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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主要探討彰化縣國民小學校長領導風格對校長與教師關係品質和教師工作績效產生的影響，作為

校長日後領導教師的參考。問卷採用國外學者編訂之量表，共得有效問卷570份，有效問卷回收率81%，所得資料再利

用SPSS統計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法、相關分析、迴歸等統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一)校長轉化型、交易型領導風格與校

長、教師雙方關係品質呈顯著相關，除了交易型領導風格中之被動例外管理，其他領導風格皆與校長、教師雙方關係品質

呈正向顯著影響。(二)校長、教師雙方關係品質與教師工作績效呈顯著相關，亦有正向顯著影響。(三)校長轉化型以及交易

型領導風格、校長以及教師雙方關係品質與教師工作績效三變數呈顯著相關。進一步發現校長以及教師雙方關係品質具有

部分中介效果，校長領導風格之共享願景、智力啟發、主動例外管理與權變酬賞)會透過雙方關係品質的中介作用，間接正

向影響教師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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