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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校長組織社會化因應策略之研究 

壹、前言 

近幾年來面對一波波的教育改革以及迅速變遷的社會，校長身為學校的中心

領導人物對於一個學校事務的運作、成員間的互動、文化與氣氛、學生的發展與

學習、及整體的表現均具有深切的影響。正由於學校及教育系統面臨快速的變

遷，校長的角色愈趨多元，其工作內容也愈趨複雜與不穩定。這些對於新任校長

(new principal)而言，無論是缺乏經驗的初任校長(beginning principals、

first-time principal)或是轉換學校的繼任校長(successor principal)，尤其

是一項重大考驗。除了要處理繁忙的工作及難以預料的學校問題之外，新任校長

同時還要學習及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及角色，解決到職初期所遭遇的種種挫折、焦

慮、與困境，並且在最短時間內調整自己以發揮應有的功能。當新任校長進入一

個新的學校任職，在學校組織適應與學習新的工作角色，也是其社會化過程的開

始。 

有關組織成員社會化的重要性幾十年來已受到企業界及其他專業領域的重

視，在教育領域方面已有不少國內外學者以社會學的觀點探討教師社會化，至於

教育行政領域有關教育行政人員社會化的相關研究，國外已有一些學者針對校長

培育階段的教師、助校長(assistant principal)、初任校長、及轉換學校的繼

任校長等進行專業社會化或組織社會化的實證研究。國內有關初任校長及一般校

長社會化及領導人繼任(leadership succession)等相關主題的探討並不多見，

質性研究深度訪談法的使用較為少見，有關學校領導人校長的社會化歷程之相關

研究仍付之闕如，國內國民中小學校長對於個人組織社會化過程中的學習所採取

的具體作為、所面臨的困難、及所需的資源等問題至目前為止對此一領域的瞭解

也所知有限。本研究於研究內容、對象、及研究方法上與其他相關研究均有所不

同，希冀能瞭解校長組織社會化的本質與過程，及其相關問題與因應策略，其研

究結果能對學校領導人的組織社會化在實務上的具體策略與作法有深入的剖

析，並提供教育行政機構成功推行校長培育、職前教育及導入、以及在職專業發

展之參酌，應可提升對此一重要領域的瞭解。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在研究國民中小學新任校長組織社會化的情形及其因應策略

之運用，並探討新任校長在組織社會化過程當中的人際支持系統情形。主要以質

性研究的深度訪法（in-depth interview），探討： 

一、國中小新任校長（包括初任校長與繼任校長）組織社會化之狀況為何？ 

二、國中小新任校長組織社會化過程之因應策略為何？ 

二、新任校長組織社會化問題之人際支持系統為何？ 

三、針對國中小校長組織社會化實務提出具體建議。 

參、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瞭解中小學新任校長組織社會化的情形及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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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運用，並探討校長在組織社會化過程中的人際支持系統及資訊蒐集。以下就組

織社會化的階段、組織社會化學習的內容、組織社會化實務、社會化結果、以及

社會化過程中的資訊蒐尋等五方面的文獻分別做探討。 

一、社會化階段 

許多研究社會化過程的的學者將組織成員在組織中的學習歷程視為如同幼

童的成長一般，似乎有階段性發展的現象及需求，因此提出社會化階段模式或架

構來說明新進成員在組織中的學習和適應如何發生，以辨識組織外部人員

(outsider)變成完全社會化的內部人員(insider)的期間所含括的各個階段內容

及意義。Schein(1978)由組織及個人的觀點來探討組織社會化的階段，認為新進

成員在進入組織之後，會在組織中連續經歷三個階段，各包括不同的事件與問題： 

(1) 階段一：進入階段(entry)；(2)階段二：社會化階段(socialization)；(3)

階段三：互相接納階段(mutual acceptance)。Wanous(1980)綜合歸納多位學者

的觀點，提出社會化階段整合性的取向(Integrative Approach to Stages of 

Socialization)，認為進入組織的社會化過程包含以下四大階段：階段一：面對

及接受組織現實(confronting and accepting organizational reality)；階段

二：獲得角色的明確度(achieving role clarity)；階段三：將自己於組織情境

中定位(locating oneself in the organizational context)；階段四：察覺成

功社會化的線索 (detecting signposts of successful socialization)。

Hart(1991)認為學校領導人正式進入組織後的社會化包含以下三大階段：(1)接

觸 階 段 (encounter, anticipation, or confrontation) ； (2)調 適 階 段

（adjustment, accommodation, clarity）；(3)穩定階段(stabilization, role 

management, location)。 

二、社會化學習的內容 

Feldman(1981)認為社會化包含三項同時進行的學習內容與過程：(1)學習適

當的角色行為；(2)發展工作所需的技巧與能力；以及(3)適應工作團體的規範與

價值。Fisher(1986)則將社會化學習的內容進一步細分為五大類行為及，各類內

容的學習通常會導致新進人員產生行為及態度上的改變：(1)基本的學習

(preliminary learning)：瞭解學習的必要性、學習的內容、及學習的對象。(2)

