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疫情時代，國內新冠肺炎趨緩，但詐騙事

件猶如變種病毒，詐騙手法更是日新月異、推陳

出新，且詐騙目標對象不分性別、年齡、學歷。

教育部為提升學生族群的防詐免疫力，於 112 年

8 月 31 日結合「友善校園週」舉辦「校園詐騙

防制－你平安我快樂」記者會，響應行政院新世

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 1.5 版的「識詐」面向，

擴大防詐疫苗覆蓋率。

教育部在 93 年開始將《推動友善校園計畫》

列為重大政策，在 100 年第一次辦理友善校園

週。「友善校園」是以學生為中心、學校為本位，

強調尊重、關懷、同理、包容、安全、參與等涵

義，主要內涵包括性別平等教育、學生輔導、人

權教育、公民教育、生命教育、特殊教育及資訊

素養與倫理教育等。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的友善

校園週的重點宣導主題為校園詐騙防制。

本次記者會邀請紙風車劇團演出校園常見詐

騙手法等案例：交友詐騙遊戲點數及假網路拍賣

（購物）等，以生活化呈現學生可能遇到的各種

情境。透過貼近校園生活的戲劇演出，讓學生有

感，期許學生們都能時刻保持警覺。

活動現場由行政院陳建仁院長與臺北市大同

區日新國民小學全體學生，透過紙風車劇團的演

出，一起思考校園常見詐騙手法短劇與自己生活

經驗的連結，並教導學生學習如何辨識「遊戲點

數詐騙」及「交友詐騙」的主要特徵，提醒學生

需時刻自我保護，對於推薦購買遊戲點數或社群

平臺結交的網友，仍須保持警戒心。最後，陳院

長更提醒學生如果遇到詐騙事件的時候，謹記防

詐騙 3C 原則：冷靜（Calm down）、查證（Check 

it out）及撥 165（Call 165）。

 教 育 部 潘 文 忠 部

長 表 示，112 年 為 教

育部推動「識詐」面

向教育宣導的重點年

度，舉凡從師資、宣

導、課程、資源等各

層面著手，推動校園詐騙防制整體策略，並啟動

校園詐騙防制系列活動，包括：8 月 14 日至 15

日舉辦的校園安全暨詐騙防制理論與實務研討

會、8 月 22 日至 25 日舉辦的高級中等學校「校

園安全暨生活輔導增能」研習及於 9 月 23 日舉

辦的「反毒反詐手牽手、幸福快樂 GO」全國健

走活動。教育部串聯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在友善校園週期間舉辦校園詐騙防制系列活動，

並由直轄市、縣（市）首長或教育局（處）長主

持擴大宣導。本次記者會活動更特別邀請中央及

地方政府代表共襄盛舉，共同宣誓校園詐騙防制

的重要成果。

教育部呼籲全國各級學校、老師、家長及社

會大眾，「詐人之心不可有，防騙之心不可無」，

詐騙防制最重要、最關鍵的步驟就是「認識詐

騙」、「不被詐騙」、「不詐騙人」，齊心一致，

才能共創美好生活。( 校安科 楊詠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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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展現中央、地方政府及民間共同推動「新世

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及「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

