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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行政長久以來一直學術界研究的重要議題

，它在學校教育的推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學校行政是處理有關人、事、物等一切學校教育資

源的手段，是要整合校內各種寶貴的教學人力、物

力資源，以及校外豐富的可開發不可依賴的社會資

源，有計畫、有組織的投注到學習者一連串的學習

活動中，達成學校教育目標（陳寶山，2005）；

學校行政乃學校教育之一環，其任務在支援教學（

范熾文，2006）；學校行政係指依據教育目標與

法令，對相關之學校事務，進行經營管理，以達到

既定目標與績效的動態歷程（秦夢群，2007）。

由上可知，學校行政乃在有效整合與開發教育資源

，透過教育目標、法令與政策，進行學校教育績效

品質的管控，以實現優質學校教育，因此學校行政

在學校教育工作所扮演的角色，其重要性不可言喻

。

近年來世界各國在學校端都面臨了相同的學生

問題而感到困擾，無論是在學業、行為、社會或是

情感方面，諸如Al-Zaki與Khattab（2012）調查

研究發現，學校行政管理在防止中學輟學方面有高

度的效果；Al-Shehab（2013）的研究也顯示，

學校領導者在遏制學生自殺有高度的成效；

Hamadneh（2014）的研究調查顯示，學校行政管

理在減少學校暴力現象方面的作用很高，這些問題

已成為實現學校最終目標的主要障礙，而最重要的

即在學校應提供能滿足學生、教師和員工需求的環

境（Anastasia & Angeliki, 2008）。學校行

政與教學相連，是校務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核心

。學校發展需要行政領導，是故優質的行政團隊才

能提供高品質的專業服務，讓師生能有效的教與學

，提升教師效能、解決學生生活與學習問題，進而

創造學校教學績效。

人類行為的發生，關係到到相當多的因素，諸

如需求、動機、行動、意願、目標等，這些因素所

產生的行為並非各自獨立，有可能同時伴隨產生（

Deese & Hulse, 1967）。近年來，隨著教育改

革與社會環境變遷，學校行政業務日益增加，加上

業務本身所牽涉的專業能力（如十二年國教課程改

革），讓不少教師對於兼職行政，只敢遠觀，不願

親身力行，加上導師費入法後，原有的行政加給不

再具有兼任行政的誘因，因此，教師兼任行政工作

成為學校領導者的頭痛課題。林曉雲（2016）指

出，全國校長協會曾建議政府首要解決中小學行政

荒及校長主任大逃亡問題，行政支援教學理想不該

淪為口號，政府教育經費的分配應符合公平正義，

為教育永續經營做通盤考量；鄭惠仁（2015）談

及，暑假對許多校長來說是最難熬的時刻，因為新

學年度行政職找不到老師接手等，都是當前學校行

政面臨的困境。如果未來的學校行政主管，只能採

取輪流、抽籤的方式，來決定人選，則未來國中小

學的行政品質令人堪憂（鄭燿男，2017）。學校

行政也面臨價值思維的衝擊，諸如民主法治、教育

體制、教師意識、家長參與和學生自我意識覺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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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之論述得知，國內學者強

