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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育行政－計畫與決定 

◎本章學習地圖◎ 

 
 
 
 
 
 
 

◎本章考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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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工作可以說是一連串「做決定」的過程，因此如何使行政決定更加合法

化、合理性，便是本章欲探討的焦點，亦為考試之重點。 

2.其次，「決定與決策之區別」亦是教育行政中的基本概念，準此同學也應加

以區分，並由此更加確定教育行政決定之真義。 

3.此外，本章也屬較為應用的一章，換言之，於研讀或考試中往往出現要同學

舉一行政決定或教育計畫的實例，並分析歷程中須注意的事項。 

4.誠如上述，正因行政決定與教育計畫的歷程涉及：領導者角色、話語之使用、

溝通技巧以及行政權力運作。是故，同學通盤了解教育行政之後，應將上述

概念與行政決定做結合。例如：分析行政決定中邏輯話語之重要。 

重要

相關 

概念

連結 

行政決定合理化／教育計畫／行政溝通／行政衝突／權力運作／領導理論／

決定歷程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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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綱要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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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重點突破◎ 

第一節 計畫 

俗語說：「凡事豫則立，不欲則廢」，從事任何教育行政工作，均需預先計畫，

方能經濟而有效的達成目標，故計畫亦被列為行政三聯制之首項。 

壹、計畫的意義 

「計畫」一詞，學者專家所持觀點不同，看法亦各有殊異。吳清山認為以統合觀點來

看，教育是一種策略，也是一種歷程，如同柯姆斯(P. H. Coombs)所說：「計畫是一個

繼續的歷程，不只是有一個歷程的去處，而且應考慮達成的方案和最好的途徑。」 

謝文全綜合許多作者之定義，歸納出的意義如下：計畫是以審慎的態度和方法，預先

籌謀並決定做何事及如何做，以求有效而經濟的達成預定目標的歷程，而根據此一定

義，包含以下四項要點。 

貳、計畫的要點 

一、計畫是預作籌謀 

計劃是在事情未進入執行階段前，預先做的籌謀和決定，以作為未來執行的依據。

因此計畫具有未來性，以策劃將來。 

二、計畫的內容包括做什麼及如何做 

做什麼(what)及如何做(how)是計畫所需預先籌謀的內容。其中如何作，包括了另

外三個「w」(when、where、who)，可依照計畫的種類、性質、大小決定應包括幾項

「w」。 

三、計畫係以審慎的態度及方法來處理 

計畫隱含的「慎思」，須以謹慎的態度及方法籌謀之，以使所做的計畫內容不只

有效，且具有經濟性。 

四、計畫旨在達成預定的目標 

先有目標方能產生計畫，因此計畫的目的旨在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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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的種類 

計畫可依不同的標準做不同的分類，而對這些分類的瞭解亦有助於吾人對計畫之

意義有更深層的認識。 

一、以計畫涵蓋的期間區分 

三者界線劃分不一，並具有相對性。 

（一）長程計畫：五年以上。 

（二）中程計畫：二至五年。 

（三）短程計畫：二年以下。 

二、以計畫人員所屬的層級區分 

（一）上層計畫：由組織高階人員進行。 

（二）中層計畫：由中層行政人員進行。 

（三）下層計畫：由基層人員進行。 

三、以計畫涵蓋的範圍區分 

（一）整體計畫：涉及組織各部門或各類事務的計畫，如：校務計畫。 

（二）部分計畫：涉及某部門或某事務的計畫，如：學校訓輔計畫。 

四、以計畫使用的重複性區分 

（一）一次性計畫：使用一次即可達成目標之計畫 

（二）常備性計畫：經常或反覆實施之計畫 

（三）持續性計畫：是一種長程發展計畫，又可再區分短、中、長程 

五、計畫內容的性質 

（一）硬體計畫：有關建築設備方面，如：學校的校舍興建計畫。 

（二）軟體計畫：有關業務處理或硬體應用，如：教學改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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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評核術的應用(PERT) 

PERT (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view Technique, PERT)是一種計畫管理技術，運用科

