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 了 讓 國 人 更 重 視 校

園霸凌議題，並減少校園

霸凌事件的發生，教育部

於 8 月 30 日 開 學 日 結 合

「友善校園週」舉辦「反

霸凌專線電話 1953」啟用

活動。由教育部林騰蛟次

長、兒福團體、國內八大

電信業者及臺北市教育局

等共同宣布專線電話正式啟用，簡單、好記

又方便的專線號碼，提供 24 小時諮詢服務及

通報管道，共同「拒絕霸凌」，一起勇敢大

聲向校園霸凌說「不」。

記者會開場特別邀請 We.R 特技跆拳表演團

演出，展現守護、勇氣與正義力量，並象徵

教育部反霸凌專線的特性與推動防制校園霸

凌的精神。教育部林騰蛟次長表示：「教育

部自 95 年 3 月即設置反霸凌專線電話，考量

之前專線電話太長不易記憶，希望透過這次

簡化專線號碼方式，有效發掘校園霸凌事件

和及掌握事件處理即時性，鼓勵所有身處霸

凌環境中的受害者及旁觀者，善用專線資源；

除此之外，專線電話以 53 的諧音傳達「友善」

概念，呼籲可能涉及霸凌行為的當事人，共

同杜絕校園霸凌，以凝聚互相愛護、關懷與

理解的友善校園」。未來也將透過一系列的

反霸凌活動，提升親師生對霸凌認知提升與

了解，從教育核心與內涵來落實紮根，為我

們的下一代創造快樂與幸福的學習環境。

記者會上首播宣傳影片「1953 不再旁觀」，

係以反霸凌為主題製作一系列偶動畫影片，

活動會場布置偶動畫各個角色，吸引不少來

賓圍觀拍照。結合 111 學年第 1 學期友善校

園週「友善校園無界限，陪你勇敢，不再旁

觀」宣傳主題，期盼藉由寓教於樂宣導方式，

提供家長、老師及學生遭受疑似校園霸凌時

的適切應對方式，以及鼓勵學生於發現或是

遭受校園霸凌時，一定要勇敢說出來。

教育部表示，陸續將推出反霸凌系列宣導

活動，包括反霸凌隨身貼紙、第一波反霸凌

偶動畫系列影片、9 月份「我的未來我做主」

微電影競賽頒獎典禮、民間表演團體校園巡

演宣導，以及響應 10 月國際反霸凌月活動，

透過校園霸凌相關主題活

動，持續落實霸凌防制工

作，營造尊重、友愛、正

義的友善的校園環境。活

動相關資訊，可至教育部

防制校園霸凌專區 ( 網站 )

查詢。( 校安科　王群媖 )

 教育部反霸凌專線電話 1953 正式啟用
陪你勇敢不再旁觀  

▲ 教育部反霸凌網站
QR Code

▲ 教育部林騰蛟次長與電信業者、兒童福利聯盟及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受贈感謝函合影

▲ 1953 啟用記者會開場活動

▲ 教育部林騰蛟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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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研討會
學務攜手 深耕陪伴

▲ 111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研討會參與人員合影

為使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長深入瞭解

當前學生事務重要措施及政策重點，促進經

驗傳承與互動交流，教育部於 8 月 18 日至

19 日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舉辦「111 年度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致贈感謝牌予資深續任及卸

