，鼓勵部屬提升目

標與動機，以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 

蔡宗興

（2003） 

轉型領導是透過積極的組織策略，領導者藉著個人魅力

塑造願景，運用各種激勵策略，提升成員高層次的工作

動機，激發部屬為組織目標而努力，促進對願景的重視，

完成組織目標。 

陳學賢

（2004） 

校長轉型領導係指校長發揮理念、特質與領導策略的影

響力，轉化成員觀念與態度，使學校整體目標與教師個

人需求相互融合，讓教師願意為學校最大利益付出心力

並樂在工作，且能不斷超越自我進而促進學校的轉型與

革新的領導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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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國內外學者對轉型領導的定義（續） 

學者 轉型領導之定義 

周昌柏

（2005） 

領導者具有前瞻性的遠見，在團體的互動過程中，以關

懷部屬的需求與提昇部屬個人發展，以身作則並導引部

屬智識的成長，提昇部屬的道德層次與需求，激勵部屬

工作士氣，提高自我目標實現的層次，以達成組織的目

標與實現組織願景的歷程。  

周裕隆

（2008） 

轉型領導係指組織成員知覺到領導者具有前瞻性的眼

光，塑造組織願景，啟發成員專業智能，發揮領導者個

人獨特的魅力，激發同仁服務熱忱，帶領組織步入變革

轉型階段，達成組織的目標。 

王俊杰

（2010） 

領導者具有一種良好的人格特質，能夠利用個人特質充

分發揮其領導魅力，對於組織的目標有清晰且明確的方

向；個別關懷部屬並運用激勵的技巧及充分的授權，促

進部屬專業成長、追求自我實現，進而以組織的目標為

主要的利益，超越個人的私利；結合組織與個人的願景，

不只是達成組織的目標，也使得成員的願景得以實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所知，研究者將轉型領導定義為：「領導者藉由本身的人格

特質，對組織成員發揮魅力的影響，並活用鼓舞激勵、智性的啟發、願

景的建立和個別的關懷等方法來領導成員實現組織願景。」 

2.2.2 轉型領導之衡量構面 

轉型領導的衡量構面不僅是轉型領導的重要內涵，也是分析轉型領

導的重要依據，所以應先確立其衡量構面，才有助於我們對轉型領導的

深入瞭解和概念化，茲將國內外學者對轉型領導衡量構面彙整如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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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國內外學者對轉型領導之衡量構面彙整表 

學者 類型 轉型領導之衡量構面 

Kouzes & 

Posner

（1987） 

五個 觸發成員行動、激勵人心、向過程挑戰、過程楷模、

激發共享的遠景 

Bass & 

Avolio

（1990） 

四個 理想影響、激勵鼓舞、智性啟發、個別關懷 

Liontos

（1992） 

五個 高度期望、組織學習、才智啟發、願景、個別關懷 

Yukl

（1994） 

三個 促進組織、承諾與信賴、學習發展遠景 

林合懋

(1995) 

四個 魅力或理想化影響、激發鼓舞、智識啟發、個別關

懷 

Jantzi & 

Leithwood

（1996） 

六個 建立適切的典範、高成就期望、認同團隊目標、智

能的啟發、提供個別的支持、提供願景 

張慶勳

（1996） 

五個 魅力、激勵、智能激發、願景、關懷 

何淑妃

(1997) 

四個 魅力、啟發、智性的刺激、個別化的關懷 

廖裕月

(1998) 

四個 魅力、智性啟發、激勵共享願景、個別關懷 

吳清山

（1998） 

六個 高度的自我信心、具有描繪遠景能力、願意承擔各

種風險、利用非傳統性策略、扮演改變的角色、關

懷部屬的成長 

陳世聰

（2000） 

五個 魅力、激勵、智能啟發、遠景、關懷 

蔡進雄

（2000） 

五個 魅力影響、激勵鼓舞、啟發才智、建立願景、個別

關懷 

詹益鉅

（2001） 

五個 歸因魅力、鼓舞激勵、激發潛能、塑造願景、個別

體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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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國內外學者對轉型領導之衡量構面彙整表（續） 

學者 類型 轉型領導之衡量構面 

林漢政

（2002） 

五個 領導魅力、激勵動機、智性刺激、共享願景、個別

化關懷 

張宏毅

（2002） 

六個 個人魅力、鼓舞激勵、激發潛能、建立願景、主動

關懷、學習成長 

張毓芳

（2002） 

五個 領導魅力、激勵動機、創新學習、共享願景、支持

關懷 

周惠莉

（2003） 

四個 魅力型領導、心靈上的鼓舞、智力啟發、個別化的

關懷 

張賜光

（2004） 

五個 魅力影響、激勵鼓舞、啟發才智、建立願景、個別

關懷 

王美惠

（2004） 

四個 理想化的影響、動機的激勵、智性的刺激、個別的

關懷 

洪政秋

（2004） 

五個 魅力影響、激勵鼓舞、智能啟發、個別關懷、共創

願景 

張賢坤

（2004） 

五個 魅力影響、鼓舞激勵、智能啟發、建立願景、個別

關懷 

詹幼儀

（2004） 

四個 魅力與個別化關懷、激勵動機與願景、智性刺激、

承諾與正義 

吳育綺

（2006） 

五個 個人魅力、鼓舞激勵、激發潛能、建立願景、適時

關懷 

李嘉彰

（2007） 

五個 魅力楷模、激勵關懷、智性刺激、遠景目標期望、

參與文化 

黃懿嬌

（2007） 

五個 魅力影響、激勵鼓舞、智能啟發、型塑願景、個別

關懷 

周裕隆

（2008） 

五個 魅力領導、激發動機、知識啟發、願景激勵、個別

關懷 

吳明雄

（2010） 

四個 魅力影響、個別關懷、智性刺激、願景激勵 

王俊杰

（2010） 

五個 魅力的影響、鼓舞激勵、智性的啟發、願景的激勵、

個別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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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國內外學者對轉型領導之衡量構面彙整表（續） 

學者 類型 轉型領導之衡量構面 

張德銳、張

素偵（2012） 

四個 理想影響、激勵鼓舞、智性啟發、個別關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瞭解每一位學者對轉型領導衡量構面的研究，雖然說法

略有不同，但是意義層面上大致相近，歸納上述衡量構面的分析，研究

者認為轉型領導的內涵，應該包含以下：「魅力的影響」、「鼓舞的激勵」、

「智性的啟發」、「願景的建立」、「個別的關懷」等五種構面作為研究指

標，其各構面釋義如下： 

1.魅力的影響 

指校長具有親和力及自信心，透過態度和情緒的傳達，贏得教師的

尊重與信任，並能使教師感受到校長具有教育的使命感、有理想、風趣、

自信、幽默等特質。 

2.鼓舞的激勵 

指校長表現出鼓舞激勵的行為，信任教師的專業能力，充分授權，

使教師有歸屬感，並常勉勵教師且鼓舞有才能的教師發揮其潛能，並與

教師同享成功的喜悅。 

3.智性的啟發 

指校長提供新的資訊或訊息給教師，且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啟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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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藉以面對困境時突破傳統的思考方式，以新的想法來思考，並期待

教師超越原有的動機與期望。 

4.願景的建立 

指校長依其本身的洞察力、敏銳度，提出前瞻性的願景，且將願景

賦予生命力，透過與教師真誠的溝通，激發教師的潛力與熱忱，並激勵

教師以行動實現願景。 

5.個別的關懷 

指校長能主動體恤教師的辛勞，凡事以教師的立場為教師設想，並

聆聽其心聲及表達適度的關心，瞭解教師的需求，給予適時的幫助，使

教師有受重視的歸屬感。 

2.2.3 轉型領導之相關研究 

目前有關轉型領導的相關研究為數不少，而且有關於與學校校長之

轉型領導研究頗多，茲列舉如下來說明。 

詹益鉅（2001）以桃園縣國小教師為調查研究對象，研究桃園縣國

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行為、學校建設性文化與教師組織承諾之關係，結

果顯示桃園縣校長的轉型領導行為與學校建設性文化具有中度正相關，

而且領導行為與教師組織承諾具有相關因素，另外，校長的轉型領導行

為與學校建設性文化對教師組織承諾具有高度預測力。 



 
 
 
 
 
 
 
 
 
 
 
 

 

 

 

32 

張賢坤（2004）以桃園縣公立國民小學校長與教師為問卷調查對象，

研究桃園縣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與教師教學效能之關係，結果顯示桃

園縣國小校長整體轉型領導與各層面均為高程度表現，而校長對「轉型

領導」的知覺情況與教師有差異，另外，校長轉型領導與學校教師教學

效能具有中度正相關，且國小校長轉型領導各層面與教師教學效能具有

高度預測力。 

周昌柏（2005）以桃、竹、苗四縣市的教師進行調查，研究國小校

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與教師工作滿意度之關係，結果顯示校長轉型領

導行為與教師工作滿意之間具有正相關，且校長轉型領導、交易領導行

為對教師工作滿意具有聯合預測力。 

吳育綺（2006）以高雄市之公立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國中校

長轉型領導、組織創新與學校效能關係之關聯，結果顯示校長轉型領導

表現呈現中上程度，並以建立願景之表現最佳，且首一任期之校長轉型

領導程度較高；而校長轉型領導越高，則組織創新程度越高，學校效能

也越高；校長轉型領導與組織創新對學校效能也可以有效預測學校效能。 

黃懿嬌（2007）以台北縣之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台北縣

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行為與學校創新經營之關係，結果顯示校長轉型

領導行為與學校創新經營間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另外在探討校長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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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行為各層面中，以激勵鼓舞及知能啟發對學校創新經營之聯合預測

力最佳，尤以激勵鼓舞最具有預測力。 

周裕隆（2008）以新竹縣市公立國小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研究新

竹縣市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與學校效能之關係，結果顯示校長轉型領

導程度不同的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對學校效能的知覺有顯著差異；而且國

民小學教育人員所知覺的校長轉型領導與學校效能有正相關存在。 

王俊杰（2010）以台北縣公立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國民

小學校長轉型領導與學校效能之關係，結果顯示台北縣國民小學校長在

領導行為上，大都能符合轉型領導的要素，而且台北縣國民小學校長轉

型領導與學校效能整體及各層面均呈現正相關。 

由上述研究可推論，校長轉型領導的風格會影響學校建設性文化、

教師組織、教師教學效能、教師工作滿意度、組織創新、學校效能、學

校創新經營等，因此，校長在轉型領導的運用實有研究的必要性。 

2.3 校外旅遊教學之內涵與相關研究 

2.3.1 校外旅遊教學的定義 

校外教學是國內常用於國中、小學的名詞，它常和戶外教學、戶外

教育這些名詞被一併提及進而互通使用。李崑山（1996）指出戶外教育

就是戶外教學；胡安慶（1995）、林儷蓉（1999）、李晶（2001）與鄭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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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2005）也都指出近年常為國內教育學界引用之戶外教學亦可視為校

外教學的一種形式，因此這三者經常為人所認為互相通用之關係。以下

是將國內外學者對校外教學的定義彙整如表2.9： 

表 2.9 國內外學者對校外旅遊教學的定義表 

學者 校外旅遊教學之定義 

Sharp（1956） 戶外教育是指不論任何年級、任何學科的課程，若能在

戶外獲得最佳效果，便在戶外進行教學活動(周儒、黃

淑芬譯，1994)。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ation

（1970） 

美國國家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ation）於

1970年對戶外教學所下的定義是：「戶外教育不是單獨

科目，而是所有學校科目、知識與技能的結合，它也不

是將學校所有科目搬到戶外教學，而是教師利用環境資

源，幫助學生瞭解各學科、環境和人之間的相互關係，

以協助藝術、科學、社會研究或傳播學等學科的教學。」

（李崑山，1996）。 

Donaldson

（1972） 

戶外教學就是在戶外進行教學、進行和戶外相關的教學

以及為戶外而教學。 

Fitzpatrick

（1973） 

戶外教學是一種利用教室外資源的方法，以作為刺激學

習和使課程豐富的手段。 

Lewis（1975） 戶外教育是擴展課程學習目的至戶外的一個直接、簡單

的學習方法。它是基於發現學習的原則並且強調直接使

用感官﹙視、聽、嗅、觸、味﹚進行觀察和知覺。 

Priest（1986） 戶外教學是指在室外利用人造或天然資源所進行的教

學活動，它調和了冒險精神及與環境的相關概念在活動

設計和經驗當中，是一種操作學習的經驗過程，是越出

教室利用資源的一種學習方法。 

王靜如

（1991） 

戶外教學是以戶外環境為導向的教學，旨在透過與環境

的接觸，實際增進對環境的認識，體驗人與環境的關

係，透過學校教室外的環境進行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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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國內外學者對校外旅遊教學的定義表（續） 

學者 校外旅遊教學之定義 

王鑫（1995） 戶外教育是指課外的活動，基於發現學習原則與感官的

使用，使學生從直接的、實際的、生活的體驗中學習，

並藉這種戶外習得的智能，促進學生認識自我以及其在

社會環境中的角色，同時有助於其對特定主題的瞭解。 

李崑山

（1996） 

戶外教學是指學童在老師或家長協助引領下，步出教

室、踏出校門，在校園、社區、社會、田野、大自然裡，

進行有目標性、規劃性、系統性、程序性之學習活動。 

國立編譯館

（1996） 

校外教學是一項戶外教育的學習活動，具有統整學習的

效果。 

台灣省政府

教育廳（沈

六，1997） 

校外教學是一種達成課程目標的途徑，它包含：(1)從教

室內延伸到校外；(2)在課程的任何階段所要獲得的一系

列的直接經驗，這些經驗將增加一個人對環境與人生的

瞭解；(3)一種課程設計，包含學生、教師、和參與工作

的校外教學資源人物發展最適宜的教與學環境。 

熊湘屏

（2002） 

提到戶外教學是基於發現學習的原則，並強調直接使用

感官進行觀察和知覺的教學方法。 

郭靜如

（2004） 

狹義的校外教學，是以學校外的區域為基地從事教學活

動；廣義的校外教學，除了教育活動外，還包括各種非

正式的參訪活動、體驗活動和旅遊行程等。 

邱碧虹

﹙2005﹚ 

戶外教學是一種加強學習的途徑，運用天然的教學素

材，彌補學校正式課程的不足，可以是許多學科、技能

與知識的綜合性教學，不僅能讓學生獲得「活用與實用

知識」的機會，更能落實九年一貫課程「培養學生帶著

走的能力」的理念。 

陳美音

﹙2006﹚ 

戶外教育是指在教室以外的任何場域，從事有意義的教

學活動，提供學生直接接觸、親身體驗、實際觀察的機

會，幫助學生學習及成長。 

徐治霜

﹙2006﹚ 

戶外教學是指由教師帶領學生走出校園，貼近大自然、

或走入社區親近人群，體驗真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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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國內外學者對校外旅遊教學的定義表（續） 

學者 校外旅遊教學之定義 

翁菁慧

（2008） 

校外教學是一種配合學校課程帶學生到校外進行教學

活動，除了學習課本以外的知識並體驗戶外休閒教育之

活動。 

洪莉媛

（2010） 

校外教學是教師利用學校以外的各類資源，進行一種有

目標、有規劃的綜合性教學活動，使學生從直接的、實

際的、生活的體驗中學習。 

凃秋雯

（2011） 

戶外教學即是讓學生走出教室學習，敎師以戶外自然或

人為的環境（如：自然生態區、歷史古蹟、科博館、博

覽會等）做為教學資源，讓學生透過真實的體驗、直接

從生活的情境中學習，以提高學習興趣並幫助學生了解

各領域、環境和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彌補室內課講述

教學之不足。 

吳滄洲

（2012） 

校外教學是指戶外教育，即「走出教室」，教學者利用

戶外真實自然的情境作為教學媒介，從事有意義的教學

活動；讓學習者直接接觸、親身體驗，並透過身體感官

接受刺激，加上雙手操作，從中獲取學習經驗的一種教

學方式。 

林毓瑩

（2014） 

校外教學是由學生、教師和校外教學資源、參與活動的

人物共同進行的課程，是一種有目標、有規劃的綜合性

教學活動，在教室以外的社區、田野、大自然裡、地方

文化館─不論是室內或戶外的環境，皆可進行有助於學

生學習的教學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所知，校外教學、戶外教學、戶外教育三者既然視為通用，

而校外旅遊教學實質上是校外教學衍生而來的，因為此活動乃教師帶領

著學生在戶外從事具有教學性及旅遊性的活動課程，本文中亦簡稱為校

外教學，而且校外教學這一個名詞是台灣的教育界普遍所使用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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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貼近與符合其國小校長本身的認知，故研究者將校外旅遊教學定義

為：「是一種活動內容以學生為核心，有系統性的規劃，並結合學校主軸

課程目標，讓學生由實際的體驗，印證課本知識與生活的結合，以達到

擴充學生知識領域、增加學習體驗、整合學習效果、深化愛鄉觀念並包

含旅遊性質的戶外課程教學。」 

2.3.2 校外旅遊教學的目的 

劉小萍（2009）指出民國97年1月15日所公布之最新的「國民中小學

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將校外教學之目的及課程目標明定如下: 

1.校外教學為學校課程與教學之一環，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目標

以學校本位課程為主軸，結合領域教學及彈性課程，規劃各年級有系統

性的校外教學課程活動，據以實施。 

2.校外教學課程活動內容以學生學習為核心，增進自然與人文關懷、認識

家鄉及愛護家鄉為主要目標，避免流於以旅遊玩樂性質為主之活動。 

吳滄洲（2012）歸納出實施校外教學能達到下列目的： 

1.提供兒童探索和觀察的機會，從自然中獲取知識，並對自然生態有更深

入的瞭解。 

2.培養兒童敏銳觀察、獨立思考、溝通發表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3.訓練兒童根據獲得的知識，學習戶外生活技能並發展生態保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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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使兒童建立良好人際關係及對環境的責任感。 

5.孕育兒童正確的環境價值觀及環境態度，進而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環境保

育行動。 

林毓瑩（2014）提到校外教學可以增進學習的深度，加強直接的體

驗學習，並可培養與生活的環境正確的互動態度，增進人類與自然間的

體認及解決環境問題的行為。 

綜合上述所知，研究者將校外旅遊教學的目的定義如下：「擴充學生

的知識領域、增加學生的學習體驗、整合學生的學習效果、深化學生的

愛鄉觀念以及讓學生感受到旅遊的樂趣。」 

2.3.3 校外旅遊教學地點選擇的類型 

我國校外旅遊教學的發展由早期的郊遊、遠足、團體旅遊型態，發

展成主題樂園、遊憩區的休閒遊憩體驗；進而演變成運用休閒農場、教

育農場之鄉土教學、戶外教學或生態旅遊；現今，結合地方文化資產及

從認識家鄉的公家機關開始，並配合課程內容安排相關社教機構進行學

習活動（翁菁慧，2008），彙整如表2.10： 

表 2.10 我國校外旅遊教學型態發展演進表 

區分 型態 特性 

早期 團體旅遊 郊遊、遠足為主。 

中期 休閒遊憩體驗 主題樂園、遊憩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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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0 我國校外旅遊教學型態發展演進表（續） 

區分 型態 特性 

近期 鄉土教學環境

教育 

休閒農場、教育農場、生態旅遊為主。 

現今 配合課程內容

設計校外教學 

郊遊、遠足、主題樂園、遊憩區、休閒農場、

教育農場、生態旅遊、結合地方文化資產、

認識家鄉公家機關及社教機構等多元化教

學活動。 

資料來源：翁菁慧（2008） 

校外旅遊教學的內容涵蓋了學校所有的課程，且非正式課程的各種

教育也可以和所有的科目領域結合，而校外旅遊教學的活動內容更是有

多種型態可供結合和實施。Rillo（1985）認為戶外教學可以和社會科、

音樂科、語文科、數學科、自然科、健康教育及體育科、美勞科等領域

的課程結合以增加其廣度與深度。李崑山（1995）指出戶外教學的內容

涉及自然、社會、生倫、健教、音樂、美勞、國語、數學等，是各學科

實際內容的整合與印證，是統合與觀察能力的訓練。以下是將國內外學

者對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內容彙整如表2.11： 

表 2.11 國內外學者對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內容彙整表 

學者 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內容 

Lewis（1975） 戶外教育方法鼓勵利用教室外的環境，包括野外旅行、

探索、農場實習、露營等體驗。 

Smith（1987） 將戶外教育活動內容劃分為三部分：戶外探究、戶外研

究、戶外生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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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國內外學者對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內容彙整表（續） 

學者 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內容 

王靜如

（1991） 

教師實施戶外教學的現況活動方式：參觀旅行、野外露

營、生態及環保研習、科學研習、野外觀察。 

李崑山

（1996） 

以校園戶外教學為基礎，循序向外延伸為綜合性戶外教

學、主題式戶外教學、成立少年科學教育社團、辦理寒

暑假之夏（冬）令營、親子戶外教學、激發家長自行陪

孩子走到戶外學習等七類。 

謝鴻儒

（2000） 

實施戶外教學的活動方式有從事欣賞性活動、從事野外

探險活動、露營或體能技巧訓練活動、娛樂休閒活動、

從事調查探究活動、參觀設施活動、參與現實社會的聚

會、從事改善環境為目的的活動、校際或社區之表演、

發表等交流活動、在社教機構的學習活動等十類。 

熊湘屏

（2002） 

指出校外教學進行的內容多是「從事欣賞性」、「娛樂休

閒」、「野外觀察探索」及「在社教機構進行的學習活

動」。 

徐治霜

（2006） 

將戶外教學實施的內涵分類成以下四大類：戶外環境教

育、休閒娛樂活動、社區資源的利用、野地的冒險探索

活動四類。 

高翠蘭

（2007） 

提到校外教學活動的性質以「休閒娛樂活動」最多，「野

地探索活動」為最少。 

洪莉媛

（2010） 

指出目前符合校外教學活動性質與內容類別為休閒娛

樂活動、環境教育活動、社會資源利用、探索體驗活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關於選擇校外旅遊教學活動的地點，除須由校方依各縣市政府所擬

定的國民中小學暨幼稚園校外教學活動實施要點辦理外，還須配合教師

專業，考量學生需求來做決定（沈進成、許淑祉，2006）。葉依涵（2008）

提到在辦理校外教學時，教師通常會依據課程的需要、活動地點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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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遠近、教學目標、教學對象、教學科目、活動時間長短等的考量，

來選擇校外教學的地點。李崑山（2000）也指出若教師肯在教學準備上

多花點心思，秉持著「為教學而辦校外教學」的理念來選擇地點，則校

外教學即可發揮它最大的實質意義。以下是將國內學者對校外旅遊教學

活動地點場所彙整如表2.12： 

表 2.12 國內學者對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場所彙整表 

學者 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場所 

王靜如

（1991） 

國小實施戶外教學之活動地點為植物園、動物園、鳥

園、公園、科學館、天文台、博物館、糖廠鄰近學校等。 

楊志誠

（1993） 

將校外教學的類型歸納為參觀教學型、旅遊宿營型、野

外實查型和鄉土教學型等四類。 

鄭健雄

（1998） 

分為農業型休閒場所、生態型休閒場所、度假型休閒場

所、文化型休閒場所等四類。 

謝鴻儒

（2000） 

國小實施戶外教學之現況活動地點：以風景區、遊樂

區、動物園、植物園、博物館為主。 

翁菁慧

（2008） 

校外教學的活動內容及活動類型、地點依其特性分類成

以下三大類：生態型、設施型、文化型。 

洪莉媛

（2010） 

將校外教學目的地類型分為四個構面：休閒娛樂類、環

境教育類、社會資源類、探索體驗類。 

張育韶

（2013） 

校外教學地點的類型共分成三大類：農業生態型、娛樂

設施型、文化機構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文引用翁菁慧（2008）的學說，將校外旅遊教學的活動內容及活

動類型、地點依其特性分類成三大類：生態型、文化型及設施型，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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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校外旅遊教學地點類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正自翁菁慧（2008）。 

資源保育導向 

自
然
資
源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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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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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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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利用導向 

1.生態型： 

（1）資源保育導向： 

    自然生態保護區、紅樹

林區、濕地、森林公園、野

外觀察、動物園、植物園森

林風景區、自然風景特定

區、森林遊樂區、國家步

道、生物教育館、生態教育

中心、國家公園、海濱、高

山、河流等。 

（2）資源利用導向： 

    休閒農場、觀光農園、

教育農園、公路花園、花卉

公園、農業改良場、牧場、

農業休閒酒莊、鄉土文化產

業（菇寮、農特品中心）等。 

2.文化型： 

    博物館（海生館、科博

館、健康博物館等）、文化中

心、廟宇、古蹟、酒廠、糖

廠、七股鹽山、美術館、藝

術中心、民俗文物館、產業

文化館（石硯藝術館、蛇窯、

鶯歌陶瓷、廣興紙寮）、六溪

電影文化城等。 

3.設施型： 

    遊樂區、主題樂園、度

假村、露營區、體能技巧訓

練活動、都市或社區公園、

發電廠、焚化爐、環保設

施、能源設施、水庫、交通

運輸系統（高鐵、捷運等）、

圖書館、天文館、政府機

關、警察局、消防隊、法院

旁聽、民生產業工廠（製

藥、食品、襪子）、大賣場、

軍事設施、營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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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校外旅遊教學對於學生的學習具有相當大的幫助，且校

外旅遊教學的活動內容、類型、地點是其中極重要的部分，目前國小校

長對校外旅遊教學地點選擇的類型為何，也是本研究欲探討的部分。 

2.3.4 校外旅遊教學之相關研究 

翁菁慧（2008）以彰化縣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彰化縣國小教

師休閒生活型態與校外教學地點選擇之關係，結果顯示現今國小校外教

學的地點以「其他縣市」居多，地點類型以「設施型」為主。另外，選

擇「設施型」校外教學地點者以「全家出遊族」及「個人本位族」居多；

選擇「文化型」者以「個人旅遊族」最多；選擇「生態型」者則以「全

家出遊族」最多。 

葉依涵（2008）以彰化縣國小級任導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彰化縣國

小校外教學目的地選擇之關係，結果顯示彰化縣國小校外教學目的地選

擇的決策依據主要為「教師群討論」，目的地的類型以「主題樂園」的比

例最高，其次是休閒農場和社教機構。另外，對校外教學目的地的熟悉

度主要為「去過且蒐集相關資料」。 

洪莉媛（2010）以台東縣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研究台東縣國小教

師校外教學的教學準備、考量因素與目的地選擇之關係，結果顯示台東

縣國小校外教學目的地的決策依據主要為「教師群討論」，目的地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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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風景區」的比例最高。另外，對目的地的熟悉度主要是「去過且蒐

集相關資料」。 

王志勇（2014）以屏東縣里港鄉與高樹鄉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究對

象，探討校外教學的滿意度與校外教學地點意願之相關，結果顯示里港

鄉和高樹鄉的高年級學童在校外教學地點偏向於自然生態領域。另外，

吸引高年級學童參加校外教學的原因，是「能讓自己放鬆心情」和「和

好朋友一起玩」為考量。 

由上述研究可推論，教師的生活型態、教師群的討論、地點的類型、

對目的地的熟悉度、不同年段的學生等會影響校外教學的規劃，因此，

校長對校外旅遊教學的規劃為何實有研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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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研究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校長人格特質、轉型領導與校外

旅遊教學之研究，基於每個校長皆為獨立的個體，具有個別的意志，為

了使研究對象可以充分表達其觀點或感受，本文採取質性研究，主要是

深度訪談法。另外，也試圖透過對於各種文獻資料的分析，找出支持或

闡明本研究的相關理論或解釋，使本研究更具有可驗證性與說服力。其

中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的說明；第二節則是為研究方法的說明；第三節為

研究設計的說明，包括訪談對象的選擇、訪談大綱的設計；第四節為研

究執行的說明。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首先確定研究對象與主題，接著便開始蒐集

、閱讀相關文獻，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報章雜誌、政府出版品、網

路資訊等，以便了解相關理論與研究。本文以「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

校長」為研究對象，藉由對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校長、現任國小級任

教師、公部門主管和家長進行深度訪談，從訪談中了解彰化縣和美鎮現

任國小校長人格特質、轉型領導以及校外教學等內容，透過深度訪談分

析與綜合整理後，獲得本研究結果與結論，具體研究架構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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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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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質性研究。利翠珊（1995）認為質性

研究過程的合理性雖不是建立在變項的操弄，卻必須對研究過程中研究

者的理念背景、被研究的情境或會影響解釋結果的因素，做一個完整性

的交代。高淑清（2000）指出質性研究要研究者與受訪者要先建立在互

信的關係中，以立即性、開放性的回應、並運用傾聽和同理心的技巧，

才能夠發現現況。項靖等人（2002）也提出質性研究者認為每個人對於

自己參與的事件都會賦予個別的意義或有自己獨特的詮釋，而這些詮釋

或意義，無法藉著數據來反映；此外，與研究對象直接接觸，包括互動、

觀察以及提出問題，藉此了解特定的社會過程或特殊族群的觀點，將是

合宜且有效的。以下針對本論文所使用的深度訪談法和文獻分析法等方

式，進而深入說明。 

3.2.1 深度訪談法 

文崇一、楊國樞（2000）提到深度訪談法指的是希望透過訪談來取

得一些重要的因素，而這些重要的因素並非單純用面對面式的普通訪談

就能得到結果。萬文隆（2004）認為深度訪談有別於單純訪談，而且深

度訪談目的在於透析訪談的真正內幕、真實意涵、衝擊影響、未來發展

以及解決之道。一般而言，深度訪談能比一般訪談要花費更多的時間，



 
 
 
 
 
 
 
 
 
 
 
 

 

 

 

48 

但是其所得到的結果更具能深入描述事物的本質，以做為進一步分析的

依據。李廣榮（2010）也指出深度訪談是透過面對面的交談對話，以蒐

集受訪者對於特定問題與現象的看法或意見，並經由開放式問題詢問受

訪者，傾聽並紀錄他們的回答與見解，並就其所回答的內容，繼續追問

其他相關的問題。 

本文研究的對象為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校長，基於每位研究對象

皆是獨特的，即使有共同的經驗，可能也會導致不一樣的結果。研究中

利用訪談的方式，由研究者擬定問題提問，由受訪對象口述其回答。在

此過程中，本研究者扮演積極的角色，包括選定訪談對象、設計訪談大

綱，並以系統性的方法紀錄受訪者所陳述的回答，研究者對於受訪者的

主觀感受給予尊重與接受，且進行分析並保持客觀；另外，進行訪談的

過程中不刻意引導或干擾，亦不影響訪談對象之受訪行為，以保持完整

性與個別化。 

3.2.2 文獻分析法 

羅思嘉（2001）提到文獻分析法又稱為歷史文獻法，是一種系統化

的客觀界定、評鑑與綜合證明的研究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真實性；

其主要目的在於了解過去、洞悉現在、並預測未來，而且文獻分析法的

歷史意義在於以研究資料分析處理後，呈現歷史演變因果關係與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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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至誠（2000）指出文獻資料分析法的應用具有幾項特點，包括：其研

究的事件與使用的資料是過去的紀錄與遺跡、是種間接而非直接的觀

察、分析的結果可用以解釋現況、預測未來等。Aveyard ＆ Corporation

（2008）認為文獻分析法的重要性是透過文獻分析的資料整理與歸納，

可以幫助我們看到相關的整體，而不會只有見樹不見林；而且藉由文獻

分析法可以幫助我們有新發現，並鼓勵客觀思考與評論。另外，有系統

性的回顧相關文獻與資料，有助於集中問題的核心與深入探討等重要

性。王錦堂（1992）也說到收集文獻，如果按照發生順序排列整理，可

以發現並了解該問題的發展及變化情況。 

本文除了對於研究對象進行深度訪談外，也輔以文獻分析法，強化

論述的深度；也為了使其論述能借助相關研究與理論進行深入探討，並

與既有研究成果相互驗證，研究者也蒐集相關研究，將有助於對本文的

檢核，所以本研究盡量以實證研究之論文為蒐集研究對象，期望以文獻

回顧與分析並重，以呈現本論文意義與價值。 

3.3 研究設計說明 

3.3.1 訪談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訪談對象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份為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

校長；第二部份為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級任教師；第三部份為公部門



 
 
 
 
 
 
 
 
 
 
 
 

 

 

 

50 

主管；第四部份為家長。訪談對象的選擇如下： 

1.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校長 

本研究於鎮內七所國小中，選擇學歷為碩士，校長年資最資深，且

重視校外旅遊教學的五位現任校長為受訪對象，受訪名單如表3.1。 

表 3.1 本研究之校長訪談對象表 

編號 性別 校長年資 學歷 訪談日期、時間 地點 

P1 女 12 碩士 
103.07.21 

上午 11：00~12：30 
校長室 

P2 男 14 碩士 
103.07.22 

上午 9：00~10：20 
校長室 

P3 男 11 碩士 
103.08.01 

上午 9：00~10：20 
校長室 

P4 男 10 碩士 
103.08.04 

上午 10：00~11：20 
校長室 

P5 男 19 碩士 
103.08.05 

上午 10：00~11：20 
校長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和美鎮現任國小級任教師 

本研究於鎮內選擇學歷為碩士，服務年資較資深，並有實際規劃、

參與校外旅遊教學，且不是同一所學校的現任級任教師為受訪對象，共

計七人，受訪名單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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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本研究之教師訪談對象表 

編號 性別 服務年資 學歷 訪談日期、時間 地點 

T1 男 20 碩士 
103.09.03 

上午 10：10~10：50 
教室 

T2 女 16 碩士 
103.09.05 

上午 09：30~10：10 
教室 

T3 女 15 碩士 
103.09.11 

下午 01：30~02：10 
教室 

T4 男 21 碩士 
103.09.16 

上午 09：00~09：40 
教室 

T5 男 25 碩士 
103.09.30 

下午 02：30~03：10 
教室 

T6 女 26 碩士 
103.10.07 

上午 10：30~11：10 
教室 

T7 女 14 碩士 
103.10.15 

下午 02：10~02：45 
教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公部門主管 

訪問公部門主管為一人，其公職生涯已有 18 年（含科長 6 年），受

訪名單如表 3.3。 

表 3.3 本研究之公部門主管訪談對象表 

編號 性別 職稱 服務年資 學歷 訪談日期、時間 地點 

O 女 
駐區

督學 
7 碩士 

103.08.26 

上午 09：00~10：00 
會議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家長 

訪問家長為一人，受訪名單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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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本研究之家長訪談對象表 

編號 性別 職稱 會長年資 學歷 訪談日期、時間 地點 

N 女 
家長

會長 
4 大學 

103.07.29 

下午 02：00~03：00 
會長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3.2 訪談大綱設計 

為了使訪談內容能合乎本研究主題，並使受訪者的表達能更準確、

清楚及具有階序性，本研究將訪談大綱設計成以下若干主題，每一主題

皆由數道子題構成，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其適切性與可行性，經多次討論

修正後定稿。本研究之訪談大綱按照訪談對象的不同而略有差異，也是

分為四大類別，第一類別為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校長；第二類別為彰

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級任教師；第三類別為公部門主管；第四類別為家

長。訪談大綱設計如下： 

1.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校長的訪談大綱，如表3.5。 

表 3.5 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校長的訪談大綱表 

主題一：人格特質 

（1）請問您的求學背景、教育理念是什麼？ 

（2）請問您待過幾間學校，目前任職的學校與之前的學校有何差異？ 

（3）請問您平時的興趣是什麼？ 

（4）請問您的生涯規劃是什麼？ 

（5）在您當校長的回憶中，有何印象深刻的事發生？您對這件事有什

麼看法？ 

（6）您如何看待校長這個職務？ 

（7）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特質？  



 
 
 
 
 
 
 
 
 
 
 
 

 

 

 

53 

表 3.5 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校長的訪談大綱表（續） 

主題二：轉型領導 

（1）請問您經營學校的理念為何？ 

（2）請問您帶領校內成員的策略為何？ 

（3）請問您跟校內成員間的關係是什麼？ 

（4）請問您現任學校具備的特色為何？ 

（5）請問您擔任校長期間，有何創新的作法？ 

主題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您會選擇的主要

活動地點性質為何？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面？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何？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7）您對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的看法？ 

（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

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級任教師的訪談大綱，如表3.6。 

表 3.6 彰化縣和美鎮現任級任教師的訪談大綱表 

主題一：人格特質 

（1）您覺得現任校長具備哪些特質？ 

主題二：轉型領導 

（1）您覺得現任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主題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您會選擇的主要

活動地點性質為何？是否跟校長有關？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面？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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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彰化縣和美鎮現任級任教師的訪談大綱表（續）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何？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7）校長可提供老師在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

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公部門主管的訪談大綱，如表3.7。 

表 3.7 公部門主管的訪談大綱表 

主題一：人格特質 

（1）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人格特質？ 

主題二：轉型領導 

（1）您覺得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主題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國小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您會選擇的

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 

（2）您對於國小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面？ 

（3）您認為國小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5）國小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何？ 

（6）公部門可提供國小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7）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上應該扮演甚麼角色？ 

（8）各國小的校外旅遊教學還有那些需要再加強的？ 

（9）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

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家長的訪談大綱，如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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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家長的訪談大綱表 

主題一：人格特質 

（1）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人格特質？ 

主題二：轉型領導 

（1）您覺得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主題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國小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您會選擇的

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 

（2）您對於國小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面？ 

（3）您認為國小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5）您認為國小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何？ 

（6）家長可提供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7）家長在校外旅遊教學上應該扮演甚麼角色？ 

（8）學校的校外旅遊教學上還有那些需要再加強的？ 

（9）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

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 研究執行 

3.4.1 深度訪談執行過程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在研究問題與目的方面確定之後，

即開始擬定訪談大綱。擇定受訪者之後，在訪談之前，研究者先已電話邀

請或當面造訪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以及詢問受訪者意願，然後再親自

送達或以電子郵件將訪談題目先行給受訪者觀看，待受訪者瞭解訪談內

容並願意接受訪談後，接著與受訪者約定訪談時間與地點。 

訪談開始前，研究者會先詢問受訪者是否願意接受全程錄音方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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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告知這是為了後續能對訪談資料作有效的整理而選擇的方式，之

後再以編碼方式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 

研究者按照設計的訪談大綱進行訪談時，在訪談的過程中減少個人主

觀意識的介入，且採取開放性的態度，盡量給予受訪者陳述表達的機會，

也機動性的提出問題或調整問題的方向，並且避免中斷或干擾受訪者的

現象產生，引導受訪者確實、完整地回答與本研究相關的主題經驗。 

訪談的過程中，若受訪者不願意回答的問題或過於涉及隱私，受訪

者可以停止錄音或拒絕回答；而且訪談進行期間，若受訪者希望終止本

研究之訪問時，研究者亦同意受訪者隨時終止參與本研究之訪問。 

3.4.2 訪談紀錄編碼分析 

每次完成受訪者的訪談後，研究者會詳細的記錄每次訪談的日期、

時間及地點，將受訪者錄音的訪談內容整理成逐字稿，並以表格的方式

呈現。訪談逐字稿的表格分左右兩邊欄位，左邊欄位為受訪者原始訪問

的內容逐字稿，右邊欄位為研究者萃取、整理過之原始逐字稿的訪談重

點，並加以編碼。 

本研究訪談對象為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校長、現任國小級任教

師、公部門主管和家長，現任國小校長以P1到P5作為編碼代號；現任國

小級任教師以T1到T7作為編碼代號；公部門主管以O作為編碼代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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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以N作為編碼代號。對於訪談大綱的各項主題以及子題做資料編碼，以下

以訪談校長大綱為例，列出其所代表的編碼內容： 

主題一：人格特質 

1-1 代表子題（1）請問您的求學背景、教育理念是什麼？ 

1-2 代表子題（2）請問您待過幾間學校，目前任職的學校與之前的學校

有何差異？ 

1-3 代表子題（3）請問您平時的興趣是什麼？ 

1-4 代表子題（4）請問您的生涯規劃是什麼？ 

1-5 代表子題（5）在您當校長的回憶中，有何印象深刻的事發生？您對

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1-6 代表子題（6）您如何看待校長這個職務？ 

1-7 代表子題（7）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特質？ 

主題二的第一子題以 2-1 代表，第二子題以 2-2 代表，以此類推。若

是在文中引用到受訪者 P1談到有關人格特質的各項問題，會以 P1-1-1、

P1-1-2、P1-1-3來表示，而且受訪者 P1在主題一的第一子題內回答的第

一段話以 P1-1-1-1 表示，第二段話以 P1-1-1-2 表示；相同的情形，以

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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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整理 

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校長人格特質、轉型領

導與校外旅遊教學之研究，藉由訪談現任國小校長、現任國小級任教師、

公部門主管及家長的資料所得加以分析討論。本章依據訪談大綱及其主

題分四節做分析說明。第一節為人格特質訪談資料分析，第二節為轉型

領導訪談資料分析，第三節為校外旅遊教學訪談資料分析，第四節為研

究結果與討論。 

4.1 人格特質訪談資料分析 

本節針對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校長、現任國小級任教師、公部門

主管及家長在校長人格特質方面的訪談資料分析整理，共分四小節。 

4.1.1 國小校長在人格特質訪談資料分析 

1.請問您的求學背景、教育理念是什麼？ 

（1）求學背景方面 

根據受訪者 P1：「我不是在一個很富裕的環境長大，我知道兄弟姊妹

間的團結，跟向上進取的心，所以我們是一群是很愛讀書的孩子。」

(P1-1-1-1) 

根據受訪者 P2：「我從小讀書讀到老，沒有上過幼稚園，直接讀國小，

之後考上私校。初中畢業後，就讀○○師專，接觸的是教育範疇內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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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知識及教學技巧。師專畢業後，分發到彰化。退伍後，考上了彰化○

○輔導系，隔一年，申請到了彰化○○輔導研究所的四十學分班，再隔

一年，申請到了彰化○○的特研所。」(P2-1-1-1) 

根據受訪者 P2：「唸書期間是愉快的，也是一直努力的去達成自我所

設定的目標，而不是為了要晉級的，所以我的求學背景就到特教研究所

的學分班結業後就終止了。」(P2-1-1-2) 

根據受訪者 P3：「我的父親是警察，從小就很嚴格，爸爸對我影響比

較深遠的是要有正義，不能違法，而且要講義氣、要誠實、要善用時間、

要守時。公平、正義、守時和誠實，我覺得是我做人最根本的條件。」

(P3-1-1-1) 

根據受訪者 P4：「爸媽本身學歷不高，在當時學歷是人向上升遷的一

個要素，就鼓勵我能讀就盡量讀，所以我在求學方面是滿積極主動的，

爸媽的管教方式非常民主，也信任、支持我的作為，造就了我在各方面

都充滿自信。」(P4-1-1-1) 

表 4.1.1-1-(1) 國小校長的求學背景 

求學背景 看法 

積極進取 

我知道兄弟姊妹間的團結，跟向上進取的心。 

一直努力的去達成自我所設定的目標。 

在求學方面是滿積極主動的。 

誠實守時 
爸爸對我影響比較深遠的是要有正義，不能違法，而且

要講義氣、要誠實、要善用時間、要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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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1-(1) 國小校長的求學背景（續） 

充滿自信 
爸媽的管教方式非常民主，也信任、支持我的作為，造

就了我在各方面都充滿自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早期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中，五位受訪者皆在不是很富裕的家庭中長

大，甚至是在清寒的環境中成長，父母的學歷也不是很高，但是受訪者

在求學過程中，大都有一顆上進的心及積極主動求知的精神，雖然父母

的管教方式可能因人而異，可是都是受父母思想影響深遠，造就以後自

身及待人處事方面的不同。 

（2）教育理念方面 

根據受訪者P1：「教育理念的想法，我可能比較在意就是人本的尊

重，怎樣做才能讓大家齊心協力，因為齊心協力很重要。」(P1-1-1-2) 

根據受訪者P2：「我常常在想天跟地之間，就是『人』，很多事都是

人做出來的，所以我們稱為『人為』，就是把人靠有計畫的教育，把他教

成一個人。」(P2-1-1-3) 

根據受訪者P3：「教育理念可以從下面幾項來講，第一個會把重點放

在學生身上，老師、工友、組長、主任及校長都要有責任心，也都要事

先計畫好來全心投入服務的學校，營造一個讓孩子有感覺的教育環境。

第二個是要讓家長知道學校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小孩，應該要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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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相信學校的專業，讓這些專業的人放手去做，這樣孩子的成長空

間就會大。第三個就是要當老師的後盾，我會讓老師覺得我很可靠，可

以當他們的後盾，讓老師覺得來這個學校教書是值得的，是愉快的，這

樣老師才會全心全力的去教書。」(P3-1-1-2) 

