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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小學師傅校長證照制度的必要性 

進入高度分工的社會，各領域都要發揮其專業性以證明從事該領域之資格，

建立外界之信賴。這些專業人員，除在知識上必須經長期培育、養成豐富之素養

外，也應蓄積足夠的實務經驗。專業人員建立證照制度（licensure/certification），

是證明其具有專業的方式。我國許多專業領域也都有規劃相關證照制度，例如醫

師、心理師、藥劑師、建築師等皆有專業證照，且亦須參與繼續教育，定期持續

更新所需之知能（吳清山等人，2021）。教育領域上，教師亦領有教育部製發之

證照，且為取得證照需參與體系化的職前培育，並通過全國性檢定方可獲證。從

社會藩籬論觀點來看，證照乃為取得社會信任的一項有效工具（黃嘉莉，2016）。 

與教師同為學校教育人員的中小學校長，其現行任用制度並非採取證照制、

而是資格制，並與校長遴選等機制搭配構成制度架構。就國外案例來看，美國校

長領有專業證照，是採證照制；日本在二戰後曾辦理校長證照制度，然而當時由

於任用上缺乏彈性。故再度改為資格制（篠原清昭，2017）；另一方面，南韓的

校長雖也採資格制，但通過甄試後亦由教育部授予「資格證」，是屬於證照和資

格制度的折衷作法（森貞美，2019）。目前對於教育人員專業要求提高，教育人

員專業地位提升。因此，我國校長應採證照制或資格制，仍有研議空間。 

師傅校長（mentor principal）是候用、初、現任校長之輔導者，一定程度的

擔負了校長培育歷程中的導師角色，也對現職校長提供了「專業支持」，協助解

決學校經營問題（林雍智、游子賢，2022；黃居正等人，2021；Kingham, 2009）。

因此，師傅校長必須具有比一般校長更高之能力，才能得到初現任校長的信服。

國內自 2018 年起推動師傅校長培訓工作，然而，受限於培訓體系的草創，現階

段並未引進師傅校長的證照制度。後續是否規劃更為正式且系統性的證照制度或

是採行資格制度，尚待進一步討論。 

如果要將「師傅校長」角色設計為高度專業的輔導者，且其角色任務能得到

被輔導者的信賴，那麼就有設計證照制度，建立授證、取證、換證、證照效期等

規範，以確保證照的持續有效性之必要。是故，本文主旨，即聚焦於建立師傅校

長證照制度之構思。本文將以國內師傅校長的養成現況為背景，思考建立師傅校

長證照制度時宜具備的內涵以及後續要如何推動，提供關心本議題的培訓與研究

單位一個師傅校長證照制度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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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小學師傅校長的養成、使命任務與證照制度之關係 

中小學師傅校長的培育，在世界各國中僅有美、英、日與我國，其中又以我

國與美國「全美小學校長協會」（以下簡稱 NAESP）的培育較具完整規模（張信

務等人，2021a；NAESP, 2019）。茲說明我國與美國師傅校長培育與證照制度之

特徵。 

(一) 我國師傅校長的養成、使命任務與證照制度 

目前我國中小學師傅校長的培育，主要由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以下簡

稱全校協）與臺北市立大學兩個單位辦理，師傅校長培訓名單則由縣市政府推薦

提供。師傅校長之意涵可界定為一位具有專業素養和熱忱、並願意分享提攜後進

的輔導、陪伴者。經全校協於 2021 年時進行調查，師傅校長的任務以支持新進

或夥伴校長、輔導校長解決實務困境等任務為主（張信務等人，2021b）。 

全校協的師傅校長培訓，係受教育部之委託辦理。至 2022 年為止已培訓 14

個縣（市）的中小學師傅校長；臺北市立大學的師傅校長培訓，則受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2018）委託辦理該市的培訓工作，至 2022 年為止已訓 2 梯次學員。 

全校協在發展師傅校長培訓課程上，係自建構師傅校長專業素養指標、形成

課程名稱與內涵起，進行一系列研究。在歷年於各縣市的開課中，尚依據不同縣

市對師傅校長角色的運用需求調整課程內容，並對已結訓之師傅校長進行調查，

改進培訓體系之完整度。全校協在 2021 年對「師傅校長培育體系」之研究中，

亦對課程模組、講師人選、與師傅校長證照的效期與核發單位等部分進行過前導

性的調查（張信務等人，2021a）。該研究認為師傅校長證照制度設計可被視為是

師傅校長培育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對於日後建構師傅校長專業地位，發揮極為有

力的助益。若進一步探討現行國內全國性的師傅校長培訓，全校協採行的作法是

於培訓課程結束後，頒發「師傅校長培訓課程結訓證書」，並依師傅校長學員課

程出席率達 70%以上作為標準，決定證書上是否授予證書字號，以作為辨識。 

(二) 美國師傅校長的養成、使命任務與證照制度 

美國校長的證照是由各州政府頒發，以科羅拉多州為例，校長的證書可以分

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校長初級執照，第二階段是校長專業執照，最終階段則是

師傅校長（master principal）。第三階段之證照含意相當於我國所指之師傅校長職

涯階段，在此階段所表示資深校長之專業已達專精的程度，亦為我國師傅校長所

需具備之先決條件（林文律，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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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NAESP 與諾瓦東南大學（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合作的

