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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十年來，在教育改革推動過程中，教育生態已產生改變，形成「從傳統到開放」、「從

專業束縛到專業自主」、「從權力控制到權力分享」三個教育發展趨勢，學務領導角色亦從以

往偏向行政領導，轉為服務與學習兼重的多重角色。再加上近十年來臺灣社會快速發展，使

得學務工作之不確定性增多，社會大眾對學務績效責任的要求也越注重等，這些確實都為學

務長學務經營與管理帶來許多的挑戰及壓力。 

領導者或管理者的工作繁雜眾所周知，學務長也是負擔沈重，全天候為學生的各項事務

負責，不僅要處理例行性工作，更要應付許多突發或偶發事件的處理。 

教育不僅是一種責任以及使命，更是一項志業，在面對學務工作的繁複、多樣且不確定

的情況之下，學務的經營與管理除了要有堅定的信念，擘劃學務工作的願景，還要能放下身

段，與學生、教師、家長、社區打成一片。為促使學務工作能帶動學校永續發展，且從普及

到深化，讓每個孩子都成功，個人認為可以「正向領導」來引領新時代學生事務團隊的發展，

透過正向意義幫助組織成員正向適應環境變革，以正向思考方式來處理相關學務工作，可以

提高學務組織及其成員之成就，並建立學務共同願景。學校雖因社會變遷或教育革新造成組

織文化的抗拒，學務長更應扮演好領導者的角色，規劃正向的學務理念來引導校務正常發展。

以下提出正向領導的概念及「一價值二原則三願景四方向五方針」之學務創新作為，以為學

校學務工作之參考。 

 

貳、正向領導的概念 

「正向領導」（positiveleadership)是一個新的領導概念，又可稱為積極領導，是近年來受

到重視的新興現代領導理論，其中應用了正向組織學、正向心理學、正向變革理論、正向組

織行為學以及肯定式探詢等新興領域及理念所產生的領導理論（謝傳崇，2011)。 

林新發（2011)指出領導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帶領成員共同實踐組織既定的目標，當領導

的思維轉移到正視成員的長處、激發成員正向思維及重視成員的正向情緖等正向觀念時，所

衍生出來的領導原則即可稱為正向領導。 

謝傳崇（2011)指出正向領導是一種方法，能促進情感交流，激勵個人發展美德行為；強

調個人和組織成就提升，並促進個人和組織的正向超越表現。 

正向領導意指領導者透過正向思維模式來處理組織的相關事務。李仁傑(2013)將正向領導

定義為：「組織領導者運用正向解讀及正像情緒等正向思維的模式來處理相關事務，透過樂觀、

愛心、關懷、同理心等的正向態度關懷成員的表現，營造組織成員間的正向關係及正向氛圍，

善用支持肯定的正向溝通建立起共同的願景，產生正向超越表現，進而提升組織整體績效。

綜合上述文獻之正向領導的相關概念，茲分析正向領導要素如下： 

一、正向領導是一種正向解讀的過程，透過樂觀、愛心、關懷、同理心等的正向情緒來

解讀組織成員行為，並用正向態度關懷成員的表現。 

二、正向領導善用智慧，運用正向意義連結個人與組織的價值感，並透過道德的反思與



分享、學習，激勵成員產生良善的美德，營造正向氛圍。 

三、正向領導透過正向溝通的過程，建立具正向意義的共同願景。 

四、正向領導透過正向思考的方式處理相關事務，在困境中找到事件背後的正向意義，

並以勇氣執行，克服困難。 

五、正向領導是一種能幫助領導者提高組織及其成員成就，產生正向卓著表現的領導策

略。 

 

參、學生事務的創新作爲 

為提升國際競爭力及政府行政效能，教育部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於 102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新組織法，將原本 7 司 6 處 5 室 9 會 4 小組，整合為 8 司 6 處 1 會的組織單位。

