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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專業與創意之整合型計畫- 子計畫九： 

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建構之德懷術研究 

 

摘要 

本研究是採用德懷術研究法，邀請課後托育、幼保、幼教學者，

以及課後托育中心現職主任、資深教師之實務專家合組成德懷術研究

小組，進行德懷術問卷施測，進一步修訂、建構完成課後托育中心創

新管理指標。 

研究目的具體言之，有三個要項：一、依據理論初步發展與建構

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二、依據學者專家意見修訂、建構課後

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三、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於課後托育中心

評鑑之具體建議，以及對未來研究的進一步建議。 

本研究建構完成的指標，為二個層級的指標系統，包含有：行政

與教學創新、組織創新氣氛、組織績效革新等三個向度、十六項指標。 

 

關鍵字：課後托育評鑑、課後托育創新管理、德懷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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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grated Study : The Exploration of 
Professionalism & Creativity in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 

Delphi Method on Constructing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dicators for After-school 

Programs 

 

abstract 

This research was to adopt such research approaches as Delphi 
method research.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analysis the 
in-service managers’ and experts’ ideas about after-school programs 
evaluation indicators.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First, preliminarily to 
constr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dicators for after-school programs. 
Second, according to experts’ opinion to check, revision and confirm 
those indicators. Finally, suggestions were to be offered to the 
after-school programs and after-school program teachers. 

The major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s: The indicators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dicators for after-school programs were 
arranged into two levels. The first level was the categories of the 
indicators, and there were 3 categories identified: innovation of 
administration and teaching, innovation of organization climate and 
innovation of performance. Thereafter, on the second level, 16 indicators 
were developed under the 3 categories. 

 

Keywords：Evaluation of After-School Programs, innovation 
management of After-School Programs, Delphi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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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保專業與創意之整合型計畫- 子計畫九： 

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建構之德懷術研究 

 

以下分別述敘本研究計畫之背景、目的、重要性以及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

究情況，重要參考文獻等： 

壹、緒論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組織轉型成功與否，與組織經營策略是否能不斷創新有相當的關係（湯明

哲，2000）。隨著教育改革之推動，強調行政、課程與教學之彈性與創新，給予

彈性的調整空間，而非一味以課程標準來規範，因為教師如果面臨僵硬與形式化

的教學工作，只須照本宣科，依照教學指引的指示進行教學即可，就不會想要去

追求專業發展，結果抹煞了教師的自發動力與創意，也剝奪了教師的創新能力。

因此，課後托育中心在行政、課程與教學之革新中，應結合靈活的課程設計、各

學習領域教學創新的研討，共同促進行政、課程與教學之創新。 

課後托育中心主任應鼓勵成員採取創新思維的策略，來處理每日生活中的例

行事務，由慣性來加以改變，鼓勵成員系統思考、創新思維。並且引導教職員工

由自己及組織之雙重立場思考問題，同時，鼓勵成員對舊有的思考與處理事情方

式，提出批判與省思，共同提出新的解決策略。為求確保課後托育的行政與教保

品質，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的推動，應有助於課後托育中心教保與行政品質之

提昇，對於課後托育中心的整體績效表現亦有正面的助益，而其指標建構，將有

助於課後托育中心落實與推動創新管理。 

 

二、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依據理論初步發展與建構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 

（二）依據學者專家意見修訂、建構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 

（三）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於課後托育中心評鑑之具體建議，以及對未來研究

的進一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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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的重要性 

課後托育的行政與教保品質，對兒童受教權有很重要的影響力，而課後托育

中心的評鑑指標建構，則有助於課後托育中心教保與行政品質之提昇，對於課後

托育中心的整體績效表現亦有正面的助益。 

而本研究進一步由創新管理理論應用在課後托育中心評鑑指標建構上，將有

助於課後托育中心落實與推動創新管理，進一步提昇課後托育中心行政與教保品

質！ 

 

 

