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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報載高雄市中小學校長甄試筆試題目之一為：「面對新課綱的推動，在當下

的教育生態，校長如何在法職權外展現才德兼備的專業領導能力？」（徐如宜，

2021）；也看到平興國中教師抱怨校長經常「以行政裁量權打壓老師」（桃園市

教育產業工會，2020）。令筆者不禁想到，新課綱推動勢必存有困難與需要精進

之處，才會變成考題？除了法職權外，當才德兼備的領導能力也無法解決校園事

件時，在夾縫中，學校領導者是否仍能擁有一點點的行政裁量權用以解決難題

呢？ 

本文擬先從校長行政裁量及新課綱的內涵進行探究，其次再提出校長在課綱

推動上可進行行政裁量的建議事項。 

二、校長行政裁量權 

黎季昊（2019）認為校長在學校綜理校務的領導經營上，必然會對於許多行

政事務加以裁量，但在教育法令的規範中，並未對「校長的行政裁量」一詞進行

明確的界定。因此，僅能就法學概念的探究中推衍校長行政裁量的意涵。依《行

政程序法》第 2 條規定，國民小學校長係依據法律授權在特定範圍内行使公權力

並完成特定國家任務之個人，此種現象在法學上稱為公權力的授予。因此，其法

律地位可視為等同於行政機關，受到行政機關行政裁量相關見解之拘束，可適用

於校長行政裁量的判斷。 

然所謂「行政裁量」乃是法學上用語，指行政機關根據法律明文之授權或無

立法機關法律規定時，根據機關本身之職權，在多數均為合法之法律效果中，得

為選擇之措施。在依法行政的原則下，授權行政機關追求個案正義，行政權有其

自我形成空間，作為解釋與適用法律之第一線有權機關，這是「行政裁量權」產

生的背景（賴恆盈，2013）。 

杜岐旺（2014）認為行政裁量的內涵應可涵括三個層面：(1) 行政機關依據

明確法律概念原則授權所為之行政行為；(2) 行政機關依據不確定法律概念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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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之裁量餘地與行為；(3) 立法機關未予規範，但行政機關本職權所為之行

政行為。而不論行政裁量所指涉之內容屬前述何者，依《行政程序法》第 2 條規

定：「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此係指行政行為皆須以依法

行政為指導原則，即在消極面上，其不可違反法律優位原則的規範，而在積極面

上，其必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的適用。 

所以校長雖擁有行政裁量之權限，但行政裁量應包括對於行政程序的合理拿

捏，也必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不可違反法律優位原則。因此，校長對於行政裁

量權之行使須考量法律優位原則、法律保留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平等原則、比

例原則、明確性原則、信賴保護原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等，校長行政裁量權並

非毫無限制、毫無節制（黎季昊，2019）。 

三、校長行政裁量的類別 

實務上，校長之行政裁量權已經普遍滲透到學校組織運作的各個層面，包括

人事權、准假權、成績考核權、課程權與經費權等，只是可裁量的程度不同。依

據其裁量之程度約可分為絕對裁量權、相對裁量權與形式裁量權，以下就其內涵

分別加以敘述（劉仲成，2002）： 

(一) 絕對裁量權 

對於裁量的事項在無明文規定時，校長基於職權並在不違法的前提下，其擁

有絕對之裁量權，例如有關教師借調行政機關之事宜，校長可以根據學校情況，

裁量同意與否，此一量權屬實質量權之一。 

(二) 相對裁量權 

對於裁量之事項已有委任立法之規定者，校長僅有相對裁量權，例如有關教

師進修之事宜，已有教師進修辦法規範，校長僅能辦理，只有在法令規章未規定

處或模糊地帶，校長始可進行適法性的相對裁量權，此一量權亦屬實質量權之一。 

(三) 形式裁量權 

對於裁量的事項，當法令規章已有明確之規範時，首長並無權作法令規章外

的裁量。若說有裁量，可說是形式裁量，乃是校長不得不做的裁量，亦是校長的

職責與義務，例如申請生育補助費與優惠房貸購屋，校長行政裁量的動作只是一

種行政必要的手續而已，故為一種形式裁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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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綱在國民小學實施的彈性規定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教育部，2021）之陸、課程架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類型區分為二大類：「部定課程」與「校訂課程」。 

