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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近年來我國人口出生率急速下降，新生嬰兒數大幅減少，少子化社會已然形成。少

子化危機對於國內教育將會明顯反映在教育上，產生教育資源供給過剩的現象，更會衍

生一連串的教育問題。因此，正視少子化對國民小學教育產生之影響，及早規劃因應之

道，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國內不乏少子化對於教育衝擊之相關研究，大多集中於「影響」與「因應策略」等

面向；方法不外問卷與訪談；範圍上自全國，下至單一學校個案；對象多為原創、時間

則為單一時點，少見縱貫面，或是驗証性的研究。本研究係以石幸真「臺中市國民小學

因應少子化經營策略」研究為基礎，對大甲區國民小學教師進行問卷普查，調查教師對

於「因應少子化經營策略」之意見，並與石幸真研究結論進行比較，發現結論如下： 

一、 大甲區受訪教師對於因應少子化行政與教學經營策略具有高度的認知，但對於實

際實施程度滿意度遠不如認知。 

二、 大甲區受訪教師對於「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的認知與實施滿意度皆明顯高於「行

政整體經營策略」；對於「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的「內求」重於「外求」。 

三、 「教師專業成長」策略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及其各構面最具相關性，卻較不

為受訪教師重視；「持續創新管理」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及其各構面最具

相關性，顯示求新求變，因應環境為因應少子化的重要主軸。 

四、 大甲區受訪教師在滿意度與相關性意見與臺中縣受訪教師一致、人口變項則各有

差異；臺中縣「兼任行政職教師」意見較傾向「校長」、大甲區「兼任行政職教師」

意見則較傾向「未兼任行政職教師」。 

 

 

關鍵字：少子化、行政經營策略、教學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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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近年來我國人口出生率急速下降，新生嬰兒數大幅減少，少子化社會已然形成。少

子化危機對於國內教育將會明顯反映在教育上，產生教育資源供給過剩的現象，更會衍

生一連串的教育問題。因此，正視少子化對國民小學教育產生之影響，及早規劃因應之

道，是刻不容緩的議題。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背景與動機背景與動機背景與動機背景與動機 

 

壹壹壹壹、、、、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臺灣社會經濟變遷迅速，由早期以農業為主的開發中國家，逐漸轉變為以工商服務

業為主的已開發國家。在此轉型過程中，人口結構也隨之產生劇烈改變，｢少子化現象｣

已經成為臺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對於整個國家社會的影響自然是相當深遠。 

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價值觀念的改變，生育率下降伴隨而來的就是少子化，

首當其衝的就是教育環境與體制的重大變革，不論是教育行政當局、學校或教師本身，

都必須要能夠快速的調整，才能減少或降低因為少子化所帶來的衝擊。 

監察院於 2010年完成「因應少子女化衝擊，政府應有之措施與評估」專案調查研

究，指出臺灣少子化現象起因於：生育水準下滑、婚姻與生育變化等因素。而少子化對

於教育體系除了學生來源不足外，更是影響整體教育資源配置，包括校舍空間整併利用

及教師供需規劃，並會導引未來教育產業的發展。（監察院，2010：2）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認為，人類社會要能夠永續發展，每名婦女生育率必須達到 2.1 人以上，人口

才能穩定成長。但是由於經濟發展、財富累積、都市化趨勢、女性主義抬頭、社會價值

觀念改變、婦女紛紛進入職場、加上醫療科技進步等等因素，使得生育率普遍降低（何

金針、唐璽惠，200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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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臺灣地區的人口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

在 1951年高達 49.97‰，當時嬰兒出生數為 38萬 5,383人，之後即呈現逐年下降之趨勢。

1971年粗出生率降為 25.64‰，約為 1951年的一半，甚至從 2004年粗出生率跌破 10‰，

一路大幅滑落到 2010年的 7.21�歷史最低點。（如表 1-1） 

 

1-1：：：：全國歷年人口粗出生率全國歷年人口粗出生率全國歷年人口粗出生率全國歷年人口粗出生率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 

年度 1951 1971 2004 2010 2014

人口粗出生率(‰) 49.97 25.64 9.6 7.21 8.99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內政部統計年報。 

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 

 

粗出生率係指當年出生之活產數與年中人口總數之比率，亦即每千人口中之活產嬰

兒數。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相較，2008年我國粗出生率為 8.6 ‰，在世界粗出生率低於

10的主要國家中僅高於德國之 8.3‰，顯見問題不容輕忽。（如表 1-2） 

 

1-2：：：：世界各國歷年人口粗出生率比較世界各國歷年人口粗出生率比較世界各國歷年人口粗出生率比較世界各國歷年人口粗出生率比較表表表表 

國別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台灣 10.1 9.6 9.1 9 8.9 8.6

日本 8.9 8.8 8.4 8.7 8.6 8.7

南韓 10.2 9.8 8.9 9.2 10 9.4

德國 8.6 8.5 8.3 8.2 8.3 8.3

瑞士 9.8 9.9 9.8 9.8 9.9 10  

資料來源：內政國際指標，內政部內政統計服務資訊網。

http://sowf.moi.gov.tw/stat/national/list.htm。 

 

至於一般生育率、年齡別生育率與總生育率三項指標，亦自 1951年一路大幅下滑

迄今，再再突顯問題的嚴重性。其中一般生育率自 211降至 2013年的 32、總生育率自

7,040降至 1,065；而年齡別生育率中的大幅下降，顯示國人的晚婚、晚生與高齡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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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3） 

1-3：：：：我國歷年人口生育率統計我國歷年人口生育率統計我國歷年人口生育率統計我國歷年人口生育率統計表表表表 

年齡別生育率

15-19歲 20-29歲 30-39歲 40-49歲

1951 211 68 617 537 166 7,040

1961 177 45 590 401 81 5,585

1971 112 36 501 185 19 3,705

1981 89 31 373 83 4 2,455

1991 58 17 241 84 2 1,720

2001 41 13 168 96 3 1,400

2013 32 4 84 119 6 1,065

年別 一般生育率 總生育率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內政部統計年報。 

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 

 

我國婦女總生育率從 1951年的歷史高峰一路下滑，在 1984年降為 2,060人，首度

低於人口替換水準之 2.1人。2003年總生育率僅為 1.23人，使我國成為世界上「超低生

育率」的國家之一，2009年更跌至 1.03人之新低點，在亞洲主要國家中敬陪末座。（如

圖 1-1） 

 

 

圖圖圖圖 1-1：：：：亞洲主要國家總生率育對照圖亞洲主要國家總生率育對照圖亞洲主要國家總生率育對照圖亞洲主要國家總生率育對照圖 

資料來源：監察院，(2010：2)，〈因應少子女化衝擊，政府應有之措施與評估專案調查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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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出生數亦呈現逐年下降之趨勢，出生人口數自 1979年之 42萬 2,518人，遞減

至 2008年僅為 19萬 8,733人，首度跌破 20萬人；2009年繼續遞減為 19萬 1,310人，

已不及 1979年出生數之一半；隔年 2010年，嬰兒出生數更降至歷史低點 16萬 6886人。

如表 1-4） 

 

1-4：：：：我國歷年嬰兒出生數統計我國歷年嬰兒出生數統計我國歷年嬰兒出生數統計我國歷年嬰兒出生數統計表表表表 

年度 1979 2008 2009 2010 2014

出生登記嬰兒人數 422,518 198,733 191,310 166,886 210,383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內政部統計年報。 

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 

 

在如此不斷下降的生育率與嬰兒出生數下，我國總人口數與人口結構亦隨之變化。

（如表 1-5）臺灣在 1974年時總人口近約 1千 6百萬，1989年首度超越 2千萬人，200

8年超過 2千 3百萬，在世界主要國家中排名第 49位，就人口總數而言，尚具有相當的

競爭力。（內政部統計資訊服務網 http://sowf.moi.gov.tw/stat/QA/QA.htm） 

 

1-5：：：：我國歷年人口統計我國歷年人口統計我國歷年人口統計我國歷年人口統計表表表表 

年別 總計 0-6 歲 7-12歲 13-22歲 23-65歲 65歲以上

1974 15,927,167 2,577,140 2,387,903 3,749,744 6,734,790 477,590

1981 18,193,955 2,779,823 2,219,090 3,951,074 8,516,955 727,013

1991 20,605,831 2,277,826 2,362,167 3,752,438 11,001,060 1,212,340

2001 22,405,568 2,074,803 1,936,460 3,632,764 12,925,899 1,835,642

2014 23,433,753 1,400,255 1,314,180 3,045,400 15,093,411 2,580,507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內政部統計年報。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 

 

雖然每年人口小幅微揚，但就人口結構觀察，生育率與嬰兒出生數下，22 歲以下

就學人口大幅下降，而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不斷上揚，臺灣少子化伴隨著老年化，更

增加社會問題的複雜性。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力規劃處預估：2060年臺灣地區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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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數將下滑至 1,883萬。人口的負成長與老化，將是臺灣必將面臨的嚴峻國安問題。（行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人力規劃處，2004） 

少子化與人口老化勢必加重未來子女的精神包袱與經濟負擔，無論是從家中的個體

成員還是整體家庭的生命歷程來看，這一群新生嬰兒對於父母雙親未來的奉養責任，既

是攸關到子女孝養父母的「意願問題」，但同時也牽涉到子女本身有無足夠資產以奉養

父母的「能力問題」（王順民，2004：15）。 

行政院更預估臺灣到了 2060 年出生人口數則僅剩約 5 萬 6 千人，勢必影響教育資

源分配與教育產業發展。（如圖 1-2）（行政院經建會人力規劃處，2008） 

 

 

圖圖圖圖 1-2：：：：臺灣人口出生數統計推估圖臺灣人口出生數統計推估圖臺灣人口出生數統計推估圖臺灣人口出生數統計推估圖 

資料來源：行政院經建會人力規劃處，2008。 

 

貳貳貳貳、、、、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少子化現象最直接影響的就是各級就學人口的銳減，尤其國民小學更是首當其衝。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統計，全國公立國民小學學生數逐年遞減，2014年與 1992相比

較，大約減少近 1 百萬人，約為 43.14%。雖然班級數逐年因為小班制的實施而增加，

但隨著學生持續減少，班級數在 2002 年後反轉而減少，顯見班級人數已經精減至一定

程度，想要以減少班級人數來解決少子化問題，不無疑慮。（如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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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所服務的臺中市大甲區國民小學亦如同全國其他地區一般深受影響，臺中市國

民小學總人數自 1992年至 2014年，減少 34.36%，雖然低於全國的 43.14%，但大甲區

的 44.26%則高於全國。 

另外，從教師數觀察，隨著小班化，在 2002年前，教師數反而大幅成長，但隨少

子化的日益嚴重，迄 2014年，全國國民小學教師人數降至 1992年水準，但臺中市、大

甲區教師人數則仍維持 2002年水準。 

 

1-6：：：：歷年國民小學人數統計歷年國民小學人數統計歷年國民小學人數統計歷年國民小學人數統計表表表表 

全國 台中市 大甲區

班級數 學生數 教師數 班級數 學生數 教師數 班級數 學生數 教師數

1992 55,455 2,203,278 81,716 5,774 246,360 8,549 217 9,690 325

2002 63,679 1,918,034 104,300 7,552 242,078 11,892 256 8,327 416

2014 53,547 1,252,706 98,613 6,496 161,710 11,787 225 5,401 408

年度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國民小學校別資料。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3752

&Page=26208&Index=7&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 

 

若依新生人數觀察，全國 2002年國民小學一年級新生人數較 1992年增加 2%，至

2014 年則大幅減少 38%，顯見少子化問題的嚴重程度。臺中市減少 37%與全國相當，

而大甲區的 40%則較全國嚴重。（如表 1-7） 

 

1-7：：：：歷年國民小學新生人數統計歷年國民小學新生人數統計歷年國民小學新生人數統計歷年國民小學新生人數統計表表表表 

人數 增減% 人數 增減% 人數 增減%

1992 315,364 36,820 1,416

2002 320,715 2% 40,963 11% 1,390 -2%

2014 198,206 -38% 25,914 -37% 836 -40%

年度
全國 台中市 大甲區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國民小學校別資料。http://www.edu.tw/pages/detail.

aspx?Node=3752&Page=26208&Index=7&WID=31d75a44-efff-4c44-a

075-15a9eb7aec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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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市場緊縮，各種教育問題必然一一呈現，包括裁併廢校、師資供需失調、師資

培育瓶頸、師範院校轉型、高等教育質變、校園文化變革等，臺灣人口結構改變引發之

教育問題正衝擊著臺灣教育生態。（張貴琪，2007：4-5）少子化導致教育資源供需失

調，各級學校因為學生來源減少，投注之教育資源過剩，導致學校生存危機。然而，量

的減少與質的改變往往是一體兩面，學生的減少，將使教育品質與文化併同面臨挑戰。

因此，教育議題「學校因應策略」在少子化現象下受到最大之考驗，學校如何因應少子

化，作最有效的學校管理；以及少子化現象下教師如何作為，以減少或降低學校因少子

化所產生之衝擊，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以近幾年的出生人口數估算，教育部人員分析，2003 年國內出生人口數創下歷史

新低的 22 萬 7070 人，如果維持目前小學班級人數 35 人，2003 年出生者在 2009 學

年度入學國小時，小一班級數將比現在減少近 2900 班（林麗雪，2004：8）(2004 年的

班級人數，逐年降低，現為 29人)。而另一方面，流浪教師聯盟於 2005 年 6 月 12 日

發起爭取教師工作權的大遊行，抗議教育部讓他們修畢教育學程的學分，取得教師資

格，卻無學校可教，面臨失業的窘境。 

按此，現有教師可能面臨裁減，外有流浪教師等待分發，僧多粥少的情況下，競爭

空前的慘烈。2005年甚至有七個縣市不招收新進教師，2007年全國教師總缺額 491人，

報考人數卻高達 25,111 人，錄取率僅 1.9％。（教育部，2007）這樣的態勢惡化下去，

部分學校將面臨併校、廢校的命運，而師資的需求銳減，教師的出路將成問題，勢必成

為社會上一大隱憂。少子化對國民小學教育產生的影響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近年來國內不乏少子化對於教育衝擊之相關研究，大多集中於「影響」與「因應策

略」等面向；方法不外問卷與訪談；範圍上自全國，下至單一學校個案；對象多為原創、

時間僅為單一時點，少見縱貫面，或是驗証性的研究。本研究認為在前人既有的研究上，

做後續的驗証研究，應是必要的。決定在研究對象上加以限縮與調整。如此不但可以檢

驗原有研究的空間適用性，亦可檢証時間的適應性，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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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研究目的與問題 

 

石幸真在 2009年「臺中縣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經營策略之研究」中，以縣市合併

前的臺中縣為研究範圍，在全縣 4 學區以分層立意抽取約三分之一的 57 校公立國民小

學，每校發放 20 份問卷，調查學校教師對於少子化後學校行政、教學經營策略實施程

度。大甲區計有 10 所國民小學，接受問卷調查學校計有大甲國小等 4 校，比例與抽樣

相當，受訪學校均屬 13班以上的中、大型學校，小型學校則未納入受訪。 

石幸真的研究結構尚屬嚴謹，但在時空的變遷下，其研究結果是否適用於 2014年

的大甲區各校，值得深究。 

 

壹壹壹壹、、、、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基於以上的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本研究以石幸真的研究為基礎，對大甲區國民小學教師實施普遍調查，分析大甲區

國民小學教師對少子化後學校行政、教學經營策略的認知與實施滿意度，比較行政、教

學經營策略的相關性、認知與實施滿意度的差異、現在大甲區與石幸真研究的臺中縣之

異同，作為教育措施之考酌依據，為本研究之目的。 

 

貳貳貳貳、、、、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依據前述的研究目的，提出以下的研究問題：  

一、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行政、教學經營策略認知與實施滿意度為何？ 

二、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行政、教學經營策略相關性認知為何？ 

三、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因應行政、教學經營策略認知與實施現

況為何？ 

四、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受訪教師與臺中縣受訪教師比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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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是以任職臺中市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之校長、兼任行政職之教師(含教師兼

主任及教師兼組長)，未兼任行政職之教師(含導師、科任)三大類為研究對象，探討國民

小學因應少子化之策略。 

茲就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與方法說明如下：  

 

壹壹壹壹、、、、    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區分之「地區」、「對象」及「內容」等方面來說明： 

一、研究地區  

依研究動機所提，本研究為驗証既有研究結果之時間、空間適用性，因此本研究所

涉地區以筆者所熟知之臺中市大甲區之公立國民小學為範圍，但不包括私立小學。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任職臺中市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之校長、兼任行政職之教師(含教師兼

主任及教師兼組長)，未兼任行政職之教師(含導師、科任)三大類為研究對象，非教師之

專任行政職員非屬本研究對象。 

 

三、研究內容 

本研究旨在探討少子化下國民小學之行政與教學因應策略，了解臺中市大甲區公立

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策略之現況，進而分析不同背景變項下學校與教師因應策略之差異

情形，更進一步分析教師與學校因應策略間的相關性，再據以與臺中縣研究結果進行比

較： 

 (一)、背景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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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性別、年齡、職務、教育程度、學校規模等類別。 

(二)學校經營策略  

綜合文獻予以區分為行銷管理、績效管理、策略聯盟、競爭優勢、資源運用與創新

管理等六大構面。  

(三)教師教學策略  

綜合文獻則予以區分為人際溝通、精緻教學、適性教學及教師專業成長等四大指標。 

 

貳貳貳貳、、、、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限制，可分為研究對象與研究結果兩方面: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調查臺中市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的經營策略現

況，採普測方式實施意見資料蒐集，無可避免的將受到受訪者對題目的主觀看法因素影

響而產生誤差，僅能依照受訪者的實際回答當作資料樣本進一步分析。  

 

二、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臺中市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教育人員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僅能反映出臺

中市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於行政與教學經營策略認知與實施現況滿意程度，無法

以此推論至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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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成三節，第一節少子化成因與現況，第二節少子化的影響，第三節因應少

子化經營策略，分節依次說明如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成因與成因與成因與成因與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壹壹壹壹、、、、    少子化的意義少子化的意義少子化的意義少子化的意義 

「少子化」一詞原為日製漢語，由於日本國家開發程度較高，較早面臨少子化的問

題，相關研究亦較為深廣，故後來逐漸遇到相同問題的中國、臺灣等漢字通行區，便直

接引入此外來語作為指稱。其意思係指每名婦女平均生育率低於 2.1人以下，孩子生育

越來越少的一種現象（吳清山、林天佑，2005a：27）。 

生育率的降低原本是歐美工業先進國家普遍所面臨的危機，但是近年來在新興工業

國，例如臺灣、韓國、新加坡、泰國等國家也面臨生育率下降的問題。根據世界衛生組

織的認定，一個國家的育齡婦女總生育，應該維持在 2.1以上的人口置換水準（又稱人

口維持水準），才能維持人口自然的替代。當新生兒出生人數不足時，將間接導致人口

呈現負成長，即所謂的少子化現象。受到生育率持續下降的影響，日本官方早在 1988

年時即著手探討人口少子化現象對國家社會可能造成的影響，並提出相關的因應措施

（鍾俊文，2004：11）。 

臺灣地區近年來由於經濟壓力與社會價值觀的轉變，也面臨生育率急遽下降的問

題， 若以現今人口發展趨勢推測臺灣將由人口零成長而後轉為負成長，形成「少子化」

的社會（劉金山，2003：3）。由於人口少子化改變了人口結構，對現有的社會價值體

系產生了相當影響，因此，近年來對於人口少子化可能帶來之影響也受到政府及專家學

者的重視，並探討人口少子化現象對國家社會可能造成之影響及相關的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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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臺灣少子化現況臺灣少子化現況臺灣少子化現況臺灣少子化現況 

