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1），頁 150-156 

 

自由評論 

 

第 150 頁 

從學校內的教育行政人員工作現況論行政大逃亡 
許廷愷 

臺南市新市區新市國民小學教師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俗話說：「學高為師，身正為範」，在華人傳統觀念中，教師除了背負「傳道、

授業、解惑」等文化傳承任務，更對自身修養有很高的要求，因此教育工作往往

被視作崇高的志業。然而隨著社會急遽變遷，家庭功能式微，傳統價值規範、校

園文化皆受到相當大的衝擊（曾玉芷，2006）。教師修身自律的原則放在現在的

教育現場，逐漸變質成為「責任制」的文化，若放在學校內的教育行政環境當中，

便形成以「教育愛」為名，迫使行政教師加班完成任務，推動校務正常發展的氛

圍。根據李重慶（2020）的研究，在當前社會的發展與變遷下，儘管教師依然從

事教學工作，但其社會地位已不再如過去那樣受人尊重。何元亨（2017）也指出，

社會上不了解教育現場之任何職業的人，都可以對國中小教育隨意指點卻不必負

責任。在教育現場當中，學生家長對學校教師的期待越來越多，也常常用高標準

來檢視學校內的校務運作狀況，舉凡節慶活動、多元文化教育週、家庭教育活動、

園遊會、社區參訪等活動，都必須經由校內行政人員的統籌規劃與布局安排，使

學校教師無不繃緊神經，夙夜匪懈，以達到社會對學校的高度要求。 

除此之外，葉玉黛（2017）指出，近年來，政府頻繁進行各類訪視與評鑑，

每種評鑑都有相應的報表和資料需要提交，這使得行政人員的工作負擔大幅增

加。這的確是現在教育現場中的現況，讓學校的行政人員無不手足重繭、師勞兵

疲。畢竟學校教育不是單靠級任導師和科任教師就可以順利進行，在陳惠玲

（2024）的研究結果中提出，行政職與導師職是唇亡齒寒的關係，都是學校缺一

不可的重要樞紐。 

再加上教育必須與時俱進，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動教育改革，特別是從九年一

貫到十二年國教的轉圜階段，各政府單位皆嘗試讓教育政策結合新課綱，融入核

心素養，造福莘莘學子，以讓學生能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促進生涯發

展、函育公民責任（教育部，2014），點亮學生的童年時光。然而，這些政策的

推行，除了政府的資源挹注之外，更需要透過學校內各級教育行政人員的配合與

支援，小至組長參與研習、積極溝通；大至校長、主任進行校內改革、績效評鑑，

造成學校內各處室主任、組長疲於奔命，忙於公事而必須加班，龐大的工作量已

嚴重影響同仁工作上的情緒，情緒負荷不在話下。 

為了探討目前教育現場許多教師不願意擔任行政工作的現象，甚至演變出教

師爭相逃離行政職務的狀況，被許多人稱之為「行政大逃亡」的浪潮，且此一現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11），頁 150-156 

 

自由評論 

 

