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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本期一共收錄四篇文章，主題多樣且具教育與學術意義，研究領域分別

觸及領導、變項預測的後設分析與新住民教育，研究方法則質、量皆有所涵

蓋，充分回應本刊之《教育與多元文化》的核心精神。 

第一篇作者王淑娟站在一個新住民社區教育工作者的實踐位置，審視分

析近十年來新住民在台灣引發熱烈討論的買賣婚姻、越娘有毒、少生一點等

議題；其次則是針對諸如「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之新住民重要教育政策做

評析；再者亦整理出新住民教育的教育論述，並以 Freire的解放教育作為實

踐的理論基礎，提出其在花蓮縣吉安鄉以中文班為起點的生活政治教育的實

踐成果。第二篇之研究旨在深入探究負責領導理論內涵，並探討負責領導對

於學校領導之適用性及啟示。作者吳新傑強調「關係」是領導的中心，認為

領導者必須成為利害關係人網路中關係的「編織者」，扮演好「管家／建築

師」、「僕人／教練」、「願景者／說故事與意義賦予者」、「公民／變革推動

者」這四組領導角色，才能藉由與眾利害關係人建立基於道德性與價值性的

關係，協調整體的行動來達成永續與共享的組織目標。 

張文權在第三篇文章主要蒐集 1988-2018年之期刊及碩博士學位論文

215篇，據以進行臺灣幼兒園園長領導相關研究的內容分析。近二十年來的

研究結果歸納出：研究數量變化與國際發展、國內政策趨勢相互符合；研究

主題著重運作管理與專業能力；研究對象依研究性質有所不同，整體偏重公

私立兼具的研究；研究取向傾向單一的研究典範，質量整合取向研究較為缺

乏；研究方法以調查研究法與訪談占最高比例；領導行為變項位居相關研究

的多數，中介及情境變項較少 

見。第四篇由許崇憲所做之臺灣樣本的後設分析中，乃以在臺灣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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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位論文及期刊論文為樣本蒐集對象，從 250筆效果量來檢驗工作記憶對

學業表現的預測力。主要研究發現，工作記憶及短期記憶皆能顯著預測學業

表現；在小學階段，短期記憶的預測力顯著低於工作記憶，特別是低年級樣

本；在中學階段，短期記憶顯著高於工作記憶；工作記憶的視覺空間模版可



 

 

顯著預測數學表現；工作記憶的語音迴圈及執行功能對國語文及數學表現皆

有顯著預測力。 

本期之能順利於歲末年終付梓，照例感謝期刊編輯團隊的通力合作，團

隊成員依舊戰戰兢兢，致力於更好的成果展現，當然亦最感謝讀者與投稿者

的熱情支持，衷心期待 2020的再次優質登場。 

總編輯 

陳成宏 謹誌 

2019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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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教育：與體制的對話與在地實踐 

王淑娟1摘 要 

本研究立於一個新住民社區教育工作者的實踐位置，審視分析近 

10年來新住民在臺灣引發熱烈討論的議題，例如：買賣婚姻、越娘有

毒、少生一點等，再者是針對重要的新住民教育政策做評析，特別是

「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及新住民教育方向；其三是整理出新住民教

育的教育論述，並以 Freire的解放教育作為實踐的理論基礎，提出研究

者於花蓮縣吉安鄉以中文班為起點之生活政治教育的實踐成果，最後

                                                           

1 王淑娟：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博士班博士候選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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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發展具有多元文化教育觀的新住民教育及社區教育建議，作為後

續開展之方向。 

關鍵字：在地實踐、多元文化、新住民、新住民教育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Hua-Shih College of Education 
 
November 2019, No. 20, pp. 1-37 

Education of New Immigrants: Dialogue with System 

and Local Practice 

Su-Chuan Wang2 

Abstract 
From the standing point of view of an educator in new immigrant 

community, the researcher examining and analyzing the heated issues raised 

by new immigrants in Taiwan in the last decade, such as: trading marriage, 

toxic mother, and less birth. Secondly, critics of important educational policy 

of new immigrants,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the National New Citizen Torch 

Program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new immigrant educational policy. Thirdly, 

summarizing the standpoint of new immigrant education, that is based on 

Freire's liberation education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racti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achievements of life politics education in Ji'an Township, 

Hualien County,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mmigrant 

                                                           

2  Su-Chuan Wang: The Doctoral Candidate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Human Potential Development, National Donghwa  

University; Hualien Station Director, Taiwan International Family Association E-

mail: chuan53@gmail.com 

Manuscript received: 2017.03.19; Revised: 2019.09.17; Accepted: 2019.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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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with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s the 

follow-up direction. 

Keywords:  local practice, multicultural, new immigrant, education of new  

immigrant 

壹、序言 

一、緣起 

自 2002年蘆荻社區開設新住民中文班開始接觸新住民至今，研究

者立於社區教育工作者的位置，一路思考新住民教育的目的、方向，

並尋找培力（empower）新住民的工作方法。 

在培力新住民的過程中，不斷地經驗到從政府至一般大眾對新住

民的歧視，大多數的新住民往往難受地說不出話來，故與她們一起討

論一般人常掛在嘴邊的「買賣婚姻」、「越娘有毒」等議題，是課程中

重要的部分，在本研究有一章節特別談論此議題；而當思考著什麼樣

的教學方向、主題時，經驗到內政部從上而下，以「生活適應」為主

要方向的推動方式，以及教育部以培養失學國民聽、說、讀、寫能力

及基本生活智能為主的「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作為新住民教育的主

要內容。於是一路思考著新住民的教育方向，將母國文化視為適應臺

灣生活的阻礙，一味要求他們適應本國文化是對的方向嗎？為了發展

以她們為主體的教育方向，研究者三度前往越南，想親身經驗新住民

的配偶（老公）從嘴裡說的貧窮、落後之地，慢慢描繪出新住民在母

國的處境及來臺後的樣貌。 

本研究是實踐進程的一部分，研究者是立於一個正往「實踐者」

發展路徑前行者的位置，踩在為被壓迫人民服務的立場，採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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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實踐取向的行動研究法，來推進實踐。故本研究的書寫，以十

多年來的實踐經驗為主，輔以文獻資料進行對照。 

在臺灣一般人指稱的新住民通常分為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

配偶及外籍配偶。本研究則以東南亞籍配偶為主，雖然大陸與東南亞

配偶都是因跨國婚姻才進入臺灣成為新住民，但大陸配偶在文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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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語言文字能力，都比東南亞配偶來得有掌握性與親近性，且本研究

聚焦探討政策規劃下的教育主體設定皆是以東南亞配偶為主要群體，

因此，本研究以分析東南亞籍配偶與其相關教育政策為主。另外，在

分析其所處的社會情境與脈絡時，雖然大陸配偶與東南亞配偶常有類

似處境，但其所涉及入境、居留及歸化（入戶籍）的法源依據完全不

同，故本研究將依議題的不同而視情況調整併陳大陸配偶的處境，進

行兩者的對照，以利瞭解臺灣的新住民政策全貌，以及東南亞配偶與

大陸配偶在臺的生活處境。 

二、新住民的定義及在臺人數 

臺灣目前有許多移民者，包括透過婚姻、工作、依親等管道34 而來

到臺灣居留乃至定居者。但這裡所指稱的新住民為近 30 年來，一群從

大陸及東南亞透過婚姻來到臺灣的移民者，因人數眾多且來自開發中國

                                                           

3 工作方面：不是所有來臺工作者都可申請定居，其中藍領外勞無法因居留而

申請身分證，白領外勞符合條件則可申請，規定的條件請參閱《國籍法》第 3

條。依親方面：大陸配偶的父母 70 歲以上或 12 歲以下子女可申請來臺依親進

而申請定居。外籍配偶的父母或前婚生子女則無法來臺定居。 

4 年代稱東南亞籍配偶為「外籍新娘」，因帶有歧視的意味，後來官方曾用

「外籍配偶」稱之，但此稱呼仍缺乏主體性，目前官方已採用「新住民」的稱

呼。本研究採用此一稱呼，但當引用文獻或法條原稱為「新移民」時，本研究

仍採原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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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備受關注，早期稱他們為外籍新娘，後來稱呼外籍配偶，目前多以

新移民或新住民 2 稱之。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與戶政司的統計，從1987年1月至2019年4月，

這 30多年間，新住民人數共計 546,165人，其中大陸配偶為 359,742 人，

5 外籍配偶為 186,423 人。6 外籍配偶中依據人數多寡的排序，依序為越

南籍 106,567 人，印尼籍 30,121 人，泰國籍 8,965 人，菲律賓籍 9,770

人，柬埔寨籍 4,328 人。新住民目前已躍升為臺灣第五大族群，人數僅

次於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族。 

三、移動、全球化與國家處境政策 

戴佳君與王大修（2007）提出，跨國婚姻形成的理論不外乎下列幾

種：婚姻坡度論、推拉理論、社會資本論、社會交換論及全球化資本流

動論。婚姻坡度論，指稱在傳統父權社會下，女性的社會地位及經濟資

源等大多依賴其婚配的男性，因此，男性大多偏好以較高的學歷、職業

階層或經濟收入來換取年輕、具外貌吸引力的女性，但不一定要求女性

社經地位與之相等，如此的社會下充滿了「上嫁婚配」的現象。黃慧娟

與黃庭芳（2019，頁 9）指出，在婚姻坡度的理論下，社經地位弱勢男

性難以找到結婚對象，又面臨傳宗接代的社會壓力，只好尋求外籍配偶，

造成臺灣跨國婚姻的攀升。Bagne（1969）提出的「推拉理論」，指稱

                                                           

5 大陸配偶人數含港澳地區，且為向移民署申請證件之人數，而非核准人數。

人數按證件做區分，包括持有入出境許可證、居留證及定居證者。 

6 此人數含取得國籍、持有效外僑居留證及永久居留證的人數，以下按國籍別

的人數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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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條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於改善生活條件的

因素就成為拉力，而流出地不利的生活條件就是推力。人口流動就由這

兩股力量前面的拉力及後面的推力所決定。社會資本論認為人是利用人

際網絡的關係進行婚姻的交換，家庭與社區的網絡對於一個人是否移民

有非常顯著的影響（Palloni, Massey, Ceballos, Espinosa, & Spittel, 2001），

但此論點忽略了跨國移民除了受家庭與社區影響外，其中還包含了許多

外在結構的限制及影響。而社會交換理論則視婚姻為一個市場交換過程，

男女雙方利用自身所擁有的資源，進行交換，希望在婚姻中使自己得到

最大利益。但以上的理論，似乎對於跨國婚姻的解釋力並不足，Cheng

與 Bonacich（1984）提出移民和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理論架構圖，主

張勞動移民為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下的產物（夏曉鵑，2002，頁 161），

核心及半邊陲國家，透過邊陲國家的婚姻移民，而提供無償的勞動及生

育，穩定了國內廉價勞動力的再生產機制。 

來自邊陲國家的婚姻移民（大多是女性），目的在於擺脫貧窮，而

地處半邊陲的男性則是希望對方滿足傳宗接代及家務勞動的需求。當

然，兩國的政治經濟處境、國家疆界開放與否的政策，對人民的移動

具有關鍵性的因素。 

臺灣新住民的起源，係 1970年代末期至 1980年代初期，部分退伍

老兵面臨擇偶困境，少數在臺灣的東南亞歸僑於是媒介印尼、菲律

賓、泰國及馬來西亞的婦女，其中尤以華裔貧困婦女占多數，這些婦

女來臺最早的已超過 40年（夏曉鵑，2002）。而研究者在實務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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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 1980年代印尼的排華動亂，7 加上當年的法令較為寬鬆，讓為數

不少的印尼華僑透過觀光名義來到臺灣，而與退伍老兵相親婚配。 

1987年政府解除戒嚴、開放臺灣地區人民赴大陸探親，大陸成為

了廉價勞動力的世界工廠，1990年開放「國軍、臺籍人士及其配偶、

未成年子女」返臺定居，1992年公布《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規範了大陸配偶來臺灣居留及定居的程序及制度；1993年李登

輝任職總統期間，為了避免資本太過集中於大陸，開始推動南向政

策，加上越南政府也在 1986年宣布革新開放，臺灣政府鼓勵許多臺

商、臺僑前往東南亞投資。東南亞成為新興市場，也帶動臺灣與東南

亞人民的聯姻。8 

不管對大陸或東南亞而言，政策的開放，促成兩地通婚之有利因

素，但在此有利因素之下仍必須探究，臺灣的男性為何要遠赴大陸及

東南亞娶親？而大陸或東南亞女子為何又要遠嫁來臺？這涉及了兩國

人民的能動性及交織在兩國人民的政治、經濟及階級的處境。 

四、跨國婚姻的樣貌 

                                                           

7 對於印尼排華暴動的發生原因，大多數的報導研究均將之歸咎於經濟因素，

因為印尼華人雖僅占總人口的 5%，卻掌控該國 50%以上的經濟。其次，文化

與宗教信仰的不同，也助長印尼人反華的情緒，尤其是在 87%為回教徒的國

度，大多數的華人卻並未皈依回教，這被印尼人視為是華人驕傲、不願同化、

只想賺印尼人錢的一項重要證據（引自孫采薇，2004，頁 56）。 

8 引自白刷刷黑戶人權行動聯盟（2015，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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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試舉過去接觸的兩個新住民例子，讓大家更瞭解跨國婚姻

的處境。其一是住在花蓮偏鄉的農村男性老胡，娶越南華僑阿玉的故

事。老胡 56歲才到越南娶了 31歲的越南華僑阿玉，已結婚 20年。老

胡 1943年生，現年 76歲，老胡從小在花蓮老家種田，1950年代在家

鄉種香茅很賺錢，一斤可以賣到 60元，但後來景氣就不好了，於是

1970年代北上工作，蓋房子、築橋、整修房子，等到農忙時就回來割

稻，賺了錢都交給媽媽幫忙生計。也曾在新北市的成衣廠工作過，當

年很想交女朋友，也曾相過親，但對方一聽老胡是花蓮鄉下農家，結

婚之後還要幫忙種田，都不願意跟老胡交往。20多年前老胡因母親生

病，兩個弟弟當兵，於是回家鄉照顧母親，一個月後母親走了，自己

就留在家鄉種田。不是農忙時則去打零工，如廟會搭臺子、鋪柏油

等。他說 55歲那一年村子裡的仲介拿了一些人結婚的照片及幾位越南

小姐的照片到家裡找他，問他有沒有意願娶老婆，於是他到越南娶了

阿玉。 

另一個故事是嫁給大陸老榮民的阿香。阿香 1961年生，現年 58 

歲，阿香原住於河南省民權縣的鄉下，阿香先生生病過世，留下兩個

小孩，各為 8歲及 7歲，在家鄉從事賣衣服的工作。2001年親戚看她

一個女人帶著兩個孩子，要養家又要照顧孩子十分可憐，於是介紹她

認識返鄉探親的老林。老林 1934年生，現年 85歲。老林 1949年跟著

國民黨來臺，後來在村中的某國小當工友，回大陸家鄉探親，透過介

紹與阿香見面。老林跟阿香說他對家鄉有情感，15歲就離家，很想在

家鄉娶老婆。就這樣阿香跟著老林來到臺灣東部村落，兩人一起經營

小雜貨店，老林辦了阿香兩個小孩的收養，但只通過了小兒子，2005

年小兒子來臺灣一起生活，大女兒偶而來臺灣探親，目前正等待申請

長期居留。阿香說當年嫁給老林之前也在大陸相過親，但都嫌她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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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孩子，不然就是希望她再嫁後還能為對方生兒育女。但她最後選

擇嫁給老一點的老林，就是不想再生育了，且嫁來臺灣的生活，還是

比在大陸農村好過些。老林 2007年中風，阿香邊看著雜貨店邊照顧

他，她說老林在經濟上很照顧他和孩子，只要她照顧好他三餐，老林

不太管她，她嫁給老林很自由。 

從以上例子，一是不難看到了年輕時正值臺灣經濟起飛拼命賺錢

養家的農村子弟，因為地處偏鄉難以尋覓結婚對象而跨國娶親；二為

帶著兩個幼兒困難生活的大陸姊妹阿香，碰上了 1949年國共戰爭、兩

岸隔離後，對家鄉懷有情感的同鄉老林，老夫少妻，兩人互相照顧。

從中可看到跨國婚姻中當事人的處境，絕非一般人掛在嘴巴上談的緣

分而已，是在兩國國家政治、經濟發展下，當事人能動的選擇。 

貳、新住民在臺灣碰撞的議題 

近 30年來，約有 54萬新住民進入臺灣，2000～2003年間，臺灣

社會經歷大陸和東南亞女性配偶急速增加的震撼，她們共占了同時期

所有婚配的四分之一。這麼龐大的人數，引發政府及人民的極度關切

及慌張，臺灣人民也在學習如何對待這麼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新住民，

以下將討論近 10年來新住民帶給臺灣社會熱烈討論的議題。而這些議

題與新住民的教育有何關連？新住民在臺灣深處於人們隱微不察日常

生活的歧視當中，從政府官員到一般民眾。陳志柔與吳家裕（2017）

指出，外來移民的快速增長，會使當地主流族裔感受威脅，這種威脅

繼而會影響到媒體報導傾向，從而加強了既有的社會偏見，使人民對

移民政策的態度傾向保守；彭德富（2007，頁 95）指出，臺灣官方、

媒體及一般民眾，往往將外籍配偶污名化，將之與「假結婚、真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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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劃上等號，並將其婚姻視為臺灣「社會問題的製造者」。而社會工

作者，對新住民的態度也受到社會污名化的影響，當他們在進入職場

前，對東南亞籍新住民的想像，大多處於懷疑與不信任的態度，直到

接觸她們後，才覺察自己的偏見與歧視，並不斷修正對東南亞籍新住

民的看法（謝亞彤，2015，頁 72-73）。 

新住民內化這些負面標籤，成為自己的一部分，自覺低人一等。

希望新住民與臺灣社會共融，不當只是要求新住民，也針對一般社會

大眾，分析存在社會隱而不察之標籤的合理性，才得以讓新住民從層

層的歧視中解脫出來。 

一、買賣婚姻 

一般大眾或學者常將跨國婚姻稱為「買賣婚姻」，而與「戀愛式婚

姻」做對比，多採取社會問題導向，將跨國婚姻中的男女雙方視為是

社會問題的製造者。 

大家品頭論足「買賣婚姻」，是指稱它的幾個特性，一是必須花一

大筆錢，二是沒經過交往而快速決定結婚的過程，其三是，指稱一方

（通常指稱女方）的被買，沒有決定賣或不賣的權力，四是婚姻中交

換的性質被凸顯。 

常聽到姊妹會抱怨家中老公或婆婆對著她說：「你是我花錢買來的」。過

去研究者於蘆荻社區大學的工作夥伴「國際姊妹花」97 就笑稱，結婚哪

                                                           

9 年在新北市的蘆荻社區大學開設「越洋媳婦中文成長班」，研究者開始接觸

新住民。當時一群陪伴新住民的臺灣婦女，工作團隊稱她們為「國際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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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不用花錢，也要有聘金吧！研究者做過研究，整個跨國婚姻的過

程，雖然花費約新臺幣 20多萬至 50萬不等，但實際上娘家拿到的聘金

非常有限，甚至只拿到 1,000元，花費最大的是交通、仲介及文件辦理

的費用。 

再者是，沒有交往、快速做決定的過程，跨國婚姻中的男女雙方

不是不願意慢慢交往，而是沒有條件，10 經濟（出國的旅費）、時間的

受限、語言不通，構成了跨國婚姻快速的性質。但雙方互相看對眼

後，透過幾天交往過程認識彼此，他們簡明扼要互相約定重要事項，

例如：婚後要生兩個孩子，不能打老婆，不能賭博，要吃素等，我們

稱它為「約定式婚姻」。11 

其三，通常指的是相較於男方，女方對於男方的資訊不對等，有

可能受騙。以目前的法令，確實不允許女方先來臺灣瞭解男方家庭，

如果能開放那確實會讓雙方更對等認識彼此家庭。再者是，到底男方

挑了女方，女方有沒有說不的權力。當然有說不的權力，在接觸的移

                                                           

花」，她們笑稱自己也叫「菜市場姊妹花」，最擅長教姊妹買菜，做日常家務

事。 

10 跨國婚姻認識過程各有不同，有透過仲介相親的形式，有些則透過已嫁來臺

灣親友介紹而認識，正文所談的是最極端的狀況，在 2004 年之前的幾年，雙

方認識幾天就可以向駐外館申請依親居留。 

11 這是 2003 年間，在新北市蘆荻社區大學與一群陪伴新住民的國際姊妹花大

家在研討過程中，發現他們約定的性質而來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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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婦女中，許多人是經過多次的被挑選但不答應，後來才找到結婚對

象的。 

其四是婚姻中的交換性質，任何婚姻不諱言都有交換的性質，即使是戀

愛式婚姻。而戀愛式的婚姻卻容易用我愛你、你愛我，彼此相愛的說

法而將交換性質掩蓋。 

不管是本國通婚或是跨國婚姻，是雙方利益盤算後的決定，而單

單將跨國婚姻扣上了「買賣婚姻」的帽子，不僅忽略了雙方的處境及

條件且弱化了雙方做決定的過程。當然，跨國婚姻的確比本國通婚會

有資訊不對等、沒有條件有更長時間的交往過程，但不等於跨國婚姻

就該被問題化。 

二、外籍配偶少生一點 

據《中時電子報》報導（林倖妃、韓國棟，2004），2004年教育部

次長周燦德在全國教育局長會議，呼籲外籍和大陸配偶「不要生那麼

多」，新住民媽媽群起譁然，由多個民間團體串聯組成的移民／移住人

權修法聯盟到教育部，高舉「我們不是遲緩兒」、「種族歧視」標語抗

議。該聯盟指出，教育部引用部分醫療院所偏狹的研究數據，據以認

定新住民女性之子因社經背景和文化等差異，易出現發展遲緩，要求

「少生一點」，此種種族優越論調，對號稱「人權立國」的臺灣是最大

諷刺。 

廖元豪（2004）更指出，這種由國家依據種族血統身分，劃定特

定族群間的優劣順序，然後評判不同種族的生存價值，進而鼓勵或不

鼓勵生育的態度，在希特勒的統治經驗後，早已被文明國家拋棄。後

來也有一些研究洗刷了新臺灣之子素質較差的推論。如：衛生署國民

健康局長期追蹤發現，相較大陸、東南亞籍外籍媽媽，本國籍婦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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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早產兒、低出生體重率新生兒比率反而較高。國健局分析原因，應

是本國籍婦女晚婚、晚生育所致。新臺灣之子不只出生時健康，追蹤

發現，不管是學習障礙、發展遲緩、注意力不足過動症或是感覺統合

失調症等問題，也未因母親籍別不同有明顯差異（衛生署國健局婦幼

健康組，2009）。 

又如，楊靜利、黃奕綺、蔡宏政與王香蘋（2012）指出，外籍配

偶的生育率不但不高，還低於臺灣有偶婦女的生育水準；至於新生兒

健康狀況，不論是從死產、體重不足、先天缺陷、早產或是 Apgar評分

12 的比例來看，她們也沒有比較差，其中死產、體重不足與早產三項指

標的表現甚至於更好。 

林照真（2011）也指出了「新臺灣之子」始終籠罩在「素質較差」

的陰影中。許多相關研究樣本過少及報導快速出籠，錯誤的關注卻造

成了更多問題，強化了一般人對「新臺灣之子」的刻板印象。 

一直以來，國際家協13 提出了「混種優生」來對抗一般國人血統、

種族的優越感。其實，那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還

是站在何種「種族」孰優孰劣的觀點，但更根本的視野則是，沒有人

可以因為是不同的種族，而被迫低人一等，或基本的權力就要被剝

                                                           

12 參考楊靜利、黃奕綺、蔡宏政與王香蘋（2012，頁 105-106），Apgar 評分是

目前針對新生兒健康狀況普遍使用的快速評估方法，評估項目包括：心跳、呼

吸、肌肉張力、反射動作及皮膚顏色。 

13 全名為「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2006 年 11 月 5 日成立，在新北市三重及

高雄市鳳山設立據點，2010 年研究者到花蓮後，成立花蓮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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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在過去因種族的優越感，造就了無數的悲劇，或許臺灣社會應該

學到教訓，不要讓歷史重演。 

三、越娘有毒 

不經證實就說一些危言聳聽的話，其實就是在製造對該族群的歧

視及恐慌。根據中國新聞網報導（程嘉文，2006），臺聯立委廖本煙懷

疑越南新娘身上有毒，請內政部應進行調查，廖本煙還說，會娶越南

新娘的，本身條件就有問題，不該給這些外籍配偶家庭生育補助，以

免「劣幣逐良幣」、「好的小孩都生不出來」。廖本煙說，自己前一陣子

前往越南考察，發現當地因越戰時期美軍大量使用化學藥劑，殘餘毒

害導致很多畸形的病例。嫁來臺灣的越南新娘，身上有沒有殘毒的問

題？政府應對此進行研究：「如果這些餘毒在新娘的身上，在臺灣生出

來的小孩，造成有其他病變，是不是會造成臺灣更多社會問題與家庭

問題？」 

針對上述的說法，已故林口長庚臨床毒物科主任林杰樑也表示，

就算越戰期間美軍曾使用大量化學藥劑，讓孕婦產下畸形兒，但不是

每個地區都遭受污染，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否則照立委的邏輯，

臺灣有鎘米，豈不是每一個人都鎘中毒。而且戴奧辛在人體內 7～8年

會慢慢代謝掉，如果不再暴露在戴奧辛污染下，不會有問題，何況越

戰距今已經 40多年之久，不會有所謂的餘毒殘留在越南新娘身上。林

杰樑亦表示，一旦身體暴露在戴奧辛的污染下，可能會有肝功能異

常、皮膚嚴重長青春痘等症狀，很容易被診斷，實在不必這樣窮擔心 

（藍孝威，2006）。 

王增勇博士指出，越戰給越南人民帶來的貧窮以及落葉劑帶來的

飢荒，比戰爭本身的傷害更可怕：「在田野調查時，我問越南的外科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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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越南兒童是否因為戴奧辛的關係，造成這麼多畸形兒？那位外科

醫師以他十幾年的行醫經驗說，他不確定其中是否有因果相關，但可

以肯定的是，貧窮讓越南的畸形兒童和殘障兒童非常多。化學藥劑的

確造成越南人民的苦痛，但是後續的經濟剝削、美國對越南 20年的經

濟制裁，都讓越南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傷害！」（匿名，2006）。 

根據廖本煙「越娘有毒」一說，被醫學研究證實已過半衰期，把

全越南女性都說成「越娘有毒」更是無稽之談。審視其說法不僅包括

對越南人的「種族歧視」，也包括對於娶越南配偶的臺籍老公的「階級

歧視」。廖本煙提及，會娶越南新娘的，本身條件就有問題，不該給這

些外籍配偶家庭生育補助，以免「劣幣逐良幣」、「好的小孩都生不出

來」。不知廖所指「本身就有問題」是指什麼？是指比較老？有身心障

礙？經濟條件不好？這是臺灣內部的階級問題，娶臺籍配偶的較弱勢

家庭的男士，難道沒有這些困境？不分析家庭處境，將之統包成為歧

視新住民家庭的標籤，更促成了族群及階級處境的對立。 

四、回印尼當野蠻人 

根據《蘋果日報》報導（林錫淵，2010），高雄縣林園鄉林園高

中，國中部洪姓教師在管教學生時，竟因該名學生母親是來自印尼的

新住民而說出「妳是野蠻人啊？妳寒假要與媽媽回印尼，妳就滾回去

印尼當野蠻人！」而洪老師事後也坦承曾說過作弊、乞丐、野蠻人等

話，但強調「都是疑問句」，都是以開玩笑方式說的，無辱罵之意，是

希望學生好。 

人們常將歧視的字眼，透過不經意的日常、玩笑式的話語中顯

現，不論老師是出於善意的希望學生好，但也不會同意洪老師使用貶

抑及不當標籤的方式。其實，不只在該老師身上，包括一般人也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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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中國姊妹直呼「大陸妹」，還說菜市場很便宜的菜就叫大陸妹啊；或