任學生事務長，對在學生事務工作崗位上任

勞任怨無私的付出表示敬意和勉勵。本部為

精進大專校院導師制度，強化導師初級輔導

功能，會中同時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玫

君學務長進行「大專校院導師制度運作與效

能提升」專題演講，分享導師的角色與職

責、專責導師制度，到現行導師制度面臨之

困境、挑戰與因應策略，如何依學校的特色

串連各行政單位將資源整合，共同合作，共

同努力，共同成就學生。

另因應跟蹤騷擾防制法於 111 年 6 月 1 日

施行，本次研討會特別邀請東吳大學社會資

源處姚淑文處長就「校園約會暴力與跟蹤騷

擾問題討論」等進行專題演講；另邀請國立

臺灣大學畢恆達教授就「大專校院學生入住

宿舍性別友善處理原則」，協助學校瞭解及

如何營造性別友善環境，建置適性化的友善

校園情境。

此外，本次研討會同時規劃「校園實務

研討激盪與發想」，就「從學生權利談學生

校務參與之因應作為」、「校園網路霸凌防

制與輔導」、「學輔人力資源整合與運用」

及「後疫情時代學務工作挑戰與發展」4 大

主題進行意見分享與交換。結合校園實務經

驗以及案例分享，經由聆聽與對話的交互過

程，增加各校學務長彼此之間的橫向聯繫，

並促進友伴關係，使未來學務工作之推動更

具助益。另也排定例行性的教育部業務政策

宣導及綜合座談等議程，使與會學務長掌握

本部當前政策焦點及後續配合辦理事項，透

過即時反映即時回應的方式協助各校澄清問

題並解決疑惑

教育部期望經由出席的全國大專校院學

務長相互觀摩學習及經驗交流傳承，有效推

動學務工作，並增進學務工作專業知能，使

學務工作能深耕於每一面向，進而陪伴學生

突破各項難題及困境並提升整體學務工作績

效品質。( 學務科 張沛儀 )

▲ 增加各校學務長彼此之間橫向聯繫，促進友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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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主任 ( 組長 ) 會議與會人員合影

為增進大專校院諮商輔導單位主管對學生輔導工作政策的了解與經驗交流，教育部邀集

全國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主任 ( 組長 ) 及四區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相關人員約 180

人，於 8 月 25、26 日召開「111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主任（組長）會議」。

本次會議由正修科技大學承辦，教育部林騰蛟常務次長於會中致贈任滿 3 年、6 年、9 年、

12 年、15 年及 18 年的資深諮商輔導主任（組長）續任及卸任感謝牌，並感謝全國大專校

院諮商輔導主任、組長對推動相關業務工作付出的心血與努力。

大會特別安排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諮商輔導組前組長邱淑卿和與會人員分享心路歷程，邱

淑卿擔任諮商輔導組組長 12 年，她感恩這十幾年來，因為各位輔導伙伴的存在，成為她的

動力與支撐下去的力量，也是在忙碌壓力下依然能感覺幸福的原因，目前雖然暫時離開這

位置，但仍然很樂意成為諮輔道上的陪跑員。

會中並邀請雲林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陳斐娟主任及中原大學諮商輔導中心葉安華主任

針對如何在校園推動自我傷害防治工作進行分享，期待透過系統合作、網絡的連結，成為

能適時回應學生需求的有緣人。

另外，會中也規劃針對「網路世代的輔導需求

─數位幸福感  (digital wellbeing)、情緒困擾，及網

路霸凌」、「校園親密關係暴力與跟蹤騷擾防制工

作」、「大專院校諮商專業實踐的困境與突破」等

校園常見議題進行分組討論，藉由彼此經驗的分享

與交流，期以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也讓輔導能量

更加凝聚。第二天則邀請高雄市立凱旋醫院精神科

陳偉任醫師講授「生態觀點自殺防治—跨系統合作

模式」。

教育部期待藉由本次會議的辦理，讓各大專校院

諮商輔導單位主管共聚一堂，凝聚共識與相互交流，

更能充分善用區域資源網絡與跨校合作，以提升諮商輔導的品質與效能。( 學輔科 洪麗芬 )

▲教育部頒奬給 110 年任滿 9 年續任輔導主任（組長）

▲教育部頒奬給 110 年任滿 12 年續任輔導主任（組長）

教育部舉辦 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
諮商輔導主任 ( 組長 )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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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為肯定大專校院特殊教育輔導與