部定課程的實施：(1) 學校需依照各領域及彈性學習的學習節數進行課程規

劃。每節上課時間國民小學 40 分鐘，國民中學 45 分鐘。但各校得視課程實施及

學生學習進度之需求，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彈性調節每節分鐘數與年

級、班級之組合。(2) 在符合教育部教學正常化之相關規定及領域學習節數之原

則下，學校得彈性調整或重組部定課程之領域學習節數，實施各種學習型式的跨

領域統整課程。跨領域統整課程最多佔領域學習課程總節數五分之一，其學習節

數得分開計入相關學習領域，並可進行協同教學。 

校訂課程的實施：(1) 低年級 2-4 節、中年級 3-6 節、高年級 4-7 節，由學校

安排，以形塑學校教育願景及強化學生適性發展。(2) 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為

「彈性學習課程」，包含跨領域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社團活動與

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以及服務學習、戶外教育、班際或校際交流、自

治活動、班級輔導、學生自主學習、領域補救教學等其他類課程。(3) 彈性學習課

程由學校自行規劃辦理全校性、全年級或班群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鼓

勵適性發展，落實學校本位及特色課程。依照學校及各學習階段的學生特性，可

選擇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或

是其他類課程進行規劃，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五、校長在課綱實施中的裁量權 

觀諸課綱的規定中，仍留有不少由學校課發會決定或學校自行決定的空間，

就前述裁量的類別分析，校長與教師之間的推動上的困難可能發生在絕對裁量權

和相對裁量權的事項，不會發生在形式裁量權事項。 

實務上，以課程綱要總綱所提實施要點部分而言： 

1. 在課程發展的面向，課綱對於課發會之組織運作，規範得相當明確，因此，

校長僅能就其程序是否有瑕疵，加以裁量。但在課程設計上，則具有較高的

裁量權，如總體架構、彈性學習及校訂課程規劃，校長可透過參與各該項討

論會議過程中，在提送到課發會成案審議前，具有實質裁量權。 

2. 在教學實施中之教學規劃、教學資源等相關事項，亦即課綱尚未嚴加規範其

細節部分，學校則擁有較高的自主性，校長自具有實質的裁量權限。在學習

評量結果的運用與非屬公部門的資源取得上，其性質同屬學校自主權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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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逾越法律規範下，校長擁有實際裁量權。 

3. 在教師專業發展部分，課綱規定校長及教師每學年均須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

做專業回饋，此屬明文規範，並無裁量餘地，但就其形式、內容，甚而時間

長短，則自由度高，校長可資裁量。在協助與獎勵方式上，亦可讓校長擁有

實際裁量權。 

4. 在行政支持的面向，對於經費與專業支持屬校長可核定範圍，與引導家長參

與、結合外部資源及建立夥伴關係等，學校均擁有極高的自主權，換言之，

在此範圍內校長亦擁有極高的裁量權限。 

校長身為學校的課程領導者，對於學校課程發展，在主軸上並未有太多的裁

量權，在課綱執行中校長所擁有之裁量權多屬校長原本就可核定的範圍，學校最

重要的教育願景、本位課程等，均需由課發會審議，校長僅能發揮間接影響力，

無直接影響力，若要真正發揮校長課程領導的影響力，應賦予校長更多實質權限。 

六、結語 

校長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9 條所獲得的綜理校務權，係其職權，殆無疑義。

但是此職權亦會因各種不同個案之執行內容，產生校長裁量的餘地。就課程綱要

的執行上，在規範明確部分，屬於形式裁量權，在必須以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而

實施的部分則屬相對裁量權，在未進入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前及課程綱要尚未做

細部規範部分則屬於校長的絕對裁量權。亦即，課綱實施過程中之裁量權具有階

層性，由上而下分別是：課綱明文規範必須遵守之形式裁量、必須透過合議即課

發會決議之相對裁量、屬於形式內容可以自主決定之絕對裁量。綜上可知，為能

順利執行新課綱，校長宜具有權變的概念，因應學校不同之背景及發展變項，在

課程議題及規劃上，採用由下而上的方式，在尚未進入課程發展委員會審議之前，

具有較高自主性及實質裁量權時，加以深耕轉化，以服膺課發會審議及課綱規定，

降低學校在推行新課綱實施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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