直呼越南姊妹叫做「越南仔」。 

一般人對印尼歧視的來源，除認為他們是來自貧窮落後的國家，

自認為臺灣比較先進外，還包括印尼人用手抓飯吃的文化習俗。國人

的眼光局限在「貧窮與富裕」、「野蠻與文明」的視野。自第二次世界

大戰以來，臺灣一直受美國的援助，眼光常仰望美國強大的軍事、經

濟力，但對於亞洲國家的歷史所知甚少，而看到亞洲國家的貧窮，眼

光總是局限在「國家的經濟力」單一視野，卻未能深入瞭解何以越

南、印尼、柬埔寨這麼貧窮，這些國家經過殖民、戰亂的慘烈，而臺

灣相較之下是經過較和平的政權轉移。對於來自印尼的「手抓飯」文

化，則視之為「野蠻」，回到多元文化的相對觀，文化有它形成的歷

史、政治、經濟背景，但一般人常懷有我優他劣的種族優越感，就阻

礙了對文化背後的豐富意涵的瞭解。 

五、禁止外配捐母乳 

根據《中國時報》報導（蘇瑋璇、邱俐穎，2012），緬甸華僑黃太

太，2012年 5月中旬要去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的母乳庫捐乳，前一天卻

接獲院方來電，以「母乳庫只接受臺灣出生的媽媽母乳，不接受其他

國家」為由拒絕，讓黃太太的善心被澆了一大盆冷水，自尊心受損，

不滿為何捐贈母乳反遭歧視。北市聯醫婦幼院區於 2004年成立全國第

一座母乳庫，供給早產、重症或母親罹患傳染病的新生兒。 

《中時電子報》亦有報導指出（匿名，2012），衛生局說，任何體

液都有傳染風險，加上擔心語言隔閡，才將外籍媽媽拒於門外，絕對

沒有歧視問題。無線衛星電視臺新聞報導（鍾沛君，2012），北市聯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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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兒科主任方麗容表示：「因為接受（母乳捐贈）的孩子，還是以臺灣

的孩子為主，我不知道社會觀感還是怎麼樣子。」14 

由上述報導不難看到是歧視問題。若是美國、日本，歐美國家來

捐母乳，該母乳庫不知道會不會拒絕？如果擔心傳染病問題，醫院都

會進行篩檢，而不會因國籍而篩檢不到。擔心社會觀感到底是什麼？

研究者認為有一個非我族群的焦慮，深怕喝了東南亞籍母親的奶，身

體得到異族的滋養，孩子的血液就有不同的成分吧！ 

六、流落湄公河畔臺灣之子 

根據《商業周刊》在第 917期的報導（吳錦勳，2005），利用半年

的調查，發現有 3,000名「湄公河畔的臺灣囝仔」流落異鄉。此外，其

報導指出，越南當地報紙揭露 2004年 3月，越南第一大報《公安報》

報導：「兩千名與臺灣人結婚的永隆省女子所生下的子女，成為社會重

擔」。同年 10月，越南《青年報》又報導：「同塔省有五百名臺灣之

子，都是媽媽帶回來給外婆帶，……」。今年 2月，駐胡志明市臺辦處

也對國內媒體表示，「已至少有 3,000個臺越混血兒流落越南」。 

這篇報導的主要目的是募款，希望在越南當地設立中文學校，讓孩

童學習中文，以利孩子回臺灣可以銜接國小教育。莊雲鳳（2009）指出，

有些是因為勞動父母為了經濟的節約，而來的跨國托嬰並非流落他鄉。 

                                                           

14 由於在 2012 年 5 月 26 日中時電子報的報導中，方麗容曾說，今（2012）年 

7 月舉行專家諮詢會議，研議擴大捐母乳資格，若通過馬上就會實行。而 2017 

年 6 月，研究者以電話詢問，越南籍新住民可否捐母乳事宜，承辦人員答覆： 

「必須抽血檢查，符合規定便可捐贈母乳」。依此看，目前情況已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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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曾拿這篇報導給一位臺灣朋友看，她馬上告之「臺灣之子

怎能流落越南，很可憐」，研究者跟她說孩子是臺灣之子，不也是越南

之子嗎？越南之子難道不能在越南長大嗎？跨國婚姻第二代的優勢不

就是從小往來兩個國家，身處兩個國家文化及語言的優勢？這些孩子

未來會繼續留在越南長大，還是回臺灣讀小學，都有待父母做決定。

但是，異國婚姻所生的孩子，請給他多種身分認同，在湄公河畔長大

不是流落異鄉，而是在外婆家成長。 

以上乃著眼於從政府官員、民代到一般社會大眾對新住民的歧

視。陳怡良與林燕珊（2019）更建議，應從教育層面著手，從小培養

多元文化概念，倡導相互尊重之觀念，且政府更應持續發布更多新住

民正面的相關訊息，以消融社會大眾對新住民的偏見。 

截至目前，新住民在臺灣遭受到的不只是歧視，在法令政策上，從

入境開始即被不友善對待。包括：國境控管的面談機制、居留權、政治

權、經濟權及社會權等都遭受到種種的排除。例如：外交部設定特定國

家需要面談，才能與本國人結婚、面談時先以假結婚看待，需通過床第

隱私15  的檢查。使用模糊的「無素行不良」字眼替代「品行端正」，通

過認定才得以歸化、入籍 10 年才能參選、遭受家暴非判決離婚且無子

女（或無子女監護權）不得繼續居留等，這些限制更凸顯國家把新住民

當作外人看待。多數來臺灣久一點的新住民，大多看懂了國家的立場，

                                                           

15 追問床第隱私的問題，近兩年經民間單位及當事人不斷陳情抗議，狀況已稍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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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體恤「新住民之子」無人照顧，才願意讓她們留下來，而非關心婚

姻不幸福、特殊處境婦女的居留權利。 

參、臺灣當前重要的新住民教育政策及評析 

一、內政部方面 

內政部於 1999年 12月訂頒「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

16 輔導、協助各地方政府辦理「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班」。2003年推

動及增修「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提出八大重點，包括：生

活適應輔導、醫療優生保健、保障就業權益、提升教育文化、協助子

女教養、人身安全保護、健全法令制度及落實觀念宣傳等。 

依行政院 2004年 7月 28日會議指示「籌措專門照顧外籍配偶之基

金」，特自 2005年度起設置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分 10年籌措 30億

元，即每年籌編 3億元，以附屬單位基金之方式設立於內政部，以進一

步強化新住民體系、推動整體照顧輔導服務，成為近 10年來新住民輔

導的重要經費來源。10年屆滿後於 2015年 8月 4日的會議中，修正基

金名稱為「新住民發展基金」，基金規模維持 10億元。 

內政部召集及規劃計有 50項的具體措施，結合了教育部、外交部

等九個中央單位及各縣市政府等機關共同辦理此相關輔導政策；每年

逐一修訂並新增辦理項目，至 2006年已多達 12個中央單位共同辦理此

                                                           

16 此計畫後來更名為「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經過 3 次修訂，目

前仍在實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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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輔導措施；2007年 1月 2日成立入出國及移民署，成為處理入出國

及移民的專責機構。 

近年來較重要的新住民輔導機制，首推 2012年至 2015年在全國推

動的「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此計畫在中央由內政部及教育部主責，

結合在地的新住民重點學校17 及民間單位，一起推動新住民及其子女之

照顧與輔導。 

二、教育部方面 

新住民進入教育系統就讀，根據的是 1999年 1月臺灣省政府教育

廳下達 21縣市政府「可受理外籍新娘就讀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截至

目前仍實施中。教育部要求各縣市於 2003年起招生開辦「成人基本教

育研習班」的外籍配偶專班，此專班係屬臨時計畫性質，其依據為

「教育部補助辦理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何青蓉，2003），目的在

於「培養失學國民具有聽、說、讀、寫、算能力，以充實基本生活知

能，提高教育程度」。 

2005年起推動「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以「牽手‧學習‧在臺

灣，文化‧交流‧一家親」為主軸，除提供新住民學習資源外，也希

望引導國人欣賞新住民母國文化。但此計畫於 2008年結束後新住民教

育回歸成人基本教育。 

三、政策及實施狀況評析 

                                                           

17 所謂重點學校是新住民子女人數超過 100 名或超過十分之一比例者稱之，為

火炬計畫的主要推動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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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與教育部的相關政策及措施皆顯示出政府對於新住民及其

子女的重視，但從一些學者的研究及研究者的實務經驗中，也都察覺

到許多待檢討之處。 

先談「全國新住民火炬計畫」，此計畫雖於施行 3年後（2015年 

7月）結束，但該計畫仍具有指標性，其一是此方案緣於新北市政府

（原臺北縣政府）建立了具體的推動模式，而後推至全國。其二是，

不管就學校參與的數量或是新住民之參與人數均高，足以作為後續政

策之參照，其三是以學校作為新住民及其子女輔導主要窗口的嘗試，

到底做到什麼？不足又在哪裡？ 

許芳雄（2014，頁 184）認為火炬計畫制定過程忽略中階層次的參

與，忽略南北差異似有檢討空間。而劉振寧與邱世杰（2013，頁 177）

指出火炬計畫定於一尊，……，全國的重點學校行動方案計畫辦理的

項目和內政部給的參考範例，可說是如出一轍，忽略各重點學校因地

制宜與多元發展的特性。 

此計畫是內政部結合教育部，透過學校系統推動的計畫，依據新

北市政府於 2007年訂定的「新住民火炬計畫」，擬訂「全國新住民火炬

計畫」行動方案。計畫目的期望能藉由內政部、教育部、各級學校及

民間團體之跨部會與跨域合作，共同提供全國新住民及其子女完整之

文教生活輔導機制與單一窗口的全方位服務，使其能於臺灣穩定生活

與長期發展，更希望培養民眾對國際多元文化之瞭解、尊重與國際文

教交流之參與推動。 

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擇轄內小學新住民子女人數超過 100名

或超過十分之一比例者列為新住民重點學校為推動對象。考量相關預

算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之推動意願等因素，希望各地新住民重點

學校，執行 20萬、40萬或 60萬的分項計畫，內容包含 9～11項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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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但必須辦理其中 7～9項子方案，這些子方案包括：火炬計畫執行

工作小組工作坊、家庭關懷訪視、新住民簡易母語學習、遴聘臨時酬

勞人員、其他創意作為、多元文化幸福講座、新住民輔導志工培訓、

親子生活體驗營、多語多元文化繪本親子共讀心得感想甄選活動、創

意家譜競賽、美食競賽等。方案分為必須辦理的共同項目及可選擇的

項目兩類，可選擇項目則可以 6項選 3項或 4項選 2項。 

研究者走訪花蓮多所學校，發現其中有待討論之事項為每所學校

只能申請固定金額的方案，無法依學校所需考量申請一項或幾項子方

案。依目前規定，每所重點學校只能選擇 20萬、40萬或 60萬固定金

額的方案，且項目也由中央規定，此種由上而下套餐式的方案設計及

要求執行的方式，並未能顧及在地學校與新住民家庭關係發展的階段

性及各校新住民家庭工作重點的差異；再則是，有些偏鄉小學校，學

生人數本來就少，雖然新住民子女人數所占比率高（超過十分之一），

但新住民子女人數少，要辦理多項子方案有其困難度。其三是，在花

蓮偏鄉一所學校發現其新住民子女數多，但較校內的原住民孩童家庭

的條件好，當在校內辦這麼多新住民家庭活動時，又不能只辦一兩

項，引發比新住民孩童條件更差的家庭反彈，條件好資源給那麼多，

條件不好卻沒資源，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此亦顯現出依「新住民

家庭」作為類別給予資源的方式，不論家庭處境、社經條件，只要你

是新住民就通通有獎的政策及作為（包括：家訪、參加活動、擔任志

工等），很值得檢討。 

第二個討論的主題是新住民教育的方向。1999年起，教育部以原

有針對國人識字系統的「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接引新住民進入學習

系統。何青蓉與丘愛鈴（2009）指出，新移民教育的功能就在於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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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教育部將重點置於提升新移民語言能力，將新移民教育納入成

教班當中，目標在使其適應在臺生活，並有助於教養子女。 

2008年年底之前，我國新住民教育政策的實施依據為：「教育部發

展新移民文化計畫」，教育部於 2005～2008年推動「發展新移民文化計

畫」，試圖發展多元文化教育，但新住民教育的學習重點乃放在以識

字、生活適應，增進溝通及家庭教養能力為主，看不出深刻的多元文

化教育的內涵（何青蓉、丘愛鈴，2009）。 

隨著該計畫實施期程（2005～2008年）之結束，教育部並未研擬

任何新的政策。自 2009年之後，新住民教育與成人基本（識字）教育

合流，從此新住民教育回歸一般教育體系。其中，值得被討論的是，

難道新住民教育和成人基本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只是解決新住民不

識字的問題及增加溝通能力？18 

劉金山與林彩碧（2008，頁 35）指出，儘管政府機關與民間業界

開始挹注大量資源在外籍配偶課程之開設，但受惠的外籍配偶仍在少

數，原因在於多數的開設課程大多著重於識字教學與生活知能之傳達

與教導，缺乏外籍配偶所需之主體性與渴望被認同的文化觀。李玉蘭

（2014）亦建議，外籍配偶教材閱讀經驗的本質，在於提供對新住民

主體經驗感受更深層的理解；蔡喬育（2017）也建議新住民華語文教

                                                           

18 在「教育部補助辦理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中明確說明有兩個目的：1. 培

養失學國民、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具有聽、說、讀、寫、算能力，以充實基本

生活知能。2. 增進失學國民、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之語文溝通能力，拓展人際

關係，融入現代社會環境，提升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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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設定教學目標時，設法將學習任務與生活經驗相連結，以增加其

熟悉感與預測性，較能順利完成學習任務。 

林美和（2003）的研究指出，臺灣現階段的外籍配偶相關課程，

在學習基本中文應對生活適應的基本生存維護，其空間上尚稱滿足，

但如何增強外籍配偶之自尊與自信，符應真正公平正義的生活與存在

權，有賴大家一同來思索。 

研究者訪談幾位在花蓮某小學念新住民成人教育班的新住民，均

稱課堂就是教他們學習中文而已，不會跟她們討論生活中遭遇的難

題。其中有一位新住民因不知道辦身分證的流程而求助於國際家協。

她描述該新住民課堂，老師教的就是中文，沒有討論居留、辦身分證

等議題，當老公不協助時，她就不知道怎麼處理，只好透過其他姊妹

找到協會。這也凸顯了以她們生活經驗為主體之課程設計的重要性。 

研究者認為，新住民教育不該只是識字教育，也不該只是以適應

臺灣生活為目標，更應以新住民為主體，並發展與臺灣人民的相互主

體觀；讓母國的文化成為重要的資產，刺激臺灣人民及自身相互理解

彼此文化的差異，使文化的差異成為推動臺灣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 

肆、新住民教育論述 

一、發展以新住民家庭為主體的知識 

翻閱外籍配偶的文獻資料，會看到林林總總新住民的問題剖析，

常列舉出：婚姻價值扭曲（張芳全，2007）、語言問題、生活適應問題

（薛盈瑩，2017）、就業問題（張淨善，2005）、婚姻暴力問題（顏錦

珠，2002）、夫妻溝通問題、子女教養問題（王碧君， 2015），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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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學習問題（盧秀芳，2004）。除薛盈瑩（2017）提及「臺灣社會對

新移民女性仍存在歧視，間接影響其生活適應」。其他大多數研究多把

新住民所涉及的社會議題，指向個人式的困境及問題的描述，以及朝

向個人式的問題解決。但單單使用「標籤化」及「問題化」新住民家

庭的方式，常常看不見社會歧視、國家政策的結構作用在家庭內外的

力道、夫家的社經結構及當事者自主對抗困局的力量，而只造成更多

的歧視。我們需要的是瞭解的視野，需要發展出以當事者為主體的知

識。 

長期從事勞工家庭教育工作的夏林清（2012，頁 23）指出，如果

我們研究勞工家庭的目的，是希望協助勞工家庭或成員增進自己對問

題的瞭解，並採取有效行動以改變問題的情境，那麼我們對家庭內部

與外部各種作用力量，在問題形成歷程中所發生的作用，特別是這些

因素，如何透過家庭關係模式的運作，影響成員意識與行動的作用歷

程，就不能不仔細瞭解了。……我所採取的一個對知識的立場是實踐

取向的（praxis-oriented）；也就是說，我們研究勞工家庭經驗的目的，

是希望能生產出尊重勞工家庭成員主體性的知識，以協助勞工家庭成

員能理解自己的處境，並採取有意識的行動挑戰自己以及有問題的情

境。 

因此，發展以新住民家庭為主體的知識，是工作者重要的方向，才

不會以主流的價值觀強加於非主流家庭身上，失去了理解他們的機會。 

二、大熔爐和沙拉拼盤 

1960年代之前，美國官方或民間習慣將美國社會比喻為「大熔

爐」（The Melting Pot），強調整體社會、文化的和諧，因此，學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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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在提供學習主流文化的機會，藉以培養良好的公民，而所謂主流

文化即白人基督教文化，一切以白人文化當作典範。湯梅英 

（2000）指出，後來「大熔爐」之說普遍受到質疑，「沙拉拼盤」

（Salad Bar）的說法取而代之，強調主流文化並沒有同化異文化，也不

能消泯族群和文化之間的差異與衡突。美國社會其實正如一盤生菜沙

拉，並未調和。多元文化教育自然不是只強調多元和差異，而是重新

審視各種傳統文化，珍視少數族群的貢獻及其文化遺產。如果是一位

秉持著「大熔爐」理念的教育工作者，當新住民來到面前，很自然地

你會告訴她什麼是臺灣文化，以臺灣主流文化為依歸，教她如何快速

適應臺灣文化，而視母國文化為融入新文化的阻礙，盡可能拋諸腦

後；當教育者所持著是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概念，如沙拉

拼盤中，每一種食材相交融，但都保有它自身的主體；亦即新住民帶

著自身母國文化與臺灣主流文化平等地交流。共享對方過去歷史，共

創雙方未來歷史。 

研究者選擇後者，尊重每個人的主體性，同時也要求既有權力

者，自己更開放甚至是威脅的處境，願意利益更透明化、與人共享權

力的位置，讓臺灣社會更進步。 

三、Freire的解放教育哲學 

巴西著名的教育學者 Paul Freire是 1940年代巴西農民和工人識字運

動重要的推動者。他企圖透過教育解放那些受壓迫者的被壓迫意識，他

重新定義識字教育的概念並賦予政治化意涵，將教育視為解放人類的方

式。 

方永泉提及（Freire, 1970/2003），Freire 及其團隊成功的祕訣，在

於他們不僅是去教導那些農民讀寫的技巧，而是透過閱讀書寫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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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貧苦大眾政治參與的能力及程度。當這些農民開始識字以後，他們

原有的被動性與宿命感就開始動搖，他們不再默默地接受自己的現況。

Freire 的解放教育顛覆了將「文盲」視為社會疾病，需要有識者救治的

觀點，拒絕將文字變成傳輸「適應的意識型態」（ideology of 

accommodation）以及強化「沉默文化」（culture of silence）的工具 

（Freire 1985, p. 9）。 

Freire（1970/2003）提及，沒有人能教別人，也沒有人能教自己，

而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彼此教導。Freire特別強調「對話」，認為

教師和學生在一個互為主體的創造性對話情境（mutually created 

dialogue）中學習。在這樣的過程中，所有參與教育的人（教師及學生）

都能被「賦權」（empower）。被賦權的師生們，在這樣一個好探究的社

會中（questioning society），能將既存的（existing）或被視為理所當然

（taken-for-granted）的事物問題化（problematize）。這樣批判的方法，

能使學生不至陷入沉默（silence）及政治的異化（political alienation）。

漸漸地，傳統的課堂（classrooms）就會終死，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人性

化（humanize）及解放（liberate）的對話情境。 

Freire認為「識字」是一種批判意識的覺醒與人性解放的過程，其

功能是藉由「識字」賦予學習者與他人、社會及世界對話的力量（王

秋絨，1995，頁 22）。教育作為一種對自身及所處環境擁有批判的意識

及改變世界的動力。Bolin（2017）指出了 Freire的教學策略和基進民

主組織的方式，可以成為持續社會變革的核心。所以教育和民主實踐

的歷程，為在實踐的場域裡推動社會變革。 

研究者從事新住民教育工作以來，所依循的乃是 Freire的解放教育

哲學。透過對話進行批判性的反省，看到社會強加於新住民的各種歧

視與壓迫，發展出以新住民為主體的知識，並要求臺灣社會不該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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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地要求新住民適應本國文化的大熔爐，而是朝向能看見彼此差異並

共同存在的大的社群（沙拉拼盤）。 

伍、一個實踐案例：以中文學習為起點的生活政

治教育 

國外有不少關於新住民教育的實踐案例報告，Yep（2014）嘗試以

大學與鄰近社區為基地，發展跨世代新住民教育，創造新的社群關

係；Brigham、Baillie Abidi與 Calatayud（2018）針對移民到加拿大 

Nova Scotia的婦女，藉由參與式攝影來讓難民學習與敘說故事（2013

～ 2015），藉由攝影的藝術課程，增進社會對移民集體理解的過程進

行研究；Shan（2015）談及如何在安置移民過程中發展參與式的治理

（Participatory Mode of Governance），從事新住民教育確實需要更多的

創造力、想像力及實踐力。 

心理劇與社會劇的創始者 Moreno在他的自傳中提及了他與 Freud

的相遇及差異： 

我參加了一個弗洛伊德的演講。他剛剛完成了一個分析的心

靈感應夢。我在中間離席，他挑出我離開的行動，問我，我

在做什麼。我回答，好吧，弗洛伊德博士，我在離開你的地

方，開始了我自己的起點。您在你人工設置的辦公室滿足了

人們。我在街上，在家裡，在他們的自然環境中見到他們。 

（夏林清，2012，頁 237；Moreno, 1953） 



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 

30 第 20 期 

 

如同 Moreno，研究者將心理學專業用之於社區教育 10餘年，2010 

年從北部都會區移居至花蓮讀書與工作。以下提出在花蓮發展新住民

家庭與社區教育的實踐案例。 

一、扎根在社區 

研究者在從事社區教育工作近 10餘年後，17 2010年來到花蓮讀書， 

 

17 2002 年在新北市的蘆荻社區大學開設「越洋媳婦中文成長班」，研究者開始

接觸新住民。2005 年在新北市社會局擔任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督導， 

2006 年 11 月 5 日移民工作者催化了資深的新住民家庭一同成立「臺灣國際家

庭互助協會」，在新北市三重及高雄市鳳山設立據點，擔任執行秘書。2010 年

到花蓮後，新住民的工作場域也拓展至花蓮。 

一路尋找可以工作的據點，2013年落腳在吉安鄉鄉村型的小村落，啟

動新住民家庭的社區教育工作。19 

會選擇在社區工作是基於過去的工作經驗，深知一場諮商晤談，

一門課程對新住民家庭的影響有限，20 得結合課程、家庭及社區工作，

走進基層踏進門戶，才能創造人們的發展及轉變。 

選擇吉安鄉靠中央山脈的農村型社區，緣起於聽聞這裡住著許多

新住民。實地瞭解之後，發現過去她們若要有學習（識字）的機會，

                                                           

19 研究者在花蓮吉安鄉設立臺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的花蓮工作站。 

20 過去曾擔任過性諮商治療的工作，也在蘆荻社區大學開過與女性及新住民相

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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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須騎車或由家人接送，穿過人口稀少夜間光線昏暗的農田，來到

吉安東區的國小或更遠一些來到花蓮市區，因為路程較遠、擔心夜間

安全的因素，乃致學習之路備受阻攔。 

在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落地，社區的人不認識研究者，只好

尋求與當地小學合作，校長也十分支持，認為新住民媽媽好，小孩才

會好，且願意開放學校場地讓社區民眾使用，後來該校一位劉老師也

願意一同教學。有了場地、有了老師，也得找人來上課，研究者到街

上挨家挨戶找人，一位熱心的越南姊妹帶領到他們正在聚會的地方，

研究者跟他們介紹自己及課程。雖然他們對研究者不認識也談不上信

任，但想要學習的動力還是讓她們想來上課。就這樣，透過新住民姊

妹彼此間的介紹，加上從國小的管道找到 6位，班上共計來了 30位新

住民，其中有 1位大陸、3位印尼、1位菲律賓、1位馬來西亞，其餘

24位皆是越南。這樣的人數其實已超過了原本預期。 

二、從中文學習到批判反思 

Freire認為，傳統教育（包括其中的掃盲運動）的結果不是受教育者獲

得解放性的覺悟，而是使其受到馴化、進而異化成為現存制度中的新

成員。而新型批判性的掃盲應是使群眾「覺醒」的過程，應使群眾成

為「主體人」，進一步促進社會成為「主體社會」。Freire看到巴西社會

是缺乏民主傳統的「垂直」社會，人們與社會的關係只是「適應」，而

不是「參與」。認為新形勢對教育工作者的主要挑戰不是掃盲，而是掃

除「非民主傳統」，掃盲過程本身應體現這一「覺醒」與 

「民主化」進程。 

Freire的經驗，強調教育的重心在於「意識啟蒙與覺醒」。而新住

民與巴西農民間最大的差異是新住民來自異國，臺灣社會是要他們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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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差異，適應臺灣文化，母國文化受到極度地貶抑。新住民與巴西農

民一樣有她實質要克服的難題，例如：不會中文、不會填寫資料卡、

文化的衝突、家庭關係的維繫等。如何從這些具體的需要中，讓他們

意識到不是要他們單純地適應，而是參與及創造。 

研究者對於新住民教育的看法是：一個從異地來到臺灣的新住

民，從小帶著的母國文化，是她自尊及自信的源頭，也是刺激臺灣社

會進步的力量；中文能力是他參與臺灣社會重要的基礎；人際網絡則

是相互支持、拓展外在資源的媒介；與本地文化相互刺激學習，則是

在臺灣生存的重要能力。 

如何從新住民在臺灣學習中文及具體生活的需要出發，而又能有

批判意識？於是，設定課程的目標是透過學習中文的過程，一方面看

重其母國文化，再則，其對日常生活難題具有批判反思能力，並嘗試

行動及改變。 

這些新住民來臺灣都已超過 3年，中文也已經有一些基礎。當時劉

老師與研究者協作，每週 3小時的課程設計，一半時間教中文，一半時

間進行討論課。她負責注音及中文的教學，研究者負責帶課堂的討

論，討論的課程並非事先設計好的套裝課程，而是採過程取向，隨著

姊妹遭遇的議題而規劃。第一年進行母國生活、夫妻關係、親子議

題、新住民法律的問題，一方面肯認母國文化，找回自尊及自信；另

一方面則是透過生活切身問題的討論，意識到主流意識型態對他們的

標籤作用及國家制度之於他們的壓迫；其三，意識覺醒後的嘗試行

動。 

三、從批判反思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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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試著舉三個例子，說明課程的討論及行動方向。2013年 5

月間，某村發生家狗咬傷放學中孩童事件，姊妹們在課堂中間休息時

間竊竊私語，原來有一名姊妹之前也曾被該狗咬傷，而賠醫藥費了

事。研究者立刻調整課程，針對該事件進行討論。最後，幾位同學願

意一起去找村長，並邀約曾擔任捕狗大隊的一位新住民的老公來跟大

家討論，花蓮對於流浪狗的處理流程、當碰到家狗不綁鎖鍊及狗破壞

農作物時該如何處理，讓大家瞭解清潔隊捕狗、安樂死並不是一條可

行之路。藉由社區發生的實例，推進討論、行動、再討論、再行動的

過程，將生活的議題化做實際行動，進而更敏察此議題及願意以行動

做改變。 

另一被討論的生活議題是蘇花改21 議題。源於談論姊妹的工作時，

種龍鬚菜的阿和說當遇到颱風時，蘇花公路斷了，龍鬚菜就要走南迴

公路運送，運費因此提高，他們寄望蘇花改可以解決龍鬚菜運送的問

題。後來，研究者邀約此議題有深入研究的教師和他們討論蘇花改的

議題。獲得結論是，即使蘇花改完工，顧及安全問題大卡車還是必須

走原來蘇花公路。但大家進一步思考，有沒有可能用鐵路運輸，另也

發現花蓮的大賣場卻賣著西部運來的菜，新住民姊妹說，東部菜北

運，西部菜東運，這麼耗費能源，能不能更環保一點，能有一些菜在

花蓮賣場就地銷售。這是探索此議題後更清晰的結論，雖然此議題牽

涉範圍龐大，沒有後續行動，但這種由他們生活經驗出發而來的公共

議題討論，實屬不易。 

2013年初，政府辦理一場以新住民家庭為對象的尾牙聚餐表演

會，協會受邀參加演出。餐會後，姊妹們對主持人的發言很是生氣，

                                                           

21 全名是蘇花公路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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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協會共準備了兩首歌唱節目，一首是大人（姊妹們）唱「我從越

