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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學視導到教學領導

一以校長為例

劉慶 中﹒ 越廣林

本文主要在探討校長教學領導的重要性。從探討教學祝導與教

學領導的定4\開始，將這兩個概念做層次主的區分，描繪各自的涵

蓋範團與輪廓，並以校長為主角，說明如何妥善逢周教學視導與教

學領導， {，史校長自且以領導者的角色協助、輔導教師改造教學 。 其 中

包括教師的評鍾與教學輔導、鼓勵教學及課程研究等，以提升教學

成效，進而促使學生有效學習與成長，以達成教育目標。最後並提

出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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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教育法令之規定，校長的職~概括為「綜玉皇校務舉凡學校中一

切的事務都是校長的職實施圈，不但要提升行政對教學的支援，也要領導教

師進行有意羲的教學活動，增進學生的學習效果。這些工作大致可分為行政

管理與教學領導兩大部分(鄭進了，民 75 黃接球，民79 張德銳，民 83

Blumberg & Greenfield, 1980 Drake & Roe, 1986) ，但由於校長對這兩部分看
重的程度不同，在實施中所分配的時問亦不盡相同，研究掏出校長大多偏重

行政管理，忽略專業領導{鄭進了，民75 ; Smith & Andrews , 1989) 。

學校的基本功能是使教與學的活動能順利的進行，因此對校長來說，如

何增進學校教學續效，是項重要課題。張慈娟(民86) 的研究指出，校長教學領

導行為與學校效能呈正相闕，因此，校長不應只以作學校的管理者自限，應

以成為一位成功的教學領導者為目標，使師生能更有效的教與學，增進學校

的效能。然而目前國內相闋的研究指出，校長在教學領導與視等方面的努力

仍有待加強(楊百世，民78 ;魯先華，民83 趙廣林，民的，張慈娟，民86) 。

因此如何確立校長教學領導者與教學視導者的角色，使校長能回歸重視校內

教學，發揮一校之長的領導以增進教學效果，提升辦學績效，是本文主要的

目的 。

貳、從教學視導到教學領導

教學視導與教學領導的意羲，需先畫畫清其概念，再將二者做一比較，以

供學術探究或校長在實務角色執行上之參考。

一、教學視導的意義

教學視導乃教育視導的一環，就廣義霄，係指增進教學效果的所有努

力，包括人{父母、學生、社區、但主要為教師)、事物或活動(教室內的教育

活動)、及教材、設備與資源等。就狹蓋章霄，係指校長或視導人員運用團體調

適關係、協助教師的專業成長、以改進教學的一種歷程(陳金進，民的)。也就

是指各有闊的教學視導人員以系統客觀之方法，並藉各種的途徑來協助改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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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較佳的教學與學習情境的歷程(邱錦昌，民77)。或將教學視導看做以改進

教學為目標的教學領導，經由視導人員以民主方式，透過各種悔調和服務，

及與教師行為產生系統的交互作用，以促使課程、教學與學習的改進、增進

學生學習效果的歷程(楊百世，民78) ，教學視導應該是視導人員與教師一起工

作，以協助教師改進教學，增進教學效果的一種活動(呂木琳，民 87) 0 Pfeif

fer和 Dunlap (1 982) 認為教學視導是多方面的人際互動過程，也就是處理有關

教學行為、課程、學習環境、學生的分組、教師的運用和專業發展。 Beach和

Reinhartz (1 989) 認為教學視導是和教師一同致力於增進教學，強調教學視導者

要與教師一同努力，並且有責任幫助教師在課堂上做出更好的表現。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的看法，早期是將教學視導視為教育視導的一環，運

