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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社會重視參與管理，教育行政組織成員都有機會扮演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角色。為提升

教育行政效能，有效的「領導」與「被領導」原則分別為何？請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簡易 
《破題關鍵》本題為教育行政領導的基本概念題；因此，只要能掌握領導的基本概念，就應該可

以把本題完整作答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權力(威)概念、向上領導、分布領導 
《命中特區》教育行政學第二講、第四章、第二節-教育行政領導-實務層面-向上領導 
【擬答】 

組織中的領導者，必須先取得權力(或稱權威)地位之後，才可能真正掌握所有領導事務；因

此，進行教育行政領導的程序之前，必須先定位領導與被領導二者的角色，進而掌握領導與

被領導的原則，從而使領導成為組織運作中最為順暢的環節，最終才能獲致與提升領導甚至

整體教育行政運作效能。 
教育行政領導在定義上的四大觀點 
有關教育領導的基本定義，向來沒有一個最為完整而全面的說法；而且，又因為領導行為

本身的複雜性，牽涉各種變項。以下根據不同學者的論述，說明不同類型的領導定義： 
古典行政理論的效能觀點 
根據 Stogdill 所提出的領導定義為：「完成目標而影響群體活動能力」，符合了古典行

政理論觀點中，強調組織目標的本質。 
領導者所具備的特質觀點 
依據 Blanchard 等學者指出，領導應定義為：「組織管理者權衡包括資訊差距、權力差

距等各種情境因素後所展現的行為方式。」 
權變思維融入考量的觀點 

Avolio 定義領導為：「領導者與成員因應共同建立組織時所需要而具有方向性的目標，

歷程中時時激發成員動機而終止於達成目標」的「能力」。 
領域情境整合的宏觀視野 
匯整各觀點的主張，吾人可將領導定義為：「綜合個人特質與行為、人際互動與角色關

係，以及建立組織與個人目標的統合性觀念。」 
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應有的定位與原則 
要能順暢教育行政領導作為以及提升整體領導效能，就必須精確定位二者角色與設定必須

遵守的原則： 
體認運作領導的四大基本要素 
想要有最佳行政效能，務必認識到良好領導必須具備以下四大要素，包括：領導存在於

團體情境、領導是以達成目標為目的、領導旨在引導成員為目標努力，以及領導本質在

於影響力。 
領導與被領導應循行政倫理 
教育行政倫理指陳二者之間必須具備以下倫理性質，包括：價值性、規範性、實踐性、

應然性，以及自覺性等五大倫理性質。 
二者之間必須具備基本信念 
領導者與被領導者，都需具備以下基本信念，包括：尊重自身職務專業，遵守教育團

體規範；認清教育專業責任，達成教育行政目標；具有優質經營理念，獻身教育服

務人群；，確保學生學習權益，維護教師專業自主以及尊重家長參與教育事務的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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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是現代社會中重要的社會制度之一。和諧理論學派(consensus theorists)與衝突理論學派

(conflict theorists)對於教育功能的看法分別為何？請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中等稍難 
《破題關鍵》必須完全理解和諧與衝突這兩項教育社會學對於社會本質假定的取向與內涵，才能

夠完整陳述二者對教育功能的真正內涵。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和諧理論、衝突理論，以及教育社會學對教育功能。 
《命中特區》教育概論-第二講-教育社會學-第一章-總論層面-和諧與衝突取向 
【擬答】 

教育，既為當代社會最為重要的制度之一，自然不可能脫離社會運作與社會學理論基本假定

範疇。然而，從教育社會學的理論取向當中，向來就有和諧與衝突兩大截然不同本質假定的

理論取向。因此，以下將先從教育社會學兩大理論取向的主要內涵起論，繼之說明從兩大取

向所主張的教育功能進行依序論述： 
從教育社會學兩大取向奠定教育功能論述基礎 
教育社會學主要有和諧與衝突兩大理論取向。以下分別從主要時代、主要目的、取向任務、

研究視角，以及社會本質假定，進行依序對比說明並以和諧取向稱前者，而後者為衝突取

向： 
主要時代 
前者主要於西元 1900 到 1950 年，後者則為 1950 年代迄今。 
主要目的 
前者主要在於希望透過教育社會學裨益教育實施與達成教育目的，後者則強調建立理論

