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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與園主任搭班的困境及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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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每當即將召開學期初的「配班會議」時，每位教師總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

每個人的心中都會有來自心底深處的聲音，如：期望未來的一年不要和理念不合

的教師搭班、不想和無法協同教學的教師同班、不要和園主任合班等。在這些聲

音裡面，不想與理念不合、無法協同教學的教師搭班，我們很能理解其中的原因，

可能是在彼此間的溝通上出現了問題，但是不想和園主任合班的理由又是為何?  

  國小附設幼兒園的園主任多由教師兼任，他們具備幼兒園教師及園主任的雙

重身分，除了必須與搭班的教師進行協同教學之外，也需要負擔各項園務行政工

作（陳瑰庭，2015）。園主任兼辦行政偶爾臨時會抽離班級，去參加校務會議、

主任會議、臨時性的報局資料、表單填寫等（顏卉青，2019）。有時行政工作量

過重時，不得不把整個班級交給搭班夥伴，因此對於搭班夥伴而言，產生了相當

多的困擾。 

  原來與園主任搭班的教師都得默默承受較大的責任，形成了大家對要和園主

任搭班產生了一股抗拒的心理，以致於園主任的合班夥伴成為了燙手山芋。本文

針對與園主任搭班教師的角色與任務、困境、解決之道、結論與建議進行說明。 

二、與園主任搭班教師的角色與任務 

  國小附設幼兒園園主任與搭班教師的合班是需要協調、互補及兩兩相輔相成

的，因此以下針對兩者的角色與任務來詳加說明： 

(一) 角色 

1. 園主任 

    依照現行《幼兒園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標準》（2019）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主任：一人，由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兼任。但招收人數逾

一百五十人者，專任。」亦即，5 班以下之園主任則為「教師兼任」，稱之為「園

主任」。園主任既是班級教師也是行政人員，具有雙重角色，也時常造成角色間

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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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搭班教師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2018）第 16 條之規定「招收三歲以上至入國民

小學前幼兒之班級十六人以上者，應置教保服務人員二人」。在國小附設幼兒園

內，三歲以上的班級每班都有 30 個孩子，師生比為 1：15，五班以下的園皆會

有一位教師與園主任合班，二者互為搭班教師，一起透過溝通協調、補位、協同

合作一起帶領一個班級，進行協同教學、班級經營、親師溝通、保育等。  

(二) 任務 

   幼兒園搭班協同教學教師的任務有以下五項： 

1. 協同教學 

    簡紅珠（2000）在教育大辭書中解釋「協同教學法」是指二個或二個以上的

教師，共同組成一個教學團（teaching team），用各種不同的方法去引導孩子學習。

在進行課程的過程中，兩位教師一起進行合作性的教學（廖惠卿，2018），亦即

有互動、有交集的教學過程，共同引導孩子進行相關活動。 

2. 共同經營班級 

  班級經營即教師與學生保持良性的互動，能夠幫助幼兒學習、培養解決問題

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及促進孩子各項發展（潘瑋婷，2016）。因此兩個搭班老師，

必須協調達到共識，共同管理與運作班級常規、與孩子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一

同營造和諧良好的班級氛圍。 

3. 分擔行政事項 

  園主任工作職掌相當繁多且包羅萬象，包含一般行政、人事、總務、幼兒、

家長、社區與其他等七個面向，共四十項的工作內容（許玉齡，2004）。雖然附

幼隸屬於國小之中，國小的編制裡有各個專職的處室與組別，但是舉凡幼兒園所

有相關業務都需由園主任處理，並與國小的行政有高度的互動與往來，業務繁雜

程度不在話下。 

4. 進行親師溝通 

  親師溝通是家長與老師針對孩子的行為表現，運用多元的訊息傳遞管道，傳

達雙方的想法、情感、做法，以達到某種程度的共識，攜手促進孩子的學習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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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王芬玲，2010）。為了幫助孩子成長，親師的有效溝通更是格外的重要，唯

有親師雙方達到共識、有共同的目標，才能真正幫助到孩子。 

5. 共處偶發事件 

  幼兒園的孩子在班級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件要處理，如：嘔吐、爭吵、發燒、

尿濕、拉肚子等，當出現偶發事件時，一位老師必須要處理有狀況的孩子，另一

位老師則要去關注其他剩餘的孩子，兩者有共識的相互分工是合班最佳的模式。 

三、與園主任搭班教師的困境 

  在國小附設幼兒園裡，三歲以上的班級需要兩個教師來帶領 30 位孩子，園

主任也包含在其中，除了入班教學之外還得處理繁雜的行政工作，一旦園主任被

迫抽離班級，即會造成搭班教師在教學及班級經營方面產生了困境，茲說明如下： 

(一) 教學 

1. 搭班教師被迫包山包海 

    當園主任抽離班級之後，舉凡班上的大小事，如：班級課程的進行、孩子突

發的狀況（如：爭吵、嘔吐、尿濕褲子、分離焦慮、同儕互動、意外傷害等），

全數落在另一位搭班教師身上，使得搭班教師被迫包山包海，實無法顧及教學品

質。 

2. 無法落實協同教學 

    園主任時常因為瑣碎的園務繁事被迫抽離班級，造成教學經常因此而中斷，

無法落實協同教學，搭班教師總是感到是自己一個人在唱獨角戲，焦慮與壓力的

程度不在話下，讓搭班教師在帶領課程上感到心力交瘁及百般無奈。 

(二) 班級經營 

1. 班級經營產生無力感 

    為了顧及到孩子的權益與安全，當園主任抽離班級時，會臨時派遣相關人員

進班協助（如：園教保員、特教助理員、志工家長、實習生等），舉凡園內的人

員皆有可能進班協助，以補足師生比不足的缺口。但是進班協助的人員進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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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不清楚班級的現況，不知道要給予什麼協助，對於需要協助之幼兒沒有專業知