行動綱領」成果，教育部結合臺南市政府，於 9

月 23 日在臺南市安平林默娘公園舉辦全國健走

活動，邀請教育部林政務次長明裕及臺南市各局

處首長出席，由全國各縣市 350 位國小反毒學生

代表進行反毒領航員宣誓儀式，並進行「防制學

生藥物濫用績優行政單位頒獎」，表彰全年度戮

力執行反毒工作的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

林政務次長明裕表示，反毒及打詐是政府的

重要政策，面對「毒品」及「詐騙」，除了中央

部會與地方政府的齊心協助之外，也希望更多民

間團體及民眾，能一起和我們攜手奮戰。在反毒

工作上，政府推動「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

2.0」，著重兒少預防能力並深化全民反毒意識，

整合警政、教育與衛福部跨部會能量及資源，及

早預防，避免青少年因染毒而成為未來社會治安

隱憂，並建置以兒少為中心的毒品防護網。此外，

政府成立「打詐國家隊」，運用公私協力推動各

項防詐作為，達到「減少接觸、減少誤信、減少

損害」3 減目標，以全面降低詐騙受害事件，均

有賴於全民共同努力。

教育部表示，已建置的詐騙防制專區網站，除

了提供全國各級學校各式宣導素材，持續增加識

詐宣導素材的多元性，不定期更新詐騙防制相關

訊息。並於 112 年 6 月 19 日函發「教育部與內

政部 - 致家長的一封信」（含反詐騙圖卡），期

有效觸及目標族群，強化學生及家長詐騙防制觀

念與意識。面對層出不窮、日新月異之詐騙犯罪

手法，學生應謹記防詐騙 3C 原則：「冷靜（Calm 

down）、 查 證（Check it out）、 撥 打 165（Call 

165）」。

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吳司長林輝主持

健走儀式，邀集學生及民眾邁出健康的步伐，共

同為反毒打詐向前行。現場並有教育部各縣市聯

絡處、生命教育中心、臺南市各局處及民間團體

聯合設 34 個攤位宣導反毒、反詐與生命教育等

主題，以情境教育、寓教於樂方式，讓民眾如何

「識毒」進而「拒絕毒品」，如何「識詐」進而「建

立防詐知能」。

教育部期盼凝聚社會共識，與各部會、民間

團體及民眾攜手合作，建立學生及民眾正確的觀

念。最新毒品及反詐資訊可洽詢各級學校，或透

過各縣市毒防中心 24 小時諮詢專線（0800-770-

885）、反詐騙專線 165、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

用資源網（https://enc.moe.edu.tw/）及詐騙防制專

區網站（https://reurl.cc/Adx93Q）等資源來尋求解

答。( 校安科 王雅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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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反詐手牽手全國健走活動 全民起步走「反毒、反詐手牽手全國健走活動 全民起步走

▲ 林政敄次長明裕、吳司長林輝、全國督導及設攤單位合影

▲ 活動結束由林政務次長主持摸採 ▲ 教育部林政務次長明裕及學務
     司吳林輝司長與表演團體合影

▲ 林政務次長明裕及吳司長林
     輝與獲獎的大專校院合影



為促進經驗分享與傳承，並因應教官離退

政策，研討人力資源整合策略，凝聚共識並

激勵工作士氣，以提升維護校園安全工作服

務品質，教育部於 112 年 9 月 1 日首度舉辦

「大專校院校園安全主管會議」，邀請各大

專校院校園安全主管共計 150 餘人參加。

教育部參考部分大專校院良好校安經驗

及推動模式，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專責

導師制度」，於近日完成「大專校院校園安

全參考彙編」，會中邀請受託編撰的成功

大學團隊進行分享，提供學校應處校園事件

指引與依據。另因應校安中心進用校安人員

處理校安事件，會中安排「校園安全重要政

策」及「教育部校安中心經驗分享」，會中

同時邀請勞動部李怡萱專門委員進行「勞動

基準法及校安人員契約訂定與勞資爭議」分

享，使與會校園安全主管了解校園安全的重

要性，同時確保校安人員權利與義務。

此外，並針對「校園安全甲類與乙類值

勤困境與因應」、「基於身心健康前提下，

教官 24 小時值勤探討與改善策略」、「校

安人力資源整合與運用」、「因應教官轉型，

校安人員定位與工作範疇」等 4 項議題進行

分組研討 , 引發與會人員熱烈討論。

教育部表示，校園安全危機潛藏因子具

有突發性且無固定形態，這次會議提供機會

讓各校彼此分享，研討可行策略，落實校園

安全防護機制，有效推展校安工作，提供學

子安全健康之學習環境。( 校安科 張沛儀 )

▲ 教育部學務司吳林輝司長致詞

▲ 大專校院校安主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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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校園安全防護力全面提升校園安全防護力
教育部首辦大專校院校安主管會議教育部首辦大專校院校安主管會議



