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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校長遴用模式評析 
張信務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小校長 
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副理事長 

 
「有好校長，才有好學校；有好學校，才有好教育」，教育是國家希望的工

程，而校長正是希望工程的總舵手，執行教育政策與領導課程教學，奠定教育基

石的關鍵樞紐。校長是任期制，任滿須參加校長遴選，也影響學校領導者的選擇

與整體發展。因此，各縣市都非常重視校長遴選的歷程，莫不以專業公平與多元

參與為主軸，期望能為每個學校遴選出優秀適任的校長。 

綜觀目前各縣市中小學校長遴選，存在著不同的模式，也各有優缺點，然而

近年來相關遴選爭議仍時有所聞，常躍上新聞版面受到社會關注，除了造成參與

遴選校長的困擾，更造成學校與社區的不安，影響甚鉅。而其中的遴選代表更是

重要關鍵，有部分縣市採行固定委員制，也有加入受遴選學校的浮動委員，形成

了不同的遴選樣態，也造成各界不同的評論，以下僅就長期的觀察提出個人看

法：論文格式說明 

(一) 固定委員制的優點 

1.多元參與 
遴選委員依遴選辦法選出，有行政、學者專家、校長、家長、教師(獲師鐸

獎、教學獎等優先推薦)等組成，均具有教育資歷與聲望，代表性高。 

2.過程周延 
(1) 訪視：先由各區督學於 4 月底前進行校內問卷與彙整校長任期內現(含教育

局各科、績效)、並提供校務評鑑、校長評鑑結果作遴選參考。 

(2) 審查：參與遴選校長繳交現任學校經營報告書與前三志願學校校務經營企

劃書，提供遴選委員審閱。 

(3) 面談：由遴選委員進行面談，給予極力推薦、推薦或不予推薦的建議，再

進行合議討論。 

3.民主合議 
遴選委員就參與遴選校長資料審閱、問卷調查、面談結果等進行合議制遴

選，為學校聘任最適合的校長。 

(二) 學校浮動委員易產生的問題 

1.領導困境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0，9（4），頁 37-39 

 

校長遴用 主題評論 

 

第 38 頁 

因為有浮動代表，所以浮動代表要求要有校內投票，浮動代表才依據校內投

票結果到遴選委員會投票。但是校長兼負行政與教學領導，帶領老師推動各項教

育工作，如由教師來投票，四年任期到了就和校長算總帳，校長將處處受縛。 

2.疲於奔命 
因為要校內投票，所以校長就得到教師會和家長會分別舉辦的治校理念說明

會報告，校長就像政治人物，也像水果攤上的水果，任家長和教師挑選。 

3.參與率低 
由於治校理念說明會辦理時，教師和家長並無法全數參與，也無法全程參與

聆聽，因此教師會和家長會也會運用消息散布手法，讓候選校長無機會澄清的狀

況下落選。 

4.互相角力 
當校內家長會和教師會對候選人意見不合時，就在校內相互角力，也會互相

運用民意代表對教育局施壓，而形成對峙的局面，也對學校產生不良影響。 

5.橡皮圖章 
當校內家長會和教師會對候選人人選相同時，遴選委員會就可能尊重學校的

抉擇，不敢有不同的決定，可能淪為浮動委員的橡皮圖章。 

6.易受操作 
由於要選出校長遴選候選人排序是校內投票機制，參與投票為各群組代表，

人數不多，因此少數人就能左右選舉的結果，校內推選易受操作，投票結果無法

顯現全體成員的意見，對於參與遴選校長造成不公。 

7.時程漫長 
因為有浮動代表，所以候選校長報名幾所學校，萬一一直沒遴選上，就要不

斷進入遴委會報告，因為每一場的浮動代表不同，也因此遴委會要開很長的時間。 

就以上分析，提出下列建議，期能藉供健全各縣市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之參

考：首先，在校長遴選代表方面，應採固定委員制，除行政代表外，應由多方推

薦代表，並建議相關必備資格，方能有效遴選校長。 

其次，為有效評估校長的校務經營表現，作為遴選之重要參考，可輔以學校

訪視與辦學績效評估，亦可訪談教師、學生與家長，以了解校長辦學的具體績效。

另外，校長評鑑應結合績效責任制度，除繼續強化現有的中小學校長相關考核措

施外，校長應依據參加遴選時所提的辦學理念，參加遴選前應提出現職學校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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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與未來學校的經營理念書面報告，作為任期屆滿校長申請連任或轉任他校

遴選時的重要文件。 

最後，各縣市辦理中小學校長遴選時，宜持續強化公開、公正及民主、開放

的精神，跳脫政治干預。並建立校務經營預警機制，適時提供校長發現校務經營

的問題，能及早因應與解決。亦可推薦資深優秀的校長參加全國校長協會辦理的

校長專業支持系統-師傅校長培訓工作坊，取得師傅校長證書，並有效輔導初任

或校務經營遭遇困境的校長，避免遴選時才產生問題，造成教育的損失。 

總之，培育校長並不容易，遴選適任學校的好校長更需嚴謹，就目前各縣市

中小學校長的遴選制度，如能就上述建議做整全式的系統思考，並扣緊每一個相

互銜接機制，應可逐步建立完善的校長遴用體制，讓每個學校有好校長，更讓每

個校長找到好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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