根據受訪者P4：「教育其實從輔導來說是一種助人的工作，就是教導

學生具備良善，鼓勵學生充滿信心，讓社會能夠安定。」(P4-1-1-2) 

根據受訪者P5：「教育理念是在何種職位，演什麼像什麼，比如像我

當校長就要有校長的樣子，要多體貼別人，多考慮別人的立場，同樣的

事情，不同的服務年資，思維、形式風格可能會改變，但是不會改變當

教育人員的初衷，就是相信人是善良的。」(P5-1-1) 

表 4.1.1-1-(2) 國小校長的教育理念 

教育理念 看法 

以人為中心 

比較在意就是人本的尊重，怎樣做才能讓大家齊心協

力，因為齊心協力很重要。 

我常常在想天跟地之間，就是『人』，很多事都是人做

出來的，所以我們稱為『人為』。 

有計畫 
把人靠有計畫的教育，把他教成一個人。 

要事先計畫好來全心投入服務的學校。 

信任 要信任老師，相信學校的專業。  

本性良好 

教育其實從輔導來說是一種助人的工作，就是教導學生

具備良善，鼓勵學生充滿信心，讓社會能夠安定。 

要多體貼別人，多考慮別人的立場。 

相信人是善良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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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的教育理念都是以「人」為中心思想來當出發點，認為教育

其實是一種助人的工作，從不斷的累積教學、辦學等經驗到擔任校長後，

在行政方面讓行政團隊能團結合作、齊心協力；在教學方面讓教師有自

信心，認為校長可以擔任其後盾；在家長方面，讓家長認為學校是一個

專業的組織；在學生方面，讓學生靠著有計畫的教育，教化成一個「人」

為終點，這也是教育人員的終生理念，就是相信人是善良的。 

2.請問您待過幾間學校，目前任職的學校與之前的學校有何差異？ 

根據受訪者 P1：「因為是美術系畢業的，我相信藝術是非常重要的一

環，另外我也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來面對不同的觀念，會用豐富的想像力

來教授學生美勞課，所以變成大家都跟我交換教學。」(P1-1-2-1) 

根據受訪者P1：「我覺得城鄉差距很大，可是唯一不減的就是人的關

懷是不因距離而改變的。」(P1-1-2-2) 

根據受訪者P2：「大概三個學校，最大的差距就是城鄉差距的問題，

像第一所學校是非常偏遠，經營學校的方向就是要善用時間，以他們在

學校活動為主軸來循序漸進的規劃，後兩所都是算準都會型學校，會看

家長的風向、需求是什麼，再來擬訂計畫來經營。」(P2-1-2) 

根據受訪者 P3：「我覺得在大學校當主任時發生的事情，比當小學校

的校長還要多，但是要擔的責任沒比校長大，擔任校長後，會擔負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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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任何責任。」(P3-1-2-1) 

根據受訪者P3：「家長的教育水準跟觀念，受到傳統學校教育、社區

文化的影響，水準比較高，無論如何，都還是會秉持著做事謹慎來經營

任內的學校。」(P3-1-2-2) 

根據受訪者 P4：「在大型學校時，上級交辦的事務會比較多、資源也

比較多，相對的小型學校事務就比較少、資源少，無論是大、小學校的

環境，我都樂於接受挑戰，也都能適應。」(P4-1-2-1) 

根據受訪者P4：「大學校的工作量多，但是分工也較細，有時工作量

太多，我會主動的積極分配、協調、尋求合作，而且要處理人的事會比

較多，難度也比較高一點，但是我會說服他人，尋求一個平衡點。」

(P4-1-2-2) 

根據受訪者P5：「目前任職的學校其社會資源比較多，中大型學校的

人力資源豐富，辦校內外或縣府活動時游刃有餘，人力、物力、資源和

空間比較充足，當然承擔縣府的工作會比較多，同仁負擔的工作也會比

較沈重。但是我會過濾這些工作，不會過量，也會用親切的態度跟同仁

合作，不要讓人覺得我是公關型的校長。」(P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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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2 國小校長對任職不同學校 

任職學校不同 看法 

開放態度 

因為是美術系畢業的，我相信藝術是非常重要的一

環，另外我也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來面對不同的觀念，

會用豐富的想像力來教授學生美勞課。 

重感受 
城鄉差距很大，可是唯一不減的就是人的關懷是不因

距離而改變的。 

循序漸進 
經營學校的方向就是要善用時間，以他們在學校活動

為主軸來循序漸進的規劃。 

謹慎小心 會秉持著做事謹慎來經營任內的學校。 

接受挑戰 
無論是大、小學校的環境，我都樂於接受挑戰，也都

能適應。 

主動積極 

會主動的積極分配、協調、尋求合作，而且要處理人

的事會比較多，難度也比較高一點，但是我會說服他

人，尋求一個平衡點。 

親切 
會用親切的態度跟同仁合作，不要讓人覺得我是公關

型的校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有時受訪者任職的學校會因學校的大小、地理位置等而有不同的作

為，在小型學校時，上級交代的事項比較少，但是資源相對的也比較少；

在大型學校或都市型學校時，承擔縣府工作的機會比較多，組織內同仁

的負擔也會多，而且在城鄉差距下，後者家長的知識水準也提高，對學

校的要求也較多，這都考驗著受訪者的處事經驗，而上述受訪者的回答

中，不管身處何種學校類型，皆能對這些問題有效地處理，迎刃而解。 

3.請問您平時的興趣是什麼？ 

根據受訪者P1：「我是畫水墨畫出身的，平常也喜歡觀察不同的事



 
 
 
 
 
 
 
 
 
 
 
 

 

 

 

65 

物，並且將創新的想法融合在作品中，所以水墨畫的創作是從年輕一直

到現在是樂此不疲的，再來就是當志工，再則就是煮菜，我覺得煮菜可

以放鬆自己。」(P1-1-3) 

根據受訪者P2：「我還沒退休，真的都把工作當成興趣。以校長的職

務來講的話，每天來學校，把工作當成興趣，你就會去想你想做什麼，

這也是我在校內遇到挫折能堅持下去的原因。其實我真正的興趣是在整

理資料，我會把我個人的資料或者待過學校的校史資料，全部做個整裡，

這是我想去做的，可以把它當成興趣啊！」(P2-1-3) 

根據受訪者P3：「好好規劃假日的時間，多從事爬山、騎腳踏車等戶

外活動，室內就是泡茶、聽音樂等靜態活動。」(P3-1-3) 

根據受訪者P4：「我是個外向、樂觀的人，我也喜歡跟朋友到處走走，

或是一個人看電影、聽音樂。」(P4-1-3) 

根據受訪者P5：「喜歡獨自騎單車，也喜歡跟家人打桌球；另外因為

有學吹奏薩克斯風，在期末時有跟學生一起表演，師生同樂，不要都是

學生在表演，大家也都認為我是個很好相處的校長；在假日時會把家裡

弄得很溫馨，平常也會利用茶葉罐等資源回收品來做手工藝。」(P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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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3 國小校長的興趣 

興趣 看法 

有創造力 
我是畫水墨畫出身的，平常也喜歡觀察不同的事物，

並且將創新的想法融合在作品中。 

服務 當志工。 

堅持 
把工作當成興趣，你就會去想你想做什麼，這也是我

在校內遇到挫折能堅持下去的原因。 

有計畫 

我會把我個人的資料或者待過學校的校史資料，全部

做個整裡，這是我想去做的，可以把它當成興趣啊！ 

好好規劃假日的時間，多從事爬山、騎腳踏車等戶外

活動。 

外向樂觀 
我是個外向、樂觀的人，我也喜歡跟朋友到處走走，

或是一個人看電影、聽音樂。 

易相處 大家也都認為我是個很好相處的校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受訪者的興趣都富有正當性，例如：喜歡觀察不同的事物，喜歡從

事爬山、騎腳踏車，或者跟朋友到處走走，這些都是受訪者在面對職場

的壓力時，可以放鬆自己的好方法。 

4.請問您的生涯規劃是什麼？ 

根據受訪者P1：「我跟小朋友天天很快樂，所以不會急著退休，因為

孩子是每天讓我快樂的泉源，每天跟孩子打招呼，看他們跑來跑去，有

時孩子還會跑來我面前分享一些新的想法，是我最快樂的事，如果真的

體力不行退休了，就會全力去做志工。」(P1-1-4) 

根據受訪者P2：「目前的規劃是服務滿四十年，滿六十歲退休。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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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繼續唸書，唸我喜歡的系所，也是追求成長的表現。因為有輔導

系、輔研所及特研所的求學經歷，有輔導志工的話，會去接的。也會把

自己一生，就是從小能回憶起來的事情，按部就班的做個記錄。」(P2-1-4) 

根據受訪者P3：「等退休時間到，不戀棧，趁著還年輕，有計畫的跟

老婆出國或到處遊玩，我也喜歡攝影，可以到國外多拍攝跟台灣不同的

景觀相片。」(P3-1-4) 

根據受訪者P4：「我本身沒有規劃，都是受旁人影響，雖然被別人推

著走，但是會視為一種挑戰的去正向面對，未來的規劃就一直當校長，

一直當校長，在校長任內退休。」(P4-1-4) 

根據受訪者 P5：「當校長就是把學校經營得很溫馨、漂亮、整潔，也

是一種生涯規劃。」(P5-1-4-1) 

根據受訪者 P5：「退休的生涯規劃是要每天安排得很充實，目標是擁

有一塊山坡地，蓋一間小木屋，弄點花草布置，在屋內唱歌、泡茶，每

天會找事情做，不會讓自己閒下來。」(P5-1-4-2) 

根據受訪者P5：「我喜歡幫助別人，包括親戚，我到哪個地方都會幫

人弄點東西。」(P5-1-4-3) 

 

 



 
 
 
 
 
 
 
 
 
 
 
 

 

 

 

68 

表 4.1.1-4 國小校長的生涯規劃 

生涯規劃 看法 

接受新觀念 

有時孩子還會跑來我面前分享一些新的想法，是我最

快樂的事，如果真的體力不行退休了，就會全力去做

志工。 

有計畫 

退休以後，繼續唸書，唸我喜歡的系所，也是追求成

長的表現。 

會把自己一生，就是從小能回憶起來的事情，按部就

班的做個記錄。 

有計畫的跟老婆出國或到處遊玩。 

退休的生涯規劃是要每天安排得很充實。 

視為挑戰 
視為一種挑戰的去正向面對，未來的規劃就一直當校

長，一直當校長，在校長任內退休。 

助人 
我喜歡幫助別人，包括親戚，我到哪個地方都會幫人

弄點東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受訪者在生涯的規劃上，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也會受到年齡而影

響未來的規劃，例如：有的受訪者計畫服務滿四十年後退休再去唸書；

有的五十歲就想退休，帶著老婆去旅行；有的則是規劃退休後當志工，

幫助別人。 

5.在您當校長的回憶中，有何印象深刻的事發生？您對這件事有什麼看

法？ 

根據受訪者P1：「第一件事是在○○國小，那時，我常提出新的想法

來改變環境，所以請同仁跟我同心協力成立英語村。到了○○國小，讓

建設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這是第二件深刻的事。再來就是媒體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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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罰學生的事情上報，那時候自己上媒體亮相，不願意讓那位級任老師

受傷害，我是很完美的人，我用情意相挺，自己接受媒體採訪，同仁都

認為我是有肩膀的人，我也覺得如果能超越這個關卡，那不是一個傷害，

那是讓我成長的一個營養劑，這些年，同仁支持我，因為他們覺得我很

有肩膀！」(P1-1-5) 

根據受訪者P2：「講起來就是『民意』兩個字，我們一直說要尊重民

意，但是很多法規都綁住你，所以會造成極大的衝突和拉扯。要堅守法

規還是順意民意，我會靠理性的態度來面對，但是還是非常難啊！我是

在民意上栽了很多跟斗，我們往往會站在家長的立場來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民意是什麼，我們很多的官員要去思考。」(P2-1-5) 

根據受訪者P3：「面對家長投訴老師時，讓我學習到校長是要有擔當

的能力，也要有遇到問題找出解決方法的能力，不要跟媒體、家長和老

師當下硬碰硬；跟老師培養朋友之間的感情，站在老師的立場去想，去

當老師可信任的伙伴，這樣做，老師會願意找我談，也會主動跟我說出

事情的真相，信任學校會幫他解決。」(P3-1-5) 

根據受訪者 P4：「在前任國小時，有一個事件被刊登在報紙上，內容

是我要罷免一個家長會長，其實他的觀念跟家長會委員間的觀念不同，

委員們都不希望他續當會長，在當時造成誤會。」(P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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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者P4：「我覺得當會長的人有自己的理念是沒錯，但是在大

環境中跟別的委員不一樣時，一個人的意志要改變整個家長會的制度是

很難的，他比較不會跟別人協調溝通，也覺得主任對他不尊重，這件事

雖然對我的身心有影響，但是我的個性還算堅強。」(P4-1-5-2) 

根據受訪者 P5：「擔任老師是影響一個班級，班級的學生是影響一個

家庭，所以老師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如果老師是問題的根源，對學生的

負面影響很大，若當校長的人發現老師有問題，應該去極力協助他。」

(P5-1-5-1) 

根據受訪者 P5：「我覺得一定要主動關心學生、老師和同事，尤其是

浮在檯面上的那些人。」(P5-1-5-2) 

根據受訪者P5：「我學習到要幫助弱勢的孩子，也體驗到很多孩子人

生的第一次都是老師、主任和校長給他的，學校要給孩子甜蜜的回憶。」

(P5-1-5-3) 

表 4.1.1-5 國小校長對印象深刻之事的看法 

印象深刻的事 看法 

有創造力 
我常提出新的想法來改變環境，所以請同仁跟我同心

協力成立英語村。 

有理性 
要堅守法規還是順意民意，我會靠理性的態度來面

對，但是還是非常難啊！ 

負責任 

這些年，同仁支持我，因為他們覺得我很有肩膀！ 

面對家長投訴老師時，讓我學習到校長是要有擔當的

能力，也要有遇到問題找出解決方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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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5 國小校長對印象深刻之事的看法（續） 

印象深刻的事 看法 

關懷助人 

跟老師培養朋友之間的感情，站在老師的立場去想，

去當老師可信任的伙伴。 

我覺得一定要主動關心學生、老師和同事，尤其是浮

在檯面上的那些人。 

要幫助弱勢的孩子，也體驗到很多孩子人生的第一次

都是老師、主任和校長給他的，學校要給孩子甜蜜的

回憶。 

堅強 

我也覺得如果能超越這個關卡，那不是一個傷害，那

是讓我成長的一個營養劑。 

這件事雖然對我的身心有影響，但是我的個性還算堅

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受訪者在任職校長期間所感受到印象深刻的事情可說是不勝枚

舉，這些印象深刻的事情會影響當時的身心狀況，如果面對的是負面

的事情，則會讓受訪者當時的心境變成負面的情緒，但是受訪者都不

會逃避、退縮及推諉，都會用積極、理性及正面的態度來處理，也會

主動的尋找可用的資源，儘量不要跟當事者硬碰硬，展現出校長獨當

一面的特質，讓組織成員感受到校長有擔當、有肩膀的能力，是值得

信賴的領導者。 

6.您如何看待校長這個職務？ 

根據受訪者P1：「我覺得那只是一個位子而已，終究要有人坐那裡來

思考，並且解決校內複雜的問題，我覺得我做起來還很快樂。」(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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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者P2：「既然要接校長這個職務，就要抱著服務的心態，專

心的工作來面對，我擔任校長這個職務，我真的是盡心負責的來服務，

我不為自己，是為老師、孩子和家長來服務。我做到盡我所能的，有時

候真的沒辦法，我也沒辦法，校長這個職務真的是不可為的。」(P2-1-6) 

根據受訪者 P3：「大家都是同事，校長這個職務只不過是工作性質不

一樣，都在處理瑣碎的事情，所以我比較細心的是重視人跟人之間的相

處。」(P3-1-6-1) 

根據受訪者P3：「這個職位只是可以去實現或比較容易主宰我的教育

理想，雖然有權力，但是是用來服務別人。」(P3-1-6-2) 

根據受訪者P4：「就是服務更多的人，因為職位比較高，可以把自己

的理念影響、服務或鼓勵更多的人。」(P4-1-6) 

根據受訪者P5：「校長對學校的影響很大，會影響學校現在跟未來的

發展，校長是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決定者，每一個決定都要非常慎重，一

定要以關心別人的立場來考量。」(P5-1-6) 

表 4.1.1-6 國小校長的職務看待 

職務看待 看法 

喜歡思考 

我覺得那只是一個位子而已，終究要有人坐那裡來思

考，並且解決校內複雜的問題，我覺得我做起來還很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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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6 國小校長的職務看待（續） 

職務看待 看法 

樂於助人 

我擔任校長這個職務，我真的是盡心負責的來服務，

我不為自己，是為老師、孩子和家長來服務。 

這個職位只是可以去實現或比較容易主宰我的教育理

想，雖然有權力，但是是用來服務別人。 

就是服務更多的人，因為職位比較高，可以把自己的

理念影響、服務或鼓勵更多的人。 

每一個決定都要非常慎重，一定要以關心別人的立場

來考量。 

負責任 我真的是盡心負責的來服務。 

小心謹慎 

大家都是同事，校長這個職務只不過是工作性質不一

樣，都在處理瑣碎的事情，所以我比較細心的是重視

人跟人之間的相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校長這個職務對學校來說，影響是非常的大，受訪者在其職位上都

有「服務別人」的共識，面對攸關學校事務重大的決定，往往必須審思

考慮的做好決策，因為會影響學校未來的發展；再者，受訪者指出校長

這個職務可以讓自己的教育理念影響或鼓勵到別人，且「在其位，謀其

職」，要盡心負責，也要快樂的去擔任，更要細心的注重跟別人之間的相

處。 

7.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特質？ 

根據受訪者P1：「我覺得要與民同苦，第一個知道小朋友的立場在哪

裡，第二個知道同仁的立場在哪裡，第三個知道家長的立場在哪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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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只是要站在這三個角色去協調，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協調他們

和睦相處跟並進。讓他們朝均衡性、合作性去發展，我知道我的角色就

是要著重在這個點。」(P1-1-7) 

根據受訪者P2：「你真的要扮演不是雙面人，而是多面人，這不是人

格分裂，你接觸的人都是五花八門，什麼人都有，你必須要八面玲瓏，

而且要謹慎小心，所以校長的特質真的是多面的，我也是盡量朝這方面

修練。」(P2-1-7) 

根據受訪者P3：「第一個應該要有熱忱，第二個就是要有容忍包容

力，第三個要有正義感，第四個是要擁有組織性的權謀。」(P3-1-7) 

根據受訪者 P4：「校長是一個助人的工作，所以人格特質就是要對人

有興趣，能夠喜歡去幫助別人，規劃事情上要能很周延，讓大家能夠分

工合作。」(P4-1-7-1) 

根據受訪者 P4：「有人說校長要跟別人交際應酬，但我只把它當成是

一種正常的社交活動。」(P4-1-7-2) 

根據受訪者P4：「我的特質是比較偏向跟人和睦相處，跟同事間有很

好的情誼，跟學生有良好的互動關係，以良善的心來主動幫助大家，積

極協調處理任何事。」(P4-1-7-3) 

根據受訪者P5：「要像一個水晶球一樣，第一個是圓，要圓融，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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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同事、長官、家長和民意代表等都要圓融，不要太有個性，要多體貼。

第二個是廣，要從各方面來看學校，不是從自己的角度看學校。第三個

是亮，看每件事情要能透徹、清楚，當校長不是只有蓋章、頒獎和主持

會議等，要做很多決定，要發現很多問題，要看到學校未來的走向，要

有自我期許、自我壓力和謙虛待人，我會從這三種角度去做的。」(P5-1-7) 

表 4.1.1-7 國小校長具備的特質 

具備的特質 看法 

樂於助人 

讓他們朝均衡性、合作性去發展，我知道我的角色就

是要著重在這個點。 

校長是一個助人的工作，所以人格特質就是要對人有

興趣，能夠喜歡去幫助別人。 

包含對同事、長官、家長和民意代表等都要圓融，不

要太有個性，要多體貼。 

我的特質是比較偏向跟人和睦相處，跟同事間有很好

的情誼，跟學生有良好的互動關係，以良善的心來主

動幫助大家，積極協調處理任何事。 

具組織力 

我只是要站在這三個角色去協調，找出解決問題的方

法，並協調他們和睦相處跟並進。 

要擁有組織性的權謀。 

規劃事情上要能很周延，讓大家能夠分工合作。 

小心謹慎 

你接觸的人都是五花八門，什麼人都有，你必須要八

面玲瓏，而且要謹慎小心。 

要圓融。 

社交 
有人說校長要跟別人交際應酬，但我只把它當成是一

種正常的社交活動。 

熱忱 要有熱忱。 

寬容 要有容忍包容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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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對於校長該具備哪些特質，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大抵還是跟

「人」有相關性，以樂於助人、具組織力和小心謹慎是其共通的特質，

而這些特質跟如何扮演好校長的角色有關，也會影響組織成員對校長的

觀感。 

綜合上述，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校長在人格特質訪談資料分析整

理結果，現任校長之人格特質皆傾向於正向的人格特質，其訪談記錄內

皆有外向性、開放性、友善性及勤勉審慎性的特徵，卻沒有神經質的特

徵，這也說明能擔任校長一職的人，應具備正向的人格特質，與林嘉鎮

（2011）的研究結果是一樣的。 

4.1.2 國小級任教師在校長人格特質訪談資料分析 

1.您覺得現任校長具備哪些特質？ 

根據受訪者T1：「我覺得我們校長非常有創造力，常會有創新的點子

跟我們分享，對我們不同的想法也會接納，也會主動關心我們，而且具

有畫家的氣質。」(T1-1-1) 

根據受訪者T2：「喜歡創新和求變化，也會按照自己的理念來達成目

標，如：建設校園，而且他的外交技巧佳。」(T2-1-1) 

根據受訪者T3：「幽默、風趣，重視榮譽，且情緒掌控得宜。」(T3-1-1) 

根據受訪者T4：「具親和力，會主動跟學生、家長、老師互動，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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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心助人，提供各項協助，並且鼓勵師生進修學習。」(T4-1-1) 

根據受訪者T5：「奉公守法、守時，具組織力但是行事低調、保守，

表情嚴肅，不苟言笑。」(T5-1-1) 

根據受訪者T6：「外表嚴肅，自我規範且小心謹慎的做事，但缺乏親

和力。」(T6-1-1) 

根據受訪者T7：「循規蹈矩但也嚴謹固執，而且遇到事情較有主觀性

以及不知變通的特質。」(T7-1-1) 

表 4.1.2-1 國小級任教師對現任校長具備的特質 

具備的特質 看法 

有創造力 

我覺得我們校長非常有創造力，常會有創新的點子跟

我們分享。 

喜歡創新和求變化。 

樂於助人 

會主動關心我們。 

會主動跟學生、家長、老師互動，而且熱心助人，提

供各項協助，並且鼓勵師生進修學習。 

個人魅力 
幽默、風趣。 

較有主觀性。 

有道德原則 
重視榮譽。 

奉公守法、守時。 

具組織力 具組織力。 

親和力 具親和力。 

自我規範 

按照自己的理念來達成目標。 

情緒掌控得宜。 

自我規範。 

小心謹慎 小心謹慎的做事。 

循規蹈矩 循規蹈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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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1 國小級任教師對現任校長具備的特質（續） 

具備的特質 看法 

嚴謹 嚴謹。 

接受新觀念 對我們不同的想法也會接納。 

保守 保守。 

缺乏親和力 
表情嚴肅，不苟言笑。 

外表嚴肅，缺乏親和力 

固執 固執。 

不知變通 不知變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彰化縣和美鎮現任級任教師在校長人格特質訪談資料整

理結果，級任教師認為校長具備的人格特質有創造力、主動關懷、幽默

風趣、具親和力、小心謹慎和熱心助人等特質，這些都屬於正向的人格

特質，也說明校長具備正向的人格特質，才能得到組織成員的認同及尊

重，在推廣校務及經營學校才能如魚得水，無往不利；另外，校長一旦

具備負向的人格特質，會得不到教師的尊敬，推廣校務易受阻礙，所以

校長應以具備正向的人格特質為優先考量，並省思改進負向特質。 

4.1.3 公部門主管在校長人格特質訪談資料分析 

1.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人格特質？ 

根據受訪者O：「要有溝通協調的能力，專業能力也要足夠，要具備

包容心，如何去做包容跟整合是很重要的。」(O-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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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1 公部門主管對國小校長具備的特質 

具備的特質 看法 

溝通協調 要有溝通協調的能力。 

專業能力 專業能力也要足夠。 

寬容 要具備包容心。 

整合 如何去做包容跟整合是很重要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公部門主管在校長人格特質訪談資料整理結果，覺得當上級交辦大

小事項時，如何分配處理及結合行政成員的組織力量，就得靠校長的溝

通協調能力，校長的溝通協調能力佳，就能化解行政人員與教師之間的

衝突，這也說明校長要有其專業的能力，而專業的能力是要靠日積月累

的經驗培養出來，不是一蹴可幾的，而對行政人員、教師及家長的包容

心特質也是非常重要，有此特質就可以包容及整合各種資源，亦可以順

利推動業務，讓各項事務圓滿達成，所以公部門主管也是認為校長應具

備正向的人格特質，才能擔任一個學校的領導者。 

4.1.4 家長在校長人格特質訪談資料分析 

1.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人格特質？ 

根據受訪者N：「要有足夠的協調溝通能力、前瞻性，才能規劃學校

的未來，因為校長也是要和外界接觸，所以也要有擔當性，最重要的是

要有良好的品德、品行，這是公務人員應該要具備的。」(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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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1 家長對國小校長具備的特質 

具備的特質 看法 

協調溝通 要有足夠的協調溝通能力。 

前瞻性 前瞻性 

負責任 校長也是要和外界接觸，所以也要有擔當性。 

道德原則 
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品德、品行，這是公務人員應

該要具備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家長在校長人格特質訪談資料整理結果，認為校長乃是「一校之

長」，會面對大大小小的事項，舉凡校務重大的決定到芝麻瑣碎之事，都

無法逃避，甚至需要代表學校跟外界家長或媒體接觸，若沒有足夠的擔

當性和前瞻性，是無法擔任學校改革的先驅者，以及行政團隊、教師的

支援者；若沒有令人尊崇的品德、品行，也是無法讓組織成員及外界人

士所信服，學校未來的規劃就無法順利推動，影響甚大，可見也是認同

校長應具有正向的人格特質才是重要的。 

4.2 轉型領導訪談資料分析 

本節針對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校長、現任級任教師、公部門主管

及家長在校長轉型領導方面的訪談資料分析整理，共分四小節。 

4.2.1 國小校長在轉型領導訪談資料分析 

1.請問您經營學校的理念為何？ 

根據受訪者P1：「比較年長的主任、組長，要尊重他們，比較年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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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組長，就是要活化，利用他們的熱力，來激起互助合作的團隊觀

念，活化這個領導的氛圍，讓主任、組長和老師都對學校充滿信心以及

熱忱，大家共同完成工作，創造出有特色的學校。」(P1-2-1) 

根據受訪者 P2：「經營一個學校，就是要有肩膀、要有擔當的把學校

營造成一個優質的環境，讓老師可以安心的在這邊教書，以我和老師們

的專業讓學生很快樂、很有效的學習。」(P2-2-1-1) 

根據受訪者P2：「要有自信的去承擔一切，去主動關懷同仁，要讓老

師安心，當然優質的環境，必須要爭取行政上的支援，我也要能主動協

助老師解決困難。學校的氛圍就是讓老師一定要定下心來，目前我的理

念也為同仁所認同，大家也都信任我。」(P2-2-1-2) 

根據受訪者P3：「首重怎樣促進行政人員和教學人員之間的合作，我

會用自身的專業能力、友善態度來鼓勵和影響行政人員以及教學人員要

互相站在雙方的立場，去為對方著想，再來我會以身作則，自己會守法、

守時，瞭解同仁的困難，關心同仁，為同任提供協助，接著就是校內要

和諧，也要大家認同我的辦學理念，一起向上，一起努力，一起為學校

的願景打拚。」(P3-2-1) 

根據受訪者P4：「將學校塑造成一個學習型組織，我自己會以身作則

不斷吸取有關教育方面的知識，並且鼓勵同仁有機會要積極去進修，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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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應現代教育的工作和面對家長的要求。也支持校內所舉辦的教師研

習和社團活動，讓同仁能跟我一起成長。」(P4-2-1) 

根據受訪者 P5：「我特別重視行政團隊的能力，覺得行政團隊是學校

的主幹，如果行政團隊很強，對教學方面一定有幫助。」(P5-2-1-1) 

根據受訪者 P5：「我對校內成員都會以對方的立場來為他們設想，尤

其是跟行政人員說一定要公私分明，但有時要公私不分，公私不分是指

不要太計較，我不會計較，會以身作則做給同事看，同事目前都認同我，

也朝公私分明和公私不分的觀念這個方向來做。」(P5-2-1-2) 

根據受訪者P5：「校長的眼光要看遠一點、廣一點，會有爭議的地方，

要事先做好溝通工作。」(P5-2-1-3) 

表 4.2.1-1 國小校長經營學校的理念 

經營理念 看法 

尊重信賴 

比較年長的主任、組長，要尊重他們，比較年輕的主

任、組長，就是要活化。 

學校的氛圍就是讓老師一定要定下心來，目前我的理

念也為同仁所認同，大家也都信任我。 

鼓勵 

利用他們的熱力，來激起互助合作的團隊觀念，活化

這個領導的氛圍，讓主任、組長和老師都對學校充滿

信心以及熱忱，大家共同完成工作，創造出有特色的

學校。 

我會用自身的專業能力、友善態度來鼓勵和影響行政

人員以及教學人員要互相站在雙方的立場，去為對方

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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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國小校長經營學校的理念（續） 

經營理念 看法 

鼓勵 

鼓勵同仁有機會要積極去進修，才能因應現代教育的

工作和面對家長的要求。也支持校內所舉辦的教師研

習和社團活動，讓同仁能跟我一起成長。 

負責任 
經營一個學校，就是要有肩膀、要有擔當的把學校營

造成一個優質的環境，讓老師可以安心的在這邊教書。 

專業 

以我和老師們的專業讓學生很快樂、很有效的學習。 

我會用自身的專業能力、友善態度來鼓勵和影響行政

人員以及教學人員要互相站在雙方的立場，去為對方

著想。 

我特別重視行政團隊的能力，覺得行政團隊是學校的

主幹，如果行政團隊很強，對教學方面一定有幫助。 

關懷 

要有自信的去承擔一切，去主動關懷同仁，要讓老師

安心，當然優質的環境，必須要爭取行政上的支援，

我也要能主動協助老師解決困難。 

瞭解同仁的困難，關心同仁，為同任提供協助。 

我對校內成員都會以對方的立場來為他們設想。 

以身作則 

我會以身作則，自己會守法、守時。 

我自己會以身作則不斷吸取有關教育方面的知識。 

我不會計較，會以身作則做給同事看，同事目前都認

同我，也朝公私分明和公私不分的觀念這個方向來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營一個學校是不容易的，校長的經營理念會左右學校校務、特色

及組織結構等方向，學校要往何處發展，願景特色為何，校長必須要充

分的瞭解，也要有自信的去承擔一切，且結合校內組織人員，積極關懷

同仁；一位具有前瞻性的校長其經營理念是可以從行動上或思想上來觀

察到的，從以身作則開始，積極的鼓勵行政團隊合作，到瞭解同仁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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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為教師提供協助等，其眼光都要看遠及寬廣一點，才能讓校內組織

成員認同其經營理念，一同為學校的未來願景打拚，得到家長的認同，

創造出優質的學校。 

2.請問您帶領校內成員的策略為何？ 

根據受訪者P1：「第一個是就是會找相關摩擦的人來懇談，想辦法化

解衝突，這也能提升士氣。第二個就是同仁痛苦的事情，一定會想辦法

去解決，他們認為校長重視。第三個就是同仁有好表現讓我非常肯定，

會把握適當的時機，利用各種鼓勵的策略，比如在晨會上給他讚美，公

開表揚同仁。」(P1-2-2) 

根據受訪者P2：「第一個是以身作則，自己要有正面的特質。第二個

就是給機會，如：同仁想當名師、進修和參加活動等，都會給機會。這

是給大家機會，給你機會以後，你心情會比較愉快，你也會自我提升的，

這也是同仁覺得我很親切的原因。」(P2-2-1) 

根據受訪者P3：「在物質上，會向家長委員爭取一些經費，來協助老

師；在精神上，我會多鼓勵老師，讓老師有自信心，比如老師自己或指

導學生對外比賽有得獎，我會將此訊息放在電子白板或在晨會上公開頒

獎，並且拍照放在走廊上的公佈欄內。也會利用降旗後的時間，到教室

讓老師沒有壓力的跟他聊天，一方面讓老師感覺校長有在關心，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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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家長知道校長有在關心校內的情形，也藉機提升成員的士氣，所以

我對自己的當校長方面的專業素養有高度的信心。」(P3-2-2) 

根據受訪者P4：「我會尊重、信賴同仁，營造開放的氛圍，也會以自

身的特質，無形中去影響大家重視教育本質的信念，我也覺得大家相聚

是一種緣分，要好聚好散，不要聲嚴厲色，也會多鼓勵同仁，口頭獎勵，

讓大家讚賞，或是在學校的臉書提起成員良好的表現、按個讚，也會寫

電子信件鼓勵成員優良的事蹟。」(P4-2-2) 

根據受訪者 P5：「第一個是關心，同仁的任何事情，不管是好的、是

壞的，都要關心，這樣才會對學校有認同感。第二個是信任，對同仁要

知人善任，放在適當的位置，這樣同仁也會信任、信賴我的。第三個是

鼓勵，鼓勵他報考公家機關考試、進修等。」(P5-2-2-1) 

根據受訪者 P5：「同仁認為校長跟他是同一陣線，很關心他，很瞭解

他，這也是關懷、鼓舞他的方法。」(P5-2-2-2) 

根據受訪者P5：「我會到主任家去坐坐，瞭解家庭狀況，也會招待主

任、組長等行政人員到家裡吃飯，聯絡感情，就像我開放自己，對成員

心胸全部開放。」(P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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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 國小校長帶領校內成員的策略 

帶領校內成員

的策略 
看法 

關懷 

第一個是就是會找相關摩擦的人來懇談，想辦法化解

衝突，這也能提升士氣。第二個就是同仁痛苦的事情，

一定會想辦法去解決，他們認為校長重視。 

在物質上，會向家長委員爭取一些經費，來協助老師。 

同仁的任何事情，不管是好的、是壞的，都要關心，

這樣才會對學校有認同感。 

同仁認為校長跟他是同一陣線，很關心他，很瞭解他，

這也是關懷、鼓舞他的方法。 

我會到主任家去坐坐，瞭解家庭狀況，也會招待主任、

組長等行政人員到家裡吃飯，聯絡感情，就像我開放

自己，對成員心胸全部開放。 

鼓勵 

同仁有好表現讓我非常肯定，會把握適當的時機，利

用各種鼓勵的策略，比如在晨會上給他讚美，公開表

揚同仁。 

第二個就是給機會，如：同仁想當名師、進修和參加

活動等，都會給機會。 

鼓勵成員優良的事蹟。 

鼓勵他報考公家機關考試、進修等。 

在精神上，我會多鼓勵老師，讓老師有自信心，比如

老師自己或指導學生對外比賽有得獎，我會將此訊息

放在電子白板或在晨會上公開頒獎，並且拍照放在走

廊上的公佈欄內。 

多鼓勵同仁，口頭獎勵，讓大家讚賞，或是在學校的

臉書提起成員良好的表現、按個讚，也會寫電子信件 

以身作則 

第一個是以身作則，自己要有正面的特質。 

以自身的特質，無形中去影響大家重視教育本質的信

念。 

魅力 
給你機會以後，你心情會比較愉快，你也會自我提升

的，這也是同仁覺得我很親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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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2 國小校長帶領校內成員的策略（續） 

帶領校內成員

的策略 
看法 

專業 我對自己的當校長方面的專業素養有高度的信心。 

尊重信賴 

我會尊重、信賴同仁，營造開放的氛圍。 

對同仁要知人善任，放在適當的位置，這樣同仁也會

信任、信賴我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校長要有良好的風範，其人品一定要非常高尚，在操守上也要能端

正，才能受到組織成員的敬重，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就是這個

道理。受訪者在帶領校內成員策略的訪談中，提到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則，

才能提供教師和學生一個良好的典範，這是不容置疑的；另外，把握各

種時機和適當的場合，運用鼓勵、讚美等激勵的方式，去表達對組織成

員的肯定，讓組織成員有自信心，也能凝聚、營造校內同仁團結的向心

力，共同改善學校的現況，實現學校美好的願景。 

3.請問您跟校內成員間的關係是什麼？ 

根據受訪者P1：「把大家當成兄弟姊妹，以身作則的去做事情，並以

大家的表現為榮。」(P1-2-3) 

根據受訪者P2：「其實我們都是一家人，把學校經營好，是首要任務，

再來就是跟大家做朋友，以親善的態度做事，多一些包容，就會得到同

仁的尊重，我都把同事當家人，也就是要以身作則，每一個人的能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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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你就是要做到你該做到的那一個點。」(P2-2-3) 

根據受訪者P3：「我會用謹慎、小心和保守的態度來評估我跟老師、

同事和學生的關係，老師覺得我很好，可是我還是會說服我自己不要有

高高在上的感覺，但也沒有說以後需要老師幫忙，他就會幫我忙的認知，

大家彼此互相尊重，不一定要有很深的交情，但是自己會以身作則的影

響老師，讓同仁多親近我。」(P3-2-3) 

根據受訪者P4：「長官跟部屬的關係不用分太清楚，同事間的相處就

跟朋友一樣，不要太計較，不要太有長幼有序的感覺。」(P4-2-3) 

根據受訪者P5：「把每個同仁當作家人，就像跟家人有摩擦時，也不

會懷恨在心，就會主動聆聽他們的心聲，體恤他們的辛勞，所有的問題

也都會迎刃而解。」(P5-2-3) 

表 4.2.1-3 國小校長跟校內成員間的關係 

校內成員間的

關係 
看法 

一家人 

把大家當成兄弟姊妹。 

我們都是一家人，把學校經營好，是首要任務。 

長官跟部屬的關係不用分太清楚，同事間的相處就跟

朋友一樣，不要太計較，不要太有長幼有序的感覺。 

把每個同仁當作家人。 

以身作則 

以身作則的去做事情，並以大家的表現為榮。 

要以身作則，每一個人的能力不同，你就是要做到你

該做到的那一個點。 

自己會以身作則的影響老師，讓同仁多親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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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3 國小校長跟校內成員間的關係（續） 

校內成員間的

關係 
看法 

尊重信賴 

跟大家做朋友，以親善的態度做事，多一些包容，就

會得到同仁的尊重。 

說服我自己不要有高高在上的感覺，但也沒有說以後

需要老師幫忙，他就會幫我忙的認知，大家彼此互相

尊重。 

小心謹慎 
我會用謹慎、小心和保守的態度來評估我跟老師、同

事和學生的關係。 

關懷 
主動聆聽他們的心聲，體恤他們的辛勞，所有的問題

也都會迎刃而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受訪者普遍的都把校內成員視為一家人或朋友，雖然貴為學校組織

最上層的領導者，但都捨棄高高在上的優越感，秉持著家人、朋友的感

覺來互相彼此對待、彼此尊重，在成員需要關懷時，適時的伸出援手，

隨時體恤、主動協助，讓同仁多親近受訪者，也贏得其尊重。 

4.請問您現任學校具備的特色為何？ 

根據受訪者 P1：「目前有去活化這個學校的優點，讓學校有生存點，

並且積極鼓勵同仁表達他們的想法和意見，也主動的和同仁討論未來學

校的發展。」(P1-2-4-1) 

根據受訪者P1：「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來說都有特色，我會檢討

大環境中對學校不利的因素在哪裡，也會去爭取縣、部的經費來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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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就是若跟周邊的社區關係不好，會跟家長會去營造，不管正式或非

正式的場所。人和就是我比較專長的地方，就是在同仁這個團隊，同仁

跟我有認同感，我也會支持同仁盡情發揮所長，一起積極的對學校的未

來規劃，這是我引以為傲的。」(P1-2-4-2) 

根據受訪者P2：「一個學校的特色，你要看它的傳統、所在的區域和

校內的師資結構，要根據這三個來發展學校的特色。這個學校，藝文已

經列入這個學校的特色了，已經發展到一個成果了，再來會跟同仁擬定、

討論共識來推閱讀，我還是很堅持孩子一定要看書。」(P2-2-4) 

根據受訪者P3：「有具備專業的特色，老師有取得家長信任的專業，

主任有行政協調能力的專業，我自己也有處理各方面事情的專業能力，

我對自己有信心，也有擔當的能力，也具備教學上的專業、行政協調的

專業、社區文化營造的專業和基本安全的專業。」(P3-2-4) 

根據受訪者P4：「我會主動的提供新訊息給同仁，也會多激發同仁創

造的能力來辦學，像本校認證的特色有美術教育、閱讀教育跟健康促進

教育，這也是老師在這方面有能力、有意願去做，才能夠讓學校具備這

樣的特色。」(P4-2-4) 

根據受訪者P5：「第一個是環境整齊、乾淨，要讓家長覺得學校是很

用心的在營造一個很潔淨、很舒適的教學空間，這是看得到的境教。第



 
 
 
 
 
 
 
 
 
 
 
 

 

 

 

91 

二個是同事感受到這是一個人性化的服務環境，覺得來上班是一件快樂

的事，校長都有表達適度的關心，勾心鬥角、拍桌怒罵、批評指責、互

相猜忌的環境要避免，這也是看不到的境教。」(P5-2-4) 

表 4.2.1-4 國小校長現任學校具備的特色 

現任學校具備

的特色 
看法 

鼓勵 
積極鼓勵同仁表達他們的想法和意見，也主動的和同

仁討論未來學校的發展。 

專業 

人和就是我比較專長的地方，就是在同仁這個團隊，

同仁跟我有認同感，我也會支持同仁盡情發揮所長，

一起積極的對學校的未來規劃，這是我引以為傲的。 

有具備專業的特色，老師有取得家長信任的專業，主

任有行政協調能力的專業，我自己也有處理各方面事

情的專業能力，我對自己有信心，也有擔當的能力，

也具備教學上的專業、行政協調的專業、社區文化營

造的專業和基本安全的專業。 

要讓家長覺得學校是很用心的在營造一個很潔淨、很

舒適的教學空間，這是看得到的境教。 

積極擬定 
會跟同仁擬定、討論共識來推閱讀，我還是很堅持孩

子一定要看書。 

提供新訊息 我會主動的提供新訊息給同仁。 

鼓勵 

也會多激發同仁創造的能力來辦學，像本校認證的特

色有美術教育、閱讀教育跟健康促進教育，這也是老

師在這方面有能力、有意願去做，才能夠讓學校具備

這樣的特色。 

關懷 

同事感受到這是一個人性化的服務環境，覺得來上班

是一件快樂的事，校長都有表達適度的關心，勾心鬥

角、拍桌怒罵、批評指責、互相猜忌的環境要避免，

這也是看不到的境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92 

領導者若能明白、清晰的預見學校未來的發展，並且透過前瞻性的

分析、判斷及創意，運用激發、及整合組織成員的想法，一定可以創造

出與眾不同的學校特色。受訪者會根據自己多年的專業經驗，從學校以

前的特色、結構等方向來考量，並且主動跟相關同仁討論，鼓勵同仁說

出對學校未來特色再改造的想法，也相信、支持同仁的專業角度，最後

整合學校、社區的資源，並提出建設性的作法，引導大家保留原本學校

傳統的特色，並改進先前存在的缺點，且一起積極的共創學校的新特色。 

5.請問您擔任校長期間，有何創新的作法？ 

根據受訪者P1：「我重視創意，老校因土地退縮了，只能重視質，所

以激勵同仁發揮創意，共同推行創意英語村。新校土地多就是要增能，

所以設計社區閱讀中心。上任後定期在辦公室舉辦畫展，讓美學融入同

事的生活之中，也鼓勵同仁積極向上進修。第二個概念就是去整合行政

團隊跟教學團隊之間的合作關係。第三個概念是培育比我更理想的學

子，我的理念，也是要得人心。」(P1-2-5) 