為了讓澎湖的學子也能透過戲劇了解毒品對

於身體的危害，教育部特別與紙風車文教基金

會合作，自 9 月 18 日起至 20 日止連續 3 日，

於澎湖縣演藝廳及特殊教育中心辦理 8 場次「紙

風車青少年反毒戲劇工程 - 拯救浮士德計畫」

反毒舞臺劇巡演。18 日在演藝廳辦理首場演

出，教育部廖興國主任秘書、學生事務及特殊

教育司黃蘭琇副司長、澎湖縣陳光復縣長、澎

湖地檢署陳佳秀檢察長、紙風車文教基金會李

遠董事長等人，與學校師生共同參與反毒宣誓

儀式。教育部表示，這是繼 103 年金門縣反毒

戲劇巡演後，再次於離島進行演出，也希望藉

此強化澎湖地區的反毒教育工作。

廖興國主任秘書在致詞時表示，教育部配合

行政院「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除落實

校園反毒教育外，更是我國反毒宣導教育主政

機關，運用戲劇、展覽及數位媒體等方式或通

路，提升全體國人「知毒」、「識毒」人口比例。

此外，鑒於詐騙問題日益嚴重，教導學生「識

詐」也是我們的重點工作之一，本學期各級學

校友善校園週的主題「你平安 ‧ 我快樂」，就

是藉由教育宣導，避免學生遭受詐騙或毒品的

誘惑，讓所有學子都能平安快樂地完成學業。

本次澎湖縣巡迴演出活動，主辦單位考量

當地行政區域分佈特性，特別安排交通船及車

輛進行接駁，讓望安鄉及七美鄉兩地的學生也

能夠觀賞紙風車劇團精彩的表演，更能接收到

最新、最正確的毒品防制知識。此外，配合今

年新增的國小版反毒劇本，劇團也規劃於 9 月

20 日在澎湖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綜合館，連續

演出 3 場次「拯救小小浮士德」，提醒國小學

童網路世界所潛藏的危險，避免學生因涉世未

深，而成為網路毒品交易或是誘騙的受害者。

近 年 來 毒

品 型 態 不 斷 變

化， 外 觀 及 施

用 方 式 也 更 讓

人難以察覺，

再加上網路世

界無遠弗屆，

各項通訊設備及手機軟體日新月異，導致涉及

網路毒品案件數逐年上升，小朋友只要上網就

有可能誤觸毒品資訊，家長如果發現孩子行為

異常，甚至疑似有藥物或物質濫用情形，除了

可以請學校提供春暉輔導等相關資源外，亦可

撥打毒品防制中心諮詢專線 0800-770885，即

可獲得專業協助。如欲瞭解更多反毒資訊，請

至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 (https://enc.

moe.edu.tw/) 查詢。( 校安科 賴竑融 )

▲ 紙風車劇團演出吸毒如同少年
    浮士德與惡魔交換靈魂

▲ 教育部廖興國主任秘書於戲劇演出前
     宣導教育部反毒及友善校園政策

▲ 教育部廖興國主任秘書、學務特教司黃蘭琇
     副司長、澎湖縣陳光復縣長及紙風車文教基 
     金會李遠董事長等人宣誓將毒品一網打盡

04

政策版

「清新菊島 ‧ 健康校園」「清新菊島 ‧ 健康校園」
  —紙風車反毒戲劇前進澎湖巡演—紙風車反毒戲劇前進澎湖巡演



因應特殊教育法於今（112）年 6 月 21 日

經總統公布施行，以及第二期特殊教育中程

計畫於 8 月頒布實施，並使實務未來能夠順

利落實推動，教育部日前舉辦「112 年度教育

部特殊教育行政支持網絡會議」，由學生事

務及特殊司吳林輝司長親自出席主持，邀集

特殊教育專家學者、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特殊教育學校、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夥伴