學生事務包括生活輔導、服務學習、學生賃居、諮商輔導、生涯規劃、校園安全維護、全民

國防教育、危機事件處理、衛生保健、特殊教育等，可謂包羅萬象，在整體考量學務業務屬

性及有效回應社會關注的前提下，原訓育委員會、軍訓處、特殊教育小組等三單位業務整合

為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簡稱學務特教司）。 

政府組織改造後，學務特教司重新思考學務工作的定位與價值。經過全面的檢視與反覆

的對話論述之後，設定新時代學務工作創新的首要目標為：將學務工作由傳統、被動性的輔

導型態，轉化為積極、著重能力培養以及促進學生身心健康與全人發展之現代社會輔導機制，

強調以建立學生尊重、包容的態度和正向人生觀為依歸。Carpenter(1996:7)認為教育中所做的

每一件事，都有其主張的哲學基礎和如何教導學生的基本觀點。爰此，將學務創新理念奠基

於「讓每個學生都進步，找到學習的快樂」的核心價值，及 7 引導學生適性發展」、「激發學

生多元潛能」兩個原則，並在核心價值與原則下，進而構思三個教育願景、四個方向與五項

方針，茲分述說明如下： 

一、學務創新的核心價值―讓每個學生都進步，找到學習的快樂 

國家需要人才，人才培育得靠教育，學校應該要成為每一個孩子成功的園地，而不

是挫折纍纍的地方，學務工作的核心價值在於讓學生發現、找到、看見自己的優勢能力，

並且幫助每一位學生向上、向善發展。 

學習是學生最重要的任務，而幫助學生快樂學習則是教師的責任，要如何讓學生快

樂學習？就是要幫助學生「找到學習的快樂」。因此，學校應提供健康快樂、安全無虞的

學習環境，讓學生願意學習並樂在其中，進而內化為終身學習的行動力。 

秉持這樣教育理念的中心思想就是「愛」，幼教之父福祿貝爾（Friedrichfroebel)曾說：

「教育之道無他，唯愛與榜樣而已！」。每一個孩子都具無法取代的獨特性，學務工作重

視孩子的需求，提供機會並鼓勵孩子找到屬於自己學習的優勢，活出生命中的精彩。 

二、學務創新的二項原則―「激發孩子多元潛能」、「引導孩子適性發展」 

學生就像種子，不同的種子有不同的培育方式，不同的學生當然也有不同的學習風

格。美國心理學家 HowardGardner 在 1983 年提出多元智能（語文、邏輯數學、空間、音

樂、肢體動覺、人際、內省、自然觀察）的觀點，他認為每一個學生都是潛在的天才兒

童。學務教育是以學生為主體的中心概念去開展，所以重視每位學生不同興趣及學習方

法，採用多元參與體驗的策略，協助學生找尋適合自己個性和興趣的志向，並運用有效

學習策略，以激發學生的多元潛能與專長。所以，教師應尊重學生的學習風格，欣賞學



生多元智能的表現方式，提供豐富多元的學習刺激，以引導學生適性發展，在進步中不

斷地成長。 

三、共創學務的三大教育願景 

學務工作是教育事務的基礎，學務創新思維除秉持一個核心價值及二項原則之哲學

思維外，更需要形塑其教育願景，做為學務教育政策重要的指引。學務創新的教育願景

奠基於 Maslow 的需求層次論——「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與隸屬需求」、「自尊

