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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者於國小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透過觀察發現教師為研發游泳課程教學遭遇困難，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推動校訂游泳教學溝通之不易，以及校長課程領導實施之困境。本

研究旨在運用 CIPP 評鑑模式，分析個案國小校長在校訂游泳課程領導行為與成效，

以及分析校長在課程領導歷程遭遇的問題與困境，並提出具體改善建議。研究方法採

用行動研究，選取 3 位不同職位教師，包含行政教師、導師、體育老師，以及 2 位六

年級不同性別的學生進行個案訪談。研究結果：一、背景評鑑：校長積極主導推動校

訂課程，能以學校願景為主軸擬定課程整體目標；二、投入評鑑：校長能保持開放彈

性的態度，引導同仁進行課程規劃，但在資源利用與投入經費來說稍嫌不足；三、過

程評鑑：校長於教學過程督導角色不明確，參與教學討論次數不多；四、成果評鑑：

校長鼓勵教師制定游泳認證辦法，但未設立游泳課程評鑑機制，無法獲得課程改良機

會。研究結論：國小校長課程領導需花時間凝聚共識，投入經費邀請專家學者進行課

程改良，支持教師專業進修與成長，積極參與教學討論，開放創造對話空間；CIPP 評

鑑模式可有效分析國小校長課程領導成效。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提出國小校長課程領

導實務工作建議。

關鍵詞：CIPP 評鑑模式、國小校長課程領導、校訂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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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學校體系裡，教學與課程一直是備

受重視的主題。面對教育課程規範的變革，

各級學校積極建立特色課程，落實發展學

校本位課程 (school-based curriculum)。如

鄭淵全與陳殷哲 (2016) 提到，當課程決定

權限下放至各國民中小學，部分政策的執

行方式打破原有「由上而下」模式 (top-
down model)。校長課程領導對學校落實

108 課綱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 林雅芳，

2021)。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程改革浪潮興起

後，校長身為學校領導者，為提升學生「核

心素養」以提升國家競爭力，如何推動行

政團隊攜手教師制定學校願景，共同凝聚

教學理念，型塑學生學習圖像，順利發展

校務運作，則有賴校長發揮課程領導能力。

校長是主要的課程領導人，亦是學校

專業帶領者，可促進推動學校課程改革和

發展、提升學校課程實施和評鑑品質 ( 張
素貞，2002；葉連祺，2014)。如今各級

學校本位課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確保學

校本位課程的品質與實際施行效果則愈趨

重要 ( 吳宜儒，2016)。根據教育部 (2018)
《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實施課程評鑑參考

原則》，有關學校課程評鑑提到：「課程

設計、課程實施及課程效果。評鑑方法應

採多元化方式實施，包括文件分析、內容

分析、訪談、調查、觀察、會議對話與討

論及多元化學習成就評量等。」但教育行

政機關對於國小校長課程領導作為，如校

長續任評鑑與遴選辦法則無相關鏈結 ( 鄭
淵全，2008)。為因應教育趨勢的轉型，

如何「適性揚才、成就每一位孩子」，考

驗教師綜合評估的能力，也考驗校長如何

帶領教師有效開發具特色的課程與檢核工

具，形成學校本位特色。因此，張茵倩與

楊俊鴻 (2019) 認為實施有品質課程管理的

校長，應持續鼓勵教師專業精進，掌握課

程內容教學重點，結合科技輔助媒材進行

多變化的教學。

為顧及參與者個人隱私與研究倫理之

考量，本研究將個案學校化名為健康國小。

研究者於健康國小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在

推動校訂游泳課程備感艱辛，因而反思校

訂課程研發過程。校長考量學校地理環境

因素，選擇以游泳教學為校訂課程主軸，

並主導校訂課程推展，其領導風格多以威

權管理。當時教師反彈聲浪排山倒海而來，

研究者感受到校長課程領導困境，為解決

自身推動校訂游泳教學壓力，以及教師研

發游泳課程教學之困難。本研究動機為「解

決本校教學團隊推動校訂游泳教學壓力之

問題」，研究具體目標為：運用 CIPP 模式，

分析個案國小校長在校訂游泳課程中的課

程領導行為與成效，以及分析校長在課程

領導歷程遭遇的問題或困境，並提出具體

改善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探索校長課程領導的重要性和
實際執行策略

由過去實證研究，課程領導歷程約可

分為組織階段、規劃階段、實施階段與評

鑑階段 ( 江滿堂，2007)。於校長課程領導

不同階段中，時常會遭遇許多阻力與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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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做為領導者，推動教師進行課程設計、