用視察及輔導的技巧與方法，確保有關教、學的各項活動能依一定的程序與

準則進行，以達到預期的目的與效果。但隨著社會風氣的轉變與教師專業形

象的確立，教學視導走向強調視導者與被視導者間的互動，協助教師針對教

學相關活動改進，以提升教與學的效果。這樣的趨勢使教學視導的「監督」

「打分數」意味淡化，走向以專業、尊重、輔導、協助的角度來進行教學視

導。

二、教學領導的意義

關於教學領導的意義，魯先擎(民83)認為校長的教學領導乃是指校長協助

教師改進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完成教育目標的歷程;亦即校長藉若與教

師的合作，共同建立學校教育目標、設計規I1J課程內容、輔導教學活動實

施、評鑑學生學習成果，以鼓舞學生積極的學習動機，增進學生良好的學習

結果，進而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

教學領導可說是校長為提升教師教學與促進學生學習的種種活動

的eBevoi鈕， 1984 ; Keefe & Jenkins , 1984) 。並且要發展一個令教師滿意、有效

率的工作環境，使兒童達到預期的學習狀況和結果 (Greenfield，的87) 。以及能

將學校的使命有效地傳達給教職員、家長和學生並且能了解和運用教學效率

的特性於學校的教學計畫管理(Bullard & Taylor, 1993) 。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的意見，教學領導應包括理念及行為兩部份:

(一)理念方面:包括對校長職務的定位、對人事物的態度 、 對教師教學與學生

學習所抱持的信念及對學校未來發展方向的規重與展望。

口行為方面:包括對學校教、學活動的規量的、支援及提升，以增進教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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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與學生成就的種種努力與行為。

因此，教學領導是以追求卓越的教學為目的，以整體性的發展及梅念上

的啟發為著眼點來領導教學，經由教師評鑑與輔導、良好的教學資源運用與

管理、提升教學策略、鼓勵具有教育性質的活動以及協助教師專業成長，關

心學生學習狀況，來有效地提升教學成效，促進教育目標達成的種種作為(趙

廣林，民的)。

三、教學視導與教學領導的差異

由定義來看 ，二者在涵蓋的純團與實施的對象上有些差異 ，說明如下:

付就範圍而言

教學領導與教學視導兩者均是以教、學活動為關注的焦點，然而貨施上

以教學視導是一種方法，用來達成教學領導的目的。張慈娟(民86) 認為教學視

導是教學領導中為確保教育品質所從事的一項視導教學之作為。也就是視導

是屬於較技術性的層面，有一定的標準和程序。而教學領導的層面則較為廣

泛，且較不涉及細節，除了教學領導者正式的表達，尚包含非正式的觀念表

達與行為領導。因此，教學領導在實際實施上較不易訂出評量的標準與指

標，在範圖上也較不易訂出其所涵蓋的行為與準則。

臼就對象而言

邱錦昌(民的)指出對視導人員的界定，狹義是指具有法定被導權貴的行政

主管或人員，廣義是凡能促進教師專業知能成長、改善教學情境及效果者，

皆可稱為教學視導人員。也就是在研究對象上，教學視導較偏重於法定權威

的職務，教學領導則較注重各校本身內部的領導氣氛及教職員與教學領導者

之間的認同程度，因此在對象上以該校的校長或自資深優良的教師來擔任較

為合適。

就今日民主社會而言，教學視導一詞不但有權威官僚之意味，也容易引

起被視導者的恐懼、反感(李干且霄，民68) 。推行以來，效果並不彰顯，常造成

老師虛應文章的情況(秦夢群，民 87) 。因此在提升教師教學，進而提升學生學

習的目標之下，運用切合實際環境的策略與方法，改變自上而下對立、監督

的立場，站在互敬、平等的地位與教師們-一同努力，並能以身作則來帶領全

校師生達成卓越的教與學的目標，這也是教學領導最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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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教學視導與教學領導兩者均包含許多相同的主張，但教學領導所包

含的觀念更多 (Learn ， 1991) ，以下將探討教學領導，並提出建議。

參、教學領導的相關論述

國外有關於教學領導的論述與研究頗為豐富，國內相關的探討則不多

見。關於教學領導者的行為與工作的相闊論述方面，在綜合國內外學者的意

見後，大致可分為六個主要層面，整理直日表一，並說明如下:

付教師評鑑與輔導

校長有考評教職員的任務，對於教師的教學表現有品質管制的責任。除

了靠自己平日對教師的觀察之外，更可透過校內人員對其的評價，經由不同

的途徑來了解教師，表現優良的要適時鼓勵，對於教學不力的教師要盡可能

的給予輔導，了解其問題所在並設法解決。

(::)良好的教學資源、運用與管理

藉由適當的教學材料與工具，可使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更有效率，校長

在學校資源的運用上應以教學為第一優先，不但要鼓勵師生充分利用現有的

資源，更要時時留意設備的維護與補充，以提供一個適於學習的環境。

臼提升教學策略

教學的好或壞會影響學生的成就，一所學校最葷耍的任務就是教學，校

長一方面要帶領教師進行教學，另一方面也要提供有助於教學成效的訊息、

方法、觀念等，並訂定有助於教學策略提升的計畫與措施。

個)鼓勵具有教育性質的活動

教學活動除了包括學間的追求，也應鼓勵師生多方面的發展，學校可多

舉辦富教育意義的活動、研討會﹒多鼓勵師生參加校內外的比賽與研究，從

實際參與中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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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時代的變化使新知識大量增加，為了培養學生能適應下一世紀的生活， , 

教師必須自我成長。而校方應有鼓勵措施，協助教師的專業成長。

的關心學生的學習情形

教學過程中最重要的一方就是學生，教學過程中不僅要隨時了解學生的

學習狀況，以調整教師教學的策略，更要重視生活教育以養成學生良好的人

格﹒鼓勵學生多方面發展。

由以上的任務來看﹒校長本身不只要專精某一科目的教學，熟悉教學過

程與目標，也耍了解能產生好的教學的種種環節與要素，更要提供後勤支援

與服務，做好教師們的教學顧問與導師。而校長教學領導的行為雖然涵蓋了

各處室的工作，但並不表示校長必須事事躬親，只是代表校長的關注面，並

希望藉此引導師生對校長的正向回饋。

表一:教學領導主要行為與工作分類表

層面 觀市評鐘 教學資源 教學計直與策略 教育發展 教師專業 學生學習

提出者 與輔導 與環境 活動 成長 情形

黃接球 進聘優良教師 樹共良好的學 塑造積極的學校氣 對學生有高

(民81) 期對喧老師有高的 習覆境 氛 的期望

魯先學 巡視教師教學 提供各項資源 參與教學設計 列席教學 鼓勵細E 對學生有高

(民日3) 保障教學時間 配合教師使學生學 哥阱會 校內外進 的期望
習 舉辦教學 修 隨時檢核~

更新教材教法 被討會 生的成果
培養向，心力 激勵學生求

確立教學優射線 知

張慈鍋 發展支持的工 發展教學低務與自 增進師生

(民86) f胃境 樣 的學習氣

確保課程與教學品 氛

質

你'nn & 教職員的訓練 定義明確的學校自 監督學生進

Mangiere 高度的期望透 樣 步的制度

(988) 過教學決定來
管理教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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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教學領導主要行為與工作分類表(續)

層面 教師評鐘 教學資銀 教學計這與策略 教育發展 教師專業 學生學習

提山者 與輔導 與環境 活動 成長 情形

Arnn & 教職員的訓練 定義明雅的學校冉 監督學牛進

Mangiere 高度的期望透 標 步的制度

(1988) 過教學決定來
管理教職員

Burrow 人事的選擇及 設置圖書館與 接僻峙膏開 了解學生 提供在職 評鑑學生能

(1991) 評鑑 媒體中，心 鼓勵掘繭l斯教學 對新課程 訓練 力
教具設備的使 法 的興趣 鼓勵輔臣 鼓勵學生個

用 頭程的評估 自專設雙語 進修 lJtl發展
善用不同的人 親自教學做榜接 課
力資源 鼓勵輔南

參與專業

組織、的
討會並與

他人分享
鼓勵合宣

的教育努
力

Collins 評鑑教學過程 提供良好環境 強調學生成就為學 維持在職 查蒙、評畫畫

<19B71 役的主要成果 計畫 學生進展
也調控制教學內容

順序

Duke 教師被導 資源管理 學校策略發展與實 教師的發 評估學生表

(]9B7l 教師評鑑 施 展 現
解決教學避難

Hall inge 視導評鑑 了解課程與教學
也、盒T 監督進展 協調課程

(19B3) 擬定亭校任蕩
增進正向學習氣氛

Johnsto們 查察教學與 設f共正向的學 提升教lW
(993) 課程 習環境 成長

Keefe & 視導教學、 編教學預算 學校的學習氣氛 教職員發 診斷學生學

Jenkins 教室 教材內容 展與訓練 習

(984) 教織員任肘 媒體與方法 f解學生能

評量監 學校日庸f畫 力

Keith & 視導教學 管理課程 監督學生進

Girling 擬定任務 展

09911 提升教學氣氛

Korporaa 教學視導 提供教學資料 計畫與發展課程 進行專業

(]984) 保持教職員 協助教師用新方法 的育動

言改革 對教學策略提供回 提供專業

巡堂 饋 成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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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教學領導主要行為與工作分類表(續)

