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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類 科：教育行政 

科 目：教育行政學 

 

一、請比較教育行政科學實證時期、行為科學時期與系統途徑時期之理論要旨有何不同？並請歸

納教育行政理論的發展趨勢。 

【擬答】 

（整理自謝文全，2007：28；梁福鎮，2008：11） 

由於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與學術的變遷與進步，改變了人類的思維與生活方式，

教育行政理論也隨著產生典範轉移的現象。歐美教育行政學理論的演變前後經過幾個不同時

期： 

科學管理時期： 

此時期形成了古典或科層的概念，特別注重嚴格的、以技術為基礎的管理原則。組織被認

為是具有階層的、邏輯的及系統合理的結構。組織的成員被視為被動的工具，期能執行工

作並接受命令，但無法主動施為，產生影響。 

行為科學時期： 

此時期其提供不同於科學管理的觀點，特別重視組織的心理與社會基礎。科學管理學派注

重協調生理的歷程及工作者對此種歷程的調適，而行為科學時期學者們則認為組織是一個

有機的社會系統，其成員即社會要素必須經協調而成為一個足可發揮功能的整體。並設法

使各種社會科學及行為原理的概念均能適用於教育行政之中，強調任何合理的行政行為應

兼顧「效能」與「效率」，並應統合機構的目的與個人的需求。 

系統理論時期： 

包括一般系統理論、Z 理論和權變理論等等，重視人類與環境的互動合作與相互調適，主

張應採因人因時制宜的權變領導，唯有組織目標與個人目標均能達成，組織才能有效生存

與發展。 

理論的發展通常循著「正、反、合」的辯證性發展。經由理性的批判，行政學者逐漸發現對

立的正、反兩面各有所偏，因此主張整合的聲音開始出現。再加上前面兩個時期提供了不同

而豐富的研究成果，使後來研究者有更寬廣的視野可以統觀。此外，隨者資訊科技時代來

臨，後現代思潮吹起，教育行政研究更呈現多元論述的百家爭鳴情境。未來教育行政發展將

會受到「國際化、資訊化、民主化、自由化和本土化」的衝擊，建構一套兼顧國際視野和本

土需求、結合資訊科技與傳統文化、融匯行政民主與行政倫理的教育行政體制，追求「品

質、效率、廉潔、公義、效能」的教育行政願景，將是吾人共同追求的目標。 

 

二、請說明非正式組織的正負功能，如欲預防或消除非正式組織反功能有那些途徑？ 

【擬答】 

意義：非正式組織是人們自動形成的組織，而不是依照法令規章設立的。換言之，在正式

組織中的一些成員，由於工作、興趣、利益、情誼（如同學、同鄉、同宗、同事）等關

係，彼此發生互動互助，產生感情與認同而自然結合成的團體，即為非正式組織。 

正功能： 

提供情緒發洩管道，可促進成員身心健康。 

對正式組織產生制衡作用，使正式組織的作為不致發生偏差。 

提供角色交換機會，有助於成員的和諧相處。 

滿足成員從正式組織所無法獲得滿足的需要。 

可協助正式組織的應變適應力。 

負功能： 

造成人員角色衝突，降低其工作效率。 

易造播謠言，破壞正式組織的凝聚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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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掩護徇私，腐蝕正式組織運作的合理性。 

抵制正式組織的革新，降低其應變適應力。 

抹殺成員的創造力，減少其對正式組織的貢獻。 

如何運用非正式組織： 

對非正式組織的領導人物，給予適度的尊重，多找機會接觸他，並徵詢他對正式組織的

興革意見。 

儘量考慮讓非正式組織參與組織的決定，其辦法如讓其代表參與正式組織的各種委員

會；或在作決定之前，先利用意見週查來了解各非正式組織的意見，以便集思廣益。 

透過非正組織，處理一些正式組織所難以處理的問題。正式組織有時會碰到一些問題，

若要用正組織的法定方法處理，反而難以達成目的，若改透過非正式組織來協助，卻反

而容易成功。 

 

三、教育行政領導的意義和要點為何？假如您是一位教育行政人員應把握那些領導的原則？ 

【擬答】 

意義：所謂教育行政領導乃是教育行政人員指引組織方向目標，發揮其影響力，以綜合成

員意志，利用團體智慧，及激發並導引成員心力，從而達成組織目標之行政行為。 其包含

下列要點：  

領導係存在於教育組織情境裡。 

領導旨在達成組織的教育目標。 

領導是一種影響力。 

領導係引導團體成員合力達成教育目標與成員需求之滿足。 

教育行政領導是教育行政人員為達成教育目標所表現的一種行政行為或歷程。 

教育行政領導應把握之原則（林新發）： 

有目標意識並依行政三聯制來達成目標。 

教育行政人員應具領導哲學並對工作價值全神投入。 

能知人善任，適度授權。 

善用轉型領導策略，以增進教師組織承諾，提升組織效能。 

發揮成功領導者的特質與行為。 

採用「中庸式動態平衡的領導」，兼顧組織目標達成及成員需求滿足。 

瞭解並善用非正式組織。 

在依法行事及尊重人性的基礎上，酌情權變。 

善用溝通以協調成員的看法和行動。 

把握道德領導的原則和做法，並採行相關配套措施。 

 

四、近十餘年來台灣教育改革形成的背景為何？當前國民教育階段有那些主要教育政策？並請針

對其實施情形加以評論。 

【擬答】 

近年來社會各界對學校教育改革的期許頗為殷切，行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在教育改革總

諮議報告書中，有關促進中小學教育鬆綁、帶好每位學生、改革課程與教學、提早學習英

語、協助學生具有基本學力等建議，適為民意的反映，故在國民教育的改革行動中，必須進

行新觀念的改革，以滿足社會期待。 

茲將當前國民教育階段主要教育政策 

主要為實施國教九年一貫課程，其中一包含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課程結構（如課

程統整）、教學型態（如協同教學）及評量方式等重大的改變。 

其他配套措施，則如廢除高中聯考，基本學力測驗、小班教學等。 

評述： 

誠如前述，當前諸多教育改革係為符合社會期待與學理依據而推行，然而在實施的過程仍

有相關的手段值得檢討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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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力指標不免抽象，而使其轉化仍有困難。 

課程統整推行不易，常因教學進度、升學考試壓力而淪為應付教案比賽或課程評鑑的工

具，而未發揮統整之目的。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之落實有待努力，部分學校為爭取預算未能善用而為「本位而本

位」。 

教師教學創新及課程研發能力仍嫌不足。 

教科書一綱多本引發家長、學生疑慮，亦曾致中央地方政策不同調、使得基層徬徨失

措。 

教育是衡量國家競爭力的重要指標，也是導引重塑價值體系和社會文化發展的原動力。展望

國內教育的發展，面對知識經濟時代全球化與資訊化的衝擊，將導致重大轉型。。我國教育

發展在人本化、多元化、自由化、本土化、科技化、國際化的衝擊下，應以新的思維、新的

作法，採納新的經營策略，建立新的價值觀念，形成新的學校文化，發揮教育新的功能，以

全力實現共同的願景。我們深信，同時也殷切期許，上述教育發展策略，如能逐步落實，將

有利於我國整體社會的進步與國家競爭力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