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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12年度學務主任暨生教組長傳承研討會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辦理。 

二、目的：提升本市學務工作教育人員業務推展效率並凝聚共識。 

三、辦理機關 

(一)指導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機關：基隆市政府 

四、辦理日期：112年 8月 17日（星期四）9:00-13:00 

五、辦理地點：基隆市碇內國中會議室(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 152巷 75號) 

六、參加對象： 

(一)本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及市立高中學務主任或生教組長。 

(二)本次會議各學校請至少派員 1名，本學年新任學務人員務必參加，預

計 50-70名。 

七、辦理方式：  

(一)學務工作報告：教育處有關學務工作事項進行報告。 

(二)學務工作議題研討主題：學務人員角色認知、整學年學務工作規

劃、校園性平事件處理、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教師疑似不當管教或

體罰案件處理、校園品德教育推動、兒童權利公約在校園輔導與管

教之落實等，並視現場增列與會學務人員關心之其他議題。 

八、預期效益： 

(一)以學務工作之實務經驗傳承及交流為主軸，聘請講座進行分享，並

與參與對象研究討論，達到傳承之實質工作。 

(二)配合年度推動工作重點，以研討、分享、座談等多元方式充實學務

工作行政人員專業知能。 

(三)透過工作議題研討建構學務人員專業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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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報名時間與研習時數：請參加人員於 112年 8月 10日前至全國教師在職

進修資訊網完成網路報名，課程代碼為 3971310，全程參與者將核予研習

時數 4小時。 

九、辦理本案有功人員由本府核定後辦理敘獎事宜。 

十、經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或市政府相關經費項下補助。 

十一、本計畫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本府得適時修正之。 

 

基隆市 112 年度學務主任暨生教組長傳承研討會流程表 

時間 內容 負責人 備註 

0840-

0900 
報到 碇內國中  

0900-

0920 
相見歡 曾國禎 

介紹業務承辦人、

各校自我介紹 

0920-

1020 
校園安全及通報系統操作說明 

蔡西濱 

袁瑀彤 
 

1020-

1040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謝亞霖  

1040-

1120 
性別平等及學生霸凌事件調查 張雅涵  

1120-

1200 
正向管教與陳情案件調查 曾國禎  

1200-

1230 
綜合座談 曾國禎 李科長上泰主持 

1230-

1330 
用餐及交流 碇內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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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報 告 

壹、友善校園綜合議題 

1、「友善校園」以學生為中心、學校為本位，強調尊重、關懷、同

理、包容、安全、參與等涵義，將教育活動及輔導管教措施建立

在「正向管教」基礎下發展。本市的友善校園推動計畫以兒童權

利公約(CRC)為中心思想，配合「性別平等」、「反霸凌」、

「正向管教」、「特殊教育」等四大工作重點，再藉由品德教育

以內化每位學生的行為思想，由內而外改變教育環境，期望讓校

園中每一個學生都能真正在友善環境中快樂學習。 

2、 請善用本市「友善校園資訊中心」(http://friendly.kl.edu.tw/)查

閱友善校園各項工作期程及表件資料。 

3、112 年度友善校園資源中心學校提供諮詢及資源： 

(1)學生輔導：武崙國中、中和國小。 

(2)生命教育：中山高中、建德國小。 

(3)性別平等：正濱國中、正濱國小。 

(4)學務工作：碇內國中、仁愛國小。 

http://friendly.k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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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動校園正向管教工作 

1、 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等相關規定： 

(1) 依據教育部 111年 2月 21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18648 號修正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附錄 1> 

(2) 學校應以適當方法(如：學生手冊、校刊、學校網站等)，使全校

教師熟知了解其行使輔導及管教措施之權限。 

(3) 應配合友善校園週，由校長親自說明下列政策：「禁止體罰、輔

導管教配套措施對照表及架構」及「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

法」。 

2、 禁止體罰：教育基本法第 8條明訂：「使學生不受任何的體罰」，如

發生疑似體罰事件並經調查屬實，依據本府 111年 2月 22日基府特

教參字第 1110106866 號函<附錄 2>,有關案件經查證屬實者，應依下

列規定予以適法性之處置：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第 6條規定：「予以記大過、記過、申誡等懲處。」，當年考績不得

列 4條 1款，並且不得功過相抵。 

3、 學生服裝儀容：為維護學生人格發展權及身體自主權，並教導及鼓勵

學生學習自主管理，教育部已修正「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

規定之原則」及訂定「國民中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

「國民小學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112.06.06 基府教特貳

字第 1120123312 號函)，請各校依規辦理<附錄 3>。 

4、 健全學生申訴制度，使學生知悉對於教師或學校有關個人之輔導與管

教措施，如有不服，得向學校提起申訴，及提起申訴之「具體」途徑

(申訴程序、方式及相關表件…等)。 

5、 有關正向管教每位教師應至少具備三小時以上之相關研習，請各校每

年務必規劃校內研習持續宣導正向管教，並以工作坊方式為原則。 

6、 若需透過「書面反省」輔導學生，應預先告知家長並尊重學生意願，

並不得依此作為獎懲建議(112 年 4月 17日基府特教貳字第

1120217104號)<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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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學校應定期宣導

有關資訊素養、網路禮儀、上網安全等議題，並給予師生行動載具使

用之正確方式及人體保健（視力、聽力或電磁波應用等）相關資訊。

108年 6月 17日教育部臺教資(四)字第 1080060697號函<附錄 5> 

8、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22條第 16項： 

依該校學生獎懲規定及法定程序，予以書面懲處。 

教師得視情況，於學生下課時間實施前項管教措施，並應給予學生

合理之休息時間。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主動發現，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管教： 

 （一）學生身體確有不適。 

 （二）學生確有上廁所或生理日等生理需求。 

 （三）管教措施有違反第一項規定之虞。 

教師對學生實施第一項之管教措施後，審酌對學生發展應負之責

任，得通知監護權人，並說明採取管教措施及原因。 

9、 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內亂、外患)、第

15條第 1項(性騷、性霸凌)、第 16條第 1項(教學不力、不能勝任

工作)、第 18條第 1項(違反相關法規)規定情形者，應依下列規定調

查，並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辦法規定

處理。 

(1) 校事會議召開原則：知悉後 5日內(日曆天)，依陳情內容決議

是否受理、是否成立調查小組，不須先了解案情及訪談相關人

員。 

(2) 不受理原因：非屬前項規定事項、未具名或無具體事實、同一

案件已處理完畢，並應於 20日內書面通知陳情人是否受理。 

(3) 調查小組以 3人或 5人為原則，並應包含教師代表及家長代

表。 

(4) 調查小組應於 30日內完成調查報告，必要時得延長 1個月，最

多不逾 60日，並應通知教師，調查報告不須逐字稿。 

(5) 調查報告送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小組應派員說明，如有疑義得

退回重議。 

(6) 依據調查報告建議送教師成績考核會或教評會依規定審議。 

(7) 將歷次校事會議紀錄、通知陳情人書面副本、調查報告(含相關

人真實姓名名冊)、考核會或教評會會議紀錄送本府辦理結案。 

(8) 相關人依規定得翻閱調查報告，但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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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人權法治教育及公民教育實踐 

1、 請依「加強學校法治教育計畫」、「各級學校法治教育實施要點」

及「教育部人權及公民教育中程計畫」(詳見友善校園資訊中心網

站)辦理。 

2、 每年應辦理「友善校園人權環境指標」線上檢核。 

3、 持續辦理「兒童權利公約」CRC宣導：請各校於開學 2週內運用校務

會議、教師會議等場合，針對校內教職員工進行兒童權利公約宣

導，填列宣導成果彙整表，宣導資料參考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資訊

網/教育宣導/多元教材(https://crc.sfaa.gov.tw/crc_front/)項

目中選擇 。 

4、 請將法治教育納入學校課程或辦理以學生為主之法治教育活動，將

「全國法規資料庫」網站於學校首頁建置連結，並安排學生參加

「全國法規資料庫」競賽，國高中每校薦派老師參加「全國法規資

料庫」創意教案工作坊，並將法治教育應用教材列入學校課程計

畫，每學年教導學生使用。參賽獎金豐富，請各校踴躍參賽。 

5、 人權法治教育與公民教育實踐活動: 

