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創新經營的意涵與實施計畫 
 

顏秀如、張明輝 
 

                             摘要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為提高國家整體的競爭力，各國積極推動教育革新

或創造力培育。而其中學校經營在這過程中扮演一關鍵角色。此外，目前台灣的中

小學也逐漸面臨到教育市場中的競爭，學校必須具有創新的經營思維與型態，始能

永續發展。本文的第一部份乃藉由「創新」與「組織創新」概念的釐清，說明學校

創新經營的特性、意義、內涵及運作。第二部份則是了解美、英國家有關學校創新

的計畫或策略，且歸納其對學校創新經營的啟示。另外，並就教育部 2002年所公佈
的「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及相關機構所辦理的創新經營推廣活動，來說明我國

在學校經營與創造力教育方面發展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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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nt and promotion programs of school innovation management 

 

ABSTRACT 

 
With the coming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many countries actively carry out 

educational reforms or cultivation of creativity for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school innovation management plays a key part during the 
process. Besides, now the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wan also face the 
competition in the education market, and they have to be equipped with innovative 
management thoughts and organizational types for the continuity of school development.  

 
The first part of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meanings, contents, and 

operations of school innovation management by clarifying the concepts of “innovation ” 
and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he second part is to understand the school innovation 
plans or strategies in the U.S.A. and U.K., and the author concludes its implications for 
school innovation management. Moreover, it also explains the empha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management and creativity education in Taiwan by examining 
White Paper on Creativity Education conduct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promotion activities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held by concerne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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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創新經營的意涵與實施計畫 

 
 

顏秀如、張明輝 
 

壹、前言 
 
因應 21世紀全球經濟型態改變，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觀察先進國家經濟成長

脈絡，為提高國家整體的競爭力，台灣下一階段的經濟成長須以創新與知識為核心，

從以勞力資本為主的製造活動，轉向以知識為資本的創新活動（吳思華，2002）。 
  
而欲提昇個體或團體的創造力或創新能力，除了從文化、社會、體制等層面改

善外，教育更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故各國對教育創新或創造力培育的推動不遺餘

力。而就中小學學校教育而言，根據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除了學生本身條件與

家庭因素外，教學創新的成長、動機及教學實施、學校物理環境與校園氣氛、學校

組織的行政與領導、上級機關的支援亦是影響學生創造力的重要因素（詹志禹，

2003），換言之，學校經營不僅在推動創造力教育、厚植社會的創新能力方面，扮
演重要的角色，更是發展中小學創造力教育的重要關鍵。此外，由於近年來出生人

口數的逐漸下降，導致學齡人口數銳減，以及縣市政府教育經費不足的影響，國民

教育規模急速縮減；另一方面，社會大眾對學校教育改革的期盼殷切，學生教育的

選擇權日受重視，使得學校已不再能完全倚賴學區的保障，開始需面對教育市場中

的競爭，學校經營唯有力求創新，取得競爭優勢，始得以永續發展。 
 
學校創新經營不僅是一種理念，更是一項行動的實踐 (吳清山，2004)。因此，

本文將有系統地從學校創新經營的意義及相關理論，來分析學校創新經營的基本概

念，並探討美、英兩國與我國推動中小學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計畫或政策， 以供參
考。 

 
貳、學校創新經營的基本概念 
 
「學校創新經營」一詞源自於一般「創新」與「組織創新」的概念，因此對「創

新」和「組織創新」的概念有所了解，將有助於理解學校創新經營的意涵。因此，

以下將先說明「創新」的意義與特徵，並釐清「組織創新」的概念；再者，進一步

引申闡述學校創新經營的特性、意義、內涵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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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的意義與特徵 
 
「創新」（innovation）係創新經營的核心概念，以下即從創新的意義與特徵來

說明創新的意涵。 
 
（一）創新的意義 
 
自從 Schumpete在 1930年代所提出創新與發明是二種不同的概念，並強調透過

創新，企業組織可以使投資的資產再創造其價值，「創新」的概念開始獲得學術界

的重視與探討（引自林義屏，2001：26）。Barnett（1953：7）將「創新」界定為：
「任何在本質上與現存型式有所不同的新思想、行為或事物。」。Rogers（1995）
認為「創新」是個人或單位採用者視為新的觀念、實施（practice）或是物體。Mohr
（1969）則認為將新的手段或目的成功地引介並運用於情境中，即是「創新」。 

 
賴士葆（1996：460）以統整的觀點，整理出「創新」包含下列事項：1.結合二

種（或以上）的現有事情，以較新穎方式產生。2.一種新的理念，由觀念化至實現
的一組活動。3.新設施的發明與執行。4.對於新科技的社會改革過程。5.對於一個新
理念，由產生至採用的一連串事件。6.組織、群體或社會的新改變。7.對於既有形式
而言，新的東西或事情。8.對於採行者而言，新的理念、實務或事項。9.使用者認知
是新的。 

 
因此，創新的範疇小至個人的新觀念，大至科學技術、國家社會的改革。創新

的來源可能來自個人與組織本身，也可從外界引入，創新的內涵不僅包括創造的概

念，同時涵蓋了觀念的發展與落實。而其判斷的依據可以就採行單位或個人的主觀

認知，也可是與既存的客觀事物或環境相較所得的結果。此外，創新的目的在於創

造價值與提昇績效。換句話說，創新的結果必須能夠解決問題或是提升績效，一項

創意或發明若對採用者不具價值或是無法增加資源，則並不算是創新。故歸納言之，

「創新」可界定為：「個人或團體系統化地採用其認為新穎的觀念、措施或是器物，

來提升個人或組織績效的過程。」 
 

（二）創新的特徵 
 
儘管「創新」的定義及其範疇常會因學者的研究領域與角度不同而有所差異，

但綜而言之，「創新」具有下列特徵： 
1.創新具有計畫性與非計畫性。創新可能來自無預期的、個人的聰明睿智，也

可以經過系統化程序加以計畫、學習、訓練以及實地操作而來，亦即創新可能源於

一時的靈感，但也可能是精心策劃的結果，然由於前者多為人力所無法操控，故本

研究探索的重心將是後者。 
2.創新兼具客觀與主觀的特性。承上所述，創新可以經由客觀地計畫、學習來

實踐達成，但另一方面，觀念、措施或是器物是否具有「新」意，乃是依據採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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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感知來決定，換言之，創新的內涵可能會依時空、環境等條件的轉變而有所改

