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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國民小學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一直是被關注的議題，每年 7、8 月也常面臨

行政荒，有時接手的是初任教師，近年更常見由代理教師接任行政。2021 年辦理

的新北市國小暨幼兒園及國中教師甄選，受到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

的影響，教師甄選面臨首次停辦（周湘芸，2021）。在學校行政職務中，教學組

常被戲稱為天下第一大組，工作內容繁雜細瑣，包含課務編排、學藝活動、作業

抽查、成績考查、教學研究與教學實施等。 

教學組長在學校的業務中擔任了重要角色，受到疫情的影響，除了因應停課

復課、疫情下學習樣態的改變，還要因應疫情爆發時的調課、代課業務、教師確

診因應、缺乏代課教師之窘境。雖然疫情已過，但類似疫病不知何時再起。本文

以疫情下代理教學組長之經驗，探究國小代理教學組長在疫情間的挑戰並提出建

議，供未來兼任行政職之教師參考。 

二、疫情下代理教學組長困境 

(一) 缺乏行政知能研習與行政經驗 

受到疫情的影響，實體研習大多取消，初任教學組長的行政知能研習，也受

到疫情影響取消。初任教學組長僅由前任教學組長交接業務、加入區域性教學組

長群組，即上任教學組長工作。代理教師的行政經驗僅來自於教學實習時的行政

實習，面對初任教學組長，代理教師需要熟悉公文系統、公文用字遣詞、政令的

推動、掌握線上教學資源、提升自身線上與實體教學知能，也需要調整自身去適

應學校文化、環境與氛圍，以利行政業務的推動。 

(二) 同工不同酬 

2021 年代理教師尚未擁有完整聘期、全年支薪的情形。代理教師擔任教學

組長的行政職務，需要提前於七月就職編排課務、交接教學組長行政相關業務，

並開始辦理與交辦於暑假期間舉辦之語文競賽、教學支援人員續用與管理等，卻

未擁有七月完整聘期與薪資，面臨與正式教師兼任行政業務的同工不同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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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確診的困境 

疫情爆發下，面臨教師確診，人力不足的窘境。代理教學組長又為全校第一

位確診教師時，工作業務實在是面臨巨大挑戰，除了積極與教務處團隊分工合作

外，更是需要在確診不適時，仍時刻追蹤校內師生確診、隔離情形，快速尋找代

課教師或是協調請校內教師協助支援課務。面對教師們確診能有代課教師協助課

務與班級事務，教學組長面對確診雖有代課教師協助課務，工作業務卻僅能由團

隊同仁協助與自己協辦，工作壓力與身心負荷實為一大挑戰。 

三、停課不停學的風波 

(一) 教師實施遠距教學的困境 

遠距教學為我國因應疫情首次推行的上課方式，教學現場除了面臨學生設備

的不全、學生家中多位孩童有設備上課需求、學生無故缺席、使用分頁瀏覽網頁

的情況外，教師還需面對教學線上化、線上繳交作業的檢核，以及轉換為教學直

播主的角色混亂（洪翊甄，2021）。教學組在疫情爆發下，除了需要協助指導與

提供校內教師線上教學資源外，也需要協助代課教師、支援教學教師資訊設備知

能協助，才能有效達致停課不停學、遠距教學教學成效。 

(二) 疫情下，停課復課的混亂 

1. 停課復課的反覆，看見校園人力的吃緊 

受到疫情緩和又上升的情形，教育現場邁向停課不停學的階段，教育現場有

線上教學、同步與非同步教學、混成式教學的多種模式。然而，疫情的升溫，隔

離與確診的人數增加，加上教育部停課標準隨疫情變化一再更動，教師工作量倍

增，且受到校內教師陸續確診、代課教師的短缺（受到疫情影響不願進入教學現

場代課、各校爭搶代課教師）的影響，校內行政人員、教師代課的負擔大，身心

不堪負荷。教學組長在安排短期兼（代）課教師也受到衝擊與面臨教師教學人力

不足的壓力。 

2. 停課不停學的因應策略 

受到疫情的影響，教育部停課標準與停課不停學的推行，教學組長更是面臨

更多的挑戰。例如班級停課的因應、教師確診的人力調配、代課與教學支援、藝

能課程教師入校的快篩或 PCR 檢測的陰性證明的追蹤。這些都是過往教學組未

曾面對的，然代理教師初任教學組長，要在疫情間快速提升自身適應力外，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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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與團隊、主管機關合作，規劃校內教師確診的配套措施，才能面對疫情來得又