(1) 辦理國中小自治市長選舉，請指導自治市長政見以服務為主，

勿流於不切實際的空頭支票。 

(2) 高中法治教育及公民教育實踐活動。 

(3) 公民行動方案比賽：本市配合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辦理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公民行動方案競賽，由工作坊、市內初賽、

全國賽三階段，獎金豐富，請各校踴躍組隊報名參賽。 

  

https://crc.sfaa.gov.tw/crc_fr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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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品德教育 

1、 請依學校特色與需求，參酌本市 12項品德核心價值「尊重生命、

負責盡責、自律守法、謙虛有禮、團隊合作、公平正義、孝親尊

長、關懷行善、誠實信用、賞識感恩、積極勇敢、愛護環境」，

建構學校本位之重要品德核心價值，並加以推廣及實踐。 

2、 依照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將品德教育課程納入「學校總體

課程計畫」中推動，並進行部分固定時數或時段之品德教育教

學。 

3、 國中小學"品德聯絡簿"，將於 8/28前發放至本巿公立國中小學，

請融入課程並多加利用。若數量不足或有缺損需更換者,請來電說

明需求數量。 

4、 鼓勵各校踴躍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

廣與深耕學校實施計畫，大約在每年 4月前提出申請，請注意辦

理期程。 

5、 每年得提出申請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請各校踴躍申請送

件。 

6、 本市配合許多民間法人及機構辦理各校品德相關活動，包含張榮

發基金會、宏達文教基金會、沛德國際機構、台灣生命與法律美

學推廣協會等等，歡迎學校踴躍申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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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防制校園霸凌 

1、 請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辦理。 

2、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業經教育部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21日以臺教學

（五）字第 1090097594B號令修正發布。 

3、 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動作、電

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

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

產生精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行。  

◎霸凌要件： 

（一）持續：行為一再持續發生 

（二）侵害樣態 

（三）故意行為 

（四）損害結果。 

4、 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員、工友、學生對學

生，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 

5、 請協助宣導反霸凌投訴專線： 

(1) 教育部:1953(24小時專線)。 

(2) 基隆市政府:24322134（24小時專線）。 

(3) 學校應設置投訴信箱，亦得建構校園反霸凌網頁，提供學生及家長

投訴管道，並由專人處置及輔導。 

6、 校園生活問卷(霸凌)調查： 

(1) 教育部於 5月及 11月實施不記名抽測。本市於 4月及 10月實施

記名及不記名普測，內容詢問學生過去 6個月內是否遭受同學毆

打、勒索、惡意聯合排擠、言語恐嚇威脅、說壞話、網路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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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是否目睹前述狀況。倘發現曾經有過前述情形，請學校務必

追蹤問卷反映個案詳予輔導，並填報【疑似受害學生輔導名

冊】，若經調查後非屬校園霸凌事件（如學生因誤解題意誤填

等），亦請列入【疑似受害學生輔導名冊】並敘明調查情形。 

(2) 本市普測採取各校自行施測，請學校確實規劃各班施測時間，且

負責人員必需確定各班學生皆於規定時間內施測，避免發生未作

答之狀況發生。本府將於 4月 30日及 10月 31日前，函請各校

將施測結果及【疑似受害學生輔導名冊】上傳本府公務填報，相

關施測檔案各校務必留校備查。 

(3) 各校施測時應避免「誘導作答」、「指示作答」等不當方式，影

響學生實際作答狀況。 

7、 各校均應成立常設性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以校長或副校長為召集

人，其成員應包括教師代表、學務人員、輔導人員、家長代表、學者

專家，負責處理校園霸凌事件之防制、調查、確認、輔導及其他相關

事項；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之小組成員，並應有學生代表；會議召開

時，得視需要邀請具霸凌防制意識之專業輔導人員、性平委員、法律

專業人員、警政、衛生福利、法務等機關代表及學生代表。 

8、 學校接獲疑似校園霸凌事件之申請調查或檢舉，應初步了解是否為調

查學校。非調查學校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知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

時，除依《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12條規定通報外，應於三個工作日

內將事件移送調查學校處理，並通知當事人。 

9、 學校接獲申請獲檢舉疑似霸凌案件，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召開防制校園

霸凌因應小組會議，並於受理申請之次日起二個月內處理完畢，以書

面通知調查及處理結果，並告知不服之救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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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召開時，得視需要邀請具霸凌防制意識之專業

輔導人員、性平委員、法律專業人員、警政、衛生福利、法務等機關

代表及學生代表。請各校發現疑似霸凌事件後，請確依「基隆市所轄

各級學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檢核表」（附錄 6，依案件類型區分為「學

生對學生」及「教職員工生對學生」）逐一檢視並確依「校園霸凌事

件處理流程圖」辦理。 

11、 發生疑似霸凌案件，請校方承辦人至校安系統通報， 

【通報類別】： 

(1)生對生霸凌事件： 

請先點選「主要事件類別＞暴力與偏差行為事件」，再點選次類別

進行通報，並敘明霸凌類別（如肢體霸凌、言語霸凌等）。 

(2)師對生霸凌事件： 

請先點選「主要事件類別＞管教衝突事件」，再點選次類別進行通

報，並敘明霸凌類別（如肢體霸凌、言語霸凌等）。 

 

因應小組會議後，務必至校安通報【處理情形】處續報，新增會議時

間、是否為霸凌案件及會議決議；倘為確認霸凌案件，校安通報【通報類

別】修改為霸凌事件，另針對案內行為人、被行為人及旁觀者擬訂輔導計

畫；經輔導 3個月後，學校評估可自「霸凌彙整系統」解除管制，請填報申

請書並經校長核章後，函報本府申請解除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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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1、 教育宣導(請加會體健科確認教育宣導學校配合事項)： 

(1) 強化學生識毒拒毒知能課程：依據中央規定，國小高年級及國高

中學校學生，所有班級每年至少接受 1次入班反毒宣導教育，以

中央及各縣市之校園防毒守門員研習完訓人員為講師進行宣導。 

(2) 教育人員及學生家長反毒增能研習：以學校教育人員(含學務創新

人員)及學生家長(或社區)為宣導對象，每年每校至少辦理 1場

次。 

(3) 績優教育單位評選及表揚實施計畫：本府 110年 8月 12日基府教

體參字第 1100130341號函諒達，111學年度班級總數達國中 15班

以上、國小 30班以上之學校務必提交資料報名，其餘學校鼓勵踴

躍報名。 

(4) 培訓校園防毒守門員計畫：結合聯絡處培訓校園防毒守門員種子

師資及宣導志工，協助執行校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教育宣導相關

工作。目前 109年及 110年已辦理完畢，相關師資提供各校自行

運用，明年起視情況再決定是否辦理。 

(5) 「防毒好遊趣」反毒教具宣導活動：貴校可搭配各活動、研習或

會議等，運用相關教材對民眾及參與人員進行宣導，如有需要可

洽體健科登記借用教材，結束後提供照片 1張及辦理地點、參與

人次即可。 

2、 「特定人員」清查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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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業經 112年 5月 1

日臺教學（五）字第 1122801946A號令修正發布，請詳閱要點各項規定並

依規辦理相關事宜。 

    另請各校確實運用國教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生活狀況風險觀察

表」(如附件)，以協助教育人員對於學生生活狀況風險進行簡易觀察，及

早覺察疑似藥物濫用高風險學生並積極輔導介入關懷。 

(1) 特定人員類別: 

