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分為第一節結論，第二節建議，係透過探討教育視導倫理相關文獻，歸

納臺北縣督學教育視導倫理內涵，據以編製調查問卷，經由問卷調查、統計、訪

談、分析而提出。 

 

第一節 結論 

 

本節先依據文獻探討，說明對教育視導倫理的界定，次就臺北縣督學教育視

導倫理的調查結果，陳述五種層面在理想上應該達成及實際上已經達成的情形，

之後概述各層面之重要內容，並說明差異性分析結果。 
 
壹、教育視導倫理係教育視導人員執行業務所應遵循的規範 

 

本研究所稱教育視導倫理，係指臺北縣政府教育局派任督學，視導轄屬學校

行政與教學的歷程中，待人處事所應遵循的規範。其目的在表現適切的行為，以

達成教育視導的目標。依據文獻探討結果，教育視導倫理包括五種層面：  

一、效益倫理：督學應謀求學校教育相關最大多數人的最大幸福，並遵守規則，

注意社會正義。 

二、正義倫理：督學應正視各種作為的動機，善盡職責，將他人視為目的來尊

重，不可當作手段來利用。 

三、徳行倫理：督學應追求能力的卓越與關係的和諧；除精進自己的知能以外，

並協助學校教育同仁專業發展；促成彼此之間關係的和諧。 

四、關懷倫理：督學應重視人際關係，尊重多元差異，經由關懷與被關懷的情

感交流，發展學校教育相關人員的潛能。 

五、批判倫理：督學應該批判反省現狀，知覺到雙方不平等、壓迫的關係，並

採取行動加以轉化。 

  

貳、臺北縣督學教育視導倫理五個層面排序在應該達成及已經達成方面大致相當 

     

根據問卷調查分析結果，臺北縣督學教育視導倫理應該達成五個層面，各層

面的平均數得分高低依序為：正義倫理、德行倫理、關懷倫理、效益倫理、批判

倫理。其中，正義倫理受到特別的重視，值得督學省思，相關的教育視導作為應

落實正義的實質與程序。 
根據問卷調查分析結果，臺北縣督學教育視導倫理已經達成層面亦為五個，

各層面的平均數得分高低依序為：德行倫理、正義倫理、關懷倫理、效益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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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倫理。其中，批判倫理達成程度最低，亦值得督學反思，相關的教育視導作

為應落實批判的精神，自我檢討改進。 
應該達成與已經達成各層面，前面一、二名排序正好對調，亦即應該達成層

面前二名為正義倫理、德行倫理；已經達成層面前二名為德行倫理、正義倫理。

至於第三名至第五名，則同為關懷倫理、效益倫理、批判倫理。 
 

參、臺北縣教育人員認為較重要之前十項督學教育視導倫理，亦同意大部分為已 
經達成事項 
 
由問卷調查分析結果得知，臺北縣督學教育視導倫理應該達成事項前十項，

依序為：1.清廉自持，不利用職權牟取不當利益；2.表現誠實信用的行為；3.尊
重學生及教職員工的權利；4.嚴加保密視導過程中所獲得的私人資料；5.重視校

園安全；6.謹守行政中立的立場；7.遵守法律;8.遵守道德規範；9.客觀評鑑學校

校務工作；10.公平對待每一所學校，不因學校規模大小而有差別。 
由問卷調查分析結果得知，臺北縣督學教育視導倫理已經達成事項前十項，

依序為：1.重視校園安全；2.遵守法律；3.遵守道德規範；4.表現誠實信用的行為；

5.支持正當程序的原則；6.嚴加保密視導過程中所獲得的私人資料；7.不接受學

校成員的饋贈；8.清廉自持，不利用職權牟取不當利益；9.依事實真相，誠實公

正的提出報告；10.客觀評鑑學校校務工作。 
臺北縣督學教育視導倫理應該達成事項前十項，其中有七項亦列為已經達成

事項得分較高前十項，另外三項：尊重學生及教職員工的權利；謹守行政中立的

立場；公平對待每一所學校，不因學校規模大小而有差別；分別為已經達成事項

得分較高之第 15、第 12、第 17 位，亦皆位於前半段之內。研究者認為，臺北縣

教育人員認定較為重要之前十項督學教育視導倫理事項，亦認定其大部分為已經

達成事項。 
 

肆、不同背景教育人員所知覺的臺北縣督學教育視導倫理有部分差異 

 