變。 
3.創新兼備抽象與具體的性質。創新可能是一種新的觀念、政策或方案，但也

可以是一項新的產品、設備、材料或實際的行動。 
4.創新具有不確定性。由於創新的「新」意，使其有別於傳統、慣例，然也因

此使創新常具有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創新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於創新採用者對於

創新內涵的理解，以及實施結果的掌握。因此，個體對於創新結果風險的認知增高，

或是創新身的複雜性增加，皆會影響人們對於創新不確定性的評估。 
5.創新是運用創意且向上提昇的一種變革。創新雖是改變現狀的一個機會，但

並非所有的改變都會採用創新的觀念、行為或器物。此外，變革強調與現狀的不同，

但變革的結果不一定產生較佳的結果。相反地，創新不僅強調「新」的意義，並且

重視結果所產生的改進效果。 
6.創新是一知識密集的歷程。創新不僅是生產新知識的過程，同時創新的來源

也倚賴人們的智慧與創意。此外，在創新過程中，必須藉由成功地將參與者的知識

與經驗加以轉換或儲存，才能使創新得以永續經營。 
 

二、組織創新的概念 
 
學校亦屬於組織的一種，學校的創新經營，即是一種組織的創新。因此，透過

對於「組織創新」意涵的分析與釐清，以將可助於理解學校創新經營。蔡啟通（1997）

將「組織創新」界定為「組織內部產生或外部購得的設備、過程及產品（技術層面）

以及系統、政策、方案及服務（管理層面）等的新活動。」吳清山、林天祐（2003）

認為「從漸進式的改進，例如科技的引進、組織局部的調整、新型計畫的執行，到

激進式的變革，例如組織的整體再造，均屬於組織創新的一部份。」吳思華（2005）

則認為「組織創新」「是關於組織管理要素或影響組織的社會系統的創新作為，包

括組織架構、作業流程、管理作為、激勵方式、產權規畫等，使得在營運上得到很

大的效力。」由此可知，衡量組織創新的依據相當多樣，或以具體的產品，或從過

程的觀點，或兼具產品及過程的觀點，或從多元的角度來詮釋，而組織創新的影響

範圍則主要包括了「管理創新」與「技術創新」二大範疇。 

 

不過，研究者認為無論管理或技術系統的創新，其主要仍源起於認知的改變，

換言之，探討組織創新的內涵應包含知識系統、管理系統以及技術系統，始更為完

整。因此，本文將「組織創新」界定為：「組織經由知識系統，系統化地採用其認

為新的觀念或行為，以局部或全面的方式，影響技術與管理系統，來提升組織績效

的過程。」 

 

雖從組織變動的層面來看，從一種小改變，漸進式的改進，到大範圍的變動、

重大的突破，皆屬於組織創新的範圍（Robbins, 1996：732），然組織創新並不同於
組織變革，並非所有的組織變革（change）都是創新。而就組織創新的內涵而言，
「創新」（innovation）係指一種有計畫、新奇的、審慎的、具體的變革，此種改變
的目的在於幫助組織能更有效地達成既定目標，或實現新目標（Owens, 1987，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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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清濱，1997：11），但變革不一定是嘗試新的事物，其也可能是回復傳統的價值
或恢復舊有的實施（Kezar, 2001：13）。且就教育的創新而言，其不僅是一有計畫
的過程，同時「創造」（creation）更是這有計畫的創新過程中一個核心的目的（OECD, 
1969），易言之，組織創新與組織變革雖均能促使事物變得與既有狀態有所不同，

但相較於組織創新的新奇性、創造性、計畫性與建設性，組織變革只是一種變動，

未必具有新意，同時不一定是有計畫性的，其有可能是一種演進式的組織變遷，所

產生的結果也不一定有益於組織的目標與發展。 

 

另外，組織創造力與組織創新經常被人交互使用，事實上二者的確有著密切關

係，但卻並非是同一構念。組織創造力在強調組織產生新的觀念、產品或技術的能

力，著重組織創造與創意發展的過程。總而言之，組織創造力係指組織中的個人或

團體，產生新的觀點或創造新奇、有用的服務、流程、產品的能力或過程。而組織

創新所採用的新事物則來自組織內，也可取自組織外，故創造的過程是獨立於組織

創新的過程（Daft and Becker, 1978），況且組織具備創意或創造能力，亦不一定能

促使組織創新，因為在組織創新的過程中，建立完善的「創新」機制往往比「創造

力」更為重要（吳思華，2003），唯有將具有創造性的想法在組織中成功的實行才

是組織創新，不過，不可否認地，組織創造力應為組織創新的一項要件。 

 

三、學校創新經營的意涵 
 
21世紀知識經濟的發展，創新教育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其中學校創新經營有

助於展現教育活力與創意、豐富教育內涵與活動、確保學校生存與發展、引領教育

革新與進步以及促進教育品質與卓越（吳清山，2004），故落實創新的精神，運用

組織創新的理念與策略來進行學校經營管理，成為學校發展的重要趨勢。茲歸納前

述有關「創新」與「組織創新」的討論，來分析學校創新經營的特性，並說明學校

創新經營的意義、內涵及運作。 

 

（一）學校創新經營的特性 
 
歸納上述有關「創新」與「組織創新」的探討，並衡量學校組織的性質、目標

的個殊性，研究者以為學校創新經營具有下列特性： 
 
1.新奇性。學校創新經營與一般學校管理有所差別，主要在於其具有「創新」

的內涵，但「新穎」的判斷標準包含主觀與客觀的性質，即學校經營是否「新」意，

可能係與其他類似組織相較所得的結果，但也有可能是依據組織成員本身主觀感受

來決定。 
 
2.計畫性。儘管創新有一小部份來自個人突發的靈感或是意外的機會、運氣所

造成，但多數成功創新的個案乃是精心計畫的結果。從組織創新的角度而言，學校

創新經營無論是以局部或全面的方式來改變管理與技術系統，重要的是，新的觀念

或行為的採用與實施是經由系統化的知識轉換而造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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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創造性。學校創新經營不同於學校創意或創造力，在於學校創新經營並不僅