1. 曾有違反毒危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含自動請求治療者）。 

2. 各級學校休學、中輟或中途離校後申請復學之學生，有事實足認

有施用毒品嫌疑者。 

3. 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特定人員評估

參考原則請參考「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生活狀況風險觀察

表」）。 

4. 前三目以外之未成年學生，各級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檢驗，

並取得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同意者。 

5. 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 

(2) 建立特定人員名冊: 

1. 各校每學期開學日起三週內經導師、校內之任課教師、專業輔導

人員或職員工觀察後，或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主動

反映，依特定人員類別提報特定人員名冊，交由相關業務承辦人 

(或指定專人)彙整，並召開會議審查，經審查後之特定人員名冊

應簽請校長核定。   

2. 學期中發現學生施用或持有不明藥物，或觀察生理或生活狀態，

認有可疑為施用或持有毒品之情形，應簽請校長核定納入特定人

員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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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學期由各校承辦人員將名冊上傳「藥物濫用學生追蹤輔導系

統」，經主任及校長線上審閱後才算完成填報；各校每月亦需要

至系統上核定「特定人員」名冊。 

4. 為落實各校特定人員提列與尿篩檢驗，請依據教育部教育部防制

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針對學校特定人員每學期內每人至少應篩

檢 2次。(請逕行紀錄尿篩日期及結果，本府將於期末彙整各校

資料) 

5. 請各校於每學期開學或假期後依特定人員名冊進行採（抽）驗。

尿液篩檢僅針對各級學校列冊之特定人員，嚴禁隨機採驗未在校

內特定人員名冊內之學生。 

3、 春暉個案輔導通報及轉介: 

(1) 屬下列情形涉及違反毒危條例、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或非法施用其

他有害身心健康物質者之一者，學校應完成校安通報並組成春暉小組實

施輔導三個月，輔導期間使用快速檢驗試劑實施篩檢，及填報相關輔導

紀錄備查: 

● 經確認檢驗尿液檢體中含有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者。 

● 自我坦承 

● 遭查獲或其他網絡(如社會局、衛生局)通知者。 

(2) 通報:於知悉時間 24小時內至「關懷 E起來」及「教育部校園安

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完成通報。 

(3) 學生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者，學校應告知學生、法定代理人

或實際照顧者依毒危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自動向衛福部

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

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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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春暉小組成員編組：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擔任召集人，成員應

至少包括導師、專業輔導人員(學校輔導人員、社工師或心理

師)、學務人員及本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成員等；必要時，得邀

請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專責警力(少年隊)、校外資

源網絡人員及其他學者專家等人列席相關會議。 

(5) 成案會議:通報後一週內召開成案會議，研訂個案輔導計畫，包

含輔導方向、相關介入措施、介入時間及可運用與結合之校內、

外輔導資源。同時指定個案管理人，擔任春暉小組聯絡人、個案

相關資料登錄列管、行政程序期程控管、與外部單位聯繫合作之

角色。 

(6) 輔導階段:春暉小組實施輔導以三個月為一期，輔導人員應至少 2

週對個案進行 1 次以上輔導。輔導期間每 2週至少應實施尿液

快篩檢驗 1次(輔導期間至少 6次)，並於輔導紀錄內記錄檢驗日

期及結果等資料。輔導紀錄內容應記錄詳實，並將相關資料填報

備查。  

(7) 結案階段:輔導期滿後採集個案檢體送驗，檢驗報告結果(陰性)

召開結案會議，解除春暉小組列管，並持續將學生列為特定人員

觀察；檢驗報告確認檢驗尿液檢體中含有濫用藥物或其代謝物

者，應再實施第 2次（3 個月）輔導期程。 

(8) 春暉小組輔導中之濫用藥物學生如有中輟情事發生時，學校除應

依中輟學生處理機制輔導學生復學，並持續完成輔導期程。 

(9) 依據「藥物濫用學生未完成春暉輔導離校者後續輔導流程」，春

暉小組輔導期程未完成個案，有繼續升學或轉學情形，可透過學

生轉銜輔導及服務機制，轉銜至新入學學校，接續輔導；若春暉

小組輔導期程未完成個案未繼續升學，未滿 18歲個案請填具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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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單函文本府社會處(副知教育處及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18歲

以上個案學校應評估個案是否需追蹤輔導、戒治及查察，再將相

關資料(管理系統中學生基本資料)移轉至個案戶籍地毒品危害防

制中心（以下簡稱毒防中心），無法取得同意書者移轉至警察機

關。 

(10) 依據「教育單位通報檢警查緝毒品作業流程」規定，請各校將自

行清查個案包含「尿篩陽性」及「學生自我坦承」等兩類型之

「毒品來源通報資料表」函文警察局(少年隊)，副知基隆市聯絡

處及本府教育處。 

4、 請各校督導春暉個案相關人員(導師、學務及輔導)至「藥物濫用學生

追蹤輔導系統」上填報相關資料；並於結案會議後，將個案相關會議

資料函報本府。檢附【基隆市政府所屬國中小藥物濫用學生春暉輔導

成案會議檢核表】及【基隆市政府所屬國中小藥物濫用學生春暉輔導

結案會議檢核表】各乙份，以供各校於召開相關會議時使用。 

#請參考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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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校園安全及通報 

1、 每學期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請各校規劃辦理人權教育、法治教育、

品德教育及生命教育等為主軸的宣導及相關系列活動，並提供辦理成

果。各學年度第 1學期擴大宣示活動由本府國民中學辦理，承學校輪

序，自 113學年度起：武崙國中(113)、百福國中(114)、銘傳國中

(115)、明德國中(116)、成功國中(117)、信義國中(118)、南榮國中

(119)、正濱國中(120)、建德國中(121)、中正國中(122)及碇內國中

(123)。  

2、 「友善校園週」近幾年著重宣導「防制學生藥物濫用」、「防制校園霸

凌」及「杜絕復仇式色情」等主題，各校亦可結合預防犯罪宣導，以學

生較常發生的違法行為為宣導內容(如毒品、幫派、霸凌、竊盜、性侵

害、公共危險、詐騙等犯罪類型)，並教導學生如何抗拒同儕不正當邀

請及能辨識高危險情境(如行竊把風、轟趴派對等)，112學年度明訂主

題-校園詐騙防制-你快樂我平安。  

3、 請各校利用朝會及親師座談會等時機，針對學生、教師及家長加強宣導；

此外，每學期應邀請警政、法務單位到校宣導至少 1場次。  

4、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修正「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機制實施計畫」各

校應於每學期（開學前）應辦理 1次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並不

定期依狀況（環境）變化重新檢核。每學期實施自主檢核時，應邀請轄

區警察分局（派出所）派員到校協助；檢核完成後，學校業務承辦人、

業務主管、校長及警政單位施檢人員應於旨揭自主檢核表下方共同簽

署，並影印 1份提供警政單位備查。  

5、 各校檢視與轄區分局或派出所簽定之「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視需

要得協請警方設置巡邏點、巡邏箱、校園周邊巡邏及學生通學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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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務，建立預警機制，以有效即時應處突發事件。約定書為重要文件請

列入移交，倘若遺失請重新簽訂，倘各校有更換校長的情形，請與轄區

分局或派出所重新簽定「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  

6、 本市警察局、校外會與本府教育處每學期針對少年易聚集滋事場所及妨害

少年身心健康場所等治安熱點檢討危險程度，並研商調整巡邏方式。請

各校定期評估學校附近是否新增加上述熱點，並將地址(或明顯地標)、

聚集時段及違規事由(如抽菸、鬥毆等)通知本府教育處，以利與警方進

行討論修正。   

7、 為維護學生校外安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暨校園安全，請各國中學務人員

配合執行校外聯合巡查勤務。各校請依規定時間派員至基隆市警察局少

年隊進行校外聯合巡查工作，不克參加請自行協調學校代理人。   

8、 「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資訊網」進行通報(下稱校安

通報系統)： 

(1) 進行校安通報之要件： 

項目 要件 

人 當事人為校屬人員(學生、教職員工、含替代役役男) 