第 151 頁 

象越來越明顯。基於此，本文主要透過探討目前學校行政人員的工作現況，來分

析行政大逃亡的趨勢。全文主要分成三大部分，首先分析目前學校內各處室行政

人員的工作現況，接著探討行政大逃亡的應然與實然面，最後則提出對於此一現

象的建議，以及對學校發展未來的展望。 

二、 學校內的教育行政人員工作現況 

學校行政工作是學校運作的核心，不僅支援教學和服務師生，還是學校持續

發展的基石。學校行政人員在推動校務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蔡淑玲、

張本文，2008）。教育行政乃是利用有限資源，在教育參與者的互動下，透過計

畫、協調、執行與評鑑等步驟，以管理教育事業並達成有效解決教育問題的連續

性過程（秦夢群，1998）。以下根據各校內行政人員工作現況進行分析。 

(一) 學務處 

學務處內分設生教組、體育組、活動組及衛生組，和學生的校園生活息息相

關。在日常業務部分，日益增多的校園霸凌、性平、偷竊、教師不當管教等事件，

都需要學務處進行通報與釐清責任。第一線面臨長官壓力，同時聯繫導師、當事

人及相關人員說明，往往使學務處人員疲於奔命。黃淑卿（2023）指出，無論是

面臨到加班、評鑑訪視等，都會造成學務處行政工作人員的壓力負擔。另外，在

新冠肺炎疫情時期，衛生組要統籌校內師生確診事宜，發放快篩試劑與酒精消毒；

在後疫情時代，目前仍然有腸病毒、登革熱等常態性的法定傳染病，都需要衛生

組進行校內宣導與稽查，甚至回報教育局處長官，都是學務處的日常業務。而學

生社團、運動會、球類競賽等，也都需要學務處進行規劃。在如此龐大的業務量

之下，許多學校的學務處卻沒有獲得相對應的人力、物力資源，甚至校內外對學

務處同仁的專業尊重都尚待加強，造成學務處同仁在忙碌之餘，難免心寒。特別

是學務處生教組長有時還會涉及警政機關、社教單位的業務，內在倦怠不斷越高，

工作壓力也持續提高，容易產生更多疲憊心態，是生教組長離職的關鍵因素之一

（周煌紋，2023）。 

(二) 教務處 

教務處內分設教學組、課程研發組、資訊組及文書組，和學生學習、教師專

業發展相關。舉凡校內語文競賽、師資安排、定期評量及一年一度的學力檢測，

都是教務處的業務範疇。教務處對內面對校內的教師，滿足教師的專業成長需求

與調課需求；對外則代表學校，在週末參與各樣新課綱研討會與專業領域的新知

研習。葉玉黛（2017）指出，國小的教務處教學組長由於業務量十分龐大，常常

會被教師們戲稱為「天下第一大組」。在日以繼夜忙碌工作之餘，教務處卻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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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校內教師的不信任，或是課務安排與師資安排的質疑，龐大的壓力讓教務處

的行政同仁流動率極大。陳尹雯（2016）更指出，教務處負責學校教學活動的規

劃與發展，因此需要頻繁與教師、其他行政人員及家長溝通協調，這往往帶來人

際溝通和協調方面的壓力。 

(三) 輔導室 

黃琬婷（2019）指出，學生輔導工作的推動，有賴於輔導室之專責人員。輔

導室分設輔導組、特教組，和特殊學生的學習資源相關。在推行融合教育的政策

之下，輔導室每天要第一線處理特殊學生的個別需求，大至生活無法自理、無法

自行大小便、會無差別攻擊師生的個案；小至學習障礙、閱讀障礙或其他較輕微

的障礙學生，都必須輔導室給予立即的關懷。畢竟沒有一個個案可以放棄，也沒

有一件事情可以逃避，輔導室是學校教育能夠推行最穩定的靠山，更是每一位老

師每天能夠安穩上課的強心劑。然而輔導室要面臨的危險狀況包山包海，每天處

理特殊個案都充滿危險，缺乏相對應的法規保護，讓輔導室的組長、特教老師、

專輔老師們無不繃緊神經，每天上班都要面對極大的壓力。 

(四) 總務處 

楊証皓（2023）指出，總務處是學校推行各項工程、採購、出納等庶務事務

之單位，也是學校校務推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總務處內分設事務組、出納組，

和學校內的工程、維修和採購業務相關。部分學校校舍老舊，為了顧及學生安全，

維修工程必須在夜間或假日進行，總務處都必須配合承包商在工程期間加班監

工。總務處的行政人員對內要安撫校內教師、維護學生在校安全；對外則要負責

招標、找專業的承包商進行工程維護，是系統工程、工業管理的專業展現。然而

長期的加班、與廠商接洽聯繫，往往讓總務處同仁師勞兵疲，不願久任。彭偉英

（2020）指出，總務處的行政工作繁瑣，雖然事前規劃每日待辦事項可以有所幫

助，但面對上級交辦的任務或突發狀況時，常常會使教師感到精神緊繃，並可能

需要在下班後繼續工作，增加許多工作壓力。 

三、 行政大逃亡的應然與實然 

在日益龐大的業務量之下，每天學校內的教育行政人員都要面臨極大的工作

壓力，對外要負責統籌校務發展狀況，以及依法令做好相對應的上級交辦事項；

對內要滿足校內教師需要，第一線處理教師或學生所面臨的問題。黃莉珊（2015）

指出，教育行政的存在本於教育組織的運作，因此，制定教育行政運作策略必須

基於對教育組織設計和理念的深刻理解。但是當校內行政工作的業務量排山倒海

而來，學校文化與社會風氣的異音不斷削減行政人員的士氣的同時，又缺乏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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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援系統，或許就不難解釋現在許多學校都面臨到的問題，亦即行政人力流動