臺灣地區由日據時代至今，出生率與死亡率皆經過劇烈的變化，學者們將整個變化

稱之為「人口轉型」。一般而言，歐美國家完成人口轉型需費時約 200年，而臺灣的發

展則不到 70年的光景便完成，由 1972年嬰幼兒的高死亡率下降為起點，嬰幼兒死亡跌

勢帶動出生率減少 1984年時人口淨繁殖率已經略低於替換水準。（鍾俊文，2004：11）。 

教育的主題是「人」，而人口品質的指標之一乃為「教育」；因此，一個國家的發

展攸關人口與教育的適切配合（薛承泰，2004：5）。人口是構成一個社會的基本要素，

「人口」一詞，因運用的研究領域不同而有所差異。在人口學上所稱的「人口」是指一

定地域和時間內，人的集合體或群體（蔡宏進、廖正宏，1987：24）。人口學一詞，是

由拉丁語 demos（人民）和 graphein（描述）兩字複合而成（劉金山，2003：36）。人

口學獨立為一學科係近百年之事，人口學之研究，多與社會現象連結。可說是研究人口

發展及其趨勢，並結合社會中經濟與生態環境等變數之間的一門學科。 

近年來臺灣地區受到出生率下降及都市化的影響，造成人口分佈極不平均。在學校

數量的影響上，部分鄰近都會區縣市為滿足適齡人口就學之需求，不斷的增加班級人數

或是籌建新學校；而位於鄉村山地偏遠地區的學校，則面臨學生人數不夠，甚至減班併

校的命運，城鄉間的差異形成強烈的對比（劉金山，2003：36）。所以人口的改變對教

育的發展有深卻關係。 

人口轉型係指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結果，人口從高生育率轉變為低生育率和低死亡

率，此種現象稱為人口轉型（蔡宏進、廖正宏，1987：25）。人口轉型之理論既用來說

明生育率與死亡率之變化對總人口成長之影響並分析造成此種變化的因素。 

人口轉型所探討的是人口自然增加的變化。若以全球的觀點來看，在不考慮人口遷

移的因素下，以人口出生率減去人口死亡率即為人口自然增長率，當人口自然增長率為

正值時，代表人口增長；當為負值時，則代表了人口減少（佟新，2000：68）。因此，

影響人口轉型的主要因素為出生率與死亡率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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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出生率出生率出生率出生率：：：： 

出生率係指每年每千人中出生人口之比率，一般用千分率表示。（蔡宏進、廖正宏，

1987：28）而所謂的出生人數係指活的嬰兒，不包括流產和死胎，但包括出生後不久死

去的嬰兒。即胎兒脫離母體時(不管懷孕月數)，有過呼吸或其他生命現象。年平均人數

指年初、年底人口的平均數，也可用年中人口數代替。 

據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的劃分方式，粗出生率在千分之三十以下的國家為「低生育率

國家」，千分之三十或以上的國家則為「高生育率國家」。低生育率國家多為發達地區

或高度發展之國家，高生育率國家則多為發展中或較落後之國家（程超澤，1995：65）。

由此可知，國家間發展程度可由生育率高低來作為判斷標準。 

在人口轉型的過程中，最早階段的出生率是呈現高成長而且穩定的狀態，主要是因

為當時的死亡率相當高，人類為了生存和延續自己的子孫，以彌補高死亡率所帶來的大

量人口損失（程超澤，1995：65）。 

而後隨著工業化與商業化的蓬勃發展，社會經濟情況的改善、醫藥知識與醫療設備

的發達，死亡率開始持續下降，生育率也開始跟著下降，特別是在現代化與都市化的發

展下，人們為適應社會的需要，維持較高的生活水準，開始自動控制子女的生育數量。 

近年來，社會經濟環境的快速變遷，與醫療技術大幅進步，目前世界各國的總生育

率均呈現大幅度減少的趨勢，目前世界各國中總生育率等於或低於 2.1 之國家已占大多

數，且大部分集中於歐美國家與少部份亞洲的國家。（陳怡亭，2005：24） 

 

二二二二、、、、    死亡率死亡率死亡率死亡率：：：： 

另一個影響人口轉型的因素即是死亡率的變化。衡量死亡率的指標有一般死亡率、

年齡別死亡率、兒童死亡率、嬰兒死亡率等，以下僅對一般所稱之死亡率作說明。一般

所稱之死亡率通常是指粗死亡率，也就是是某一地區或國家在一年當中死亡人數與該國

或該地區年中人口總數之比（蔡宏進、廖正宏，1987：30）。 

在人口轉變初期，死亡率的變動是影響人口成長的主要因素，在人口轉變的第一階



 

14 

 

段中，受到災難、戰亂、爭鬥、廝殺、瘟疫、飢荒、糧食欠收等因素的影響，死亡率一

直處在一種高水準的狀態。到 1750 年左右以後，由於農業的改革、工業化的發展、社

會經濟情況的改善與醫療衛生技術的提升，使得死亡率逐漸下降，之後更穩定在千分之

十的水準（孫得雄，1985：53）。 

近年來世界主要國家的死亡率更是降到千分之十以下的水準，特別是日本南韓、香

港、新加坡、臺灣、澳洲、紐西蘭等之死亡率更是低於千分之八（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2004）。 

二十世紀裡，臺灣成功的完成人口轉型，但伴隨著人口轉型的演進，臺灣的人口也

經歷重大的改變。謝高橋(1994)曾將臺灣 1946年至 1990年的人口成長過程分為四個階

段作探討，並分析了死亡率與生育率的下降趨勢，在其看法中認為，臺灣人口轉型的過

程，是隨著由農業社會轉變為都市工業社會時完成的，而在這樣的轉變過程中，出生率

和死亡率在各階段都展現了不同的速度和模式。 

在二十世紀初時，臺灣之生育率高達千分之四十五左右，但死亡率也高達千分之三

十五，高出率與高死亡率的結果，使得當時的人口自然增長率僅維持在千分之十，此為

人口轉型的第一階段，高出生率與高死亡率（蔡宏進、廖正宏，1987：31）。 

1920年代以後，由於醫療技術的進步、公共衛生的顯著改進，及生活水準的提高，

死亡率急速下降，死亡率由 1946 年的千分之十八．一五 降為 1961 年的千分之六．九

五；受到戰後嬰兒潮之影響，此時期的出生率則呈現直線上升的趨勢（孫得雄，1985：

54），此為人口轉型的第二階段。 

人口轉變的第三階段，死亡率持續下降， 1971年為千分之四．九，此後則維持在

千分之四至千分之五左右，在出生率方面雖然在 1950 年代中期開始持續下降，但仍維

持在相當高的生育水準；出生率的下降，除受社會經濟發展之因素影響外，政府於民國

1964年以後所全面推廣的家庭計畫以及避孕技術的改善、家庭規模觀念的改變、與婦女

教育程度的提升（丁庭宇，1986：112），都是加速出生率降低的原因。1983 年時臺灣

地區之出生率已降為千分之二十，此後更是低於以下千分之二十，自此臺灣正式進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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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率與低死亡率的低穩定階段（王湘瀚，2004：55）。 

由表 1-3得知臺灣生育率自 1951年的高峰一路下滑，到 1980年代時更是降至已開

發中國家的平均水準以下，1984 年以後的生育水準更是低於替代水準，2001 年之出生

率已屬世界上最低生育率國家之一。 

因此，在臺灣人口轉變的過程，同樣也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變化，特別是在 195

0 年代以後，歷經了重大的社會與經濟起飛後，經濟發展對於人口轉型的影響更是明顯

臺灣出生率及死亡率的變動時機雖然遠較已開發中國家晚約一個世紀，但卻比其他開發

中國家早約半世紀人口轉變的速度也較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更為迅速。 

我國由於土地面積及自然資源極為有限，但是人口成長卻極為快速，以致面臨沈重

的人口壓力，諸如居住擁擠、升學競爭激烈、犯罪率增加、能源缺乏、環境污染、公共

設施不足、交通紊亂等問題，不但影響國家經濟發展，亦阻礙國人生活水準之提昇。因

此，緩和人口成長壓力係過去政府積極推展人口政策之首要目標。 

為緩和人口成長政府實施家庭計畫、人口教育及人口政策宣導等措施之有效推展，

同時配合修正具有間接鼓勵生育作用的相關法規，用以規範民眾生育子女數，有效抑低

出生率，使人口自然增加率快速下降，惟慮及將來人口自然增加率急遽下降，可能導致

人口之負成長，進而衍生人口結構老化、勞動力不足及扶養負擔過重等社會問題，復於

1992年修正「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及「加強推行人口政策方案」，將人口成長目標

由「緩和人口成長」改為「維持人口合理成長」，然人口自然增加率仍持續下降，凸顯

我國人口結構趨向少子化的社會現象日趨嚴重。（內政部，2015）。 

「少子化」是全球先進國家之共同現象，而臺灣是全球先進國家中「少子化」速度

最快的國家。受到「少子化」的衝擊將使得人口結構發生改變，進而影響經濟與社會發

展。對國家整體發展而言，少子化是問題的起點，伴隨而來的經濟發展問題、教育問題、

人口老化問題等等都會接踵而來。以臺灣目前的低生育率、低新生入學人數，少子化的

問題相當嚴重，政府必須重視這個問題，及早因應此一現象，轉而在質的方面力求精進，

才是國內教育永續發展的新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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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臺灣少子化的原因臺灣少子化的原因臺灣少子化的原因臺灣少子化的原因 

臺灣少子化的形成自有歷史與社會等複雜成因，綜整如下： 

一一一一、、、、    歷歷歷歷史背景史背景史背景史背景：：：： 

臺灣的人口型態在國民政府遷臺初期，因為約有 200萬人左右的大量軍民自大陸各

地遷移至臺，人口政策遵循「國父遺教」，強調「民族繁衍」，「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以作為厚實反攻大陸的基礎，因此在這個時期，鼓勵生育仍然是政府的人口思考主軸。

然自 1959 年蔣夢麟發表「讓我們面對日益迫切的臺灣人口問題」，高聲疾呼節育的必

要性，以「孕前衛生教育」名義推動節育，國家政策乃開始轉為支持節育計畫，「人口

問題」因此轉變為「大家生太多了」。（張貴琪，2011：11-17） 

因此，戰後臺灣人口政策以節育為核心，家庭計畫將「民族繁衍」的生育觀點轉變

為「生太多不利於國家發展」，使得臺灣的生育率快速下跌。（陳肇男、孫得雄、李棟

明 2003：11） 

 

二二二二、、、、    傳統價值觀的改變傳統價值觀的改變傳統價值觀的改變傳統價值觀的改變：：：： 

農業時代，由於需要大量的人力以維持農業的生產力，加上死亡率仍高，因此把養

育小孩視為投資與儲蓄，但現在父母很難再指望「養兒防老」，許多人反而認為子女是

重大負擔，成為「養老防兒」。復以，個人主義意識逐漸抬頭、傳統婚姻家庭與傳宗接

代觀念式微，新世代以個人為中心的思維，取代過去以家庭為重的傳統觀念，影響社會

人口結構變化，造成少子化 （羅智華，2004：2）。 

 

三三三三、、、、    婚姻結構改變婚姻結構改變婚姻結構改變婚姻結構改變：：：： 

社會變遷，臺灣人口婚姻結構改變，形成晚婚、不婚、高離婚、不孕等現象。 

女性主義的抬頭，喚醒女性主體意識，亦引起婚姻結構的改變。隨著時代的進步變

遷，過去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型態有了極大的改變，教育的普及，男女角色地位逐漸平

等，使現今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提升，女性在學歷與工作上的能力都不輸男性。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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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受教育年限變長，留在職場打拼的女性也在持續增加（謝愛齡，2004：28-42）。 

  (一) 不婚不婚不婚不婚：：：： 

施宏彥（2005：481）指出不婚的原因分析如下： 

   1. 男性的家庭角色觀念不明，造成女性常成為婚姻的受害者，並未正確的從

師長中教導過，結婚之後男女權利的不均等，造成女性視婚姻為畏途。 

   2. 家庭暴力事件新聞的傳達，影響婦女結婚意願。 

   3. 女性主義的抬頭，女性不需依靠男性的觀念加深婚姻的不必要性。 

   4. 女性經濟獨立，婚姻不再是生活的依靠。 

   5. 女性受教育比率提高，獨立性增加，不少低學歷、低成就的男性，因此找

不到結婚的對象。 

臺灣這五十年來政治民主化、女性意識抬頭，提倡兩性平等，國內女性隨著教育水

準提升與經濟自主意識抬頭，在勞動市場的地位日趨重要，女性的經濟自主性增加，更

多人選擇過自己的人生，甚至選擇不結婚，終其一生。 

  (二) 晚婚晚婚晚婚晚婚：：：： 

知識經濟是國際潮流，謀生已不靠體力，而是需要靠智力。這種趨勢使得兒童及年

輕人必須花更多時間接受更多的教育，無論男女性都延長學習時間，而把婚期延後。而

各大專院校錄取率提高，接受研究所教育亦相當普遍，因此不少人延誤婚姻與養兒育女

的時機。大學畢業時已 23 歲，如果再念 2 年研究所，進入職場再做幾年事，很快就過

了 30歲，形成晚婚現象（施宏彥，2005：481）。 

依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 1961年男性平均初婚年齡 28.2歲，女性平均初婚年齡

為 22.1歲，到了 2007年新郎平均年齡為 33.0歲、新娘為 29.2歲，與 2006年比較，新

郎增加 0.4 歲，新娘增加 0.2 歲。而男性：2007 年男性人口初婚率為 30.22�，較 2006

年減少 3.21個千分點，再婚率為 26.69�較 2006年下降 2.50個千分點。女性：2007年女

性人口初婚率為 32.68�，較 2006年下降 4.23個千分點，惟仍略高於男性初婚率；再婚

率 10.04�，不及男性再婚率的 4 成，主要係 40 歲以上年齡組之離婚或喪偶女性再婚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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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不及男性之 5成，且隨年歲之增加落差愈大。結婚年齡的延後，將導致婦女生育期的

縮短，同時也影響生育數量與生育品質。(內政部，2015) 

陳怡婷（2005：23）認為臺灣未婚與晚婚的原因可能來自：教育年限的延長、婦女

教育程度的提高、離婚率的升高，對婚前性行為態度的開放、墮胎合法化與墮胎藥物普

及化、年輕世代家庭觀念及婚姻觀念的改變、都會婦女忙於工作不願屈就傳統婚姻、以

及經濟不景氣等因素，在上述因素的相互影響之下形成未婚、晚婚現象的普遍，而受到

未婚及晚婚現象的影響，生育率因而降低。 

施宏彥（2005：490）則認為都市人忙於工作，失去交友機會：臺灣都市化情形嚴

重，人口集中大都會，而都市工作競爭激烈，年輕人忙於工作，而失去交友機會，同時

延緩結婚。在都市地方，人口密度高，婦女的有偶率與生育率均較低；相反的，越是鄉

村或人口密度較低的地方，婦女的有偶率及生育率均較高。 

近年來經濟的不景氣及上述因素的交互影響下，女性走入社會服務，謀取個人在家

庭中經濟的獨立，不必如往昔僅為男人的附庸。女性謀求自主的工作生涯，夫妻雙薪的

新家庭時尚，已無暇顧及育子。復以目前社會男女工作機會均等，女性婚後未必非要在

家中相夫教子。吳啟璋（2008：24） 

  (三) 不孕不孕不孕不孕：：：： 

由於教育年限普遍拉長，使現今女性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提升，女性在學歷與工作上

的能力都不輸男性。因此，造成女性結婚年齡大幅延後，女性適合生育年限因而縮短，

且在觀念上傳統的婚姻對於現代女性已不再適用，追求獨立及自由為現代女性所標榜，

使得頂客族（夫妻都工作，家中無子女）增加，造成總體生育率下降（張憲庭，2005a：

51）。 

現代社會，家庭單靠男性就業，很難負擔全部的家庭支出，雙薪家庭因而增加。對

職業婦女來說，要兼顧家庭和工作，實在是個艱鉅的任務，根據 1111 人力銀行的調查，

職業婦女為自己打的壓力分數平均高達 78 分，超過 5 成已經當媽媽的上班族認為，自

己不是個稱職的母親，更有 3 成 8 受訪者表示，如果能夠重來，他們會選擇不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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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當全職的職業婦女，希望在工作上能有更好的表現。未來少子化的情況恐怕還會更嚴

重（施宏彥，2005：488）。 

臺北市立萬芳醫院婦產科主治醫師徐明義指出，社會上已出現「年紀輕的不想生；

年紀大的生不出來」的兩極現象，女性的生理黃金生育年齡以 20 至 25 歲最適當，過

了 30 歲後就逐年下滑，而 20 至 30 歲這段人生的黃金時期，大部分的人都為了自己的

事業在打拼，結婚的年齡就愈來愈晚，因此生育年齡也往後，錯過了生育的黃金時期，

而陷入「生不出來」的窘境（羅智華，2004：2）。 

年輕人考慮要不要生小孩的因素很多，首先要看工作是不是穩定、收入是否足夠養

小孩，最好能有自己的房子，讓小娃娃不必跟著父母看房東的臉色過日子，經常東搬西

搬。除此之外，雙薪家庭還要評估小孩有沒有人帶、保母費用高不高，幼稚園、安親班

品質好不好。像現在很多ㄧ支蠟燭兩頭燒的上班族，還要考慮有沒有人幫忙分擔家務，

過品質好一點的生活（施宏彥，2005：488）。 

 

四四四四、、、、    經濟壓力大幅增加經濟壓力大幅增加經濟壓力大幅增加經濟壓力大幅增加：：：： 

隨著失業率高升、薪資成長停滯不前等因素，社會充滿著未來生活不確定感，深覺

生活愈來愈辛苦，家庭組成及養兒育女形成一種心理及經濟上的重大壓力及負擔，導致

結婚與生育的機會成本偏高（施宏彥，2005：482）。從行政院主計處（1991）資料顯

示，臺灣地區女性因生育離職者佔婚前有工作的女性，約 8個有 1個因為生育小孩而離

職。因而衍生出幼兒照顧需求愈大，育兒期婦女就業的可能性就越小，幼兒照顧需求仍

為育兒期婦女外出工作的主要原因（曾慶玲，2002：138），在經濟考量下，年輕人不

敢生孩子，使得少子化的現象日趨嚴重。  

洪信安（2002：82）的研究指出經濟因素影響少子化的原因有： 

1. 生活開銷加大。 

2. 教育經費增多。 

3. 生活品質提高。 



 

20 

 

鍾俊文（2004：11-46）的研究提及經濟影響生育率降低的因素包括： 

1. 新經濟嚴重衝擊勞動市場與家庭功能，降低結婚率與生育率。 

2. 所得分配惡化對生育率的影響。 

 

