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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學校教育首要重視的就是「學生安全」，家長將孩子送到學校來學習，無非

希望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看到孩子快樂學習、健康成長。自從校園環境開放

以後，人來人往的情況加上校園中的設施設備隨時間折舊、損耗，危機容易潛

藏其中伺機而起，最終影響到學生安全。 

2020 年 1 月，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導致各國封城鎖國，而臺灣的校園

如臨大敵，深怕疫情在校園裡爆發開來，學校如何因應防疫採取應有的措施？

當學校課程受疫情影響導致無法實體上課時，又如何在短時間內協助學生順利

轉換成線上授課模式，讓「停課不停學」能順利進行。近年來層出不窮的校園

安全事件，如：性侵害、網路霸凌、體罰事件、學生自傷、外人入侵校園等案

件也經常上媒體新聞，校園危機為學校帶來的急迫性與壓力，迫使學校管理者

在短時間內須做出應對決策，如何處理危機事件、做好校園危機管理以確保校

園安全，已成為學校經營的重要課題（黃俊傑，2008），其關鍵要素在於學校組

織成員是否有適當的警覺和有效的解決方案（許龍君，1998）。 

二、校園危機管理之意涵 

(一) 校園危機管理的定義 

危機具有威脅性、不確定性、急迫性、雙面性以及複雜性等基本特性，只

要是在校園內外突發性或無預警，對組織運作造成影響、對組織成員帶來壓力

和衝擊，迫使學校須立即採取策略因應以降低傷害的緊急事件就是校園危機事

件。僅知道校園危機的特徵還不夠，尚須透過有系統、有組織的危機管理才能

有效能的化解危機。校園危機管理就是學校成員對校園內、外可能或無預警發

生，足以影響學校運作與發展、造成學校或個人傷害之緊急事件，在危機的前

中後階段採取系統性的管理作為，以預防、減少並防止災害的發生，並從中學

習經驗，改善缺點使組織能更進化（蔡惠雯，2015；林志星，2016；郭文婷，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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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園危機的成因與類型 