重視獨特的、新奇的構想的產生，更強調如何藉由參與者的合作、互動，將創意具

體實踐，簡言之，學校創新經營乃進一步地將創意或創造力加以成功地發揮、實踐，

創造出新的價值。 
4.教育性。學校不僅是養護性機構，亦是公共服務機構的一種，故相較於一般

工商企業的組織創新，學校創新經營並非藉由產品在市場上銷售的成功，即可使相

關人員如股東、成員等獲得滿足，學校創新經營必須考慮其他相關的因素，例如社

區、教育目標、政策發展等。另外，一般企業組織創新的目的主要在獲得更高的收

益，以謀求組織的發展，但學校創新經營的主要目標並非在於經濟上的利益或是維

持組織的生存，其具有教化的使命，道德的任務。即學校創新經營除了在滿足受教

者的教育需求，協助其發展潛能外，同時也承擔培育國家發展所需人才，以及引領

社會創新的風氣責任。換言之，學校創新經營係建立在教育價值的基礎之上，而非

以經濟性及成本效益的計算來評估或衡量。 
 

（二）學校創新經營的意義 
 
由上可知，學校創新經營具有新奇性、計畫性、創造性與教育性，相較於一般

的學校變革，學校創新經營並非只是在產生與現狀不同的活動，而是強調運用「突

破性思考」創造活動新的價值。換言之，學校創新經營係運用創新活動發揮創意的

教育價值，透過相關的經營策略使創新活動能順利運作，並能永續發展。因此，相

較於學校革新，學校創新經營不僅包含了革新的策略與過程，其更強調創意在其中

的發展與應用。故茲將「學校創新經營」定義為：「學校為提昇教育績效，營造有

利於成員創造力發展的組織文化與環境，鼓勵且引導成員參與創新活動，藉由知識

系統的管理與運作，以系統化的經營策略，使創意得以形成、發展及永續經營之動

態發展歷程。」依此定義，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可進一步分析如下： 

 

1.學校創新經營的目的在達成教育目標，提升組織績效。學校創新經營不僅重
視「新」意，更強調其價值性。也就是說，學校一切創新活動的計畫與發展，並非

只是為了標新立異，或是追求一時的流行，而是在於促進教育資源能更有效的運用，

進而提昇教育的效能、效果和效率。 
 
2.創造力是學校創新經營的關鍵。創造力是學校創新經營的必要條件，儘管創

新並不等同於發明，創新的來源可以取之於他者，但事實上，完全遵照規定或指示

來執行創新措施，或是直接將他校成功經營的模式移植至學校活動的模仿性創新，

雖標榜創新之名，但卻往往無法解決問題或提昇績效。換言之，創新活動是植基於

人們的創造力之上，唯有透過人們創意地整合所獲得的知識（資訊），配合組織的

需求與所處的環境，始能發展出具有價值的創新活動。 
 
3.學校創新經營是集體參與及合作的結果。儘管創意可能來自個人的創造力或

靈感，但不可否認的，個體創造力的培育，創意的實踐皆會受到學校文化與環境的

影響，因此，透過成員共同的參與和合作，不僅使成員能獲得同儕的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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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有助營造學校創新的氣氛，激發成員的創造力以及突破現狀、接受挑戰的意

願與能力。 

 

4.知識系統的運作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的發展。學校創新經營的焦點無論是教學

創新或行政創新，其皆來自於於人們認知的改變，而完善的知識系統不僅能協助成

員有效地取得、儲存、傳遞知識（資訊），並有助於創新知識的轉換與實踐，因此，

永續學校創新的發展歷程中，知識系統扮演了重要角色。 

 

5.學校創新經營是系統化的動態發展歷程。學校創新經營並非只是因應意外事

件或解決問題的管理策略，相反地，學校創新經營應視為學校組織的一項功能，透

過組織系統化的運作，促使創意與創新活動能不斷地加以形成、修正與發展，進而

能逐漸內化為學校文化的一部份，成為學校的特色。另外，由於學校創新經營必須

因應組織需求與環境的變遷而隨時有所調整，故相較於傳統的學校管理，學校創新

經營並非靜態的管理程序或模式，而是動態發展的持續歷程。 

 

（三）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 
 
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乃結合「組織創新」與「學校經營」的理念所形成。學校

創新經營涵蓋校務運作的整體層面，不僅在行政管理與教學事務上追求創新，學校

創新經營更是學校全體成員共同參與的過程，其參與的對象包括行政人員、教師、

學生、家長與社區人士；其內容則遍及技術、產品、服務、流程、活動與學校特色

的創新等（張明輝，無日期a）。吳清山（2004）認為學校創新經營的內容，觀念、

行政、教學、課程、學習、環境等構面來思考，故包括觀念創新、技術創新、產品

創新、服務創新、流程創新、活動創新、環境創新以及特色創新等八項。李瑞娥（2003）

將國民小學之學校組織創新分為教學行為創新、資源設備創新、行政運作創新、組

織氣氛創新等四部份。濮世緯（2003）則將學校創新經營劃分為行政管理創新、知

識分享創新、外部關係創新、資訊科技創新、課程教學創新等五個向度。 

 

另外，Daft 與 Becker（1978）的研究發現，學校創新的類型可分為教育創新與

行政創新二類，前者來自於教師，傾向由下而上的方式，教師專業性愈高，教育創

新由教師所提出的比例則較高，相反地，教師專業性低，則有更多的行政人員涉入

教育創新的創始；後者源自行政人員，為由上而下的方式，較多的行政創新源於經

費與專業人員較少，且學生異質性較高的學區。 

 

由此可知，學校創新經營的探討，不僅從靜態的組織觀點，也需考量動態的歷

程，不只重視學校創新所影響的經營內容，也強調創新策略的運用。此外，主導人

員的背景差異也可能會影響創新的性質與進行的方向。歸納而言，分析「學校創新

經營」概念可從下列四個層面著手：1.創新內容，係指學校創新的焦點或範圍，其

可能為抽象性質的認知或文化的創新，也可能是較為具體的內容，例如，活動創新、

技術創新等。2.創新歷程，係指創新策略運作的過程，例如創意的激發與建構、創

新活動的計畫、試驗、修正、傳佈及實施等過程。3.知識系統的運作，係指學校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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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歷程中所需相關資訊的管理與研究的發展。4.創新相關人員，係指參與和主導創

新人員的影響，例如人員的背景、理念、人力資源發展等。由圖一可知，創新內容、

創新歷程以及知識系統的運作構成了學校創新經營的實體，然而，學校創新經營的

型態（實體的形狀、大小）卻受到創新相關人員的影響。 

 
 
