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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學務工作人員的挑戰與因應 
呂國興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班學生 
 

一、前言 

近年來，校園民主意識高漲，在學校擔任行政職的教師意願日益低落，每到

暑假期間，便是一波行政逃亡潮的時刻。在工作量及責任加重的情況下，不少老

師把兼任行政視為畏途，能閃則閃，能辭則辭（蕭福松，2020）。處室行政人員

不願久任、流動頻繁，致使許多業務青黃不接、工作窒礙難行。這樣的處境下，

願意留任甚至於久任行政職的教師必將越來越少，學校行政推向專業化與效率化

的目標將更加遙遠。 

學校處室當中的學務人員每天處理數不盡、不可控的學生與家長問題，流動

頻率更是不遑多讓。在國民小學編制下的學務處囊括了生教、訓育、體育、衛生

四組，而組織分工則視學校規模調整。少子女化趨勢下，孩子們都是父母親的心

頭肉。面對學生管教不易的棘手問題，行政人員身為教師的後盾，往往得扮演著

黑臉。但是黑臉難為，大家總是能避則避，最後留下的往往只剩下年輕一輩的初

任老師，甚至由代理教師接任行政業務，讓擔任行政職有如水鬼抓鬮交替般的可

怕。是以本文探究學務生態的現況、學務人員的逃離因素、解決策略，並據以提

出建議，以供相關單位及人員參考。 

二、學務生態的現況 

學務處的全名是學生事務處，處理學生的校園安全、品德教育、性別平等教

育、校外教學、學生朝會、導護交通安全規範、健康促進、校園環境衛生、資源

回收、環境教育、體適能檢測以及各種偶發事件等，學務處轄管業務繁雜、包山

包海，在面對工作量持續攀升的現況下，願意守在崗位上長期奮鬥的老師也就漸

漸的變少了。 

在偏鄉的小校更是惡化。偏鄉學校的學生人數雖少，但編制內的老師人數更

少，即使某些主責業務會因為人數較少而相對來得輕鬆，但當一個老師兼任的是

被當兩個用，甚至三個行政職務時，即使學生人數少，加起來並不比大校的一個

行政職務來得輕鬆。有時候接手的往往都是初任的新手教師，甚至是代理教師也

難逃離接任行政的命運，學校在招考時便直接表明錄取後擔任的職務（梁憶靜，

2020），更有學校大量招考代理教師擔任組長（馮靖惠，2020）。老師們面對一上

任什麼也不懂，也不一定找得到前手可以請教的時候，學務處業務推動上便漸漸

的荒腔走板、窒礙難行，倘若學校要發展特色或運動社團等都難有建樹。學務行

政人員的斷層更會牽動專業人才的欠缺，當老師們逃離基層的組長職務，進而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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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未來欠缺行政歷練、願意擔任主任、校長的老師越來越少，對往後的學校行政

體系勢造成莫大的威脅。 

    此外，十幾年來的學校工作量日益增加，舉凡環境、品德、租稅、國防教育

等對各項教育議題的重視並融入學校教育在想法上固然是好，但在要求，當然在

學務行政人員肩上的重擔也沒能少過，自然減少教師擔任學務工作的意願。在

2019 年五月通過的《教師法》第 31 條第 7 項增列了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

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的義務。但擔任行政工作的勞役不能均衡，若只是一味

的要求、規定老師必須擔任、不得拒絕行政工作，或許在法規上解決了人力的問

題，終究仍無法提升教師擔任學務工作的意願，此為學務工作推展的隱憂。 

三、學務人員的挑戰來源 

古人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教師不願意兼任行政職的因素絕

非偶然，或者單一因素。舉凡公文繁雜、協助各種宣導推廣訊息、處理校內學生

紛爭、偶發傷病事件、行政溝通不易、加班工時過長、無止盡的評鑑與訪視等，

都造成學務人員極大的困擾。茲分析學務人員的逃離因素如下： 

(一) 學務人員承擔壓力及責任繁重，許多業務被迫限時完成 

    近年許多新增的法規、法令推動之後，學校單位便存在著時間壓力。校安事

件依規定分成「緊急事件」、「法定通報事件」、「一般校安事件」，三者分別於 24
小時、72 小時、7 天內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如未能及時通報，學校亦承受到相

關連帶責任。此外各校也有著不少的數據填報，以及公文都存在著時效問題；在

工作上也存在著許多繁瑣的事務，例如各校每年推動的健康促進計畫，在政策推

動的過程中也精算著相當多的數據資訊，務求有效的改善學生健康狀況。但編寫

計畫的辛苦，以及對各項數據的分析了解，著實增添著處室內的承辦人員壓力。 

    此外近年新增的業務工作也一點一滴的壓縮學務人員的時間，難以招架。再

加上各校近年陸續收到許多與學校教育較無直接相關的公文要求學校協助宣

導，例如宣導公車讓坐、反賄選、參觀花博等事項，在平時老師都會進行教學及

宣導，若不減少此類公文，再多人力皆是徒勞（蔡田，2017）。時間緊湊的狀態

下，非必要性的業務宣導、推廣讓工作的彈性空間變得更少，也難使學務工作有

更多發揮的可能性。 

(二) 學生問題複雜，管教不易、黑臉難當 

    小孩生得少，父母親的心肝寶貝，自當是疼愛有加。但依據內政部統計署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12），頁 100-105 

 

