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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全球高度競爭的趨勢下，如何提升國家競爭力，以教育發展最為重要，因

此，許多教育政策與管理的革新是必要的。台灣近年來在教育制度上也有不少的

改變，如：教育行政事務的鬆綁、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十二年國教的推動以及

教師會和家長會深入參與校務，這些改變使得傳統學校的行政管理方式已經無法

呼應時代需求，面對當前社會發展及教育改革，學校勢必會進行行政運作與教學

型態上的變革，而在變革過程中，教師是第一線的參與者、執行者與受變革影響

者，若在過程中學校可與教師之間維持良好關係，則有助營造良好的學校氣氛並

進而凝聚同仁的向心力。由此可見，在教育革新環境中，瞭解教師對學校行政管

理措施的感受相當重要。

教師是學校重要的人力資產，為確保教育目標之達成，學校必須吸收並留住

優良的教師，使其需求滿足並投入工作（吳政達、湯家偉、羅清水，2007），換

言之，學校要能持續發展，就必須與教師建立良好的關係並營造出適合教師的工

作環境。相較於一般企業以外在誘因來激勵滿足部屬需求，校園裡的正式教師雖

有工作保障，但薪資福利有既定的準則，薪酬、獎勵、升遷，皆有其固定的制度

標準及管道。針對教師的努力奉獻與額外付出，學校無法立即給予獎勵與回饋。

此外，教師的教學工作雖有教師法明文規定其權利與義務，然其對於教育工作的

付出卻沒有量化及標準的指標，而教育為百年樹人的工作，其效果無法短期見

效，必須靠教師秉持教育熱誠及良知不斷努力。基於此，為了讓老師獲得需求上

的滿足，學校的管理應強調內在誘因與關係的建立，即學校如果能提供教師順暢

的溝通管道、決策參與機會、適時的關懷與鼓勵，則教師對學校自然會產生認同

感，也願意自動自發從事角色外的行為。

從人力資源管理的相關文獻得知，員工與組織之間除了法律訂定的契約之

外，影響雙方行為與態度表現的，還有存在於雙方之間的心理契約（Rousseau, 

1989）。心理契約是存在於員工和組織之間對彼此義務的一種期望認知，當個

人相信對方對於未來的回報有所承諾，而他也願意付出相對貢獻時，心理契約將

會形成（Rousseau, 1995），換言之，心理契約隱含著個人對於互動雙方的權利

義務之主觀認知，也是一種互惠的信念並會影響雙方的行為與互動（Turnley & 

Feldman, 1999）。基於學校環境的特殊性及教師的專業自主性，傳統的經濟雇用

契約已無法完全滿足學校管理上的需求，因此，學校若能對心理契約做好有效管

理，將能瞭解教師本身對學校中各項措施與政策是持何種期望與感受，而教師的

期望與感受將會影響學校政策執行的成效，及教師所展現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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