服務人員久任及貢獻，並促進特教工作的

經驗交流與傳承，111 年首度辦理「大專

校院特殊教育服務與輔導人員服務獎勵措

施」，並於 8 月 8 日舉辦「111 年度表揚

大專校院特殊教育服務與輔導人員頒獎典

禮暨研討交流會」，頒發 135 人久任感謝

狀，其中服務年資滿 30 年有 4 位、滿 20

年有 14 位、滿 10 年有 117 位；另表揚 10

位服務績優個人獎及特色學校獎 5 校。獲

獎學校與人員同時也在研討會中分享特教

工作的心得經驗及推動成果，透過彼此交

流，期以激發出更多不同的火花。

頒獎典禮由新竹縣梅花國小山籟打擊樂

團以泰雅傳統竹木琴演奏揭開序幕，教育

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司長吳林輝向在

大專校院校園內為特殊教育竭誠付出的學

校與個人感謝致意，並表示，教育部將持

續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特殊教育法及特殊教育中程計畫，努力讓

身心障礙者和其他人一樣享有充分平等的

人權，除了保障其受教育權利外，也在校

園推動融合教育，讓其在校園環境中與一

般學生共同學習互動，彼此適應、尊重與

接納，以適應未來的社會生活，並逐年改

善無障礙設施，以達到「改善校園環境，

營造無礙校園」的友善校園目標。

新竹縣長楊文科也蒞臨祝賀本次獲獎

的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工作夥伴，以及感謝

新竹縣教育局、寶山國中、精華國中、北

埔國中、梅花國小、富興國小與北埔國小

主協辦今年度的評選及頒獎典禮事宜。獲

頒特色學校的中國科技大學校長唐彥博分

享，該校除了多方面改善符合特教學生校

園環境，並擴及與校外單位及社區連結；

朝陽科技大學除了獲頒特色學校，該校督

導李麗溫也同時獲頒績優人員，

111 年度大專校院殊教育服務
與輔導人員頒獎典禮暨研討交流會 
教育部頒發特色學校、服務績優人員及久任感謝狀

▲ 111 年大專校院特殊教育服務與輔導人員獎勵措施獲獎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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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 8、9 月新任大專校院軍訓主管名單 
校名 軍種階級 姓名 生效日期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空軍上校 黃建勳 111 年 8 月 16 日

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 陸軍兵工上校 邱孔鐸 111 年 9 月 1 日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陸軍裝甲上校 米光武 111 年 9 月 1 日

校長鄭道明表示，大專特教輔導老師不僅用

愛營造具人文氣息的空間，給予特教學子及家

長安全、信賴及有依靠的「家」，更發掘特教

學生的獨特性，從「探索潛能，增加賦能」角

度鼓勵特教學生展現其力量。

本年度獲獎人員及學校事蹟均收錄於典禮

手冊並製作成果影片，將上傳全國特殊教育資

訊網「優良特教人物校園故事」專區（網址：

http:// special.moe.gov.tw），提供社會大眾參閱，

並期待促進特教工作經驗交流與傳承。( 特教

科 廖浚羽 )

▲ 111 年大專校院特殊教育服務與輔導人員獎勵措施獲獎人合照

▲ 111 年大專校院特殊教育服務與輔導人員頒獎典
      禮成果分享交流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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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學生機車事故通報件數每年占學校