自由評論 

 

第 102 頁 

（2020）指出，2019 年離婚率已攀升至 8.78%。被溺愛或是家庭功能失衡的孩子

比率遠比過去來得多。除此外，近三年貧富差距增加，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20）
數據指出，收入前 20%家庭收入與末 20%家庭收入差距達 6.10 倍，亦為近七年

來最高。為求生活穩定，增加了工時也相對的減少了陪伴孩子的時間。再加上導

師在教學上、班級等事務上的繁忙，相對減弱了平時對學生狀況的掌握度。許多

潛在的問題在各個支持系統上漸漸的弱化之後，加乘起來的負面影響就相對地增

加了。 

    學務人員協助導師管教學生問題時，難免得扮黑臉。但學生管教問題也是動

輒得咎，再加上案件層出不窮，倘若一時處理不慎，更是成為媒體焦點且恐讓自

己挨告，牽扯進更多的麻煩。 

(三) 教學行政衝突，業務推動困難 

    學校的行政業務繁雜，校內同仁各有各的辛苦，易流於本位主義。但是當校

內的老師們因所屬不同的職位，導致不同立場，在業務推動上產生對立時，工作

的進行便顯得困難許多。像是平日的政令宣導及校內外活動等需要導師配合的事

項，或者是礙於上級壓力，主管機關來文交辦的工作事項與教師課堂上的教學進

度衝突等，讓學務業務執行顯得複雜艱困許多。 

    教學行政各司其職，亦是各有辛苦。但無論是為了孩子，或是處理上級交辦

事務。業務推動不易是現實問題，亦有待改善。 

四、解決策略 

    面對行政荒，確實造成了許多老師逃離行政職務，除了堅守崗位之外，也必

須嘗試找到解套的方案，筆者針對上述的三個問題分別提出策略如下： 

(一) 教育主管機關宜簡化、減少行政工作量 

    106 年師鐸獎頒獎時，蔡英文總統公開宣誓行政減量（陳國維，2017），新

北市政府更於 2019 年 1 月的校長會議上宣布停辦校務評鑑（王揚傑，2019），減

少行政工作量是必然的趨勢；桃市府則是從 105 年起陸續修訂「桃園市國民小學

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實施要點」，減少行政人員授課時數外，更進一步的增加小校

的行政人員編制（桃園市政府，2020）。 

    近幾年各縣市亦積極辦理研習活動，舉凡初任教師研習、學校行政人員研

習，如生教組長研習、總務主任研習等活動都在持續地進行中。不僅是促成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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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間的溝通互動，讓大家不再是單打獨鬥的處理學校事務，更能一同找出解決

問題的方法。 

(二) 妥適面對個案，確實落實三級輔導模式 

    透過三級輔導模式，讓導師、科任老師、學務處、輔導處等夥伴能夠視情節

輕重介入協助。而執行層面上亦需確實分級，輔導個案便如同醫療分級制度般的

讓每個個案都能得到最佳的支持，共同承擔與分散學務人員的壓力。 

(三) 教學行政同心，確立輪替制度 

廖勇潭（2007）認為建立行政團隊和教師團隊的輪替制度，並加強行政人員

的橫向溝通，可以減少教師及行政人員間的矛盾與紛爭。行政業務運作要能夠順

暢，不僅取決於個人的行事風格，需要團隊合作，更需要處室內、處室間的橫向

溝通，以及對上級單位、對班級導師縱向的溝通在彼此都能以對方立場的角度著

眼時，自能讓學校減少內耗，讓校園更加溫馨和樂。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對學校而言，無論在哪個位置上，能夠留住人才方能站穩腳步力求未來發

展。如果擔任行政職的同仁年年換人年年抽籤，甚至要求代理教師擔任行政職

務，則校務發展難求穩定不易成事。學務工作關乎友善校園的維繫、學生品格陶

塑及日常校園生活作息的運作，因此學務工作人員肩負的重責大任不可小覷，鼓

勵優秀教師投入學務工作刻不容緩。 

(二) 建議 

    為使學務工作順暢、學務人員穩定，提出以下建議： 

1. 教育主管行政機關 

    行政事務的推動完善，在嚴謹的規範之外，也要有些彈性。減少與學校不相

關的公文或政令宣導，自能使學校運作更加順暢，給予學校信任及更多彈性自主

的空間。 

2. 學校行政團隊 

    學校運作從來就不該是單兵作戰，而是團隊合作的展現。若能彼此相互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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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的推動則相對順利的多。營造學校的正向氣氛並且提攜後進，自能吸引更多

的老師加入行政的行列。 

3. 學校教師 

    教師生涯發展多元，自然更可以勝任愉快。倘若老師始終堅持在同一個位置

上，不願多方涉略行政職務挑戰，那麼就少了更多可能的歷練與發展機會；若老

師換了位置後，便能從更多元的視角去了解行政事務的全貌。那麼校內的導師與

行政就會少了很多對立的可能性，自然也能讓學校校務推動更加順利。更能夠讓

老師累積了相關的行政經驗後進而邁向主任、校長的路線奉獻。 

4. 學生家長 

    學生家長應撥冗參與學校活動，除可增加與孩子陪伴的時間，亦能了解孩子

在校的學習狀況。多了關心與陪伴，亦能減少很多不必要的問題發生。孩子的成

長需要親師間的溝通與合作，讓學校生活變得多采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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