需求」與「自我實現需求」，以「營造健康、友善、安全之優質校園環境」、「培養良好的

公民」、「促進學生自我實現」為三大教育願景。 

（一）「營造健康、友善、安全之優質校園環境」 

以八零政策打造「健康」、「友善」、「安全」的優質校園環境，讓學生處在「零體

罰」、「零拒絕」、「零霸凌」、「零歧視」、「零污染」、「零障礙」、「零中輟」、與「零

限制」的優質學習環境。 

（二）「培養良好的公民」 

學生在「健康」、「友善」、「安全」的優質校園環境裡愉快地學習新知，擴展人際

關係，鼓勵學生透過不同服務學習機會，來提升公民素養，進而成為有品德、重

感恩、富教養的良好公民。 

（三）「促進學生自我實現」 

在擴展人際關係與服務學習歷程中，讓學生藉由與不同的人事物接觸，找到心靈

的歸屬感和同儕情誼，獲得自我價值和成就感，並願意力行服務與奉獻，進而達

到自我賀現的目標。 

四、學務創新的四大重點方向 

基於前述學務創新的哲學思維及願景，擬定學務創新的四大方向，期望在既有的基

礎之下，能更強化學務創新的政策論述，茲說明如下： 

（一）推動服務學習，培養學生公民意識及責任 

服務學習是將社會資源轉變為學生學習場域的教育過程與方法，它豐富學生學習

內容、深度與廣度，也使學生習得專業知識、了解自己，並建立積極正向的價值

觀。另推動服務學習能促進學生的社會與公民責任、在真實生活境的學習能力、

提升學生畢業後在職場上的軟實力，以及尊重、包容及正向思考的態度和行動力。 

（二）落實學生輔導，引導適性及全人教育 

以學生為主體，以學校為本位，從全人教育觀點促進全體學生之全人發展，引導

學生適性發展，進而培養學生能與其所處之人文及自然環境建立良好和諧的互動

關係，並且落實及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全人發展及接受適性輔導服務之權益。所

以，學務創新要健全學生輔導三級體制，達成促進學生全人發展、自我實現、學

習效能、生涯發展及社會適應的目標。 

（三）營造健康校園安全，讓學生安心就學 

維護校園安全一向為學務工作首要課題，學務創新必須保障學生受教權益，創造

優質學習環境，以加強各級學校校園安全應變處理機制，防範學生暴力偏差行為、

保護高關懷學生及加強學生校外生活輔導，落實教育八零政策，建構健康、安全、



友善的安心就學環境。 

（四）關懷及維護特教生權益，建構支持系統 

為了體現教育機會均等及教育公平正義，弱勢學生的照顧也是學務創新的重要方

向。在不能放棄任何一個孩子的教育愛基礎之下，學務創新強調維護身心障礙學

生平等受教權及學習權，以發揮適性教育功能，並建立個別化支持服務和統合資

源，使其充分發展身心潛能，培養健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力。 

 

五、學務創新的五項推動方針 

政府組織改造前，學務工作隸屬於不同單位執行，組織改造之後，學生事大部分已

整併歸納到教育部學務特教司。為整合此龐雜業務，學務創新具體提出以服務學生為目

的、有機整合為目標、行政支援為主軸、策略盟為手段、安全和諧為優先的五項推動方

針，作為引領大專校院學務創新工作推展更精進且有效率的執行，如圖一。 

 

（一）以服務學生爲目的 

學務創新首重以服務學生為目的，因教育主體為學生，學生在校園內所面臨的生

活、課業、情感、經濟、安全等議題，皆為學務的工作。服務是學務夥伴發揮互

助合作的團隊精神，也是陶冶學生品格、尊重他人、正向思考的重要指標。藉由

學務服務來改變教師、學生與同仁的疏離關係，使其成為彼此互相學習的夥伴。 

（二）以有機整合為目標 

創新是組織永續發展的重要關鍵，學務業務相當龐雜與多樣，唯有透過有機整合

的概念，才能在組織內、外部形成有效的支援網絡，學生事務相關議題遂能藉由

橫向溝通和協調，以及縱向連繫和傳達訊息，達到集思廣益且迅速提出解決策略

之效，也才足以回應社會各界對組改後學務工作的期待。 

（三）以行政支援為主軸 

學務工作並非一個單位的事，它是需要大家共同合作、群策群力方能完成的一項

志業。行政團隊的支援是學務工作運作順暢的關鍵，惟有統籌行政支援的力量，



才能在第一時間找到解決問題的關鍵，並讓組織內同仁在團隊的努力和支持下，

持續保有熱情助人的向心力。因此，行政支援是學務創新不可或缺的支柱。 

（四）以策略聯盟為手段 

學務工作的執行無法立刻見到效果，它需要與不同組織之間的跨部門且長期的攜

手合作，並藉由策略聯盟的方式和腦力激盪來產生的創見，共謀解決問題之道，

如此才能看到成效。如此，學務工作才能長期經營，激發更多學務創新的思維和

作法，讓校際資源能有效發揮最大的價值。 

（五）以安全和諧為優先 

維護學生校園安全是學務第一樞紐，要讓學生安心就學、快樂學習，必須營造良

好的校園生活學習環境，學校建立支持網絡，彼此互相合作，強化辨識及預防作

為，協助學生解決在校問題，落實追蹤輔導機制，健全學生身心發展，以建構健

康、安全、友善之校園。 

 

