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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人生只有在回頭看時，才能被瞭解； 

但只有在向前走時，才算活過。 

                                          ~齊克果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語言無法完整表達或詮釋，事件的始末或個人感受。同時，每個人對眞相背後的認

知不同，加上不同的視野交融後，理解詮釋不一，結果可能是多元的。 

事情陳述或記載不僅可能不完整（先天上的缺憾），也因必須保護事件的當事人，

不得不有所保留（後天上的失調）。 

每個人都在陳述自己的故事，而人生和生命的真相，如何能夠理解以詮釋透徹，唯

有投入情境中得以感同身受。 

一、一、一、一、    過河之卒過河之卒過河之卒過河之卒    

擔任教職以來，常年兼任行政工作，自認挫折容忍力很高，但心中仍免不了許多掙

扎，特別是在人事異動之際及工作繁重挫折時，常不禁自問，兼職所為何來，為名乎？

為利乎？為理想乎？搞不清，更是不懂，看看別人，想想自己，離職的念頭，有時不免

會湧上心頭。 

而在近年來，教育大環境的改變，配合教育改革及政策執行，兼任學校行政工作的

教師，有如走馬燈似的，永遠轉個不停，幾乎每個兼行政工作的人員，都有不如歸去之

感，然，非常弔詭的有些人離職，跳脫兼任的行政工作，有些人仍然繼續留在行政職務

中，其間的原由，令人覺得學校兼任行政的教師常進退維谷，有如過河之卒，只能前進，

無法回頭。 

二、二、二、二、    轉折轉折轉折轉折    

相信每個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師，都應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以下「落水要命，上

岸要錢」及「苦慣了就好」的故事，可能是目前許多兼任行政工作教師的心態和處境。 

� 落水要命，上岸要錢 

小沙彌奉師父之命，帶著缽下山化緣，化得不少銀子，欣喜回去覆命，回途中遇上

傾盆大雨，溪水暴漲，小沙彌攜缽涉水而過，不意，一個閃神，掉落溪河，小沙彌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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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掉手中之缽，此時真是性命要緊，好不容易抓住樹枝，掙扎上岸，一上岸氣尚未喘過

來，就急叫著「我的缽呢？」 

落入水中，性命要緊；上得了岸，還是要錢。 

� 四十歲以後就苦慣了 

一個四十歲的中年人，找算命先生算命，算命的說四十歲以前窮苦潦倒，中年人

初聞心中一份竊喜，急問到四十歲以後呢，算命先生不急不緩的說：「四十歲以後就苦

慣了」。 

很苦，苦慣了就好；很累，累慣了就好。 

三、三、三、三、    契機契機契機契機    

有關是否兼任行政工作的問題，一直纏繞在個人心頭，而日子也就在「落水要命，

上岸要錢」及「苦慣了就好」渡過。某日參加中等學校行政革新研討會，會中討論到台

北市公立高級中學教師兼任行政人員離職的許多問題，與個人工作場域及面對困境相契

合，雖然從中瞭解不少問題，但也產生不少的疑問，例如：影響的因素真的是如此嗎？

是否每個人都有共同的原因嗎？那不同的原因又是哪些呢？其中的歷程又是如何呢？

每個人的故事都是如何述說的？自己的故事又是怎樣？如同高敬文（民 85）所言「每

個人都有一個長篇的故事」，在故事中「既是主角，也是配角」，因此眞想聽聽別人的故

事，也想說說自己的故事，寫寫大家的故事。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社會脈絡的衝擊一、社會脈絡的衝擊一、社會脈絡的衝擊一、社會脈絡的衝擊    

面對廿一世紀知識經濟的來臨，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全球化的思潮下，吳

清山（民 92）指出中小學行政管理將面臨新的挑戰，包括：科層行政管理體制難以符

應時代需求及學校行政人員因應變革能力不足等等；台灣自政治解嚴後，民主思潮澎

湃；隨著經濟進步，生活日益富足；社會在政經發展下，逐漸解構並日趨多元。而教育

也在社會脈絡的影響下，呼應民間教育需求，進行多項的改革，除成立了教改會外，陸

續修訂公布各項教育法令，如：師資培育法、教師法、國民教育法、教育基本法、高級

中學法、職業學校法、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行政程序法、教育經費編列與管理法…等

