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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術研討會計畫 
 

壹、 緣起  
大學教育的任務是學術研究與創新教學及其扮演教育推廣與服務為宗旨，然

發揮大學教育的應有功能與本身教學特色是今天大學存在的核心價值，何況大學

負有社區或地方教育輔導的責任。尤其當因應教育鬆綁理念與地方自主變革的趨

勢，中央與地方教育發展的關係密切，教育部如何透過每一所大學，協助強化中

等學校以下的政策宣導與教育輔導措施，成為開創地方教育發展的新思維。目前

教育部已推動各項計劃，但這些政策缺乏有系統性與科學性之研究，產生問題包

含：對整體弱勢教育課業輔導政策執行與評估現況的瞭解十分有限、偏遠地區執

行成效上之困境、各類補助未能反應社會需求等等。換言之，當前弱勢者的教育

政策缺乏一套整體的規劃。本方案旨在廣邀各級教育行政機關主管、專家學者、

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關心教育之民眾等，共同研討相關議題，俾增進我國

教育行政與教育改革論述及實務的發展。 

貳、 辦理目的  
本次學術研討會的舉辦，擬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與教育實務工作者等相關

人士進行學術與實務的研討，具體目的如下：  
一、探討學校領導與教育行政策的思潮與論述，深化學術研究。  
二、激發東部地區對於教育行政與學校改革之關懷與參與。  
三、營造開放有效的教育對話平台。  

參、 研討主題 
研討會主題：當前學校行政與管理之機會與挑戰 

肆、 主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中華民國學校行政研究學會 
承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宜蘭縣政府教育處 

伍、 計畫內容  
    一、辦理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二、辦理地點：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A109 洋霞講堂  
  三、參加對象：  

本研討會預計參與對象包括教育領域相關研究人員（30 人）、學校

及教育實務工作者（30 人）、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100 人），共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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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人。 
    四、研討會議程：詳如附件一 
    五、研討會方式與內容  

（一）教育對談：邀請教育行政主管或教育學者專家針對大會研討主題進

行專題演講。  
（二）開放空間會議：邀請張桂芬-朝邦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暨 2030 SDGs 

game 認證引導師開場及引導議題會議，進行對話、討論及意見與經

驗交流。 
六、經費本活動所需經費，由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及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陸、 預期成效  
    一、能擴大弱勢教育行政學術基礎。  

二、能增進教育改革之認識與實踐。  
三、能凝聚教育革新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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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術研討會  
「當前學校行政與管理之機會與挑戰」 會議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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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一 

主講人：簡信斌 處長（宜蘭縣政府教育處處長） 

主題：教育工程‧熱情永在～宜蘭 I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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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一 

主題：教育工程‧熱情永在～宜蘭 I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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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一 圖文說明 
主題：教育工程‧熱情永在～宜蘭 I learning 

  
簡信斌處長為演講做開場 簡信斌處長的自我介紹 

  
處長分享辦學理念 說明三大特色的發展 

  
學校校園設計與規劃之說明 學校特色方案介紹 

  
配合課程主軸，活化校園空間 處長分享四大教學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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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二 

主講人：謝傳崇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授兼任系主任） 

主題：與 Gaga 共舞：原住民實驗學校的認定領導 

 

 

 

 

 

 

 

 



2023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術研討會 
 

9 
 

專題演講二 

主題：與 Gaga 共舞：原住民實驗學校的認定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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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術研討會 
 

11 
 

專題演講二 圖文說明 
主題：與 Gaga 共舞：原住民實驗學校的認定領導 

  
謝傳崇教授為演講做開場 教授分享與領導有關的論文資料 

  
教授說明認定領導之關鍵 教授分享研究案例 

  
教授說明研究的編碼狀況 教授分享校長如何塑造師生對文化之認同 

  
教授分享研究結論 系主任頒發感謝狀給謝傳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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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會議 

主持人：張桂芬  

（朝邦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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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會議  會議記錄 

 

主題 校長的做事風格和方式與教師形成衝突 

召集人 黃建翔 

討論內容 

1. 權利宰制，缺少自省能力。 

2. 因不敢直接對抗，而忍氣吞聲，逃離是第一個選擇。 

3. 應相互討論、民主抉擇。 

4. 教師會(自己救濟) 。 

5. 校長一直接計畫，教師無法應付。 

6. 校長應以身作則，有時離開教學現場太久，無法同理老 

    師的難處。 

7. 行政消極處理。 

8. 正向領導(校長該做的)。 
 

主題 
政策 vs 專業的衝突。 
政治干預專業的困境 

召集人 吳正戒 

討論內容 

1. 政策不離政治，現實近年多有政策凌駕專業。 

2. 政策多以專業進行糖衣包裹，如何在舊有觀念和新政策間

平衡。 

3. 立場和利益(價值)。 

4. 討價還價取得平衡，使買賣雙方同意成交。 

 
 