肆、以正向領導來提升學務團隊效能 

學生在當今的社會環境下，不僅正處於身心發展劇變階段，更有許多家庭問題、人際情

感問題、職涯規劃問題及學校課業壓力等挑戰，致學務工作倍增繁雜。正向領導是一積極性

的領導，可在學務困境中找到正向意義與價值，並藉由正向領導建構良善的組織文化及優質

校風。茲將如何以正向領導來提升學務團隊效能的作法說明如下： 

一、培育組織正向氛圍 

領導者利用正向情緖促使學務員擁有較佳的運作成果及激發卓越表現，以愛心、關

懷、樂觀、專注傾聽、同理心的智慧倡導方式，來鼓勵成員的正向情緒，使學務團隊成

員樂於表現出寬容、感恩與同情的思緒，如此才能造就學務團隊正向文化及優質互動的

氛圍」。 

二、建立成員正向關係 

領導者要用正向態度理解學務團隊的困境與難處，提供成員們所需的支持與協助，

與成員們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並能積極回應與滿足組織成員的需求；善用正向思考

來解讀成員行為表現，培養成員的信心與能力，帶動成員生理與心理健康，建立組織成

員相互尊重、接納、扶持、信任與互惠的關懷行為，彼此建立良善的正向關係，以提升

成員自信與能力。 

三、促進彼此正向溝通 

領導者要善用支持性的溝通，使用肯定與支持的語言，避免使用消極與批判的語言，

關注團隊的優勢、肯定成員對組織的貢獻、給予成員最好的回饋意見；即使是負面訊息

的傳達，也儘量採用支持性以及能有效協助成員成長的方式來表達。促進組織成員彼此

的正向溝通團隊內充滿正向的能量，並增強團隊成員的正向行為，以提升團隊效能。 

四、尋求正向共同願景 

領導者應善用正向思考與正向溝通，經由參與、對話、反思的過程，幫助團隊成員

釐清工作的意義及價值，指引團隊發展明確的方向，帶領團隊超越個人利益，引領團隊

成員形成共同追求的願景，並培養團隊成員的正向意義感，讓團隊的共同願景與個人的



工作價值相結合，提升團隊的績效。 

綜上，正向領導可以發展有效能的學務團隊，正向積極的學務團隊可以建構學務優

質特色及提升學校形象，亦可營造學校關懷、健康、友善、安全等人文價值，進而全面

提升學校教育競爭力。以下提出以正向學務團隊來發展學校教育力如下： 

一、展現學校生命力 

學校教育的核心價值是人文關懷及永續發展，學務組織更是一個充滿生命力的

有機體，需要系統性及持續性的專業發展與成長，因此學務工作應結合親師生共同

合作，凝聚學校行政、教師以及校友、家長組織的力量，同時整合校內外資源，以

提升學務行政與管理效能，展現旺盛的生命活力。具正向領導的學校不會死氣沈沈、

了無生趣，而應活潑、有朝氣、充滿熱情的快樂園地，且是一個具有源源不絕的創

意、精益求精及永續發展生命力的學校。 

二、創造學校吸引力 

少子化衝擊及市場選擇權的競爭之下，學校經營面臨生源減少的挑戰與形塑特

色的迫切性。學校需要秉持創新經營的理念，創造具特色的吸引力，來增加學校的

能見度、提升家長對學校的信任感與社會的聲望。混沌理論所謂的奇特吸引力，指

的是某些元素或力量浮現出來，成為一個中心的元素，讓其他組成元素，環繞著它

來運轉與循環（劉仲成，2011）。在學校經營層面也必須找出一個主要能吸引眾人注

意的特點，運用學務創新經營的技巧，型塑優質的組織文化，以展現學校獨特的風

格，讓眾人感受到這所學校與眾不同之處。 

三、建構學校學習力 

學校教育要獲得眾人認同，必須要有競爭力與績效，其成功之道，取決於學校

同仁的凝聚力及向心力，因此，學校應是一個 A+的學習型組織，以自我超越、改善

心智模式、團隊學習、系統思考、建立共同願景等五項修練，來重塑學校成員新價

值、新觀念和組織文化，提升學校的適應力和效能，以正向領導建構深具學習力的

優質學習型學校。 

 

伍、結語——學務正向領導從心做起 

「態度決定高度，格局決定結局」，正向領導的成功，繫於「觀念」的改變，也就是要以

改革人的觀念為首要，所謂智者遇到危機是看到機會，愚者遇到危機等於是碰到擺脫不掉的

夢魘，成功與失敗往往就在每一個轉折點拉開距離。學務創新需要「五心」：有心、用心、愛

心、耐心與細心來做好每一份工作、解決每一個問題、滿足每一項需求與服務每一位學生，

透過團隊成員共知、共識、共享、共好與共創的學務歷程來持續推展與深化學務創新（如圖

二）。「心之所向，身之所往」，內心所嚮往的、所想達到的目標，行為自然會朝向該目標前進，

學務創新要從心態的改變及觀念的調整做起，改善成員心智模式，建立學務團隊共知共識，

營造正向領導的組織文化，展現學務生命力，幫助每一位學生都找到學習的快樂，擁有一個

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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