南來」22，另一首是小孩唱「恭喜恭喜」。因為「我從越南來」曲調有

點悲傷，當歌唱完了，主持人拿起主持棒說：「唱完了，這首歌怎麼這

麼可憐啊！誰人知、流淚，一點都不流淚，你們會流淚嗎？（臺下有

人說會，有人說不會。）這首歌做得不好，下次不要唱，怎麼會流淚

呢！誰人知，應該是快樂誰人知，大家都知」。接著問姊妹：「開不開

心」，姊妹表情尷尬勉強地答：「開心」主持人接著又說：「你看唱這首

歌會想到家裡，眼眶都紅了，只是想家啊，但在這邊要唱開心的歌

啦，每個眼眶都紅通通，害我都不好意思上臺」。接著主持人介紹小朋

友出場，看到小朋友胖嘟嘟，主持人對著小朋友說：「吃得胖嘟嘟怎麼

辦，縮小腹，縣長根本不用補助啦，吃得好、養得好，頭好又壯壯，

對不對，營養午餐吃得這麼好」。姊妹很生氣主持人的那番話語，在隔

幾天後協會召開的檢討會中表達了她們的憤怒，大家醞釀著之後應該

有所行動。在 4月中旬一次新住民據點的會議中，幾個姊妹對著據點的

工作者及政府行政人員表達不滿，希望下次不要再找這樣的主持人。

                                                           

22 這首歌是臺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與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合作出版的「跨海牽

手」專輯內的一首歌，描寫姊妹來臺後思念家鄉的情感。歌詞為：「我從越南

來，過山過海到臺灣來，在遙遠一個地方，那裡是我的家鄉，有我的親人，有

我美麗的回憶。小時不懂事，不會珍惜父母身旁—幸福、快樂、日子。遠嫁

來臺灣，才知思鄉之情，思念父母，哼著家鄉的歌謠—Ho ,o..., Chông gân 

không lây, đi lây chông xa mai sau cha yêu mẹ già, bát cơm đôi đũa,Ho ,o... , bát cơm 

đôi đũa, kỹ trà ai dâng （中文翻譯：近娘家不嫁要遠嫁，父母年老飯菜水茶，早

晚誰來負擔）。讓我感到孤單，不知不覺流下眼淚，有哭笑、有苦樂，誰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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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姊妹說，我沒有拿一毛錢補助，我的小孩長得好，完全是我辛苦

種龍鬚菜、慢慢存錢、養小孩的，請不要說我拿政府補助；我的小孩

那麼小才 4歲，也沒吃過營養午餐。另一個姊妹說，我們唱我從越南

來，有我們想家的情緒，我們唱完後，主持人馬上跟我們說以後不要

唱那首歌，他一點都不能體會我們在臺灣的辛苦，不能體會也就算

了，可以下臺問問我們，怎麼臺上就叫我們不要唱。 

現場有一、兩位據點的工作者，很支持姊妹勇於表達，但政府人員

當然有些尷尬。對姊妹而言，她們勇於發聲了，在一個公眾場合中，對

著臺灣人及政府官員表達他們的意見，這是她們以往沒有過的經驗。 

這是一個剛起步不久的實踐。研究者在課程中、在活動中、在日

常生活接觸他們（包括他的家人），隨時想著如何深入對話和觸發行動

改變的可能。 

陸、小結 

本研究是研究者實踐進程的一部分，透過回顧整理過去 16年來的

實踐經驗，包括：如何看跨國婚姻、新住民在臺灣所引發的議題、當

今教育政策的檢討，以及 2013年在吉安鄉社區蹲點剛起步的新住民教

育實踐經驗。企圖透過書寫辨認新住民培力的方向及路徑，並希望提

供政策制定者及實務工作者一些建議。 

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來自邊陲國家的婚姻移民經由提供無償的

勞動及生育，穩定了國內廉價勞動力的再生產機制。而短短 20 年間近

50餘萬新住民進入臺灣，也引起臺灣社會的慌張，常常歸因為新住民

個人問題，造成家庭或社會的問題，種種歧視、標籤因應而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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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買賣婚姻」、「越娘有毒」、「外籍配偶少生一點」，均是禁不起論

證的個人標籤。 

進一步發現，政府對待新住民的教育重點乃放在以識字、生活適

應、增進溝通及家庭教養能力，並沒有發展以「新住民為主體」的多

元文化教育的內涵。 

研究者十多年來從事新住民教育工作，所依循的乃是 Freire的解放

教育哲學。透過對話進行批判性的反省，看到社會強加於新住民的各

種歧視與壓迫，發展出以新住民為主體的知識，並期待臺灣社會不該

一味地要求新住民適應本國文化的大熔爐，而應朝向能看見彼此差異

並共同存在的大社群（沙拉拼盤）。企圖培養新住民的意識覺醒，包括

對社會既存結構權力不對等、強調同化的意識型態、對日常生活的政

治性能有所敏察。 

就研究者的實踐經驗，針對教育政策制定者及教育工作者，提出

以下幾點建議： 

一、發展具有多元文化觀的新住民教育政策 

新住民的教育政策應與成人基本教育分流，發展具多元文化觀的

教育政策，一來尊重新住民的主體性，二來讓跨文化的差異成為帶動

臺灣進步的力量。 

二、培養教師具備世界觀、多元文化教育的視野 

如果教師的教學重點著眼於新住民如何適應臺灣，這樣的教學也只

是將新住民更馴化於臺灣社會，難以推動社會創造性的改變，此需要教

師具有跨文化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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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應更開放性、更敏察於日常生活的政治性 

作為批判式教育工作者，若自身對於日常的政治性無法敏察，則

難與學生對話以促發其意識覺醒；且態度必須是開放願與學生對話，

這才能促發創造性的發展。 

四、發展新住民家庭及社區的多元文化課程 

僅發展新住民的文化主體性是不夠的，也需要這個社會願意更開

放接納差異，故發展社會大眾的多元文化觀念是重要的，而家庭是新

住民第一個接觸文化差異的場所，也是極易發生文化衝突之所在，其

次則是社區，故促進家人及社區民眾理解跨文化差異是彼此重要的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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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領導理論內涵及其對學校組織適用性之評估與

啟示 

吳新傑*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負責領導理論內涵，並探討負責領導對於學校領導之適用

性及啟示。藉由文獻分析顯示，負責領導是根植於現代利害關係人理論所發展的領

導模式，認為應把領導者與追隨者的關係從傳統的「領導者—下屬關係」擴展為

「領導者—利害關係人關係」，主張領導是一種領導者與組織內、外各個利害關係人

間互動所產生的社會與道德的現象。強調「關係」是領導的中心，認為領導者必須

成為利害關係人網路中關係的「編織者」，扮演好「管家／建築師」、「僕人／教

練」、「願景者／說故事與意義賦予者」、「公民／變革推動者」此四組領導角色，才

能藉由與眾利害關係人建立基於道德性與價值性的關係，協調整體的行動來達成永

續與共享的組織目標。本研究繼而從學校組織特性的面向，闡釋負責領導對學校領

導之適用性，並論述負責領導中所強調之利害關係人網路思考架構、「領導者—利害

關係人」之領導關係、與四組內省／操作型領導角色模型對學校領導實踐之啟示與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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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le Leadership Theory and Its Applicability and 

Implication for School Organizations 

Jason Hsinchieh W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theory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and to discuss its applicability and implication for school 

leadership.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e study shows that responsible 

leadership is stemmed from modern stakeholder theory. It suggests broadening 

the view of “leader-follower relationship” from traditional “leader-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to “leader-stakeholder relationship” point of view. Responsible 

leadership thus proposes “relationship” is the center of leadership, and that 

leader is the “weaver” of relationship in this network of stakeholders. Leaders 

need to perform four set of roles, “steward-architect”, “servant/coach”, 

“visionary/story teller and meaning enabler”, and “citizen/ change agent” as a 

whole to build ethical and value-based relationship with stakeholders, and to 

coordinate them to achieve shared and sustainable organizational goals. The 

study then further discusses the applicability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for 

school leade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chool 

organizations; and ends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implication of responsible 

leadership for school leaders through its stakeholder network frame, leader-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 and four inner/ operational leadership roles model. 

Keywords:  responsible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applicability, school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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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領導不是階級、特權、職稱，也不代表金錢，領導是責任。—彼得杜拉克 

近年來，領導理論不斷地推陳出新，在其前面已被冠上了許許多多不同的字

眼，例如，魅力領導、真誠領導、權變領導、願景領導、道德領導、分布式領導、

轉型領導、甚至還有靈性領導等。這些領導理論都有它貢獻卓著之處，但領導中的

一個核心要素：「責任」 

（responsibility）似乎還未被廣泛地討論（Pless & Maak, 2012; Waldman  

& Galvin, 2008）。 

道德經云：「大道廢，有仁義」，每當缺了什麼的時候，人們才會開始

關心，而管理學界於近 10年開始回頭關注「責任」這個主題，即起因於

企業界從個人到組織層出不窮「不負責任」的行為（Kempster & Carroll, 

2016; Pless & Maak, 2012）。在國外有 Exxon阿拉斯加瓦爾迪茲號的漏油

事件、Nike的血汗工廠事件、安隆案、雷曼兄弟銀行惡性倒閉事件等；

而在國內也有一連串的食安風暴，如運動飲料起雲劑、混充黑心油與致

癌豆乾等事件，其影響與傷害的範圍層面深廣，從個人到政府幾乎無一

倖免地受到波及，全社會都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企業也因此面對著社會

信任危機的挑戰，必須藉由展現其負責的作為與態度，才能重建社會的

信任。 

除了社會的信任危機外，「全面互連利害關係人社會」（global interconnected 

stakeholders society）的來臨，也使得企業領導者必須正視「責任」這個問題（Maak, 

2007; Pless, 2007）。在過去，由於社會成員與組織的連結較少，其權利意識也不高，

故相較於現在，組織領 

導者需考量的利害關係人數目與衝突並不多，在決策上的道德複雜度 

06-2-吳新傑_p039-072.indd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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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較為單純，往往只需考量少數最重要能影響組織的利害關係人（如公

司股東、顧客）的利益即可，而那些只受組織影響，但無法影響組織的

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則可以被忽略。隨著全球化、民主化與網路化的衝擊，

現代社會已逐漸轉變為一個「全面互連利害關係人社會」（Freeman, 

2005; Phillips, 2003）。在此社會中，組織與社會成員的連結層面更廣更

深，伴隨著利害關係人的權利意識抬頭與網路傳播的興起，各利害關係

人能更容易地彼此聯繫結合，因此單一個人對組織的影響力日益提高，

一個人把一小段影片置於網路上，就有機會對組織造成重大的打擊。故

在「全面互連利害關係人社會」中，過去只受組織影響，但無法影響組

織利害關係人的現象已不存在，所有利害關係人都可能對組織產生重大

的影響。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組織被期望同時關注所有利害關係人不

同的要求與權益，故除了被期望要對股東獲利的表現負責外，也被期望

要對過去被認為不太重要的其他利害關係人（如員工及其家庭、社區居

民、弱勢群體、甚至是下一代）所帶來的影響負責（Pless & Maak, 2005, 

Maak & Pless, 2006; Wade, 2006）。面對多元利害關係人間的要求與價值

衝突，領導者若仍維持舊有的決策思維，只考慮股東利益極大化與英雄

式的領導是行不通的（Badaracco, 2001），故企業領導者也急需要一個

不同的理論與思維架構來面對向全體利害關係人負責的新挑戰（Bass & 

Steidlmeier, 1999）。 

那麼當前中、小學校長之辦學是否也如同企業領導者一樣，面臨著

需要對全面互連利害關係人之利益與需求負責的新挑戰呢？研究者認為

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以往校長手上握有極大的權威，校內大小事務基本

上校長具有相對完整的決定權，教師與家長基本上也都不會有聲音，只

需完成上級交待的任務及把學生的課業成績顧好即可。但自 1999年開

始實施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後（楊振昇，2004），中、小 

學校長不再由上級長官指派，而是由不同利害關係人代表所組成的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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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員會所選出，因此，校長們除了要滿足上級長官們的期待外，也要開始考量這

些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想法。隨著《教育基本法》通過與各利害關係人的權利意識逐

漸覺醒，學生受教權、教師專業自主權，以及家長參與教育之權利開始備受重視

（吳清山，1999）。校內許多決定必須經過各個委員會通過，教師們也開始會對各

種校內決策發表意見，表達不滿，學生與家長對於學校的期望也愈來愈多，開始要

求學校不能只重視學業成績，也要顧及獨立思考、創造力、媒體素養等其他方面的

發展。更重要的是，隨著媒體與網路的興起，以往很難串連起來的利害關係人，現

在可以很容易地彼此聯繫組織起來對抗學校的作法，這使得以往被認為對學校相對

沒有影響力的利害關係人，如學生、社區居民、特殊生家長等的想法，開始也變得

舉足輕重。有時甚至只需要一位家長或學生不滿，把意見或影片置於網路上，其效

應就足以把學校搞得人仰馬翻。如此看來，現代的學校領導者似乎也與企業領導者

一樣，面對著全面互連利害關係人社會所帶來的新挑戰，急需一個有別以往的領導

理論架構來引導實踐（Stone-Johnson,  

2014）。 

為了協助領導者們因應上述多元利害關係人社會的挑戰，Maak 與

Pless（2006）率先開始重新思考，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中，領導者與追

隨者的關係是否發生變化？該如何重新界定這個關係？在這個關係中，

領導者的責任為何？領導者應對誰負責？負責什麼？如何負責？該具備

什麼素質？需扮演什麼角色？等關鍵問題。進而開創了「負責領導」1

（Responsible Leadership）這個新興領導理論，來幫助管理者建 

 

1 在目前已有的中文文獻中，多將 Responsible Leadership 翻譯為「責任領導」，但研究者認

為應翻譯為「負責領導」較為適合。首先，就字面意涵來說，Responsible 一詞為形容詞，為

「負責任的」意思，並不是名詞的 Responsibility，「責任」的意思，因此翻為「負責」較能

符合字面原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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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因應新時代所需的領導思維架構。重新把「責任」這個似乎被遺忘卻

又重要的概念帶回領導理論與實務的討論中。 

在管理學界，負責領導近年來已逐漸受到重視（Waldman,  

2012）。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與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這兩份在管理界備受重視的 SSCI期刊上，分別於 2012年與 

2014 年都曾規劃了專門探討負責領導的特刊，其後也吸引了諸多學者

對其進行研究與詮釋。在管理實務與教育方面，負責領導的議題也備受

關注，如歐洲管理發展基金會就成立了「全球負責領導促進中心」

（Global Responsible Leadership Initiative Center），協助企業思考如何制

定負責任的企業策略。聯合國也成立了「負責管理教育原則促進會」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Management Education Initiative），提倡把負

責領導的理念與原則融入管理教育，以期能培養負責任的未來企業領導

人。簡言之，為了因應全球利害關係人社會所帶來管理上的新挑戰，負

責領導成為管理界目前極受重視的新領域。 

由於教育界亦面臨類似的困境，教育行政學界近年來也開始關注負

責領導這個新興議題，然仍處於萌芽階段，目前在國內、外都各只有一

篇文章與負責領導有關，第一篇是 Stone-Johnson（2014）在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上發表的質性實證研究，此篇研究

藉由分析 Performing Beyond Expectations計畫中三所翻轉逆境學校的質

性訪談資料，探討 Maak與 Pless（2006）的負責領導理論與角色模

型，並試圖建構教育負責領導理論。第二篇文章則是黃志豪（2015）於

《學校行政雙月刊》發表的〈責任領導探悉及其對校長領導的啟示〉 

 

外，就理論意涵而言，負責領導主要探究的是何謂負責的領導者？及領導者應

該如何負責？等問題，因此關鍵除了在瞭解「責」為何以外，對誰「負」及怎

樣「負」，也是該理論的主軸，因此，將 Responsible Leadership 翻譯為負責領

導較能完整表達理論原意。故此，本研究採用「負責領導」而非「責任領導」

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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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此篇文章主要著重在理念介紹與分析，其中探討了負責領導的背

景起源、理論概念、角色實踐、領導實踐與成效，最後提出負責領導對

校長領導的啟示。 

既然教育行政學界已有兩篇文獻探討負責領導理論，那為何還要寫

這篇文章呢？是因於閱讀兩篇文章後，研究者發現以下兩點不足之處：

一是前述文獻對於負責領導理論之理解與分析還不夠深入，許多理論中

重要的元素被遺漏了，例如，領導者除了四大內省角色外，其對應的四

個操作型角色的功能與意義，這兩篇文章皆未提及；此外，有些則對於

負責領導理論有些許誤解，譬如 Stone-Johnson（2014）就因為 Maak和

Pless文章中負責領導理論的概念圖把領導者放在中心，故認為負責領

導隱含有階層性（hierarchy）與領導者中心（centrality）的意欲，進而

批判其有可能導致讓領導者與追隨者具有明顯階層上下之分的問題。但

若我們回到 Maak與 Pless的原始文章與理論來看，就可發現 Maak和

Pless本身並無此意：例如，Maak和 Pless於領導者公民角色的描述中

特別提及，領導者應與關係網絡中其他利害關係人是平等的，否則自己

也就變成了「外人」了（Maak & Pless, 2006）；而 Maak與 Pless 

（2006）也特別說明其為了表達領導者本身是鑲嵌在全面互連利害關係

人的社會網路中，並應該和各利害關係人維持均等的關係這個概念，才

把領導者置於概念圖的中心。 

其二是目前的文獻尚未探討負責領導在學校組織之適用性問題。 

Stone-Johnson（2014）特別提及當應用商業界的理論至教育界時，由於

教育與商業組織在組織特性上有諸多不同之處，因此，當應用任一管理

理論至教育界時，必須重新檢視其適用性。這樣的思路是對的，但可惜

的是，這兩篇文章並未對此做近一步地分析與描述，就進入了應用與啟

示的環節，在論述上存在著斷裂，實為可惜。 

基於上述兩點理由，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對負責領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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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特別是理論創始者 Maak與 Pless的觀點）做一完整之解析與陳

述，二是嘗試著從學校組織特性來評估負責領導理論對學校組織之適用

性，並依此提出其對學校領導應用上的可能意涵。為了達成上述目的，

本研究將分成下述章節逐一鋪陳之，分別是：一、負責領導的理論起

源；二、負責領導的理論內容：三、負責領導對學校組織的適用性；

四、負責領導對學校領導實務上的意涵。 

貳、負責領導之理論起源 

要談負責領導就不得不談其思考來源—Freeman的利害關係人理論

（Freeman, 1984）。利害關係人理論的提出，是為了回應 1980年代商業

與社會環境的轉變，例如，當時美國企業受到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愈來

愈多、各種不同特殊取向的利益團體（如推動槍枝、香煙、墮胎管制等

團體）愈來愈活躍、環境保護法案的出現及環保意識興起，以及媒體輿

論對企業影響力的提升等新現象出現。這些改變，為企業和組織帶來了

一個新的挑戰，即除了傳統上所認知的股東外，有愈來愈多不同的個人

或團體，也能對企業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 

Freeman（1984, p. 4）斷言： 

單單只需考慮為市場帶來產品與服務的美好時光已經逝去；而只專

注於此種產品市場模式下組織效率與效能的管理理論的適用性也已

逝去。 

簡言之，Freeman（2005）認為傳統僅強調股東的想法，並把組織或企業視為「資源

轉換器」（resource-converter）的管理思維架構已不在適 

用於這個轉變後的社會。企業與組織需要一種新的視野與架構來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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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企業與組織本質的為何，以面對新的挑戰。 

因此，Freeman認為面對新的時代，企業或組織應從股東

（stockholders）思維擴張為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思維來重新

定義企業與組織的本質，如此才能解決組織決策上的盲點，幫助組織永

續經營。他首先界定利害關係人為「會影響組織或被組織決策所影響的

任何群體或個體」（Freeman, 1984; Freeman, Wicks, & Parmar, 2004），而

組織則應被視為由眾利害關係人所組成的群體。藉由滿足各利害關係人

的需求與權益（如提供員工薪水、提供顧客有價值的產品），並倚靠各

利害關係人提供所擁有的資源，組織才得以營運生存 

（如員工提供勞力、顧客提供經濟報酬）（Clarkson, 1995; Litz, 1996; 

Rowley & Berman, 2000）。因此，組織與利害關係人之間存在著一種動

態的關係，其損害、利益、權利、義務都會彼此牽引（Freeman, 2001）。

若組織在決策上是忽略或犧牲了某些利害關係人的權益，並讓該利害關

係人發現其未被組織適當地、公正地對待時，該利害關係人便會利用手

中的資源來懲罰組織，使組織的經營受損。因此，利害關係人理論強調

管理者在達成組織目標的同時，要盡可能地考量到各利害關係人對組織

的正當利益（legitimate interest）為何，並思考其對各利害關係人應負

有哪些責任（Freeman et al., 2004）。 

利害關係人理論認為，組織的目的即是在追求組織共同利益的同時，

也能顧及眾利害關係人的需求並保障他們的權益（Freeman, 1984; 

Freeman et al., 2004）。然而，其困難點在於，不同的利害關係人所擁有

的價值觀、興趣、資源與需求是不同的，甚至往往也是彼此衝突的。於

是如何在追求組織共同利益的同時，發覺、顧及、平衡眾利害關係人

（甚至包含隱含的利害關係人）不同的需求，並與眾利害關係人維持合

宜的關係，成為在利害關係人社會與架構中，組織領導者的首要課題

（Bass & Steidlmeier, 1999）。因此，諸多學者皆呼籲，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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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利害關係人理論的架構下，重新思考「領導」的意義與定位（Bass 

& Steidlmeier, 1999; Freeman, 2005）？而負責領導，即是回應此呼籲所

得的產物。 

參、負責領導之理論內容 

有鑑於回應前述學者們的呼籲與認識全面互聯利害關係人社會的來

臨，Maak與 Pless（2006）著手於現代利害關係人理論的架構下，重新

思考「領導」的意涵，由之引出一系列待思考的問題：如在利害關係人

社會架構下，領導的目的為何？領導者與追隨者的關係為何？領導者的

職能為何？領導者需具備什麼素質？領導者應扮演哪些角色？而負責領

導即是在嘗試回答上述問題所建構出來的。本研究也將以這些問題為脈

絡，逐步闡述其負責領導的理論。 

一、負責領導對領導目的之觀點 

Maak 與 Pless（2006）認為，傳統植基於階層化組織結構假設中發

展出來的領導理論，主要是從工具性的取向來看待領導，因此，組織領

導的目的即是為了促使組織內部的成員們有效能地達成組織目標（通常

也是以某單一方面的效能為衡量標準，如獲利能力），進而達成股東們

的最大利益（Rost, 1991）。然而，若從利害關係人理論脈絡而言，組織

不再只對股東負責而已，而是要對所有利害關係人都負起責任。這表示

組織的領導者必須要瞭解並協調眾利害關係人的需求與行動、考量各利

害關係人對組織「應」有的正當利益與權益為何？並依此考慮領導與組

織對各利害關係人「應」負的責任為何？亦即 Freeman的利害關係人理

論是採取規範性的取向來看待領導（Donaldson & Preston, 1995），故在

利害關係人的理論脈絡下，Maak與 Pless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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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領導的目的界定為「與組織內外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建立與培養永續

與信任的關係；讓不同利害關係人能協調行動來達成共同的目標、確保

組織的永續性與正當性、並至終幫助實現良善與共享的組織願景」。 

二、負責領導對領導者與追隨者關係之觀點 

一般而言，領導者無法領導「物」，只能領導「人」。因此，領導必

然是發生在「關係」（relationships）之中，即領導必然是發生在人與人

的互動過程中。所以領導可以說是一種發生在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的社

會關係現象（social-relational phenomenon）（Maak & Pless,  

2006; Pless & Maak, 2012）。 

在主流領導理論中，往往假定了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是一種不平等

的關係，領導者是主導，而追隨者則要盡力去完成領導者的願望

（Bennis & Nanus, 1985; Rost, 1991），這個假定讓我們常以階層化或二

分法的觀點來看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的關係，往往只把領導者與追隨者

的關係局限為「領導者—下屬的關係」（leader-subordinate relationship）。

也就是說，領導者領導的對象主要局限於組織內的部下。這種想法限制

了領導者的思維與想像力，使其在面對需要領導許多為其上級或與其平

行的利害關係人的場合時，缺乏思考的架構。反之，在利害關係人理論

的思維架構下，Maak與 Pless（2006, p. 103）將領導視為是：「發生在領

導與其利害關係人社會互動過程中一種關係的和道德的現象（relational 

and ethical phenomenon）」。因此，負責領導理論將傳統領導理論中「領

導者—下屬關係」的觀點，擴展為 

「領導者—利害關係人關係」（leader-stakeholder relationship）的觀點 

（Pless & Maak, 2012）。  

由於「所有能影響領導或被領導所影響的個體或群體」都算是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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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的利害關係人，這表示領導者除了領導與經營其組織內下屬的關係

外，也需要領導與經營組織內外其他非其下屬的利害關係人的關係。此

觀點解除了傳統理論對領導者思維觀點方面的限制，讓領導者瞭解除了

向下領導外，他們也能夠向上或平行領導，使其影響力擴大，做決定時

也能夠更周延。相對地，由於利害關係人間往往有不同的價值觀、溝通

風格、文化，因此這樣的觀點也提高了領導統御的複雜性。而領導者在

這種較周延、但也較複雜的「領導者—利害關係人關係」中，領導者的

功能又為何呢？ 

三、負責領導對領導者功能的觀點 

由前述的討論可知，在多元利害關係人的社會架構下，領導者不應

再被當成在科層體制頂端與世獨立的個體（Bass & Steidlmeier, 1999; 

Nicoll, 1986）。反之，由於領導是發生在與不同利害關係人（可為追隨

者或協同領導者）的互動關係中，因此，領導者本身應被視為是利害關

係人網絡中平等的一分子。其領導正當性並不是從其職位、獎勵、或權

力的高低大小而得，而是透過能與各利害關係人培養良善的互動關係，

讓各方願意參與共同目標的制定與實踐，贏得他們的尊敬，進而取得領

導正當性（Helgesen, 1990）。根據以上的思路，若領導是發生於「關係」

之中，而領導的目的是與利害關係人建立良善的關係以達成共同的願景，

那麼領導者主要的焦點必須集中在建立一個良好的「利害關係人關係網

路」之上，因此，Maak 與 Pless（2006）將領導者視為這個利害關係人

關係網路的編織者（weaver），必須扮演關係的耕耘者（cultivator）與

促進者（facilitator）的角色。 

Maak與 Pless（2006）進而詮釋，身為關係編織者中「耕耘者」的

角色時，領導者的功能在於幫助利害關係人（包含領導者本身）彼 

此建立良好的關係，維護這些關係的品質，並確保其是建立在可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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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基礎上。而身為關係編織者中「促進者」的角色時，領導者的功能在於促進利

害關係人間進行更多良性的互動與溝通，使建立起來的關係更為深厚，以實現共同

的願景。例如，舉辦能促進利害關係人間真誠對話的會議、或採用創新的方式來協

調他們間的利益衝突、與道德困境問題等。當有效達成「耕耘」與「促進」關係的

功能時，領導者才能做好此關係網路「編織者」的角色，才算是負責的領導者。故

此，負責領導也可以說是「建立與維持所有利害關係人良好關係的一 

門藝術」（Maak & Pless, 2006, p. 40）。 

簡言之，負責領導認為領導者最主要的功能是把眾利害關係人編織

於一個互動良好的社會網絡關係之中，並把建立與維護這個互動關係的

品質視為是自己的責任，使這些關係能以合乎共同利益（common 

good）與合乎道德的價值為基礎。確保每一位利害關係人被平等公正地

對待，讓每個人和群體能彼此瞭解與尊重對方，能一同協調合作行動，

為共同的願景與目標而努力。 

四、負責領導對領導者素質的觀點 

如前所述，負責領導者必須理解與關懷不同成員的利益、需求、文

化與福祉，進而促進真誠的對話，建立願景與道德準則，讓不同利害關

係人融入一個包容的社會網絡關係中，一同有效工作，來達成共同的目

標與願景（Helgesen, 1990）。然而，要達成上述這些功能與目標，領導

者必須具備哪些素質呢？ 

首先，領導者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智商（IQ），才有足夠的認知能

力來理解事實與情況、做出理性的判斷。然而，若要領導者能妥善評估

與處理不同利害關係人間的多元觀點、利益與道德衝突的情境與問題，

成為負責任的領導者，Maak與 Pless（2006）認為需要具備的是 

道德品格（moral character）與關係智商（relational intelligence）這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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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質。 