急又快的挑戰。例如：學年有人確診，需要由同學年教師協助代課；學年有人確

診，列出確診教師的支援代課教師優先順序、行政團隊的代課因應。  

四、代理教學組長因應策略 

(一) 教師的支持與協助 

面對行政經驗的不足，積極尋求校內曾擔任教學組老師之經驗傳授，也仰賴

校內教師好友的情緒支持與自主性的業務協助。面對本土疫情又急又快的挑戰，

教學組長更需與他校教學組長進行交流與討論，仿效他校疫情代課良好的因應策

略，調整與掌握自己學校的因應策略。 

(二) 系統合作與自我照顧 

疫情的衝擊，需要更多的團隊與系統的合作，如：開放校內教師了解校內疫

情與確診人員，進行防疫與課務協助，透過校內系統建立關懷教師與追蹤教師的

身心情形，團隊內適時的分工合作與協助。教學組長面對工作業務的繁瑣，常加

班趕工，疫情的升溫，更宛如 24 小時的便利商店提供服務與協助，身心俱疲。

代理教學組長除了需要面臨工作焦慮與確診時的身心壓力挑戰，還需要面對準備

教甄的壓力，因此找到自我照顧與紓壓方式，是疫情下代理教學組長重要的因應

策略之一。筆者自我照顧的方法有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繪畫、運動等，也會透過

自費心理諮商的方式，維持身心平和。 

五、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疫情下國小代理教師面臨的挑戰有缺乏行政經驗與知能研習、同工不同酬、

確診的困境、校園內的教師人力吃緊、身心壓力的調適。教學組長的行政業務雖

吃力不討好，卻也是培養溝通、危機處理、鍛鍊自身能適時切換不同角度看事情

能力的跳板。 

(二) 建議 

雖然 COVID-19 疫情已過，但類似的疫情不知何時再起。若正式教師仍普遍

不願兼任行政工作，我國又再度面臨疫情停課，教育現場可能會再次面臨行政荒

的混亂，故筆者針對代理教師擔任教學組長提出下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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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調整業務內容與增加人力支援 

教學組長的工作業務繁多，不同學校政策不同，有些有副組長、協助行政的

安排，但也有些是專職的情形。在人力缺乏的情形下，教學組長要肩負課務編排、

辦理領域的多元評量與考題審題命題、學生作業調閱、能力檢測、語文競賽、代

課人力安排與保險、代課教師薪資計算、巡堂、教育局來文處理、雙語教育計畫

與課務安排，常常分身乏術。若能將現有業務在校內行政團隊進行適切調整或是

增加教學組業務協辦教師的統一規範，相信不僅能提升行政效率，也能增加教師

擔任教學組長職務之意願。 

2. 提供教學組長支持與輔導 

代理教師初任教學組長，除了薪資不平等外，福利也和正式初任教師有落差。

如：正式的初任教師有薪傳教師提供諮詢輔導。若初任代理教學組長也能有薪傳

教師協助，不但能降低工作壓力，也能提升行政業務的推動的流暢，更能快速掌

握學校內運作與教師群體的人際互動模式，進而提升行政工作效能。 

3. 疫情下停課的人員調配規劃 

疫情的衝擊，教育現場多數學校面對人力的短缺與線上教學的挑戰。然而，

疾疫的流行、爆發，卻在提醒我們需要有危機處理的能力，例如：規劃疾疫爆發

的 SOP 處遇、現場人力資源的掌控與調配。故建議各校均需事前規劃疾疫危機

處遇流程、停課的線上教學模板與教師授課方式，更重要的是針對現場人力盤點、

調動的規劃與因應模式，明確分工各角色任務與責任，才能有效系統合作，共同

面對疫情的帶來的危機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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