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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推動友善校園計畫 

93年 12月 27日台訓(二)字第 0930169777號函發布 

96年 11月 29日台訓(二)字第 0960185285號函修正 

100年 3月 18日台訓(二)字第 1000032575號函修正 

101年 1月 6 日台訓（二）字第 1000237193號函修正 

101年 11月 29日台訓（二）字第 1010178786 號函修正 

112年 7月 10日臺教學（二）字第 1122803546 號函修正 

壹、計畫緣起 

為推動安全、溫馨、健康、平等與尊重等意涵之友善校園，教育

部於 93年發布「友善校園總體營造計畫」，101年配合教育部組織改

造及業務調整，將名稱修正為「教育部推動友善校園計畫」。「友善校

園」即在於建立友善的制度與規範，營造尊重與關懷的校園文化與環

境，使校園內的教職員工生都能有平等的觀念，以包容的態度，維護

彼此的權利，理性溝通及程序民主，並能關懷弱勢群體，展現自尊尊

人的品德。內涵包含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法治教育、品德

教育、全民原教、族群教育、多元文化教育、融合教育、學生輔導、

社團服務學習及正向管教等。 

102年公布「教育基本法」揭示，教育之目的以培養人民健全人

格、民主素養、法治觀念、人文涵養、愛國教育、鄉土關懷、資訊知

能、強健體魄及思考、判斷與創造能力，並促進其對基本人權之尊重、

生態環境之保護及對不同國家、族群、性別、宗教、文化之瞭解與關

懷，使其成為具有國家意識與國際視野之現代化國民。為實現前項教

育目的，國家、教育機構、教師、父母應負協助之責任。 

本於全人教育之精神，教育部自 108年起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課程，強調學生為學習的主體。並以啟發生命潛能、陶養生活知能、

促進生涯發展及涵育公民責任為總體課程目標。在高等教育的發展，

也以培育新世代優質人才為願景。為保障學生學習的權利，促進安心

就學，成為具有社會適應力與應變力的終身學習者，教育部有責提供

良好的學習場域，以發揮教育的最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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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修正增加融合教育及全民原教、族群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等目標。本計畫以人為主體、重視「所有人」，營造相互理解、平等

對待而提倡尊重多元、欣賞差異、充分參與以及自由表達意見的學習

環境，符應友善校園所強調的核心價值，增進跨族群的相互了解與尊

重，涵養族群共榮、共好與平等的信念。未來也將持續努力，培養多

元文化教育核心素養，促進接軌人權價值，逐步精進及完善全面性融

合教育政策，進而實踐推展世界和平。 

貳、計畫目標 

一、體現生命價值的安全校園。 

二、建立多元開放的平等校園。 

三、建構和諧關懷的溫馨校園。 

四、營造尊重人權的法治校園。 

叁、推動策略 

推動策略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一、推動生命教育 1.建立生命教育推動機制，將生命教育理念

融入相關政策。 

2.結合課程教學與多元活動，提供學生生活

化的生命體驗。 

3.辦理教師及行政人員知能精進與培訓活

動。 

4.推動社會實踐與家庭推廣，普及宣導生命

教育。 

5.扎根生命理論與分享成果，促進生命教育

與國際接軌。 

高等教育司、技術及

職業教育司、師資培

育及藝術教育司、國

際及兩岸教育司、終

身教育司、學生事務

及特殊教育司(彙辦

、大專)、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高中以下

學校及縣市政府)  

二、推動性別平等

教育 

1. 建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制度與法

規。 

2. 強化各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運

作。 

3. 提升性別事件三級防治效能。 

高等教育司、技術及

職業教育司、終身教

育司、學生事務及特

殊教育司（彙辦、大

專）、國民及學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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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4. 充實並整合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相

關資源。 

5. 提升性別事件三級防治效能。 

6. 整合運用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資源。 

育署（高中以下學校

及縣市政府） 

三、推動人權及法

治教育 

1.營造尊重人權氛圍及公民參與之友善校

園環境，並強化學生法治觀念。 

2.發展並落實人權、公民及法治教育課程與

教材。 

3.加強教師專業倫理及人權公民法治素養。 

4.普及宣導人權、公民及法治教育之理念及

行動實踐。 

高等教育司、技術及

職業教育司、師資培

育及藝術教育司、終

身司、學生事務及特

殊教育司(彙辦、大

專)、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 (高中以下學

校及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四、加強品德教育 1.創新品德教育教學方法及成效評量。 