道德品格可說是負責領導者的根基與核心（Ciulla,1998; George, 

2003; Solomon, 1999），沒有人會願意真心長久追隨道德品格低劣的領導

者。但這不代表我們應該對領導者有不同的道德要求標準，或要求領導

者必須要具備超越凡人的道德品格。相反地，學者們認為這樣容易讓領

導者將自己視為令人注目的典範，與其他人不一樣，反而容易導致不道

德領導行為的產生（Kellerman, 2004; Maccoby, 2000）。因此，負責領導

雖強調道德品格的重要性，但不認為領導者必須成為一位道德偉人。反

之，負責領導認為對領導者道德標準的要求應與社會其他人一致

（Ciulla, 1998）。領導者的責任不在於必須具有比常人更高的道德標準，

而是能夠倡導並捍衛應有的道德價值，以至於不論是在充滿誘惑或危急

的情況下，領導者都能深思明辨，並在行動中堅持這些價值與原則

（Maak & Pless, 2006）。簡言之，就是「言行一致」比「滿口高尚的仁

義道德」更為重要。只有當領導者從行動中活出對於應有的道德品格的

堅持，並藉由其行動或不行動，領導者的真誠（authenticity）與正直

（integrity）才能被具體化。而唯有眾利害關係人看見並確信領導者的

道德與行動是一致的時候，該領導者才會被認為是負責任的領導者，利

害關係人也才會因此產生信任，成為領導者的追隨者（George, 2003）。 

除了道德品格外，負責領導者還需要具備高度的關係智商，才能讓

組織內外，利益與文化各不同的利害關係人能夠有效地與尊重地互動，

並建立長久的信任關係。關係智商是由「情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Salovey & Mayer, 1990） 與 「 道 德 智 商 」（moral 

intelligence）（Pless & Maak, 2005）所組成。情緒智商為能監控、區辨

自己與他人的感受與情緒，並運用這些訊息以引導個人思考與行動的能

力。可分為四個部分（Mayer, Salovey, Caruso, & Sitarenios, 2001）： 



吳新傑!  負責領導理論內涵及其對學校組織適用性之評估與啟示 59 

 2019/12/9   下午 02:29:13

  

06-2-吳新傑_p039-072.indd   52 

認知情緒（perceiving emotions）、使用情緒（using emotions）、理解情

緒（understanding emotions）與管理情緒（managing emotions）。當具有

高度情緒智商時，領導者才能有效地瞭解自己與他人情緒，思考情緒上

的衝突點為何，並進而管理好自己與他人的情緒，以幫助自己與他人的

成長與關係的維持。而道德智商則為認知、區辨、理解、反思自己與他

人的價值、利益、道德準則，並用創新的方式解決道德衝突與困境的能

力。其包含三個部分：道德自覺（moral awareness）、道德反省（moral 

reflection）與道德想像（moral imagination）。「道德自覺」是指領導者

能夠察覺並理解自己與他人的標準、利益與價值觀，以便能區分兩者間

道德認知上的異同。「道德反省」則是指領導者能以反省、批判的觀點

看待自己與利害關係人的道德準則、利益與價值觀，以察覺其中可能的

錯誤與問題（Schön, 1983）。而「道德想像」則是指在面對利益衝突與

道德困境時，能創造新的道德準則或解決方法，以不犧牲其中任一方的

利益或道德原則和自身原則的方式來解決 

衝突（Barnard, 1971; Ciulla, 1998）。 

綜合上述，要成為負責的領導者，除了需具備一定的智商外，更重

要的還需具備能於行動中活出道德品格的素質與高度的關係智商，如此

才有足夠的能力去面對現代多元利害關係人價值衝突的挑戰，真正地負

起領導者的責任。 

五、負責領導對領導者角色的觀點 

為了幫助領導者勝任上述之挑戰，Maak與 Pless（2006）根據 

Merton（1957）的角色理論（role theory）建構了負責領導者的「角色

模型」，藉由界定負責領導者應扮演哪些角色，來幫助領導者思考該如

何成為一位負責領導者。 

Merton（1957）的角色理論認為一個人會因為占有某個特殊的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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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或社會地位，而被賦予一系列的角色關係，一個社會地位擁有的所有角色關係被

稱為該社會地位的「角色組」（role set）。然此角色組內個人所需扮演的角色並非獨

立存在的，它們是彼此相依、連結、互動、甚至會衝突，必須被視為一個整合體，

因此沒有任何單一角色可以從角色組中拉出而工作仍可完整無缺地運作。在「角色

組」的概念下，Maak與 Pless（2006）建構了負責領導者的「角色模型架構圖」（如

圖 1所示），中間大圈代表領導者本身，而其他圈則代表了各利害關係人（此圖以企

業領導者為例，若應用在學校領導，相關的利害關係人將有所不同），而各圈之間

的線條則代表著關係。這樣一個蜘蛛網狀的圖形顯示了負責領導者是鑲嵌於利害關

係人網絡中的，並與各利害關係人維持一個平等的關係。就最大的角色而言，負責

領導者在此網路內，是扮演著「編織者」的角色，藉由耕耘、促進自身與利害關係

人的關係（包含促進利害關係人間彼此的關係），編織一個能讓各種意見和想法互

相理解的包容網（web of inclusion）（Helgesen,  

1990），進而達成組織永續發展與實現共同願景的目標。 

在圖 1中，負責領導者本身最核心的部分是需具備「道德品格」與

「關係智商」的素質，同時也要能扮演圖中內圈外圍的四個操作型角

色，這四個操作型角色描繪的是領導者在實際行動中應有的作為與應具

備的外在形象，這四個操作型角色分別為：能成功建立一個具包容性的

系統、流程與道德原則的組織結構、制度與流程的「建築師」

（architect）；能建立成功的培育、支持體系、並幫助追隨者在過程中感

受到自身成長的「教練」（coach）；能成功說明組織的文化、經驗、願

景與意義並內化到人們心坎裡的「說故事與意義賦予者」（storyteller & 

meaning enabler）；以及能成功說服各利害關係人群體互相連結，一同

為了組織更好的未來來進行改變的「變革推動者」 

（change agent）（Maak & Pless, 2006）。 

06-2-吳新傑_p039-072.indd   54 



吳新傑!  負責領導理論內涵及其對學校組織適用性之評估與啟示 61 

 2019/12/9   下午 02:29:13

  

 

圖 1 負責領導的角色模型架構圖。修改自“Responsible Leadership in a  

Stakeholder Society-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by T. Maak and N. M. Pless, 2006,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66(1), pp. 99-115. 

為了能扮演好上述四種操作型角色，負責領導還提出了四個對應的

內省角色，分別為：願意守護經營那些被託付給我的美好原則、價值、

成員與資源，並為組織成果負起責任的「管家」（steward）；願意關

心、支持、服務，幫助所有人成長的「僕人」（servant）；能事先預見組

織良善願景與目標的「願景者」（visionary）；以及願意把自己與他人視

為平等的存在，關心並願意為共同體的美好未來一同連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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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公民」（citizen）。 

這些內省角色的目的主要是引導負責領導者在行動中該如何想像與

理解自己的定位與自我形象，好讓領導者能隨時藉此隨時內省自己的領

導心態是否正確。例如，「管家／建築師」角色組闡明的是，想要做好

建築師這個操作型角色，領導者就必須時時把自身定位或想成一位管

家，是為了守護與經營好那些利害關係人託付給我的價值與資源來進行

組織結構之管理，而非以君王自居，凡是只照己意而行，如此領導者在

執行「建築師」的操作型角色時，才不易迷失自我，成為自行其是的暴

君。又如「僕人／教練」角色組，其欲闡明的是，想要做好能讓成員們

成長的教練角色，領導者就必須把自己想像成關注他人需求的僕人，如

此領導者才會注意到其所提供的支持與協助，必須與他人的需求配合才

行。若沒有這個想像，則領導者在進行人力資源領導時，很可能變成魔

鬼教練，只為了達成自己訂的目的而給予過度的練習，反而使得成員們

的成長受阻。剩下的兩組角色組也是，欲成為成功的「變革推動者」，

領導者必須把自己當成是組織「公民」的一員，如此才能以平等的態度

與他人溝通，進而推動人們進行真誠的變革。而欲成為成功的「說故事

與意義賦予者」，領導者必須自身成為「願景者」，如此才能激勵自己不

斷思考並提供永續、有意義的組織願景，讓組織成員能從中找到共有的

目標與工作意義。相較於其他具有角色組的領導理論，一般只有提到操

作型角色，負責領導的內省角色可謂其獨特的創新。能提醒領導者除了

行動之外，也要時時注意行動背後自己的心態是否正確，才不至於在行

動上出現偏差。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以上所提的四組內省／操作型角色不能被視為

是各自獨立的，這四組角色應被視為一個整體，動態地整合在領導者身

上（Dachler, 1992）。任一領導者都有責任扮演這四組角色，只 

是隨著位階與領導情境的不同，這四組領導角色在領導實務上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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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彰顯的比重可能會有所不同，因此如何依照領導情境，成功拿捏自身四大領導

角色的平衡，以協助組織內、外部建立關係，協調衝突，成為負責領導者的課題與

挑戰（Maak & Pless, 2006; Pless & Maak,  

2012）。 

換言之，從外圍往內來看，負責領導理論認為領導者的功能是一個

「編織者」的角色，要能夠耕耘與促進組織內外利害關係人間良好與合

乎倫理的關係，把眾利害關係人一同來編織到一個利害關係人網路中，

以實踐共有、永續、提升共善（common good）的目標。而為了成為一

個好的編織者，領導者必需作到四個操作型角色的職責，而要做好這四

個操作型角色，領導者則必須分別以相對應的四個內省角色作為其自身

形象想像的認知，才不會在扮演操作型角色上走偏。而要能統合這四組

角色進而編織包容網，領導者則需具備有道德品格與關係智商兩種核心

內在素質，才有可能做到。 

肆、負責領導理論對學校組織適用性之探析 

雖然現代學校與企業一樣都面對著「全面互連利害關係人社會」的

環境。但學校作為一個專業型組織與人本服務組織之混合體（Johnson 

& Kruse, 2012），與營利性企業組織在本質上有許多的不同。因此，負

責領導對於學校組織之適用性，將視其是否能回應學校組織之特性與相

應的挑戰而定。故以下將從學校組織在目標、成效評量、師生關係、同

事間的結合關係及組織結構等五個方面的特性，探討負責領導對學校組

織的適用性。 

一、學校組織目標具多元性、模糊性與衝突性 

營利性企業組織雖然也會有多元的目標，但對營利性企業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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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而言，最核心的目標還是在於獲取利潤，其目標相對具體且清晰。但

對於學校組織而言，由於具有人本服務組織（human service organization）

的性質，因此其目標往往比一般組織更具多元性、模糊性與衝突性（林

明地，2002；秦夢群，2013；Johnson, 2010; Johnson &  

Kruse, 2012）。 

人本服務組織是那些被賦予「保護、維持或增進個人福祉

（wellbeing）」的組織，其核心任務在於透過改變被服務者的個人屬性

（personal attributes），達成轉變人們（transformation of humans）的目的

（Hasenfeld, 2010; Johnson, 2004）。例如，學校的任務主要是透過教育，

使學生轉變為更好的人，進而增進他們的福祉。故本質上，學校被歸類

為人本服務組織，其他諸如醫院、教會、監獄、精神病院等也都屬於人

本服務組織（Johnson, 2010）。 

人本服務組織雖然目標看似單一，即轉變人們，增進福祉。但到底

組織應該要把被服務的人們轉變成什麼樣子才能增進人們的福祉呢？每

一個組織利害關係人的心中往往都有不同的看法，這使得人本服務組織

的目標往往具有多元、模糊與衝突的特性（Johnson, 2010; Johnson & 

Kruse, 2012）。以學校而言，雖然利害關係人都同意學校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把學生教好」，但對於什麼是好的概念卻是不一樣的。有些人希

望讓孩子快樂學習就好，有些人要求孩子課業成績要好；有些人認為學

校應該要為企業培養人才，有些人則認為應該為社會培養公民；有些人

希望學校能提升學生基本學力，有些人則希望學校能教學生馬上就能用

的東西；有些人認為現在應該要著重媒體素養，有些人認為現在應該要

著重反毒教育。易言之，有多少種人，就有多少種對於何謂「把學生教

好」的看法。故學校領導所面對的是一個目標充滿多元、不明確、且衝

突的環境（Johnson & Kruse, 2012）。因此，該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化解各利害關係人間目標上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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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進而產生出讓大家可以接受，甚至願意共同追求的目標，成為學校

領導的一大挑戰。 

二、學校組織成效難以有效評鑑與呈現，環境脆弱性高 

如前所述，由於學校組織的目標多元且模糊，因此其目標往往必須

以抽象的用語呈現，例如，人權教育的能力指標內規定學生要能「理解

規則之制定並實踐民主法治的精神」，但是怎樣的表現才算實踐民主法

治的精神呢？該用什麼標準衡量呢？人們很難找出統一有效的衡量標

準。此特性使得學校組織成效難以被有效評鑑（林明地， 

2002；秦夢群，2013）。 

學校組織成效難以有效評鑑，其成效自然也就難以呈現，這使得每

當學校組織作法的合法性被質疑時，相較於其他成效易衡量的組織，學

校難以藉由展示成效的方式來捍衛其組織合法性。此意味著學校組織具

備較高的環境脆弱性（Johnson, 2010; Johnson & Kruse, 2012），較難抵

抗外界的不信任、非難與質疑。因此，如何能在平時就與各利害關係人

維持良好的關係，降低其對於學校組織的不信任，避免因錯待某一利害

關係人而使學校受到非難，也成了學校組織領導的另一大挑戰。 

三、師生關係對學校組織之教育成效具關鍵地位 

學校組織的另一項特點是「成員—客戶之間的關係」（staffclient 

relationship）為決定組織成敗的關鍵因素（Jonhson, 2009; Scott, 

2002）。學校作為人本服務組織，其目的是希望能藉由教師（職員）的

教學，促成學生（客戶）的成長與學習。然而，當學生與教師關係很差

時，學生的學習動機與合作意願將大打折扣，因為沒有學生願意 

從他討厭的人身上學習的，所以師生關係對教學成效的好壞具有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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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影響（Johnson, 2010）。 

然而，由於義務教育的關係，學生們可說是被迫而非自願來上學

（Jonhson & Kruse, 2012），因此師生關係在先天上是隱含著衝突的。如

何協助師生之間建立良好、相互尊重的關係，以及協調兩者的衝突，也

是學校組織領導必須面對的困境。 

四、學校組織內教師間屬於鬆散結合的關係 

相較於一般組織，學校組織作為專業型組織，教師們之間的合作呈

現一種鬆散結合（loosely coupled）的關係（Weick, 1976）。這種工作關

係讓成員們可各自保有相當的工作專業性與獨立性，以針對實際需要自

行調整適應。但相對地，由於別人的工作做得好不好，與我的工作做得

好不好較無關，使得彼此相互依賴程度低，因此也容易造成教師間較不

易彼此合作、不關心組織整體目標、不願意配合組織變革的狀況（秦夢

群，2013）。 

然而，一所學校若想要讓整體的教學進步，特別是十二年國教推動

後，教師們之間的良好關係與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是透過建立良好

的教師專業發展團隊、推動有效學科領域會議、抑或是促進教師彼此觀

課學習，其基礎還是建立在教師間要有良好的合作關係與共同的願景之

上。故如何幫助處於鬆散結合關係的教師們建立良好的關係並促進溝

通，進而能一同為著學校目標，彼此砥礪合作，成為學校組織領導的一

大難題。 

五、學校組織結構具「雙重系統」的特性 

作為專業型組織，學校組織除了有屬於鬆散結合關係，另具有雙重

系統（dual system）的特性（Meyer & Rowan, 1978; Owens, 1995）， 

即學校組織除了有重視專業自主、無形專業規範的教學系統，還同時 



吳新傑!  負責領導理論內涵及其對學校組織適用性之評估與啟示 67 

 2019/12/9   下午 02:29:13

  

06-2-吳新傑_p039-072.indd   60 



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 

 68 第 20 期 

 2019/12/9   下午 02:29:14

  

擁有屬於科層體制關係，強調嚴格監督、嚴謹規則的行政系統。這兩個

系統的目標雖然相同，但是手段、方法與服從之權威卻相去甚遠。行政

系統往往著重規則、控制與服從行政權威，而教學系統則著重彈性、自

主性與服從專業權威。這種在假設、規範與價值上的不同，使得行政系

統和教學系統間容易發生衝突。故如何使兩個系統中的人彼此互相理

解，使行政與教學系統和平共存，進而能相互協調合作，也考驗著學校

領導的能力。 

綜觀上述學者常提出之五點學校組織特性，可以發現每一點都顯示

學校領導者是處於一個充滿利害關係人價值衝突的脈絡之中。第一點與

第二點揭示了學校組織內外利害關係人間的衝突；第三點揭示了教師與

學生間的衝突；第四點揭示了教師與教師之間的衝突；第五點則揭示了

教師與行政間的衝突。而要解決上述利害關係人間的矛盾，進而產生相

互合作，提升學校效能，其核心就在於學校領導是否能成功地與利害關

係人和幫助利害關係人間「建立良好的關係」上。換言之，學校組織的

投入是人、生產工具是人、產出也是人，故當學校內外人與人之間沒有

良好的關係時，學校怎麼可能會運作良好呢？ 

故以學校組織特性而言，領導者是否能有效建立眾利害關係人間的

「關係」，並做出對所有利害關係人負責的決策，對於學校組織的成敗

居於關鍵地位。負責領導理論是目前少數同時把利害關係人觀點和良好

關係的建立納入核心的領導架構。故其對於學校組織，應具有適用性。 

伍、負責領導對學校領導之啟示與實務建議 

綜合上述討論，既然負責領導能回應當前學校組織的特性，對於 

學校組織具有相當程度的適用性，那麼進一步思考其對於學校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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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啟示，才具有意義，以下根據前述分析，提出三點想法供學校領導

者參考： 

一、負責領導中全面互連利害關係人的思考架構，能幫助學校領

導者更全面地思考其決策，減少因疏忽對某一利害關係人之

影響而造成決策失誤 

學校領導者應於就任開始就不斷地思索，列出與其相關之所有利害

關係人的清單，並於決策時，不斷地看著清單思考以下這些問題：會受

我的決策與行為影響的利害關係人有誰？該決策會如何影響利害關係

人？該決策對利害關係人的影響是否符合應負的道德準則？是否造成利

害關係人間利益或道德上的衝突？我該如何解決衝突？若沒有事先思考

過一份這樣的清單，學校領導者將容易只注意其決策對於顯著的利害關

係人的影響，而忽略了其對一些潛在，但也重要的利害關係人之影響，

使得領導者自身或學校受到損害。 

例如，領導者自身的「家庭」就是一個常被學校領導者忽略的利害

關係人，有多少學校領導者，特別是愈認真的學校領導者，往往因為專

注校務，常會忽略顧及自身家庭成員的感受，犧牲了他們的需要，如此

長久下去必然會使家庭失和，至終使領導效能也受到影響。另一個常被

忽略的利害關係人還有「下一代」，若學校領導者決策時沒有思考其對

於下一代學生或教師的影響時，也容易做出短視、無法永續、甚至是傷

害下一代的決策（如透支預算、訂定對下一代不合理的規定）。從近年

課綱爭議與太陽花運動的出現來看，現代社會的下一代可不會逆來順

受，因此，學校領導者更應於決策時就將之考量在內，以避免不必要的

衝突，領導決策才能有永續性。當然，還有許多其他被忽略的利害關係

人，學校領導者也很難一次就完整地列出，因 

此，學校領導者還需要於實務經驗中不斷地更新，才能確保清單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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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 

在實務中，研究者建議於做決策時，領導者及其團隊可先進行頭腦

風暴，盡可能地用清單列出所有可能的潛在利害關係人，並用檢查清單

來思考決策，將能使學校領導者更全面地去評估其決策會如何影響眾利

害關係人，進而降低傷害潛在利害關係人的機率，使學校領導決策更具

周延性與永續性。 

二、負責領導中對「領導者一被領導者」之關係的重新界定，能

幫助學校領導者拓展其領導視野與範圍 

負責領導認為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係，應從「領導者—下屬」的

關係拓展成「領導者—利害關係人」的關係（Maak & Pless, 2006）。對

學校領導者而言，此思維方式將使學校領導者可以跳脫領導只限於領導

校內行政人員、教師的想法。使其知悉所有的利害關係人（包括上級、

下級、平行單位、甚至組織外部的成員）都是可以領導的對象，進而拓

寬其領導視野與範圍，使其在構思領導行為上更為靈活主動。 

舉例而言，在傳統上，學校領導者往往會認為上級長官來的命令只

能被動地聽和接受。因此無論合理與否，都要硬著頭皮接受。但當學校

領導者能用「領導者—利害關係人」的領導架構去思考時，就會注意到

他們其實是可以進行向上領導，採取更多主動的作為。藉由與上級建立

關係與溝通協調，或許能讓上級修改或取消其原來的命令。甚至讓上級

以後在決策時都會想到事先諮詢學校領導者，對上級的決策過程產生影

響，做出對學校更有幫助的決策。此外，學校領導者也甚少知道可以進

行平行領導，如各處室主任間往往不見得彼此往來，但其實一個處室的

業務往往也需要其他處室之配合，因此，若主任平常就能注意進行平行

領導，將更能幫助自己處室業務的順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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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上，建議學校領導者應把與自己和學校相關的利害關係人都

列出來（特別是上級、平行、與校外單位），並逐一問自己：我可以如

何與他建立良好的關係和領導他呢？以此來跳脫自身被「領導者—下

屬」思維限制的領導心態，成為更具主動性的領導者。 

簡言之，負責領導強調領導者應把自己視為是組織中平等的一分

子，把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係，從「領導者—下屬」拓展成「領導者

—利害關係人」的關係。這時才不會產生對下頤指氣使，對上卑躬屈膝

的心態，能同時思考自己該如何進行向上、向下、平行、向外領導，使

其領導範圍更廣、更具主動性，這對於處理幾乎都是「人的問題」的學

校領導者而言，尤為重要。 

三、負責領導中之四組內省／操作型領導角色模型，能提供學校

領導者一個更全面的領導者自省圖像，反思自身之領導實踐 

領導者唯有透過反思其自身的領導實踐，才能進步。研究者認為負

責領導所提出之四組領導角色模型的部分，能提供學校領導者一個更為

全面的自省圖像，其原因如下： 

首先，負責領導所提出之四組內省／操作型角色模型，呼應了 

Bolman與 Deal（2017）所提出之多元組織架構模型中四個組織架構面

向應有的領導樣態。管家／建築師領導對應著強調組織目標、決策與產

出的「結構性架構」；僕人／教練領導對應著強調重視成員基本需求、

激發工作動機的「人力資源架構」；公民／變革推動者領導對應著強調

組織權力與競爭，力求通過協商、結盟或利益交換的方式達成組織目標

的「政治架構」；願景／說故事與意義賦予者領導則對應著強調組織文

化、願景與價值觀的「象徵架構」。 

由於每位學校領導者的風格與能力不同，往往會有自己特別偏好 

的處理架構與領導面向。喜歡處理結構性問題的領導者，可能會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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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採用管家／建築師面向的領導，而喜歡處理人力資源架構問題的領

導者，則會特別偏好僕人／教練面向的領導。而學校領導者往往在不自

覺的情況下，只偏重其熟悉的架構和領導方式，忽略了其他面向。但就

如 Bolman和 Deal（2017）所述，僅有少數領導者會採用超過兩個以上

的架構。而負責領導的四組內省與操作型角色組的模型，由於呼應了組

織的四個面向，故能給學校領導者一個更具體、簡潔、但又全面的反思

架構，因此就更能幫助學校領導者警惕與反思自己在四個組織架構及其

領導角色上是否有偏廢的情況。 

其次，負責領導理論區分內省與操作型角色的作法，除了有助於領

導者反思自己的外顯功能與行為外，也能反省其內在心態是否恰當。以

往有提出領導角色模型的領導理論，多半只有提出領導者的操作型角

色，如 Mintzberg（1973）所提出的管理者十大角色理論。然而，導致

領導者無法如預期發揮角色功能的原因，往往不只是能力的問題，而是

領導者自我定位與心態不恰當所致。例如，一位領導者想要扮演好一個

教練的角色，但在自我定位與心態上卻認為自己是皇帝，這時他可能只

會對成員頤指氣使，而很少去關注成員需求，此時就算他做了許多教練

角色的行為，也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而負責領導的角色模型由於多了

內省角色的概念，領導者可藉由檢視省思其自我定位與心態和內省角色

形象的差距，調整自己的心境，進而恢復領導的初心，這是目前在其他

領導理論較少見的。因此，相較於領導理論，負責領導中內省／操作型

角色組的概念，能幫助學校領導者更全面地檢視與調整自己的領導心態

與實踐。 

在實務上，建議學校領導者應把這四組角色默記於心，以便隨時用

此提醒自己的領導心態與作為，即時調整。此外，也可把負責領導的角

色架構圖列印下來，定期用此架構圖反思與改進自己的領導作 

為，是否在某面向上有所欠缺，進而修正自己。若發現自己在某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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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非常缺乏且難以改進，則亦可思考在領導團隊中啟用能與自己互補的

成員，用團隊來補足自己領導上欠缺的部分。 

陸、結語與未來研究建議 

負責領導基本上是為了有效回應「全面互連利害關係人社會」脈絡

所發展出的領導理論，將領導定義為一種領導者與組織內外各個利害關

係人間互動所產生的社會與道德的現象（Maak & Pless, 2006），強調

「關係」是領導的中心。在此思維下，對於領導有如下之新認識：就領

導之目的而言，是在與組織內外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建立及培養信任的關

係；並協調他們的行動來達成組織永續與共享的目標（Pless, 2007）。就

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關係而言，其認為需將領導者與追隨者的關係從「領

導者—下屬關係」擴展為「領導者—利害關係人關係」。進而主張領導

者必須兼顧「管家／建築師」、「僕人／教練」、「願景者／說故事與意義

賦予者」、「公民／變革推動者」這四組領導角色，才能有效地「耕耘」

與「促進」利害關係人間關係，扮演好關係「編織者」的角色，完成負

責領導的使命。 

基於對現代學校組織特性之分析，本研究發現，由於現代學校也面

臨「全面互連利害關係人社會」的處境，而其五項組織特性所帶來的領

導挑戰，也幾乎都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關，故著重關係的負

責領導應能契合現代學校之處境與特性，對學校組織具有一定之適用

性。而文末研究者亦提供了負責領導對於學校領導者之啟示與實踐之建

議。 

如本研究前言所述，負責領導在教育行政領域之研究仍處於萌芽

期，而本研究目前也僅止於將負責領導理論做一完整的論述與探討其 

在學校組織之適用性而已。未來仍有許多進一步研究的空間。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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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以下三個研究方向。首先，未來研究可優先探討「校長負責領導」

之面向與內涵，並據此建構具備信、校度之量表，以作為後續更多校

長負責領導相關研究之基礎。第二，建議在建構出具有信、校度的量

表後，可藉由量化研究瞭解校長負責領導與學校效能相關變項（如學

生成就、組織公民行為、教師工作滿意度等）之間的關係，以確認校

長負責領導是否對學校效能具有顯著且正向之影響。最後，可藉由問

卷調查，辨別出高負責領導與低負責領導之校長，並個別對兩組校長

進行個案質性研究，以幫助我們瞭解高負責領導校長與低負責領導校

長之具體的行為差異為何，並依此來擴充與修正校長負責領導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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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三十年（1988-2018 年）幼兒園園長領導相

關議題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以期刊及學位

論文為主 

張文權* 摘 要 

本研究旨在了解臺灣地區幼兒園園長領導相關議題研究之現況，

據此檢視最新成果，主要蒐集 1988～2018年幼兒園園長領導相關研究

之期刊論文及碩博士學位論文，共計 215篇。採內容分析法針對研究年

代、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變項與研究結

果等層面進行探究。研究結果可歸納出：研究年代發現數量變化與國

際發展、國內政策趨勢相互符合；研究主題著重運作管理與專業能

力，主題發展未臻均衡發展；研究對象依研究性質有所不同，整體偏

重公、私立兼具的研究；研究取向傾向單一的研究典範，質量整合取

向研究較為缺乏；研究方法以調查研究法與訪談占最高比例，多元性

顯然不足；領導行為變項位居相關研究的多數，中介及情境變項較少

見；應用領導理論符合發展脈動，幼兒學習與發展結果較不多見。最

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 

關鍵字：內容分析、幼兒園、園長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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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n Preschool Principal Leadership 

in Taiwan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From 1988 to 2018):  

On Journals and Academic Papers 

Wen-Chuan Ch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concerning researches on preschool principal leadership, and examine the 

latest results. 215 papers, including journal papers, master theses,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relevant to the research topic were collected from 1988 to 2018. 

