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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09 新學年即將來臨，一如往年，許多學校找不到教師接行政職，希望教育

部持續推動行政減量，並改善加給待遇。其實，教師無意兼任行政並非全然與職

務加給有關，依現行制度教師兼任行政職務除了有職務加給、相較於班級教師或

科任教師而言，另外也有休假獎金、國民旅遊卡補助，甚至還可支領加班費。單

純以薪資收入來說，兼任行政職待遇是比教師來得優渥一些，但即便如此為何教

育現場教師依舊沒有意願兼任行政工作？ 

筆者觀察，發現主要原因是教師觀念改變，覺得教學與班級經營才是中小學

教師的本質工作，另外還有校長的領導風格及對行政同仁與教師的關懷支持也會

影響教師的兼任行政工作之意願。 

筆者服務教育現場 20 年，深刻感受教學與行政應該是相輔相成，雙方面兼

顧才能造就學校經營、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三贏的局面，但在教育現場三贏局面

其實並不容易達成。當出現教學與行政產生衝突時，如何在現有法令及機制下兼

顧行政工作的需求及考量教師的立場，是現今學校經營的重點，本文將提出相關

學者之看法與筆者見解，並予以分述說明。 

二、教師職務編配的相關定義 

教師職務編配是指國民中小學教師除了本職－課堂教學之外，基於學校行政

需求與任務需要，依據國民教育法、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訂定之相關法令

及各校制定之分派制度，將行政工作編配予教師的過程。在編配的過程中常讓校

長與教師處於緊張或衝突的情況，而許多研究也發現，教師職務編配是困擾校長

及影響校務發展的問題之一。簡宏江（2002）指出，如何運用談判策略處理教師

職務安排議題，是中小學校長無法避免的難題。 

基本上，教師兼任行政職務分為：兼任主任、兼任組長、兼任導師及科任教

師等四大類。其中又以兼任總務主任和教學組長的工作最為繁瑣，讓教師們卻

步。陳翠雲（2008）認為，教師職務編配是學校組織衡酌職務需要，物色適合之

人選，使教師能發揮其專才或才能，以有效達成學校組織賦予之責任與任務。賴

靖玫（2008）認為，教師職務編配是學校為了保障學生學習權利、維護教師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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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兼顧學校行政運作效能所進行的教師職位安排，以期達到學校能有效教學的最

