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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教室的力量：教師學習領導之 

領導實踐分析 

陳文彥 

摘  要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索三所學校中教師學習領導之實踐經驗，以瞭解

教師如何發揮跨越教室的力量，促進學生學習。研究目的為瞭解個

案學校中誰是進行學習領導的主要教師領導者，以及分析這些教師

進行學習領導時，所立基的領導信念與展現之領導行為。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本研究採質性取向的多重個案研究，依聲譽規準選擇對促進學

生學習已獲肯定的教師領導者與教師社群為研究對象。資料蒐集方

法以質性訪談為主，另輔以文件分析，三校總計訪談 25 人。 

研究發現或結論 

本研究之結論有四：（一）個案學校進行學習領導的教師，身

分別具多元性，扮演顯著角色者有三類；（二）個案學校教師進行

學習領導的領導觀，是希冀擴散對教與學的理念，且能堅持對學生

有利的事；在學習觀部分，則能肯認教師是學生學習的重要引導者，

自身亦是主動的學習者，並採取學習者中心的教學觀；（三）個案

學校教師學習領導之領導行為，主要展現於催化學習願景建立、帶

動教師專業學習、促進學習方案開展，以及營造支持性文化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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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面向，其下又各有細部作法；（四）由學習領導視角分析教師

領導實踐，應關注教師之領導觀與學習觀，以理解教師領導看似相

近的行為背後，所蘊含之細膩意涵。 

研究原創性／價值 

國內尚無教師如何踐行學習領導之質性研究，且本研究結合信

念面與行為面進行分析，據以連結領導觀、學習觀與領導實踐，是

以往教師領導甚少論及之面向。研究結果除有助擴展學習領導與教

師領導之研究視角，亦可作為教師學習領導實務推動之重要參考。 

 

 

關鍵詞： 學習領導、以學習為中心的領導、教師領導、教師學習領

導、領導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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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BEYOND CLASSROOMS: 
LEADERSHIP PRACTICE OF TEACHER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Wen-Yan Chen 

ABSTRACT 

Purpose 

The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practice of teacher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in three schools and to understand how teachers exercised 
influence beyond classrooms to facilitate student learning. The 
purposes were to indicate the teachers who played major roles in 
leading learning and to analyze the beliefs and behaviors of their 
leadership practice.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The study used qualitative multiple case study as the approach. 
With reputational criteria, teacher leaders and award-winning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in three schools were selected. 
Twenty-five interviews and important documents were conducted and 
collected for analysis. 

Findings 

1. Teachers wh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leading learning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2. The conceptions of leadership held by 
learning-centered teacher leaders are to diffuse their idea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to insist on students’ benefits. As to the conceptions 
of learning, these teacher leaders appreciate learner-centered 
perspectives, recognize their vital roles in facilitating learning, and 
are active learners themselves. 3. Learning-centered leadership 
behaviors displayed by case school teacher leaders focus on 
facilitating the building of learning vision, promot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learning, broadening and deep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programs, and nurturing supportive culture and structure for 
learning. 4. The analysis of teacher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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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 leadership behaviors with teachers’ beliefs of leadership and 
learning to comprehend different meanings of similar teacher 
leadership behaviors. 

Originality/value 

There are no qualitative studies on teachers’ leadership practice 
of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in Taiwan. Furthermore, the study connects 
teacher leaders’ conceptions of leadership and learning with 
leadership behaviors, which was scarcely done in the past. The 
analysis and findings not only broaden the knowledge of teacher 
leadership and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studies but also propose 
important suggestions for facilitating teacher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Keywords: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learning-centered leadership, 
teacher leadership, teacher leadership for learning, 
leadership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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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的脈絡下，教育被視為提升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

基礎建設，許多跨國性測驗結果因此深受重視。而對學生學習成效之關

注，也反映在教育領導研究上，使領導對學生學習影響之探討，近年來重

新成為顯學，除有眾多研究分析不同領導模式之影響力、總結有效之領導

作為，部分研究亦回應領導研究中，權力典範與學習典範之轉變，對學習

與領導進行再概念化（潘慧玲、陳佩英、張素貞、鄭淑惠、陳文彥，2014；

潘慧玲，2015a；Dempster, Robson, & Gaffney, 2011; Hallinger, 2011; 

MacBeath & Dempster, 2009; Robinson, Lloyd, & Rowe, 2008）。在這些研

究中，許多研究者直指領導之核心為學生學習，以「學習領導」或「學習

導向領導」（leadership for learning）（Townsend & MacBeath, 2009）、「以

學習為中心的領導」（learning-centered leadership）（Cravens, 2014）、

「以學習為焦點的領導」（learning-focused leadership）（Knapp, Feldman, 

& Yeh, 2013）為名，探索領導如何促進學生學習，使學習領導成為教育

領導研究的重要焦點1。 

學習領導強調教育系統中不同層次的領導與學習，亦即學習領導的終

極關懷為學生學習，但在此過程中，可透過帶動教師專業學習、組織學習，

與跨組織的系統學習，建立整個系統促進學生學習之能力（潘慧玲，

2015a；MacBeath & Dempster, 2009）。除了將領導焦點由教師教學轉為

學生學習，學習領導亦反映學校領導的典範流變，重視不同人員在提升學

生學習成果上，均可扮演積極角色。其中，校長仍是學習領導的重要人物，

但隨分散式領導理念之興起，以及對教師角色之概念轉變，教師亦被期待

能跨出教室之外，透過教師領導之踐行，影響他人共同改善教育實務，進

而促進學生學習（吳百祿，2010；張德銳，2010；Spillane, 2006; York-Barr 

& Duke, 2004）。由於教師和教與學的脈絡最為貼近，如何發揮教師學習

領導之力，成為學習領導的關鍵環節（Lovett & Andrews, 2011），且在教

師領導亟待不同理論觀點注入，教師領導影響學生學習之路徑仍待釐清的

情況下（York-Barr & Duke, 2004），學習領導之理論視角，亦是擴展教師

領導研究的可行方向。 

                                                                    
1 本研究將此類以學生學習為焦點之領導，均以「學習領導」或「學習導向領導」（leadership 

for learning）一詞稱之，不再細分用詞間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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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來看，領導對學校效能和學生學習之影響，已是延續數十年的重

