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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會之定位與運作－從教師工會成立後談起 
邱儷萍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文宣部主任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文宣部主任 

桃園巿教師會文宣部主任 
 

一、前言 

2011 年教師依法得成立教師工會

後，原有之教師會與教師工會呈現雙

軌並行之狀態，然則，原企盼教師會

與工會能整合為一，礙於各式內(外)
在因素，教師會越形弱化(陳怡如，

2011)。從而，於法令尚無整合之前提

下，如何植基於雙軌衡平之狀態下，

俾使二者正常運作，實為一重要之課

題。據此，本文擬自教師會之演進、

現行運作狀態及未來發展之脈絡為文

說明如下： 

二、教師會之演進歷程 

1995 年《教師法》公布施行，賦

予教師籌組三級教師會之權能(全國法

規資料庫網站教師法，2018)，教育政

策不再是由上而下之主從模式，而是

改由共議制，讓行政、家長及教師一

起討論一起經營，很多重要之議題，

類如：課稅配套、固定授課節數、寒

暑假備課日、教師請假規則等等，皆

於此時期共議完成 (全國教師工會總

聯合會網站，2018)。 

教師會如此運作多年下來，教師

會對於教育之變革並不容置喙，惟與

行政部門間仍處於顯不對等之關係(全
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網站，2018)。教

師會未能享有完整地勞動三權，復執

於法律之規定，教師會採取自由入會

之設計(各縣巿教師會網站章程)。協商

淪於集體行乞，行政部門得不依法與

教師會協商卻無罰則並限制教師罷工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網站，2018)。
故教師會先天之設計限制，讓教師團

體亟欲組工會，盼擁有完整之勞動三

權。歷經 2002 年十萬教師訴求組工會

大遊行、2007 年立法院通過《公民與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並於 2009 年完成內

國法化，並開始著手檢視教師之勞動

人權概況，嗣後於 2010 年修正《工會

法》並公布施行，教師終得組工會。 

2011 年各縣巿之地方教師會紛紛

轉型成教師工會，雖其與教師會之任

務 相 似 ， 惟 開 始 走 向 工 會 主 義

(Unionism)之路線，並得以與雇主協商

團體協約，學校或縣巿政府不得拒絕

協商(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團體協約

法，2018)。教育現場呈現不同之樣貌，

且教師工會也企圖走出教師組織網

絡，聲援其他工會團體，與廣大受雇

者團結在一起。本來經營教師會之幹

部，也轉以教師工會為重心，教師會

成了二線組織，這些年下來，低度運

轉越形弱化。 

教師會與教師工會兩塊招牌同組

人馬運行多年，本以為得以修法使二

者之功能與任務合而為一，但 7 年過

去了，仍不聞修法之訊息與契機，眼

看各級學校教師會，宣布解散者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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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但得以參與學校、縣巿及全國

之各項會議，擁有法定代表席次者，

卻是教師會而非教師工會(全國法規資

料庫網站教師法，2018)。從而，何以

使弱化之教師會，回復以往組織運作

之活力？教師會在既有之法令上，未

來要走什麼路線而有別於教師工會，

這都是教師會該思索之方向。 

三、教師會現行之運作 

筆者目前在全國教師會(全教會)
擔任幹部，就眼前觀察，雖然全國教

師工會總聯合會(全教總)成立後，重心

轉移至工會，教師會低度運轉，而近

幾年教師會所辦理之計畫，似有走向

專業且有越來越蓬勃之勢(全國教師工

會總聯合會網站，2018)： 

(一) 咱糧學堂計畫 

2013 年全教會發起之復興國產雜

糧運動，鼓勵學校教師提出申請，全

教會提供種子實種、麵粉實作、還有

專車入校講解、辦理校外參觀、辦理

作文、攝影、微電影比賽。因為活動

豐富有趣，小朋友和老師都喜愛，更

重要，這是很扎實之校園食農教育，

從種子到食品，完整體驗。令人驚艷

之發現：咱糧學堂申請校數由一開始

的 39 所學校到目前的 215 所，似乎越

來越多學校申請，咱糧學堂正如火如

荼在各學校熱鬧開課(全國教師工會總

聯合會網站，2018)。 

 