根據受訪者P2：「目前正在計畫推一個在地文化，就是菜市場文化，

菜市場有很多文化可以放到學校來，我也很著力在環境教育上，校園營

造有沒有生態的味道在，這才是重要的，會配合縣府辦一些環教的活動，

而校內辦理環教的方法第一個就是靠宣導，第二個就是靠教學，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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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活動。現在環教只是融入，還好有四小時的課程，再來就是活動，任

何活動都要加入這些環教元素，我也都跟同仁說要教導孩子環教觀念，

同仁有都感受到我對教育的使命感。」(P2-2-5) 

根據受訪者 P3：「會視當地孩子主要喜歡的活動是什麼，鼓勵同仁去

發展、營造相關教學活動，視社區的性質去發展在地文化。」(P3-2-5-1) 

根據受訪者P3：「會鼓勵同仁帶一些創新的觀念在推動閱讀活動，比

如鼓勵孩子用電腦做出簡報，將閱讀心得呈現出來，不是只有培養短期

閱讀的效果，而是培育孩子長期閱讀的習慣，這也是未來的願景之一。」

(P3-2-5-2) 

根據受訪者P4：「我利用知識經濟觀念的管理，做一個知識學院的學

習型組織平台，把知識視為經濟，可以累積、儲存、分享跟管理，讓大

家分享好的事物，這樣可以創造出更高的經濟價值。」(P4-2-5) 

根據受訪者P5：「第一個是在升旗或集會時，每個學生都有一張童軍

椅，非常方便，機動性也高，也是設身處地的為師生著想，學生、家長

和老師都反映很好。第二個是推廣民俗童玩，讓學生下課可充分利用，

不會無聊。第三個是推動學校識別系統（SIS），從學校標誌、獎狀、聘書、

識別證、文件、信封等都結合這套系統。」(P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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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5 國小校長創新的作法 

創新的作法 看法 

鼓勵 

我重視創意，老校因土地退縮了，只能重視質，所以

激勵同仁發揮創意，共同推行創意英語村。 

鼓勵同仁積極向上進修。 

鼓勵同仁帶一些創新的觀念在推動閱讀活動。 

融入美學 
上任後定期在辦公室舉辦畫展，讓美學融入同事的生

活之中。 

在地文化 

目前正在計畫推一個在地文化，就是菜市場文化，菜

市場有很多文化可以放到學校來。 

會視當地孩子主要喜歡的活動是什麼，鼓勵同仁去發

展、營造相關教學活動，視社區的性質去發展在地文

化。 

環境教育 
我也很著力在環境教育上，校園營造有沒有生態的味

道在，這才是重要的，會配合縣府辦一些環教的活動。 

魅力 
我也都跟同仁說要教導孩子環教觀念，同仁有都感受

到我對教育的使命感。 

知識學院平台 

我利用知識經濟觀念的管理，做一個知識學院的學習

型組織平台，把知識視為經濟，可以累積、儲存、分

享跟管理，讓大家分享好的事物，這樣可以創造出更

高的經濟價值。 

關懷 

在升旗或集會時，每個學生都有一張童軍椅，非常方

便，機動性也高，也是設身處地的為師生著想，學生、

家長和老師都反映很好。 

學校識別系統 
推動學校識別系統（SIS），從學校標誌、獎狀、聘書、

識別證、文件、信封等都結合這套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現今國家政策及教育改革趨勢下，每個學校都會以創新的角度來

經營學校，也是作為辦學的重要策略，身為學校領導者的校長，若沒有

創新的想法及作為，是無法跟上時代的腳步。有時領導者雖然有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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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但是仍會受到阻礙，而無法實現自己對於學校一些創新的作法，

舉凡學校地理環境、位置，組織成員是否認同其想法，組織成員是否具

備執行的能力，組織成員是否全力配合，學區內家長是否贊同，學校是

否有足夠的硬體及制度面上是否容許等，這些都會影響創新作法的實

現，也都考驗著領導者的領導技巧。如何能讓學校適應時代，跟上潮流，

生生不息，是領導者要不斷的去進修學習的。 

綜合上述，彰化縣和美鎮現任校長在轉型領導訪談資料分析整理結

果，現任校長其領導風格運用在轉型領導的五大構面：「魅力的影響」、「鼓

舞的激勵」、「智性的啟發」、「願景的建立」及「個別的關懷」等方面，

是大多符合其轉型領導的行為，與周裕隆（2008）、王俊杰（2010）等人

的研究結果是相同的。這也說明校長必須捨棄高高在上的架子，以自身

作為榜樣，有擔當、自信的關懷組織成員，發揮同理心的主動協助同仁，

多運用讚美及溝通技巧，並適時營造開放的學習環境，帶領成員共同的

完成願景，才不枉為教育領導者的責任。 

4.2.2 國小教師在校長轉型領導訪談資料分析 

1.您覺得現任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根據受訪者T1：「他會鼓勵我們要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同仁共同來發

展學校的特色；當老師有好的表現時，他也會公開讚揚，並且凡事會站



 
 
 
 
 
 
 
 
 
 
 
 

 

 

 

96 

在老師的立場為我們著想。」(T1-2-1) 

根據受訪者T2：「他比較有個人的特色，也會善用激勵技巧來鼓勵團

隊合作。」(T2-2-1) 

根據受訪者T3：「有自信、幽默風趣，尊重、體諒我們，並且展現民

主開放的態度。」(T3-2-1) 

根據受訪者T4：「以身作則，贏得老師們的尊敬，而且促成校內良好

風氣，事事講求公平公正，能採納別人意見，不會專斷獨行。」(T4-2-1) 

根據受訪者T5：「凡事依法辦理，人品高尚，廉能公正，尊重教師教

學自主，也深受同仁學習的楷模；但是獨善其身，少與部屬互動以及和

家長會成員溝通。」(T5-2-1) 

根據受訪者T6：「雖然以身作則，但我覺得比較保守、少了前瞻性的

風格。」(T6-2-1) 

根據受訪者T7：「我感受到他是屬於命令型的領導風格，比較不會主

動關心老師。」(T7-2-1) 

表 4.2.2-1 國小級任教師對現任校長的轉型領導 

轉型領導 看法 

鼓勵 

他會鼓勵我們要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同仁共同來發展

學校的特色。 

當老師有好的表現時，他也會公開讚揚。 

善用激勵技巧來鼓勵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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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1 國小級任教師對現任校長的轉型領導（續） 

轉型領導 看法 

關懷 
凡事會站在老師的立場為我們著想。 

尊重、體諒我們，並且展現民主開放的態度。 

魅力 

他比較有個人的特色。 

有自信、幽默風趣。 

尊重教師教學自主，也深受同仁學習的楷模。 

以身作則 以身作則，贏得老師們的尊敬。 

公平公正 

促成校內良好風氣，事事講求公平公正，能採納別人

意見，不會專斷獨行。 

凡事依法辦理，人品高尚，廉能公正。 

獨善其身 獨善其身，少與部屬互動以及和家長會成員溝通。 

保守 
雖然以身作則，但我覺得比較保守、少了前瞻性的風

格。 

命令型 
我感受到他是屬於命令型的領導風格，比較不會主動

關心老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彰化縣和美鎮現任級任教師在校長轉型領導訪談資料整

理結果，級任教師對現任校長應具備的轉型領導風格有以身作則，要有

自信、幽默及風趣等特質，鼓勵表達教師的想法，公開讚揚教師，要用

激勵技巧來鼓勵團隊合作，人品要高尚及尊重教師教學自主權等，都表

達肯定，這也說明校長若能純熟的運用轉型領導，就會讓組織成員對校

長領導認同度的提高，更進一步的讓組織成員能夠心悅誠服的聽從校長

指示，一起共同為學校願景付出。 

4.2.3 公部門主管在校長轉型領導訪談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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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您覺得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根據受訪者 O：「校長的領導風格可能跟他本身的人格特質有關，還

有專業素養、學校氛圍、家長們關心的程度、學生的素質和老師教學的

情況等，校長必須要做一個綜合的判斷，才有助於學校的領導。」

(O-2-1-1) 

根據受訪者O：「他應該要滿多元的，不可能是單一方面。」(O-2-1-2) 

表 4.2.3-1 公部門主管對國小校長的轉型領導 

轉型領導 看法 

專業整合 

校長的領導風格可能跟他本身的人格特質有關，還有

專業素養、學校氛圍、家長們關心的程度、學生的素

質和老師教學的情況等，校長必須要做一個綜合的判

斷，才有助於學校的領導。 

多元 他應該要滿多元的，不可能是單一方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面對現今社會的多變，校長在處理校務及其領導風格上也要具備多

元化，而且不可能只有單一性，應該是屬於全方位的領導人，這與吳彥

德（2008）的研究是一致的，這也顯示出校長必須具備多樣化的領導風

格，才能在多元化的社會風潮下，帶領師生面對未來的挑戰和改變，進

而達成教育之目標。另外，校長的人格特質也會影響轉型領導的趨向，

這也說明校長的人格特質和轉型領導有關，與Koehler(1992)的研究是相

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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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家長在校長轉型領導訪談資料分析 

1.您覺得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根據受訪者N：「我覺得要有協調性、溝通性的風格，要像民意代表

傾聽基層的聲音，要能協調及溝通主任、老師的意見。」(N-2-1) 

表 4.2.4-1 家長對國小校長的轉型領導 

轉型領導 看法 

溝通協調 
我覺得要有協調性、溝通性的風格，要像民意代表傾

聽基層的聲音，要能協調及溝通主任、老師的意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校長在待人處事方面應該要放下身段，活用轉型領導策略，對待組

織成員、社區家長和校內學生不能擺出架子，應該要寬宏大量，具備包

容及民主的風度，多傾聽來自不同的意見及想法，愛護組織成員，並主

動溝通、協調教師和主任之間的摩擦，當起一座良好的橋樑，才能讓學

校永續發展 

4.3 校外旅遊教學訪談資料分析 

本節針對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校長、現任級任教師、公部門主管

及家長在校外教學方面的訪談資料分析整理，共分四小節。 

4.3.1 國小校長在校外旅遊教學訪談資料分析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

地點性質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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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者 P1：「會以文化型為主。會選擇比較有藝術教育意義的，

我是一個重視美術教育的人，一定主導藝術賞析的環境，藝術賞析是可

以讓人得到心靈財富的提升，以文化型為主。」(P1-3-1-1) 

根據受訪者P1：「目前我不會去主導地點的選擇，會尊重老師的選

擇。」(P1-3-1-2) 

根據受訪者P2：「地點的選擇，因為我是重視環教，所以我比較主張

生態型區塊的選擇，這邊的資源不多，能做環教的教學，也只有配合我

們的校外教學。」(P2-3-1) 

根據受訪者 P3：「會以生態型為主，因為跟孩子周遭生活的取得比較

容易、貼近，孩子會比較有興趣。對低中年級來說文化型的有時太抽象，

孩子比較不容易理解，設施型的就更不用考慮了。」(P3-3-1-1) 

根據受訪者 P3：「目前實際上，低年級礙於縣府對搭車的規定，都選

擇較近的地點，以生態型可以實際操作或參觀的為主，中高年級就比較

會去遊樂區。」(P3-3-1-2) 

根據受訪者P3：「我不會去指定各年級校外教學的地點性質，完全尊

重學年老師決定，但是我會提供資料給學務處。」(P3-3-1-3) 

根據受訪者 P4：「應由參加校外教學的人數多寡來選擇，要考慮這個

地點是否可以容納得下，不然就要分批輪流進行。」(P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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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者 P4：「以生態型、設施型都可以，文化型就有點困難，因

為場地受限。」(P4-3-1-2) 

根據受訪者 P4：「我不會排斥義大世界、劍湖山、六福村和九族文化

村等遊樂區，是要看帶隊老師怎麼安排、導覽，上述地區都有教育性：

六福村可觀看動物，九族文化村有原住民文化可觀賞，我非常贊同去遊

樂區，不要只是把校外教學僵化成一定要去教學，我覺得它是一個重要

的體驗，在師生之間、同學之間就會產生感情的體驗，休閒權也是教育

的一環，不管是去哪裡都可以學習到旅遊的安全、生活倫理、道德、行

為等，不一定要侷限於坐下來聽講解，只要當地周遭的環境、景物、植

物、建築，老師有辦法補充這些課外知識，就會產生教學效果了，因為

這些都是在學校看不到的，能結合課程就結合，不能結合也是另一種體

驗，這也是一種多元化的教學。」(P4-3-1-3) 

根據受訪者 P4：「如果時間允許的話，不一定只安排一個點，可以安

排兩三個點。」(P4-3-1-4) 

根據受訪者P4：「目前校外教學的地點選擇都是由各學年會議產生，

我、主任都不會去硬性規定的，原則上不要重複，但有時候老師認為這

個地方值得再去，我也不會反對，因為地方雖然一樣，但人、事、物不

同，感覺起來也會不同，或者兩位老師強調的重點不同，也會讓孩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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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體驗。」(P4-3-1-5) 

根據受訪者 P5：「校外教學活動地點的選擇首要考慮到空間能夠容納

的學生人數、安全性和交通的方便性，不考慮新鮮感的話，就以鄰近縣

市為主。」(P5-3-1-1) 

根據受訪者 P5：「若讓我選擇低中高年級的校外教學，我都會選生態

型為主。」(P5-3-1-2) 

根據受訪者P5：「目前學校低中高年級也是到遊樂區較多，我不會反

對到遊樂區玩，要考慮的是孩子當時的防範安全措施為何，並且避免到

危險的地方玩。」(P5-3-1-3) 

表 4.3.1-1 國小校長在校外旅遊教學選擇的活動地點性質 

活動地點性質 看法 

選擇文化型及

原因 

會以文化型為主。會選擇比較有藝術教育意義的，我

是一個重視美術教育的人，一定主導藝術賞析的環

境，藝術賞析是可以讓人得到心靈財富的提升，以文

化型為主。 

選擇生態型及

原因 

地點的選擇，因為我是重視環教，所以我比較主張生

態型區塊的選擇，這邊的資源不多，能做環教的教學，

也只有配合我們的校外教學。 

會以生態型為主，因為跟孩子周遭生活的取得比較容

易、貼近，孩子會比較有興趣。 

以生態型、設施型都可以，文化型就有點困難，因為

場地受限。 

若讓我選擇低中高年級的戶外教學，我都會選生態型

為主。 

  



 
 
 
 
 
 
 
 
 
 
 
 

 

 

 

103 

表 4.3.1-1 國小校長在校外旅遊教學選擇的活動地點性質（續） 

活動地點性質 看法 

選擇設施型及

原因 

以生態型、設施型都可以，文化型就有點困難，因為

場地受限。 

我不會排斥義大世界、劍湖山、六福村和九族文化村

等遊樂區，是要看帶隊老師怎麼安排、導覽，上述地

區都有教育性。 

空間的容納 

應由參加校外教學的人數多寡來選擇，要考慮這個地

點是否可以容納得下，不然就要分批輪流進行。 

校外教學活動地點的選擇首要考慮到空間能夠容納的

學生人數、安全性和交通的方便性，不考慮新鮮感的

話，就以鄰近縣市為主。 

尊重教師決定 

目前我不會去主導地點的選擇，會尊重老師的選擇。 

我不會去指定各年級校外教學的地點性質，完全尊重

學年老師決定，但是我會提供資料給學務處。 

目前校外教學的地點選擇都是由各學年會議產生，

我、主任都不會去硬性規定的，原則上不要重複，但

有時候老師認為這個地方值得再去，我也不會反對，

因為地方雖然一樣，但人、事、物不同，感覺起來也

會不同，或者兩位老師強調的重點不同，也會讓孩子

有不同的體驗。 

目前教師的地

點選擇 

目前實際上，低年級礙於縣府對搭車的規定，都選擇

較近的地點，以生態型可以實際操作或參觀的為主，

中高年級就比較會去遊樂區。 

目前學校低中高年級也是到遊樂區較多，我不會反對

到遊樂區玩，要考慮的是孩子當時的防範安全措施為

何，並且避免到危險的地方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引用翁菁慧（2008）的學說，將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性質

分為：生態型、文化型及設施型。若選擇生態型為主要活動地點性質，



 
 
 
 
 
 
 
 
 
 
 
 

 

 

 

104 

是以增進自然生態、農業等方面的認知與體驗為重點訴求；若選擇文化

型為主要活動地點性質，是以增進民情風俗、文化和藝術等人文資源為

重點訴求；若選擇設施型為主要活動地點性質，則是以遊憩設施、社教

機構或公共設施等體驗為重點訴求。訪談中大都傾向生態型為主要活動

地點性質較多，主張學生應該親近大自然、農業生態等知性或操作體驗，

亦可藉著校外旅遊教學活動來實施環境教學。選擇文化型的受訪者則認

為此活動地點性質比較有藝術教育意義，在藝術賞析的教學活動中，可

以讓學生擁有豐富的心靈財富。選擇設施型的受訪者認為不要把校外旅

遊教學僵化成一定要以教學為主，亦不排斥校外旅遊教學到遊樂區遊

玩，遊樂區內也富有教育意義的知識可供學習，休閒權也是教育的一環，

只要看帶隊老師如何安排、規劃。大多數的受訪者也都不會主導教師在

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選擇上的決定或更改，完全尊重教師及全學年間

的決定，但是會提供優質的校外旅遊教學地點資料，給教師在校外旅遊

教學地點選擇上當作參考。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面？ 

根據受訪者P1：「我比較重視安全，廠商投開標時，一定站第一線問

很多問題，要讓我很安心，第二個就是大家共同決議的方向，我絕對沒

有意見，所以重視同仁規劃，我不會去更改他們的決定。」(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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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者P2：「校外教學是正式課程，所以我真的反對去遊樂場，

遊樂場不是我們老師該帶去的，是家長該帶去的，我們不要剝奪家長太

多的責任。」(P2-3-2) 

根據受訪者 P3：「學生能實際操作、體驗的方式較重要。」(P3-3-2-1) 

根據受訪者P3：「遊樂區還是盡量不要去，這個爸媽可自行帶去，盡

量多體驗的、爬山的。」(P3-3-2-2) 

根據受訪者P4：「不管是結合教學或娛樂上，要有實際的體驗，也要

寓教於樂。」(P4-3-2) 

根據受訪者P5：「學習跟休閒要兼顧，不要打著教學的口號，結果都

是休憩為主，完全沒有教學的效果。」(P5-3-2) 

表 4.3.1-2 國小校長在校外旅遊教學重視方面 

重視方面 看法 

安全 
我比較重視安全，廠商投開標時，一定站第一線問很

多問題，要讓我很安心。 

課程的安排 

校外教學是正式課程，所以我真的反對去遊樂場，遊

樂場不是我們老師該帶去的，是家長該帶去的，我們

不要剝奪家長太多的責任。 

學生能實際操作、體驗的方式較重要。 

寓教於樂 

不管是結合教學或娛樂上，要有實際的體驗，也要寓

教於樂。 

學習跟休閒要兼顧，不要打著教學的口號，結果都是

休憩為主，完全沒有教學的效果。 

尊重教師決定 
第二個就是大家共同決議的方向，我絕對沒有意見，

所以重視同仁規劃，我不會去更改他們的決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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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曾經發生過學童乘坐校外教學遊覽車時，在途中發生翻覆，或

者在遊樂區內落水，造成學童受傷或死亡的事件，所以在學生各方面安

全上的考量，如學生的管理、校外旅遊教學參訪的動線及車輛的安排等，

都視為首重之要；而校外旅遊教學是一種正式課程，亦會重視校外旅遊

教學內容上的安排，地點的選擇儘量不要安排去遊樂區，能選擇可以讓

學生實際操作、實際體驗為主，但也不要全部以教學為口號，可以結合

教學與旅遊娛樂效果，要能寓教於樂。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根據受訪者 P1：「一年一次的校外教學由學校來統一辦理，是由訓導

處來統整協助招標。」(P1-3-3-1) 

根據受訪者P1：「兩天一夜的畢業旅行則由班親會來辦理，原則上是

用班親會的名義來辦理，但還是學年主任整合同學年的心血，配合訓導

處訓育組長、主任和校長細心的精神而成的，校長就是把持嚴格、審查、

機警以及合理合法的監督。」(P1-3-3-2) 

根據受訪者 P2：「全校性的校外教學活動當然要由學校統一辦理標

案！」(P2-3-3-1) 

根據受訪者P2：「班級性的校外教學就由班親會來統籌，我本來就是

這樣的主張，因為所謂的親師合作，就是讓班親會來運作，所以班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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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外教學真的是要讓家長來，你地點決定後，一定要全部交給家長去

處理，請他們參與，我一直主張家長來介入，而且主要是以他們為主角，

很多話我們不便講，他們是社會人，他們去講，他們去籌劃。」(P2-3-3-2) 

根據受訪者P3：「一次正式的校外教學還是要由學校來主導、負責任

的統籌，其它私底下班親會家長舉辦的活動若出了事，學校也是脫不了

關係的，所以我不贊成全部由班親會辦理，若都由班親會家長處理，出

了事情，家長、外界還是會指責學校。」(P3-3-3) 

根據受訪者P4：「主要的一年一次、符合規定的校外教學由學校透過

招標統一辦理，另一種就由各班的班親會組織來自由辦理。」(P4-3-3) 

根據受訪者P5：「一年一次規定的校外教學都是由各學年提出，再由

學校統一辦理，除了這個，另外也有各班班親會自己辦理小型活動，次

數就沒限制，由各班老師和班親會自行運作。」(P5-3-3) 

表 4.3.1-3 國小校長的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看法 

全校統一辦理 

一年一次的校外教學由學校來統一辦理，是由訓導處

來統整協助招標。 

全校性的校外教學活動當然要由學校統一辦理標案！ 

一次正式的校外教學還是要由學校來主導、負責任的

統籌。 

主要的一年一次、符合規定的校外教學由學校透過招

標統一辦理。 

一年一次規定的校外教學都是由各學年提出，再由學

校統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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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3 國小校長的辦理方式（續） 

辦理方式 看法 

班親會 

兩天一夜的畢業旅行則由班親會來辦理。 

班級性的校外教學就由班親會來統籌，我本來就是這

樣的主張，所謂的親師合作，就是讓班親會來運作。 

另一種就由各班的班親會組織來自由辦理。 

除了這個，另外也有各班班親會自己辦理小型活動，

次數就沒限制，由各班老師和班親會自行運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中規定：校外教

學每學年以辦理至少一次為原則，在訪談中，均認為每學年一次校外旅

遊教學的辦理方式應由學校來統一辦理，先由各學年教師提出地點、人

數等資料，再由訓導處的同仁協助統整辦理招標採購；班級性的校外旅

遊教學雖然無次數限定，教師可以請班親會的家長幹部來運作，由家長

來參與介入、主動籌畫，也是所謂的親師合作模式，亦可減輕教師的工

作壓力。無論是全校性或是班級性的校外旅遊教學，校長還是要把持認

真監督、合法審查的態度來面對，因為只要有一環節出了問題，外界的

指責還是會針對學校的領導者。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根據受訪者P1：「是最有利標，最低標案的旅遊出錯事情很多，而最

有利標出錯的事比較少，目前也是最有利標型式為主。」(P1-3-4) 

根據受訪者 P2：「如果是全校性的，決定不能用最低標，最低標就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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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了，沒有鉅細靡遺的標案規範，如果最低標壓低價格的話，風險就很

大，車子會亂調，所以我比較傾向最有利標的評選。」(P2-3-4-1) 

根據受訪者P2：「現在是採最低標。」(P2-3-4-2) 

根據受訪者P3：「要採用最有利標的型式，品質內容才有保障，用最

低標，結果校外教學回來後，老師對品質都不太滿意。今年，老師雖然

心裡會怕擔責任，但是有行政在後面支持，最後大家都採用了最有利標

的方式。」(P3-3-4) 

根據受訪者 P4：「比較喜歡最有利標，它比較符合學校的需求，當選

定一間廠商後，可以再議價，也有彈性跟對學校有利的地方可以談，也

可以要求提供額外的服務，如護理師、領隊、學習單、雨衣等，這些都

是對學校有利的。」(P4-3-4-1) 

根據受訪者P4：「目前學校大多採用最有利標的。」(P4-3-4-2) 

根據受訪者P5：「是最有利標的型式，比較有旅遊品質。目前校內是

最有利標和最低標的型式皆有。」(P5-3-4) 

表 4.3.1-4 國小校長對採購案的型式 

採購案的型式 看法 

最有利標及原

因 

是最有利標，最低標案的旅遊出錯事情很多，而最有

利標出錯的事比較少。 

如果是全校性的，決定不能用最低標，如果最低標壓

低價格的話，風險就很大，車子會亂調，所以我比較

傾向最有利標的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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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4 國小校長對採購案的型式（續） 

採購案的型式 看法 

最有利標及原

因 

要採用最有利標的型式，品質內容才有保障，用最低

標，結果校外教學回來後，老師對品質都不太滿意。 

比較喜歡最有利標，它比較符合學校的需求，當選定

一間廠商後，可以再議價，也有彈性跟對學校有利的

地方可以談，也可以要求提供額外的服務，如護理師、

領隊、學習單、雨衣等，這些都是對學校有利的。 

是最有利標的型式，比較有旅遊品質。 

目前的型式 

目前也是最有利標型式為主。 

現在是採最低標。 

今年，老師雖然心裡會怕擔責任，但是有行政在後面

支持，最後大家都採用了最有利標的方式。 

目前學校大多採用最有利標的。 

目前校內是最有利標和最低標的型式皆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招標作業大多分為「最有利標」和「最低標」

等兩種方式，以全校性的校外旅遊教學標案來說，目前普遍認為採用「最

有利標」方式才是最適宜的，對師生在旅遊品質內容上才有一定的保障，

也才有彈性議價、額外服務等空間，若採用「最低標」方式，衍生的問

題、風險就很大。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何？  

根據受訪者 P1：「它的成效性放在教學上是不盡然的，因為終究很多

會以旅遊、放鬆身心、消除疲勞、營造團隊的歡樂性來當成效的。」

(P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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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者P1：「小朋友有一些不平衡的能量可以抒發出來、宣洩出

來，那些孩子回來會安定一陣子，第二個是可增進同學年的感情，讓同

學年老師間的感情變好，第三個也是給家長一個交代，家長也是期待每

個學期都辦，讓家長知道教學團隊很團結、很合作，對我們有信心。」

(P1-3-5-2) 

根據受訪者P2：「我們學校是沒有出來的，目前的階段，還是偏遊樂

場所，我就一直主張說一定盡量要去生態園區，因為他有專人的規劃解

說，要看成效性，第一個就是你要去，就是讓他去看，你不帶學生去沒

有用，第二個就是回來小朋友要去想，讓他們去做分享就對了，分享才

知道說小朋友到底是看到什麼、聽到什麼及想什麼，這樣才知道成效。」

(P2-3-5) 

根據受訪者 P3：「孩子去實際操作、體驗的校外教學比去遊樂區的還

有成效性，是在教室內無法得到的經驗，如果是去可以印證課程的戶外

教學，對老師來講，也是一種收穫。」(P3-3-5-1) 

根據受訪者P3：「只是目前老師在實施校外教學時，可能擔心孩子的

安危，要趕行程，家長有意見或身體疲憊等，還是處於被動的配合。」

(P3-3-5-2) 

根據受訪者P4：「在教學成效上，要看老師、導覽人員的解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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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或事先有沒有安排規劃而定，若從親師、師生之間的互動來看，是

有效果的。在老師身上也是有成效的，因為若有導覽人員解說，老師也

有學習到額外的知識。」(P4-3-5) 

根據受訪者 P5：「『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只要有參加校外教學

的學生，回來都會有成效，視野會比較廣、見野會比較多。在老師方面，

老師可以用實際上所看到的，來佐證課堂上所教過的理論，比如講到動

物，就到動物園；講到植物，就到植物園，回來後再跟課堂上的知識相

應證，可以對教學有幫助。」(P5-3-5-1) 

根據受訪者P5：「我不反對到遊樂區，因到遊樂區從事校外教學時，

有不同的設計、玩法和安全的措施，也一定對孩子有幫助的。」(P5-3-5-2) 

表 4.3.1-5 國小校長認為目前的成效性 

成效性 看法 

有成效性 

它的成效性放在教學上是不盡然的，因為終究很多會

以旅遊、放鬆身心、消除疲勞、營造團隊的歡樂性來

當成效的。 

孩子去實際操作、體驗的校外教學比去遊樂區的還有

成效性，是在教室內無法得到的經驗，如果是去可以

印證課程的戶外教學，對老師來講，也是一種收穫。 

在教學成效上，要看老師、導覽人員的解說方式、素

質或事先有沒有安排規劃而定，若從親師、師生之間

的互動來看，是有效果的。在老師身上也是有成效的，

因為若有導覽人員解說，老師也有學習到額外的知識。 

「行萬里路，勝讀萬卷書。」只要有參加校外教學的

學生，回來都會有成效，視野會比較廣、見野會比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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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5 國小校長認為目前的成效性（續） 

成效性 看法 

有成效性 

「行萬里路，勝讀萬卷書。」只要有參加校外教學的

學生，回來都會有成效，視野會比較廣、見野會比較

多。 

我不反對到遊樂區，因到遊樂區從事校外教學時，有

不同的設計、玩法和安全的措施，也一定對孩子有幫

助的。 

沒有成效性 

我們學校是沒有出來的，目前的階段，還是偏遊樂場

所，我就一直主張說一定盡量要去生態園區，因為他

有專人的規劃解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俗話說：「行萬里路，勝讀萬卷書。」學生在課堂上聽講教師所傳授

的知識後，若能搭配校外旅遊教學的規劃，到現場實際的印證課程所學，

這也是教育部訂定校外教學課程目標的宗旨。在學生的教學成效上來

說，去遊樂區的場所，是不如去可以實際操作、體驗的場所來得有效果，

若在規劃上能安排導覽解說人員，學生則是有效果，老師也可以學習到

額外的知識。另外，學生去校外旅遊教學後，都能獲得放鬆身心、宣洩

不平衡能量和增進團隊感情等，而教師能獲得親師互動情感及增進教學

團隊合作等旅遊成效，所以只要有參加校外旅遊教學的師生，回來後視

野會變得比較廣，都能得到成效的。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根據受訪者P1：「未來上我會鼓勵、暗示及叮嚀老師在校外教學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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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的選擇，應以配合學生在課程教學上有益的地點，或者可實施環教

的場所為優先考量。」(P1-3-6) 

根據受訪者P2：「一、鬆綁：法規、制度上要鬆，不要綁得死死的，

校外教學是老師依照課程需求或不足，帶領孩子到校外印證及加深加廣

的學習，政府機關在採購法上不要限制老師，不要什麼都限制只能用政

府的採購法來招標，要尊重、信任老師的專業。二、專業：老師要憑著

專業素養來規劃校外教學的流程，在校外教學上不能只是應付學生、家

長和學校的工作。」(P2-3-6) 

根據受訪者P3：「能夠少去遊樂場所，多去開發、接洽生態型這類可

以動手操作、親身體驗的活動，招標上還是會採用最有利標的方案，也

會繼續提供優質的地點給學務處，轉達給學年老師參考。」(P3-3-6) 

根據受訪者P4：「校外教學是屬於多元化的一種教學，看時代的趨勢

如何，就往那邊多著墨，不管地點的選擇為何，如遊樂區、博物館，都

有它存在的必要，只是行程要如何安排、老師的導覽怎麼做是很重要的，

老師也可以先收集資料，幫孩子做行前教育，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P4-3-6) 

根據受訪者 P5：「我覺得要因地制宜，不同的學年，規劃不同的地點；

在學習單上面，高年級可設計成開放式的題目，低年級可用封閉性的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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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年級就介於兩者之間。」(P5-3-6-1) 

根據受訪者P5：「從事校外教學前要做行前教育，有關校外教學地點

的背景、知識，要做個說明，孩子比較有概念，回來後再做個心得分享

和統整。」(P5-3-6-2) 

表 4.3.1-6 國小校長對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 

未來的校外教

學 
看法 

活動地點的選

擇及方式 

未來上我會鼓勵、暗示及叮嚀老師在校外教學地點性

質的選擇，應以配合學生在課程教學上有益的地點，

或者可實施環教的場所為優先考量。 

能夠少去遊樂場所，多去開發、接洽生態型這類可以

動手操作、親身體驗的活動，招標上還是會採用最有

利標的方案，也會繼續提供優質的地點給學務處，轉

達給學年老師參考。 

校外教學是屬於多元化的一種教學，看時代的趨勢如

何，就往那邊多著墨，不管地點的選擇為何，如遊樂

區、博物館，都有它存在的必要，只是行程要如何安

排、老師的導覽怎麼做是很重要的。 

法規的鬆綁 

法規、制度上要鬆，不要綁得死死的，校外教學是老

師依照課程需求或不足，帶領孩子到校外印證及加深

加廣的學習，政府機關在採購法上不要限制老師，不

要什麼都限制只能用政府的採購法來招標。 

教師的專業 
老師要憑著專業素養來規劃校外教學的流程，在校外

教學上不能只是應付學生、家長和學校的工作。 

課程的設計 

老師也可以先收集資料，幫孩子做行前教育，可以達

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我覺得要因地制宜，不同的學年，規劃不同的地點；

在學習單上面，高年級可設計成開放式的題目，低年

級可用封閉性的題目，中年級就介於兩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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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6 國小校長對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續） 

未來的校外教

學 
看法 

課程的設計 

從事校外教學前要做行前教育，有關校外教學地點的

背景、知識，要做個說明，孩子比較有概念，回來後

再做個心得分享和統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校外旅遊教學是屬於多元化的教學，也是學校正式的課程，能夠少

去遊樂場所，要多著墨可以動手操作、親身體驗的生態型地點；在從事

校外旅遊教學之前，教師要先收集資料，幫孩子做行前教育，校外旅遊

教學回來後，可以實施心得分享和統整，亦可填寫學習單驗證效果，但

是應該視不同年級來設計題目，高年級可設計開放式題目，讓學生有不

同的見解，低年級則設計成封閉性題目。另外，可以提供優質的校外旅

遊教學地點給教師當作參考，也鼓勵、暗示及叮嚀教師在校外旅遊教學

地點性質的選擇，能以學生的教學成效為優先考量，並相信教師能以自

身的專業規劃出有成效的校外旅遊教學。 

7.您對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的看法？ 

根據受訪者P1：「公部門對校外教學這個區塊，只有要求要注意安

全，如車輛的車型、種類，也有介紹優質校外教學地點的電子報公文，

可供各校選擇參考，如蝴蝶館、彰化生活美學館等，並沒有硬性規定各

校戶外教學的地點性質。」(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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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者 P2：「公部門在校外教學方面還是不能管太多，在採購上

不要限制太多。」(P2-3-7-1) 

根據受訪者 P2：「目前公部門都沒有提供資源，只有太多的規範，尤

其是低中高年級地點及補助的限制，會影響到老師舉辦校外教學活動的

意願。」(P2-3-7-2) 

根據受訪者P2：「雖然縣府因經費的問題對地點及補助而有所限制、

規範，若低年級老師決定到外縣市舉辦校外教學，我和行政團隊也有所

彈性，都會同意，但是按照規定就請領不到補助款了。」(P2-3-7-3) 

根據受訪者P3：「公部門在校外教學上不會限制各校地點的選擇，但

還是有創新、經費補助的行動，只是在核銷項目上有很大的限制，如果

可以的話，就在補助上不要規定太多。」(P3-3-7) 

根據受訪者 P4：「雖然不會要求地點的選擇，但是對低年級設限不能

搭車，只能到附近的社區走走，我不太贊同，因為走在馬路上也是有危

險，也是需要很多志工、家長來維持交通，危險性不會比搭車還低。」

(P4-3-7-1) 

根據受訪者P4：「希望公部門在校外教學地點的安全上，能嚴格監

督、維護，做好安檢的工作，比如遊樂場的設備是否合乎安全等，就要

靠公部門嚴格審查。」(P4-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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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者 P5：「原則上是規定以本縣的遊樂區為主，可是有時縣內

沒有適合的旅遊地點，本校只能以上級單位的說法當個參考，若是只能

到八卦山，就對小朋友沒有新鮮感、吸引力。」(P5-3-7-1) 

根據受訪者P5：「公部門可從法令上來規定遊覽車的公司，旅行社的

招標流程等，由公部門來介入，我們再配合；而教學的品質，再由各個

學校來處理，公部門和學校兩方面互相配合，最後目的就是達到安全精

進且有教學意涵的校外教學。」(P5-3-7-2) 

表 4.3.1-7 國小校長對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的看法 

對公部門在校

外教學上 
看法 

安全的要求 

公部門對校外教學這個區塊，只有要求要注意安全，

如車輛的車型、種類。 

希望公部門在校外教學地點的安全上，能嚴格監督、

維護，做好安檢的工作，比如遊樂場的設備是否合乎

安全等，就要靠公部門嚴格審查。 

提供優質活動

地點訊息 

介紹優質戶外教學地點的電子報公文，可供各校選擇

參考，如蝴蝶館、彰化生活美學館等。 

尊重各校決定

的地點 

沒有硬性規定各校戶外教學的地點性質。 

公部門在校外教學上不會限制各校地點的選擇。 

法規的鬆綁 

公部門在校外教學方面還是不能管太多，在採購上不

要限制太多。 

目前公部門都沒有提供資源，只有太多的規範，尤其

是低中高年級地點及補助的限制，會影響到老師舉辦

校外教學活動的意願。 

還是有創新、經費補助的行動，只是在核銷項目上有

限制，如果可以的話，就在補助上不要規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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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7 國小校長對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的看法（續） 

對公部門在校

外教學上 
看法 

法規的鬆綁 

雖然縣府因經費的問題對地點及補助而有所限制、規

範，若低年級老師決定到外縣市舉辦校外教學，我和

行政團隊也有所彈性，都會同意，但是按照規定就請

領不到補助款了。 

雖然不會要求地點的選擇，但是對低年級設限不能搭

車，只能到附近的社區走走，我不太贊同，因為走在

馬路上也是有危險，也是需要很多志工、家長來維持

交通，危險性不會比搭車還低。 

法令的完備 
公部門可從法令上來規定遊覽車的公司，旅行社的招

標流程等，由公部門來介入，我們再配合。 

互相配合 

教學的品質，再由各個學校來處理，公部門和學校兩

方面互相配合，最後目的就是達到安全精進且有教學

意涵的校外教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這個區塊上，有提供優質的校外旅遊教學地

點資訊給學校，在安全上則會特別的重視，如車輛的車型及種類規範、

旅行社的招標流程等作業，會做明確的訂定法則；雖然公部門對各校在

校外旅遊教學地點的選擇上，並不會硬性規定，但是不同年段的教師若

對地點選擇上超過縣府的限制，則會因為縣府經費的問題，造成無法請

領補助款而影響到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意願，希望公部門能在這方面有

所鬆綁，並能嚴格監督、維護及做好校外旅遊教學地點安檢的工作，甚

至遊樂場的設備是否合乎安全規定，更是需要公部門每年嚴格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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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根據受訪者P1：「理想中的規劃，第一個是要動靜態皆有，第二個是

先由靜態參觀完，再實行動態活動。第三個理想是不要去重複的地點。」

(P1-3-8) 

根據受訪者 P2：「要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教學是

很難的，但還是可以做到的，老師還是要根據這學年的課程領域需求來

規劃，而且選定適當的地點，並且讓孩子有先備知識，到了校外教學地

點後再做補充的教學，並於教學過程中安插相關的休閒活動，讓校外教

學寓教於樂。」(P2-3-8-1) 

根據受訪者P2：「我和行政團隊不能強力主導地點和流程，只能提供

行政上最大的資源，相信老師的專業，老師也要憑著對工作的熱忱來規

劃有意義的校外教學活動。」(P2-3-8-2) 

根據受訪者P3：「希望老師也能搭配課程來選擇地點，在出發前能做

行前教育，補充校外教學地點方面的課外知識，屆時，再做動態的娛樂

活動。」(P3-3-8) 

根據受訪者P4：「要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教學，

第一個要配合課程，如自然、社會或其他領域，如果是靜態的場所，可

以再搭配一個動態的場所，不管是教學上或是娛樂上的收穫，我覺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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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比較好的安排是老師可以先舉行導覽，導覽完再分散玩樂，要有

教學也要有玩樂。」(P4-3-8) 

根據受訪者 P5：「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教學

就要由各學年老師來安排，廠商提供的地點只是一個大方向，老師要再

仔細規劃。」(P5-3-8-1) 

根據受訪者P5：「當參觀校外教學時，可以設計學習單，回來再做個

整理，至少要有三成的教學內涵，才有實質意義，要有休閒活動的成分，

也不要全部都是教學。」(P5-3-8-2) 

表 4.3.1-8 國小校長在規劃有教學效果及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上 

規劃的方式 看法 

尊重教師專業 

相信老師的專業，老師也要憑著對工作的熱忱來規劃

有意義的校外教學活動。 

我和行政團隊不能強力主導地點和流程，只能提供行

政上最大的資源，相信老師的專業，老師也要憑著對

工作的熱忱來規劃有意義的校外教學活動。 

根據課程 

老師還是要根據這學年的課程領域需求來規劃。 

也能搭配課程來選擇地點。 

第一個要配合課程，如自然、社會或其他領域。 

地點的選擇 

選定適當的地點。 

要由各學年老師來安排，廠商提供的地點只是一個大

方向，老師要再仔細規劃。 

行前教育 

讓孩子有先備知識，到了校外教學地點後再做補充的

教學。 

在出發前能做行前教育，補充校外教學地點方面的課

外知識。 

導覽解說 比較好的安排是老師可以先舉行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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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8 國小校長在規劃有教學效果及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上（續） 

規劃的方式 看法 

靜動態皆有 

第一個是要動靜態皆有，第二個是先由靜態參觀完，

再實行動態活動。 

於教學過程中安插相關的休閒活動，讓校外教學寓教

於樂。 

屆時，再做動態的娛樂活動。 

如果是靜態的場所，可以再搭配一個動態的場所，不

管是教學上或是娛樂上的收穫，我覺得都要有。 

導覽完再分散玩樂，要有教學也要有玩樂。 

自我省思 

當參觀校外教學時，可以設計學習單，回來再做個整

理，至少要有三成的教學內涵，才有實質意義，要有

休閒活動的成分，也不要全部都是教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要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最主要由各

學年的教師來認真的規劃，首先教師要集思廣益，仔細研究這學期的課

程領域內容的需求，選定適合的地點，在實施校外旅遊教學前收集資料，

讓孩子做行前教育，有了先備知識；進行校外旅遊教學時，安排導覽人

員解說，或適時補充說明，待導覽或實際操作完，再進行分散玩樂等休

閒娛樂活動；校外旅遊教學歸來後，請學生完成學習單，並做心得統整

及分享，這樣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才是適合學生

的需求，對學生有實質上的幫助。 

綜合上述，彰化縣和美鎮現任校長在校外旅遊教學訪談資料分析整

理結果，現任校長對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性質的選擇上多傾向於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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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因為生態型性質的活動地點，比較可以提供學生實際操作及體驗的

流程，尤其比較適合低年級的學生，也比較有教學上的實質意義。在進

行校外旅遊教學時，安全是優先考量；且全學年一次的校外旅遊教學，

希望採取最有利標的方式，並透過學校來統整及辦理。雖然目前校外旅

遊教學在教學成效上仍沒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在總成效上還是有的；未

來希望公部門對教師的補助及限制要鬆綁，也希冀教師能憑著專業來規

劃校外旅遊教學。雖然要有教學成效也要有旅遊性質的校外旅遊教學，

需由教師的專業來規劃，透過班群集思廣益，做好行前教育及預約導覽，

並做學習單書寫及心得分享，是能達到學生學習的成效，這一點與凃秋

雯（2011）的研究是相同的，但是校長亦責無旁貸的要擔任起監督、溝

通的橋樑，讓校外旅遊教學的實質意義得以完整呈現。 

4.3.2 國小教師在校外旅遊教學訪談資料分析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

地點性質為何？是否跟校長有關？ 

（1）活動地點性質的選擇方面 

根據受訪者 T1：「文化型。」(T1-3-1-1) 

根據受訪者 T2：「生態型，因為比較適合低年級。」(T2-3-1-1) 

根據受訪者 T3：「生態型。」(T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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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者 T4：「生態型。」(T4-3-1-1) 

根據受訪者 T5：「生態型。」(T5-3-1-1) 

根據受訪者 T6：「生態型。」(T6-3-1-1) 

根據受訪者 T7：「生態型。」(T7-3-1-1) 

表 4.3.2-1-(1) 國小級任教師在校外旅遊教學選擇的活動地點性質 

活動地點性質 看法 

生態型 
生態型。 

生態型，因為比較適合低年級。 

文化型 文化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性質的選擇上，現任教師多傾向於生態型活

動地點性質的選擇。 

（2）跟校長的關聯性 

根據受訪者T1：「校長雖然沒有強烈規定我們要選擇何種地點性質，

他是完全尊重我們老師的決定，但是會提供校外教學相關的優質訊息給

我們參考，在校長的影響之下，我還是會參考校長提供的資料，來選擇

校外教學地點的性質。」(T1-3-1-2) 

