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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類 科：教育行政 

科 目：教育行政學 

 

一、身為學校的領導者，校長必須對教師之教學績效進行把關工作。因此，其必須對相關課程之

設計與活動有所瞭解。試以校長為例，說明如要進行有效之「課程領導」，應採取何種策略

與作法? 

【擬答】： 

傳統上，校長領導之於學校總體發展，猶如導師對班級之總籌管制，並且踐行由上而下與偏

重「管理」的領導風格；然而，近年民智已開，校長領導逐漸走向整合行政、教學與課程的

多元領導內涵；茲針對現代校長領導中的整合理念，以及實踐該理念之有效策略，逐一分析

如下： 

校長領導於內容與角色定位顯然轉變從校長遴選制度推動以來，校長在角色與社會責任的

分擔上，已不若往昔對於校長刻板印象之界定；相對地，現代校長不僅肩負學校行政運作

責任，更必須對於教師教學與課程永續經營，有著不同過往的認知與實際作為；以下就校

長整合領導概念下的重要層面，逐一說明： 

校長必須正確認識教育行政之本質 

教育行政本質，本為教學環節服務，校長由須體認之一概念；因此，在行政領導上，校

長必須重視教師與學生於課程與教學之需求，確切提供一切必要且充分之資源，引導教

育行政領域發展之應有方向。 

校長理應自許成為熟手教師之典範 

由於校內活動之重心，絕大部分以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為焦點；因此，校長必須隨時關

注教師教學歷程，並提供教學困難情形發生時所需之各項輔助與輔導的機制與措施，並

適度展現個人精熟之教學經驗。 

校長必須重視校內課程發展之過程 

近年來，各級教育主管單位無不對於各校發展特色自有課程提供必要資源與輔導；是

故，校長自應重視教師對課程發展之意見，必要時，更應透過知識管理理念，提供教師

在教學與課程之經驗交流平台。 

有效實踐校長整合領導的思維與策略 

由上述可知，校長在領導上，不僅應負起傳統概念中「行政」責任，對於校內課程與教學

二者，亦應有其正確思維與策略；以下，即從現代校長整合領導所應具備之正確思維與可

能的有效策略，逐一析論： 

校長行政領導必須著力教學與課程發展理念之整合 

現代校長領導過程中，身為校長除應理解教育行政本應為課程與教學提供必要輔助之角

色；於整體行政運作過程，更須著力於課程與教學品質的永續提升，使學校得以朝向精

緻教育的永續發展方向前進。 

校長尤應認知課程精緻發展與教學品質提升之理念 

各縣市於近年大力推動精緻教育政策，並逐年表揚表現優秀之學校等種種作為，皆為精

緻教育的發展沿革；是故，校長自應匯集校內教師與相關人員，建立明確發展目標、整

合各項必要資源，並提供教師經驗交流與知識交換之空間，以利該目標知落實。 

現代校長領導，不再只是侷限於對外代表學校的角色扮演，更應理解課程與教學整全發

展，對於學校邁向精緻教育與永續發展的重要性；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展現現代校長應

有之體悟，以及有效領導校務之正確發展。 

 

二、特殊教育法第 28 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各教育階段學校，應以團隊合作方式對身心障礙

學生訂定個別化教育計畫，訂定時應邀請身心障礙學生家長參與。」針對此項規定，請就實

務觀點，分析說明目前學校對於「個別化教育計畫」應有何種策略與作為，方能貫徹特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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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之精神? 

【擬答】： 

個別化教育計畫(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rogram, 簡稱 IEP )是針對某一學童的教育

需要，由一 組的專業人員和家長共同擬定的教育方針及課程內容，以書面方式提出完整的規

劃。以下針對該計畫內涵，提出要義說明與應有作為方式： 

個別化教育計劃的主要內涵 

個別化教育計劃的法源基礎，包括特殊教育法第 27 條、特殊教育法施行細則第 18 條與

第 19 條。 

個別化教育計劃的主要目的 

明確提示教育計畫和計畫內容 

制定一套適合某一特殊學生需要的教育方法。 

根據教育方法擬出詳細的教學內容和各項教學服務。 

表明績效責任 

以書面報告的形式建立個別化教育計畫。  

使合適的教育人員擔負起教學成敗的責任。  

始終密切注意學童在各項既定目標上的進步情形。  

研究改進效果不佳的課程安排。  

促進家長和學校之間的溝通 

讓家長(或學生本人)參與 IEP 研 擬小組。  

教育人員把教育計畫的目標、內容告訴家長或學生本人，使其瞭解 IEP 

所要達成的預期目標、學習內容和進行方式，以促進學校與家庭的瞭解。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功能 