  一、不同性別人員，在督學應該具備的五種教育視導倫理層面，意見無顯著差 

異。在督學教育視導已經具備的效益倫理、徳行倫理、批判倫理及正義倫理層面， 

其知覺有顯著差異，男性的得分高於女性。 

 

  二、不同學歷人員，在督學教育視導應該具備的批判倫理層面，意見有顯著差 

異。研究所（含學分班）學歷的教育人員平均分數，高於師範院校與一般大學學 
歷者。 
    不同學歷人員，在督學教育視導已經具備的徳行倫理、正義倫理、批判倫理

及效益倫理層面，意見有顯著差異：研究所（含學分班）學歷的教育人員，在批

判倫理、正義倫理及德行倫理層面，得分高於師範院校和一般大學；在效益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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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高於一般大學；師專學歷者，在德行倫理及效益倫理層面，高於一般大學。 
 

  三、不同服務單位人員，在督學教育視導應該具備的效益倫理及關懷倫理層

面，意見有顯著差異。國小教育人員知覺督學教育視導應該達成之效益倫理層面

得分，高於教育局督學。國小教育人員知覺督學教育視導應該達成之關懷倫理層

面得分，高於高中高職教育人員。 
不同服務單位人員，在督學教育視導已經具備的五種倫理層面，意見皆有顯

著差異。國小教育人員在整體面、正義倫理、德行倫理、效益倫理、關懷倫理層

面，得分皆高於國中教育人員；在效益倫理層面，亦高於高中高職教育人員。在

正義倫理、德行倫理層面，督學得分皆高於國中教育人員；於正義倫理層面高於

高中教育人員。 
 

  四、不同單位規模人員，在督學教育視導應該具備的關懷倫理及批判倫理層

面，意見有顯著差異。規模為 49 班以上單位教育人員，所知覺督學教育視導應

該達成之批判倫理層面得分，高於單位規模為 12 班以下教育人員。單位規模為

49 班以上教育人員，在關懷倫理層面的得分，高於 13- 48 班者。 

不同單位規模人員，在督學教育視導已經具備的批判倫理、關懷倫理、效益

倫理及徳行倫理層面，意見有顯著差異。12 班以下教育人員所知覺督學教育視

導倫理已經達成事項的整體面，以及批判倫理、德行倫理、效益倫理，皆高於

49 班以上者；在效益倫理層面，並高於 13-48 班者。 
 

  五、不同職務人員，在督學教育視導應該具備及已經具備的五種倫理層面，意

見皆有顯著差異。 

校長所知覺督學教育視導倫理應該達成事項的整體面，及批判倫理、正義倫

理、德行倫理、關懷倫理層面，平均得分明顯高於兼行政教師，且達顯著水準。

在關懷倫理層面，校長所知覺督學教育視導倫理應該達成事項，高於督學。在效

益倫理層面，未兼行政教師、校長以及兼行政教師，所知覺督學教育視導倫理應

該達成事項，高於督學。 
校長所知覺督學教育視導倫理已經達成事項的平均得分，在整體層面及五種

個別的倫理層面，皆高於兼行政教師與未兼行政教師；在效益倫理層面並高於督

學。兼行政教師在整體層面及五種個別的倫理層面得分，皆高於未兼行政教師；

督學在正義倫理及德行倫理層面，得分高於未兼行政教師。 
 

  六、不同年齡人員，在督學教育視導應該具備的關懷倫理、批判倫理及徳行倫

理層面，意見具有顯著差異。在督學教育視導已經具備的五種倫理層面，意見皆

有顯著差異。 

    31-40 歲及 41- 50 歲者，在督學教育視導倫理應該達成事項的整體層面，以

及 41- 50 歲者在批判倫理、徳行倫理及關懷倫理層面的得分上，皆高於 30 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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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者；而 51 歲以上者在徳行倫理層面的得分上，亦高於 30 歲以下者。   