要主題，但將領導焦點由提升教學成效，轉而直指促進學生學習，並將領

導賦予學習意涵，則是近十餘年來才逐漸明晰的轉向（單文經，2013；

Hallinger, 2011; MacBeath & Dempster, 2009）。在臺灣，教育研究亦呼應

此趨勢，對學習領導理念之探討，近年來日益增加（如：林明地，2013；

吳清山、王令宜，2012；秦夢群，2015；單文經，2013；張德銳、丁一顧，

2015；賴志峰，2010；潘慧玲，2015a、2015b），顯見此主題之重要性。

不過，有關學習領導的實徵研究仍相當缺乏，可見者如：林明地（2015）、

林國楨、張秉凱與廖昌珺（2012）、劉鎮寧（2012）之研討會論文，以及

陳品華（2014）、呂悅寧（2013）之碩士論文，均以校長層級學習領導為

焦點。教師層級學習領導之研究，僅張素貞與吳俊憲（2013）以及鄭淑惠

與陳文彥（2013），曾透過文獻分析，探討教師學習領導的實踐方式與能

力發展。究竟教師如何發揮跨越教室的力量，透過學習領導促進學生學

習，尚待實徵探索。 

基於前述分析，本研究以教師層級之學習領導為焦點，透過質性個案

研究，縷析教師學習領導的實踐經驗。由於教師領導的特殊處，在於不若

校長領導可由正式職位清楚界定，且學習領導涉及領導者所持之領導觀與

學習觀（MacBeath & Townsend, 2011），故在分析層次上，將先處理教師

領導者的定義問題，再由信念與行為兩個層次，描繪教師學習領導之實

踐，最後進行綜合分析。具體研究目的包括： 

一、瞭解個案學校中，誰是進行學習領導的主要教師領導者。 

二、分析個案學校中，教師進行學習領導時立基的領導信念。 

三、探究個案學校中，教師進行學習領導時展現的領導行為。 

貳、文獻探討 

一、教師學習領導的意涵 

（一）教師學習領導的意義 

由學習領導研究在西方的發展脈絡，潘慧玲（2015a、2015b）歸納三

個理路，第一個理路是以教學領導為基礎，轉型發展出學習領導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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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Hallinger（2011）即使用學習領導一詞，涵攝教學領導、轉型領導與分

享領導之概念；第二個理路是以研究與文獻分析為基礎，彙整出學習領導

之作為，如 Murphy、Elliot、Goldring 與 Porter（2007）由研究結果，歸

納學習領導的八個層面；第三個理路則致力發展新的學習領導模式，如

MacBeath 與 Dempster（2009）的研究，強調學習領導須立基新的領導和

學習典範。由此脈絡，學習領導研究存在不同取向，定義亦各有所重。

Hallinger（2011）認為，學習領導描述了領導者為達到重要的學校成果，

所採取之各種作為，其中，學生學習乃特別受關注之焦點。此可視為學習

領導廣義定義，在此基礎上，欲強化學習與領導二者的連結與相互影響，

使領導蘊含學習之意涵和目的（林明地，2013；吳清山、王令宜，2012），

尚須理解學習領導涉及領導與學習典範之轉變（潘慧玲，2015a），因此

分析焦點除領導行為外，領導者的信念更需關注（林明地，2015）。 

在教師學習領導的意義方面，張素貞與吳俊憲（2013）認為教師學習

領導強調教師為學習專家，是著重改善教學實務，以促進學生學習為焦點

的領導方式。鄭淑惠與陳文彥（2013）則指出，教師學習領導的意涵立基

教師領導與學習領導，是教師以促進學生學習為信念，透過專業知能與領

導策略影響他人，以改善教育實務，進而提高學生學習成果的領導模式。

綜觀來看，教師學習領導係以促進學生學習為焦點的教師領導。從廣義角

度，可以 Hallinger（2011）的主張為基礎，將教師學習領導視為可含納相

關理論之大概念，指教師為達到重要的學校成果，所採取的各種領導作

為。不過，由深化的角度，教師學習領導還涉及領導與學習典範之轉變，

教師領導者之信念層次亦需關注，因此，教師學習領導乃是教師基於以學

生為核心的領導觀與學習觀，以促進學生學習為焦點，透過專業知能與領

導策略影響他人，進而改善教育實務，提升學生學習成果的一種領導模式。 

（二）教師學習領導的特性 

教師學習領導乃教師層級所進行的學習領導，因此其理論基礎，蘊含

教師領導、教學領導、轉型領導、分散式領導、建構式領導、組織學習之

概念，並涉及領導與學習典範的轉變（徐超聖、梁雲霞，2011；潘慧玲等

人，2014；潘慧玲，2015b；MacBeath & Dempster, 2009; Spillane, 2006）。

以下便由教師學習領導的領導焦點、立基的領導觀與學習觀，以及影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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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與範圍，進一步理解其特性。前兩者是不同主體進行學習領導時的共通

基礎，而影響路徑與範圍，教師與校長則可能各有所重。 

1. 教師學習領導係以學生學習為領導焦點 

學習領導的發展與教學領導關係密切，但將領導焦點由教師教學轉而

直指學生學習，並作為所有領導實踐之基礎（林明地，2013，潘慧玲，

2015a；Hallinger, 2011; MacBeath & Dempster, 2009）。Knapp、Copeland、

Ford 與 Markholt（2003）指出，學校領導者欲促進學生學習之改善，需聚

焦四大要務，包括：使學生學習成為領導工作之核心、持續溝通學生學習

的重要性、陳述核心價值以支持具影響力且公平的學習，以及公開支持和

學習有關的各項努力。當中，如溝通、示範、公開支持等，均是常見的領

導行為，但這四項領導實踐，因以學習為明確且一貫的核心，故彰顯出學

習領導之特色。而教師學習領導雖涉及不同面向，學生學習乃是衡度各項

領導作為之焦點與最終目的。 

2. 教師學習領導強調新的領導與學習典範 

MacBeath 與 Dempster（2009）指出領導者對學習本質和過程需有更

深的理解與反思，且領導者應抱持新典範的領導觀與學習觀，方能真正進

行學習領導。依其分析，新的領導觀將領導界定為活動，因此具分散式領

導的概念，主張不同教師均可能為學習領導之主體，在適當活動中發揮其

才，而領導是促進創新的影響力，重視脈絡與文化敏感性，領導者本身亦

為學習者，並進行符合公益的道德選擇；新的學習觀亦將學習視為活動，

重視提問、為理解而分析，評量思考，強調後設認知、學會學習和進行道

德選擇，是一種偏向社會建構主義導向的教學論（潘慧玲，2015a）。而

教師學習領導之實踐，有賴教師以新的領導與學習典範為基礎。 

3. 教師可透過不同路徑與層級踐行學習領導 

Murphy（2005）將教師領導分為兩個主要路徑，以角色為基礎的策

略，教師領導是透過正式領導角色所賦予的任務來開展，權力基礎為法職

權，影響範圍與職務有關；以社群為基礎的策略，教師領導是根植於教師

角色，權力基礎為專業和社會資本，影響範圍是分散性、一般性的，與其

他教師是一種緊密、協力合作的關係。因此，教師學習領導之實踐未必透

過正式領導職，而是在互動過程中建構，具建構式領導與轉型領導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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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教師學習領導之範圍，則包括對教師專業學習、學校組織學習，甚至

