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國民小學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 

103.8.29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 

(一)增進學生良好行為及習慣，減少學生不良行為及習慣，以促進學生身心發展及身體自主， 

    激發個人潛能，培養健全人格並導引適性發展。 

  (二)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之處世態度。  

  (三)維護校園安全，避免學生受到霸凌及其他危害。 

(四)維護教學秩序，確保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二、輔導與管教規準： 

(一)符合教育政策、教育本質與價值。 

(二)遵守法令規定與程序正義。 

(三)維護學生身心健全發展與受教權益。 

(四)善用溝通管道及學輔支援系統。 

三、原則： 

  (一)平等原則：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 

  (二)比例原則 

    教師所採行之輔導與管教措施，應與學生違規行為之情節輕重相當，並依下列原則為之： 

1.採取之措施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2.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措施時，應選擇對學生權益損害較少者。  

    3.採取之措施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四、名詞定義： 

  (一)教師：指本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 

  (二)教育人員：指前款教師及其他於本校輔導與管教學生之人員（包括兼任教師、代理教師 

                  、代課教師、教官、實習教師及學校行政人員等）。 

  (三)管教：指教師基於第四條之目的，對學生須強化或導正之行為，所實施之各種有利或不 

              利之集體或個別處置。 

  (四)處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為減少學生不當或違規行為，對學生所實施之各種不利處 