少子化已是目前先進國家共同現象，幾乎所有先進國家之總生育率皆低於 2.0 以

下，綜合以上分析，少子化的原因主要在於社會、經濟變遷與觀念改變，因而導致婚姻

結構變化，晚婚、不婚、晚孕、不孕與高離婚率，復以女性意識抬頭，在在都造成生育

率的降低，少子化社會於焉成形。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少子化的影響少子化的影響少子化的影響少子化的影響 

 

少子化對於國家社會自當造成多面向多層次的影響，諸如家庭結構、社會環境、經

濟產業、國際競爭力，都會造成不同程度的嚴重影響，而首當其衝的便是教育制度。 

由於學童減少，各級學校已有招生不足的現象，教育事業勢將成為艱困產業，教師

工作機會也將隨之減少。更甚者，少子化現象已經使臺灣的人口結構產生轉變，若不適

時做好各方面的因應措施，未來必將成為影響國家生產力與競爭力的沉重問題。以下針

對少子化對國民小學教育的影響說明如下： 

 

壹壹壹壹、、、、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少子化現象使得一國或一地區人口結構發生改變，進而影響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對

國家整體發展而言人口少子化僅是許多問題的一個起點，若考慮國家的經濟發展受到人

口成長明顯減緩的因素影響經濟成長率也因而產生波動，由於成年後進入社會的青年一

年比一年少，勞動力供給不足，無法充分提供包括服務的財富，人才也會相對減少。（臺

灣教育家協會，2006：166）因此，就整體教育發展而言，少子化現象對國民小學階段

之影響是廣泛且重要的，茲歸納少子化趨勢對國小的教育發展衝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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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減班與裁減班與裁減班與裁減班與裁、、、、併併併併、、、、廢校廢校廢校廢校：：：： 

少子化趨勢嚴重衝擊到我國國民教育體系，2014 年全國國民小學班級與 2002 相

比，減少了 10,132班，人數則減少 665,328人。（如表 1-6）學生人數與學校班級數是

一種正向的關係，一旦入學人數減少班級數勢必也將隨之減少，（梁金盛，2004：33）

因此，未來學生人數過少的國小廢、併校趨勢在所難免（張憲庭，2005b：87；施宏彥，

2005：482；徐明珠，2006：86）。 

少子化所衍生的學校規模過小，就經濟規模而言，將導致教育投資使用效益偏低，

進而產生教育資源浪費的情形。（吳政達，2006：23）基於政府的財政困窘以及學校最

適規模效益，紛紛展開裁撤「小班小校」的政策，併校、裁校、廢校為其三個策略，而

近五年來，共裁併了 112所百人以下的小學（陳啟榮，2006：38）。 

人口出生率下降，直接導致學齡人口急速減少，學生人數減少之後，將影響學校的

生存，近年來已有許多小學併校，日後將會加劇，直接影響鄉下及偏遠學校學生受教育

機會。面對少子化的來臨，學校必然要跟著減班，但近年中央補助地方降低班級學生人

數計畫、興建教室，未來必將造成學校校舍空間閒置、浪費資源等問題。在生源不足之

下，國民小學可能會經營困難，偏遠離島地區還有可能發生廢校或併校情形；如此導致

原有被裁撤學校的學生必需寄居新校附近或搭乘交通車通勤上下學，而家長、學生、老

師之間接需要重新適應與溝通（潘道仁，2004：40-42 ）。 

 

二二二二、、、、    教師供需嚴重失調教師供需嚴重失調教師供需嚴重失調教師供需嚴重失調：：：： 

師資培育法從 83年 2月 7日公佈施行後，師資培育政策由「一元、閉鎖、管制、

公費」轉為「多元、開放、自由、自費」。（吳清山，2003b：8）師範院校不再享有獨

享教育市場的優勢，而必須與一般大學共同競爭有限的市場資源，且從計劃制轉為儲備

制。此外，教育部從 84 年度核設教育學程，包括原有的師資班與學士後教育學分班，

核定招生數逐年增加，並且從 86 學年度開始依新制核發教師證書，累計核發的教師證

書已經達到 10 萬張，不過獲聘為正式教師的只有 7 萬人，顯示仍有 3 萬人目前依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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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不到教職的「流浪教師」。（徐明珠，2006：87；邱瓊平，2004：32；薛曉華，2004：

21）加上受到「少子化」的影響，就學人數逐年遞減，教師員額必將縮減，學校面臨超

額教師的問題勢將日益嚴重。流浪教師充斥，所有師資培育機制、新聘教師機制也將完

全遭到破壞。師資需求目前已出現供過於求的情形超額教師與流浪教師的問題日趨嚴

重，又受到學校減班因素的影響，也導致教師供需失衡之現象更為嚴重（陳明印，2004：

72）。 

超額教師不僅引起流浪教師問題，甚囂塵上的小道消息與八卦流言，往往造成學校

老師人心惶惶，甚至整個學校陷入草木皆兵的情境，氣氛變詭譎不安，影響學校成員的

工作士氣。更甚者，超額教師的選定標準並非以教學效能為依據，而是以任職年資為考

量，往往造成認真教學較為資淺良師遭汰除的劣幣驅逐良幣怪象。更有學校以抽籤來決

定超額老師，這種看似公平但實際上卻只是和稀泥式的作法，反而會引起更多的反彈（陳

啟榮，2006：38-41）。 

 

三三三三、、、、    教育資源縮減與閒置教育資源縮減與閒置教育資源縮減與閒置教育資源縮減與閒置：：：： 

目前國民小學的教育經費是依照學童人數補助，當學童人數減少時教育資源便隨之

縮減。依照目前的制度，現有的教育資源將因少子化而過剩，有些人可能會失去工作，

有些學校可能必須停辦。（張憲庭，2005b：87；施宏彥，2005：486）由於各地人口變

化的情況不同，有些地方學童減少過多時，先前所投入的經費、軟硬體設施等資源，在

廢、併校後校舍空間閒置的問題即將浮現。 

 

四四四四、、、、    學生缺乏人際互動學生缺乏人際互動學生缺乏人際互動學生缺乏人際互動：：：： 

由於家中往往只有一個孩子，家人寵愛集於一身，家長提供最好的物質享受給孩

子，嬌生慣養的結果通常是造成孩子任性又不知感恩的偏差行為（鐘朝宏，2004：96；

施宏彥，2005：488）。加上少子化之後，家庭成員簡單，減少了兄弟姊妹及親戚的人

際互動，可能造成人格發展的偏頗。再者，少子化之後，孩子在學校也由於較缺乏多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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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人際互動，人格發展健全不易，影響他們在學校受教的態度及待人處世的素養，更

會影響將來健康社會人際關係的運作。  

 

五五五五、、、、    學校與社區關係解構學校與社區關係解構學校與社區關係解構學校與社區關係解構：：：： 

學校是社區的主要教育資源，學校資源是社區文化發展的動力，為促進社區發展與

社區總體營造所提供的硬體設施以及教育文化活動、精神倫理建設、生活與學習環境、

諮詢服務等軟體活動資源，它包括物力資源、人力資源、財力資源、活動（課程）資源、

知識資源等。（游秀蘭，2004：35） 

學校教育的主體是學生，而學生來自於社區，學生費用的付費者家長也是社區人

士，所以學校與社區關係密切不容分割，社區是學校輸入學生的來源，而學校是社區主

要教育資源。所以，學校如何積極辦理社區教育，推動社區文化活動，推廣教育資源，

以促進社區發展，乃是當前教育重要的課題。（劉鎮寧，1999：94） 

學校若遭撤併，社區將因此失去學校，失去可以凝聚住民的場所，無法實施知識的

交流與傳遞；學校亦將因為沒有社區的依附，無法推動資源整合和終身學習的場所。（徐

明珠，2006：56）兩者的關係面臨解構，將衝擊社區整合和文化傳承的使命。因此，如

何凝聚學校組織內成員成為同心協力的工作團隊，使學校獲得最大的功效，同時又能滿

足學校組織成員的需求，確實有賴學校行政管理的良好運作（林明地，1991：78）。而

學校組織內的成員，如校長、主任、教師，均是影響學校組織變革的重要成員。所以從

校長、主管、教師、家長與社區，都必須緊密結合，共同解決問題。 

 

六六六六、、、、    學齡人口異質化學齡人口異質化學齡人口異質化學齡人口異質化：：：： 

近幾年來，新移民之子逐漸增加，同時受到「重男輕女」觀念的影響，性別失衡的

情況將更為嚴重，2006 年臺灣全體人民男女比例為 103：100，而嬰兒男女比例達到 1

12：100。同時在「一胎化」的想法下，獨生子女也會逐漸形成趨勢，學齡人口呈現異

質化現象日趨嚴重。（徐明珠，20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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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產生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產生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產生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產生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 

臺灣為資本主義社會，將生育和養育子女視為家庭的責任，政府除了提出少許的補

助外，缺乏通盤的人口規劃，無法改變人口問題的本質（徐明珠，2006：68）。外籍子

女受教育人口將逐漸增加，教育階層落差現象還會持續擴大。  

 

八八八八、、、、    教育經費短少的隱憂教育經費短少的隱憂教育經費短少的隱憂教育經費短少的隱憂：：：： 

近年來，國民教育經費結構逐年降低，現行國民教育經費占政府教育經費約為 59.

1%，與各國比較明顯偏低（美國比率達 73.6％、日本 79.7％、英國 74.2％、法國 73.

5％、德國 64.4％及韓國 86.1％），顯示國內對於國民義務教育的資源分配仍須調整，

而「少子化」對原本即不足的國民教育經費造成雪上加霜的效應（徐明珠，2006：88）。

再者，學校經費隨著學生人數減少之時，相對的教育資源設備也會減少；國小老師又因

為學校規模變小導致兼任行政工作增加，壓力加重，進而影響教學品質（潘道仁，2004：

42）。 

 

貳貳貳貳、、、、    契機契機契機契機 

雖然人口少子化可能為國民小學帶來班級數減少、併校廢校、師資過剩、學校營運

困難等衝擊，但是危機就是轉機，人口少子化雖然使學校與教師面臨各種挑戰，卻也是

教育邁向精緻化的契機（教育部，2004：8）。因為學齡人口的減少，將促成近年來所

推行的「小班小校」的理念能更加快速的落實（薛承泰，2003：1）。而小班小校的理

念一旦落實，更將有以下優點（任懷鳴，1995：31；陳利銘，2003：229；陳鴻賢，200

3：55；劉慶仁，2000）： 

一一一一、、、、    增加學校成員與師生之互動增加學校成員與師生之互動增加學校成員與師生之互動增加學校成員與師生之互動：：：： 

在小校方面將有助於改善校長與教師之間的互動關係，就小班方面而言，則可以改

善師生間的互動關係。若能順應學齡人口減少的趨勢，建立適宜的學校規模與班級規

模，將有助於學校資源的應用、行政運作，並提高教師士氣，提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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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減輕教師負擔減輕教師負擔減輕教師負擔減輕教師負擔，，，，改善教學品質改善教學品質改善教學品質改善教學品質：：：： 

班級人數的減少，可減低教師在作業批改、學生資料填寫等例行性工作的負擔，教

師能有較多的時間專注於教學的準備，自我教學能力的充實、或與其他教師同儕合作研

究教學上，有利於教學品質的改善；同時也有助於補就教學、因材施教的實行，並為合

理輔導提供有利的條件。 

 

三三三三、、、、    重視學生個別差異重視學生個別差異重視學生個別差異重視學生個別差異，，，，提高學生學習成效提高學生學習成效提高學生學習成效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班級人數的降低，會帶來班級秩序問題的減少，能建立起較佳的班級氣氛，有助於

學生個人成長與創造力。此外，由於師生互動與學生同儕互動增加，教師對每一位學生

有更多的認識，並隨時掌握學生學習的狀況，協助個別學生學習，重視學生的個別差異，

學生有更多發表的機會，有利於學生學習成效之提昇。 

 

四四四四、、、、    增進親師互動與合作增進親師互動與合作增進親師互動與合作增進親師互動與合作：：：： 

隨著班級學生人數的減少，教師有較多時間與每一位學生家長進行親師互動與合

作，同時由於班級人數少，班級內家長間的訊息與意見的流動較為容易，有利於班級家

長會組織工作的運作。  

少子化確實對個人家庭、社會經濟結構、社區文化、國家、學校教育各方面產生極

大衝擊，尤其是對國民小學班級數的銳減、教師員額之縮減、資源的分配問題；然而危

機亦是轉機，如何順應少子化趨勢建立適宜的班級規模及人力物力資源再整合運用，藉

此提升教育品質，轉危機為新契機，正是吾人首要面對的考驗。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少子化因應策略少子化因應策略少子化因應策略少子化因應策略 

 

壹壹壹壹、、、、    經營策略經營策略經營策略經營策略 

策略是一種計畫、定位與展望，對組織未來行動方向的明確指引與務實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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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tzberg et al.,2003：233）。蔡培村（1998：82）指出經營乃是運用管理理論與技術

為基礎，因應組織目標與需求，集合成員間的所有力量，為組織創造價值與提高效能。

許士軍（1990：153）定義經營策略是達成某特定目的所採行之手段及調配重要資源之

方式，而策略代表介於經營目標與具體行動之間的計畫骨幹；司徒達賢（2001：43）認

為經營策略即是一種強調核心能力導向之管理哲學，其本質在於規劃與抉擇之過程。所

以從管理之效率與效能角度而言，經營策略即是一個融合規劃、組織、領導及控制於經

營活動中的一套方法或程序，其目的在於以最少之資源投入，獲得最大之預期成果，同

時亦能滿足社會需求並達成組織目標（Boudreau, 2004：1463-1476; Cashman, 2005：

15-19）。Glueck（1976：256）定義經營策略為達成組織基本目標而仔細設計之整合性

計畫；Porter（1980：39）指出最佳之經營策略即是執行與對手不同的活動，或用不同

之方法來執行類似的活動；此外，Kotler（1997：66）也指出組織經營策略乃是說明如

何擬定策略達成事業單位目標；Hill與 Jones（1998：83）詮釋經營策略是管理者為達組

織目標與卓越績效所採行之特殊模式和行動決策；Walker與 Ellis（2000：97-122）表示

經營策略的意涵就是組織運用它所擁有之資源與技術，在最有利的情況下達成目標之一

種具體做法與形式；Herrmann（2005：111-130）亦認為經營策略是為完成組織長期基

礎目標而必須採取之行動計畫與配置規劃。Brown（2004：136）依據美國管理協會

（AmericanManagement Association）對經營策略之定義作進一步詮釋，認為經營策略乃

是管理者善用組織特殊資源和核心能力，強化投入效率及創新優質服務，同時藉由產品

規劃設計、目標市場區隔和成本效益抉擇，擴大自身優點及轉化外部威脅，以期能超越

市場競爭對手與延續市場競爭優勢而採取之整套行動計畫。策略經營乃是企圖預測組織

必須面對的外在環境，以達成既定目標（Kowalski,2004：55）；在優勝劣敗與適者生存

的競爭法則中，面對外在複雜多變之經營環境及龐雜多元之社會需求，學校永續發展的

重要關鍵即是如何審慎規劃與重要落實具前瞻性之經營策略。因此，經營策略是一種有

計畫、有方向、有目標之整合性組織謀略，結合環境機會審慎規劃行動方案，並運用內、

外部資源與機制，以使組織能重要率地達成經營目標與展現經營績效。簡言之，經營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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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即是為組織建構能立於不敗之競爭優勢（Aaker，1989：91-106； Powers & Hahn，2004：

43-64）。 

總而言之，適切的策略經營是學校提升競爭力與績效之關鍵所在。因此，學校組織

若能經由慎思、研判與解析之詳實歷程，透過探究、抉擇與執行之縝密步驟，以非線性

之策略性思考規劃具有核心競爭力與優勢爆發力之經營策略，同時考量學校發展需求與

資源限制，透過有計畫性之資源配置與人力規劃，善用核心知能、創造競爭優勢與聚焦

市場區隔之策略性整合方案（戰寶華，2007：3），必能使行動契合目標，方案發揮預

期效益，達成目標與願景。 

在博碩士論文資訊網中，已有因應少子化學校經營策略相關研究（如表 2-1），但

針對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因應少子化經營策略看法之量化研究則較缺乏；由表 2-1可知，

探討的對象個人背景變項以不同年齡（或年資）以及職務對因應少子化策略之看法差異

性最大，但在性別、學歷上也有研究顯示差異；在學校背景變項方面，則以學校規模及

學校地區差異性較大。 

 

表表表表 2- 8：：：：全國博碩士論文中與少子化學校經營策略相關研究全國博碩士論文中與少子化學校經營策略相關研究全國博碩士論文中與少子化學校經營策略相關研究全國博碩士論文中與少子化學校經營策略相關研究 

學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對象、背景、

變項
學校因應策略

一、轉型學校策略，發展精緻創新特色

二、型塑學校願景，加強師生溝通

三、增強學校競爭優勢，採取策略聯盟

四、融入九年一貫課程，再造學校空間

五、保障超額教師權益，擬定超額教師

辦法

六、增進師生互動，落實適性教學

七、提升教師專業，因應分級制度

一、結合學校社區資源，建立特色並加

強行銷

二、妥善規劃閒置資源，再造契機

三、提升教師專業素養

四、重視品格教育，增加親師互動

我國人口變與未來

國小教育發展關係

之研究－宜蘭縣為

例

不同鄉鎮地區、學

校規模、擔任職務

看法不同

何佩娟

(2005)

教育主管人員、學

者專家、校長、教

師、家長訪談(不

同職務)

人口少子化對國民

小學教育發展影響

之研究

陳怡婷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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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視辦學績效

二、政府持續降低班級人數

三、提高教師員額配置

一、校長在閒置空間應用上，傾向改善

學生學習環境，提升學習成效

二、校長在學校轉型上，傾向與社區產

業、文化結合，發展特色課程

三、校長在招生問題上，重視透過行銷

達成招生宣傳

四、校長在經費問題上，以節流為主

五、校長在教師超額問題上，傾向建立

評鑑制度作為教師退場依據

六、校長在學生行為管教上，傾向提升

家長與教師管教知能，解決學生問題

一、建立種子教師及研習積分制度，列

入評鑑與超額調動參考

二、規劃整體行銷方案，提升學校形象

與能見度

三、建立因應少子化衝擊的跨處室團隊

，提升學校競爭力

四、組成專業教師團隊，選購教材與研

發課程

五、落實親師溝通，同規劃彈性課程

六、提升自我職能，面對少子化危機

一、降低班級人數、提高教師編制

二、小班小校精緻教育

三、閒置教室再利用

四、師資培育人數的控管

五、強化家庭教育的功能

六、加強教師專業素養，提升師資品質

一、創新管理

二、行銷管理

三、績效管理

四、策略聯盟

五、競爭優勢

六、資源運用

七、人際溝通

八、精緻教學

九、適性教學

十、專業成長

十名國小教師深度

訪談

國小教師對人口少

子化認知與因應策

略之研究─以桃園

縣為例

范源訓

(2006)

不同性別、年資、

學校規模、學校地

區有不同看法

國小校長知覺少子

化現象對學校衝擊

及其學校經營因應

態度之研究

蔡榮哲

(2006)

以問卷調查不同年

齡、性別、學歷與

職務之教育人員對

學校經營策略實施

現況有差異

新北市國民小學因

應少子化經營策略

之研究

石幸真

(2009)

校長、教師、家長

訪談(不同職務)

