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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民國 89 年起，中小學校長由派

任制改為遴選制，改變了校園的生

態，有了多元的聲音，基層教師普遍

反應是好的。但仍有人認為原來的派

任制較好，對於學校的穩定性較佳；

但相對地，有更多人覺得目前遴選制

度符合民主程序，相當程度地，代表

校長具有民意基礎，在執行政策時，

更具公信力。 

當然也因校園民主化的關係，有

部分校長反應有責無權。事實上，在

校園內，校長仍是最主要的決策者，

只是較以往派任制，以威權的領導，

貫徹其意志的作法，自然無法接受這

樣的改變。也因此，許多校長因不能

適應此一改變，選擇退休。但不能因

此論斷此一制度是不良的，反而要深

思，為何這些校長選擇退休？ 

二、國立高中職校長遴選的實務

經驗 

個人自民國 90 年，被推選為校長

遴選委員學校教師代表，並多次擔任

教育部國立高中職校長遴選委員，參

與國立高中職校長遴選十多年，對於

校長遴選制度有極深之實務經驗及體

會。 

民國 94 年，國立高中職校長遴選

怪象百出，有候選人不出席學校舉行

的對談會，有人到校簽名後一走了

之，有人在對談時直接推薦另一位候

選人，還有人完全不談治校理念，長

篇大論歌頌該校現任校長；10 個學校

中，有 5 校只有 1 位候選人，另外幾

校由於有人「謙讓」，也形同只有 1 位

候選人。也因此，教師組織透過發佈

新聞稿及召開記者會，抨擊此一現

象，教育部也極為重視，其後，國立

高中職校長遴選，即極少再發生此種

現象。 

以目前教育部辦理之國立高級中

等學校校長遴選制度而言，這十幾年

來，因為校長遴選制度日益公平、公

正、公開，普遍能為學校選到適任的

校長，在日後校務的推動上，一直往

正面的方向發展，也提升了學校的效

能，同時消弭校園內的紛爭，這對於

學校的發展有極為重大之意義。目前

此一制度，普遍受到教師及校長的認

同，雖然仍有一些需要修正之處，不

過大體上是可行的。 

尤其是從出缺學校教師代表及家

長代表選舉，遴選委員之教師代表及

家長代表說明會，現任校長辦學績效

考評，辦理校長候選人座談會，召開

校長遴選委員會，乃至教師代表及家

長代表出席遴選委員會報告書格式與

內容（含學校特色、學校發展願景與

現存問題、各校長候選人之特色），皆

已制度化，因此近幾年的爭議極少，

遴選結果亦能得到學校認同。 

42



 

 

臺 灣 教 育 評 論 月 刊，2012，1（12），42-44 

 

中小學校長遴選   主題評論 

 

 

同時，對於用心辦學的校長，經

常在遴選委員會中上演搶人大戰，即

出缺學校皆希望能遴選此類校長到校

帶領教師辦學，因此，對於此類校長

是極受肯定與尊寵的。相對於有違法

或行為欠當之校長，遴選委員會亦能

秉持校務至上之原則，不同意現任校

長連任。 

因為這樣的結果，導致近年來，

國立高中職校長辦學績效普遍都有所

提升。另外，對於有志報考校長者，

尤其是高中職學校主任，因為各校教

師組織已建立綿密的聯繫管道，因此

平日其表現如何，普遍亦已有所瞭

解。對於積極任事之主任，被遴選為

校長者，亦逐年提高，此一正向循環，

在近幾年特別明顯。 

三、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的差異 

反觀臺灣其他中小學的校長遴

選，每年媒體皆會報導各縣市政府辦

理中小學校長遴選的爭議事件。以今

年而言，臺中市國中共有 21 所出缺學

校，僅有 23 位具校長資格者參與遴

選。但候用校長人數有 49 人，卻僅有

18 位參與遴選，明顯是有特定人士在

安排，企圖讓校長遴選變成同額遴

選，使校長遴選委員會成為橡皮圖

章。另臺南市今年有 44 人參加遴選國

小校長，原南縣、市分別有 28 人及 16
人，但派任比例約為六成及九成三，

相差逾三成，且前十名中，原南市就

佔了九人，懸殊的差距令人懷疑評核

標準是否一致？ 

目前公立中小學校長遴選，主要

分由教育部辦理之國立高中職校長遴

選及縣市政府辦理之中小學校長遴

選。所依據之法令皆為《高級中學

法》、《職業學校法》及《國民教育法》，

還有依前述法令訂定之《高級中等學

校校長遴選聘任及任期考評辦法》、各

縣市政府自訂相關辦法等。 

惟實務運作上差異甚大。雖都成

立遴選委員會，但實質上，各縣市政

府還是掌握主導權，校長人選幾乎在

遴選前皆已確定，遴選僅是流於程

序，並未能落實民主選才機制。反觀

教育部國立高中職校長遴選，因制度

設計已較為完善，因此爭議自然就少。 

四、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現存問

題 

目前台灣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現

存問題主要有以下九點： 

(一) 主管機關掌握主導權，易因人為

因素影響遴選結果。 

(二) 遴選委員會組成結構行政代表比

例太高。 

(三) 沒有類似大學校長回任教師已成

常態制度，回任校長即等同不適

任校長。 

(四) 出缺學校可以選舉教師代表、家

長代表參與遴選委員會，但有部

分縣市僅能列席，無法參與表決。 

(五) 出缺學校遴選過程參與機會極

少，除國立高中職、臺北市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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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沒有縣市辦理校長候選人治

校理念說明會，造成認同度不高。 

(六) 現任校長績效考評流於形式，未

具體落實，無法有效評核其辦學

績效。 

(七) 現任校長轉任他校可填一個志願

即可，容易受到人為操作，造成

同額遴選。 

(八) 初試評分標準以資績為重點，對

於久任校長或主任者極為有利，

造成候選人都是熟面孔。 

(九) 國中小候用校長制度，因部分縣

市候用校長極少，造成同額遴選。 

五、中小學校長遴選制度具體建

議 

(一) 修正《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

任及任期考評辦法》、各縣市政府

自訂相關辦法等相關法規，適度

降低行政代表比例，使遴選委員

會更公正客觀。 

(二) 彈性設計校長回任教師制度，改

變萬年校長生態。 

(三) 依國立高中職校長制度，各縣市

國中小比照辦理，使國中小校長

遴選能真正落實民主機制。 

(四) 落實現任校長辦學績效考評工

作。 

(五) 遴選委員會及考評委員應有更多

教師參與之機會。 

(六) 現任校長轉任他校至少應填2至3
個志願，避免搓圓仔湯現象。 

(七) 校長遴選初試資績配分比重應適

度降低，使有理念、有能力之候

選人有機會參與遴選。 

(八) 檢討國中小候用校長制度，適度

擴增候用校長人數，避免同額遴

選。 

六、結語 

校長遴選制度旨在為學校遴選適

任校長，而非為現任校長找學校，若

能落實遴選制度，使校長更具民意基

礎，教師及家長參與機會增加，自然

令人信服。並落實專業領導，相信對

於中小學教育生態有極大之助益。惟

其中最關鍵者，在於目前掌握權力者

能否改變想法，讓權力與民意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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