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4 普考） 

共 4頁 第 1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114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 科：教育行政 

科 目：教育概要 黃天 老師解題 

 

一、何謂組織公平(organizationaljustice)?包括那些類型，試申論之。(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宜先闡明組織公平的概念，進而分析相關的類型，本題獲得高分的關鍵在

於：若內容能說明愈加完整則分數愈高，且最後可再論述於教育行政工作上之啟發。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組織公平理論 

【擬答】 

亞當斯(J. Stacy Adams)提出組織公平(organizationaljustice)理論，其主張員工所受到的激勵程

度取決於他們對自己所得報酬比例與其他成員之間的比較感，組織公平感對員工的態度和行

為有顯著的影響，以下茲說明組織公平的類型與教育啟發，分次如下。 

程序上的公平： 

關注決策過程的公平性，包括決策的制定方式、參與程度、資訊透明度等，員工會考量過

程是否公正、客觀。  

分配上的公平： 

關注結果的公平性，例如薪資、獎金、升遷等，員工會比較投入和產出的比例是否合理。  

互動上的公平： 

著重人際互動的公平性，包括主管對員工的尊重、關懷、資訊的充分提供等，員工會評估

主管的態度是否公平、對待是否得體。  

績效評估上的公平： 

教育組織應確保績效評估的客觀性和透明度，避免員工感到不公平。  

 

行政組織應透過充分的溝通，建立合理的公平制度，應公平考核所屬成員所做的貢獻，並

為成員建立合理的報酬方案，提升組織士氣。行政主管應設法了解成員對其付出和報酬的

主觀知覺，如果發現其主觀知覺偏離現實情況過遠，則應設法加以釐清和導正。 

 

二、在教育研究領域中，進行回顧性研究的計量方法經常使用後設分析(meta-analysis)，試說明

其內涵與主要應用步驟。(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主要的考試焦點，在於如何運用「後設分析」的研究方法，進行教育領域

的回顧性研究，本題比較困難之處在於須書寫出研究應用的流程步驟，建議考生可從研究方

法進行相關步驟的推論。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計量取向的後設分析、教育研究方法論 

【擬答】 

Glass 提出教育研究領域的後設分析研究，其主張:「是將許多個別研究分析成果再進行統計

分析的一種方法」，而後設分析並不是只是一種技術，而是一種綜合使用很多測量和統計分

析的觀點。以下依據題目論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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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山及林天祐教授進一步論述後設分析(meta analysis)運用系統的統計技術，探討具有相

同研究主題的實證研究文獻，計算其效果量值來分析這些研究結果可以解釋與推論的程度，

以做為進一步推論或修正依據的一種量化分析法。 

 

包含以下幾項步驟與流程，分述如下： 

 

針對回顧性研究的領域範圍，進行主題設定並給與明確操作型定義。例如領導類型、或

何種教學方法，這將影響著後續要如何搜集研究、如何分析 

 

透過後設分析進行回顧性研究的計量分析，因此，一方面為了確保詳盡分析所有相關研

究，另方面也為減低研究選擇偏誤影響，須進行研究選擇與定位，具體的界定納入與排

除準則，以便能精確聚焦欲搜尋與推論的範圍。 

 

根據預先設定的研究納入和排除標準，篩選出符合條件的研究，並評估其研究質量，例

如，是否具有嚴謹的研究設計、足夠的樣本量等。  

 

研究者通常會依據各自主題需求，制訂編碼簿， 收集的訊息多包含主要研究的背景特徵

(如作者、出版年代、文獻屬性等)、效果量計算訊息、研究品質評估資訊，選定的研究

中提取所需的數據，例如，樣本量、平均數、標準差、統計量等，然後進行統計分析，

計算整體效果量。 

 

根據統計分析的結果，解讀研究的整體效應，並撰寫研究報告，包括研究目的、方法、

結果、討論和結論等。 

 

三、教育部自 107 年起正式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Social Responsibibility，USR)實踐

計畫，試闡述其主要實施策略與推動重點。(25分) 

【解題關鍵】 

 

大學社會責任

(USR)計畫的核心，進行與人才培育、教學實踐及區域轉型、永續發展的國際接軌相關議題之

結合，儘量完整的書寫即可獲得高分。 

or《使用學說》大學社會責任(USR)、永續發展目標(SDGs) 

【擬答】 

教育部自 107 年起推動大學社會責任(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USR)實踐計畫，以