根據受訪者T2：「我會參考校長提出的意見來決定校外教學地點的選

擇。」(T2-3-1-2) 

根據受訪者T3：「是，會受到校長的特質和風格等種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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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3-1-2) 

根據受訪者T4：「是，雖然校長不會主導我們地點的選擇，但是會提

供資訊給我們參考，我會受到校長的趨向來選擇地點。」(T4-3-1-2) 

根據受訪者T5：「儘量配合校長的指示，也會受校長的影響，如有不

合宜的地點會再經學年會議作抉擇。」(T5-3-1-2) 

根據受訪者T6：「如果校長暗示的地點是符合學生的需求，我會受到

他影響而加以參考的。」(T6-3-1-2) 

根據受訪者T7：「否，我不會根據校長的暗示或喜好的地點，來更改

我心中的校外教學旅遊地點性質。」(T7-3-1-2) 

表 4.3.2-1-(2) 國小級任教師在選擇地點上跟校長的關聯性 

跟校長的關聯

性 
看法 

有關聯 

我會參考校長提出的意見來決定校外教學地點的選

擇。 

校長雖然沒有強烈規定我們要選擇何種地點性質，是

完全尊重我們老師的決定，但是會提供校外教學相關

的優質訊息給我們參考，在校長的影響之下，我還是

會參考校長提供的資料，來選擇校外教學地點的性質。 

是，會受到校長的特質和風格等種種影響。 

是，雖然校長不會主導我們地點的選擇，但是會提供

資訊給我們參考，我會受到校長的趨向來選擇地點。 

儘量配合校長的指示，也會受校長的影響，如有不合

宜的地點會再經學年會議作抉擇。 

如果校長暗示的地點是符合學生的需求，我會受到他

影響而加以參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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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1-(2) 國小級任教師在選擇地點上跟校長的關聯性（續） 

跟校長的關聯

性 
看法 

沒有關聯 
否，我不會根據校長的暗示或喜好的地點，來更改我

心中的校外教學旅遊地點性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雖然校長不會強烈規定教師要選擇何種性質，但教師在地點性質的

選擇上，會受到校長的影響，例如：校長的人格特質、領導風格、暗示、

喜好的地點和提供的資訊等因素，來決定地點性質，僅有少數受訪者不

會根據校長的暗示或喜好的地點，來變更自己的決定。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面？ 

根據受訪者T1：「第一個是學生的安全，再來就是校外教學的安排要

適合學生的課程發展。」(T1-3-2) 

根據受訪者T2：「希望孩子能在其中習得認知、情意和技能等目標。」

(T2-3-2) 

根據受訪者T3：「我比較注重校外教學環境的安全、衛生，以及學生

喜好的活動來安排課程。」(T3-3-2) 

根據受訪者T4：「學生與外界的應對進退情形，以及學生在過程中是

否能主動參與學習。」(T4-3-2) 

根據受訪者T5：「首選之地點必須符合生態教育及文化素養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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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校外教學的安排會注重教育內涵及兼具娛樂功能之場所。」(T5-3-2) 

根據受訪者T6：「『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著重於學生能親身

體驗或實作。」(T6-3-2) 

根據受訪者T7：「老師在校外教學各方面的活動安排用心與否，會影

響學習的成效。」(T7-3-2) 

表 4.3.2-2 國小級任教師在校外旅遊教學重視方面 

重視方面 看法 

安全 
第一個是學生的安全。 

我比較注重校外教學環境的安全、衛生。 

課程的安排 

校外教學的安排要適合學生的課程發展。 

希望孩子能在其中習得認知、情意和技能等目標。 

學生喜好的活動來安排課程。 

學生與外界的應對進退情形，以及學生在過程中是否

能主動參與學習。 

「讀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著重於學生能親身體

驗或實作。 

場所的功能 

首選之地點必須符合生態教育及文化素養的場所，因

此校外教學的安排會注重教育內涵及兼具娛樂功能之

場所。 

教師的用心度 
老師在校外教學各方面的活動安排用心與否，會影響

學習的成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校外旅遊教學地點的安全與衛生，場所是否兼具教育及娛樂功能，

課程的安排是否適合學生，學生在過程中是否能主動參與及親身操作

等，都是受重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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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根據受訪者T1：「當然還是由全校統一辦理才好，這樣才能減輕老師

的工作和出事情的責任。」(T1-3-3) 

根據受訪者T2：「依校外教學的目的而定，若是全學年一起行動，那

是希望由全校統籌辦理，若是額外的就會由班親會辦理，所以兩種皆會

實行。」(T2-3-3) 

根據受訪者T3：「全校統一辦理。」(T3-3-3) 

根據受訪者T4：「全校來統一辦理。」(T4-3-3) 

根據受訪者T5：「為顧及整體安全性及符合經濟效應，以及避免增加

老師負擔和教學成果，會採用全校統一辦理的方式。」(T5-3-3) 

根據受訪者T6：「還是以全校統一辦理方式比較適合老師。」(T6-3-3) 

根據受訪者T7：「還是以全校統一辦理的方式對老師比較輕鬆。」

(T7-3-3) 

表 4.3.2-3 國小級任教師的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看法 

全校統一辦理 

全校統一辦理。 

當然還是由全校統一辦理才好，這樣才能減輕老師的

工作和出事情的責任。 

依校外教學的目的而定，若是全學年一起行動，那是

希望由全校統籌辦理 

為顧及整體安全性及符合經濟效應，以及避免增加老

師負擔和教學成果，會採用全校統一辦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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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3 國小級任教師的辦理方式（續） 

辦理方式 看法 

全校統一辦理 
還是以全校統一辦理方式比較適合老師。 

還是以全校統一辦理的方式對老師比較輕鬆。 

班親會 若是額外的就會由班親會辦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是全學年一起行動的校外旅遊教學，為了減輕老師工作壓力，以

及顧及整體安全性及符合經濟效益，大都傾向於全校統一辦理。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根據受訪者T1：「我比較傾向於最有利標的方式，因為對校外教學的

品質比較有保障。」(T1-3-4) 

根據受訪者T2：「以最有利標為前提且最低標者。」(T2-3-4) 

根據受訪者T3：「採用最有利標的方式較適宜。」(T3-3-4) 

根據受訪者T4：「採用最有利標的方式，對學生的校外教學品質才有

保障。」(T4-3-4) 

根據受訪者T5：「最有利標較符合校外教學品質及安全性。」(T5-3-4) 

根據受訪者T6：「最有利標的方式，對校外教學的品質比較會有保

證。」(T6-3-4) 

根據受訪者T7：「最有利標，才有品質的保證。」(T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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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4 國小級任教師對採購案的型式 

採購案的型式 看法 

最有利標及原

因 

我比較傾向於最有利標的方式，因為對校外教學的品

質比較有保障。 

以最有利標為前提。 

採用最有利標的方式，對學生的校外教學品質才有保

障。 

最有利標較符合校外教學品質及安全性。 

最有利標的方式，對校外教學的品質比較會有保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採取最有利標的方式，對學生的校外旅遊教學品質比較有保障，也

比較有安全性，所以均採用最有利標方式。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何？ 

根據受訪者T1：「如果是選擇設施型的遊樂園場所，好像對學生學習

效果沒有多大的幫助，如果是文化型或生態型的話，至少會有導覽解說

或實做，對學生的成效性就有幫助了。」(T1-3-5) 

根據受訪者T2：「就本學年低年級而言，對孩子的成效佳。」(T2-3-5) 

根據受訪者T3：「目前學生都能獲得課本以外的知識，並且能拓展生

活經驗。」(T3-3-5) 

根據受訪者T4：「仍有進步空間，因為有時校外教學設計的學習目標

不夠明確，對學生的成效性不高。」(T4-3-5) 

根據受訪者 T5：「以純教育功能的場所作為校外教學，雖然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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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但學生參加意願較差。」(T5-3-5-1) 

根據受訪者T5：「若選擇目前國內四大遊樂設施，其較具休閒旅遊成

效，假如到遊樂地區教學，會先到具教育功能的設施，採用集體行動以

利教學，其餘時間再實施分組自由活動，如此教學及旅遊娛樂成效會兼

具且較顯著。」(T5-3-5-2) 

根據受訪者T6：「目前舉辦校外教學的成效不彰，學生到戶外時，常

規不易管理，加上安全責任問題、交通、經費等因素而影響老師實施校

外教學的意願。」(T6-3-5) 

根據受訪者T7：「普通，看不出來有多大的成效。」(T7-3-5) 

表 4.3.2-5 國小級任教師認為目前的成效性 

成效性 看法 

有成效性 

如果是文化型或生態型的話，至少會有導覽解說或實

做，對學生的成效性就有幫助了。 

就本學年低年級而言，對孩子的成效佳。 

目前學生都能獲得課本以外的知識，並且能拓展生活

經驗。 

以純教育功能的場所作為校外教學，雖然教學效果

有，但學生參加意願較差。 

若選擇目前國內四大遊樂設施，其較具休閒旅遊成

效，假如到遊樂地區教學，會先到具教育功能的設施，

採用集體行動以利教學，其餘時間再實施分組自由活

動，如此教學及旅遊娛樂成效會兼具且較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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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5 國小級任教師認為目前的成效性（續） 

成效性 看法 

沒有成效性 

如果是選擇設施型的遊樂園場所，好像對學生學習效

果沒有多大的幫助。 

仍有進步空間，因為有時校外教學設計的學習目標不

夠明確，對學生的成效性不高。 

目前舉辦校外教學的成效不彰，學生到戶外時，常規

不易管理，加上安全責任問題、交通、經費等因素而

影響老師實施校外教學的意願。 

普通，看不出來有多大的成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目前對學生的成效性大多不大，仍有進步空間，教師對校外旅遊教

學設計的學習目標一定要明確，地點是選擇生態型或文化型的場所，因

為有導覽解說或實作體驗，對學生較有成效；若是選擇設施型的遊樂場

所，應先集體到具教育功能的設施進行教學後，再實施分組自由活動，

較有教學及旅遊娛樂成效；少數受訪者認為對低年級的成效佳，都能獲

得課本以外的知識，並拓展生活經驗。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根據受訪者T1：「希望老師要秉持良心來規劃校外教學的安排，盡量

不要去遊樂園，這樣對學生、家長也比較有幫助及交代。」(T1-3-6) 

根據受訪者T2：「期望在安全前提下，低年級也能搭車參觀，學習不

同領域的知識。」(T2-3-6) 

根據受訪者T3：「可以依不同年齡學生來規劃適合之行程，或者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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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的知識來做實地探訪。」(T3-3-6) 

根據受訪者T4：「舉辦校外教學上能更有彈性，不要有時間、次數上

的限制。」(T4-3-6) 

根據受訪者T5：「要選擇兼具教學與休閒旅遊成效的場所，還可再安

排工廠參觀、展覽等小型活動，以充實校外教學內容。」(T5-3-6) 

根據受訪者T6：「期待使校外教學活動都能夠提供學生實際生活的真

實體驗，學校的教育更應與校外教學相結合，不僅能發揮教育功能，更

是環境教育的活教材。」(T6-3-6) 

根據受訪者T7：「希望一到六年級的校外教學地點上有一連串完整的

規劃，選擇的地點不要重複性太高。」(T7-3-6) 

表 4.3.2-6 國小級任教師對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 

未來的校外教

學 
看法 

活動地點的選

擇及方式 

希望老師要秉持良心來規劃校外教學的安排，盡量不

要去遊樂園，這樣對學生、家長也比較有幫助及交代。 

要選擇兼具教學與休閒旅遊成效的場所，還可再安排

工廠參觀、展覽等小型活動，以充實校外教學內容。 

選擇的地點不要重複性太高。 

課程的設計 

可以依不同年齡學生來規劃適合之行程，或者配合課

程內的知識來做實地探訪。 

期待使校外教學活動都能夠提供學生實際生活的真實

體驗，學校的教育更應與校外教學相結合，不僅能發

揮教育功能，更是環境教育的活教材。 

希望一到六年級的校外教學地點有一連串完整的規劃。 
  



 
 
 
 
 
 
 
 
 
 
 
 

 

 

 

134 

表 4.3.2-6 國小級任教師對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續） 

未來的校外教

學 
看法 

法規的鬆綁 

期望在安全前提下，低年級也能搭車參觀，學習不同

領域的知識。 

舉辦校外教學上能更有彈性，不要有時間、次數上的

限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希望教師能秉持良心，依不同年齡學生來配合課程規劃行程，一到

六年級的校外旅遊教學地點能有一連串的規劃，最好選擇兼具教學與休

閒旅遊成效的場所，而且重複性不要太高，在舉辦時間、次數上不要有

限制，讓學生能實際操作、實地探訪，使校外旅遊教學能充分發揮教育

功能，提供學生真實的生活體驗。 

7.校長可提供老師在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根據受訪者T1：「可提供校外教學地點優質的訊息，統籌分配校外教

學的招標工程，鼓勵並支持老師辦理校外教學的意願。」(T1-3-7) 

根據受訪者T2：「給予老師在校外教學地點的選擇、規劃等可以充分

的支持與信任。」(T2-3-7) 

根據受訪者T3：「因為校長不會硬性規定校外教學的地點跟方式，所

以目前不知道能提供什麼樣的資源。」(T3-3-7) 

根據受訪者T4：「老師提出需求，由校長及行政人員能與廠商接洽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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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事宜。」(T4-3-7) 

根據受訪者T5：「希望能提供符合教學成效的地點、交通、活動資訊

及辦理招標。」(T5-3-7) 

根據受訪者T6：「整合校外教學的資源，建置校外教學上的學習網

絡，並且提供師生親近人文及生態環境方面的管道。」(T6-3-7) 

根據受訪者T7：「與行政人員共同排定全校一到六年級校外教學的地

點，讓學童在國小階段的校外教學有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T7-3-7) 

表 4.3.2-7 國小級任教師認為校長可提供的資源 

校長可提供的

資源 
看法 

提供優質地點

的訊息 

可提供校外教學地點優質的訊息。 

希望能提供符合教學成效的地點、交通、活動資訊。 

課程的安排 

與行政人員共同排定全校一到六年級校外教學的地

點，讓學童在國小階段的校外教學有不同類型的學習

活動。 

行政上的支持 

統籌分配校外教學的招標工程。 

老師提出需求，由校長及行政人員能與廠商接洽爾後

事宜。 

辦理招標。 

鼓勵及信任教

師 

鼓勵並支持老師辦理校外教學的意願。 

給予老師在校外教學地點的選擇、規劃等可以充分的

支持與信任。 

整合資源 
整合校外教學的資源，建置校外教學上的學習網絡，

並且提供師生親近人文及生態環境方面的管道。 

沒有 
因為校長不會硬性規定校外教學的地點跟方式，所以

目前不知道能提供什麼樣的資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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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校長能提供優質的校外旅遊教學場所及資訊，統籌分配校外旅

遊教學的招標工程，建構校外旅遊教學上的學習網路，與行政人員排定

國小學童一到六年級的校外旅遊教學地點，以及跟旅行社、廠商接洽爾

後事宜，且鼓勵教師辦理校外旅遊教學的意願，並充分的信任與支持教

師在校外旅遊教學上的規劃。 

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根據受訪者T1：「全學年老師先蒐集資料，再決定選出能配合課程的

校外教學地點，若需要導覽介紹，則要積極安排導覽人員，也可以自己

充當或利用隨行家長的資源來擔任導覽人員，事前也要先做行前教育，

事後讓學生寫學習單或心得發表，這樣教學性就有了，當然也不要完全

整個都是教學性過程，要讓孩子自由分組遊玩或實作，這樣也可兼顧孩

子的旅遊性。」(T1-3-8) 

根據受訪者T2：「配合課程內容，找適當的教學地點，讓學生將課程

運用於生活中，例如：安排休閒農場為校外教學地點，內容有動、植物

認識，DIY教學，大地遊戲，將國語、數學、生活和健體課本內容融入，

其中費用的考量亦是規劃因素之一。」(T2-3-8) 

根據受訪者T3：「可以選擇兼具生態觀察及遊樂設施的地點，教師根

據此地點設計適合之行程，含括動態活動與靜態參訪，讓學生體驗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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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文之美，從遊樂中獲得知識。」(T3-3-8) 

根據受訪者T4：「能讓校外教學內容更豐富，要與同學年老師開會討

論，訂下一個與課程相關的校外教學之學習主題，主題要能包含動態與

靜態的活動，動態的活動如：遊戲、比賽、實際操作、DIY等；靜態的活

動如：影片欣賞、解說員導覽。」(T4-3-8) 

根據受訪者 T5：「地點適中，不要太近或太遠，以利於時間的使用，

選擇的地點也要適合學生的程度、興趣與能力，如低年級以 DIY 實作、

參觀動植物園、生態等類型為主；中年級可選擇兼具娛樂設施及有認識

生態、文化展覽和工廠參觀等；高年級可參與四大主題遊樂設施，學習

物理性質的遊戲器材，配合參觀文化製作、民俗技藝表演等。」(T5-3-8-1) 

根據受訪者T5：「行程規劃，以一日遊為原則，費用普通，交通便利，

避免長途跋涉，或行駛山區等。教學過程應作適當分組及集體學習和分

組自由活動，避免放任學生漫無目的到處遊走。可事先勘查場地及請園

區提供學習內容，並事先讓學生學習單元知識、事後填寫學習單，以利

概念學習。」(T5-3-8-2) 

根據受訪者T6：「我會根據家鄉歷史人文之特性，並且發展學校本位

的課程及學校特色來規劃校外教學，期待可以提供師生親近人文及生態

環境之管道，發展親子共遊、共學的知性休閒旅遊。」(T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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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者T7：「要有教學效果的校外教學，應搭配學習單，因為根

據教學目標而設計的學習單，有助於學生的學習；若又要兼顧旅遊性的

校外教學，地點的選擇就更為重要，就應考慮風景宜人的地方。」(T7-3-8) 

表 4.3.2-8 國小級任教師在規劃有教學效果及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上 

規劃的方式 看法 

根據課程 

配合課程內容，找適當的教學地點，讓學生將課程運

用於生活中。 

能讓校外教學內容更豐富，要與同學年老師開會討

論，訂下一個與課程相關的校外教學之學習主題。 

我會根據家鄉歷史人文之特性，並且發展學校本位的

課程及學校特色來規劃校外教學 

地點的選擇 

全學年老師先蒐集資料，再決定選出能配合課程的校

外教學地點。 

可以選擇兼具生態觀察及遊樂設施的地點。 

地點適中，不要太近或太遠，以利於時間的使用，選

擇的地點也要適合學生的程度、興趣與能力，如低年

級以 DIY 實作、參觀動植物園、生態等類型為主；中

年級可選擇兼具娛樂設施及有認識生態、文化展覽和

工廠參觀等；高年級可參與四大主題遊樂設施，學習

物理性質的遊戲器材，配合參觀文化製作、民俗技藝

表演等。 

要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教學，地點的選擇就更為重要，

就應考慮風景宜人的地方。 

行前教育 

事前也要先做行前教育。 

可事先勘查場地及請園區提供學習內容，並事先讓學

生學習單元知識。 

導覽解說 
若需要導覽介紹，則要積極安排導覽人員，也可以自

己充當或利用隨行家長的資源來擔任導覽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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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8 國小級任教師在規劃有教學效果及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上（續） 

規劃的方式 看法 

靜動態皆有 

也不要完全整個都是教學性過程，要讓孩子自由分組

遊玩或實作，這樣也可兼顧孩子的旅遊性。 

安排休閒農場為校外教學地點，內容有動、植物認識，

DIY教學，大地遊戲，將國語、數學、生活和健體課本

內容融入。 

設計適合之行程，含括動態活動與靜態參訪，讓學生

體驗自然與人文之美，從遊樂中獲得知識。 

主題要能包含動態與靜態的活動，動態的活動如：遊

戲、比賽、實際操作、DIY等；靜態的活動如：影片欣

賞、解說員導覽。 

自我省思 

事後讓學生寫學習單或心得發表。 

事後填寫學習單，以利概念學習。 

要有教學效果的校外教學，應搭配學習單，因為根據

教學目標而設計的學習單，有助於學生的學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全學年教師應先配合課程，以一日遊為主，配合不同年段的學生，

選出適合學生程度與能力的地點，並蒐集校外旅遊教學地點的資料，將

課程內容融入校外旅遊教學活動的地點中，活動方式可以有動態和靜態

兩種，動態的活動可設計為實際操作、參觀動植物及大地遊戲等；靜態

的活動可設計為影片欣賞、解說員導覽等活動，這樣能讓學生體驗自然

與人文之美，也可獲得旅遊效果，讓校外旅遊教學更有意義。在實施校

外旅遊教學活動前，教師也應該先讓學生做行前教育，學習單元知識，

事後填寫學習單，以利概念學習，增加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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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彰化縣和美鎮現任國小教師在校外旅遊教學訪談資料分

析整理結果，現任國小教師在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選擇上大多傾向於

生態型，雖然校長不會硬性規定活動地點，但會因校長的人格特質、領

導風格、暗示及提供資訊等趨向，來選擇校外旅遊教學活動的地點；在

學生、場所的安全上，校外旅遊教學課程安排的用心度，都會受到重視，

也希望由全校來統籌辦理校外旅遊教學，並採用最有利標的方案來實

行，這樣才有品質。目前在教學成效性上雖然不大，但是只要教師秉持

良心來規劃行程，校長能提供優質的校外旅遊教學地點及資訊，並結合

全學年教師的團隊合作，就能規劃出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具旅遊性的校

外旅遊教學，讓校外旅遊教學的實質精神更有意義。 

4.3.3 公部門主管在校外旅遊教學訪談資料分析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國小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您會選擇的主要

活動地點性質為何？ 

根據受訪者 O：「以生態型或文化型為主，生態型可以實地去觀察、

體驗，孩子的感受會比較深；文化型是可以讓孩子接觸到以前的文物，

跟課本內容做個印證。」(O-3-1-1) 

根據受訪者O：「大部分國小校外教學的地點性質還是偏向設施型的

遊樂場較多。」(O-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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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1 公部門主管在校外旅遊教學選擇的活動地點性質 

活動地點性質 看法 

選擇生態型及

原因 

以生態型或文化型為主，生態型可以實地去觀察、體

驗，孩子的感受會比較深。 

選擇文化型及

原因 

文化型是可以讓孩子接觸到以前的文物，跟課本內容

做個印證。 

目前國小的地

點選擇 

大部分國小教學的地點性質還是偏向設施型的遊樂場

較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受訪者的選擇以生態型或文化型為主，因為生態型可以實地去觀

察、體驗，孩子的感受會比較深；文化型則是可以讓孩子接觸到以前的

文物，跟課本內容做個印證。只是目前國小校外旅遊教學的地點性質，

還是大部分偏向設施型的遊樂場較多。 

2.您對於國小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面？ 

根據受訪者O：「一、在孩子方面：既然是校外教學，應該是重視學

校知識的延伸，因為透過孩子的實際體驗，跟課本或平時教學互相印證

的話，可以增加孩子深刻的體會，體驗教學是很重要的，讓孩子能親身

實作、體驗、體會是比較好的。二、在老師方面：老師的規劃能力就很

重要，教學既然是一種專業，還是學校老師比較瞭解孩子的需求，老師

只要肯用心去規劃，對學生的學習效果會比較好。」(O-3-2) 

 

 



 
 
 
 
 
 
 
 
 
 
 
 

 

 

 

142 

表 4.3.3-2 公部門主管在校外旅遊教學重視方面 

重視方面 看法 

課程的安排 

在孩子方面：既然是校外教學，應該是重視學校知識

的延伸，因為透過孩子的實際體驗，跟課本或平時教

學互相印證的話，可以增加孩子深刻的體會，體驗教

學是很重要的，讓孩子能親身實作、體驗、體會是比

較好的。 

教師的專業 

在老師方面：老師的規劃能力就很重要，教學既然是

一種專業，還是學校老師比較瞭解孩子的需求，老師

只要肯用心去規劃，對學生的學習效果會比較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校外旅遊教學的課程設計要能讓孩子親身實作、體驗，可以延伸學

校知識，加深體會；教師也應秉持著專業，用心的規劃，讓學生的學習

效果更好。 

3.您認為國小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根據受訪者O：「我沒有特別的看法，看學校的運作，只要合法就行，

因為學校有運作的模式，只要不違反相關法令，我覺得都可以辦理。」

(O-3-3) 

表 4.3.3-3 公部門主管的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看法 

合法 

我沒有特別的看法，看學校的運作，只要合法就行，

因為學校有運作的模式，只要不違反相關法令，我覺

得都可以辦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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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辦理校外旅遊教學的運作模式只要不違法，在合法的範圍內，

任何辦理方式都可以接受。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根據受訪者O：「我會比較希望是最有利標型式，學校若用心的規劃

校外教學，此型式可以去討論出學校的需求，比較有空間、有品質，也

比較合乎學校的想法。」(O-3-4) 

表 4.3.3-4 公部門主管對採購案的型式 

採購案的型式 看法 

最有利標及原

因 

我會比較希望是最有利標型式，學校若用心的規劃校

外教學，此型式可以去討論出學校的需求，比較有空

間、有品質，也比較合乎學校的想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學校若用心的規劃校外旅遊教學，最有利標的型式是可以去討論出

學校的需求，比較有空間、有品質，也比較合乎學校的想法。 

5.國小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何？ 

根據受訪者O：「學生方面有獲得快樂的心態，是有符合的；但站在

學習的角度來看，我看是比較缺乏，因為設施型的校外教學比較難達到

教學跟體驗融合的部分。老師方面如果是到遊樂區的話，老師的事情好

像很少，對老師就沒有成效的幫助。」(O-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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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5 公部門主管認為目前的成效性 

成效性 看法 

有成效性 

學生方面有獲得快樂的心態，是有符合的；但站在學

習的角度來看，我看是比較缺乏，因為設施型的校外

教學比較難達到教學跟體驗融合的部分。老師方面如

果是到遊樂區的話，老師的事情好像很少，對老師就

沒有成效的幫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學生能獲得娛樂的成效性上是有的，但在教學的成效性上仍有進步

的空間，因為選擇設施型的校外旅遊教學，是難達到教學跟體驗融合，

對老師來說事情好像很少，對老師也就沒有成效的幫助。 

6.公部門可提供國小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根據受訪者O：「提供契約範本、相關法令規定等資源，對於租賃的

車子有契約範本可參考，就不會違法，若有糾紛或行政上的疑義，可提

供協助。」(O-3-6) 

表 4.3.3-6 公部門主管對公部門可提供國小校外旅遊教學的資源 

公部門可提供

國小校外教學

的資源 

看法 

提供契約、法

令等協助 

提供契約範本、相關法令規定等資源，對於租賃的車

子有契約範本可參考，就不會違法，若有糾紛或行政

上的疑義，可提供協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提供契約範本和相關法令規定等資源，對安全比較有保障，也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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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若有行政上的糾紛事件發生時，也可以提供諮詢上的協助。 

7.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上應該扮演甚麼角色？ 

根據受訪者O：「一、扮演行政上的協助：因為縣府看過各校的計畫

比較多，各校若有疑問，可以提供他校的經驗做為參考。二、將法令規

定修得更完備：修得更完備的話，對學校更有利。三、提供契約範本：

縣府提供的契約範本可以讓學校對於招標、採購等業務更有保障。四、

辦理採購法研習：學校比較會擔心採購方面的問題，縣府每年都會辦理

採購法研習，希望校內沒有證照的採購業務人員一定要參加，比如負責

採購業務的總務主任沒有證照，縣府會優先開缺的，讓採購人員對於採

購業務比較安心的作法。」(O-3-7) 

表 4.3.3-7 公部門主管對公部門應扮演的角色 

公部門應扮演

的角色 
看法 

行政上的協助 
扮演行政上的協助：因為縣府看過各校的計畫比較

多，各校若有疑問，可以提供他校的經驗做為參考。 

法令的完備 將法令規定修得更完備：修得更完備，對學校更有利。 

提供契約範本 
提供契約範本：縣府提供的契約範本可以讓學校對於

招標、採購等業務更有保障。 

辦理採購法研

習 

辦理採購法研習：學校比較會擔心採購方面的問題，

縣府每年都會辦理採購法研習，希望校內沒有證照的

採購業務人員一定要參加，比如負責採購業務的總務

主任沒有證照，縣府會優先開缺的，讓採購人員對於

採購業務比較安心的作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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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上所扮演的角色有：行政上的協助、法令的

完備、提供契約範本及辦理採購法研習等，可以讓各個學校舉辦的校外

旅遊教學更安全，不會有違法的事情發生，這也是身為上級單位應該要

扮演的角色。 

8.各國小的校外旅遊教學還有那些需要再加強的？ 

根據受訪者O：「老師對校外教學的觀念，要有跟課程做結合的概念，

應該對課程要有更多的認識，因為有更深的認識，才能將校外教學跟課

程做融合。」(O-3-8) 

表 4.3.3-8 公部門主管覺得需要再加強方面 

需要再加強 看法 

教師的專業 

老師對校外教學的觀念，要有跟課程做結合的概念，

應該對課程要有更多的認識，因為有更深的認識，才

能將校外教學跟課程做融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國小教師應拿出教師的專業，在校外旅遊教學的舉辦上要有結合課

程的概念，這樣才能規劃出跟課程相結合的校外旅遊教學。 

9.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根據受訪者 O：「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教

學，就要老師多用點心，不一定全部是老師自己一人去規劃，可以在學

年會議上，跟同年段老師討論是否課程主題有跟校外教學相融合，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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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帶出孩子真正學習的效果，也可以達到老師教學的意義。」(O-3-9-1) 

根據受訪者 O：「老師有用心去規劃，給孩子特別的體驗跟學習，雖

然過程很辛苦，但成就感會很高。」(O-3-9-2) 

根據受訪者O：「老師若是沒有去設計課程，也要在行前會議跟廠商

互相把雙方想法做個溝通，找出可以再讓活動更好的因素，這樣對學生

的學習比較有幫助。」(O-3-9-3) 

表 4.3.3-9 公部門主管在規劃有教學效果及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上 

規劃的方式 看法 

尊重教師專業 

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教

學，就要老師多用點心，不一定全部是老師自己一人

去規劃，可以在學年會議上，跟同年段老師討論是否

課程主題有跟校外教學相融合，就可以帶出孩子真正

學習的效果，也可以達到老師教學的意義。 

教師用心度 
老師有用心去規劃，給孩子特別的體驗跟學習，雖然

過程很辛苦，但成就感會很高。 

溝通改進 

老師若是沒有去設計課程，也要在行前會議跟廠商互

相把雙方想法做個溝通，找出可以再讓活動更好的因

素，這樣對學生的學習比較有幫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教師在規劃校外旅遊教學上，要多用點心，秉持著專業的態度，不

一定獨自去規劃，可以跟同年段老師設計出適合孩子學習的活動，亦可

以跟廠商在行前會議時互相溝通，找出讓學生的學習更有幫助的因素，

雖然過程辛苦，但成就感會很高，亦有所獲得。 

綜合上述，公部門主管在校外旅遊教學訪談資料分析整理結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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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選擇的活動地點性質以生態型或文化型為主，但是大部分國小還是偏

向遊樂場較多。在孩子方面，比較重視的是能透過實際體驗的校外旅遊

教學，讓學校的知識得以延伸；在教師方面，則重視教師能擁有專業、

用心的規劃能力，對學生的學習效果會比較好。只要學校能合法的運作，

任何辦理方式，都可以接受；而且希望採用最有利標型式，比較有品質、

空間等優點，也比較合乎學校的需求及想法。在成效性來說，學生能獲

得快樂的心態是符合的，但選擇設施型的遊樂場所，在學生學習的角度，

來看是沒有達到教學的成效，對教師也沒有獲益。公部門可提供契約範

本、相關法令規定等資源，也可以扮演行政上的協助，將法令規定修改

得更完備，以及辦理採購法研習的角色，去幫助學校。教師需要加強校

外旅遊教學跟課程能作結合的概念，並且要多用點心，跟同學年教師討

論、規劃，也要在行前會議跟廠商互相溝通，找出讓活動更好的因素，

就可以規劃出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也可以帶出孩

子真正學習的效果，亦可達到校外旅遊教學的意義。 

4.3.4 家長在校外旅遊教學訪談資料分析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國小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您會選擇的主要

活動地點性質為何？ 

根據受訪者 N：「我覺得要看年齡層來選擇，低年級是安排生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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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年級是安排設施型，但不是遊樂區、主題樂園方面，應該是安排

參觀發電廠、焚化爐、能源設施等建設，或者去警察局、法院旁聽等，

這些不管在硬體和軟體上，都能讓孩子吸收到知識。」(N-3-1-1) 

根據受訪者 N：「現在的低年級大都是參觀植物園，觀光農場這個區

塊，中、高年級大都選擇遊樂區、主題樂園。」(N-3-1-2) 

根據受訪者N：「我覺得劍湖山、六福村及九族文化村等設施型的費

用，一般家長都負擔得起，應由家長利用假日自行帶去，以學校的立場

來講，應該安排參觀發電廠、焚化爐、法院旁聽等設施型的活動，因為

比較實際一點。」(N-3-1-3) 

表 4.3.4-1 家長在校外旅遊教學選擇的活動地點性質 

活動地點性質 看法 

選擇生態型及

原因 

要看年齡層來選擇，低年級是安排生態型。 

選擇設施型及

原因 

中、高年級是安排設施型，但不是遊樂區、主題樂園

方面，應該是安排參觀發電廠、焚化爐、能源設施等

建設，或者去警察局、法院旁聽等，這些不管在硬體

和軟體上，都能讓孩子吸收到知識。 

我覺得劍湖山、六福村及九族文化村等設施型的費

用，一般家長都負擔得起，應由家長利用假日自行帶

去，以學校的立場來講，應該安排參觀發電廠、焚化

爐、法院旁聽等設施型的活動，因為比較實際一點。 

目前國小的地

點選擇 

現在的低年級大都是參觀植物園，觀光農場這個區

塊，中、高年級大都選擇遊樂區、主題樂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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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覺得要看年齡層來選擇，低年級是安排生態型，中、高年級

則是安排設施型，是參觀發電廠、焚化爐等場所，不是遊樂區、主題樂

園，前述地點不管在硬體和軟體上，都能讓孩子吸收到知識。 

2.您對於國小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面？ 

根據受訪者N：「我會重視地點性質的選擇及行程的規劃，要有寓教

於樂的效果，讓孩子實際去操作、去接觸比較好，不要走馬看花，這樣

有點浪費時間。」(N-3-2) 

表 4.3.4-2 家長在校外旅遊教學重視方面 

重視方面 看法 

地點的選擇 我會重視地點性質的選擇。 

課程的安排 

行程的規劃要有寓教於樂的效果，讓孩子實際去操

作、去接觸比較好，不要走馬看花，這樣有點浪費時

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校外旅遊教學地點性質的選擇是首重之要，而且讓孩子去實際操

作、接觸較好，行程上的規劃也要有寓教於樂的效果。 

3.您認為國小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根據受訪者N：「校外教學還是要由學校統一辦理，不要用班親會的

名義來辦理，我不贊成由班親會辦理，因為每班各自辦理，老師要擔的

風險責任太大了，出了事情，變成學校無法去掌控。」(N-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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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3 家長的辦理方式 

辦理方式 看法 

全校統一辦理 

校外教學還是要由學校統一辦理，不要用班親會的名

義來辦理，我不贊成由班親會辦理，因為每班各自辦

理，老師要擔的風險責任太大了，出了事情，變成學

校無法去掌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不贊成由班親會辦理，因為每班若各自辦理校外旅遊教學，老師要

負擔的風險責任太大，出了事情，學校會無法掌控，所以還是要由學校

統一來辦理。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根據受訪者N：「要用最有利標的採購案才有保障。」(N-3-4) 

表 4.3.4-4 家長對採購案的型式 

採購案的型式 看法 

最有利標及原

因 

要用最有利標的採購案才有保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採用最有利標的方式，才能讓校外旅遊教學的品質有保障。 

5.您認為國小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何？ 

根據受訪者N：「目前在孩子的教學上是沒有成效性，在其它的成效

上，頂多孩子的群體生活經驗有幫助，對老師也沒有助益，因為現在隨

同的家長變多了，雖然分擔了老師的看管壓力，但在老師的校外教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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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能力是沒有增加的。」(N-3-5) 

表 4.3.4-5 家長認為目前的成效性 

成效性 看法 

沒有成效性 

目前在孩子的教學上是沒有成效性，在其它的成效

上，頂多孩子的群體生活經驗有幫助，對老師也沒有

助益，因為現在隨同的家長變多了，雖然分擔了老師

的看管壓力，但在老師的戶外教學控管能力是沒有增

加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教學上是沒有成效性，又因為隨同的家長變多了，教師在控管能

力也沒有增加，但是在孩子的群體生活經驗卻是有幫助的。 

6.家長可提供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根據受訪者 N：「最直接的就是資金的支援，支援繳不起費用或低收

入戶的孩子可以參加校外教學。」(N-3-6-1) 

根據受訪者N：「目前家長因為沒有權力，不會去干涉學校校外教學

地點的選擇。」(N-3-6-2) 

表 4.3.4-6 家長可提供的資源 

可提供的資源 看法 

資金的支援 
最直接的就是資金的支援，支援繳不起費用或低收入

戶的孩子可以參加戶外教學。 

不會干涉 
目前家長因為沒有權力，不會去干涉學校校外教學地

點的選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對於繳不起費用或低收入戶的孩子，家長可以提供資金的支援，讓



 
 
 
 
 
 
 
 
 
 
 
 

 

 

 

153 

他們參加校外旅遊教學，但因為沒有權力，所以不會去干涉地點的選擇。 

7.家長在校外旅遊教學上應該扮演甚麼角色？ 

根據受訪者N：「因為無法干涉，所以也只能提供資金的支援，也沒

法監督，權責一切都在學校方面，除非學校要求利用家長的人際支援，

不然家長是採被動的，不是主動的。」(N-3-7) 

表 4.3.4-7 家長應扮演的角色 

家長應扮演的

角色 
看法 

資金的支援 
因為無法干涉，所以也只能提供資金的支援，也沒法

監督，權責一切都在學校方面。 

被動的 
除非學校要求利用家長的人際支援，不然家長是採被

動的，不是主動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學校方面擁有一切的權責，家長無法干涉，也沒法監督，只能提供

資金的支援；除非學校方面要求利用家長的人際支援，否則家長也只能

是被動的。 

8.學校的校外旅遊教學上還有那些需要再加強的？ 

根據受訪者 N：「老師在校外教學地點的選擇上要再用點心，地點的

選擇上要對孩子的教學有成效。」(N-3-8-1) 

根據受訪者N：「校長方面就是要有擔當，當一個領導者要有肩膀，

不要怕校外教學的簽呈，比如說旅程太遠或有需要過夜的畢業旅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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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手去做，因為沒去做就不知道行不行，因為現在很多校長、老師怕出

事情，就不辦理校外教學，有時一天和過夜的校外教學，孩子的群體生

活體驗是不同的。」(N-3-8-2) 

表 4.3.4-8 家長覺得需要再加強方面 

需要再加強 看法 

教師的專業 
老師在校外教學地點的選擇上要再用點心，地點的選

擇上要對孩子的教學有成效。 

校長要有擔當 

校長方面就是要有擔當，當一個領導者要有肩膀，不

要怕校外教學的簽呈，比如說旅程太遠或有需要過夜

的畢業旅行，就放手去做，因為沒去做就不知道行不

行，因為現在很多校長、老師怕出事情，就不辦理校

外教學，有時一天和過夜的校外教學，孩子的群體生

活體驗是不同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教師方面，教師要用心的選擇對孩子教學有成效的校外旅遊教學

地點；在校長方面，校長要有擔當，不要怕旅程太遠或需要過夜的畢業

旅行等簽呈，很多校長和老師因為怕出事情，就不辦理對孩子群體生活

體驗有幫助的校外旅遊教學。 

9.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根據受訪者N：「老師事前要先根據課程來選擇適當的旅遊地點，先

對學生做行前教育，到了旅遊地點，安排導覽解說人員，或者充當導覽

解說人員，等到教授知識方面的工作完成，再讓學生去分組去玩樂，但

是要提醒孩子注意安全。」(N-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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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9 家長在規劃有教學效果及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上 

規劃的方式 看法 

根據課程來選

擇地點 

老師事前要先根據課程來選擇適當的旅遊地點。 

行前教育 先對學生做行前教育。 

導覽解說 
到了旅遊地點，安排導覽解說人員，或者充當導覽解

說人員。 

靜動態皆有 
等到教授知識方面的工作完成，再讓學生去分組去玩

樂，但是要提醒孩子注意安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規劃有教學效果及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教師要根據課程內

容選擇適合學生的地點，也要對學生做行前教育，並安排導覽解說，等

到完成教學方面的工作，再提醒學生注意安全的分組去玩樂。 

綜合上述，家長在校外旅遊教學訪談資料分析整理結果，主要選擇

的活動地點性質應以年齡層來作選擇，低年級可安排生態型，中、高年

級則安排參觀發電廠、焚化爐等建設，但不是遊樂區、主題樂園等設施

型，這樣比較實際一點；現在的低年級大都參觀農場、植物園，中、高

年級則選擇遊樂區、主題樂園。會重視地點性質的選擇及行程的規劃，

讓孩子去操作、接觸，不要只有走馬看花，要有寓教於樂的效果；另外

還是要由學校統一辦理，並採用最有利標的採購案才有保障。目前在孩

子的教學成效上是沒有的，對教師控管能力也沒有助益，因為隨同的家

長變多了，可以分擔壓力，但在其他方面有成效，如增加孩子的群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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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經驗。因為無權干涉地點的選擇，是被動的，所以只能提供資金的支

援，支援繳不起費用或低收入戶的孩子可以參加活動。希望教師在校外

旅遊教學地點的選擇上要再用點心，而校長做為一個領導者要有擔當能

力，很多校長、教師怕出事情，就不辦理校外旅遊教學，甚至是對於需

要過夜的畢業旅行，抱持著不敢、不同意或沒興趣辦理的想法，有時一

日和過夜的校外旅遊教學，對孩子的群體生活體驗是不同的。另外，規

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需要教師先根據課程

來選擇旅遊地點，對學生做行前教育，安排導覽人員解說完後，在安全

管理下，讓學生分組玩樂，就可以達到效果。 

4.4 研究結果與討論 

依據上述國小現任校長、國小級任教師、公部門主管與家長訪談結

果作以下討論： 

4.4.1 校長的人格特質方面 

1.以人為中心及正向特質來行事 

校長在教育理念、解決事情及任職不同學校等，是以人為中心來處

理，都是著重在人的方面來思考，也是尊重人本的一種表現，且表現在

外的特徵，主要有樂於助人、有創造力、負責任和開放等，這些都是屬

於開放性、外向性、友善性及勤勉審慎性等正向特質，沒有神經質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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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特質，所以校長在行事風格及待人接物上皆顯現出這些正向特質，這

與鄭志隆（2008）、林嘉鎮（2011）研究校長的人格特質趨於正向等研究

結果相同。 

2.平易近人，成為學習典範 

校長是一校之長，皆具備良好的品德、擔當性及奉公守法等特質，

這些特質都是教師與家長學習的好榜樣，而且也時時主動關心組織成

員，瞭解組織成員的困難及需求，讓教師與家長覺得校長很幽默、親和。 

3.溝通協調及專業能力要足夠 

校長在面臨行政上與教學上的衝突時，必須要有足夠的溝通協調能

力，才能解決事情。另外，在帶領行政人員和教師是否能順利推展業務

和規劃學校的未來上，應具有包容心及足夠的專業能力才能做到。 

4.4.2 校長的轉型領導方面 

1.純熟的運用轉型領導風格 

轉型領導是現今領導學的主流，強調追求卓越與革新。校長在運用

轉型領導方面，皆是純熟的，都能以自身的魅力，來影響組織的成員；

也常常激發部屬的智能，營造出學習的環境；且善用激勵的策略，來鼓

舞他人；亦能主動提供部屬個別的關懷，表達出適時的關心；並且自己

也能發揮創意，和成員一起實現學校的願景。校長都能純熟的運用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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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轉型領導風格，帶領組織成員永續經營學校，這與王俊杰（2010）研