Content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search from the 

viewpoint of years, topics, subjects, approaches, methods, variables and 

results.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a) On studying research years, the 

variation in numbers matched the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policies, (b) Research topics were focused on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which resulted in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other 

topics, (c) Subjects varied on the nature of research, but on the whole 

emphasized on researches that included both private and public schools, (d) 

Research approaches tended to draw from a single paradigmatic proposition, 

and mixed researches were less seen, (e) Survey research and interviews were 

some of the most commonly applied methods, which led to obvious 

insufficiency in diversity, (f) The variables of leadership behavior is in the 

majority of research papers, and intervening variables and contextual variables 

were rare, (g) The application of leadership theory i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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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results of early childhood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are less common.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drawn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issued. 

Keywords: content analysis, preschool, principal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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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領導」代表一種推動組織經營管理的重要流程，而「領導者」則

稱為可以給予成員努力目標的成員，並讓彼此在尊重與信任的環境中一

同努力（Green, 2017）。Hoy與 Smith（2007）更以「影響力與說服

力」來作為領導效能發揮與否的傳神譬喻，認為教育領導者的影響，也

是要說服和影響學生、教師與家長。吳清基（1990）同樣強調，領導本

身是一種影響力得以發揮的行政作為，一方面要有倡導功能，一方面協

助達成組織目標的行動。由此可知，領導的角色對於組織整體發展的重

要性不言可喻，具有擬訂目標、建立信任與尊重，喚起共同努力的動

力，並最終得以發揮影響與說服力。 

長久以來，領導者的議題在管理領域便是十分核心的部分，就以學

校教育領域也受到高度重視。學校本身即負有承擔教育品質優劣的重要

責任，所以學校組織的領導者如何促進組織效能，帶好每一位學生，自

然受到社會的關心。特別以幼兒園階段而言，隨著少子女化的趨勢，家

長對於親師溝通的需求、教師專業的增長均日益提高，紛紛期盼能讓幼

兒在良好的學習環境成長，並從小就奠定扎實的學習基礎，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2015）統整過去 30年的研究，結果發現

童年是為兒童提供良好學習的關鍵時期，可為以後的學業和社會成功奠

定基礎，其中，園長身為幼兒園的領導者，如何做好園家溝通的橋梁、

扮演教師專業發展的助手，進而建立優質校園，此即為代表園長領導作

為的重要地位，要言之，不論是在幼教課程的轉型、或者幼教人員的工

作滿意度研究，皆顯示園長角色具有重要影響（許玉齡，2003）。欲營

造一個具有領導效能的幼兒園，園長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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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黃寶園等，2008）；Cheng（2013）的研究亦發現，幼兒園園長

的領導行為，會對教師的工作績效產生正向的影響。綜上所述，幼兒

園園長領導已成為當前學校經營與管理關注的焦點之一。 

教育研究的目的在於促進教育革新，而教育革新可彰顯教育研究的

價值，以證據為本的實徵性研究乃為激發教育改革的重要基礎； 

Blaiklock（2017）就強調，紐西蘭因居於幼兒教育品質的全球領導地

位，似乎忽略為了健全幼兒學習目標所應進行之以證據為基礎的改革，

是以檢視幼兒園園長領導的相關研究，將有助於探究現行以及未來的研

究概況。換言之，透過對學術領域發展的回顧，能增加對於領域研究的

反思，亦可看出未來方向，對於學術發展與實務應用具有其重要性（黃

詩媛、陳學志、劉子鍵、張鑑如、蔡孟寧，2018）。近年來不只獲得國

內、外各個領域採用（張文權、范熾文，2015；Gaur &  

Kumar, 2018; Goktas et al., 2012），在幼兒教育相關領域，同樣回顧性研

究漸漸開啟，包括針對幼兒教育行政研究的學位論文（黃義良， 

2014），還有就園長領導相關領域的 12篇研究（歐姿秀，2002）及園所

長的 43篇研究（李淑惠，2005）進行分析。但綜觀 1988年第一篇園長

領導研究開始，截至 2018年 9月底，在此 30年期間，總計已有 215篇

學位及期刊論文，對應前述幼教相關回顧研究，不論就研究時間、數量

與焦點而言，與現階段研究產能存在極大差距，有待重新梳理分析。因

此，本研究聚焦於「園長領導」之「215篇」進行回顧研究，此即為本

研究重要價值。要言之，本研究希望藉由分析相關研究文獻，探討幼兒

園園長領導研究現況，為本研究首要動機。 

總而言之，本研究即以 1988～2018年（9月）間，臺灣地區所提

出幼兒園園長領導相關研究文獻進行探析，與此同時，為求更全面的了

解研究概況，更以學位論文及期刊論文進行綜合分析，整合相關電子資

料庫文獻，使用「園長領導」相關之關鍵詞進行搜尋，以利理解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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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研究情形。再者，內容分析特別適合於從事長期間研究的縱貫分

析，藉以探究對象的趨勢（王文科、王智弘，2014），因此，本研究參

酌相關研究後建構概念架構，以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聚焦於

研究年代、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變項與研

究結果等方面的差異比較，冀望經由研究結果與討論，歸納結論，進而

提出未來研究的建議與方向，是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回顧臺灣 30年來幼兒園園長領導相關研究的內容與發

展，茲就具體研究目的，說明如下：  

（一） 分析歷年幼兒園園長領導相關研究的現況，包含研究年

代、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變項與研究結果

等內容。 

（二） 經由歷年幼兒園園長領導相關研究的探討與結果分析，提

出結論與建議，作為未來幼兒園園長領導研究的參考。 

貳、文獻探討 

幼兒教育行政對於幼兒園經營、人員專業發展及幼兒學習成效的引

導，具有重要性（黃義良，2014）。「領導」位居教育行政的核心要素，

園長領導對於幼兒園經營發展的影響更是深遠，而園長領導的研究趨勢

與教育領導理論的發展趨勢互相呼應（歐姿秀，2002），故本研究茲以

教育行政領導的概念為基底，融合幼兒園研究觀點，探究幼兒園園長領

導的意義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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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兒園園長領導的意義 

領導的意涵相當多元豐富，國內、外學者均從不同角度探究，此即

凸顯領導的多元價值，然而，在眾多觀點中仍可分析其重要的核心概

念。首先，鄭彩鳳（2008）強調，領導可分成目標、過程、基礎與策略

四個層面，分別為達成組織的任務與目標、推動組織的成長與改革、促

進成員的共識與士氣、創建並維持組織的結構。此外，Robbins 與

Coulter（2012）認為，領導就是領導者的作為，領導團體影響團體以達

成目標的流程；Pankake與 Abrego（2017）更扼要提出，領導就是所有

的關係連結。從上述一般性領導的概念而言，組織的目標、組織的成

員、彼此的關係、成員的共識士氣、組織的結構與成長，均為重要的元

素。 

應用於學校領域，吳清山（2004）指出，學校行政領導乃是學校主

管在學校的環境之中，試圖影響其所屬成員的行為，以達成學校特定目

標的歷程。Sergiovanni（2005）以隱喻手法，將領導分為頭、心、手三

層面，頭代表對於教學、組織等理論，心表示個人的價值與期望，手則

代表行為舉止。再深入就幼兒教育領域，教保機構行政領導是一種教保

機構中園長與教保服務人員等交互作用的歷程，其目的在於協助教保機

構組織目標之達成，以及促進教保服務人員自我實現（曾榮祥，

2014）。邱志鵬（2001）在幼兒教育的行政觀點中，亦認為領導是一種

兼重人格特質與權謀策術的行為，可改善組織氣氛，激勵士氣，有效使

用人力資源，建立適當溝通管道，以發揮最佳組織績效。 

歸納上述，從領導的概念出發，至教育領導的定義，再綜合幼兒教

育研究發現，前後呼應並有其異同點。相同之處在於重視一般領導 

的重要概念，包括領導者的特質與作為、組織目標的達成、組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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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內隱的士氣文化、外顯的結構與績效；而差異之處在於成員與

情境的不同，成員對象為園長與教保服務人員，情境位於教保機構組

織。進而言之，本研究認為幼兒園園長領導包括「背景、投入、過程與

目標」層面，背景包括個人特質、投入就是良好的領導作為、過程就是

內隱文化與外顯結構，目標含括教師成長與幼兒學習品質，也就是說，

幼兒園園長領導即為「園長秉持並發揮良好的領導特質與作為，與教保

服務人員共同營造良好的互動氣氛，並建立友善的幼兒園環境，以達成

促進教保服務人員專業成長與幼兒優質學習的目標」。 

二、幼兒園園長領導的內涵架構 

端視其意義概念，發現幼兒園園長領導與教育領導概念相近，良好

的園長領導對於營造優質的幼兒園有其重要影響力。本研究綜合教育領

導的層面內涵，以及相關幼兒教育研究成果，提出幼兒園園長領導的層

面內涵。 

首先，以國外研究觀點，Knuth與 Banks（2006）提出必備的領導

模式架構，從最基礎的特性、基礎的任務、基礎的關係、教學的交易到

教學的領導。而 Dugan（2017）認為，領導的內容可以透過目標、個

人、流程三個面向思考。上述的概念，可看出其範圍包括個人特質、任

務，還有領導者與部屬的關係，以及教學成長方面。Weathers （2011）

研究發現，顯著有效的校長作為包括認同教師的努力並溝通期望、校長

與教師一起建立社群共同努力。此定義則擴充至教師社群，校長應和教

師組成社群追求成長。就幼兒教育領域而言，Davitt 與 Ryder（2018）

指出幼兒教育的領導者，應是溝通者、關係建立、關心和支持、願意成

長與改革、目的性的支持文化、願意合作對話與反思實踐，此外，

Mongillo（2017）則綜合全球教育改革運動（Global Education Reform 

Movement）、2015年教育領導專業標準（Professional  



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 

 90 第 20 期 

 2019/12/9   下午 02:29:33

  

06-3-張文權_p073-112.indd   80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Leadership 2015）與幼兒教育（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三者之概念，提出幼兒園園長領導者的標準，分別為：使

命、願景與核心價值；倫理與專業規範；公平與文化回應；課程、教學

與評量；照顧與支持學生的社群；學校人員的專業能力；教師與職員的

專業社群；與家庭及社區的意義性約定；組織運作與管理，以及學校革

新。 

其次，國內研究多以國外學者論述為本，進而融合國情加以探討。

賴志峰與秦夢群（2014）研究成功校長領導作為，包括設定學校發展的

方向、發展教學及行政人才、重塑組織及發展社群、管理教學方案及品

質、建構緊密的策略聯盟等五大構面。蔡進雄（2013）主張教育領導應

包含領導者、被領導者及情境三個重要面向；另外，秦夢群（2013）從

領導者、追隨者、脈絡三者間的動態互動出發，提出教育領導基本模

式，包括領導者與部屬特質變項、領導中介變項、領導行為變項、領導

情境變項、領導效能變項。 

再者，分析幼兒教育相關文獻，朱涵英與魏渭堂（2014）的研究指

出，園長領導風格包括工作倡導、人際關懷、知識願景、魅力影響。就

園長領導的工作內容方面，許玉齡（2004）則將其分為行政、總務、人

事、幼兒、家長、社區、其他等類別；曾榮祥與王琇瑩（2016）另提出

教保、行政、衛生保健與環境設備等。就研究主題分類方面，歐姿秀

（2002）將外部影響因素、園長心理過程歸類於「影響因素」，再將園

長領導行為、教室因素、組織因素劃分於「影響過程」，並將對幼兒、

教師、教師工作滿意度、教師準備度、教師組織承諾、家長社區、本身

的影響，歸納在「影響結果」。此外，李淑惠（2005）則分為園所長領

導與教師之關係、領導理念與型式、園所長角色與園所長專業成長等四

類。 

總括而言，本研究探析國內、外研究後，就研究變項方面，以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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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群（2013）的論述為主，其觀點綜合相關文獻，已含括領導者、被領

導者與情境三個面向，並明確指出一般教育領導基本模式的相關變項，

應具代表性，同時參考相關文獻（蔡進雄，2013；Davitt & Ryder, 2018; 

Mongillo, 2017）。本研究認為就園長領導的研究變項，領導者與部屬特

質變項係指領導者的魅力、人格特質、品德、健康程度、被領導者的人

格特質、工作動機、價值觀等；領導中介變項則稱組織結構、組織溝

通、組織文化等；領導行為變項則指激發動機、知識管理、園長作為、

專業能力、設定目標等；領導情境變項包括任用制度、評鑑、家長、政

策等；領導效能變項泛指學生學習成就、教師工作滿意度、工作效能、

服務品質等。 

另就研究主題方面，則以 Mongillo（2017）的觀點為基礎，原因在

於其論述融合教育革新、教育領導與幼兒教育，對照臺灣幼兒園園長工

作特性，其專業標準已多有含蓋，進而綜合國內、外相關研究（李淑

惠，2005；曾榮祥、王琇瑩，2016；歐姿秀，2002；Sergiovanni, 

2005），提出幼兒園園長領導研究主題分析的參考內涵架構。具體而

言，包括：園長的使命、願景與核心價值；園長的倫理與專業規範；園

長的公平與文化回應；幼兒園課程、教學與評量；照顧與支持學生的情

境；園長的專業能力；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社群；家庭及社區的意義性約

定；幼兒園運作與管理；幼兒園革新。茲概述如下： 

（一） 園長的使命、願景與核心價值：係指園長個人內在所秉持

的信念思維，包括對於園長經營管理的使命感、對於組織未來發展的願

景，以及自我擁有的價值觀等觀點。 

（二） 園長的倫理與專業規範：園長在經營管理的過程中，所抱

持與發展的道德觀念與倫理行為，例如，對於同仁的關懷鼓勵，激發教

師的工作承諾等。 

（三） 園長的公平與文化回應：園長願意尊重、包容、體會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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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的不同專長與觀點，營造一個公平友善的職場環境，同時也理解

不同成員的文化背景。 

（四） 幼兒園課程、教學與評量：園長在以幼兒為主題的概念

中，支持教師發展良好的課程設計、教學活動以及評量方法，同時也包

括課程大綱的試行、教學方法的運用等。 

（五） 照顧與支持學生的情境：園長會營造出以幼兒為主體的氛

圍，並鼓勵教師建立一個安全、健康、衛生的教保環境。 

（六） 園長的專業能力：園長會不斷追求專業能力的提升，願意

自省並重視不同專業能力的精進，如園長專業角色、任用制度。 

（七） 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社群：園長會鼓勵教保服務人員一同組

成專業發展學習社群，以特定的主題為目標，共同學習、交流與對話。 

（八） 家庭及社區的意義性約定：園長會重視園所與家庭、社區

的合作，共同分享教育資源，致力做好親職教育與親師合作，幫助幼兒

健全成長。 

（九） 幼兒園運作與管理：園長用心帶領所有的教保服務人員，

運用良好的管理模式、溝通模式或經營策略等媒介，提高幼兒園的經營

效能。 

（十） 幼兒園革新：園長會帶領園所不斷追求各方面的創新，包

括面對評鑑加以改革、組織創新經營，以及園長的變革領導等面向。 

三、幼兒園園長領導的相關回顧性研究 

目前國內幼兒園就園長領導之回顧性研究不多見，仍在開啟的初始

階段，因此，本研究綜合國內、外幼兒教育領域之相近文獻，透過梳理

不同研究的主題與架構，藉此了解相關研究的概況。 

以國外領域而言，Eğmir、Erdem與 Koçyiği（2017）鎖定過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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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在國際教學期刊上發表的研究，運用文件分析蒐集數據，並以研究

主題、抽樣方法、研究方法、統計程度及研究變項進行分析比較，發現

該期刊的高度國際化。Abramowicz與 Tebet（2017）則進行 1995～ 

2016年間的兒童早期教育政策評估，包括種族、性別、社會和種族差

異，透過政策的回顧性分析，診斷幼兒教育在公共政策的地位。

GencKumtepe、Kaya、Erdogan、Alan與 Kumtepe（2017）研究土耳其

幼兒科學教育趨勢，以內容分析探討期刊及學位論文，包括出版年分、

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等面向，結果發現，幼兒科學領域數量不斷增加，

多數採用量化研究法，如調查及實驗設計，且環境教育、科學技能、教

學方法、態度和行為等研究課題受到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Garvis、 

Lemon、Pendergast與 Yim（2013）就澳洲嬰幼兒教師專業標準進行內

容分析，研究內容以澳洲教師專業方案的實踐經驗，再從中分析教師所

需學習的內容。Eskelinen與 Hujala（2015）另探究芬蘭幼兒教育領導

者的不同類型，並以研究者、參與者與研究方法實行文獻分析，共分為

教學領導、分布領導、幼教組織變革領導、幼教責任領導四種。 

在國內研究方面，歐姿秀（2002）以近 15年來 12篇幼兒園園長領

導相關論文為主要對象，並以近 5年 26篇國小校長之領導研究作為分

析參照，發現研究派典從 1970年代常見的領導行為理論轉變為生態系

統觀。李淑惠（2005）從 1980～2004年共蒐集國內、外與幼兒園園長

有關的研究計 43篇，並以研究年代、出處、主題、方法與結果分析，

結果發現，至 1988年以後才陸續出現相關之研究。黃義良（2014）以 

2001～2011年的幼兒教育行政研究為主題，針對學位論文進行內容分

析，回顧研究數量、研究主題、研究對象、對象屬性、研究典範與研究

方法等方面，發現偏向量化典範、調查方法、公私兼具的性質，以及教

育人員為對象。張素貞（2016）以 1990～2011年的國科會專題研 

究、碩博士學位論文及學術期刊為主，分類項目包含研究數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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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次議題、課程內容及研究方法等，發現應平衡不同研究取徑、持

續多元文化課程研究。 

承上所述，國內、外應用內容分析之研究遍及政策、教科書、研究

文獻、課程、科學教育、教師專業等主題，就園長領導在近年已有國外

相關研究，但國內仍相當少見，特別以國內過去的園長領導方面的研

究，在研究年代、數量與焦點上，對照現今 215篇期刊及學位論文的研

究數量，多年來已存有極大差距，此即為本研究與過去研究的差異。而

在研究架構方面，研究年代、方法、對象、典範、主題、變項等，也均

曾獲不同研究所採用。緣此，本研究以園長領導為主題，並由研究年

代、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變項與研究結果

為架構，分別具備創新價值與全面特性。 

參、研究方法與實施 

本研究採內容分析法為主，就幼兒園園長領導之期刊與學位論文進

行回顧性分析，分析前先探究相關文獻確立分析架構，再進而確立信度

與效度。茲以研究資料與範圍、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架構與分析，以

及信、效度考驗結果，敘述如下：一、研究資料與範圍 

本研究旨在探究臺灣 30年來幼兒園園長領導相關研究的概況，依

據研究目的，運用「園長」、「所長」、「領導」、「幼兒園」、「幼稚園」、

「經營管理」等個別或聯合性關鍵詞，就「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台灣全文資料庫」與「CEPS中文

電子期刊資料庫」等資料庫，進行文獻蒐尋。同 

時，也詳加比對所有文獻，再刪除學位論文改寫投稿期刊論文之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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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總計，從 1988年首篇文章出版，至 2018年（9月）止，共蒐集 

215篇期刊及學位論文，相較李淑惠（2005）探究 43篇園所長相關論

文，不難發現近年來園長領導相關研究的數量已突飛猛進。 

二、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研究為進行幼兒園園長領導相關研究之回顧與前瞻，採用內容分

析法，Elo 與 Kyngäs（2008）指出，內容分析法即為建立一個模型來描

述概念形式的現象，也可將內容分析稱為一種有系統蒐集質性資料再將

資料歸類於研究者所欲探究的結構中（Haggarty, 1996）。尚有許多教育

領域為進行課程、研究回顧與教科書分析，亦會運用內容分析法加以探

究（吳清山、王令宜，2017；黃詩媛等，2018； Shahmohammadi, 

2013）。再以其流程而言，大致可分為擬訂研究問題、確立文本脈絡、

分析建構、推論驗證、比較分析等（Krippendorff, 2013）。接著，本研

究即先確立研究目的，再探究相關文獻，建構分析結構，進而針對「研

究年代」、「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

變項」與「研究結果」等層面進行研究，最後予以討論並提出建議。 

三、研究架構與分析 

本研究參考相關論述，歸納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共通之內容，運用

研究年代、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變項與研

究結果等層面，列為統整園長領導研究的分析架構。在研究年代方面，

藉由第一篇研究文獻開始，為深入觀察不同區段時間的變化情形，以 5

年一週期為分析單位。在研究主題分析方面，則依據文獻歸納園長的使

命、願景與核心價值等相關層面。就研究對象分類，則依據 

幼兒園組織現況與相關研究看法（何俊青，2014；黃義良，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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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公立、私立與公私立兼具三類，另就現今新興的「非營利幼兒園」，

則因僅有三篇相關文獻，因此先列入公私立兼具予以討論。在研究取向

方面，則本於教育研究方法論的角度，從實證主義、詮釋學、批判理論

等觀點（楊深坑，2004），劃分為量化研究、質性研究及質量兼用研究。

在研究方法方面，學者專家的作法不盡相同，故參考不同研究論述

（Bozkurt et al., 2015; Durak et al., 2017; Mukherji & Albon, 2018），選擇

較為主流之研究方法為架構，並增加「其他」，以處理零星受到採用的

情形。而在研究變項方面，本研究以教育領導的基本模式為主，區分為

領導者與部屬特質變項、領導中介變項、領導行為變項、領導情境變項

及領導效能變項。 

四、信、效度考驗結果 

在效度考驗為減少研究者主觀性偏誤，以確保研究的正確程度，研

究者邀請兩位具教育學碩士學位之教師協助一同檢核，經由對話討論以

提高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討論過程中，先由研究者提出觀點，

再由同儕針對有疑慮的面向不斷對話，直到尋求共識才進行分類。 

在信度考驗方面，吳明清（1991）指出，信度分析是內容分析的重

要條件，可透過不同人員間的一致性評估進行分析。故為避免主觀分類

判斷的誤差，研究者邀請一位專精於教育領導之現任大學教授，以及一

位具幼兒教育研究經歷的大學助理教授為協助夥伴，共計三位組成研究

小組，共同檢核所有文獻的分類情形，並根據相關學者觀點（楊孝濚，

1989；Neuendorf, 2002）實施信度分析（公式如下所示），結果顯示，

在研究年代、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變項與

研究結果等層面的信度係數，分別為 .85、.81、.82、.84、.83、.80、.80，

整體信度為 .82，代表本研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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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信度良好。 

2M 相互同意程
度 =  

N×平均相互同意度 

內部一致性信度 =  

1＋【（N－1）×平均相互同意度】 

M：參與分類者完全同意篇數  

N1：第一位分類者應有同意篇數 N2：第二位分類者應有同意

篇數 

N：參與分類人數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綜合國內幼兒園園長領導之期刊與學位論文，以及國內、外相近研

究文獻，再深入分析與討論研究年代、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研究取

向、研究方法、研究變項與研究結果等方面的差異與特性，作為下一步

研究結果與討論的依據。 

一、幼兒園園長領導之研究年代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為詳細釐清各年代研究文獻，以 5年為分析單位（如表 1所

示），發現於 1988～1997年間，僅有 6篇研究文獻，且多集中於學位論

文，相對只占 2.8%的比例，甚至到 2002年，也只略幅上升至 15篇文

獻，但期刊論文則增加到 13篇，依此而論，可知 1998～2002年期間，

雖文獻所占整體的比例較低（共 9.8%），但仍呈現穩定增加，多集中於

一般領導形式、園長經營理念等概念，應可稱為幼兒園園長領導研究的

「萌芽期」。接續至 2007年，則大幅度增加至 52篇，已占整體文獻的

24.2%，到 2012年更進一步增加到 63篇。2003～2012年期間，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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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領導、教學領導、領導風格、轉型領導、專業知能、變革領導、家

長式領導、教練領導等議題，且占所有文獻比例高達 53.5%，應可稱為

「穩定期」。2013～2018年期間，學位論文數量則高於期刊論文，整體

文獻再創新高至 79篇，可概稱為「發展期」，此期間的焦點則新增服務

領導、願景領導、分布式領導、教師領導、正向領導及道德領導等。 

表 1 研究年代分析 

 
1988-1992 2 2.8 1 0.7 3 1.4 1993-1997 0 0 3 2.1 3

 1.4 

 1998-2002 13 18 2 1.4 15 7 

2003-2007 19 26.4 33 23.1 52 24.2 2008-2012 22 30.6 41 28.7 63 29.3 2013-2018 16 22.2 

63 44 79 36.7 總計（篇數） 72 100 143 100 215 100 

 

幼兒園園長領導的脈絡，整體均已呼應教育領導階段發展，Gordin 

（2012）即指出，領導概念的發展可稱為經歷未關注於教學、聚焦於效

率的第一階段，還有部分在教學、課程領導者的第二階段，以及著重專

業學習社群、合作共享、持續學習的第三階段。吳清山與黃旭鈞

（2010）亦認為，1991～2006年為臺灣教育學術研究的熱絡期，再對

照 2011年施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及於 2012年發布的《幼兒園

園長專業訓練辦法》，也代表臺灣開始正式的推動園長專業發展，對應

研究結果亦處於發展期的階段。近年來期刊論文的發展仍存在成長空

間，換言之，期刊多屬正式的研究發表，而論文的發表具備可以進 

行學術分享、了解領域趨勢、幫助教學等優點（蔡今中，2008），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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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年代 
期刊論文篇數 學位論文篇數 

總計篇數 總百分比 
總計 百分比 總計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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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期刊論文的發表，有其重要性。 

二、幼兒園園長領導之研究主題分析與討論 

依據表 2研究主題分析顯示，以傾向「幼兒園運作與管理」之研究

數量最多，占 27.6%，其次為「園長的專業能力」，占 23.9%，上述兩

類已占全部研究篇次的 51.5%，接續則分別為「園長的使命、願景與核

心價值」與「幼兒園課程、教學與評量」，比例均為 14.2%。另「園長

的公平與文化回應」之研究數量最少，僅有 0.7%，且只出現於期刊論

文，而「社區及家庭的意義性約定」與「照顧與支持學生的情境」也不

多見，僅占 2.6%。在此同時，「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社群」之研究也相當

少見，只占 3%。再以不同年代之主題變化觀察（如表 3所示），各研

究主題數量隨著時間均穩定成長，包括「幼兒園教保人員的專業能

力」、「幼兒園運作與管理」、「幼兒園革新」等層面，但在「園長的使

命、願景與核心價值」、「園長的倫理與專業規範」、「幼兒園課程、教學

與評量」、「幼兒園照顧與支持學生的社群」等層面則略為減少。 

綜合剖析，李淑慧（2005）以園所長的國外文獻回顧發現，領導觀

點與能力的數量最多，依序為園所長培訓與認證、園所長領導行為與教

師之關係等，而本研究亦發現園長的專業能力占較高比例。此外，高新

健與許育健（2005）則分析臺灣課程研究趨勢，發現幼稚園階段受到較

少關注，此亦與本研究發現相近，幼兒園園長領導在課程教學方面的研

究，雖已漸漸開啟但比例偏低且近年較無顯著成長。如同陸怡君

（2017）指出，從我國學前融合教育文獻可見，特教資源、師資專業、

課程教學及轉銜輔導，皆是劣多於優，故就園長的專業規範、以幼兒為

主體的情境營造，均為極待努力的層面，尚值得一提的 

是，不管就國內政策及國外研究均顯示，關照特殊需求幼兒、社區家 



張文權!  臺灣三十年（1988-2018年）幼兒園園長領導相關議題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以期刊

及學位論文為主 101 

 2019/12/9   下午 02:29:34

  

06-3-張文權_p073-112.indd   90 

表 2 研究主題分析 

 
園長的使命、願景與核心價值 15 16.5 23 13 38 14.2 
園長的倫理與專業規範 5 5.5 8 4.5 13 4.9 

園長的公平與文化回應 2 2.2 0 0 2 0.7 

幼兒園課程、教學與評量 9 9.9 29 16.4 38 14.2 

照顧與支持學生的情境 2 2.2 5 2.8 7 2.6 

園長的專業能力 17 18.7 47 26.6 64 23.9 

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社群 2 2.2 6 3.4 8 3 

家庭及社區的意義性約定 3 3.3 4 2.3 7 2.6 

幼兒園運作與管理 29 31.9 45 25.4 74 27.6 

幼兒園革新 7 7.6 10 5.6 17 6.3 

總計（篇次） 91 100 177 100 268 100 

 