「全國師傅校長培訓與認證計畫」（National Principal Mentor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Program）中，完成該計畫要求的學員，亦可取得師傅校長證書

（NAESP, 2019）。美國 NAESP 的師傅校長證書的頒發需經過兩個階段。首先師

傅校長應參與 NAESP 辦理的系統性培訓課程，並在結訓之後，回到學校現場服

務，並與初現任校長進行配對，並填具師徒形式的輔導記錄，後回到 NAESP 的

回流課程，進行綜合探討與省思後，才算完全整個師傅校長的培育，取得師傅校

長證照（Riley, 2020）。 

綜上所述，師傅校長證照制度及培育制度兩者可以說是互相呼應的機制，透

過完善的培育體系所培育出來的師傅校長，才能符合師傅校長證照所代表之專業

能力。在了解師傅校長培育與證照制度之關係後，接下來對於師傅校長證照制度

就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與規劃。一張專業證照的製發需有嚴謹與系統性的規劃，每

個環節都應妥善設計，方能建構合標準的「證照主義」，並收穫該專業證照帶來

的效益。 

三、師傅校長證照制度設計應具備的內涵 

參照國內外各專業證照的制度內涵以及我國教師證書的證照機制和問題，一

套完善的師傅校長證照制度，制度設計上可含括以下幾項核心機制。 

(一) 完整培訓體系，包含回流教育 

完整的師傅校長培訓體系是設計師傅校長證照制度時的首要考量。唯有完整

的培訓體系，才能透過培訓課程與活動的洗禮，使師傅校長接受到完整的知識及

學習內容，亦可讓師傅校長跳脫本身僅擔任「數所」學校校長的經驗限制，以更

寬廣的視野對於學校、地方層級乃至於全國性的教育發展需求，提供被輔導者適

宜的建議。 

然而、有鑑於資訊時代中知識的半衰期越來越短，新知識的出現亦相當快速，

如果師傅校長在培訓後並不再接受新知，則有可能在輔導陪伴初、現任校長時出

現無法協助其解決問題的情形。如教育法規不斷修訂（如近年出現的「校事會議」

就是學校的新機制）與全球性教育革新觀念的出現等，若師傅校長以舊經驗輔導，

更遑論提供新的視野給初、現任校長。在這一點上，「回流教育」可以做為定期

更新的機制，其不論在證照的有效性維持上，或是在師傅校長本身知識經驗的重

組上都可發揮重要的效果。也就是說，一個包含「培訓」與「回流」的完整培訓

體系，是設計證照制度的必要前提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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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正發證單位 

