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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類 科：教育行政、國際文教行政(選試日文)、國際文教行政(選試韓文) 

科 目：教育行政學 

 

一、知識管理已成為行政管理上的重要工作，教育行政上如何透過知識管理以落實教育革新？ 

【擬答】： 

Peter Drucker 在《後資本主義社會》書中強調，資本不再是經濟發展的力量，知識運用與創

造才是經濟成長動力。創業型經濟來臨，往往對現有經營模式帶來衝擊，組織管理方式必須不

斷進行調整，因應時代快速變遷，更突顯知識管理重要性。 

知識管理意義 

吳煥烘（民 93）指出知識管理（Knowledge Management）乃為知識管理的策略與過程，對於

內部與外部知識，透過資訊管理、系統化流程，對個體知識、能力與潛能開發，或是組織整

體績效與競爭力均有提昇，使組織建構核心能力。 

教育行政上如何透過知識管理以落實教育革新 

吳宗立、張順發（民 91）指出知識經濟時代，教育行政必須不斷自我快速調適，才能克服知

識經濟所帶來的挑戰，透過有效的知識管理，以幫助組織的學習和革新，發展教育行政人員

的專業成長和效率。因此，提出推動教育行政知識管理策略與應用，以提昇組織效能。 

設計配合知識管理的教育行政組織制度與行政流程： 

知識管理強調知識取得、知識蓄積、知識分享、知識創新等循環管理，因而教育行政應設

計符應知識循環管理的組織和行政流程，注重教育行政知識由取得到創新的流程管理，並

整合資訊系統，建立知識資料庫，讓教育行政人員都能分享與共用教育行政知識。 

應用資訊科技，充實教育行政人員知識管理的能力： 

知識爆炸與資訊氾濫的知識經濟時代，如何將無用資料轉為有用資訊，再轉化為有價值知

識，提供教育行政經營智慧資產，實為知識管理目的所在；教育行政應利用資訊與網路科

技的運用使訊息傳遞，更具即時性、方便性、選擇性，透過電腦寬頻網路下載功能，使文

字、圖檔、影像傳輸更方便。 

形塑知識導向的學習型組織，建立知識分享的教育行政文化： 

提倡學習型組織，Peter Senge 第五項修鍊中認定學習型組織為有回應、不斷學習的組

織，現今環境變化速度快，各級教育行政都在努力轉型，學習型組織正好提供一個學習方

式。塑造共享、開放與創新組織文化，藉由學習型組織第五項修鍊改善過往本位主義與衝

擊現行體制，教育行政透過研習、討論及讀書會等學習組織，擴展知識學習機會。 

善用知識管理評核回饋，作為改進教育行政知識管理指南： 

王如哲（民 89）指出 Arthur Anderson 顧問公司發展「知識管理評量工具」，可以用來檢

測個別教育機構或教育行政的知識分享與管理知識的程度，並指出組織本身知識管理實務

優缺點。該工具可以檢測領導、文化、科技、測量、程序，以做為教育行政資源重新分配

與改進的依據。 

推行有效的知識管理策略和領導，提昇教育行政效能： 

吳宗立、張順發（民 91）指出面對知識、資訊科技爆炸性成長的知識經濟時代，教育行政

領導者應體認知識管理與教育革新的重要，應發揮知識領導的功能，採取全方位的、有效

的知識管理策略，善用資訊科技、精簡組織結構、創新教育行政文化，將教育行政塑造成

以知識為導向的學習型組織。 

【本文參考：吳宗立、張順發（民 91）。教育行政組織知識管理與教育行政效能。國民教育研究

集刊，10，P91—107。】 

 

二、校長領導已逐漸走向「行政」、「教學」、「課程」的整合領導，請說明其重要理念，並提

出有效的實踐策略。 

【擬答】： 

校長的領導任務已不在侷限於行政事務，於是近年來學界多呼籲校長應進行課程領導與教學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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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而非將領導的責任委付予主任、或領域召集人或教師 