少子化對國民小學

教育影響與因應之

研究

吳坤壅

(2007)

蘇銘勳

(2007)

桃園縣國民小學少

子化現象下學校本

位經營之研究

不同年齡、學歷、

職務、年資、學校

所在地影響實施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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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導與管教層面

二、空間活化再利用

三、經費開源與節流

一、社區廟宇補助學生學雜費

二、加強學校行銷

三、學校特色型塑

四、學校積極對外參賽

五、舉辦各項提升學生能力活動

六、多方面爭取經費資源

校長、行政人員、

教師訪談、參與觀

察

國民小學面對少子

化衝擊與因應策略

之個案研究

葉采頻

(2009)

校長、行政人員、

教師進行訪談研究

桃園縣國民小學少

子化現象對學校衝

擊與因應策略之研

邱創炫

(2009)

 
資料來源：“少子化現象下學校因應策略之研究─以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為例”， 

          張貴琪，2011，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理學系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9-30。 

 

貳貳貳貳、、、、    學校因應策略學校因應策略學校因應策略學校因應策略 

學校是培育人才最重要的場所，處於開發人類智慧資本的第一線，一般而言學校組

織特性較為穩定及保守，因應環境變革的能力較弱。加上學校組織是「知識型組織」

(knowledge organization)，強調教育人員專業自主的特性，因此，此種鬆散結合(loosely 

coupled)的學校組織特徵，也會相對減緩其整體競爭力。而未來學校教育所培養的人才，

是需要面對無國界的競爭，攸關整體國力的提升及在世界各國中的競爭力。在「全球化」

(globalization)的發展趨勢下，負有人才培養責任的學校組織，似乎也應朝著更具效能的

經營策略而努力。因此，面對少子化的趨勢，學校的經營策略應朝向下列幾個方向努力： 

一一一一、、、、    轉型學校經營策略轉型學校經營策略轉型學校經營策略轉型學校經營策略，，，，發展精緻創新特色發展精緻創新特色發展精緻創新特色發展精緻創新特色：：：： 

國內教育因為兒童人口減少，必須面對就學人數減少，而使得教育資源出現剩餘的

情況，此時必須將釋出的教育資源重整，學校的經營和教育內容應可更趨精緻化和多樣

化，並且更重視兒童的個別發展（莫藜藜、賴珮玲，2004：55-65）。也就是說，教育

資源的運用必須由量的擴充轉為質的提升，尤其在質的方面力求精進，有效結合學校與

社區，積極溝通協調，擬定創新經營策略，形成特色學校，落實民主參與，研擬解決策

略，訂定發展目標，如此轉型學校經營策略，發展創新經營特色，將是永續發展的契機。 

 

二二二二、、、、    加強全校教職員溝通加強全校教職員溝通加強全校教職員溝通加強全校教職員溝通，，，，形塑學校未來願景形塑學校未來願景形塑學校未來願景形塑學校未來願景：：：： 



 

30 

 

學校校長在面臨少子化的經營壓力時，更應加強教育宣導，使教職員工瞭解少子化

對學校發展的衝擊。學校不是孤立的，不是封閉的，外在的社會環境，常常會影響到學

校各方面，若要發揮學校教育之功能，則必須巧用溝通，做好溝通，使學校、家庭、社

區觀念獲得統整，讓學校成為社區的中心。如此，運用良好的溝通方式，會獲得組織內

員工的支持與信心，並能提振士氣，開創出學校共同的願景，減輕少子化對學校經營的

壓力。 

 

三三三三、、、、    採取策略聯盟方式採取策略聯盟方式採取策略聯盟方式採取策略聯盟方式，，，，增強學校競爭優勢增強學校競爭優勢增強學校競爭優勢增強學校競爭優勢：：：： 

採取策略聯盟係時勢所然，因此在實施上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其優點有下列三

項：(1)、資源統整：將不同學校的各項資源予以統整，讓學生享受更佳的學校條件。(2)、

多元發展：策略聯盟將不同特色、專長的學校予以交流互惠，使學校更能朝多元發展，

因應學生的個別差異與多元特色。(3)、效能提升：個別學校在教育資源貧乏之下，採行

策略聯盟，使教育效能能在相互支援下發揮。如此，可減少人力、物力浪費、拓展師生

視野、促進教師研發能力、提供學生學習機會，促進教育機會均等，以增加學校優勢競

爭力。 

 

四四四四、、、、    推動落實小班制度推動落實小班制度推動落實小班制度推動落實小班制度，，，，審慎評估教師聘任審慎評估教師聘任審慎評估教師聘任審慎評估教師聘任：：：： 

學童人口減少，使國小未來需減少一千多班，教師過剩的問題也隨之嚴重。教育部

目前的構想是以不減班、不減師的原則來解決問題。這項原則雖然正確，但具體的做法

仍需做更仔細的規劃。目前有些班級過大的問題固須改善，但小班不只成本高，也可能

減少學生互動的經驗或產生不當的競爭。因此小班制的推動應配合學生的減少，以漸進

的方式推動。調整初期並可先由必須加強輔導的學生或課程開始，不必急著全面實施，

更不宜在學生減少的趨勢中，仍增聘大批教師來推動小班制，避免造成更嚴重的師資過

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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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實施學校本位管理實施學校本位管理實施學校本位管理實施學校本位管理，，，，吸引學生就讀意願吸引學生就讀意願吸引學生就讀意願吸引學生就讀意願：：：： 

學校本位管理強調由下而上的管理過程，讓學校有更多的人事、經費與課程決定

權，同時也鼓勵家長與社區的參與和合作，並要求學校負起績效責任，基本上學校是一

個自治與自律的負責團體，品質是一個組織或機構能否永續經營及與外界競爭的原動

力，為落實學校本位管理，學校主事者要讓教師賦權增能、允許家長參與校務，共同推

動學校教育革新，爭取顧客的支持。學校若能善加利用，讓學校成員、教育伙伴及社會

大眾共同接受學校本位管理，並瞭解自己的責任與義務，盡力去做好教育工作，則可吸

引更多學生就讀意願。 

 

六六六六、、、、    善加整合教育資源善加整合教育資源善加整合教育資源善加整合教育資源，，，，發揮整體教育效能發揮整體教育效能發揮整體教育效能發揮整體教育效能：：：： 

受到少子化的影響，出現產能閒置、人力過剩現象。例如，校舍與師資閒置，應普

遍辦理課後輔導，讓上班婦女無後顧之憂，這可消化目前中小學設備、師資人力過剩問

題。小學也可用公辦民營方式附設幼稚園，提供上班族及中低收入戶托嬰。由於新生兒

迅速減少，實施十二年國教所需之經費與因難度，應較原先減低甚多，政府也可及早規

劃。另外，提供各大學及中小學閒置空間，讓民間團體舉辦社區大學，在職教育及老人

教育等活動，如此善加整合教育資源，不但可以改善學校財務狀況，更可發揮整體教育

效能。 

 

參參參參、、、、    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教學策略 

所謂的教學策略（instructional strategy），是指教師教學時有計畫地引導學生學習，

從而達成教學目標所採行的一切方法。教學策略的選擇是相對性的，適當與否決定於教

學目標、學科性質以及學生年級能力等因素對如何選擇教學策略具有關鍵的影響因素，

可分為教師主導及學生自學取向等兩個方向，適用的層面也不相同(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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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2：：：：教學策略的選擇矩陣教學策略的選擇矩陣教學策略的選擇矩陣教學策略的選擇矩陣 

項目 教師主導取向 學生自學取向

適用目標 學科測驗之書本知識
抽象思考、解決問題、創造能力、人際關

係、學習動機、學習態度等能力與氣質。

適用學科
數學、自然～系統內容、

答案穩定
社會學科～內容廣泛、答案不定

 

資料來源：“少子化現象下學校因應策略之研究─以新北市公立國民小學為例”，  

          張貴琪，2011，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理學系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9-30。 

 

教師主導取向的教學策略：又稱之為指導教學（direct instruction）。特別強調教師

對教材的講解，所以也稱為明示教學（explicit teaching）。大致有五個步驟：從舊經驗

引導新學習→明確地講解教材內容→輔導學生做及時練習→從回饋中做錯誤校正→讓

學生獨立完成作業；學生自學取向的教學策略則是融合了 Brune的發現學習論，及人本

主義的學習理論。有以下幾個特點： 

＊ 在教師引導下發現學習（強調教材結構性、加重教師輔導者的角色）。 

＊ 在合作學習中追求新知（教師參與引導而不主導）。 

＊ 寓求知於生活的教學活動。 

由上述說明可以知道，在國小階段，教師仍是扮演著相當重要的傳道授業的角色，

在面對臺灣少子化現象所形成的教育供需失調情況下，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必須以市場、

顧客之需求來進行教學，甚至被要求達到某一客觀標準，才能被視為具有專業能力（林

京霈，2008：40-43）。這種管理式的專業主義（managerial profession）又稱為新專業主

義，它與少子化現象結合，使教師專業漸漸走向工具理性，教師依據訂定好的步驟與標

準發展專業，在中小學階段，教師的專業是表現在學生的升學率與學業能力指標上，而

有效的班級教學策略與班級經營策略就成為了最重要的議題。 

一一一一、、、、    班級教學策略班級教學策略班級教學策略班級教學策略：：：： 

班級教學策略係根據學生在學科成就測驗上的優異表現，來判斷教師的教學行為是

否有效。綜合有效教學的研究結果，要想提高學生的學業成就，教師必須要能善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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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策略以達成目標： 

  (一) 導引學習心向導引學習心向導引學習心向導引學習心向：：：： 

   1. 一上課便明白告訴學生學習目標，並說明其重要性，讓學生不僅清楚該學些什

麼，也能知道為什麼要學。這有助於導引學生注意力，激發其學習動機。 

   2. 能將教學綱要公告，或將上課內容重點以摘要概述作有系統的介紹。這有助於

組織教學內容，並讓學生對即將學習的內容，能有粗略的架構，以引導注意力。 

   3. 能複習舊有的相關知識與技能，奠定新學習的基礎。 

 

  (二) 清楚呈現教材清楚呈現教材清楚呈現教材清楚呈現教材：：：： 

   1. 能講解清楚，避免含混不清。 

   2. 教材呈現能有組織，並反覆強調重點。每呈現完一部分內容，便作摘要與整理。 

   3. 教材呈現速度視教材性質及學生起點行為作調整。 

   4. 教學方法能多樣化，除了講述法外，能適時作討論、練習及背誦等活動。 

 

  (三) 提供多樣練習提供多樣練習提供多樣練習提供多樣練習：：：： 

   1. 教材呈現告一段落後，能以集體口頭問答或其他方式作練習，並留意學生的反

應，即時給予回饋。這助於監督和掌握學生的理解情形，以便立即糾正錯誤。 

   2. 糾正學生初步的反應之後，能提供額外類似的作業，讓學生作自我練習。分派

的作業難易適中，讓學生有 85%-100%的作對機率。 

   3. 在指導學生作業時，能簡明扼要說明如何做，並告訴學生有問題時應如何尋求

協助，以及做完後下一步該做什麼。 

   4. 在學生自行習作期間，能積極巡視學生的練習情形，必要時並提供協助。 

   5. 自行習作結束後，能立即核對答案。多數學生表現不佳時，則重新教學與複習。 

  (四) 評量學習情形評量學習情形評量學習情形評量學習情形：：：： 

   1. 教過的內容能隨時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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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作業批改能立即給予具體的回饋。 

二二二二、、、、    班級經班級經班級經班級經營策略營策略營策略營策略：：：： 

  (一一一一) 營造優質的班級氣氛營造優質的班級氣氛營造優質的班級氣氛營造優質的班級氣氛：：：： 

   1. 教學過程集中在課業學習相關的活動。 

   2. 期待並要求學生專注於課業學習，努力完成作業。 

   3. 不論學生程度如何，皆抱以正向的成就期待，並和學生明白溝通所期望的行為

和態度。 

   4. 使整個教學過程進行順暢而有節奏，活動之間的轉換流暢而不突兀。 

   5. 時常表露自信和教學熱忱。 

   6. 對學生的表現適時給予具體稱讚。 

   7. 能接納並肯定學生的貢獻，會提供能力高的學生自主的機會，並給予低社經地

位學生較多的個別指導和正向的關懷。 

   8. 能和學生從事較多積極的互動。 

   9. 能提供學生較高成功的機會。 

 

  (二) 實施良好的班級經營策略實施良好的班級經營策略實施良好的班級經營策略實施良好的班級經營策略：：：： 

   1. 師生共同參與班級公約訂定、班級環境的佈置，以及預防與制止學生不當行為。 

   2. 班級公約的訂定能適度保持彈性。 

   3. 能準時上課，教學活動間的轉換迅速兒穩健，避免造成混亂與吵雜。 

   4. 學生座位安排符合學習活動的性質，而教師的視線也能週遍。 

   5. 有組織的呈現與解說教材、有效的監督學生各項活動。 

   6. 適時巧妙的制止學生不當的行為。 

   7. 能以各種獎勵方式，對表現良好的學生提供正向的增強。 

   8. 一視同仁執行班級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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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石幸真研究為基礎，並就相關文獻資料蒐整，了解少子化造成的衝擊與影

響，進而探討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的經營策略，以作為本研究之立論根據。 

其次，本研究修改石幸真研究問卷設計內容，編纂「臺中市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因

應少子化經營策略之調查問卷」；問卷內容包含各項基本調查資料、少子化現象下學校

的行政及教學經營策略三部分。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石幸真以「學校」、「教師」兩背景變項分別與「行政」、「教學」經營兩構面進

行分析，並衡量兩策略間之相關性。本研究以大甲區國民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就地區

特性而言，大甲區介於城鄉之間，兼具兩者性質，區隔不易；且區內僅 10所國民小學，

樣本不大，無謂的區隔，除分析資料過於繁雜外，與現況恐有失真之虞。因此，本研究

刪除學校地區與學校背景變項，並將學校規模變項併入教師背景變項，合併為「人口變

項」，建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圖圖圖圖 3-1：：：：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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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問卷與分析問卷與分析問卷與分析問卷與分析 

 

壹壹壹壹、、、、    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本研究以石幸真問卷為基礎並調整，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    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問卷內容：：：： 

  (一一一一) 人口變項人口變項人口變項人口變項：：：： 

   1. 性別：區分為男、女性 2組。 

   2. 年齡：區分為 30歲以下、31至 40歲、41至 50歲、51歲以上 4組。 

   3. 職務：區分為校長、兼任行政職教師（主任、組長）、未兼行政職教師（科任、

導師）2組。 

   4. 學歷：區分為師範院校、一般大學、研究所 3組。 

   5. 學校規模：區分為 12班以下、13至 36班、37班以上 3組。 

石幸真原問卷區分為「教師」、「學校」兩項背景變項，本研究刪除「學校背景」

中「學校地區」乙項，將「學校規模」乙項保留，併「教師背景」變項為「人口變項」。

（如附錄） 

 

  (二二二二) 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 

行政經營策略計有六個構面，各包含數項題目，合計 31題項： 

   1. 強化競爭優勢：包含「學校應發展學校特色」、「學校應幫助學生持續對外表

現優越」、「學校應提供充足的教學資源」等 3題。 

   2. 資源空間運用：包含「學校應有效整合學校資源」、「學校應充分運用學校教

學設備」、「學校應提供閒置空間辦理社區教育活動」、「善加運用人力資源，

辦理課後輔導活動」等 4題。 

   3. 實施行銷管理：包含「善用各種媒體管道，傳達學校活動」、「學校應擴大獎

勵制度以吸引就學人口」、「學校應建立校際教學策略聯盟」、「學校應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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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學歷的師資群」、「學校應充分提供家長學校訊息」、「學校應建立社區網

路資源」、「學校應提供多樣化的學習環境與服務」、「學校應重視社區服務

以提升學校形象」、「建立學校人員行銷理念以拓展公共關係」等 9題。 

   4. 持續創新管理：包含「學校行政團隊應具有創新學校願景共識」、「學校應鼓

勵創新的教學活動」、「學校應運用知識管理創新學習」、「學校行政團隊應

能因應創新，適時變革」、「學校應與圖書館合作，教學資源共享」、「學校

應建立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制度」、「學校財務收支應透明化」、「學校應建構

友善創意校園環境」等 8題。 

   5. 落實績效管理：包含「針對教師教學，定期辦理家長滿意度調查」、「學校應

落實目標管理」、「學校應推動校內評鑑制度」、「建立教育策略規劃小組，

適時修正策略」等 4題。 

   6. 推動策略聯盟：包含「學校應跨校合作辦理教師專業交流」、「與文教組織合

作，進行教育相關議題研究」、「學校應與企業組織合作，增加財力後盾」等

3題。 

  (三三三三) 教學經營策略教學經營策略教學經營策略教學經營策略：：：： 

教學經營策略計有四個構面，各包含數項題目，合計 18題項： 

   1. 重視人際溝通：包含「營造班級溫馨氣氛」、「常與家長聯繫以溝通教學理念」、

「定期配合課程舉辦班級活動凝聚向心力」、「適時辦理班親會活動，加強親

師交流」等 4題。 

   2. 優質適性教學：包含「重視學生個別興趣、能力的發展」、「鼓勵學生多樣化

社團學習活動」、「外聘特殊專長教師，加強專業社團教學」、「實施優質適

性教學活動設計」等 4題。 

   3. 小班精緻教學：包含「善用小老師制度，加強同儕學習」、「教師評量方式應

多元化」、「針對學習弱勢學生，辦理補救教學活動」、「鼓勵代替責備，勸

說代替處罰」等 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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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教師專業成長：包含「發展多元教學能力」、「持續進修以提升專業知能」、

「腦力激盪，創新教學點子」、「教師同儕間能進行知識分享」、「教師應互

相觀摩學習成長」、「訂立有系統的全校性教師專業成長計畫」等 6題。 

  (四四四四) 石幸真在受測者意見表達部分原採李克特 4點量表，唯本研究認為，問卷作答設

計應有明顯之中立點，以利受測者表達中立意見，因此修正為 5點量表，一則利

於受測者意見表達，二則避免與該研究陷入數值比較。至於分數愈低表示實施程

度愈低、分數愈高則表示實施程度愈高，本研究與石幸真研究一致。 

 

二二二二、、、、    問卷施測問卷施測問卷施測問卷施測 

石幸真問卷經由 8位專家學者（2位大學教育相關科系教授、3位現任國小校長、2

位前任國小校長與 1位前任國小教務主任）針對問卷效度實施修正。本研以其問卷為基

礎，復以實施前測，問卷效度更勝於該研究。 

(一) 前測：本研究正式問卷實施前，先行於大甲國小實施預測，以便利抽樣方式實

施 30份問卷，進行信度 Cronbach α測試（分析如下節所述）。 

(二) 施測：本研究正式施測時，著眼於大甲區僅 10所學校，教師人數 418人，（臺

中市教育局）因此採用全面普測，期望能蒐集完整資料。問卷各題項於

施測時以亂數表重新排序，（Earl Babbie，1998：A46）資料分析時再以

原排序進行分析。 

(三) 另石幸真研究僅就實施現況詢問受訪者意見，本研究認為受訪者容易受到職務

立場而影響作答，亦即兼任、未兼任行政職教師對於行政、教學經營策略恐難

以客觀表達對於實施現況之意見。因此，本研究以相同問卷詢問受訪者對於經

營策略「應該實施」與「實際實施」意見，先讓受訪者思考經營策略「應然面」

的「認知」，再讓其表達「實然面」的「實施滿意度」，相信較能收客觀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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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資料分資料分資料分資料分析析析析 

