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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的校長均衡領導與學校組織文化之現況及其關聯。本研究正式問卷共發出524份，回

收447份，回收率達85.3 %，統計分析。結論如下： 一、桃園縣公立國民小學校長在學校領導上採取兼具高技術性與藝術

性的均衡領導，整體表現以技術性領導知覺程度較高。 二、桃園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知覺校長均衡領導，因擔任職務、與

現任校長共事時間、學校規模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三、桃園縣公立國民小學之學校組織文化均為兼具高社會凝聚與高社會

控制的溫室型學校組織文化，整體表現以「社會凝聚」知覺程度略高於「社會控制」。 四、桃園縣公立國民小學教師知覺

學校組織文化，因擔任職務、與現任校長共事時間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五、桃園縣公立國民小學校長均衡領導之技術性領

導與藝術性領導兩個構面及整體，與學校組織文化之社會凝聚和社會控制兩個構面及整體，呈現極為顯著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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