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中體育組長領導型態與學校體育經營策略研究

黃建華、李勝雄 ; 許立宏

E-mail: 9800895@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體育組長領導型態與學校體育經營策略之相互影響程度。並分析不同人口背景變頊(性別、學歷、擔任

體育組長年資、學校規模、畢業學校)與不同領導型態(轉換型領導、交易型領導)及不同經營策略(目標管理策略、公共關係

管理策略)工作效能之差異。本研究以彰化縣立國中體育組長為研究對象。經統計分析後獲得以下結果：(一)國民中學體育

組長經營策略運用的符合程度整體在中等以上。(二)國民中學體育組長運用領導型態獲得體育經營策略狀況良好。(三)不同

背景變項國民中學體育組長運用領導型態的差異方面沒有差異。最後，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供相關單位與後續研究者

參考。

關鍵詞 : 領導型態 經營策略 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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