大目的。 

范熾文（2008）指出，學校透過人力資源管理，可以達成學校與個人目標，

並創造競爭優勢。陳忠豪（2010）在教職務編配的過程中，藉由適性客觀的建構

過程，形成共識與制度或規範，編配適才適所之職務，以增進教師專業成長、教

育熱忱與行政效能之提升。 

綜合上述研究，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是目前學校經營必須面對的挑戰，必須思

考藉由人力資源的有效運用及透過有用的策略進行職務安排，並顧及學生學習權

及教師工作權，達成學校校務順利運作的目標。 

三、校務需要教學與行政相互協作 

無論國中或國小都相同，教師兼任行政職務雖法有明文（教師法第 32 條），

也是多年來的慣例，但因員額編制的關係，國小教師似乎就比國中教師兼任行政

工作的機率高些。臺灣的師培系統在教師養成中的核心課程是領域教學技術，過

程中並無教授如何擔任行政職務的專業課程。 

事實是，教育體系要能順利運轉除了教師優質教學之外，還是要依賴行政人

力針對必要的行政工作進行處理，例如教學設備的採購、設備修繕、研習計畫、

學生就學的各項問題（編班、輔導、中輟等）與教育局(處)的聯繫等等，行政服

務教學，教學體諒行政的辛勞，說來容易。如果沒有教師願意接任行政工作，那

麼上列這些工作將無法順利進行，直接影響到學生的權益及校務運作。 

以總務工作為例，雖然有減授課措施，但一般教師仍不願意接任這個職務，

總務主任需要辦理招標、採購、修繕、零零總總繁瑣的工作，尤其是標案一不小

心可能還會有觸法的疑慮，其根本問題在於在師資養成的過程中，並沒有相關專

業知能的培養。而且總務人員依規定必須取得採購法證照，但是採購法的進修多

數是在假日開課，無形中又增加了兼任行政職教師的負擔，更讓教師卻步。若我

們以企業經營的角度來看，工作滿意度與服務品質彼此為正相關，當員工的工作

滿意度愈高時，較會提高其服務品質（毛筱艷，2010）；以此論點看學校組織，

教師如果不願意投注心力在行政工作上，勉強接了行政工作，恐會造成行政效率

低落，行政效能不彰，對學校整體運作不但無益，更有可能讓學校的工作士氣降

低，影響不可謂不大！ 

曾有一位教師兼任行政主任多年，他提到願意接主任是因為考量到，第一，

當自己單純只是一位教師的時候，設備壞了找總務主任、學生中輟找教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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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行為乖張找輔導主任，才發現原來這些兼任行政職務的同仁多麼辛苦，而且

這些職務必須要有人承擔。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校長充分信任、關懷及授權，讓

他覺得自己並不孤單，也了解到原來許多問題都是這些兼任行政的同仁默默地為

大家解決與付出，自己無形中受到這些同仁的協助而不自知，所以他願意接行

政。接了行政以後更能感受教學與行政應相互協作，才能讓校務運作順暢，受益

的還是親師生。 

四、行政職務如何分配有學問 

我國近年來許多學校倡議期盼教育部修法，將學校行政事務交由專責行政人

員處理，校長們似乎也樂觀其成。否則每到新學年度必須分配行政工作時，許多

校長均感到難以處理。依筆者觀察，臺灣教育改革推動多年，現場教師觀念逐漸

調整對教師工作的本質覺知產生變化，認為教師的工作是教學，畢竟術業有專

攻，行政工作若由經過國家考試的公務員來執行，讓行政工作專職化，將有事半

功倍之效。 

但在尚未完成修法前，學校的各項行政工作仍須有人負責、照表操課。親子

天下期刊報導，許多教師不願兼任行政，最後只能以抽籤方式決定（王韻齡，

2015）。如何讓教學與行政能夠共同合作順利推動學校各項行政業務？以目前花

蓮縣國中小學分配行政工作為例，約有幾種方式，積分制、抽籤制、輪調制、志

願制等。 

1. 積分制：由教師自訂職務積分計算辦法來分配職務。 

2. 抽籤制：在沒有人願意接任行政的情況下，全部教師參加抽籤。 

3. 輪調制：在會議中形成共識，依教師們的表決，決定擔任行政工作的順序。

工作輪調可以培養員工具有多項能力並擴展其多元觀念，也可以降低工作倦

怠（Jaturanonda, Nanthavanij, & Chongphaisal, 2006）。 

4. 志願制：徵詢教師們接任行政的意願。 

其實以上這些制度雖然各有優缺點，但各校依據學校條件做出共識與選擇，

或是學校多年的慣例依例成習，最後常落得只要行政工作有人做就好的最低標

準。但筆者認為，站在行政機關的立場，行政工作除了有人做，還要考量到效率

與效能的問題。吳清山（2002）指出，學校行政效能是指一所學校在各方面均有

良好的績效，它包括學生學業成就、校長的領導、學校的氣氛、教學技巧和策略、

學校文化和價值以及教職員發展等，因而能夠達成學校所預定的目標。以校長的

角度看，如果學校是一個企業，教師是員工，員工拒絕調動的態度，像是員工不

想學習新型態的工作，就是實施工作輪調的一大壁壘（King & Triggs, 200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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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校所面臨的不只是請人做事難，要找到穩定、了解學校生態和運作的人，更