石幸真以描述統計、積差相關、t考驗分析與變異數分析臺中縣國民小學因應少子

化經營策略實施情形，所得結論如下： 

一、 描述統計描述統計描述統計描述統計 

(一) 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 

受訪者對於「行政整體經營」實施程度具有高滿意度（M=3.03），高於整體平均

數的構面計有「強化競爭優勢」（M=3.38）、「資源空間運用」（M=3.22）與「實施

行銷管理」（M=3.11）等 3 項策略；於整體平均數的構面計有「持續創新管理」（M=

2.96）、「落實績效管理」（M=2.77）與「推動策略聯盟」（M=2.73）等 3項策略，在

4點量表中，滿意度不低，且離散程度尚稱集中，並無極端值。 

(二) 教學經營策略教學經營策略教學經營策略教學經營策略： 

受訪者對於「教學整體經營」實施程度具有高滿意度（M=3.27），高於整體平均

數的構面計有「重視人際溝通」（M=3.37）與「優質適性教學」（M=3.29）等 2 項策

略；於整體平均數的構面計有「小班精緻教學」（M=3.24）與「教師專業成長」（M=

2.19）等 2項策略，滿意度與離散程度表現高於「行政整體經營」策略。 

 

二、 積差相關積差相關積差相關積差相關 

(一) 「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呈現顯著正相關（r值=.82）。 

(二) 「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之「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程度

最高（r值=.79）。 

(三) 「教學整體經營策略」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之「持續創新管理」相關程度

最高（r值=.77）。 

整體而言：「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實施程度愈高，「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實施程度

亦愈高；「教師專業成長」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相關性較高；「持續創新管理」與

「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相關性較高，且均為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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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t考驗分析考驗分析考驗分析考驗分析 

在「行政經營策略」之「落實績效管理」策略與「教學經營策略」之「重視人際溝

通」兩項策略，男性受訪者滿意度高於女性受訪者。 

 

四、 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 

(一一一一)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在「行政經營策略」之「持續創新管理」、「實施行銷管理」、「推動策略聯盟」

三項策略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受訪者年齡愈低滿意度愈高。 

在「教學經營策略」之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受訪者年齡愈高滿意度愈高。 

亦即，年齡愈低愈滿意「行政經營策略」、年齡愈高愈滿意「教學經營策略」。 

(二二二二) 職務職務職務職務：：：： 

在「行政經營策略」，校長與兼任行政職教師之滿意度高於未兼任行政職教師。 

在「教學經營策略」，校長滿意度最高、兼任行政職教師次之、未兼任行政職教師

居末。 

(三三三三)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在「行政經營策略」之「持續創新管理」、「實施行銷管理」、「推動策略聯盟」、

「落實績效管理」等四項策略與整體策略，大學學歷教師滿意度分別低於研究所與師範

學歷教師，而研究所與師範學歷教師間並無差異。 

(四四四四) 學校規模學校規模學校規模學校規模：：：： 

大、中、小型學校受訪教師滿意度意見並無顯著差異。 

 

五、 本研究將對大甲區教師實施問卷後，依上列方法分析統計資料，除受訪者在「應

然面」與「實然面」比較外，並與石幸真上述所得結論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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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信度與效度信度與效度信度與效度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正式問卷實施前，先行於大甲國小實施預測，以便利抽樣方式實施 30份問

卷，進行信度 Cronbach α測試。 

在「應然面」認知部分，「行政經營策略」整體 Cronbach's α值=0.955（如表 3-1），

各項目刪除後α值除 A4題外，餘均低於 0.955，顯示問卷各題均具有相當信度。 

A4題刪除後α值雖高於 0.955，然僅高出 0.001，差距極為有限，修改題意即可，

無須刪除。 

 

表表表表 3-1：：：：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應然面應然面應然面應然面、、、、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 

項 目 刪除後α值 項 目 刪除後α值 項 目 刪除後α值 項 目 刪除後α值

A1 0.953 A9 0.954 A17 0.953 A25 0.955

A2 0.953 A10 0.954 A18 0.954 A26 0.954

A3 0.953 A11 0.954 A19 0.954 A27 0.954

A4 0.956 A12 0.953 A20 0.953 A28 0.953

A5 0.954 A13 0.954 A21 0.953 A29 0.954

A6 0.955 A14 0.953 A22 0.954 A30 0.955

A7 0.955 A15 0.954 A23 0.954 A31 0.953

A8 0.953 A16 0.953 A24 0.953

n=30； 項目個數=31； Cronbach's α值=0.955    Sig=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應然面」之「教學經營策略」整體 Cronbach's α值=0.936（如表 3-2），各項目

刪除後α值均低於 0.936，顯示問卷各題均具有相當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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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2：：：：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應然面應然面應然面應然面、、、、教學經營策略教學經營策略教學經營策略教學經營策略) 

項 目 刪除後α值 項 目 刪除後α值 項 目 刪除後α值 項 目 刪除後α值

D1 0.933 D6 0.350 D11 0.930 D16 0.931

D2 0.933 D7 0.931 D12 0.931 D17 0.929

D3 0.932 D8 0.932 D13 0.931 D18 0.932

D4 0.932 D9 0.931 D14 0.930

D5 0.931 D10 0.931 D15 0.932

n=30； 項目個數=18； Cronbach's α值=0.936   Sig=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實然面」實施滿意度部分，「行政經營策略」整體 Cronbach's α值=0.950（如

表 3-3），各項目刪除後α值除 B8題外，餘均低於 0.950，顯示問卷各題均具有相當信

度。 

B8題刪除後α值雖高於 0.950，然僅高出 0.001，差距極為有限，修改題意即可，

無須刪除。 

 

表表表表 3-3：：：：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實然面實然面實然面實然面、、、、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 

項 目 刪除後α值 項 目 刪除後α值 項 目 刪除後α值 項 目 刪除後α值

B1 0.936 B9 0.938 B17 0.937 B25 0.937

B2 0.936 B10 0.938 B18 0.937 B26 0.936

B3 0.937 B11 0.938 B19 0.937 B27 0.937

B4 0.938 B12 0.944 B20 0.937 B28 0.936

B5 0.938 B13 0.939 B21 0.937 B29 0.937

B6 0.937 B14 0.936 B22 0.936 B30 0.936

B7 0.938 B15 0.936 B23 0.938 B31 0.936

B8 0.951 B16 0.937 B24 0.937

n=30； 項目個數=31； Cronbach's α值=0.950    Sig=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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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然面」之「教學經營策略」整體 Cronbach's α值=0.926（如表 3-4），各項目

刪除後α值均低於 0.926，顯示問卷各題均具有相當信度。 

 

表表表表 3-4：：：：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預測問卷信度分析表(實然面實然面實然面實然面、、、、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 

項 目 刪除後α值 項 目 刪除後α值 項 目 刪除後α值 項 目 刪除後α值

E1 0.923 E6 0.918 E11 0.919 E16 0.923

E2 0.924 E7 0.923 E12 0.918 E17 0.924

E3 0.922 E8 0.924 E13 0.923 E18 0.923

E4 0.922 E9 0.925 E14 0.922

E5 0.923 E10 0.923 E15 0.922

n=30； 項目個數=18； Cronbach's α值=0.926  Sig=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本研究之問卷內容採用石幸真研究問卷，該問卷經專家效度、信度分析、因素分析，

復以本研究預測信度分析後修改而完成，應具有足夠之「內容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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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本章依據問卷調查資料，就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進行統計與分析，瞭解臺中市大甲

區國民小學教育人員因應少子化學校與教學經營策略之認知與實施程度，並與臺中市相

關文獻研究進行比較。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現況分析與比較、第二節為相關分析

與比較、第三節為不同人口變項分析與比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基本描述與實施基本描述與實施基本描述與實施基本描述與實施現況現況現況現況 

 

壹壹壹壹、、、、    基本描述基本描述基本描述基本描述 

臺中市大甲區十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共計 418人，其中男性教師 128人，佔總人數

30.63%、女性教師 290人，佔總人數 69.38%，男女性人數大致比例為 3:7。（如表 4-1） 

 

4-1：：：：臺中市大甲區教師統計表臺中市大甲區教師統計表臺中市大甲區教師統計表臺中市大甲區教師統計表（（（（2015年年年年）））） 

校 名 規模 班數 男教師 女教師 小計 合計 百分比

大 甲 大 55 21 77 98

文 昌 大 43 22 51 73

順 天 中 35 26 48 74

日 南 中 27 17 32 49

華 龍 中 18 13 20 33

西 岐 中 13 10 15 25

東 陽 小 12 6 16 22

德 化 小 10 5 15 20

東 明 小 6 4 8 12

文 武 小 6 4 8 12

合 計 225 128 290 100%

百 分 比 30.62% 69.38% 100%

66 15.79%

171 40.91%

181 43.30%

418

 

資料來源：臺中市教育局，各級學校資料：http://www.tc.edu.tw/school/list 

 

依一般區分方式，國民小學全校班級數在 37班以上者為「大型學校」，大甲區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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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甲與文昌等 2校屬之，教師人數 171 人，佔全區教師總人數 40.91%。班級數在 13

至 36 班者為「中型學校」，計有順天、日南、華龍與四歧等 4 校，教師人數 181 人，

佔全區教師總人數 43.30%。班級數在 12班以下者為所謂「小型學校」，計有東陽、德

化、東明與文武等 4校屬之，教師人數 66人，佔全區教師總人數 15.79%。（臺中市教

育局） 

本研究就全區全數教師分發問卷，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290份，有效回收率為 69.38

%。資料經 SPSS12分析受訪者人口變項基本資料如表 4-2所示，並各別分析如下： 

 

4-2：：：：受訪教師人口變項統計表受訪教師人口變項統計表受訪教師人口變項統計表受訪教師人口變項統計表 

變項 變 數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1)男性 94 32.41%

(2)女性 196 67.59%

年齡 (1)30歲以下 44 15.17%

(2)31～40歲 96 33.10%

(3)41～50歲 135 46.55%

(4)51歲以上 15 5.17%

學歷 (1)師範院校 98 33.79%

(2)一般大學 50 17.24%

(3)研究所 142 48.97%

職務 (1)校長 6 2.07%

(2)兼任行政(主任、組長) 75 25.86%

(3)未兼行政(科任、導師) 209 72.07%

規模 (1)12班以下 68 23.45%

(2)13～36班 101 34.83%

(3)37班以上 121 41.72%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一一一一、、、、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依回收問卷統計受訪者性別，其中男性教師 94人，佔受訪總人數 32.41%、女性教

師 196人，佔受訪總人數 67.59%，男女性別比例大致亦為 3：7，與母群比例大致概等，

顯見本研究回收問卷樣本具有相當代表性。 

另經卡方分配檢驗，卡方值(x
2
)為 0.439、自由度(df)為 1、顯著值(P)為 0.507，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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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 0.05，顯示回收問卷在性別方面與母群無顯著差異。（如表 4-3） 

4-3：：：：回收問卷卡方分配統計表回收問卷卡方分配統計表回收問卷卡方分配統計表回收問卷卡方分配統計表 

項目 卡方(a)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a.

性別 0.439 1 0.507
0 個格 (.0%) 的期望次數少於 5。

最小的期望格次數為 88.8

學校

規模
3.248 2 0.197

0 個格 (.0%) 的期望次數少於 5。

最小的期望格次數為 40.3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二二二、、、、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依受訪教師年齡統計，30歲以下教師 44人，佔受訪總人數 15.17%、31至 40歲教

師 96人，佔受訪總人數 33.10%、41至 50歲教師 135人，佔受訪總人數 46.55%、50歲

以上教師 15人，佔受訪總人數 5.17%，近半數教師年齡集中於 41-50歲，其次為 31-40

歲。若將分組簡化為 40歲以下與 40歲以上兩組，則人數大致各半。 

 

三三三三、、、、    學歷學歷學歷學歷 

依受訪教師學歷統計，師範院校畢業教師 98人，佔受訪總人數 33.79%、一般大學

畢業教師 50 人，佔受訪總人數 17.24%、研究所畢業教師 142 人，佔受訪總人數 48.97

%。近半教師具有研究所學歷，顯見大甲區國民小學教師具有高度素質。而一般大學畢

業教師人數比例較低，亦符合國民小學教師來源現況。 

 

四四四四、、、、    職務職務職務職務 

依受訪教師職務統計，校長 6 人，佔受訪總人數 2.07%、兼任行政職教師 75人，

佔受訪總人數 25.86%、未兼任行政職教師 209人，佔受訪總人數 72.07%，受訪人數與

學校兼任行政與未兼任行政職之專任教師之一般印象大致相當。 

 

五五五五、、、、    學校規模學校規模學校規模學校規模 

依受訪教師所屬學校規模統計，班級數 12班以下者教師人數 68人，佔受訪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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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5%、班級數 13至 36班者教師人數 101人，佔受訪總人數 34.83%、班級數 37班以

上者教師人數 121 人，佔受訪總人數 41.72%。人數比例與母群人數比例大致相當，顯

見本研究回收問卷樣本具有相當代表性。 

另經卡方分配檢驗，卡方值(x
2
)為 3.248、自由度(df)為 2、顯著值(P)為 0.197，P值

大於 0.05，顯示回收問卷在學校規模方面與母群無顯著差異。（如表 4-3） 

比較本研究之對照研究：「臺中縣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經營策略之研究」受訪對象

之基本資料（如表 4-4），該研究男女性人數概等，大約各半，與一般國民小學女性教

師較多之印象不同。年齡部分則與本研究相當，受訪部年齡大多集中於 31至 50歲之間。

學歷部分則以師範院校最多，研究所次之，一般大學最少；本研究則以研究所近半居首，

師範院校次之。職務部分，二者之校長比例均低，但該研究兼任行政職之受訪者近半，

就學校人力分布印象觀察，似乎偏高。 

 

4-4：「：「：「：「臺中縣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經營策略之研究臺中縣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經營策略之研究臺中縣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經營策略之研究臺中縣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經營策略之研究」」」」受訪者資料統計表受訪者資料統計表受訪者資料統計表受訪者資料統計表 

變項 變 數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1)男性 220 43.39%

(2)女性 287 56.61%

年齡 (1)30歲以下 30 5.92%

(2)31～40歲 221 43.59%

(3)41～50歲 210 41.42%

(4)51歲以上 46 9.07%

學歷 (1)師範院校 228 44.97%

(2)一般大學 126 24.85%

(3)研究所 153 30.18%

職務 (1)校長 26 5.13%

(2)兼任行政(主任、組長) 218 43.00%

(3)未兼行政(科任、導師) 263 51.87%

規模 (1)12班以下 103 20.32%

(2)13～36班 195 38.46%

(3)37班以上 209 41.22%  

資料來源：“臺中縣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經營策略之研究”，石幸真， 

2009，中台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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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現況現況現況現況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一一一、、、、    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行政經營策略 

統計受訪者對於「行政整體經營策略」應該實施之應然面與實施現況之實然面，各

構面與各題項平均數如表 4-5、表 4-6所示： 

大甲區受訪者對於「行政整體經營策略」應該實施具有 4.01 分的高度認知，構面

部分依序為「強化競爭優勢」（4.32）、「資源空間運用」（4.23）、「持續創新管理」

（4.18）、「實施行銷管理」（3.81）、「推動策略聯盟」（3.81）、「落實績效管理」

（3.71），前三項高於 4分，後三項低於 4分，唯差距有限。各構面所合題項分數分佈

情形與構面相同，介於 3.50至 4.51之間，並無極端值。 

受訪者對於「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實施的滿意程度則僅有 3.39分，雖高於中位值 3

分，唯距離應然面的 4.01分高度認知差距不小。 

構面部分依序為「強化競爭優勢」（3.60）、「資源空間運用」（3.50）、「持續

創新管理」（3.45）、「實施行銷管理」（3.40）、「落實績效管理」（3.25）、「推動

策略聯盟」（3.13），各構面均低於 4分。六構面所含各題項分數分佈情形與構面大致

相同，介於 3.02至 3.79之間，除「多樣化的學習環境與服務」獲得 4分的高度肯定外，

餘並無極端值。 

比較兩者之間的構面得分排序，除排名末兩名的「推動策略聯盟」、「落實績效管

理」在應然面與實然面互換外，其餘排名相當。顯示受訪者除了對實況較不滿意外，對

構面的重視程度依舊。 

從表 4-5、表 4-6可知大甲區國民小學教師對於因應少子化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具有

高度的認知，但對於實施的現況雖稱不上不滿意，與認知中的理想尚有差距。再者，受

訪者對於六項行政經營策略中的「競爭優勢」、「資源運用」與「創新管理」等三項有

較高的評價；對於「行銷管理」、「績效管理」與「策略聯盟」等三項較不重視，可謂

內求重於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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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行政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行政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行政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行政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應然面應然面應然面應然面) 

構面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32 0.5857 15.學校應發展學校特色 4.30 0.804

29.學校應幫助學生持續對外表現優越 4.19 0.811

30.學校應提供充足的教學資源 4.46 0.676

4.23 0.5713 6.學校應有效整合學校資源 4.47 0.666

7.學校應充分運用學校教學設備 4.51 0.702

9.學校應提供閒置空間辦理社區教育活動 3.80 0.950

17.善加運用人力資源，辦理課後輔導活動 4.13 0.861

3.81 0.6714 3.善用各種媒體管道，傳達學校活動 3.59 1.016

4.學校應擴大獎勵制度以吸引就學人口 3.47 1.095

5.學校應建立校際教學策略聯盟 3.88 0.908

10.學校應擁有高學歷的師資群 3.50 1.037

11.學校應充分提供家長學校訊息 4.30 0.792

12.學校應建立社區網路資源 3.95 0.932

13.學校應提供多樣化的學習環境與服務 4.12 0.940

16.學校應重視社區服務以提升學校形象 3.86 0.922

28.建立學校人員行銷理念以拓展公共關係 3.61 1.013

4.18 0.6182 1.學校行政團隊應具有創新學校願景共識 4.18 0.852

2.學校應鼓勵創新的教學活動 4.27 0.834

14.學校應運用知識管理創新學習 4.01 0.821

22.學校行政團隊應能因應創新，適時變革 4.24 0.739

23.學校應與圖書館合作，教學資源共享 4.41 0.740

24.學校應建立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制度 3.66 1.096

25.學校財務收支應透明化 4.32 0.813

26.學校應建構友善創意校園環境 4.31 0.726

3.71 0.8206 19.針對教師教學，定期辦理家長滿意度調查 3.40 1.146

20.學校應落實目標管理 3.93 0.841

21.學校應推動校內評鑑制度 3.55 1.078

31.建立教育策略規劃小組，適時修正策略 3.96 0.907

3.81 0.7350 8.學校應跨校合作辦理教師專業交流 3.98 0.950

18.與文教組織合作，進行教育相關議題研究 3.88 0.882

27.學校應與企業組織合作，增加財力後盾 3.58 1.080

4.01 0.5802行政

整體

強化

競爭

優勢

推動

策略

聯盟

資源

空間

運用

實施

行銷

管理

持續

創新

管理

落實

績效

管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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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行政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行政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行政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行政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實然面實然面實然面實然面) 

