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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玻璃天花板」現象？ 

  所謂「玻璃天花板」現象在本文是指「對女性團體在晉升到高階行政領導職位的

潛在限制或障礙，如同透明的玻璃天花板一樣，這個限制或障礙雖然不會明文規定（不

會像一道厚實的水泥天花板一般），但卻如同隱形的限制或障礙，令女性團體難以突

破。」 

學校一開始的生態就是女校長少而男校長多嗎？ 

  無論在國內外的性別平等研究中，女性在學校行政領導職位的「玻璃天花板」現

象一直以來都是備受關注的議題。即使在OECD已開發會員國中，也發現中小學的學

校職位存在不對等的性別分配現象，亦即女教師的比例相當高，但是女校長的比例卻

相當低。但回溯歷史，學校一開始並非如此。例如美國在二十世紀初期，大部分的國

中小校長都是女性，一直到了1930年代，才開始傾向於選擇男性作為校長。時至1950

年代初期，女性在中小學的行政領導職位的主宰現象已明顯被男性取代。如今，因為

國際性別主流化工作的推動，各國在學校行政領導職位的「玻璃天花板」現象紛紛開

始進行相關檢討與改進，現今的美國中小學校長約52%是男性，48%是女性，已較為

平衡，但觀之亞洲與我們最鄰近的日本和韓國，日本女性校長僅約6%，韓國僅約13%，

由此可見男性校長一職在這兩國社會中的權威地位，也足見日、韓兩國的女性在學校

行政領導職位的「玻璃天花板」現象是可能存在的。 

 

  觀之我國，依據教育部統計處104至108學年國民中小學教職員人數統計，專任教

師女、男比例約為7:3，表示在學校從事教育工作仍大部分是女性，然而到學校主任這

一領導職位時，女男比例約為5:5，就感覺男性的主導地位漸漸出現，而到校長這一職

位，女男比例更反轉達到3:7，顯示我國女性在國中小行政領導職位存在性別失衡情形，

雖不似日、韓兩國嚴重，但學校行政領導職位的「玻璃天花板」現象確實可能存在。 

 

女性真的比較不願意擔任學校行政領導職位嗎？ 

  要解答這個複雜的問題，我們可以由近五年的國家教育研究院國中小候用校長與

候用主任儲訓人數的女、男比例來分析。什麼是候用校長及主任呢？就是參加各縣市

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甄選合格，經儲訓期滿成績考核及格而獲得證書者，就可以

分別取得參加校長遴選或受聘主任之資格，也就是擁有校長或主任的資格，但尚未正



式擔任此職位者。由圖1可知，女性候用校長的比例一直是遠低於男性，但至少有逐步

增長的趨勢，表示願意從事校長職務的女性有持續成長。可惜至109年女性儲訓校長

比例又突然下降至二成六，推測可能原因是年金改革，造成退休校長減少，各縣市招

考候用校長名額下降，而甄選時，在較少名額的情況下傾向錄取男性候用校長。 

 

圖 1、105至 109年國中小候用校長男女性別百分比 

 

  再檢視近五年候用主任儲訓人數的男女比例（圖2），發現女性國中候用主任五年

來逐步增長至五成七，而女性國小候用主任亦在108年度達到五成八的比例，皆表示

願意從事國中小主任職務的女性有增長的態勢。 

 

圖 2 105至 109年國中小候用主任男女性別比例 

 

  綜上，近年來女性雖然在學校行政領導職位的追求意願上是增長的，但是相較男

性，多數卻無法順利在進一步成為校長，其可能原因受限於女性需要照顧家庭，以及

校長有任期制須定期輪調，形成生涯決定困難。但也有一種迷思是：女性在領導能力

上相對不如男性，因此在競爭過程中相對容易被淘汰。關於這點迷思，將在以下段落

中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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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學校行政領導職能的表現上真的不如男性嗎？ 

  為了解開上述的迷思，本研究將 109年度國中小女、男候用校長儲訓時的各項評

量成績進行差異性統計分析比較，結果發現在各項評量上，不論是案例分析團體作業、

校務精進計畫個人作業、紙筆學科測驗、學習省思、領導才能觀察、實作評量等，國

中小女、男候用校長的表現是沒有差異的。如此是不是就能證明男性與女性的領導職

能表現並沒有差異？可能還不夠，因為有人可能會質疑候用校長已是經過各縣市嚴格

篩選，能夠考上的，彼此間能力可能就差異不大。 

  為消除此疑慮，我們繼續檢視候用主任的表現，將 109年度國中女、男候用主任

儲訓時的各項評量成績進行差異性統計分析比較，結果同樣發現在各項評量上，不論

是案例分析團體作業、教務計畫撰寫個人作業、紙筆學科測驗、學習省思、領導才能

觀察、實作評量等，國中小女、男候用主任的表現亦是沒有差異的。 

結語：我國學校行政領導職位確實存在「玻璃天花板」現象 

  由本院儲訓班的內部評量資料，證明了女、男候用校長及主任在領導職能的表現

上沒有差異，而且也發現近五年以來有志從事領導職務的女性有增長的趨勢。但為何

近年來即使在性別主流工作的驅動下，我國男性、女性在校長職位始終維持性別失衡

情形呢？可見在校長遴選及甄選端，女性「玻璃天花板」的情形確實存在，亦即女性

沒辦法晉升到更高的領導職位並非是因為他們的能力或經驗不夠，或是不想要其職位，

而是組織似乎設下一層障礙，潛在地認為女性領導能力不如男性，抑或是女性應該為

了家庭而放棄追求更高的領導職務，原因在於身處越高的職位，就越難兼顧家庭，許

多女性教育工作者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結構影響，甚至會因此選擇成就另一

半。職是之故，未來學校如何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偏見，鼓勵、協助與輔導有志從

事行政領導職務的女性，不受偏見阻礙而公平順利地走向自己生涯理想的領導職位，

是值得持續關注與努力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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