2.強化品德教育課程活動內涵。 

3.鼓勵品德教育教材及推動策略之研發及

調查。 

4.培訓品德教育種子教師與行政團隊。 

5.深化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 

6.推廣品德教育宣導及實踐活動。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

育司（  彙辦、大

專）、高等教育司、

技術及職業教育

司、師資培育及藝術

教育司、終身教育

司、資訊及科技教育

司、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高中以下學校及

縣市政府）、體育署 

五、普及推動全民

原教、族群教育及

多元文化教育 

1.鼓勵大專校院開設原住民族知識及文化

相關課程，並鼓勵發展數位學習課程及提

供數位學習服務平臺。 

2.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據各教育階段課程

內涵及學校需求，經由正式課程、非正式

課程和潛在課程融入（例如：利用相關集

會、節慶、學生活動、校園環境布置等）。 

3.辦理各級學校教職員工原住民族教育及

多元文化教育專業成長研習活動。 

4.透過經費補（獎）助，鼓勵學校針對本部

高等教育司、技術及

職業教育司、資訊及

科技教育司、綜合規

劃司、、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學生事務及

特殊教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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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積極推動政策，擇定相關主題，具體規劃

特色主題內容。 

六、推動融合教育 1.整合運用家庭、學校及社會教育資源網絡

充實教學活動，以應學生特殊教育需求及

促進社會融合。 

2.改善校園就學環境，營造無礙校園，便利

學生平等參與活動和學習。 

3.研修及調整融合教育課程與教學、特殊教

育需求學生就學之適性輔導資源與支持

服務，建構合適教學環境。 

4.每年教師研習中納入辦理融合教育主題

研習時數至少四小時；其他教育相關人員

之知能應加入年度教育訓練。 

5.納入學校行事曆辦理共融友善校園活動

及宣導，包括對教職員及學生之宣導。 

高等教育司、技術及

職業教育司、師資培

育及藝術教育司、終

身教育司、學生事務

及特殊教育司（彙

辦、大專）、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高中以

下學校及縣市政

府）、體育署 

七、強化公民意識

，推展大專校院服

務學習。 

1.持續推動校園學生自治發展及傳承，透過

辦理相關活動，培力學生會具備公民意

識，並補助及鼓勵學校辦理學生自治相關

研討課程，扎根校園民主素養。 

2.推動獎勵青年自組團隊參與志工行動計

畫，增進學生社區參與學習、志願服務的

精神，提高學生參與公共事務意願、培養

青年社會責任，展現青年公民參與能量，

促進社會正向發展。 

3.推動大專校園學生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

發展及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 

青年發展署、學生事

務及特殊教育司 

八、推動學生輔導

工作 

1.促進與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 

2.督導學校依學生輔導法進用足額之專業

輔導人員。 

3.強化學校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之學

生輔導責任，加強各單位共同推動及執行

三級輔導相關措施。 

4.加強學校定期辦理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

育司（彙辦、大專）、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中以下學校及

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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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工作項目 執行單位 

人員輔導知能研習，並納入年度輔導工作

計畫實施。 

5.落實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銜接各教育階

段學生輔導需求。 

6.補助各縣市政府設置「學生輔導諮商中

心」統籌相關資源。 

7.鼓勵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用退休教師、學

生家長、社區熱心人士協助輔導工作，建

置輔導資源網路。 

九、強化中輟學生

輔導與適性教育措

施 

1. 強化中輟高關懷群課程與活動，以預防

中輟並降低再輟人數。 

2. 地方政府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

工作原則」規劃並推動多元教育輔導措

施。 

3. 各多元教育輔導措施依學生需求發展適

性課程及教案實施之，課程設計包含基

本學科、補救教學、生涯輔導、技藝教

育、生活教育、社團活動等多元的彈性

課程或適性教育課程。 

4. 強化多元教育輔導措施之經營品質，辦

理中途班、慈輝班自評、縣市複評及本

部訪評，以提供適當處遇協助。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十、推動校園正向

管教 

1. 督導各縣市政府推動與落實校園正向管

教工作計畫。 

2. 鼓勵各縣市推薦優良教師管教時所採用

之有效方法與班級經營之範例，加以表

揚並彙編成冊，提供中小學教師參考運

用。 

3. 培訓各縣市政府教育局督學及國中小種

子教師。 

4. 將各縣市政府執行正向管教政策之績

效，列入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

教育補助款考核項目之一。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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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行要領 

一、本計畫奉部長核定後頒行，各執行單位依據推動策略之方案與計

畫落實辦理。 

二、各執行單位配合本計畫內涵核定補助縣市執行本計畫。 

三、配合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教育補助款考核及相關訪視，

評估本計畫實施績效，檢討計畫內涵。 

四、經費來源以本部各單位及國教署、體育署與青年署編列年度預算

支應為原則。 

伍、預期成效 

一、培養結合知識、能力與態度的各項公民素養，進而促進個人權利

與責任、社會責任、全球責任的理解與實踐。 

二、落實融合教育，強化適性輔導，導入通用設計教學，打造適應不

同學生學習差異的學習環境。 

三、深化多元服務關懷學習，厚植青年關懷力，培養服務精神及公共

意識，展現公民參與能量。 

四、有效整合輔導人力與輔導資源，建構以學生為主體的輔導網絡，

促進與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