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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中，目前以仪器协助研究者了解大脑活动状态的技术十分成

熟，脑波仪即是其中之一，它能够监测人大脑的心智运作状态变化，以仪器解读出人

没有用话语表达出来的心思运作。脑波测量技术已广泛的应用，包含医学、商学、电

机与心理，然本研究透过脑机接口与 APP 技术的开发，于 2016-2017 与台湾某校长培

训机构进行合作，以上岗校长进行测验，测验结果将校长领导风格区分为四类，包

含：1.谨慎作为、2.活力热忱、3.逻辑分析、4.创意思考等四大类，并根据测验结果分

别对四种不同领导特质的人员提供不同的课程建议，建构个人化校长领导专业发展课

程体系，同时依据整体结果，对于该培训单位校长储训课程规划提出建言，以达成应

用科技化技术实施个人化、适性化之校长专业培训理念。 

 

关键词：校长储训课程设计、校长专业发展、校长领导特质、脑波测验 

 

 

 

 

 

 

 

 

 

 

 

 

 

 

 

 

*mhtsai@mail.naer.edu.tw  



壹、绪论 

脑波研究开端于 19 世纪末，当时德国生理学家 Hans Berge 于 1929 年，首次在

人類的头盖骨上记錄电波活动，这是人類史上第一次发表脑波记錄，命名为「脑波

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他不仅发现了脑波图，也描述了各种脑波。脑

波图是记錄大脑头皮上的电流活动，方法为在头皮上放置电极，记錄或在特殊情况皮

质的神经生理测量。2013 年美国总统欧巴马在国情咨文中表示，将启动一项为期十年

的人脑活动图计划(Brain Activity Map)，更显是世界先进国家对于脑波研究的重视(吴

显东，2013)。 

近年来，大脑研究知识越来越丰富，由于脑波和人类的意识活动有关系，因此许

多研究者都很感兴趣，希望藉由脑波和大脑意识的相对应关系，透过测量脑波来推测

大脑的状态。像是在医学领域，研究者会研究忧郁症、阿兹海默症患者睡眠时的脑

波，针对患者进行长期记录，了解其和未患病者的脑波有何不同，以进一步研究病理

和病因。在认知神经科学领域中，有许多仪器能帮助研究者了解人的大脑活动状态，

脑波仪即是其中之一，它能够监测人大脑的心智运作状态变化，可说是能以仪器解读

出人没有用话语表达出来的心思运作。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教育工作者想更了解大脑

的运作模式，希望以此能设计出更符合人们大脑运作模式的教学及学习方法、教材。 

 

传统的脑波量测时，受试者需要戴上头皮上需涂上

湿黏的导电胶的头套，以搜集讯号。施测地点也必须在

特定、无干扰的环境下施测。近来，已开发出新的脑波

测量仪器，除改良传统测量时须涂导电胶外，亦克服在

特殊环境下测量的限制。目前技术上，脑波仪能侦测到

的大脑活动主要是专注力、放松度与情绪的状态，再由

相关数据加以分析后，即可进行人格特质的辨识。而人

格特质又与校长领导风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蔡明学、谢

金城、黄意翔，2017)。 

图 1 新一代脑波仪  

数据源：脑波教室 http://www.brainwaveclassroom.com/ 

 



国家教育研究院肩负起校长培训之重责大任，对于精进校长领导，发展创新课

程，责无旁贷。本文主要透过脑波测验去探讨不同人格特质的校长，所需要的强化的

领导课程，并透过 2017 年 1 月至 10 月针对校长专业发展班、校长储训班、主任班等

部分学员所收集的初步结果，给予国家教育研究院在校长储训课程设计上之建议。 

 