主題 偏鄉國中小學校長是否應該解除連任次數限制 

召集人 吳新傑 

討論內容 
贊成：讓好校長的政策能延續。 
不贊成：怕萬年校長、怕壞校長一直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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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閱讀推動現行的困難及障礙 

召集人 黃欣怡 

討論內容 

1. 閱讀教師也需要培訓，推動閱讀需要時間，但成果有時

效性，造成閱讀教師壓力大。 

2. 閱讀教師只有一人，若是閱讀團隊(老師、家長、志

工)，是否會較有成效。 

3. 閱推是全校活動，而非一人出力，班級導師不響應。 

4. 各校應確立閱推的中心目標，行政、導師才有方向，當

閱讀較師換人時，才不會有政策變來變去的問題。 

5. 閱讀教師可和各年級學年主任組成閱讀小組，共同出

力、發想。 

6. 蒐集學校教師的意見，匯整在校務會議討論，告知課發

會，學校推動。 

7. 教師怕麻煩，教師熱忱逐年下降。 

 

主題 當大家都只想享受系學會帶來的福利而不願意當管理階層 

召集人 李宗霖 

討論內容 

1. 以現場例子，有部分老師在大學時並未參與系學會管理階

層，卻願意請主任、校長的職缺，反而年紀輕輕就會有考

校長的意願。 

2. 大家以破壞性的方式重建結構，（But不是每間學校皆如

此）。 

3. 可讓 everybody都嘗試擔任，（似學校的行政大逃亡）。 

4. 學長認為管理階層可以用破壞性的方式，當匽下的人自私

時，將整個團體停擺，重新組成，大家意見重新整理，重

組一個團隊，用極端的方式讓大家意識到問題。 

5. 大一時，大家會關係非常友好，但行政管理階層需要黑臉

來擔任，沒有人願意用嚴格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朋友，所以

沒有人願意擔任。 

6. 覺得小時候教育的問題，沒有從小教育會推責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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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小學階段管教的配套措施 

現行的政策在小學階段並無如高中具有警告、小過制度，若

遇上管教問題 ex:遲到…可如何處理? 

召集人 林家綺 

討論內容 

1. 以獎勵制度鼓勵學生達成目標。 

2. 若學校行政可統一宣導、介入會更有一致性，家長亦會更 

   重視。 

3. 教師可放寬標準，學生長大後會因年紀成長了，了解社會 

   現實會醒悟。 

4. 教育政策受選民影響。 

 

主題 教師守舊文化造成行政效率不彰 

召集人 吳東穎 

討論內容 

1. 某些教師憑藉年資較深，恣意妄為。 

2. 如何打破守舊文化? 

3. 創立學習社群，建立教師間新的連結。 

4. 健全的制度，避免年資等因素發生爭執。 

5. 校長硬起來。 

6. 有錢能使鬼推磨。 

 

主題 學生午餐是學校的責任嗎？ 

召集人 巫健男 

討論內容 

1. 學校可以代辦，不要主辦(自辦)。 

2. 請家長主辦。 

3. 如何將食安的規範"HACCP"無限上綱？ 

4. 食安事件誰負責：現場老師、午餐秘書、廚工、承辦處 

   室、校長、教育部、市政府。 

5. "好意"變成"責任"。 

 
 



2023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術研討會 
 

16 
 

主題 學校行政大逃亡，師資培育系統該怎麼因應？ 

召集人 張文權 

討論內容 

1. 電子公文系統加校長要求導致教師（行政人員） 

    overloading。 

2. 競爭型計畫的壓力  

  ‧校長調動的需求 

  ‧特教資源需要 

  ‧行政工作只有加沒有減 

3. 師培系統能提供公文撰寫、計畫撰寫、法規認識等課程。 

4. 行政工作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學習。 

5. 需要建立支援系統。 

6. 扮演中程領導者的角色。 

7. 行政專業化，不必由教師兼任。 

8. 凸顯行政的價值。 

9. 加薪。 

 

