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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衛生組長的困境與解決策略 
林于婷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每年的七、八月正是國小放暑假，但也是鬧行政荒的大逃亡時刻，許多學校

的校長及主任們無不為了教師兼組長的行政職缺而煩惱。就連校長親自出馬，動

用人情請託也無法補足缺口（潘才鉉、趙宥寧，2021）。有時候接手的往往都是

初任的新手教師，甚至是代理教師也難逃接任行政的命運，學校在招考時便直接

表明錄取後擔任的行政職務（梁憶靜，2020），更有學校大量招考代理教師擔任

組長（馮靖惠，2020）。由此可見，教師對行政職務的抗拒。 

    在學校行政職務的各處室當中，衛生組也是業務繁重的其中一組，工作執掌

包山包海，曾有人說過，衛生組掌管的事務從吃下肚的到拉出來的無所不管。面

對龐雜的工作量，組長們的壓力負荷可說是相當的龐大。 

    在 2019 年末爆發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讓原本已經是忙得

人仰馬翻的衛生組，除了原先的流感、登革熱等防疫工作外，又增加防疫的不少

業務而變得更加坎坷艱困。衛生組長在學校的防疫業務中擔任了非常重要的角

色，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是以，本文探究國民小學衛生組長在工作中面臨的困

境及其解決策略，以供相關單位及人員參考。 

二、衛生組業務現況 

    在呂國興（2021）的研究中得知，服務年資在五年（含）以下之學務人員竟

高達 46.6%，結果顯示在行政崗位上久任的學務同仁並不多見。這些沒經驗的代

理教師、新進教師一進來就要接下行政業務，當處室承辦人員不願久任，學校許

多政策便難以延續，更是學校長期發展的隱患。 

    而衛生組長的工作內容，依各校規模、地理區位、學校環境及運行需要會有

所差異，但大致來說工作項目是大同小異。國小衛生組長業務包含：衛生保健、

環境教育、校園清潔區域分配及環境整潔活動、資源回收、垃圾分類、環保教育、

健康促進、各項傳染病防制宣導及防疫工作、CPR 等訓練認證事宜（新北市政府

教育局，2017）。除以上工作，如其他有關衛生保健臨時交辦、偶發事項也須處

理，當然也包括本次的 COVID-19 防疫工作。宣導及落實師生配戴口罩、體溫量

測、手部消毒並配合肥皂洗手等措施，以及進行環境消毒及清潔工作。由上述可

知，國小衛生組長的工作不可謂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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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衛生組長的困境 

    學校行政荒的問題並非一日造成，教師長久以來不願接任已是事實，且因公

務繁雜的關係，人力難覓組長難求，長久之下都會影響到行政工作的品質（蔡昕

璋，2014）。而衛生組長的工作，存在了種種困難之處，再加上防疫工作的超重

負擔，因此教師擔任衛生組長的意願不高。其工作困境如下： 

(一) 業務過於瑣碎，組長疲於奔命 

    衛生組長的業務瑣碎，只要和衛生、環境、健康相關的業務皆會納入，並且

每天會遇到大大小小的突發事件，小的如每天被告知校園哪邊有垃圾沒人收拾、

有學生塗鴉及破壞公物要清掃、或是廁所甚至走廊、樓梯有大便等等；大的如校

舍重建工程，資源回收及打掃工具無處安放，倘若當年度遇上校務評鑑，工作量

更是雪上加霜。種種事情讓人隨時都擔心下一秒是不是又有突發事件要處理，再

加上如果所處的處室同僚之間無法相互支援補位，衛生組長面對各種突發事件卻

總是單打獨鬥，將疲於奔命難以喘息。 

(二) 報表多而繁雜，人力難以招架 

    當衛生組長本身業務量繁雜的時候，在工作項目中要求精細更是難上加難。

例如健康促進的推動工作本身便是相當吃重，在計畫中各種要求精細的數據報表

的呈現，或許看起來能讓計畫更加顯得專業，卻也侵蝕了更多的時間與人力。近

幾年在業務上面對著紅火蟻、荔枝椿象等外來種入侵的通報與防治工作，以及新

冠肺炎、登革熱的疾病傳播，在繁瑣中更是要求快速迅捷的辦理並填報資料，高

效率高品質高速度的工作條件，對有限的人力來說相當艱難。 

(三) 人際基礎不足，業務推動困難 

   當學校裡沒有認識的人，但很多事都需要請教人的時候，每天都在拜託別人、

看人臉色。人際基礎的不足造成了業務推動的困難，許多需要成果的健康促進或

者是營養午餐的督導事項、食農教育成果、環境教育成果等等，沒人要做，拜託

老師也是會以各種方式被拒絕，更陷入工作推展危機。 

(四) 防疫工作沉重，負擔雪上加霜 

    為了加強防疫，衛生組長從流感、傳染病防治，到新冠肺炎的防疫工作，如：

控管出入校園防疫措施、防疫政策宣達、防疫物資領用與分配、追蹤校內師生體

溫狀況、回報發燒人數、定期消毒等等，事情多得嚇死人，也讓各校衛生組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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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的會議、處理不完的臨時公文，因此令衛生組長力有未逮，負擔雪上加霜。 