              置，包括合法妥當以及違法或不當之處置；違法之處罰包括體罰、誹謗、公然侮 

              辱、恐嚇及身心虐待等（參照附表一）。 

  (五)體罰：指教師於教育過程中，基於處罰之目的，親自、責令學生自己或第三者對學生身 

              體施加強制力，或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體動作，使學生身體客觀上受到痛苦或身 

              心受到侵害之行為（參照附表一）。 

五、實施策略與內容： 

(一)釐清教育的本質與教師責任 

1. 教師應透過研習、進修、討論、座談與活動等方式釐清教育本質，建立正確的教育理

念與價值觀。 

2. 學校應加強教育相關法令的宣導，釐清教師的職責(教學、輔導、管教)，體認教師的

輔導角色與任務 。 

(二)建置學生輔導與管教系統組織 

1. 學校應結合校內相關組織及委員會，規劃及處理輔導與管教相關事宜。 



2. 學校應結合教師、學校學輔人員及校外專業人員建立輔導與管教三級預防體系： 

(1)初級預防以教師為主，並由學輔人員及校外專業人員支援。 

(2)二級預防以學輔人員為主，並由校外專業人員及教師支援。 

(3)三級預防以校外專業人員為主，並由學輔人員及教師支援。 

(三)提升教師之輔導與管教專業知能與服務熱忱 

1. 應規劃系統性輔導與管教專業研習並由學校人事室登錄研習時數，列入教師教學服務

考核： 

(1)學校辦理學校本位的研習。 

(2)群組學校辦理區域性輔導與管教基礎專業知能研習。 

(3)教師研習中心辦理進階研習或種子人員研習。 

2. 學校應舉辦輔導與管教研討會，心得發表與經驗分享。 

3. 學校應鼓勵教師進行輔導與管教之行動研究並定期發表。 

4. 加強輔導與管教相關法令之宣導與落實執行。 

5. 貫徹「零體罰」的政策要求，提升輔導與管教品質。 

6. 應運用學科領域共同時段，定期辦理輔導與管教研討。 

(四)加強推展全人教育與生命教育 

1. 內容應以培養具有珍惜自己、尊重他人、關懷社會、愛護自然的青少年為主。 

2. 教師應鼓勵學生敦品勵學、尊親、敬師、愛校。 

3. 教師應培養學生民主(民主、法治、人權、平等、團體、紀律)與人文素養。 

4. 發展學生建構良好人際關係(友誼、兩性、尊重、關懷、接納、包容、互助)的能力。 

5. 培養學生愛惜生命(愛己、愛人、愛物)的態度並落實品德實踐(品行、道德、生活、

行為) 。 

6. 規劃體驗活動，強化潛在課程。 

7. 重視家庭教育，落實親師合作。 

(五)推展正當休閒與法治教育，引導學生健康生活 

1. 落實藝術教育的實施。 

2. 加強體育教學與活動。 

3. 培養學生正當休閒的興趣與品味。 

4. 輔導學生情緒的管理與疏導能力。 

5. 加強法治教育的實施。 

(六)規劃實施適性的教學措施 

1. 精進教師教學效能，提供行政支援與協助。 

2. 推展生涯教育輔導。 

3. 規劃適性的補救教學方案，落實學習輔導。 

(七)建構學生輔導與管教支援體系與通報系統 

1. 學校應成立專業行政支援團隊，提供行政支援與協助。 

2. 發展輔導專業同儕團隊，提供支持、對話與分享。 

3. 建置輔導資源網絡，提供橫向聯繫、支援與轉介輔導。 

4. 確認通報系統並落實通報。 

(八)加強弱勢族群學生的關懷與輔導 

1. 中輟生的通報與復學輔導。 



2. 家暴兒的通報與心理輔導。 

3. 單親或家庭變故學生之關懷與協助。 

4. 行為偏差學生的認輔與輔導轉化。 

5. 身心障礙或弱勢學生之輔導。 

6. 新移民子女的生活適應與輔導。 

六、輔導與管教應注意之事項： 

(一)凡經學校或教師安排之教育活動，教師應負起輔導與管教學生之責任。 

(二)教師應對學生實施生活、學習、生涯、心理與健康等各種輔導，並啟發學生自我察覺、

自我省思及自制能力。 

※前項輔導需具特殊專業能力者，得請輔導單位或其他相關單位協助。 

(三)學生干擾或妨礙教學活動正常進行，違反校規、社會規範或法律，或從事有害身心健康

之行為者，教師應施予適當輔導與管教。 

※前項輔導與管教無效時，得移請學校學輔單位或其他相關單位處理。 

(四)教師管教學生，應事先了解學生行為動機，並明示必要管教之理由。且教師不得為情緒

性或惡意之管教，並給予申訴的機會。 

(五)教師因實施輔導與管教學生所獲得之個人或家庭資料，非依法律規定，不得對外公開或

洩漏。 

(六)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不得因學生之性別、能力或成績、宗教、種族、黨派、地域、家