 

創新歷程

 
 
 
 
 
 
 

知
識
系
統
的
運
作

 
 
 
 
 
 
 
 創新內容
 
 

圖一  學校創新經營概念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註：虛線部份代表「創新相關人員」的影響。 
 
而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則可從創新的焦點、層次以及型態等三個構面來思考，

藉由此三個面向的交互關係，將有助吾人掌握學校創新經營的整體圖像（見圖二）。 
 
首先，就創新的焦點而言，學校創新經營可分為下述三個構面，共七個項目：（1）

觀念創新，係從個體與系統的角度來說明，前者係包括學校成員有關創新的知識與

技能之提昇（知能創新）；後者則指學校成員對於組織及其環境相關因素的知覺，造

成動機、態度、信念與價值觀的改變，而此種改變有利於組織創新能力的發展（組

織文化創新）。（2）組織運作的創新：從方法、歷程與結果三個層面來分析，學校組
織運作的創新包括：教學方法與歷程的創新（教學創新）、行政方法與歷程的創新（行

政管理創新）以及學校活動與表現的創新（學校活動創新）。（3）環境創新：包括設
備環境的創新與資源應用的創新，前者偏重硬式創新，例如建築物造型的美化與改

變、學校空間的創意規劃等；後者則傾向軟式創新，即學校透過與家長、社區的良

好互動及關係，使彼此的人力、物力能獲得充分的交流與應用。 
 
其次，就創新的層次而言，學校創新經營的運作，包含（1）漸進式創新，指創

新經營活動係以學校既有的人力、技術為基礎，或為過去類似創新活動的延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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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式的創新，則指學校運用新的技術、設備，或採用全新的設計、方法來進行創

新活動。 
另外，就創新的型態而言，學校創新經營可分為：（1）模仿性創新：係指遵循

政策規定或行政指示執行創新措施，或模仿他校成功經營模式直接應用於學校活動

中，此種類型創新活動的特色在於學校所進行的創新活動，表面上雖具有創新之名，

實際上卻常無法符合相關人員對學校的期待與需求。（2）再造性創新：係指學校的
創新措施雖也是移植他校成功的經營模式，或按照政策規定或行政指示來進行，然

相較於模仿性創新，學校會在創新活動實施前針對學校本身的特色加以評估，同時

實施過程中亦會予以調整、修正，以能切合學校相關人員的需要，易言之，再造性

創新乃是學校對於「創新」所進行的二次創新，改良性的創新。（3）原發性創新：
係指學校的創新活動係由學校相關人員因應學校發展的需要與相關人員的需求所創

發出來的活動，此種類型的創新活動的特色在於其深具原創性，容易形成學校特色，

然與模仿性創新、再造性創新相較，原發性創新所需配合的相關條件例如，時間、

人力、資源也可能較多。 
 
 

 
 
 
 
 
 
 
 
 
 
 

 
 

漸進式創新 
突發式創新 

觀念創新 

環境創新 

組織運作的創新 

 模仿性創新 再造性創新 原發性創新

圖二  學校創新經營的內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四）學校創新經營的運作 
 
從前述有關組織創新的探討可知，組織創新不僅強調個人的創造力，也著重組

織團隊的創意，不僅重視創新，更關心創新的應用、發展與經營，因此學校創新經

營的運作包含了個人與團隊的創意、創新活動的展現以及追求組織永續發展的創新

經營，研究者參考吳思華（2002）對於創新的看法，以為學校創新經營的運作乃包
含創意、創新活動與創新經營實施三個不同概念與階段，不斷修正改進並持續進行

之結合（見圖三）。茲將其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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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創意。創意來自個人的創造力，係指所有獨特、新穎、適當、有用的觀念、
想法或作品（吳思華，2002：2）。然創意的產生除了來自個體的創造力或靈感，也
會受到環境的影響，即個體的工作內容是否具有挑戰性、同僚是否給予支持與協助

以及工作環境是否給予學習及成長的感受等皆會影響創意的產生。換言之，僅憑個

人創造力並無法保證創意的產生，學校創新的氣氛或文化亦是孕育與催化創意形成

的關鍵。 
 
2.創新活動。創新與創意並不相同，在大多數情況下，創意是構成創新的主要

成份，也可說是創新的起源，然創意必須經過創新程序的充實與整合之後，才能轉

變為具體的創新成果（賴宗智，2002：22）。換句話說，創新是使創意成為一種有用
的商品、服務或生產方法的過程（馮清皇，2002）。組織透過創新活動使創意不再止
於形而上的靈感或新點子，而能進一步的概念化與落實。故學校除了培養個人創造

力，營造創新的氣氛，以激發組織創造力外，必須引導成員的創造力創造新的價值，

將學校中個人或團隊的創意構想具體實踐。就一般工商組織而言，創新是將創意轉

變成利潤的過程（蘇冠華，2001：7），但就學校而言，學校活動與經營的目標，並
不在於追求利潤，而是達成教育目標，滿足受教者的教育需求，因此學校的創新活

動應是發掘並具體實踐創意的教育價值之過程。 
 
3.創新經營：吳思華（2002：10）認為創新的成果要轉換成可長可久的事業才

算成功。Farina 和 Kelly（1983：23）則以為經營不僅是刺激創新的重要因素，也
是成功創新的關鍵。承前所述，學校創新活動將創意轉變為具有教育價值的活動，

然為避免創新活動淪為一時的流行，或是因配套措施的不足，而成為曇花一現，創

新活動的實施、修正、發展，皆需要透過相關的經營策略加以規劃、設計。因此學

校創新經營的目的在促使創新活動能順利運作，並進而發展成為學校的特色，內化

為學校組織文化的一部份，以能永續經營。 
 
由上可知，創意是學校創新經營的來源，唯有發揮創意的價值，形成具體的策

略與活動，始有助於學校教育品質的提昇。不過，若要使創新活動能持續發展，並

進而能成為學校特色，則學校必須運用適當的經營策略，因此，創意、創新活動以

及創新經營成為學校創新經營運作的重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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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活動

學校創新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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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學校創新經營的運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參、美、英及我國推動中小學學校創新經營的概況 
 