構 面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60 0.7292 15.學校應發展學校特色 3.61 0.905

29.學校應幫助學生持續對外表現優越 3.69 0.849

30.學校應提供充足的教學資源 3.50 0.866

3.50 0.6412 6.學校應有效整合學校資源 3.41 0.832

7.學校應充分運用學校教學設備 3.77 0.779

9.學校應提供閒置空間辦理社區教育活動 3.16 0.852

17.善加運用人力資源，辦理課後輔導活動 3.66 0.914

3.40 0.6020 3.善用各種媒體管道，傳達學校活動 3.17 0.947

4.學校應擴大獎勵制度以吸引就學人口 3.20 0.927

5.學校應建立校際教學策略聯盟 3.07 0.915

10.學校應擁有高學歷的師資群 3.41 0.725

11.學校應充分提供家長學校訊息 3.79 0.815

12.學校應建立社區網路資源 3.37 1.900

13.學校應提供多樣化的學習環境與服務 4.00 0.863

16.學校應重視社區服務以提升學校形象 3.39 0.887

28.建立學校人員行銷理念以拓展公共關係 3.19 0.855

3.45 0.7085 1.學校行政團隊應具有創新學校願景共識 3.45 0.915

2.學校應鼓勵創新的教學活動 3.49 0.877

14.學校應運用知識管理創新學習 3.29 0.873

22.學校行政團隊應能因應創新，適時變革 3.46 0.923

23.學校應與圖書館合作，教學資源共享 3.41 0.919

24.學校應建立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制度 3.32 0.887

25.學校財務收支應透明化 3.57 1.021

26.學校應建構友善創意校園環境 3.61 0.925

3.25 0.7048 19.針對教師教學，定期辦理家長滿意度調查 3.11 0.994

20.學校應落實目標管理 3.40 0.757

21.學校應推動校內評鑑制度 3.28 0.881

31.建立教育策略規劃小組，適時修正策略 3.23 0.886

3.13 1.1264 8.學校應跨校合作辦理教師專業交流 3.22 2.562

18.與文教組織合作，進行教育相關議題研究 3.13 0.880

27.學校應與企業組織合作，增加財力後盾 3.02 0.956

3.39 0.6313行政

整體

強化

競爭

優勢

資源

空間

運用

實施

行銷

管理

持續

創新

管理

落實

績效

管理

推動

策略

聯盟

 
資料來源：本研究 

 

對照石幸真「臺中縣」調查結果：行政整體經營策略 3.03 分，顯示臺中縣教師因

應少子化行政經營策略具有高度認知與實施現況，各構面與各題項分佈平均，並無極端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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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甲區不同的是，臺中縣「實施行銷管理」排名在「持續創新管理」之前，大甲

區則反之，顯見大甲區受訪者對於內求策略之重視。 

 

二二二二、、、、    教學經營策略教學經營策略教學經營策略教學經營策略 

大甲區受訪者對於教學整體經營策略應該實施具有 4.32 分的高度認知，各構面平

均數介於 4.26至 4.36之間，幾乎沒有差距，依序為「優質適性教學」（4.36）、「小班

精緻教學」（4.31）、「重視人際溝通」（4.28）、「教師專業成長」（4.26）。各構面

所合題項分數分佈情形與構面相同，介於 4.11至 4.50之間，並無極端值。（如表 4-7） 

 

4-7：：：：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教學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教學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教學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教學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應然面應然面應然面應然面) 

構 面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4.28 0.6276 8.營造班級溫馨氣氛 4.48 0.645

9.常與家長聯繫以溝通教學理念 4.30 0.764

18.定期配合課程舉辦班級活動凝聚向心力 4.22 0.805

10.適時辦理班親會活動，加強親師交流 4.12 0.856

4.36 0.5929 1.重視學生個別興趣、能力的發展 4.50 0.687

4.鼓勵學生多樣化社團學習活動 4.41 0.711

2.外聘特殊專長教師，加強專業社團教學 4.29 0.828

5.實施優質適性教學活動設計 4.24 0.769

4.31 0.6583 3.善用小老師制度，加強同儕學習 4.36 0.721

11.教師評量方式應多元化 4.32 0.708

13.針對學習弱勢學生，辦理補救教學活動 4.31 0.776

12.鼓勵代替責備，勸說代替處罰 4.27 1.415

4.26 0.6349 6.發展多元教學能力 4.39 0.668

17.持續進修以提升專業知能 4.30 0.793

14.腦力激盪，創新教學點子 4.28 0.759

16.教師同儕間能進行知識分享 4.25 0.789

7.教師應互相觀摩學習成長 4.19 0.777

15.訂立有系統的全校性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4.11 0.868

4.31 0.5575

教師

專業

成長

教學

整體

重視

人際

溝通

優質

適性

教學

小班

精緻

教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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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兼任行政職的教師為研究對象，可以理解其對於教學經營策略重視程度高於行

政經營策略，顯見受訪者認為學校教育仍應以教學為主要本質。另近半研究所學歷的大

甲區國民小學教師並不過於強調「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性。 

 

在實施方面，大甲區受訪者對於「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實施具有 3.78 分的滿意程

度，雖然高於「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實施的 3.39分，但仍低於「教學整體經營策略」應

然面的 4.31，顯示理想與實際仍有差距。（如表 4-8） 

各構面平均數介於 3.69至 3.87之間，差距仍然不大，依序為「重視人際溝通」（3.

87）、「小班精緻教學」（4.81）、「優質適性教學」（3.75）、「教師專業成長」（3.

69）。其中「優質適性教學」排名在應然面時居首，在實然面則與「重視人際溝通」對

調，顯見親師、師生、學生間的溝通與互動，實務上的重要性取代了教學本質的「優質

適性教學」。 

各構面所含題項分數分佈情形與構面相同，介於 3.43至 3.96之間，並無極端值。

但在「優質適性教學」構面中的第 1題「重視學生個別興趣、能力的發展」、第 2題「外

聘特殊專長教師，加強專業社團教學」與第 4題「鼓勵學生多樣化社團學習活動」等 3

題項的標準差高於 2以上，顯見受訪者看法分歧，或許因此導致「優質適性教學」構面

在實然面的滿意程度排名下滑。 

石幸真的調查結果：「教學整體經營策略」3.27分（4點量表），顯示臺中縣教師

因應少子化行政經營策略具有高度認知與實施現況，各構面與各題項分佈平均，並無極

端值。 

而其各策略構面平均數依序分別為：「重視人際溝通」（3.37）、「優質適性教學」

（3.29）、「小班精緻教學」（3.24）、「教師專業成長」（3.19），大致與「行政整體

經營策略」前半段各構面相同，不若大甲區完全淩駕於「行政整體經營策略」之上。 

在排序上，「重視人際溝通」居首與大甲區實然面相同，「教師專業成長」居末則

與大甲區應然、實然面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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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大甲區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教學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教學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教學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教學經營策略現況分析統計表(實然面實然面實然面實然面) 

構 面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3.87 0.8477 8.營造班級溫馨氣氛 3.93 0.733

9.常與家長聯繫以溝通教學理念 3.90 0.740

18.定期配合課程舉辦班級活動凝聚向心力 3.69 0.762

10.適時辦理班親會活動，加強親師交流 3.96 2.491

3.75 1.0971 1.重視學生個別興趣、能力的發展 3.80 2.483

4.鼓勵學生多樣化社團學習活動 3.95 2.431

2.外聘特殊專長教師，加強專業社團教學 3.66 2.003

5.實施優質適性教學活動設計 3.58 0.773

3.81 0.6231 3.善用小老師制度，加強同儕學習 3.80 0.783

11.教師評量方式應多元化 3.72 0.816

13.針對學習弱勢學生，辦理補救教學活動 3.91 0.773

12.鼓勵代替責備，勸說代替處罰 3.80 0.804

3.69 0.5963 6.發展多元教學能力 3.71 0.711

17.持續進修以提升專業知能 3.80 0.757

14.腦力激盪，創新教學點子 3.68 0.699

16.教師同儕間能進行知識分享 3.68 0.787

7.教師應互相觀摩學習成長 3.82 0.825

15.訂立有系統的全校性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3.43 0.879

3.78 0.6009

重視

人際

溝通

優質

適性

教學

小班

精緻

教學

教師

專業

成長

教學

整體
 

資料來源：本研究 

 

參參參參、、、、    本節小結本節小結本節小結本節小結 

大甲區受訪教師對於「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的應然面具有

高度認知，但對實然面的滿意度則較低，理想與實際存有差距。再者，受訪者對於「教

學整體經營策略」不論在應然或實然面，認知與實施滿意度皆明顯高於「行政整體經營

策略」。 

「臺中縣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經營策略之研究」僅調查實施程度，無從比較應然與

實然，唯就平均數與大甲區比較，二者重視與實施滿意程度大致相當。另就「行政整體

經營策略」各構面比較觀察，大甲區受訪者對於「強化競爭優勢」、「資源空間運用」

與「持續創新管理」等內求項目，較諸「實施行銷管理」、「落實績效管理」、「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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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聯盟」等外求項目更為重視。 

大甲區受訪者認為學校教育仍應以教學為主要本質，但實務上則以「重視人際溝通」

最為重要，此與「臺中縣」研究相同。另外，「教師專業成長」在排序上，二者均居於

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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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相關性分析相關性分析相關性分析相關性分析 

 

壹壹壹壹、、、、    大甲區應然面大甲區應然面大甲區應然面大甲區應然面 

依大甲區受訪者行政、教學經營策略應然統計資料進行相關分析，如表 4-9所示： 

 

4-9：：：：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教學經營策略相關分析矩陣表教學經營策略相關分析矩陣表教學經營策略相關分析矩陣表教學經營策略相關分析矩陣表（（（（大甲區應然面大甲區應然面大甲區應然面大甲區應然面）））） 

項 目 重視人際溝通 優質適性教學 小班精緻教學 教師專業成長 教學整體策略

強化競爭優勢 .645** .691** .570** .642** .711**

資源空間運用 .614** .681** .581** .640** .703**

實施行銷管理 .587** .564** .525** .620** .643**

持續創新管理 .718** .709** .623** .750** .783**

落實績效管理 .596** .480** .480** .605** .606**

推動策略聯盟 .573** .557** .517** .612** .632**

行政整體策略 .712** .693** .625** .738** .775**

附記：**在顯著水準為0.01時(雙尾)，相關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一一一一、、、、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與與與與「「「「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呈現顯著正相關（r值=.775），亦

即「行政整體經營策略」應該實施程度愈高，「教學整體經營策略」應該實施程度亦愈

高；反之亦然。 

 

二二二二、、、、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各構面與各構面與各構面與「「「「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

專業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738），其次依序為「重視人際溝通」（r值=.712）、

「優質適性教學」（r值=.693）、「小班精緻教學」（r值=.725）。 

 

三三三三、、、、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與與與與「「「「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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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以「持續

創新管理」相關程度最高（r值=.783），其次依序為「強化競爭優勢」（r值=.711）、

「資源空間運用」（r值=.703）、「實施行銷管理」（r值=.643）、「推動策略聯盟」

（r值=.632）、「落實績效管理」（r值=.606）。 

 

四四四四、、、、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各構面與各構面與各構面與「「「「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各構各構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面相關程度分析面相關程度分析面相關程度分析 

(一一一一)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重視人際溝通重視人際溝通重視人際溝通重視人際溝通」」」」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重視人際溝通」相關程度分析，以「持續創新

管理」相關程度最高（r值=.718），其次依序為「強化競爭優勢」（r值=.645）、「資

源空間運用」（r 值=.614）、「落實績效管理」（r 值=.596）、「實施行銷管理」（r

值=.587）、「推動策略聯盟」（r值=.573）。 

(二二二二)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優質適性教學優質適性教學優質適性教學優質適性教學」」」」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優質適性教學」相關程度分析，以「持續創新

管理」相關程度最高（r值=.709），其次依序為「強化競爭優勢」（r值=.691）、「資

源空間運用」（r 值=.681）、「實施行銷管理」（r 值=.564）、「推動策略聯盟」（r

值=.557）、「落實績效管理」（r值=.480）。 

(三三三三)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小班精緻教學小班精緻教學小班精緻教學小班精緻教學」」」」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小班精緻教學」相關程度分析，以「持續創新

管理」相關程度最高（r值=.623），其次依序為「資源空間運用」（r值=.581）、「強

化競爭優勢」（r 值=.570）、「實施行銷管理」（r 值=.525）、「推動策略聯盟」（r

值=.517）、「落實績效管理」（r值=.480）。 

(四四四四)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程度分析，以「持續創新

管理」相關程度最高（r值=.750），其次依序為「強化競爭優勢」（r值=.642）、「資

源空間運用」（r 值=.640）、「實施行銷管理」（r 值=.620）、「推動策略聯盟」（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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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612）、「落實績效管理」（r值=.605）。 

(五五五五)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強化競爭優勢強化競爭優勢強化競爭優勢強化競爭優勢」」」」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強化競爭優勢」相關程度分析，以「優質適性

教學」相關程度最高（r值=.691），其次依序為「重視人際溝通」（r值=.645）、「教

師專業成長」（r值=.642）、「小班精緻教學」（r值=.570）。 

(六六六六)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資源空間運用資源空間運用資源空間運用資源空間運用」」」」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資源空間運用」相關程度分析，以「優質適性

教學」相關程度最高（r值=.681），其次依序為「教師專業成長」（r值=.640）、「重

視人際溝通」（r值=.614）、「小班精緻教學」（r值=.581）。 

(七七七七)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經營策經營策經營策略略略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實施行銷管理實施行銷管理實施行銷管理實施行銷管理」」」」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實施行銷管理」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專業

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620），其次依序為「重視人際溝通」（r值=.584）、「優

質適性教學」（r值=.564）、「小班精緻教學」（r值=.525）。 

(八八八八)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持續創新管理持續創新管理持續創新管理持續創新管理」」」」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持續創新管理」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專業

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750），其次依序為「重視人際溝通」（r值=.718）、「優

質適性教學」（r值=.709）、「小班精緻教學」（r值=.623）。 

(九九九九)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落實績效管理落實績效管理落實績效管理落實績效管理」」」」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落實績效管理」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專業

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605），其次依序為「重視人際溝通」（r值=.596）、「優

質適性教學」（r值=.480）、「小班精緻教學」（r值=.480）。 

(十十十十)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推動策略聯盟推動策略聯盟推動策略聯盟推動策略聯盟」」」」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推動策略聯盟」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專業

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612），其次依序為「重視人際溝通」（r值=.573）、「優

質適性教學」（r值=.557）、「小班精緻教學」（r值=.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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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教學整體經營策略」中的「教師專業成長」策略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實

施行銷管理」、「持續創新管理」、「落實績效管理」與「推動策略聯盟」等策略最具

相關性；在「強化競爭優勢」與「資源空間運用」二者，其相關性雖次於「優質適性教

育」策略，唯 r值差距不大，可見教師專業能持續成長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實施亦

愈高。 

「行政整體經營策略」中的「持續創新管理」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重

視人際溝通」、「優質適性教學」、「小班精緻教學」與「教師專業成長」等策略最具

相關性，可見行政經營策略中的「持續創新管理」實施程度愈高則「教學整體經營」實

施亦愈高。 

 

貳貳貳貳、、、、    大甲區實然面大甲區實然面大甲區實然面大甲區實然面 

依大甲區受訪者行政、教學經營策略實然統計資料進相關分析，如表 4-10所示： 

 

4-10：：：：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教學經營策略相關分析矩陣表教學經營策略相關分析矩陣表教學經營策略相關分析矩陣表教學經營策略相關分析矩陣表（（（（大甲區實然面大甲區實然面大甲區實然面大甲區實然面）））） 

項 目 重視人際溝通 優質適性教學 小班精緻教學 教師專業成長 教學整體策略

強化競爭優勢 .294** .265** .546** .617** .519**

資源空間運用 .238** .322** .545** .579** .516**

實施行銷管理 .333** .324** .528** .606** .553**

持續創新管理 .345** .325** .575** .685** .589**

落實績效管理 .307** .310** .450** .586** .512**

推動策略聯盟 .225** .206** .321** .430** .363**

行政整體策略 .338** .337** .568** .678** .588**

附記：**在顯著水準為0.01時(雙尾)，相關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一一一一、、、、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與與與與「「「「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呈現顯著正相關（r值=.588），亦

即「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實際實施程度愈高，「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實際實施程度亦愈



 

59 

 

高；反之亦然。 

 

二二二二、、、、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各構面與各構面與各構面與「「「「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

專業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678），其次依序為「小班精緻教學」（r值=.568）、

「重視人際溝通」（r值=.338）、「優質適性教學」（r值=.337）。 

 

三三三三、、、、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與與與與「「「「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以「持續

創新管理」相關程度最高（r值=.589），其次依序為「實施行銷管理」（r值=.553）、

「強化競爭優勢」（r值=.519）、「資源空間運用」（r值=.516）、「落實績效管理」

（r值=.512）、「推動策略聯盟」（r值=.363）。 

 

四四四四、、、、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各構面與各構面與各構面與「「「「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 

(一一一一)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重視人際溝通重視人際溝通重視人際溝通重視人際溝通」」」」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重視人際溝通」相關程度分析，以「持續創新

管理」相關程度最高（r值=.345），其次依序為「實施行銷管理」（r值=.333）、「落

實績效管理」（r 值=.307）、「強化競爭優勢」（r 值=.294）、「資源空間運用」（r

值=.238）、「推動策略聯盟」（r值=.225）。 

(二二二二)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優質適性教學優質適性教學優質適性教學優質適性教學」」」」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優質適性教學」相關程度分析，以「持續創新

管理」相關程度最高（r值=.325），其次依序為「實施行銷管理」（r值=.324）、「資

源空間運用」（r 值=.322）、「落實績效管理」（r 值=.310）、「強化競爭優勢」（r

值=.265）、「推動策略聯盟」（r值=.206）。 

(三三三三)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小班精緻教學小班精緻教學小班精緻教學小班精緻教學」」」」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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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小班精緻教學」相關程度分析，以「持續創新

管理」相關程度最高（r值=.575），其次依序為「強化競爭優勢」（r值=.546）、「資

源空間運用」（r 值=.545）、「實施行銷管理」（r 值=.528）、「落實績效管理」（r

值=.450）、「推動策略聯盟」（r值=.321）。 

(四四四四)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程度分析，以「持續創新

管理」相關程度最高（r值=.685），其次依序為「強化競爭優勢」（r值=.617）、「實

施行銷管理」（r 值=.606）、「落實績效管理」（r 值=.586）、「資源空間運用」（r

值=.579）、「推動策略聯盟」（r值=.430）。 

(五五五五)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強化競爭優勢強化競爭優勢強化競爭優勢強化競爭優勢」」」」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強化競爭優勢」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專業

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617），其次依序為「小班精緻教學」（r值=.546）、「重

視人際溝通」（r值=.294）、「優質適性教學」（r值=.265）。 

(六六六六)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經營經營經營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資源空間運用資源空間運用資源空間運用資源空間運用」」」」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資源空間運用」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專業

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579），其次依序為「小班精緻教學」（r值=.545）、「優

質適性教學」（r值=.322）、「重視人際溝通」（r值=.238）。 

(七七七七)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實施行銷管理實施行銷管理實施行銷管理實施行銷管理」」」」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實施行銷管理」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專業

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606），其次依序為「小班精緻教學」（r值=.528）、「重

視人際溝通」（r值=.333）、「優質適性教學」（r值=.324）。 

(八八八八)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持續創新管理持續創新管理持續創新管理持續創新管理」」」」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持續創新管理」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專業

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685），其次依序為「小班精緻教學」（r值=.575）、「重

視人際溝通」（r值=.345）、「優質適性教學」（r值=.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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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落實績效管理落實績效管理落實績效管理落實績效管理」」」」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落實績效管理」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專業

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586），其次依序為「小班精緻教學」（r值=.450）、「優

質適性教學」（r值=.310）、「重視人際溝通」（r值=.307）。 

(十十十十)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推動策略聯盟推動策略聯盟推動策略聯盟推動策略聯盟」」」」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推動策略聯盟」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專業

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430），其次依序為「小班精緻教學」（r值=.321）、「重

視人際溝通」（r值=.225）、「優質適性教學」（r值=.206）。 

 

五五五五、、、、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大甲區受訪者對於「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實然面之相關性

係數普遍不若應然面強烈，此點與平均數呈象的現象相同。但各構面所表現的相關程度

則大致相當，甚至更為簡潔齊一。 

「教學整體經營策略」中的「教師專業成長」策略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及其各

構面最具相關性；在應然面時，「教師專業成長」與「強化競爭優勢」、「資源空間運

用」二者相關性尚次於「優質適性教育」，但在實然面時，則全數超越其他構面，充分

顯示「教師專業」能持續成長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實施亦愈高。 

「行政整體經營策略」中的「持續創新管理」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重

視人際溝通」、「優質適性教學」、「小班精緻教學」與「教師專業成長」最具相關性。

此點，應然面與實然面一致，可見行政經營策略中的「持續創新管理」實施程度愈高則

「教學整體經營」實施亦愈高。 

有趣的是，在平均數表現不甚重要的「教師專業成長」策略，在相關程度卻表現得

最為強烈；「重視人際溝通」與「優質適性教學」兩策略則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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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臺中縣臺中縣臺中縣臺中縣 

在石幸真「臺中縣」調查結果顯，「行政」、「教學」經營策略相關分析如下： 

一一一一、、、、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與與與與「「「「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呈現顯著正相關（r 值=.82），亦

即「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實施程度愈高，「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實施程度亦愈高；反之

亦然。 

 

二二二二、、、、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各構面與各構面與各構面與「「「「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

專業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79），其次依序為「優質適性教學」（r值=.75）、「重

視人際溝通」（r值=.72）、「小班精緻教學」（r值=.68）。 

 

三三三三、、、、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與與與與「「「「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以「持續

創新管理」相關程度最高（r值=.77），其次依序為「資源空間運用」（r值=.74）、「實

施行銷管理」（r值=.73）、「落實績效管理」（r值=.73）、「強化競爭優勢」（r值=.

