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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問題之我見 
何美瑤   

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專任輔導員 
何俊青 

國立臺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一、 法源依據與評述

民國 88 年 1 月 14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民教育法增修條文，公立國民中小學

校長遴選制度之時代正式來臨，105 年 6 月 1 日修定的國民教育法第九條有關校

長遴選制度，其條文內容及逐項評述如下：  

第一項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各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應為專任，並採任期制，任

期一任為四年。但原住民、山地、偏遠、離島等地區之學校校長任期，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有關第一項條文內容，原住民、山地、偏遠、離島等地區之學校校長任期，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外，各縣市的國民中小學除了少部分的地方政

府實施實驗中小學學制，校長任期另有規定外，一般任期都是一任四年。 

第二項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長在同一學校得連任一次。任期屆滿得回任教職。有

關任期屆滿回任教職，對於各縣市現任的中小學校長確實有諸多難以實施的

困境。 

第三項 
縣（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由縣（市）政府組織遴選委員會就公開甄選、

儲訓之合格人員、任期屆滿或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校長或曾任

校長人員中遴選後聘任之。 

第四項 
直轄市立國民中、小學校長，由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組織遴選委員會就公開甄

選、儲訓之合格人員、任期屆滿或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現職校長或

曾任校長人員中遴選後，報請直轄市政府聘任之。不管是縣（市）政府或是

直轄市政府在第九條第三項第四項的條文中，都有明定： 「組織遴選委員

會……遴選後，…聘任之。」而遴選委員會各縣市的組成代表人數不一，訂

定標準以符應各縣市的遴選實際狀況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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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 
前三項遴選委員會應有家長會代表參與，其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一。遴選委

員會之組織及運作方式，分別由組織遴選委員會之機關、學校定之。家長會

代表參與比例，其立法原意是希望家長會一定比例以上的參與，能夠讓學校

選出更適合該校的校長，而各縣市的家長會或是其他組織代表，是否能落實

原本的立法精神，視其組織人員的公民參與素養而定。 

二、實施效應與問題 

根據國民教育法修正規定，國中小校長聘任採「校長遴選」制度，目前各縣

市教育局研擬的遴選辦法引發諸多意見及討論，下面我們就針對修正後的效應與

問題，加以討論。  

(一) 實施效應  

談到校長遴選，很多校長會覺得似乎像是市場中的貨品，所以多數校長對遴

選持抱持著消極又不得不面對的態度。遴選可能帶來的效應如下：  

1. 校長因為遴選制度，可能會將一些選舉的文化帶進校園，因為校長若想連任，

就非得在任期內有所作為，維持校園內的和諧受到挑戰。  
2. 校長受選票箝制，為了得到校內的票數，可能原本的治校理念無法發揮，延

緩學校求新求變的期程。  
3. 遴選委員難免遇到壓力團體，可能因不同的團體，而模糊原本遴選的立法原

意。  
4. 當前遴選制度，校長必須勇於自我推銷，可能會使遴選有利於具有自我行銷

特質的候選人、或是某些不可改變的天生因素(例如：性別)。  
5. 校長遴選制度提供了校園各個不同組織表達意見的途徑，也開啟了校園民主

的氛圍與加深了公民參與的素養。 
6. 校長遴選制度提供了候選人有更多元接觸不同人脈的機緣，以及拓廣候選人

本身看待事情的視野。 

(二) 遴選問題  

遴選制度實施後，無論是遴選者本人，各個學校的遴選委員成員或是縣(市)
政府、直轄市政府的遴選委員會，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因應各方壓力團體後而產生

的問題，大致條列如下： 

1. 委員會由哪些團體組成，比例各占多少，才能選出真正合適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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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遴選委員的素質涵養如何評定？  
3. 家長會代表不能少於五分之一，雖然增加了家長對校務的參與，如何產生具

有代表性的家長委員？  
4. 明星學校的校長競爭激烈，偏遠地區的校長卻無人問津，如何解決偏遠地區

校長的供需問題？  
5. 如果遴選失利，校長如何回任教師？回任原校或是他校或是其他合適的單

位？讓校長能夠華麗轉身，適才適用？ 
6. 若在同一縣市中，校長出缺情形嚴重，基本遴選委員怎麼能夠在有限的時間

內完成全部的遴選工作？  

(三) 回任教師問題  

校長回任教師，看起來簡單，其實困難重重，在回任教師方面可能遇到下面

的問題。  

1. 回任教師制是沿用大學校長回任教授的方式，但是大學與中小學的狀況並不

同；大學教授負責教學與研究，學術地位崇高，擔任校長只是多了行政上的

工作，教學與研究並不會中斷，所以回任並不會造成太多困擾。  
2. 中小學校長負責推動教育政策，處理學校大大小小事務，任期內常會因為推

動校務而得罪學校教師，校長回任教師時，過去的是非可能影響人際關係，

讓校長回任教師後，不如預期所想的回歸教學工作之情況。  
3. 回任教師的舊校長與新校長難免有倫理上的考量，或面對外界人士的不同眼

光。  
4. 校長若欲回任原校教師，原校沒缺，到他校應聘不見得被錄用。教師任用是

由教評會決定，若學校有教師缺額，教評會不願接納時，沒有相關法源保障

校長回任教師的條文。 

三、結語 

目前這套措施，因各縣市仍有許多尚未完備之處，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訂定

一套健全的委員會組織，及合宜的運作模式，讓遴選的紛爭減到最低。   

至於回任教師部分，目前面臨的困境是，校長回任教師後的工作權沒有受到

保障，應該建立完善的制度，讓回任教師的校長在工作權上得到保障。如能建構

教師分級制度，校長回任教師可依年資計算，成為資深教師，發揮教學領導長才，

作初任教師的指導者或研究風氣的推動者，或者可以依其年資轉任督學或其他相

關研究崗位，以利整體教育的健全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