在知識經濟的新世紀裡，為提升自己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各國無不致力於教育

改革，提昇教育品質，追求卓越，也就成為共同努力的方向。而學校教育品質與效

能的提升，係有賴於學校不斷的創新，因此近來許多國家紛紛進行有關學校教育革

新的策略或計畫，以下將介紹美、英二國有關學校創新的計畫或策略，並分析歸納

其對學校創新經營內涵的啟示。另外，說明我國推動學校創新經營的相關政策。 
 

一、美國 
 
美國進行許多有關學校創新的計畫與策略，其中較著名的有「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磁性學校」（magnet school）、「衛星學校」（star school）以及「艾迪生學
校」（Edison School）等，茲將其特色分別說明如下： 

 
（一）特許學校 
 
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是由教師、家長、社區人士或與其有關的團體，和

州教育董事會（State Board of Education）或地方教育委員會（Local Board of 
Education）訂定契約而辦理的學校（張明輝，1998a）。契約內明列學校教育規畫、
預定教育成果、學業評量事項、學校管理以及學校如何遵照有關規定等項目。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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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學校獲准免除許多有關課程、教學方法、設備及人員任用等限制，故較傳統公

立學校擁有較高的自主性，惟特許學校須對教育成果負責。整體而言，特許學校經

營具有下列特色（李勝富，1994；江樹人，1996）：1.具有較大的彈性空間來進行學
校革新。2.招收特殊背景與需求的學生。3.重視教育目標及教育計畫的達成。4.重視
教師自主與授權，鼓勵教師發展專業。5.注意學校、父母、學生以及社區成員之間
的共同利益與可能差異，藉由學校目標建立一股團體凝聚力。6.重視經營效率，教
育成本較低。7課程內容、教學活動或設備的創新。8.家長被賦予更多的教育責任。 

 
（二）磁性學校 
 
「磁性學校」（magnet school）是一所除了教導讀、寫、算等基本技能外，尚提

供學生選擇如音樂、戲劇、電腦、科學及視覺藝術等可習得特殊專長學科機會的學

校，另外，磁性學校並無學區或入學條件的限制，其主要以特別的課程或教學內容

來吸引學生就讀（張明輝，1998b）。大致而言，磁性學校經營的特色為（張明輝，
1998b；林採岫，無日期）：1.以學校特色，尤其是特別的課程與教學來吸引學生和
家長。2.教師士氣高昂，並擁有自行發展課程和研究創新的機會。3.採取彈性的課程，
以符合不同學生族群的特殊學習興趣和需要。4.營造安全有秩序的學習氣氛，建立
卓越的學校形象，吸引家長與社區的支持。5.成員對於學校具有認同感。f.領導者具
有使命感與個人魅力。6.經常進行教學改革的實驗。7.學校成員擁有較多的自主權。
儘管並非每所磁性學校皆具有上述所有特徵，然不可否認地，磁性學校的確開闢出

一種異於傳統學校經營的模式。 
 

（三）衛星學校 
 
「衛星學校」（star schools）係透過電子通訊科技(telecommunication)、電腦網

路(computer network)、衛星教育資源(satellite education resource)、多媒體應用科技
(multi-media application)及遠距教學(distance learning)等方式的學習，來改進數學、
科學、外語以及其他科目的教學，尤其藉由電子通訊科技所形成的夥伴關係，為語

言溝通能力欠佳、無閱讀能力及處於不利地位的人提供服務，協助發展、建構、取

得、維持及運作電子通訊視聽設備，幫助發展與習得教學計畫，並對於設備運用與

教學計畫提供技術支援。整體而言，衛星學校具有下列幾項特色：1.由學校、學區、
州教育廳、通訊科技部門、大學、社區服務中心等公私立單位共同參與合作完成。

2.提供全球性之多媒體應用課程服務。3.提供教育相關人員與其他關心教育人士所需
的專業成長課程。4.提供多樣化課程與多國語言的課程。5.教師採用不同課程材料、
合作學習及多元科技的機會增加（張明輝，無日期 b；U.S. Department, 2004）。 
 
（四）艾迪生學校 
 
艾迪生學校(Edison Schools)係依據艾迪生學校公司之艾迪生計畫 (Edison 

Project)而創立於一九九二年，是美國私人經營公立學校的先導案例。目前艾迪生計
畫在全美各州共經營 136所公立學校，其中包括許多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s)在內，
大約有 250,000 名學生目前正就讀全美艾迪生夥伴學校。艾迪生學校公司所經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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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性質屬於公立學校，其招生係開放給所有納稅人的子女就學。 
 
艾迪生學校公司所經營的艾迪生學校，提供教育課程、科技計畫和經營管理系

統等相關服務，並且針對所經營學校之學生學習成就，對地方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

負責。艾迪生學校的規劃重點，係強調能將學校生活的相關思維、對話、觀察及教

育人員的理念完整呈現在學校教育之中。 
 
艾迪生計畫係採取團隊運作方式進行，包括大約 30名全時專業人員，並聘有外

部專家共同規劃及推動「艾迪生夥伴學校」( Edison’s Partnership School)。艾迪生計
畫的專家群包括：教育研究人員、課程發展人員、教師、校長、學校行政人員、作

家、科技專家、學校財務及經營專家等，另有代表 K-12 各學科領域的課程發展顧
問。這些專家群採取鉅觀的角度，思考如何透過課程、學校組織及其他重要教育因

素的改革，而能提升教育品質(Edison Schools,2004)。 
 
    艾迪生學校強調提供給令每一位學童感到振奮的教育機會，並且能充分發揮其
學習潛能。艾迪生學校有下列十項基本的經營理念(Edison Schools,2004)： 
 
    (一) 使每一位學童都有成功的學習機會。 
    (二) 更好的時間運用。 
    (三) 豐富及挑戰性的課程。 
    (四) 有效的教學方法。 
    (五) 展現績效責任的教學評鑑。 
    (六) 提供教師專業的教學環境。 
    (七) 資訊時代的教學科技設備。 
    (八) 和家庭的夥伴關係。 
    (九) 學校和社區的結合。 
    (十) 有系統和長足的進步。 
 
    艾迪生學校係以「學校」(academies)作為學校組織的名稱，其中「K-5學校」
包括學前至二年級(K-2)的「基本學校」(Primary Academy)學生及三到五年級的「基
礎學校」(Elementary Academy)學生；六至八年級的學生則稱為「初級學校」(Junior 
Academy)；九至十年級的學生則稱為「高級學校」(Senior Academy)；十一至十二
年級的學生則稱為「同儕學校」(Collegiate Academy)。每一學校的學生又組成 100-180
名具有共同學習經驗之跨年級學生的學科群，各學科群則配置 4-6名的教師擔任教
學。艾迪生學校的主要課程規劃包括：數學、閱讀、歷史及社會科學、科學、寫作、

