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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領導與特色聯盟學校

學校本位經營的運作型態，亦導引學校行

政由校長、主任及組長等行政主管的決定，轉

化成由全體教職員工參與決定或「分享決定」

（shared decision making）的型態（張明輝，

1998）。因此，推動學校自主和本位經營之餘，

透過教育領導理論的亦不斷推陳出新，形成跨校

系統化的領導概念，再搭配教育部鼓勵「跨校策

略聯盟」的政策引導，對於當前校長之校務經營

與學校特色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壹、系統領導之內涵和原則

在學習組織理論中，經常應用系統思考

（system thinking）解決組織的問題，主張先

摒除僵化、片段的思考方式，並以整體性的視

野，觀察事件發生的環狀因素和互動關係，以及

組織問題的一連串變化過程，而非片段的個別事

件，避免為立即解決問題，而忽略了問題的整體

性（張明輝，1998）。系統是一群彼此交互影響

的單位，為追求共同目標而存有某種相互依存的

組合。

系統領導是常見諸企業領導者按照事物本身

的系統性，把對象放在系統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

方法。具體來說，就是企業領導者從系統的思

想出發，著重以整體與部分、整體與外部環境的

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關係中綜合地、精確地

考察對象，以達到優化地處理問題的方法。李

長根(2011）指出系統領導的內涵和原則是從整

體上重視領導活動的規律性，掌握系統領導的

正確實施路徑，這是領導者迫切需要解決的課

題。系統領導是現代領導活動的高度綜合化、複

雜化和整體化的客觀需要而產生的一種科學方

法。系統領導者是願意承擔系統領導的首席教

師（Head Teachers），並關心且致力於推動本

校或是其他學校成功、優質化。其共同信念就

是：主張－「所有的學校皆是一個優質的學校

（every school a great school）」(Hopkins 

& NetLibrary, 2007)。

貳、系統領導在教育上的主張

臺灣目前對系統領導研究仍不多見，相關文

獻資料亦付之闕如；但英國國家教育領導學院和

學校領導者企圖發展一個連貫的論述，以探討如

何開展全系統領導（system-wide leadership）

的機制，以確保成功的合作夥伴關係和跨學校

之間的聯盟運作。畢竟，學校領導者必須從事

自我改進系統的發展，並特別重視多樣性的自

治發展，績效責任和共同合作（Hargreaves, 

2011）。同時測試檢核校際間的校長相互關切與

扶助的程度。系統領導者在建立彼此間的網絡

關係是透過多機構合作的結果，以建立課堂教

學品質與成效，並協助他校改善與支持的系統

（HighamRob, David, & Peter, 2009）。

在英國越來越多優秀的學校領導者，企圖打

造不同的學校風貌，他們不僅追求體制內個別性

的成功，而且運用更多的自主性，相互挑戰，互

相激勵，彼此借鏡的長處，以建立高品質的教學

和領導的能力（Barber & Mourshed, 2007）。

特別是學校連鎖鍊（chain）的形成，表現出顯

著進步的結果，實現校際之間的合作水準，彼此

分享最佳的執行經驗，共同享有超越性的發展成

果，這些作為均頗獲各界好評。畢竟，學校文化

的改變是會逐漸形成差異，也需要透過時間的醞

釀，讓「信任和合作」的領導元素，分布在學校

教育中的各個層級之中。

參、系統領導之四大關鍵因素

從英國經驗，我們看見系統領導的特性和連

結，有四個關鍵要素（Hargreave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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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社會資本─高度信任，知識共享是很重要

的。

二、相互評價和挑戰─基於誠實的關係。

三、共同實踐的發展─共同規劃和實施，不只是

各自分享。

四、分佈式系統領導─風險共同承擔，共存共

榮，生命共同體。

這些元素之間的關係，主要強調系統的領導

若無良善合作的夥伴關係，即難以實現良法美意

的共同目標：

肆、系統領導之小校策略聯盟

教育部推動特色學校聯盟的政策，不僅在實

務上為學校教育的實踐提供溝通、整合與合作的

發展平臺，另一方面也讓創新思維的教育理論

獲得鋪陳，藉以開創一個包容與融貫的新轉機。 

目前各縣市諸多學校以系統領導的觀點，透過

「特色聯盟」讓小校發展得到一個嶄新的契機，

並讓小眾市場的學子能夠獲得更多教育資源的

滋潤，它將可以透過弱勢偏遠小校的特色發展與

強化，並連結他校資源，相互整合、互補互惠、

共享共榮以達成！也因此，「特色學校聯盟整合

模式」，可說是一條相當可行的教育實踐路徑，

它將能夠打造出具有核心價值論述與品牌形象的

「利基學校」，並將傳統制式的學校形式進行有

利的質性轉化，進而走一條不同於傳統主流教育

價值的路，這種發展模式當值得各校仿效參考。

伍、結語

系統領導源自英國教育學院的論述，對於英

國學校鏈的教育領導有一定的效能；反觀臺灣之

聯盟學校經營模式均強調單一主題，各校自負成

敗之責，即使偶有聯盟學校的議題，多半屬於交

流互補的性質，較少系統化思考與運作，未來推

動特色聯盟學校，可充分運用系統領導的特性，

共同創造藍海學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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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在四個關鍵要素在成熟模型中的關係
（Hargreaves,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