交通意外事件多數，為守護學生騎乘機車

安全，教育部與交通部於 111 年 8 月 10 日

至 12 日共同辦理「車輛慢看停 行人停看

聽—111 年度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交

通安全種子師資培訓」，共 120 位學員參

訓，希望透過交通安全法規與實務操作課

程設計，使參訓人員具備宣講學生交通安

全相關知能，以強化校園交通安全宣講師

資陣容，擴大宣教成效，能更有效防止學

生交通意外事故發生。

此次活動邀請交通安全各專業領域講座

講授相關交通安全事故防制觀念，使參與

學員具備正確交通事故防制知能，另外更

安排實地參訪臺南區監理所，透過機車安

全 VR 體驗、機車車輛改 ( 加 ) 裝檢驗、

大客車視野死角及安全逃生實車體驗等實

作體驗課程內容，讓受訓學員能吸取最新

的交通安全教育知能，並融入教材設計與

宣講內容，於日後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宣導

運用。

機車是年輕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但機車

車體脆弱度高，以過快或不適當的駕駛觀

念行駛，就容易會造成傷亡事件，藉由本

次研習課程，期讓參與學員將交通安全專

業知能帶回校園，並運用於相關課程，促

使學生具備正確安全駕駛觀念及防制交通

意外事故常識，以避免意外傷害發生。

教育部表示，依據行政院頒布第 13 期

「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

111 年度工作執行計畫，藉由新編課程、

政策說明暨機車安全駕駛實作等交通安全

相關課程，精進培訓交通安全種子教官授

課知能，教育部除將持續推動辦理各項交

通安全維護及相關宣導工作，也呼籲各級

學校應落實交通安全教育宣導，適時提醒

學生遵守交通規則，期降低學校交通事故

之發生，以維護學生生命安全。( 校安科 

陳祥茗 )

車輛慢看停 　行人停看聽
111 年度大專校院暨高級中等學校交通安全種子師資培訓

▲  111 年交通安全種子師資培訓活動大合照

▲ 111 年交通安全種子師資培訓活動長官致詞

06

教輔版



打造安全友善校園環境
 教育部辦理校園安全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教育部於 111 年 8 月 22、23 日在高雄市辦

理「校園安全理論與實務研討會」，邀請各

大專校院及地方政府校園安全承辦人員共計

200 餘人參加，以提升各級學校校園安全承

辦人員相關知能，強化突發事件應變處理能

力及全面檢視危機控管措施，落實校園安全

防護工作。

此次研習課程安排「校園安全事件問題溝

通合作與解決實務演練」，透過人員實際操

作校園安全情境，讓學員進行實地角色扮演

暨動態演練縱橫向聯繫，培養在第一時間有

效處理各項校安事件的能力，並透過討論與

意見交流，進而得出解決方案，檢討並學習

分享解決策略，以期提升緊急及重大危安事

件的應處知能。

由於校園安全危機潛藏因子及天然災害無

法預測，具突發性且無固定形態，本次「智

慧型校園安全管理」課程也透過分享最佳安

全管理機制及智慧型設備，以提高校園環境

的安全等級。教育單位目前已建立教育、警

政三級聯繫平臺與預防機制，惟校園安全各

項防護作為仍必須持恆努力，希望透過研討

會協助第一線校安人員了解校園危安樣態轉

變以及落實風險管控，進而依據學校地區特

性及人文環境實施安全檢測，以擬定最佳的

校園安全防護作為。

另外，本次研討會也特別安排「正念減壓

及調適」課程，以強化第一線校安人員的壓

力調控能力，期盼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工作

同仁皆能在健全穩固的心理狀態上，守護校

園及全體學生的安全。

教育部呼籲各級學校落實宣導並強化學生

自我安全防護知能，全面做好預防措施，防

患於未然，並期盼本次研討會能更具體協助

學校加強推展校園安全防護工作，有效落實

校園安全防護機制，提供莘莘學子安全友善

的求學環境。( 校安科 彭朝民 )

▲ 開幕表演長官與木偶劇團成員合影

▲ 學員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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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 107 年 2 月 26 日核定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內容「脆弱家庭定義」係指：家庭因

貧窮、犯罪、失業、物質濫用、未成年親職、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照顧、家庭照顧功能不足

等易受傷害的風險或多重問題，造成物質、生理、心理、環境的脆弱性，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