贰、文献探讨 

一、脑波测验在国内外的发展 

根据国外相关文献，脑波实际「应用領域」可区分为四大类型：(1)医学：包括医

学诊断、医学治療，以及医学辅具。其中医学治療又包括物理治療跟化学治療，而医

学辅具将结合脑波，所以将其归類在脑机界面。(2)商学：其主要应用在神经行销学，

可了解顾客看到广告对产品的真实反应。或是了解顾客对产品真实感兴趣的部份，如

品牌、价位以及成分等因素。部分可应用于决策方面，藉此用來预测顾客决定。(3)脑

机界面：本研究为脑波研究领域之大宗。主要可分为医学辅助、网际网路、混合系统

以及共享控制四類。(4)心理学：主要研究喜怒哀樂等情绪，以及利用脑波改善教育方

法的教育心理学，或是测谎的犯罪心理学，甚至进行人际沟通等社会互动的社会心理

学方面，均属此類。此研究领域是属脑机接口之外，最大的研究领域，此领域也与教

育研究最为相关。（陈昆显、何淑君，2013）。 

研究者以国家教育研究院电子数据整合查询系统进行分析，国内(定义为作者为中

华民国人士)以脑波进行研究共计 145 笔，但本文仅回顾 2000-2015 年相关文献 88

篇，再扣除非研究型态论文(科普文)后共计 72 篇进行分析。目前国内脑波研究与国外

相同，共计有四大研究领域，包含(1)医疗：相关文献多与新生儿、睡眠、药物与情障

控制有关(共计 14 篇，19.4%)。(2)脑机界面：研发脑机接口的传输功率、大数据分析

结果应用于脑机使用的准确性与相关产品之研发(共计 10 篇，13.8%)。(3)运动：包含

运动员心理学、控制运动技术、气功对人体情绪缓和效能，以及运动对于工作效率之

探讨等(共计 26 篇，36.1%)，最后是(4)心理、艺术与广告：探讨范围包含外界改变对

于情绪反射、情绪变因、色彩、广告与脑波的关系等，教育领域比较接近的议题，国



立中央大学与台湾师大多采用眼动仪进行阅读研究。但就课程、教学或测验等应用脑

波进行之相关量测研究较少。 

这项新的技术，目前在许多种领域都已有所应用。在教学方面，若应用于语文、

数学等数字学习教材的学习，耳机脑波仪可以应用于监测学生学习时的专注力水平，

并由此可探讨教材的设计型式是否可吸引学生专注学习。以情绪光球来训练孩童放

松，是一个对老师来说简单易用的辅导工具。并透过耳机脑波仪的使用，检证学生学

习专注程度，进而探讨专注力是否提升。  

用在脑力训练方面，可搭配软件使用，记录用户的大脑专注及放松程度，透过屏

幕画面直观的呈现使用者目前的专注及放松程度，而让使用者学习到如何掌握及训练

自己大脑的专注及放松。 

另外，在运动领域，由于运动员的大脑状态对于他们的表现有重要的影响。透过

这个耳机脑波仪可以量化大脑的状态，有助于训练运动员找到最适合比赛的大脑状

态。而在娱乐方面，此仪器若与电视作结合，不久的未来可望开发出人只要动脑而不

动手，就能与电视作互动的操控装置。最近，耳机脑波仪也应用在电影与观赏者之间

的互动，根据人的大脑状态，就能改变电影的情节和结局，为电影设计增添更多的想

象空间。 

由上述可知，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方面，新的脑波仪技术已能便利的应用在学习场

域中，在注意力的监测及训练方法

上，提供教师及学习者一项新的选

择。未来，新的脑波量测技术发展

若越趋成熟，对于人脑思考状态与

脑波对应关系的 

了解若更明确，脑波量测应用

到教育及生活领域的范围会更广

泛。 

图 2 学生接受脑波测验反应 

数据源：作者自行拍摄 

 

若能侦测到大脑的其他运作功能，例如：记忆力等…，对于学习教材的开发可提

供更新的发展。在生活方面，以念力控制、操控接口的鼠标可望产生。又像是目前讨

论的热门议题，例如在医疗方面，若能将侦测到病患的脑波转化为具体指令，便能让

具多重障碍的病人靠着脑波来控制义肢和轮椅，或是让失去表达能力的病患也能与外

界沟通，脑波的研究必能对病友带来许多帮助也势必会对人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脑波在教育研究，是否有具体应用之处，蔡明学(2016)认为脑波测验

在教育上之应用，有下列几点发展的可能： 



 

(一)特殊学童的测验 

针对 ADHD 等情障学童，因专注度过去并

无客观的量测方式，即使有相关的测量(如

MRI)成本也十分昂贵。故对于学校相关辅导效

果，仅能靠质性描述进行评估。若学校能采用

脑波图测验(EGG)，搭配学校的辅导工作，对

于情障学童的情绪监控，将有更准确的掌握。

罗育龄、林正凤、江欣珀、蔡明学(2016)。 

 

图 3 学生阅读中脑波测验反应分析 

数据源：作者自行拍摄 

 

  



 

 

(二)教学设计有效性之反馈 

举例来说，近年来推动的分组合作学习主要是对传统讲授式教学进行反动，但对

于教学质量的确认多采用知识测验与认知描述，但生理机能的反应测验，相关文献付

之阙如。教学有效性中教育研究者更应关注，此教学方法能否吸引学生专注，进而提

高教学成效。故若课程实施中，同时也能监控学生波，确认学生学习专注度，间接确

认课程有效性。 

 