跨組織的系統學習，發揮促進作用，進而裨益於學生學習（Swaffield & 

MacBeath, 2009）。不過，基於教師角色特性，教師學習領導在教師專業

學習的面向，最能凸顯優勢。 

二、教師學習領導的實踐 

教師學習領導之實踐，有其著力方向與細部執行方式，前者指出教師

學習領導涉及的重要面向，後者則關乎實際作法，以下分由實踐面向和具

體作為分析之。 

（一）教師學習領導的實踐面向 

由於教師領導不限正式職務，並涵蓋多種活動，因此其實踐亦相當多

樣（賴志峰，2009；Gigante & Firestone, 2008）。不過，並非所有教師領

導的面向，皆與學生學習表現密切相關（康翰文，2013），此部分適可由

學習領導理念尋找二者之連結。 

Hallinger（2011）指出雖然領導難以直接影響學習，但學習領導可透

過願景與目標、學術結構與程序、人員能力建立等三大要素的改善，促進

學生學習。Dempster（2009a）亦綜合相關研究，指出學習領導的三個要

素，包括目的、情境脈絡和人員。Murphy 等人（2007）提出的學習領導

八面向，則包括：學習願景、教學方案、課程方案、評估方案、學習社群、

資源取得與運用、組織文化，以及倡導。上述有關學習領導的實踐面向，

區分雖繁簡不同，但大抵涉及學習願景的凝聚、學校人員的發展、結構與

文化的設計，以及學習方案的改善等，可參考 Leithwood（2011）所提之

四個領導實踐核心來涵納，包括：1. 設定方向：發展學習願景與目標；

2. 發展人員：建立人員的能力、發展更多教師領導者；3. 重新設計組織：

為教師的合作創造結構與機會，建立學校的學習文化；4. 改善教與學的

方案：提供支持以促進課程教學方案的開展。基於此，教師學習領導之實

踐，可由目標、人員、結構與方案等四個面向著手，並依教師角色特性，

發揮學習領導之影響力。 

（二）教師學習領導的具體作為 

在前述方向性的實踐面向外，有關教師學習領導的具體作法，相關論

述並不多。Portin 等人（2009）分析以學習為焦點的教師領導者，發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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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主要工作包括：擔任教學領導團隊成員，以參與學校中教學改進的決

策；透過各式專業發展活動，協助教師改進教學實務；與教師建立良好關

係，以便讓教師有效參與專業發展活動；以及透過資料與教師們討論及分

析學生學習情形，共謀解決之道。Lovett 與 Andrews（2011）分析紐西蘭

與澳洲的四個個案，則指出教師進行學習領導時，在專業學習社群中，需

發展教師間協力合作的關係、促進學科的對話，以及深化其他教師的學習

與實務；在領導全校性的改進時，重點則是提升教師的參與和動機、與其

他領導者合作、運用專業對話，以及發展新的工作方式。 

此外，潘慧玲等人（2014）提出以學習共同體作為學習領導的具體操

作形式，教師學習領導可於其中發揮重要促進作用。申言之，教師的學習

領導係透過教師學習共同體中，課堂教學研究三部曲進行，教師在此相互

影響的過程提升教與學專業，並回饋課堂學習共同體之實施，進而促進學

生學習。秦夢群（2015）提出教師學習領導的策略，包括：配合教學實務

確實瞭解學習領導的訴求與目標、共同組成學習社群並積極交流，以及根

據教學實務需求進行相關行動研究。這些主張均結合教師工作特性，據以

發揮教師學習領導的角色。 

由前述分析，本研究探索教師學習領導之實踐，性質屬學習領導研究

的第二個發展理路，亦即透過實徵資料彙整學習領導之作為，但在分析的

角度上，將兼採第一個發展理路中，對學習領導重要面向之分析，以及第

三個理路中，MacBeath 與 Dempster（2009）等人對學習領導認知面向的

強調。因此，教師學習領導的信念與行為層次，均為本研究之焦點。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取向多重個案設計（Yin, 2014），探索三所個案國中（化

名 A 校、B 校、C 校）教師學習領導之實踐。為連結「教師領導」對「學

生學習」之影響，並獲得有關教師踐行學習領導較為豐富之資訊，本研究

採聲譽抽樣法（reputational sampling）（Teddlie & Yu, 2007），選擇對促

進學生學習已獲肯定之教師領導者與教師社群為對象，縷析其透過哪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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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信念和行為發揮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力。樣本選取係衡酌學校在教學與學

生學習相關獎項之得獎情形，和參與本研究諮詢的學者專家和教育行政人

員之意見，進行綜合考量。基於此，本研究以一所曾在該市優質學校評選

中，「專業發展」和「學生學習」向度獲獎之國中進行前導研究。前導研

究結果發現，在社群扮演重要角色之教師，經常是較為顯著的教師領導

者，此亦與教師領導研究相符（Murphy, 2005），因此進一步選取兩個曾

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之團隊為個案。資料蒐集自 2013 年 4 月至 2014

年 1 月，所採方法以質性訪談為主，另輔以文件分析。 

（一）訪談 

本研究採半結構訪談，由研究者依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結果，預擬開

放性問題，蒐集教師在其工作脈絡下，進行學習領導的實踐經驗。訪談問

題主要用於瞭解個案學校、教師領導者與社群成員的背景和特質、社群的

運作情形、教師對教師領導與學習願景的想法、教師領導者發揮影響力的

方式、對促進教師專業學習與開展學習方案的作法、教師領導者或得獎方

案對學生學習的影響、教師領導或社群運作遭遇的困難，以及校長領導的

影響等。三校總計訪談校長 3 人、兼任學校行政職教師 5 人、未兼行政職

教師 17 人，共 25 人。每人訪談一次，各約 40 至 60 分鐘。 

（二）文件分析 

本研究蒐集之文件，主要標的為三校相關得獎資料，包括 A 校教師

獲師鐸獎與行動研究獎之資料，以及 B 校與 C 校獲教學卓越金質獎的得

獎方案。此外，研究者於進入各校訪談前，均先瀏覽該校網站，以瞭解其

發展歷史、人員和活動概況，增加對訪談內容之掌握。文件資料主要提供

研究者對訪談對象與方案之理解，並用於分析領導實踐時之輔助。 

二、個案學校與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三所個案學校均為公立國中，且都有具學習領導特質和成果之

教師。A 校為北部都會市郊的小型學校，近年來在課程發展、教師專業成

長與學生學習上，均甚獲肯定（文 A1；訪 A-P）。A 校研究參與者包括

校長、教務主任、教學組長，兩位扮演顯著領導角色的資深教師、兩位新

進教師，共計 7 人。其中，教務主任和教學組長均在 A 校服務多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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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學習領導，亦對學校脈絡知之甚詳。而 A 校以生態關懷為學校特色，