能、對於孩子個別的狀況並不清楚，這些再再都需要搭班教師與協助的人員詳加

說明，讓教師常備感無奈。再加上若每次進班協助的人員標準及規範有所不同的

時候，很容易造成班級氛圍波動起伏大、孩子穩定性差、常規混亂，對於班級經

營而言毫無助力反而變成阻力，孩子也會產生無所適從或得以鑽漏洞的心理。 

2. 影響教師間的共班情誼 

    園主任長期會有隨時被抽離的狀況，搭班教師要做好隨時應戰的準備，彼此

溝通、共備的時間也因此受限，久而久之搭班教師開始會產生心理不平衡的心

態，彼此心生嫌隙，影響了共班的情誼。 

四、解決之道 

    與園主任搭班的教師在教學與班級經營方面遇到許多困境，因此提供以下幾

點建議，期望能改善教學現場的問題。 

(一) 教學 

1. 無論大小園，皆應為專任園主任 

    不管園內班級數的多寡，該辦理的行政事務一項也少不了（如：補助款、特

教業務等），差別只在於人數的多寡，但是這些繁瑣的業務卻佔據園主任大半的

時間，導致時常要抽離班級處理行政事務，使得搭班教師感受度差及力不從心。

因此若能讓所有的幼兒園主任皆為專任，專心做好園務行政工作，就不會產生有

教師需要和園主任搭班的情況，更能專注於教學及陪伴孩子。 

2. 把園內行政工作還給專業公務人員 

    反觀獨立園所，有公務員體系的專業人員來做繁雜的行政工作，教師只要把

班級帶好、發展課程，背後有強大的行政支援，是不需要承受各種行政工作所帶

來的種種問題與壓力。但是國小附設幼兒園是隸屬於國小之中，國小雖有總務、

會計、教學、學務等處室及人員，但是與幼兒園相關的業務仍落在園主任身上，

等於園主任包了所有處室的工作，如果可以把行政工作回歸給專業的公務人員，

大家各司其職，讓園主任回歸班級，做好原本的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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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幼兒園行政效率與品質 

    身兼兩個角色的園主任，產生了角色間衝突，既是班級導師的角色又是行政

的角色，兩者卻到無法扮演到最佳狀態，造成了園主任既無法專心、專職於附設

幼兒園行政，也無法兼顧好教學，若能有一位外加的人手可以進行協助繁瑣的行

政工作，提高幼兒園行政效率與品質，就能讓園主任有更多時間留在班級之中。 

(二) 班級經營 

1. 增設國小附幼園主任之班教保員 

    依照幼兒教育及照顧法（2018）第 16 條第 3 項之規定：「公立學校附設幼兒

園者，除依前二項規定配置教保服務人員外，每園應再增置教保服務人員一人。」

目前所配置的教保員在各園有不同的工作範疇，有的專做行政工作、有的為機動

性人員臨時性的進班協助、有的專職於園主任班等，每個園的狀況皆不盡相同。 

    因此建議專設「園主任之班教保員」，設置一位教保員進園主任班級，三人

共同搭班進行教學與保育，並協調讓班級經營達到一致性的共識，一旦園主任有

事抽離班級，也不會造成班級混亂及孩子無所適從的窘境。 

2. 設組分擔園主任的行政工作 

  所有行政事務都落在園主任身上，其工作量及負擔相對多很多，若可以將部

分行政工作分給各組老師負責（如：教學組、保育組、活動組等），相對替園主

任分擔許多事務，一方面減輕園主任的負擔之外，也讓園主任可以有更多的時間

與搭班教師進行共備、溝通及一同處理班級事務，保持共班的情誼。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找回自己最原始的那份初衷」相信這是每個教育工作者一直秉持的信念，

因為我們愛孩子、喜歡孩子所以我們選擇了教育的這條路，但是走在這條路上總

是會產生許多問題（如：親師生溝通、班級經營等），這些都可以透過許多辦法

和技巧來解決，唯有政策面的問題讓人感到充滿了無奈。園主任很想要好好的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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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孩子的初衷，因為很多無法抗拒之因素而產生了兩難，期望在未來不斷進步革

新的過程中，可以回到教育的根本去思考，還給孩子一個完完全全屬於班級中的

教師。 

(二) 建議 

1. 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建議主管機關為幼兒的權益修法，每園皆設置「專任園主任」以專職處理繁

雜的行政事務，或增設「園主任之班教保員」，讓專屬人力進班以降低園主任抽

離班級所造成的狀況。 

  又或者是將園內行政工作還給專業公務人員，讓專業的行政事務由專業的公

務人員來處理，使得教師回歸教學工作，各司其職，達到雙贏的狀態。 

2. 對幼兒園 

  在無法解決政策面的問題時，幼兒園可以做的是調整原本行政教保員的工作

職掌，讓他得以常態性的進到園主任的班上進行協助，一旦園主任不在，既不會

產生師生比不足的情況，也不會造成班級經營混亂的狀況，可說是一舉兩得呢！ 

3. 對國小 

  很多行政事務國小端都有各處室可以進行協助，如果各處室在處理國小業務

的同時，可以也協助幼兒園進行相關業務的處理，相對也減輕了園主任的行政業

務，讓園主任得以有更多的時間回歸班級之中。 

4. 對教師及搭班教師 

  園主任手上的行政業務繁多，若能適時地讓其他老師以組別分擔（如：教保

組、總務組、教學組等），每位教師做一小部分，也是一個折衷的辦法，讓園主

任更有多的時間留在班上，降低搭班教師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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