庭背景、身心障礙、或犯罪紀錄等，而為歧視待遇。 

(七)教師應秉客觀、平和、懇切之態度，對涉及爭議之學生為適當勸導，並就爭議事件為公

正合理處置，力謀學生當事人之和諧。 

  (八)對學生所表現之良好行為與逐漸減少之不良行為，應多予讚賞、鼓勵及表揚。 

  (九)應教導學生，未受鼓勵或受到批評指責時之正向思考及因應方法，以培養學生承受挫折 

        之能力及堅毅性格。 

  (十)不得因個人或少數人之錯誤而處罰全班學生。 

  (十一)不得以對學生財產權之侵害（如罰錢等）作為輔導與管教之手段。但要求學生依法賠 

          償對公物或他人物品之損害者，不在此限。 

七、獎勵措施： 

(一)學生具有下列表現，教師應予獎勵： 

       1. 學習認真、成績優良、或有顯著進步者。 

       2. 品行優良、孝順友愛、足為表率者。 

       3. 樂心公益，經常行善者。 

       4. 擔任自治幹部，盡心負責，著有績效者。 

       5. 參加校內外各項比賽，成績優良者。 

       6. 拾獲貴重財物不昧，足堪表揚者。 

       7. 其它優良事蹟。 

(二)獎勵辦法： 

       1. 口頭獎勵：其優良表現直得鼓勵者。 

       2. 獎品、獎狀、獎金、獎章、榮譽卡：依各項辦法規定辦理。 

       3. 其它特別獎勵。 

八、管教辦法： 



(一)學生具有下列情節者，教師應予適當輔導與管教： 

1. 作業常缺交，屢勸不聽者。 

2. 對師長或同學口出穢言、出言不遜。 

3. 頂撞或辱罵師長。 

4. 干擾或妨害教學活動正常進行。 

5. 打架或蓄意攻擊他人之行為。 

6. 違反學校及班級學習章則、生活公約等。 

7. 偷竊。 

8. 蓄意毀損公物。 

9. 出入不良場所、抽煙、嚼檳榔、閱讀或收看暴力、猥褻之漫畫、書刊或影片、攜帶危

險物品及其他有礙身心健康行為。 

10.吸食迷幻藥、毒品、攜帶刀械、爆裂物及其他危險物品者。 

11.在外結黨，聚眾滋事者。 

    12.其它偏差行為或足以影響他人正常活動之行為者。 

(二)教師應審酌個別學生行為之動機與目的，行為之手段與行為時所受之外在情境影響，行

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學生之人格特質、身心健康狀況、生活狀況與

家庭狀況，學生之品行、智識程度與平時表現，行為後之態度等，採取下列措施，以確

保輔導與管教措施之合理有效性： 

1.勸導改過、口頭糾正。 

2.於課間留置學生，加強輔導（上廁所及喝水時間除外）。 

3.調整座位。 

4.適當增加額外作業。 

5.責令賠償所損害之公物或他人物品等。 

6.扣減學生日常生活成績。 

7.適當增加額外工作(如行善改過、義工服務、專文選讀等)。 

8.以書面方式自我反省。 

9.要求靜坐反省。 

10.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兩小時。 

11.在教學場所一隅，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並以兩堂課為限。 

12.經其他教師同意，於行為當日，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習。 

13.經家長同意，得於課後留校輔導，以不超過 5：30為原則，應與家長協商學童返家安

全問題。 

※前項措施必要時，教師除通知家長或監護人外，得請學務處、輔導室輔導老師或其他

相關單位協助之。 

※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發現，學生身體確有不適，或確有上廁所、生理日等生

理需求時，應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處罰。 

(三)輔導及管教步驟 

1.在 2 ~ 4週內，同類情節口頭勸導三次或以上。 

2.在 2 ~ 4週內，同類情節書寫於聯絡簿三次或以上。 

3.適當措施如㈡之 2.~ 9項。 

4.與家長約談（電話、e-mail、面談或信件）。 



5.逕送學輔單位協同處理(科任老師亦同)。 

6.於科任課發生之事件，科任老師須先當場處理。 

7.科任老師得視情節需要以「不當行為通報單」告知級任老師並協同處理。 

8.本通報單可供老師做日常行為考核，或成立個案之參考資料。 

9.如為特殊兒童則依學童情況彈性處理，或請特殊班教師協助。 

※ 若情節嚴重、具有急迫性需求或危及師生安全之不當行為者，可不依輔導及管教步驟 

   進行，逕送學輔單位處理。必要時，得強制帶離，並得尋求校外相關機構協助處理 

   。就前項情形，教師應告知已實施之輔導管教措施或提供輔導管教紀錄，供其參考。 

    ※各處室人員將學生帶離現場後，得安排學生前往其他班級、圖書館或輔導室等處， 

          參與適當之活動，或依規定予以輔導與管教。 

※學務處或輔導室於必要時，得基於協助學生轉換情境、宣洩壓力之輔導目的，衡量 

  學生身心狀況，在學務處或輔導室人員指導下，請學生進行合理之體能活動。但不 

  應基於處罰之目的為之。 

※學生獎懲委員會處理程序為：一週內了解事實情況；一週內完成協調審核；第三週開 

  會表決做成處理建議。 

(四)依上述所為之管教無效時，或違規情節重大者，教師得移請學校為下列措施： 

1. 假日輔導。 

2. 心理輔導。 

3. 轉換班級或改變教學環境。 

4. 家長或監護人帶回管教。 

5. 移送司法機關或相關單位處理。 

6. 其它適當措施。(如請家長至校陪同學生做學習活動、社工師介入輔導、精神疾病及 

   心理疾病學生轉介專業醫師治療等) 