資深生物教師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數學科資深教師具教學輔導教師資

格，帶領其他兩位年輕數學教師組成社群，其特色課程亦受學生肯定，其

中一位年輕教師接棒擔任領域召集人，也成為重要教師領導者。 

B 校為中部農村的中型學校，校內教師相處融洽，且有數位教師同在

B 校服務多年，是塑造與穩定學校文化的重要人物。B 校品德教育源於十

餘年前學校曾發生重大校安事件，當時的教師在分享過程中，發現彼此都

認同品德教育之重要性，成為合作起點，近幾年更深化為學校特色（文

B1）。B 校研究參與者除校長外，參與得獎方案的八位教師，均為該校品

德教育社群核心成員，皆邀請參與訪談，當中包括了兼任教務主任、訓育

組長的教師，以及六位導師。 

C 校是南部市區大型學校，因學生學習情形良好，在少子化下仍逐年

增班（訪 C-P）。其中，以國文領域領頭的閱讀教育，強調閱讀策略之學

習，曾獲教學卓越獎肯定。此方案除帶動教師學習、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

力外，學生於語文競賽和基測作文成績亦有優異表現（文 C1）。C 校訪

談參與者除校長外，國文領域三位資深教師與教務主任，皆為此方案重要

的領導者，參與方案的另四位教師為導師，亦都邀請參與訪談。 

整體而言，三所個案學校中研究參與者之邀請，均包括校長與教務主

任，以掌握該校教師學習領導之概況。其中，A 校另由校長開始，以滾雪

球方式邀得其他參與者，B 校與 C 校則另邀請全部社群成員進行訪談，因

此，三校重要的資訊提供者均已納入訪談對象，以獲得分析個案學校教師

學習領導實踐經驗時，適切且充分之資料。 

三、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蒐集之資料皆以代碼呈現，訪談資料以「訪」表示，除以 A、

B、C 表學校別外，並依研究參與者身分，以 P 代表校長、S 代表兼任行

政職教師、T 代表教師，例如「訪 B-S1」，代表訪談 B 校第一位兼任行

政教師之逐字稿內容。文件資料以「文」表示，編號方式主要以學校別區

分，如「文 A1」，表 A 校的第一份文件資料。 

在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屬多重個案設計（Yin, 2014），分析時先依

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結果，將分析架構區分為領導信念（含領導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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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與領導行為兩大部分，並使用 Atlis. Ti 軟體輔助，進行訪談逐字稿之

開放編碼，再由下而上，將相似與相關連之編碼，發展成上一層次的主題

與類別，並歸入相對應之分析架構中。由於訪談資料間並無相衝突的狀

況，因此各分析單位內所呈現之發現，可能是三所個案學校之共通作法，

亦可能是某所學校較為凸顯之特色，綜合來看，適可描繪教師學習領導於

實踐時之各種可能方式。 

在資料信實度（trustworthiness）的建立上，本研究將訪談逐字稿有

疑義處，送交研究參與者補充，據以進行人員檢核，並以蒐集不同身分研

究參與者觀點，與兼採訪談和文件分析等不同方法，進行三角檢證。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誰是教師學習領導者 

教師領導包含正式與非正式的領導角色，而非正式的教師領導者，除

指未擔任正式領導職務外，由領導是一種活動的角度來分析，這些活動可

能被其他人描述為領導，而非僅是教師計畫與執行某項活動（Muijs & 

Harris, 2006）。基此特質，領導雖可能在不同活動中有所流動，但整體而

言，可由學校成員的觀點，瞭解誰是進行學習領導的主要教師領導者

（Scribner & Bradley-Levine, 2010）。 

本研究依此角度，探詢研究參與者：「在某個促進學生學習的活動中，

哪些教師較具影響力」。研究結果顯示，雖然教師在不同活動中各有貢獻，

但研究參與者均能明確指出哪些教師較具影響力，且結果具一致性。由其

觀點，這些進行學習領導的重要教師，可區分為幾大類型： 

（一） 兼任學校行政職的教師領導者：如 A 校與 C 校的教務主任，以及

B 校的訓育組長，都因其規劃與推動能力，以及在跨領域或全校

性事務擔任溝通協調角色，被視為重要的教師領導者。 

（二） 兼任教學輔導職的教師領導者：如 A 校資深數學老師擔任教學輔

導教師，對帶領的新進教師發揮重要支持力量；C 校三位資深國

文教師均曾任國教輔導團團員，在 C 校國文領域產生帶動作用，

深獲該校其他教師肯定。 



78 陳文彥：跨越教室的力量：教師學習領導之領導實踐分析 

 

（三） 具學科／教學能力的教師領導者：部分教師未兼任領導職，但他

們以教學能力或學科專業為基礎，透過個人或社群的互動，同樣

發揮學習領導之影響。如 A 校的生物教師與年輕的數學教師，以

及 B 校曾任主任現為導師的資深物理教師、曾獲許多教學獎的資

深國文教師均屬之。 

以下教師學習領導之領導實踐，便是以這些主要的教師領導者為對

象，以跨個案的主題式分析，描繪其領導信念與行為。 

二、教師學習領導的領導信念 

本研究中，影響教師學習領導行為的信念，由領導觀與學習觀分析如

下。 

（一）教師學習領導的領導觀 

領導觀的涵蓋範圍相當廣泛，但有些教師將工作範圍自限於教室，本

研究中學習導向的領導者，卻願意跨出教室，發揮促進學生學習之影響，

與他們對領導目的之信念關連甚深。 

1. 領導是為了擴散對教與學的理念 

本研究中學習導向的教師領導者，對自身領導者角色的知覺程度和看

法並不一致，但其中共通點，是他們都樂於將自己認為重要的理念擴散出

去，透過影響力的發揮，帶動更多人。如 C 校國文領域的教師領導者，便

被認為樂於分享、永遠不會藏私（訪 C-P）。A 校生物教師亦透過演講分

享生態教育相關議題，「因為很想把這個觀念推出去」（訪 A-T1）。B

校品德教育社群中的領導者，同樣期待將良善的理念散播開來，「希望把

想法散播出去，就是慢慢一點一點影響」（訪 B-S2）。此種對於為何願

意領導的觀點，也使他們能抱持分享性的權力觀與領導觀，看見其他教師

的優點，並欣賞其他教師在不同活動中影響力的展現（訪 B-S2；訪 B-T1；

訪 C-T3）。 

2. 領導者須能堅持對學生有利的事 

領導須起始於道德目的，而學生福祉與學習之促進，應是學校領導者

的根本動機（Dempster, 2009a）。因此，進行學習領導的教師能以學生為

主要考量，公開支持對學生有利之事（Knapp et al., 2003）。一位教師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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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認為，教師能成為所謂的領導者，一定有某些特殊風格，包括「會無