世界語言、品格與倫理、體適能與健康、音樂、舞蹈、視覺藝術、戲劇、應用美術

等。 
 
    另外，艾迪生學校也提供特殊教育學生的服務，艾迪生學校承諾盡最大的可能
教育每一位特殊學童，對於特殊學童採取個別化的教育計畫，並且採取包括：透過

協同教學對個別特殊教育學生施予密集的基本技能指導，提供家庭問題解決諮詢及

學生行為改變指導等。期能使每一位在艾迪生學校就讀的特殊教育學生均能獲得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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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教育(Edison Schools,2004)。 
 

二、英國 
 
為面對快速的地區與全球變遷，回應學習者多樣的需求與期待，英國政府實施

「多元學校」計畫（School Diversity），此計畫有二項重要原則：一是「專門」
（specialising）原則，即藉由提供學校機會發展優勢、促使他們成為專門領域中的
模範，並能不斷創新，以達到學校改進的目標；另一是「合作」（collaborating）原
則，即學校多樣化將有益於社區中所有學校，資源與專門知能的分享。換言之，「多

元學校」計畫旨在鼓勵學校能根據本身性質、特色及專長領域來發展，以增進教育

的多樣化，進而對其他學校與社區產生貢獻（DfES, 2004a）。此項計畫除了強調學
校聯盟運作外，在鼓勵學校創新經營方面，主要有二項計畫，研究者將其簡述如下：  

 
（一）「專門學校」計畫 
 
「專門學校」（specialist school）計畫始於 1994 年，目的在協助學校與私部門

合作，提供學校發展優勢的機會，透過政府經費補助，促使他們能在專門領域發展

出有效能的課程與教學，並進行創新，進而成為學校的特色，並達到提昇成就標準

的目標。此外，從 1997 年起，專家學校更進一步成為其他學校或地方社區的資源
（OFSTED, 2001）。「專門學校」計畫所設定的專門領域包括：藝術、商業與企業、
工程、人文、語言、數學與電腦、音樂、科學、運動以及科技等十項（DfES, 2004b）。
整體而言，一所優良的專門學校具有下列特徵（Kemp, 2001；OFSTED, 2001）：
1.GCSE測驗表現獲得顯著改進。2.能呈現學校相關計畫以及專門領域的學習成果。
3.能流暢轉換不同的學習領域。4. 選取較多的專門學科。5.真誠的教育夥伴關係。
6.專門學科發展出界定明確的、創新的且集體的行動或研究。7.具有冒險的文化。8.
學校整體的真誠認同。9.有效的視察與反省。10.專門學校的目標不僅統整於學校發
展計畫中，並有相對應的經費計畫。  

 
（二）「燈塔學校」計畫 
 

「燈塔學校」（beacon schools）計畫始於 1998年，計畫的目的在選拔運作最佳
的學校，作為專業成長社群的核心，成為各校分享成功實施經驗的範例，以提高學

生成就水準。「燈塔學校」不僅有助加強地區學校的夥伴關係，且通常在特定課程科

目、學生管理、學校經營、資優教育、特殊教育需求、防止校園欺淩、改善家長參

與方面有較佳的表現（DfES, 2004c。相關研究指出，「燈塔學校」展現的學校經營
特色如下（Davies, Mc Meeking and Rudd, 2002）：1.提供成員專業成長的機會，並能
讚揚且珍視教職員的工作。2.協助發展教師的專業榮譽感，提昇教師士氣、自尊與
自信。3.家長、學生與教職員的宣揚。4.能吸引教職員任教與留任。5.與他校或其他
機構有較佳或較緊密的聯繫，易於分享觀念和經驗，並能相互激勵士氣。6.鼓勵反
省與思考。7.較富彈性的運作，不僅有利創造力的發展，也較能符合個別的需要。 

 
綜上所述，從美、英二國推展學校創新經營相關的實施計畫與策略，研究者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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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十項特色如下： 
1.富有彈性。學校創新經營的彈性不僅顯現於整體經營模式的多樣化，也包括

內部運作的彈性以及服務的彈性。前者例如重視自主與授權，充分給予相關人員自

行發展和研究創新的機會；後者則強調滿足不同學生的興趣與需要。 
2.具有明確的焦點。即學校創新經營擁有一明確的創新範圍，例如招收特殊背

景的學生、提供具有挑戰性的學業標準或是特殊的課程與教學內容等，並且學校能

提供相關的計畫與學習成果。 
3.重視目標與計畫的達成。學校創新經營並非只是個人一時喜好或靈感的抒

發，相反地，其藉由目標與願景的建立，有系統地落實創新，並將創新的目標統整

於學校發展計畫中。而除了建立相關的目標與計畫外，學校創新經營也強調績效的

原則與實施。簡言之，學校創新不僅具有明確的目標與計畫，同時重視創新的成果

與表現。 
4.學校相關人員認同並支持學校。學校創新經營藉由凝聚相關人員的共同意識

以及建立卓越的學校形象，來贏得其對學校的認同感，進而願意支持、參與或協助

學校創新工作的推展。 
5.了解大眾對學校的期待以及家長、學生的需求。學校不僅重視相關人員所具

有的共識，也試圖積極了解彼此間可能的差異。為提昇教育市場的競爭力以及學校

經營的績效，學校創新經營重視消費者的選擇權，期能滿足消費者不同的興趣與需

求。 
6.營造利於創新的環境與文化。學校具有激發創意的環境以及冒險的文化，鼓

勵創新與實驗，使得師生的創造力不僅能獲得啟發，同時也擁有較大的空間與彈性

來實踐創意。此外，學校也鼓勵反省與思考，透過問題的發掘與改進，引發創新的

動力。 
7.重視教師專業自主權。學校提供教師良好的工作環境，協助其專業發展，同

時授權教師，使得教師工作具有專業榮譽感，工作士氣、自尊與自信獲得提昇，學

校創新經營運作得以順利進行。 
8.領導者具有使命感與個人魅力。儘管創新經營強調集體參與及合作，然不可

否認地，領導者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領導者個人風範將會影響成員追隨的意願，

同時其領導方式也可能影響學校創新經營的型態。 
9.強調合作與參與。學校創新經營是整合校內外、公私立單位資源與努力，所

共同完成的。學校透過與他校或其他機構的合作，不僅彼此能保持較佳或較緊密的

聯繫，同時能分享彼此資源、觀念以及經驗，並能相互激勵士氣。 
10.善用創新的技術與設備。技術創新是學校創新經營的一個重要部份，學校藉

由資訊科技使課程的內容與實施更為生動且具有彈性，進而使學生、教師及學校都

能更有效率。 
 
 