筆者參考林湘梅（2008）、吳宗立（2009）、葛裕如（2014）、蔡惠雯

（2015）分析校園危機的成因，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學校立場」劃分

為外部危機與內部危機，一類是以「人為因素與否」分成非人為危機與人為危

機。筆者則認為現今校園所產生的危機事件，主要原因可歸納為三類，第一類

是人際互動的問題，人際互動的問題包含了組織成員的個性特質、群體互動情

形、人際溝通衝突等，都屬於人際互動的問題。第二類是無法控制的天然災

害，通常都是突發性的，例如：火災、地震、暴雨所形成的水災等，甚至是近

兩年新冠肺炎 COVID-19 的傳染與流行，都為校園帶來嚴重的損害與衝擊。第

三類則是管理作為的問題，吳宗立（2009）提到，雖然危機有自然因素與人為

因素，但其中很多人為因素是因為缺乏危機應變能力所造成的。而管理作為的

因素，與近年的學校工友、警衛遇缺不補的人力限縮；大型學校護理人力不

足， 40班以上的學校至少應置護理人員 2人，但超過 40班的學校，護理師比例

並未隨班級數調增，導致教育現場出現 2 個護理人員服務超過 2,000 位學生之可

怕現象；「行政大逃亡」浪潮下的行政人員異動頻繁、業務傳承不完整等人力缺

乏因素有關；加上校內制度建立不佳、校園修繕經費不足等因素，都可能造成

管理成效不彰，而埋下日後校園危機的因子。 

談論到校園危機的類型，早期的研究者通常以天災因素或人為因素分類，

或以人、事、時、地、物的分類方式來劃分（顏秀如，1997；林湘梅，2008）；
也有研究者以行政處室業務（紀俊臣，1997）或自行彙整的項目來進行分類。

而現今校園危機所談的校園危機類型，多採教育部 108 年修訂之「校園安全及

災害事件通報作要點」第三條所定之校園安全通報事件之分類，包含：意外事

件、安全維護事件、暴力與偏差行為事件、管教衝突事件、兒童及少年保護事

件、天然災害、疾病事件、其他事件等八類（教育部，2019）。陳祥吉（2019）
以 101 至 105 年校安事件通報資料進行分析，從校園安全風險評量表中，歸納

出需要進一步優先處理的高風險項目，得到結果為：「疾病事件」為中等風險但

危害機率最頻繁；「安全維護事件」為嚴重等級但危害機率為很可能發生；而

「暴力事件與偏差行為」及「校園意外」為災難等級但偶而發生的事件。 

三、校園危機管理之重要性 

不同成因與類型的危機會導致不同的危害，造成不可逆的後果。人際互動

引起衝突類型的危機可能破壞校園的和諧甚至影響學校的氛圍；天然災害類型

的危機防範不佳，學習場域受到災損將直接影響學生的學習進行，後續更要付

出維修時間與成本代價；管理成效不彰引發的危機事件，屬有所為而不為之的

漏洞，影響校園安全的維繫。無論何種類型的危機事件，嚴重者可能擴大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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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媒體事件，甚至影響校譽與師生的性命安全。根據教育部各級學校校園安全

及災害事件的統計報告分析發現，校安事件的通報件數自 101 年的 87,674 件增

加到 108 年的 221,394 件（教育部，2020），整體呈現上升的趨勢，可見校園危

機事件仍有其持續關注的必要，此亦凸顯了校園危機管理的重要性。校園危機

管理就是學校能採取相關措施或策略，達到預防危機發生或降低危機發生時的

損害及危機後復原學習的一系列持續性、有計畫的行動（林志星，2016）。學校

成員對於校園內伺機而起的危機不可不知或置身事外，唯有掌握可能形成嚴重

後果的危機，才能改善校園安全現況，帶給學校師生真正的安全。  

四、校園危機管理之實施策略 

從事件的處理歷程來看，危機管理是一個動態學習的循環歷程，好比教師

的教學策略，會隨著教學經驗的累積而進行調整，使其臻於完善。Mitroff
（1988）指出處理校園危機可分為危機前中後三階段及五步驟，如圖 1（引自

吳宗立，2009）。就危機階段的主要活動來看，吳宗立（2009）歸納危機管理有

危機預防、危機處理、危機學習三部曲。以下就校園危機管理前、中、後各階

段可實施的策略提出相關建議供參考。 

 
圖 1 互動性的危機管理 

資料來源：吳宗立（2009）。學校危機管理，44 頁。 

(一) 危機前的實施策略 

俗話說「預防勝於治療」，學校應及早做好因應的準備，在危機管理前的預

防準備階段可採行下列方式： 

 

 

 

 

 

 

 

 

 

         
 
 
 
 
 
 
 
 
 

危機 

危機訊息

的偵測 

危機的準

備及預防 

危機發生後 

的管理活動 

危機發生前

的管理活動 

傷害的控

制及處理 

從事復原

工作 

學習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5），頁 207-215 

 

自由評論 

 