實施、評鑑的歷程，同時亦是促進學校課

程發展，進行良好校務運作的過程。以下

彙整國內外國小校長課程領導相關研究，

介紹國小校長課程領導的定義、行為並提

出個人論點。

Noronha (1986) 認為校長作為課程

領導者，教師有較好的課程計畫、方案與

實施，學生則有較好的學習成果。Gross 

(1998) 提到校長課程領導的任務，除了要

能領導願景，也要做好課程、教學與評量

的連結。黃富揚與賴志峰 (2019) 指出校長

應具備專業權威，進行課程與教學雙向領

導，秉持課程改革創新擴散要素的信念，

將校訂課程設計呼應其願景目標，並引進

資源促進發展教師專業能力。近期，林志

成等 (2020) 強調校長帶領課程團隊要能系

統化思考，發展學校課程藍圖，深耕教師

專業學習社群，促發教師專業主體覺知與

專業智慧。

為了要讓教師有效教學、學生自主學

習，推動校訂課程時，校長於課程領導可

使用不同策略。黃信揚與吳明隆 (2005) 將

校長課程領導行為加以區分：

( 一 ) 願景目標：校長領導學校成員建構

學校願景，訂定與學校願景配合之

課程目標。

( 二 ) 研發團隊：組織課程發展委員會及

各學習領域小組等團隊，使學校同

仁、家長及社區人事能參與發展學

校課程。

( 三 ) 規劃課程：在國家課程綱要規劃下，

校長引導學校同仁依學校願景規劃

設計適合學生學習、具有特色的學

校課程。

( 四 ) 推動課程：校長能主動積極督導，

推動學校各項課程實施。

( 五 ) 評鑑課程：校長能多方蒐集課程實

施相關資料、檢討改進學校課程及

教學實施，以發展優質課程。

( 六 ) 教師進修：校長能鼓勵教師研究進

修，透過觀摩、發表及教學成果分

享，培養教師課程專業能力。

( 七 ) 環境營造：校長能提供教學所需足

夠的空間、設備與諮詢服務；並與

社區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鄭淵全與蔡雅茹 (2012) 將國小校長課

程領導行為歸納四大層面：

( 一 ) 課程願景與目標：透過學校成員、

家長及社區人士共同探究，建構出

符合學校與學生的願景及目標。

( 二 ) 課程發展策略：課程領導者依據學

校課程願景及目標，規劃並發展出

適合學生且具特色之課程方案。

( 三 ) 課程評鑑：校長應規劃全面性課程

評鑑，兼顧課程實施之質與量、過

程與結果，與學校成員共同建立評

鑑規準。

( 四 ) 支持與激勵：校長應鼓勵教師積極

參與各項專業成長活動，透過學習

社群進行知識對話及分享交流，營

造具支持性課程發展環境。

綜合上述內容，研究者認為隨著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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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移，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

實施，校長如何帶領同仁將素養導向課程

加以實踐，仍是相當重大的難題。從跨文

化觀點分析，課程領導問題存在於不清楚

性質、缺乏時間與校長從未獲得專家學者

的 協 助 (Glatthorn et al., 2016)。 而 國 內

實證研究，也出現相似的議題，江滿堂 

(2007) 提到國小校長課程領導困境，大多

以校長、教師、環境加以區分，包含：校

長個人本身對於課程領導與課程發展專業

不足；教師層面因素則因缺乏改革意識及

專業不足之抗拒；學校內外在環境系統影

響。林雅芳 (2021) 認為國小校長課程領導

困境包含三項：教師採觀望、消極的心態，

被動參與課程發展；以親師意見重塑學校

願景，未以整體考量學校現況發展校本課

程目標；教師跨領域課程發展能力受限，

四大主軸課程目標於年級之間，縱向、橫

向校本課程未能緊密聯繫。

在學校課程發展歷程中，基於課程

的專業素養，引導教師專業成長活動，透

過課程規劃組織，共同建構學校願景與課

程目標、設計課程，結合社區資源加以實

施並予以評鑑，以確保學生學習效果的歷

程，也是很重要的歷程 ( 黃信揚、吳明隆，

2005)。當校長願意擔起重任，帶著教學

團隊一同著手設計課程，較能凝聚教師共

同意識，發展具有特色的學校本位課程，

課程推動與改革則能持續推展。然而，校

長不能只重視傳統的學校行政領導管理功

能，更應充實課程領導的知能，發展有效

的課程領導策略；更應提升敏覺與反思能

力，保持高度的彈性與行動力，帶動教師

專業發展，以化解課程實施困境。不過，

對於校長評鑑縣市主管機關大多以法治角

度辦理「校長辦學績效評鑑」，但校長表

現優秀主要為行政團隊、教學同仁共同付

出的結果，如：臺南市法規名稱包含「校

務評鑑」字眼，顯示「校長辦學績效評鑑」

和「校務評鑑」內容有重疊，且評鑑內容

向度：教育政策、學校經營、課程教學、

校長領導、公共關係、教師專業成長向度

等，主要探究校長綜理校務之範疇，並無

討論「課程評鑑」 ( 葉連祺，2017)；研究

者認為「國小校長課程領導」對於校訂課

程相當重要，但是目前對於校訂課程的評

鑑研究較少，因此後續將進一步討論課程

評鑑議題。

二、CIPP評鑑模式在課程評鑑的
應用

Egon and Yvonna (1989) 使用教育評

鑑理念的典範或觀念探討教育評鑑，「代」

(generations) 的發展歷程。由時代的推進，

評鑑的發展從測驗編製的工具演變成一種

資訊交流、達成共識的工具，其目的為促

使參與人員互動成長。黃嘉雄 (2012a) 針
對臺灣課程評鑑進行系統性回顧，將課程

評鑑分為九個類別：

( 一 ) 綜論：課程評鑑定義與內涵、對象

範圍及不同發展類型。

( 二 ) 功能與任務：課程發展階段中評鑑

角色及評鑑作為決定之功能。

( 三 ) 人員角色與素養：課程領導者、發

展者及評鑑者具備知能、素養及角

色責任。

運動研究期刊32(2)-06 劉泳君.indd   90運動研究期刊32(2)-06 劉泳君.indd   90 2023/11/29   上午 08:41:272023/11/29   上午 08:41:27



