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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教師」及鐘點教師對學校現場 

的影響與因應策略
施惠菁

雲林縣饒平國小教師／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廖年淼

通訊作者／雲林科技大學技職教育研究所特聘教授

一、前言

立法院於2011年1月7日三讀通過取
消軍教免稅的「所得稅法修正案」，並

於2012年元旦開始實施。配合此一政
策，教育部於2011年9月20日訂定「補
助國民中小學調整教師授課節數及導師

費實施要點」，要點內容包括增置中小

學行政輔導人力、降低國中小教師授課

節數、調增導師費等。其中「降低國中

小教師授課節數」目的是為了增加教師

備課時間，提升教育品質，其內容規定

國民中小學教師每週均減授二節課，國

民小學導師每週再減授二節課。該要點

中提到各校所減授課節數合計達專任教

師授課節數時（國民中學應同領域或科

別），經縣市政府核定教師員額編制，

得依教師法聘任專任教師，或依「中小

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

三個月以上之代理教師。若各校所減授

課節數合計未達專任教師授課節數時，

得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辦法」聘任三個月以上之代理或兼任教

師。但經公開甄選無人報名或經甄選未

通過時，得由校內教師兼任之並領兼課

鐘點費。因此2012年2月開學時，各校在
減少行政作業及避免課務變動過大而影

響學生學習權益的考量之下，教師減課

所遺課務，大多以由原教師以兼代課方

式授課並依相關規定支領鐘點費方式辦

理。然而2012年9月開學時，為符合實現
國教精緻化的精神，教育部希望各校釋

出的課，都能由代理代課教師上課。且

依據教育部補助經費順位原則，教育部

補助的經費除聘任專任教師外，僅得以

聘任代理或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因此

自101學年度起，學校大量聘用鐘點代課
教師（以下簡稱鐘點教師）以因應各校

因課稅減課後剩餘的課程，因此，才衍

生出校園內充斥著「臨時工」的說法。

依據校長協會估算，以全國國中

小正式教師十六萬人計算，目前教育現

場每週釋出的課程多達四十六萬節課

（林倖妃，2013）。然而教育部雖編列
54億元實施「教師減課」的配套措施，
但教育部補的是代課教師鐘點費，而不

是補助地方足夠的正式教師聘任人事費

（戴淑芬，2013）；以致於國中小校園
內充斥著代理代課教師。各校代理代課

教師人數已遠超過教育部頒布「國民小

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額編制

準則」中所規範之代理代課教師人數不

得超過全校教師員額編制百分之五的標

準。另外，校長協會的調查顯示，學校

聘雇的鐘點教師中有近七成未具教師

證，雖然後來教育部澄清無教師證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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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師僅不到一成；但教育部統計之代

理教師是否涵蓋了鐘點教師，還有待釐

清。以上種種現象引起社會關注，校園

內則充斥著「派遣老師」的問題令家長

疑慮不已（張瀞文，2013）；同時，由
於鐘點教師流動性高，學生每學期都要

適應不同的老師，在在都可能影響教學

成效，這種效應之下，學校課程要如

何深耕、是否造成「學習碎片化」等

問題，掀起了另一個危機（林倖妃，

2013）。原本資源不足的偏遠小校，更
加不容易招聘教師，城鄉學校教學品質

差距更大（馬任賢、陳麗珠，2013），
林倖妃（2013）甚至以「比12國教更緊
急的教育崩壞」形容此一問題的嚴重

性。

總結歸納上述，教師課稅後鐘點教

師需求大增，此現象是否有助於解決現

今流浪教師的問題？在課程安排方面，

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依據何種理由決定

減授課的科目？學校聘任鐘點教師是否

考量其本身的專長？倘若由學校教師以

「超鐘點」的方式兼課，是否能解決學

校代理代課教師人數過多的問題？此

外，以學生的觀點來看，鐘點教師的背

景與教學品質、態度有無關聯？以上問

題都是伴隨此一政策實施後有待釐清的

問題，限於篇幅的關係，本文僅探討鐘

點教師的緣起、與一般代理代課教師的

區別、鐘點教師興起的供給端暨需求端

因素等，研究結果期能提供教育行政與

教學實務之參考。

二、「鐘點教師」一詞緣起及與一
般代理代課教師區別

依據教育部頒訂之「國民小學與國

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 
」，國民小學教師員額編制自102學年度
提高至每班一．六人，各校得視需要，

