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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文章旨在探討資優生領導才能資優教育方案實施的狀況，第一部份敘述

領導才能之發展；第二部份敘述國小現場領導才能資優教育方案實施之相關內容

。

關鍵詞：領導才能、資優教育方案

壹、前言

 從特殊教育的觀點，領導才能亦

是一種重要的才賦，值得重視與發展

（王振德，1997）。我國從1996開始

將「領導才能」納入資優學生類別之

中，依據現行特殊教育法（2014）第

四條明定資賦優異其分類包含：一般

智能資賦優異、學術性向資賦優異、

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創造能力資賦優

異、領導能力資賦優異、其他特殊才

能資賦優異。至今實行將滿20年，資

優教育中各類別安置方式，仍以一般

智能及學術性向優異資源班為主，針

對領導才能之學生鑑定、輔導及安置

仍有發展的空間。

王振德（2004）指出：近來對特

殊學生的鑑定，大多採多元資料綜合

研判的方式決定。尤其是領導才能，

只憑一項領導才能測驗作為判定的依

據，似嫌不足。教育部（2014）：身

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十

九條說明領導能力資賦優異，指具有

優異之計畫、組織、溝通、協調、決

策、評鑑等能力，而在處理團體事務

上有傑出表現者。透過一、領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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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或領導特質量表得分在平均數正

二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九十七以上。

二、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家長或

同儕觀察推薦，並檢附領導才能特質

與表現傑出等之具體資料。鑑定領導

才能的最好方式應以檔案評量為主體

，再輔以測驗、面談等相關資料，綜

合研判，較為公允。

 許多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常會不經

意展露部分的領導特質，但不一定能

被發掘進行更多的協助及輔導，且資

優生不論在研究領域或從業領域，往

往是一個團體的領導者（毛連塭，

1989），日後較有機會擔任各行各業

的領導角色。反之，具有領導才能的

資優學生，未能接受適合的教育方案

或是適性的安置，容易導致才能被埋

沒而不為人知，潛能亦無法發揮為社

會所用。基於此想法，因此筆者在

2011~2014年間，陸續提出領導才能

資優教育方案申請，協助具領導才能

學生能夠順利獲得支援服務。

貳、領導才能教育之發展

一、領導才能意涵

領導（leadership）一詞與人類

社會息息相關，只要有人類聚集，領

導現象便自然而生。蘇于飛（2014）

整理國內外學者研究，認為廣義的角

度來看，領導是在一個社會群體中，

領導者以非強迫的方式影響其它個體

去從事某些活動，是團體間所產生的

交互作用，可以是一個單一行為或是

一段歷程。

教育部特殊教育工作小組（2011

）針對領導才能領域定義提出「任務

導向」、「關係導向」、「轉型導向

」的三面向行為架構；其中「任務導

向行為」係以完成任務所需表現作為

關鍵考量，「關係導向行為」則關注

領導者與團隊成員之間的關係建立，

至於「轉型導向行為」則以魅力領導

及轉型領導理論為核心，著重鼓勵團

隊成員及協助團隊改變。

 資優教育課程的設計與安排應以

學生的個別需求做整體規劃，以符合

個別化輔導計畫基本內涵，使學生透

過課程與活動的安排得到發揮潛能與

展現自我的機會，成為一個多元學習

、服務人群的資優生。資優教育的目

標是希望藉著教育的方案幫助具有潛

能的資優生發揮自己的潛能，領導才

能訓練是其中方案之一（洪儷瑜，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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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導才能相關研究

