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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教師選填職（級）務分配的問題與解決之道 
林佩慧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學分班研究生 

  

一、前言 

國小教師選填及分配職級務的辦法，是由學校依據《國民教育法》第 20 條

第二項後段之規定：「公立學校主任由校長就甄選且儲訓合格之專任教師聘兼之，

組長由教師兼任、職員專任或兼任之，職員由校長遴用之，均應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備查。」自主制定的，但其制定必須符合上級主管教育單位所訂定的相

關規定，並經由學校職級務委員會審議通過。以新北市為例，依 2020 年《新北

市立國民小學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注意事項》（簡稱職級務注意事項），職務指兼

任行政、續帶原班、特殊教育、領域專長、特殊個案教師等；級務指的是下學年

度之任教年級。 

職級務注意事項中提及，教師職務及級務分配之原則得依學校發展需求、教

師意願、專長、學歷、年資、考績、研習訓練、服務、獎勵與特殊貢獻等事項辦

理，而此攸關校務發展甚鉅，授權各校訂定的職級務選填制度的完善與否，也將

直接或間接影響教師的服務熱忱與士氣、教學成效與教育品質。故本文探討國小

教師職級務分配選填之問題及改善策略，以供主管教育機關、學校及教師參考。 

二、教師職級務選填之問題 

    教師職級務選填不僅關係到個別教師的職業發展，更重要的是，它對整個學

校的運作和教學品質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 選填職級務的標準模糊，難以發揮教師的專業知能 

國小教師選填職級務，會以加註專業知能、教學經驗、行政服務、教學評量

等因素為考量。然而，這些因素的評量標準模糊，導致職級務選填結果的客觀性

不足。例如，教師的專業知能如何評量？教學經驗如何量化？行政職務如何衡

量？教學評量如何公正？這些問題都缺乏明確的標準，使得教師對選填結果存有

疑慮。 

(二) 行政職務過於繁重，造成行政大逃亡 

兼任行政之教師需要同時兼顧教學和行政工作。而學校的「日常」行政工作

已是繁重，而上級機關要求的「非日常」計畫與成果，更是壓垮教師擔任行政意

願的最後一根稻草。楊恩慈（2023）指出：學校配合「教育部統合視導」必須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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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或準備「應付」各縣市教育局處的「成果」，造成的結果是：在「教育部統合

視導」的壓力下，所有人都忙著做成果，而不是辦教育，「教育」成了最大的輸

家！ 

(三) 新進與資深教師的對立衝突，造成校園的不安定感 

許多學校會以教學年資、特殊貢獻、專長為選填職級務之依據，然而，這樣

的選填方式容易產生資深老師長期擔任科任教師或低年級導師的狀況；經驗不足

的新進或年資較淺的教師卻必須一直擔任高年級導師或行政職務，幾乎沒有選擇

權，導致新進教師與資深教師漸漸產生嫌隙、衝突，影響同事之間的情誼。紀金

山（2000）的研究指出，每到學期末，國小的校園經常面臨人心不安的情況。這

主要是因為這個時期，教師在行政職務、教學科目以及所教年級等方面都可能發

生大規模的變更。由於這些變動直接影響到教師的權益，因此每到選填期間，校

園中充滿了各種揣測和流言蜚語，影響學校的和諧與穩定。 

(四) 無法用人唯才，影響教師職涯發展 

教師在選填職級務時，本應依照自己最適合的專業或意願規劃而行，但卻可

能因職級務制度的設計問題，每年的選填就像一場冒險，除了不確定和不穩定性

帶給教師不安的心理狀態外，倘若選填到的職級務並非自己心中所願，連帶會影

響到之後的工作、進修或是服務的動力。劉香伶（2014）認為，如何讓老師愛其

所教、學生愛其所學、行政用人唯才始為正道。因此如何讓老師得以發揮所長、

無私奉獻，正是學校職級務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五) 缺乏可依循的確切辦法，反覆爭議相同議題 