以 CIPP 評鑑模式分析國小校長課程領導之研究：以國小校訂游泳課為例

91 

( 四 ) 實施程序及技術：評鑑實施步驟、

過程、資料蒐集與分析之方法。

( 五 ) 方法論：評鑑方法之理論基礎、基

本概念與優劣得失。

( 六 ) 價值判斷與規準：課程價值判斷之

依據，建構課程優劣規準或指標。

( 七 ) 報告與溝通：課程評鑑結果報告、

溝通方法、內容組織概要。

( 八 ) 評鑑利用：課程評鑑過程、評鑑結

果後之利用，及其影響或衝擊。

( 九 ) 後設評鑑：課程評鑑規劃與實施中

評鑑規準的應用、對評鑑本身之評

估、檢討或評鑑。

國外學者 Stufflebeam and Shinkfield 

(2012) 認為評鑑是一種提供敘述性及判斷

性資訊的歷程，資料涉及研究對象的目標、

設計、實施及影響的價值與優點，適合教

育及人類服務的系統觀點，其目的不在證

明而在改良。有關教育機構上位者或領導

者在課程評鑑之相關研究，認為課程評鑑

重要關鍵是教育工作者的支持與合作，以

及促進共同研究教學和改進課程之學習者

氛圍 ( 陳美如等，2023；Arrieta, 2021)。

各家學者以不同觀點闡述評鑑目的與功

能、界定評鑑的對象與範圍、探究評鑑的

方法與程序、評鑑價值判斷、評鑑結果溝

通與利用。黃嘉雄 (2012a) 將評鑑取向或

模式加以分類，如下列五項：

( 一 ) 管理取向：目標模式、CIPP、差距評

鑑、全貌式評鑑、聚焦效用評鑑等。

( 二 ) 消費者取向。

( 三 ) 專家取向：細分鑑賞與批評、認證

評鑑、方案理論評鑑等。

( 四 ) 抗拮取向：細分司法抗拮評鑑、交

流式評鑑兩模式。

( 五 ) 參與者取向：細分回應式評鑑、建

構主義評鑑、慎思民主評鑑、彰權

益能評鑑和闡明式評鑑等。

依照課程領導人相關研究指出，若能

運用具整體的視野，有效在學校課程發展

中改進課程品質與文化，更能實踐課程評

鑑的精神 ( 卯靜儒等，2021；陳美如等，

2023；Middlewood & Burton, 2001)。 本

研究以「國小校長課程領導校訂課程」為

例，主要目標為發現課程的問題，使學校

課程在發展歷程中，適時獲得回饋、修正

與引導，其中CIPP評鑑模式涵蓋「背景」、

「輸入」、「過程」與「結果」四種評鑑

類型，適合做為日後課程發展及評鑑依據 
( 陳錦蓮，2005)，因此本研究將採用 CIPP
評鑑模式進行分析。

1965 年 Stufflebeam 為首的評鑑中心， 
利用具有效度的測驗及研究設計產出 CIPP
評鑑模式，將評鑑定義為「是一種提供有

用資訊以供決策的過程」 (Stufflebeam & 
Shinkfield, 2012)，獲得美國教育部及許

多研究單位的支持。評鑑主要分為兩個部

分，其一為引導計畫執行的「過程評鑑」

(process evaluation)，另一為考核性決定「結

果評鑑」(product evaluation)。後來有學者 
認為應將計畫決定的「背景評鑑」(context 
evaluation) 納入考量，並提供相關所需資訊

「輸入」(input evaluation) ( 王全興，2009； 
江信宏等，2021；曾淑惠，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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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程序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瞭解國小校長課