事 涉及校屬人員之事件 

時 任何時間 

地 原則係在校內發生之事件，但若涉及校屬人員於校外所發

生之事件亦同。 

物 原則校方有財產上之損失，但若涉及校屬人員(如：個人物

品遭竊)亦同。 

(2) 通報作業之時效：當日發生之事件，力求當日完成校安通報。通報時

限，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辦理；校安通報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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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為「兒童少年保護事件」時：應於知悉事件後 24小時內，併同向

社政單位(關懷 e起來)進行法定通報。 

事件 屬性 通報時限 

緊急事件 (一)學校、機構師生有死亡或死

亡之虞，或二人以上重傷、中

毒、失蹤、受到人身侵害，或

依其他法令規定，須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及時知悉或立即協

處。 

(二)災害或不可抗力之因素致情

況緊迫，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及時知悉或學校、機構自行宣

布停課 

(三)逾越學校、機構處理能力及

範圍，亟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協處。 

(四)媒體關注之負面事件。 

知悉事件 2小時內

(並以電話立即告知

業務科) 

法規通報事件 依法規規定應通報各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之校安通報事件。 

兒少法、性平法、性

侵犯罪法、兒少性剝

削防制法、幼兒教育

及照顧法、家暴防治

法等等(24小時內) 

一般校安事件 前款以外，影響學生身心安全或

發展，宜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知悉之校安通報事件。 

於獲知事件 72小時

內【無法以校安通報

網通報時，改以紙本

方式傳真至校安中心

及上一級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並應於七日

內補行網路通報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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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學年度開學前務必完成「學校基本資料」及「緊急連絡人」增修

(緊急連絡人務必有承辦人、主管、校長)。增修「學校基本資料」

及「緊急連絡人」，操作路徑如下： 

1. 持帳密登入通報系統後，於原登入位置，可見學校名稱，點選

「學校名稱」進入後，即可填「學校基本資料」：輸入校址、校

長名稱及 24小時值勤電話。 

2. 持帳密登入通報系統後，於原登入位置下方，可見「緊急聯絡

人」，點入後選「新增緊急聯絡人」，逐筆新增資料(每增一員

即需再點一次「新增緊急聯絡人」)。 

(4) 點閱校安通報系統網頁之「最新消息」： 

1. 為使本府所屬各級學校能及時掌握校安資訊，請各校業務承辦人

每日進行查看、點閱，以免錯過點閱之時限。 

2. 持帳號及密碼登入校安通報系統後，於「最新消息」處「點閱情

形」乙欄查看該筆公告事項之點閱情形。「點閱情形」亮燈：紅

燈為「未點閱」、綠燈「已點閱」及黃燈「逾時點閱」，各校應

自行掌握點閱情形，使點閱率達 100%。 

3. 本項工作為教育部評核重點，請各校每日確實依規檢視及點閱。 

(5) 學校應依實際情形通報校安系統，隱匿不報者，依據校園安全及災

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第 12點規定，將校長督導狀況納入校長成績考

核參辦。另若涉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條之情事隱匿

不報者，將對當事人、承辦人及業務主管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 89條或第 100條規定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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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兒童及少年保護 
一、法定通報- 家庭暴力、性侵害犯罪事件與兒童少年保護事件通報，應於知

悉二十四小時內至教育部校安通報網及社政通報(關懷 e起來)，說明如

下： 

(一)  校安通報:依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第 2條規定

略以，主類別為「兒少保事件」教育人員(不含警衛)知悉 24小時內進行

網路通報(校安通報)或傳真；情況緊急時，得先以言詞、電話通訊方式

進行責任通報。 

(二)社政通報(關懷 e起來):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3條、家庭

暴力防治法第 50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11條，教育人員知悉兒少有

疑似家庭暴力情事者、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二十四小時內需至「社

會安全網-關懷 e起來」進行線上責任通報(受理機關為社會處家庭暴力

暨性侵害防治中心)。若有緊急案件(兒少受虐需緊急安置、有生命危險

等)，請主動電話聯繫本府社會處社會工作科篩派案組，02-243404585轉

238-241) 

 

(三) 線上通報作業流程及表單填寫說明： 

1. 確認事件類型。 

2. 基本資料欄位填寫詳實。 

3. 案情依人事時地物填寫詳實。 

4. 提供家訪資訊及二級輔導資訊愈完整的資訊，加快案件處理的速度。 

5. 通報單之問項，對兒童及少年之保護及協助極為重要，請善盡通報責

任，避免漏填；屬意外事故，非屬惡意對待或疏忽者，請勿通報。 

6. 主動確認受理單位是否收到通報，並與社工聯繫後續處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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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除進行法定通報及校安通報外，亦需： 

1. 落實校內輔導三級制，每學期由班級導師進行初級輔導評估，符合「高

關懷學生」指標者（個人、家庭、學校適應），即轉介至輔導團隊進行

二級輔導，並評估學生需求進行資源轉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或相關通

報。 

2. 家庭經濟需求評估，如午餐經費補助、學校教育儲蓄戶、清寒獎學金、

課後照顧、基隆市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申請食物銀行）、連結民間社福

團體，請聯繫輔諮中心社工協助評估並連結相關資源。 

3. 連結相關單位入校辦理「各議題宣導」，並融入課程，強化學生自我保

護能力，及對家庭、自身困擾的覺察，透過導師、輔導老師、科任老師

的關懷及輔導確認學生需求，提供適切協助。 

4. 請依「各級學校及幼稚園通報兒童及少年保護與家庭暴力及性侵害事件

注意事項及處理流程」、「國民中小學學生保護輔導工作流程圖」辦

理。 

5. 若需外部資源協助可申請本市高關懷學生輔導訪視列車暨輔導教師輔導

訪視實施計畫(112 年 4月 20日基府教特參字第 1120218375A號) 

二、請各國民中小學(含完全中學及附設幼兒園)依目睹家庭暴力兒童及少年

輔導處遇流程(目睹知會單)與法院核發命相對人遠離未成年子女就讀學

校(保護令)處理流程辦理： 

（一） 社政轉知目睹家庭暴力兒童及少年知會單(目睹知會單)： 

1. 依據教育部 109 年 2 月 26 日臺教學(三)字第 1090026861 號函說

明三略以，學校可能收到未成年子女目睹家庭暴力之輔導知會單

或法院核發命家庭暴力事件之相對人遠離未成年子女就讀學校之

保護令，該等資料中之案件係經社政主管機關開案服務或經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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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有需特別保護者，爰已非家庭暴力防治法第 50條第 1項所定

之「疑似」情形，故學校接獲該等資料無須再通報主管機關（社

政），亦無須再通報本部校安中心。 

2. 依據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9 年 5 月 20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90051832 號函，為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加速推動目睹

兒少輔導處遇工作，衛福部已於該部保護資訊系統「就學輔導回

覆平台」新增目睹兒少線上知會及回覆功能，線上提供教育單位

回覆，教育單位人員則可運用平台線上回覆知會單，以利減少行

政流程，附件檔案務必包含會議紀錄及簽到表。 

3. 因研究顯示目睹兒少對於未來成年生活有影響，又目睹兒少行為

多為隱性，請二級輔導導師主動積極評估關懷，以利學生輔導需

求獲得滿足。 

4. 學校於提供服務時應注意維護目睹兒少隱私及尊嚴，避免標籤化

及對學生造成二度傷害。 

（二） 學校接獲保護令：針對學生就學安全召開校內分工會議，參與人

員應包括學校人員、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社政及警政等相關單位，

研商針對該生之就學安全計畫並適時提供學生輔導，計畫執行人

員應包含學務主任、班級導師、相關任課老師、輔導老師及駐校

警衛等，並將會議紀錄函文給各參與單位，另副本教育處（含附

件）。 

（三） 相關處理流程圖表可至基隆市政府全球教育資訊網/檔案下載/44

下載運用。 

一、 兒少保護教育課程與宣導：教育處於每學期調查各校實施之狀況，請各

校確依辦理情形填報。 

(一) 教育訓練（教師、行政）：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第 8條，學校應定期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5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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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或鼓勵所屬人員參與防治性騷擾之相關教育訓練，另為增進