授權各校自訂校內職級務辦法雖屬權力下放的學校本位模式，但在教師流動

率、退休、年資升遷等因素影響下，職級務辦法的爭議始終不斷。以筆者任教的

學校為例，於 2003 年創校，迄今已二十多年。創校之始，大部分都是年資較輕

的教師，對於採計年資選填職級務的辦法多有不滿，進而產生眾多教師搶著公假

研習、擔任比賽指導老師的狀況層出不窮，而後才經由校務會議提案，通過取消

採計年資、研習、指導的計分，改以退休優先權、擔任高年級導師後優先權和抽

籤方式進行輪動。時至今日，當時年資淺的教師已是資深老師，校內部分老師調

動離校，有許多調入的教師對現行職級務制度產生不解，重新提議恢復採計年資、

特殊表現的聲浪再起，導致現職新進教師的不滿，與資深老師的對立衝突再度發

生，實非教育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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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職級務選填之改善策略 

(一) 確立選填職級務標準 

    各校自訂職級務辦法，應針對教師的專業知能、教學經驗、行政服務、教學

評量等因素，訂定明確的標準，例如教學年資的採計、加註專長的認證、教師評

鑑的落實等，設計具體化評量方式。評核機制的明確，可避免主觀因素的影響，

在主管機關母法的規範下，導入第三方評審制度，由教育主管機關授權各校邀請

專家、學者組成常設評議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升選填結果的客觀公正性。 

(二) 改革教育體制，提升擔任行政職務獎勵與誘因 

在教師不願優先選擇兼行政職務的情況下，應通過提供適當的薪酬調整、福

利待遇、晉升機會等獎勵和誘因，激勵教師積極參與行政工作，例如發給行政職

務的津貼、專業發展獎金、優先進修等。此外，陳棟樑、陳麗文、郭育伶（2020）

研究發現，近年來教師專業自主意識提高，若教師兼任行政人員，除了必須對自

己的業務很熟悉外，還需要具備高度的溝通協調能力，與繁雜的行政業務相較之

下，許多教師寧可選擇純科任或級任導師，因此我們應從教育體制改革，減少繁

文縟節，取消以「成果」辦教育的官僚主義，提高教師在行政工作中的參與度和

自主權。 

(三) 設計兼顧公平且合理的職級務選填辦法 

根據曾志平、陳怡靖、鄭燿男（2015）研究指出，教師的教學效能會受到職

務分配公平知覺的影響。是以職級務選填應同時兼顧資深與新進教師雙方的權

益，由各校依據上級教育主管機關詳盡明確的指導性原則（法規），訂定妥適完

善的辦法。例如選填職級務時依據教師志願次序編排，如遇同一志願相同者，依

任教以來職務之未重複性、未擔任過該「類」職級務者，以及具備相關專長教師

優先選填等方式，逐年修訂，保障所有教師的權益。 

(四) 增加選填職級務的流動性 

為讓教師有機會更多元的選填職級務，校方應提供職級務發展、培訓、交流

機會及研究經費的資訊，幫助教師提升自我專業能力，促進教師職涯發展的流動

性，並逐年檢討現行選填職級務的制度，定期邀請教育專家、教師代表等參與修

訂，據以營造有助於學校教師同仁之間關係和諧，形塑良好的學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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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建立職級務選填之申訴制度 