究國小校長大都能符合及運用轉型領導等研究結果相同。 

2.領導風格要多元化 

校長在學校的領導風格上是跟本身的人格特質有關，若要能讓校務

運作順暢，除了要有溝通性及協調性風格外，也應具備多元的領導風格，

而不只是單一方面的，也因為無法顧慮到全部，必須考量各方面來做出

綜合的判斷，才能有助於領導學校。 

4.4.3 校外旅遊教學方面 

1.校長的特質和領導風格，影響教師的規劃 

校長雖無硬性規定教師在校外旅遊教學的地點要選擇何種性質，但

是教師會受到校長的特質和領導風格來決定地點；校長亦會暗示或提供

優質的地點供教師參考，而教師也會按照校長的趨向來選擇活動地點性

質，甚至其他方面的規劃。 

2.根據課程，慎選活動地點性質 

校外旅遊教學是正式課程之一，也可作為課堂上知識的延伸，完善

的規劃，才對學生的學習有幫助，且教師對於校外旅遊教學的觀念，一

定要有跟課程相結合的概念，使雙方面互相融合，所以必須要根據課程

目標的規劃，來慎選活動地點性質，而最受認同的活動地點性質為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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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因對學生的教學比較有效果。 

3.由全校統一辦理，並採用最有利標型式 

屬於主要、正式的校外旅遊教學，也是指一年一次的校外旅遊教學，

還是必須要由學校來統一辦理，而且是採用最有利標的型式來規劃，這

樣比較符合校長、教師、公部門主管與家長的期待，在校外旅遊教學活

動上也比較有品質。 

4.秉持專業規劃，增進成效性 

教師在規劃校外旅遊教學的行程及活動，應秉持著「為教學而辦」

的信念，和憑著教師本身的專業來規劃，就可以發揮校外旅遊教學最大

的實質意義，這與李崑山（2000）研究戶外教學策劃與設計等研究結果

相同，而校長雖然沒有強烈的指定規劃方式，但是也應該秉持著領導者

專業的角度來支援，在教師及校長皆秉持著專業的態度下，一定可以規

劃出對學生有教學成效性及旅遊成效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4.4.4 國小校長人格特質、轉型領導與校外旅遊教學之關聯性 

研究結果得知國小校長在待人處事方面，都具有正向的特徵表現，

主要有積極進取、本性良好、自我規範及富想像力，亦有足夠的專業能

力及溝通協調能力等特徵，這些特徵都跟開放性、友善性、外向性及勤

勉審慎性的人格特質相符合，都不具有焦慮、緊張等神經質特質，皆屬



 
 
 
 
 
 
 
 
 
 
 
 

 

 

 

160 

於正向的人格特質，而這些特質也正向影響國小校長在轉型領導的運用

情形，讓校長能以非單一且多元的領導風格來運用策略達成讚美、鼓舞

成員，提升士氣；凡事以對方的立場來設想，並時時主動關心部屬；時

常激發成員的潛能，營造有創意的環境；以身作則，用魅力影響他人；

將成員的意見整合，共同創建美好的願景，讓校務的運作順暢。另外，

在校外旅遊教學方面，校長不同的人格特質和轉型領導風格，對行程規

劃及活動地點性質會有不同的看法，其人格特質和轉型領導風格的運

用，也會影響及感染組織成員的規劃決策跟自己相同；上述研究結果得

知人格特質、轉型領導與校外旅遊教學三者間亦互有關聯性。 

4.4.5 校外旅遊教學未來的發展方向 

1.校長發揮特質和領導能力，影響且支援教師 

身為一所學校的領導者，校長的人格特質和領導風格等會深深影響

組織成員，在校外旅遊教學方面，校長除了要發揮自身正向的特質，運

用轉型領導的技巧，來影響教師在校外旅遊教學上的規劃，亦提供組織

成員優質的活動地點性質以及完善的規劃，且支援及尊重教師在校外旅

遊教學上的決定。 

2.尊重校長的趨向來規劃 

校長在校外旅遊教學方面的規劃，是沒有硬性規定教師應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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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全尊重教師的決定，但是教師也應尊重校長對校外旅遊教學的看

法及作法，來規劃一個尊重校長趨向的校外旅遊教學，在校長及教師雙

方尊重規劃下的校外旅遊教學，比較不會偏頗。 

3.以規劃有教學性及旅遊性為目的 

校長身為學校的決策者，應秉持其專業來支援教師；教師在規劃校

外旅遊教學時，也應秉持其專業來設計。規劃方法是校長尊重教師的專

業，教師能尊重校長的趨向，在學年會議上和同學年教師討論是否跟課

程主題相融洽，且根據課程的目標來慎選活動地點的性質，出發前做行

前教育，安排導覽解說人員，學生可以親身體驗，設計動靜態皆有的學

習過程，以及自我省思的檢討等，就可達到教師教學的意義，並規劃出

有教學性及旅遊性為目的的校外旅遊教學。 

4.公部門修訂完善法規，家長積極配合 

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行政上的協助、提供契

約範本、辦理採購法研習及將法令規定修得更完備等支援，為了避免會

影響教師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意願，希望公部門能將法規修善得更完

備，尤其是在採購及補助方面不要限制太多。另外，家長雖沒有權力去

干涉教師在校外旅遊教學的規劃，但是可以透過家長會組織的運作，表

達對校外旅遊教學的看法及作法，並希望在校外旅遊教學方面，校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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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擔當，教師要更用心規劃，而家長亦可提供教師舉辦活動的所有資源，

讓校外旅遊教學的功用更可以發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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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國小校長人格特質、轉型領導與校外旅遊教

學，並了解之間的關係，首先蒐集並整理相關文獻資料作為本研究之理

論基礎，之後藉由對現任國小校長、現任國小級任教師、公部門主管及

家長進行深度訪談，將所收集到的資料進行分析及整理。本章依照研究

結果與討論作成結論，並提出建議，希望可以提供相關單位在國小校外

教學的業務規劃及推動上作個參考。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根據訪談

資料分析歸納出結論，第二節以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 

5.1 結論 

依據訪談資料分析歸納出以下結論： 

5.1.1 國小校長人格特質方面 

俗話說：「有什麼樣的校長，就有什麼樣的學校。」校長除了要具備

課程及教學領導等能力外，在組織內的溝通及協調方面，亦要有相當的

手段及技巧，而這些都跟校長的正向人格特質表現有關，若校長具有正

向的人格特質，就會如同專業的掌舵者一般，帶領組織成員永續經營學

校。在校長人格特質方面的研究結果得知: 

1.以人為中心及正向特質來行事 

校長以人為中心來處理任何事情，舉凡教育理念、任職不同學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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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事情等，都是著重在人的方面來思考，也是尊重人本的一種表現，

且表現在外的特徵，主要有開放、樂於助人、負責任和有創造力等，這

些都是屬於外向性、開放性、友善性及勤勉審慎性等正向特質，沒有神

經質等負向特質，所以校長在待人接物、行事風格上皆顯現出正向特質。 

2.平易近人，成為學習典範 

校長具備了良好的品德、奉公守法及有擔當性等特質，這些特質都

是使其能在生涯規劃上達到自我設定的人生目標，或遇到挫折能繼續堅

持下去的原因，亦成為教師與家長學習效法的好榜樣，而且也時常主動

關心組織成員，瞭解組織成員的困難及需求，讓教師與家長覺得校長很

親切、幽默，是家庭的一份子。 

3.溝通協調及專業能力要足夠 

校長要有足夠的溝通協調能力，才能解決行政上和教學上的衝突，

而且專業能力也要足夠，並具備包容心，才能帶領行政人員和教師，順

利的推展業務，並且規劃學校的未來。 

5.1.2 國小校長轉型領導方面 

校長的領導對一所學校的影響可說是既深且遠，而轉型領導被視為

新型領導的一種，能有效增進學校及組織間的效能，即是在魅力的影響、

鼓舞的激勵、智性的啟發、願景的建立及個別的關懷等方面，校長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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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熟的運用轉型領導，就可提升學校及組織間的效能。在校長轉型領導

方面的研究結果得知： 

1.純熟的運用轉型領導風格 

校長皆能以自身的魅力，來感染組織成員；也善用激勵策略，來鼓

舞他人；且時常啟發部屬的智能，營造學習的環境；自己也能發揮創意，

和成員共同實現學校的願景；並且能主動給予部屬個別的關懷，表達適

時的關心，在各方面，都能純熟的運用轉型領導風格。 

2.領導風格要多元化 

校長領導一所學校的風格跟本身的人格特質有關，且要考慮的事項

太多，無法全面顧慮到，必須要考量各方面做出綜合的判斷，才有助於

學校的領導；除了要有協調性及溝通性風格等，應具備多元化的領導風

格，不可能是單一方面，其校務的運作才會順暢。 

5.1.3 校外旅遊教學方面 

校外旅遊教學是一種活動內容以學生為核心，有系統性的規劃，並

結合學校主軸課程目標，讓學生由實際的體驗，印證課本知識與生活的

結合，以達到擴充學生知識領域、增加學習體驗、整合學習效果、深化

愛鄉觀念並包含旅遊性質的戶外課程教學。其目的是擴充學生的知識領

域、增加學生的學習體驗、整合學生的學習效果、深化學生的愛鄉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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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讓學生感受到旅遊的樂趣。在校外旅遊教學方面的研究結果得知： 

1.校長的特質和領導風格，影響教師的規劃 

雖然校長沒有強烈規定教師在校外旅遊教學的地點要選擇何種性

質，但是教師會受到校長的特質和領導風格來決定地點，另外，校長也

會暗示或提供優質的地點供教師參考，而教師亦會根據校長的趨向來規

劃校外旅遊教學。 

2.根據課程，慎選活動地點性質 

校外旅遊教學是課堂上知識的延伸，規劃得當才有助於學生的學

習，且教師對校外旅遊教學的觀念，要有跟課程做結合的概念，使其相

融合，所以一定要根據課程目標的規劃，慎選活動地點性質，而以生態

型的活動地點性質之認同度最高，對學生的教學比較有成效。 

3.由全校統一辦理，並採用最有利標型式 

一年一次的校外旅遊教學，還是要由學校來統一辦理，兼採用最有

利標的型式，這樣的規劃，在校外旅遊教學活動上比較有品質，也比較

符合校長、教師、公部門主管與家長的期待。 

4.秉持專業規劃，增進成效性 

教師在規劃校外旅遊教學活動時，應秉持教師的專業來規劃，即可

發揮校外旅遊教學最大的實質意義，而校長雖沒有強烈規定規劃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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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但是亦應秉持領導者專業的角度來支援，雙管齊下，一定可以規劃

出有教學成效性及旅遊成效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5.1.4 國小校長人格特質、轉型領導與校外旅遊教學之關聯性 

研究結果發現國小校長的人格特質是屬於正向的特質，在行事及待

人方面，都有正向的特徵表現出來，主要有自我規範、本性良好、富想

像力及積極進取，亦有足夠的溝通協調及專業能力等特徵，這些特徵都

是符合外向性、開放性、友善性及勤勉審慎性的人格特質，並沒有焦慮、

緊張等神經質特質，這些特質亦正向影響國小校長在轉型領導的運用，

讓校長能以多元化且不是單一的領導風格來以身作則，用魅力影響他

人；運用策略來讚美、鼓舞成員，提升士氣；時常激發成員的潛能，營

造有創意的環境；凡事以對方的立場來設想，並時時主動關心部屬；將

成員的意見整合，共同創建美好的願景，使得校務的運作順暢。就校外

旅遊教學方面，校長不同的人格特質和轉型領導風格，在活動地點性質

及行程規劃上會有不同的看法，其人格特質和轉型領導風格的運用，也

會感染及影響組織成員的規劃決策跟自己相同；上述研究結果得知人格

特質、轉型領導與校外旅遊教學間亦互有關聯性。 

5.1.5 校外旅遊教學未來的發展方向 

校外旅遊教學是屬於多元化的教學，也是學校正式的課程。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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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得知校外旅遊教學未來的發展方向為： 

1.校長發揮特質和領導能力，影響且支援教師 

校長身為一所學校的領導者，其人格特質和領導風格等方面，會深

深影響組織成員對事情的看法及作法，在校外旅遊教學方面，校長要積

極提供優質的活動地點以及完善的規劃方法給組織成員，並發揮自身正

向的特質，運用轉型領導的技巧，來影響教師在校外旅遊教學上的規劃，

且支援及尊重教師在校外旅遊教學上的決定，這才是一個領導者的風範。 

2.尊重校長的趨向來規劃 

雖然校長在校外旅遊教學方面，並沒有硬性規定教師應該如何規

劃，完全尊重各學年教師的決定，但是教師亦應尊重校長的看法及作法，

來規劃一個尊重校長趨向的校外旅遊教學，在此原則下所規劃的校外旅

遊教學，比較不會偏頗。 

3.以規劃有教學性及旅遊性為目的 

教師在規劃校外旅遊教學時，應秉持教師的專業來設計，校長身為

學校的決策者，亦應秉持校長的專業來支援教師，以規劃有教學性及旅

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為目的。其規劃方法是校長尊重教師的專業，教師

亦尊重校長的趨向，在學年會議上和同仁討論是否跟課程主題相融合，

並根據學年課程的目標，慎選活動地點的性質，出發前做行前教育，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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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導覽解說人員，讓學生能親身體驗，兼具動靜態皆有的學習過程以

及活動後進行自我省思的檢討，以這些要點來規劃，可讓校外旅遊教學

寓教於樂，也可達到教師教學的意義。 

4.公部門修訂完善法規，家長積極配合 

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比如：扮演行政上的協

助、將法規修得更完備、提供契約範本及辦理採購法研習等支援，若公

部門能將法規修善得更完備，尤其在採購及補助方面不要限制太多，就

可避免影響教師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意願。另外，家長雖沒有權力去干

涉教師在校外旅遊教學的規劃，但是可以透過家長會組織的運作，表達

對校外旅遊教學的建議，並希望在校外旅遊教學上，校長要有擔當，教

師要更用心規劃，且家長亦可提供教師舉辦校外旅遊教學上的一切資

源，讓校外旅遊教學的實質意義更可以發揮出來。 

5.2 建議 

本次研究訪談結果整理分析對國小校長提出以下建議： 

1.適時的培養，塑造合宜的人格特質 

俗話說：「一樣米，養百樣人。」這就說明每個人所擁有的特質，是

跟別人不一樣的。若校長能清楚自己實屬的人格特質，及參加教育部舉

辦有關人格特質方面的在職進修，就能適時的培養適合自身的特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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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補足所沒有的正向特質，亦能塑造出屬於自己合宜的人格特質，使

自己的人格特質趨於完美，有助於自己的理念及想法，能更影響組織成

員或他人。 

2.積極增進欠缺的轉型領導能力 

校長在轉型領導方面，雖能純熟的運用，但會因人格特質的不同而

比較偏向某方面的運用，致使其他方面的成效顯現不出來，若能瞭解自

己在轉型領導方面的偏好運用情形，並積極增進欠缺的轉型領導能力，

及參加教育部舉辦有關領導方面的研習，就能讓自己的領導技巧更上層

樓，也讓組織成員更能認同自己的領導，心悅誠服，也更能提高學校及

組織間的效能，讓學校得以永續經營。 

3.影響教師規劃優質的校外旅遊教學 

校長雖不會硬性規定教師在校外旅遊教學上的規劃，但可以自身的

特質和領導能力，將自己對校外旅遊教學規劃的趨向，透過提供優質地

點、叮嚀及暗示來影響教師，教師若能感受到校長對校外旅遊教學的注

重，以及尊重教師的選擇規劃下，亦能秉持自身的專業，更積極規劃對

學生有助益的優質校外旅遊教學，讓校外旅遊教學的意義及目的，得以

發揮最大功效。 

4.成立協調會機制來溝通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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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可以成立一個「校外旅遊教學協調會」，並以各學年的學年主

任為會員。校長先跟學年主任溝通自己在校外旅遊教學規劃上的理念，

再由學年主任反應給各學年教師是否能接受，若意見不合時，再由學年

主任反應給校長，雙方再進行後續的溝通、協調。透過此機制的運作，

可以解決校長和教師在校外旅遊教學方面意見的不合，找出增進校外旅

遊教學成效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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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國小校長訪談同意函 

親愛的校長您好： 

首先，謝謝您在百忙之中仍抽空接受訪談，協助本研究的進行。為了使您對於即

將進行的訪談有更進一步的瞭解，茲就研究旨趣、訪談進行方式與受訪者權益說明如

下： 

本研究名為「校長人格特質、轉型領導與校外旅遊教學關聯性之研究—以彰化縣

和美鎮為例」，目的主要在探討校長的人格特質、轉型領導與校外教學之間的關聯性。

研究目的純為學術上的探討，不會作任何價值評鑑，而訪談的進行，亦旨在瞭解學校

人、事、物所交織而成的世界中所發生的故事，而非為這裡的一切做評斷。您寶貴的

經驗，將有助益於本研究的進行。再次感謝您的參與！ 

訪談以一次為原則，必要時會進行補充性訪談。訪談時問長短，端視訪談的狀況

及您談話的內容而定，由於每個人的經歷不會相同，因此只需依據您個人的經驗，提

出您的看法即可；為了忠實記錄您的意見，同時利於資料的整理與分析，訪談時希望

能進行錄音。在訪談過程中，凡涉及個人隱私或不便說明之處，您可以隨時拒絕回答

或要求停止錄音，並有權隨時退出訪談；所有錄音的內容，待逐字稿謄寫完成之後，

將交由您本人確認是否與您本意相符。在確認過程中，您亦可要求去除部份內容，不

在論文中呈現。訪談資料僅作為研究用途使用，並恪守保密原則，研究資料呈現時，

所有可能暴露您身分的字眼，都會小心隱匿，絕對以尊重您的隱私權為主要前提，希

望您能諒解與協助。 

若您願意接受訪談，請您在下欄空白處簽名，表示您已清楚並同意以上有關本研

究的相關說明。如果您對本研究有任何意見或疑問，歡迎隨時與我聯繫或反應。謝謝

您的熱心協助，再次致上最衷心的謝意！ 

本人茲此同意以受訪者身分參與本次訪談 

一、訪談過程中接受錄音  是□   否□  

二、針對訪談逐字稿進行審核  是□   否□  

同意人：                       日期：     年    月    日 

南華大學旅遊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趙家民博士 

研究生：蕭嘉輝敬上 

（手機：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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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國小校長訪談大綱 

主題一：人格特質 

1.請問您的求學背景、教育理念是什麼？ 

2.請問您待過幾間學校，目前任職的學校與之前的學校有何差異？ 

3.請問您平時的興趣是什麼？ 

4.請問您的生涯規劃是什麼？ 

5.在您當校長的回憶中，有何印象深刻的事發生？您對這件事有什麼看

法？ 

6.您如何看待校長這個職務？ 

7.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特質？ 

主題二：轉型領導 

1.請問您經營學校的理念為何？ 

2.請問您帶領校內成員的策略為何？ 

3.請問您跟校內成員間的關係是什麼？ 

4.請問您現任學校具備的特色為何？ 

5.請問您擔任校長期間，有何創新的作法？ 

主題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

地點性質為何？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面？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何？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7.您對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的看法？ 

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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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國小級任教師訪談大綱 

主題一：人格特質 

1.您覺得現任校長具備哪些特質？ 

 

主題二：轉型領導 

1.您覺得現任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主題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

地點性質為何？是否跟校長有關？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面？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何？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7.校長可提供老師在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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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公部門主管訪談大綱 

主題一：人格特質 

1.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人格特質？ 

 

主題二：轉型領導 

1.您覺得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主題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國小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您會選擇的主要

活動地點性質為何？ 

2.您對於國小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面？ 

3.您認為國小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5.國小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何？ 

6.公部門可提供國小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7.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上應該扮演甚麼角色？ 

8.各國小的校外旅遊教學還有那些需要再加強的？ 

9.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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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家長訪談大綱 

主題一：人格特質 

1.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人格特質？ 

 

主題二：轉型領導 

1.您覺得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主題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國小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點，您會選擇的主要

活動地點性質為何？ 

2.您對於國小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面？ 

3.您認為國小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5.您認為國小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何？ 

6.家長可提供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7.家長在校外旅遊教學上應該扮演甚麼角色？ 

8.學校的校外旅遊教學上還有那些需要再加強的？ 

9.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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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國小校長訪談逐字稿整理 

訪談編號：P1 

訪談對象：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校長 

訪談時間：民國 103 年 7 月 21 日上午 11 點 

訪談地點：校長室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人格特質 

1.請問您的求學背景、教育理念是什麼？ 

    我是彰化市○○國小畢業，接著是○○國

中、○○師專，再來是台中○○的暑期班，然

後是彰化○○特教行政研究所。我不是在一個

很富裕的環境長大，……我知道兄弟姊妹間的

團結，跟向上進取的心，所以我們是一群是很

愛讀書的孩子。對我比較挫折是在國小二年級

上學期得到急性肺炎，在醫院住了兩個月，……

我才發覺我更同情生病的人，所以造成憐憫心

比較強的原因。……那個過程中，對我來講，

我覺得要把書讀好。教育理念的想法，我可能

比較在意就是人本的尊重，怎樣做才能讓大家

齊心協力，因為齊心協力很重要，所以不管在

前任國小，還是在現任國小，我在帶同仁都把

大家當兄弟姊妹。 

 

2.請問您待過幾間學校，目前任職的學校與之前

的學校有何差異？ 

    我剛開始畢業時，是在台中市的○○國

小，因為是美術系畢業的，我相信藝術是非常

重要的一環，另外我也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來面

對不同的觀念，會用豐富的想像力來教授學生

美勞課，所以變成大家都跟我交換教學，……

到了○○國小，轉美術科任，我在那個世界裡

頭，專心的做美術科任，……回到○○國小時，

是擔任一、二年級級任老師，那時比較難拿捏

到小朋友哪個單元吸收到哪裡，……然後先生

就鼓勵我去考主任，走行政這條路。考完主任

 

 

我不是在一個很富裕的環境

長大，我知道兄弟姊妹間的團

結，跟向上進取的心，所以我們

是一群是很愛讀書的孩子。

(P1-1-1-1) 

教育理念的想法，我可能比

較在意就是人本的尊重，怎樣做

才能讓大家齊心協力，因為齊心

協力很重要。(P1-1-1-2) 

 

 

 

 

 

 

 

 

因為是美術系畢業的，我相

信藝術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另外

我也抱持著開放的態度來面對不

同的觀念，會用豐富的想像力來

教授學生美勞課，所以變成大家

都跟我交換教學。(P1-1-2-1) 

我覺得城鄉差距很大，可是

唯一不減的就是人的關懷是不因

距離而改變的。(P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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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分發到了鹿港鎮○○國小，然後又進入了○

○國小，接著當校長派任到了○○國小六年

半。其實我待過的學校，像○○國小跟鹿港鎮

○○國小也有差異，讓我覺得城鄉差距很大，

就是說在小朋友素質方面、家長期待和環境硬

體設備來講，真的差了很多，可是唯一不減的

就是人的關懷是不因距離而改變的。 

 

3.請問您平時的興趣是什麼？ 

    我是畫水墨畫出身的，平常也喜歡觀察不

同的事物，並且將創新的想法融合在作品中，

所以水墨畫的創作是從年輕一直到現在是樂此

不疲的，加上我又是台灣創價協會的導覽員訓

練講師，在那個區塊又接觸到更多的畫家。再

來就是投入創價協會當輔導志工、美術指導志

工及導覽指導志工，再則就是煮菜，我覺得煮

菜可以放鬆自己，……自己煮菜，才可以吃到

自己喜歡吃的菜色。我女兒都跟別人說我媽媽

會煮菜，別人都說：「校長，你真的會煮菜啊？」

都不相信我會煮菜（哈）。 

 

4.請問您的生涯規劃是什麼？ 

    我跟小朋友天天很快樂，所以不會急著退

休，因為孩子是每天讓我快樂的泉源，如果我

退休，就只有志工那個區塊，我並不會很快樂，

每天跟孩子打招呼，看他們跑來跑去，有時孩

子還會跑來我面前分享一些新的想法，是我最

快樂的事，所以我會再繼續經營校長這個區

塊。如果真的體力不行退休了，就會全力去做

創價協會的志工。 

 

 

5.在您當校長的回憶中，有何印象深刻的事發

生？您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第一件事是在○○國小，因為它只是○○

鄉中心的學校，那時，我常提出新的想法來改

變環境，所以請同仁跟我同心協力一起打拚，

 

 

 

 

 

 

 

 

 

我是畫水墨畫出身的，平常

也喜歡觀察不同的事物，並且將

創新的想法融合在作品中，所以

水墨畫的創作是從年輕一直到現

在是樂此不疲的，再來就是當志

工，再則就是煮菜，我覺得煮菜

可以放鬆自己。(P1-1-3) 

 

 

 

 

 

 

我跟小朋友天天很快樂，所

以不會急著退休，因為孩子是每

天讓我快樂的泉源，每天跟孩子

打招呼，看他們跑來跑去，有時

孩子還會跑來我面前分享一些新

的想法，是我最快樂的事，如果

真的體力不行退休了，就會全力

去做志工。(P1-1-4) 

 

 

 

 

第一件事是在○○國小，那

時，我常提出新的想法來改變環

境，所以請同仁跟我同心協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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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成立了一個英語村，……那是我們同心協

力的結果。再來就是到了○○國小，在硬體設

備上，我努力去爭取經費，為我打拚的總務處

團隊也發揮了很多心血，教訓輔等監工團隊也

是辛苦的，還有包括家長會會長也是全力支持

我，這五年間，讓建設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

這是第二件深刻的事。再來就是媒體將老師體

罰學生的事情上報，……那時候自己上媒體亮

相，不願意讓那位級任老師受傷害，當媒體刊

登出來，我幾乎有十天沒法睡覺，……我是很

完美的人，我用情意相挺，自己接受媒體採

訪，……同仁都認為我是有肩膀的人，我也覺

得如果能超越這個關卡，那不是一個傷害，那

是讓我成長的一個營養劑，擔任校長生涯過程

中，不會任何事都甜美的，一定是有酸甜苦辣

的。……這些年，同仁支持我，因為他們覺得

我很有肩膀。 

 

6.您如何看待校長這個職務？ 

    我覺得那只是一個位子而已，我常跟同仁

講我不會分辨好壞人，電腦能力也是我最笨，

寫計畫的能力我也是不行的，每次交代完，都

是主任在寫計畫，所以校長只是一個位子而

已，終究要有人坐那裡來思考，並且解決校內

複雜的問題，（哈），就看坐得快不快樂……。

所以校長只是一個位子，但我覺得我做起來還

很快樂。 

 

7.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特質？ 

    我覺得要與民同苦，……與民同苦有三個

區塊，第一個知道小朋友的立場在哪裡，第二

個知道同仁的立場在哪裡，第三個知道家長的

立場在哪裡，這三種不同角色的各扮演的苦，

我們知道，所以我只是要站在這三個角色去協

調，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協調他們和睦相

處跟並進。也就是他們的舞台是並進的、一致

的，我們無不外非要在幕後去留意這三個區

立英語村。到了○○國小，讓建

設如雨後春筍般的成立，這是第

二件深刻的事。再來就是媒體將

老師體罰學生的事情上報，那時

候自己上媒體亮相，不願意讓那

位級任老師受傷害，我是很完美

的人，我用情意相挺，自己接受

媒體採訪，同仁都認為我是有肩

膀的人，我也覺得如果能超越這

個關卡，那不是一個傷害，那是

讓我成長的一個營養劑，這些

年，同仁支持我，因為他們覺得

我很有肩膀！(P1-1-5) 

 

 

 

 

 

 

我覺得那只是一個位子而

已，終究要有人坐那裡來思考，

並且解決校內複雜的問題，我覺

得我做起來還很快樂。(P1-1-6) 

 

 

 

 

 

 

我覺得要與民同苦，第一個

知道小朋友的立場在哪裡，第二

個知道同仁的立場在哪裡，第三

個知道家長的立場在哪裡，所以

我只是要站在這三個角色去協

調，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協

調他們和睦相處跟並進。讓他們

朝均衡性、合作性去發展，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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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讓他們朝均衡性、合作性去發展，我知道

我的角色就是要著重在這個點。 

 

二、轉型領導 

1.請問您經營學校的理念為何？ 

    剛進到○○國小，年紀輕，主任都很資深、

快退休，我把主任當叔叔、姊姊，就是要請教

他，變成你是一個演員，資深主任告訴你要怎

們演，你搞英語村那方面，他們會支持你，可

是來到這邊，發覺主任都比我年輕，那就是要

當大姊去帶大家，大家有什麼誤解，都是血氣

方剛，要去排解，可能年紀上有差異性，差別

就在這裡，……比較年長的主任、組長，要尊

重他們，比較年輕的主任、組長，就是要活化，

利用他們的熱力，來激起互助合作的團隊觀

念，活化這個領導的氛圍，讓主任、組長和老

師都對學校充滿信心以及熱忱，大家共同完成

工作，創造出有特色的學校。 

 

2.請問您帶領校內成員的策略為何？ 

    第一個就是會找相關摩擦的人來懇談，不

管摩擦點是在師生或是親師，或是在團隊之

間，我會在A的面前說B的好話，會想辦法化解

衝突，這也能提升士氣。第二個就是同仁痛苦

的事情，一定會想辦法去解決，他們認為校長

重視。第三個就是同仁有好表現讓我非常肯

定，會把握適當的時機，利用各種鼓勵的策略，

比如在晨會上給他讚美，公開表揚同仁。 

 

 

 

3.請問您跟校內成員間的關係是什麼？ 

    我把大家當成兄弟姊妹，以身作則的去做

事情，並以大家的表現為榮。 

 

 

4.請問您現任學校具備的特色為何？ 

道我的角色就是要著重在這個

點。(P1-1-7) 

 

 

 

比較年長的主任、組長，要

尊重他們，比較年輕的主任、組

長，就是要活化，利用他們的熱

力，來激起互助合作的團隊觀

念，活化這個領導的氛圍，讓主

任、組長和老師都對學校充滿信

心以及熱忱，大家共同完成工

作，創造出有特色的學校。

(P1-2-1) 

 

 

 

 

 

 

第一個是就是會找相關摩擦

的人來懇談，想辦法化解衝突，

這也能提升士氣。第二個就是同

仁痛苦的事情，一定會想辦法去

解決，他們認為校長重視。第三

個就是同仁有好表現讓我非常肯

定，會把握適當的時機，利用各

種鼓勵的策略，比如在晨會上給

他讚美，公開表揚同仁。(P1-2-2) 

 

 

 

把大家當成兄弟姊妹，以身作

則的去做事情，並以大家的表現

為榮。(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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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去活化這個學校的優點，讓學校有

生存點，並且積極鼓勵同仁表達他們的想法和

意見，也主動的和同仁討論未來學校的發

展……這個學校在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來

說都有特色，我會檢討大環境中對學校不利的

因素在哪裡，也會去爭取縣、部的經費來克服。

地利就是若跟周邊的社區關係不好，會跟家長

會去營造，不管正式或非正式的場所。人和就

是我比較專長的地方，就是在同仁這個團隊，

同仁跟我有認同感，我也會支持同仁盡情發揮

所長，一起積極的對學校的未來規劃，這是我

引以為傲的。以前的同仁也回來找過我，○○

國小的主任要考校長，我也是陪他讀書，實習

老師要考正式老師，管在之前或是現在，我都

親身考試，……我會幫忙的，這也是我看得起

同仁。 

 

 

5.請問您擔任校長期間，有何創新的作法？ 

    我重視創意，老校因土地退縮了，只能重

視質，所以激勵同仁發揮創意，共同推行創意

英語村，來到新校，質是沒有差，但空地多，

先從整治漏水開始，防水防漏、守衛室興建、

中央廚房設立、社區閱讀中心，校舍補強，接

著校牆及人行道規劃，羽球館設立，中央廚房

守衛室、幼兒園圍牆興建，……它是個新的學

校，應該要有更多的硬體建設吧！新校土地多

就是要增能，所以設計社區閱讀中心，我跟建

築師聊好久贏造了我們的創意。我把當美勞科

任老師的精神來當校長，我比較會凸顯我的創

意，我上任後定期在辦公室舉辦畫展，讓美學

融入同事的生活之中，也鼓勵同仁積極向上進

修。……第二個概念就是去整合行政團隊跟教

學團隊之間的合作關係。第三個概念是培育比

我更理想的學子，……我常跟學校孩子講：你

們是我未來的希望。我永遠認為每個孩子身上

都有獨特的優點存在，要陪著孩子把他們的優

目前有去活化這個學校的優

點，讓學校有生存點，並且積極

鼓勵同仁表達他們的想法和意

見，也主動的和同仁討論未來學

校的發展。(P1-2-4-1) 

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來

說都有特色，我會檢討大環境中

對學校不利的因素在哪裡，也會

去爭取縣、部的經費來克服。地

利就是若跟周邊的社區關係不

好，會跟家長會去營造，不管正

式或非正式的場所。人和就是我

比較專長的地方，就是在同仁這

個團隊，同仁跟我有認同感，我

也會支持同仁盡情發揮所長，一

起積極的對學校的未來規劃，這

是我引以為傲的。(P1-2-4-2) 

 

 

我重視創意，老校因土地退

縮了，只能重視質，所以激勵同

仁發揮創意，共同推行創意英語

村。新校土地多就是要增能，所

以設計社區閱讀中心。上任後定

期在辦公室舉辦畫展，讓美學融

入同事的生活之中，也鼓勵同仁

積極向上進修。第二個概念就是

去整合行政團隊跟教學團隊之間

的合作關係。第三個概念是培育

比我更理想的學子，我的理念，

也是要得人心。(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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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發揮得更好，我的理念，也是要得人心。 

 

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

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 

    我安排的話，會以文化型為主。我一定會

選擇比較有藝術教育意義的，像是國立美術

館，之前創價協會有在國立美術館辦攝影展，

我們的創價志工就有出遊覽車錢，四、五、六

年級就十幾輛車子去看，讓孩子知道記者在整

個攝影過程中留下時代歷史的意義，……我是

一個重視美術教育的人。我一定規劃藝術館、

美術館，因為藝術可以啟迪人心，淨化很多塵

埃，像創價協會就是用和平、文化、教育來帶

動人本團體，規劃一連串的展覽活動，我就是

秀水藝文中心這個區塊的導覽志工的訓練講

師……。我一定主導藝術賞析的環境，因為我

覺得它比歡樂更重要，歡樂的東西，它也絕對

有它的家庭溫暖、親子教育的功能，但是相對

的藝術賞析是可以讓人得到心靈財富的提

升。……目前我不會去主導地點的選擇，會尊

重老師的選擇。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

面？ 

      我比較重視安全，廠商投開標時，一定站

第一線問很多問題，要讓我很安心，不管車輛

安全，或者是畢業旅行住宿的安全、安排行程

的安全。……我也很謝謝各位同仁能配合，所

以安全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大家共同決議的

方向，我絕對沒有意見，參與的老師設計活動、

拋家棄子也經很辛苦了，我不會去問說這樣有

沒有教育意義，教育意義、旅遊意義跟歡樂意

義，其實同仁們願意代替家長，帶領這麼多小

朋友出去，就很偉大了，整個行程都是經過多

數同意的，我不會去更改行程，去檢討它的實

質意義。所以重視同仁規劃，我不會去更改他

 

 

 

 

 

會以文化型為主。會選擇比

較有藝術教育意義的，我是一個

重視美術教育的人，一定主導藝

術賞析的環境，藝術賞析是可以

讓人得到心靈財富的提升，以文

化型為主。(P1-3-1-1) 

目前我不會去主導地點的選

擇，會尊重老師的選擇。

(P1-3-1-2) 

 

 

 

 

 

 

 

 

 

 

 

我比較重視安全，廠商投開

標時，一定站第一線問很多問

題，要讓我很安心，第二個就是

大家共同決議的方向，我絕對沒

有意見，所以重視同仁規劃，我

不會去更改他們的決定。

(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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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決定。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一年一次的校外教學由學校來統一辦理，

是由訓導處來統整協助招標，兩天一夜的畢業

旅行則由班親會來辦理，我不拒絕兩天一夜的

畢業旅行，只要安全方面做得很好就好，因為

只要一個環扣做不好，就會出問題，……原則

上是用班親會的名義來辦理，但還是學年主任

整合同學年的心血，配合訓導處訓育組長、主

任和校長細心的精神而成的，雖然叫做班親會

辦理，也是家長相信學校，其實只是班親會的

一個名目，事實上整合的力量，發出謹慎、審

慎那種務實的心態還是學校團隊。……校長就

是把持嚴格、審查、機警以及合理合法的監督，

對我來說，本來就是校長應該要做的事，感謝

同仁這個區塊，這麼願意陪學生，我認為我是

級任老師的話，反而是做不到的。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是最有利標，最低標案的旅遊出錯事情很

多，而最有利標出錯的事比較少，目前也是最

有利標型式為主，這些事情是訓導主任的功

勞，我很佩服。廠商來標案時，我一定第一個

詢問有關的事情，也感謝同仁同心協力的陪同

我一起辦校外教學的標案。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

何？ 

    它的成效性放在教學上是不盡然的，因為

終究很多會以旅遊、放鬆身心、消除疲勞、營

造團隊的歡樂性來當成效的，其他的成效性是

小朋友有一些不平衡的能量可以抒發出來、宣

洩出來，那些孩子回來會安定一陣子。第二個

是可增進同學年的感情，讓同學年老師間的感

情變好。第三個也是給家長一個交代，家長也

是期待每個學期都辦，也是還諸給家長、家長

 

 

 

一年一次的校外教學由學校

來統一辦理，是由訓導處來統整

協助招標。(P1-3-3-1) 

兩天一夜的畢業旅行則由班

親會來辦理，原則上是用班親會

的名義來辦理，但還是學年主任

整合同學年的心血，配合訓導處

訓育組長、主任和校長細心的精

神而成的，校長就是把持嚴格、

審查、機警以及合理合法的監

督。(P1-3-3-2) 

 

 

 

 

 

 

是最有利標，最低標案的旅

遊出錯事情很多，而最有利標出

錯的事比較少，目前也是最有利

標型式為主。(P1-3-4) 

 

 

 

 

 

它的成效性放在教學上是不

盡然的，因為終究很多會以旅

遊、放鬆身心、消除疲勞、營造

團隊的歡樂性來當成效的。

(P1-3-5-1) 

小朋友有一些不平衡的能量

可以抒發出來、宣洩出來，那些

孩子回來會安定一陣子，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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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個交代，至少其他學校做得到，我們也做

得到，第三個效益就是讓家長知道教學團隊很

團結、很合作，對我們有信心。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理想中的校外教學應視各年段這學期的教

學目標而定，比如：講到花壇的磚窯，就應該

實際去花壇看一看古老的磚窯，但校外教學這

個區塊，我和教務主任因無法主導，所以由學

年主任去規劃、去決定，再由我來統整，由訓

導處公開招標，目前往往無法去觀察是否跟教

學上的課程有關，未來上我會鼓勵、暗示及叮

嚀老師在校外教學地點性質的選擇，應以配合

學生在課程教學上有益的地點，或者可實施環

教的場所為優先考量。 

 

7.你對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的看法？ 

    公部門對校外教學這個區塊，只有要求要

注意安全，如車輛的車型、種類，也有介紹優

質校外教學地點的電子報公文，可供各校選擇

參考，如蝴蝶館、彰化生活美學館等，並沒有

硬性規定各校戶外教學的地點性質。 

 

 

 

 

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

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理想中的規劃，第一個是要動靜態皆有。

第二個是先由靜態參觀完，再實行動態活動。

先完成靜態性的參觀，然後有做一點小筆記的

學習單，日後可做為作文、學習單的參考，第

二天才是實行動態活動。第三個理想是不要去

重複的地點，有時四年級有去過了，但是六年

是可增進同學年的感情，讓同學

年老師間的感情變好，第三個也

是給家長一個交代，家長也是期

待每個學期都辦，讓家長知道教

學團隊很團結、很合作，對我們

有信心。(P1-3-5-2) 

 

 

未來上我會鼓勵、暗示及叮

嚀老師在校外教學地點性質的選

擇，應以配合學生在課程教學上

有益的地點，或者可實施環教的

場所為優先考量。(P1-3-6) 

 

 

 

 

 

 

 

公部門對校外教學這個區

塊，只有要求要注意安全，如車

輛的車型、種類，也有介紹優質

校外教學地點的電子報公文，可

供各校選擇參考，如蝴蝶館、彰

化生活美學館等，並沒有硬性規

定各校戶外教學的地點性質。

(P1-3-7) 

 

 

 

理想中的規劃，第一個是要

動靜態皆有，第二個是先由靜態

參觀完，再實行動態活動。第三

個理想是不要去重複的地點。

(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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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還去，應該要換一換地點，但是這些話我們

不敢講，……這是我第三個理想，不要去重複

性的。 

訪談編號：P2 

訪談對象：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校長 

訪談時間：民國 103 年 7 月 22 日上午 9 點 

訪談地點：校長室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人格特質 

1.請問您的求學背景、教育理念是什麼？ 

    我從小讀書讀到老，沒有上過幼稚園，直

接讀國小，之後考上私校，是全村唯一的上榜

生，在當時是一件光榮的事，因為爸爸是種田，

所以每次要註冊時，都要向親戚借錢，加上初

三時，弟弟也念私校，爸爸的負擔又更重了。

初中畢業後，就讀○○師專，接觸的是教育範

疇內的相關知識及教學技巧。師專畢業後，本

來要去台北，因爸爸反對的關係，桃園縣又凍

結分發不能填，而彰化選填作業公開，所以分

發到彰化。退伍後，準備了一年就考上了彰化

○○輔導系，四年以後會有衝動要去念研究

所，就再等三年申請念研究所，但是都是備取。

隔一年，靠著作成績，申請到了彰化○○輔導

研究所的四十學分班，四個暑假唸完後，再隔

一年，因為特教是主流，所以再申請到了彰化

○○的特研所。因為我修過特殊教育，所以我

很重視特教。我想讀書就到這裡，要等到退休

後，才要再唸我喜歡的系所。唸書期間是愉快

的，也是一直努力的去達成自我所設定的目

標，而不是為了要晉級的，所以我的求學背景

就到特教研究所的學分班結業後就終止了。 

    我的教育理念是……我常常在想天跟地之

間，就是「人」，很多事都是人做出來的，所以

我們稱為「人為」，「人」跟「為」合起來就是

個「偽」，坦白講，人如果沒有教，他的本性跟

獸性是差不了多少，就是把人靠有計畫的教

 

 

我從小讀書讀到老，沒有上

過幼稚園，直接讀國小，之後考

上私校。初中畢業後，就讀○○

師專，接觸的是教育範疇內的相

關知識及教學技巧。師專畢業

後，分發到彰化。退伍後，考上

了彰化○○輔導系，隔一年，申

請到了彰化○○輔導研究所的四

十學分班，再隔一年，申請到了

彰化○○的特研所。(P2-1-1-1) 

唸書期間是愉快的，也是一

直努力的去達成自我所設定的目

標，而不是為了要晉級的，所以

我的求學背景就到特教研究所的

學分班結業後就終止了。

(P2-1-1-2) 

我常常在想天跟地之間，就

是「人」，很多事都是人做出來

的，所以我們稱為「人為」，就是

把人靠有計畫的教育，把他教成

一個人。(P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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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把他教成一個人，如果沒有透過教育的話，

就跟野獸差不多。 

 

2.請問您待過幾間學校，目前任職的學校與之前

的學校有何差異？ 

    大概三個學校，最大的差距就是城鄉差距

的問題，雖然政府在說要縮短城鄉差距，其實

是越拉越遠，像第一所學校是非常偏遠，在濁

水溪旁邊，那邊的孩子真的非常可憐，都是隔

代教養，要不然就去外配，所以他們的生活重

心在學校，經營學校的方向就是要善用時間，

以他們在學校活動為主軸來循序漸進的規劃，

一大早，阿公和阿嬤就下田工作，爸爸、媽媽

都在外縣市，因為沒有工作機會，所以格代教

養及外配的比率機會非常大，因為學校是他們

的重心。後兩所都是算準都會型學校，相對的

家長是介於都會和鄉村之間，坦白講，是很難

應付的。有時候是有理說不清，他堅持要怎麼

樣就怎麼樣，所以在這兩所學校，一句話，會

看家長的風向、他們的需求是什麼，再來擬訂

計畫來經營。 

 

3.請問您平時的興趣是什麼？ 

    因人而異啊，有時候只是偶爾做了也不算

是興趣，其實你看我，我還沒退休，真的都把

工作當成興趣。以校長的職務來講的話，你沒

有把工作當成興趣，你真的做不下去。每天來

學校，把工作當成興趣，你就會去想你想做什

麼，這也是我在校內遇到挫折能堅持下去的原

因。客觀的條件有沒有辦法配合，主觀的條件

就是你做不做得來，你就去思考，做得來就想

辦法去推，做不來就必須要拚。其實我真正的

興趣是在整理資料，我會把我個人的資料或者

待過學校的校史資料，全部做個整裡，這是我

想去做的，可以把它當成興趣啊！ 

 