「在地連結」與「人才培育」為核心願景，引導大專校院以人為本、從在地需求出發，協助

解決區域問題，善盡社會責任。以下論述其主要實施策略與推動重點。 

促使區域轉型發展 

強化大學與在地城鄉、都市進行有機連結及正向合作。藉由大學師生串聯跨領域、跨團隊

及跨校能量，結合地方政府、產業、非營利組織資源，共同促進產業升級、文化創新、教

育翻轉、環境永續。大學透過多元的教研活動，培養新世代人才對真實社會的理解，積極

回應與採取實踐行動能力，活絡地方成長動能，促使區域轉型發展。 

 

鼓勵師生以解決真實世界問題為導向，透過與地方及國際之合作，促進跨校、跨界之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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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社會創新價值。大學應透過具體的激勵與支持機制，鼓勵更多師生參與，將大學社會

責任理念融入校園文化，實現永續發展。 

 

持續重視人才培育之深化，鼓勵透過系統化的課程及創新的教學設計促進地方知識與學術

的對話，提升師生的人文與科學素養，以建立永續的人才培育機制，培育因應未來社會變

遷的專業人才。 

 

計畫推動過程中大學應利用校內資源，與實踐場域、在地組織、企業及政府部門形成互動

的學習生態系統，並能兼容教研發展與地方需求，進行社會實踐。重視利害關係人的意見

回饋，建立自我改善機制，深化與實踐場域經營，以提升執行成效。 

 

推動跨校師生及跨校教師社群之交流和共同培力活動，促進大學師生對於參與大學社會責

任之經驗反思與成長，鼓勵各大學彼此透過對話與經驗交流。 

 

鼓勵建構地方知識、深耕在地文化、擴展關注的地方議題與範疇，持續鼓勵大學與國際合

作，加強雙向交流，並將在地實踐的經驗與成果推展至國外，進而結合落實國際永續發展

議題及場域實踐與成果擴散，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SDGs)目標。 

參考文獻: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 

 

四、何謂教育政策指標，其體系建構有那些方法?試闡述之。(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本題屬於教育政策中的基本試題，應先寫出教育指標的意涵或概念，進而提出

相關的建構方法並重視國際發展及不斷滾動更新。本題建構方法是比較困難的部分，考生可

參考解答進一步掌握建構方式。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教育指標、「輸入－過程－輸出」系統模式 

【擬答】 

教育政策指標可提供分析教育政策問題的各種環節，俾利對教育系統作整體的探究理解。指

標體系是一整體的概念，綜合多元的測量模式，融合了諸多的因素或成份，可提供各指標間

關係的分析，據以探討教育資源投入與學生 表現的關聯。以下茲先說明教育政策指標之意涵，

並論述其指標體系建構的可能方法如下。 

 

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指出教育指標為：教育系統

品質與功能的指示者，藉由其量化的呈現，能作為分析報導重要教育資訊、瞭解教育健康

狀況、導引教育發展，及顯示教育趨勢等功用。有以下幾項特徵： 

提供瞭解教育政策系統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 

作為教育政策發展邁向卓越與確保教育品質的指引； 

基本上是以量化的方式來加以呈現，指標必須是以相互連結的統計資料所 構成。 

 

統整教育指標的相關資料：建構教育政策指標所需的教育資料非常多元、廣泛，包含了

政府機關的公務統計及調 查統計項目。 

廣泛蒐集國際性教育指標資料並和我國進行比較分析：為確保 我國教育發展能與國際接

軌，教育主管機關當前應廣泛蒐集國際組織關於教育指標的研 究，並彙整我國相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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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俾利比較、 分析我國教育狀況和其他國家的差異。 

積極加入與教育事務相關的國際性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及 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皆已發展出 國際性的教育指標，以全球性的宏觀視野來 進行不同國家間

教育與經濟差異的比較分 析。 

採「系統模式的建構取向」：以「輸入－過程－輸出」系統模式為主，從系統觀點出

發，詳加瞭解教育系統輸入、過程及輸出的相關因素，掌握教育發展的方向，以及各因

素間的關聯。 

持續更新及維護教育指標的建構：教育指標的建構並非完成後即一層不變，反之，需要

不斷地持續加以檢視。建議宜由教育指標研發的專責單位，來健全我國教育政策指標的

發展。 

參考文獻: 

李政翰。教育指標建構對教育發展重要性之探討。台灣教育研究資訊網。 

王保進。教育指標基本概念之分析。教育研究資訊，4(3)，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