(五)以其它適當措施管教學生時，其執行應經適當程序，且不得對學生身心造成傷害，不得

剝奪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為原則。 

(六)教師、學務處及輔導室對因重大違規事件受處罰之學生，應追蹤輔導，必要時應會同校

內外相關單位共同輔導。學生須接受長期輔導時，學校得要求監護權人配合，並協請社

政、輔導或醫療機構處理。 

(七)學生攜帶或使用左列物品者，教師或學輔人員應立即處理，並視其情節移送相關單位處 

    理： 

1.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稱之槍砲、彈藥、刀械。 

2.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毒品、麻醉藥品及相關之施用器材。 

  教師發現學生攜帶或使用下列違禁物品時，應自行或交由學校予以暫時保管，並視其 

  情節通知監護權人領回。但教師認為下列物品，有依相關法律規定沒收或沒入之必要 

  者，應移送相關權責單位處理： 

1.化學製劑或其他危險物品。 

2.猥褻或暴力之書刊、圖片、錄影帶、光碟、卡帶或其他物品。 

3.菸、酒、檳榔或其他有礙學生健康之物品。 

4.其他違禁物品。 

  教師或學校發現學生攜帶前二項各款以外之物品，足以妨害學習或教學者，得予以暫 

  時保管，於無妨害學習或教學之虞時，返還學生或通知監護權人領回。 



  教師或學校為暫時保管時，應負妥善管理之責，不得損壞。但監護權人接到學校通知 

  後，未於通知書所定期限內領回者，學校不負保管責任，並得移由警察機關或其他相 

  關機關處理。 

    (八)教師之強制措施 

學生有下列行為，非立即對學生身體施加強制力，不能制止、排除或預防危害者，教師

得採取必要之強制措施： 

1.攻擊教師或他人，毀損公物或他人物品，或有攻擊、毀損行為之虞時。 

2.自殺、自傷，或有自殺、自傷之虞時。 

3.有其他現行危害校園安全或個人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之行為或事實狀況。 

  (九)高風險家庭學生之處理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過程中，發現學生可能處於高風險家庭時，應通報學校。學校應運 

用「高風險家庭評估表」，採取晤談評估等方式，辨識學生是否處於高風險家庭，建立預 

警系統，建構其篩檢及轉介處遇之機制，以預防兒童少年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 

之發生，並得於事件發生時，啟動校園危機處理機制，有效處理。 

  (十)低學業成就學生之處理：學生學業成就偏低，未有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所列行為者，教 

        師除予以成績考核外，應瞭解其學業成就偏低之原因（如是否因學習能力不佳、動機與 

        興趣較低、學習方法無效、情緒管理或時間管理不佳、不良生活習慣或精神疾病干擾所 

        致），並針對成因採取有效之輔導與管教方式（如各種鼓勵、口頭說理、口頭勸戒、通 

        知監護權人或補救教學等）。 

    但不得採取處罰措施。 

    前項之輔導無效時，教師認為應進一步輔導時，得以書面申請學校輔導室處理， 

        必要時並應尋求社政或輔導相關機構支援或協助。 

  (十一)身心障礙或精神疾病學生之轉介措施：教師實施輔導與管教時，發現學生有身心障礙 

          或精神疾病者，應將輔導與管教紀錄，連同書面申請書送學校輔導室，斟酌情形 

          安排學生接受心理諮商，或依法定程序接受特殊教育或治療。 

  (十二)學生對公物之賠償：學生毀損公物應負賠償責任時，由學校通知監護權人辦理。 

  (十三)監護權人及家長會協助輔導管教措施 

  學務處或輔導室依第十八條實施管教，須監護權人到校協助處理者，應請監護權人配 

  合到校協助學校輔導該學生及盡管教之責任。 

  學生違規情形，經學校學務處或輔導室多次處理無效且影響班級其他學生之基本權益 

  者，學校得視情況需要，委請班級（學校）家長代表召開班親會，邀請其監護權人出 

  席，討論有效之輔導管教與改進措施。 

九、輔導管教單位： 

(一)學校為處理學生獎懲事項，應設「學生獎懲委員會」。其組織、獎懲標準、運作方式等規

定，由校內相關單位主管、家長會代表、教師代表共同訂定之。 

(二)應秉公正及不公開原則，瞭解事實經過，並應給予學生當事人或家長、監護人陳述意見

之機會，再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後做成決定書，並記載事實理由及獎懲依據，經

校長核定後執行，並通知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 

(三)學生獎懲委員會之特殊管教措施 

學務處認為學生違規情節重大，擬採取交由其監護權人帶回管教、規劃參加高關懷課程、

送請少年輔導單位輔導，或移送警察或司法機關等處置時，應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簽



會導師及輔導室提供意見，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議決後，始得為之。但情況急迫，應

立即移送警察機關處置者，不在此限。 

學生獎懲委員會應注意保障當事人學生與其監護權人發言之權利，並充分討論與記載先

前已實施之各項管教措施之教育效果。 

學校除採取第一項所定處置外，必要時，應聯繫社政單位協助處理。 

學生交由監護權人帶回管教每次以五日為限，並應於事前進行家訪，或與監護權人面談，

以評估其效果。交由監護權人帶回管教期間，學校應與學生保持聯繫，繼續予以適當之

輔導；必要時，學校得終止交由監護權人帶回管教之處置；交由監護權人帶回管教結束

後，得視需要予以補課。 

(四)高關懷課程之實施 

1.本校為有效協助校園之中輟及高關懷群個案，開設高關懷課程。 

2.學務處或輔導室認為學生違規情節重大，擬採取參加高關懷課程之 

  處置時，應依該校規定，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或高關懷課程執行小組議決後，始得為之 