三、我國 
 
台灣自 1987年解除戒嚴後，隨著政治的民主化、社會多元化的趨勢，以及世界

各國積極進行教育改革的風潮，教改團體紛紛成立，教育改革活動也如火如荼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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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校經營型態不僅更為多元化，同時民間資源也獲得更充分的運用，其中公辦

民營即是學校創新經營型態之一。故以下簡述我國中小學實施公辦民營的情形，並

以教育部（2002）年頒布的「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為例，來說明我國創造力教
育發展的方向以及學校經營強化的重點。 

（一）公辦民營學校的推動－以新竹縣及宜蘭縣為例 

我國自民國 57年即已出現類似公辦民營學校－「代用國民中學」，然因當時政
府對期限制頗多以及其他許多不確定的因素，致使多所代用國中後來陸續退出國教

的行列（曹俊德，1999）。然隨著教育改革的浪潮，為促進學校多元發展以及提供受
教者更多的選擇機會，公辦民營成為學校經營創新的型態之一。由於學校公辦民營

的相關規範係由地方教育主管教育機關所制定，故以下僅就新竹縣和宜蘭縣為例來

說明公辦民營學校的內涵。 
依據《新竹縣立各級學校委託私人辦理試辦計畫》與《宜蘭縣屬國民中小學委

託私人辦理自治條例》，研究者從經營模式、主管機關、委託對象、委託學校性質、

經費來源、教學實施、組織架構、校長職權、財務監督及視導評鑑來分析宜蘭縣與

新竹縣學校公辦民營的內涵（表一）。由表一可知，二地區給予學校自主經營的程度

並不大相同，新竹縣公辦民營的經營方式類似於特許模式，而宜蘭縣除了特許模式

外，則另有承租的方式。其次，在委託對象及委託學校性質方面，新竹縣委託對象

限於教育事務財團法人，委託學校的性質為公立學校；宜蘭縣的委託對象，除了財

團法人外，家長、教師也可參加申請，委託學校性質則以特殊學校、實驗學校或具

有特殊需求的學校為優先。再次，比較學校經營內涵方面，包括經費來源、教學實

施、組織架構、校長職權等，吾人可發現二地區的差異不大，惟在教學實施、組織

架構、校長職權方面，宜蘭縣給予學校的彈性空間較大。最後，就對於委託學校的

監督與評鑑來看，二者規定的內容並無太大差異。 

表一 新竹縣和宜蘭縣學校公辦民營內涵之比較 

 新  竹  縣 宜  蘭  縣 
經營模式 類似特許模式 承租模式與特許模式 
主管機關 新竹縣政府 縣政府教育審議委員會 
委託對象 教育事務財團法人 家長、教師、教育事務財團法人

委託學校性質 公立學校 
優先委託的學校為特殊學校、實

驗學校以及具有其他特殊需要

的學校。 

經費來源 

1.收費應依公立學校之標準。 
2.若須對外募款，應徵得縣政府
府同意始得為之。 

 

1.承租模式：學費自訂，並自負
盈虧，其租金之約定，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2.特許模式：由縣政府提供與同
等學校相當之人事費、建築設

備費及業務費，作為委託經營

之費用。學費比照公立學校，

若須對外募款，須經學校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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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竹  縣 宜  蘭  縣 
單位及家長同意。 

表一 新竹縣和宜蘭縣學校公辦民營內涵之比較（續） 

 新  竹  縣 宜  蘭  縣 

教學實施 

委託試辦學校之教學實施，除依

據教育部頒佈之課程綱要外，應

參酌縣政府政策要求及學校經

營特色，規劃適切之教育課程。

1.課程除依教育部頒布之國民中
小學課程綱要內容為教授準

則外，得參酌政府政策及學校

經營特色，彈性調整課程及評

量方式。 
2.除本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受
委託學校對於課程規劃、教學

設計、教材選擇、活動實施

等，均享有充分自主權。 

組織架構 

1.委託試辦學校之組織架構及管
理相關制度，得自行訂定並報

請縣政府核備。 
2.教職員工員額編制由縣政府依
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相關

員額編制標準核定。 

受託學校，其組織架構、法規制

度、員額編制，得自行設置。

校長職權 

1.本試辦計畫主持人得兼任校
長。 

2.委託試辦學校之校長，依據法
令綜理校務，並受縣政府之監

督。 

無特別規定 

財務監督 

1.委託試辦學校應成立專戶，並
訂定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報

縣政府核備。 
2.專戶之收入，應悉數用於教育
活動及預算項目之支出，不得

為營利及其他非教育目的之

行為。 
3.委託試辦學校之校產、基金之
管理與使用、收益、處分等，

除依有關法令規定外，仍應受

縣政府之監督。 

受託經營者之各項收入，應悉數

用於教育活動及預算項目之支

出，不得為營利或其他非教育目

的之行為。 

視導評鑑 委託試辦學校應接受縣政府及

其委任人員之教育視導及評鑑。

1.縣政府教育審議委員會將定期
或不定期到受託學校輔導評

鑑。 
2.評審辦學優良之學校，於契約
期滿時，得經教育審議委員會

 18



 新  竹  縣 宜  蘭  縣 
同意後，取得優先續約之權。

 