第 210 頁 

1. 擬定危機應變計畫：Lerbinger（1997）認為事先擬定計畫的目的，在於盡早

讓管理階層瞭解組織所面對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才能在危機發生時，全程掌

控、有效處理。 

2. 成立危機應變小組：危機發生時，若沒有透過組織來運作，恐怕會臨危生

亂，故學校應成立危機應變小組，且讓小組成員清楚其職責與任務。吳宗立

（2009）提及危機管理小組主要職責在擬訂計畫、頒布危機管理計畫以及處

理危機管理計畫中未含括的問題，並做出適宜的危機管理決策。 

3. 建立明確發言人制度：學校設立發言人的目的，是透過單一人員一致性的發

言，主動回應媒體或發布新聞稿，可避免媒體扭曲報導，而增加對危機事件

處理的困難度（吳宗立，2009）。 

4. 建構通報系統與緊急網絡：有效溝通是危機處理的重要課題，可避免訊息傳

遞過程中影響組織和諧、增加解決問題的阻力，故學校行政可訂定危機溝通

政策、明定處理流程、指定發言人等策略（張茂源，2002），並建構在危機

發生時清楚的通報程序，且依教育部的規定進行校安通報；為利於成員間的

聯繫，應組成緊急聯絡網以掌握訊息傳遞時的效性。 

5. 定期辦理教育訓練與模擬演練：學校可定期辦理教師增能研習或於教師會議

透過案例進行宣導，以強化學校成員對危機的認知，唯有熟知校園危機的特

性與類型，學習危機處理的相關知能，才能在危機臨到時發揮功效；危機應

變計畫的內容亦須透過實務演練，找出待修正處並進行調整，才能提升學校

成員於危機來臨時的警覺與反應。各校應落實教育部頒布的國家防災日各級

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每學期至少實施一次的防災演

練； 或依各校自訂的危機應變計畫來進行演練。 

6. 完善校園環境與設備：在教育部（2019）「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設施設備基

準」之整體規劃原則中已揭示：「校園應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建立教育性、

舒適性、安全性、 經濟性、創造性及前瞻性之校園環境。」危機應變計畫

為因應危機產生時之規畫，在此之前，學校應對校園內各項空間、設施設備

定期進行檢視與修繕，降低環境因素的危險因子，以符合該設施設備基準之

規定。 

(二) 危機中的實施策略 

天災無法控制，但可以加強防災的準備工作；人為因素導致的危機，若未

能見微知著、即早撲滅火苗，危機既已發生，如何讓災害與衝擊減到最小，並

能在掌握中慢慢將危機解除甚至消滅，有賴危機中控制處理的運作策略是否得

宜。在危機處理控制階段可採行的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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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啟動危機應變小組：危機事件一發生，就應立即啟動危機應變小組使所有成

員共同面對危機時可以迅速就位，掌握自我角色的職責，進入立即反應的狀

態。 

2. 迅速進行系統通報：危機發生後，應立即依教育部規定各校安事件通報的等

級於時間內完成校安通報（教育部，2019），如為法定通報事件也要一併進

行通報，以免受罰，並通知校長或其代理人會報督學或上級機關。 

3. 統一對外發言窗口：統一對外發言的目的是為了提供單一訊息的窗口（蔡惠

雯，2015），為避免訊息混亂，沒有一致的發言而導致處理危機危機的過程

中更增困難，學校應立即啟動發言人制度，統一對外發言窗口，並與媒體建

立良性溝通，說明清楚危機事件的相關訊息。 

4. 同步進行危機監測：危機尚未結束前，在危機管理小組啟動後應同步進行危

機監測，了解危機發展的脈絡及擴散的程度，並提供相關訊息以作為危機處

理之判斷與決策依據。 

5. 管理運用危機資源：在危機管理小組啟動之前，即應將相關的人力、財力、

物力等資源做好規劃，一旦危機發生，為迅速解決危機，便可善加運用這些

資源來達到降低危機所產生的影響。 

6. 進行有效危機溝通：溝通是為達到解決危機的目的，所進行之一連串化解危

機的歷程（陳宥然，2010）。危機發生後，組織內部成員應建立溝通模式與

共識，促使內部成員或校外社區人士、家長、媒體能有效的溝通，避免錯誤

訊息造成混亂、影響危機的處理。 

(三) 危機後的實施策略 

危機處理告一段落之後，如何加速復原使學校恢復正常運作，並從危機事

件中學習相關經驗。危機後的檢討，有助學校分析了解危機預防與處理過程

中，未掌握熟稔之處並修正改進。在復原學習階段可實行的策略如下： 

1. 加速復原工作：在危機處理過後，唯有盡速讓學校各方面的運作恢復常軌，

才能使校園安定，此為復原學習階段的首要任務。 

2. 後續追蹤輔導：對於危機事件中的人所受的影響，仍需持續給予關懷輔導，

以確保學校成員能重獲力量，以維護安全健康的生活。 

3. 修整檢討計畫：危機應變計畫在整個危機的歷程中可經由實際經歷獲得驗證，

此時檢討修正計畫以彌補學校在面對危機中人員編配、支援體系、公共溝通

等之不足，可使未來學校面對危機時的處理效能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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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驗學習傳承：Lerbinger（1997）認為危機處理小組應養成記日誌與蒐集危