肆、文獻探討 

    茲整理相關文獻如下： 

一、創新管理之相關理論與研究 

（一）領導理論與創新管理 

領導理論包含關懷、引導、倡導、共同興趣的培養、人際關係的建立，工作

的默契到個人潛能的發揮，及集體目標的達成…等等。 

領導者可以引導組織產生領導新氣氛、新形象，一個企業領導者或校長，如

果不能與各層面互動、互相建立友誼 ， 便無法產生有效團體效率。創新一個愉

快、安全、舒適的工作環境，培養快樂、幽默、讚美的氣氛：領導者有新理念時，

透過討論，宣導過程，互動的溝通理性，而實踐創意領導等。 

（二）心理學與創新管理 

探討創新思考的方可從下列途徑達成（陳龍安，1998）：思考的方法：擴

散思考、聚斂思考、批判思考。探究中發現創新力：問題解決與創新力，合作過

程產生創新力，邏輯分析產生創新力，智慧與理性的論辯，無窮的想像產生創新

力。創新思考特性的掌握：流暢力(fluency)、應變力(flexibility)、創新力

(originality)、及精進力(elabration) 。包括：智能的因素，例如：心智能力

包含認知、記憶、訊息整合力、訊息轉移力、訊息評鑑力。五種輸入材料，包含

視象、聽象、符號、語意、行為。訊息產品單元 (unit)、分類 (class)、關係

(relation)、系統(system )、相轉換(transfortior1)及含義(implication )。

能找出關係、系統、轉換及涵義者屬有創新力的人。 

人格因素，包括：心理學者指出三種人格特質較缺乏創新力：1.從眾性(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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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ity)，一致、服從、順從等。2. 偏狹性，即正反不相容，二分法，恩怨分

明，狹心性者無法創新新智慧， 過度保守主義，亦無法創新。3.刻板性 (ri- 

gidity)，對外在的反應行為表現、思想、知覺呈現一種保守傾向，反抗新奇與

新思想。獨裁性人格，大都具有固守刻板原則性。反之，具有創新力之人格。 

 

（三）資訊科技與創新管理 

資訊時代的來臨，資訊的種類內涵甚多：舉例言之，有(1)人力資訊系統，

(2)情境資訊系統，(3)科學新知系統，(4)商務資訊系統，(5)教育資訊系統。資

訊代表的涵義，不只是消息而己，而是「整合的經驗」、「整合的智慧」、「整

合的事實」是一種創新的機會，是一種財富之象徵。無豐富、正確的資訊欲從事

各種行業，是求永遠吃敗仗，無法立地發展的。同時，Afuash（1998）也提出組

織中知識之管理，與科技之運用，對於組織之創新管理具有重要性。 

（四）企業組織文化與創新管理 

對於管理實務有以下之意涵，首先，組織文化對組織創新有顯著而正向的效

果，塑造創導型組織文化將有助於組織創新成果的展現。因此，企業可從幾個方

向著手塑造創導型組織文化（邱淑芬、張莉慧、陳雲龍，2003）： 

1. 進行啟發性管理：企業必須瞭解創意難以立竿見影及讓員工擁有發展創意的

空間，所以應該適度方寬工作期限、盡量減少行政干預，讓員工擁有充裕的

資源進行工作，便能有效提高組織創新。並應鼓勵員工接受新觀念，求創新、

激發員工透過各種管道充實自身的知識與技能增進員工的可塑性與彈性思維

模式，進而塑造創新氣氛，用以達成組織創新活動。 

2. 提高領導者的支持度：公司主管應重視員工意見、激勵員工的工作士氣、關

心員工的家庭及生活等，藉以拉攏員工的心，進而促使員工為公司創新。 

3. 鼓勵員工冒險：在組織創新的過程中，公司應當提供必要的工具、設備、預

算及資訊等資源，以鼓勵員工冒險，活化員工對創意的發揮。 

4. 加強員工的凝聚力：公司鼓勵員工間互相學習，可以增進團隊精神與解決工

作上的問題。因此，增進公司員工緊密的良性互動，則有助於提昇員工的學

習自主性。 

5. 設計成果導向的薪酬制度：公司在設計相關的薪酬政策與作法時，應將員工

的工作績效列入敘薪的考量，亦即採用成果導向績效給薪制，兼具外部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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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內部公平性，進而建立一套合理公平的激勵薪酬制度，不僅有助於維持