在不超過全校教師員額編制數百分之五

範圍內，將專任員額控留並改聘兼任、

代課教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輔助教

學工作之臨時人員（教育部，2014）。
顯示「代理代課教師」一詞是教育部訂

定之。事實上，當學校正式教師因公

（差）假、或因故請假時，聘用代理代

課教師代替其課務是恰當的作法。但若

學校內代理代課教師人數過多時，就存

在著隱憂。所謂代理代課意味著非正式

的、臨時的、短暫的、補充性質的，甚

至是不合格的人（張民杰，2012）。其
實，針對課稅後各校的減課節數，教育

部原意希望各縣市能運用課稅配套的經

費來聘任正式教師，不足的費用由各縣

市自籌；但對於龐大的教師人力缺口仍

如同杯水車薪一般，尤其是財政困難的

縣市招聘正式教師的缺額更是少（馬任

賢、陳麗珠，2013）；也因此，各校才
以聘請「鐘點教師」來因應。

依目前制度中小學校內在有三種教

師身分：正式教師，代理教師、鐘點教

師，三者之間的差別詳如表1。代理教師
與鐘點教師雖皆屬於非正式教師，但其

聘任條件及薪資結構卻迥然不同。代理

教師乃一年一聘，支領月薪，且薪額得

依學歷高低支給；反觀鐘點教師，聘期

不固定，依授課節數計薪，國小一節260
元，國中一節360元（教育部，2012），
薪額與學歷程度無關。另外，立法院修

正通過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部分條文，

自97年起有關各項代課（理）教師的
年資，都不得再併計為退休年資。此項



教
育
人
力
與
專
業
發
展

第
31
卷
第
6
期
　
2014  ̇

  

12

教
育
與
發
展

69

規定是否導致流浪教師不願擔任代理教

師，轉而報考公職機構，還有待研究釐

清。

三、鐘點教師興起的供給端因素—
儲備教師供過於求、流浪教師
充斥

我國師資培育自1 9 9 4年由計畫培
育分發制改為多元儲備制後，師資核定

招生人數持續上升，2004年起出現師資
培育嚴重供過於求的情形（郭淑芬，

2103）。出生率逐年遞減的這10年，也
正是師資培育政策走向多元化的10年，
導致中小學師資供需嚴重失衡，造成教

育職場外「流浪教師」數逐年擴增，而

職場內「超額教師」的問題也逐年浮現

（鍾德鑫，2007）。根據教育部統計，
過去十年，一共13萬人取得教師資格，
僅僅5.7萬人進入學校當老師，還有7.3萬
名儲備教師擠不進教職窄門。且依據全

國校長協會統計，102年臺台公立國小約
59,771班，需新聘鐘點教師14,943人，全
臺公立國中約25,973班，新聘鐘點教師
5,195人，全臺約有2萬名鐘點教師。教育
部最新公布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顯示，

依民國83年「師資培育法」所培育與核
證之師資人員總數中，國小專長計有

67,983人，其中正式編制之專任在職教師
有32,324人，代理代課教師有8,223人，
尚有約27,436名未任教的合格儲備教師。
此2萬多名儲備教師正好能補足全臺所需
國小之鐘點教師數。然而，目前各校因

表1 三種教師之聘用時機、條件、聘期及年聘雇成本之分析

正式教師 代理教師 鐘點教師

聘用

時機1 舉辦教師甄選
缺額控管、正式教師請

長假
減授鐘點時數

聘用

條件1

國中導師：14節/週

國小導師：16節/週

初任月薪：4萬元

有寒暑假

◎上課時間與月薪與正

式教師相同

◎無寒暑假

◎依授課節數計薪

◎每週20節以內

聘期 長期聘任
三個月~一年

一年一聘
彈性不固定

教師

資格
有教師證

聘雇條件1依以下招考順序：

1.有教師證 2.有修過教育學程 3.大學畢業

薪資

結構

教師薪額依學歷高低支

給

教師薪額依學歷高低支

給

國中：360元/節

國小：260元/節

年聘雇

成本1 67萬7仟多元 52萬8仟多元 28萬9仟多元

超時授

課節數

兼任不超過4節，代課不

超過5節，兼任復代課併

計不超過9節為原則

兼任不超過4節，代課不

超過5節，兼任復代課併

計不超過9節為原則

兼任不超過4節，代課不

超過5節，兼任復代課併

計不超過9節為原則

年資

計算
逐年累計

自97年起不得再併計為

退休年資；擔任正式教

師時仍得採計提敘薪級

年資不得累計

備註：1表資料係修改自天下雜誌--誰在教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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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額控管，合格代理教師人數近三年來

增加約1400名，其佔全體教師人數的比
例亦由8%提高到10%。倘若再加上15,000
名左右之鐘點教師，則國小非正式教師

比例將高達25%。雖然如此，但近年來儲
備教師人數有增無減，對照因少子化現

象造成教師人數逐年減少，在在都顯示

儲備教師要跨越成為正式教師的門檻是

愈來愈高。表2呈現近三年公立國小階段
不同背景的教師人數。

四、鐘點教師興起的需求端因素—
少子化衝擊、學校管控員額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的數據顯示，從

97學年度到102學年度，國小學生人數減
少三十萬人。臺灣的生育率下降，人口

結構出現的少子女化型態，已儼然是目

前不可忽視的社會現象，此現象近幾年

嚴重影響學校經營的走向。教育部因此

於98學度推出「精緻國教發展方案」，
預計到104學年度，國小每班人數由原
本的35人逐年降到29人；國中則由每班
35人逐年降到30人。另外，自102學年
度起，將教師員額編制由原本的每班置