調，學校行政在為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提供最佳

服務品質，將校內的人、事、財、物等資源，運用

行政理論、科學、有效及經濟的方法予以經營管理

，以達成教育目標，這是從比較工具性、微觀的觀

點，來闡述學校行政的意義。再從國外學者對學校

行政的論述得知，學校行政以學生學習為中心，與

社區一起合作，幫助學生全人發展，成為良好公民

；這是從比較理想性、鉅觀的觀點，來闡述學校行

政的意義。研究者認為，學校行政為達成政府政策

與教育目標，必須有效統合人力、物力與財政資源

，因此，學校行政工作涵蓋的場域與人員不會侷限

於學校內部，應兼顧學校外部資源的整合，方能竟

其功。因此，統合上述國內外論點，更能有效闡述

當前學校行政的現狀，它不僅涉及學校內部範疇（

如學校願景與教育目標、領導管理、人員專業能力

與意願、學校生態與文化、辦學品質等），更涵蓋

學校外部因素（如教育政策與制度、社區、家長、

政府機構與民間團體等）。

由上可知，學校行政多元且複雜，包含學校內

部與外部多項事務，若學校教育人員專業能力不足

，無法獲得適當的成長；執行學校行政工作未能獲

得領導者與同儕支持；繁重的工作負擔，壓縮與家

人相處時間無法獲得家人的支持，將可能影響教師

兼任學校行政人員的意願。

影響教師兼任學校行政的因素可能來自於本身

與投入學校教育工作後所獲得的相關訊息，今將教

師兼任學校行政的相關研究與論述說明如後：

蘇傳桔與伍嘉琪（2018）兼任行政教師之工作

困境可從「行政事務管理」、「學校組織文化」、

「個人系統思考」、「組織人員編制」等方面加以

探討，其中行政管理包括行政事務範疇廣及業務繁

多，全面及熟稔的行政管理經驗不足；學校組織文

化包含行政科層與教學專業的雙重系統並存於校園

，形成矛盾的組織文化現象；在個人系統思考方面

包含缺乏系統思考與周延規劃，面臨溝通與協調問

題。蘇傳桔等人（2018）研究發現，兼任行政工作

教師之工作困境，則可歸納為四個方面：在行政事

務管理方面：學校行政事務範疇廣泛，各處組執掌

業務繁多且雜，難發揮學校行政功能，且超時超量

的行政工作，同時也考驗行政教師體力負荷。在學

校組織文化方面：校園中並存著行政科層與教學雙

重系統，有時因立場、考量等不同，容易引發對立

或衝突現象。在個人系統思考方面：多數行政教師

於職前教育或在職進修時未能具備系統性的行政專

貳、學校行政的意涵

參、教師兼任學校行政的相關論述

，學校行政與教學系統關係緊張，學校教師對擔任

主任、組長等行政工作意願不高的運作危機（顏永

進，2016）。綜上可知，當前學校行政隨著環境

的變遷與政策的改革，已讓身處教育現場的教師望

而卻步。然究竟哪些因素影響教師兼職學校行政的

意願？有無適當的策略可改善當前面臨的困境？實

乃今日教育工作者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

近年來國內學者對學校行政的詮釋雖有不同見

解，但談論內容較偏重於校內，諸如鄭彩鳳（

2008）提出，學校行政乃是學校依據教育之原理

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運用有效及經濟的方法，對

於學校組織相關的人、事、物、財等要素，做系統

化的經營管理，藉以促進教育進步，進而達成學校

教育目標的一種歷程。陳俊瑋（2011）認為，學

校是一個正式的教育組織，學校行政是學校組織運

作重要手段與策略，所以學校行政具有特別的意義

。謝文全（2010）認為，學校行政乃是對學校教

學以外的事務作系統化的管理，以求有效而經濟的

達成教育目標。學校行政所做的則大多屬於執行工

作，政策性的決定較少，其影響只及於學校內。任

晟蓀（2010）認為，學校行政乃學校依據教育原

則，運用各種有效的行政理論與科學的方法，將校

內人、事、財、物等，做有效的領導與管理，使校

務能順利運轉，從而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之歷程。

吳清山（2014）以為學校行政乃是學校機關依據

教育原則，運用有效和科學的方法，對於學校內人

、事、財、物等業務，做最妥善而適當的處理，以

促進教育進步，達成教育目標的一種歷程。學校行

政旨在支援教師教學，優質的行政才能提供高品質

的專業服務，讓師生能快樂有效的教與學（林志成

，2016）。

另在國外部分，Bardana與Ashour（2016）

認為，學校行政被認為是行政中最重要的領域之一

，也是社區中最重要的領域，它不僅僅是在實施教

育政策和目標，也在培育新世代在迅速變遷的時代

擔負起應有的角色與責任；學校行政管理是協助學

生在各個領域成長與學習，使其成為良好公民並為

自己和自己的國家負責（Zahran, 2012）；學校

行政的重要性在於透過行為功能的實踐對學生的行

為產生影響和改變，例如對學校目標的信念、為學

校工作的意願以及為學校感到驕傲而不願意離開學

校（Hulpia et al., 2009）。學校行政也持續

關心學生的問題，監控並提供解決方案（Faulk-

n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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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知能學習，且行政教師與未兼任行政教師無對等