與會，透過專題演講、分組討論共同腦力激

盪，致力於優質融合教育的實踐。

會議首日邀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

學系洪榮照教授，針對「從特殊教育法與特

教中程計畫談融合教育的未來推動」議題進

行專題演講，除向與會人員說明特殊教育法

修正重點、特殊教育中程計畫的重要內涵與

行動方案，並就未來如何推動融合教育部分，

和與會人員交流討論，以確保各單位出席人

員充分瞭解其中內涵，並於將來協助推動相

關政策。

另為落實特殊教育法及第二期特殊教育中

程計畫，本次會議針對特殊教育法修正重點

與融合教育政策擬定「融合教育政策中的普

特合作」、「特教評鑑執行方式」、「鑑定

優化」、「合理調整落實方式」、「心評未

來整體制度規劃」、「大學特教中心於各教

育階段之角色」、「特殊教育學校在融合教

育趨勢中所扮演的角色」及「縣市輔導團與

資源中心在融合教育趨勢下之角色」等八大

重點議題，以專業引導、實務分享及分組討

論方式，讓與會人員能夠深入交流討論，提

出多元創新作法，各組討論結果於第二天的

分組研討成果時段進行內容報告，讓各組彼

此交流，以完備實務推動。

教育部表示，融合教育是我國的教育政策

方向，如何在融合教育環境中落實特殊教育

法規政策，確實具有挑戰性，期待透過本次

會議，提升各級教育階段學校的融合教育知

能，以營造友善學習環境及保障所有學生都

能獲得適性教育的機會。

▲ 特殊教育專家學者、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校、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夥伴踴

▲  教育部學務特教司吳林輝司長參與分組
      研討，和與會人員互動交流

▲  全體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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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自 110 年起補助各大專校院辦理

「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考量計畫已執

行 3 年，為利計畫更加貼近校園所需，並協

助各大專校院更加瞭解實務內涵，爰於 112

年委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及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由輔導及學務雙軌研修補助計畫內涵及

辦理成果調查，經研究團隊運用焦點團體及

深度訪談近百名教育人員後，調整 113 年度

補助計畫精神及項目，並於 112 年 9 月 5 日

假中山醫學大學辦理提案說明會，以利各大

專校院落實全員輔導模式，並促進實踐經驗

交流分享。

本次說明會由計畫主持人陳斐娟主任專講

「113 年度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之調整

內涵及執行精神、共同主持人林玫君學務長

專講「建構心理健康促進計畫之全員輔導推

動模式」，另邀請林千惠副校長、陳隆昇前

副校長分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及朝陽科技大

學如何跨單位推動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之

實務經驗，綜觀整場交流分享，捨棄本位及

校園內各處室共同推動，方能促成校園心理

健康計畫有效推動，全員輔導模式才能貫穿

於全體教育人員的日常工作之中。

依學生輔導法規定，學校校長、教師及專

業輔導人員皆負學生輔導之責，各大專校院

應善用三級輔導機制，共同推動及執行相關

輔導措施，而校園心理健康促進更是如此，

營造溫馨和諧、身心健康的校園，認真對待

每一位學生，讓學生可以在一個優質、尊重

與包容的學習環境下適性成長。教育部將持

續推動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精進發展性

輔導工作，營造學校教育成為一個真正友善

學習的成長空間。( 學輔科 蔡維濬 )

▲ 學務特教司黃蘭琇副司長、中山醫學大學黃建寧
校長、徐慶琳學務長、臺灣師範大學林玫君學務
長、雲林科技大學陳斐娟主任出席提案說明會

▲ 林千惠副校長分享彰化師範大學推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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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至 112 年 10 月 13 日止，歡迎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提出申請收件至 112 年 10 月 13 日止，歡迎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提出申請