系統與增益學術進步。 
取向任務 
前者因為是教育社會學第一階段，因此其主要任務在於建立整體教育社會學與社會運作

規範；後者則因質疑和諧理論內容與指陳社會不公，其任務在於針對前者論述近行各項

驗證工作。 
研究視角 
兩大取向基本上都具備社會以上層次的鉅觀視角。然而，衝突取向在 1970 年代以後更衍

生出進入校園研究的微觀視角。 
社會本質假定 
前者認定社會本身為穩定結構且具備一定功能與運作規律；後者則主張社會是一個充滿

階級對立不斷發生衝突的環境本質。 
社會學兩大取向對於教育功能的界定 
既然社會學理論具備兩大取向且有其內涵上的根本不同，自然在教育功能的界定也出現大

相逕庭的顯著差異： 
和諧理論取向的教育功能主張 
本取向界定教育功能的論述，主要可從 Parsons 與 Ward 兩位學者的主張窺知一二： 
Parsons 主張的教育功能 
該學者透過班級社會體系理論與 AGIL 模式，主張教育對全體社會成員的功能在於為

社會培養價值信念與具備工作能力的人才，最終促進社會達成統整與發展的目標。 
Ward 主張的教育功能 
該學者主要是根據其著作-動態社會學，提出社會導進論。其主張社會在差異、創新、

意向與社會導進的基本原則上，透過教育傳遞知識形成動態意見與行動，促成社會進

步而最終實現人類整體幸福。 
衝突理論取向的教育功能主張 
衝突理論源自批判理論與教育學，其對教育功能的主張，主要基於階級對立的論述基礎

而成。 
Waller 與 Frerie 對學校機構本質定位 
前者主張學校本質就是一個不公平的場域；後者透過受壓迫者教育學著作，主張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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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可視為一個社會中的次級團體，易形成其特別的文化體系。請說明學校組織文化的特質

及內涵為何？以及如何營造優質的學校组織文化？(25 分) 
 
《考題難易》中等偏易 
《破題關鍵》掌握組織與學校文化體系概念，就能將本題在理論與實務層面的不同內涵完全掌

握。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組織文化、學校文化、文化領導 
《命中特區》教育行政學第二講、第二章、第二節-教育行政組織-實務層面-氣氛與文化向度 
【擬答】 

教育行政組織歷經運作，不論組織本身抑或內部成員，經年累月皆會形成與其他組織截然不

同的氣氛、氣候或文化。因此，對於組織氣氛與文化，自尤其探究之必要。因此，對於學校

組織在文化上的特質與內涵，以及營造優良學校組織文化的可行策略，以下將依序說明論述： 
學校組織文化的主要特性與應有內涵 
組織文化是指組織成員所共享的價值與意義體系，並由信念、價值、規範、態度、儀式、

符號、故事與行為組合而成。以下依序說明學校組織文化的特性與內涵： 
學校組織文化應有的假設前提 
由 Bolman 與 Deal 兩位學者，針對學校組織文化本由社會實體現象的意義化建構後而形

成，提出如果要瞭解組織文化中的象徵性結構組成，就必須先確立好以下的假設，包括：

重視事件背後意義、解釋事件必須耗時，以及不同面向多元闡述。 
學校組織文化形成的三大層面 
有關學校組織文化的層面，基本上，可分為器物與創制、價值規範或觀念，以及基本假

定等三種層面。 
學校組織文化具備的四大特性 
學校組織文化具有以下四大特質，包括： 
獨特性 
基於不同組織有各自不同的歷史傳統、環境因素，以及成員特質，必然可以孕育出不

同於其他組織的文化，正如不同個體間的不同個性一般。 
規範性 
組織文化中所包含的價值判斷基準與行為規範，往往對成員有其一定的規範引導作用，

更間接展現組織的思考、決定與行為方式。 
共有性 
組織一旦形成文化之後，就代表該文化從初始即由成員共同創造、維持甚至是傳承，

而且也為所有個體所共同持有、信仰與遵循。 
動態性 
組織文化可被視為組織為求適應內外環境的急速變化而不斷對應所做出的調整結果；

透過動態平衡的系統觀點依據，更可見其動態的必然性。 
營造學校組織文化的應有領導作為 
所謂營造學校良好組織文化，意指學校領導者透過影響組織成員的基本假設、價值觀、信