（二）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 

 
為因應全球經濟型態之改變，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教育部於 2002年公佈

《創造力教育政策白皮書》期在激發創造力之餘，並能具體實踐創新。白皮書中勾

勒理想的創造力國度，在學校層面，即以經營創新的學習環境與活潑的教學氛圍為

主體，以提升教育視野，發展各校特色，創造多元教育的學習環境。同時說明創造

力教育的推動將從生態文化、行政法制、學校經營、課程與教學四個面向來擬定策

略。其中有關強化學校經營方面，包含下列幾項重點（教育部，2002）：  
 
1.協助學校結合社區，發展教育特色。政府鼓勵學校發揮創意，與社區建立合

作的機制，發掘社區文化中創意之內涵，據以發展為課程和教材；並設置創意人駐

校制度，邀請創意人進駐學校，分享經驗與技術。此外，開放中小學試行「校務發

展基金」制度，以提供中小學結合社會資源、發展學校特色的機會。 
 
2.推動創意學校。除了遴選具有創意的學校經營人才外，鼓勵師生和社區共同

參與設計學校創意空間與環境，親身體驗創意，並選拔創意學校，給予實質獎勵。 
 
3.推動學校成為學習型組織。遴選優秀種子教師，建立創意種子教師團隊，以

團隊學習方式，提昇專業成長。其次，透過教師團隊共同努力，規劃和建立學校願

景、 理念與價值觀，推動學校組織創新。另外，鼓勵師生參與，共同設計與評鑑創
意教學和創新活動。  
 

4.推動以「學校為本」之教師成長計畫。積極協助其教師從事行動研究與教學
實驗創新，並提供發表、分享、應用、跨校交流的機會，以促進教師專業成長和終

身學習。此外，具體提供經費與資源，鼓勵學校提出教師成長計畫、行動研究專案

以及教學實驗專案。 
 

5.推動各級學校進行合作聯盟。鼓勵學校提出「個別學校型」或「跨校合作型」
的創造力培育方案。其次，大學院校主動開放其軟硬體資源，協助中小學教師和學

生發展創造力，並能輔導各領域具有創造潛能之學生。另外，研究專案團隊可廣納

各級教師，不僅有助於擴散和推廣研究成果，同時也提供中小學教師專業成長的機

會。 
 

6.建立創意經驗分享論壇。善用網路科技，建立創意教學的資源網站，匯集教
師行動研究成果、各校創造力培育方案、以及教育行政機關發掘的學校創意表現，

使其成為資源整合中心以及創意擴散的平台。 
 

而為順利推動創造力教育，教育部配合政府其他部門，運用民間力量，推展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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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學子栽植列車、創意教師成長工程、創意學校總體營造、創意生活全民提案、創

意智庫線上學習、以及創意學養持續紮根等六個先期行動方案，其中「創意學校總

體營造」的核心宗旨即是在建構有利於培育師生創造力之生活空間、學校經營、及

校園文化 ，同時鼓勵各校結合社區資源、地方特色、傳統文化，協助學校尋求有特
色的治校理念，打破以升學為導向之明星學校迷思 ，以轉型為多元主題特色學校，
其相關的具體措施包括：1.推動學習型組織，建構學校願景、理念與價值觀，形塑
創新氛圍，發展學校本位特色。2.遴選具創新才能校長，表揚創意學校經營人才。
3.營造校園創意空間，鼓勵藝術駐校。4.組織創意行政團隊，推動與研議創新行政機
制。5.選拔與報導各區以多元主題為特色之創意學校（教育部，2002）。 
 

     其次，近年來教育部為配合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也積極推動創新教學，並且舉
辦創意教學獎等活動；政治大學亦經教育部指定，於2003年成立「創新與創造力研
究中心」，曾經辦理「創新與創造力研討會」、「創造力博覽會」等活動；在民間

組織參與學校創新經營方面，中華創意發展學會自2003年起每年舉辦「全國學校經
營創新獎」活動，分就行政管理革新、課程與教學領導、學生多元展能、校園環境

美化及社會與環境資源應用等組別，選拔經營創新的績優學校予以表揚，藉以推廣

學校創新經營的理念與實務。 
 

由上可知，透過創新環境與氣氛的營造，學生的創意將可以獲得啟發，同時藉

由組織學習的方式，將創意落實為創新活動，而與外界的合作交流，更使得學校創

新的經驗得以傳佈與相互分享。如此由創意而創新，由個人創意、組織創新、進而

營造整個國家創新的氣象，很明顯地，學校經營在這過程中則居於關鍵的地位。因

此，創造力教育的實施是發展社會創新能力的基礎，但創造力教育的推動，則須倚

賴學校的創新經營。 

 
肆、結語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知識與創新成為國家競爭力的核心要素，而在提昇

個體或團體的創造力或創新能力方面，教育則扮演了重要角色。就中小學教育而言，

學校經營乃是發展中小學創造力教育的重要關鍵。此外，近年來，由於出生人口數

逐漸下降以及縣市教育經費不足的影響，國民教育規模急速縮減；另一方面，社會

大眾對學校教育改革的期盼殷切，學生教育的選擇權日受重視，使得學校開始需面

對教育市場中的競爭。因此，學校創新經營不僅利於推動創造力教育，同時有助於

學校取得競爭優勢，而能永續發展。為能更深入地分析學校創新經營的意涵，提供

相關人員參考，本文分別從意涵與推動計畫二個方向來探討學校的創新經營： 
 
在意涵方面，藉由「創新」與「組織創新」概念的釐清，歸納出學校創新經營

具有新奇性、計畫性、創造性與教育性等特性，並將「學校創新經營」定義為：「學

校為提昇教育績效，營造有利於成員創造力發展的組織文化與環境，鼓勵且引導成

員參與創新活動，藉由知識系統的管理與運作，以系統化的經營策略，使創意得以

形成、發展及永續經營之動態發展歷程。」其次，建議學校創新經營概念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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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從創新內容、創新歷程、知識系統的運作以及創新相關人員等四個層面著手，並

且運用創新的焦點、創新的層次以及創新的型態等三個構面來呈現學校創新經營的

內涵及複雜性。另外，也指出學校創新經營的運作係為創意、創新活動與創新經營

實施等三個不同概念與階段，不斷修正改進並持續進行之結合。 
 
在推動計畫方面，除了解美、英國家有關學校創新的計畫或策略外，並分析歸

納其對學校創新經營內涵的啟示，包括：1.富有彈性；2.具有明確的焦點；3.重視目
標與計畫的達成；4創新相關人員認同並支持學校；5.了解大眾對學校的期待以及家
長、學生的需求；6.營造利於創新的環境與文化；7.重視教師專業與授權；8.領導者
具有使命感與個人魅力；9.強調合作與參與；10.善用創新的技術與設備。而在我國
方面，則就我國中小學實施公辦民營的情形、教育部 2002年所公佈的「創造力教育
政策白皮書」及相關機構所辦理的創新經營推廣活動，來說明國內推動創造力教育

與學校創新經營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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