教育部推動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收件至

112 年 10 月 13 日止，歡迎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提出申請。

一、依據：

教育部補助辦理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原則。

二、目的：

教育部為積極促進大專校院校園心理健康，

幫助學生透過課程教學及活動參與等方式，覺

察自身身心狀態，瞭解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

困擾、可參考的解決方法、可尋求的資源，並

協助相關人員（含導師、輔導專業人員等）提

升專業知能、增加敏感度，以期全校師生共同

營造溫馨關懷之校園氛圍。

三、辦理事項：

( 一 ) 開設相關議題通識教育課程：開設心

理健康、情感教育、自殺防治教育、認識輔導

諮商及醫療資源、休閒與運動健康、增進生活

幸福感等相關議題之實體或線上通識教育課

程。

( 二 ) 辦理強化校園心理健康知能活動：就

校園心理健康促進的推動現況進行需求評估與

問題分析，據以辦理以學生議題為主之心理健

康、情感教育、加強自殺防治意識、去除精神

疾病汙名化、人際互動、課業適應、生活安排

與輔導等相關活動。

( 三 ) 辦理大專校院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

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計畫，並將家長納入

培訓對象；課程內容請參考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網站之自殺防治守門人專區。

( 四 ) 提升相關人員專業知能：辦理全體教

師 ( 含導師及指導教授 )、專業輔導人員、教

學與行政單位相關人員等增能活動，增進其對

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處遇性輔導的認識

與資源連結能力；提升專業輔導人員對介入性

輔導、處遇性輔導的專業知能。

( 五 ) 補助精神科醫師鐘點費：補助校外精

神科醫師駐校服務 ( 諮詢 ) 鐘點費。

四、補助原則：

( 一 ) 補助各公私立大專院校 ( 不含軍警學

校 ) 辦理，執行事項涉校內跨處室業務，基於

以「全員輔導模式」推動校園心理健康促進之

統合性考量，應由校內主任秘書以上層級統籌

規劃與辦理。

( 二 ) 補助比率：採部分補助方式，學校自

籌比率至少為計畫總經費之 10%，臺北市所屬

學校自籌比率至少為計畫總經費之 50%。

( 三 ) 指定項目補助，項目如下：講座鐘點費、

出席費、主持費、臨時工作人員 / 工讀費、交

通費、印刷費、資料蒐集費、保險費、稿費、

場地使用費、設備使用費、膳宿費、全民健康

保險補充保費、勞保和勞退提撥、材料費、雜

支，不補助人事費、設備及投資 ( 資本門 )、

行政管理費、宣導費。

五、補助額度：

( 一 ) 學生人數「20,000 人 ( 含 ) 以上」者：

補助額度以新臺幣 ( 以下同 )110 萬元為上限。

( 二 ) 學生人數「10,000 人 ( 含 ) 以上，未達

20,000 人」者：補助額度以 100 萬元為上限。

( 三 ) 學生人數「5,000 人 ( 含 ) 以上，未達

10,000 人」者：補助額度以 90 萬元為上限。

( 四 ) 學生人數「未達 5,000 人」者：補助額

度以 80 萬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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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推動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教育部推動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
收件至 112 年 10 月 13 日止，歡迎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提出申請收件至 112 年 10 月 13 日止，歡迎各公私立大專校院提出申請



教育部為深耕品德教育，委請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於 9 月 27 日在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辦

理「112 年度大專校院品德教育精進研習工作

坊」，藉由專家學者對相關議題之分享，提

升大專校院規劃推動品德教育課程相關知能，

促進品德教育的深耕與發展。

本次活動參與對象為各大專校院負責推動

品德教育業務之承辦人，活動內容包括：專

題演講、校園特色案例分享、品德 ME Talk、

品德 ME Cafe、綜合座談等。其中專題演講，

結合熱門 AI 議題，幫助我們了解人工智慧如

何應用於教育現場、改進教育品質，提升學

生的學習體驗；此外，會中邀請獲 111 年品德

教育特色學校的臺北醫學大學及慈濟科技大

學進行分享。臺北醫學大學透過自律力，利

他力與公民力等三力推動品德教育各項活動，

具有特色；慈濟科技大學則因應時勢創新與

國際化，將品德教育活動結合專業與信仰，

而兩校推動品德教育具有特色與成效，所以

做為各校觀摩與參考。至於品德 ME Talk，規

劃以「抵制歧視：破除玩笑的校園霸凌」及

「學生權『力』繁華，責任升華？」兩大議題，

邀請講者進行分享與討論，而品德 ME Cafe，

是以世界咖啡館方式進行，就品德 ME Talk 分

享的兩個議題進行討論，透過互動討論增進

交流，促進品德教育政策推動共識。

教育部期盼透過本次座談會，增進大專校

院規劃推動品德教育業務之相關知能，營造

優質品德發展的學習環境，建立友善校園與

溫韾關懷的社會。此外，更希望在「教育部

品德教育促進方案」的帶動下，結合「品德

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的推動，鼓勵大

專校院透過「跨教育階段別合作」、「與社

區合作」、「與民間團體合作」及「與縣市

合作」的方式，發展品德教育教學方法與推

動策略，實踐學校社會責任，落實「自發」、

「互動」、「共好」的理念，孕育國民具備

有品德、富教養、重感恩、懂法治、知廉潔、

尊人權的現代公民素養，促使品德教育由學

校教育擴展到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讓社會

更朝美好良善發展。( 學務科 劉禹呈 )

▲大合照 ▲ 政大蔡炎龍學務長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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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大專校院品德教育精進研習工作坊112 年大專校院品德教育精進研習工作坊
建立友善校園 營造優質品德發展的學習環境建立友善校園 營造優質品德發展的學習環境