67）、「推動策略聯盟」（r值=.66）。 

 

四四四四、、、、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各構面與各構面與各構面與「「「「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各構面相關程度分析 

(一一一一)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重視人際溝通重視人際溝通重視人際溝通重視人際溝通」」」」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重視人際溝通」相關程度分析，以「持續創新

管理」與「實施行銷管理」相關程度最高（r 值=.67），其次依序為「強化競爭優勢」

與「資源空間運用」（r值=.64）、「落實績效管理」（r值=.63）、「推動策略聯盟」

（r值=.54）。 

(二二二二)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優質適性教學優質適性教學優質適性教學優質適性教學」」」」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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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優質適性教學」相關程度分析，以「持續創新

管理」相關程度最高（r 值=.69），其次依序為「實施行銷管理」與「落實績效管理」

（r值=.67）、「強化競爭優勢」與「資源空間運用」（r值=.66）、「推動策略聯盟」

（r值=.63）。 

(三三三三)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小班精緻教學小班精緻教學小班精緻教學小班精緻教學」」」」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小班精緻教學」相關程度分析，以「資源空間

運用」相關程度最高（r值=.67），其次依序為「持續創新管理」（r值=.66）、「落實

績效管理」（r值=.61）、「實施行銷管理」（r值=.60）、「推動策略聯盟」（r值=.5

5）、「強化競爭優勢」（r值=.51）。 

(四四四四) 「「「「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教師專業成長」相關程度分析，以「持續創新

管理」相關程度最高（r 值=.75），其次依序為「資源空間運用」與「落實績效管理」

（r值=.72）、「實施行銷管理」（r值=.70）、「推動策略聯盟」（r值=.67）、「強化

競爭優勢」（r值=.61）。 

(五五五五)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強化競爭優勢強化競爭優勢強化競爭優勢強化競爭優勢」」」」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強化競爭優勢」相關程度分析，以「優質適性

教學」相關程度最高（r值=.66），其次依序為「重視人際溝通」（r值=.64）、「教師

專業成長」（r值=.61）、「小班精緻教學」（r值=.61）。 

(六六六六)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資源空間運用資源空間運用資源空間運用資源空間運用」」」」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資源空間運用」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專業

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72），其次依序為「小班精緻教學」（r值=.67）、「優質

適性教學」（r值=.66）、「重視人際溝通」（r值=.64）。 

(七七七七)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實施行銷管理實施行銷管理實施行銷管理實施行銷管理」」」」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實施行銷管理」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專業

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 值=.70），其次依序為「優質適性教學」與「重視人際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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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值=.67）、「小班精緻教學」（r值=.60）。 

(八八八八)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持續創新管理持續創新管理持續創新管理持續創新管理」」」」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持續創新管理」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專業

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75），其次依序為「優質適性教學」（r值=.69）、「重視

人際溝通」（r值=.67）、「小班精緻教學」（r值=.66）。 

(九九九九)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落實績效管理落實績效管理落實績效管理落實績效管理」」」」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落實績效管理」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專業

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72），其次依序為「優質適性教學」（r值=.67）、「重視

人際溝通」（r值=.63）、「小班精緻教學」（r值=.61）。 

(十十十十) 「「「「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經營策略」」」」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各構面與與與與「「「「推動策略聯盟推動策略聯盟推動策略聯盟推動策略聯盟」」」」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相關程度分析 

就「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與「推動策略聯盟」相關程度分析，以「教師專業

成長」相關程度最高（r值=.67），其次依序為「優質適性教學」（r值=.63）、「小班

精緻教學」（r值=.55）、「重視人際溝通」（r值=.54）。 

 

五五五五、、、、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呈現高度正相關，顯現行政與教學

二者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相互影響。 

「教學整體經營策略」中的「教師專業成長」策略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及其各

構面最具相關性，顯見「教師專業」能持續成長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實施亦愈高。 

「行政整體經營策略」中的「持續創新管理」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及其各

構面最具相關性，可見行政經營策略中的「持續創新管理」實施程度愈高則「教學整體

經營」實施亦愈高。 

整體策略與各構面策略相關係數除少部分外，其餘差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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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本節小結本節小結本節小結本節小結 

「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兩者間的相關性在臺中縣、大甲區

應然面與實然面均呈正相關，前二者且具有高度正相關，而大甲區可能受到實施滿意度

的不理想，在實然面時的相關係數大幅下滑。 

「教學整體經營策略」中，以「教師專業成長」策略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及其

各構面最具相關性，三者的表現一致。 

「行政整體經營策略」中以「持續創新管理」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及其各

構面最具相關性，三者的表現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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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變異數分析 

 

本節依大甲區受訪者之人口變項，分別與「行政、教學經營策略」「應然、實然」

統計資料，在雙屬性的「性別」變項進行獨立變項 t檢定；其他多屬性的「年齡」、「教

育程度」、「職務」與「學校規模」等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視不同屬性意見

是否有所差異。最後，依分析結果再與石幸真的「臺中縣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經營策略

之研究」進行比較。 

經分析結果，人口變項中之「年齡」與「教育程度」兩變項，各屬性在各項「整體」、

「構面」與「題項」並無顯著差異，其餘三項分析如下： 

 

壹壹壹壹、、、、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大甲區受訪「男、女性教師」對「行政、教學經營策略」之「應然、實然」各構面

與題項具有顯著差者，如表 4-11所示： 

 

4-11：：：：性別變項性別變項性別變項性別變項 t 檢定具顯著性項目統計表檢定具顯著性項目統計表檢定具顯著性項目統計表檢定具顯著性項目統計表 

題          項 男性 女性 顯著性

18.舉辦活動凝聚向心 4.34 4.16 0.000

30.提供充足教學資源 3.47 3.51 0.000

24.建立教師評鑑制度 3.30 3.34 0.001

教

學

重視人際溝通

構    面

應

然

實

然

行

政

強化競爭優勢

持續創新管理

附記：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性別變項中，在「應、實然面」中「行政、教學經營策略」之各構面，「男、女

性教師」意見並無顯著差異；但在「應然面」中「教學經營策略」之「重視人際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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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之第 18題「舉辦活動凝聚向心」（P=0.000）、「實然面」中「行政經營策略」之

「強化競爭優勢」策略之第 30題「提供充足教學資源」（P=0.000）與「持續創新管理」

策略之第 24題「建立教師評鑑制度」（P=0.001），「男、女性教師」意見具有顯著差

異。 

「男性教師」在前兩項「舉辦活動凝聚向心」與「提供充足教學資源」中的滿意程

度高於「女性教師」；對「建立教師評鑑制度」的實施程度則反之。 

 

貳貳貳貳、、、、    職務職務職務職務 

若依職務區分，各屬性對對「行政、教學經營策略」之「應然、實然」各構面與題

項具有顯著差異者，如表 4-12所示： 

 

4-12：：：：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著性項目統計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著性項目統計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著性項目統計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著性項目統計表(職務職務職務職務) 

題 項 (1)校長 (2)兼任 (3)未兼 總和 顯著性 Scheffe

24.建立教師評鑑制度 4.83 3.97 3.52 3.66 0.000 (1).073 > (3).477 

4.79 4.46 4.20 4.28 0.001 (1).309 > (3).491

10.加強親師交流 4.67 4.39 4.01 4.12 0.001

15.發展學校特色 4.33 3.88 3.50 3.61 0.001 (1).347 > (3).471

4.17 3.80 3.51 3.60 0.000 (1)1.000 > (2)(3).543

6.有效整合學校資源 4.33 3.64 3.30 3.41 0.000 (1).053 > (3).494

3.92 3.67 3.36 3.45 0.001

25.財務收支應透明化 4.33 3.89 3.44 3.57 0.001 (1).455 > (3).427

附記：P<0.001；Scheffe事後比較各組後所列數值為各組P值。

構 面

應

然

實

然

行

政

教

學

重視人際溝通

資源空間運用行

政

強化競爭優勢

持續創新管理

持續創新管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 

 

構面部分，在「應然面」中「教學經營策略」之「重視人際溝通」構面（P=0.001），

校長比未兼任行政職的教師，具有較高的滿意度；在「實然面」中「行政經營策略」之

「資源空間運用」構面（P=0.000），「校長」比「兼任」與「未兼任行政職的教師」，

具有較高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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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部分，「應然面」中「行政經營策略」之「持續創新管理」策略之第 24題「建

立教師評鑑制度」（P=0.000）、「實然面」中「行政經營策略」之「強化競爭優勢」

策略之第 15題「發展學校特色」（P=0.001）、「資源空間運用」策略之第 6題「有效

整合學校資源」（P=0.000）、「持續創新管理」策略之第 25題「財務收支應透明化」

（P=0.001）等各題，「校長」比「未兼任行政職教師」，具有較高的滿意度。 

「實然面」中「行政經營策略」之「持續創新管理」策略構面、「應然面」中「教

學經營策略」之「重視人際溝通」策略之第 10 題「加強親師交流」乙項，雖然顯著性

值低於 0.001，但在 Scheffe事後檢驗，並無差異。 

整體而言，依職務區分，「兼任行政職教師」除了「實然面」中「行政經營策略」

之「資源空間運用」構面，具有分組的顯著值之外，其餘並不顯著，而在分組顯著的此

項構面中，「兼任行政職教師」與「未兼任行政職教師」同組，落後於「校長」之後。 

另外，在具有顯著差異的的構面與題項中，「校長」的認知與滿意度大幅高於「未

兼任行政職教師」。 

 

參參參參、、、、    學校規模學校規模學校規模學校規模 

若依學校規模區分，各屬性對對「行政、教學經營策略」之「應然、實然」各構面

與題項具有顯著差異者，如表 4-13所示： 

在依學校規模區分中，具有顯著差異之構面與題項者，雖然明顯多於依性別、職務

區分，但全屬於「實然面」之「行政經營策略」，「應然面」與「教學經營策略」則付

之闕如。 

在構面方面，除「推動策略聯盟」構面未具有顯著差異外，其餘五項構面與「行政

經營整體策略」均具有顯著差異。 

在具有顯著差異的構面中，除「資源空間運用」（P=0.000）構面，「小型學校教

師」較「大型學校教師」具有較高之滿意度外，其餘「強化競爭優勢」（P=0.000）、

「實施行銷管理」（P=0.000）、「持續創新管理」（P=0.000）、「落實績效管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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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與「行政經營整體策略」（P=0.000）等各構面與整體策略，「小型學校教師」

與「中型學校教師」的滿意度明顯高於「大型學校教師」。 

 

4-13：：：：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著性項目統計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著性項目統計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著性項目統計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著性項目統計表(學校規模學校規模學校規模學校規模) 

題 項 (1)小校 (2)中校 (3)大校 總合 顯著性 Scheffe

3.88 4.01 3.42 3.60 0.000 (1)(2).515 > (3)1.000

15.發展學校特色 4.02 4.17 3.36 3.61 0.000 (1)(2).568 > (3)1.000

29.幫助學生對外表現優越 3.87 4.09 3.54 3.69 0.000 (1).322 > (3).069

30.提供充足教學資源 3.74 3.78 3.36 3.50 0.001 (1)(2).961 > (3)1.000

3.75 3.64 3.39 3.50 0.000 (1).608 > (3).073

6.有效整合學校資源 3.76 3.59 3.27 3.41 0.000 (1).475 > (3).080

3.64 3.65 3.27 3.40 0.000 (1)(2).997 > (3)1.000

3.善用媒體傳達學校活動 3.41 3.76 2.96 3.17 0.000 (1)(2).080 > (3)1.000

4.擴大獎勵吸引就學人口 3.63 3.39 3.03 3.20 0.000 (1).315 > (3).073

5.建立校際教學策略聯盟 3.39 3.28 2.92 3.07 0.001 (1).793 > (3).070

11.充分提供家長學校訊息 4.09 3.93 3.67 3.79 0.001 (1).527 > (3).162

16.重視社區服務提升形象 3.65 3.76 3.23 3.39 0.000 (1)(2).754 > (3)1.000

28.建立行銷理念拓展公關 3.43 3.61 3.03 3.19 0.000 (1)(2).446 > (3)1.000

3.70 3.72 3.31 3.45 0.000 (1)(2).987 > (3)1.000

1.具有創新學校願景共識 3.76 3.80 3.28 3.45 0.000 (1)(2).958 > (3)1.000

2.鼓勵創新的教學活動 3.74 3.87 3.33 3.49 0.000 (1)(2).686 > (3)1.000

14.運用知識管理創新學習 3.61 3.46 3.16 3.29 0.001 (1).585 > (3).146

24.建立教師評鑑制度 3.63 3.61 3.17 3.32 0.000 (1)(2).990 > (3)1.000

3.44 3.54 3.13 3.25 0.000 (1)(2).664 > (3)1.000

27.與企業合作增加財力 3.24 3.41 2.86 3.02 0.000 (1).570 > (3).069

3.67 3.66 3.24 3.39 0.000 (1)(2).996 > (3)1.000

附記：P<0.001；Scheffe事後比較各組後所列數值為各組P值。

構 面

強化競爭優勢

資源空間運用

實施行銷管理

持續創新管理

落實績效管理

推動策略聯盟

行政整體策略

實

然

行

政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單一題項方面與構面分組相同的是僅出現兩種分組情形，一是「小型學校教師」

滿意度高於「大型學校教師」，另一是「小型學校教師」與「中型學校教師」滿意度高

於「大型學校教師」： 

「小型學校教師」滿意度高於「大型學校教師」的單一題項計有：「強化競爭優勢」

策略第 29題「幫助學生對外表現優越」（P=0.000）、「資源空間運用」策略第 6題「有

效整合學校資源」（P=0.000）、「實施行銷管理」策略第 4 題「擴大獎勵吸引就學人

口」（P=0.000）、第 5題「建立校際教學策略聯盟」（P=0.001）、第 11題「充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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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學校訊息」（P=0.001）、「持續創新管理」策略第 14題「運用知識管理創新學習」

（P=0.001）、「推動策略聯盟」策略第 27題「與企業合作增加財力」（P=0.000）等 6

題項。 

「小型學校教師」與「中型學校教師」滿意度高於「大型學校教師」的單一題項計

有：「強化競爭優勢」策略第 15 題「發展學校特色」（P=0.000）、第 30 題「提供充

足教學資源」（P=0.001）、「實施行銷管理」策略第 3 題「善用媒體傳達學校活動」

（P=0.000）、第 16題「重視社區服務提升形象」（P=0.000）、第 28題「建立行銷理

念拓展公關」（P=0.000）、「持續創新管理」策略第 1 題「具有創新學校願景共識」

（P=0.000）、第 2題「鼓勵創新的教學活動」（P=0.000）、第 24題「建立教師評鑑制

度」（P=0.000）等 8題項。 

「小型學校教師」與「中型學校教師」各構面與各題項滿意度平均數大致相當，且

無顯著差異，二者與「大型學校教師」在具有顯著差異之構面與題項的滿意度平均數則

有相當差距。有趣的是，「中型學校教師」與「小型學校教師」雖無顯著差異，但當「中

型學校教師」滿意度平均數高於「小型學校教師」時，二者才會同組而高於「大型學校

教師」；當「中型學校教師」滿意度平均數低於「小型學校教師」時，則僅「小型學校

教師」與「大型學校教師」具有顯著差異。 

 

肆肆肆肆、、、、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整理石幸真「臺中縣」研究中，調查人口變項變異數分析結論如表 4-14。 

在「性別」方面，「男性教師」對於「行政經營策略」之「落實績效管理」與「教

學經營策略」之「重視人際關係」兩項構面的實施滿意度高於「女性教師」。 

在「職務」方面，「校長」與「兼任行政職教師」對於「行政經營整體策略」的實

施滿意度高於「未兼任行政職教師」；在「教學經營整體策略」的實施滿意度表現，三

者具有顯著差異，「校長」最高、「兼任行政職教師」次之、「未兼任行政職教師」最

低，「兼任行政職教師」滿意度意見比較傾向「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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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齡」方面，「兼任行政職教師」對於「教學經營整體策略」的實施滿意度與

年齡呈現正相關，年齡愈高，滿意度愈高；而「未兼任行政職教師」對於「行政經營整

體策略」中「實施行銷管理」、「持續創新管理」、「推動策略聯盟」及整體策略的實

施滿意度與年齡呈現負相關，年齡愈高，滿意度愈低。 

在「學歷」方面，「師範院校」與「研究所」學歷教師對於「行政經營整體策略」

中「實施行銷管理」、「持續創新管理」、「落實績效管理」、「推動策略聯盟」與整

體策略的實施滿意度較「一般大學」學歷教師高。 

 

