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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在 人 為           95.8.21 專任教師 8/29 上午行政 

一、未來社會少子化的現象，對學校最大的衝擊是學校招生的問題。學校

必然會面臨減班，最後會有三分之一的學校會退場關門。 

少子化後，學校間的競爭是必然，而學校也必然由市場的機制，

來決定學校的存活。 

二、學校要辦好，本來就是應該的，而今為了面臨少子化的準備，學校的

設備及校園景觀，更投入非常大的心力，接著就要看全體教職員的表

現了，這也是多年來我積極想推動我們的教學能力、工作能力及工作 

態度的原因。 

我也不希望老師因教學不力，或減班，有些老師要離職。學校辦

不好，大家都有責任。 

三、在這裡我很焦慮、很憂慮的要告訴大家：因少子化而減班，將帶來兩

大隱憂。 

第一隱憂是─經費的問題： 

面臨少子化的現象，政府採取調降班級人數，但這會增加學校的

人事費用。 

(一)公立學校： 

１明年小一編班人數，從 35 降 32 人。 

─人事費用增加，也無錢蓋教室 

─「中央請客，地方埋單」。 

２公立高中職經費由中央負擔，調降人數，其經費不受影響。 

３政府喊窮：根據主計處統計：以九十三年為例，全國軍公教退

休的年金，共支出 2100 億元。 

  ─相當於當年的個人綜合所得稅的稅收。 

─公教月退俸，吞掉綜合所得稅的稅收。因退得早、領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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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大家都提早退休，給付更沉重，所以，如不延後退休，

未來退休金就沒得領了。 

(二)至於私立學校更嚴重了 

１「教育成本」公私立原本就「不公平」。 

降低班級人數今年高職，─降 50 人、高中 47 人。以後更

不符教育成本。 

☆逐年還要降至 45 人，最後可能降至 40 人，或更低。 

２學雜費多年不調整 

─前年調薪也不調高學雜費。 

─物價指數，年年漲。 

３同仁年資，年年進級。 

      我們的學雜費收入將日漸減少，人事費用又年年增加；教

育成本增加，未來經費運作，日益艱難。 

在經費方面，我們因應：三方面考慮： 

１節儉：水電、冷氣、用品、購物。 

２專業教室的設備─正確使用、維護及管理。 

⑴管理老師不要只是掛名。 

①整潔 

②物品清冊─建檔─有未依限交者 

⑵使用老師： 

①仔細說明使用方法並督導學生正確使用─避免損壞，可延

長使用壽命。 

②注意安全、節約及清潔。 

③使用要事先登記。 

３薪資及獎金，更要慎重檢討考慮。 

─有人建議：建立「績效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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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本俸年年進級，年功薪不能年年進級。年功薪有五級，已

進入年功薪者漸停，以後分年再進級。 

⑵獎金及學術研究費，或許應建立明確指標記錄工作表現，

績效衡量。 

例如：招生、行政的配合及支援，擔任導師，對外競賽，

升學及就業的成績。 

⑶除了鼓勵老師取得合格老師證外，如再去取得更高學位

者，不予改敘。(薪) 

⑷進來學校前已取得碩士學位者，應看你的能力表現，給予

相當的待遇。 

⑸資深不代表：希望年資本俸進級，工作績效也能增進，─

日本現在已不重視年資，而重視實力。 

例如：豐田汽車於 1999 年即廢除「年資加給」，而是根據

你的職位(職能基準給)及業績表現(職能個人給)來

決定薪水。 

⑹老師的待遇，是由同儕團體的評價及市場機制的決定。 

第二個隱憂是─人事的問題： 

一、公立學校： 

今年小一是龍年出生的小孩，人數較去年增加二萬人，但僅

97 學年度起，每年都減少 20％以上，到 100 學年將不到 20 萬人，

19.5 萬人。 

30 萬降到 20 萬，學生數少掉三分之一。 

因此，如以現在每班 35 人推估各縣市國小未來五年全國將

自然減班近一萬班，教師超額達一萬五仟多人。扣除退休老師

後，將有四仟七百多名老師無班可教。 

政府針對不適的老師，要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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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立學校的隱憂是：將會有三分之一的學校退場關閉。 