「行政」、「教學」、「課程」的整合領導 

行政領導意義：黃昆輝（民 77）認為教育行政領導是教育行政人員指引組織方向的目標，

發揮其影響力，以集合成員的意志，利用團體智慧，激發並引導成員向心力，從而達成組

織目標的行為。在教育情境及問題限定下，透過教育參與者的智慧與努力，利用有限資

源，經由計畫、組織、協調、執行、評鑑等步驟，管理教育事業，達成有效解決教育問題

為目標的歷程。 

課程領導意義：吳清山、林天祐（民 89）指出，課程領導（Curriculum Leadership）指

在課程發展過程中，對於教學方法、課程設計、課程實施與課程評鑑提供支持與領導，以

幫助教師有效教學、提升學習效果。課程領導（Curriculum Leadership）係指在課程發展

過程中，對於教學方法、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和課程評鑑提供支持與引導、以幫助教師有

效教學和提升學生學習效果。 

教學領導：賴志峰（民 98）「教師是領導者，不論是否具有正式行政職位，透過參與學習

社群、提昇領導能量、合作與對話，對於教室與學校整體產生影響，引導同儕改進教學實

踐，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 

提出有效的實踐策略（吳百祿，民 99） 

中小學宜加強建構專業學習社群，增加教師擔任非正式教師領導者的機會，並強化非正式

教師領導者的尊嚴。 

鼓勵針對「教師領導者需具備的知識與特質」進行研究，以做為未來遴選、培育及認證教

師領導者的參考。 

以國外有關培育教師領導者模式之相關研究文獻為基礎，進一步研究適用我國培育教師領

導者模式。 

教育部應儘速修訂「國民教育法」，賦予國民教育輔導團設立法源，並由國民教育輔導團

協助中小學教師領導者培育與認證。 

傳統師資培育機構宜設置專業發展學校，並與當地或教育輔導區之中小學合作，加強培育

中小學教師領導者。 

落實教育鬆綁與學校本位管理，鼓勵中小學實施學校本位或學區本位的教師領導者培育機

制。 

教育部宜鼓勵師培育機構設「課程與教學領導」碩士在職專班，並調整當前「課程與教

學」碩士課程規劃，俾多元培育教師領導者。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宜適時辦理小團體歷程之相關研習，以增進中小學教師的社群意識與領

導知能，協助教師成為稱職教師領導者。 

校長透徹了解新課程的精神、目標與內涵，分析新課程實施的可能模式，以便依學校之需

要加以選擇；尋找學校在課程上可以發揮特色所在，規劃學校特色。尋找實施新課程可能

遭遇的困難，例如：師資、設備、經費、觀念溝通、學校組織、學生組織、時間安排等，

擬定解決方案，一一加以解決。 

實施校內課程評鑑，了解新課程實施的困難與問題，確認實施績效及改進方向，規劃改進

方案。安排校內外課程實施的觀摩，拓展校內教育工作者的視野，交換課程實施的心得與

意見。 

校長為學校最高領導階層如何落實整合領導，應落實課程發展組織與運作、分析課程目標

與設計課程計、提升專業知能與師資結構的安排、建立課程實施的支持系統、推動教學視導與

有效教學、整合及應用教學相關資源。（張信務、賴國忠，民 96） 

【本文摘自： 

吳清山、林天祐（民 94）。教育新辭書。臺北：高等教育。 

賴志峰（民 98）。教師領導的理論及實踐之探析。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5，113-143。 

吳百祿（民 99）。中小學教師領導者之理念及其對我國學校教育啟示。教育政策論壇，13

，128-158。 

張信務、賴國忠（民 96）。臺北縣 96 年度國民中小學候用校長甄試筆試試題解析。北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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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季刊。】 

 

三、我國「地方教育審議委員會」的功能為何？其運作是否符合「教育基本法」的精神？有無改

善的空間？ 

【擬答】： 

地方教育審議委員會功能： 

教育基本法第十條規定：「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設立教育審議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

負責主管教育事務之審議、諮詢、協調及評鑑等事宜。前項委員會之組成，由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首長或教育局局長為召集人，成員應包含教育學者專家、家長會、教師會、教師、

社區、弱勢族群、教育及學校行政人員等代表；其設置辦法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 

運作是否符合「教育基本法」的精神： 

地方教育行政事務，應由縣（市）長負最後責任，但應設置地方教育（審議）委員會，以

合議制方式，議決預算分配、校長遴聘考核及其他地方教育重要事務，提供縣（市）長決

策之依據。縣（市）長對委員會之決議應予最大的尊重，除非在政策推動上明顯窒礙難

行，不得予以否決。  

縣（市）教育審議委員會由政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教育團體代表、家長代表、社會公