(五) 暑假行政空窗，責任由誰承擔 

    每年七、八月是學校職位調動的時期，一般來說正式老師接任，如果能提前

交接較無問題。但因為代理教師的聘期只到七月初，而如果接任的也是代理教師，

在起聘期八月底之前勢必會有近兩個月左右的空窗期，因此代理教師常會在聘期

還沒開始前就接到主任打電話要求盡快來接管業務，但代理教師於暑假係不支薪

的義務付出。試想如果開學前才聘到人，暑假時期的業務責任由誰承擔？而代理

教師面對後繼無人的窘境，學校卻無法給予對應福利及薪資保障，更是情何以

堪？ 

四、解決策略 

    面對衛生組的各種困境，除了選擇逃離外，想要堅守崗位就必須找到解套的

辦法，筆者針對上述的五個問題分別提出策略如下：  

(一) 整合簡化工作，減低業務負擔 

    將一些類似的業務整合避免重複作業，減少與學校不相關的公文或政令宣

導，使學校運作更加順暢。其次，可以依據教育部之建議，將各類調查資料應由

日常性之資訊系統作業中積累，減少額外調查的業務量，並逐步整合現有各項調

查資料平台，透過介接方式彙整資料。地方政府應橫向檢視所轄各局處是否有分

別要求學校填寫內容重複的資料，並透過跨局處協調減少重複作業，或重新評估

調查之必要性。定期檢視各類補助核結成果是否過量，並逐步簡化，以減少行政

工作量。減少行政人員授課時數，使其有餘力處理業務。最後，應增加小校行政

人員編制，減低業務負擔。 

(二) 校務運作彈性，簡化資料報表 

    校務如果能彈性的運作，將一些報表資料簡化，例如有些非必要的數據可以

不用刻意的呈現。而防疫工作可以整合全體同仁的人力，一起來防堵疫情。另外

想減少掃區上面分配的衝突困境，一方面可以參照歷年分配狀況；另一方面也增

列班級人數等條件進行參照。當然更重要的，是希望校內同仁能夠多包容彼此的

困境，組長累導師累其實大家都累。但多些包容彼此多些體諒，校內氛圍會和氣

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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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仁主動關懷，互助溝通合作 

    因為衛生組許多業務的推行需要人力，與同事間感情好，尤其是與級任教師

及同處室的夥伴相處融洽，必要時就能好好溝通互助合作。因此平日主動關懷同

仁，除了閒暇時的談天外，適時地給予幫助、關心與連繫感情更有必要。 

(四) 發展外部資源，聯合社區志工 

    學校人力有限，除了請學生、教師、家長志工幫忙外，也可以發展外部資源，

如清潔隊、基金會、社會福利機構等，或是尋求村里長幫忙，聯合社區志工服務，

以克服學校有限人力的困境。 

(五) 提早確立職務，落實業務交接 

    很多偏鄉小校因為沒有正式教師接任組長，暑假期間得由正式教師兼任組長

職務，有的學校會讓組長聘約一次拉到七月底，確保業務有人做有人接。如果前

後手沒能碰面實際交接，學校通常會有移交清冊讓接任者可以參考。如果學校能

儘早確立教師來年的職務，不要等到六月才確定，可以的話四、五月就先處理好，

讓職缺能有時間慢慢找人。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衛生組長的業務過於瑣碎、繁雜卻又求精細、業務推動困難、防疫工作沉重

以及暑假行政空窗，若能整合簡化工作、校務運作彈性、同仁主動關懷、發展外

部資源以及落實業務交接，有利工作推展。且學校衛生工作繁雜，提升工作上的

各種專業知能，適度的引入資源可以減少工作上的負擔，也可以贏得更多的認同

與支持。 

(二) 建議  

為使衛生工作業務順暢、衛生組長人力穩定，提出以下建議： 

1. 對主管機關之建議 

    正式教師兼任組長擁有行政加給與國旅卡，教育主管機關可以給予行政人員

減課的福利。而代理教師因為起算的問題本身無法依據制度給予國旅卡和休假，

要是能給予完整聘期，至少確保到七月底，提高意願。另外可以建立資訊學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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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並在每年暑假舉辦區域性組長業務的研習，讓接任者有系統性的學習。 

2. 對學校之建議 

    校內同仁宜多包容，維持良好氛圍。防疫工作可以整合全體人力，一起來防

堵。建立完善的行政輪調機制，明定擔任幾年行政職務的人，可以優先選填來年

的職務工作。另外可以請校內曾擔任組長的人，做一些經驗分享，並落實業務交

接清冊，將各種檔案資料完整保留下來。而校方提早找人也可避免空窗期的問題，

如果能將代理教師超鐘點的額度上做調整，變相的給予休假補助，或許是個可行

的做法。 

3. 對教師之建議 

    平日主動關懷同仁，適時地給予幫助、關心與連繫感情，必要時就能好好溝

通互助合作。另因人力有限，除了請學生、教師、家長志工幫忙外，也可以發展

外部資源，如清潔隊、基金會、社會福利機構等，或是尋求村里長幫忙，聯合社

區志工服務，以克服學校有限人力的困境。教師生涯可以多元跟多變。建議教師

在自己的專長領域上發揮，而行政也是個不錯的歷練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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