私的分享」、「有魄力不怕別人講」，以及「遇到挫折會繼續做下去」（訪

C-T1）。A 校的教師領導者便提到，「我們只是盡量用我們的理念去堅持

對的事情」，因此「有什麼不敢講的，我們又不是為自己」（訪 A-T1）。

而 C 校教務主任的領導信念，亦認為「不管多辛苦的事情，對學生有利的，

我們就是要做！」（訪 C-S1）。進而言之，此種以學生為學校教育核心

的思維，乃是學習導向的教師領導者，願意跨出教室，透過領導發揮影響

力的重要信念基礎。 

（二）教師學習領導的學習觀 

學習導向的教師領導者，其學習觀涉及了對自身學習角色的看法，以

及對教與學所持的觀點。本研究中的教師學習領導者，在此部分呈現三個

特點。 

1. 教師是學習的引導者，也是主動的學習者 

學習領導重視學生的深度理解、高層次思考、協力合作與問題解決能

力（Lingard, Hayes, Mills, & Christie, 2003）。在此歷程中，學習導向的教

師領導者，看重自身角色的關鍵性和使命感（訪 B-T2），並瞭解教師扮

演重要的引導角色，也就是「課程雖然以學生為中心，但老師是引導者，

要怎麼引導是老師的專業」（訪 B-S2）。 

此外，學習領導者也是主動的學習者（Dempster, 2009a）。A 校教師

領導者便提到她喜歡學習，且不限正式修課、拿學位，「自己的理念，自

學的心與持續性，才是最重要的」（訪 A-T1）。C 校教師領導者更認為，

「我們應該鼓勵老師多走出去」，因為「一般老師都埋頭苦幹在自己的教

室拼命地教，而忘了要學」（訪 C-T1）。 

2. 教與學要回應學科本質與學習的多重面向 

以學習為中心的教學觀，重視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養、學科本質的掌

握，以及情意層面的關照（黃郁倫、鐘啟泉譯，2012；Cheng, 2009），這

些面向亦獲教師領導者關注。C 校的教師領導者便提到： 

我們常常是老師教多少學生知道多少，沒有教的他就不會。我們

不希望是這個樣子，我們希望至少你教給他一些方法，其他的你

沒有教他，他都可以自學。（訪 C-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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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校數學教師則提到傳統教學只求解題，但他認為在解題過程中，讓

學生去體會、再建構，才是數學真正能留在學生心中的東西（訪 A-T3）。

而 B 校品德教育得以開展，亦與該校教師重視學習的情意和心靈層面有重

要關連。一位教師領導者提到，教育的核心是心靈教育，因此，關愛學生

並引導他們對生命有正確的價值觀，是她賦予自己的教育責任（訪 B-T2）。 

3. 學習者的主體性應該被看見與回應 

多位受訪教師在談論學生學習時，均關注學習歷程中學生的主體性，

例如七年級和九年級學生，特質和動機有所不同，教學方式便須隨之調整

（訪 C-T3）。另一位教師領導者則提到，自己「會堅持努力去看每個孩

子的優點，讓他覺得自己是有用的」（訪 B-T5）。此外，學校學習活動

也須回應學生特性，如 A 校教務主任在擔任訓育組長時，就發現偏差行

為是因學生的學習並不好玩，。她認為，讓課程好玩一點，學生會願意留

下來，並在課程中被看見。 

我就是希望學生被看見，在課程中才會被看見啊！我知道這群孩

子就是欠缺被看見，所以他們會作怪，會有偏差行為，自信心拉

上來的時候他就不會做怪了。（訪 A-S1） 

三、教師學習領導的領導行為 

本研究以三所個案學校之實徵資料為基礎，結合學習領導之要素與面

向，將個案學校教師進行學習領導之重要作為，歸納為催化學習願景的建

立、帶動教師的專業學習、促進學習方案的開展，以及營造支持性的文化

與結構等四大類，細部之領導行為分析如下。 

（一）催化學習願景的建立 

1. 透過學校脈絡與學科發展的省察，凝聚對學習方向的共識 

教師領導的權威來源之一，是透過願景來領導，且領導須基於對學校

脈絡之理解與調和（Dempster, 2009b; Miller & O’Shea, 1991）。本研究中

教師領導者所引領的活動，即本於對學校脈絡或學科趨勢之省察，因此可

凝聚學校人員對學生學習願景的討論和想像。例如 A 校生態教育的開展，

係與該校具豐富自然生態的地理環境連結（訪 A-P）；B 校品德教育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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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則和該校曾發生嚴重校園鬥毆有關，當時的教師領導者對品德教育相

當投入，在此脈絡下，其倡導更獲其他教師共鳴（文 B1）。 

而 C 校閱讀教學之發軔，源於國文領域教師領導者加入國教輔導團，

在當時九年一貫課程剛起步的背景下，她透過研究課綱，發現閱讀為國文

教學中被忽略的重要議題，因此將重心放在閱讀策略之研發。此主軸除在

教學現場具可行性，亦與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的趨勢扣合，故有助凝聚該校

國文領域對教與學的共識。 

早期我不是很清楚閱讀課要教什麼，有的老師還是會偷偷拿來上

國文課。可是後來你會發現說，針對基測趨勢和國文科的題目，

這些老師很厲害，她們會幫你預測說，你看這次考出來，題目每

年的考題走向是越來越偏重閱讀，而不是那種純粹死記的東西。

你就知道說，再不改變的話，不是只有害到你自己，你會害到學

生，所以我會覺得是真的要改變了！（訪 C-T5） 

2. 藉由正式發聲與生活風格的展現，促進對學習議題的反思 

本研究中學習導向的教師領導者，係透過對議題的發聲和學校中的日

常互動，促進相關人員對學習議題之覺察與反思，進而引發對學校課程焦

點和願景的討論。此種作為與效應，在 A 校生物老師身上最為凸顯。她

曾在學校聽從教育局人員意見，砍掉校園中的蓮霧樹時，在網路發文批

判，激發校內對生態議題的討論（訪 A-S1）。此作為也呼應了前述領導

觀中，學習導向的教師領導者，會願意堅持對學生有利的事。 

另方面，教師的領導角色是在互動過程中建構（Lieberman & Miller, 

2004），教師在學校互動頻繁，生活風格的薰染，成了發揮影響力的重要

方式。A 校生物老師提到：「我一天到晚都在辦公室養東西、在學校拍東

西，大家常常看到我在做這件事情。慢慢地，他們如果有看到什麼，第一

個會好奇，就比較不會害怕；第二個就會想要知道牠是什麼。」（訪

A-T1）。影響所及，「老師和學生看到動物受傷都會送到她那邊去，是一

種潛移默化的功能」（訪 A-S2）。長久下來，生態意識不僅是課堂知識，

更透過日常互動讓學生與教師實際體驗，成為學校潛在課程的一部分，此

亦成為凝聚學校學習願景時，一個尋常但重要的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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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發展自身的課程教學，到成為開展學校學習特色的種子 