對組織的瞭解(learning about the organization)：包括組織目標、價值與政

策。(3)在工作團體運作的方式(learning to function in the work group)：

包括團體的價值、規範、角色及友誼關係。(4)勝任工作之道(learning how to 

perform the job)：包括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識。(5)自我的瞭解(personal 

learning)：從工作及在組織中的經驗瞭解自我的個性(self-identity)、期望、

自我形象及動機。此外，Chao, O’Leary-Kelly, Wolf, Klein, & Gardner(1994)

認為組織社會化乃是個人為了適應一個新的或不同的組織角色所需的學習，並將

其內容分為以下六項構面：(1)工作熟練度(performance proficiency)；(2)人

員(people)；(3)政治(politics)；(4)語言(language)；(5)組織目標與價值觀

(organizational goals and values)；(6)歷史(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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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化實務 

學者將有關個人角色轉換的經驗如何被組織其他成員所建構的方式稱之為

組織社會化戰術(tactics)(Van Mannen, 1978)，組織採用這些社會化戰術通常

是因為傳統而非有意識性的選擇，不同的戰術及其可能導致的社會化結果，Van 

Mannen & Schein(1979)認為社會化戰術可分為六大構面，每一構面均包含兩個

相 對 的 戰 術 ： (1) 集 體 與 個 別 戰 術(collective versus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processes)；(2)正式及非正式戰術(formal versus informal 

socialization processes)；(3)程序及隨機戰術(sequential versus random 

socialization processes)；(4)固定及變動戰術(fixed versus variable 

socialization processes)；(5)伴隨及分離戰術(serial versus disjunctive 

socialization processes) ； (6)賦 與 及 剝 奪 戰 術 (investiture versus 

divestiture socialization processes)。Jones(1986)進一步將上述Van Mannen 

& Schein 的社會化戰術劃分為三大範疇：(1)情境(context)：與組織提供新進

者資訊的情境有關，包含集體與正式戰術，個別與非正式戰術；(2)內容

(content)：與組織提供新進者資訊的內容有關，包括程序與固定戰術，隨機與

變動戰術；及(3)社會性(social aspects)：與社會化過程的人際互動有關，包

括伴隨與賦與戰術，分離與剝奪戰術。 

四、社會化結果 

Van Maanan & Schein(1979)認為個人在學習及扮演工作角色的社會化過程中

所獲取的角色取向可視為一個由監護取向起始的一端發展至另一端為創新取向

的連續體(continuum)，其中創新取向又可再分為兩種不同的類型，所以共包含

至少以下三種由不同組合的社會化戰術所產生的社會化結果：(1)監護取向

(custodial orientation)；(2)內容創新(content innovation)；(3)角色創新

(role innovation)。此外，Nicholson(1984)則是將社會化的結果做進一步的延

伸，強調個人及角色的發展（即個人或角色的改變），認為社會化使工作繼任者

獲得四種可能的調適結果：(1)複製：指個人或角色均無任何改變，相當於監護

的反應；(2)吸收：角色仍舊不變，但是個人有所改變成長；(3)決心：個人僅有

少許改變，但有重大的內容或角色創新；及(4)探索：指角色及個人均有所改變。 

五、社會化過程的資訊搜尋 

近年來有幾項研究指出新進者會主動蒐尋資訊，而且資訊的蒐尋對其組織社

會化結果也有所影響，例如Miller & Jablin(1991)的研究指出新進人員在適應

新工作或環境時，會有相當程度地依賴其他組織成員所提供的資訊，以作為其在

組織中產生影響力的策略或戰術之依據。Morrison(1993)的研究發現尋找資訊之

頻率會與工作滿足、績效呈正向相關，而與離職意願呈反向關係，但並未說明透

過何種來源與方式、蒐尋何種資訊使新進者之工作滿足及績效提高。Ostroff & 

Kozlowski(1992)的研究發現資訊蒐尋頻率與滿足、承諾、適應呈正向關係，與

壓力、離職意願呈反向關係。此外，學者也開始探討社會化過程中新進成員蒐尋

資訊的種類(types)、來源(sources)及方式(tac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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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方式選取願意參與研究之對象，研究對象為台北縣市現職