學校應成立職級務選填申訴委員會，聘請校內外專業與公正人士擔任委員，

對教師的申訴進行相關審核、覆議，並於調查、審議後公告周知，同時提出解決

及改善方案，避免日後選填職級務時一再產生重複的疑慮。當教師對選填結果有

異議時，應有陳述具體理由並於期限內向學校提出申訴的權利；校方應充分了解

事件始末或就事由給予妥適回應或最適切的處理，並納入下一次職級務選填的檢

討。 

四、結語與建議 

(一) 結語 

    為使教師的專業知能獲得適才適所的發揮，讓教師的職涯發展更具公平性與

合理性，進而提升教學與教育品質，應積極檢討、努力完善教師選填職級務分配

制度，並以尊重、理性和溝通的方式進行，凝聚共識，營造快樂學習的校園環境，

激勵教師提高服務熱忱，方乃教育幸事。 

(二) 建議 

   《禮記·學記》：「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國民小學教師職級務選填辦

法授權各校訂定已行之有年，卻衍生了許多問題及爭端不斷，造成士氣低落及同

事之間心生嫌隙，影響教學成效，故建議如下： 

1. 對教育主管機關的建議  

(1) 明確的指導原則：教師職級務選填是教師職涯發展的重要環節，亦與學

生受教權的維護及教師教學品質的提升息息相關。教育主管機關應透過

完善的制度設計，作為不同規模學校遵循的依歸，建立完整的輪調制度，

確保公平公正分配教師職級務，在產生爭議時亦有所依據，進而順利化

解紛爭。 

(2) 教師專業發展增能制度的建立：教育主管機關應為教師提供多樣化的專

業發展機會。例如，定期舉辦各類教育專長培訓班、研討會等活動、鼓

勵教師申報各類教學評比、研究計畫、出國進修、訪問等機會，使教師

勝任各種職級務的分配，提高教育成效。 

(3) 職級務分配的紛爭調處：職務及級務分配雖授權各校自主，但當教師認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8），頁 93-98 

 

自由評論 

 

第 97 頁 

為權益受損或面臨紛爭時，教育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積極協助調查事實，

聽取各方意見，舉辦公聽會、座談會，積極協調促成解決方案，維護教

育公平、保障教師的合法權益。 

2. 對學校的建議 

(1) 專長專用制度：可依學校規模、資源、特色，分析不同的需求，確定需

要加強、填補的專業領域或職務，請教師評估檢視自己的專業技能、專

長證照、教學經驗後提出志願序，將有助於教師充分發揮其專長領域，

提升學校的教學品質和整體運作效率。 

(2) 檢討及回饋機制：學校應依校務發展需求、教師意願、專長、學歷、年

資等，建立職級務評估、流動或退出等制度，定期進行檢討，允許教師

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優先輪替職級務，提高教師的職務輪調率，增加不同

的教學資歷。 

(3) 加強溝通對話模式：職級務分配時，除了考量年資、專業外，也要彈性

的納入教師健康、家庭變故及個人意願因素，讓學校和教師之間的溝通

無礙，創造平等對話的空間，提供回覆教師疑問之管道，創造學校及教

師共贏氛圍。 

3. 對教師的建議 

(1) 積極提升教學專業能力：戴志璁、洪惠娟、張美瑤、陳信宏（2019）提

出教師們應多參加可提升教學能力的進修活動，並且建立良好的分享機

制，增進彼此的學習與交流。而通過持續的專業發展、自主學習、教師

專業社群、共同議課備課、觀摩優秀教學、反思與評估、與同儕交流以

及尋求反饋和指導，教師不但可以不斷的提高自己的教學水平，實現教

學的專業化和精益化，亦能增加自身更多增權賦能發展的機會，並且在

面對不同職級務時，仍保有自信心及挑戰的動力。 

(2) 訂定適切的職涯發展願景：教師在選填職級務時，應充分考慮自身的興

趣、能力、性格、專長、經驗等因素，選擇適合自己發展的職務，若對

行政職務有願景，亦可及早制定中、長期規劃，完備行政歷練，為教育

投入更多的奉獻。 

(3) 充分了解各職級務性質及資訊：教師在選擇職級務時，往往偏向於自己

熟悉且工作多年的職位，對較為陌生的職務感到恐慌而不願接受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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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產生排斥與逃避現象。若能充分了解不同職級務的性質與資訊，諮

詢有經驗的教師，轉換不同的視角看待教師工作，或能有更多職涯成長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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