良好的勞資關係，並且可吸引或留住高素質的人才，藉以提昇組織的競爭力。 

其次，組織營造知識創造情境對組織創新有顯著且正向的影響。引此，為能

增加組織創新的動能，企業可透過下列方式來營造組織知識創造情境（邱淑芬、

張莉慧、陳雲龍，2003）： 

1. 傳達明確的公司意圖及目標：企業應明確傳達組織目標與企圖心，使企業員

工都能感同身受，盡可能使員工的個人目標得以與公司目標相一致，因而造

就員工強烈的工作動機，則能促進組織創新結果。 

2. 給予員工高度自主權：企業應賦予具有自我要求特性的員工較多的彈性空

間，使員工或團隊進行自主的目標管理，如此便能積極實現組織創新成果。 

3. 培育員工具有可塑性與彈性思維模式：企業應提供豐富的內部網路資源，培

訓及教育員工多樣化的知識與技能，並促使員工之間有良性的溝通、樂於接

受不同的建議、使得員工能保有彈性的思考態度與價值觀，藉以導引出良好

的組織創新成效。 

4. 降低企業的控制設計：企業若強調對員工的絕對控制力，嚴格監督與審核員

工的行為及績效表現，將會帶來反彈效果，無法達成創新的預期效果。因此，

組織設計的彈性化是相當關鍵因素，管理者應設計低控制性的審核與評估系

統，使得員工有較多的伸展空間以發揮創意。 

（五）企業哲學與創新管理 

 松下幸之助把企業哲學應用的淋漓盡致，幾乎達到完美的境界（郭泰，1992)： 

 1. 領導者如果能以人性的福祉為目標，所投入的努力勤奮將是有意義的。 

 2.多做一些對社會有意義的事。 

3.觀察世界上貧窮地區是無法講究精緻文化的創新的。深信以「富裕來買文

化」， 培養文化的休閒，「提升精神生活」是較易實現的。 

4.確信人生有百分之九十受命運的影響與擺佈，有百分之十由人類智慧與才

能所左右。 

5.有助於人類的繁榮、幸福與和平就是善。 

（六）未來學與創新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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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社會的創新管理需由教師、經濟學家、政治家、科技專家共同跨科際的

整合，培養出有發展潛能的人，為社會製造方便的產品，為社會制定公平競爭的

政治競賽規則，這三種創新社會生命的人，其知識的深度思考，是創新管理所需

探究的主題，亦是創新管理不能離的思想中心、人本中心。創新社會經濟利益在

謀權力均衡發展（陳燕坦，1992；陳文彬，1988）。 

同時，未來的企業競爭中，不論是新業者或既有業者，能夠建立新業務，或

能主動出擊的公司，都較能夠創造股東價值（吳麗真，2001）。 

（七）人力資本與創新管理 

整體而言，人力資本投資活動的採行與創新策略間的契合，與組織積效間

是存在正向關聯性的，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中強調之人力資源管理活動與組織策

略的外部契合或垂直契合，的確有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依人力資本理論的觀點，

唯有資本投資才是值得的。組織是否值得從事人力資本投資，取決於員工對組織

可能貢獻的大小，員工對於組織的潛在貢獻越大，組織便有愈強的誘因從事人力

資本投資。當組織採行較積極的創新策略時，人力資本投資對於組織積效的提昇

效果將是較為顯著的 (黃家齊，2003) 。 

創新策略的採行與人力資本投資活動間有高度的關聯性存在，此即策略性

人力資源管理觀念中所強調的人力資源管理觀念中所強調的人力資源管理活動

應作為策略伙伴的概念。創新策略的採行對於組織績效有正面助益，且此影響效

果至少有部份是透過人力資本投資活動而達成。 

創新策略與人力資本投資的配適度亦影響市場績效，尤其工作彈性與創新

策略的配適度與市場績效間，更是存在顯著正向關係，再次顯示採行創新策略的

組織，將較可能藉由較具彈性的工作設計與安排而獲益。就創新程度而言，愈是

強調創新策略的組織，人力資本投資的回收將是愈大。也就是說，愈是強調創新

的組織，人力資本投資對於組織績效的貢獻就愈加顯著（吳志遠，1989）。 

其次，在此種對於彈性高度、動態的產品市場需求下，採用創新策略的組

織強調以快速且頻繁的產品與程序更新，以配合改變的消費者需求。 

 