程領導與課程評鑑相關理論及研究，從中

選擇適切的課程評鑑模式，發展本研究訪

談大綱，並依研究主題蒐集校長治校理念、

學校願景，以進一步核對校訂課程與學校

關聯性。接著為了深入瞭解行政推動者、

實際教學者、協同教學者與受教者之感受，

邀請不同職務教師代表各一名參與研究，

進行半結構訪談。為有效進行成果評鑑分

析，考量學生身心發展與性別比例，邀請

六年級男女學生各一名作為研究參與者，

進行個別晤談，蒐集校長推動校訂課程對

學生學習狀況之相關分析。

實際訪談以教師參與者優先訪談，訪

談第一位研究者後，立即進行資料處理，

並參照六年級游泳教學課程計畫、課程大

綱及教材設計進行分析，以研究者實際觀

察記錄進行佐證，如表 1 所示。透過三角

驗證法之理論校正調整理論架構，確保研

究內在效度，直至第三位教師研究參與者

資料分析後，確認達到理論飽和。最後將

導出的理論與文獻進行比較，得出本研究

結果，撰寫本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完成

本研究。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採用行動研究法，以半結構式

訪談大綱為研究工具，邀請 3 名不同職務教

師代表及 2 名學生進行訪談，資料編碼方式

以英文字母代表不同參與者，第二碼為訪談

主題段落，末兩碼為流水號 ( 詳見表 2)。

三、研究工具

( 一 ) 研究參與者與知情同意書
本研究事前徵得參與者與學生家長同

意，簽署研究知情同意書，其內容包含本

研究目的、訪談進行方式、錄音與記錄、

研究預期效益、個人隱私資料保密方式及

資料運用及保存銷毀期限，以及參與者權

益等資訊。

表 1
國小校長課程領導之 CIPP評鑑向度、項目、資料蒐集方式

CIPP 評鑑向度 評鑑項目 資料蒐集方式

背景評鑑 學校發展游泳教學之

背景脈絡分析

教師個別晤談

研究者實際觀察與記錄

校訂游泳教學課程目標

校長治校理念與學校願景

投入評鑑 教學設備與經費預算 教師個別晤談、課程計畫、教學大綱、教材設計

師資與課程教學設計

過程評鑑 校長輔導課程教學設計歷程 教師個別晤談、課程計畫

成果評鑑 校長對學生學習追蹤狀況 學生個別晤談

校長對教師教學建議與回饋 教師個別晤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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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訪談大綱
以研究者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

下對社會現象做整體探究，與參與者實際

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解釋性理解過

程 ( 陳向明，2002)，並以 CIPP 評鑑模式

之四個面向包含：背景、投入、過程與成

果進行探究。依研究者目的與問題，設計

訪談大綱，以校訂課程實施不同階段為主

題，瞭解教師對於校長課程領導的現況。

1. 教師訪談大綱共分四部分：

(1) 暖身階段：認識參與者之背景資料，例如：

擔任職務、服務年資、學經歷，以利接

續進入校長對校訂課程運作之相關題目。

(2) 校訂游泳課程研發建置期：校長對校訂

游泳課程研發建置想法與作為，例如：

推動校訂課程前，你感受到校長對校訂

課程的想法是什麼？實際校長作法是什

麼？發生了什麼事？你的感覺是什麼？

(3) 校訂游泳課程教學實施期：校長對校訂

游泳課程教學實施想法與作為，例如：

實施校訂課程後，校長對校訂課程的想

法與態度是什麼？有什麼行動嗎？與尚

未實施校訂課程前有何差異？你的感覺

是什麼？

(4) 校訂游泳課程改革修正期：校長對校訂

游泳課程精進之想法與作為？例如：進

行校訂課程一段時間後，你對校訂課程

的想法是什麼？校長在校訂課程領導是

否有進行課程評鑑？你的感覺是什麼？

發生了什麼事？

2. 學生訪談大綱共分三部分：

(1) 暖身階段：認識參與者之背景資料，例

如：班級、姓名、如何稱呼。

(2) 對於校訂游泳課程想法，例如：你喜歡

游泳課認證制度嗎？校長對這個認證重

視嗎？實際校長做了什麼？你的感覺是

什麼？

(3) 尚未進行校訂游泳課程的感覺，例如：

以前沒有校訂游泳課程，課程安排是什

麼？校長對課程的重視嗎？

( 三 ) 訪談員
本研究由研究者為訪談員，研究者取

得教育視導與評鑑學程碩士學位，擔任國小

行政教師共五年，曾任輔導組長、國小輔導

主任、國小教導主任，具有訪談之經驗。

( 四 ) 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一次性訪談並搭配觀察、

表 2
研究參與者背景資料與編碼

參與者 職務 性別 年齡 年資 資料編碼

A 六年級導師 女 38 15 A-1-01
B 體育組長 女 35   8 B-1-01
C 體育教師 男 40   3 C-1-01
D 六年級學生 男 11 ─ D-1-01
E 六年級學生 女 11 ─ E-1-0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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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結構式訪談及相關文件資料作為分析基

礎。資料分析過程中，研究者透過理解、

詮釋，進行資料組織及描述。最後運用對

照、歸納形成本研究結果，並邀請參與者

共同檢視。

肆、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以下依健康國小校長課程領導不同評

鑑向度進行討論與分析。

一、國小校長課程領導之背景評鑑

( 一 ) 學校地理位置對校訂游泳課程的
影響

健康國小鄰近漁港、國家公園，地理

位置特殊，附近山川景觀與自然生態豐富

多元，當地民間信仰與產業文化與海洋息

息相關。學校願景為快樂、健康、勤奮，

為使學生能適性發展快樂學習，積極推展

運動及藝術社團，培養學生具有人文氣息

及強健的體魄，透過體驗學習促發感恩惜

福勤奮努力之心，使其文武兼備和諧發展。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健康國小教師

為結合地區特色環境，考量學生未來發展，

學校發展出以游泳教學為特色之跨領域校

訂課程，推動游泳教學及全校游泳檢測，

在畢業前學會游泳技能。經全體教職員工

的共識，並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推通過，以

游泳教學為校訂課程，擬定適合教學場所，

為距校 600 公尺游泳池，雖然可徒步前往

教學地點，但仍需確保學生交通安全及往

返時間。

( 二 ) 校訂游泳教學課程目標之擬定
由學校背景脈絡分析，健康國小校

長透過校務會議及教師會議，請行政人員

擬出討論題綱，進行校訂游泳課程整體目

標。因校內僅有一位具游泳教學專長教師，

校長指示分段學習目標由教師透過領域會

議、課程發展委員會，擬定具體目標。

⋯⋯起初大家對校長這種安排很

不滿，認為校訂課程研發應該由

任教該科老師負責就好，為什麼

要所有老師參加，就擺爛不想提

意見，如果要開會就去參加。(A-

2-03)