表 3 不同年代之研究主題分析 

研究年代 
 1988-1992 1 2 3   6 

 1993-1997 1 1 1 1 4 

 1998-2002 2 1 2 7 1 7 2 22 

2003-2007 12 7 1 11 15 1 24 1 72 2008-2012 14 4 14 3 19 4 3 13 3 77 2013-2018 10 1 12 2 

20 4 2 26 10 87 總計（篇次） 38 13 2 38 7 64 8 7 74 17 268 

 

註：A：園長的使命、願景與核心價值；B：園長的倫理與專業規範；C：園長

的公平與文化回應；D：幼兒園課程、教學與評量；E：幼兒園照顧與支持學

生的社群；F：幼兒園教保人員的專業能力；G：幼兒園教保人員專業社群；

H：幼兒園與家庭及社區的意義性約定；I：幼兒園運作與管理；J：幼兒園革

新。 

研究主題 
期刊論文 學位論文 總計 

篇次 
總百 
分比 篇次 百分比 篇次 百分比 

研究主題 
A B C D E F G H I J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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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互動、營造多元文化、倫理實踐應用，以及組成學習社群等，均

為當前幼兒教育重要的發展趨勢（幸曼玲，2017；教育部，2017； 

Nicholson, 2017; Palaiologou, 2012），但觀察近年來研究主題的數量變

化，發現園長在個人的使命、願景、價值與倫理，以及教師社群等方面

的研究略減。依此可見，未來就園長專業訓練課程中，園長領導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推動社會正義理念、社區與家庭合作，還有園長領導個人

特質方面，仍需持續投入。 

三、幼兒園園長領導之研究對象屬性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發現，以公、私立為對象同時探究的研究數量最多（如表 4 

所示），共計 150篇，占 69.8%，而私立機構（19.5%）的探究高於公立

機構（10.7%）。再就期刊與學位論文的比例而言，兩者皆以探討公、

私立的研究數量最多，同時也超過半數以上，分別占 76%與 66.7%。 

表 4 研究對象分析 

 
公立 9 12.7 14 9.7 23 10.7 
私立 8 11.3 34 23.6 42 19.5 

公私立 54 76 96 66.7 150 69.8 

總計（篇數） 71 100 144 100 215 100 

 

上述發現與黃義良（2014）針對幼兒教育行政的回顧性研究結果雷

同，公私兼具的比例最高，私立次之，公立最少。另與陳怡君 

（2015）研究國小學校行銷文獻回顧之結果不同，公立占 86.5%，私立 5%。黃義

良（2011）回顧教育品牌之學術研究，發現公、私兼具的探討最多，公立次之，私

立最少。深入分析，不同的研究會依照研究範 

圍的組織性質而有所不同，國小多以公立學校居多，因而公立學校研 

研究對象 
期刊論文 學位論文 

總計篇數 總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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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自然位居多數，然而，觀察歷年來幼兒園的教保服務人員數、幼生數

等資訊，私立均高於公立，且 106學年度私立幼兒園園數為 4,205所，

占全國園數比例已達 66.5%（教育部統計處，2018）。與此同時，公、

私立幼兒園的組織生態與文化有極大之差異（丁雪茵，2008），在黃怡

靜、林俊瑩與吳新傑（2016）的研究更指出，就讀公立園所之教育經驗

不利於孩童學習表現，似乎反映出公立幼兒園的學習成效不如私立幼兒

園。由此而論，公、私立幼兒園有其不同的組織特性，目前幼兒園園長

領導之研究，除了持續於公立幼兒園的研究外，也需聚焦於私立幼兒園

為對象之研究，以符合實際現況，並探究出有益於教育現場的研究成

果。 

四、幼兒園園長領導之研究取向分析與討論 

由表 5所示可知，質性研究（54.4%）略多於量化研究（40.5%），

而質量兼用的研究明顯較少，只占整體的 5.1%。在期刊論文的分布比

例，質性研究比例最高，大多數為文件分析與概念探討，而學位論文方

面則以量化研究比例較高，共計 72篇，占 51.1%，其中採用問卷調查

法者有半數以上的比例。再就表 6不同主題之研究取向變化分析可知，

針對「幼兒園教保人員專業能力」與「幼兒園運作與管理」所採用之質

量兼用研究數量最多，且質性與量化研究均衡發展，在「幼兒園課程、

教學與評量」、「幼兒園照顧與支持學生的社群」、「幼兒園教保人員專業

社群」、「幼兒園與家庭及社區的意義性約定」等層面，則以採用質性研

究為主流。 

以其研究取向分析結果，整體以質性研究為主流，但量化研究仍有

相當比例，質量兼用則十分少見。相較有關的研究成果，張素貞

（2016）以幼兒教育課程研究的內容分析發現，期刊論文、國科論文 

與學位論文的質量混合比例最低。李淑惠（2005）聚焦幼兒園園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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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究取向分析 

 
量化研究 15 20.3 72 51.1 87 40.5 
質性研究 56 75.7 61 43.3 117 54.4 

質量兼用研究 3 4 8 5.6 11 5.1 

總計（篇數） 74 100 141 100 215 100 

 

表 6 不同主題之研究取向分析 

 
園長的使命、願景與核心價值 24 14 0 38 
園長的倫理與專業規範 9 4 0 13 

園長的公平與文化回應 1 1 0 2 

幼兒園課程、教學與評量 28 9 1 38 

幼兒園照顧與支持學生的社群 5 1 1 7 

幼兒園教保人員的專業能力 27 33 4 64 

幼兒園教保人員專業社群 7 1 0 8 

幼兒園與家庭及社區的意義性約定 5 1 1 7 

幼兒園運作與管理 33 38 3 74 

幼兒園革新 12 3 2 17 

總計（篇次） 151 105 12 268 

 

相關研究的內容分析，亦發現園所長研究之研究方法以質性取向居多，同樣就黃柏

叡與王秋絨（2012）的研究指出，教師研究取向從以往以量化研究為主流，轉向以

質性研究為主的研究趨勢。黃義良（2014）在臺灣幼兒教育行政研究的學位論文，

仍發現以量化研究比例占大多數，可見本研究發現均與相關研究結果契合，然而，

對應研究主題之深入分析，更發現課程教學、社群及社區互動等方面研究，相較其

他層面更顯偏重於質性研究，此與許孟勤（2013）的研究相 

研究對象 
期刊論文 學位論文 

總計篇數 總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研究取向 
 

質性研究 量化研究 
質量兼用 
研究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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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幼兒園課程以質性研究居多。事實上，幼兒教育的研究採混合取向

研究可獲得許多意義（File, Mueller, Wisneski, & Stremmel, 2017）， 

Teddlie與 Yu（2007）也認為，研究對象的取樣應兼採質性與量化研究

的混合途徑；Lewis Presser、Clements、Ginsburg與 Ertle（2015）亦採

用縱貫研究進行幼兒園課程的研究，並發現課程應用有效的證據。因

而，除了維持文獻分析的質性研究走向，另一方面可持續深化個案研

究、敘事研究等研究法，除此之外，更應同時著重量化及質量兼用的

研究方向，以及增加課程教學、社群與社區互動方面的量化研究。 

五、幼兒園園長領導之研究方法分析與討論 

由表 7所示可知，幼兒園園長領導研究以「調查研究法」為最多

數，占整體 44.2%，「訪談法」次之，占 23.7%，易言之，整體研究方

法的取向相當集中，「調查研究法」、「訪談法」二者已占 67.9%。相較

而論，歷史研究在期刊論文性質上，仍未見開啟，個案研究、行動研究

等方法雖已有零星研究採用，但仍顯不足。另就個案研究，則兼採訪

談、觀察或文件分析法來進行，而「其他類」則包括德懷術與內容分析

兩種方法。再細部分析，可發現學位論文半數以上傾向採用調查研究法

（53.8%），而期刊論文則以文件分析占最高比例 

（45.7%）。 

由上述可知，對應黃義良（2014）的研究可發現，幼兒教育行政研

究以調查研究法居多，訪談法居次。賴協志與吳清山（2013）就校長知

識領導的文獻回顧，亦發現其研究方法大多採用問卷調查法，較缺乏方

法運用的多元性，再以學前融合教育的文獻回顧可發現，質量並用的情

形也不多見（陸怡君，2017）。而黃詩媛等人（2018）分析《師大學

報》期刊的發展，指出研究方法是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各占 

半數，量化研究以實驗研究法及調查研究法為主；質化研究則以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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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法為多數。再以國際最近 10 年的教學文獻回顧分析，仍發現以量

化研究居多（Eğmir et al., 2017）。循此而論，本研究發現與近年來國內、

外相關研究結果相近，但卻也凸顯出幼兒園園長領導依舊存在研究多元

性不足的問題，就未來的研究趨向，量化研究可驗證變項的相關性，而

質性研究可提供量化研究的基礎，兩者相互策應（Bryman, 1992），例

如，焦點團體法即利於用來蒐集調查問卷中的題項（Edmunds, 1999）。

周愚文（2014）亦強調，校史研究具備學校革新、協助新任校長了解傳

統、保存紀錄等功能，而自傳式研究有助於教保服務人員建立適切的自

我引導專業發展（谷瑞勉，2003）。質言之，不同研究方法皆有其研究

方法論的基礎與功能，從分析結果可得知，目前量化與質性研究典範均

較偏重以調查研究法、訪談法為主流，將來應視不同研究主題的特性，

採用適切且多元的研究方法，方能有助於理解園長領導研究的全貌。 

表 7 研究方法分析 

 
調查研究法 17 24.3 78 53.8 95 44.2 
歷史研究 0 0 6 4.1 6 2.8 

個案研究 4 5.7 11 7.6 15 7 

行動研究 1 1.4 12 8.3 13 6 

訪談 14 20 37 25.5 51 23.7 

文件分析 32 45.7 0 0 32 14.9 

其他 2 2.9 1 0.7 3 1.4 

總計（篇數） 70 100 145 100 215 100 

 

研究方法 
期刊論文 學位論文 

總計篇數 總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篇數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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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幼兒園園長領導之研究變項分析與討論 

透過研究變項分析結果（如表 8所示），整體觀之，「領導行為變

項」占園長領導研究比例最高，接近半數（47.1%），其次為「領導效

能變項」與「領導者與部屬特質變項」，分別為 18.8%與 17.5%，「領導

中介變項」占 10.5%，以「領導情境變項」最少，只有 6.1%。另期刊

與學位論文分析則略有差異，領導中介變項在期刊論文比例最低，只有

6%，學位論文中仍以領導情境變項最低，占 3%。 

表 8 研究變項分析 

 
領導者與部屬特質變

項 
15 17.9 40 17.4 55 17.5 

領導中介變項 5 6 28 12.2 33 10.5 

領導行為變項 42 50 106 46.1 148 47.1 

領導情境變項 12 14.3 7 3 19 6.1 

領導效能變項 10 11.8 49 21.3 59 18.8 

總計（篇次） 84 100 230 100 314 100 

 

綜覽研究變項分析結果，領導行為變項乃為當前園長領導研究的主

流，包括園長領導方式、領導措施、因應策略等面向。整體觀察，領導

者與部屬特質變項、領導效能變項兩者，在期刊與學位論文尚較平均，

惟就領導中介變項及領導情境變項則較為失衡，不同變項有其重要的研

究功能，譬如中介變項身為第三個變項的功能，在於透過產生的機制，

探究自變項是否能夠影響依變項（Baron & Kenny, 1986）。長期研究發

現，園長領導多傾向於園長外在表現與風格的研究，但就調整或影響園

長與成員在特定情境交互影響後所產生結果，以及園長 

所身處內、外情境的影響分析，此類研究明顯不足。江嘉杰（2014） 

研究主題 
期刊論文 學位論文 

總計篇次 總百分比 
篇次 百分比 篇次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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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教師領導之內容分析，結果也發現過於偏重某些變項，在學校組織

與文化變項仍有待努力。由此看來，未來不但關注於園長領導外在行

為的研究，園長本身與不同成員間的交互作用，還有在心理特質、外

在情境影響等角度，也應持續投入。 

七、幼兒園園長領導之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針對具應用領導理論之文獻為對象，經由不同理論之研究結

果分析（如表 9所示），「課程領導」是為園長領導相關研究最受到青睞

的領導理論，再者以「轉型領導」與「教學領導」次之，後續則包括

「正向領導」、「分布式領導」、「家長式領導」以及相關的領導理論。而

就研究結果而言，大致上也包括領導效能、人格特質等個人層面，以及

團隊合作、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工作滿意度、教師組織承諾等團隊層

面，另有組織效能、園所願景、組織文化等組織層面。 

表 9 不同理論之研究結果分析 

 
 研究篇數顯著相關變項或概念 研究篇數顯著相關變項或概念 

權變領導 1 領導效能領導情境 道德領導 4 教師專業承諾人性關

懷、公平正義道德修

為、專業道德 

課程領導 19 教師教學效能建立課

程領導團隊協助教師

專業成長 

知識領導 4 教師知識分享創新經

營效能知識統整 

家長式領

導 
5 信任關係成本支出與

營收 
心靈領導 1 幸福感工作滿足 

轉型領導 15 教師組織承諾情境

勞務幼兒教育品質

行銷策略學校效能 

教學領導 9 教師創意教學營造團

隊關係教師專業發展

推動品格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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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不同理論之研究結果分析（續） 

 

領導理論 
研究結果 

領導理論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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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 

 領導理論 領導理論 

研究篇數顯著相關變項或概念 研究篇數顯著相關變項或概念 

分布式領導 5 教師專業發展教師領

導 
團隊領導 1 整體人格特質 

變革領導 2 園所有效經營正向組

織文化 
魅力領導 3 教師知識管理創意教

學表現教師組織忠誠 

正向領導 5 幸福感教學效能

教師專業承諾 
服務領導 5 組織承諾教師工作意

願凝聚園所願景 

多元智能領導 1 不同職務、地區、規

模及歷史有差異 
願景領導 2 促使成員挑戰自己並

共同努力 

教練式領導 1 增進情緒管理促進團

隊合作 
文化領導 1 重要性認知顯著高於

實際情況 

真誠領導 1 組織承諾工作滿意

組織公民行為 
美學領導 1 專業倫理、鮮明特色

利人利己、周全決策

充分授權 

整體觀察園長領導理論應用與研究結果，課程領導以及轉型領導的

興起大致均與其他教育階段之領導走向相近。張芳敏（2018）研究教育

領導理論流行情形，同樣發現轉型領導仍居流行時尚地位，而其他新興

的領導模式，也與秦夢群（2005）的觀點相近。而就其研究結果來看，

園長領導不同理論模式也和個人、團體與組織相關變項達顯著相關性，

同時也能有效促進自我挑戰、道德修為等相關概念的發展。但就未來教

育發展的趨勢而言，幼兒心理與社會文化背景應是園長領導的焦點

（Göncü, Main, Perone, & Tozer, 2014），而園長領導理論與幼兒學習的

相關成果較不多見，同時多元文化也已成為重點，社會正義領導對於文

化包容的觀點有所幫助（DeMatthews, Izquierdo, & Knight, 2017），再加

上數位學習時代的興起，科技領導更有助於教師 

教學創新與學生樂學態度（謝傳崇、蕭文智、官柳延，2016），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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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領導亦有助於確保學生學習的成效（張文權、范熾文，2018）。 

Mukherji與 Albon（2018）亦強調，幼兒教育的研究取向應以幼兒為中

心，採用包容創新的觀點。也就是說，面對社會多元時代，以往單靠某

一走向的領導理論不敷所用，必須整合各模式產生多元走向的領導理念

（秦夢群，2013），未來的教育行政方法論發展，亦需追求方法的多元

與平等（秦夢群、黃貞裕，2001），因此，審視未來教育走向，應多加

採用不同的領導理論探析園長領導的成果。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 研究年代發現數量變化與國際發展、國內政策趨勢相互符

合就本研究所發現的結果，整體園長領導相關研究的數量穩定成長，可

概分為萌芽期、穩定期與發展期三個階段，從一般領導方式、領導風

格、課程領導等領導行為，以及演進至教師領導、教師專業發展學習社

群等走向，正和國際領導研究脈動契合，而就國內相關幼兒教育政策與

法令的公告實行，也與研究穩定至發展的時期相符合，另以期刊論文發

表而言，則仍有成長的空間。 

（二） 研究主題著重運作管理與專業能力，主題發展未臻均衡發

展根據本研究結果分析，研究主題半數傾向幼兒園運作管理與園長專業

能力，而園長使命願景、課程教學評量兩方面則次之，另在公平文化回

應、專業社群、支持學生情境、家庭互動、幼兒園革新等各方面，則顯

現相當不足，特別又以園長的公平與文化回應比例最低。此外，在各個

研究主題中學位論文發展均高於期刊論文的數量。概括而 

論，研究主題的發展尚未達到全面性，同時分析不同年代的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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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亦可見課程教學、園長使命與倫理、照顧與支持學生社群之相關

研究略為減少。 

（三） 研究對象依研究性質有所不同，整體偏重公私立兼具的研

究依照研究對象的分析結果，公私立兼具的研究對象數量最高，包括整

體以及個別性質的分析結果，皆高達六成以上，而私立幼兒園為對象

者，又高於公立幼兒園。但在期刊論文的性質方面，公立比例略高於私

立幼兒園的差異達 1.4%，而就學位論文性質而言，私立高於公立幼兒

園差距達 13.9%，可見整體偏重公私立兼具的研究，且公立幼兒園在學

位論文方面的研究較少。 

（四） 研究取向傾向單一的研究典範，質量整合取向研究較為缺

乏環視本研究的取向分析，幼兒園園長領導相關研究多傾向單一的研究

方法，而質性研究又略高於量化研究，質量兼用的研究稍為不足，在幼

兒園課程教學、教師社群、社區意義性約定等層面明顯在量化研究取向

不足。就期刊論文與學位論文的深入分析略有差異，期刊論文中的質性

研究占 75.7%最高，而學位論文則以量化研究占 51.1%最高，質性研究

占 43.3%，因此，可見期刊論文過於傾向質性研究，而整體的質量整合

研究最為缺乏。 

（五） 研究方法以調查研究法與訪談占最高比例，多元性顯然不

足透過研究方法的綜合分析可見，調查研究法占有最高的比例，若再加

上訪談，兩者已占六成以上；再以期刊及學位論文相較，訪談法的應用

比例相當，但期刊論文則明顯採用文件分析為主（45.7%），學位論文

另偏重調查研究法（53.8%），歷史研究在期刊論文則尚未開啟，德懷

術與內容分析法也相當少見，由此可知，園長領導相關研究的方法相當

集中，另一方面亦凸顯研究方法的多元性有待提升。 

（六） 領導行為變項位居相關研究的多數，中介及情境變項較少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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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變項的統計結果中，領導行為變項於整體及不同性質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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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論文均占有最高的比例，相當接近半數，領導情境變項則在整體分析

及學位論文中皆屬於最低比例的變項，僅占 3%，同時在期刊論文，以

領導中介變項占最低比例，只有 6%。園長領導研究多偏重於外在行為

的研究，以領導行為變項為最多數，但在領導者內在心理特質、成員交

互作用等中介變項，以及內、外環境影響等情境變項方面的研究則較為

少見。 

（七）應用領導理論符合發展脈動，幼兒學習與發展結果較不多見

在領導理論的統計中，發現園長領導研究大致與一般教育領導理論趨向

貼近，轉型領導與課程領導占最多數，而正向領導、家長式領導、教學

領導、知識領導、道德領導等也陸續進行應用研究。就研究結果顯示，

包括個人層面的人格特質和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工作滿意度、教師組織

承諾等團隊層面，以及組織願景、組織文化氣氛等組織層面，均與不同

領導理論達顯著相關性，然而，就幼兒學習與發展相關變項之研究則相

較不足。  

二、研究建議 

（一）建立長期資料庫進行全面性的縱貫與橫向研究 

本研究發現，園長領導相關研究就其時間的推演，正與國際間脈

動、國內政策走向符合對應，同時也看到部分研究層面呈現停滯的現

象。職是之故，實可進一步建置長期資料庫，就其園長領導的相關研究

變項資料進行調查，包括領導特質、領導理論、領導效能、與不同變項

的相關性，以及不同時間點的領導理論走向，如此將可具體有助後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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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運用次級資料，進行通盤的研究，確立提升幼兒園園長領導專業水

準的基石。 

（二）重視幼兒園園長領導研究主題的系統性視野 

幼兒園正身處學生的啟蒙階段，著重各方面的學校發展議題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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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切與重要性，因而園長領導研究的焦點，除了在於運作管理與專業能

力外，對於相關議題亦應重視，包括如何透過專業社群以促進教師發

展、支持學生情境幫助學生學習、營造公平文化以回應社會正義、由家

庭互動建立良好關係等，均需高度關注且均衡發展。甚言之，應可藉由

政策引導促進後續研究者的關注與投入，以建立系統性的園長領導研究

主題視野，促進研究領域的健全發展。相對而言，也可作為園長專業訓

練辦法檢視修正之參考。 

（三）宜針對公立與私立幼兒園個別探究並比較分析 

探究相關回顧性研究可知，研究對象應符合研究範圍的組織特性，

而幼兒園整體呈現私立高於公立之情形，兩者就組織生態與文化具有顯

著的差異，因此，未來應可分別針對私立與公立幼兒園園長領導之不同

特性進行研究，並深入進行差異性探究，強化公立與私立幼兒園的對

照。其次，隨著政府倡導成立非營利幼兒園，後續宜視相關研究的關注

程度，就非營利幼兒園等不同組織特性予以深入研究，此亦是值得思考

的面向。 

（四）不以單一方法論思維採用質量整合的研究方向 

多元的方法論代表不同教育研究視野，對於教育研究皆有其特定的

貢獻，本研究發現，園長領導相關研究多傾向單一研究取向，多元的研

究法代表不同的方法論背景，可從不同的角度看待知識的真相，實證論

認同理論優位的原則，而詮釋論則認為是實踐優位，批判論則主張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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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踐相互辯證，故仍應採用質性與量化研究整合的趨勢，針對研究問

題進行系統性的探究，此外，亦需針對過去不足之處加以補充，例如，

在課程教學、社群與社區互動方面，應補充量化研究取向的成果。申言

之，在幼兒教育愈來愈重視精緻化的同時，運用質量整合研究的全面觀

點，應有益於幼兒園園長領導研究議題的全面理解，此亦是屬於將來極

待重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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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研究方法取向可採用多元觀點交叉檢視 

從研究方法分析結果可得知，整體研究取向明顯傾向調查研究法與

訪談法，期刊及學位論文也分別著重於文件分析與調查研究法，故以期

刊論文而言，既有豐富的文件分析為基礎，下一步或可多採用實徵性研

究方法，將有益於提升研究質量，再以整體研究方法分布，訪談法可作

為眾多研究方法的驗證或補充，故亦可再輔以個案研究、歷史研究、行

動研究或德懷術等多元研究方法，將有助於交叉檢視園長領導的不同概

念。再就實務現場觀點而言，亦代表教保人員應理解運用不同研究法，

可有效幫助自我專業成長。 

（六）研究變項亦可多加聚焦中介變項及領導情境變項 

藉由不同研究變項，可擴增研究園長領導知識領域的全面性，將來

亦可多加著墨園長領導與成員的內在心理歷程，更加理解影響自變項與

依變項之間的潛在因素，同樣地，也能夠全面分析園長與成員之間交互

作用的影響變項。而幼兒園存在幼兒、家長、教保服務人員、園主任與

社區民眾等不同成員，自然面臨許多不確定的影響情境，因此，就不同

內外情境的影響變項，如政策引導、社區互動、教師領導等，應為深值

努力的方向。 

（七）領導理論應與脈動緊密發展並重視幼兒學習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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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理論具備引導園長領導實際行動、帶動園所組織革新與發展的

重要功能，因此，未來可視教育的變化脈動，適度引用不同的領導理論

模式，舉凡多元文化下的社會正義領導、幼兒學習為主體的學習領導、

著重績效產出的績效責任領導等，均適合作為下一步研究的領導理論。

再以研究結果而論，雖然個人、團體與組織層面變項的成果豐碩，但在

園長領導理論與幼兒學習、社會適應的相關性研究仍舊少見，建議需納

入園長領導與幼兒學習，以及相關變項的整體分析，以利深入探究園長

領導對幼兒學習的影響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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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記憶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臺灣樣本的後設分

析 

許崇憲* 摘 要 

本研究採用後設分析，檢驗工作記憶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並探討此預測力是

否有發展及學科差異。以在臺灣發表的學位論文及期刊論文為樣本蒐集對象，計有

12篇期刊論文、34篇碩士論文與 7篇碩士在職專班論文及 5篇博士論文符合篩選標

準，共獲得到 250筆效果量。先採用固定效果模式計算平均效果量，若未能通過同

質性檢定，再以隨機效果模式計算效果量。以 z考驗檢定不同條件下效果量的差異顯

著性。本研究發現，工作記憶及短期記憶皆能顯著預測學業表現，但納入本研究分

析的效果量具有出版偏差，博士論文的平均效果量未達顯著，期刊論文、碩士論文

及碩士在職專班論文的平均效果量則達顯著。其次，區隔出僅有儲存功能的短期記

憶，以及具有儲存及處理功能的工作記憶。在小學階段，短期記憶的預測力顯著低

於工作記憶，特別是低年級樣本；在中學階段，短期記憶顯著高於工作記憶。工作

記憶的視覺空間模板可顯著預測數學表現，但對國語文表現則無顯著預測力；工作

記憶的語音迴圈及執行功能對國語文及數學表現皆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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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預測力。此結果意味視覺空間模板的預測力具有領域特定性，語音迴圈及執行功

能的預測力具有領域一般性。最後討論本研究限制並提出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關

鍵字：工作記憶、後設分析、短期記憶、領域特定性、學業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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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iction of Working Memory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of Taiwanese Samples 

Chong-Shiann Hsu*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of working memory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means of meta-analysis. The researches published in Taiwan 

journals and the dissertations finished by the Taiwanese graduates were 

collected. Two hundred and fifty effect sizes were identified from 12 journal 

papers, 41 master theses, and 5 doctoral dissertations. Fixed-effect model and 

random-effect model were conducted. We performed z tests to examine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average effect sizes. It 

was found working memory and short-term memory were significantly 

predictive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However there was publication bias, that 

is, the mean of the effect sizes from journal paper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from Masters’ theses. Those from doctoral dissertations were not 

significa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hort-term memory and working memory 

was recognized. Information is stored in these two memory systems, but is 

processed only in working memory. It was found that in elementary schooling, 

the prediction of short-term memory was lower than the one of working 

memory,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grades. In high schooling, short-

term memory was more predictive than working memory. Working memory 

has four elements: the central executive, phonological loop, the visuospatial 

sketchpad, and the episodic buffer. We found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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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ospatial sketchpad was predictive of math performance, not Chinese; the 

central executive and the phonological loop were predictive of Chinese and 

math performance. It was implied that the prediction of the visuospatial 

sketchpad was domain specific and the one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and the 

phonological loop was domain general. Finally the implication and 

suggestions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working memory, meta-analysis, short-term memory, domain- 

specificity, academ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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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 WM）是一種暫時儲存及處理訊息以

利於執行複雜作業的認知活動（Baddeley, Allen, & Hitch, 2011）。 

Baddeley 與 Hitch（1974）確立 WM 組成元素之後，學者們即產出無限

研究，不限於實驗心理學及神經心理學（Christophel, Klink, Spitzer, 

Roelfsema, & Haynes, 2017），還包括動機（張憲卿、程炳林， 2010）、

人因工程（李玉琇，2000）、學習（Ginns, 2005; Kalyuga & Singh, 2016）、

臨床心理學（王瑋瀚等，2008）、職能治療（林恭宏、陳明輝、黃小玲、

李士捷、謝清麟，2015）及其他高階認知能力 

（Unsworth & Engle, 2007）。 

多位學者採用後設分析，統整 WM與學業表現的關係。Daneman 

與 Merikle（1996）蒐集 77篇研究，發現口語及數學的 WM能顯著預

測參與者的語言理解表現，特別是同時涉及訊息儲存與操弄的測驗工

具比僅涉及儲存的測量工具，具有較高的預測力。然而，此篇研究並

未含括 WM的所有元素，也未比較哪一種元素對語言理解較具預測

力。Friso-van den Bos、van der Ven、Kroesbergen與 van Luit（2013）檢

驗 WM各元素與國小學童數學表現之間的關係，發現各元素與數學表

現之間具有顯著關聯性，但並未納入其他年齡層的學生。Peng、 

Namkung、Barnes與 Sun（2016）蒐集 110篇研究，參與者有一般學

生、數學困難學生，以及數學困難合併其他認知缺陷學生，發現無論

哪一類學生，WM與數學表現都有顯著關聯性。以上三篇後設分析僅

涉及語言理解或數學表現，未涉及其他學科領域。此外，中文是象形

文字，英語是拼音文字，上述研究未特別討論 WM與中文學習表現的

關聯性。 

本研究以 Baddeley的 WM模式為基礎，蒐集在臺灣發表的期刊論文 

及學位論文，探討 WM與學業表現的關係，並進一步檢驗 WM各成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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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力是否具有學科差異，討論 WM預測力的領域一般性（Kane et al., 

