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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幼兒園主任角色與任務探究 
李翠華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生命教育在職專班研究所研究生 

 
一、前言 

    公立幼兒園在近年來廣設之後，進用人員也隨之增多，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

個負責規劃與帶領園內教學與行政等方面有一個前導的領導者，依據教保服務人

員條例第四章第 20 條規定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應設置主任一人，由校長就幼兒

園教師或教保員間選擇聘為專任之。在校長就教師與教保員之間的選擇實施上，

仍有許多的困難點，對於幼兒園的行政工作有許多的盲點，讓幼兒園行政工作的

延續性有盲點。例如在主任任職上有的以一年一任，有的好點是二年一任，再行

政的延續上除非園內教師在協調性表現是優質的，否則行政工作在推動上常面臨

許多困難。 

    少數幼兒園是秉持上述條例進行聘用，被付託的工作，班級數少除了教學要

兼行政工作，在教學與行政上如何平衡，成為公立幼兒園園主任的課題。接了行

政工作大多數教保服務人員都持著一顆戒慎恐懼的心，難免會想有任期制比較好，

趕快做完避免節外生枝，因此，行政工作上只要如期完成，也就不管其他在園內

的建設，讓幼兒園的規劃，只能在原地踏步，短期看來平安無事，就長期發展的

分析，不但行政無法支援教學情境，也無法成就教師的教學精進，這對於公立幼

兒園的園務發展實屬下策。 

    公立幼兒園的主任無論是兼任或是專任，在行政面上與教學面上、親職教育

方面都應該要有遠景與規劃，大多數教保服務人員對於行政工作是比較陌生，心

裡擔心的層面可能都非我們所能想像的，因此，對於幼兒園兼任專任主任的角色

與任務，都應要有明確的規範與制度。                                                                    

二、公立幼兒園主任的角色與任務 

    公立幼兒園主任的角色其實要分好幾個層面去探究： 

(一) 行政的規劃管理者：對於整個園的短、中、長期的發展要有一個實務的規

劃。環境規劃、教學管理、一般事務的處理流程、安全的處理流程都為範

疇。 

(二) 教學的領導者：針對教學的引導與申請相關輔導經費，輔佐園內教師在教

學上精進與教學方法前進工作，對幼兒的學習也應有對幼兒年齡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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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校宣傳的行銷者：企業要行銷，同樣的學校也需要有企業家的精神，行

銷自己學校的優點，吸引家長對本園的課程與教學方式有興趣的行銷策

略。 

(四) 行動的檢討者：針對幼兒園內，無論是教學或是教師在管教態度上的合宜

規範，把握重點的反省與改進方向，才能讓幼兒園走向更好的發展。 

(五) 危機的處理的模式：面對危機處理，要有一套流程，尋求學校行政體系的

協助，不能單打獨鬥，必須要與小學行政端建立量好的互動模式。 

(六) 工作的協調者：公立幼兒園雖然隸屬國小的一部分，處處要與各處室進行

協調，不可閉門造車，幼兒園主任聯繫的工作，就顯得異常重要。 

    向念華 （2018）在國小附設幼兒園主任之壓力與困境中說明為何公立幼兒

園每年兼任的遴聘中會有阻力，說明幼兒園教師在以上工作的說明，是真的不容

易，每個人面對與承受壓力的程度不一樣，必須要化解心理的壓力，才能圓滿主

任的角色與任務。 

三、公立幼兒園主任之聘任制度 

(一) 法規僅有聘請或遴選 

    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四章第 20 條規定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應設置主任一人，

由校長就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之間聘為專任之。並未敘明任用期限或是要有的規

章條例，也就隨各園教師在園內建立另一種規則制度，導致幼兒園的主任行政兼

職無章法可循，是該要有個統一的標準。 

(二) 幼兒園主任無考試及聘期制度 

    相較公立幼兒園園長的遴選、任期，在 前述規章的第 20 條中，還有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訂定。考試制度雖然比較繁複，對於有志從事行政的教保服務