教育部為推動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務創新工

作，每年辦理校安 ( 含學務創新 ) 儲備人員培

訓，培育具備校園安全維護、學生生活輔導專業

人才，同時協助學校推動各項學務創新工作，於

112 年 9 月 18 日起在國家教育研究院三峽總院區，

辦理為期兩週的「112 年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安

( 含學務創新 ) 儲備人員第 1 梯次推薦培訓」課程，

並由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鄭文瑤專門委員主持

開訓典禮，專門委員首先感謝國教院提供環境幽

美、設備新穎的研習場地及高雄市聯絡處戴一督

導帶領的辦班團隊用心籌備，並期勉本梯次 212

名的學員，受訓期間能充實各項本職學能，未來

投入校園工作後，能夠成為校園安全的守護神。

本次培訓規劃學務工作理念、學生權益、防制

藥物濫用、性別平等、兒少保護、交通安全、賃

居安全、媒體識讀、校園霸凌事件防制及基礎輔

導知能與策略、校安通報作業程序，分組研討與

實務工作經驗分享等相關課程，共計 70 小時課

程外，，還需要完成「校安系統網路通報」、「3

千公尺跑步」及「學科筆試」，3 項測驗全數通

過後才能取得合格證書，確保學員結訓後能迅速

服務於學校，即時提升學務工作量能。

開訓後緊接著第一堂課是「教育部推動安全友

善校園相關政策說明」，由鄭文瑤專門委員親自

授課，針對目前友善校園工作重點「校園安全」、

「性平教育」、「自殺防治」、「融合教育」等

4 大面向逐項說明，各項工作內涵及專業知能在

後續安排課程中，聘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警政

司法人員進行講授，讓學員對於法令政策與學校

工作現場能有整體性的瞭解，除有助於推動各項

學務工作外，也要減少推動各項學務工作時個人

認知與法規的落差，避免校園輿情及師生衝突事

件發生。

最後專門委員期盼每一位受訓學員，不管是

服務在學校的現職教官、校安人員或未來要擔任

其他學務工作的人員，也都能莫忘初衷與秉持工

作熱誠，以利日後為校園及莘莘學子提供優質服

務，為每位孩子找到屬於自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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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12 年高級中等教育部 112 年高級中等以上以上學校學校校安學校學校校安
( 含學務創新 )( 含學務創新 )

儲備人員第 1 梯次推薦培訓 - 校園安全守護神儲備人員第 1 梯次推薦培訓 - 校園安全守護神
教育部高雄市聯絡處 姚志偉



教育部第六屆「我的未來我作主」微電影

競賽頒獎典禮，9 月 9 日於臺北市國家圖書

館 B1 多功能展演廳舉行，現場揭曉「防制毒

品」、「防制霸凌」兩主題各組金、銀、銅牌

以及不分組評審特別獎得主，總獎金高達新臺

幣 146 萬元。本屆競賽共有來自全國 455 件作

品參賽，評選出 30 部入圍影片角逐金牌獎座。

「我的未來我作主」微電影競賽本屆有兩

個主題：「防制毒品」主題計有 167 件作品報

名，「防制霸凌」主題則有 288 件作品參賽。

今日的金牌得主分別為防制毒品：「專科以上

學生組《掌握》」、「高級中等學生組《芽子

鹼的迷幻運作》」、「國民中小學學生組《降

藥道長 - 洪大仙》」；防制霸凌：「專科以上

學生組《踮起脚尖》」、「高級中等學生組《不

說》」、「國民中小學學生組《追光者》」。

本屆得獎作品內容相當豐富多元，競賽評

審委員表示：「毒品主題有用自創的嘻哈歌曲

來描述陷入毒境的可怕、也有用抽象的概念來

暗喻吸毒後的狀態，展現極高的藝術水準，令

人印象深刻。霸凌主題中有作品從霸凌者的角

度切入，最後在朋友的鼓勵之下走出陰霾的溫

馨故事、也有作品用藍白拖的角色比喻在校園

以貌取人的霸凌行為，讓人耳目一新。」學生

用新世代年輕人的角度來傳達「拒絕毒品、防

制霸凌」的理念，發揮了互相協助提醒的效

果，透過引人入勝的鏡頭語言分享，更具正面

教育意義。

其中防制毒品：「國民中小學學生組《降

藥道長 - 洪大仙》」是外離島學生的創作，影

片中將毒品塑造成各式各樣的藥魔鬼怪形象，

而故事中可愛單純的小狗，就像心地簡單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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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制毒品組金牌 - 國民中小學學生組 _【降藥道長 -
洪大仙】