提供兒童特殊教育的架構  

提供兒童特殊教育服務的指引。 

提供兒童特殊教育計畫管理的工具。 

提供兒童學習後的評鑑。 

提供學校教育人員與家長溝通的機會，並共同參與兒童的學習規畫。  

個別化教育計劃的實際應有作為 

學生目前的能力水準 

年紀小的或重度身心障礙者，評估重點在生活自理能力、語言能力。  

年紀較大或身心障礙較輕者，評估重點在學業能力或職業技能。  

敘寫內容可包括學生認知能力、溝通力、行動能力、情緒、人際關係、感官功能、健

康狀況、生活自理能力、國文、數學等學業能力之現況。 

學生身心障礙狀況對其在普通班上課及生活之影響。 

適合學生之評量方式。  

年度的長程目標 

以兒童目前的能力水準，在數個學習領域內決定年度長程教學目標，並設計課程的內

容。  

短程的教學目標 

根據年度終點目標，詳細列舉每日教學活動的目標。 

特殊教育服務 

提供特殊教育安置的方式，如：自足式特殊班、資源班、住家、住院教學，並說明學科

重點，每日﹝週﹞實施特殊教育的時數等。 

 

三、十二年國教將於 2014 年正式實施。其中分為免試入學和考試入學兩大部分，免試入學比例

不得低於招生的 75%，考試入學特色學校學生比例不得高於 25%。此外，學生若第一階段免試

已經錄取，還想參加特色學校招生考試，則必須先放棄免試入學錄取的學校。試就以上相關

規定，分析其可能產生之問題與改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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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的升學管道之現行規劃內容當中，將所有高中區分為社區與特色高中兩大

類型；然而，依據現行針對入學管道規定，必須兩者擇一。以下針對現行規定與可能問題及

其可為之改善策略，說明如下： 

現行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的主要規定 

現行 12 年國民基本教育的入學管道，主要以免試與考試入學為主要方式，並分別進入社

區與特色高中。 

對於考試之後的選校原則，主要依循公平與不重覆占用資源為最高原則。因此，若是希

望在免試錄取之後仍欲參加考試入學管道，則需先行放棄免試分發結果。 

針對現有問題的主要改善思維與策略 

當前免試比例實有牴觸高中多元適性發展原則之可能，主要還是因為若從教育政策主導

各校分類，甚至實質運作，將掣肘各校在學校特色上的可能發展，而導致無法以開放心

態及作法，落實政策目標。 

現行規劃當中的入學管道與方式，不但會使學生受限於規定而無法真正思考自我需求，

並且制度的限制也將導致學生於選校時的壓力倍增；甚者，更可能因此導致同儕之間的

惡性競爭。 

對於學校類型與免試比例的規定方面，實應以各校發展品質與效益，參酌家長選擇意

見，重新調整或交由各校自決免試比例，並以彈性及年度調整各校類型歸屬。 

有關學生報考規定，仍可先行讓學生自由報名，即使已經通過免試申請入學，仍可等到

考試分發入學之後，讓學生可以就不同管道，審酌自身需求，適性選擇最能符合自我需

求的學校。 

 

四、何謂「學校品質管理」?試以中小學為例，敘述說明為促進學校品質管理，可採取何種策略與

作為? 

【擬答】： 

學校品質管理理念源自全面品質管理，主要是將其理念實際運用與發揮在學校行政與課程及

教學等各大層面當中。因此，以下將針對學校品質管理之內涵，以及實務上可行之策略，進

行必要之說明： 

學校品質管理的意義與主要概念 

學校品質管理，導源於 TQM 的理念與精神，就是希望透過全員參與、達成顧客滿意與不

斷改進而引導學校品質發展。 

學校品質管理的最終標準，將以六個標準差作為總體品質表現的有效標的；並且，透過

不斷的計劃、執行、檢核與行動改善既有問題。 

學校品質管理的理念原則，必須由系統化學習，並導正成員從以往「把事做對」的積

習，轉變為「做對的事」。 

中小學全面品質管理在實務上的應有作為 

在建立學校總體發展目標階段，必須由全體成員在體認品質管理的精神之後，共同建立

學校發展之目標與願景。 

在學校組織運作方面，應以全面品質管理的精神，融入組織文化的形成過程，並且建立

具體的組織氣氛發展項目。 

在學校成員溝通方面，應建立完成而妥善的訊息交換平台，藉以整全組織訊息，並將有

效建議與策略，實際用於改善組織品質行動。 

在學校領導管理層面，校長應以現代領導觀點，充分混成任務與關係取向的領導，不斷

強化成員在專業的自我成長，作為實踐目標的根本力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