介入的家庭。

脆弱家庭通報，是由兒少高風險家庭通報轉型，並擴大至關注家庭與其他成員，主要法源仍

以兒少法為主，並搭配社會救助法、身權法及老人福利法等為原則，各大專校院如發現學生符

合脆弱家庭之需求面向及脆弱性因子，請至「社會安全網 ‧ 關懷 e 起來」求助通報平台進行「線

上通報」，地方主管機關於接獲通報後，將進行訪視評估。

通報後地方主管機關仍需進行完整脆弱性面向評估 ( 含支持資源 )、家庭功能評估與需求評

估，始得決定開案與否或服務建議，如既有系統服務中學生有福利需求，亦可透過資源轉介連

結以進行跨網絡合作。( 學生輔導科 蔡維濬 )

各大專校院請辨識脆弱家庭
依法落實通報，以維護學生最佳利益

需求面向 脆弱性因子 參考樣態

家庭經濟陷困
需要接受協助

( 一 ) 工作不穩定或失業
1. 家中主要生計者連續失業 6 個月以上。
2. 家中主要生計者突發性遭受資遣或非自願性失業。
3. 家中主要生計者為低薪非典型就業型態。

( 二 ) 急難變故 因天災、意外或非個人因素致家庭經濟陷困，且影響家庭成
員日常生活。

( 三 ) 家庭成員因傷、病有
醫療或生活費用需求

因疾病、傷害事故就醫所生全民健康保險之部分負擔醫療費
用或健康保險給付未涵蓋之醫療費用以最近三個月之醫療費
用累計達新臺幣 3 萬元以上，且影響家庭成員日常生活。

( 四 ) 家庭因債務、財務凍結
或具急迫性需求

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或其他原因未能及時運
用，致生活陷於困境。

家庭支持系統變化
需要接受協助

( 一 ) 天然災害或意外事故等
突發性事件致家庭支持功能
受損

1. 天然災害 風災、水災、震災（含土壤液化）、旱災、寒害、
土石流災害、火山災害等。
2. 其他意外災害 火災、爆炸、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
路災害、礦災、空難、海難、陸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災、毒
性化學物質災害、生物病原災害、動植物疫災、輻射災害、
工業管線災害、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等災害。
3. 因上述災害致家庭成員生命、財產嚴重受損，影響家庭基
本生活功能。

( 二 ) 家庭成員突發性變故致
家庭支持功能受損

1. 家庭成員死亡或失蹤。
2. 家庭成員入獄服刑。
3. 家庭成員突患重大傷病。

家庭關係衝突或
疏離需要接受協助

( 一 ) 親密關係衝突
( 未達家庭暴力程度 ) 或疏離
致家庭成員身心健康堪慮

1. 主要照顧者與夫妻、同居人、伴侶間經常發生口語衝突、
冷戰或其他事件，致影響家庭成員日常生活。
2. 主要照顧者離婚、失婚後與他人同居，且頻繁更換同居人，
致影響家庭成員日常生活。

( 二 ) 家庭成員關係衝突
( 未達家庭暴力程度 ) 或疏離
致家庭成員身心健康堪慮

1. 家庭成員 ( 如親子、手足、代間關係 ) 中時常爭吵、有帶
年幼子女與人同居、或有離家出走之念頭，致影響家庭成員
日常生活。
2. 非親屬關係同住人口眾多，家庭關係衝突或疏離，致影響
家庭成員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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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面向 脆弱性因子 參考樣態

兒少發展不利處境
需要接受協助

( 一 ) 具有特殊照顧需求之兒
少，致主要照顧者難以負荷
或照顧困難有疏忽之虞

1. 發展遲緩兒童。
2. 身心障礙兒少。
3. 罹患重大疾病兒少。

( 二 ) 主要照顧者資源或教養
知能不足，且無合適替代性
照顧者或輔佐人

1. 主要照顧者失蹤或失聯，且無合適替代性照顧者或輔佐
人。
2. 主要照顧者因資源匱乏或資源不足，無力提供兒少基本生
活所需或無法協助兒少發展所需資源。
3. 未成年父母且親職功能不足。
4. 學齡前子女數 3 個以上之家庭且家庭功能不足。
5. 居住不穩定，一年搬遷 3 次以上。