念及規範，力求形塑優質組織文化或者不斷提升文化的歷程；因此，必須有以下途徑： 
領導者文化理念的建構、傳播與示範 
所有組織領導者必須在組織創建階段就仔細思考建立自身文化方式，並且傳遞與發送給

成員藉已奠定組織文化基礎。因此，領導者更應以身作則與不斷力行，透過言行合一的

表現讓整個組織文化得以貫穿組織運作，進而影響後續準則的建立。 
透過人造器物的彰顯，藉以形塑文化 
傳達組織價值的最佳工具，基本上還是以典禮、儀式、故事或傳說等較為具體而間接的

方式，讓成員得以較為容易理解與承接建立組織文化。因此，具體創制與器物不僅彰顯

組織文化的精神，同時也可發揮潛在影響力，藉以形塑成員的價值觀與文化觀點，更因

此延續組織文化的生命。 
建構合理甄選、升遷、獎懲和資源分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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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濟合作發展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在 2019 年

提出「OECD2030 學習羅盤」(The OECD Learning Compass 2030)。在此一學習架構中，學生

對於塑造更好的世界及未來能有所貢獻所需要的轉型素養(transformative competencies 為何？

請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中等 
《破題關鍵》掌握 OECD 最新政策方向與內涵，本題難度將只定位為純記憶等級。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OECD 轉型能力 
《命中特區》奪榜班練習題 
【擬答】 

為迎接 21 世紀的挑戰，OECD 主張學生需要被賦予權力並感受到他們渴望幫助塑造一個世界

福祉和可持續性。基於為了自己、他人與地球的目的之實現，OECD 提出學習羅盤，確認

2030 年的三大變革性目標。其中，最為關鍵者，就是必須讓學生具備轉型素養。因此，對於

轉型素養的認識與後續推動，對於台灣教育未來發展，將至關重要。以下，將針對轉型素養

所涉及的重要概念與內涵，進行依序說明： 
OECD 關鍵能力專案(DeSeCO)開啟整體學習架構 
轉型素養所在的學習架構，主要是 OECD 於 2005DeSeCo 專案基礎上，針對社會變化趨勢

提出學生於 2030 年理應具備的知識、技能、態度與價值觀。 
OECD 於 2005 年 DeSeCO 提出三大關鍵能力 
該方案指出，學生必須具備的能力，包括：互動地使用工具、能在異質團體中互動，以

及能自主行動。 
OECD 以 2030 學習框架擴大 DeSeCO 縱向發展 

2030 學習框架於關鍵能力基礎發展出擴及同伴、教師、父母與社群等多個社會支援體系

的配套措施，同時也對學生學習與發展進行全面性的綜合考察，最終建構新的學習生態

系統。 
2030 學習框架採取學習羅盤作為論述核心概念 
該框架將能力作為磁針，核心基礎、轉型素養，以及參與-行動與反思三者則是羅盤上的

方位指向。靠著磁針與方位的相互配合就能準確指示方向，也就為學生提供有效學習發

展路徑。 
2030 學習框架下的轉型素養概念與內涵 
學習框架下的轉型素養，具備三大關鍵能力，包括：創造嶄新價值、調和壓力與困境，以

及責任的承擔。以下分別說明三大關鍵能力的主要概念與內涵： 
創造嶄新價值的能力 
此一向度，其內涵包括：創造出新的工作、新商業模式、新產品與服務；此外，面對人

類發展困境，堅信只有創新可以解決難題，從而衍生新知識、新見解、新思路、新技術，

以及新策略。 
調和壓力與困境的能力 
此一向度，意指要求學生能更全面統合方式結合思考與行動，並且於多元化價值、利益

與需求間尋求平衡，進而成為系統化的思考者。 
責任承擔的能力 
此一向度，主要核心在於自我調節、控制與效能、責任、問題解決與適應性。 
三大關鍵能力的關係 

上述三大能力，彼此間相互關連與促進。也就是讓學生於日後多元複雜環境中，既要有調適

壓力與困境，以及創新價值能力之外，也必須具備責任心與自制力。 
此次 OECD 聯合多國與地區，共同開發學習架構 2030 方案。正是該組織能愉希望學生學習

與發展領域，保持領先與主導地位。同時，該方案的影響範圍也因此在各國間持續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