2004）。期許本研究有助於指出在 WM與學科表現之關係此議題方面，

國內學者未來還有哪些可努力的方向。 

貳、文獻探討 

一、Baddeley的 WM模式 

Baddeley（Baddeley, 2000; Baddeley & Hitch, 1974）確認 WM具有

四種成分，分別為中央執行系統（the central executive）、語音迴圈

（phonological loop）、視覺空間模板（the visuospatial sketchpad）及事

件緩衝器（the episodic buffer）。 

Baddeley（2012）認為中央執行系統進行注意力分配，協調並處理

從語音迴路、視覺空間模板及事件緩衝器所輸送進來的訊息，或從長

期記憶中提取出相關訊息，一併協調處理以利做出決策，可能是行動

反應，也可能是將訊息輸送回長期記憶。 

語音迴圈負責儲存與口語或語音有關的訊息，包含兩個模件系統

（modular system），一個是短期的語音儲存庫，另一個是藉由發出聲音

或者默讀而對訊息進行複誦的記憶歷程（Baddeley, Gathercole, & 

Papagno, 1998）。Baddeley（2012）指出語音相似效應（the phonological 

similarity effect，一串發音相似的字或者字母比起發音不同者較難被記

住，但視覺或者語意相似者較無此效果）、字長效應（the word length 

effect，較長的單字因為需要較長的發音或者默讀時間，所以造成記憶

軌跡容易消褪）、發音壓抑效應（the effect of articulatory suppression，禁

止複誦或默讀將被測試記憶量的單字或者字母，則稍後 

的記憶表現的確會較差，不過此壓抑效果能夠移除字長效應）等，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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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語音迴圈存在的證據。 

中文字強調字音、字形、字義，語音迴圈亦能儲存及處理語意性

刺激。陳湘淳、高于涵與李玉琇（2015）先要求參與者記憶中文雙字

名詞，此為儲存作業，之後呈現處理作業，測量參與者於處理作業上

的記憶廣度，儲存作業與處理作業的材料有可能語意相關聯，也有可

能語意不相關。結果發現，語意相關的儲存作業有助於參與者在處理

作業上的表現，證明語音迴圈也會儲存語意性刺激。 

視覺空間模板負責儲存視覺、空間及身體運動等種類的訊息。若

干實驗發現支持視覺空間模板的存在，例如，參與者同時進行兩個視

覺作業或者同時進行兩個空間作業，作業表現都會受到干擾，但若同

時進行一個視覺作業及一項空間作業，則作業表現不受干擾（周育

如、樂可天，2013）。 

事件緩衝器能接收來自視覺空間模板及語音迴圈的訊息，等待進

入中央執行器接受處理，從中央執行器接收並暫存經過處理的訊息有

四項特徵（Baddeley, 2000, 2012）。第一個是以多種符碼並行的方式，

保存整合後的事件樣貌，或者以串節（chunk）形式保存對事件的記

憶。第二，緩衝儲存庫不只是儲存來自中央執行器、語音迴圈及視覺

空間模板的訊息，也連結 WM、知覺及長期記憶，故事件緩衝器也可

被視為是各種次系統及各種訊息符碼之間的介面。第三，容量有限。

第四，由中央執行器所控制。 

中央執行器具有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Miyake 與他的研

究夥伴（Friedman et al., 2007; Miyake et al., 2000）將執行功能再細分為

三項：注意力轉移（shifting）、訊息內容更新（updating）及反應抑制

（inhibiting）。轉移是指注意力能在不同作業或思考方式之間轉換，更

新是指能監控並登錄與當下活動有關的新訊息並隨時更換舊訊息或 

無相關訊息，抑制是指克制與當下活動目標無關的自發性反應。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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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功能彼此之間有區別，但又具有顯著相關（Miyake et al., 2000）。 

Miyake與 Friedman（2012）評閱與執行功能有關的實證研究後，認為

轉移能力是由共通執行能力與特定轉換能力所組成，更新能力是由共

通執行能力與特定更新能力所組成，抑制能力的變異量僅由共通執行

能力所解釋，無特定的抑制能力。亦即執行功能各次能力之間有共通

部分，但轉換及更新有其特定的能力表現。 

由上述的說明可知，WM的運作廣泛地出現在日常生活之中，此

是第一項特點。第二項特點是 WM的容量有限且時間短暫，

Gathercole、李玉琇與王馨敏（2011）指出，在以下三種情況下特別容

易流失：受到打擾時，容易因為分心而遺失記憶內容；需要記憶的內

容太多，且可留住的訊息有限；處理過程有些複雜，如心算三位數的

乘法。第三項特點是個人的 WM廣度長時間而言是穩定的，但彼此之

間的個別差異大。最後，個體可以利用串節策略（chunking），將大量

訊息組織成幾個有意義的片段，降低訊息單位數，有利於記憶大量訊

息並輸入長期記憶中（李玉琇，2000）。 

二、WM與學業表現之關係 

課堂中任何領域的學習都會運用 WM系統，學生一方面接收並儲

存新的學習材料，另一方面理解新學習材料各段落之間的連結，並與

長期記憶中相關資訊進行連結。因此，對於低 WM容量的學生而言，

課堂學習活動構成認知挑戰，可能在接收新材料過程中遺漏關鍵性訊

息；可能未能完整接收教師的指導語，無法完成課堂作業；也可能無

法從長期記憶中順利提取相關材料，或者能夠順利提取，卻無法與新

材料進行整合（Gathercole等，2011）。Schneider、Beege、Nebel與

Rey （2018）的研究經後設分析後發現，教師強調課程內容組織結構，

能顯著降低學生的認知負載，使 WM專注於學習內容上，有助於學習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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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遷移。李茂能與楊德清（2015）比較國小高年級一般兒童與注意力

缺陷過動症兒童的數字常識（number sense）發展路徑，發現無論哪一

類型的兒童，WM經由後設認知而影響數字常識的發展。 

上述學者皆強調 WM對學業表現的助益，但兩者如何關聯？WM

各種成分與學業表現的關係是一致的嗎？以下從三方面討論 WM與學

業表現的關係。 

（一）訊息的儲存與處理 

Baddeley 的 WM 模式含括短期記憶（short-term memory, STM）概

念，STM 只是簡單地儲存訊息，WM 概念則是加入訊息處理的元素。

前者屬於簡單廣度作業，後者屬於複雜廣度作業（蔣文祈， 2011）。理

論上可區隔出這兩種記憶，實證研究結果亦支持兩者的不同

（Ackerman, Beier, & Boyle, 2005; Conway, Cowan, Bunting, Therriault,  

& Minkoff, 2002）。 

學生在學習過程不只要儲存新訊息，更要理解新訊息中不同部分

之間的邏輯關係，並整合新舊訊息，故可合理推論 WM對學業表現的

預測力會高於 STM。Carretti、Borella、Cornoldi與 De Beni（2009）經

由後設分析發現，閱讀能力較佳及較差者在簡單廣度作業上的差異，

小於在複雜廣度作業及執行功能作業上的差異，亦即複雜廣度作業比

簡單廣度作業更能預測學業表現。Swanson、Jerman與 Zheng（2008）

分別於參與者小學一、二、三年級時測量 STM及 WM，以潛在成長變

項模式分析 WM對數學解題表現的預測力，發現 STM、執行功能及視

覺空間模板的初始水準與成長幅度都是正值，三者的初始水準都正向

預測數學解題表現，STM及執行功能的成長幅度卻負向預測數學解

題。不過， Unsworth與 Engle（2007）發現在控制智力 g因素之後，

WM及 STM對學術性向測驗表現的預測力沒有太大差異。綜合理論推

論及實證證據，研究假設 1：W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高於 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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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差異 

不同年齡階段於 WM各項作業上有不同表現，這些年齡差異可能

源於處理速度及自我調控能力。首先是處理速度的影響，McAuley與 

White（2011）招募 147位 6～24歲的研究參與者，橫斷比較處理速

度、反應抑制及 WM上的年齡差異。結果發現，此三項能力在不同年

齡之間有顯著差異，在童年早期及晚期差距最大，之後雖持續發展，

但因發展速度降低，在童年晚期、青少年期及成人前期之間差距縮

小；反應抑制及 WM的年齡差距，是由處理速度所中介，且控制處理

速度之後，僅 WM仍具有年齡上的差距。 

其次是自我調控能力。陳湘淳與蔣文祈（2011）對 6～11歲國小學

童進行閱讀數字廣度測驗並測量注意力控制能力，發現整體學生的閱

讀廣度分數與抑制反應傾向能力有關，但控制年齡效果後，抑制反應

傾向能力則無顯著預測力；對於中高年級學童，閱讀廣度測驗表現與

注意力轉換能力有關，國小學童的自我調控力並不穩定。Dirk與 

Schmiedek（2016）連續 31天對小學三、四年級學生施測執行功能的更

新成分作業，結果發現，學生的執行更新能力並不穩定，每日之間、

同一日不同時間點、且不同測試作業之間有顯著變異，個別差異有

66% 到 79%由此個人內在波動來解釋，且每日之間有極大波動的學生

不見得在一日之間不同時間點之間也有大波動。Dirk與 Schmiedek也發

現三年級學生執行更新功能波動幅度大於四年級學生，且波動程度大

的學生有較差的數學及閱讀表現。 

由於 WM有年齡差異，所以 WM各成分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可能

有年齡差異，目前此類實證文獻以數學表現居多。Raghubar、Barnes 與

Hecht（2010）評閱文獻之後，認為 WM各成分與數學表現的關係，年

齡具有關鍵性影響。對於年紀小的學童，視覺空間模板具有較顯著的

影響，但對年紀較大學童，語音迴圈較具影響力。Gatherc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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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ering、Knight與 Stegmann（2004）進行橫斷比較，發現 7歲學童的

數學表現與執行功能有關，14 歲學童的數學表現則與執行功能、語音

迴圈有關；7 歲學童的科學表現與 WM 無顯著關係，但 14 歲學童則與

執行功能與語音迴圈有關。然而，其他研究有不同的發現，Meyer、 

Salimpoor、Wu、Geary 與 Menon（2010）的研究發現，對於國小二年

級學生視覺空間模板則不具預測力，中央執行器（以 counting recall 為

測量工具）及語音迴圈（以 digit recall 為測量工具）具有顯著預測力；

對於國小三年級學生，視覺空間模板（以 block recall作為測量工具）可

顯著預測數字操作及數學推理表現，其他 WM 成分不具預測力。然而，

Meyer 等人採用的 WM 各成分測量工具與其他學者不相同，例如， 

counting recall常被用來測量語音迴圈表現，但Meyer等人以它來測量執

行功能表現。 

前述研究隱含 WM對數學表現的預測力並非穩定不變，蔣文祈

（2011）認為可能有兩項原因。第一，各研究並非選用相同的 WM及

數學表現測量工具；其次，隨著年齡增加，數學學習經驗大大不同，

數學表現的變異性也增加。這兩項原因應該也適用於解釋其他學業表

現與 WM之間的關係。本研究認為還有第三項原因，如前兩段所陳

述， WM各成分發展速度具有不小的差異，所以 WM與學業表現之間

的關係可能因此沒有穩定的發展趨勢。 

有些學者檢驗 WM與語文表現關係的發展性差異，如 Gathercole、 

Pickering、Knight等人（2004）進行橫斷比較，發現英國 7歲學生的英

語能力分別與執行功能、語音迴圈有顯著正相關，但於 14歲學童樣本

上未發現顯著關係。Dirk與 Schmiedek（2016）發現執行更新功能波動

程度大的小學生有較差的閱讀表現。 

基於上述研究，對於 WM與學業表現之關係的發展差異，研究假設 

2：WM與學業表現之關係於不同年齡層之間，有不同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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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域一般性及領域特定性 

領域一般性（domain-generality）是指某項認知活動廣泛地影響多

種或者所有行為表現（蔣文祈，2011；Kane et al., 2004），例如，在進

行解題或者學習新材料過程，學習者必須調控自己的注意力，分配認知

資源於各種作業之上。因此，WM中央執行器執行功能可能擔負領域

一般性的功能。領域特定性（domain-specificity）是指某項認知活動僅

影響性質相近的行為表現，例如，語音迴圈可能僅與口語表現有關。 

WM的中央執行器對各學業領域的表現具有廣泛影響力，甚至扮

演主導角色（周育如、樂可天，2013）。Blankson與 Blair（2016）控制

流動智力、晶體智力及執行功能，分別與教室環境交互作用之後，發現

執行功能愈佳的幼稚園學童，數學能力表現也較佳。Carretti等人

（2009）經由後設分析發現，在 WM訊息內容更新的能力上，閱讀能

力較佳者顯著優於閱讀能力有缺陷者。Blair、McKinnon與 Family Life 

Project Investigators（2016）對 1,292位幼兒進行縱貫性研究，發現幼兒 

48個月大時的執行功能顯著預測 60個月大時的數學能力，特別是對於 

48個月大時數學能力低於同儕一個標準差的幼兒，執行功能的預測力

高於其他幼兒。Bindman、Pomerantz與 Roisman（2015）發現參與者

54 個月大時的執行功能能顯著預測國小及中學時的學業成就。 

有些學者認為 W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具有領域特定性。

Baddeley 等人（1998）認為語音迴路可再細分為語音短期儲存庫及默

讀複誦歷程兩個成分，語音短期儲存庫對於語言學習居於較為關鍵的地

位，原因在於默讀複誦的能力在 7歲之後才發展出來，在此之前人類便

已開始學習語言。他們根據多份研究發現，3～13歲學生字彙知識與非

字語音重複能力（nonword repetition）的相關顯著性普遍程度高於數字

記憶廣度（auditory digit span）。然而，從相反角度而言，語音迴路記憶

容量 

有限，但現有知識可彌補短暫且容易流失的語意訊息，也就是說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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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中的字彙知識有利於語音迴圈內的訊息儲存。 

實證證據支持領域特定的 WM預測力。Kane等人（2004）發現雖

然執行注意力分別顯著預測參與者於口語及空間的推理作業表現，但還

是比不上口語儲存能力及空間儲存能力分別對口語推理及空間推理的預

測力。對於設計表現的預測，空間記憶能力達顯著，語文 WM則否

（林漢裕，2011）。Carretti等人（2009）經由後設分析發現，閱讀能力

較佳者在口語及視覺空間的複雜廣度作業上，顯著優於閱讀能力有缺陷

者，且在口語複雜廣度作業上的優勢大於視覺空間作業。Friso-van den 

Bos等人（2013）的後設分析發現，口語形式更新能力與數學表現之間

的相關程度，顯著高於空間視覺模板及空間形式更新能力，後兩者又顯

著高於語音迴圈、抑制能力及轉換能力。 

除了上述不同學者的觀點與研究外，若干學者認為 WM與學業表

現的關係同時具有領域特定性及領域一般性。蔣文祈（2011）認為與語

文有關的學習固然可能較涉及語音迴圈及中央執行器語言處理部分，但

數學的學習可能同時運用到語音迴圈、視覺空間模板及中央執行器任何

一部分。例如，於多位數運算過程，在語音迴圈儲存中間步驟所得出的

暫時性結果，若算式採垂直排列，則學習者以視覺空間模板儲存訊息；

若採水平排列，則是以語音迴圈儲存訊息。Fuhs、Farran與 Nesbitt

（2015）以圖像材料測量平均 54個月大參與者的 WM各成分與 

STM，以口語及圖像材料測量語彙及數學能力，結果發現，STM及注

意力集中與轉換顯著預測語彙及數學能力。Swanson等人（2008）發現

語音迴圈、視覺空間模板及執行功能正向預測小學生數學文字題、計算

題及文字題解題歷程知識的表現，但控制閱讀能力之後，僅視覺空間模

板及執行功能具顯著預測力，意味語音迴圈對數學解題表現的預測力是

經由閱讀能力所中介。 

根據以上說明，多數研究似乎較支持 W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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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程度的領域一般性及特定性。現行研究針對國語文及數學為多

數，所以領域特定性研究假設的敘述以此二者為主。 

在領域一般性預測力方面： 

研究假設 3：執行功能／注意力控制對學業表現具有顯著預測力。 

研究假設 4：語音迴圈對各類學業表現具有預測力。 

研究假設 5：視覺空間模板對各類學業表現具有預測力。 

在領域特定性預測力方面： 

研究假設 6：語音迴圈對語文學習表現的預測力，高於視覺空間模

板。 

研究假設 7：語音迴圈對語文學習表現的預測力，顯著高於對數理

表現的預測力。 

研究假設 8：視覺空間模板對數學學習表現的預測力，顯著高於語

音迴圈。 

研究假設 9：視覺空間模板對數學學習表現的預測力，顯著高於對

語文表現。 

參、研究方法 

一、樣本 

本研究以在國內發表的實證性學術研究為取樣範圍，但僅涵蓋碩

博士學位論文以及期刊論文。於華藝線上圖書館及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

統，搜尋期刊論文；於臺灣碩博士知識加值系統，搜尋學位論文。搜尋

關鍵字為：工作記憶、注意力控制、執行功能、短期記憶、空間訊息處

理、語音訊息處理，一次僅輸入一個關鍵字進行搜尋，以 2016 

年 12月 31日為發表或出版最後日期。於華藝線上圖書館及臺灣期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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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索引系統，計蒐集 2,782筆期刊論文（尚未刪除重複）；於臺灣碩博

士知識加值系統，蒐集 1,505篇學位論文。另外，由於早年碩博士論文

被送至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收藏，所以本研究亦至該校圖書

館進行搜尋，蒐集到 11篇相關主題論文。 

針對上述搜尋結果，根據以下條件，篩選出本研究所需的後設分

析樣本。第一，必須是實證性研究，但排除病例報告、單一受試者設計

研究、WM訓練及學業知識的 STM訓練。第二，必須提供能轉換為效

果量的統計數值，包含積差相關係數、平均數及標準差、人數、t值、 

F值（自由度等於 1的 one-way ANOVA）、χ2值。第三，研究變項必須

包括學業表現，除了中小學各學科的表現外，亦包括創意表現及資訊能

力，因為這兩者是當前教育環境及未來社會所重視。第四，必須能在

2016年 12月 31日之前取得電子檔或紙本。若干研究生設定上述日期

之後才開放閱覽，基於研究時程，必須捨棄這些論文。第五，研究對象

必須是一般學生及學業表現不佳但沒有相關生、心理缺陷的學習困難學

生。以精神疾患或接受上癮治療者、學習障礙、情緒障礙、智能不足、

身心症狀及肢體特定障礙為對象的研究，不納入本後設分析，僅有資優

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亦不納入。經此篩選後，得到 12篇期刊論

文、34篇碩士論文及 7篇碩士在職專班論文與 5篇博士論文（受限於

篇幅，納入樣本的論文出處及資料檔請洽研究者）。 

若干研究採納多次學業表現的成績，如多次月考成績（李東霖， 

2001）。有些研究將同一類型的表現區隔出不同作業，如劉蓓蓓

（2007）的研究，將高層次科學推理區隔出推論實驗目的、因果關係及

三段論式推理；林漢裕（2006）測量學生在三種設計作業上的表現，包

括三視轉立體、立體轉三視、立體旋轉。這些研究呈現 WM分別與這

些表現的關聯性，本研究合併這些效果量，以達到一種 WM測量方 

式與一種學業表現之間只有一個效果量。另外，有些研究將參與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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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高、中、低學業表現者（或 WM表現者），如簡馨瑩、趙子揚與王繼

伶（2014）將幼兒參與者區分為高、中、低詞彙理解組，分別呈現這

三組參與者的平均數、標準差及人數。本研究採用 O’Mara、Marsh、 

Craven與 Debus（2006）的方法，計算高理解組及中理解組分別對照低

理解組之下的效果量，之後再合併這兩個效果量，但計算過程中將低

理解組的人數除以二，避免低理解組的人數被重複計算。經上述各種

合併之後，共得到 250個效果量。 

二、登錄 

在基本資料部分，登錄每篇研究的作者與年代、論文類型、研究

對象的教育層級。在 WM的測量部分，登錄各研究所採用的名稱、測

驗來源、測驗內容。對於學業測驗，登錄科目名稱、測驗名稱、測驗來

源、測驗內容。本研究亦登錄記憶測驗及學業測驗其他資訊，由於未列

入本研究分析範疇，故省略說明。 

根據測驗內容，採用林漢裕（2006）的架構，對 WM進行分類。

區分出 STM、WM及執行功能等三種記憶形式，STM及 WM又分別區

分為語音及視覺空間，每一類型記憶有三種測量工具，共有 15種測量

工具。除了這 15種工具外，其他研究亦採用其他測量工具，根據這些

工具的內容進行歸類。視覺空間 STM的測量工具有：方塊位置作業、

箭頭方向作業、點的記憶作業、圖形廣度作業。語音 STM的測量工具

有：數字廣度作業、數字及字詞廣度作業、字音廣度作業、字母／注音

符號廣度作業、字詞廣度作業、句意廣度作業。視覺空間 WM的測量

工具有：同異圖形作業、文字旋轉作業、點矩陣作業、空間追蹤作業，

以及其他。語音 WM測量工具有：運算廣度作業、計算廣度作業、數

字逆序複誦作業、數字比較廣度作業、閱讀廣度作業、句意運作廣 

度作業及其他。執行功能測量工具有：威斯康辛卡片作業、連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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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Stroop作業、提取引發遺忘作業、go/no-go作業、數字加減作業、

數字保留作業、數字更新作業、數字圖形轉換／對應作業。另外，有些

研究結合語音 WM及視覺空間 WM，成為 WM單一變項；亦有些研究

將 WM及 STM結合成單一變項。 

三、程序 

於 2017年 1月 31日前，搜尋所有可能的研究樣本，並根據各研究

之摘要進行初步篩除。其次，閱讀論文電子檔或紙本，進行第二階段篩

選及資訊登錄。於 2017年 5月 31日前完成全部樣本的登錄，間隔兩週

後，檢查是否有登錄錯誤以及遺漏（於原始檔案中以紅色標示出錯誤或

遺漏者，有需求的讀者可連絡作者索取此一步驟的檢查結果）。 

確認最後的後設分析原始資料檔之後，將所有的原始數據轉換為

標準化相關係數。其次，根據前述「一、樣本」第三段的敘述，合併部

分效果量，得到最後的後設分析檔。最後，依下列順序，針對 WM與

學業表現之間的關係，分別計算不同條件要求下的平均效果量，並進行

統計考驗。 

（一） 一項研究通常是一筆樣本，但若該研究呈現不同年齡層的

統計數值，則各年齡層視為不同樣本。每一筆樣本得出一個效果量。若

該筆樣本呈現多種 WM測量方式與學業表現之間的關聯性，則予以合

併。 

（二） 根據前一步驟的資料檔，進一步計算不同學業階段的效果

量。 

（三） 重新整編資料，計算不同記憶類型與各學科表現之間關係

的效果量。同樣地，來自相同樣本的效果量先被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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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統計 

本研究採用 Hedges 與其同僚（Hedges & Olkin, 1985; Hedges & 

Vevea, 1998）提出的方式，計算 STM 及 WM 與學業表現之間關係的效

果量。首先，所有統計數值皆轉換為積差相關係數 r，再轉換為標準化

相關係數 zr，以進行效果量合併，並計算固定效果模式下的平均值，以

z 考驗進行顯著性檢定，最後將平均效果量還原為積差相關係數。 

固定效果模式假定各個效果量來自相同母群，彼此之間僅有測量誤

差。但各效果量也有可能是來自不同母群，因此，本研究針對固定效果

模式的平均效果量進行同質性考驗，主要指標有 Cochran Q及 I 2 （李茂

能，2015）。當每個研究的樣本夠大（n > 30）時，Q分配逼近於 χ2分配

（df = k - 1），但由於 Q統計考驗力較低，所以採用 α = .10，判定顯著

異質性。I2指標與 Cochran Q有關，當 Q ≤ k - 1，I2 = 0，效果量之間的

變異起因於抽樣誤差，無異質性問題。當 Q > k - 1，I2 = {[Q - (k - 1)]/Q} 

× 100%，低於 25%，可視為無異質性；介於 25%～50%之間，為小異質

性；介於 50%～75%之間，為中異質性；高於 75%，為高異質性。

Cochran Q及 I2任一指標顯示效果量有異質性，則進一步計算 τ2，以利

計算隨機效果模式下的效果量平均值。李茂能（2015）指出 τ2 值亦可作

為同質性指標，τ2 值等於 0，是指隨機效果模式結果等同於固定效果模

式；τ2值小於 .04，為低異質性；τ2值介於 .04～.14之間，為中度異質性；

τ2值大於或等於 .40，為高異質性。 

未得到顯著結果的研究可能未被出版，原因可能在於研究者不願意

發表統計沒有顯著的結果，導致出版偏差（Franco, Malhotra, & 

Simonovits, 2014）。有多種方法檢驗出版偏差程度，但這些方法各有其

限制（Banks, Keps, & Banks, 2012）。因此，本研究將不檢驗出版偏 

差程度，而是直接比較已出版論文及未出版論文的效果量差異，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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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論文以學位論文為代表（Ferguson & Brannick, 2012）。 

以 z 考驗檢驗不同條件下標準化相關係數值是否具有顯著性差異，

分母採計各效果量所含括的參與者數目，非效果量個數。顯著水準依每

次比較個數而定，例如，表 4 對角線呈現各教育階段 STM 與 WM 對學

業表現的預測力差異檢定結果，若每次比較都採用 .05 顯著水準，則整

體上STM與WM的預測力差異第一類型錯誤會被放大至 .15（.05 × 3），

因此必須採用 .017顯著水準，以控制 STM及 WM預測力差異所有比較

的第一類型錯誤加總後約在 .05左右。 

肆、研究結果 

一、WM/STM與學業表現之關係：整體分析 

首先，每筆樣本貢獻一個效果量，得到 68個效果量，共 7,876位

參與者，標準化相關係數平均值是 .44（z = 38.11, p < .001, r = .41），Q 

是 615.79（p < .001），I2是 89.12%（高度異質性），這 68個效果量不是

來自相同母群。計算隨機模式的平均效果量，τ2 是 0.075，標準化相關

係數平均值為 .37（z = 9.97, p < .001, r = .35）。 

本研究比較來自於不同類型論文的效果量，呈現如表 1 所示。在固

定效果模式之下，期刊論文的平均效果量達顯著（標準化相關係數平均

值為 .61, p < .001），但未通過同質性考驗（Q = 333.64, I2 = .96）；碩士學

位論文及在職專班碩士論文的平均效果量亦達顯著，未通過同質性考驗；

博士學位論文的平均效果量未達顯著，但五筆效果量具有同質性。因此，

計算期刊論文、碩士學位論文及在職專班碩士論文在隨機效果模式下的

平均效果量，三者皆達 .001 顯著水準。比較這些平均效果量的差異顯

著性，期刊論文及碩士論文之間的差異達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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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 = .017）顯著水準（z = 4.83），其他比較未達 .017顯著水準（期

刊論文及在職專班碩士論文之間的差異 z = 1.92，碩士論文及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之間的差異 z = -1.00）。 

表 1 STM/WM 與學業表現之相關：不同論文類型 

 
期刊 2669 14 .61 31.16*** .54 333.64 .96 .15 .48 4.50*** .45 
碩論 4106 42 .37 23.14*** .35 87.15 .53 .01 .36 13.56*** .35 

博論 362 5 .08 1.57 .08 1.32 .00   

碩專 739 7 .35 9.41*** .34 48.94 .88 .08 .40 3.57*** .38 

 

***p < .001 

其次，計算不同學業階段的平均效果量，結果如表 2 所示，所有標

準化相關係數皆達 .001顯著水準。由於有 3筆資料含括非正式教育體系

的成人或橫跨不同教育階段，故未列入表 2。學前階段有 4 筆效果量，

大學階段有 14 筆效果量，皆通過同質性考驗。學前階段的固定效果模

式平均效果量為 .29（p < .001），大學階段的固定效果模式平均效果量

為 .17（p < .001），兩者之間的差異未達 .008（.05/6 = .008）顯著水準

（z = 1.74）。小學階段及中學階段的平均效果量未通過同質性考驗，故

計算隨機效果模式下的平均效果量，小學階段為 .41（p < .001），中學

階段為 .48（p < .001），兩者差異達 .008顯著水準（z = -2.49）。小學階

段還可再細分，一及二年級屬於低年級，三及四年級為中年級，五及六

年級為高年級。部分研究的樣本橫跨低、中或高年級，獨立為一類。結

果顯示各年級的隨機效果模式效果量皆達顯著，各年級之間平均效果量

差異未達 .008顯著水準。 

N k 
固定效果模式 同質性考驗 隨機效果模式 

z r z r Q I 2 τ 2 z r z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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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TM/WM 與學業表現之相關：不同學業階段 