( 三 ) 兒少不適應行為，係因
家庭功能薄弱致有照顧問題

因兒少個人或家庭功能薄弱，致有擅自離家、遊蕩或自我傷
害等不適應行為。

家庭成員有不利
處境需要接受協助

( 一 ) 家庭成員生活自理能力
薄弱或其他不利因素，致有
特殊照顧或服務需求

有關失能、失智或身心障礙，應優先由長照管理系統及身心
障礙服務系統服務。其餘有生活自理能力薄弱或其他不利因
素，致有特殊照顧或服務需求。

( 二 ) 疑似或罹患精神疾病致
有特殊照顧或服務需求

1. 疑似或罹患精神疾病致家庭成員無力照顧，或影響家庭成
員日常生活。
2. 有醫療照顧需求，應同步連結或轉介各地衛生單位。

( 三 ) 酒癮、藥癮等成癮性行
為致有特殊照顧或服務需求

1. 使用具成癮性、濫用性等麻醉藥品或酒精致家庭成員無力
照顧、未獲適當照顧，或影響家庭成員之日常生活。
2. 有醫療照顧或戒癮服務需求，應同步連結或轉介各地衛生
單位。

因個人生活適應
困難需要接受協助

( 一 ) 自殺 / 自傷行為致有
服務需求

1. 自殺或自傷行為致家庭成員無力照顧、未獲適當照顧，或
影響家庭成員之日常生活。
2. 有自傷行為，且依自殺通報之簡式健康量表 ( 俗稱心情溫
度計 ) 分數 10 分以上 ( 中重度情緒困擾 ) 或自殺想法 2 分以
上 ( 中等程度 ) 者。
3. 於知悉有自殺行為情事時，進行自殺防治通報作業。

( 二 ) 因社會孤立或排除的個
人致有服務需求

1. 社會孤立：與他人缺乏相同的網絡或得到社會支持。
2. 非正式資源連結薄弱：係指被社會排除的家庭或個人，缺
乏和社會的接觸或溝通包含身體、社會或心理因素的排除。
3. 缺乏親屬、朋友、社群、職場、鄰居、宗教團體、學校、
醫師、社區機構、醫療機構和其他醫療照顧及社會服務資源。
4. 非屬社會救助法第 17 條所定對象。

09

教輔版



適應社會、挑戰帕運
111 年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成長夏令營

教育部為鼓勵腦性麻痺學生暑假期間積極

參與團體活動，於 8 月 16 至 19 日舉辦「111

年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成長夏令營」，邀

請來自全臺各地腦性麻痺學生共同參與，藉

由參訪基隆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宜蘭無尾

港淨灘，以及挑戰帕運競賽的適應體育等活

動，激發學生的五感體驗，教育部長潘文忠

也於 8 月 19 日上午蒞臨佛光大學活動會場，

與學生一起進行 DIY 創作，並聆聽學生的活

動心得及感想。

潘部長表示，教育部對於身心障礙學生就

學，長期投入相關資源協助，例如聘任教師

助理員、學生助理員、提供教育輔具、改善

校園的無障礙環境設施等相關支持服務，打

造更為友善的校園環境，讓同學們能夠安心

就學。潘部長更勉勵參與腦麻學生夏令營的

學生持續突破自我限制，拓展生涯視野，擁

抱希望與愛心，充足勇氣與信心面對未來的

各種挑戰，珍視與珍惜生命中每一次的感動

與感謝。

承辦夏令營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理事長

卓碧金表示，為讓腦麻學生不因自身肢體不

便影響從事休閒活動的機會，以及在人際關

係中培養正向人格特質，協會透過一群具備

熱忱且專業的人員，規劃一系列五感五育的

課程活動來承辦教育部的腦麻夏令營，培養

參與學生品性與良好行為習慣、建立和諧人

際關係、增進體能的訓練、生活自理能力、

多元智能的啟發及踏入社會應具備能力。

今年腦麻夏令營活動內容包含博物館知

性參訪、探索教育、環境保護、職業探索、

品德教育課程、適應體育競賽等，除了讓腦

性麻痺學生體驗多元的活動，見識與學習豐

富的自然生態及環境，並透過夏令營的參與

讓學員檢視及評估生活自理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探索跟學習如何自立生活且從學員間的