學校教職人員之知能，各校每學年應舉辦性侵害防治及家庭暴力

防治教育訓練。 

(二) 教育課程（學生）：  

1. 依據家庭暴力防治法第 60條規定，各級中小學每學年應有 4小時

以上之家庭暴力防治教育課程。 

2. 依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7 條規定，各級中小學每學年應有 4 小

時以上之性侵害防治教育課程。 

(三) 教育宣導（教育人員、學生、家長）：依據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條例第 4條規定辦理，各校應每年定期辦理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

制教育宣導工作。另 111年度起性剝削宣導列入強化社會安全網考

核，請各校「每年度」須辦理 3場以上。 

(四) 策略聯盟到校宣導:本市每年年底辦理兒少婦女事務與輔導工作策

略聯盟各局處到校宣傳推展工作，請各校踴躍申請，以符合兒少

保護宣導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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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中輟及長期缺課學生預防、通報及輔導 

1、 依據強迫入學條例、強迫入學條例施行細則、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未入

學或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辦理。 

2、 中輟及長期缺課學生定義： 

(1) 中輟生：未經請假、請假未獲准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三日以

上，或轉學生因不明原因，自轉出之日起三日內未向轉入學校完成報

到手續。(依據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第 2條) 

(2) 長期缺課學生：全學期累計達七日以上，未經請假而無故缺課者。(依

據強迫入學條例第 9條及施行細則第 8條) 

3、 依強迫入學條例第 9條、第 11條規定略以，「凡應入學而未入學、已入

學而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之適齡國民，學校應報請鄉（鎮、市、區）強

迫入學委員會派員作家庭訪問，勸告入學、復學；前項適齡國民，除有

第 12條、第 13條所定情形或有特殊原因經鄉（鎮、市、區）強迫入學

委員會核准者外，其父母或監護人經勸告後仍不送入學、復學者，應由

學校報請鄉（鎮、市、區）強迫入學委員會予以書面警告，並限期入

學、復學。經警告並限期入學、復學，仍不遵行者，由鄉（鎮、市、

區）公所處一百元(新臺幣三百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入學、復學；如未

遵限入學、復學，得繼續處罰至入學、復學為止。」依前開條例規定所

處罰鍰，逾期不繳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另請依本市各區強迫入學處

理參考流程圖(中輟學生輔導工作手冊之貳、法規及相關計畫 p15)辦理，

並主動向區公所追蹤執行情形。 

4、 依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未入學或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第 5

條規定辦理，「學校應積極輔導學生復學，並於其復學後，向通報系統

進行復學通報。」依學生個別情形，邀集校內人員(導師、學務、教務、



26 

 

輔導等)及其他網絡單位(輔諮中心、強入會、社政、衛政、警政等)召開

個案會議，落實三級輔導且共同研商復學輔導處遇目標，俾利充分整合

資源，以利學生復學且穩定就學。 

5、 中輟通報系統注意事項： 

(1) 學生總數維護：每學年度僅填報一次，請學校於登錄該校學生總數

時，亦需同步登錄校內原住民及外配子女學生人數，並確認人數正

確。 

(2) 輟學日之通報日：學生連續 3日未到校則應通報中輟，係指若學生第

4天上午仍未到校，則上系統通報中輟。 

(3) 長期缺課知通報日：全學期累計達七日為通報日，意即滿第七日當天

為通報日期，切勿填寫缺課第一天之日期。 

(4) 學生「行蹤說明」欄位，請務必精準填報，避免浪費警政資源；若學

生已被尋獲仍未復學，亦需「再次」協請警方協尋時，需進行「再次

協尋」資料維護，才會再次傳送資料至警政單位協尋。 

(5) 學生生病或出國，請勿列入中輟生通報範圍；請各校依請假程序辦

理，並務必落實學生請假程序檢核，避免學生濫用請假權限而規避中

輟通報。 

(6) 若要刪除中輟生資料，請各校應檢附證明資料或於公文內述明要刪除

之理由函送本府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6、 本府將於 112 學年度期初委請安樂高中辦理「國中小中輟通報系統上線

操作研習暨中輟業務經驗傳承」。 

7、 有關中輟學生輔導工作手冊，由各校輔導處及學務處各保管乙本，請列

入移交並妥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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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性別平等教育 

1、 法規索引及簡稱： 

(1) 性別平等教育法(簡稱性平法)。 

(2) 性別平等教育施行細則(簡稱細則)。 

(3)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簡稱準則)。 

2、 學校應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性平法§6、§9)： 

(1) 訂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以校長為主任委員(若校長

因另有要公無法主持會議，應予敘明，並由委員推舉主席)，其中女

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性平法§9)，任一性別請占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行政院婦權會 2004年決議)。 

(2) 每學期應至少開會一次(性平法§9)，會議簽到表(請標註委員性別)應

與性平會委員名單一致，若有非性平會委員列席，請標註身份。 

(3) 相關內容可參考「基隆市所屬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模式參考

範例」,可至本市友善校園資訊中心/性別平等教育/(一)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下載。 

(4)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管轄學校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時，

其收件單位為學生事務處或教導處(準則§18)；學校性平會執行秘書

應由學務主任(教導主任)擔任(101 年 11 月 5 日基府教特參字第

1010183552E號函)。 

(5)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應提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討論

後，再提請校務會議議決(性平法§6、國民教育法§10、高級中等教育

法§ 25)。 

3、 學習環境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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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校應訂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並公告周知(性平法§12)：

除應張貼於學校公告欄外，並得以書面、口頭、網際網路或其他適當

方式為之(細則§10)。 

(2) 校園空間安全： 

1. 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安

全，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準則§4)。 

2. 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得採電子化會議方式召開，

並應將檢視成果及相關紀錄公告之。另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

應列為性平會每學期工作報告事項(準則§5)。 

(3) 教職員工在職進修： 

1. 請依教育部「中小學行政人員及教師性別平等教育研習課程」規

劃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及在職進修(性平法§15)，

並請加強宣導教師於使用教材或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

等意識，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上開學

校教育人員(含兼任行政人員)每學年在職進修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應達 2小時，且參訓比率應達 95%(參訓教師數佔學校總教師數)。 

2. 針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負責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

件處置相關單位人員，每年定期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準則

§2)。 

3. 應辦理有關新聞處理能力及媒體應對技巧之相關研習及宣導，以

因應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案件時之校園危機事件

處理機制。 

4. 學校之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1/3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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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應依據「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積極維護懷孕

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並針對相關任課教師（如體育、

實驗或實習課程）加強宣導不得以學生懷孕為由而損及其修習課程之

權利。 

(5) 學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

活動、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爰學校於訂定或修正

校內規定時，應積極注意校規是否牴觸性別平等教育法中有關性別、

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保障之精神(性平法第 14條)。 

4、 課程、教材與教學： 

(1) 國民中小學除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外，每學期應實施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等課程)至少四小時；

高級中等學校應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性平法§17、細則§13)。 

(2) 於本市性別平等教育月(每年 3月)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及相關活

動，每年 4月彙整各校辦理情形，並提至本市性平會報告。 

5、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 

(1) 學校應訂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並公告周知

(性平法§20 II)，違反處 1萬~10萬罰鍰(性平法§36 III)。將準則

§7、§8 規定納入教職員工聘約及學生手冊(準則§35)。 

(2) 針對教職員工生，每年定期舉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之

教育宣導活動，並評鑑其實施成效(準則§2)。 

(3) 學校性平會有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任務(性平法§30)，請薦派人

員參與市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初階/進階/高

階)培訓，復依據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22條第 5項

規定，自 111年月 12月 24日起，具備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調查知能高階培訓結業證書者，始得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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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落實性平法之應辦事項： 

