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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不知道的國小代理教師工作現況 
郭庭華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自 110 年 7 月 1 日起，衛生福利部將不孕症試管嬰兒補助對象由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擴大至所有的不孕夫妻，近年來臺灣新生兒生育率逐漸下降，步入高

齡少子化的社會，因此為了鼓勵生育，政府推動許多政策，但成效不彰，內政部

公布 2022 年人口統計數據，總人口連續三年負成長，全年新生兒人數更創內政

部統計以來新低（內政部，2023）。依據教育部統計處對各教育階段學生數預測

報告顯示，預計 118 學年國小學生數將跌破百萬，126 學年將降至 86.7 萬人（教

育部統計處），因此未來少子化的問題依然日益嚴重。少子化導致學生數下降，

為避免日後教師超額的問題，許多學校老師退休後，改聘請代理教師。 

二、代理教師人數攀升原因 

(一) 出生率下降及取消軍教免稅 

高齡少子化除了對社會結構和國家經濟產生影響外，還有多方面的影響。例

如：許多學校陸續停辦，學校招不到學生，只能停辦或是併校。因此有許多縣市

在預算考量下，明明有缺額但卻不開缺補足；除了少子化以外，在 100 年時立法

院三讀通過修正攸關取消軍教免稅的所得稅法，教師於 101 年開始繳稅，而配合

修法，教育部也推出配套措施，其中一項就是降低教師的授課節數，增加教師備

課時間，而釋出的節數，學校則聘請代理老師來授課，國民中小學教師每週均減

二節，國民小學導師每週再減二節，因此代理老師需求與日俱增，國民中小學聘

用代理教師已是常態。行政業務成為燙手山芋 

    從101年起政府推動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方案，許多正式教師兼任行政的意願

降低，甚至有校長形容，行政人員大逃亡持續發生，已從山壁崩落變成土石流（陳

玉珊，2020）。正式教師用各種理由來拒絕行政工作，加上103年11月28日發布的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行政業務量愈來愈繁瑣，還要面對許多

評鑑，也隨著科技的發達，許多行政業務愈來愈配合電腦的使用，有些正式教師

不願意去學習，把行政業務當成是燙手山芋；因此許多學校在招聘代理教師時，

都會詢問有無兼任行政的意願，雖然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

師聘任辦法》第十七條，代理教師不得擔任各處（室）行政職務，但情況特殊時

經由主管機關核准時，可由代理教師擔任。因此教師兼行政有些許是由代理教師

擔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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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理教師可能面臨的情況 

