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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問題是探討轉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工作特性(job characteristics)與學校績效(school performance)之關係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彰化縣立大同國民中學」為研究對象，探討轉型領導、工作特性與學校績效關係。共發

放138份問卷，其中回收有效問卷98份，藉由SPSS套裝軟體進行因素分析、信度分析、描述統計、皮爾森積差相關及回歸

分析等統計方法來驗證本論文之假設。 本論文主要研究結果發現： 一、轉型領導與工作特性之間存在正向且顯著的關係

。 二、轉型領導與學校績效具顯著正相關 三、工作特性與學校績效具顯著正相關 四、轉型領導、工作特性對學校績效具

有預測作用。 依據研究之主要發現與結論，研究者提出具體建議，提供學校及教育行政機關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 : 轉型領導 ; 工作特性 ; 學校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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