教師領導者的優勢與影響力是根植於教室實務，並基於此贏得權威

（Lieberman & Miller, 2004）。在本研究中，許多教師均以自身在課程教

學的表現，引起相關人員關注，進而成為發展學校學習特色的基礎。如 A

校的生態素養教育，最初便是以生物老師的特色課程為起點，在學校行政

人員的串連下，逐步開展為學校特色（文 A1；訪 A-P；訪 A-S2）。而在

B 校，品德教育始於幾位教師所帶領的班級經營實務研討（文 B1），這

些教師領導者的表現深獲肯定，並據此吸引更多教師加入，持續發展。 

換言之，教師領導者係透過自身課程教學的深化，成為發展學校學習

特色的種子（文 B1；訪 B-P）。由於這些具特色的課程，歷經長期的發

展與擴散，因此學校人員在論及學習願景時，此些特色和成果也就成為重

要基礎。 

（二）帶動教師的專業學習 

1. 主動分享教與學的知識和經驗，尤其是透過示範與協作 

本研究中角色顯著的學習導向教師領導者，均有相當優異的專業知

能，且樂於主動分享其教與學的知識和經驗，發揮帶動專業發展的效果。 

我們的做法就是不斷的分享，總會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這

樣跳進來吧？跳進來的人越來越多，大家就會動起來，當它變成

是風氣後就很好推。（訪 C-T2） 

此外，這些教師領導者的分享常透過示範或邀請協作（訪 A-T4；訪

C-T7），因此和實務脈絡最為貼近，且較易提供個別化協助（鄭淑惠，2015；

Gigante & Firestone, 2008; Reeves, 2008; Southworth, 2005），而擁有教與

學專業，並知道如何擔任同儕教練，正是教師學習領導者的重要能力

（Portin, Russell, Samuelson, & Knapp, 2013）。B 校教師提到，該校品德

教育有項請學生回家幫父母洗腳的活動，她看到一位教師領導者的學習引

導，是先找一位學生，自己彎下腰示範如何洗腳，此觀課過程所見之細膩

互動，對自己帶領活動甚具幫助（訪 B-T6）。C 校教師也提到國文領域

教師領導者，邀請其他教師協作前的示範，讓大家更易於掌握實作要領。

而直接觀察其他教師的實務表現，正是教師專業發展最有力之工具

（Dempster, 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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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位老師的共同特色就是，她們要影響我們之前，其實都已經

先做出很成熟的一套，然後也都很無私地奉獻她們的成果，所以

我們很容易跟著去做，摸索期就會減少。（訪 C-T6） 

2. 帶領社群深化教與學的研討，並培力更多的教師領導者 

發展學習社群是學習領導的重要面向，也是教師領導重要的活動型態

（吳清山、王令宜，2012；Murphy, 2005）。本研究中的教師領導者，多

善於透過社群發揮學習領導之效果。他們提到，社群須以教與學為主題，

才能凝聚運作焦點（訪 B-T1），也就是透過社群運作，增加聚焦於學習

的專業對話，並解決學校教師所關心的在地問題（Martin-Kniep, 2008; 

Swaffield & MacBeath, 2009）。如 C 校國文領域分析學科與會考趨勢，開

始在月考加入非選擇題後，便透過社群提升教師出題能力，而評量方案之

改進，正是學習領導的焦點之一（Murphy et al., 2007）。 

現在強調藉著問答題去了解學生比較高層次的思考。……做非選

擇題後才發現老師不會出題，出題後學生不會作答，就是他們都

沒有經過訓練。所以 T1 老師才提議說是不是我們來成立一個社

群，從老師非選擇題題目的設計開始來做。（訪 C-T2） 

除透過社群帶動專業學習，一些教師領導者也抱持分享性領導的理

念，重視培力更多教師，共同帶動專業發展。前述領導信念中，學習導向

的教師領導者希望擴散理念，此亦為實踐該信念的具體作法。 

我們領域常會接很多任務，任務一來就是會找人，找人會刻意找

不同年齡階層的。除了比較積極的老師優先外，我們也會刻意從

年輕的裡面去注意。（訪 C-T3） 

3. 透過自身實踐與學生回饋，提升同儕改變與學習的動機 

帶頭學習，並帶動學習，是學習領導強調的新領導觀（Swaffield & 

MacBeath, 2009）。B 校教師領導者便提到自己喜歡學習，也大方跟其他

教師分享學習所得，「他們覺得我願意學的這一塊，還蠻能夠激勵他們」

（訪 B-S2）。C 校教師領導者則提到自己持續進修，因此每年談閱讀都

會有新的突破，這也帶動了其他教師，「每年只要是我的研習就會願意來」

（訪 C-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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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中的教師領導者，藉由社群、協作與日常對話，大幅增

加教師間對教與學公開討論和展示的機會。這些立基於課堂實務的互動，

除了是教師專業發展的新基礎（Reeves, 2008），教師領導者教學實踐所

獲得的學生回饋，亦藉此在教師間擴散，進而激勵其他教師改變與學習的

動機。 

你做就被看到了！……在這裡只要一有不同，學生就感動、家長

就來說，讓我們知道後，我們行政又大聲嚷嚷的，就是這樣的一

個良性循環，所以大家就越做越起勁。（訪 A-S1） 

4. 引入外部專家拓展學習視角，為專業發展注入新的刺激 

教師領導者可扮演引入外部專業的中介角色，為教師擴展學習視角

（Harris & Muijs, 2005）。如 A 校年輕的教師領導者，與校外數學專家交

流，並將教案引入學校，刺激了其他教師對教師中心教學的反思。 

我有跟一個校外的高手在討教，就看到一些很強的教案，開發好

的東西也回學校分享。他們可能也真的拿來用，會聽到他們的回

饋，他們看到在這樣狀況下學生的學習，會開始意識到說，真的

我們講得越少，學生學到越多。（訪 A-T3） 

由於這些外部專家是由教師領導者所接觸和邀請，因此能切合教師需

求，進而對專業發展更具擁有感（Lovett & Andrews, 2011）。C 校國文領

域在發展閱讀教學時，國內對此議題研究尚少，當中的教師領導者尋得一

位契合的教授共同研討，終於逐步開展校本閱讀課程架構（訪 C-T1）。

而 C 校教務主任在提升教師閱讀教育素養時，亦曾邀請獲得教育部閱讀推

手的外校教師分享，後續引動校內一位自然科教師自願任教閱讀課，並發

展的有聲有色（訪 C-S1）。 

（三）促進學習方案的開展 

1. 主動邀請同事共同發展課本以外的學習活動 

主動邀請同僚合作，是許多教師領導者發揮影響力之方式（鄭淑惠，

2015；Muijs & Harris, 2006）。如 A 校資深數學教師，主動找另兩位教師

一同設計彈性學習課程（訪 A-T2）；C 校國文領域教師領導者，則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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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師參加閱讀教學的討論（訪 C-T6）；而 B 校的教師領導者，「有

好東西一定急著跟大家說」（訪 B-T4），並透過邀請同事共同發展教科

書以外的學習活動，使學生的學習更加豐富。例如一位教師領導者善於設

計多元的學習活動，除在班上試作，也邀其他教師參與，使影響力擴展至

個別班級外，帶動更多學生與教師的學習。 

我有辦一個活動叫「我要多學一件事」。因為現在孩子每天來上

課，他們都是學校規定好的，我說你就利用假期去學一樣你想要

學的，再怎麼小的事情都 ok。然後我就把教案什麼都寫好，主動

找W老師說你要不要用。二年級後來我又找其他所有七個班，跟

美術老師合作，我們就辦了一場畫展，也是正式的，就是找一個

很正式的場地，每個孩子都要參加，不管畫的好或壞，畫一定要

掛上去。那種活動會讓老師整個團結起來，因為你要完成一件事。

（訪 B-T1） 

2. 擴展學習活動的參與並結合行政角色的優勢 

學習導向的教師領導者會擴展學習活動的參與對象，使教師學習與學

生學習，觸角均更加延伸（Spillane, Healey, Parise, & Kenney, 2011）。除

前述的協作邀請，C 校國文領域的教師領導者，原利用 email 進行分享與

討論，目前則進一步建立各年級國文教師的 FB 社群，讓不同辦公室或較

少互動者，也都能共享檔案並看到討論歷程（訪 C-T3）。 

在擴展學習方案的參與對象時，兼任行政職的教師領導者有其優勢

（Murphy, 2005）。基於角色的正當性與行政經驗，他們會思考更多推動

細節、預想可能的困難和資源，並協助解決（訪 C-T1）。B 校一位教師

領導者由分工的概念，認為學習社群領導者最好由行政人員擔任，因為在

發通知、公文，處理相關行政業務時，會更名正言順與得心應手，「有人

幫我從中協調，我們樂於分享所學，角色就很單純」（訪 B-T2）。此點

亦凸顯不同類型教師領導者，在學習領導上各有優勢，可發揮互補之效。 

3. 串連相關學習活動並強化對課程主軸的掌握 

將學校中促進學習的各種努力加以串連與整合，是教師學習領導的重

要焦點（Portin, Russell, Samuelson, & Knapp, 2013）。申言之，教師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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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有課程觀，據以綜整學校各項資源和方案。在課程時間有限的情況