編

號 
應辦事項/資料名稱 法規依據 檢核/填報資料 

1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設置要點 性平法§6、

§9 

□是否經性平會討論後，提請

校務會議決議  

□法規 

2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委員名冊 

□名冊   

□性別比例 

3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每學期應至少開

會一次 

性平法§9 

□開會次數    

  □會議日期(含時間) □

會議主席 

4 

參考所設之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所擬

各項實施方案編列

經費預算 

性平法§10 

□自行填答：是/否   

  

✽由教育處自行抽查學校預算

書 

5 
定期舉行校園安全

空間說明會 

性平法§12 

準則§4、§5 

□辦理時間：每年定期  

□成效摘要表(活動名稱/內容/

講師/對象/參加人員性別比例) 

    

6 

學校應訂定性別平

等教育實施規定並

公告周知 

性平法§12、 

準則§34 

□是否經性平會討論後，提請

校務會議決議□法規 

□公告周知之方式 

7 
積極維護懷孕學生

之受教權 

性平法§14-1 

學生懷孕受

教權維護及

輔導協助要

點 

□對象：高級中等學校 

□檢核內容：是否已將懷孕學

生受教權之相關規定納入學

則、教務章則及學生請假辦法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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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應辦事項/資料名稱 法規依據 檢核/填報資料 

8 

教職員工在職進修-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 

 

性平法§15 

教育部性別

平等教育白

皮書 

 

□對象：學校教育人員(含兼任

行政人員) 

□辦理時間：每學年 

□是否依中小學行政人員及教

師性別平等教育研習課程規劃 

□應達 2 小時(每學期至少 1 小

時) 

□參訓率：是否達 95%(參訓教

職員工數佔學校總教職員工數) 

9 

組織適法性-任一性

別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 1/3以上 

性平法§16 

性別主流化 

檢核下述委員會之性別比例： 

□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   

□教師評審委員會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10 

每學期實施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課程或

活動至少四小時  

性平法§17、 

細則§13 

□對象：國民中小學學生 

✽高級中等學校應將性別平等

教育融入課程 

□課程名稱(請勿寫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課程)與內容 

✽可搭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7

條規定辦理 

11 

學校應訂定學校性

侵害、性騷擾及性

霸凌防治規定並公

告周知 

性平法§20 

□是否經性平會討論後，提請

校務會議決議 

□法規      

□公告周知之方式 

12 

舉辦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及性霸凌防

治之教育宣導活動

並評鑑其實施成效 

準則§2第 1

款 

 

□對象：教職員工生   

□辦理時間：每年定期 

□成效摘要表(活動名稱/內容/

講師/對象/參加人員性別比例) 

✽可搭配性別平等教育月(每年

3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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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應辦事項/資料名稱 法規依據 檢核/填報資料 

13 
教職員工在職進修-

增能研習、活動 

準則§2第 2

款 

□對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及負責校園性別事件處置相關

單位人員 

□辦理時間：每年定期 

14 

將準則所規範之事

項，納入教職員工

聘約及學生手冊 

準則§2第 4

款 

準則§7、8 

準則§34 

□檢核內容：是否已將準則所

規範之事項，納入教職員工聘

約及學生手冊 

  

7、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處理程序注意事項： 

(1) 調查處理程序之簡要說明： 

程序

階段 

   處理事項 適用法規 

一、 

通 

報 

1、校屬人員知悉「疑似」事件，即應通報。 

2、24 小時內「雙軌並行」，完成校安通報+社

會安全-關懷 E起來通報。 

3、重複通報，無妨。漏未/逾時通報，違法。 

4、不受當事人意願影響。 

5、校安通報時，他方當事人之身份未能確屬

「教職員工生」，於身分別處，請先點選「不

具有教職員工生的身份」，後續若有變更，再

以「續報」方式修改。 

性平法第 21條 

性平法第 36條 

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

法第 53條 

二、 

緊 

急 

處 

置 

 

1、一般處置：保全證據、報案、輔導諮商等。 

2、保障當事人受教權或工作權的必要處置： 

(1)處置措施: 

a)彈性處理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並積

極協助其課業或職 務，得不受請假、成

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  

b)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

動之機會。  

  

  

性平法第 23條 

準則第 25條 

教師法第 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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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階段 

   處理事項 適用法規 

c)避免報復情事。 

d)預防、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e)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處置。 

 

(2)處理程序： 

a)應經性平會決議通過後執行。 

b)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3、停聘處置： 

(1)停聘處置：(教師法 22) 

a)教師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或兒

少性剝削。 

b)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 

c)免報主管機關核准，暫時予以停聘六個

月以下，並靜候調查。 

 

(2)停聘的法律效果：(教師法 23 I、25II) 

a)停聘期間，保留底缺。  

b)停聘期間，不發給待遇，停聘事由消滅

後，未受解聘或終局停聘處分，並回復

聘任者，補發其停聘期間全數本薪（年

功薪）。 

三 

、 

申 

請 

調 

查 

、 

檢 

舉 

 

1、啟動校園性別事件之調查處理。 

2、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可為申請調查；知悉

者(任何人)可為檢舉。 

3、媒體事件視同檢舉。 

4、對誰申請調查、檢舉 ： 

(1)行為人所屬學校。  

(2)但行為人為學校首長時，向學校所屬主管

機關。  

5、申請調查、檢舉的方式： 

(1)書面。(性平法 28Ⅱ) 

(2)言詞或電子郵件，應作成紀錄，由申調人

或檢舉人確認內容無誤並簽章。(準則 17) 

性平法第 28~30

條 

準則第 17~2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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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階段 

   處理事項 適用法規 

四 

、 

召 

開 

性 

平 

會 

1、受理： 

(1)誰審查是否受理：性平會/性平會指派 3 人

以上委員組成小組。(準則 18Ⅲ)→以性平

會為主。 

(2)審酌是否有法定不予受理之事由，並應於

20 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

理。(性平法 29) 

2、管轄權： 

(1)行為人行為時所屬學校具事件管轄權。 

(2)行為人二人以上，分屬不同學校者，先受

理申請調查或檢舉之行為人所屬學校為事

件管轄學校。 

(3)無管轄權時，應於 7 日內將案件移送(以公

文)有管轄權之學校或機關，並通知當事

人。 

3、於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願意申請調查之

情形→提認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陳述紀

錄。 

4、討論保障當事人受教權或工作權的必要處

置，並作成決議。 

5、討論是否組成調查小組/性平會逕行調查處

理，並作成決議。 

性平法第 9條 

性平法第 23條 

性平法第 29~30

條 

準則第 10條 

準則第 13~15

條 

準則第 18條 

準則第 21條 

準則第 25條 

   

 

五 

、 

調 

查 

處 

理 

1、調查小組組成之適法性。(性平法 30Ⅲ、準

則 21) 

2、性平會逕行調查處理。(準則 18) 

3、調查期限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

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以二次為

限，每次不得逾一個月。 

4、調查期限是課予學校義務，不是申請調查或

檢舉的時間限制。  

5、受理、延長、再延長，都應通知，並應通知

申請人 、檢舉人及行為人。   

性平法第 30條

第 3項 

性平法第 31條 

準則第 18條 

準則第 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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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階段 

   處理事項 適用法規 

六 

、 

撰 

寫 

調 

查 

報 

告 

 

結案報告：調查報告/性平會調查處理紀錄/性平

會會議紀錄(刑法第 227條)     

撰寫均須符合細則第 17條： 

1、申請調查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或檢舉之

敘述。  

2、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包括日期及對象。  

3、被申請調查人、申請調查人、證人與相關人

士之陳述及答辯。→ 宜藉由訪談重建事件發

生之脈絡，釐清當事人行為動機。  

4、相關物證之查驗。  

5、事實認定及理由。→係指事件經調查後所認

定之事實樣態(性侵害 /性騷擾/性霸凌)及法

規依據。    

6、處理建議。 

性平法第 30條

第 2項 

細則第 17條 

   