、暢通的溝通管道，造成業務的執行困難與溝通誤

解。組織人員編制方面：學校各處室行政事務繁多

，各校皆會面臨行政人力不足的問題，影響行政教

師工作與生活。陳河開（2013）指出，兼任行政

教師困境主要為各處室組長多半是以師徒方式，交

接業務傳承而累積行政經歷，對於教育政策方向及

計畫規劃缺乏專業知能。再加上教育政策不斷推陳

出新，業務量逐日累積，在缺乏誘因的情形下，多

數教師並不願意接任行政工作，致使特定組別因人

員更換頻繁而造成運作不穩定。林素娟等人（

2014）提出，學校行政工作之困境包含缺乏行政

專業知能、人際溝通技巧有待提升、行政人員歷練

不足。

另徐詩柔（2016）提出影響教師兼任行政職

務因素，可分為三個方面：一、外部環境因素；社

會政策興革頻繁增加學校行政工作壓力、家長參與

學校教育權力提高可能過度牽制行政運作、課稅政

策與其配套措施降低行政加給的誘因；二、學校組

織結構與制度因素：學校規模小使行政工作負荷變

重、校長領導風格無法讓人信服、組織文化僵化不

利行政業務推展、學校行政職務勞逸不均、職務與

酬勞不對等、學校行政工作負荷增加；三、個人因

素：能力與準備度不足、偏離個人職涯規劃方向、

對教育的熱忱與信心。賴岳聰（2015）提出，影

響教師兼任行政職務除個人意願外，仍有教師是有

學校行政熱忱，願意兼任行政職務。但在處理行政

業務時，因缺乏相關專業知能，導致工作所形成的

角色衝突及工作壓力，容易造成其在工作意願及工

作士氣之低落，若能積極支持教師強化專業知能的

機會與活動，可以降低工作壓力，提升工作滿意度

（石宜家等人，2011），

或可減輕教師兼任行政業

務的阻力。另外，從行政

專業的層面來看，兼任行

政教師要順利推動校內行

政業務，除了需有工作熱

忱外，亦必須具備處理行

政工作的相關專業知能。

學校行政人員必須藉由專

業發展為媒介來提昇專業

能力，才可得到學校教師

的信服與認同，並以專業

能力受人尊敬（蔡明貴，

2010）。

蔡金田與趙士瑩（2019）認為，影響教師兼

執行政包含以下因素：一、在校園民主化浪潮下，

家長會、教師會與學校行政三足鼎立，有時，家長

會與教師會的力量更甚於學校行政，若是採取敵意

而非合作的態度，可能藉機干預行政決策或刁難兼

任行政教師的工作，在在讓兼任行政教師備感壓力

。二、在教育政策上，從九年一貫課程至目前的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教育政策隨時在變動，學校行

政必須緊跟著中央及縣市政府的教育政策伺機而動

，往往熟悉業務之後，因為政策的轉變，又得重新

學習新的業務，例如：因為國中升學制度的改變或

微調，註冊組長就必須重新再適應業務內容的調整

。三、教育部每年對地方政府的教育績效考核，多

如煩瑣。這些評鑑工作大多數都落在中小學兼任行

政教師的身上。即使教育部已提出對地方政府考核

或評鑑的內容簡化，為數頗多的教育考核或評鑑，

仍讓教師對行政工作敬謝不敏，接任校內行政工作

的意願不高。四、教育部對國中小調高導師的導師

費並減授其上課節數，然卻未對兼任行政教師有任

何激勵的措施，也是造成教師在權衡利弊之下，除

了極少數有教育行政熱忱及抱負，日後有擔任校長

的打算，所以會選擇行政之路外，大多數教師寧可

選擇擔任導師或專任，不願意兼任行政工作。蘇億

晉（2020）研究指出，影響學校任用行政人員的

因素包括：一、學校組織認同和個人自我期許要相

符是兼任行政工作的主要原因，家庭支持及薪酬福

利並非主要影響因素。二、友善健全的行政氛圍與

校長民主領導及授權，可提升教師兼任行政人員的

工作意願。三、公平公開的行政制度是校務評鑑特

優學校任用行政人員的共通之處。四、校務評鑑確

實會影響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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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誘因；在例行行政減量的議題上，應盡量簡化

各項報表數量與流程、減少不必要的訪視評鑑內涵

、並跨部會協商減少非教育相關事務加重學校行政

負擔；在提高員額編制上，能針對不同學校型態之

人力需求，給予彈性的增加員額，讓行政能更有效

支援教學，實現行政與教學、學生三贏的學校教育

。長期而言，則應檢討現有不合時宜與對行政推動

不友善的法令規章，讓學校教師與行政的天秤重新

平衡，行政與教學榮辱與共，為學校教育發展齊心

努力。

二、對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經由文獻探討發現，地方政府對於兼職行政規

定的鬆綁是影響教師兼職行政的因素。因此，地方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針對所轄學校現況，盤整現有