⋯⋯校長裁示學年會議、領域會

議討論，但根本就很難處理、

溝通，又要游泳教練來討論⋯⋯

唉！⋯⋯還有游泳認證獎勵辦法，

那還不是由我這裡處理，哪有老

師想提意見？。(B-2-04)

⋯⋯其實本來就有既定活動，為

了推展游泳教學，實際授課節數

又要重新分配，又要有協同教學

與相關配套，如果要我們做感覺

壓力很大。(C-2-02)

國小校長是學校課程領導者，亦是校

園課程的推動者，不僅要擁有課程設計專

業知能，亦需要有開放的胸襟及連結資源

運動研究期刊32(2)-06 劉泳君.indd   94運動研究期刊32(2)-06 劉泳君.indd   94 2023/11/29   上午 08:41:272023/11/29   上午 08:41:27



以 CIPP 評鑑模式分析國小校長課程領導之研究：以國小校訂游泳課為例

95 

的能力。若校長主導課程發展，僅有少數

人發言，導致課程發展事倍功半，容易引

發教師不滿造成衝突 ( 林雅芳，2021)。由

上述內容顯示校內教師不滿狀況出現，後

來靠行政人員緩解處理，而訂出各年級游

泳教學目標及授課節數，如表 3。而校訂游

泳教學課程實施，則由教學組協助規劃予

以特殊排課。

( 三 ) 校長治校理念與學校願景

⋯⋯雖然校長常在各種會議上發

表自己對課程的重視，但是這次

校訂課程推動我還是覺得很趕，

只把游泳教學當作校訂課程，好

像只重視這個運動項目，難道其

他就不重要嗎？好像都只有他在

主導，如果我們發表意見會怎樣，

好像也很難說。(A-2-09)

⋯⋯本來我們體育教學已經有固

定課程，為了推游泳而需要重新

分配節數很累啊！而且什麼細部

都還不是組長要想，一般老師哪

會有意見？ ( 唉聲嘆氣 ) 反正就

是⋯⋯很有壓力。(B-2-07)

聽到要會議討論感覺有點開心，

但是組長感覺一個頭兩個大，叫

我跟教練一起討論，決定好了又

要開會才能夠確定⋯⋯其實還滿

討厭的。(C-2-08)

健康國小學校願景：快樂、健康、

勤奮。校長請教師利用會議進行討論，

集思廣益游泳教學課程架構，以領域

社群或是學年分組方式進行課程討論。

National  Policy Board for  Educat ional 

Administration [NPBEA] (2015) 認為校長

需瞭解學校課程脈絡，建立近、中、長程

發展計畫。從上述資料顯示健康國小校長

積極推動校訂游泳課程教學，主導校訂課

程的進行，能以學校願景為主軸擬定課程

表 3
健康國小各年級游泳教學分年段學習目標及整體目標

項目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分段

學習

目標

1. 游泳準備與個人衛生

2. 游泳安全與注意需知

3. 水中遊戲與韻律呼吸

1. 游泳暖身與浮板使用

2. 游泳分式學習 ( 捷泳 )
3. 游泳 25 公尺

1. 游泳分式學習 ( 蛙泳 )
2. 混合式游泳教學

3. 游泳體能測驗與接力賽

整體

目標

1. 低、中年級每學期以 6 週 (12 節 ) 體育課實施游泳教學

2. 高年級每學期以 10 週 (20 節 ) 體育課實施游泳教學

3. 定期安排游泳檢測，進行分組差異化教學及游泳認證

4. 期末辦理全校水上活動，凝聚班級向心力，讓學生喜愛游泳

5. 六年級畢業辦理混合式游泳 150 公尺，檢視游泳學習成效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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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目標，並規劃出各年段學習目標。但

在課程領導過程太過匆忙，雖說在教師會

議討論是彈性的作法，但教師對於是否能

提意見則抱持觀望的態度。

二、國小校長課程領導之投入評鑑

( 一 ) 積極爭取教學設備與經費預算

⋯⋯教學設備和以前一樣，因為

學校本來就沒有地方可以建游泳

池，但是每次孩子上課，導師也

沒閒著，也要一起去，甚至還要

占用下課時間，提早帶他們去游

泳池，這一直是問題。費用是家

長出⋯⋯(A-3-01)

⋯⋯校長很努力跟議員爭取經費，

我們都看在眼裡，但是還是不足，

只能不斷寫計畫，這很累阿，像

是游泳認證也需要經費，相對的

就會剝奪其他運動項目的錢，⋯⋯

費時費力的，有時候真的很不想

做。(B-3-02)

學校和鄉立游泳池合作很久，校

長和他們關係很好，但畢竟是公

立的，進行教學時還是要和其他

民眾共用，教學場地限制問題一

直無解！遇到天候不佳，也只能

暫停教學，畢竟是戶外場地。(C-

3-02)

