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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之實務探究 
楊景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 

國教行動聯盟、全國家長會長聯盟結合各家長及教育團體，於 2022 縣市長

選舉前夕，列出九大項 23 題教育議題，在 2022 年 10 月 3 日至 9 日針對全國家

長進行大規模網路問卷調查，共收到 3,810 份有效問卷，並於 2022 年 10 月 14 日

公布教育政策調查結果，發現全國家長最在意的是「校園安全」。然而校園安全

管理工作的事項眾多，教育部於 2016 年重新編修教育部「國民中小學公共安全

管理手冊」（八十四年版），為符應現況，更名為「國民中小學校園安全管理手

冊」內容為：第一章緒論、第二章 一般建築及教學設備安全管理、第三章 教學

及校園生活安全管理、第四章 一般校園安全事件之通報與處理、第五章 特殊校

園安全事件之通報與處理。手冊中提及由於各縣市條件、狀況及規定不一，且學

校規模差異頗大，恐難一體適用，各校實際應用時請斟酌調整。本文以國民中學

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之實務探究為題，針對國民中學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

主檢核表的內容作類別的整理，並於執行實務中探討校園安全管理的原則最後提

出校園安全維護的建議，以作為國民中學階段，學校維護校園安全執行時的參考。 

二、 國民中學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表之類別要點說明 

地方教育局（處）於學校每學期開學前，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的規

定，要求學校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其中提供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表逐

項審視校園安全的建構，以保障學生學習之安全。本文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

核表引用臺北市教育局網路檔案分九大項目內容，作者依要點說明如下： 

(一) 自我防護與保護：自我防護與保護的要點，以人員自我保護及被害預防觀念

的宣導為出發，透過學校的活動，針對師生、家長、志工、外聘警衛及保全、

外籍生，全面提升自我防護與保護的意識為重點。 

(二) 科技防衛警監系統：科技防衛警監系統的要點，以校園內外周邊安全疑慮處

所監視（器材）感應照明燈及緊急求助設施（備）設置硬體是否到位，學校

是否與相關單位（如警政、消防、社區巡守隊<里長>等單位）建立科技聯

繫管道（如 LINE 群組）為重點。 

(三) 人車（門禁）管制：人車（門禁）管制的要點，以訂定門禁管理作業流程及

依據「國民體育法」訂定校園場地開放使用規範為校園門禁管制的審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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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並是否落實人員進出查驗登記為檢視重點。 

(四) 安全巡查：安全巡察的要點，透過校內人力的規畫安排進行校園內安全巡查

工作，校園外的安全巡查以是否結合周邊愛心商店，建構安全走廊為檢視要

點。 

(五) 聯繫合作：聯繫合作的要點，依「維護校園安全支援協定書」，與轄區警政

單位建立聯繫合作與通報機制之「標準作業程序」為要點，並適時與相關校

安會議納入警政、消防、民政、社政及衛政等單位共通合作。 

(六) 緊急應變：緊急應變的要點，以訂定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計畫為主要是向，進

而審視緊急應變小組運作災害情境（SOP）並實施演練的情況，完備熟悉通

報系統作業流程，建立家長（或鄰、里長）聯繫網絡（名冊）。 

(七) 課前（後)照顧：課前（後）照顧的要點，校內課前（後）照顧的相關規定，

以及校外課後照顧單位（如安親班、補習班）建立緊急聯繫機制的完備為檢

視重點。 

(八) 環境與設施管理：環境與設施管理的要點，檢視「四樓（含）以上」建物窗

臺前無放置可攀爬之物品以及頂樓突出建物（水塔平臺、電梯平臺）工作樓

梯加鎖管制為重點。 

(九) 其他：檢視要點為學校內有無警衛？委請保全公司人員？約僱廚工人員？上

述人員是否有前科？是否已掌握學校內高關懷（前科、單親、隔代教養…）

學生？校園內有無校園志工（導護家長）於假日及夜間協助巡查？ 

綜合上述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表要點說明，作者再參閱教育部（2015）

國民中小學校園安全管理手冊內容中的校園安全管理的範圍，其中檢核表的要點

涵蓋一般建築及設備安全管理、教學及校園生活安全管理兩大類別，據此校園安

全的維護，學校各單位實應全面的重視。 

三、國民中學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之實務層面 

本節以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表執行實務的概況提出說明，說明事項僅

以個人服務的單位陳述實務運作，並以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校園安全管理手冊為其

對照事項，整合實務及手冊內容，尋找出校園安全維護的脈絡，以提升校園安全

維護的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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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我防護與保護之校園執行實務面 

(1)人員的宣導：每學年新生入校開始，從安排新生訓練的課程中，以導入

新生自我防護及保護的觀念為主軸，增強學生的危機意識，校內人員則以期初的

校務會議進行各項的校園安全宣導。(2)安全環境的型塑：校園安全維護標語的

提醒，校園危險場域的標示及公告。 

(二) 科技防衛警監系統之校園執行實務面 

(1)監視系統的設備：學校內監視器的位置配置及主機的置放場域適宜性，

且應考量監視器畫面的畫質。(2)操作監視系統人員的教育訓練：校園安全事件

的監視系統的調閱，如警察單位則需函文到校及學校校長同意方可執行，操作監

視系統人員須熟悉系統的操作，並做好職務交接時系統操作的流程。 

(三) 人車（門禁）管制之校園執行實務面 

(1)外部人員識別證的佩戴：外部人員到訪進入學校時登記到校用意進行換

證並配戴識別證，警衛人員電話通知相關人員，確認事宜。(2)校外的安全巡查：

建立校外愛心商店的設置並公告給校內師生，另不定期配合學生校外安全維護委

員會，每月進行校外學生聚集熱點巡查。 

(四) 安全巡查之校園執行實務面 

(1)校內的安全巡查：排定警衛人員於課後時段進行校園內安全的巡察。(2)