4-14：：：：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著性項目統計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著性項目統計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著性項目統計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顯著性項目統計表(臺中縣臺中縣臺中縣臺中縣) 

兼 任 行 政 未 兼 行 政

實施行銷管理 (1)>(2)>(3)>(4) (1)(3)>(2)

持續創新管理 (1)>(2)>(3)>(4) (1)(3)>(2)

落實績效管理 (1)>(2) (1)(3)>(2)

推動策略聯盟 (1)>(2)>(3)>(4) (1)(3)>(2)

行政整體策略 (1)(2)>(3) (1)>(2)>(3)>(4) (1)(3)>(2)

重視人際溝通 (1)>(2)

教學整體策略 (1)>(2)>(3) (4)>(3)>(2)>(1)

           3.職務：(1)校長(2)兼任行政(3)未兼行政

           4.學歷：(1)師範院校(2)一般大學(3)研究所
           5.P<0.001

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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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學

附記：1.性別：(1)男性  (2)女性

年 齡
職 務 學 歷性 別

行

政

 

資料來源：本研究。 

 

比較大甲區與臺中縣教師意見在變異數分析表現異同如下： 

一一一一、、、、    臺中縣教師在「年齡」與「學歷」變項具有顯著差異，大甲區教師則無。 

二二二二、、、、    大甲區教師在「學校規模」變項具有顯著差異，臺中縣教師則無。 

三三三三、、、、    在「性別」變項部分： 

(一) 臺中縣教師在「行政經營策略」中「落實績效管理」策略與「教學經營策略」

中「重視人際溝通」，在「性別」變項具有顯著差異，「男性教師」實施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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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高於「女性教師」。 

(二) 大甲區「男性教師」在「應然面」中「教學經營策略」之「重視人際溝通」策

略第 18題「舉辦活動凝聚向心」的認知、「實然面」中「行政經營策略」之「強

化競爭優勢」策略第 30題「提供充足教學資源」的滿意度高於「女性教師」；

而在「實然面」中「行政經營策略」之「持續創新管理」策略第 24題「建立教

師評鑑制度」，「女性教師」滿意度則高於「男性教師」。 

(三) 臺中縣與大甲區受訪教師在「性別」變項的顯著差異表現各自不同。 

 

四四四四、、、、    在「職務」變項部分： 

(一) 臺中縣教師對「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在「職務」變項

具有顯著差異，前者，「校長」與「兼任行政職教師」滿意度高於「未兼任行

政職教師」；後者，「校長」最高、「兼任行政職教師」次之，「未兼任行政

職教師」最低。 

(二) 大甲區教師在「應然面」中「教學經營策略」之「重視人際溝通」策略與「實

然面」中「行政經營策略」之「資源空間運用」策略兩個構面有顯著差異。前

者，「校長」的認知高於「未兼任行政職教師」；後者，「校長」的滿意度高

於「兼任」與「未兼任行政職教師」。 

(三) 大甲區「校長」與「未兼任行政職教師」在「應然面」中「行政經營策略」之

「持續創新管理」策略第 24題「建立教師評鑑制度」、「實然面」中「行政經

營策略」之「強化競爭優勢」策略第 15題「發展學校特色」、「資源空間運用」

策略第 6題「建立教師評鑑制度」與「持續創新管理」策略第 25題「財務收支

應透明化」等 4題有顯著差異，「校長」有較高的認知與滿意度。 

(四) 臺中縣「兼任行政職教師」意見較傾向「校長」、大甲區「兼任行政職教師」

意見則較傾向「未兼任行政職教師」。 

 



 

73 

 

伍伍伍伍、、、、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一一一一、、、、    大甲區教師比較部分： 

(一) 「行政經營策略」中「持續創新管理」策略之第 24題「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在

「應然面」中，「校長」的認知大幅於高於「未兼任行政職教師」；在「實然

面」中，「女性教師」對於實施滿意度微幅高於「男性教師」、「小型學校教

師」與「中型學校教師」實施滿意度則明顯高於「大型學校教師」。 

(二) 「行政經營策略」中「資源空間運用」策略構面，「小型學校教師」實施滿意

度明顯高於「大型學校教師」、「校長」實施滿意度高於「兼任」與「未兼任

行政職教師」。 

(三) 「行政經營策略」中「資源空間運用」策略第 6題「有效整合學校資源」與「強

化競爭優勢」策略第 15題「發展學校特色」，「小型學校教師」實施滿意度明

顯高於「大型學校教師」、「校長」實施滿意度高於「未兼任行政職教師」。 

 

二二二二、、、、    臺中縣教師與大甲區教師比較部分。 

(一) 臺中縣與大甲區受訪教師在「性別」、「年齡」、「學歷」與「學校規模」等

變項的顯著差異表現各自不同。 

(二) 臺中縣「兼任行政職教師」意見較傾向「校長」、大甲區「兼任行政職教師」

意見則較傾向「未兼任行政職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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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依據所蒐集之中外文獻資料，從文獻探討所得到成果，擬定研究問題，規劃

研究架構，設計及檢測問卷，採用實證的研究方法。根據回收之有效問卷加以整理、比

較分析，得到下列的研究成果。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本研究依問卷蒐集資料分析結果，按研究問題整理發現如下： 

壹壹壹壹、、、、    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行政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行政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行政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行政、、、、教學經營策略認知與實施滿意度為何教學經營策略認知與實施滿意度為何教學經營策略認知與實施滿意度為何教學經營策略認知與實施滿意度為何？？？？ 

一、 大甲區受訪者對於「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的應然面具有

高度認知，但對實然面的滿意度則較低，顯示理想與實際存有差距。 

二、 大甲區受訪者對於「教學整體經營策略」不論在應然或實然面，認知與實施滿意

度皆明顯高於「行政整體經營策略」。 

三、 大甲區受訪者對於「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的「內求」構面重於「外求」構面。 

四、 大甲區受訪者認為學校教育仍應以教學為主要本質，但實務上則以「重視人際溝

通」最為重要。 

 

貳貳貳貳、、、、    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行政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行政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行政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對行政、、、、教學經營策略相關性為何教學經營策略相關性為何教學經營策略相關性為何教學經營策略相關性為何？？？？ 

一、 「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皆為正相關，唯可能因為實施滿

意度不理想，實然面相關係數大幅低於應然面。 

二、 「教學整體經營策略」中，以「教師專業成長」策略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及

其各構面最具相關性。 

三、 「行政整體經營策略」中以「持續創新管理」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及其

各構面最具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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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因應經營策略認知與實施現況為何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因應經營策略認知與實施現況為何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因應經營策略認知與實施現況為何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不同背景變項教師因應經營策略認知與實施現況為何？？？？ 

一、 「建立教師評鑑制度」： 

(一) 「應然面」：「校長」的認知大幅度高於「未兼任行政職教師」 

(二) 「實然面」： 

   1. 「女性教師」對於實施滿意度微幅高於「男性教師」。 

   2. 「小型」與「中型學校教師」實施滿意度則明顯高於「大型學校教師」。 

二、 「資源空間運用」策略：(「實然面」) 

   1. 「小型學校教師」實施滿意度明顯高於「大型學校教師」。 

   2. 「校長」實施滿意度高於「兼任」與「未兼任行政職教師」。 

三、 「有效整合學校資源」與「發展學校特色」：(「實然面」) 

   1. 「小型學校教師」實施滿意度明顯高於「大型學校教師」。 

   2. 「校長」實施滿意度高於「未兼任行政職教師」。 

 

肆肆肆肆、、、、    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受訪教師與臺中縣受訪教師比較如何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受訪教師與臺中縣受訪教師比較如何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受訪教師與臺中縣受訪教師比較如何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受訪教師與臺中縣受訪教師比較如何？？？？ 

大甲區受訪者與臺中縣受訪者比較異同如下： 

一、 相同部分： 

(一) 二者對於經營策略重視與實施滿意程度大致相當。 

(二) 二者皆認為學校教育仍應以教學為主要本質，但實務上則以「重視人際溝通」

最為重要。 

(三) 二者對於「教師專業成長」均排居末位。 

(四) 「行政整體經營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皆具有高度正相關。 

(五) 二者均以「教師專業成長」策略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最具相關性。 

(六) 二者均以「持續創新管理」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最具相關性。 

「教師專業成長」策略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各構面最具相關性，台中縣與大甲

區受訪者對於「教師專業成長」此一策略的重視程度卻又屈居未位，此一矛盾現象說明



 

76 

 

國小教師的專業本質尚待釐清，究竟以教學為本質的國小教師應著重於「教學」專業的

不斷成長與創新，或是追求個人學識上的攀高。再者，不斷過度強調專業成長，反而造

成國小教師的過度自信，甚或輕忽專業成長的重要性。 

 

二、 差異部分： 

(一) 臺中縣與大甲區受訪教師在「性別」、「年齡」、「學歷」與「學校規模」等

變項的顯著差異表現各自不同。 

   1. 臺中縣受訪教師在「性別」、「年齡」、「職務」與「學歷」等變項具有顯

著差異， 與「學校規模」無關。 

   2. 大甲區受訪教師在「性別」、「職務」與「學校規模」等變項具有顯著差異，

 與「年齡」、「學歷」無關。 

二者在「性別」與「職務」等變項具有顯著差異，其他變項則有不同表現。「年齡」

與「學歷」變項在台中縣有差異，在大甲區則無差異；「學校規模」變項在台中縣無差

異，在大甲區則有差異，顯見不同變項在不同大小地區會有不同的顯著差異表現。因此，

大空間的研究結果難以一體適用於小區域學校。 

(二) 臺中縣「兼任行政職教師」意見較傾向「校長」、大甲區「兼任行政職教師」

意見則較傾向「未兼任行政職教師」。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壹壹壹壹、、、、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 大甲區受訪教師對於因應少子化行政與教學經營策略具有高度的認知，但對於實

際實施程度滿意度遠不如認知，顯示理想與實際有落差。 

二、 大甲區受訪教師對於「教學整體經營策略」的認知與實施滿意度皆明顯高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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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整體經營策略」，再者，對於「行政整體經營策略」的「內求」重於「外求」，

二者顯示教育的本質仍以教學為主，但實務上則以「重視人際溝通」為重。 

三、 「教師專業成長」策略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及其各構面最具相關性，但在應

然面與實然面卻較不為受訪教師重視，教師專業本質有待釐清。 

四、 「持續創新管理」策略與「教學整體經營策略」及其各構面最具相關性，顯示求

新求變，因應環境為因應少子化的重要主軸。 

五、 大甲區受訪教師在重視、滿意度與相關性意見與臺中縣受訪教師一致，在人口變

項則差異頗大，表現各自不同。 

六、 臺中縣「兼任行政職教師」意見較傾向「校長」、大甲區「兼任行政職教師」意

見則較傾向「未兼任行政職教師」，二者表現大相逕庭。 

 

貳貳貳貳、、、、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 實然面滿意度低於應然面認知、「教學整體經營策略」滿意度高於「行政整體經

營策略」、「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內求」重於「外求」等現象或可解釋為基於立

場的主觀看法，但仍顯示教育以教學為本質，而實務上則以「重視人際溝通」為重。

因此，不論行政或教學策略均應回歸教學的本質。 

二、 「教師專業成長」策略與「行政整體經營策略」及其各構面最具相關性，但在應

然面與實然面卻較不為受訪教師重視，除了「教師專業」本質尚待釐清外，過度強

調專業成長，是否反而造成教師的過度自信，甚或輕忽專業成長的重要性，宜深入

持續探索。 

三、 大甲區與臺中縣受訪教師在滿意度與相關性意見一致，在人口變項則各有不同，

顯示大區域與小區域，即使有隸屬關係，在表現上自有異同，不能一概而論，在進

行決策時，宜因地制宜，依區域不同蒐集各自資料以為參酌，切忌一體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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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臺中市大甲區公立國民小學因應少子化經營策略】問卷

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空協助填寫此份問卷。本問卷之目的，主要是探討國民小學

因應少子化的經營策略。您的想法與經驗非常寶貴，期盼彙整後能提供給相關教

育單位參考。冀望藉由您的意見，促使本研究得以順利完成，衷心感謝您的協助

敬頌

       教安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

研究生楊清林  敬啟

填答說明

1. 本問卷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基本資料；

                                            第二部分為因應少子化之學校經營策略；

                                            第三部分為因應少子化之教師教學策略。

2. 每題分數由高至低，依據本校實施該策略程度與您的滿意度圈選分數

    5分表非常滿意、4分表滿意、3分表沒意見、2分表不滿意、1分表非常不滿意

    本問卷共有4頁，每題有3項，請務必全部作答，謝謝！

 第一部分：個人與學校基本資料

 請依您個人的背景資料，在適當的□中打ˇ

1. 性 別：□(1)男                □(2)女

2. 年 齡：□(1)30歲以下    □(2)31～40歲    □(3)41～50歲    □(4)51歲以上

3. 學 歷：□(1)師範院校畢(含師專、師院、教育大學)

                 □(2)一般大學畢(含師資班)

                 □(3)研究所以上(含四十學分班)

4. 職 務：□(1)校長

                 □(2)教師兼任行政職(主任、組長)

                 □(3)教師未兼任行政職(導師、科任)

5. 學校規模：□(1)12班以下  □(2) 13～36班   □(3) 37班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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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選 項

  應該實施應該實施應該實施應該實施程度

高-------------------

低

目前實施滿意實施滿意實施滿意實施滿意程度

高-------------------低

1.學校行政團隊應具有創新學校願景共識   5     4     3     2     1   5     4     3     2     1

2.學校應鼓勵創新的教學活動   5     4     3     2     1   5     4     3     2     1

3.善用各種媒體管道，傳達學校活動   5     4     3     2     1   5     4     3     2     1

4.學校應擴大獎勵制度以吸引就學人口   5     4     3     2     1   5     4     3     2     1

5.學校應建立校際教學策略聯盟   5     4     3     2     1   5     4     3     2     1

6.學校應有效整合學校資源   5     4     3     2     1   5     4     3     2     1

7.學校應充分運用學校教學設備   5     4     3     2     1   5     4     3     2     1

8.學校應跨校合作辦理教師專業交流   5     4     3     2     1   5     4     3     2     1

9.學校應提供閒置空間辦理社區教育活動   5     4     3     2     1   5     4     3     2     1

10.學校應擁有高學歷的師資群   5     4     3     2     1   5     4     3     2     1

11.學校應充分提供家長學校訊息   5     4     3     2     1   5     4     3     2     1

12.學校應建立社區網路資源   5     4     3     2     1   5     4     3     2     1

13.學校應提供多樣化的學習環境與服務   5     4     3     2     1   5     4     3     2     1

14.學校應運用知識管理創新學習   5     4     3     2     1   5     4     3     2     1

15.學校應發展學校特色   5     4     3     2     1   5     4     3     2     1

16.學校應重視社區服務以提升學校形象   5     4     3     2     1   5     4     3     2     1

17.善加運用人力資源，辦理課後輔導活動   5     4     3     2     1   5     4     3     2     1

18.與文教組織合作，進行教育相關議題研究   5     4     3     2     1   5     4     3     2     1

19.針對教師教學，定期辦理家長滿意度調查   5     4     3     2     1   5     4     3     2     1

20.學校應落實目標管理   5     4     3     2     1   5     4     3     2     1

21.學校應推動校內評鑑制度   5     4     3     2     1   5     4     3     2     1

22.學校行政團隊應能因應創新，適時變革   5     4     3     2     1   5     4     3     2     1

23.學校應與圖書館合作，教學資源共享   5     4     3     2     1   5     4     3     2     1

24.學校應建立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制度   5     4     3     2     1   5     4     3     2     1

25.學校財務收支應透明化   5     4     3     2     1   5     4     3     2     1

26.學校應建構友善創意校園環境   5     4     3     2     1   5     4     3     2     1

27.學校應與企業組織合作，增加財力後盾   5     4     3     2     1   5     4     3     2     1

28.建立學校人員行銷理念以拓展公共關係   5     4     3     2     1   5     4     3     2     1

29.學校應幫助學生持續對外表現優越   5     4     3     2     1   5     4     3     2     1

30.學校應提供充足的教學資源   5     4     3     2     1   5     4     3     2     1

31.建立教育策略規劃小組，適時修正策略   5     4     3     2     1   5     4     3     2     1

第二部分:因應少子化學校經營策略(三區塊均請作答)

填答說明：左側選項為作答者認為學校應該應該應該應該作為之程度，

                   中間選項為作答者認為目前本校實施目前本校實施目前本校實施目前本校實施之滿意程度。

                   右側選項為作答者認為本項若不實施若不實施若不實施若不實施之滿意滿意滿意滿意程度。

                    5：：：：非常滿意非常滿意非常滿意非常滿意、4：：：：滿意滿意滿意滿意、3：：：：沒意見沒意見沒意見沒意見、2：：：：不滿意不滿意不滿意不滿意、1：：：：非常不滿意非常不滿意非常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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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選 項
  應該實施應該實施應該實施應該實施程度

高---------------- 低

目前實施滿意實施滿意實施滿意實施滿意程度

高-----------------低

1.重視學生個別興趣、能力的發展   5     4     3     2     1   5     4     3     2     1

2.外聘特殊專長教師，加強專業社團教學   5     4     3     2     1   5     4     3     2     1

3.善用小老師制度，加強同儕學習   5     4     3     2     1   5     4     3     2     1

4.鼓勵學生多樣化社團學習活動   5     4     3     2     1   5     4     3     2     1

5.實施優質適性教學活動設計   5     4     3     2     1   5     4     3     2     1

6.發展多元教學能力   5     4     3     2     1   5     4     3     2     1

7.教師應互相觀摩學習成長   5     4     3     2     1   5     4     3     2     1

8.營造班級溫馨氣氛   5     4     3     2     1   5     4     3     2     1

9.常與家長聯繫以溝通教學理念   5     4     3     2     1   5     4     3     2     1

10.適時辦理班親會活動，加強親師交流   5     4     3     2     1   5     4     3     2     1

11.教師評量方式應多元化   5     4     3     2     1   5     4     3     2     1

12.鼓勵代替責備，勸說代替處罰   5     4     3     2     1   5     4     3     2     1

13.針對學習弱勢學生，辦理補救教學活動   5     4     3     2     1   5     4     3     2     1

14.腦力激盪，創新教學點子   5     4     3     2     1   5     4     3     2     1

15.訂立有系統的全校性教師專業成長計畫   5     4     3     2     1   5     4     3     2     1

16.教師同儕間能進行知識分享   5     4     3     2     1   5     4     3     2     1

17.持續進修以提升專業知能   5     4     3     2     1   5     4     3     2     1

18.定期配合課程舉辦班級活動凝聚向心力   5     4     3     2     1   5     4     3     2     1

第三部分:因應少子化教師教學策略(三區塊均請作答)

填答說明：左側選項為作答者認為學校應該應該應該應該作為之程度，

                   中間選項為作答者認為目前本校實施目前本校實施目前本校實施目前本校實施之滿意程度。

                   右側選項為作答者認為若不實施若不實施若不實施若不實施之滿意滿意滿意滿意程度。

                    5：：：：非常滿意非常滿意非常滿意非常滿意、4：：：：滿意滿意滿意滿意、3：：：：沒意見沒意見沒意見沒意見、2：：：：不滿意不滿意不滿意不滿意、1：：：：非常不滿意非常不滿意非常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