▲  防制霸凌組金牌 - 高級中等學生組【不說】

   第六屆「我的未來我作主」
   第六屆「我的未來我作主」微電影競賽頒獎典禮 大獎揭曉
微電影競賽頒獎典禮 大獎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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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心的青少年，容易受到誘惑，而師父的法

術就像現實中師長的保護與教導，故事內容輕

鬆有趣耐人玩味。防制霸凌：「專科以上學生

組《SHOE STORY》」中的主人公—夾腳拖因

外貌與其他鞋子們不同，而遭受許多冷漠無情

的對待，暗喻在校園社會中一昧注重外表，以

貌取人的情況，卻忽略了個人內在的價值，然

而夾腳拖始終保持自我的良善，當其他鞋子遇

到危難時，仍然奮勇營救，得到大家的掌聲。

教育部表示，各個得獎作品能發揮「防制

毒品、防制霸凌」作用，從學生的角度及新世

代的語言來闡述，更能貼近年輕學子的想法、

進而產生共鳴。本屆頒獎典禮更特別邀請到新

北市埔墘國民小學獅鼓隊擔任開場演出，激勵

現場每一位優秀的創作才子，為頒獎典禮更增

添色彩。

本次微電影競賽優秀的得獎作品，教育部

除了透過各種型式的媒體平臺宣導以及各級學

校公開播映外，也將透過社群網路的傳遞分

享，發揮更深的影響力。得獎名單（詳如附

件）及相關影音均可在以下網頁中瀏覽：教

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資源網（https://erp.moe.

gov.tw/）、我的未來我作主官方網站（https://

antidrugbully.com/） 及 臉 書 粉 絲 專 頁（www.

facebook.com/antidrug.edu/）。( 校安科 曹詩穎 )

▲ 新北市埔墘國小醒獅隊開場表演 ▲ 發表得獎感言▲ 防制霸凌國小組銀牌 - 少年家呈的煩惱

▲ 第六屆我的未來我作主微電影頒獎典禮 - 合影

   第六屆「我的未來我作主」
   第六屆「我的未來我作主」微電影競賽頒獎典禮 大獎揭曉
微電影競賽頒獎典禮 大獎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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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輔版

為提升大專校院人員對於校園性別事件的

調查專業知能，增進調查工作的客觀、公正、

專業，以維護校園之性別正義，教育部邀請性

別平等教育之學者專家於 112 年 8 月 13 日至

15 日在長榮大學辦理「112 年大專校院校園性

別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初階培訓」。

依據本部所訂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置要點

規定，初階培訓課程內容包含：「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凌基本概念及相關法規」、「性

別歧視之禁止」、「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凌處理程序及行政協調」、「行政程序法於

調查程序基本概念」、「調查程序中運用諮商

技巧之訓練」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調查程序」、「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凌懲處追蹤與行政救濟」等課程合計 23

小時。

其中「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基本

概念及相關法規」之課程著重於從日常之事件

連結說明性別平等與法律之緣起與制訂，屬調

查專業人才庫訓練之通識知能；「性別歧視之

禁止」納入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CEDAW）及相關人權公約規範，結

合校園性別事件案例進行說明；調查程序則應

落實行政程序法有關管轄、移送、迴避、送達、

補正等相關程序規定；運用諮商技巧之訓練係

為引導及訓練調查專業人員訪談技巧與態度，

期能於調查過程中同理、理解雙方當事人，避

免造成二度傷害。

教育部籲請各級學校應積極推動校園性別

事件的防治教育，並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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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校內外校園性別事件處置研習活動，以加強性

別平等專業能力及性別平等意識。

教育部舉辦 112 年大專校院校園性別事件教育部舉辦 112 年大專校院校園性別事件
調查專業人員初階培訓（南區場次）調查專業人員初階培訓（南區場次）

▲  性平初階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