二、指標之相關理論 

    以下探討教育指標之涵義與功能： 

（一）教育指標之涵義 

以下列舉國內外相關文獻中，國內外學者對教育指標的定義，列舉如下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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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表 1 國內外學者專家對教育指標的定義彙整表 

研究者（年代） 教育指標的定義 

王保進（1996） 
教育指標應是一套經過妥善設計的制度，進而能有系統地提供教育制度所需的

訊息，如此教育指標才能發揮預測、計畫、衡量目標，以及評鑑進步等功能。

郭昭佑（2000） 

教育指標係一種統計測量、信號或指引，可瞭解並測量教育事務的質或量，其

主要功能在陳述教育期望、管制教育評鑑的品質，提供教育決策資訊及提供教

育消費者選擇所需資訊的功能。 

Callahan(2006) 
教育指標是衡量教育表現情狀的重要依據，其訂立應根據教育發展所欲達成的

目標來加以訂立，應有理論作為基礎，並且應配合時代變遷，且應不斷修訂。

資料來源：研究者根據文獻整理。 

歸納以上教育指標的內涵，可以發現教育指標具有以下幾項特徵：其一、為

一種統計的測量，通常是可以加以量化處理的（郭昭佑，2000）；其二、為衡量

教育狀況、特徵與現況的重要參考依據（王保進，1996；Callahan, 2006）；其

三、可以反應出教育的發展狀況、趨勢，乃至於可以預估、推測教育的未來發展

情況（王保進，1996；郭昭佑，2000；Callahan, 2006）。 

（二）教育指標的功能 

    以下探討教育指標多元的功能，分別探討如下： 

依據專業領域的不同，指標可分為許多類型，諸如經濟指標、社會指標、教

育指標。在教育方面，教育指標主要運用在效能指標、評鑑指標、教育指標、品

質指標、研究指標、學力指標、能力指標…等相關領域，藉以評量成效或呈現其

實施情況等，這些不同類型的指標，可提供決策人員改善教育最有效的訊息、解

釋教育現況及變遷原因、作為決策與管理的工具、確保教育績效和責任、界定教

育目標、刺激並匯聚教育人員的努力、檢視教育發展的趨勢與預測未來之變遷

等，所以指標的功能可包含指示、敘述、分析、評估、預測、決策、界定目標、

提供評鑑標準（黃政達、李隆盛，1996）。 

張鈿富(1999)亦提出教育指標具有下列功能：1.檢視實現契約義務的程度；

2.教育品質的管制；3.達成教育目標最有效率的方法；4.提供教育的消費者做選

擇所需的資訊，並指出教育指標既可以評論一個特殊目的之達成程度，那麼運用

時便須考量各種指標的功能而加以使用，例如評鑑教育系統、改革計畫或教學時

要用不同的指標。 

綜合以上，可以發現教育指標具有多元功能，在教育範疇中，指標運用在效

能指標、評鑑指標、教育指標、品質指標、研究指標、學力指標、能力指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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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領域上，藉以評量成效或呈現其實施情況等，並具有多樣化的功能。 

 

綜言之，為求確保課後托育中心行政與教保品質，推動課後托育中心創新

管理，並建構其指標，對於課後托育中心評鑑工作之相當重要！ 

 

 

參、研究方法及進行步驟 

茲分別就本研究中，研究方法之內涵、研究對象、研究工具信、效度之考量

等要項分別說明如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德懷術研究法（delphi method），邀請具有課後托育相關學者、