法令規定予以彈性或鬆綁，例如兼任行政減授課時

數、學校遴聘兼任行政相關規定等；其次，對於現

職兼任行政教師以及有意願兼任行政之教師辦理各

項行政專業增能研習，提升行政專業能力；再則，

當學校面臨困境時能適時提供必要的支持、協助與

指導，讓學校行政的因應策略更圓融與完善；最後

，能有計畫的辦理甄選校長工作，減少候用校長人

數，解決當前教師行政職涯阻塞的困境，暢通教師

行政職涯發展，提升教師兼任行政意願。

三、對學校領導者的建議

經由文獻探討發現領導者領導風格、組織溝通

、組織文化以及行政工作量分配等都是造成教師兼

任行政工作的原因。因此，學校領導者在實踐行政

領導時，應能應給予行政人員支持、關懷及授權，

強化行政團隊的凝聚力與溝通，重視工作的分工或

簡化，在行政效能的原則下，適時給予行政人員成

就感、自我實現的機會。此外對於兼職行政人員的

行政專業能力，提供專業成長的管道，協助行政人

員專業成長，減低因對行政的陌生而產生的恐懼感

，對兼職行政意願的退卻。

四、對現職兼任行政教師之建議

經由文獻探討發現兼職行政教師是否具備行政

專業能力，會影響教師兼職行政意願。因此，現職

兼任行政之教師，除了處理校內的各項行政事務外

，更應能掌握並理解當前教育趨勢與發展、教育法

令的修訂與更替，方能在面對問題時妥善因應，提

出有效策略。而為達成上述目標，時時不斷的自我

增能是不變的策略，畢竟知識與能力的與知識的更

新是行政的不二法門。

五、對有意願兼任行政教師的建議

經由文獻探討發現教育政策與法規、校長領導

以及行政專業能力等都是影響教師兼職行政的因素

。行政是教學的另一工作，其所面對的人與事相較

肆、影響教師兼任學校行政工作因素

伍、建議（代結論）

綜合上述教師兼任學校行政影響因素之相關研

究與論述，研究者認為影響教師兼任學校行政工作

之影響因素可歸納為教師個人因素、學校環境因素

與教育政策與法規因素等三個層面，茲說明如下：

一、教師個人因素：如從事行政工作所需具備

的專業能力（林素娟等人，2014；徐詩柔，2016

；陳河開，2013；賴岳聰，2015；蘇傳桔等人，

2018；蘇傳桔與伍嘉琪，2018）、工作負擔與壓

力影響身體健康及家庭生活（徐詩柔，2016；賴

岳聰，2015；蘇傳桔等人，2018）、行政工作非

個人生涯規劃（徐詩柔，2016；蔡明貴，2010）

缺乏兼任行政誘因（陳河開，2013）等。

二、學校環境因素：如校長領導風格與作為（

徐詩柔，2016；蘇傳桔與伍嘉琪，2018）、學校

組織文化的氛圍（徐詩柔，2016；蘇傳桔與伍嘉

琪，2018）、行政業務繁雜（蘇傳桔與伍嘉琪，

2018）、學校組織溝通不佳與衝突（蘇傳桔與伍

嘉琪，2018；蘇傳桔等人，2018）、行政業務勞

逸不均（徐詩柔，2016）、行政業務人員編制不

足（蘇傳桔等人，2018；）；勞逸不均，承受較

重的工作負荷與工作壓力（徐詩柔，2016；賴岳

聰，2015）、學校內部的民主化程度（蔡金田與

趙士瑩，2019）等。

三、教育政策與法規因素：如頻繁的教育政策

改革（陳河開，2013；蔡金田與趙士瑩，2019）

、家長參與學校事務權力提高（徐詩柔，2016；

蔡金田與趙士瑩，2019）、政府退休制度課稅問

題（林素娟等人，2014；徐詩柔，2016；陳河開

，2013；蔡明貴，2010；蔡金田與趙士瑩，2019

；賴岳聰，2015；蘇傳桔等人，2018；蘇傳桔與

伍嘉琪，2018）、教育法規的束縛與陳舊（蔡金

田與趙士瑩，2019）、教育人員薪給福利（蔡金

田與趙士瑩，2019）；過多績效評鑑與考核（蔡

金田與趙士瑩，2019）等。

根據上述歸納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供各

級教育機關及相關人員參考。

一、對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經由文獻探討發現，教育政策與法規的不合時

宜與不友善會影響教師兼職行政的意願。因此，中

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盤點現有法規與政策，短期

應就教師兼任行政主管加給與導師費進行跨院及跨

部會檢討，提高教師兼任行政津貼，提高教師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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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學更加複雜，因此，有意願兼職行政的教師，

平時可多參與學校行政的運作，了解校長領導風格

，藉由與行政人員的互動熟悉學校行政事務以及相

關教育政策與法令的變動。在熟悉學校行政事務與

政策法規之後，可進一步思考有效推動學校行政所

應具備的專業能力，透過政府與學校安排的各項專

業成長研習，逐步厚實行政專業素養，與時俱進，

日後兼任行政職，便可快速接軌行政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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