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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國中小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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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以往，在教育場域裡，教師兼職

行政工作被視為是一種榮耀，因為傑

出的教師會藉著兼任行政，證實自我

的能力而逐步更上層樓，那是對個人

能力的肯定，也是教職生涯裡的重要

規劃。曾幾何時，現今暑假八月，變

成教師兼行政工作大逃亡，去年 8 月 1
日適逢筆者新接任進修部主任一職，

說起來這也不是新鮮事了，真是教育

界的老問題燒出新野火，行政拖垮教

學，主任、組長大逃亡（陳芳毓，

2015），但就筆者找組長經歷而言，加

深了八月教師兼行政工作大逃亡的印

象，然實際了解大多數教師對於行政

工作毫無興趣，造成新任教師剛到學

校報到即被指派接任行政職務，在新

任教師沒有意願及行政歷練下，只能

奉行「不做不錯，多錯多錯」的行事

風格（陳啟榮，2014），因此教師兼任

行政職務意願偏低，也造成人員流動

率高，且職務穩定性不足（魏昌國，

2005），於此兼行政的教師同仁，真的

是為了：（一）行政加級；（二）正式

擁有休假及不休假獎金；（三）國旅

卡；（四）銓敘部的恩賜（放寬公務員

兼差）嗎？應該不是的。 

既然教師兼行政好處有限，為什

麼還有人會去做？是真的有人不會教

書才接行政、有人是為了當校長而接

行政？或亦是因「校長的教育理念與

魅力領導而接行政，的確是一個非常

關鍵的因素，很多時候，跟對人了，

做事做死了也甘願。」然而為了當校

長是堅持著教育愛與教學理念，在行

政場合上為更多的孩子奮鬥，真心實

意奉獻自己的時間，堅持到底的在這

條教育路上奮鬥？ 

好奇心使然，燃起了研究此議題

的心思，所以把相關文獻議題作了研

究與分析，總結歸納，試圖作高國中

小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分析，並以

此分析整理評論發表，以提供每年學

校校長、主任尋找教師兼行政工作的

對應參考之道。 

二、原因分析 

本研究廣泛收集相關文獻作探討

與分析，統整出為何教師不太有意願

兼任行政工作，分析歸納出前 5 大原

因，於內文三，對應增強兼職策略提

出對策，最後作出本研究的建議與結

論。 

賴岳聰（2015）認為教師無意願

兼行政工作原因有：（1）各項專案計

畫下業務量大增，伴隨專案而來的是

讓人聞之色變的諮詢輔導訪視，但並

無新增學校人員編制，壓力讓人深覺

度日如年，得等至訪視結束；（2）教

師在兼任行政工作時，並無接受太正

規之教育訓練，又因學校類型或學校

教師員額受控管之故，得肩負教學及

行政工作，使其無法專心學習行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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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3）教師在接受師資培育時，多