(三)阅卷准确性与脑波专注相关研究 

在测验领域中，评阅者的评阅效度一直是测验领域中重要的研究议题。过去相关

研究着重于疲劳侦测，相关技术也十分成熟。但应用于评分的客观性，尚在启蒙的阶

段。假设单一评阅者的客观性一致，但随着评阅内容的差异或评阅者的主观认知，可

能也会改变评阅的标准。透过脑波侦测，可以分析评阅者对于不同的评阅内容的主观

取向，结果可应用于不同评阅者评分客观性之相关研究者。 

 

(四)教育动态大数据分析 

随大数据分析的重视，教育主管机关以大型数据库建置作为政策目标。但大数据

分析主要以动态数据进行数据分析，现今教育数据库皆属于静态数据(如年龄、父母教

育程度、学校规模、生师比等)皆无法准确预测学生的学习成效。未来随着物联网的进

步，脑波信息搜集更完简便。当脑波信息若能链接到学生学习历程资料，将能更准确

学生学习成效，其结果可作为课程发展与补救教学之用，确保教育的有效性。 

 

(五)专业领导人才训练 

专业领导人才训练面向包含沟通、执行、领导与操作，这也是当前课纲发展中，

所谈的素养能力指标。素养的量测，笔者认为须建力在好的策略与好的行为态度上进

行。过往行为态度多半以量表进行施测，但受试者可能会因测验的衍生利益，产生测

验偏误(如谋职的态度能力测验，为求谋职顺利，谋职者会在测验中表现出积极态度而

获老板的赏识)。测过脑波测验较能避免这种偏误，透过脑波分析可以得到较具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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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但仅限于专注力、情绪激起、放松度。同时配合透过领导课程的设计，以脑波

检证个人特质与课程成效，相关结果亦可做为专业人才训练之回馈。 

 

图 4 脑波可应用之专业人力训练规划 

数据源：作者自行绘制 

 

二、国家教育研究院国民中小学校长储训班课程设计 

    国家教育研究院为培养具备理性务实、理解关怀、创新思维与前瞻作为之优质校长，

秉持教育初衷，强化教育热忱，发挥专业知能，引领学校校务经营与课程教学之健全发

展，主要以 8 周的时间进行候用校长储训，并以下列核心能力作为储训课程设计之依据，

达成培育全人校长之使命： 

（一） 坚定教育理念与廉能操守，提升逆境心理转化能力(正向力）。 

（二） 形塑学校愿景与创新营销，厚植资源整合管理能力(统合力)。 

（三） 建构系统思考与动态思维，强化问题分析解决能力(决策力）。 

（四） 善用沟通协调与鼓舞激励，精进多元媒材表达能力(沟通力)。 

（五） 凝聚团队共识与组织再创，加强校务规划执行能力(执行力）。 

（六） 熟稔法令规范与专业知能，活络实务处理变通能力(知识力）。 

 

   然，储训课程架构（如图 5）：分为三大核心基础及九大面向课程 

（一） 三大核心基础：「校长专业培训课程」、「校长现场实务课程」与「校长师

傅教导课程」。 

（二） 九大面向课程： 



1. 专业培训课程：校务发展、行政管理、教学领导、公共关系、专业责任。 

2. 师傅教导课程：教育参观、师傅学习。 

3. 现场实务课程：博雅通识、综合活动。 

 

 

 

 

 

 

 

 

 

 

 

 

 

 

 

 

 

 

 

 

 

 

图 5 国民中小学校长储训班课程结构 

 

    储训课程以主题演讲、案例解析、活动体验、小组研讨、实务演练及县市交流等方

式进行，并视课程性质，采合堂、分堂及分班等型态，辅以团队合作学习，统整知識，透

过同侪互相观摩、分享交流，建立校长专业学习社群。 

 

 

  



表 1 106 年度国民中小学校长储训班核心能力与职能建构表 

核心能力 职能 

正向力 负使命感      真诚理解       承受复原       正直恒毅 

统合力 形塑愿景      创新思维       政策营销       资源整合 

决策力 系统思考      策略分析       问题解决       危机管理 

沟通力 激励鼓舞      沟通协调       关怀信任       公共关系 

执行力 组织团队      整合规划       协力合作       绩效责任 

知识力 课程规划      教学实践       法令理解       科技应用 

 

 
图 6 候用校长专业图像 



三、国民中小学校长储训班研习课程内容 

专业工作要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专业社群本身需要有共识，保证专业的基本执业

水平（潘慧玲等，2004）。校长在经营一所学校，即属于一项高度专业的工作，透过

校长专业能力指标的建构，用以检核校长能力，让社会对校长办学有信心。然而，专

业能力指标构有助于认可校长专业，检核校长专业。当然专业能力指标必须具体提出

专业表现的内涵，作为内部与外部沟通的依据，并作为提供证据的架构以为检核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2000）。本研究认为校长专