專家以及課後托育中心行政人員與資深教師，採德懷術研究法探討本研究建構課

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評鑑指標的意見，作為本研究蒐集資料及修訂指標之依據。

德懷術研究法係指針對某一主題交由一群專家表達意見，然後再予以收集、分析

並彙整資料，冀獲得團體一致之看法，而專家之間毋須面對面對質或辯論，僅需

就某一主題編制成之一系列(三~四次)問卷，依據個人的知覺與認知，表達意見

予以評判，進而達成共識(王文科，1996)。德懷術解決傳統會議式的缺失，且能

蒐集較正確與周延的意見，得到較一致的共識，而採郵寄問卷方式溝通，節省了

巨額的旅費。 

具體言之，本研究進行德懷術研究法，邀請學者、專家，組成德懷術專家小

組參與研究小組合計十二位專家，蒐集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建構之相關資

料。 

二、撰寫研究報告 

在資料收集的過程中，即開始從事研究報告的撰寫，除資料分析和訪談結

果的整理之外，也就研究結果歸結出相關結論，並針對結論提出建議以完成研究

報告之撰寫。 

 

三、德懷術資料處理—量化資料處理部份 

國內學者簡茂發、劉湘川（1993）指出德懷術研究應視研究需要來決定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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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計處理方式，通常計算下列統計數：1.所有專家對各方案評價值的平均數；

2.計算各方案之評價滿分頻率；3. 計算專家意見的離散程度與協調程度。本研

究針對專家對於各指標項目適切性的意見，統計處理方式採取平均數以了解各項

指標的適切性，採用四分位差以了解各專家意見的離散程度，採取眾數以瞭解各

指標的滿分頻率，符合上述學者的看法，茲就本研究德懷術研究各回合資料分析

方式，分敘如下： 

（一）第一回合德懷術調查問卷之資料分析 

第一回合德懷術調查問卷之資料分析，乃是將所有德懷術成員對課後托育中

心創新管理指標內容做初步分析與彙整，在本回合中係採取三種得分的適用性意

見（適合、修正後適合與不適用，各為 1、2、3等三種分數），接著，進行統計

各選項的平均數、標準差等統計方法，對其意見做出修正與增訂，以及分析彙整

其所敘述之意見，然後形成第二回合德懷術調查問卷之編製。 

（二）第二回合德懷術調查問卷之資料分析 

第二回合德懷術調查問卷之資料分析，主要目的是在請填答者依據全體與

個人在第一回合調查問卷填答情形，重新判斷各項選項之適用程度。研究者將前

次所有德懷術成員對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的適用程度得分(共有0、1等二

種分數)，問卷收回後，旋即著手統計選項的次數分配、平均數、標準差等統計

方法，當「M≧0.8」且「SD ≦0.5」時，則維持指標原貌或依據Delphi成員對指

標之修正意見作小幅修改；當「M≦0.8」且「SD≧0.5」時，則將原指標剔除，

並經分析彙整專家成員其所敘述之意見，然後形成下一回合問卷之編製。且當「M

≧0.8」且「SD≦0.5」，且無提出異議及意見時，代表成員於該指標達到一致性

共識，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建構完成，即能進行各項彙整分析。 

二、質化資料處理 

對於德懷術問卷各項目的「開放式意見」與最後的「綜合建議」，採取質化

資料處理，針對專家學者的意見內涵進行分析，針對各項指標將相同或相類似與

不同的意見予以歸納整理成意見表，並參酌文獻探討的結果予以比較、分析，以

進一步分析其內涵，作為本研究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之重要參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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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本研究進度表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1  2  3  4  5  6  7  8   9 
                 月 次 

工作項目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傋   註

蒐集文獻資計           

進行文獻分析 
          

多元化搜集相關資料 
          

邀請德懷術專家小組 
          

進行德懷術資料搜集 
          

德懷術資料分析 
          

撰寫專題研究初稿 
          

專題研究修改、校正           

完成專題研究 
          

預定進度累計百分比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100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依據理論與實務晤談，發展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 

依據理論與實務晤談，發展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如下表所示： 

表 3 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之初步建構一覽表 

向度 指標 

A-1 課後托育中心能辦理各項創新的活動 

A-2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採用創新的理念與作法 

A-3 課後托育中心能承擔教職員因創新表現造成失敗之風險 

A-4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彼此合作激盪出創新動能 

A-5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行政創新 

A.創新理念與
活動 

A-6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教學與課程創新 

B-1 課後托育中心鼓勵教職員合作辦理各項活動 

B-2 課後托育中心行政團隊表現出專業的態度 

B-3 行政工作中，表現出創新的服務態度 

B.組織創新氣
氛 

B-4 教師在教學工作中，表現出專業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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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課後托育中心營造積極、創新的氣氛 