健康國小推行校訂游泳課程教學時，

校內無合適的教學場所，所以選擇至具有

合格師資的鄰近鄉立游泳池進行教學，費

用由家長自行繳納，中、低收入戶則由家

長會費補助支付。在教學設備與經費預算

上，校長在游泳教學推動上有積極作為，

與社區環境營造發揮相對的功能，但在規

劃課程經費上，還需要從長計議掌握預算。

( 二 ) 相信校內師資課程教學設計能力

⋯⋯課程設計主要希望孩子願意

努力，輕鬆學會游泳。⋯⋯當時

校長沒有反對，後來課程目標很

快就訂出來。但是想學習目標和

檢核方式就真的很難，因為我們

沒有教游泳，憑空丟給我們想真

的就是很強人所難。(A-2-15)

當時為了找出共同時間討論，也

是花了很多時間，不過有老師提出

想法進行討論，效率就很高！⋯⋯

校長討論的時候也只有偶而出席，

有時候也會聽到老師在抱怨，我

們就只能聽命行事。像教學影片

部分也是校長要求，我們只好負責

拍攝。那時候疫情，沒辦法上課，

丟影片給學生看就很方便。(B-2-

13)

當時還好有花錢請教練來協助，

不然課程不知道怎麼生出來？

雖然說我們經費不夠，時間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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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但是我們還是把課程想出來

了！⋯⋯。(C-2-17)

健康國小課程設計理念為培養學生能

勤奮練習游泳，能快樂自主學習游泳並能

有強健的體魄。課程目標為學生在畢業前

都能學會游泳。課程規劃期，以精熟相關

領域的體育教師為種子教師，依不同年段

學齡兒童之發展，與學年老師共同討論合

適的學習目標與檢核游泳技能的方式，開

發創意口訣與記憶動作，拍攝游泳教學短

片，並依學生能力進行分組。雖然一開始

是由校長主導，後來經由教練、體育教師、

導師共同設計，行政人員協助執行而成。

此過程，發現校長能引導同仁進行規畫，

保持開放彈性的態度，尊重教師自主權，

信任教學團隊的能力，對於校訂課程發展

很放心，但在資源利用與投入經費而言，

稍嫌不足，需在此項目投注心力。

三、國小校長課程領導之過程評鑑

Lee et al. (2009) 提到校長在課程領導

中，有四種角色包含資源整合者、團隊領

導者、創新者、干擾處理者；他們對於教

師和學生展現出積極鼓勵和關心，可促進

學生學習並能和教師商量辦學事宜。

⋯⋯游泳教學過程校長有來看過

幾次，主要還是希望注意安全。

不過我覺得只要學生不怕水，應

該就要予以獎勵。至於教學內容

好壞，目前沒有什麼評鑑基準，

主要還是學生要多練習吧！ (A-3-

04)

之前校長提到要訂定學生游泳教

學標準，我覺得應該要有專家學

者給予意見，像我們認證辦法才

一年，只能確認學生是否學會游

泳。但對於游泳方式、游泳技巧

或是游泳速度都沒有納入討論。

(B-3-06)

實際上教學討論時間還是太少，

像現在的六年級似乎很難達標，

若是六年訓練，搞不好只能勉強

達標。⋯⋯做校訂游泳課程也

沒有參考對象？不知道要不要改

良？或是調整？⋯⋯(C-3-08)

上述訪談資料顯示校長參與討論次

數不多，大多由行政團隊輔助教師進行討

論，在教學設計要求訂定游泳認證獎勵辦

法，但對於課程實施過程，並無特別作為，

亦無鼓勵教師進行專業成長，讓教師無所

適從，感覺校長只關注學生學習成長，對

教學並無特別重視。Bharvad (2010) 認為

課程評鑑是針對學生學習過程某方面的

優點或價值，提出肯定。由研究結果證實

Bharvad 的觀點，更凸顯課程評鑑的重要。

四、國小校長課程領導之成果評鑑

謝如山 (2022) 認為校長要依學校需

要，引進外部專家資源。若有課程評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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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邀請專家學者參與，可提升課程評

鑑的公信力與客觀性。

( 一 ) 訂定校訂游泳課的課程檢核方法
校長透過認證制度追蹤學生學習成效

並提供獎勵，由行政團隊設計推行運動護

照並於公開場合進行推廣，檢核使用狀況

並進行滾動式調整。

游泳護照若能變成運動護照，可能

接受度比較高，因為班上大概還是

有三分之一不太會游泳，對他們來

說可能會有些壓力⋯⋯(A-4-02)

校長是很重視學生學習成效，游

泳認證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倒

是積點換體育用品或許會比較好，

例如：籃球、羽毛球什麼的⋯⋯

(A-4-07) 

對於游泳課來說，游泳護照還滿

方便的，可以確認學生是否通過，

以前用泳帽來區分學生等級，執

行上還是有些困難，老師們通常

都做不到，有了游泳護照行政要

登入統計就簡單很多⋯⋯(B-4-01)

校長對游泳感覺是相對支持，尤

其學校沒設備沒場地，又推游泳

課程為校訂課程⋯⋯(B-4-09)

我自己覺得游泳護照很方便追蹤

學生學習狀況，只是學生積點的

獎勵制度，也許可以再想想怎麼

調整⋯⋯(C-4-04)

相對其他體育課程，校長比較重

視游泳課程，之前有幾次會來找

教練問問學生學習狀況，也有問

各年級游泳情形⋯⋯(C-4-06)