  。 

3.本校設高關懷課程執行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業務承辦處室主任擔任執行秘書， 

  小組成員得包括學校各處室主任、相關業務組長、家長會代表、導師等。執行小組應 

  定期開會，每學期應召開二次以上會議，規畫、執行與考核相關業務，並改進相關措 

  施。 

4.高關懷課程編班以抽離式為原則，依學生問題類型之不同，以彈性分組教學模式規劃 

  安排課程（如學習適應課程、生活輔導課程、體能或服務性課程、生涯輔導課程等） 

  ，每週課程以五日為限，每日以七節以下為原則。 

5.高關懷課程之師資，依實際需要，經執行小組議決後，由校長聘請校內外開設相關課 

  程或活動專長之人員擔任。 

6.高關懷課程由專責教師擔任導師工作。 

(五)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經處分後，教師應追蹤輔導，必要時會同學校輔導單位協助學生改

過遷善。對於必須長期輔導者，學校得要求家長配合並協請社會輔導或醫療機構處理。 

十、救濟方式： 

(一)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對學校有關學生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至損害其權益者得以

書面向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二)設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其組織及評議規定，應依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頒布辦法訂 

    定之。 

(三)設置輔導與管教申訴專線，本校專線為 28710064轉 231(學務處)或轉 251(輔導室)。 

十一、 檢核學校與教師工作成效： 

(一)學校應研訂「學校輔導與管教自評檢核表」並定期檢視且力求精進。 

(二)學校應設計教師「輔導與管教能力自我檢核表」並協助教師發展專業能力。 

(三)各校檢討修訂不合時宜之班規與校規。 

  (四)加強不適任教師的輔導與處理。 

十二、 本校教師以外之教育人員，準用本辦法之規定，辦理輔導與管教學生事宜，以落實教育

基本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積極維護學生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並維

護校園安全及教學秩序。 

十三、 法令規定之通報義務： 



  教師在輔導與管教學生過程中，知悉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三十 

    四條規定，立即向本縣 (市) 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一)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二)充當該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場所之侍應。 

  (三)遭受該法第三十條各款之行為。 

  (四)有該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各款之情形。 

  (五)遭受其他傷害之情形。 

  ※教師在執行職務時知有疑似家庭暴力情事者，應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五十條第一項規定， 

      立即通報本縣（市）主管機關，至遲不得逾二十四小時。 

  ※教師於執行職務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八條規定，立即向 

      本縣（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教師知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依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第十一條規定， 

      通知學校向本縣（市）政府或教育部通報。 

十四、 教師或學校之通報方式 

   1.教師或學校知悉兒童及少年保護、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校園性騷擾事件，應於知悉事件 

        二十四小時內依法進行責任通報（113專線），並進行校園安全事件通報，由校長啟動 

        危機處理機制。 

2.學校通報前項事件時，應以密件處理，並注意維護被害人之秘密及隱私，不得洩漏或公 

  開，對於通報人之身分資料應予以保密，以維謢學生個人及相關人員隱私。 

十五、 法律責任： 

(一)禁止體罰：依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不得有體罰學生之 

    行為。 

  (二)禁止刑事違法行為：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得採規勸或糾正之方式，並應避免有誹謗、 

        公然侮辱、恐嚇等構成犯罪之違法處罰行為。 

  (三)禁止行政違法行為：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時，應避免有構成行政罰法律責任或國家賠償 

        責任之行為。 

  (四)禁止民事違法行為：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時，應避免有侵害學生權利，構成民事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之行為。 

十六、 考核與獎懲： 

(一)教師如有體罰事件，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規定辦理 

(二)教師未依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相關規定執行或參與研習，將列入年終成績考核參考。 

  (三)適時獎勵表揚績優之教師、行政人員。 

十七、 附則：本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依本要點之規定。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

令及本校校規。 

十八、 本辦法由相關處室、學年主任、教師會代表、家長會代表共同訂定，經校務會議核可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H008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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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