    師傅校長的證照發放單位亦為證照制度中值得討論的一環，適切且公正的發

證單位，能增加師傅校長證照的可信度。在適切性上，證照發放的單位應由與師

傅校長培訓有關之政府或民間單位負責。首先，培訓師傅校長之經費大多由政府

部門支應，故由我國中央或地方的主管機關作為發證單位具有其合理性。而若是

由培訓課程辦理之單位發證，亦十分具邏輯性，其理由是培訓師傅校長的第一線

執行單位，對於培訓課程有著最密切的掌握。在完成師傅校長培訓課程後，由辦

理單位直接頒發師傅校長證照，不僅能作為完成培訓的象徵，同時也能直接證明

為學員參與師傅校長培訓課程之實際情形。 

在公信力上，前述所提到的政府單位，在法理上均有其法職權，故其發放的

證照在我國的公信力可說是無庸置疑的。而培訓單位若能有效管控培訓課程品

質，掌握師傅校長培訓時的學習成效，則透過專業來展現證照的公信力，也會是

相當理想的發證單位。不過，無論發證單位為中央政府機關或是培訓單位，其證

照必須要得到縣（市）內的承認或追認（例如各縣市認可由教育部或培訓單位製

發者），方能取得「有效性」之保證，發證單位也應公開培訓課程之標準與授證

條件，建立證照之「標準」參照性。 

(三) 明確之效期及更新規定 

證照自製發後，被視為產生效力的開始。那這個效力是否為終生或是多久時

間需換照更新方可持續，或是多久後這張證照的效力就消滅？這些問題都是設計

證照制度時需考量的。而效期及更新等規定，也應視證照的特性去決定。專業證

照效期的長度，一般大致區分為短、中、長期與永久四種效期。除永久效期外，

對於其餘三種效期，也應詳細規劃換證或更新之辦法。至於前三種，短、中、長

效期的年數應如何設定較為適當，也是需討論的部分。如參考我國中小學校長一

任的任期為 3 到 4 年，則短效期可設為 2-3 年；中效期可以為 4 年以符合校長之

任期；長效期則可設為 5 年以上。 

證照的效期與更新設定，可以確保師傅校長透過更新精進輔導素養、亦可讓

其自我檢視意願和能力狀態是否可以進行次一期程的服務，對師傅校長證照制度

來說亦是重要的一項環節。 

(四) 證照製發後，宜規劃有效之運用途徑 

證照制度之設計，除彰顯師傅校長之專業素養及被肯定感外，要如何有效運

用具證照之師傅校長也值得討論。證照之發放，不僅能為個人證明其專業，如可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4），頁 116-124 

 

自由評論 

 

第 120 頁 

妥善運用系統性的證照制度，建置於人才庫之概念。在需要時由具證照之人才資

料庫進行搜尋並用於縣市學校教育中。師傅校長在完成培訓後，運用途徑主要除

可用於輔導陪伴初、現任校長外，對照目前各縣市實際做法與全校協各種專業支

持方案（張信務等人，2021b），師傅校長尚可擔任如「初任校長研習之講座」、

「學校經營講座」、「地方教育政策推動者」、「校長師徒制輔導方案」、「校長輔導

三級制」之指導者、「師傅校長回流教育」之講座、「師傅校長論壇」之分享者等

（張信務等人，2021a；黃居正等人，2021；薛春光，2020）。由此來看，師傅校

長證照制度成功與否，除發證環節本身之外，尚需在制度中對於證照的運用途徑

有明確的導引，如此製發的證照才能更具備實務上的價值。 

四、如何推動師傅校長證照制度 

統整上述師傅校長證照制度應具備之內涵，要推動師傅校長證照制度，需注

意以下四個進程。第一為完善師傅校長培訓體系，並不斷滾動式修正課程以確保

課程品質及學員的學習成效，如此證照才能彰顯師傅校長的專業；第二是發證單

位在發證上需依培訓實際辦理情形，由適當且具有公信力的單位製發，方能使師

傅校長證照效力得到社會之認同；第三為效期與更新辦法，師傅校長證照的效期

設定不宜過長或過短，證照也須有更新/換證機制，並應詳擬更新之方式；第四，

取得證照之師傅校長應符應地方縣市需求，妥善運用。茲針對如何推動落實師傅

校長證照制度，提出若干建議： 

(一) 建構培訓體系，隨時修正課程模組 

師傅校長證照背後所代表之涵義為校長已受完整的培訓，在專業上已符合師

傅校長所需具備之知識、能力。為確保師傅校長能達到此情形，建構系統性的師

傅校長培訓體系就十分重要。 

系統性的培訓體系，應能全面且完整的將師傅校長所需之知識、素養傳遞給

師傅校長學員。而師傅校長培訓體系將不僅包含培訓課程，舉凡師傅校長的使命

任務、專業倫理、回流教育等也都應詳細建構於培訓體系內。師傅校長培訓體系，

包含課程模組，需經實務上不斷執行、運作後也應依行動後研究，隨時修正，藉

以符合師傅校長培訓之需求。 

(二) 由政府機關或具公信力之專業組織發放 

在證照制度的推動中，發放證照的單位十分重要，適合發放證照的政府或民

間組織有下述三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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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部 