B-6 課後托育中心具有舒適的研討空間，以及溫馨且具創意的情境佈置 

c-1 課後托育中心常鼓勵教職員專業成長，以表現卓越工作能力 

c-2 教職員對於教學與行政卓越表現，具高度期望 

c-3 課後托育中心具有種子教師，鼓勵教職員卓越表現 

c-4 課後托育中心推動教職員 e化相關能力 

c-5 課後托育中心常鼓勵教職員表現卓越工作能力 

C.創新之卓越
表現 

c-6 課後托育中心能不斷鼓勵教職員發揮優質行政與教學才能 

 

 

二 、德懷術研究修訂指標內涵 

 

（一） 第一次德懷術研究結果 

第一次德懷術研究施測之後，課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之各題項得分如下表

所示： 

 

表 4. 第一次德懷術研究施測結果 

向度 指標 德懷術研究得分 

A-1 課後托育中心能辦理各項創新的活動 0.917 

A-2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採用創新的理念與作法 0.833 

A-3 課後托育中心能承擔教職員因創新表現造成失敗之風
險 

0.917 

A-4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彼此合作激盪出創新動能 0.833 

A-5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行政創新 0.917 

A.創新理
念與
活動 

A-6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教學與課程創新 0.917 

B-1 課後托育中心鼓勵教職員合作辦理各項活動 0.917 

B-2 課後托育中心行政團隊表現出專業的態度 0.833 

B-3 行政工作中，表現出創新的服務態度 0.917 

B-4 教師在教學工作中，表現出專業的態度 0.833 

B-5 課後托育中心營造積極、創新的氣氛 0.971 

B.組織創
新氣
氛 

B-6 課後托育中心具有舒適的研討空間，以及溫馨且具創
意的情境佈置 

0.833 

c-1 課後托育中心常鼓勵教職員專業成長，以表現卓越工
作能力 

0.667 

c-2 教職員對於教學與行政卓越表現，具高度期望 0.667 

c-3 課後托育中心具有種子教師，鼓勵教職員卓越表現 0.917 

c-4 課後托育中心推動教職員 e化相關能力 0.917 

c-5 課後托育中心常鼓勵教職員表現卓越工作能力 0.833 

C.創新之
卓越
表現 

c-6 課後托育中心能不斷鼓勵教職員發揮優質行政與教學
才能 

0.917 

 

    依據第一次德懷術研究施測結果，而整體指標標準差均未大於 0.5，但其中

C-1、C-2 題未達平均數 0.8 以上水準，因此，刪除該題項指標，而保留其它指

標。 

 

   而在指標的內涵部份，其中專家小組亦給予建議，茲將內容修訂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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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第一次德懷術研究施測結果之指標修訂情形對照表 

向度 修訂前指標 修訂後指標 

A-1 課後托育中心能辦理各項創新的活動 
A-1 課後托育中心能辦理各項創新
的活動 

A-2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採用創新的理念與作
法 

A-2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運
用創新的理念與作法 

A-3 課後托育中心能承擔教職員因創新表現造成失敗
之風險 

A-3 課後托育中心能勇於承擔教職
員因創新表現造成失敗之風險 

A-4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彼此合作激盪出創新
動能 

A-4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彼
此合作激盪出創新動能 

A-5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行政創新 
A-5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行
政創新 

A.創新理
念與活
動 

修改為： 
A.行政與
教學創
新 

A-6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教學與課程創新 
A-6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教
學與課程創新 