教師1.5人提高至1.6人，以提高師生比。
這些都是為了減緩少子化衝擊的具體作

法。然而，自97學年度到101學年度，國
小班級數由59,771班逐年下降至55,419
班，減少了4,352班，合計減少了6,528個
教師員額。

為解決超額教師的問題，各縣市政

府要求各校當有教師員額出缺時，在不

超過全校教師員額編制5%範圍內，將專
任教師員額控管，改聘代理代課教師。

雖然國中小教師薪資所得課稅後，政府

新增了72億元的稅收，基於「課教師，
補教育」原則，教育部編列54億元實施
「教師減課」的配套措施；然而，為

何不擴大正式教師員額編制，教育部指

出，若將全國正式教師減授課節數全部

增聘正式教師，需聘請1.5萬名教師。且
少子化趨勢下，師生比嚴重不均，未來

勢必造成更多「超額教師」（黃朝琴，

2012）。

五、結語

中小學教師培育歷程，不論是師培

機構或是準教師本人，均需花費許多資

源、時間與心力。在臺灣，有一群具有

合格教師資格、受過正式師資培訓教育

的準老師們，每年為了要爭取少數一兩

個正式教師的職位，南北奔波、趕場應

表2 公立國小階段近三學年不同背景教師人數統計

    年度

項目

99學年度 100學年度 101學年度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教師人數1 97,897 96,887 95,793

教師資格檢定合格 2,161 1489 1478

儲備教師 27,854 27,852 29,115

合格代理教師人數 7,918 8,946 9,345

備註：1本列資料來源為教育部統計處，其餘資料來源為教育部中華民國師資培育統計年報。



教
育
人
力
與
專
業
發
展

第
31
卷
第
6
期
　
2014  ̇

  

12

教
育
與
發
展

71

考，他們就是俗稱的「流浪教師」，多

年來，專家學者及教育團體亦不斷呼籲

政府當局須正視這個問題。

然而，流浪教師的問題懸而未解，

鐘點教師可能引發的疑慮又起，面臨即

將實施的十二年國教，我們的教育現場

卻彷彿即將陷入一場另一個窘境—一

方面是具備合格教師資格的流浪教師

充斥、但學校現場卻有諸多因為「課多

少補多少」的稅賦政策而釋出的四十餘

萬節課程必須仰賴應時而起的「鐘點教

師」來消化；而鐘點教師礙於經濟現實

因素，勢必在他校或校外兼差才得以平

衡生活開銷。倘若教育工作被視為是一

項「副業」，授課的教師也被視為可以

隨時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另類勞動派

遣人力的話，犧牲掉的將是孩子的受

教權與學習品質。在政府當局積極推動

十二年國教之時，為防止國家的基礎教

育崩壞，當務之急應是正視問題並尋求

解決方法。

本文在十二年國教推行之初率先從

賦稅制度、供給端與需求端等層面剖析

鐘點教師問題的來龍去脈及可能衍生的

影響，以下進一步提出若干對策供教育

主管機關及學校相關人員參考。

（一）學校宜整合不同方案之教學鐘點並

優先排予鐘點教師，以增加其收入

為了照顧弱勢兒童，教育部目前的

課後輔導方案包含夜光天使點燈計畫、

課後照顧服務、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

案⋯等，這些方案或計畫也都提供鐘點

費，因此，學校單位如果可以結合正規

課程釋出的「鐘點」與前述的課後輔導

方案或扶助計畫的鐘點，相加起來的酬

勞如果得以接近三萬元的話，或許可以

滿足鐘點教師的基本生活開銷，吸引更

多「流浪教師」加入鐘點教師行列、並

且穩定的在同一所學校服務，不必到處

兼差，如此一來不但可減少流浪教師人

數，學校同時也可以穩定這群鐘點教師

人力，甚至長期的與學校配合擔任前述

雙重任務的話，對於鐘點教師聘用與教

學品質均可因而提高，進而保障學生的

受教權。

（二）適切的尊重與接納，讓鐘點教師產

生歸屬感與向心力，降低其離職意

願

除了上述妥善結合課後輔導相關方

案的教學資源優先排課予鐘點教師外，

學校主管與正式教師們亦宜發揮同理心

善待這群校園內的準勞動派遣人力，

將其視為學校家庭的一員，讓鐘點教

師感受到溫馨與尊嚴，應可相當程度的

降低鐘點教師的離職意願與流動率，如

此一來也可吸引更多流浪教師應聘鐘點

教師、學校釋出的鐘點課程又可以有較

穩定的合格教師人力授課，可謂一舉兩

得。

（三）建立優良鐘點教師優先續聘機制並

比照正式教師提供專業發展或進修

機會

為了避免鐘點教師流動率太高，相

關的教育主管機關應積極尋求提供更優

渥的辦法或獎勵來協助學校穩定這群淪

為勞動派遣命運的教師人力。例如：針

對教學表現良好的鐘點教師，教育行政

機構授權學校可不辦理教師甄選，直接

以續聘方式聘任之；另外，亦可考慮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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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課程研習，使其能與正式教師一

樣有專業成長的機會，以提升其教學品

質。

因教師課稅制度新興之鐘點教師，

眼前雖然引發一連串的連鎖衝擊，負面

新聞不斷，但倘若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

主管能善加變通運用，或能將其轉化為

學校另類之專業補充人力，成為充沛及

時雨滋潤十二年國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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