學的方法，擬定完整的計畫，安排作業起迄時間，並在工作過程中追蹤查證及管制工

作進度與成本，使能如期完成預定的工作。 

一、步驟 

（一）確定計畫名稱及其目的 

計畫提出應有合理合法的依據，合乎國家政策、教育方針及實際需要，並由成

員公開討論決定，必要時亦先尋求上級機關許可。 

（二）分析並確定完成工作所需的作業 

可依計畫複雜度、可用時間多寡、要求的清楚程度、何人使用等四項因素加以

評估，以決定作業應劃分詳細或簡略。 

（三）決定各作業間之相互依賴關係 

1.平行作業：作業彼此間沒有承先啟後的關係，可同時進行。 

2.先行作業：後續作業：兩者間有先後順序，不可顛倒進行。 

（四）繪製網狀圖 

網狀圖是流程圖的一種變形，係以符號來表示整個工作各作業間的相互關係，

而其狀如網，讓主事者對作業一目了然。 

（五）估計作業時間 

計畫評核術的特點之一便是量化 

→實施進度管制、工作計劃的追蹤、成效的反饋。 

→關鍵路徑。 

（六）計算作業起迄時間並確定關鍵路徑（作業） 

關鍵作業－即這些作業對整個工作的完成具有相當的「重要性」，若稍有延誤，

便會整個工作陷入「危險」的境地，導致吾人無法如期完成計畫的工作。一旦

發現關鍵作業的寬裕時間不夠，就必須修正計畫。 

（七）編製行事曆 

計算出的各種時間轉換成行事曆，方便監控計畫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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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實施與反饋 

計畫評核術之網狀圖工作計畫，可便利考核單位或上級機關做追蹤考核，並方

便執行單位的反省與檢討。 

二、功能 

（一）能清楚顯示計劃中各作業間的關係 

一則使工作人員知道如何互相協調與配合，二則使人知道哪些作業可以同時進

行，三則使人知道哪些作業可以循序漸進。 

（二）能迫使行政人員預做實際性的計劃 

利用網狀圖作為模擬工具，找出完成目標的最佳方法。 

（三）對目標管理的實施有所助益 

而目標管理之要點如下所述： 

1.注重目標的明確：必須先釐清目標，方能有效使用 PERT。 

2.個別目標與整體目標一致：網狀圖能顯示個別與團體間關係。 

3.參與管理：人人能否有效完成分內工作計畫將是成功關鍵。 

4.自我管理：工作計畫人員自我管理，按時完成任務。 

（四）方便管理人員偵知整個計劃的瓶頸所在，確知關鍵作業 

（五）方便工作進度的追蹤與管制 

（六）是一種良好的檔案資料 

PERT 網狀圖是極有價值的記錄資料，尤其對於週期性的工作計畫更有助益，

從中根據經驗隨時修正，提高工作效率。 

（七）簡單易用，具有普遍使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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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決定 

教育行政工作的基本程序為計畫、執行、考核。計畫前須先決定目標方向，考核

後須進一步決定目標達成與否及如何改善。因此，教育行政是開始於決定，亦終止於

決定，做出正確合理的決定是教育行政的核心工作。 

壹、決定的意義 

「決定」一詞，學者專家之看法略有差異。 

一、巴納德(C. I. Barnard)認為：「決定乃是為了達成一定目的，從兩個以上的待決方

案中選擇一定的方案之合理行為」 

二、賽蒙(H. A. Simon)將其視為：「在兩種或兩種以上可能採取的行動或不行動方案

的方案，作一選擇行為。」 

三、吳清基將決定界定為：「作決定乃指具有相對權責的個體或組織，在面臨問題解

決或行為抉擇之際，依據一定的價值標準或目的期待，從許多不同的可行變通方

案中，試圖去找一種最佳的或令人滿意的可行變通方案，以期求獲致理想有效的

問題解決結果行動過程。」 

四、謝文全综合學者看法，認為「決定」的定義如下： 

決定是人在面臨問題時，研擬及選擇各種可行的解決方案，以解決問題並順利達

成預定目標的歷程。教育行政決定即教育人員為了解決教育上的問題，或達成既

定的教育目標，依其權責研擬及選擇可行方案的歷程。根據此一定義，包含以下

要點。 

貳、決定的要點 

一、決定是為解決問題而產生面臨懸而未決的問題，方有做決定之行為產生。 

二、決定是一種抉擇的行為與過程決定是從若干解決問題的可能方案中，作一選擇的

行為，並依照複雜程度而有次數的多寡之分。 

三、決定旨在達成預定的目標：決定雖是為解決問題而產生，但其最終目的是要達成

預定的目標，所以是一種目標導向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