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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臺中市、臺中縣、南投縣及彰化縣等中部地區中小學學校教師會十一幹部或會員，做為學校組織衝突的研究對象，

研究資料的蒐集主要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進行中小學學校教師會組織衝突之探研。 本文歸納中小學學校教師會組織衝突

之原因、解決策略及結果，可分為以下五點： 一、學校教師會成員間以「不恰當的言行」、「認知差異」、「要求與主張

不合理」、「擅作主張」以及「意見和管教的歧見」，都有可能導致衝突的發生。 二、學校教師會成員與學校行政人員之

間以「缺乏行政經驗」、「行政能力不佳」、「違反規定及缺乏法令素養」、「不當的言行與態度」、「溝通不良」、「

認知差異」、「權益受損或分配不公」、「要求與主張不合理」、「據理力爭」以及「依法規爭取權益與要求解釋」，都

有可能是導致衝突發生的原因。 三、學校教師會成員與家長會人員之間以「惡劣的語言及態度」、「無理取鬧」、「認 

知差異」、「質疑老師專業知能」、「仗勢欺人」以及「管教歧見」，都有可能導致衝突的發生。 四、為了消除、彌平與

疏導已浮上檯面之衝突，學校教師會處理衝突的方式大致上可以分成以下兩種形式：其一，介入衝突的方式，如：「接受

衝突投訴介 入處理」及「發現衝突介入處理」，對於衝突之處理仍停在事中的「衝突解決」；其二，衝突管理風格，學校

教師會大都替會員爭取權益、職務課務的公平分配與專業尊嚴的維護，因此，進行衝突解決時較常採取競爭策略，其次為

維護學校教師會的和諧關係則採取妥協策略。 五、衝突經過歷程及處理後，所呈現的衝突結果大致上可以分成以下兩種結

果：以「授課時數透明，符合公平性」、「受輿論影響，認錯道歉」、「增設溝 通管道，廣納建言」、「達成共識」為建

設性結果；而以「產生心結造成對立」為破壞性結果。 職是，本研究一方面可做為進一步研究中小學學校教師會組織衝突

之理論基礎，另一方面或可提供其他層級教學校師會組織衝突研究之參考，並從學校組織衝突實際情形中學習、修正，最

後發展出一套完整並適合學校組織衝突管理的模式，以帶領學校成員共同為增進學習及教學品質與學校效能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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