互動與合作，學習社會人際相處及溝通的技

巧，以尋找自我的成就與價值，跳脫身體的

限制，懷抱信心與勇氣面對未來的各種挑

戰，融入社會。( 特教科 廖浚羽 )

▲ 111 年度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成長夏令營始業式合照

▲ 潘部長與學生展示 DIY 創作成果 ▲ 無尾港淨灘，我們都是環境保護小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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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配合「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凌防治準則」、「校園霸凌防制準則」

及「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業

於 111 年 1 月 19 日修正發布「大學及專

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理原則」。

為精進大專校院承辦學生申訴業務人

員的專業知能，促進辦理學生申訴實務

經驗的交流分享，教育部於 111 年 8 月

4 日首次舉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申訴

業務知能精進研習」，共有全國大專校

院上百位人員參與，期藉由此次研習活

動，能使學員更加熟悉相關法規，凝聚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申訴業務承辦人員的

共識，並激勵工作士氣，以提升學生申

訴作業的服務品質。

本次研習由東吳大學承辦，上午專題

演講由東吳大學法律學系胡博硯教授主

講「學生權利及救濟制度實務研析」，

從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382 號、第 684

號到第 784 號解釋的變化談學生權利的

演變，到大學法中學生地位的變化，以

及學生申訴業務承辦人所面對的申訴程

序問題等，建構學員正確的學生權利救

濟觀念。

下午則透過世界咖啡館的模式進行分

組研討，分「性別案件」、「霸凌案件」、

「特教申訴案件」及「成績評定與獎懲

案件」等 4 類組，分別邀請輔仁大學法

律學系吳志光教授、國立臺北大學犯罪

學研究所林育聖副教授、國立高雄師範

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劉萌容副教授及東吳

大學法律學系胡博硯教授擔任分組引言

人，透過實務案例研討引導學員省思在

校園中所面臨的挑戰與解決策略。( 學務

科 周筱薇 )

教育部辦理全國大專校院學生
申訴業務知能精進研習

▲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申訴業務知能精進研習與會師長合影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
    黃蘭琇副司長
    開幕致詞

▲東吳大學
    董保城副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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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自殺防治人員的培力增能機

制，教育部於 111 年 8 月 5 日辦理「校

園學生自我傷害防治手冊工作坊」，期

以提升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防治效能。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防治為教育部重

要工作，校園如何防治自我傷害，亦是

校園教育與輔導實務工作者極大的挑

戰。而隨著社會變動快速，校園議題也

隨之更加多元且複雜，整體工作內涵涉

及面向多元，除了校園學生相關的系統

合作以及與醫療社區相關資源網絡的建

立，專業輔導人員的專業訓練更是需要

有系統進行。

因此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編製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防治手冊並辦理

工作坊，建構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防治知

相關知識與實務，並以校園第一線的專

業輔導人員為主要對象，使於第一現場

進行自殺自傷防治相關實務工作時，可

以有實用的作法和資源可供參考，以期

在校園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的推展上

能更加精進，並透過工作坊進行實務演

練，從自殺風險評估與學校處理流程、

校園與社區資源系統合作、專業輔導

人員自我照顧以及學校常見案例討論，

協助輔導人員預防與處遇指引，使相關

實務人員更能掌握自殺自傷防治實務工

作。

教育部期待透過手冊工作坊，可以

提升大專校院專業輔導人員學生自我傷

害防治知能，進而強化校園防治效能，

透過各學校共同努力，降低校園自我傷

害事件的發生，共同營造關懷、友善、

互信、互愛校園。( 性輔科 王昱婷 )

　教育部辦理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防治手冊工作坊」

▲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防治手冊工作坊與會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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