率大、出現空缺，甚至面臨無人有意願勝任行政職的現狀了。 

(一) 應然面－專業分工的假設 

教師因為本身的專業不同，任教的科目、擔任的工作都不盡相同，校內的分

工、課程安排讓老師們各司其職，使校內各樣工作的推行能順利進行。如同在中

學，有國文科的老師、有英文科的老師、有各個領域相對應專長的教師。行政工

作也一樣，各樣工作的安排秉持專業分工，在計畫、組織、協調等方面都做出適

當的安排。若有適合的老師能運籌帷幄，擔任相對應的行政職，將使校內的行政

工作水到渠成；然而若沒有老師願意身兼行政，演變成「抽籤制」、「年資制」等

畸形的教育現場狀況，恐對校務運作產生不利的影響，間接影響學校教育品質。 

(二) 實然面－行政大逃亡的現在進行式 

教育是百年大計，有別於其他教育現場的狀況分析或學生學習的效能統計，

學校內身兼行政職的教師不願意繼續擔任行政工作，就算有行政加給，依然寧可

優先選擇擔任導師或科任老師的狀況越來越明顯，且是正在發生的事情。從國小

到國中，從國中到高中，許多老師學校行政人力不穩定的狀況越來越明顯，校內

工作銜接的落差、職權熟稔度、交辦事項的責任釐清歸屬等，都使目前相關學校

運作出現不穩定的現象。 

黃淑卿（2023）指出，現今的中小學教育現場行政大逃亡的現象已行之多年，

是每一年暑假各級學校棘手的問題。誠然，行政職的頻繁更換，勢必形成教育現

場一股不穩定的因素，若此狀況無改善，將造成嚴重的校務發展問題。不只是學

校的評鑑問題而已，更可能影響到學校的潛在課程，形成一種學校文化，影響到

學生的受教權，更影響到未來全國教育方針的發展，恐為國家教育發展埋下隱憂。 

四、 結語 

以目前臺灣的教育現況整體而言，各級學校內的行政大逃亡現象有越來越明

顯的趨勢，教師寧可選擇明哲保身，擔任導師、科任老師，造成行政穩定度不足，

是教育規劃、校務發展的隱憂。以下提出幾點有關於學校現況與行政大逃亡的建

議，分述如下。 

(一) 長官改變領導方式 

傳統校長對校內教師的領導模式都是上對下的「命令式」，不管是校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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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展，或是校內政策的推動與改革，校長往往都忽略校內教師的直接反應，僅

僅單方面的告知就試圖收到預期效果。行政人員因此面臨極大的壓力，在推動上

級交辦事項的同時，還要顧及其他同仁的的需求，在法理權威與同事情誼之間面

臨權衡，難以兼得。若學校領導者可以改變領導方式，以高關懷、高授權的方式

鼓勵校內教師自主發展，便可大大降低校內行政人員的壓力，進而增加行政穩定

度。同時，黃莉珊（2015）的研究中也指出，學校領導者必須整合日常業務，進

行正確的分工，簡化作業流程，並建立標準化的作業程序。同時，他們還需根據

公文層級和事件的輕重緩急，制定相應的核定流程，檢查是否達到預定的效用和

目標，才能讓負責的行政人員有跡可循，事半功倍。 

(二) 形塑校內積極的學習型文化 

校內的文化會間接影響到教師工作信念與態度，各校可嘗試在校內推動學習

共同體，改變教師們的心智思考模型，在教學現況中引進經濟學「藍海策略」的

概念，更新、活化教育現況，顛覆傳統「教師因為不想面對行政壓力而拒絕擔任

教育行政職」的思維，藉由文化的形塑擬定全新策略，突破目前學校行政大逃亡

的僵局，透過形塑校內積極的學習型文化，在教育現場開創新局。 

(三) 社會給予學校更多肯定與支持 

目前各級學校在各樣活動的推廣中，很多都需要親、師、生共同的合作，才

能達到預期效果。社會對於學校有很高的要求乃源自於對孩子成長的期待，此本

無可厚非，然而對於校內各樣事務的安排，社會本應秉持肯定與尊重專業的態度，

加一點鼓勵、添一分支持。畢竟孩子的進步不只是學校的責任，更是親師合作、

社會薰陶之下的全人展現，當社會給予學校更多的肯定，同時也是對孩子的支持，

更可以鼓勵默默付出、辛勤不懈的教育行政人員，給予其往後工作更多的動力，

減少行政的流動，增加學校的穩定。 

除了上述的建議之外，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每位老師都應該反思自己的教

育初衷，回歸初心。教育可以是一種嘗試，也可以是一種突破。嘗試可以帶來改

變，突破可以化解僵局。不管在學校的哪個崗位上，我們都應積極面對所發生的

事情，樹立積極的典範。教育沒有捷徑，只有一步一腳印，行政與老師上下一心、

同舟共濟，便是對學生最好的身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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