七 

、 

性 

平 

會 

審 

議 

1、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

報告(結案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其所

屬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報告。 

2、就報告內容、事實認定及理由等部分進行審

視，並提出疑議處，以進行討論及修改。 

3、事件之調查處理結果「認定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且「提出改變身分之處

理建議」時，因涉及行為人之工作權或受教

權，性平會成立之調查小組完成調查報告

後，須先召開第 1次會議通過該調查報告，將

確認事實之調查報告提供行為人，行為人據

以提出書面陳述意見後，性平會再召開第 2次

會議確認行為人陳述意見後之事實認定及其

懲處相關事宜。 

4、擬訂當事人(雙方)所需之教育、輔導措施。 

性平法第 31條 

性平法第 35條 

性平法第 25條 

防治準則第 29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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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階段 

   處理事項 適用法規 

八 

、 

議 

處 

/ 

懲 

處 

單 

位 

審 

議 

1、依性平法第 31 條第 3 項規定，學校或主管機

關應於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自行

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本法或相關法律或法

規規定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明

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2、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經調查屬實

者，應將調查報告及懲處建議移送行為人現

所屬學校處理；涉及刑責者，並應移送司法

機關辦理。 

3、行為人轉至其他學校時，原就讀學校認有追

蹤輔導之必要應於知悉後一個月內，通報行

為人現就讀學校(性平法 27)，通報之內容依

準則第 33 條辦理，接獲通報之學校，應對加

害人實施必要之追蹤輔導，並不得公布加害

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料(違反

處 1萬~10萬罰鍰/性平法§36 II)。 

性平法第 31 條

第 3項 

準則第 30條 

性平法第 27條 

教師法 

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兼任代課

及代理教師聘

任辦法 

國民中小學教

學支援工作人

員聘任辦法 

公立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  

九 

、 

申 

復 

1、申請人、檢舉人提起申復之時機：  

(1)未接到是否受理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次

日起 20內。(性平法 29) 

(2)接獲不服處理結果次日起 20 內(性平法

32)→檢舉人無權提出申復。 

2、學校接獲申復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 30 日

內作成附理由之決定，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

復結果。(準則 31) 

3、審議小組組成之適法性。(準則 31) 

4、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則，學

校對於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

告。 

性平法第 29條

第 4項 

性平法第 32條 

性平法第 35條 

準則第 29條第

1項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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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查處理之注意事項： 

1. 性平法僅規範學校性平會具調查權，縱不組成調查小組，應避免以學

生自陳或學生自白書等做為性平會事實認定之依據。 

2. 另應避免對學生先行訪談，此易因重複訊問造成當事人二度傷害，並

造成調查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程序瑕疵，致衍生後續個案救濟之糾

紛。 

3. 給予雙方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跨校邀請)避免重複詢問

及對質。 

(3) 保密原則： 

1. 學校參與事件處理之所有人員，皆負有保密義務。 

2. 基於保護當事人，依據性平法第 22條及準則第 24條規定，除原始文書

外，調查處理事件所另行製作之文書(如上傳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及性霸凌事件回覆填報系統/統計管理系統」之資料)，應將當事人

(行為人、被害人)、申請人及檢舉人等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

資料如:姓名、身分證、出生年月日)隱示，並以代號為之(違反處 1 萬

~10萬罰鍰/性平法§36 II)。 

3. 原始文書應予封存，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人(若

法院、婦幼隊要求提供，請其正式函文)。 

(4) 跨校事件： 

1. 行為人行為時所屬之學校與現所屬學校不同者，受理申請調查或檢舉

之學校，應以書面通知行為人現所屬學校派代表參與調查，被通知之

學校不得拒絕(準則§11)。 

2. 有關被害人部分，事件管轄學校應依性平法第 30 條第 3 項後段，於調

查程序諭知疑似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表應參與調查」，目的係保

障被害人相關權益，並利執行後續輔導協助。被害人可依防治準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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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條第 2 款規定「要求不得通知現所屬學校」，事件管轄學校得予尊

重，並應於調查報告中註記，以完備調查程序正義。 

3. 經調查行為人之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者，應將調查報告

及懲處建議移送行為人現所屬學校處理；涉及刑責者，並應移送司法

機關辦理。 

(5) 有關擔任調查小組成員之相關規定： 

1. 本市調查專業人員名冊可至市友善校園資訊中心/資源網路/友善校園

人才庫/下載。 

2. 學校針對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應予公差登記(準則§15)，爰學校於不

影響公務前提下，除應本於權責核予符合調查專業資格人員參與調查

工作之公差外(毋需函報本府)，並得將積極參與及協助者列為有功獎

勵之人員。 

3. 學校針對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應支給交通費或相關費用(準則 21，符

合調查專業資格人員以專家學者身份跨校受邀參與會議，應屬邀請外

聘專家學者，得支給出席費)，請各校依據性平法第 10條編列相關預

算經費，如有無法支應之情形，則函報本府申請補助(準則§36)。 

(6) 性平法相關罰則依「基隆市政府處理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處理程序及

裁罰基準」辦理。 

 

8、 相關資源： 

(1) 至「全國法規資料庫」查閱相關法規。 

(2) 參閱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函釋目錄(教育部)。 

(3) 本市校園性別事件調查處理程序說明會會議手冊。 

(4) 本市友善校園資訊中心(http://friendly.kl.edu.tw)/性別平等教育

/(三)校園性別事件之調查與處理」相關表件。  

http://friendly.k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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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學生事務與輔導業務相關承辦人通訊錄 

教育處特教科 
電話：24301505 傳真：24325701 

 姓名 職稱 電話分機 主要業務議題 

1.  李上泰 科長 501 綜理特教科業務 

2.  曾國禎 商借教師 503 
＊友善校園團務、師對生霸凌 

＊正向管教、人權法治教育、品德教育 

3.  莊雅雯 商借教師 504 
＊性別平等教育 

＊本科推算 

4.  張雅涵 科員 505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案件

處理 

＊生對生霸凌 

5.  謝亞霖 商借教師 508 ＊藥物濫用(二、三級通報) 

6.  蔡西濱 商借教師 511 
＊校外會 

＊校園安全、校安通報 

7.  簡裕民 商借教師 512 
＊生命教育 

＊學生輔導(輔諮中心、輔導教師) 

8.  何子英 商借教師 514 
＊中介教育機構 

＊關懷中輟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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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2 年度學務主任暨生教組長傳承研討會 

附錄 1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附表一、二 p41 

附錄 2 
體罰屬實予以記大過、記過、申誡等懲處。當年考績不得列

4條 1款，並且不得功過相抵 

P43 

附錄 3 高中、國中、國小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112.6.6) P46 

附錄 4 
書面反省，應預先告知家長並尊重學生意願，並不得依此作

為獎懲建議(112.4.17) 

P49 

附錄 5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108.6.17) P52 

附錄 6 基隆市所轄各級學校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檢核表 P53 

附錄 7 校事會議調查程序檢核表 P57 

附錄 8 基隆市政府辦理目睹家庭暴力兒童及少年輔導處遇流程圖 P58 

附錄 9 
基隆市政府針對法院核發命相對人遠離未成年子女就讀學校

處理流程圖 

P59 

以上附錄檔案亦同步於此網址： 

https://friendly.kl.edu.tw/docs/79

https://friendly.kl.edu.tw/docs/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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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附表一、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違法處罰之類型 違法處罰之行為態樣例示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施

加強制力之體罰 

例如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臀部或責打身

體其他部位等 

教師責令學生自己或第

三者對學生身體施加強

制力之體罰 

例如命學生自打耳光或互打耳光等 

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

動作之體罰 

例如交互蹲跳、半蹲、罰跪、蛙跳、兔跳、學鴨子走

路、提水桶過肩、單腳支撐地面、上下樓梯或其他類

似之身體動作等 

體罰以外之違法處罰 
例如誹謗、公然侮辱、恐嚇、身心虐待、罰款、非暫

時保管之沒收或沒入學生物品等 

本表僅屬舉例說明之性質，其未列入之情形，符合法定要件（基於處罰之目的、使學生

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心受到侵害等要件）者，仍為違法處罰。 

 