(一) 歸屬感難以建立 

代理教師比率大增，平均每 7 位小學教師，就有 1 位是代理教師；平均每 6.8

位中學教師，就有 1 位是代理教師。除了有教師證的流浪教師之外，也有無教師

證也沒修畢教育學程的代理教師，流浪教師除了要力拼每年的教師甄試，一旦失

敗又必須去考各個學校的代理教師缺額；無教師證的教師則要面對明年可否還能

繼續待在同一個學校的狀況。工作性質的不安定，讓他們難以建立歸屬感，成為

學校裡的邊緣人（陳宥云，2022）。而也因身分跟正式教師不一樣，可能產生自

卑感，覺得與他人格格不入。 

(二) 面臨教學壓力及家長眼光 

代理老師除了要面臨教學上的壓力，也要面對家長的質疑。教學上可能因為

身分的不同，而導致心理壓力過大，上級也可能會特別關注；加上一般家長可能

認為這位教師一定不夠好，所以才無法考取正式教師（王金國，2012），甚至與

家長溝通時，會因為是代理教師而遭受質疑，通常教師們也都盡量藏起自己身分，

除了家長的刻板印象外，也怕學生知道後在教學上會有不順從的心態，甚至造成

工作上的困擾（楊佳瑜，2020），以免學生對正式教師及代理教師的態度產生不

一致。 

(三) 工作量過大造成負擔 

除了教學及行政外，還有一個常態現象—許多校內社團是由代理教師擔任指

導老師，許多比賽也是由代理教師負責訓練及帶隊，假藉提升你的「教學專業」

之名，行壓榨之實（簡鈺玲，2015）。而因為攸關下一年能否繼續留任，通常代

理教師都會盡所能來完成，甚至利用假日來練習。因此代理教師的工作量並不會

比正式教師來的少，甚至有些遠遠超過正式教師的工作量，因此在工作量的部分，

不只是同工，反而還是「多工」，代理教師的工作量可能還比正式教師多，得到

的待遇卻和工作量不成正比（蕭雅菁，2021），而每一年暑假都要面臨到能否續

聘的窘境，這也是為什麼代理教師通常都會毫不猶豫接下許多工作，因為這攸關

自己的飯碗，頂多敢怒不敢言，苦在心裡口難開。 

(四) 行政工作無法說不 

行政工作由代理教師處理已成為某些學校的常態現象，為什麼不叫正式教師

分擔行政工作呢？正式教師面對上級要求兼任行政，就算拒絕也不影響工作，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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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的風氣息息相關，有些學校大多數正式教師資歷較深年紀較長，心態大部

分是「過一天算一天」或「反正都要退休了」，甚至有些拿年紀當理由：「我年紀

大有老花眼」、「現在電腦好複雜我不會用」及「年輕人比較會用電腦啦！」，再

加上學校上級如果沒有強硬的態度讓正式教師接任行政，行政業務的重擔就落入

在學校處於弱勢的代理教師手裡，代理教師沒有拒絕的空間，一旦拒絕，也許聘

約期滿後，就沒有下一次的工作機會了。因此代理教師面對行政職務往往都沒有

說「不」的權利。而在教學與行政都要兼顧的情況下，科任教師可能會面臨到除

了任教科目較廣或任課年級的不同，備課的範圍本身就會較大，再加上行政工作，

負擔就會非常大了，因為兩邊都必須兼顧好；而導師要跟家長溝通、處理班級級

務和處理學生突發狀況等等，在處理行政時可能一通電話就要趕回班級去處理，

如果同時有狀況，真的恨不得有兩個身體。 

(五) 同工不同酬 

代理教師在學校組織運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似乎與正式教師沒有太大的差

異，因為他們同樣必須面對相同的教學工作（蔡仁政，2018），福利相差甚遠，

卻要承擔起學校中更為棘手專業的工作（葉興華，2022），只能對正式教師只能

投以羨慕的眼光，正式教師每年都有成績考核，考核內容包括：教學、輔導管教、

服務、品德及處理行政等情形而通過後就可領取考績獎金，上述工作並與代理教

師無差別，但正式教師考核通過後卻有獎金可拿。在這樣的工作福利、工作內容

及工作環境之下，將吃苦當作吃補，是學校中弱勢的一群（楊碧珠，2013）。代

理教師形成的現象，短期內是無法馬上改變，政府應提出相關配套措施，而不是

讓正式教師與代理教師造成無形的對立。 

四、結語 

研究者發現代理教師在教育現場面對許多棘手的狀況，像是：不穩定的工作

環境導致沒有歸屬感、身分關係使家長質疑教學能力、無論什麼工作都只能盡量

接下、除了教學甚至還有行政職務、代理教師與正式教師權益相差甚遠及許多我

們可能不知道的情況。如果不是在教育現場遇過代理教師或是當代理教師，這些

狀況可能都無法想像，代理教師雖然沒有考上正式教師或是修過相關教育學程，

但大部分的代理教師在教育現場也是盡心盡力，並展露專業的工作能力。 

代理教比例逐年提高，最大的原因就是學生人數逐年減少，因此當務之急應

該先解決少子化的問題，聘請代理教師只是治標不治本。政府應參考別的國家推

出的少子化政策，而不是想著怎麼節省教育經費，畢竟小孩就是國家未來的主人

翁，要考量的是長久之計，提升生育率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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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教師在許多學校都有分工不均的問題，歸咎下來就是政府沒有明確的政

策，許多政策都有但書，就像代理教師不得擔任導師及行政職務，但特殊情況例

外。應訂定相關政策讓行政業務回歸到正式教師身上或制定政策使行政職務採用

輪替制，輪替政策也不失公平。並明確規範所屬業務工作內容，避免分工不均的

狀況，才能留得住好的代理教師，才不會影響小孩的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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