下，「把活動跟課程結合，而不是為活動而活動」（訪 B-P），是這些學

校共通的想法。在此部分，兼任行政職的教師領導者發揮了重要角色。他

們在規劃自身業務時，會以統整課程的思維，將不同領域的相關活動串

連，也就是「以課程為中心，然後旁邊的活動環繞這個課程來做主題」（訪

A-S2）。如 B 校品德教育的體驗活動，結束後係配合午餐饗宴的廣播作

後續分享（文 B2；訪 B-S1）；C 校在教務主任的協調下，七、八年級學

生都在電腦課學習心智圖軟體操作，亦使電腦課與國文的閱讀策略教學產

生有意義的連結（文 C1）。 

在課程實施層次，教師領導者適時提醒活動背後的意涵，是使學習活

動落實的重要因素。如 B 校擔任訓育組長的教師領導者便提到，引導學生

學習是教師的專業，因此，「我的活動會一直提醒老師，它可能跟哪一些

品德有關、或者要融入生命教育的哪些概念」（訪 B-S2）。此種串連和

聚焦的領導行為，使教師和學生能更瞭解活動背後的學習意涵（訪

B-T5），進而深化學習成效。 

（四）營造支持性的文化與結構 

1. 由日常互動擴散正向關懷的學習氛圍 

建立信任與互惠關係，是教師領導者重要的領導能力（Lieberman & 

Miller, 2004）。雖然本研究中學習導向的教師領導者各具風格，但其他人

對他們的共通描述，如：正向思維、溫暖、有熱忱、願意付出等，透過學

校中的日常互動，為其他教師營造了正向關懷的學習氛圍（訪 A-T4；訪

B-S1；訪 C-T4；訪 C-T7）。一位教師領導者指出，教師間情感面向之經

營非常重要，是帶動其他教師共同參與的基礎。 

我覺得團體裡要有一個會去經營情感的人，要跟他們聊一聊、有

互動，他會覺得你是親切的、跟他有感情的，不然他們就是很冷

冷地在那裡而已。事實上他很有能力、可能也願意參加，就缺乏

被鼓勵出來。（訪 C-T3） 

此支持性、邀請性的氛圍和作法，為願意參與的教師提供了良好資

源，卻不會帶來太大壓力，因為這些教師領導者會顧及其他教師的專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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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訪 C-T6），也會「考慮到每個人不同的需求或狀況」（訪 B-T3）。

而由教師所營造的學習文化，影響力相當深遠，B 校教師便認為，B 校「很

無私在付出的那種團隊文化，可能換了校長也不太會變」（訪 B-T1）。

此種氛圍讓教師「做事情比較沒顧慮」，因此能安心互動、嘗試與成長（訪

B-T3）。 

2. 主動為同事的問題與新作法提供支持 

主動提供社會支持與後勤支援，是教師學習領導的重要作法

（O’Donoghue & Clarke, 2010）。一位教師描述她因學生問題而困擾時，

教師領導者會主動關心發生何事，先幫助其緩和情緒，再給予引導和建

議，因此讓她感受很好（訪 B-T4）。 

此主動支持亦包含實際執行面，如 C 校教務主任是該校教師專業學

習的強力後盾，他提到自己的領導方式，是請教師碰到問題就找他，以便

讓教師們想做的事情皆可達成（訪 C-S1）。而 B 校教務主任由導師轉任

行政不久，一位兼任行政較久的教師領導者，亦主動提供支援。 

她一直都很認真帶班，現在變成教務主任，我就覺得太好了，正

好讓她有展現的機會，所以我蠻樂觀其成。像她最近的「生活智

慧王」，發動之後我們很肯定她，有時候她題目想不出來，其實

我們自己的都想好了，大家就會多幫她想幾題。（訪 B-S2） 

3. 透過爭取資源與改善結構來促進學習 

學習導向的領導者，需以教與學為考量來分配資源（Robinson, 

2011）。此部分主要由兼任行政職的教師領導者，透過申請計畫、分配業

務權責內的經費，以及引入外部專家等方式為之。如 C 校學生進行班級共

讀的書籍，獲得兼任教務主任的教師領導者支持（訪 C-T5）；C 校國文

領域教師領導者，亦將輔導團的專業發展資源與學校教師共享（訪 C-T1）。 

在結構面向，排除不利結構和建立有利制度，是教師學習領導可著力

之處（Hallinger, 2011）。如 A 校數學領域教師領導者，建立領域教師共

同聚會的慣例，讓接任的召集人延續社群發展更為容易（訪 A-T3）；A

校教務主任擔任訓育組長時，將聯課活動與社團課兩節連排，則是該校社

團能深化的制度因素。B 校品德教育社群，成員來自不同科別教師，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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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協助安排共同空堂（訪 B-T1），以解決共同時間難尋之問題。而 C

校教師領導者除以 FB 社群促進專業互動，一位教師領導者在校內自行辦

理閱讀教學工作坊，更透過彈性的學習規劃，以 email 討論和實體討論搭

配，緩解時間帶來之限制（訪 C-T6）。C 校將心智圖軟體操作納入電腦

課，亦是調整結構以整合學習方案之實例。 

四、綜合討論 

本研究結合信念面與行為面分析教師學習領導，據以連結領導觀、學

習觀與領導實踐之關連，是以往教師領導研究甚少論及之面向。而在學習

領導普遍關注的領導焦點上，本研究對教師層級領導實踐之探索，亦發現

許多不同於校長學習領導的細部作法與優勢。綜合實徵資料，以下針對不

同類型教師領導者領導實踐之異同、信念對領導行為的重要影響，以及教

師學習領導與校長學習領導的比較，進一步討論。 

首先，本研究由學校成員觀點，指出三類主要的教師學習領導者，且

資深教師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此結果與許多分析相呼應，亦即教師領導

可能與職務有關，但並不限於此，而是根植於教室實務，憑藉著願景、知

識、經驗所贏得（Lieberman & Miller, 2004; Miller & O’Shea, 1991）。進

一步比較不同類型教師領導者領導實踐之異同，共通處在於他們均懷抱以

學生為核心的領導觀和學習觀，因此普遍展現樂於分享、主動協助等領導

行為，所倡議帶動的，是學生素養的強化、思考能力的培養，以及品德與

情意面向的開展。不過，擔任正式行政職的教師領導者，較常展現規劃、

串連、協調、提醒等領導行為，亦即 Murphy（2005）所說，以角色為基

礎的教師領導路徑；未兼正式領導職的教師，主要則透過個別互動及社

群，藉分享、示範、協作發揮影響力，領導焦點則為教與學。不過，由於

本研究中兼行政職之教師仍須授課，自身在課程教學亦有所長，故有助其

在社群中實質參與，不受限於以角色為基礎的影響路徑。但整體而言，教

師領導者是否兼任行政職，其領導焦點與方式仍有差異。 

其次，教師踐行學習領導的方式，如主動分享、邀請合作等，皆是教

師領導常見之作為（鄭淑惠，2015）。但結合信念層次加以細察，則可發



  89 

 