林益鋒（2005）將領導理論的發

展，分成「特質論」、「行為論」、

「權變論」、以及「新型領導理論」

。各階段因時代背景不同而延伸出不

同的定義方向，其中特質論以個人特

質為成功領導的主要因素；行為論以

領導者與成員之間互動行為及過程視

為任務成功的主要因素；權變論則以

領導者行為是否能符合情境進行變化

為主；新型領導是在前三項理論發展

領導的進行方式，達到與成員間互信

合作的成功領導。葉惠芳（2008）認

為領導理論各有不同論點。特質論強

調個人的內在特質，行為論強調行為

的組型，權變論強調情境對領導效能

的影響，互動論強調追隨者與領導者

的互動關係，在設計領導才能訓練方

案時可以參考使用。由各種領導理論

的基礎架構下進行引導策略上的實施

，亦是重要的觀察指標。

余緹湄（2002）指出兒童的領導

才能可將其定義為如何經由團體互動

，展現其社會技巧。鄭聖敏、王振德

（2008）學生領導是學生與同儕團體

及自願的人一起工作，他們參與的是

以學習或服務為基礎的組織團體。查

閱領導理論及相關研究眾多，且近年

應用於學生學習之教學研究也有逐步

增加，蘇于飛（2014）整理國內對於

領導才能之論文研究，得知年級、性

別、家庭社經地位與幹部經驗皆可能

是影響國小學生領導才能之相關因素

。所採取的方法包含領導才能訓練課

程、領導才能課程實施、創造性領導

才能教學方案、探索教育活動及美術

班教育活動等。因此，作者以領導才

能資優教育方案作為應用方式，學生

成員多屬主動參與為主，方案提供目

標及合作機會，使學生能夠展能。

参、領導才能方案實施之說明

作者於2012年至2015年之間提出

資賦優異教育方案－領導才能類申請

案，並通過2012、2013、2015年教育

主管機關經費補助，以下進行活動辦

理內容說明：

一、領導才能資優方案運作方式

 以高雄資優教育方案申請時程為

例，約在每年10月開始進行送件申請

，因此有許多事項必須事先作業，各

事項整理如下：

1.構想形成：由承辦教師邀集伙伴參

與討論，並透過詢問相關領域人員活

南屏特殊教育【民104年12月　第六期 P85~94】

87



動可能的設計方式進行計畫草擬。

2.課程設計：確定活動方向及領域議

題融入、欲甄選之對象學生條件，如

年級、性別等、其他專業人員參與可

行性。

3.人員甄選：學生方面就讀本市國小

符合計劃要求學生，在領導才能上較

同年齡具有卓越潛能或傑出表現者；

並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

推薦者，即符合報名資格要求。通過

測驗後即錄取。輔導人員方面經面談

了解參與服務動機、對資優教育基礎

概念、相關活動經驗等，以高度熱忱

者為佳。

4.課程實施：其中包含團隊合作與默

契培養、計畫與溝通、思考與領導、

實際表現、整理與回饋等活動進行方

式。

5.檢討省思：概括辦理過程中所產生

計劃瑕疵、學生互動問題、活動流程

流暢度、完整度等。

6.專業成長：提升教師工作決策、行

動能力、跨科際人際合作互動、資源

尋求與分享能力等。

圖1：領導才能資優方案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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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內容設計與實施

1.活動參與對象

 經由高雄市資優教育中心彙整高

雄地區欲辦理資優教育方案之各級學

校後進行簡章內容公佈，並於簡章中

明訂報名時間，於報名期間內報名。

報名學生須為就讀本市國小符合計劃

要求學生，由家長或導師推薦後現場

報名繳費參加鑑定，通過鑑定測驗後

方可參與活動。

表1 

2012、2013、2015參與領導才能資優教育方案學生人數一覽 

辦理年度

2012 2013 2015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地區

校內

校外

16 

27 

11

19

21

11

12

4

14 

30 

8

14

合計 43 30 32 16 44 22

整理自2012、2013、2015高雄市新興區新興國小資優教育方案成果彙編 

2.活動內容安排

 鑑於目前國小資優教育班中，學

術性向、創造力、領導才能及其他資

賦優異並未成班，而其中領導才能課

程出現的機率實在少之又少，期望能

藉由資優教育方案活動，讓有領導才

能的孩子們，有機會學習、體會到領

導的內涵與技巧；並期盼在方案結束

之後，除了能擔任一位好的領導者之

外，孩子們更能扮演好被領導的角色

。

 因此設計課程活動時，必須緊扣

活動設計的基礎理念，經由教師群課

程活動會議研擬活動目標，並藉由各

次活動融入不同議題。但基礎內含必

須包含以下五點目標：

（1）團隊合作與默契培養 

提供多元學習及相互觀摩、競爭的機

會，規畫設計具延續性、系列性及進

階性的課程，以建構性的創造思考與

領導才能訓練，培養「樂於學習、善

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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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人才。

（2）創造思考與創意領導 

透過營隊課程方式培養學生問題解決

能力、創造力，及人際互動與關懷，

以強化這群未來領導者的領導能力。

（3）領導者的計畫與溝通 

提供孩子自主發揮的空間，透過所學

，各組合作計畫、溝通與修改，在相

關限制條件下完成指定任務，並將成

果與各組分享。

（4）領導者的實際表現 

充分發揮團隊合作之精神，並於有限

的資源之下，完成團隊展演。藉由上

台表演及團隊與個人間之競賽，發展

學生學習領導與被領導的概念。

（5）領導者的整理與回饋能力 

給予學生學習與展演的舞台，學習與

不同的個體相處、合作，透過有效的

溝通與學習，將領導才能運用在生活

中。

 綜合上述目標，均以「學生」為

主角，提供合作機會，使學生能了解

領導的內涵，將活動中所學的領導技

能運用至實際問題情境中，進一步展

現能適度領導同儕，並也能扮演好被

領導的角色。

表2 

2012、2013、2015活動內容主題、子題一覽 

主題 2012活動子題 2013活動子題 2015活動子題 

快樂啟航

破冰之旅

體驗活動

團隊建立

快樂啟航

破冰之旅

百萬小學堂

誰是智慧王

知己知彼

大型團康

勇闖守門人

美國紅綠燈

過五關斬六將
音樂律動

音樂遊戲
校園尋寶知識王

團隊合作

與

默契培養

追逐起跑點

贏在發起線

團隊合作

創造雙贏
校園Running Man 

創造思考

與

創意領導

領導的基本內涵
讓感動

看得見摸得著

科學實驗

小組合作

從科學學觀察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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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續） 