層面 教師評m: 教學資源 教學計靈與策略 教育發展 教師專業 學生學習

t是山者 與輔導 與讀境 活動 成長 情形

評鑑教職員 胃可教師了解課程內 教職員在
?é句, 職教育

計JlJ教學策略

Smith& 資源提供 教學策略方法等資 支援參與
Andrew 源的提供 教職員發

(1989) 展活動

使教職員

會議成為

教學教育
活動

辦專業研
討會

不定期參
與學生活

動、聚會

Stroud 監督進展 對學校遠最有清楚

(19日9) 的概念並轉化成自
標
營造達成目標的學

校氣氛

Weber 聘用、視導 ‘ 確定學業目標

(987) 教師 發展完成目標的策
評估教學 、 時

內祥、材料 珍惜教學時間

的好壞 監督評鐘教學計畫

維持良好氣氛

Wiles & 評鑑教學 提{賠援 提升與發展課程 持續專業

Lovell 教學教材與 發展目標 發展

(975) 設備的配置 研究與傳
擋

肆 、 教學領導相 關的研究

關於校長教學領導方面的實證研究在國內並不多，魯先華(民的)曾對

園中校長教學領導進行研究，以園中的校長與教師為研究對象，調查園中校

長實施教學領導的現混及困難，結論是圈中校長執行教學領導的情形不甚良

好，偏遠地區及規模較小學校之教學領導情形較佳;實施上是以行政支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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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為主，以教學指導為輔;教師與校長對校長實際實施教學領導的認知差距

很大，園中校長實施教學領導的主要困難是經費、時間與專業知識的缺乏。

建議應增加教學領導的經簣 ， 充分運用時間實施教學領導，校長應充實本身

的教學專業知能，多爭取教師的配合，以增進教學領導的實施效果，並應加

強對新進老師的教學領導。

趙廣林(民的)曾以高屏地區的國小校長篇對象，調查國小校長在教學

領導的實施情況，結論是不論在期望與實際上，校長在教學領導角色的表現

不及於學校行政事務的計劃與管理;相較於其他校長的領導角色，國小校長

教學領導的角色期望或實際知覺的重要程度有較低的現象;而填答者對校長

教學領導行為的重要性均表認同。對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譜是要重視校長教學

領導的功能，導正對校長教學領導的負面印象;而對校內人員的建議是校長

應多表達對教師教學的期望，多了解資淺教師的想法與需求，及校長對教學

領導應抱持新的態度。

張慈娟(民 86 )會探討桃竹苗地區的國小校長的教學領導與學校效能的

關係，建議如下:在對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方面:加強校長教學領導之修練;

縮小學校規模;將教學領導納入學校評盡量的一環。在對留民小學校長方面:

致力於自裁進修與專業成長;組成教學領導小組，共同致力改進教師教學;

增進校長與教師溝通，減少認知上的差距，促進學校整體發展;明確界定校

長與教務處於教學領導方面的責任歸屬，以有效實施教學領導。

Kesler ( 1988 )研究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國小校長對教學領導角色重要性的

看法，以及在教學領導各項活動中所花的時間。結果發現，在教學領導「建

立正向學習氣氛」、「觀察教師與教室」、「教師評鐘與視導」三項活動，

不論是重要性與所花費的時間都是最多的，女性及有 11 年以上教學經驗的校

長花較多的時間在教學領導上，年資十年以下的校長花較多的時間在學校管

理上。

Scott ( 1988 )研究幼稚園至六年級的教師與校長在教學領導知覺上的差

異，並了解校長與教師對哪些教學領導的實施最為重視。結果發現，年長的

與資深的教師對校長教學領導的感受比年輕、資淺的教師強烈。 Nakaoka

( 1989 )以美國加州中學校長與助理員為研究對象，調查在校長教學領導六層

面的期望與實際闊的差異情形，這六項教學領導層面是 : 設定教學目標與任

務;學校氣氛;課程;教學;學生表現;專業發展。結果發現校長在實際與

理想行為闊的差異達到顯著，或許是校長身負許多角色，因此阻礙了教學領

導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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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row ( 1991 )研究國小校長教學領導期望與實際間的差異，隨機抽取

