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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於109年6月28日訂定發布

，施行至今已逾三年。期間，教育現場反映出諸多問題，為了完善不適任教師處

理機制，保障學生與教師的權利，新修正法規於近日正式上路。

修正原因背景

　　自109年法規訂定施行以來，學校在處理校園霸凌、體罰與不當管教事件時

，發現調查機制複雜，容易產生重複調查，影響處理效率。校事會議及其調查小

組缺乏專業背景，難以充分滿足事實認定需求。為此，新法在解聘、不續聘、停

聘及資遣的程序上進行了多項修正，旨在簡化流程、提升專業性，並增加對檢舉

人及被害人的程序保障。

修正重點整理

納入霸凌事件調查機制

　　新法將「師對生」校園霸凌事件的調查機制納入本法辦理，明確了調查程序

，避免了體罰、不當管教與霸凌事件在調查上的混淆，調查由學校校事會議依具

體情形決定，確保調查的專業性與獨立性，這一修正在統一處理標準，避免過去

霸凌會議與校事會議因事件性質不同而導致的處理不一致。

教師行為違法判斷標準

　　新法增訂了判斷教師行為違法情節輕重應審酌的因素，包括：

　　1.對學生身心造成之侵害：考量教師行為對學生身心健康的實際影響，確保

　　　處理過程中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2.對學生之侵害行為應受責難程度：包括故意、過失、悛悔實據及其他相關

　　　因素，確保對教師行為的責任認定具備足夠的證據基礎。

　　3.對學生侵害行為之次數、頻率、行為手段、重複違犯及其他相關因素：確

　　　保對重複性、惡劣性行為進行嚴格處理，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4.阻卻違法事由：在考量教師行為的違法性時，適用合法防衛、緊急避險等

　　　法律原則，保障教師在特定情況下應有的合法權益。

強制措施及阻卻違法事由

　　新法規定，在學生行為對自身或他人構成立即且嚴重的危險時，教師得採取

必要的強制措施，不予處罰。具體包括：

　　1.攻擊教師或他人：教師在面臨學生攻擊時，得採取必要的自衛措施。

　　2.自殺、自傷行為：在學生有自殺、自傷行為時，教師可採取必要的干預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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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以保護學生。

　　3.攜帶或使用違禁物品：對於學生攜帶或不當使用違禁物品，有侵害他人生

　　　命或身體之虞，教師有權進行干預以保護校園安全。

　　此外，教師依法令之行為及為維持教學秩序與教育活動正常進行之必要管教

行為，均不予處罰。這一修正在保障教師在特殊情況下的行為合法性，同時維護

校園安全和教學秩序。

檢舉與通報機制

　　新法細化了檢舉程序，包括檢舉書應載明的事項，並規定學校接獲檢舉後的

處理程序，確保每一起檢舉都能得到及時、公正的調查。具體包括：

　　1.檢舉書應載明事項：檢舉人姓名、聯絡電話、檢舉日期、被害人就讀學校

　　　及班級、檢舉事實內容及相關證據等。

　　2.學校接獲檢舉後的處理程序：學校應確認是否為調查學校，並在三個工作

　　　日內將事件移送調查學校處理，通知當事人。

　　3.保護檢舉人及被害人的權益：學校不得因檢舉而對檢舉人或協助檢舉的人

　　　予以不利處分，並應保護當事人隱私。

調查小組專業化

　　1.調查及輔導人才庫：中央主管機關建立調查及輔導人才庫，確保校事會議

　　　成立的調查小組及輔導小組具備專業背景，提升調查及輔導的專業性和公

　　　正性。人才庫中的專業人員包括法律、教育、心理、輔導、社會工作領域

　　　的學者專家及其他專業人員。

　　2.調查小組及輔導小組組成：新法規定了調查小組及輔導小組的組成方式，

　　　要求從人才庫中推舉專業人士擔任委員，並強調法律專家的參與，確保調

　　　查的合法性及專業性。具體包括：

　　　(1)調查小組委員應包括法律專家學者至少一人：確保調查過程中法律適

用的準確性。

　　　(2)調查小組委員應由學校外部專業人士組成：避免調查過程中的利益衝

突，提升調查結果的公正性和可信度。

調查程序與保密措施

　　1.陳情機制：新法增訂了檢舉人不服學校不受理決定及被害人不服終局處理

　　　決定的陳情機制，允許其向主管機關陳情，保障其程序權益。具體規定包

　　　括：

　　　(1)檢舉人不服學校不受理決定的陳情：檢舉人可在收到學校不受理決定

之日起30日內，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提出陳情。

　　　(2)被害人不服終局處理決定的陳情：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實際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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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在收到終局處理決定之日起30日內，向主管機關提出陳情。

　　2.證據保全及保密義務：學校在接獲檢舉後，應即時保全相關證據，調查過

　　　程中應保護當事人及相關人員的隱私，避免因資訊外洩而對其造成二次傷

　　　害。具體包括：

　　　(1)保護當事人隱私：調查過程中，對於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及協助調

查人的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的資料，應予以保密，除非基於調

查必要或公共利益考量。

　　　(2)保全證據：學校應在接獲檢舉或知悉事件後，立即保全與事件有關的

證據、資料，並依法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的文書、資料、物

品或說明。

校事會議及調查小組的運作規範

　　1.校事會議的組織及審議：學校應在受理檢舉事件後七個工作日內召開校事

　　　會議審議，校事會議應置委員五人任期一年，包括校長、家長會代表、行

　　　政人員代表、教師會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確保決策的多元化及公正性。

　　2.調查小組的調查程序：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時，應邀請學校教師會代表及家

　　　長會代表陳述意見，並應全程錄音或錄影，確保調查過程的透明度及公正

　　　性。

審議委員會的設立

　　審議委員會的設立主要審議以下事項：

　　1.檢舉人依第十條規定提出的陳情。

　　2.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依第五十條規定提出的陳情。

　　3.教師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的核准。

　　4.主管機關就第四十七條第二項所定學校報請備查事件進行事後監督，認為

　　　學校的終局實體處理有違法之虞。

　　審議委員會的設立確保了處理程序的公平、公正和透明，並強調了對相關人

員和當事人的保護。

總結

　　新法的修正不僅優化了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的程序，還進一步保

障了學生的學習權益及教師的工作權，為創造公平、安全的校園環境提供了有力

的法律保障。但在實施過程中，需持續關注和解決可能出現的問題，新法在加強

對學生權益保護的同時，也需平衡對教師的權益保障，避免因檢舉不實或誤解而

對教師造成不必要的困擾和影響，以確保新法的順利落實和有效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