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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遴選迷霧--航向無垠藍海  

                    臺北市立大直高中退休校長 余霖 

 

退休五年已逐漸淡出校園，此次承蒙「教育導航」邀稿，由於

邀稿人客氣並未指定題目。原想談談五年來在民間企業的體會，並提

出校務經營建議。但企業追求利潤與學校培育人才，有本質上的不

同，恐非一篇短文所能暢言。反覆思量，決定就校長遴選這項議題做

最後一次發聲。 

對現行的遴選制度，校長們想必有諸多不滿。我曾代表校長協

會出席過各項諮詢會、公聽會、接受媒體採訪，與教師團體、家長團

體就校長遴選議題交鋒激辯。更曾為某報專欄撰寫「臺灣難有教育家」

一文，遭到特定讀者誤以為該文影射自己，而向報社強烈抗議。本文

的論點，則在現行的遴選制度下，提供另類觀點，建議校長們在遴選

辦理期間，如何看待各方人士提供的「內幕消息」。如何面對遴選結

果，如何建構辦學成就的新價值，如何追尋生涯發展的藍海。因純係

與圈內人（指現任校長、準校長）對話，文句較不修飾，希望夥伴們

海涵。 

每年校長遴選辦理期間，都為教育界帶來熱門話題。某些事件

經媒體披露，對局外人可能只是八卦一番，對身處漩渦的局中人，可

能就是一次重傷害一場大風暴。遴選結果公佈後，對如願新任或高升

的校長，我們不能免俗，總得致賀一番。對不能如願的校長或「準校

長」，我們也會表達誠摯的慰問。 

筆者多次擔任遴選委員，又曾任中學校長協會理事長。常有機

會在「公開」或「私下」場合，「親自」聆聽委員、連任者、同校的

主要競爭校長，陳述的「第一手」資料。往往同一事件，經交叉比對

家長、教師與校長夥伴及當事人之描述後，深感「差很大」！概括言

之，若非「親自」聽到「當事人」談及其「個人之作為」，凡局外人

所談論或「當事人」轉述他人所提及言論，十之八九為流言。流言轉

述者或聽聞者，對這些未經查證之馬路消息，竟然深信不疑。令人驚

訝的是，其中亦不乏校長夥伴。 

此外，後現代的混沌現象，也導致遴選結果無法預測。事後諸

葛們常以「後見之明」逐案分析，至於事前對結局之預測，則遠遜章

魚哥。我可以輕易舉出任一規則的反例。比如：有人是「家長、教師

兩會支持而獲選」；也有人是「兩會力挺依然落敗」。有人是「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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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賞識而出線」，也有人是「在教育局長官力挺下依然出局」。有人

是「家長、教師兩會堅決反對而無法連任」；也有人是「家長、教師

兩會強力杯葛照樣過關」。有人是「遴選前早有預警，而提前退休」，

也有人是「早有預警提前拆除引信而屆齡退休」，更有人是「事前毫

無徵兆，臨場全軍覆沒」。簡言之，除非個人形象能力遠優於競爭者，

在彼此條件接近差距有限的狀況下，很難歸納出勝選方程式。 

在現行校長遴選制度，有諸多因素無法掌握在己，例如：多數

校長未屆齡即退休、有公務員資格者回任行政職務、寒假中校長職位

出缺、任期中無法調校等因素，不傴教育局無法就全市教育發展或人

材獎掖的角度規劃人選。校長自身亦有難以生涯規劃的無奈。實際的

生涯進路，往往呈現栽花插柳的變異，機緣巧合更重於經營績效。 

傳統上，社會大眾與校長同儕，常將學校分級排序。比方；從

小學遷調至國中，從國中遷調至高中，被視為「高升」。從班級數較

小的學校，調任至班級數較多的學校，由社區高中調至明星高中，稱

之為「榮調」。此種世俗觀點，其實無可厚非。參透遴選制度奧妙者

均知，不論辦學績效多麼卓越、個人形象多麼傑出的校長，只要服務

年限不合，連申請轉任的報名資格亦不可得，遑論得償所願？即使年

限吻合，取得「上場競爭」的門票，但能否如意仍然操之在人。反之，

把目前所服務的學校辦好，卻操之在己。既然如此，校長們何妨「高

升榮調擺一邊，學校辦好放中間」，全心投身校務。許一個「把每一

所學校辦起來」的大願。 

辦學成效常受國家政策走向、財政富裕程度、學校社區環境、

傳統聲望、師資水準、學生素質、個人風格……等，各項因素所限。

不可能在每個任期、每所學校都有傲人績效。但大多數校長可能有機

會掌理一所以上的學校，在隨著時間的淬煉，教育理念日臻完備，校

務營運方法嫺熟，胸襟氣度開闊包容，社會聲望益趨崇隆…。每位校

長可以要求自己，辦出一所引以自豪、具有特色的學校，做為個人校

長生涯的作品。 

除了追求掌理大校名校之外，尚有多元價值，足供追求實踐。

本文傴提出四個面向，供校長夥伴參考。 

1.面向教改：在教育政策定案前，積極提出專業建言，以影響政

策方向，協助政策降低決策風險。政策定案後，用

卓越的執行力辦理的成效，證明改革是可行的。 

2.面向社會：提升個人格局視野，關注社會議題，以行動關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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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族群，親自參與社會運動或擔任志工，建構公義

社會。 

3.面向老師：提供資源營造氛圍，進行教學革新課程發展，建立

典範學校引領他校跟進，展現「以一校校長的身分，

辦全市全國的教育」的氣魄。 

4. 面向學生：把每個孩子帶上來，在十二年國教推動後，各校

將更趨均質。讓每個孩子在正向健康的校園氣氛中

成長學習，除了升學率的追逐外，也給予他們二十

一世紀安身立命的關鍵能力。 

 

其他面向多不勝數，有待現職校長自行發想自我實現。一旦「校

長價值的典範轉移」成形，將使校長們超越大校名校遴選的紅海，航

向無垠的教育藍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