六個半天來觀察六位國小校長如何分配時間，並將他們認為最重要的任務與

實際所花費的時間做比較﹒並請校長們估計實際花在教學領導、社區關係、

學生事務、學校管理土的時間。結果顯示，國小校長的期望角色與實際之間

有相當大的差距。

從以上的研究東看，雖然在理想上校長應扮演好教學領導者，但實際上

校長在這方面的實施卻有待加強。除對教學領導的意畫畫認識不清之外，在實

施上也會受到不少的阻礙與干擾，因此如何提升大聚對教學領導的重視，並

對實施過程遭遇到的一些問題能探討解決，誠屬重要。

伍、教學領導的阻礙與對策

從前途的研究來看，校長教學領導在實際上的情形並不十分理想，本部

份將專家學者提到的可能阻礙原因與對策加以陳述，以做為提升校長教學領

導之參考。

阻礙校長實施教學領導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校長有時候會以沒時間為藉

口，來逃避做教學領導的工作，或是覺得教師對校長的觀察會有反感、敵

意，因此校長就自認為不需要做觀察( Jenson , I:lurr , Coffield & Neagley , 1967; 

Sarason , 1971 ) 

Buford. McAndrew和 Mulhern在 1981 年的研究報告指出，阻璇校長達成教

學目標的前三項原因是:行政事務耗時過多;缺乏時闖進行視導;教師的能

力差異過大。

Drake 和 Roe ( 1986 )認為阻礙校長花時間在教學領導的因素很多，例

如:校長要主管學校絕大部份的事務，並負有所有管理上的責任;上級通常

以學校能良好、順暢運作為主要考量;在商業化的社區中比較需要有一位

「當權的行政主管從事評估人、辜的工作及活動要比評估教學領導來得

簡單安於現狀按照既有的程序、教學方式、教學程序比較不會出岔

錯;校長儲劃Ii課程中對行政管理的強調多於教學、課程、計畫畫評估、視導、

人群關係及社會心理層面;校長這職位是邁向更高權位的路腳石而非重要的

專業生涯工作;校長與教師非同僚關係﹒而是被塑造成主管的形象;依據工

會及集體契約，教師們認為校長是屬於管理的一環;此外，上級的活動常是

-112 -



從教學視導到教學領導

鼓勵校長站在上級的那一方，並成為上級的「行政、管理小組使校長轉

變成「行政校長」

Smith 和 Andrews (1 989) 認為阻礙校長執行教學領導任務的事務有三類:

第一是那些關於學校組織背景的事務;第二是關於校長的專業設定;第三是

關於校長缺乏專業技能和地區上對他的期望。校長們認為因為沒有合適的助

手來幫忙處理日常事務，所以沒有時間來視導教學。

自以上來看，校長的角色已被一些扭曲的期望或刻板印象所誤導，這些

阻礙，除了時間因素，另一個是現行的教育制度。由於校長被賦予太多的責

任與期望，在有限的時間內難以兼顧大大小小的事，所以張德銳(民 83 )認

為解決之道一是校長可對日常的行政工作行政電腦化、行政簡化或行政分層

負責制，讓下屬有權賣完成日常行政工作，如此，校長便能有更多時間加強

師生&教及學。二是校長可責成教童話主任、學科主任、資深績優教師擔負部份

教學領導的責任，自校長從旁協助及支持。

秦夢群(民 87 )認為面對一個鬆散結合的部門，運用權威力量往往事倍

功半，學校也許可用兩組權威共治的方式，科層與專業團體各有領導者。如

此一萊，教學、行政互相平行，學校的發展才能健全。

Thomas-Hodge ( 1994 )對國小校長的教學領導進行研究，結果發現，讓

教學領導者所領導的支援小組來參與學校做決定與問題解決的過程，對一個

有績效的學校來說很重要。

傳統以來，校長在學校中可謂是最有權威的角色，校長被期望管理學校

教職員，絞長、教師之間的關係猶如上屬對下屬般，縱使有時教師心中不

滿， ífi迫於校長的法定地位與權力，通常只好接受校長的要求。然隨著時代

的進步，教師的責任愈來愈重，所需具備的知識與能力也須與日俱增。在此

情況下，許多教師更加健定自己專業人員的地位，而要求有適度的自主權，

不再如以往受制於行政者。影響所及，衝突因而發生(寮夢群，民87 ) 