是必須費一番功夫。 

前面提到行政效率與行政效能，筆者必須懇切地提醒，公部門最為人詬病的

便是沒有行政效率，所以，行政工作除了有人做之外，學校更應進一步關注組織

的行政效率與效能。所謂的行政效率（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學理上來說是

指，公共組織和行政工作人員從事公共行政管理工作所投入的各種資源與所取得

的成果和效益之間的比例關係。效率強調資源的有效利用，指以最少的投入，得

到最大的產出，也就是「把事情做好（doing the thing right）」。行政效能

（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重視組織目標的達成，重視結果，追求「作對的

事情（doing the right thing）」（摘錄自 MBA 智庫百科）。張潤書（2009）指出：「效

率是指運用資源的程度與能力，凡是能夠將人力、物力、財力，及時間做最妥善

的分配者即是效率；而效能則為達成目標的程度，是指資源運用以後所產生的結

果，凡是完全達成目標者即為效能。」 

五、從相關研究看有關學校對教師的職務分配方式 

學校的行政職務分配除了依照慣例或是選擇一種內部認為公平的方式進行

之外，也有學者進行學校行政職務分配的學術研究。依據（曾志平、陳怡靖及鄭

燿男，2015，頁 273）的研究，學校對於教師的職務分配，最好採取綜合制的分

配類型。綜合制是既考慮積分也考慮輪調與志願的綜合職務分配類型；綜合制的

職務分配類型，在教學效能層面及行政效能層面差異分析中，皆獲得較佳的教學

效能與行政效能。此與筆者前述，行政工作除了有人做，還要考量到效率與效能

的問題，可說是多了另一個可行的方法。研究亦顯示（曾志平等，2015），校長

尋覓兼任行政教師，應可從有意願學習與成長的教師著手；或是採取鼓勵的方

式，兼任行政雖然是負擔，但可提升教師的學習與成長。 

另外也有研究顯示，職務分配尚須考慮，適才適所、個人自我選擇、顧及教

師角色和組織關係（紀金山，2000）。站在教育行政的立場觀之，為了讓學校事

務能夠運作順暢，既有行政效率又能夠提高行政效能；校長在尋覓兼任行政工作

的教師時，建議可朝教師個人意願（有關工作效能）、適性、專長、有利未來生

涯規畫等方向進行，相信對於為學校覓得適合的行政人員會有幫助。其實筆者觀

察教育現場，發現多數學校還是有教師願意接任行政工作的現象不謀而合，針對

這些教師提供機會，經過一步步的行政歷練，參加主任儲訓、校長遴選，逐步成

就自己的生涯規劃。因此整體來說，教師兼任行政的意願應將個人生涯規劃列

入，較為客觀。 

近年來由於教師自主意識提高，學校內可能有所謂的意見領袖或是次級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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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對校務常常提出興革建言，相對地，他們的意見亦頗受教師的尊重。校長於

安排行政工作時，可以邀請這些意見領袖互相討論，不但能消弭中間的意見分

歧，更能讓更多教師了解，行政是站在協助的立場幫助校務運作，同時藉由意見

領袖的影響，也許能讓更多的教師願意擔任行政工作。 

另外行政工作龐雜也是讓教師無意願兼任行政的原因之一，是否能減少不必

要的行政業務，也是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師衷心的企盼。 

六、結語 

最後，在教師兼任行政相關法令尚未完備前，提供教育行政機關二點建議，

期能營造教學端與行政端的平衡，第一，學校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困難與問題已

非一朝一夕，教育行政部門應以嚴肅的態度正視此問題，應盡快從法令和制度面

研議具體且可行之解決策略。第二，在尚未解決教師兼任行政的問題前，能夠檢

視業務評鑑與訪視的必要性，統整出一套檢核業務的方式，讓教師在兼任行政上

盡量精簡評鑑與訪視的準備工作及資料整理的時間，讓行政運作更有效率，如此

方能提高教師兼任行政工作之意願。 

學校是由學生、教師和所有行政人員所組成的教學場域，如何讓這個大齒輪

能夠轉動，而且是順暢有效率的，除了校長，更有賴身處其境的每個人的付出與

努力；凝聚對學校的向心力和共識，共同打造一個友善的職場環境，相信更能降

低行政人力難覓的困境。 

無論採何種方式編配教師行政工作，筆者認為均應以尊重、理性和溝通的方

式進行，讓教師們了解兼任行政對學校和學生的貢獻，而學校的大家長-校長，

也請不吝誇讚與擁抱教師們，相信溫暖的關懷能讓教師更樂於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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