我們學校因應： 

(一)提升教職的素質：90 年提出─教師素質的內涵─為目標：工

作能力及態度。 

１老師個人的素質、特性、成就及對學校貢獻，都是直接影響

到學校的體質及成功。 

２教師的教職是天職 

教師本來就應該具備「教訓輔」三合一的能力。要自我

成長、不斷進修研究，培養第二專長。 

例如：人文關懷涵養、導引鬆身、電腦的能力、輔導、管理、

人際關係及教學的能力。 

３但大家太忙了，課排得太多了。 

今年各科授課總節數，我們減少了一節，我的用意是希

望用來研究、備課或到教室去聽課觀摩。你們如果犧牲了自

我進修的時間，教學品質如何提升？ 

我也希望大家在工作之餘一定要自己有時間「沉靜思

考」，生活也要休閒：也有時間欣賞音樂、藝術、旅遊、朋

友相聚，照顧自己的身體及心靈的健康。 

△你的工作就是你的成就，你的快樂， 

△你的職業其實就是你的生活。 

老師是一個很特別的行業，是介於人和神之間的，因為老

師的一言一行影響學生是一輩子，沒有一個行業是可以判人

「生或死」的，只有老師， 

(二)精減人事： 

１把工作做好，本來就是應該的，但沒有能力的人，工作表現

不力的人，必然會自然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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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來學校也要有適當的人事績效評量及新聘一些有能

力及同心協力的人才。 

２大家都知道過去我很理想：我曾說過，我希望大家做到： 

⑴工作「自我要求」 

個人都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不是上課完了就了事。 

⑵自動自發，勇於做事。 

①工作有尊嚴，有效率。 

②工作做得越多，自己學習成長越多。 

⑶和諧、團隊 

自己的工作做好更要幫助別人。 

①我們工作項目不同，但教育的對象只有一個─就是學

生， 

─一切為學生著想 

一切以學生為依歸。 

②和諧的認知，就是講求團隊、合作 

─合作需要分工，分工是為了合作，如分工不合作，就

失去了合作的意義。 

─例如─交響樂團 

一個人的音調不對，會影響整個樂團的和音。 

③體育服裝、掛名牌、對學校的稱呼，是對學校認同，也

是一種凝聚力及團隊的表現。 

３但有人給我的反應是：領同樣的薪水，而 

⑴少數人，工作不力，不在乎，得過且過。 

⑵有人要選課選班，△不好班無人要教，△排課要挑時段。 

⑶有人會教書，不會招生。 

⑷有人不想當導師，有人不會帶班。不當導師是除了身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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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狀況，可以輪流休息，可以多做研究、備課。 

⑸有人不應用電腦。 

⑹外出時間太多太頻繁。 

這些現象都是心態的問題，是你願不願做的問題，如果

少數人，不用心、不努力，會影響整體的士氣。 

許多任務要靠團隊合作，持績的學習，是維持工作品

質，最基本的要求。 

４最近我看「組織管理」的原則，其中強調一個重點： 

成員是否能努力工作，主要決定於他們的工作，是否有

被考核(指標績效)。也即大多數的人，並沒有把上級長遠的

經營理念，放在心上，他們真正在乎的是自己的工作，有沒

有被考核，有沒有被獎懲，這才是他們關心的，才是他會努

力工作的重點。換言之，如果工作的指標不列入評估，通常

會完全被忽略的。 

所以今後，如何將我們的目的、策略，轉化為具體的績

效指標，是管理上極為重要的工作。 

我們應該加強老師的自評及對老師的觀察記錄。 

例如： 

⑴教學設計與準備(包括多媒體的教案設計與製作)。 

⑵教學方法(包括多媒體的使用)。 

⑶班級經營與輔導。 

⑷溝通能力─與學生及家長。 

⑸研究創新。 

⑹服務的態度。 

⑺班級讀書會的推動(尤其國文老師)。 

⑻學生學習成就不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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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都知道我一向不主張─考核、獎懲的，但並不代表沒有觀

察、記錄。 

未來為了績效，適度的考績是有必要的，除了工作獎金及學術

研究費之參考，最重要的關鍵問題 

是分要續聘或不續聘二種人。 

 

結論：─事在人為 

１在學校的競爭中，每個人必須更清楚自己的定位，大家挽起袖子

一起做，共生共存，經營一個美麗、共生及永續的校園。 

２每位都誠信、實幹、不斷的學習，教學工作都認真用心、還要有

效率，你我都是推動學校進步，帶來希望的一份子；大家辛苦的

工作，大家一起流過汗，這就是「革命情感」。 

３事情有錯，失敗，就多請教同事或找主管幫忙。有錯、失敗沒關

係，只要不要再三的犯錯就好。 

４為了學校的前途，我們不能縱容一些不力的人，我們需要培養、

召募一些更優秀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