教育部為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具有最高之公信力，且關於師傅校長培育也都

係處於指導單位之層級，因此由教育部發證，證照不僅能獲得全國性的公信力，

同時也具有中央政府法職權的意義於該證照中。如教師證書即在《師資培育法》

公布後改由教育部統一製發，證照也獲得全國範圍之適用。不過，要由教育部製

發，師傅校長證照標準與取得規範也是最有系統、最為嚴格的，由國家所提出的

標準框架，必須考量後續培訓提供方是否有能力（如師資、課程）辦妥這樣工作，

同時能否因地制宜、地方政府是否有意願運用持證者也需一併考量。 

2. 地方政府 

我國中小學校長人事，依均權原理，權責屬於地方政府所有。依此，中小學

校長之遴選、任用、考核等，亦是由地方的教育行政機關作為主管單位。現階段

各縣市師傅校長之培訓名單，大多都是由地方教育局（處）首長推薦產生，從而

產生一批參與培訓之師傅校長學員。因此，若由地方政府製發師傅校長證照也相

當合理，理由是此證照可以在制度設計上充分反應地方教育發展需求，透過課程、

回流教育與在推動地方教育政策上，設定符合在地需求的條件。 

3. 師傅校長培訓課程辦理單位 

師傅校長證照，除了上述兩層級機關外，以師傅校長培訓課程的辦理單位直

接作為證照的發放單位也具有十足的說服力，且美國亦有相似的作法（NAESP, 

2019）。由此來看，現階段辦理師傅校長培訓的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及臺北

市立大學皆可以作為發證單位。然而，在證照效力上，若要維持適用性，則必須

先取得各地方政府之承認。另在考量未來各地方政府對在地化師傅校長人才之需

求，除自行辦理培訓外尚可委託各師資培育大學、研習機關等代訓，此時可由教

育部提示師傅校長培訓「基準」，讓培訓單位依此辦理課程，如此培訓單位所製

發的證照將會有最低的共通標準，以確保證照的價值。 

(三) 結合校長任期，設定明確效期及更新之條件 

一套完善的證照制度，在制度設計之初即要設定其證照之標準與效期，因此

師傅校長證照的效期設定可參考現行教育法規對於中小學校長任期的規範，進行

證照效期的制定，亦可參考其證照特性去制定效期。普遍來說，效期一般可以分

為短效期（3-4 年）、中效期（5-6 年）、長效期（7-8 年）等模式。張信務等人

（2021a）的研究調查師傅校長及專家學者對於師傅校長證照的效期的看法，結

果顯示以中效期為最佳。可知，師傅校長的證照，既不宜太短時間進行換證，以

致造成師傅校長與教育行政機關的困擾，也不可將效期設定過長或不設效期，如

此就難以保證師傅校長的專業與認知是否仍符合變化快速的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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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師傅校長證照到期後需如何更新，可採三種方式。第一種登記後直接延

長證照校期，此種方法為最簡單之方式。師傅校長培育體系中的回流教育若完善，

則師傅校長在完整參與回流課程的前提下，基本素養就會充足，因此依登記之師

傅校長參與回流教育之情形，直接延長效期即可；第二可依效期內師傅校長實際

輔導情形判斷是否延長效期，或需再參與研習增能，方可換證；第三是證照效期

屆滿者若要延長效期，則需統一參與研習增能。 

(四) 要建立輔導機制及政策推展空間，並從中獲得被肯定感 

師傅校長在取得證照後，除了各縣市依所轄中小學的實際需求去運用外，教

育局（處）也應透過政策規劃，讓師傅校長能有更多發揮的地方。舉凡擔任「學

校經營講座」、「帶領候用校長」、「分享校務經營經驗」，這些都能讓師傅校長，

找到貢獻自己的機會，並能在這些任務的實踐中獲得身為師傅校長的被肯定感和

「有能感」（A sense of capability）。同時，地方教育政策的推展方向也會與師傅校

長培訓的內涵需求連動，如師傅校長在某一縣市多被用輔導初、現任校長於解決

校園事件發生時，則在培訓時多加入有關危機處理或媒體應對的課程，就能使培

訓課程更為對應到該縣市之需求。 

統整以上對於推動師傅校長證照之相關芻議，本文將其歸納為一個能涵蓋各

面向的系統圖，如圖一所示。該圖不僅是一個流程圖，從背景上亦可回應師傅校

長的自我需求與培訓圖像。 

圖 1 師傅校長證照制度推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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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師傅校長制度在我國已運作一段時間，其制度立意良好，為我國校長專業發

展帶來相當助益，也讓初、現任校長在學校經營中更加穩健。若要讓師傅校長制

度持續運作，則師傅校長證照制度是一個值得探究的部分。本文提出師傅校長證

照制度之內涵及推動方向大致可以分為「完善的培訓體系」、「適切的發證單位」、

「明確效期及更新條件」、與「輔導機制及政策推動」四項配套。由於完善的培

訓能讓師傅校長的專業更為紮實；適切的發證單位讓證照更有公信力；效期與更

新辦法使證照在一定時間內能代表其意涵與效力；輔導機制及政策推動影響了領

有證照的師傅校長應如何運用，這四項配套將決定師傅校長證照是否有研擬並存

在的價值。 

證照是為了證明某項專業人員是否在執行業務時，具備受到信賴的專業能

力，制度則是較恆定、不易變動的長期性計畫。對規劃師傅校長證照制度來說，

其可讓師傅校長制度在培育、政策推動、後續應用途徑乃至於本身職涯專業發展

上形成連貫且完整的系統，因此隨著培訓的推動與普及，師傅校長證照制度之必

要性也日益顯明。本文僅就師傅校長證照制度的設計及內容配套環節進行初步探

討與構思，希冀我國師傅校長制度在加入證照制度的設計後能更臻完備，從而提

高社會大眾對於師傅校長專業的信任，使我國學校教育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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