41- 50 歲與 51 歲以上教育人員，所知覺督學教育視導倫理已經達成事項的

整體性層面，以及五種個別倫理層面的得分，皆高於 30 歲以下與 31- 40 歲者，

且達顯著水準。51 歲以上教育人員所知覺督學教育視導倫理已經達成事項的整

體性，以及德行倫理層面，得分高於 41- 50 歲者。 
 

伍、建構臺北縣督學教育視導倫理準則，具有重要意義 

    依照文獻探討、問卷調查及訪談的結果，臺北縣督學執行教育視導業務，應

該遵循倫理規範，惟目前並無系統性明文訂定的準則，故如能建構臺北縣督學教

育視導倫理準則，應該具有重要價值。 

 
 

第二節  建議 

 
    依據本研究發現和上述結論，針對臺北縣督學、地方政府及進一步研究，提

出以下建議。 

 

壹、對臺北縣督學的建議 

  一、培養批判反省能力，避免意識型態的宰制 

根據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分析結果，臺北縣督學教育視導倫理應該達成五個

層面，其中正義倫理受到特別的重視，值得督學省思。 
督學應反思自己的角色和行政作為：為處於不利地位的學校爭取資源；獨立

自主，不受各種誘惑或壓力控制；公平對待每一所學校，不因與校長的親疏關係

而有差別；公平對待每一所學校，不因學校規模大小而有差別；尊重學生及教職

員工的權利；客觀評鑑學校校務；稟持公平正義原則處理事務，遵循保密原則。 

根據文獻探討與問卷調查分析的結果，臺北縣督學教育視導倫理已經達成層

面亦為五個，其中，批判倫理達成程度最低，亦值得督學反思。 
督學的教育視導作為應落實批判的精神，自我檢討改進：長官的交代不合理

時，據理力爭；尋求創新發展，提升工作效能；負起維護社會正義的責任；傳達

政令時，不以長官的權威加諸於學校；理性接納學校成員的論辯質疑；提供開放、

真誠、平等的對話管道；調查控案不預設立場。 
 
  二、踐行適當的教育視導倫理，表現足以做為楷模的言行 

依據問卷調查分析結果，臺北縣督學教育視導倫理應該達成事項前十項，已

經分敘如第一節結論第參部分。雖然臺北縣教育人員認為較重要之前十項督學教

育視導倫理，亦同意大部分為已經達成事項，惟依問卷調查分析結果，督學在德

行倫理方面得分較低項目包含：不參加學校的飲宴應酬；不向學校請託關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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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足以做為學校成員楷模的言行；不接受學校成員的饋贈；清廉自持，不利用職

權牟取不當利益；表現誠實信用的行為。 
教育人員認為督學教育視導倫理應該達成之重要事項，督學應該逐項省思其

意義。督學本應以身作則，就教育人員認為督學在德行倫理方面得分較低項目，

督學更應檢視自己的實踐情形，有所不足者，力求改善；已經踐履者，繼續保持。 
 

貳、對地方政府的建議 

  一、訂定督學教育視導倫理準則 

    建議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發揮引導作用，除示範倫理思考及行為外，並訂

定督學教育視導倫理準則，以利督學遵循。 

 

二、定期舉辦督學教育視導倫理專業知能研習活動 

    建議地方主管教育行政機關重視視導人員的專業素養，辦理研習，提供進修

成長的機會，協助督學專業發展，增進督學教育視導倫理知能。 
 

參、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提升督學教育視導倫理知能的課程和方法 

    可先研究各地方政府督學對教育視導倫理的認知及實踐情形，瞭解經常面臨

之行政倫理議題；進一步研議職前培育與在職進修課程和方法，以提升督學教育

視導專業倫理知能。 

 

  二、研究更為周延的教育視導倫理面向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結果，採取五種倫理面向研究督學教育視導倫理。惟不

同學者專家揭櫫不同的倫理面向，各有所重，未必即屬周延。例如權利倫理日益

受到重視，未來研究可以考慮納入研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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