B-1 課後托育中心鼓勵教職員合作辦理各項活動 
B-1 課後托育中心鼓勵教職員合作
辦理各項活動 

B-2 課後托育中心行政團隊表現出專業的態度 
B-2 課後托育中心行政團隊表現出
專業的態度 

B-3 行政工作中，表現出創新的服務態度 
B-3 行政工作中，表現出創新的服務
態度與積極的服務熱忱 

B-4 教師在教學工作中，表現出專業的態度 
B-4 教師在教學工作中，表現出專業
的態度 

B-5 課後托育中心營造積極、創新的氣氛 
B-5 課後托育中心營造積極、創新的
氣氛 

B.組織創
新氣氛 

B-6 課後托育中心具有舒適的研討空間，以及溫馨且
具創意的情境佈置 

B-6 課後托育中心具備溫馨、創意的
情境佈置 

B-1 課後托育中心常鼓勵教職員專業成長，以表現卓
越工作能力 

刪除 

B-2 教職員對於教學與行政卓越表現，具高度期望 刪除 

B-3 課後托育中心具有種子教師，鼓勵教職員卓越表
現 

B-1 課後托育中心具有種子教師，鼓
勵教職員卓越表現 

B-4 課後托育中心推動教職員 e化相關能力 
B-2課後托育中心推動教職員e化相

關能力 

B-5 課後托育中心常鼓勵教職員表現卓越工作能力 
B-3 課後托育中心常鼓勵教職員表

現卓越工作能力 

C.創新之
卓越表
現 

修改為： 
C.組織績
效革新 

B-6 課後托育中心鼓勵教職員發揮優質行政與教學才
能 

B-4 課後托育中心能不斷鼓勵教職
員發揮優質行政與教學才能 

註：修訂的地方，研究者以字體加深表示 

 

（二）第二次德懷術研究結果 

第二次德懷術研究施測之後，課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之各題項得分如下表

所示： 

表 6. 第二次德懷術研究施測結果 

向度 指標 德懷術研究得分 

A-1 課後托育中心能辦理各項創新的活動 0.917 

A-2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運用創新的理念與作法 0.917 

A-3 課後托育中心能勇於承擔教職員因創新表現造成失敗
之風險 

1.000 

A-4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彼此合作激盪出創新動能 0.917 

A-5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行政創新 0.917 

A.行政與
教學
創新 

A-6 課後托育中心能鼓勵教職員教學與課程創新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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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課後托育中心鼓勵教職員合作辦理各項活動 0.917 

B-2 課後托育中心行政團隊表現出專業的態度 0.917 

B-3 行政工作中，表現出創新的服務態度與積極的服務熱
忱 

1.000 

B-4 教師在教學工作中，表現出專業的態度 0.917 

B-5 課後托育中心營造積極、創新的氣氛 0.971 

B.組織創
新氣
氛 

B-6 課後托育中心具備溫馨、創意的情境佈置 1.000 

B-1 課後托育中心具有種子教師，鼓勵教職員卓越表現 0.917 

B-2 課後托育中心推動教職員 e化相關能力 0.917 

B-3 課後托育中心常鼓勵教職員表現卓越工作能力 0.917 
C.組織績
效革新 

B-4 課後托育中心能不斷鼓勵教職員發揮優質行政與教學
才能 

1.000 

 

依據第二次德懷術研究施測之結果，本研究課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之各題

項得分介於 0.917 至 1.000 分之間，可謂具有高度的一致性，且標準備均小於

0.2。因此，本研究即於第二次德懷術研究完成德懷術研究施測，不再進行第三

次施測。所建構完成的指標，包含：A.行政與教學創新、組織創新氣氛、組織績

效革新等三個向度、十六項指標。 

 

 

伍、結論與建議 

本章係針對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提出相關的研究結論與建議，針對

本研究指標建構，提出相關結論，並據以提出對國內課後托育中心行政革新之建

議。 

一、結  論 

本研究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整合國內外相關研究，結合理論與實

務，透過文獻分析、德懷術研究法等方法蒐集資料建構指標，其歷程採取理論與

實務反覆嚴謹地檢視、修訂與確認以建構完成，獲得研究發現並進一步歸納研究

結論如下： 

（一）本研究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建構出二個層級指標，含三個向度、

十六個指標 

透過文獻分析，參考國內外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再透過德懷術研究

中結合理論與實務之不同專業背景的專家，建構本研究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

標，行政與教學創新、組織創新氣氛、組織績效革新等三個向度、十六項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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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目前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之相關研究較為不足，本研究正可以