附表二、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 

正向管教措施 例示 

與學生溝通時，先以

「同理心」技巧了解學

生，也讓學生覺得被了

解後，再給予指正、建

議。 

一、 「你的好朋友找你打電玩，你似乎很難拒絕；但

是，如果繼續用太多時間玩電玩，你也知道會有很多問

題發生。怎麼辦？讓老師和同學一起來幫助你。」 

二、 「老師了解你受委屈、很生氣，所以你忍不住罵

出三字經；但是，罵完三字經，對你自己、對別人有沒

有好處？還是帶來更多麻煩？」 

告訴學生不能做出某種

行為，清楚說明或引導

討論不能做的原因。而

當他沒有或不再做出該

行為時，要儘速且明確

地對他沒有或不再做該

行為加以稱讚。 

一、 「上課時，在沒有舉手並被邀請發言時，請你不

要講話。」 

「因為如果你講話，老師講課的時間就不夠，老師也會

分心，課就講不完或講不清楚，同學可能聽不懂。」 

「想想看，如果你很想聽課，却有同學不斷講話，你會

受到什麼影響？」 

「以前你上課常隨便講話，但今天你沒有隨便講話，你

很有禮貌（或很會替別人著想）。」 

二、 「學校不再規定你的髮型，但請同學不要只注重

做髮型、跟流行，而沒有考慮到花錢、功課、健康、團

體形象，要考慮不要給自己或別人添加麻煩。」 

「想想看，你要如何安排時間與金錢？要花多少金錢、

多少時間在髮型上？」 

「我們來討論金錢的價值、生命的價值，要把金錢、時

間用在什麼事情上比較有意義呢？」 

「你以前的頭髮很亂，看起來沒有精神，今天的髮型很

清爽，看起來很有活力。」 

除具體協助學生了解不

能做某種不好行為及其

原因外，也要具體引導

學生去做出某種良好行

為，並且具體說明原因

一、 「當你要講話時，請你注意場合與發言程序。」 

「如果在老師講課時，每個同學都可以任意講話，你認

為這樣好嗎？有什麼壞處？相反地，如果大家都能不隨

便講話，則有什麼好處、壞處呢？」 

「○○同學要講話時，會先舉手問老師，很有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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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管教措施 例示 

或引導孩子去討論要做

這種好行為的原因，並

且，當他表現該行為

時，明確地對他表現這

種行為加以稱讚。 

○○同學，在老師一開始上課，就不再講話，會很認真

地看著老師，讓老師很高興，很想好好教給你們最好

的！」 

二、 「我們要出國交流，對方國家很重視禮節與服裝

儀容，並且要求整齊，請同學剪好頭髮。」 

「我們要出國交流，對方要求短髮、整齊，如果我們不

按照對方的要求，後果是什麼，我們要怎麼做比較好？

是入境隨俗？或不再去交流？各有何優缺點？什麼樣的

決定比較好？」 

利用討論、影片故事或

案例討論、角色演練及

經驗分享，協助學生去

了解不同行為的後果

（對自己或他人的正負

向影響），因而認同行為

能做或不能做及其理

由，以協助孩子學會自

我管理。 

請同學在生活中觀察紀錄打人的事件與被打的人的反應

及感受，老師帶著學生一起討論；也請同學分享被打的

經驗，並討論打人的短期及長期的好處和壞處；師生一

起看控制生氣的示範影片，學習如何控制生氣的步驟。 

用詢問句啟發學生去思

考行為的後果（對自己

或對他人的短期與長期

好處與壞處），以增加學

生對行為的自我控制能

力；並給予學生抉擇

權，用詢問句與稱讚來

鼓勵學生做出理性的抉

擇，以鼓勵學生的自主

管理。 

「你可以繼續每天打電玩打到半夜；但對你的身體、功

課以及你和爸媽的關係有什麼壞處？如果你能節制與安

排玩電玩的時間，對你有什麼好處？」 

「玩電玩有什麼好處？這些好處是不是用其他的活動或

做其他事情可以取代？」 

「想想看，玩電玩一時的好處、壞處；更長遠的好處、

壞處，你如何決定？老師可以協助你一起思考與規劃，

作出對自己、對別人都較好的決定。但最重要的，你自

己要想清楚，做好決定，並負責任；老師相信你，也期

待你做出最有智慧的決定。」 

注意孩子所做事情的多

元面向，在對負向行為

給予指正前，可先對正

向行為給予稱讚，以促

進師生正向關係，可增

加學生對負向行為的改

變動機。 

一、 「關於你大聲叫罵同學、罵學校這件事，老師可

以了解到你對同學、學校很關心，這是很好的，以後你

還要繼續關心同學！但是，你的方法是不當的，可能會

傷害別人，可能會使別人討厭你，也會違反校規，是不

是可以改換別的方法來表達你的關心或你的生氣？」 

二、 「關於你亂貼海報這件事，老師了解你想表達你

的意見，這是很好的，你也很有創意；但是，你不依規

定貼海報，可能會使校園凌亂，而且也違規了；是否可

用別的方法來表達意見與創意而不違規？」 

針對不對的行為或不好

的行為加以糾正；但也

要具體告訴學生是「某

行為不好或不對」，不是

「孩子整個人不好」。 

「你生氣時容易出手打同學，對自己、對同學都不好；

但老師並不認為你整個人都不好，老師了解你有時也會

幫一些人的忙；希望你發揮會替別人著想、幫忙別人的

優點，以後不再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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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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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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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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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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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校事會議調查程序檢核表 確定(V) 

1  

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第 14 條第 1項第 8款、第 9款、第 10 款(體罰)、第 11款、

15 條第 1項第 3 款(體罰)、第 5款、第 16 條第 1 項第 2款情形，應於 5日內召開校事會議

審議。 

 

 

1-1 知悉日期：( )年( )月( )日  

1-2 召開校事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1-3 

確定委員組成包含：  

( )校長  

( )家長會代表 1 人【姓名】  

( )行政人員代表 1 人【姓名】  

( )學校教師會代表 1 人【姓名】  

( )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 1人。【姓名】  

1-4 
校事會議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但學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者，不在此限。男性   人，女性  人。 
 

2  

學校應於接獲檢舉後 20 日內，以書面通知檢舉人是否受理；無從通知者，免予通知；不受

理者，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  

是，書面通知日期：( )年( )月( )日  

否，原因：  

3  

校事會議應組成調查小組，成員以 3 人或 5 人為原則，應包括教師會代表及家長會代表，並

得由校外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專審會辦法所定教師專業審查會

調查及輔導人才庫(以下簡稱人才庫)之調查員擔任。 
 

是，調查小組  人，且已包括教師會代表及家長會代表。 

組成日期：( )年(  )月( )日 
 

4  調查應注意事項，符合者打勾：  

 

4-1 教師與學生、檢舉人或學校相關人員有權力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質。  

4-2 
就學生或檢舉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

安全考量者，不在此限。 
 

4-3 
通知教師、檢舉人及學校相關人員配合調查及提供資料時，應以書面為之，並記載調查目

的、時間、地點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5  

調查小組應於組成後 30 日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期間不得逾 30日，並應

通知教師。 
 

是，完成調查日期：( )年( )月( )日 

（未於組成後 30 日內完成調查，請填寫通知當事人延長調查期間） 
 

否，原因  

6  
調查完成應製作調查報告，提校事會議審議；審議時，調查小組應推派代表列席說明。校事

會議審議日期：( )年( )月( )日 
 

7  

校事會議之審議，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依具體之證據調查事實，及判斷案件類型；必要時，

得徵詢班級家長代表及學校相關人員意見。上述審議之決議，應經委員 1/2 以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 1/2以上之審議通過。 
 

就具體之證據調查事實，及判斷案件類型，並為處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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