等，都會影響學校整個行政上的整體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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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生態的轉變二、學校生態的轉變二、學校生態的轉變二、學校生態的轉變    

中小學學校是教育最基礎組織，而學校組織是一雙重結構的組織，一方面具有縝

密的科層體制的行政組織，一方面則有鬆散結構的教師專業自主的組織。就行政人員而

言，從校長、主任、組長、職員、技工友等，是職權分明組織明確的科層體制，就學校

專任教師而言，因傳統的尊師重道和教師的專業自主等因素，是一相當鬆散的組織結

構，而根據法令學校重要行政職務，是由教師兼任絕大部份的主任和組長的職務，往常

學校行政單位的主任和組長具有相當權威性。 

自民國 84 年教師法公佈實施後，學校依法可成立學校教師會，設立了教評會組織，

對學校的行政運作有深遠的影響。學校教師組織對學校行政而言，可說具有壓力團體的

角色，從正面的角度來看，能夠促使（一）學校決策民主化和透明化（二）學校不良風

氣可望改善（三）行政人員較能尊重教師意見等。然，學校教師會對學校行政的負面影

響，也不免會使（一）教師兼任行政工作意願減弱（二）增加行政人員工作負擔（吳清

山，民 85）。同時，由於經濟發展、政治解嚴及社會多元的不同時空背景轉換下，學生

的學習權和受教權的重視，教師專業自主權的賦能，家長校務參與權的擴張，使學校行

政工作日益難為，造成兼任行政工作教師的離職問題日漸嚴重。 

三、學校效能的影響三、學校效能的影響三、學校效能的影響三、學校效能的影響    

根據教改 2001 指出現行中小學教師行政負擔，其中主要的問題與困難為（教育部，

民 90）：（一）行政工作量多且雜；（二）行政組織僵化；（三）國小編制不足；（四）新

增業務繁多；（五）行政工作缺乏統整；（六）行政與專業不符；（七）行政誘因不足。

可見目前學校行政人員難為之處，甚至到無人願意擔任的困境。也由於學校行政負擔日

漸加重，造成教師不願兼任行政職務，行政人員常由新手接任，在缺乏經驗之下，兼任

行政教師的離職問題一直存在於學校中。 

而一個學校中行政人員的穩定性，是評估影響學校效能的重要指標之一，由於學

校行政的工作，主要是由兼任行政工作的教師負責推動和執行，如果人員的流動性高，

往往會造成工作無法延續推動，加上新任行政的教師在缺乏經驗及傳承下，致使許多工

作無法順利推動，或執行時會產生事倍功半的結果，因此，在學校兼任行政工作的老師

離職頻繁下，是會影響學校整體的效能表現。 

四、研究動機四、研究動機四、研究動機四、研究動機    

面對學校行政人員的來來去去，不論是主動或因故離職，自已不免也會質疑和反

思，兼任行政原由及因素為何，嘗試能夠批判和詮釋個人的生涯發展，希望能由知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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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兼任行政，進展到知道如何從事行政工作，乃至知道為何兼任行政工作，最後能關

心行政工作為何，亦既藉由對行政工作的質疑、反思、解構和重建的歷程，引發個人對

兼任工作反省力、行動力和持續力，而能不斷的透視、展延、轉化和探索以求創化攀昇，

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而國內學者鄭同僚(民 92)，曾針對台北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以訪談的質性研究方

法，分析教師兼任行政人員離職問題，以瞭解台北市高中兼任行政人員流動情形以及流

動原因為何，進而建立一個離職模式，以解釋兼任行政工作教師的離職行為，唯其研究

的範圍僅限於台北市公立高中，且注重離職模式的建立，並提出對臺灣省學校做類似深

度調查，故有必要庚續其後續研究，補足離職研究的內涵，以了解兼任行政工作教師離

職的實際狀況和形成原因，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另外，國內有關中小學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的研究，除上述研究直接探討兼任行政工