业能力指标共分成五个构面：（一）校务发展；（二）行政管理；（三）专业责任；

（四）公共关系；（五）教学领导；再融合四项活动： （六）教育参访；（七）师傅

学习；（八）博雅通识；（九）综合活动作为研习课程。 

 

三、脑波测验与校长领导风格的连结 

    大脑的颜色的理论基础是 Myers-Briggs 性格分类指标(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MBTI)，是属于一种自我评量工具，于 1942 年发展(McCaulley, 1981)。该评量工具在

后续相关实证研究上，为特定企业、工作环境与职涯发展提供宝贵的信息(引自蔡承志

译，2012)。整体来说，该测验将人格特质分类为四种颜色，分别为黄、蓝、绿与橘，

用来区分不同优势智能与人格特质。各颜色相关人格特质如下表 5。 

 

表 5 脑色相关人格特质说明 

脑色 黄脑人 蓝脑人 绿脑人 橘脑人 

观点 可靠 很有帮助 讲逻辑 有活力 

长处 

肯负责、忠诚、

未雨绸缪、讲求

实际、守时 

能灵活变通、有

创意、重合作、

亲切、重感情 

知识渊博、有能

力、沉稳、熟谙

技术、好奇 

大方、有趣、足

智多谋、热忱、

精力旺盛 

脑叶 颞叶 枕叶 顶叶 额叶 

「被阴影遮

蔽」的行为 
焦虑、忧心忡忡 消沉、消极抵抗 退缩、优柔寡断 莽撞、「脱队」 

理想居家条件 
秩序井然和财

务保障 
讲和谐、重沟通 隐私和宁静 

不限框架且很

活跃 

理想职场条件 
流程以及训练

有素的职员 

宽松的政策和

个人化空间 

独立和创意体

系 

有挑战且没有

会议 

别人如何看待

他们 

讲求实际、井然

有序、爱支配控

制、僵硬死板、

勇于任事 

能栽培后进、有

爱心、喜怒无

常、令人透不过

气、值得信赖 

有远见、有效

率、麻木不仁、

紧绷、有智慧 

技能纯熟、果

断、不可信赖、

不安稳、有冒险

精神 



    国家教育研究院根据上述脑色人格特质，综合人格观点、长处、缺点、职

场条件与他人看法后，将四类脑色区分为四种人格特质，分别为：黄脑=谨慎务

实；蓝脑=灵活创意；绿脑=逻辑思考与橘脑=活力热忱等。当接受脑波测验完成后，

并提供测验结果(包含个人特质与身心状况)，四类报表详后： 

 



  



 

 



  



 

  



参、脑波测验结果 

    本次调查对象为本院校长回流班之受训学员，当学员签属学术伦理同意书后开始

进行施测，时间为 107 年 3 月~10 月，共计 150 位受测者。其中共有 117 位受试者在

小学服务，26 位受试者在国中服务，7 位在其他单位服务；其中有 3 名退休校长、81

名校长、4 名候用校长、36 名主任、20 名教师以及 3 名其他教职员。 

    在测验过程中皆没有人感到身心不适。脑波测验结果与自己实际认知类似情形有

1 位受试者非常不同意、0 位不同意、20 位普通、84 位同意、26 位非常同意、17 位未

作答。前一晚睡眠时数 0 小时 1 位，3 小时 2 位，4 小时 10 位，4.5 小时 3 位，5 小时

18 位，5.5 小时 5 位，6 小时 59 位，6.5 小时 10 位，7 小时 26 位，7.5 小时 4 位，8 小

时 9 位。施测当天心情 1 位非常不愉快，1 位不愉快，26 位普通，81 位愉快，35 位非

常愉快，4 位未作答；领导类型：谨慎务实 28 位，逻辑分析 20 位，活力热忱 55 位，

灵活创意 5 位，未作答 44 位。 

 

表 6 描述性统计 

服务单位 人数 

小学 117 

国中 26 

其他 7 

职称 人数 

退休校长 3 

校长 81 

候用校长 4 

主任 36 

教师 20 

其他 3 

测验过程是否身心不适 人数 

有 0 

没有 145 

本次脑波测验结果与自己实际认知类似 人数 

未作答 17 

非常不同意 1 

不同意 0 

普通 20 

同意 84 

非常同意 26 

前一晚睡眠时数(小时) 人数 

0 1 



3 2 

4 10 

4.5 3 

5 18 

5.5 5 

6 59 

6.5 10 

7 26 

7.5 4 

8 9 

今天的心情 人数 

未作答 4 

非常不愉快 1 

不愉快 1 

普通 26 

愉快 81 

非常愉快 35 

领导类型 人数 

未作答 44 

谨慎务实 28 

逻辑分析 20 

活力热忱 55 

灵活创意 5 

 