隨著新修訂的國民教育法、師資培育法、教師法等的公佈，國小教師與

校長的任用方式也隨之變更，學校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能選取合適的教師與校

長來對教學做出貢獻，因此對於校長實施教學領導的要求會日益加重:教學

領導角色也愈是重要。今後校長在教學視導與教學領導的實施上宣採對等互

敬的態度，將教學領導任務與其他成員分享，充實教學的專業能力，做教師

教學的顧問，以提升學校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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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

一、教育行政機關方面

←)重視校長教學領導的功能

校長一切的行事作為必須以有利於教學為前提，如提供良好的教學環

境 。 但由於主客因素境的影響造成校長以維持學校正常運作為首要的任務 ，

相形之下對於教學領導這類比較不易於短期內看到成效的工作就忽略了，尤

其在國小階段並無升學的壓力，更造成不少人對國小教學領導工作的不重

視 。 其實教學領導包含甚廣，並不只是強調學科上的知識學習，更鼓勵學生

多方發揮潛能，因此，教育行政機關應從校長的選拔、養成 、 評鑑、考核等

方面宣導教學領導的觀念及其功能，使教學領導能夠受到重視。

ω導正對校長教學領導誤解的負面印象

教學領導不但包含了校長對教師的評鑑與輔導、也包括對教師的教學提

供建護等行為。因此，校長在執行這一層面的行為時，如果沒有事先取得對

方的共識與尊重 ， 或是實施的方式過於威權 ， 往往造成施行上的阻礙或衝

突。最重要就是彼此需在雙方互相尊重與平等的前提下進行，故教育行政機

關應加強的宣導，以利推行。

臼明訂校長教學領導任務與教學續導共享辦法

教育法令規定校長的職責為「綜理校務」﹒舉凡學校裡大小的事都與校

長有闕，然而一個人的時間與精力有限，如何兼顧教學領導與行政管理?或

許可從制度藺草F手，對於校內行政層級的實j分、行政權貴的歸屬明確訂定，

並對校長教學領導的工作，做任務員~j分，將部份教學領導的事務交與資深教

學優良教師、學年主任、教務主任等，共同完成教學領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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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人員方面

制校長應表達對教師教學的期望

校長教學領導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長期的時間才能累積成效，故校長

應善用時間與場合，在正式或非正式、語言及行動上，將自己的理念與教

師、家長，甚至社區中關心教育的人士溝通，以建立共識。

∞多了解新手的想法與需求

組織中的新人在初任職時對所賦予的使命，總是期望很高，但到了實際

的工作情境中，常會發現事實不是如此，失望、挫折的感覺相隨而生。如果

組織中有人能適時對新手提供協助，了解其想法與需求，不僅能使資淺者迅

速進入狀況，貢獻心力，也能提升組織績效。

日校長對教學領導應抱持新的態度

由於時代的變遷以及民主平等的觀念普及，教學領導的能力在未來校長

的工作上是一大考量，且校長的角色也將自監視、管轄的威權角色，逐漸轉

趨於與教師平等的地位。今後，校長在教學領導不僅要花更多心思，更要在

教學專業上與教師一同努力，尊重教師的專業自主，做教師後動支援、提供

良好的教學環境，為師生服弱，此乃今後綾長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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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From Instructional Supervision to Instruc

tional Leadership for School Principals 

Liu ,Ching-Chung 1 • Chao , Kuang-Lin 2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structionallead

ership by discriminating the differences in instructional supervision. This study 

was also to investigate how principals play the role of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and 

instructional supervision to assist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promote performance, 

provide teaching counsel and encourage research activities related to instruction 

and curriculum. 

Suggestions related to educational policies and teaching staff are also provided 

in this study. 

Keywords: instructionalleadership, instructional supervision.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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