學校游泳認證很棒啊！像我不喜

歡運動，因為我不喜歡流汗的感

覺，但如果是游泳的話，就不用

滿頭大汗。(D-4-03)

校長有在司令臺頒獎給游泳認證

的人，也有發圖書禮券。(D-4-09)

我不喜歡游泳，因為我怕水，每

次游泳課我就覺得很煩，就算有

認證的獎勵，我也不想認證，每

次老師要考試我就假裝我沒辦法

下水。(E-4-02)

有時候校長來看我們游泳，我也

會覺得壓力很大。如果運動護照

不一定要游泳的話，我可能還比

較願意累積點數⋯⋯(E-4-08)

由資料顯示學生對於學校推動游泳教

學觀點不同，但對於運動護照的實施是抱

持肯定的態度！不過，運動護照若僅以游

泳教學單項累積點數，可能無法被所有學

生接受，對於校方的關注學生是有感受的，

不過對於熱愛游泳的孩子來說，校長的關

注是支持，但對於討厭游泳的孩子來說，

則變成是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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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未積極訂定游泳教學建議回饋機制
健康國小游泳課程教學沒有評鑑機

制，對於課程教學的建議與回饋，著重於

學生學習成果的檢核，主要透過辦理水上

運動會，以學生參與狀況以及運動護照積

點進行檢核。

校長對游泳課程好像沒有教學建

議，主要比較重視認證通過率⋯⋯

專家學者評鑑部分好像也沒有，

只有內部導師討論。(A-4-03)

有部分教師提到好像獎勵為圖書

禮券，對學生誘因太少。還有學

生覺得運動護照積點有些不公平

需要調整。(A-4-10)

之前校長在行政會議，有說要找

專家學者進行課程評鑑，但以先

前的經驗，教授們給的課程教學

意見，教師們通常都難以接受，

感覺是有需要啦！⋯⋯而且也有

教師反映這個問題。(B-4-04)

校長曾經提過學生划手的姿勢不

標準，換氣的口訣是不是要更改，

主要可能我們是實際教學者，所

以有跟我們說。但是我們也沒有

參考對象，也不知道怎麼改，感

覺還是會有點不踏實！如果可以

有精進的機會，也想多充實教學

技能。(C-4-02)

對於游泳教學課程評鑑檢核機制，校

內教師紛紛提出疑惑。黃嘉雄 (2012b) 認

為校長若能善用評鑑所列出的優點，便能

提振校內教師士氣，提升學校聲望，持續

深化學校特色。如學者所言，學校組織文

化常因校長治校理念而有所不同，當課程

交由專業人員給予評鑑，便能從建議與回

饋，獲取有更多反思與改進的機會。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訪談、文件資料

等方式，以 CIPP 評鑑模式為理論根據，

分析國小校長課程領導校訂游泳課程教學

推動的情形，以瞭解國小校長課程領導推

動的成效，以及未來可持續精進方向，以

下提出本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由研究者以 CIPP 評鑑之背景、投入、

過程、成果四向度，分析國小校長課程領

導校訂游泳課之研究結果與討論，以下就

校長課程領導實施歷程與行為、困境分項

進行說明。

( 一 ) 校長課程領導實施歷程與行為
在校訂課程發展「組織階段」，校長

親自主持，組織團隊過程均採用由上而下之

管理，依課程願景與目標進行課程領導。在

校訂課程「規劃階段」，校長依課程發展策

略，積極主動領導同仁進行課程規劃，後

來便交由行政、教學自行討論。在校訂課程

「實施階段」，校長能營造友善環境，領導

教師進行教學成效檢核。在校訂課程「評鑑

階段」，校長並未展現課程領導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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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校長課程領導困境
健康國小校長推動課程設計的過程歷