作的離職因素外，研究內涵多從兼任行政工作教師的工作滿意、工作壓力和調適方式的

向度來探討；研究的對象以校長、訓導人員、總務主任及人事人員等職務為主；討論學

校的範圍，則以國小學校最多，國中學校次之，高中高職學校較為罕見；而在研究的方

法上，採量的研究方法為多，以問卷調查的方式，藉由問卷的統計處理，來探討兼任行

政工作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及因應之道，並未直接觸及教師兼任行政工作離職的深層內

涵。是以有其必要針對教師兼任行政工作離職的實際狀況和形成原因，做更進一步深入

的研究，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三。 

五、重要意義五、重要意義五、重要意義五、重要意義    

本研究兼採質量並重的方法，來探討兼任行政工作教師離職的成因和歷程，有其重

要的意義存在。 

在理論的意義上，以往有關於中小學兼任行政工作的研究，多以組織行為的工作滿

意和組織承諾為範疇，以及兼任行政工作教師的工作壓力、角色壓力和調適方式等為主

要討論內容，甚少直接探討兼任行政工作教師的離職問題，本研究直接探討兼任行政工

作教師離職的實際狀況和形成原因，並企圖詮釋兼任行政工作教師離職的內心認知歷

程，補充現有關於兼任行政工作教師研究內涵的不足。 

在方法的意義上，本研究並未以離職行為模式理論為依歸，擺脫離職量化研究的窠

臼，不受以往離職研究聚焦於離職模式的建立，或是驗證影響離職行為各變項間因果或

相關關係的限制，不預設任何可能的結論；而利用統計實際離職率，來了解兼任行政工

作教師離職的真實情形，避免問卷調查原始資料的誤差；並以兼具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雙

重角色，與受訪者共處相同的脈絡中，透過深度訪談來收集和理解資料，以建構兼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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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作離職的實際狀況和形成原因。 

在實務的意義上，以學校兼任行政工作教師為研究對象，不同於以往離職行為的研

究，多以企業界或政府機關成員為主的研究；並以瞭解兼任行政工作教師離職的現況和

成因，作為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主管在行政人員選才、育才和留才的重要參考。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名詞界定研究目的與名詞界定研究目的與名詞界定研究目的與名詞界定    

一、研究目的一、研究目的一、研究目的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基於上述，社會脈絡的衝擊、學校生態的轉變和學校經營的效能等背景因

素下，以及研究的動機和意義，加上個人在教育現場實務中，對行政工作的處境和反思，

本研究的目的為： 

（一） 瞭解教師兼任行政工作實際離職的情況。 

（二） 探討影響並詮釋理解教師兼任行政工作離職的成因。 

二、名詞界定二、名詞界定二、名詞界定二、名詞界定    

（一） 國立高中職：指原省立高級中等學校因精省改隸為國立之高中職學校，不包

含北高兩市及離島之市立及國立高中職，也不包含縣立完全中

學及國立師大附中。 

（二） 兼任行政工作：指學校中專任老師兼任行政工作而言，不包含兼任導師工作

者。本研究專指擔任國立高中職校教務、學務（訓導）、總務、

實習主任、圖書館及輔導等一級主任，不包含兼任秘書、進修

學校主任、科主任及組長。 

（三） 離      職：指兼任行政工作教師所兼任職務的調動，不同於一般企業界離

職即離開該組織。本研究中離職是指兼任行政工作教師離開所

兼任的行政工作，不再兼任主任的行政工作，而異動是指兼任

行政工作教師職務上的調整，即仍然兼任行政工作教師擔任不

同職務（一級主任）的行政工作。 

（四） 成      因：造成兼任行政工作教師離職的原因，包含個人、工作、組織或

環境等因素，泛指因個人生涯規劃、外在工作機會、工作壓力

及工作態度中對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而產生的離職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