主題 大學教授需要師培？ 

召集人 李絢迪、張嘉惠 

討論內容 

1. 重研究、不重教學（教授）。 

2. 其實國外有大學師培課程，但在臺灣反而不流行。 

3. 有遇到許多教授在領域中是頂尖的，但在教學上卻給予不 

   了學生的需求。 

4. 大學教授是否有一定的培訓或研習才能擔任。 

5. 大學教授的定位到底是要教學還研究或是兼備。 

6. 需要給同學正確的專業，如果沒有師培，是否能提供？ 

7. 在教育端的需要師培；在其他專業可以不重師培。在讀教 

   育的人需要研習，去更貼近實體教學。 

8. 在學教材教學時所學的內容與實際教學脫軌。 

9. 師培從古到今是否一樣？或是符合現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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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教師團隊動力-影響組織氣氛或教師效能 

召集人 何恩源 

討論內容 

1. 自發性教師社群   

   ‧團隊動力大 

   ‧教師群本身目標一致 

2. 強迫性教師社群 

   ‧團隊動力不高 

   ‧共識不高 

   ‧產出的成果不是自己的 

3. 共同事項：都能有提升  

   強迫性教師社群額外：公共、私立學校的教師社群文化。 

4. 團隊資金運用限制導致教師效能低落。 

5. 教師群之間的信任度影響教師團隊動力 

   公立/縣立 

   ·大學 自主性高 團隊感低（責任制） 

   ·高中 自主性偏高 團隊感低（責任制） 分科為主，校園 

    性團隊，無要求便無人理會。 

   ·國中 自主性中 團隊感中（看校風） 

   ·國小 自主性偏低 團隊感中 

   ·幼兒園（非營利）自主性低 團隊感無一定 

6. 團隊動力？溝通或不溝通？包含 what、高低影響：    

   團隊動力學習、召集人的重要性、領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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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會議記錄 圖文說明 

  
張桂芬執行長說明會議進行方式 與會來賓分享討論議題 

  
參與者自由選擇討論主題並加入討論 主題召集人說明討論主題與方向 

  
開放空間會議與會原則 小組討論與分享 

  
小組討論與分享 與會來賓填寫討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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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會議記錄 圖文說明 

  
將討論主題公布於布告欄中 與會來賓填寫討論主題 

  
小組討論與分享 主題召集人分享自己的觀點 

  
主題召集人記錄討論之內容 對十一項主題進行統整 

  
開放空間會議場地與座位規劃 主題召集人分享討論內容與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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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會議記錄 圖文說明 

  
會議場地以同心圓為中心擴散 討論主題的內容紀錄 

  
系主任頒發感謝狀給張桂芬執行長 開放空間會議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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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紀錄 圖文說明 

  
2023教育行政與政策學術研討會 大合照 系上主任和教授與與會貴賓合照 

  
與會來賓簽到 與會來賓簽到 

  
與會來賓享用茶敘餐點 與會貴賓於貴賓室享用茶敘餐點 

  
主任介紹與會貴賓 與會來賓聚集於洋霞講堂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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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術研討會-工作人員名冊 

職務          姓名 工作內容 

籌備組 系辦助理 蔣慧姝 ※統籌研討會 

碩二 徐穆盛 ※統籌研討會事項及流程規劃 

司儀組 碩二 詹義新 ※擔任司儀 

※計時按鈴 

※輔助來賓（PPT、燈控、遞麥克風） 

※與攝影組互相支援 

大四 林庭萱 

禮賓 

公關組 

 

碩二 賴以恆 ※來賓簽到、動線引導 

※工作人員與來賓餐點統計訂購 

※與文書組互相支援 碩二 李絢迪 

大四 何芯妤 

大四 盧旻筠 

文書 

事務組 

碩二 林子馨 ※行前處理文書工作事務 

※文書建檔、登報文宣 

※與公關組互相支援 碩一 張嘉惠 

場地 

器材組 

碩二 楊承霖 ※器材需求統計、借用與歸還 

※場地借用預先登記 

※制定器材管理規則 

※與攝影組互相支援 

碩一 彭建愷 

碩一 林弘程 

碩一 林明函 

攝影 

紀錄組 

 

碩二 李佳育 ※研討會拍照、攝影、錄音設置 

※攝影資料整理 

※與司儀組互相支援 碩一 黃欣慧 

碩一 洪湘婷 

服務 

學習組 

（機動） 

大學部 林慈航 文書場佈 

李浚瑋 文書場佈 

賴芷郁 場地組 



2023 教育行政與政策學術研討會 
 

23 
 

許天育 公關組 

張立婷 公關組 

李宗霖 公關組 

何宥成 公關組 

林柔旻 司儀組 

服務學習 

（資料） 

 王逸嫻 後期資料繕打 

賴宜謙 後期資料繕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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