國中小新任校長，其中國中校長9位(初任校長5位、繼任校長4位)，以及國小

校長9位(初任校長6位、繼任校長3位)，共計18位。其中初任校長部分以任

職第一年的校長為主，繼任校長部分則以校長年資至少4年以上且在任職的新學

校任期未滿兩年的校長為主。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以半結構式

（semi-structured）訪談方式來研究國民中小學新任校長組織社會化的情形及

其因應策略之運用。並探討新任校長在組織社會化過程當中的人際支持系統情

形。本研究並針對深度訪談所得之逐字稿進行整理分析，依據 Miles and 

Huberman（1994）之質性資料分析方法，將各主題內容加以分類、編碼、比對、

及分析，資料分析過程由研究者與研究助理共同進行。 

伍、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 

(一)新任校長到任初期的適應情形： 

參與本研究的18新任校長中，有7位（國小6位，國中1位）表示到任初

期的經驗與感受與到任之前的預期無太大差異或大致符合，而有8位校長（國小

2位，國中6位）認為到任之後在學校實際體認的現實比未就任之前對學校的想

像或瞭解還要來得嚴重，另有2位校長（國小1位，國中1位）認為到任後對學

校的實際瞭解及適應情形比未到任之前的預期還要好一些，有些問題不如原先所

聽聞或想像地來得嚴重，最後有1位國中校長認為好壞各佔一半，有些狀況比原

先瞭解地來得嚴重，有些則比原先所預想的來得順利。由上述結果並發現，到任

初期有感受到現實與到任前的理想有所差距的6位國中小校長中，其中初任校長

即佔了4位，而初任國小校長則大多覺得差距不大，到任之後適應情形還算順利。 

（二）新任校長適應新學校所遭遇的主要難題： 

 參與本研究的新任校長在就職初期所遭遇的難題包括：教師專業素養不足且

缺乏創新精神、行政人員工作職務的分配、與行政團隊的合作與溝通、經費不足

（含空間及硬體設備問題）、學校相關人員衝突的協調（含教職員、家長團體、

志工團體等）、學校特色的缺乏、教職員安於現狀且缺乏創新、及學生升學壓力

等。其中教師專業素養不足且缺乏創新精神的問題為許多新任校長（18位中有7

位，其中國小2位，國中5位）認為是就任後所遭遇的主要難題，其次有6位校

長（國小4位，國小2位）將經費問題視為就任初期的主要難題之一，最後有3

位國中新任校長認為學校教職員工普遍安於現狀，創新意願有待提昇。本研究結

果發現國小及國中新任校長所遭遇的難題略顯不同，國小校長所遭遇的難題類型

各有所不同，而國中部分則有幾項許多校長所共有的問題，在9位國中校長中有

5位均將教師專業素養不足且缺乏創新精神視為主要問題，另外教職員安於現狀

且缺乏創新（3 位）及學生升學壓力（1 位）的問題則只有國中新任校長提出，

國小校長並未遭遇到類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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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任校長因應組織社會化問題的主要方式： 

 本研究校長因應組織社會化問題的方式主要有拜訪里長及社區人士、與行政

人員及教師舉行座談進行溝通、寫信給全校教師溝通個人辦學理念、與家長及家

長會成員進行溝通、提高在學校的能見度（例如親自站導護，在門口與家長、學

生及社區居民親自打招呼）、加強行政人員行政效率、尋求硬體及空間設備的相

關資源、及親自帶領教師及行政人員完成行政及教學相關活動。  

（四）新任校長組織社會化的主要支持對象： 

 新任校長在組織社會化過程中的主要支持對象包括：學校行政團隊相關人員

（尤以處室主任為主）（國小 5 位，國中 1 位）、師傅校長（國小 4 位，國中 2

位）、前任校長（國小1位）、同儕校長（國小1位，國中5位）、先前服務單位

的老同事（國中2位）、配偶（國小3位，國中1位）、及其他（國小3位，國中

2 位）。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小校長部分以學校行政團隊處室主任為主要支持對

象（9 位中有 5 位，其中 4 位為轉任校長），而國中校長部分則以同儕校長為主

要支持對象佔多數（9為中有5位，其中4位為初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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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所得結果與原計畫所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如文獻蒐集、訪談大綱及題

目的設計、訪談對象的確定、深度訪談的進行及資料分析等均順利完成，亦與原

計畫預期達成的目標及成果相符，研究成果將於學術期刊上發表，其應用價值將

有助於提昇國中小學校組織社會化策略之實務，並作為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制訂校

長培育、職前教育與導入、及專業發展之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