時較短，無足夠時間凝聚團隊共識。教師

對於校長主導校訂課程有些抗拒，部分教

師跨領域課程發展能力有限，因此在校訂

課程推動之初，部分教師採觀望、消極之

心態。校長在教學設備與經費運算投入資

源較少，無建立教師專業社群，未鼓勵教

師持續進修，且校訂課程推行後無評鑑機

制，顯示校長對於校訂課程研發相關知能

之不足。

由上述結論，採用 CIPP 評鑑模式能

具體定義評鑑活動與範圍，以系統化層次

觀點，有效歸納國小校長課程領導於校訂

課程推動的優點，提供具實用性、可行性、

適當性及精確性的結果，並能對照文獻探

討資訊印證實務狀況。

二、建議

依前述研究結論，研究者提出以下相

關建議，提供後續相關研究之參考。

( 一 ) 提供充足的時間，提升教師游泳
教學專業知能，進行課程醞釀

校長課程領導校訂課程時，應通過各

項會議充分討論，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凝聚

共識，而後再行校訂課程研發。例如：利

用週三進修時間安排教師至游泳池或運動

中心進行參訪，邀請游泳教練進行教師培

力增能講座，說明水上安全及相關急救方

法，並與業者簽訂優惠使用合約，推廣游

泳運動後，增加教師對游泳教學的認識。

規劃相關系列工作坊，培力專業游泳教學

認證，提升教師游泳教學之專業。此外，

校長亦可鼓勵教師自主學習，運用數位科

技媒材，增添教學素材之豐富性，由備課、

觀課、議課歷程檢核教學成效，建置教學

歷程檔案，並協助教師找到學生優勢能力，

提升教學品質與能力。

( 二 ) 爭取外部資源，建立游泳教學共
備社群

NPBEA (2015) 所言，校長要有能力

建立教師專業社群，帶領教學團隊瞭解教

師專業價值重要。邀請鄰近學校精熟相關

領域的體育老師進行研討，形成區域策略

聯盟，發展游泳教學方案，規劃舉辦策略

聯盟游泳競賽，提升學生游泳競爭力，以

評估教師專業教學之增進。

第二，可與鄉立游泳池合作，邀請游

泳教練進行觀課，或邀請專家學者給予教

學者回饋，且不以觀課紀錄，做為考核依

據，鼓勵教師發揮更多創意教學策略，使

游泳教學變成校本特色持續研發教案。

第三，營造友善學習型組織文化氛

圍，促發教師腦力激盪，願意自主討論校

定游泳課程，使教學設計活潑、有趣，進

而願意自組教師專業社群發展，增加教師

投入意願，貢獻更多心力於課程。

( 三 ) 規劃校訂游泳課程延伸活動，提
升環境營造氛圍

以學年度為單位，辦理路跑活動、健

走比賽、自行車比賽、水上運動會與陸上

運動會、親子趣味競賽項目，成績優異與

參與競賽者可獲得獎章，學期末則能用獎

章兌換抽獎券進行摸彩，摸彩獎品則由學

生與教師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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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在班級經營鼓勵學生進行各項運

動並協助認證，可於非正式課程播放游泳

競賽及各項運動影片，增加學生對健康的

重視與運動風氣，推廣游泳教學並支持學

生參加各項運動比賽。導師也可透過聯絡

簿、班級 line 群組，暢通親師溝通管道，

宣導運動護照使用，邀請家長參與學校各

項活動，如：親子共游或親子競賽，即鼓

勵學生給予相對應的獎章；對於怕水或無

法游泳的學生，則請求體育教師額外支援

與協助，做好的溝通橋樑。

為推廣學校願景：快樂、健康、勤奮。

於課間活動時間，校長與學生一同健走，

以身教代替言教並邀請教師加入，並制定

師生獎勵辦法。教學部分，可邀請游泳教

練或是游泳國手擔任客座教師，調整學生

泳姿或是技巧；將運動與飲食相互結合，

搭配學校營養教育與健康促進活動，實踐

健康吃、聰明選、營養滿分及照護健康好

習慣，展現學校教學理念，學生則能更願

意持續學習。

社區部分，學校可推廣成人游泳班，

帶動社區人士游泳風氣，儲備游泳教學師

資與人力，提升附加價值發揮額外效益，

獲取校內外人士對校長課程領導之支持，

亦能使游泳教學課程越來越完善。

( 四 ) 制定質量並重之課程評鑑制度，
邀請專家學者給予輔導與回饋

由於健康國小校訂游泳課程為創立初

期，尚未制定課程檢核與評估制度。建議

採用質量並重的觀察工具，使教學評鑑結

果更具可信度。此外，校長應激發教師自

主學習能力，學習運用數位科技媒材，增

添學習素材豐富性，由備課、觀課、議課

歷程檢核教學成效，建置教學歷程檔案，

並協助教師找到優勢能力，提升教學品質

與能力。營造友善學習型組織文化氛圍，

促發教師互相腦力激盪將課程設計更加有

趣，進而願意促成教師專業社群發展，增

加教師投入意願，貢獻更多心力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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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er was a part-time administrative teacher at an elementary school, 

observed that teachers faced difficulties in developing school-based swimming instruction. 
Furthermore, a part-time administrative teacher encountered communication difficulties 
while promoting school-based swimming instruction. And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 
encountered obstacles in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leadership.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apply the CIPP evaluat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curriculum 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effectiveness of a case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 in implementing the in-school swimming 
curriculum. Additionally, it aims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the principal during the curriculum leadership process and provide specific improvement 
recommendations. The research method employed action research, selected three different 
positions teachers including administrative staff with teaching responsibilities, class tut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and two sixth grad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 for conducting 
individual interviews in this study. Research results: (1) Context Evaluation: The principal 
took an active lead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s curriculum, and was able to 
formulate overall curriculum goals centered around the school’s vision. (2) Input Evaluation: 
The principal maintained an open and flexible attitude, guiding colleagues in curriculum 
planning. However, there was a slight deficiency in terms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funding allocation. (3) Process Evaluation: The principal’s role in supervising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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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was unclear, and his participation in instructional discussions was limited. (4) 
Product Evaluation: The principal encouraged teachers to establish methods for swimming 
certification, but a mechanism for evaluating the swimming course was not established, thus 
missing the opportunity for curriculum improvement. Research Conclusion: (1) Effective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curriculum leadership involves investing time in consensus-
building, allocating funds to invite experts and scholars for curriculum improvement, 
supporting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instructional discussions, and fostering an open and creative dialogue space. (2) The CIPP 
evaluation model can effectively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curriculum leadership.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suggestions for the practical work of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curriculum leadership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CIPP evaluation model,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 curriculum leadership, 
school-based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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