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第二十四卷 第三期，2016年 9月，頁 065-098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4, No. 3

現同樣是主動分享，領導者抱持教師中心或學習者中心的教學觀，將影響

此主動分享的領導行為，所欲帶動之專業發展係朝何方向，以及是否關乎

學習領導。申言之，領導並非僅是行為或技巧的展現，更受到領導者認知

之影響，抱持不同領導觀與學習觀的教師領導者，對相似活動所賦予的意

義與執行細節，可能相當殊異，並進而影響其領導焦點與效能（MacBeath 

& Townsend, 2011; Swaffield & MacBeath, 2009）。此亦呼應 Southworth

（2005）所主張，如果新的學習型態要在教室生根，教學與教師要變得更

加以學習者為中心，而此轉變不僅需要領導，更需要與新的學習觀一致的

方式，領導此變革。 

此外，比較教師與校長進行學習領導之差異，可發現二者在學習領導

的重要面向，均有可著力之處。不過，基於角色特性，影響策略則各有所

重，例如在帶動教師專業成長方面，校長主要透過提供資源、支持、鼓勵、

倡導等方式（吳清山、林天祐，2012；秦夢群，2015），本研究中的教師

領導者，則經常透過示範與協作。此也反映 Portin 等人（2009）所分析，

基於教學專業，且與教師、學生的距離最近，教師進行學習領導時，主要

領導焦點與優勢是教室層級教與學的改進。此外，教師領導者（特別是未

兼任行政職者）進行學習領導時的影響力來源，並非傳統的視導權威，而

是立基於專業與社會資本（Lieberman & Miller, 2004; Portin et al., 2009）。

特別是本研究中所描繪的教師學習領導行為，許多均涉及方案的執行面，

或者與其他教師間長期、緊密的互動，此已超出校長領導常見之範疇與方

式。此差異亦凸顯學校組織中，校長與教師領導具互補之效，以及涵育教

師學習領導能力，對促進教師與學生學習之重要性。 

綜觀研究結果，教師學習領導之實踐係立基以學生學習為核心的領導

觀與學習觀，領導行為層次則聚焦四個面向之持續改善，彙整研究所得，

三所個案學校教師學習領導之實踐，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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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三所個案學校教師進行學習領導之領導實踐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學習領導為視角，透過實徵資料分析教師學習領導之領導實

踐，研究結論如下： 

（一） 個案學校中進行學習領導的教師，身分別具多元性，扮演顯著角

色者有三類，包括：兼任學校行政職的教師領導者、兼任教學輔

導職的教師領導者，以及具學科／教學能力的教師領導者，且資

深教師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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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學校教師進行學習領導的領導信念，在領導觀部分，是希冀

透過領導擴散自身對教與學的理念，且能堅持對學生有利的事；

在學習觀部分，則能肯認教師是學生學習的重要引導者，也是主

動的學習者，並採取學習者中心的教學觀，除掌握不同學科學習

之本質，也看見學生主體性與學習的多重面向。 

（三） 個案學校教師進行學習領導的領導行為，主要展現於四個面向，

包括：催化學習願景的建立、帶動教師的專業學習、促進學習方

案的開展，以及營造支持性的文化與結構。在四個大的行動面向

之下，又各有發揮影響力的細部作法。其中，兼任行政職的教師

領導者，較常使用規劃、串連、協調、提醒、尋求資源等領導行

為；未兼任行政職的教師領導者，則經常透過分享、邀請、示範、

協作、提供支持與關懷等方式發揮影響力。 

（四） 綜觀研究結果，個案學校教師諸多學習領導的領導行為，均受自

身所持之領導觀與學習觀所影響。因此，在領導行為的展現上，

除了願意主動發揮影響力，他們所欲帶動之變革，係與學生新型

態學習，以及多元學習機會的提供有關，而帶動變革的方式，亦

具學習者中心之色彩。因此，由學習領導的視角分析教師領導實

踐，應結合對教師領導觀與學習觀之審視，以理解教師領導看似

相近的行為背後，所蘊含之細膩意涵。 

二、建議 

（一）對校長的建議 

由研究結果可知，可進行學習領導的教師多元，因此，校長應具有分

散式領導之概念，理解每位教師在不同活動中，均可能貢獻領導之力，進

而鼓勵並給予教師多元的參與和發揮空間。其次，教師學習領導涉及信念

層次的領導觀與學習觀，除校長本身對學習領導之意涵應有所掌握，更可

進一步幫助教師理解教師領導的日常實踐性質，以及倡議以學習為焦點的

教與學，藉以培力教師具備學習領導之能力。第三，校長領導作為學習領

導的重要環節，若本身亦為學習領導之實踐者，將可與教師層級學習領

導，發揮相輔相成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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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教師的建議 

由研究結果可知，教師學習領導的實踐，諸多作法均根植於工作與日

常互動，此顯示教師進行學習領導並非外加之任務，每位教師均可能發揮

跨越教室，促進學生學習的影響力。首先，教師可由自身課程教學之深化

著手，蓄積發揮專業影響之基礎；其次，教師的領導觀與學習觀，對於領

導行為具引領作用，因此需以學生學習為行動之核心思考，並持續接觸新

的學習思潮；第三，教師學習領導之切入點，可由本研究所歸納的四個行

動面向著手，其中，社群是教師學習領導重要的實踐場域，而兼任與未兼

任行政職的教師，可依自身角色特性，採取不同方式發揮促進學生學習的

影響力。 

（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國內教師學習領導之實徵研究仍甚缺乏，因此本研究採聲譽抽樣法選

擇個案，以獲取教師進行學習領導較為豐富之資訊，其限制為無法代表一

般學校狀況，故後續可採不同抽樣策略，分析其他類型學校之情形，並針

對教師學習領導面臨的挑戰與問題進行探討。其次，基於教師領導者與學

校場域脈絡之多樣性，後續研究可探索教師學習領導在不同規模、地區、

文化的學校，甚至不同學科領域中，呈現哪些異同，進一步進行比較研究。

此外，有關教師學習領導之現況、影響因素與影響，尚未見大樣本調查，

若能透過問卷蒐集實徵資料，將有助瞭解教師學習領導在臺灣的概況與相

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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