肆、对校长储训课程的启示与建议 

一、相对应领导风格之课程建议 

本研究根据各项人格特质，给予不同重点课程之建议 

1.谨慎务实：优点：按部就班、负责、忠诚、未雨绸缪、讲求实际、守时；待加强：

过于焦虑、忧心忡忡；伙伴关系：流程以及训练有素的职员；建议课

程：行政沟通与冲突管理、情绪管理与理解关怀、口语表达实务演练、

美感教育与人文素养、自我营销、团体动力学。 

2.逻辑分析：优点：知识渊博、有能力、沉稳、熟谙技术、好奇；待加强：退缩、优

柔寡断；伙伴关系：独立和创意体系；建议课程：有效表达与说话魅

力、情绪管理与理解关怀、美感教育与人文素养、团体动力学。 

3.灵活创意：优点：能灵活变通、有创意、重合作、亲切、重感情；待加强：消沉、

消极抵抗；伙伴关系：宽松的政策和个人化空间；建议课程：学校领导



与案例研究、学校危机管理实务、系统思考与动态思维、教育相关法令

与实务。 

4.活力热忱：优点：大方、有趣、足智多谋、热忱、精力旺盛；待加强：莽撞、「脱

队」；伙伴关系：有挑战且没有会议；建议课程：校园安全建置与防治、

教育相关法令与实务、廉政伦理规范、社交礼仪与形象塑造。 

 

二、课程发展上之建议 

    AI 人工智能以洗卷全球，当 AlphaGo 以完胜之姿战胜人类时，不免让人担心未来

人类的工作将被机器人所取代。但根据竞局理论(game theory)的研究指出，再以机器

人自然语料库进行搜寻时，面对情感与创意等相关问题，并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特

别是在创意部份，依据新课纲三面九项中，如何使学生达成「执行规划与创新应变

成」为孩子适应未来社会中重要的关键能力之一。然，检视本次测验结果，受试者具

有灵活创意者为少数，表示教育工作者这方面的能力较为缺乏。同时，对照目前课程

规划，对于校长的自身创意发想，以及引导学生具备创意能力有关之课程规划，目前

尚未形成完整的图像，期许校长课程研发团队未来能在此类课程有所著墨，使校长培

育更具完整性。 

 

三、实作测验的应用 

    除此之外，脑波测验对于实作评量能有更精准的掌握。例如现在实施的校长储训

班情境模拟课程，由过去相关理论得知，人面对情境表现时，如能达成专注与放松，

有助于结果之改进。故透过脑波仪了解校长面对危机管理时的思考表现，更能有效掌

握培训成果。 

 

 

  

https://www.inside.com.tw/2017/04/14/how-alphago-inspire-human-in-go


参考文献 

吴显东（2013 年 7 月）。脑波控制的世界－脑机接口发展趋势分析。MIC 研究报告。

资测会商业情报研究所。

http://mic.iii.org.tw/aisp/reports/reportdetail_register.asp?docid=3024&rtype=freereport 

周恩存（2012 年 11 月）。「读你的脑」-- 脑波量测新技术在人类认知、学习及生活上

的应用。数字典藏与学习电子报，1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InsightReportContent.php?nid=6121&lid=706 

陈昆显 何淑君（2013）。脑波仪研究在各領域之应用。载于国立中兴大学举办

TANET2013 台湾因特网研讨会论文集。

http://www.tcrc.edu.tw/TANET2013/paper/O11-859-3.pdf 

蔡明学、谢金城、黄意翔（2017，11 月 10 日）。中学校长校园危机管理关键特质之探

究-以个人背景、人格特质和决策风格为分析取向。再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举办 

『教育新航向：校长领导与学校创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蔡明学（2016）。脑波测验在教育发展上之应用。国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讯息报告。新北

市。 

蔡承志译（2013 年）。你的大脑是什么颜色?麦格罗∙希尔，台北市。 

McCaulley, M. H. (1981). Jung's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types and the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Center for applications of Psychological Type. 

  

 

http://mic.iii.org.tw/aisp/reports/reportdetail_register.asp?docid=3024&rtype=freereport
http://newsletter.teldap.tw/news/InsightReportContent.php?nid=6121&lid=706
http://www.tcrc.edu.tw/TANET2013/paper/O11-859-3.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