 
學前 282 4 .29 4.76*** .28 .36 0  

小學 4536 36 .38 25.58*** .37 119.53 70.72% .02 .41 12.43*** .39 

 低 797 9 .36 9.94*** .34 58.20 86.25% .09 .36 3.05** .34 

 中 569 8 .42 9.89*** .40 18.64 62.45% .03 .39 5.06*** .37 

 高 1496 11 .39 15.01*** .37 17.77 43.72% .01 .42 9.90*** .40 

 未 1674 8 .38 15.30*** .36 23.38 70.06% .01 .44 8.95*** .42 

中學 1764 11 .72 30.14*** .62 253.69 96.06% .18 .48 3.59*** .44 

大學 857 14 .17 4.76*** .17 12.43 0  

 

**p < .01 ***p < .001 

二、STM與 WM對學業表現效果量的比較 

表 3 呈現 STM 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在小學階段，固定效果模式

之下 STM 與學業表現之間的效果量皆達顯著（低、中、高、未分年級

及全部樣本的標準化相關係數平均值分別為 .13、.31、.40、.31、.32），

但高年級樣本、未分年級樣本及整體樣本未通過同質性考驗，以隨機效

果模式計算其效果量，標準化相關係數平均值分別為 .43、.35 及 .33，

皆達 .001顯著水準。在中學及大學階段，固定效果模式之下 STM 與學

業表現之間的效果量皆達顯著，但兩者未通過同質性考驗，計算隨機效

果模式下標準化相關係數平均值，中學及大學分別為 .72及  

.22，大學生樣本的效果量未達顯著。 

W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如表 3所示。WM對學前兒童學業表現的

預測力，標準化相關係數平均值為 .29，達 .001 顯著水準。在小學階段，

固定效果模式之下 STM 與學業表現之間的效果量皆達顯著，但皆未通

N k 
固定效果模式 同質性考驗 隨機效果模式 

z r z r Q I 2 τ 2 z r z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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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56，皆達 .001 顯著水準。在中學及大學階段，固定效果模式之下 

STM 與學業表現之間的效果量皆達顯著，標準化相關係數平均值分別

為 .40 及 .15，皆達 .001 顯著水準。但中學樣本的效果量未通過同質性

考驗，隨機效果模式下標準化相關係數平均值為 .37，達 .001 顯著水準。 

表 3 STM 與 WM 分別對學業表現之預測力 

 
ST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 
學前 22 1 .23 .23   

小學 3669 24 .32 19.25*** .31 571.07 95.10% .12 .33 4.32*** .32 

 低 409 5 .13 2.61** .13 1.63 0  

 中 344 5 .31 5.56*** .30 3.18 0  

 高 1310 7 .40 14.21*** .38 30.77 80.50% .03 .43 5.67*** .41 

 未 1606 7 .31 12.35*** .30 10.74 44.11% .01 .35 7.83*** .33 

中學 1123 3 .92 30.54*** .72 106.50 98.12% .29 .72 2.85** .62 

大學 152 2 .35 4.25*** .34 

W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 

5.35 81.30% .04 .22 1.44 .22 

學前 178 3 .29 3.82*** .29  .37 0  

小學 3829 25 .42 25.60*** .40 75.87 68.37% .02 .44 12.79*** .42 

 低 444 5 .55 11.45*** .50 20.80 80.77% .09 .56 3.58*** .50 

 中 435 5 .46 9.37*** .43 15.14 73.58% .04 .40 3.83*** .38 

 高 1344 8 .36 13.03*** .34 19.93 64.88% .01 .43 7.47*** .41 

 未 1606 7 .40 15.81*** .38 10.59 43.35% .005 .42 9.59*** .40 

中學 963 9 .40 12.09*** .38 31.69 74.76% .03 .37 5.46*** .36 

N k 
固定效果模式 同質性考驗 隨機效果模式 

z r z r Q I 2 τ 2 z r z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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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 759 13 .15 4.02*** .15 11.43 0  

 

**p < .01 ***p < .001 

本研究比較表 3各效果量之間的差異，通過同質性檢驗者，採用固 

定效果模式下的效果量，未通過者，採用隨機效果模式效果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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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如表 4所示。在 ST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方面，中學樣本的平均

效果量顯著大於小學及大學樣本（z考驗結果分別為-11.42及 5.73），小

學及大學樣本之間無顯著差異，但大學樣本僅有 2筆效果量、152位參

與者，數量過少，此結果需謹慎推論。在 W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方

面，小學及中學樣本的平均效果量顯著高於大學樣本（z考驗結果分別

為 7.29及 4.52），小學及中學樣本之間無顯著差異。 

國小各年級的差異比較結果如表 5 所示。在 STM 的預測力方面，

低年級顯著低於中、高及未分年級的樣本（p < .008）；在 WM的預測力

方面，低年級顯著高於未分年級樣本（p < .008）。 

本研究亦比較 STM與 W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結果如表 4及表 

5 對角線數值所示。在小學樣本，STM 的預測力顯著小於 WM（z = -

4.76）；在中學樣本，STM 的預測力顯著大於 WM（z = 7.96）；在大學

樣本，則無顯著差異。在小學各年級樣本，僅於低年級 STM 預測力顯

著小於 WM（z = -6.25）。 

表 4 不同教育階段效果量差異的 z考驗結果 

學前 小學 中學 大學 

學前 -1.94*** -.97 1.67*** 

小學 -4.76*** 1.94*** 7.29*** 

中學 -11.42*** 7.96*** 4.52*** 

大學 1.32*** 5.73*** .78*** 

註：對角線上是同一教育階段 STM效果量減去 WM效果量的差異比較，共有 3個比較，

顯著水準訂在 .017（.05/3）。對角線以外為低教育階段效果量減去高教育階段效果量之差

異比較。對角線以下是 STM對學業表現預測力各階段的差異比較，由於學前階段僅有一

份研究提供 STM與學業表現之間的效果量，故此部分僅有 3個比較值，顯著水準訂在 .017

（.05/3）；對角線以上的 

WM效果共有 6個比較，顯著水準訂在 .008（.05/6）。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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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國小不同年級效果量差異的 z考驗結果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未分年級 

低年級 6.25*** 2.36 2.37 2.60** 

中年級 2.45** 1.24 -.54 -.37 

高年級 5.28*** 1.97 0 .27 

未分年級 3.96*** .67 2.14 -1.98 

註：對角線上是同一教育階段 STM效果量減去 WM效果量的比較結果，顯著

水準訂在 .0125（.05/4）。對角線以外為較低年級的效果量減去較高年級的效果

量之比較結果。對角線以下是 STM 對學業表現預測力各階段的差異比較，對

角線以上的 WM效果比較，各有 6個，對角線以外的顯著水準訂在 .008 

（.05/6）。 

**p < .01 ***p < .001 

三、STM及 WM分別與各學科學業表現之關係 

表 6 呈現 STM 與各學科表現之間的關係。在固定效果模式下，空

間 STM與國語文、數學的平均效果量皆達顯著，但與數學的平均效果

量具有高度異質性，故計算隨機效果模式下的平均效果量，標準化相關

係數平均值為 .45，達 .001顯著水準。在固定效果模式下，語音 STM與

國語文、數學的平均效果量皆達顯著，但這兩個平均效果量具有小異質

性，計算隨機效果模式下標準化相關係數平均值分別為 .33 及 .31，

達 .001 顯著水準。進一步對空間、語音 STM 及國語文、數學之間的標

準化相關係數進行兩兩比較，顯著水準設定於 .008（.05/6），z值必須大

於 2.41。空間 STM分別與數學、國語文的標準化相關係數為 .45與 .19，

兩者的差異達顯著（z = 6.38）；空間 STM及語音 STM分別與國語文的

標準化相關係數為 .19 與 .33，兩者的差異達顯著（z = -3.29）；語音

STM 與數學、國語文的標準化相關係數分別為 .31 與 .33，兩者差異未

達顯著（z = -.40）；空間 STM 及語音 STM分別與數學的標準化相關係

數為 .45與 .31，兩者差異達顯著（z =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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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些研究結合 WM與 STM，測量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雖然平

均效果量達顯著，但由於數量少，所得到的顯著結果可能不穩定。 

表 7呈現 WM與各學科表現之間的關係，其中以國語及數學的效

果量數目較多。在固定模式下，空間 WM與國語、數學的標準化相關

係數達顯著，但具有異質性，計算隨機效果模式下的標準化相關係

數，僅空間 WM對數學表現的預測力達到顯著水準。其次，在固定模

式下，語音 WM與國語、數學的標準化相關係數達顯著，但具有異質

性，計算隨機效果模式下的效果量，同樣得到顯著結果。再其次，於

固定模式下，執行功能與國語、數學的標準化相關係數達顯著，但具

有異質性，計算隨機效果模式下的效果量，同樣得到顯著結果。 

比較表 7 空間 WM、語音 WM 及國語文、數學之間的標準化相關

係數，顯著水準設定於 .008（.05/6），結果呈現如表 8所示。空間 STM

及語音 STM對國語文表現的標準化相關係數分別為 .19及 .33，兩者差

異達顯著（z = -3.29）。空間 STM及語音 STM對數學表現的標準化相關

係數分別為 .45及 .31，兩者差異達顯著（z = 2.90）。空間 STM 分別對

數學及國語文表現的預測力為 .45及 .19，兩者差異達顯著（z = 6.38）。

語音 WM 對國語文及數學表現的標準化相關係數分別為 .37 與 .44，兩

者差異達顯著（z = -2.60）。語音 WM、空間 WM 對數學表現的標準化

相關係數分別為 .44及 .31，兩者差異達顯著（z = 3.58）。 

伍、討論 

已有多篇後設分析研究蒐集英文期刊文章及學位論文，檢驗 WM

與學業表現間的關係。本研究蒐集國內的期刊論文及博碩士學位論文

作為樣本，採用相關係數作為效果量，進行固定效果模式及隨機效果

模式分析，檢驗學生學業表現與 WM的關聯性，比較 WM與 STM對

學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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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語音迴圈及視覺空間模板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比較 

 

 語音迴圈 視覺空間版 

  國語文 數學 國語文 數學 

語音迴圈 國語文  -2.60**+ 0.79 1.66 

 數學 -0.40  1.90 3.58*** 

視覺空間版 國語文 -3.29*** -2.09  0.15 

 數學 4.17*** 2.90**+ 6.38***  

註：全為 z值。對角線以下是不同類型 STM預測力的比較結果，對角線以上

是不同類型 WM預測力比較結果。全部是左欄效果量減去上列效果量的差異

比較結果，顯著水準訂在 .008（.05/6）。 
**+ .001 < p < .008 ***p < .001 

現的預測力是否有顯著差異，並檢驗 WM的預測力是否具有發展及學科領域差

異。表 3～表 5的結果較為複雜，故簡化之後整理如表 9所示。整體而言，

STM/WM顯著預測學業表現，但博士論文的平均效果量未達顯著，期刊論文、

碩士論文及碩士在職專班論文的平均效果量則達顯著，顯示本研究所分析的效

果量具有出版偏差（Franco et al., 2014）。其次，STM與 WM對學業表現皆具有

顯著預測力，但在小學階段， 

STM的預測力顯著低於 WM，特別是低年級樣本；在中學階段，STM 

顯著高於 WM。第三，本研究的學業表現主要是以國語文及數學為

主， WM視覺空間模板顯著預測數學表現，但對國語文表現則無顯著

預測力；WM語音迴圈及執行功能對國語文及數學表現皆有顯著預測

力。顯示 WM視覺空間模板的預測力具有領域特定性，語音迴圈及執

行功能的預測力具有領域一般性。以下討論各研究假設是否獲得支持

及可能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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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TM及 W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及發展差異 

Baddeley（Baddeley et al., 2011; Baddeley & Hitch, 1974）主張 WM 

是一種暫時儲存並處理訊息的認知活動，處理結果可能是完成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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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本後設分析統計結果摘要 

 學前 小學 低 中 高 未分 中學 大學 

對學業表 STM 現

的預測 
力 WM 

＋ 

 
＋ ＋ 

＋ 

 
＋ 

＋ ＋ 

＋ ＋ 

＋ 

＋ 

＋ 

 
＋ ＋ 

預測力的 STM 教

育階段 
比較 WM 

r 小學 = r 大學 < r 中學； 

小學內比較：r 低年級 < r 中年級 = r 高年級 = r 未分 r

小學 = r 中學 > r 大學；小學內比較：r 低年級 > r 未

分 

   

複雜作業，或者輸入長期記憶中。WM的運作包含儲存及處理兩項元素，

若只有儲存元素，便是傳統訊息處理理論所稱的 STM（Atkinson & 

Shiffrin, 1968）。在學習過程中，學生不只要登錄並儲存新訊息，亦需

要理解新訊息中各單元之間的邏輯關係，並整合新舊訊息，因此，本研

究假設 W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顯著高於 STM，Daneman與 Merikle 

（1996）的後設分析結果便支持此預測。但本研究發現在小學階段， 

STM的預測力顯著低於 WM；在中學階段，STM顯著高於 WM；在大

學階段，兩者則無顯著差異。研究假設 1未獲得完全支持。本研究納入

分析的 58篇研究中，有 9篇以國中生為參與者，2篇以高職生為參與

者，故本研究在中學階段的發現幾乎代表國內 12～15歲學生 STM/WM

與學業表現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除了在大學階段 STM對學業表現無顯著預測力之

外，STM及 WM分別於每個教育階段對學業表現具有顯著預測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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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M與 WM的預測力並不相同。STM在小學階段對學業的預測力顯著

小於 WM。把小學區分出低、中、高年級，STM的預測力顯著小於

WM 的現象只出現在低年級，在中、高年級 STM的預測力與 WM無顯

著差異。然而，在中學階段卻逆轉為 STM對學業的預測力顯著高於

WM，於大學階段又是無顯著差異。Carretti 等人（2009）發現 WM比

STM更能 

預測學業表現，但 Unsworth與 Engle（2007）發現控制智力 g因素之後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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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預測力無顯著差異，對照本研究結果，可推論不同研究得到不同

發現可能是因為他們未考慮到發展因素。 

有三項可能原因解釋 STM 及 WM 的預測力差異。第一，STM 及 

WM 的成長趨勢不同，使得他們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亦不同。Swanson 

等人（2008）檢驗小學三年級之前 STM 與 WM 的潛在成長趨勢，發現 

STM、執行功能及視覺空間模板的初始水準正向預測數學表現，但 

STM 及執行功能的成長斜率則具有負向預測力。執行功能及視覺空間

模板的初始水準與成長斜率都為正值，且都高於 STM；執行功能成長

斜率對數學表現的預測力高於 STM 成長斜率。Swanson 等人的發現可

以解釋為何在國小階段，特別是低年級，STM 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低

於 WM。第二， Gathercole、Pickering、Ambridge與 Wearing（2004）

針對不同年齡的學生於不同年級時測量 STM 及 WM，發現 4～15 歲之

間呈現成長趨勢，STM 各作業表現的成長趨勢路徑有明顯的重疊，但

WM 各作業的成長趨勢在 8 歲之前及 10 歲之後一致性較低。顯示學生

於 STM 各項作業之間的表現較具一致性，於 WM 各作業之間則否。在

某一變項上範圍限定（range restriction）高的樣本，在此變項與另一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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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的關聯性上他們可能表現較低（Sackett & Yang, 2000）。STM 表現有

較高的範圍限定，可能因此與學業表現的關聯性低於WM。第三個原因

可能在於課程要求的不同，國內中、小學學習環境顯著的差異之一是中

學具有強烈的升學壓力，學生為應付頻繁的考試及成績要求，容易傾向

於以死背方式面對學習材料，凸顯出對中學生而言 STM 可能比 WM 更

為重要。 

從另一個角度觀之，本研究亦進行不同教育階段之間的比較，發

現 STM/WM在中學階段的預測力顯著高於小學階段，小學階段又高於

學前及大學階段，研究假設 2獲得支持。區別出 STM及 WM之後，亦

發現教育階段間的差異。在 ST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方面，中學階段

顯著高於小學及大學，小學中年級及高年級顯著高於低年級；在 WM

的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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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力方面，小學及中學顯著高於大學。過去少有研究區別出 STM 及

WM 並比較在各教育階段之間的預測力差異，較多研究比較 WM 各元

素對不同年齡學生學業表現預測力的差異（Gathercole, Pickering, Knight 

et al., 2004; Meyer et al., 2010; Raghubar et al., 2010），甚少檢驗整體 WM

預測力的教育階段差異。本研究填補這些不足。 

ST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於中學階段最高，這可能與前述中學生

面對頻繁考試與升學壓力有關。WM對小學與中學學生的學業表現有

較高預測力，可能與 WM、訊息處理速度及自我調控能力的發展有

關。由於本研究中學階段樣本以國中生為主要多數，Gathercole、

Pickering、 Knight等人（2004）發現 15歲之前 WM為快速成長階

段；McAuley與 White（2011）發現訊息處理速度在童年階段成長速度

較快，之後逐漸放緩。WM在中、小學階段成長快速，但個體內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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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之間變動程度也很大；Dirk與 Schmiedek（2016）亦發現小學階段執

行功能有很大的個別差異，在不同時間點間個體也有很大的變動且存

在個別差異。 

Gathercole等人發現 15歲之後 STM及 WM的發展呈現水平趨勢，隱含

在大學之後 STM及 WM表現穩定，少有明顯增長。基於前述範圍限定

對變項間相關程度的影響力說明，WM的成長變動及個別差異在中、

小學階段對學業有較高預測力，在大學則較低。 

二、領域一般性與特定性 

本研究的學業表現廣泛含括學校教育中各學術領域，但以國語文

及數學的研究量最多，故以下討論以這兩個領域為主。 

空間 STM、語音 STM、語音 WM及執行功能分別對學生的國語文

及數學表現皆有顯著預測力，研究假設 3及研究假設 4獲得支持；空間 

WM僅對數學表現有顯著預測力，研究假設 5獲得部分支持。這些結

果類似於 Daneman與 Merikle（1996）、Friso-van den Bos等人（201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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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在領域特定性方面，除了語音 STM對國語文表現的預測力與對

數學表現的預測力無顯著差異外，STM對所有領域的表現具有顯著預

測力，也對與 STM測驗材料性質相同的學業領域表現，亦有較高的預

測力，兼具領域一般性及特定性。但在 WM上，研究假設 6～9都未獲

得支持，甚至發現語音迴圈對數學表現的預測力高於對國語文表現，

也高於視覺空間模板對數學表現的預測力。 

領域一般性是指某項認知活動廣泛地影響多種或者所有作業表現

（蔣文祈，2011），記憶是主要的認知活動之一，故本研究推論無論 

STM 或者 WM，都會顯著預測學生的學業表現，本研究結果支持此項

推論。特別是發揮執行功能的中央執行器，對數學及國語文表現的預測

力沒有顯著差異。過去研究分別發現執行功能對數學（Blair et al., 2016; 

Blankson & Blair, 2016）、閱讀（Carretti et al., 2009）或整體學業表現

（Bindman et al., 2015）具有顯著預測力，但未比較對不同學業領域的

預測力是否有差異。本研究回答這項未解的問題，發現執行功能對國語

文及數學表現具有相似的預測力。 

即使某項認知活動對所有作業表現都有廣泛預測力，但仍可預期

語音性質的 STM或 WM對語文學習表現的預測力高於視覺空間性質的 

STM或 WM，亦高於對數學表現的預測力。此套邏輯應也適用於視覺

空間性質的 STM或 WM對數學表現的預測力。然而，本研究發現這些

原先的預期僅出現在 STM，而 WM的預測力方向未符合本研究原先預

期，甚至發現語音 WM對數學表現的預測力高於對語文表現，亦高於

空間 WM 的預測力。本研究的發現與 Friso-van den Bos等人（2013）

類似，認為可依測量材料形式將執行功能區分出不同類型，發現語音

形式的更新能力對數學表現的預測力，顯著高於視覺空間模板以及空

間形式更新能力。此發現可能是因為數學學習同時涉及視覺空間模板

與語音迴圈（蔣文祈，2011），學生需有較佳的數字記憶及處理能力，

才能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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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課堂上教師的教學。其次，數學能力的測試題目除了計算題外還有應用

題，若學生閱讀能力及語音 WM能力不佳，可能造成題意理解的障礙，損害數

學表現。Hecht（2001）對國小學童進行縱貫性研究，發現語音記憶（包含

STM及 WM）與口語能力可顯著預測數學計算能力。 

Zheng、Swanson與 Marcoulides（2011）發現執行功能及語音迴圈顯著影響數學

文字題解題正確性，且閱讀技巧及計算流暢度在此之間扮演關鍵的中介作用。

所以語音 WM對數學表現的重要性可能因此高於空間 

WM，也高於對國語文表現的重要性。 

三、研究限制及建議 

國外英文期刊已累積多篇後設分析研究，檢驗工作記憶與學業表

現之間的關係。囿於語言限制，那些研究未納入國內進行的中文研

究。本研究以國內研究為樣本，得到與英文期刊文章相似的結果，支

持 WM與學業表現的關係具有普世性。特別是 WM與中文學習成果之

間的關聯性，這是英文期刊文章不會特別著墨的。其次，針對本研究

主題，現有研究多未比較 STM與 W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高低，亦未

探討此預測力是否具有領域一般性或者特定性，本研究回應這些議

題。 

雖然本研究獲得前述成果，但仍有幾項限制。首先，本研究僅涵

括國內樣本，未包含國外的華人樣本。雖然本研究支持 STM及 WM對

中文學習表現的預測力，但在華人文化圈，除了臺灣、香港與澳門使

用正體字外，其他地區使用簡體字。WM對簡體字中文學習表現的預

測力，是否與繁體字中文學習類似，還需其他研究加以驗證。其次，

語文的學習包含字音、字形、字義及閱讀，數學包含代數、幾何、三

角函數等領域，其他科目的學習也各自有其次要領域或不同層次，本

研究未能分析 STM及 WM對這些次領域或層次的預測力。第三，STM

及 W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隨教育階段而有所不同，本研究僅籠統地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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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原因。第四，某些效果量是整合少量研究所計算出來，雖然本研

究採用隨機效果模式計算平均效果量，已考慮抽樣誤差及母群誤差，

但由於篇數仍少，還需要謹慎看待本研究結果。最後，本研究所蒐集

到的樣本可能存在出版偏差，因而高估 STM或 W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

力，應謹慎運用本研究結果。 

除了突破上述限制，進行後續研究外，本研究提供幾項未來研究

以及實務建議。第一，國內學者對 WM與學業表現之間關係的研究，

並不全面，仍以傳統的語文及數學為主，對於社會科學、自然、藝文

等其他學科表現的研究並不多，甚至是沒有，意味未來還有很多議題

等待開發。其次，WM與學業表現有顯著關聯性，值得開闢其他研究

蹊徑，探討各種 WM訓練方案的促進效果，發展出有效方法，協助學

生能更有效率地處理各式訊息，進而提升學業表現。第三，STM及

WM對學業表現的預測力具有領域一般性，亦具有特定性，以特定性

質的材料訓練學生 WM能力，是否也提升在其他性質上的 WM能力，

值得探討。若是可行，在教學實務上，領域知識的教學是目的之一，

從學習歷程中提升 STM或 WM也可以是教學目的之一，產生記憶能力

的學習遷移。在其他教學實務方面，教師設計教學材料時，應適切安

排以縮減新材料的串節數，並結合學生已有的知識基模，降低工作記

憶負擔，提升學習效率及成效，此一策略從小學到大學都是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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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徵稿辦法 

106.11.10 106學年度第 1學期編輯委員會議通過 

107.04.12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編輯委員會議通過 

壹、期刊宗旨 

台灣已正式邁入民主、多元、開放的新時代。教育的理論與實務也須呼應

這個社會趨勢，與時並進。為促進教育學術交流，提供「教育」與「多元文

化」研究之發表園地，特發行「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期刊」（以下簡稱本期

刊），建構一個教育與多元文化專業社群的對話平台。 

貳、投稿內容 

稿件內容須符合本期刊宗旨，並涵蓋以下範

圍：一、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之理論與實務二、教

育與多元文化研究之趨勢與議題三、多元文化相關

議題參、徵稿原則 

一、 本期刊優先徵求原創性論文，請勿一稿二投。稿件如係科技部或其他機關委

託之研究成果，應屬無著作權爭議或事先取得委託單位之同意，始受理審

稿。學術研討會論文若僅有摘要彙編出刊，或含正文且彙訂成冊，但只供開

會使用，會後並未出刊發行者，亦可受理審稿。 

二、 本期刊採隨到隨  審制。經審查通過之論文，其刊載卷期以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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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時間為原則；惟本刊編輯必要時得視當期主題調整之。 

三、 來稿中、英文不拘，但不論中英文稿件均須包括中文標題、中

文摘要與關鍵詞、正文、英文標題、英文摘要與關鍵詞、參考

文獻，必要時另增註解、圖表與附錄。惟投稿中文稿件者，中

文標題、中文摘要與關鍵詞置於全文之最前；其英文標題、英

文摘要與關鍵詞置於中文摘要之後。投稿英文稿件者，英文標

題、英文摘要與關鍵詞置於全文之最前；其中文標題、中文摘

要與關鍵詞置於英文摘要之後。 

  此外，為符合匿名審查原則作業，請勿於稿件中標出作者及服務

單位；若正文、註解或附錄有明顯出現與作者身份相關之任何資

料，本期刊編輯小組將逕予刪除，刊登時則恢復之。 

四、 中文稿件字數以  20,000字以內為原則；英文稿件字數以

10,000 字以內為原則（以上兩者字數之計算均包含圖表、參考

文獻、附錄等）。中文摘要以 500字、英文摘要以 300字為限，

並依 

APA（第六版）格式撰寫。 

五、 投稿時，請  逕至以下網址

（http://jrs.edubook.com.tw/JEMR/）註冊登入，並使用線上投稿

系統。此外，為符合匿名審查原則作業，請勿於稿件中標出作

者及服務單位；若正文、註解或附錄有明顯出現與作者身份相

關之任何資料（引用自己的資料，不在此限）；或稿件字數、內

容不符合本期刊要求者，本期刊編輯小組將逕予「形式審查不

通過」退稿。 

六、 通過審查之文章作者須簽署「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與多元文化

研究期刊〉稿件著作權授權書」，並於出刊前將授權書寄至本刊

編輯部(e-mail: jrs.edubook@gmail.com)。如經審核通過，授權全

文上網並進行數位化、重製等加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 

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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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供用戶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 

七、 來稿請使用  Microsoft Word 97以上之繁體中文文書軟體處

理，並以單行間距之 12號新細明體或 Times New Roman字體橫

向列印於 A4規格紙張，稿件上下各留 2.54公分空白；左右兩

側各留 

3.17公分空白。 

八、 刊登之論文著作財產權歸國立東華大學所有，文責由作者自

負。刊登後不另致稿酬，惟本期刊將寄送當期期刊 3本予主要

作者（寄送份數以論文篇數為計算單位）。 

九、 請以線上投稿系統進行投稿與修正。若審查通過後，依審查意

見修改後之定稿則務必分別於中、英文標題下補寫中、英文作

者姓名及服務單位，並將電子檔（word檔）寄回編輯小組。 

十、 經審查錄取之稿件，由主要作者擔任排版後的校對工作；除校

對外，亦可做小幅度的修訂。 

十一、 本期刊自  2018年 01月 01日起，凡文章經審查程序而被接受刊

登之作者依研究專長均需無償審查文章一篇，本刊會發予感謝

狀乙幀。 

肆、審查原則 

本期刊採雙向匿名審查制度，每篇稿件由本期刊編輯部進行初審

通過後，由總編輯或領域編輯推薦相關領域學者至少二人審查之。 

伍、收費方式 

本期刊自 2018年 01月 01日起，凡接受刊登之文章，每篇需繳交

刊登費新臺幣貳仟元整，請依以下方式繳費，未完成手續者將延期刊

登；已繳費者，恕不退費。 

請於國立東華大學線上繳費系統進行繳費單列印（http://web.ndhu. 

edu.tw/ga/onlinepay/pay.aspx）。 

請於接獲刊登通知後，完成繳費，並將刊登費繳費證明掃描，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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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後電子檔以 e-mail寄至 jrs.eduboo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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