4.請問您的生涯規劃是什麼？ 

 

 

 

 

 

大概三個學校，最大的差距

就是城鄉差距的問題，像第一所

學校是非常偏遠，經營學校的方

向就是要善用時間，以他們在學

校活動為主軸來循序漸進的規

劃，後兩所都是算準都會型學

校，會看家長的風向、需求是什

麼，再來擬訂計畫來經營。

(P2-1-2) 

 

 

 

 

 

 

 

 

 

我還沒退休，真的都把工作

當成興趣。以校長的職務來講的

話，每天來學校，把工作當成興

趣，你就會去想你想做什麼，這

也是我在校內遇到挫折能堅持下

去的原因。其實我真正的興趣是

在整理資料，我會把我個人的資

料或者待過學校的校史資料，全

部做個整裡，這是我想去做的，

可以把它當成興趣啊！(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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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年要退的話，剛好是五五要退，五五

既然沒退，可能會待到服務四十年，服務四十

年在現在的公家系統是很少人（哈），所以目前

的規劃是服務滿四十年，滿六十歲退休。退休

以後，就是剛講的，繼續唸書，唸我喜歡的系

所，也是追求成長的表現，那時就比較沒有壓

力了。除了唸書外，若有擔任志工的機會，也

會去當志工，因為有輔導系、輔研所及特研所

的求學經歷，有輔導志工的話，會去接的。也

會把自己一生，就是從小能回憶起來的事情，

按部就班的做個記錄。 

 

5.在您當校長的回憶中，有何印象深刻的事發

生？您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如果是在職場、在學校的話，講起來就是

「民意」兩個字，我們一直說要尊重民意，但

是很多法規都綁住你，所以會造成極大的衝突

和拉扯。要堅守法規還是順意民意，我會靠理

性的態度來面對，但是還是非常難啊！舉個例

子：編班方面，上面抓得很緊，等於任何一個

家長不能指定老師，可是現在的家長利用各種

關係、管道等，就是要達到他的目的。那如果

你是順了這邊，上面知道就會嚴重處分，所以

我是在民意上栽了很多跟斗，因為坦白講，孩

子是在我們手上，我們一切的作為要以孩子的

立場來想，家長為孩子找個老師，也是安了自

己的心，讓老師跟孩子相容，也不會說老師跟

孩子的個性不同，所以我們往往會站在家長的

立場來處理這個事情。可是上面就是不管你這

些，我比較偏民意的話，教育部就窮追猛打，

我也被窮追猛打過。例如：三年級沒有編班，

那三年級老師依照規定就不必公開抽籤，我沒

有公開抽籤，一個檢舉，教育部就公文來訪，

追了一年。我希望教育部明訂未重新編班的年

段，導師也要公開抽籤，但他不要，讓學校沒

有依循，所以民意是什麼，我們很多的官員要

去思考。 

目前的規劃是服務滿四十

年，滿六十歲退休。退休以後，

繼續唸書，唸我喜歡的系所，也

是追求成長的表現。因為有輔導

系、輔研所及特研所的求學經

歷，有輔導志工的話，會去接的。

也會把自己一生，就是從小能回

憶起來的事情，按部就班的做個

記錄。(P2-1-4) 

 

 

 

 

 

講起來就是「民意」兩個字，

我們一直說要尊重民意，但是很

多法規都綁住你，所以會造成極

大的衝突和拉扯。要堅守法規還

是順意民意，我會靠理性的態度

來面對，但是還是非常難啊！我

是在民意上栽了很多跟斗，我們

往往會站在家長的立場來處理這

個事情。所以民意是什麼，我們

很多的官員要去思考。(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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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您如何看待校長這個職務？ 

   你既然要接校長這個職務，就要抱著服務的

心態，專心的工作來面對，這是服務的行業，

我們有時也會不平，你們這些人要來要求選老

師，有時不能讓你們如意時，你們會拚命的怪、

罵，我常常會問自己：我有欠你們嗎？我有跟

你們借錢嗎？我有欠你們人情嗎？我都沒有欠

你們，只不過我只是當校長而已，不過這都無

法當面跟他們講。這只是自我調適，所以我們

這些公僕是抱著服務的態度幫你們服務、處

理，若沒辦法處理會跟你們說明，希望你們體

諒。再來就是不可為，我不會去鼓勵學校同仁

去走主任、行政這條路，你真的要很有興趣，

你真的是要抱定決心要走這條路才走，否則你

會很辛苦，所以我就不鼓勵。我擔任校長這個

職務，我真的是盡心負責的來服務，我不為自

己，是為老師、孩子和家長來服務。我做到盡

我所能的，有時候真的沒辦法，我也沒辦法，

校長這個職務真的是不可為的，所以天下雜誌

訪問我：再從來一次，要不要再當校長，我說：

百分之兩百不要！（哈） 

 

7.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特質？ 

    用簡單的例子，就是「假面超人」，你真的

要扮演不是雙面人，而是多面人，這不是人格

分裂，你接觸的人都是五花八門，什麼人都有，

你必須要八面玲瓏，而且要謹慎小心，你真的

要戴面具就要戴面具，要掏心掏肺就要掏心掏

肺，要說點假話就要說點假話，但是假話不是

惡意的，是善意的，所以校長的特質真的是多

面的，你如果堅守那一點，你說你很正直……，

那你會很慘的（哈）。這是我對校長人格特質的

看法，我也是盡量朝這方面修練（哈）。 

 

二、轉型領導 

1.請問您經營學校的理念為何？ 

 

 

既然要接校長這個職務，就

要抱著服務的心態，專心的工作

來面對，我擔任校長這個職務，

我真的是盡心負責的來服務，我

不為自己，是為老師、孩子和家

長來服務。我做到盡我所能的，

有時候真的沒辦法，我也沒辦

法，校長這個職務真的是不可為

的。(P2-1-6) 

 

 

 

 

 

 

 

 

 

 

 

 

 

你真的要扮演不是雙面人，

而是多面人，這不是人格分裂，

你接觸的人都是五花八門，什麼

人都有，你必須要八面玲瓏，而

且要謹慎小心，所以校長的特質

真的是多面的，我也是盡量朝這

方面修練。(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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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營一個學校，很簡單的說，就是要有

肩膀、要有擔當的把學校營造成一個優質的環

境，讓老師可以安心的在這邊教書，以我和老

師們的專業讓學生很快樂、很有效的學習，我

在前任國小時，絕大部分的經歷都是在對外尋

找社會資源，不管人類、金錢等資源，因為這

些資源進來後，才能夠安這個學校的心，在現

任國小這些資源比較容易取得，你也要讓整個

學校的老師定下心，……你要有自信的去承擔

一切，去主動關懷同仁，如果我不承擔，坦白

講我們教育處長官也是一樣，議員的電話一進

去，他不會幫我們擔，他會馬上說：「好，我們

馬上叫那個校長打電話給你。」我也覺得這是

不對的，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不是議員

講得那樣，你要先緩頰一下。要承擔下來，如

果家長來，若讓他們直接去班級找老師，老師

會整天提心吊膽，所以要讓老師安心，當然優

質的環境，必須要爭取行政上的支援，我也要

能主動協助老師解決困難。學校的氛圍就是讓

老師一定要定下心來，目前我的理念也為同仁

所認同，大家也都信任我。 

 

2.請問您帶領校內成員的策略為何？ 

    第一個是以身作則，自己要有正面的特

質。第二個就是給機會，我們同仁在教學經驗、

人生歷練上都已經很夠了，不必我們再說要怎

麼做、怎麼教了，坦白講就是給機會，你如果

想當名師，我一定給你機會，像你們要進修，

我也是給你們機會；要去參加什麼活動，我也

是會給機會，這是給大家機會，給你機會以後，

你心情會比較愉快，你也會自我提升的，這也

是同仁覺得我很親切的原因（哈）。 

 

3.請問您跟校內成員間的關係是什麼？ 

    其實我們都是一家人，校長真的只是過

客，不過在這裡待個四年、五年、六年、七年、

八年就離開了，既然我們是過客，所以來這邊，

經營一個學校，就是要有肩

膀、要有擔當的把學校營造成一

個優質的環境，讓老師可以安心

的在這邊教書，以我和老師們的

專業讓學生很快樂、很有效的學

習。(P2-2-1-1) 

要有自信的去承擔一切，去

主動關懷同仁，要讓老師安心，

當然優質的環境，必須要爭取行

政上的支援，我也要能主動協助

老師解決困難。學校的氛圍就是

讓老師一定要定下心來，目前我

的理念也為同仁所認同，大家也

都信任我。(P2-2-1-2) 

 

 

 

 

 

 

 

 

 

第一個是以身作則，自己要

有正面的特質。第二個就是給機

會，如：同仁想當名師、進修和

參加活動等，都會給機會。這是

給大家機會，給你機會以後，你

心情會比較愉快，你也會自我提

升的，這也是同仁覺得我很親切

的原因。(P2-2-1) 

 

 

 

其實我們都是一家人，把學

校經營好，是首要任務，再來就

是跟大家做朋友，以親善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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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學校經營好，是首要任務，再來就是跟大家

做朋友，以親善的態度做事，多一些包容，就

會得到同仁的尊重，坦白講，我都把同事當家

人，所以隔壁校長問我：「你會不會去責罵你們

學校的同仁？」我說：「不會。」同仁們不會，

我們就教。他做不好，我們就帶著做，可以做

給他看，所以他就把這句話帶回去給他們的行

政人員，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這樣推，本來也就

是要以身作則，你說責罵有什麼意義？沒有意

義啊，只會把關係弄僵，每一個人的能力不同，

你就是要做到你該做到的那一個點。 

 

4.請問您現任學校具備的特色為何？ 

    其實一個學校的特色，你要看它的傳統、

所在的區域和校內的師資結構，因為每個人的

專長不一樣，你要根據這三個來發展學校的特

色。這個學校，藝文已經列入這個學校的特色

了，已經發展到一個成果了，再來會跟同仁擬

定、討論共識來推閱讀，因為發現孩子花在電

子產品上面的時間太多，網路上的知識其實都

是很片斷的，所以我還是很堅持孩子一定要看

書，我來到這裡，再怎麼省，也要省一點錢來

購書，一方面養成孩子看書的習慣，一方面半

強迫孩子去看，就算不喜歡看書的孩子，也會

感染看書的氛圍的。 

 

5.請問您擔任校長期間，有何創新的作法？ 

    目前正在計畫推一個在地文化，就是菜市

場文化，菜市場有很多文化可以放到學校來，

中。我也很著力在環境教育上，這個校園營造

有沒有生態的味道在，這才是重要的，會配合

縣府辦一些環教的活動，而校內辦理環教的方

法第一個就是靠宣導，第二個就是靠教學，第

三個靠活動。現在環教只是融入，還好有四小

時的課程，再來就是活動，任何活動都要加入

這些環教元素，我也都跟同仁說要教導孩子環

教觀念，同仁有都感受到我對教育的使命感。 

做事，多一些包容，就會得到同

仁的尊重，我都把同事當家人，

也就是要以身作則，每一個人的

能力不同，你就是要做到你該做

到的那一個點。(P2-2-3) 

 

 

 

 

 

 

 

 

一個學校的特色，你要看它

的傳統、所在的區域和校內的師

資結構，要根據這三個來發展學

校的特色。這個學校，藝文已經

列入這個學校的特色了，已經發

展到一個成果了，再來會跟同仁

擬定、討論共識來推閱讀，我還

是很堅持孩子一定要看書。

(P2-2-4) 

 

 

 

 

 

目前正在計畫推一個在地文

化，就是菜市場文化，菜市場有

很多文化可以放到學校來，我也

很著力在環境教育上，校園營造

有沒有生態的味道在，這才是重

要的，會配合縣府辦一些環教的

活動，而校內辦理環教的方法第

一個就是靠宣導，第二個就是靠

教學，第三個靠活動。現在環教

只是融入，還好有四小時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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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

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 

    地點的選擇，因為我是重視環教，所以我

比較主張生態型區塊的選擇，其實沒有認證通

過的，也有很多點可以作為校外教學用。那時

我們有編一本彰化環教的彙編，其實我的構想

是希望各學校提出來能主動做一個縣的連結，

你這個學校帶出來，從這個點開始一直到結

束，整個點連結，結果我們沒有達到預期目標，

各校提出來的都是一個點、一個點。若你真的

要教學，老師要找點去串聯，像我在前任時就

規劃串連一整個縣。先到我的學校，請一個非

常瞭解當地生態的老師來講解生態及鳥類的解

說，學校室內課程結束後，就拉出來校外，校

外可以看那邊濱海的植物，養豬場內看廢水怎

麼處理，養鴨場看看有沒有污染，看看當地抽

取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的情況，這些都是一

個點、一個點，再到北邊鷺鷥林看大、中、小

白鷺及夜鷺都在那邊，可以做個解說，底下蛇

很多，那是一個保護林，再往北上，就是到芳

苑王功看燈塔、紅樹林、招潮蟹，這是紅樹林

的生態，中午又可以吃風味餐，所以整個是一

連串、規劃好的課程。也希望縣府能彙編環教

場所，並且成冊分享，讓老師有可以選擇的機

會。這邊的資源不多，能做環教的教學，也只

有配合我們的校外教學。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

面？ 

    校外教學是正式課程，所以我真的反對去

程，再來就是活動，任何活動都

要加入這些環教元素，我也都跟

同仁說要教導孩子環教觀念，同

仁有都感受到我對教育的使命

感。(P2-2-5) 

 

 

 

 

地點的選擇，因為我是重視

環教，所以我比較主張生態型區

塊的選擇，這邊的資源不多，能

做環教的教學，也只有配合我們

的校外教學。(P2-3-1) 

 

 

 

 

 

 

 

 

 

 

 

 

 

 

 

 

 

 

 

 

 

 

校外教學是正式課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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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樂場，遊樂場不是我們老師該帶去的，是家

長該帶去的，我們不要剝奪家長太多的責任

（哈），所以我一直主張我們的校外教學一定是

正式課程，當然這個是外在、外力的介入，我

就要求要有個簡案，有一個學生的學習單。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如果分兩個方面來說，全校性的校外教學

活動當然要由學校統一辦理標案！標了以後，

有人數的限制，那沒關係，只要座位許可，你

只要繳費也可以去，但是也有一個用處，他幫

你照顧孩子……班級性的校外教學就由班親會

來統籌，我本來就是這樣的主張，因為所謂的

親師合作，就是讓班親會來運作，其實我們學

校這個區塊還要再努力啦！老師可能做法比較

保守，不是全班，你也可以篩選，那些比較熱

心的家長，你一定要時常保持聯絡，所以你要

辦什麼活動，其實老師很輕鬆，真的，我在○

○那邊，整個都帶起來了，每一班至少有五、

六個家長會很熱心的來幫你，你要辦包粽子、

包餃子和煮湯圓，他們都會幫你弄得好好的，

老師很輕鬆，只要你開個口、開個會，大家協

調要做什麼工作，運動會要做什麼，園遊會要

做什麼，老師都不用操心，可是我們這邊，都

好像設一道牆在那邊，不知道癥結在哪邊，以

前是被嚇到，還是怎麼樣（哈），不過家長這個

力量是無窮、無限的，一定要去善用他，所以

班級性的校外教學真的是要讓家長來，你地點

決定後，一定要全部交給家長去處理，請他們

參與，涉及到地點的選擇、租車、中餐及講解，

這些家長都會幫你協調，處理的好好的，不用

你老師去傷腦筋；那如果更積極的家長，他會

事先去現場會勘，聯絡現場的解說員，並協調

各事項，那麼家長為什麼不用呢？所以班級性

的校外教學，我一直主張家長來介入，而且主

要是以他們為主角，很多話我們不便講，他們

是社會人，他們去講，他們去籌劃。 

我真的反對去遊樂場，遊樂場不

是我們老師該帶去的，是家長該

帶去的，我們不要剝奪家長太多

的責任。(P2-3-2) 

 

 

 

全校性的校外教學活動當然

要由學校統一辦理標案！

(P2-3-3-1) 

班級性的校外教學就由班親

會來統籌，我本來就是這樣的主

張，因為所謂的親師合作，就是

讓班親會來運作，所以班級性的

校外教學真的是要讓家長來，你

地點決定後，一定要全部交給家

長去處理，請他們參與，我一直

主張家長來介入，而且主要是以

他們為主角，很多話我們不便

講，他們是社會人，他們去講，

他們去籌劃。(P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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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如果是全校性的，決定不能用最低標，我

們學校是不得已，因為大家不知道在怕什麼，

不當評選，其實這種一定要公開徵求計畫書，

我們來評選，我常在說老師不要聽那些有的、

沒有的（哈），要辦這個活動，自己來評選是天

經地義的，校長又不會說某某老師、某某評選

委員一定要哪一家得標，我都不會去講這個，

也沒有外力介入啊！你就是根據他們送的資料

或者簡報去給個分數，這個在怕什麼呢？我要

辦這個活動，我來評廠商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但是我們老師不知道在怕什麼，我一直搞不懂

啊！所以必須要採最低標，最低標就麻煩了，

你沒有鉅細靡遺的標案規範，如要去參觀恐龍

館，就又可能帶到門口就帶走了，他有沒有履

約於法，你沒辦法。我們的標案沒辦法去想那

麼多，總務單位無法去想那麼多，很難，想不

到就是無力做，就是最低標的問題，如果最低

標壓低價格的話，風險就很大，車子會亂調，

所以我比較傾向最有利標的評選，一定要有公

開的徵求計畫，廠商為了得標，一定會很詳細

的規劃，對我們學校來講，一定是有利的，我

們學校來講，現在是採最低標，也是卡在沒有

老師願意要當評選，這是一大問題，會怕，我

就不知道在怕什麼（哈）？這是以訛傳訛啊！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

何？ 

    講良心話，我們學校是沒有出來的，目前

的階段，還是偏遊樂場所，我們講實在話，車

子載到那邊，領隊交代一下，注意事項交代一

下，幾點幾分集合交代一下，就放牛吃草（哈）。

我一直很擔心如果學生出事情，一追究會非常

嚴重，因為是上班、上課時間去做戶外教學，

遊樂場你敢保證都安全嗎？不見得！我常常說

你至少要放一點東西進來，如去九族，你應該

 

 

如果是全校性的，決定不能

用最低標，最低標就麻煩了，沒

有鉅細靡遺的標案規範，如果最

低標壓低價格的話，風險就很

大，車子會亂調，所以我比較傾

向最有利標的評選。(P2-3-4-1) 

現在是採最低標。

(P2-3-4-2) 

 

 

 

 

 

 

 

 

 

 

 

 

 

 

 

 

 

 

 

我們學校是沒有出來的，目

前的階段，還是偏遊樂場所，我

就一直主張說一定盡量要去生態

園區，因為他有專人的規劃解

說，要看成效性，第一個就是你

要去，就是讓他去看，你不帶學

生去沒有用，第二個就是回來小

朋友要去想，讓他們去做分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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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去看幾個點，看完了，我們今天主學習是

到這邊，再來副學習是讓你們去玩一下，不是

去那邊就放牛吃草，我們學校坦白講大部分還

是偏放牛吃草，我就一直主張說一定盡量要去

生態園區，因為他有專人的規劃解說，會帶著

走，危險性也比較低。你說要看成效性，第一

個就是你要去，那個地方規劃得很好、很完善，

你不帶學生去沒有用，好，學生去那邊，你要

去看、去聽，學生小小的心靈在想什麼，我們

不知道，就是讓他去看，像學校有什麼劇團表

演，有什麼音樂會，我一直說你要來，我們這

邊是文化沙漠，難得有這樣的機會，你要來才

能感受那樣子的氛圍，演什麼是其次，但是你

要來，因為機會難得啊！第二個就是回來小朋

友要去想，這個要找一節課，讓他們去做分享

就對了，分享才知道說小朋友到底是看到什

麼、聽到什麼及想什麼，這樣才知道成效啊

（哈）！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一、鬆綁：法規、制度上要鬆，不要綁得

死死的，校外教學是老師依照課程需求或不

足，帶領孩子到校外印證及加深加廣的學習，

政府機關在採購法上不要限制老師，不要什麼

都限制只能用政府的採購法來招標，要尊重、

信任老師的專業。二、專業：老師要憑著專業

素養來規劃校外教學的流程，在校外教學上不

能絕對說只是應付學生、家長和學校的工作，

或者覺得是輕鬆賺了一天薪水的感覺，這是不

對的。 

 

 

 

7.你對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的看法？ 

    校外教學不能由私人企業來辦理，一定要

由公家機關來辦理，校外教學是由老師專業的

角度來切入，來補足學年度課程的不足，若由

對了，分享才知道說小朋友到底

是看到什麼、聽到什麼及想什

麼，這樣才知道成效。(P2-3-5) 

 

 

 

 

 

 

 

 

 

 

 

 

 

 

 

 

 

一、鬆綁：法規、制度上要

鬆，不要綁得死死的，校外教學

是老師依照課程需求或不足，帶

領孩子到校外印證及加深加廣的

學習，政府機關在採購法上不要

限制老師，不要什麼都限制只能

用政府的採購法來招標，要尊

重、信任老師的專業。二、專業：

老師要憑著專業素養來規劃校外

教學的流程，在校外教學上不能

只是應付學生、家長和學校的工

作。(P2-3-6) 

 

 

公部門在校外教學方面還是

不能管太多，在採購上不要限制

太多。(P2-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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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廠商來辦理，可能在商言商，教學效果不

容易達到，……公部門在校外教學方面還是不

能管太多，在採購上不要限制太多，……目前

公部門都沒有提供資源，只有太多的規範，尤

其是低中高年級地點及補助的限制，會影響到

老師舉辦校外教學活動的意願，……比如低年

級老師教到動植物時，應該可以安排到木柵動

物園參觀，因為在地的縣市沒有比上述更適合

的環境可以配合，所以限制太多，還規定要徒

步（哈），……雖然縣府因經費的問題對地點及

補助而有所限制、規範，若低年級老師決定到

外縣市舉辦校外教學，我和行政團隊也有所彈

性，都會同意，但是按照規定就請領不到補助

款了，……我覺得老師的心胸也要豁達一點，

不要為了申請不到這一點小錢而不辦校外教

學，犧牲孩子的權利。 

 

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

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要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

外教學是很難的，但還是可以做到的，老師還

是要根據這學年的課程領域需求來規劃，而且

選定適當的地點，並且讓孩子有先備知識，到

了校外教學地點後再做補充的教學，並於教學

過程中安插相關的休閒活動，讓校外教學寓教

於樂。……若老師的專業能力不足，可以請參

觀場地的專業人員來規劃，一定以配合課程的

教學為目的，當教學目標達成後，再來設計休

閒娛樂活動。……我和行政團隊不能強力主導

地點和流程，只能提供行政上最大的資源，相

信老師的專業，老師也要憑著對工作的熱忱來

規劃有意義的校外教學活動。……目前學校老

師還無法做到規劃有意義的活動，還有進步的

空間。 

目前公部門都沒有提供資

源，只有太多的規範，尤其是低

中高年級地點及補助的限制，會

影響到老師舉辦校外教學活動的

意願。(P2-3-7-2) 

雖然縣府因經費的問題對地

點及補助而有所限制、規範，若

低年級老師決定到外縣市舉辦校

外教學，我和行政團隊也有所彈

性，都會同意，但是按照規定就

請領不到補助款了。(P2-3-7-3) 

 

 

 

 

 

 

 

 

要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

顧旅遊性的校外教學是很難的，

但還是可以做到的，老師還是要

根據這學年的課程領域需求來規

劃，而且選定適當的地點，並且

讓孩子有先備知識，到了校外教

學地點後再做補充的教學，並於

教學過程中安插相關的休閒活

動，讓校外教學寓教於樂。

(P2-3-8-1) 

我和行政團隊不能強力主導

地點和流程，只能提供行政上最

大的資源，相信老師的專業，老

師也要憑著對工作的熱忱來規劃

有意義的校外教學活動。

(P2-3-8-2) 

訪談編號：P3 

訪談對象：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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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民國 103 年 8 月 1 日上午 9 點 

訪談地點：校長室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人格特質 

1.請問您的求學背景、教育理念是什麼？ 

    我的父親是警察，從小就很嚴格，都是媽

媽在照顧我，父親不容許我犯錯，在成績、學

業方面也要求進步，常常會有打罵教育。我有

兩個姊姊都很會唸書，我們做弟弟的都在後面

辛苦追趕。……爸爸對我影響比較深遠的是要

有正義，不能違法，而且要講義氣、要誠實、

要善用時間、要守時，他跟別人有約時，一定

提前半小時到，我媽媽是家庭主婦，比較疼小

孩，比較沒跟外界接觸。……公平、正義、守

時和誠實，我覺得是我做人最根本的條件。我

認為教育理念可以從下面幾項來講，第一個會

把重點放在學生身上，辦教育就是要讓孩子有

感覺，這樣的教育才比較成功，若老師平常付

出的關心很多，但孩子感覺不到，或者他沒有

外顯行為來表達老師、爸媽教什麼，這樣讓孩

子沒感覺的教育，是表面式的教育，老師、工

友、組長、主任及校長都要有責任心，也都要

事先計畫好來全心投入服務的學校，營造一個

讓孩子有感覺的教育環境。第二個是要讓家長

知道學校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小孩，我常

教育家長：孩子不是你終生的財產，家長不要

有過多的擁有感，應該要信任老師，相信學校

的專業，讓這些專業的人放手去做，這樣孩子

的成長空間就會大，但是家長對孩子還是不太

敢放手，還是有些許的擁有感和控制慾。第三

個就是要當老師的後盾，整個教育環節最重要

的就是老師，老師對行政，老師對學生，老師

對家長等，都是一個重要的樞紐，其他人都是

在輔助教學，我會讓老師覺得我很可靠，可以

當他們的後盾，讓老師覺得來這個學校教書是

值得的，是愉快的，這樣老師才會全心全力的

 

 

我的父親是警察，從小就很

嚴格，爸爸對我影響比較深遠的

是要有正義，不能違法，而且要

講義氣、要誠實、要善用時間、

要守時。公平、正義、守時和誠

實，我覺得是我做人最根本的條

件。(P3-1-1-1) 

教育理念可以從下面幾項來

講，第一個會把重點放在學生身

上，老師、工友、組長、主任及

校長都要有責任心，也都要事先

計畫好來全心投入服務的學校，

營造一個讓孩子有感覺的教育環

境。第二個是要讓家長知道學校

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小孩，

應該要信任老師，相信學校的專

業，讓這些專業的人放手去做，

這樣孩子的成長空間就會大。第

三個就是要當老師的後盾，我會

讓老師覺得我很可靠，可以當他

們的後盾，讓老師覺得來這個學

校教書是值得的，是愉快的，這

樣老師才會全心全力的去教書。

(P3-1-1-2) 

 

 

 

 

 

 

 



 
 
 
 
 
 
 
 
 
 
 
 

 

 

 

214 

去教書。我也可以跟家長說老師是如何認真的

在教孩子，家長也可以對學校放心，所以學生、

家長和老師這三個是環節，是有關係的。 

 

2.請問您待過幾間學校，目前任職的學校與之前

的學校有何差異？ 

    我先後在六所國小服務過。……我覺得在

大學校當主任時發生的事情，比當小學校的校

長還要多，但是要擔的責任沒比校長大，擔任

校長後，會擔負起校內的任何責任，……之前

待過小型的學校，其學生、老師人數少，通常

都位於偏僻的地方，要發展的方向跟中、大型

學校不一樣，……在現任國小時，家長的教育

水準跟觀念，受到傳統學校教育、社區文化的

影響，水準比較高，雖然跟之前小學校是一樣

的環境，但現任國小在各方面都比較好，無論

如何，都還是會秉持著做事謹慎來經營任內的

學校。 

 

3.請問您平時的興趣是什麼？ 

    年輕時比較喜歡打球，後來因為膝蓋受

傷，現在就好好規劃假日的時間，多從事爬山、

騎腳踏車等戶外活動，室內就是泡茶、聽音樂

等靜態活動。 

 

4.請問您的生涯規劃是什麼？ 

    五十歲想退休，自己因喜歡爬山，曾想擔

任救難隊員，尤其是山難救護隊，只要有聽到

山難救援，就夥同隊員開車前往救助，……在

九二一地震時，曾跟幾個好友開車運送救災物

資到東勢，沿途看到運送屍體的棺材，就引起

想擔任山難救護隊的念頭，但因膝蓋受傷、體

力不如從前而作罷。現在的規劃就是等退休時

間到，不戀棧，趁著還年輕，有計畫的跟老婆

出國或到處遊玩，我也喜歡攝影，可以到國外

多拍攝跟台灣不同的景觀相片。 

 

 

 

 

 

 

 

我覺得在大學校當主任時發

生的事情，比當小學校的校長還

要多，但是要擔的責任沒比校長

大，擔任校長後，會擔負起校內

的任何責任。(P3-1-2-1) 

家長的教育水準跟觀念，受

到傳統學校教育、社區文化的影

響，水準比較高，無論如何，都

還是會秉持著做事謹慎來經營任

內的學校。(P3-1-2-2) 

 

 

 

 

好好規劃假日的時間，多從

事爬山、騎腳踏車等戶外活動，

室內就是泡茶、聽音樂等靜態活

動。(P3-1-3) 

 

 

五十歲想退休，等退休時間

到，不戀棧，趁著還年輕，有計

畫的跟老婆出國或到處遊玩，我

也喜歡攝影，可以到國外多拍攝

跟台灣不同的景觀相片。

(P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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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您當校長的回憶中，有何印象深刻的事發

生？您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之前當主任，有一次學校校長面對家長投

訴老師時，校長有先瞭解到該位老師有體罰、

勢利眼、比較現實但是也非常認真的事實，校

長一直說服家長，但家長到最後還是有無理的

要求，包括：轉班、找人關說等，校長只好兩

手一攤說：「那就請您訴諸媒體。」我當時心中

疑惑，不是不要見報比較好，怎麼校長反其道

而行，經過請教校長，校長說：「有時逼不得已，

只好用此方法去凸顯，說不定是一個解決的轉

機點。」等媒體到校時，校長先跟記者說明事

情的真相，老師有可能真的是有體罰，或老師

體罰是不得已的情形，或者老師沒體罰但這位

家長真的有問題等話語，先跟記者溝通，會講

真實的事情，讓記者知道老師難為、家長有時

有無理的要求，……讓我學習到校長是要有擔

當的能力，也要有遇到問題找出解決方法的能

力，不要跟媒體、家長和老師當下硬碰硬；我

也知覺到他的確有照顧到老師，不會責罵老

師，都是用輕鬆、詼諧舉例的方法來引導，好

像跟老師培養朋友之間的感情，他的人格特質

也有影響到我日後的處事態度，就是站在老師

的立場去想，去當老師可信任的伙伴，這樣做，

老師會願意找我談，也會主動跟我說出事情的

真相，信任學校會幫他解決。 

 

6.您如何看待校長這個職務？ 

    大家都是同事，學校是最沒有階級制度的

環境，不像軍中、警察，在學校中老師專心教

學，主任執行計畫、活動，校長這個職務只不

過是工作性質不一樣，都在處理瑣碎的事情，

所以我比較細心的是重視人跟人之間的相

處，……這個職位只是可以去實現或比較容易

主宰我的教育理想，校長雖然有權力，但是是

用來服務別人，怎麼善用權力是很重要的，比

如職務的分配、經費的使用、場地的規劃和社

 

 

面對家長投訴老師時，讓我

學習到校長是要有擔當的能力，

也要有遇到問題找出解決方法的

能力，不要跟媒體、家長和老師

當下硬碰硬；跟老師培養朋友之

間的感情，站在老師的立場去

想，去當老師可信任的伙伴，這

樣做，老師會願意找我談，也會

主動跟我說出事情的真相，信任

學校會幫他解決。(P3-1-5) 

 

 

 

 

 

 

 

 

 

 

 

 

 

 

 

 

大家都是同事，校長這個職

務只不過是工作性質不一樣，都

在處理瑣碎的事情，所以我比較

細心的是重視人跟人之間的相

處。(P3-1-6-1) 

這個職位只是可以去實現或

比較容易主宰我的教育理想，雖

然有權力，但是是用來服務別

人。(P3-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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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協調等，讓大家共享學校的資源。 

 

7.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特質？ 

    第一個應該要有熱忱，不管是對老師、家

長和孩子方面都要熱忱待人。第二個就是要有

容忍包容力，面對別人責罵、煩叨時，當下先

退讓一步，可以減少對立爭吵的情況，事後再

用對方法，跟對方溝通，找出兩者平衡的點。

第三個要有正義感，但是又不能太有正義感，

要拿捏得恰到好處。第四個是要擁有組織性的

權謀，但這不是有心機，是為了讓學校得利，

是為了照顧老師，是要讓事情進行得更順利而

具備的解決方法。 

 

二、轉型領導 

1.請問您經營學校的理念為何？ 

    首重怎樣促進行政人員和教學人員之間的

合作，行政人員和教學人員難免會有衝突發

生，我會用自身的專業能力、友善態度來鼓勵

和影響行政人員以及教學人員要互相站在雙方

的立場，去為對方著想，取得一個平衡點，若

雙方沒有交集，我會個別去瞭解雙方的想法，

達成溝通的橋樑。再來我會以身作則，自己會

守法、守時，瞭解同仁的困難，關心同仁，為

同任提供協助，讓老師、學生看到校長都有做

到，……接著就是校內要和諧，也要大家認同

我的辦學理念，一起向上，一起努力，一起為

學校的願景打拚，比如要求對外比賽要有得名

次等，這樣大家才有成就感，對學校才有幫助。 

 

2.請問您帶領校內成員的策略為何？ 

    分成物質和精神兩方面來說，在物質上，

會向家長委員爭取一些經費，來協助老師，比

如老師指導學生若得獎，就會有獎勵金，可是

支援的經費不夠用時，我會有計畫的跟家長委

員講說老師指導學生是應該的事，老師不會在

意獎勵金，但是我認為很重要，因此部分家長

 

 

 

第一個應該要有熱忱，第二

個就是要有容忍包容力，第三個

要有正義感，第四個是要擁有組

織性的權謀。(P3-1-7) 

 

 

 

 

 

 

 

 

 

首重怎樣促進行政人員和教

學人員之間的合作，我會用自身

的專業能力、友善態度來鼓勵和

影響行政人員以及教學人員要互

相站在雙方的立場，去為對方著

想，再來我會以身作則，自己會

守法、守時，瞭解同仁的困難，

關心同仁，為同任提供協助，接

著就是校內要和諧，也要大家認

同我的辦學理念，一起向上，一

起努力，一起為學校的願景打

拚。(P3-2-1) 

 

 

 

在物質上，會向家長委員爭

取一些經費，來協助老師；在精

神上，我會多鼓勵老師，讓老師

有自信心，比如老師自己或指導

學生對外比賽有得獎，我會將此

訊息放在電子白板或在晨會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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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聽到我這樣說，就認同我且會提供資金來

贊助，若有參加學校舉辦的戶外教學或自強活

動，也會贊助金錢跟大家同樂，所以特支費是

用在老師和學生方面較多。在精神上，我會多

鼓勵老師，讓老師有自信心，比如老師自己或

指導學生對外比賽有得獎，我會將此訊息放在

電子白板或在晨會上公開頒獎，並且拍照放在

走廊上的公佈欄內，……家長看到相片、老師

名字跟比賽項目等資料，會對老師有更深刻的

印象。若老師被家長投訴或跟行政有些摩擦，

產生倦怠感，我也會利用降旗後的時間，到教

室讓老師沒有壓力的跟他聊天，一方面讓老師

感覺校長有在關心，一方面也讓家長知道校長

有在關心校內的情形，也藉機提升成員的士

氣，所以我對自己的當校長方面的專業素養有

高度的信心。 

 

3.請問您跟校內成員間的關係是什麼？ 

    我會用謹慎、小心和保守的態度來評估我

跟老師、同事和學生的關係，學生是不會排斥

我的，老師覺得我很好，可是我還是會說服我

自己不要有高高在上的感覺，但也沒有說以後

需要老師幫忙，他就會幫我忙的認知，大家彼

此互相尊重，不一定要有很深的交情，但是自

己會以身作則的影響老師，讓同仁多親近我。 

 

 

 

 

4.請問您現任學校具備的特色為何？ 

    有具備專業的特色，老師有取得家長信任

的專業，主任有行政協調能力的專業，我自己

也有處理各方面事情的專業能力，我對自己有

信心，也有擔當的能力，如面對民意代表、無

理的家長及長官的要求等事情，會主動積極處

理。學校目前也有具備教學上的專業、行政協

調的專業、社區文化營造的專業和基本安全的

開頒獎，並且拍照放在走廊上的

公佈欄內。也會利用降旗後的時

間，到教室讓老師沒有壓力的跟

他聊天，一方面讓老師感覺校長

有在關心，一方面也讓家長知道

校長有在關心校內的情形，也藉

機提升成員的士氣，所以我對自

己的當校長方面的專業素養有高

度的信心。(P3-2-2) 

 

 

 

 

 

 

 

 

 

我會用謹慎、小心和保守的

態度來評估我跟老師、同事和學

生的關係，老師覺得我很好，可

是我還是會說服我自己不要有高

高在上的感覺，但也沒有說以後

需要老師幫忙，他就會幫我忙的

認知，大家彼此互相尊重，不一

定要有很深的交情，但是自己會

以身作則的影響老師，讓同仁多

親近我。(P3-2-3) 

 

 

有具備專業的特色，老師有

取得家長信任的專業，主任有行

政協調能力的專業，我自己也有

處理各方面事情的專業能力，我

對自己有信心，也有擔當的能

力，也具備教學上的專業、行政

協調的專業、社區文化營造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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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等。 

 

5.請問您擔任校長期間，有何創新的作法？ 

    在小學校時，會視當地孩子主要喜歡的活

動是什麼，鼓勵同仁去發展、營造相關教學活

動，他們的社區靠近哪裡，就視社區的性質去

發展在地文化，也會依孩子的專長及家長的期

望、職業及當地的產業結構來發展，例如在小

學校時，因為孩子好動，所以我就發展出獨輪

車活動。……在現任國小時，會鼓勵同仁帶一

些創新的觀念在推動閱讀活動，比如鼓勵孩子

用電腦做出簡報，將閱讀心得呈現出來，……

從書本所獲得的知識是有限的，但是要如何讓

孩子獲得跳躍式的實地參觀，是我目前正要去

做的，不是只有培養短期閱讀的效果，而是培

育孩子長期閱讀的習慣，比如在家裡不會去選

擇接觸電子產品，而是會拿起桌上的讀物觀

看，哪怕只是一張廣告單，這也是未來的願景

之一。 

 

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

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 

    我會以生態型為主，因為跟孩子周遭生活

的取得比較容易、貼近，孩子會比較有興趣。

對低中年級來說文化型的有時太抽象，孩子比

較不容易理解，設施型的就更不用考慮了。目

前實際上，低年級礙於縣府對搭車的規定，都

選擇較近的地點，以生態型可以實際操作或參

觀的為主，如牧場做鴨蛋等，中高年級就比較

會去遊樂區，但是慢慢的有些班級就傾向於先

去可以操作體驗的休閒農場，再去遊樂區，大

家觀念有慢慢再改變。我不會去指定各年級校

外教學的地點性質，完全尊重學年老師決定，

但是我會提供資料給學務處。 

 

 

業和基本安全的專業。(P3-2-4) 

 

 

會視當地孩子主要喜歡的活

動是什麼，鼓勵同仁去發展、營

造相關教學活動，視社區的性質

去發展在地文化。(P3-2-5-1) 

會鼓勵同仁帶一些創新的觀

念在推動閱讀活動，比如鼓勵孩

子用電腦做出簡報，將閱讀心得

呈現出來，不是只有培養短期閱

讀的效果，而是培育孩子長期閱

讀的習慣，這也是未來的願景之

一。(P3-2-5-2) 

 

 

 

 

 

 

 

 

 

會以生態型為主，因為跟孩

子周遭生活的取得比較容易、貼

近，孩子會比較有興趣。對低中

年級來說文化型的有時太抽象，

孩子比較不容易理解，設施型的

就更不用考慮了。(P3-3-1-1) 

目前實際上，低年級礙於縣

府對搭車的規定，都選擇較近的

地點，以生態型可以實際操作或

參觀的為主，中高年級就比較會

去遊樂區。(P3-3-1-2) 

我不會去指定各年級校外教

學的地點性質，完全尊重學年老

師決定，但是我會提供資料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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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

面？ 

    學生有能實際操作、體驗的方式較重要，

但是並不是遊樂區操作的體驗，而是到博物

館、工藝館或自然科學博物館去操作的體

驗，……遊樂區還是盡量不要去，這個爸媽可

自行帶去，盡量多體驗的、爬山的，但小朋友

通常不喜歡。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一次正式的校外教學還是要由學校來主

導、負責任的統籌，其它私底下班親會家長舉

辦的活動若出了事，學校也是脫不了關係的，

所以我不贊成全部由班親會辦理，若都由班親

會家長處理，出了事情，家長、外界還是會指

責學校，……。目前一次正式的校外教學，還

是由學校主導，若是由班親會名義自行辦理，

老師、家長還是會寫計畫給我，讓學校知道的。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要採用最有利標的型式，品質內容才有保

障，但是最有利標困難在審核方面，因為有人

會質疑這些廠商沒有得標過的經驗，不知道服

務到底好不好，但是廠商如果有得標服務過的

經驗，不管是從他校得知或自校上，就可以用

來判斷選擇的依據了。我來這裡三年了，這所

學校前兩年都是採用最低標，主任跟我反應說

老師不認識廠商，不知道採用最有利標的分數

如何打，而且最主要是評分老師怕出了事情要

擔責任，所以用最低標，結果校外教學回來後，

老師對品質都不太滿意，向廠商反應，廠商也

不理會老師，……其實，我有跟老師說不用怕，

我有做過最有利摽，我和主任都會提供廠商的

資訊、風評給老師當參考，但是我不會去主導

要給哪家廠商得標，只要我和老師沒有接受關

務處。(P3-3-1-3) 

 

 

 

學生有能實際操作、體驗的

方式較重要。(P3-3-2-1) 

遊樂區還是盡量不要去，這

個爸媽可自行帶去，盡量多體驗

的、爬山的。(P3-3-2-2) 

 

 

 

一次正式的校外教學還是要

由學校來主導、負責任的統籌，

其它私底下班親會家長舉辦的活

動若出了事，學校也是脫不了關

係的，所以我不贊成全部由班親

會辦理，若都由班親會家長處

理，出了事情，家長、外界還是

會指責學校。(P3-3-3) 

 

 

要採用最有利標的型式，品

質內容才有保障，用最低標，結

果校外教學回來後，老師對品質

都不太滿意。今年，老師雖然心

裡會怕擔責任，但是有行政在後

面支持，最後大家都採用了最有

利標的方式。(P3-3-4) 

 

 

 

 

 

 

 

 



 
 
 
 
 
 
 
 
 
 
 
 

 

 

 

220 

說，採用最有利標的方案才是對校外教學最有

品質保障的方式，……今年，老師雖然心裡會

怕擔責任，但是有行政在後面支持，最後大家

都採用了最有利標的方式。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

何？ 

    孩子去實際操作、體驗的校外教學比去遊

樂區的還有成效性，是在教室內無法得到的經

驗，如果是去可以印證課程的校外教學，如地

質館、科博館等，對老師來講，也是一種收穫，

只是目前老師在實施校外教學時，可能擔心孩

子的安危，要趕行程，家長有意見或身體疲憊

等，還是處於被動的配合，……既然是校外教

學，還是有搭配課程，孩子應該有教學上的效

果。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能夠少去遊樂場所，畢竟危險性高，教育

性質低，應該多去開發、接洽生態型這類可以

動手操作、親身體驗的活動比較好，在招標上

還是會採用最有利標的方案，也會繼續提供優

質的地點給學務處，轉達給學年老師參考。 

 

 

7.你對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的看法？ 

    公部門在戶外教學上不會限制各校地點的

選擇，但還是有創新、經費補助的行動，只是

在核銷項目上有很大的限制，有些補助會視戶

外教學的地點而取消，造成放棄優質的戶外教

學地點，或者要配合核銷項目而改變行程內

容，這就失去實質意義，如果可以的話，就在

補助上不要規定太多，但是目前公部門還是無

法做到。 

 

 

 

 

 

 