機事件所有文件資料的習慣，其目的於可確切掌握危機發生情況，改進日後

表現（引自于鳳娟譯，2001）。透過危機檢討會議紀錄或者危機事件的檢討

報告等相關的書面紀錄，有助於掌握危機發生情況與迅速應對。 

五、校園危機管理之建議 

安全健康的校園是學校經營的目標，對於校園危機管理如何改善，筆者提

出相關的建議，茲從校園危機的管理策略、管理效能以及管理困境來分述如

下： 

(一) 落實校園危機管理策略 

有關校園危機管理的相關文獻不少，對於危機事件的發展歷程以及應對的

策略多有明確的探討。學校要能做好校園危機管理，領導者應以落實校園危機

管理策略為目標，加強學校人員對危機管理的認知，對相關法令認知也須與時

俱進，並善用媒體案例進行分享，提升教職員工對危機管理的敏感度，重視危

機應變計畫的演練至熟能生巧，才能在危機突發時臨危不亂，確保學校成員的

安全。 

(二) 正向領導提升管理效能 

先前的研究顯示，國小校長領導風格與校園危機管理兩者之間具有顯著的

正相關（魯和鳳，2007）；校長領導風格越正向則教師對校園危機管理策略及認

知程度也越高（郭玟婷，2007）；校長正向領導與學校效能有顯著正相關並能產

生正向顯著的影響（曾若玫、范熾文，2019）。吳清山（2013）指出正向領導係

指領導者營造組織正向氣氛與文化，提升成員能力，鼓勵組織成員互相關懷與

支持，進而激勵成員開展潛能，達成組織目標的領導過程與行為。若校長能以

正向領導的方式帶領學校團隊，對內以正向願景、正向溝通、正向關係並營造

正向氛圍，對外重視與社區鄰里的互動，累積社區對校長經營學校的正面肯定

與口碑，那麼在管理制度運作外，校園內外會多一份彼此關照、互相幫忙的力

量，也減少學校成員事不關己的冷漠心態，在危機管理過程中或可達事半功倍

之果效。 

(三) 重視解決危機管理困境 

校園危機管理過程中遭遇的困境，有些困境需要由上級機關來協助解決。

學校教育人員認為經費不足是校園危機管理運作中的困難之一（林湘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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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長期的校園人力編制不足問題切勿再漠視，因應少子化的浪潮，可規劃

跨校支援人力的配套方案或增加人員編制；學校也應定期盤點校園設施設備，

並做短、中、長期的修繕或更新規劃，不足額的經費除了自籌外，教育局也能

視其急迫性給予足額的補助。此外，定期對各校校園安全管理進行督導；或成

立專責單位提供諮詢服務與支援，到學校進行視導或辦理危機管理相關主題講

座；或請績效良好的學校進行實務經驗分享；或責成各校定期辦理校園危機管

理研習與應變演練等，都是針對困境可執行之具體對策。 

六、結語 

安全需求是個人基本的需求，學校能提供健康安全的環境來自於有成效的

校園危機管理。學校的每一位成員，如能做到了解校園危機的類型與成因，掌

握在校園危機的前、中、後階段的危機管理策略，以及個人在危機管理應變計

畫與小組運行的角色，並發揮最大力量與組織系統運作配合；而校長如能以正

向領導的方式營造正向氛圍的校園，並提升危機管理的成效；最後再加上相關

單位的服務支援，共同解決危機管理的困境，那麼相信如此為學校共好的心

態，必能創造學校教育經營的深度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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