 

(二)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是教師評

鑑之轉型，強調教師自發之自主動

能，而非以往由上而下之評鑑規範，

全教會這項對老師友善之計畫，讓老

師熱衷於教學，專研於教學，而且呼

朋引伴，同儕一起共好。申請學校之

成果展，看到老師發亮之眼睛、教學

之熱情、也看到這種熱情感染了同

伴，原來教書是很愉快又欲罷不能之

工作。從第一期 11 個縣巿教師會、63
位輔導諮詢教師、149 個基地班(基礎

社群)、774 位老師參與；到目前第二

期，擴展到 13 個縣巿教師會、91 位輔

導諮詢教師、230 個基地班(基礎社群)
以及 1235 位老師參與，教師專業發展

支持系統在學校間傳開，蔚為風潮大

家一起來自發互動共好(全國教師工會

總聯合會網站，2018)。 

(三) 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 

2017 年全教會接下了教育部的培

力研習，舉辦三場教師專業審查委員

會增能訓練。專審會是一個處理疑似

校園不適任教師的新機制，此次研

習，從認識專審會、到審查小組、輔

導小組介紹，最後學員還要寫 2 份報

告，過程精實也確實學到精髓。全教

會希望能幫助學校處理疑似不適任問

題，也能有效輔導需要幫助的老師，

三場六天下來，爆場的出席，表示辦

的有口碑，精彩的內容，顯示全教會

的專業(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網站，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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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勞動教育落實校園 

有感於勞動意識及人權的有待提

升，全教會連續多年辦理了勞動權益

教育種子師資培訓，多年來北中南多

場的研習，參加的高國中小幼兒園教

師，把勞動知能帶回校園教育學子，

期能深耕發芽，讓國人提升勞動人權

意識，落實勞動尊嚴的理想。全教會

多年推動勞動教育下來，近年課綱審

議，全教會也順利力促勞動尊嚴寫入

課綱，實為教育專業動能實踐。 

以上四項活動，在低度運轉之教

師會組織氛圍，卻也很自然地走出安

靜，在校園熱絡熱鬧了起來，跟小朋

友攜手做食農教育，也發展教師專業

支持系統，還承辦教師專業審查委員

會及長期推動勞動教育。教師會在既

有之組織章程及活動下，似乎有了新

亮點，未來可以有別於工會走向專業

發展之路。 

四、教師會之未來發展 

基於教師會是《教師法》之法定

組織，未來要如何發展及經營，觀察

目前運作模式及思索有別於工會、並

與工會衡平之路線，建議以下發展方

向： 

(一) 宣揚教師會之重要性及必要性 

教師會存在之重要性及必要性，

仍著眼於它是《教師法》明訂之法定

組織，有教師法存在，全國、地方、

學校之三級教師會就會存在，且是各

級會議之法定代表，我們希望能夠改

善教育環境，在教學現場看到一些不

合理之狀況，希望可以改善之時，這

個法定代表得幫助老師發聲。因此，

透過文宣、小型座談或辦活動、訊息

刊登及當面對話，讓教師會之存在價

值彰顯及廣被認同。 

(二) 著重專業發展之面向 

教師會作為教師法賦予之法定組

織，有其專業性及唯一性，而目前之

發展方向，可朝深化專業並與政策之

形成相互回饋、用專業建立教師組織

之品牌形象，如同咱糧學堂及專業發

展支持系統，不止燃起教師自主動

能，也建立老師專業形象，再以專業

為後盾，與社會做溝通及對話，相信

社會大眾能理解甚而支持論述，也相

信教育環境能因教師會之努力而改

善。 

五、結語 

承上，教師會及教師工會這兩個

任務相近之組織，2011 年後之發展態

勢，教師工會無法成為教師法內正式

組織，而正式組織之教師會卻已弱

化，期待重倡教師會之重要性及必要

性，兼顧發展專業，讓教師會與工會

發展平衡，教師工會享有勞動三權，

教師會也有專業之形象及能量，續為

教育貢獻組織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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