 

 

孩子去實際操作、體驗的校

外教學比去遊樂區的還有成效

性，是在教室內無法得到的經

驗，如果是去可以印證課程的戶

外教學，對老師來講，也是一種

收穫。(P3-3-5-1) 

只是目前老師在實施校外教

學時，可能擔心孩子的安危，要

趕行程，家長有意見或身體疲憊

等，還是處於被動的配合。

(P3-3-5-2) 

 

 

能夠少去遊樂場所，多去開

發、接洽生態型這類可以動手操

作、親身體驗的活動，招標上還

是會採用最有利標的方案，也會

繼續提供優質的地點給學務處，

轉達給學年老師參考。(P3-3-6) 

 

 

公部門在校外教學上不會限

制各校地點的選擇，但還是有創

新、經費補助的行動，只是在核

銷項目上有很大的限制，如果可

以的話，就在補助上不要規定太

多。(P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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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

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希望老師能搭配課程來選擇地點，在出發

前能做行前教育，補充校外教學地點方面的課

外知識，屆時，再做動態的娛樂活動。 

 

 

希望老師也能搭配課程來選

擇地點，在出發前能做行前教

育，補充校外教學地點方面的課

外知識，屆時，再做動態的娛樂

活動。(P3-3-8) 

訪談編號：P4 

訪談對象：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校長 

訪談時間：民國 103 年 8 月 4 日上午 10 點 

訪談地點：校長室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人格特質 

1.請問您的求學背景、教育理念是什麼？ 

    爸媽本身學歷不高，在當時學歷是人向上

升遷的一個要素，就鼓勵我能讀就盡量讀，家

裡也窮，讀公費的師專是最好的選擇，所以我

在求學方面是滿積極主動的，當國中畢業後就

報考師專，覺得學歷不夠，又報考彰化師範大

學輔導系，以及特教研究所和行政碩士班。爸

媽的管教方式非常民主，也信任、支持我的作

為，造就了我在各方面都充滿自信。教育其實

從輔導來說是一種助人的工作，就是教導學生

具備良善，鼓勵學生充滿信心，讓社會能夠安

定。 

 

2.請問您待過幾間學校，目前任職的學校與之前

的學校有何差異？ 

    我在三所國小當過教師及主任，在兩所國

小當校長，在大型學校時，上級交辦的事務會

比較多、資源也比較多，相對的小型學校事務

就比較少、資源少，無論是大、小學校的環境，

我都樂於接受挑戰，也都能適應……小型學校

的家長經濟較不好，學生求學認真的態度也較

不積極，大學校的工作量多，但是分工也較細，

有時工作量太多，我會主動的積極分配、協調、

 

 

爸媽本身學歷不高，在當時

學歷是人向上升遷的一個要素，

就鼓勵我能讀就盡量讀，所以我

在求學方面是滿積極主動的，爸

媽的管教方式非常民主，也信

任、支持我的作為，造就了我在

各方面都充滿自信。(P4-1-1-1) 

教育其實從輔導來說是一種

助人的工作，就是教導學生具備

良善，鼓勵學生充滿信心，讓社

會能夠安定。(P4-1-1-2) 

 

 

 

在大型學校時，上級交辦的

事務會比較多、資源也比較多，

相對的小型學校事務就比較少、

資源少，無論是大、小學校的環

境，我都樂於接受挑戰，也都能

適應。(P4-1-2-1) 

大學校的工作量多，但是分

工也較細，有時工作量太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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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合作，而且要處理人的事會比較多，難度

也比較高一點，但是我會說服他人，尋求一個

平衡點。 

 

 

 

3.請問您平時的興趣是什麼？ 

    我是個外向、樂觀的人，我也喜歡跟朋友

到處走走，或是一個人看電影、聽音樂。 

 

 

4.請問您的生涯規劃是什麼？ 

    我本身沒有規劃，都是受旁人影響，聽旁

人說去考主任就考主任，叫我去考校長就去考

校長，雖然被別人推著走，但是會視為一種挑

戰的去正向面對，……本來規劃就只是學歷要

高一點，就讀到碩士，也沒要讀到博士

（哈），……未來的規劃就一直當校長，一直當

校長，在校長任內退休。 

 

5.在您當校長的回憶中，有何印象深刻的事發

生？您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在前任國小時，有一個事件被刊登在報紙

上，內容是我要罷免一個家長會長，其實他的

觀念跟家長會委員間的觀念不同，委員們都不

希望他續當會長，因家長會的組織章程只有選

舉，沒有罷免的條文，後來才有修正，在當時

造成誤會。我覺得當會長的人有自己的理念是

沒錯，但是在大環境中跟別的委員不一樣時，

一個人的意志要改變整個家長會的制度是很難

的，他比較不會跟別人協調溝通，也覺得主任

對他不尊重，就要我在學期中換掉主任，否則

不支持我連任，……這件事雖然對我的身心有

影響，但是我的個性還算堅強，因為他一直檢

舉就要寫報告（哈），後來經過教育處調查後，

還是覺得學校的任何作法是合乎規定的。 

 

會主動的積極分配、協調、尋求

合作，而且要處理人的事會比較

多，難度也比較高一點，但是我

會說服他人，尋求一個平衡點。

(P4-1-2-2) 

 

 

我是個外向、樂觀的人，我

也喜歡跟朋友到處走走，或是一

個人看電影、聽音樂。(P4-1-3) 

 

 

我本身沒有規劃，都是受旁

人影響，雖然被別人推著走，但

是會視為一種挑戰的去正向面

對，未來的規劃就一直當校長，

一直當校長，在校長任內退休。

(P4-1-4) 

 

 

 

 

在前任國小時，有一個事件

被刊登在報紙上，內容是我要罷

免一個家長會長，其實他的觀念

跟家長會委員間的觀念不同，委

員們都不希望他續當會長，在當

時造成誤會。(P4-1-5-1) 

我覺得當會長的人有自己的

理念是沒錯，但是在大環境中跟

別的委員不一樣時，一個人的意

志要改變整個家長會的制度是很

難的，他比較不會跟別人協調溝

通，也覺得主任對他不尊重，這

件事雖然對我的身心有影響，但

是我的個性還算堅強。

(P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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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您如何看待校長這個職務？ 

    就是服務更多的人，因為職位比較高，可

以把自己的理念影響、服務或鼓勵更多的人。 

 

 

 

7.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特質？ 

    校長是一個助人的工作，所以特質就是要

對人有興趣，能夠喜歡去幫助別人，規劃事情

上要能很周延，讓大家能夠分工合作，……有

人說校長要跟別人交際應酬，但我只把它當成

是一種正常的社交活動，只是沒辦法，因為要

去適應這個環境，也有時會想說當校長到底對

不對，…….我的特質是比較偏向跟人和睦相

處，跟同事間有很好的情誼，跟學生有良好的

互動關係，以良善的心來主動幫助大家，積極

協調處理任何事。 

 

 

 

 

二、轉型領導 

1.請問您經營學校的理念為何？ 

    將學校塑造成一個學習型組織，我自己會

以身作則不斷吸取有關教育方面的知識，並且

鼓勵同仁有機會要積極去進修，才能因應現代

教育的工作和面對家長的要求。……也支持校

內所舉辦的教師研習和社團活動，讓同仁能跟

我一起成長。 

 

 

 

2.請問您帶領校內成員的策略為何？ 

    我會尊重、信賴同仁，營造開放的氛圍，

也會以自身的特質，無形中去影響大家重視教

育本質的信念，我也覺得大家相聚是一種緣

 

 

就是服務更多的人，因為職

位比較高，可以把自己的理念影

響、服務或鼓勵更多的人。

(P4-1-6) 

 

 

校長是一個助人的工作，所

以人格特質就是要對人有興趣，

能夠喜歡去幫助別人，規劃事情

上要能很周延，讓大家能夠分工

合作。(P4-1-7-1) 

有人說校長要跟別人交際應

酬，但我只把它當成是一種正常

的社交活動。(P4-1-7-2) 

我的特質是比較偏向跟人和

睦相處，跟同事間有很好的情

誼，跟學生有良好的互動關係，

以良善的心來主動幫助大家，積

極協調處理任何事。(P4-1-7-2) 

 

 

 

將學校塑造成一個學習型組

織，我自己會以身作則不斷吸取

有關教育方面的知識，並且鼓勵

同仁有機會要積極去進修，才能

因應現代教育的工作和面對家長

的要求。也支持校內所舉辦的教

師研習和社團活動，讓同仁能跟

我一起成長。(P4-2-1) 

 

 

我會尊重、信賴同仁，營造

開放的氛圍，也會以自身的特

質，無形中去影響大家重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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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要好聚好散，不要聲嚴厲色（哈），大家見

面多一點笑容、關懷，不要有爭執，若有爭執，

也不要掛在心上，大家和睦相處。也會多鼓勵

同仁，校長雖有獎懲權，但也是很難去實施，

頂多口頭獎勵，讓大家讚賞，或是在學校的臉

書提起成員良好的表現、按個讚，也會寫電子

信件鼓勵成員優良的事蹟。 

 

3.請問您跟校內成員間的關係是什麼？ 

    大家相逢自是有緣，同事一場，長官跟部

屬的關係不用分太清楚，同事間的相處就跟朋

友一樣，不要太計較，不要太有長幼有序的感

覺（哈）。 

 

4.請問您現任學校具備的特色為何？ 

    學校的特色不是只靠校長，最重要的是看

老師的興趣、專長、能力跟意願來營造的，老

師有某方面的興趣、專長、能力跟意願，才可

以事半功倍的來推動學校特色，若只有校長的

理念，但大家都沒有共識，就不太容易推

動，……我會主動的提供新訊息給同仁，也會

多激發同仁創造的能力來辦學，像本校認證的

特色有美術教育、閱讀教育跟健康促進教育，

這也是老師在這方面有能力、有意願去做，才

能夠讓學校具備這樣的特色。 

 

5.請問您擔任校長期間，有何創新的作法？ 

    大家要有知識經濟、分享的概念，把好的

一面拿出來分享，我利用知識經濟觀念的管

理，做一個知識學院的學習型組織平台，把知

識視為經濟，可以累積、儲存、分享跟管理，

讓大家分享好的事物，這樣可以創造出更高的

經濟價值。 

 

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

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 

本質的信念，我也覺得大家相聚

是一種緣分，要好聚好散，不要

聲嚴厲色，也會多鼓勵同仁，口

頭獎勵，讓大家讚賞，或是在學

校的臉書提起成員良好的表現、

按個讚，也會寫電子信件鼓勵成

員優良的事蹟。(P4-2-2) 

 

 

長官跟部屬的關係不用分太

清楚，同事間的相處就跟朋友一

樣，不要太計較，不要太有長幼

有序的感覺。(P4-2-3) 

 

 

我會主動的提供新訊息給同

仁，也會多激發同仁創造的能力

來辦學，像本校認證的特色有美

術教育、閱讀教育跟健康促進教

育，這也是老師在這方面有能

力、有意願去做，才能夠讓學校

具備這樣的特色。(P4-2-4) 

 

 

 

 

 

我利用知識經濟觀念的管

理，做一個知識學院的學習型組

織平台，把知識視為經濟，可以

累積、儲存、分享跟管理，讓大

家分享好的事物，這樣可以創造

出更高的經濟價值。(P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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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由參加校外教學的人數多寡來選擇，如

果是一個班級，這三種型態都可以安排，如果

是一整個學年，就要考慮這個地點是否可以容

納得下，不然就要分批輪流進行，……以這個

國小的人數來說，以生態型、設施型都可以，

文化型就有點困難，因為場地受限，我不會排

斥義大世界、劍湖山、六福村和九族文化村等

遊樂區，是要看帶隊老師怎麼安排、導覽，上

述地區都有教育性：六福村可觀看動物，九族

文化村有原住民文化可觀賞，我非常贊同去遊

樂區，不要只是把校外教學僵化成一定要去教

學，我覺得它是一個重要的體驗，在師生之間、

同學之間就會產生感情的體驗，休閒權也是教

育的一環，不管是去哪裡都可以學習到旅遊的

安全、生活倫理、道德、行為等，不一定要侷

限於坐下來聽講解，只要當地周遭的環境、景

物、植物、建築，老師有辦法補充這些課外知

識，就會產生教學效果了，因為這些都是在學

校看不到的，能結合課程就結合，不能結合也

是另一種體驗，這也是一種多元化的教學，……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不一定只安排一個點，可

以安排兩三個點。……目前校外教學的地點選

擇都是由各學年會議產生，我、主任都不會去

硬性規定的，原則上不要重複，但有時候老師

認為這個地方值得再去，我也不會反對，因為

地方雖然一樣，但人、事、物不同，感覺起來

也會不同，或者兩位老師強調的重點不同，也

會讓孩子有不同的體驗。 

 

 

 

 

 

 

 

 

 

應由參加校外教學的人數多

寡來選擇，要考慮這個地點是否

可以容納得下，不然就要分批輪

流進行。(P4-3-1-1) 

以生態型、設施型都可以，

文化型就有點困難，因為場地受

限。(P4-3-1-2) 

我不會排斥義大世界、劍湖

山、六福村和九族文化村等遊樂

區，是要看帶隊老師怎麼安排、

導覽，上述地區都有教育性：六

福村可觀看動物，九族文化村有

原住民文化可觀賞，我非常贊同

去遊樂區，不要只是把校外教學

僵化成一定要去教學，我覺得它

是一個重要的體驗，在師生之

間、同學之間就會產生感情的體

驗，休閒權也是教育的一環，不

管是去哪裡都可以學習到旅遊的

安全、生活倫理、道德、行為等，

不一定要侷限於坐下來聽講解，

只要當地周遭的環境、景物、植

物、建築，老師有辦法補充這些

課外知識，就會產生教學效果

了，因為這些都是在學校看不到

的，能結合課程就結合，不能結

合也是另一種體驗，這也是一種

多元化的教學。(P4-3-1-3)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不一定

只安排一個點，可以安排兩三個

點。(P4-3-1-4) 

目前校外教學的地點選擇都

是由各學年會議產生，我、主任

都不會去硬性規定的，原則上不

要重複，但有時候老師認為這個

地方值得再去，我也不會反對，

因為地方雖然一樣，但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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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

面？ 

    不管是結合教學或娛樂上，要有實際的體

驗，也要寓教於樂。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目前學校有兩種，主要的一年一次、符合

規定的校外教學由學校透過招標統一辦理，另

一種就由各班的班親會組織來自由辦理，只要

各班經費管理得當就好，但是學校還是會要求

要注意安全的，如車輛方面。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最低標和最有利標各有優缺點，最低標完

全以價格取勝，很多東西會被犧牲，很難規範

得很清楚；最有利標則比較會符合所需要的項

目，還有議價空間等優點，…….我比較喜歡最

有利標，它比較符合學校的需求，當選定一間

廠商後，可以再議價，也有彈性跟對學校有利

的地方可以談，也可以要求提供額外的服務，

如護理師、領隊、學習單、雨衣等，這些都是

對學校有利的。……目前學校大多採用最有利

標的。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

何？ 

    在教學成效上，要看老師、導覽人員的解

說方式、素質或事先有沒有安排規劃而定，若

從親師、師生之間的互動來看，是有效果的。

在老師身上也是有成效的，因為若有導覽人員

解說，老師也有學習到額外的知識。 

物不同，感覺起來也會不同，或

者兩位老師強調的重點不同，也

會讓孩子有不同的體驗。

(P4-3-1-5) 

 

 

 

不管是結合教學或娛樂上，

要有實際的體驗，也要寓教於

樂。(P4-3-2) 

 

 

主要的一年一次、符合規定

的校外教學由學校透過招標統一

辦理，另一種就由各班的班親會

組織來自由辦理。(P4-3-3) 

 

 

 

比較喜歡最有利標，它比較

符合學校的需求，當選定一間廠

商後，可以再議價，也有彈性跟

對學校有利的地方可以談，也可

以要求提供額外的服務，如護理

師、領隊、學習單、雨衣等，這

些都是對學校有利的。

(P4-3-4-1) 

目前學校大多採用最有利標

的。(P4-3-4-2) 

 

 

 

在教學成效上，要看老師、

導覽人員的解說方式、素質或事

先有沒有安排規劃而定，若從親

師、師生之間的互動來看，是有

效果的。在老師身上也是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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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校外教學是屬於多元化的一種教學，看時

代的趨勢如何，就往那邊多著墨，不管地點的

選擇為何，如遊樂區、博物館，都有它存在的

必要，只是行程要如何安排、老師的導覽怎麼

做是很重要的，老師也可以先收集資料，幫孩

子做行前教育，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7.你對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的看法？ 

    公部門在校外教學上都會要求車輛的安

全、逃生的演練等，目前對車子的年齡限制有

放鬆，……雖然不會要求地點的選擇，但是對

低年級設限不能搭車，只能到附近的社區走

走，我不太贊同，因為走在馬路上也是有危險，

也是需要很多志工、家長來維持交通，危險性

不會比搭車還低，……也希望公部門在校外教

學地點的安全上，能嚴格監督、維護，做好安

檢的工作，比如遊樂場的設備是否合乎安全

等，就要靠公部門嚴格審查。 

 

 

 

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

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要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校

外教學，第一個要配合課程，如自然、社會或

其他領域，如果是靜態的場所，可以再搭配一

個動態的場所，不管是教學上或是娛樂上的收

穫，我覺得都要有。比較好的安排是老師可以

先舉行導覽，導覽完再分散玩樂，要有教學也

的，因為若有導覽人員解說，老

師也有學習到額外的知識。

(P4-3-5) 

 

 

校外教學是屬於多元化的一

種教學，看時代的趨勢如何，就

往那邊多著墨，不管地點的選擇

為何，如遊樂區、博物館，都有

它存在的必要，只是行程要如何

安排、老師的導覽怎麼做是很重

要的，老師也可以先收集資料，

幫孩子做行前教育，可以達到事

半功倍的成效。(P4-3-6) 

 

 

雖然不會要求地點的選擇，

但是對低年級設限不能搭車，只

能到附近的社區走走，我不太贊

同，因為走在馬路上也是有危

險，也是需要很多志工、家長來

維持交通，危險性不會比搭車還

低。(P4-3-7-1) 

希望公部門在校外教學地點

的安全上，能嚴格監督、維護，

做好安檢的工作，比如遊樂場的

設備是否合乎安全等，就要靠公

部門嚴格審查。(P4-3-7-2) 

 

 

 

要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

顧旅遊性的校外教學，第一個要

配合課程，如自然、社會或其他

領域，如果是靜態的場所，可以

再搭配一個動態的場所，不管是

教學上或是娛樂上的收穫，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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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玩樂。 

 

得都要有。比較好的安排是老師

可以先舉行導覽，導覽完再分散

玩樂，要有教學也要有玩樂。

(P4-3-8) 

訪談編號：P5 

訪談對象：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校長 

訪談時間：民國 103 年 8 月 5 日上午 10 點 

訪談地點：校長室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人格特質 

1.請問您的求學背景、教育理念是什麼？ 

    從小我的成績比兄弟姊妹優秀，所以國中

畢業後，考上高中，因家境清寒，無力就讀高

中，只好就讀師專，師專畢業後就讀○○大學

輔導系、輔導研究所學分班，之後就讀○○大

學教育學研究所。我的教育理念是在何種職

位，演什麼要像什麼，比如像我當校長就要有

校長的樣子，要多體貼別人，多考慮別人的立

場，若是資淺的校長，因經驗少，做事比較粗

淺，當有點經歷時，同樣的事情，不同的服務

年資，思維、形式風格可能很改變，但是不會

改變當教育人員的初衷，就是相信人是善良的。 

 

 

 

2.請問您待過幾間學校，目前任職的學校與之前

的學校有何差異？ 

    我擔任老師時待過一所學校，共十年；擔

任主任時待過兩所學校，共六年半；當校長時

待過四個學校，快滿二十年，……目前任職的

學校其社會資源比較多，中大型學校的人力資

源豐富，辦校內外或縣府活動時游刃有餘，人

力、物力、資源和空間比較充足，當然承擔縣

府的工作會比較多，同仁負擔的工作也會比較

沈重，但是我會過濾這些工作，不會過量，也

會用親切的態度跟同仁合作，不要讓人覺得我

 

 

教育理念是在何種職位，演

什麼像什麼，比如像我當校長就

要有校長的樣子，要多體貼別

人，多考慮別人的立場，同樣的

事情，不同的服務年資，思維、

形式風格可能會改變，但是不會

改變當教育人員的初衷，就是相

信人是善良的。(P5-1-1) 

 

 

 

 

 

 

 

 

目前任職的學校其社會資源

比較多，中大型學校的人力資源

豐富，辦校內外或縣府活動時游

刃有餘，人力、物力、資源和空

間比較充足，當然承擔縣府的工

作會比較多，同仁負擔的工作也

會比較沈重。但是我會過濾這些

工作，不會過量，也會用親切的

態度跟同仁合作，不要讓人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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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關型的校長。 

 

3.請問您平時的興趣是什麼？ 

    喜歡獨自騎單車，尤其以海線為主，空氣

比較新鮮；也喜歡跟家人打桌球；另外因為有

學吹奏薩克斯風，在期末時有跟學生一起表

演，師生同樂，不要都是學生在表演，大家也

都認為我是個很好相處的校長；在假日時會把

家裡弄得很溫馨，平常也會利用茶葉罐等資源

回收品來做手工藝。 

 

 

 

4.請問您的生涯規劃是什麼？ 

    會當校長是因為某種機緣，我覺得當校長

就是把學校經營得很溫馨、漂亮、整潔，也是

一種生涯規劃，……退休的生涯規劃是要每天

安排得很充實，目標是擁有一塊山坡地，蓋一

間小木屋，弄點花草布置，在屋內唱歌、泡茶，

每天會找事情做，不會讓自己閒下來。……我

喜歡幫助別人，包括親戚，我到哪個地方都會

幫人弄點東西，女兒都說我很雞婆，比如我姊

姊家的廁所少點東西，下次去我就帶點東西

去，她就很感動。 

 

 

 

5.在您當校長的回憶中，有何印象深刻的事發

生？您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每個學校都有潛在的問題，有些問

題可能是學生或者是老師，擔任老師是影響一

個班級，班級的學生是影響一個家庭，所以老

師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如果老師是問題的根

源，對學生的負面影響很大，若當校長的人發

現老師有問題，應該去極力協助他，之前發現

一位精神狀態有問題的男老師，我就花很多心

思去幫助他，找他的爸爸、弟弟來晤談，一定

我是公關型的校長。(P5-1-2) 

 

 

喜歡獨自騎單車，也喜歡跟

家人打桌球；另外因為有學吹奏

薩克斯風，在期末時有跟學生一

起表演，師生同樂，不要都是學

生在表演，大家也都認為我是個

很好相處的校長；在假日時會把

家裡弄得很溫馨，平常也會利用

茶葉罐等資源回收品來做手工

藝。(P5-1-3) 

 

 

當校長就是把學校經營得很

溫馨、漂亮、整潔，也是一種生

涯規劃。(P5-1-4-1) 

退休的生涯規劃是要每天安

排得很充實，目標是擁有一塊山

坡地，蓋一間小木屋，弄點花草

布置，在屋內唱歌、泡茶，每天

會找事情做，不會讓自己閒下

來。(P5-1-4-2) 

我喜歡幫助別人，包括親

戚，我到哪個地方都會幫人弄點

東西。(P5-1-4-3) 

 

 

 

擔任老師是影響一個班級，

班級的學生是影響一個家庭，所

以老師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如果

老師是問題的根源，對學生的負

面影響很大，若當校長的人發現

老師有問題，應該去極力協助

他。(P5-1-5-1) 

我覺得一定要主動關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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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帶他去看醫生，經過檢查、吃藥，到現在已

經上軌道了。……我覺得一定要主動關心學

生、老師和同事，尤其是浮在檯面上的那些

人。……另外有些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家庭

經濟不好，十年前我有次請學生吃麥當勞，有

位姊姊要把漢堡、可樂和雞塊留給弟弟吃，因

為弟弟沒吃過，這件事給我的衝擊很大，讓我

學習到要幫助弱勢的孩子，也體驗到很多孩子

人生的第一次都是老師、主任和校長給他的，

學校要給孩子甜蜜的回憶。 

 

6.您如何看待校長這個職務？ 

    校長對學校的影響很大，會影響學校現在

跟未來的發展，校長是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決定

者，每一個決定都要非常慎重，一定要以關心

別人的立場來考量。 

 

 

 

7.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特質？ 

    要像一個水晶球一樣，第一個是圓，要圓

融，包含對同事、長官、家長和民意代表等都

要圓融，不要太有個性，要多體貼。第二個是

廣，要從各方面來看學校，不是從自己的角度

看學校。第三個是亮，看每件事情要能透徹、

清楚，當校長不是只有蓋章、頒獎和主持會議

等，要做很多決定，要發現很多問題，要看到

學校未來的走向，不是只有每天上午上班，下

午下班，要有自我期許、自我壓力和謙虛待人，

我會從這三種角度去做的。 

 

 

 

 

二、轉型領導 

1.請問您經營學校的理念為何？ 

    我特別重視行政團隊的能力，覺得行政團

生、老師和同事，尤其是浮在檯

面上的那些人。(P5-1-5-2) 

我學習到要幫助弱勢的孩

子，也體驗到很多孩子人生的第

一次都是老師、主任和校長給他

的，學校要給孩子甜蜜的回憶。

(P5-1-5-3) 

 

 

 

 

 

校長對學校的影響很大，會

影響學校現在跟未來的發展，校

長是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決定者，

每一個決定都要非常慎重，一定

要以關心別人的立場來考量。

(P5-1-6) 

 

 

要像一個水晶球一樣，第一

個是圓，要圓融，包含對同事、

長官、家長和民意代表等都要圓

融，不要太有個性，要多體貼。

第二個是廣，要從各方面來看學

校，不是從自己的角度看學校。

第三個是亮，看每件事情要能透

徹、清楚，當校長不是只有蓋章、

頒獎和主持會議等，要做很多決

定，要發現很多問題，要看到學

校未來的走向，要有自我期許、

自我壓力和謙虛待人，我會從這

三種角度去做的。(P5-1-7) 

 

 

 

我特別重視行政團隊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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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是學校的主幹，如果行政團隊很強，對教學

方面一定有幫助。……我會以身作則的去贏得

他們的尊重，也會跟行政人員說一定要公私分

明，但有時要公私不分，公私不分是指不要太

計較，有些行政人員下班時間到就要離開崗

位，明天再做，那就完全沒有人情味，我在時

間上、金錢上的拿捏，也是公私不分，如果太

計較，同事會看不起，對學校額外付出的時間、

金錢，我不會計較，會以身作則做給同事看，

同事目前都認同我，也受我感染的朝公私分明

和公私不分的觀念來做。……我會看遠一點、

廣一點，多為部屬設想，會有爭議的地方，要

事先做好溝通工作。 

 

 

 

2.請問您帶領校內成員的策略為何？ 

    第一個是關心，同仁的任何事情，不管是

好的、是壞的，都要關心，這樣才會對學校有

認同感。第二個是信任，對同仁要知人善任，

放在適當的位置，這樣同仁也會信任、信賴我

的。第三個是鼓勵，鼓勵他報考公家機關考試、

進修等，……平常時間，同仁認為校長跟他是

同一陣線，很關心他，很瞭解他，這也是關懷、

鼓舞他的方法。我會到主任家去坐坐，瞭解家

庭狀況，雖然主任壓力大，但是也造成主任整

理客廳的優點，這樣也是有成長（哈），……逢

年過節時，也會招待主任、組長等行政人員到

家裡吃飯，聯絡感情，就像我開放自己，對成

員心胸全部開放，跟大家是有點黏又不會太

黏，有點透明又不會太透明，有點神秘感又不

會太神秘。 

 

 

 

3.請問您跟校內成員間的關係是什麼？ 

    把每個同仁當作家人，就像跟家人有摩擦

力，覺得行政團隊是學校的主

幹，如果行政團隊很強，對教學

方面一定有幫助。(P5-2-1-1) 

我會以身作則的去贏得他們

的尊重，也會跟行政人員說一定

要公私分明，但有時要公私不

分，公私不分是指不要太計較，

我不會計較，會以身作則做給同

事看，同事目前都認同我，也受

我感染的朝公私分明和公私不分

的觀念來做。(P5-2-1-2) 

我會看遠一點、廣一點，多

為部屬設想，會有爭議的地方，

要事先做好溝通工作。

(P5-2-1-3) 

 

 

第一個是關心，同仁的任何

事情，不管是好的、是壞的，都

要關心，這樣才會對學校有認同

感。第二個是信任，對同仁要知

人善任，放在適當的位置，這樣

同仁也會信任、信賴我的。第三

個是鼓勵，鼓勵他報考公家機關

考試、進修等。(P5-2-2-1) 

同仁認為校長跟他是同一陣

線，很關心他，很瞭解他，這也

是關懷、鼓舞他的方法。

(P5-2-2-2) 

我會到主任家去坐坐，瞭解

家庭狀況，也會招待主任、組長

等行政人員到家裡吃飯，聯絡感

情，就像我開放自己，對成員心

胸全部開放。(P5-2-2-3) 

 

 

把每個同仁當作家人，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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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不會懷恨在心，如果把同事當家人，同

事也會把我當成家人對待的，就不會有同仁耍

心機、檢舉、投訴的事，造成大家心結很深的

現象，……有時要用正向的手段來收買人心，

就像用大哥哥的態度一樣對待同仁，大家會認

為校長很正派，就可把同仁間負面的觀感，轉

換成正面助力，……把每一個同仁當成家人看

待的話，就會主動聆聽他們的心聲，體恤他們

的辛勞，所有的問題也都會迎刃而解，同仁目

前也都能感受到我真誠的心意，把我當家人。 

 

4.請問您現任學校具備的特色為何？ 

    第一個是環境整齊、乾淨，因為家長看不

到現場教學的情形，只看到教室布置、公佈欄、

廁所、垃圾桶和環境擺設等小細節，要讓家長

覺得學校是很用心的在營造一個很潔淨、很舒

適的教學空間，這是看得到的境教。第二個是

同事感受到這是一個人性化的服務環境，覺得

來上班是一件快樂的事，校長都有表達適度的

關心及重視，而沒有勾心鬥角、拍桌怒罵、批

評指責、互相猜忌的事情，這也是看不到的境

教。 

 

 

5.請問您擔任校長期間，有何創新的作法？ 

    第一個是在升旗或集會時，每個學生都有

一張童軍椅，因升旗次數一個禮拜只有兩次，

每次時間都很長，學生要站或蹲，都是對身體

的一個負擔，而且注意力也會不集中，所以每

個學生都有一張童軍椅可坐，非常方便，機動

性也高，也是設身處地的為師生著想，學生、

家長和老師都反映很好。第二個是推廣民俗童

玩，現在孩子能玩的都是電子產品，對眼睛、

身體傷害很大，所以推廣民俗童玩，比如竹馬、

滾鐵環、跳繩和跳格子，讓學生下課可充分利

用，不會無聊。第三個是推動學校識別系統

（SIS），在前任國小從學校標誌、獎狀、聘書、

跟家人有摩擦時，也不會懷恨在

心，就會主動聆聽他們的心聲，

體恤他們的辛勞，所有的問題也

都會迎刃而解，同仁目前也都能

感受到我真誠的心意，把我當家

人。(P5-2-3) 

 

 

 

 

 

 

第一個是環境整齊、乾淨，

要讓家長覺得學校是很用心的在

營造一個很潔淨、很舒適的教學

空間，這是看得到的境教。第二

個是同事感受到這是一個人性化

的服務環境，覺得來上班是一件

快樂的事，校長都有表達適度的

關心及重視，而沒有勾心鬥角、

拍桌怒罵、批評指責、互相猜忌

的事情，這也是看不到的境教。

(P5-2-4) 

 

 

第一個是在升旗或集會時，

每個學生都有一張童軍椅，非常

方便，機動性也高，也是設身處

地的為師生著想，學生、家長和

老師都反映很好。第二個是推廣

民俗童玩，讓學生下課可充分利

用，不會無聊。第三個是推動學

校識別系統（SIS），從學校標誌、

獎狀、聘書、識別證、文件、信

封等都結合這套系統。(P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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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證、文件、信封等都結合這套系統。 

 

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

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 

    校外教學活動地點的選擇首要考慮到空間

能夠容納的學生人數、安全性和交通的方便

性，不考慮新鮮感的話，就以鄰近縣市為

主。……若讓我選擇低中高年級的校外教學，

我都會選生態型為主，……我不會去主導各年

級的校外教學，……目前學校低中高年級也是

到遊樂區較多，我不會反對到遊樂區玩，要考

慮的是孩子當時的防範安全措施為何，並且避

免到危險的地方玩。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

面？ 

    學習跟休閒要兼顧，不要打著教學的口

號，結果都是休憩為主，完全沒有教學的效果。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一年一次規定的校外教學都是由各學年提

出，再由學校統一辦理，除了這個，另外也有

各班班親會自己辦理小型活動，次數就沒限

制，由各班老師和班親會自行運作。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是最有利標的型式，比較有旅遊品質。目

前校內是最有利標和最低標的型式皆有。 

 

 

 

 

 

校外教學活動地點的選擇首

要考慮到空間能夠容納的學生人

數、安全性和交通的方便性，不

考慮新鮮感的話，就以鄰近縣市

為主。(P5-3-1-1) 

若讓我選擇低中高年級的校

外教學，我都會選生態型為主。

(P5-3-1-2) 

目前學校低中高年級也是到

遊樂區較多，我不會反對到遊樂

區玩，要考慮的是孩子當時的防

範安全措施為何，並且避免到危

險的地方玩。(P5-3-1-3) 

 

 

 

學習跟休閒要兼顧，不要打

著教學的口號，結果都是休憩為

主，完全沒有教學的效果。

(P5-3-2) 

 

 

一年一次規定的校外教學都

是由各學年提出，再由學校統一

辦理，除了這個，另外也有各班

班親會自己辦理小型活動，次數

就沒限制，由各班老師和班親會

自行運作。(P5-3-3) 

 

 

是最有利標的型式，比較有

旅遊品質。目前校內是最有利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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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

何？ 

    「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只要有參加

校外教學的學生，回來都會有成效，視野會比

較廣、見野會比較多。在老師方面，老師可以

用實際上所看到的，來佐證課堂上所教過的理

論，比如講到動物，就到動物園；講到植物，

就到植物園，回來後再跟課堂上的知識相應

證，可以對教學有幫助，……我不反對到遊樂

區，因為到遊樂區從事校外教學時，有不同的

設計、玩法和安全的措施，也一定對孩子有幫

助的。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我覺得要因地制宜，不同的學年，規劃不

同的地點；在學習單上面，高年級可設計成開

放式的題目，低年級可用封閉性的題目，中年

級就介於兩者之間，……從事校外教學前要做

行前教育，有關校外教學地點的背景、知識，

要做個說明，孩子比較有概念，回來後再做個

心得分享和統整。 

 

 

 

 

 

7.你對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的看法？ 

    公部門希望學校在法令上依法行事，最終

目的是希望學生安全，原則上是規定以本縣的

遊樂區為主，可是有時縣內沒有適合的旅遊地

和最低標的型式皆有。(P5-3-4) 

 

 

 

「行萬里路，勝讀萬卷書。」

只要有參加校外教學的學生，回

來都會有成效，視野會比較廣、

見野會比較多。在老師方面，老

師可以用實際上所看到的，來佐

證課堂上所教過的理論，比如講

到動物，就到動物園；講到植物，

就到植物園，回來後再跟課堂上

的知識相應證，可以對教學有幫

助。(P5-3-5-1) 

我不反對到遊樂區，因為到

遊樂區從事校外教學時，有不同

的設計、玩法和安全的措施，也

一定對孩子有幫助的。

(P5-3-5-2) 

 

 

我覺得要因地制宜，不同的

學年，規劃不同的地點；在學習

單上面，高年級可設計成開放式

的題目，低年級可用封閉性的題

目，中年級就介於兩者之間。

(P5-3-6-1) 

從事校外教學前要做行前教

育，有關校外教學地點的背景、

知識，要做個說明，孩子比較有

概念，回來後再做個心得分享和

統整。(P5-3-6-2) 

 

 

原則上是規定以本縣的遊樂

區為主，可是有時縣內沒有適合

的旅遊地點，本校只能以上級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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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本校只能以上級單位的說法當個參考，若

是只能到八卦山，就對小朋友沒有新鮮感、吸

引力，……公部門可從法令上來規定遊覽車的

公司，旅行社的招標流程等，由公部門來介入，

我們再配合；而教學的品質，再由各個學校來

處理，公部門和學校兩方面互相配合，最後目

的就是達到安全精進且有教學意涵的校外教

學。 

 

 

 

 

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

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的

校外教學就要由各學年老師來安排，廠商提供

的地點只是一個大方向，老師要再仔細規

劃。……當參觀校外教學時，可以設計學習單，

回來再做個整理，至少要有三成的教學內涵，

才有實質意義，要有休閒活動的成分，也不要

全部都是教學。 

 

位的說法當個參考，若是只能到

八卦山，就對小朋友沒有新鮮

感、吸引力。(P5-3-7-1) 

公部門可從法令上來規定遊

覽車的公司，旅行社的招標流程

等，由公部門來介入，我們再配

合；而教學的品質，再由各個學

校來處理，公部門和學校兩方面

互相配合，最後目的就是達到安

全精進且有教學意涵的校外教

學。(P5-3-7-2) 

 

 

 

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

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教學就要由各

學年老師來安排，廠商提供的地

點只是一個大方向，老師要再仔

細規劃。(P5-3-8-1) 

當參觀校外教學時，可以設

計學習單，回來再做個整理，至

少要有三成的教學內涵，才有實

質意義，要有休閒活動的成分，

也不要全部都是教學。

(P5-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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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國小級任教師訪談逐字稿整理 

訪談編號：T1 

訪談對象：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教師 

訪談時間：民國 103 年 9 月 3 日上午 10 點 10 分 

訪談地點：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教室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人格特質 

1.您覺得現任校長具備哪些特質？ 

    我覺得我們校長非常有創造力，常會有創

新的點子跟我們分享，對我們不同的想法也會

接納，也會主動關心我們，而且具有畫家的氣

質。 

 

 

二、轉型領導 

1.您覺得現任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他會鼓勵我們要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同仁

共同來發展學校的特色；當老師有好的表現

時，他也會公開讚揚，並且凡事會站在老師的

立場為我們著想。 

 

 

 

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

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是否

跟校長有關？ 

    文化型。校長雖然沒有強烈規定我們要選

擇何種地點性質，他是完全尊重我們老師的決

定，但是會提供校外教學相關的優質訊息給我

們參考，在校長的影響之下，我還是會參考校

長提供的資料，來選擇校外教學地點的性質。 

 

 

 

 

 

我覺得我們校長非常有創造

力，常會有創新的點子跟我們分

享，對我們不同的想法也會接

納，也會主動關心我們，而且具

有畫家的氣質。(T1-1-1) 

 

 

 

他會鼓勵我們要表達自己

的想法，和同仁共同來發展學校

的特色；當老師有好的表現時，

他也會公開讚揚，並且凡事會站

在老師的立場為我們著想。

(T1-2-1) 

 

 

 

 

 

文化型。(T1-3-1-1) 

校長雖然沒有強烈規定我們

要選擇何種地點性質，他是完全

尊重我們老師的決定，但是會提

供校外教學相關的優質訊息給我

們參考，在校長的影響之下，我

還是會參考校長提供的資料，來

選擇校外教學地點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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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

面？ 

    第一個是學生的安全，再來就是校外教學

的安排要適合學生的課程發展。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當然還是由全校統一辦理才好，這樣才能

減輕老師的工作和出事情的責任。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我比較傾向於最有利標的方式，因為對校

外教學的品質比較有保障。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

何？ 

    如果是選擇設施型的遊樂園場所，好像對

學生學習效果沒有多大的幫助，如果是文化型

或生態型的話，至少會有導覽解說或實做，對

學生的成效性就有幫助了。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希望老師要秉持良心來規劃校外教學的安

排，盡量不要去遊樂園，這樣對學生、家長也

比較有幫助及交代。 

 

 

7.校長可提供老師在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可提供校外教學地點優質的訊息，統籌分

配校外教學的招標工程，鼓勵並支持老師辦理

校外教學的意願。 

(T1-3-1-2) 

 

 

 

第一個是學生的安全，再來

就是校外教學的安排要適合學生

的課程發展。(T1-3-2) 

 

 

當然還是由全校統一辦理才

好，這樣才能減輕老師的工作和

出事情的責任。(T1-3-3) 

 

 

我比較傾向於最有利標的方

式，因為對校外教學的品質比較

有保障。(T1-3-4) 

 

 

 

如果是選擇設施型的遊樂園

場所，好像對學生學習效果沒有

多大的幫助，如果是文化型或生

態型的話，至少會有導覽解說或

實做，對學生的成效性就有幫助

了。(T1-3-5) 

 

 

希望老師要秉持良心來規劃

校外教學的安排，盡量不要去遊

樂園，這樣對學生、家長也比較

有幫助及交代。(T1-3-6) 

 

 

可提供校外教學地點優質的

訊息，統籌分配校外教學的招標

工程，鼓勵並支持老師辦理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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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

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全學年老師先蒐集資料，再決定選出能配

合課程的校外教學地點，若需要導覽介紹，則

要積極安排導覽人員，也可以自己充當或利用

隨行家長的資源來擔任導覽人員，事前也要先

做行前教育，事後讓學生寫學習單或心得發

表，這樣教學性就有了，當然也不要完全整個

都是教學性過程，要讓孩子自由分組遊玩或實

作，這樣也可兼顧孩子的旅遊性。 

教學的意願。(T1-3-7) 

 

 

 

全學年老師先蒐集資料，再

決定選出能配合課程的校外教學

地點，若需要導覽介紹，則要積

極安排導覽人員，也可以自己充

當或利用隨行家長的資源來擔任

導覽人員，事前也要先做行前教

育，事後讓學生寫學習單或心得

發表，這樣教學性就有了，當然

也不要完全整個都是教學性過

程，要讓孩子自由分組遊玩或實

作，這樣也可兼顧孩子的旅遊

性。(T1-3-8) 

訪談編號：T2 

訪談對象：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教師 

訪談時間：民國 103 年 9 月 5 日上午 9 點 30 分 

訪談地點：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教室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人格特質 

1.您覺得現任校長具備哪些特質？ 

    我覺得我們校長喜歡創新和求變化，也會

按照自己的理念來達成目標，如：建設校園，

而且他的外交技巧佳。 

 

 

二、轉型領導 

1.您覺得現任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他比較有個人的特色，也會善用激勵技巧

來鼓勵團隊合作。 

 

 

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

 

 

喜歡創新和求變化，也會按

照自己的理念來達成目標，如：

建設校園，而且他的外交技巧

佳。(T2-1-1) 

 

 

 

他比較有個人的特色，也會

善用激勵技巧來鼓勵團隊合作。

(T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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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是否

跟校長有關？ 

    生態型，因為比較適合低年級。我會參考

校長提出的意見來決定校外教學地點的選擇。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

面？ 

    我希望孩子能在其中習得認知、情意和技

能等目標。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依校外教學的目的而定，若是全學年一起

行動，那是希望由全校統籌辦理，若是額外的

就會由班親會辦理，所以兩種皆會實行。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以最有利標為前提且最低標者。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

何？ 

    就本學年—低年級而言，對孩子的成效佳。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期望在安全前提下，低年級也能搭車參

觀，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 

 

 

7.校長可提供老師在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給予老師在校外教學地點的選擇、規劃等

可以充分的支持與信任。 

 

 

生態型，因為比較適合低年

級。(T2-3-1-1) 

我會參考校長提出的意見來

決定校外教學地點的選擇。

(T2-3-1-2) 

 

 

 

希望孩子能在其中習得認

知、情意和技能等目標。(T2-3-2) 

 

 

依校外教學的目的而定，若

是全學年一起行動，那是希望由

全校統籌辦理，若是額外的就會

由班親會辦理，所以兩種皆會實

行。(T2-3-3) 

 

 

以最有利標為前提且最低標

者。(T2-3-4) 

 

 

 

就本學年—低年級而言，對

孩子的成效佳。(T2-3-5) 

 

 

期望在安全前提下，低年級也

能搭車參觀，學習不同領域的知

識。(T2-3-6) 

 

 

給予老師在校外教學地點的

選擇、規劃等可以充分的支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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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

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配合課程內容，找適當的教學地點，讓學

生將課程運用於生活中，例如：安排休閒農場

為校外教學地點，內容有動、植物認識，DIY

教學，大地遊戲，將國語、數學、生活和健體

課本內容融入，其中費用的考量亦是規劃因素

之一。 

信任。(T2-3-7) 