主題 2012活動子題 2013活動子題 2015活動子題 

誰是接班人 將想法變成作法
從科學學領導

小科學家說大聲話

創意思考 計畫執行與學習 領導的基本內涵領導者的

計畫與溝通 愛的旅行社 分工與籌備 主題活動策畫

領導者的

實際表現
愛的旅行 愛的執行 主題活動執行

領導者的

整理與回饋

能力

創意九宮格

電腦九宮格

創意領導

感恩回饋

儀態魅力

領導語言

整理自2012、2013、2015高雄市新興區新興國小資優教育方案成果彙編 

 活動內容透過主題導入，每個年

度導入的主題均有差異，2012年為旅

行計畫：2011年陸客自由行正是最熱

門的新聞之一，透過「愛的旅行社」

走出校園的行程概念設計，提供學生

與陌生人接觸、溝通、表達等機會，

並透過「愛的活動」讓學生實地感受

關懷的真諦；2013年則為商品行銷：

王品熱門商店石二鍋進軍大陸開始展

店，透過這則新聞，希望學生對不同

的食品、食材名稱進行創意聯想，將

五花八門的材料作有目標、實用性的

相連，使用愛的執行後之所得，完成

食材購買並創作料理；2015年主題轉

為科學遊戲：藉由融入科普教育的學

習和推廣，將結合領導才能的合作精

神進行具價值的產出。

三、活動省思與展望

 每天於課程之後，請參與活動學

生填寫滿意度回饋單，其中包含個人

表現評估五點量表（個人表現、學習

態度、團隊合作、領導能力、整體表

現）、自我評價（文字敘述）、心得

分享（文字敘述）、課程評價（教師

、學員滿意度），藉以蒐集評價資料

，讓活動進行能有滾動式修正，以將

每天之教師教學方式及學員學習表現

調整至最佳。

 參與教師及服務人員亦於活動後

進行每天工作檢討會議，如：分析各

組學生投入活動之情形、檢討活動進

行流程、微調整學生分組及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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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程度（領導與被領導）。

 在活動後的心得回饋單中，筆者

發現活動設計如果透過動手實作經常

能激發學生極大的反應和興趣，資優

生會主動針對該項議題提出解決方法

，並希望能進一步實際付諸行動，服

務人員也很高興能透過活動補足對於

資優教育活動的認識，除了對於方案

設計理念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同時更

能提升自身對於資優學生特質等知能

，提供加入未來教學經驗的連結與反

思。

資優教育方案辦理不但可以從中

獲得各種要素能力的提升，同時亦需

要支持與協助，諸如：教師增能、體

現資優教育、學生展能、典範交流、

其他單位與環境支持，如圖2所示： 

圖2：領導才能資優方案實施影響因素 

肆、結論

王振德、王梅軒（2012）認為人

類的智能是多面的，主要包括四項：

（1）普通能力；（2）特殊才能；（

3）創造能力；（4）社會能力。領導

才能乃是一種社會智能，具備這種能

力的人，通常在團體中能影響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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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或行為，並能有效地處理團體中

的事務，引領社會的風潮。因此領導

才能方案活動主要是透過以領導的實

際參與經驗，提供學習者的認識與實

作，也希望透過活動的延伸學習，體

認到群體生活中合作價值的基礎與重

要性，進而肯定自己與他人的能力。

雖無法讓參與者立即產生重大的實際

轉化，但對於領導才能的認識與增能

定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王振德（1997）表示：資優學生

比普通學生在學校中較有機會擔任領

導者且亦喜歡擔任領導者，但同時多

位具領導特質之學生群聚在一起時，

所產生的摩差與激盪更是令人驚艷。

 透過資優教育方案的實施，可以

提供現行國教階段，尚未接受資優教

育服務但具領導特質學生參與學習的

機會；在基礎教育中如能適當鼓勵各

級學校發展資優教育方案，也能擴大

適性教育效能，使學生經由方案中獲

得資源，進行多元的展能學習。方案

的執行不但能提供資優生多元且具趣

味的主題活動學習，協助學生在不同

的主題下發展領導人的特質與能力。

更能引導學員藉由發現問題、團隊討

論、解決問題、上台表演及團隊競賽

等機會，發展多元能力的觸角，培養

創意問題解決能力。更有機會透過不

同個體的互動，提供學生與陌生人接

觸、溝通、表達等經驗，而透過「企

劃設計與執行」，則能讓學生實地理

解領導與被領導的重要，從活動中感

受關懷的真諦，體會人際互動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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