人員，總是具有一種賦予神聖使命的責任感，不會有逃避的心態或是推諉卸責的

態度。 

(三) 制度不明確 

    制度不明確，影響幼兒園的正常發展，造成園內教保服務人員各自為政，無

法達到全園合作，教學模式故步自封，宛如一攤死水。學校環境缺乏整體規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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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經費建設改進，教學環境顯得老舊，影響幼兒在環境學習到對美感教育的境

教。尤其是新設校或是偏遠學校或是資深主任退休，後繼無人，造成銜接上的困

擾。 

四、強化幼兒園主任行政角色與任務的制度規章 

    教保服務人員人才濟濟，用考試制度取材對於目前而言會緩不濟急，但制度

可以從長計畫，由於公立幼兒園班級增加的速度在目前而言是快速，要滿足家長

的需求，不是只有數量就可以滿足家長的需求，量的提升是表面的，職的提升是

內在的，光鮮亮眼的成績是一時的，真正需要為幼兒園用心付出的人才，才能延

續公立幼兒園的金色招牌。 

    以國小的處室主任，大多是經過甄選、推薦、層層把關，遴選適任行政工作，

也能延續或推展教育政策，創新教育方向，讓學校的發展特色呈現。反觀幼教的

行政工作也是非常繁複，兼教、總、學、輔導，與國小四個處室的工作依樣繁多，

需要有制度的成就，規章的支持，一個完善的制度，幼兒園的行政工作才會有永

續經營。 

(一) 依幼兒園的規模設置不同的制度 

1. 規模在五班以下的（含）公立幼兒園，可以園內遴選的制度，並以三年為限

期，其他教保服務人員必須協助與合作的態度，在行政職掌上，每個人都須

兼任部分行政工作，不分教保或是教師，都是幼教人，彼此尊重、合作。 

2. 規模在五班以上的公立幼兒園，比照園長遴選制度，擇優選擇，設置其任期

制，並可於任期期滿，在原單位續任一次。任期屆滿後可以依照遴選制度再

填志願，選擇不同區域的幼兒園調動。 

3. 實現幼托整合後，幼托一家親，公立幼兒園與公立國小附設幼兒園本質是一

樣的。人才互留（流動），在制度上不衝突，也可以增進相互觀摩的機制。對

於任職行政工（兼任教保組長、保育組長、總務組長）作多少年可以參加遴

選，是鼓勵有志人員的鼓勵制度上的措施。 

(二) 行政研習不可流於形式 

    必須有實質的幼兒園行政實習，時間的長短可能要建立一個基本的時數，利

用寒暑假時間進行行政實務工作的研究，增加教保人員對行政更深切的認知，去

除心理的壓力與負擔，給予正向積極的面對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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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內遴選制度的推手 

    校長兼任園長對幼兒園主任條件的初步遴選，是推薦參與公開甄選的推手，

校長是對主任最了解的人選，必須要有校長支持的推薦函支持遴選制度。 

(四) 儲訓制度的建立 

    在陳惠珍（2014）國小附設幼兒園主任編制之立法與落實性析論中有一段屏

東縣教育局吳科長的話「附幼的主任要像國小的主任一樣，除了增能以外，必須

先建立儲訓增能制度，再來接附幼的主任工作」。值得教育單位正向思考，如果

這樣的想法能夠成立，幼兒園行政工作就是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讓每位

幼兒園主任面對行政工作的難易度就游刃有餘。 

五、結語 

  幼教工作必須是永續經營，持有正向的教育發展方向，不應有得過且過的心

態，過一天算一天，幼兒的基礎學習過程是很重要的，不能因為我們的一念之差

而讓幼兒的學習發展，停滯不前。幼兒園行政的推行，需要有心為幼兒教育盡心，

幼教才能一片光明遠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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