校外的安全巡查：建立校外愛心商店的設置並公告給校內師生，另不定期配合學

生校外安全維護委員會，每月進行校外學生聚集熱點巡查。 

(五) 聯繫合作之校園執行實務面 

(1)校園安全對外聯繫的單位：與轄區警政單位建立聯繫合作與通報簽訂「維

護校園安全支援協定書」如主官有異動則須重新簽署。(2)通報作業完成後的內

部單位的聯繫：校園安全維護事件進行教育部校安通報後，學校內部橫向處室的

聯繫應完備，避免事件資訊的落差。 

(六) 緊急應變之校園執行實務面 

(1)災害情境實施演練的情況：學校災害的演練以地震及火災為演練的主要

項目，對於其他校園安全事件如外人入侵、學生食物中毒…等缺乏實際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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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對外聯繫窗口：確認學校對外聯繫窗口及設置學校校園安全事件的發言人。 

(七) 課前（後）照顧之校園執行實務面 

1.學生課前到校規定：律定學生到校時間，並宣導如有緊急事件應尋求協助

的人員。2.學生課後照顧情形：調查學生上放學的方式，並建立課後學生(安親、

補習)的名冊。 

(八) 環境與設施管理之校園執行實務面 

1.防墜安全裝置：高樓層加裝隱形鐵窗。2.學生禁止區域的管制：公告校園

危險場域地圖，並於場域標示鮮明禁止字樣。 

(九) 其他之校園執行實務面 

1.外聘人員的掌握：建立外聘人員人事資料。2.脆弱家庭學生的掌握：建立

班級導師依學生狀況主動與學校通報的概念，行政端能即時召開個案會議，進行

後續的追蹤輔導事宜。 

經由上述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之實務說明，參閱教育部（2016）國民中小

學校園安全管理手冊的內容，整理出符合校園安全管理原則的對照項目，如表 1。 

表 1 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與校園安全管理的原則對照 

校園安全維護工作項目 符合校園安全管理的原則 

自我防護與保護 防範未然原則、主動積極原則 

科技防衛警監系統 科技整合原則 

人車（門禁）管制 分層負責原則 

安全巡查 防範未然原則、主動積極原則 

聯繫合作 連繫溝通原則 

緊急應變 把握時效原則、教育訓練原則 

課前（後)照顧 防範未然原則、主動積極原則 

環境與設施管理 防範未然原則、主動積極原則 

其他 防範未然原則、主動積極原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校園安全管理手冊內容提到校園安全管理的原則內容有

依法行政原則、防範未然原則、尊重人性原則、科技整合原則、共同參與原則、

分層負責原則、連繫溝通原則、主動積極原則、整體持續原則、教育訓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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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時效原則共有十一項，從表 1 的對照中可以發現防範未然原則、主動積極原

則兩項於校園安全工作自主檢核表中所佔的次數最多，本文以此兩項目原則於下

一節中提出建議事項及結語。 

四、建議與結語 

「凡事豫則立，不豫則廢」，校園安全維護是師生，教學工作與課業學習的

保障，在防範未然的原則即主動積極的原則下，綜合校園安全維護的實務工作中

提出以下建議： 

1. 學校領導者對於校園安全的重視：學校領導者在學校經營上，首重校園安全

的維護，領導者除了自身應具備校園安全的思維意識之外，在端視學校、人、

事、物的管理上實應全面重視校園的安全，符應各項校園安全原則。 

2. 設立校園安全定期主題式的宣導：校園安全的維護就防範未然及主動積極的

原則中，學校可以定期就校園安全的議題提出主題式的宣導，亦可結合校內

各項非正式課程的活動例如節慶、班會主題討論、圖書館主題展…，提升師

生對於所宣導的校園安全主題更深入的認識。 

3. 規劃校園網路安全防範的宣導：科技及資訊時代的來臨，學校經營的趨勢

上，校園網路安全防範上更是重要的環節，目前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邀請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衛生福利部、教育部、文化部、內政部警政署及數

發部等共同籌設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即是校園維護兒童及少年上網安

全教育宣導相當完整的管道。 

4. 重視校園安全事件發生後的檢討：零災害、零危安的校園是學校單位致力達

到的目標，但校園安全事件的發生除了啟動緊急應變機制及將校園危安事件

的傷害降到最低之外，事件發生後的檢視更是杜絕下次類似事件發生必須執

行的步驟，以通盤的審視、完整的紀錄、因應的策進作為都是極需於事件之

後要執行確立的。 

5. 結合警政單位及專家學者審視維護校園安全工作：學校訂定校園安全維護計

畫，結合校內各處室橫向的溝通訂定，建議須導入警政單之外及外專家學

者，就實務的防範上提供更客觀的校園安全維護，提升整體校園安全計畫的

效能。 

最後校園安全管理在行政的檢核上端由權責行政單位來執行負責，然學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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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安全應建立在人人有責的體認上，學校所屬人員由上到下，都是維護校園安

全的守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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