數不曾修習有關學校行政課程，即使

選修學校行政課程，也缺乏對行政工

作的實務及教育政策之認知，使教師

對行政工作產生距離感。張昱騰

（2017）認為教師無意願兼行政工作

原因有：（1）工作業務項目等層面不

斷增量與複雜化；（2）兼職加給誘因

薄弱：例如，本薪在 190~230 元以下

者，行政加給固定就是 3630 元，比

導師費多 630 元，但要負的責任，及

工作業務量卻比導師多很多；（3）行

政業務推動困難。游玉英、陳清煌

（2014）認為教師無意願兼行政工作

原因有：（1）兼職主管職務加給與導

師費 3,000 元相比，相較之下，大學畢

業前五年組長加給每月高於導師 740
元、處室主任每月高於導師 2,140 元
到 3,740 元（依薪額高而定）。若換算

為兼代課的鐘點費，導師每週兼代 0.5 
節課薪資即可超過組長的主管職務加

給；（2）兼任行政組長、主管面臨的

挑戰和工作負荷，不僅在量的增加，

更帶來繁重的質性要求，這現象的背

後，在在凸顯現有薪資結構、職務加

給面臨挑戰；（3）平常例行的繁重行

政工作外，沒有寒暑假還要增加時

日，導致留下給予家庭的時間有限、

甚至闕如，成為教師無意兼任行政的

因素之一；（4）鳳凰花開，每年畢業

季來到，在學生及家長心目中認為導

師是最直接教導者，卻忘記在背後默

默支持的行政團隊。   

三、增強兼職意願策略          

賴岳聰（2015）認為教師無意願

兼行政工作如何增強兼職策略：（1）

師資培育的教育學分中增列「學校行

政」、「公共關係」為必修課程，可促

進其對行政業務之瞭解，有助於提升

教師與行政人員之合作及善於作壓

力、情緒管理、時間管理及危機處理

等能力養成；（2）於在職訓練階段規

劃教師兼任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課程；

（3）增進兼任行政工作的誘因，如學

歷升等、敘薪及職務加級等。張昱騰

（2017）認為教師無意願兼行政工作

如何增強兼職策略：（1）修正教育法

規：在教師法中有明文規定有擔任導

師的義務，卻沒有規定要擔任行政」，

如進行修法將第九項改為教師有擔任

導師、及行政工作的義務，如此暨有

法源及依據不就更清楚，學校也可像

遴選導師一 樣有一個公平的機制；

（2）職務與人力的重新建構：減少行

政人員的負擔，重新檢視各行政的工

作職掌，或是朝向專人專職化的方向

推動，並整合評鑑機制，減少行政繁

瑣的文書工作。盧威志（2013）以社

會系統理論及績效責任制來進行教師

無意願兼行政工作原因評估，並以下

列各點作為增強兼職策略：（1）明訂

角色功能之內涵：明訂校長、主任、

組長等兼職工作職掌；合理分配工

作，使個人的工作勞逸平均；（2）獎

勵福利措施及升遷或進修符合兼任人

員之需求；（3）簡化流程：計畫、執

行、考核、回饋的流程均建立 SOP 及
電子文書檔案；不召開不必要、沒準

備的會議；（4）建構關懷、服務型的

校長領導的氛圍；（5）改善評鑑機制；

（6）法令修正：如提高主管加給、職

務加給；目前除附設補習學校、進修

部兼任組長、主任每週依班級數 4 班

至 16 班以上不等，加給工作費從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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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鐘點到 5 節鐘點，也建議日校提高

兼職主管加給；給予補休假、旅遊、

工作費、誤餐費等之勻用權限；教師

員額編制調高，減輕業務工作負擔；

盡量聘足正式員額，減少代理、代課、

兼課之部分工時人員；性別平等調查

小組修正成全市(縣)共同規模，共設數

組員，擔任調查及報告撰寫，並給予

調查報告及逐字稿撰稿費，減輕行政

業務量；（7）簡化評鑑內涵，評鑑方

式建議以電子檔上傳取代書面呈現，

環保意識減少紙張作業量。游玉英、

陳清煌（2014）認為以下列各點作為

增強兼職策略：（1）提高兼任行政人

員待遇與誘因；（2）修法可規範正式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之義務；（3）代理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暑期期間應予以

支薪；（4）職前研習及輔導機制：以

提升行政執行能力、適時鼓勵、獎勵

關懷、舒緩工作壓力與人際溝通協調

能力的增進；（5）整合行政業務：重

新檢討與整合行政業務，屬同性質之

業務合併，減少不必要的公文書及行

政程序。 

四、建議 

由上原因分析及增強兼職意願策

略知教師無意願兼行政工作原因的前

五名有：（1）業務量大；（2）教學及

行政工作難並行，致使無法專心學習

與推動行政工作；（3）教師對行政工

作的實務及教育政策之認知，始終有

距離感；（4）兼職加給誘因薄弱；（5）
沒有寒暑假還要增加時日，導致留下

給予家庭的時間有限；除上因素，尚

有整體教育環境、社會氛圍、津貼待

遇、校長領導、校園團隊、體制設計、

人力編制、個人願景、業務數量、家

庭支持等等有關，無法指向某一單一

因素。而增強兼職策略有效的前五名

有：（1）增設在學在職兼職行政人員

「學校行政」相關學分或研習；（2）
增進兼任行政工作的誘因，如學歷升

等、敘薪及職務加級等；（3）修正教

育法規：教師有擔任行政工作義務」

之法條；（4）重新檢視各行政的工作

職掌，減少行政人員的負擔；（5）簡

化流程：計畫、執行、考核、回饋的

流程均建立 SOP 及電子文書檔案；不

召開不必要、沒準備的會議。 

綜上可知，教師無意願兼行政工

作的具體的原因，清楚的講，總結性

歸納 2 點：第 1：前 5 名的原因，歸屬

同一質性，行政業務量大，教學及行

政工作上難並行，致使無法專心學習

行政事務及推動行政工作，使教師對

行政工作的實務及教育政策之認知，

始終有距離感；第 2：兼職加給誘因薄

弱一直是無法讓行政人員產生兼職動

力的主原；再者行政人員沒有寒暑

假，即使有固定的休假及不休假獎

金，在行政業務量大的情況下，也無

法產生誘因。據上，增強兼職策略有

效的前五名中第 3 名修正教育法規：

「教師有擔任行政工作義務」法條，

此策略百分百有效，但無法留住人

心，必然在如導師輪流制的形式主義

下，每個老師輪流當行政，但教師無

心也留不住人才，也非國家教育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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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因此筆者認為真正有效的方法，

就是；第 1 如何減少行政業務量及第 2
如何提高兼職行政人員的加給誘因，

對症下藥，方能解決教師兼職 8 月行

政大逃亡多年的沉疴。在如何減少行

政業務量，具體的作法有重新檢視各

行政的工作職掌，減少行政人員的負

擔，簡化流程，如計畫、執行、考核、

回饋的流程均建立 SOP 及電子文書

檔案；不召開不必要、沒準備的會議；

在如何提高兼職行政人員的加給誘

因，筆者建議：有，（一）、行政人員

加給比照大學兼職主管，如校長有

36,260 元的主管加給；副校長有 29,370
元的主管加給；主任秘書、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圖書館長、進

修暨推廣部主任、學院院長、通識中

心主任、學系(所)主任、處、室中心主

任(由教授兼任者)有 26,480 元的主管

加給；處、室中心主任(由教授兼任者)
有 26,480 元的主管加給；處、室、中

心主任(由副教授兼任者)有 17,160 元

的主管加給；（二）、基於「校校等值」

及 12 年國民教育同工應同酬的概念，

兼職高國中小教師兼任主任、組長酌

減的節數及主管加給應一致，並且應

減輕小型學校主任、組長的授課負

擔，不應以學校班級數規模大小而有

差別待遇，讓行政工作回歸專業；

（三）、建立同層級職務輪動制度，促

進勞逸均等，以增進教師兼任行政工

作的意願，認識彼此業務，減少本位

主義。 

如此定可留住人才，並解決教師

無意願兼行政工作的學校行政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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