 

 

 

配合課程內容，找適當的教

學地點，讓學生將課程運用於生

活中，例如：安排休閒農場為校

外教學地點，內容有動、植物認

識，DIY教學，大地遊戲，將國語、

數學、生活和健體課本內容融

入，其中費用的考量亦是規劃因

素之一。(T2-3-8) 

訪談編號：T3 

訪談對象：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教師 

訪談時間：民國 103 年 9 月 11 日下午 1 點 30 分 

訪談地點：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教室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人格特質 

1.您覺得現任校長具備哪些特質？ 

    我覺得他很幽默、風趣，重視榮譽，而且

情緒掌控得宜。 

 

二、轉型領導 

1.您覺得現任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他的風格為有自信、幽默風趣，尊重、體

諒我們，並且展現民主開放的態度。 

 

 

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

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是否

跟校長有關？ 

    生態型。是，會受到校長的特質和風格等

種種影響。 

 

 

 

 

幽默、風趣，重視榮譽，而

且情緒掌控得宜。(T3-1-1) 

 

 

 

有自信、幽默風趣，尊重、

體諒我們，並且展現民主開放的

態度。(T3-2-1) 

 

 

 

 

 

生態型。(T3-3-1-1) 

是，會受到校長的特質和風

格等種種影響。(T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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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

面？ 

    我比較注重校外教學環境的安全、衛生，

以及學生喜好的活動來安排課程。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全校統一辦理。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採用最有利標的方式較適宜。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

何？ 

    目前學生都能獲得課本以外的知識，並且

能拓展生活經驗。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我覺得可以依不同年齡學生來規劃適合之

行程，或者配合課程內的知識來做實地探訪。 

 

 

7.校長可提供老師在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因為校長不會硬性規定校外教學的地點跟

方式，所以目前不知道能提供什麼樣的資源。 

 

 

 

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

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可以選擇兼具生態觀察及遊樂設施的地

點，教師根據此地點設計適合之行程，含括動

態活動與靜態參訪，讓學生體驗自然與人文之

美，從遊樂中獲得知識。 

 

 

我比較注重校外教學環境的

安全、衛生，以及學生喜好的活

動來安排課程。(T3-3-2) 

 

 

全校統一辦理。(T3-3-3) 

 

 

採用最有利標的方式較適

宜。(T3-3-4) 

 

 

 

目前學生都能獲得課本以外

的知識，並且能拓展生活經驗。

(T3-3-5) 

 

 

可以依不同年齡學生來規劃

適合之行程，或者配合課程內的

知識來做實地探訪。(T3-3-6) 

 

 

因為校長不會硬性規定校外

教學的地點跟方式，所以目前不

知道能提供什麼樣的資源。

(T3-3-7) 

 

 

 

可以選擇兼具生態觀察及遊

樂設施的地點，教師根據此地點

設計適合之行程，含括動態活動

與靜態參訪，讓學生體驗自然與

人文之美，從遊樂中獲得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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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3-8) 

訪談編號：T4 

訪談對象：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教師 

訪談時間：民國 103 年 9 月 16 日上午 9 點 

訪談地點：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教室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人格特質 

1.您覺得現任校長具備哪些特質？ 

    我覺得他具親和力，會主動跟學生、家長、

老師互動，而且熱心助人，提供各項協助，並

且鼓勵師生進修學習。 

 

 

二、轉型領導 

1.您覺得現任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他會以身作則，贏得老師們的尊敬，而且

促成校內良好風氣，事事講求公平公正，能採

納別人意見，不會專斷獨行。 

 

 

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

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是否

跟校長有關？ 

    生態型。是，雖然校長不會主導我們地點

的選擇，但是會提供資訊給我們參考，我會受

到校長的趨向來選擇地點。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

面？ 

    我比較重視的是學生與外界的應對進退情

形，以及學生在過程中是否能主動參與學習。 

 

 

 

 

具親和力，會主動跟學生、

家長、老師互動，而且熱心助人，

提供各項協助，並且鼓勵師生進

修學習。(T4-1-1) 

 

 

 

以身作則，贏得老師們的尊

敬，而且促成校內良好風氣，事

事講求公平公正，能採納別人意

見，不會專斷獨行。(T4-2-1) 

 

 

 

 

 

生態型。(T4-3-1-1) 

是，雖然校長不會主導我們

地點的選擇，但是會提供資訊給

我們參考，我會受到校長的趨向

來選擇地點。(T4-3-1-2) 

 

 

 

學生與外界的應對進退情

形，以及學生在過程中是否能主

動參與學習。(T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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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當然是希望由全校來統一辦理。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採用最有利標的方式，對學生的校外教學

品質才有保障。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

何？ 

    仍有進步空間，因為有時校外教學設計的

學習目標不夠明確，對學生的成效性不高。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希望在未來舉辦校外教學上能更有彈性，

不要有時間、次數上的限制。 

 

 

7.校長可提供老師在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老師提出需求，由校長及行政人員能與廠

商接洽爾後事宜。 

 

 

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

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能讓校外教學內容更豐富，要與同學年老

師開會討論，訂下一個與課程相關的校外教學

之學習主題，主題要能包含動態與靜態的活

動，動態的活動如：遊戲、比賽、實際操作、

DIY 等；靜態的活動如：影片欣賞、解說員導

覽。 

 

全校來統一辦理。(T4-3-3) 

 

 

採用最有利標的方式，對學

生的校外教學品質才有保障。

(T4-3-4) 

 

 

 

仍有進步空間，因為有時校

外教學設計的學習目標不夠明

確，對學生的成效性不高。

(T4-3-5) 

 

 

舉辦校外教學上能更有彈

性，不要有時間、次數上的限制。

(T4-3-6) 

 

 

老師提出需求，由校長及行

政人員能與廠商接洽爾後事宜。

(T4-3-7) 

 

 

 

能讓校外教學內容更豐富，

要與同學年老師開會討論，訂下

一個與課程相關的校外教學之學

習主題，主題要能包含動態與靜

態的活動，動態的活動如：遊戲、

比賽、實際操作、DT4Y等；靜態

的活動如：影片欣賞、解說員導

覽。(T4-3-8) 

訪談編號：T5 

訪談對象：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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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民國 103 年 9 月 30 日下午 2 點 30 分 

訪談地點：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教室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人格特質 

1.您覺得現任校長具備哪些特質？ 

    校長人格特質是奉公守法、守時，具組織

力但是行事低調、保守，表情嚴肅，不苟言笑。 

 

 

二、轉型領導 

1.您覺得現任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他凡事依法辦理，人品高尚，廉能公正，

尊重教師教學自主，也深受同仁學習的楷模；

但是獨善其身，少與部屬互動以及和家長會成

員溝通。 

 

 

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

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是否

跟校長有關？ 

    生態型。儘量配合校長的指示，也會受校

長的影響，如有不合宜的地點會再經學年會議

作抉擇。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

面？ 

    首選之地點必須符合生態教育及文化素養

的場所，因此校外教學的安排會注重教育內涵

及兼具娛樂功能之場所。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為顧及整體安全性及符合經濟效應，以及

 

 

奉公守法、守時，具組織力

但是行事低調、保守，表情嚴肅，

不苟言笑。(T5-1-1) 

 

 

 

凡事依法辦理，人品高尚，

廉能公正，尊重教師教學自主，

也深受同仁學習的楷模；但是獨

善其身，少與部屬互動以及和家

長會成員溝通。(T5-2-1) 

 

 

 

 

 

生態型。(T5-3-1-1) 

儘量配合校長的指示，也會

受校長的影響，如有不合宜的地

點會再經學年會議作抉擇。

(T5-3-1-2) 

 

 

 

首選之地點必須符合生態教

育及文化素養的場所，因此校外

教學的安排會注重教育內涵及兼

具娛樂功能之場所。(T5-3-2) 

 

 

為顧及整體安全性及符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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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增加老師負擔和教學成果，會採用全校統

一辦理的方式。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最有利標較能符合校外教學品質及安全

性。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

何？ 

    以純教育功能的場所作為校外教學，雖然

教學效果有，但學生參加意願較差；……若選

擇目前國內四大遊樂設施，其較具休閒旅遊成

效，假如到遊樂地區教學，會先到具教育功能

的設施，採用集體行動以利教學，其餘時間再

實施分組自由活動，如此教學及旅遊娛樂成效

會兼具且較顯著。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要選擇兼具教學與休閒旅遊成效的場所，

還可再安排工廠參觀、展覽等小型活動，以充

實校外教學內容。 

 

 

7.校長可提供老師在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希望能提供符合教學成效的地點、交通、

活動資訊及辦理招標。 

 

 

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

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地點適中，不要太近或太遠，以利於時間

的使用，選擇的地點也要適合學生的程度、興

趣與能力，如低年級以 DIY 實作、參觀動植物

濟效應，以及避免增加老師負擔

和教學成果，會採用全校統一辦

理的方式。(T5-3-3) 

 

 

最有利標較能符合校外教學

品質及安全性。(T5-3-4) 

 

 

 

以純教育功能的場所作為校

外教學，雖然教學效果有，但學

生參加意願較差。(T5-3-5-1) 

若選擇目前國內四大遊樂設

施，其較具休閒旅遊成效，假如

到遊樂地區教學，會先到具教育

功能的設施，採用集體行動以利

教學，其餘時間再實施分組自由

活動，如此教學及旅遊娛樂成效

會兼具且較顯著。(T5-3-5-2) 

 

 

要選擇兼具教學與休閒旅遊

成效的場所，還可再安排工廠參

觀、展覽等小型活動，以充實校

外教學內容。(T5-3-6) 

 

 

希望能提供符合教學成效的

地點、交通、活動資訊及辦理招

標。(T5-3-7) 

 

 

 

地點適中，不要太近或太

遠，以利於時間的使用，選擇的

地點也要適合學生的程度、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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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生態等類型為主；中年級可選擇兼具娛樂

設施及有認識生態、文化展覽和工廠參觀等；

高年級可參與四大主題遊樂設施，學習物理性

質的遊戲器材，配合參觀文化製作、民俗技藝

表演等。……行程規劃，以一日遊為原則，費

用普通，交通便利，避免長途跋涉，或行駛山

區等。教學過程應作適當分組及集體學習和分

組自由活動，避免放任學生漫無目的到處遊

走。可事先勘查場地及請園區提供學習內容，

並事先讓學生學習單元知識、事後填寫學習

單，以利概念學習。 

與能力，如低年級以 DIY實作、

參觀動植物園、生態等類型為

主；中年級可選擇兼具娛樂設施

及有認識生態、文化展覽和工廠

參觀等；高年級可參與四大主題

遊樂設施，學習物理性質的遊戲

器材，配合參觀文化製作、民俗

技藝表演等。(T5-3-8-1) 

行程規劃，以一日遊為原

則，費用普通，交通便利，避免

長途跋涉，或行駛山區等。教學

過程應作適當分組及集體學習和

分組自由活動，避免放任學生漫

無目的到處遊走。可事先勘查場

地及請園區提供學習內容，並事

先讓學生學習單元知識、事後填

寫學習單，以利概念學習。

(T5-3-8-2) 

訪談編號：T6 

訪談對象：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教師 

訪談時間：民國 103 年 10 月 7 日上午 10 點 30 分 

訪談地點：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教室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人格特質 

1.您覺得現任校長具備哪些特質？ 

    外表嚴肅，自我規範且小心謹慎的做事，

但缺乏親和力。 

 

 

二、轉型領導 

1.您覺得現任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雖然以身作則，但我覺得比較保守、少了

前瞻性的風格。 

 

 

三、校外旅遊教學 

 

 

外表嚴肅，自我規範且小心

謹慎的做事，但缺乏親和力。

(T6-1-1) 

 

 

 

雖然以身作則，但我覺得比

較保守、少了前瞻性的風格。

(T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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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

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是否

跟校長有關？ 

    生態型。如果校長暗示的地點是符合學生

的需求，我會受到他影響而加以參考的。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

面？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著重於學

生能親身體驗或實作。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還是以全校統一辦理的方式比較適合老

師。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最有利標的方式，對校外教學的品質比較

會有保證。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

何？ 

    目前舉辦校外教學的成效不彰，學生到戶

外時，常規不易管理，加上安全責任問題、交

通、經費等因素而影響老師實施校外教學的意

願。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期待使校外教學活動都能夠提供學生實際

生活的真實體驗，學校的教育更應與校外教學

相結合，不僅能發揮教育功能，更是環境教育

的活教材。 

 

 

 

 

生態型。(T6-3-1-1) 

如果校長暗示的地點是符合

學生的需求，我會受到他影響而

加以參考的。(T6-3-1-2) 

 

 

 

「讀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路」，我著重於學生能親身體驗或

實作。(T6-3-2) 

 

 

還是以全校統一辦理的方式

比較適合老師。(T6-3-3) 

 

 

最有利標的方式，對校外教

學的品質比較會有保證。

(T6-3-4) 

 

 

 

目前舉辦校外教學的成效不

彰，學生到戶外時，常規不易管

理，加上安全責任問題、交通、

經費等因素而影響老師實施校外

教學的意願。(T6-3-5) 

 

 

期待使校外教學活動都能夠

提供學生實際生活的真實體驗，

學校的教育更應與校外教學相結

合，不僅能發揮教育功能，更是

環境教育的活教材。(T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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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校長可提供老師在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校長可以整合校外教學的資源，建置校外

教學上的學習網絡，並且提供師生親近人文及

生態環境方面的管道。 

 

 

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

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我會根據家鄉歷史人文之特性，並且發展

學校本位的課程及學校特色來規劃校外教學，

期待可以提供師生親近人文及生態環境之管

道，發展親子共遊、共學的知性休閒旅遊。 

 

 

整合校外教學的資源，建置

校外教學上的學習網絡，並且提

供師生親近人文及生態環境方面

的管道。(T6-3-7) 

 

 

 

我會根據家鄉歷史人文之特

性，並且發展學校本位的課程及

學校特色來規劃校外教學，期待

可以提供師生親近人文及生態環

境之管道，發展親子共遊、共學

的知性休閒旅遊。(T6-3-8) 

訪談編號：T7 

訪談對象：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教師 

訪談時間：民國 103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2 點 10 分 

訪談地點：彰化縣和美鎮○○國小教室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人格特質 

1.您覺得現任校長具備哪些特質？ 

    他循規蹈矩但也嚴謹固執，而且遇到事情

較有主觀性以及不知變通的特質。 

 

 

二、轉型領導 

1.您覺得現任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我感受到他是屬於命令型的領導風格，比

較不會主動關心老師。 

 

 

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

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是否

跟校長有關？ 

 

 

循規蹈矩但也嚴謹固執，而

且遇到事情較有主觀性以及不知

變通的特質。(T7-1-1) 

 

 

 

我感受到他是屬於命令型的

領導風格，比較不會主動關心老

師。(T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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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型。否，我不會根據校長的暗示或喜

好的地點，來更改我心中的校外教學旅遊地點

性質。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

面？ 

    老師在校外教學各方面的活動安排用心與

否，會影響學習的成效。 

 

 

3.您認為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還是以全校統一辦理的方式對老師比較輕

鬆。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最有利標，才有品質的保證。 

 

 

5.您認為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

何？ 

    普通，看不出來有多大的成效。 

 

 

6.在未來的校外旅遊教學上有何看法？ 

    希望一到六年級的校外教學地點上有一連

串完整的規劃，選擇的地點不要重複性太高。 

 

 

 

7.校長可提供老師在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與行政人員共同排定全校一到六年級校外

教學的地點，讓學童在國小六年階段的校外教

學有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 

 

 

生態型。(T7-3-1-1) 

否，我不會根據校長的暗示

或喜好的地點，來更改我心中的

校外教學旅遊地點性質。

(T7-3-1-2) 

 

 

 

老師在校外教學各方面的活

動安排用心與否，會影響學習的

成效。(T7-3-2) 

 

 

還是以全校統一辦理的方式

對老師比較輕鬆。(T7-3-3) 

 

 

最有利標，才有品質的保

證。(T7-3-4) 

 

 

 

普通，看不出來有多大的成

效。(T7-3-5) 

 

 

希望一到六年級的校外教學

地點上有一連串完整的規劃，選

擇的地點不要重複性太高。

(T7-3-6) 

 

 

與行政人員共同排定全校一

到六年級校外教學的地點，讓學

童在國小六年階段的校外教學有

不同類型的學習活動。(T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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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

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要有教學效果的校外教學，應搭配學習

單，因為根據教學目標而設計的學習單，有助

於學生的學習；若又要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教

學，地點的選擇就更為重要，就應考慮風景宜

人的地方。 

 

 

 

 

要有教學效果的校外教學，

應搭配學習單，因為根據教學目

標而設計的學習單，有助於學生

的學習；若又要兼顧旅遊性的校

外教學，地點的選擇就更為重

要，就應考慮風景宜人的地方。

(T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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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公部門主管訪談逐字稿整理 

訪談編號：O 

訪談對象：彰化縣教育處○督學 

訪談時間：民國 103 年 8 月 26 日上午 9 點 

訪談地點：彰化縣○○國小會議室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人格特質 

1.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人格特質？ 

    要有溝通協調的能力，當上級有政策要推

動，需要老師和行政上的業務配合，這中間也

許有衝突或不協調時，校長的溝通協調能力就

很重要，而且他的專業能力也要足夠，行政人

員跟老師也比較能接受他，有助於業務的推

動。另外要具備包容心，在現今多元的社會中，

無論是老師或家長，都有多方不同的意見，如

何去做包容跟整合是很重要的，校長如果具備

此特質，一定能夠順利推動業務和帶領組織成

員。 

 

二、轉型領導 

1.您覺得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校長的領導風格可能跟他本身的人格特質

有關，基本上一個校長的領導風格真的要做到

好，要考量的因素有很多，除了本身的人格特

質，還有專業素養、學校氛圍、家長們關心的

程度、學生的素質和老師教學的情況等，校長

必須要做一個綜合的判斷，才有助於學校的領

導，他應該要滿多元的，不可能是單一方面，

只是這方面的輕重區分，校長要考量後，去改

變他的領導方式，校務的運作才會比較順暢。 

 

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

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 

    以生態型或文化型為主，生態型可以實地

 

 

要有溝通協調的能力，專業

能力也要足夠，要具備包容心，

如何去做包容跟整合是很重要

的。(O-1-1) 

 

 

 

 

 

 

 

 

 

校長的領導風格可能跟他本

身的人格特質有關，還有專業素

養、學校氛圍、家長們關心的程

度、學生的素質和老師教學的情

況等，校長必須要做一個綜合的

判斷，才有助於學校的領導。

(O-2-1-1) 

他應該要滿多元的，不可能

是單一方面。(O-2-1-2) 

 

 

 

 

以生態型或文化型為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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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觀察、體驗，孩子的感受會比較深；文化型

是可以讓孩子接觸到以前的文物，跟課本內容

做個印證。……大部分國小教學的地點性質還

是偏向設施型的遊樂場較多，……我曾經看過

一位老師自己辦理校外教學的方式，是先做行

前教育，再帶領班上孩子走路及搭車到市中心

看一場電影，回來後分組發表、學習，整套課

程讓我覺得這位老師很用心，……近幾年，我

有看到一些設計不錯的教案，是結合愛心教

養、生態及文化的活動，可以提供老師分享。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

面？ 

    一、在孩子方面：既然是校外教學，應該

是重視學校知識的延伸，因為透過孩子的實際

體驗，跟課本或平時教學互相印證的話，可以

增加孩子深刻的體會，其實體驗學習是很重要

的，平常上課只有知識性的輸入，沒有去體驗

學習，是很容易忘記的，就像騎腳踏車或游泳，

有動手去做容易記下來，以後比較會用得到，

知識性的學習其實純記憶，以後會忘記的，……

我會覺得體驗教學是很重要的，讓孩子能親身

實作、體驗、體會是比較好的。二、在老師方

面：老師的規劃能力就很重要，校外教學的工

作不是給旅行社去規劃，老師只是跟著去玩一

天回來就好，這樣是很難達到體驗教學的目

的，雖然有些旅行社的領隊、導覽員對該地點

有經驗，可是教學既然是一種專業，還是學校

老師比較瞭解孩子的需求，老師只要肯用心去

規劃，對學生的學習效果會比較好。 

 

3.您認為國小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我沒有特別的看法，看學校的運作，只要

合法就行，因為學校有運作的模式，只要不違

反相關法令，我覺得都可以辦理。 

 

 

態型可以實地去觀察、體驗，孩

子的感受會比較深；文化型是可

以讓孩子接觸到以前的文物，跟

課本內容做個印證。(O-3-1-1) 

大部分國小教學的地點性質

還是偏向設施型的遊樂場較多。

(O-3-1-2) 

 

 

 

 

 

 

一、在孩子方面：既然是校

外教學，應該是重視學校知識的

延伸，因為透過孩子的實際體

驗，跟課本或平時教學互相印證

的話，可以增加孩子深刻的體

會，體驗教學是很重要的，讓孩

子能親身實作、體驗、體會是比

較好的。二、在老師方面：老師

的規劃能力就很重要，教學既然

是一種專業，還是學校老師比較

瞭解孩子的需求，老師只要肯用

心去規劃，對學生的學習效果會

比較好。(O-3-2) 

 

 

 

 

 

 

我沒有特別的看法，看學校

的運作，只要合法就行，因為學

校有運作的模式，只要不違反相

關法令，我覺得都可以辦理。

(O-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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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我會比較希望是最有利標型式，學校若用

心的規劃校外教學，此型式可以去討論出學校

的需求，比較有空間、有品質，也比較合乎學

校的想法，最低標型式完全是價格標，若要加

入教學上有意義的活動或規劃，比較難跟廠商

做互動。 

 

5.國小目前舉辦校外旅遊教學的成效性如何？ 

    學生方面有獲得快樂的心態，是有符合

的；但站在學習的角度來看，我看是比較缺乏，

因為設施型的校外教學比較難達到教學跟體驗

融合的部分。老師方面如果是到遊樂區的話，

老師的事情好像很少，對老師就沒有成效的幫

助。 

 

 

 

6.公部門可提供國小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提供契約範本、相關法令規定等資源，比

如：交通車、救護車的規範，對於安全比較有

保障，……最有利標型式下，學校在招標時，

對於租賃的車子有契約範本可參考，就不會違

法。……若有糾紛或行政上的疑義，可提供協

助。 

 

7.公部門在校外旅遊教學上應該扮演甚麼角

色？ 

    一、扮演行政上的協助：因為縣府看過各

校的計畫比較多，各校若有疑問，可以提供他

校的經驗做為參考。二、將法令規定修得更完

備：修得更完備的話，對學校更有利。三、提

供契約範本：縣府提供的契約範本可以讓學校

對於招標、採購等業務更有保障。四、辦理採

購法研習：學校比較會擔心採購方面的問題，

縣府每年都會辦理採購法研習，希望校內沒有

 

 

我會比較希望是最有利標型

式，學校若用心的規劃校外教

學，此型式可以去討論出學校的

需求，比較有空間、有品質，也

比較合乎學校的想法。(O-3-4) 

 

 

 

學生方面有獲得快樂的心

態，是有符合的；但站在學習的

角度來看，我看是比較缺乏，因

為設施型的校外教學比較難達到

教學跟體驗融合的部分。老師方

面如果是到遊樂區的話，老師的

事情好像很少，對老師就沒有成

效的幫助。(O-3-5) 

 

 

提供契約範本、相關法令規

定等資源，對於租賃的車子有契

約範本可參考，就不會違法，若

有糾紛或行政上的疑義，可提供

協助。(O-3-6) 

 

 

 

 

一、扮演行政上的協助：因

為縣府看過各校的計畫比較多，

各校若有疑問，可以提供他校的

經驗做為參考。二、將法令規定

修得更完備：修得更完備的話，

對學校更有利。三、提供契約範

本：縣府提供的契約範本可以讓

學校對於招標、採購等業務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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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的採購業務人員一定要參加，比如負責採

購業務的總務主任沒有證照，縣府會優先開缺

的，讓採購人員對於採購業務比較安心的作法。 

 

 

 

 

 

 

8.各國小的校外旅遊教學上還有那些需要再加

強的？ 

    老師對校外教學的觀念，要有跟課程做結

合的概念，應該對課程要有更多的認識，因為

有更深的認識，才能將校外教學跟課程做融合。 

 

 

 

9.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

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遊性

的校外教學，就要老師多用點心，不一定全部

是老師自己一人去規劃，可以在學年會議上，

跟同年段老師討論是否課程主題有跟校外教學

相融合，就可以帶出孩子真正學習的效果，也

可以達到老師教學的意義，……老師有用心去

規劃，給孩子特別的體驗跟學習，雖然過程很

辛苦，但成就感會很高，……現今有些旅行社

規劃得很好，讓老師不用去煩惱，但老師若是

沒有去設計課程，也要在行前會議跟廠商互相

把雙方想法做個溝通，找出可以再讓活動更好

的因素，這樣對學生的學習比較有幫助，……

畢竟是課程的一部份，不論去遊樂設施或旅遊

景點，其實現今學校也會去結合教學，會設計

學習單、學習本，內容是有跟景點相關的資料，

可以引導學生思考。 

 

 

保障。四、辦理採購法研習：學

校比較會擔心採購方面的問題，

縣府每年都會辦理採購法研習，

希望校內沒有證照的採購業務人

員一定要參加，比如負責採購業

務的總務主任沒有證照，縣府會

優先開缺的，讓採購人員對於採

購業務比較安心的作法。(O-3-7) 

 

 

 

老師對校外教學的觀念，要

有跟課程做結合的概念，應該對

課程要有更多的認識，因為有更

深的認識，才能將校外教學跟課

程做融合。(O-3-8) 

 

 

 

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

又兼顧旅遊性的校外教學，就要

老師多用點心，不一定全部是老

師自己一人去規劃，可以在學年

會議上，跟同年段老師討論是否

課程主題有跟校外教學相融合，

就可以帶出孩子真正學習的效

果，也可以達到老師教學的意

義。(O-3-9-1) 

老師有用心去規劃，給孩子

特別的體驗跟學習，雖然過程很

辛苦，但成就感會很高。

(O-3-9-2) 

老師若是沒有去設計課程，

也要在行前會議跟廠商互相把雙

方想法做個溝通，找出可以再讓

活動更好的因素，這樣對學生的

學習比較有幫助。(O-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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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家長訪談逐字稿整理 

訪談編號：N 

訪談對象：彰化縣立○○國小家長會會長 

訪談時間：民國 103 年 7 月 29 日下午 2 點 

訪談地點：彰化縣○○鎮會長家 

訪談方式：開放式錄音 

訪談逐字稿內容 編碼分析 

一、人格特質 

1.您覺得校長該具備哪些人格特質？ 

    要有足夠的協調溝通能力、前瞻性，才能

規劃學校的未來，……校長也是要和外界接

觸，所以也要有擔當性，最重要的是要有良好

的品德、品行，這是公務人員應該要具備的。 

 

 

 

二、領導風格 

1.您覺得校長的領導風格為何？ 

    我覺得要有協調性、溝通性的風格，要像

民意代表傾聽基層的聲音，校長無法全面顧慮

到，所以要能協調及溝通主任、老師的意見。 

 

 

三、校外旅遊教學 

1.如果由您個人自行決定校外旅遊教學活動地

點，您會選擇的主要活動地點性質為何？ 

    我覺得要看年齡層來選擇，低年級是安排

生態型，中、高年級是安排設施型，但不是遊

樂區、主題樂園方面，應該是安排參觀發電廠、

焚化爐、能源設施等建設，或者去警察局、法

院旁聽等，這些不管在硬體和軟體上，都能讓

孩子吸收到知識。……現在的低年級大都是參

觀植物園，觀光農場這個區塊，中、高年級大

都選擇遊樂區、主題樂園，我覺得劍湖山、六

福村及九族文化村等設施型的費用，一般家長

都負擔得起，應由家長利用假日自行帶去，以

 

 

要有足夠的協調溝通能力、

前瞻性，才能規劃學校的未來，

因為校長也是要和外界接觸，所

以也要有擔當性，最重要的是要

有良好的品德、品行，這是公務

人員應該要具備的。(N-1-1) 

 

 

 

我覺得要有協調性、溝通性

的風格，要像民意代表傾聽基層

的聲音，要能協調及溝通主任、

老師的意見。(N-2-1) 

 

 

 

 

我覺得要看年齡層來選擇，

低年級是安排生態型，中、高年

級是安排設施型，但不是遊樂

區、主題樂園方面，應該是安排

參觀發電廠、焚化爐、能源設施

等建設，或者去警察局、法院旁

聽等，這些不管在硬體和軟體

上，都能讓孩子吸收到知識。

(N-3-1-1) 

現在的低年級大都是參觀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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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立場來講，應該安排參觀發電廠、焚化

爐、法院旁聽等設施型的活動，因為比較實際

一點。 

 

 

 

 

 

 

 

 

2.您對於校外旅遊教學比較重視的是哪一方

面？ 

    我會重視地點性質的選擇及行程的規劃，

要有寓教於樂的效果，讓孩子實際去操作、去

接觸比較好，不要走馬看花，這樣有點浪費時

間。 

 

 

3.您認為國小校外旅遊教學的辦理方式為何？ 

    先由各學年老師提供意見交給學年主任，

學年主任再彙整交由學務處統籌，最後再交由

總務處發包。校外教學還是要由學校統一辦

理，不要用班親會的名義來辦理，我不贊成由

班親會辦理，因為每班各自辦理，老師要擔的

風險責任太大了，出了事情，變成學校無法去

掌控。 

 

4.您希望校外旅遊教學的採購案是什麼型式？ 

    要用最有利標的採購案才有保障，用最低

標的話，無法保證品質，一分錢一分貨，之前

有用最低標的方式而發生學生被丟包的事情，

所以要用有利標的採購案，品質上才有保障，

但是目前的採購案一般還是以最低標比較多，

有利標對廠商不一定有利，但是消費者對品質

才能去掌控。 

 

物園，觀光農場這個區塊，中、

高年級大都選擇遊樂區、主題樂

園。(N-3-1-2) 

我覺得劍湖山、六福村及九

族文化村等設施型的費用，一般

家長都負擔得起，應由家長利用

假日自行帶去，以學校的立場來

講，應該安排參觀發電廠、焚化

爐、法院旁聽等設施型的活動，

因為比較實際一點。(N-3-1-3) 

 

 

 

我會重視地點性質的選擇及

行程的規劃，要有寓教於樂的效

果，讓孩子實際去操作、去接觸

比較好，不要走馬看花，這樣有

點浪費時間。(N-3-2) 

 

 

校外教學還是要由學校統一

辦理，不要用班親會的名義來辦

理，我不贊成由班親會辦理，因

為每班各自辦理，老師要擔的風

險責任太大了，出了事情，變成

學校無法去掌控。(N-3-3) 

 

 

 

要用最有利標的採購案才有

保障。(N-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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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您認為舉辦校教學的成效性如何？ 

    目前在孩子的教學上是沒有成效性，只是

去遊玩，走馬看花，浪費了一天，或者回來交

一篇心得報告或寫一篇作文而已。在其它的成

效上，頂多孩子的群體生活經驗有幫助，可是

也是分成一組、一組的小團體，對老師也沒有

助益，因為現在隨同的家長變多了，雖然分擔

了老師的看管壓力，但在老師的校外教學控管

能力是沒有增加的，有時家長跟在孩子身邊看

管太緊，也會導致孩子的群體生活效果降低的。 

 

6.家長可提供校外旅遊教學哪些資源？ 

    最直接的就是資金的支援，支援繳不起費

用或低收入戶的孩子可以參加校外教學。……

目前家長因為沒有權力，不會去干涉學校校外

教學地點的選擇。 

 

 

 

7.家長在校外旅遊教學上應該扮演甚麼角色？ 

    因為無法干涉，所以也只能提供資金的支

援，也沒法監督，權責一切都在學校方面，除

非學校要求利用家長的人際支援，不然家長是

採被動的，不是主動的。 

 

 

 

8.學校的校外旅遊教學上還有那些需要再加強

的？ 

    老師在校外教學地點的選擇上要再用點

心，不要只有應付了事的心態，地點的選擇上

要對孩子的教學有成效。校長方面就是要有擔

當，當一個領導者要有肩膀，不要怕校外教學

的簽呈，比如說旅程太遠或有需要過夜的畢業

旅行，就放手去做，因為沒去做就不知道行不

行，因為現在很多校長、老師怕出事情，就不

辦理戶外教學，有時一天和過夜的校外教學，

 

目前在孩子的教學上是沒有

成效性，在其它的成效上，頂多

孩子的群體生活經驗有幫助，對

老師也沒有助益，因為現在隨同

的家長變多了，雖然分擔了老師

的看管壓力，但在老師的校外教

學控管能力是沒有增加的。

(N-3-5) 

 

 

 

最直接的就是資金的支援，

支援繳不起費用或低收入戶的孩

子可以參加校外教學。(N-3-6-1) 

目前家長因為沒有權力，不

會去干涉學校校外教學地點的選

擇。(N-3-6-2) 

 

 

因為無法干涉，所以也只能

提供資金的支援，也沒法監督，

權責一切都在學校方面，除非學

校要求利用家長的人際支援，不

然家長是採被動的，不是主動

的。(N-3-7) 

 

 

 

老師在校外教學地點的選擇

上要再用點心，地點的選擇上要

對孩子的教學有成效。(N-3-8-1) 

校長方面就是要有擔當，當

一個領導者要有肩膀，不要怕校

外教學的簽呈，比如說旅程太遠

或有需要過夜的畢業旅行，就放

手去做，因為沒去做就不知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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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群體生活體驗是不同的。 

 

 

 

 

 

9.請問您要如何規劃一個有教學效果又兼顧旅

遊性的校外旅遊教學？ 

老師事前要先根據課程來選擇適當的旅遊

地點，先對學生做行前教育，到了旅遊地點，

安排導覽解說人員，或者充當導覽解說人員，

等到教授知識方面的工作完成，再讓學生去分

組去玩樂，但是要提醒孩子注意安全。 

不行，因為現在很多校長、老師

怕出事情，就不辦理校外教學，

有時一天和過夜的校外教學，孩

子的群體生活體驗是不同的。

(N-3-8-2) 

 

 

 

老師事前要先根據課程來選

擇適當的旅遊地點，先對學生做

行前教育，到了旅遊地點，安排

導覽解說人員，或者充當導覽解

說人員，等到教授知識方面的工

作完成，再讓學生去分組去玩

樂，但是要提醒孩子注意安全。

(N-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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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 
97年 05月 21日台國(二)字第 0970081659B 號函 

101年 11 月 07日臺國(二)字第 1010200459 號函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學校)辦理校外教學，以擴充

學生知識領域、增加學習體驗、整合學習效果、深化認識臺灣，特訂定本原則。 

二、課程目標： 

(一)校外教學為學校課程與教學之一環，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目標，以學

校本位課程為主軸，結合領域教學及彈性課程，規劃各年級有系統性的校外教

學課程活動，據以實施。 

(二)校外教學課程活動內容以學生學習為核心，增進自然與人文關懷、認識家鄉及

愛護家鄉為主要目標，避免流於以旅遊玩樂性質為主之活動。 

三、辦理次數：每學年以辦理至少一次為原則。 

四、辦理地點： 

(一)以學生生活經驗為中心，把握由近及遠之原則，如： 

1.國小低年級：由在地社區出發，延伸至在地鄉鎮。 

2.國小中年級：由在地鄉鎮出發，延伸至鄰近鄉鎮。 

3.國小高年級：由在地縣市出發，延伸至鄰近縣市。 

4.國中：由在地縣市出發，延伸至鄰近縣市及全國各地。 

(二)考量不同年級學生體能負荷，避免舟車勞頓影響學習效益。 

(三)避免至易發生危險地區，確保師生安全。 

五、教學路線及活動設計： 

(一)安排認識公共機關(如鄉公所、衛生所、警察局、消防隊、圖書館、法院、議

會……等)，使學生認識家鄉，凝聚社區意識、啟發公共參與興趣。 

(二)配合課程內容，結合社教機構資源進行，如故宮博物院、國立自然科學、科學

工藝、海洋生物、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臺灣民主紀念館、臺灣藝術教育館、

職涯教育機構(中心)……等，以增加學習體驗。 

(三)整合走讀臺灣鄉鎮文史百科(含鄉鎮歷史、地方人物、古蹟、地方產業、景點、

動植物、地形、地質等主題)、教育部「在地遊學－發現台灣」100條遊學路

線資源(含地方政府、學校、館所、農場、社區或地方文史資源)及獲補助之活

化校園空間暨發展特色學校，透過城鄉校際交流，以強化認識臺灣及地方特色。 

(四)透過參訪漁市、海港、踏查海岸潮間帶地形、地質，認識河流、海洋生態、產

業，參與海洋民俗或信仰活動等，以培養熱愛海洋之思想情感。 

(五)結合地方耆老、地方文史工作者或適當解說人員，編排深度知性學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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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規劃適當體驗活動之設計，參訪農場、牧場、及具有合法性的生態中心、戶外

中心等地，認識風土民情、生態環境、人文特色、農民生活及其對社會貢獻，

以培養愛鄉愛土情懷。 

(七)依教學路線及活動設計內容，蒐集相關資料，編印學習單或學習手冊，提供學

生使用，以確保教學目標之達成。 

六、教學實施： 

(一)依既定計畫及任務編組執行，教師應指導學生運用學習單或學習手冊，並依教

學目標就學生學習表現進行評量。 

(二)校外教學結束後，教師宜結合校內課程，指導學生發表學習心得，以整合學習

成果。 

七、行政準備： 

(一)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校內之業務分工，宜請就可運用之人力進行任務編組，必

要時可邀請家長共同研討，並依有關規定做有系統及邏輯性的規劃及處理，自

訂 SOP標準作業流程，切實做好各項準備工作以為遵循。 

(二)辦理前應考量節令氣候、交通狀況、環境衛生、公共安全、場館規模及教學資

源等，結合課程設計及學習主題研擬周妥實施計畫，並將其列入學校課程計畫

中送所轄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備查。 

 (三)特別注意安全，膳食、住宿及活動場所應具合格建築使用執照、營利事業證

等，交通工具租用請確依本部 101年 9 月 3日臺軍(二)字第 1010139088C 號令

修正發布「學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擬訂具體作為，落

實辦理，以確保教學活動安全。 

(四)事先查詢活動地區醫療服務及求救管道，如至外縣市宜有護理人員隨行，倘人

手不足，可商請具護理經驗、專長家長或志工協助，並備妥急救藥品。 

(五)除學校隨隊教師外，應鼓勵家長或志工參與或協助，並於行前確實了解行程路

線及活動內容。 

(六)是否行前勘查，由學校視活動地點、路線及安全狀況自行評估辦理。 

(七)學校得視需要另行投保必要的平安保險。 

八、請假處理： 

(一)校外教學視為學校課程，事前應通知家長，如有疾病、身體孱弱或其他原因者，

得依程序請假，不強迫學生參加。 

(二)倘學生有因故未能參加者，學校應做妥適安排，不得拒絕學生到校。 

九、緊急應變： 

(一)行前隨時注意活動地區天候及環境變化，如因天候等因素致舉辦活動可能發生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zKffYyJIzjMBBmFr1gt.;_ylu=X3oDMTBybTJoa2tiBHNlYwNzcgRwb3MDMgRjb2xvA3RwYwR2dGlkAw--/SIG=127u14gc2/EXP=1210299743/**http%3A/203.64.158.202/department/academic/SOP_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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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時，應取消活動或延期舉辦。 

(二)落實行前安全教育，包含應遵守活動規定、安全注意事項、緊急應變措施、緊

急聯絡電話及其他等事項。 

(三)教學進行時應注意天候、地形，配合氣象、災害防救單位警報發布，遠離標示

危險、公告限制進入或命其離去之地區。 

(四)校外教學期間，如遇颱風、意外或緊急事故，應即採取應變措施，減低事故影

響程度，並迅速與學校及相關單位連繫，尋求必要協助，必要時應中止活動。 

十、檢討改進：校外教學結束後，得視活動情形召開檢討會，檢討本次活動優、缺點、

改進意見及建議事項，做為爾後辦理參考。 

十一、本原則未規定者，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得依權責因地制宜自訂補充規定或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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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彰化縣一零三年度國民中小學校外教學活動注意事項 

一、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規範本縣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學校）舉辦校外

教學活動，擴展學生學習領域，增加學習經驗，整合學習效果，特訂定本注意事

項。 

二、學校得視課程需要，舉辦學生校外教學活動，範圍以台灣地區為限。每次活動，

國小階段最多以一日為限（低年級宜在學區內徒步進行），國中階段最多以二日

為限，各校如有特殊情形，應事先報經本府核准後實施。 

三、學校舉辦校外教學活動，應擬具實施計畫，提經相關會議充分研討，並經校長核

定後實施。 

四、校外教學視為學校課程，學校舉辦校外教學活動，應兼顧普通、罹患疾病及身心

障礙學生充分參與校外學習之機會，勉力關照學生需求，並取得家長同意書後為

之。學校應集中輔導因故未能參加活動之學生，或經家長合意以請假程序在家自

行輔導。 

五、學校舉辦校外教學活動時，應指派有關人員實地瞭解活動路線、餐宿地點，及參

訪對象之合法性，尤應注意意外事件發生時之逃生途徑，與相關因應措施，以維

師生安全。 

六、學校應依規定為參加之教職員工及學生，辦妥旅遊平安保險，活動期間，應指派

專人負責管理急救藥品．並儘可能派醫護人員隨行。 

七、指導教師於校外教學活動期問，應隨時查點人數，出發前應預先告知集合地點及

時間，每次集合必須點名，防止學生單獨行動，並須隨時注意學生健康狀況。 

八、校外教學活動之設計，應考量學生學習經驗及身心狀況，避免安排過多或緊湊之

行程。為安全計不得任意變更行程、無故中途解散或提早結束。 

九、學校舉辦教學活動，負責隨隊指導之教職員工，其所需費用以下列方式支應： 

（一）依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辦理。 

1.國小部分： 

  （1）國小低年級由在地社區出發，延伸至在地鄉（鎮、巿），不予補助。 

  （2）國小中年級由在地鄉鎮出發，延伸至鄰近鄉（鎮、巿），補助以一天為限。 

  （3）國小高年級由在地縣巿出發，延伸至鄰近縣巿。五年級補助以一天為限，六

年級校外教學最多僅得補助二天一夜，超出部分由學校自籌財源因應，惟不

得以各種形式轉由參加學生家長負擔（如廠商回饋等）。 

2.國中部分：由在地縣巿出發，延伸至鄰近縣巿及全國各地。 

  （1）七年級以一天為限。 

  （2）八年級以二天一夜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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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九年級以三天二夜為限。 

（二）學校舉辦教學活動，負責隨隊指導之教職員工，其所需費用以下列方式支應： 

1、倘標案係單價決標且車資、門票、餐費、住宿等單價分析資料明確者： 

 （1）一天之活動，每車隨隊教職員工依決標單價扣除保險費後淨額計算公款支付

額度，隨隊指導之教職員工其膳費（縣內新臺幣一百元，縣外新臺幣二百

元），由學校差旅費項下支付，門票費、車資覈實另報請本府補助。 

 （2）二天以上之活動，按每車隨隊教職員工依決標單價扣除保險費後淨額計算公

款支付額度。請領本專案經費後，不得再支領差旅費。 

2、如非採單價決標者，每車補助車資一百五十元，膳費（縣內新臺幣一百元，縣

外新臺幣二百元），由學校差旅費項下支付，門票費覈實另報請本府補助。 

（三）、各校校外教學隨隊指導教職員工補助人數每次每車限教師一人，每次行政人

員限二名。並依各校辦理該次活動車次數規模每滿五車增加一名行政人員，

採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四）、車次數量由各校自行依各該次校外教學活動實際車次數量本誠信原則核算辦

理，請領本專案經費後，不得再支領差旅費。 

（五）、如校方隨隊指導教職員工超出補助人數，由學校自籌財源因應，惟不得以各

種形式轉由參加學生家長負擔（如廠商回饋等）。 

（六）、各校校外教學活動隨隊指導教職員工由本府補助經費每學年以一次為限，且

需為全學年性之活動方得請領。 

十、學校舉辦教學活動，應實施學生學習評量；活動結束後，並應檢討得失謀求改進。 

十一、學校舉辦教學活動，如需乘坐交通工具，應考量罹患疾病及身心障礙學生充分

參與校外學習之機會，以租賃具有無障礙之設備，且車齡須出廠五年內之合格

客車，並依交通部訂定之「學校或團體乘坐遊覽車集體旅遊安全注意事項」規

定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