提供相關研究與應用之參考 

本研究發現國內目前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之相關研究較為不足，本研

究正可以提供相關研究與應用之參考。因此，本研究指標具有理論研究與實務應

用之高度價值。 

（三）本研究之目的在研究領域有四項具體成效，包括有： 

1.依據相關理論，初步發展與建構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 

2.藉由德懷術研究之問卷往返，修訂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 

3.比較、分析出各項指標的重要程度。 

4.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於課後托育中心評鑑，以及政府相關部門、課後

托育中心與教保人員之具體建議。 

（四）參與之工作人員，獲得之訓練有： 

對於實際參與研究的學生，預期將獲得下列之訓練： 

1.文獻資料蒐集：學會如何有效率地蒐集及整理文獻資料。 

2.研究行政作業：學會研究進度的整體瞭解與文書協助作業。 

3.資料的問卷輸入：如何將問卷資料輸入及分類。 

 

 

二、建議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論，建議課後托育中心應持續進行創新管理。以下進一步

提出具體建議： 

（一）國內課後托育中心可採取本研究指標，持續進行創新管理工作 

    本研究發現：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有助於其行政、教學之革新，因此，建

議國內課後托育中心可採取本研究指標三個向度、十六項指標，持續進行創新管

理工作。 

（二）政府主管單位應鼓勵讚後托育中心採用本研究指標，進行組織創新管理，

協助其進行自我檢核與革新 

    政府主管單位應鼓勵讚後托育中心採用本研究指標，進行組織創新管理，協

助其進行自我檢核與革新，依據自我評鑑結果，更可以讓學校據此得以調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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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績效，並作為課後托育中心革新依據，從而改善其組織績效。 

（三）運用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作為提昇課後托育中心之全方位策略 

   本研究指標不僅有助於課後托育中心衡量其績效，更可以進一步作為提昇課

後托育中心之全方位策略，建議可以採用作為管理之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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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預期目標：一、依據相關理論，初步發展與建構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

二、藉由德懷術研究之問卷往返，修訂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三、比較、分析

出各項指標的重要程度。四、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於課後托育中心評鑑，以及政府

相關部門、課後托育中心與教保人員之具體建議。  

 

計畫執行結果：由研究歷程中結合理論與實務建構了二個層級的課後托育中心之創新

管理指標，建構本研究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行政與教學創新、組織創新氣氛、

組織績效革新等三個向度、十六項指標。最後本研究並提出對托育機構多項具體建議。

 
預期目標達成率：90 % 

成 

果 

自 

評 

其它具體成效： 

本研究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整合國內外相關研究，結合理論與實務，透過文獻分

析、德懷術研究法等方法蒐集資料建構指標，其歷程採取理論與實務反覆嚴謹地檢視、修訂

與確認以建構完成，獲得研究發現並進一步歸納研究結論如下： 

（一）本研究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建構出二個層級指標，含三個向度、十六個指標

透過文獻分析，參考國內外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再透過德懷術研究中結合理論

與實務之不同專業背景的專家，建構本研究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行政與教學創新、

組織創新氣氛、組織績效革新等三個向度、十六項指標。 

（二）國內目前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之相關研究較為不足，本研究正可以提供相關研

究與應用之參考 

本研究發現國內目前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之相關研究較為不足，本研究正可以提

供相關研究與應用之參考。因此，本研究指標具有理論研究與實務應用之高度價值。 

（三）本研究之目的在研究領域有四項具體成效，包括有： 

1.依據相關理論，初步發展與建構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 

2.藉由德懷術研究之問卷往返，修訂課後托育中心創新管理指標。 

3.比較、分析出各項指標的重要程度。 

4.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於課後托育中心評鑑，以及政府相關部門、課後托育

中心與教保人員之具體建議。 

（四）參與之工作人員，獲得之訓練有： 

對於實際參與研究的學生，預期將獲得下列之訓練： 

1.文獻資料蒐集：學會如何有效率地蒐集及整理文獻資料。 

2.研究行政作業：學會研究進度的整體瞭解與文書協助作業。 

3.資料的問卷輸入：如何將問卷資料輸入及分類。 

整體而言，本研究結果與歷程實施中，促進了所有參與人員的專業成長，以及提昇對於課後

托育中心創新管理及其指標建構之正確作為與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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