正人士等組成。委員由縣（市）長聘任，其產生方式除部分功能性之當然委員（如教育局

局長）外，應包括透過公開程序遴選者、教育專業團體推薦者、縣（市）議會推薦者，以

及直接由縣（市）長遴選者。 

教育行政機關決策與教育計畫需經審慎研議，是否合乎時代潮流與民意，教育行政機構必

須設置專責審議機構，提供諮詢作為教育行政決策參考。目前國內雖有教育基本法規定設

立「教育審議委員會」，但必須訂定周詳可行之實施辦法，發揮良好運作功能，尚有努力

空間。 

有無改善的空間： 

地方教育審議委員會能每月定時召開會議，每次會議均能有實質討論的議案，會議採取三

分之二委員的出席和決議，視實際需要邀請相關人員列席，會議紀錄能對外公開等，將可

提昇地方教育審議委員會的實質運作成效。 

教育審議委員會應設定為「專業諮商機構」，成員編列應以專業人員考量，而非利益團體

組成，各縣（市）政府應杜絕政治勢力介入，使教育審議委員會發揮其功效。 

教育審議委員會可採行「事先審議」之方式，在地方教育當局推出政策前，先經由教育審

議委員會之委員事先的諮詢與審議，形成一定的共識或決議後，再經由教育當局依據「地

方制度法」之規定，決定是否送至地方議會審議之。（李安明，民 89） 

教育審議委員會為民主化產物，委員們能否秉持公正原則進行審議，加以並無監督機制，

並仿先進各國制定委員會自律倫理，或受大眾媒體檢視，以維護其正常運作與功能執行。 

建立完善審議諮詢制度，審議機關功能即在提供諮詢與相關資訊，以致決策更客觀正確。

依法儘速設置審議委員會，擴大審議機關成員代表性，審議機關設立應具彈性應用，切勿

使審議委員會流於形式運作。 

 

四、從世界各國教育經費籌措與分配的發展趨勢，如何採取有效的策略，避免 M 型化社會中弱勢

學生處於不利的地位？ 

【擬答】： 

我國在民國 89 年通過「教育經費編列與管理法」的基本本精神為保障合法化、編列制度化、分

配民主化、分配優先化、運用彈性化、運用透明化、績效化。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之教育補助

分為一般教育補助及特定教育補助，一般教育補助，用於直轄市、縣（市）政府所需之教育經

費，不限定其支用方式及項目，並應達成教育資源均衡分配之目的，特定教育補助則依補助目

的限定用途。如何採取有效的策略，避免 M 型化社會中弱勢學生處於不利的地位：（呂晶晶，

2008；黃怡雯，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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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公平正義的資源分配 

調整高等教育與國民義務教育經費支出比例，著重在國民教育投資，且限制公立大專院校

增設。 

建立一套合理資源分配指標及模式，對公共部門教育資源作整體規劃和運用，避免教育資

源運用的僵化並提高公共資源使用效率。 

給予經濟弱勢族群就學濟助，以保障其受教育的機會權利，也為增進教育機會均等，促進

學校良性競爭。 

檢討現行教育行政組織體制，避免教育資源之分配、運用受到立法及行政不當干預，並使

教育專業能得到合理的尊重。 

實施補償教育，落實評估回饋 

重建關懷倫理，避免標籤化效果 

重視教育投資，反對教育商品化. 

擴大服務範疇，推動整合性服務 

發揮家庭教育功能，突破階級再製 

充份運用政府給與偏遠地區學校之教育補助及相關配套措施，諸如「加強偏遠地區中小學資訊

教育計畫」、「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加油站」、「大手牽小手」、「焦點三百閱讀計

畫」、師資培育計劃等，再結合民間資源，以人文關懷為觸媒，整合大專青年志工及社會資

源，將資訊技能帶進偏遠地區，藉資訊交流彌平城鄉教育差距，同時鼓勵及協助偏遠地區學童

參與國內及國際資訊交流活動，因之產生標竿效應，由點而線而面擴散至更多偏遠地區學校，

將成功經驗一再複製並發酵。 

【本文參考：呂晶晶（2008）。從M型社會談台灣教育之社會正義。學校行政雙月刊，57，

90109。黃怡雯（2008）。偏遠地區國中學生基測成績之探究。學校行政雙月刊，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