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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學現場經驗看校園安全與親職教育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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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一、前言 

筆者從事中學教育近 40 年中，擔任過學務主任、生活教育組長，深深體會

到校園安全的重要性，以及親職教育與校園安全之間的關係。由於全世界的校園

安全處在於一個急遽變化不友善的環境中，校園暴力、殺人、販毒、擄人失蹤案

件不斷發生，很多先進國家，像美國、日本等也不例外，校園危安事件頻傳。台

灣在 2023 年 12 月所發生的有關於校園安全檢查疏忽的殺人事件問題，引起了整

個社會極大的震撼及探討。筆者提供過去在校園裡「我見我聞」的經驗，以及所

經歷過的校園安全維護上的難題及政策建議，以提供給教育主管單位、教師們、

家長們等校園安全的建議。 

當今社會單親家庭越來越多，雙薪家庭父母忙於事業奔波疏於對孩子的管教

及互動，導致家庭功能下降（郭靜晃，2005）。因此造成學校在安全管理上產生

很大的威脅。筆者依多年校園管理經驗得知，這其中有大部份與親職教育有關，

在本篇幅裡，筆者僅就「校園安全與親職教育之關係」的方向作研究探討。 

二、校園安全與親職教育的定義 

李錫津（2001）認為校園安全可略分：建築物安全、制度安全、通學安全及

心理安全等。依教育部（2003）《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第三條，

舉凡意外、安全維護、暴力與偏差行為、管教衝突、兒童及少年保護、天然災害、

疾病及其他等八類事件，均列入校園安全通報之範圍；而校安通報事件類別則包

含：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霸凌、家庭暴力、藥物濫用、不良組織、兒少保

護、傳染性疾病與其他等十類。 

親職教育其實是對父母的再教育，也就是教導父母成功扮演角色，是種終身

成人教育，其目的具有生養育、照護、教育、情愛、經濟等等功能（郭靜晃，2005）。 

很多中學生單純天真地認為「我的行為我負責」而反對校園安全檢查，這些

不良物品，舉凡槍、刀、毒品、不良刊物及影片、香煙、檳榔、投影筆、遊戲機、

電動玩具、危險玩具、保險套等等，幾乎無所不包。如同一般人自認為自己身體

良好，而不願做身體健康檢查一樣，問題是在於不是所有人都能夠信守承諾制約，

每位同學來自不同的家庭環境，總是會有少數親職教育疏忽者，在校園裡有擴散

傳染惡習給同儕的危機。所以健全源頭的親職教育才是解除部份校園安全危機的

良方。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7），頁 126-131 

 

自由評論 

 

第 127 頁 

三、案例 

校園的死角很多，譬如偏遠少用的廁所、午休空檔、上學放學的空檔（正值

學務處人員忙碌的空檔）等時段，男女學生會利用放學空檔，在無人廁所內、教

室內外死角處做親密行為、學生談判械鬥、抽菸嚼檳榔等。在二十幾年前曾經有

某校學務處組長巡堂發現，為何在炎熱夏天的體育課，怎會經常有穿長外套、坐

樹蔭下不運動的女學生？後來請家長帶去驗孕，居然發現該生已懷胎數月家長竟

不知情？過去很多校園事件總是被輕忽或視若無睹、息事寧人，這些事件發生的

年代雖已久遠，但是仍是讓人戒慎恐懼的。 

筆者約在二十幾年前擔任行政工作，參與當時各種跨校聯合工作會議分享案

例時，發生過有很多學校學生被黑幫吸引加入幫派，附近有的大型學校甚至多達

數十人。在分享的案例中，某校的生教組長在明察暗訪下得知，學校有國三學生

數位學生被吸收加入幫派，組長要求導師們勿打草驚蛇，此事由學務處統一處理

此事為宜，以免因為上法院而影響學生（即將面臨的升高中基測考試）；但學生

的班級導師卻一時暴氣，旋即回班上怒嗆班上入幫學生，要求其在外加入組織的

老大到校談判，此事引起軒然大波，該名學生將導師的氣話當真，立刻邀約黑幫

老大放學前來校與導師談判，對方率領十餘名手下來校理論，圍堵該班導師。在

非常緊急的狀況下，生教組長得知消息立即通報當地警政系統，警方派出多輛迅

雷小組在校門口附近待命準備逮人，最終警方將他們一網打盡，危機落幕。 

(一) 案例分析 

後續生教組長在輔導該學生時，得知其家長經常不在家，以致該學生放學後

在外逗留。在無人約束管教情況下，被黑幫吸收加入不良組織。學生會加入宮廟、

八家將、官將首、黑幫等團體，有一部分是因為曾經被霸凌過，回家無人管教，

出外缺乏安全感，所以會加入外面的宮廟組織，以彌補自己的孤立空虛感和膽怯

的心態。足見家庭親職教育的薄弱，容易造成學童學習行為的偏差，導致親職教

育失效，家庭功能失效。 

(二) 具體建議 

1. 應多加強課後學生的居家生活的追蹤與輔導，包含補習、打工、社群、不良

嗜好等資訊。單親家庭、或課後無雙親陪伴學童，可由班親會及志工組織、

企業公司員工子女安親班協助幫忙，或由政府仿長照 2.0 方式成立專責的「學

童陪護長照機構」，並將學生課後狀況及交友資訊提供予在下課後學校輔導處、

學務處生活管理組、班級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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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師工作雖極為辛苦，應落實「責任制」的觀念。學校有部分導師在課後旋

即關閉聯絡電話通訊或不接家長電話，是種錯誤的「上班制」觀念，筆者在

擔任行政工作期間，經常會向新進同事分享「升官發財請走別路」的觀念。 

四、對校園安全與親職教育的建議 

從上面所發生的案例當中，我們不難發現加入不良組織的學生，通常在家庭

裡是缺乏長輩的關懷與制約，親職教育通常是屬於放任自然型，所以間接造成學

校安全教育的困難點，筆者在教育現場 40 年的經驗，發現校園安全與親職教育

兩者息息相關，不得不大聲呼籲，必須重新檢視親職教育的內涵與重要性，以及

校園環境改進的策略。 

楊潭（2008）在其研究發現，幫派有替代家庭的功能，提供歸屬感，研究結

果強調宜加強親職教育。以下是從個案示例啟示，提出校園安全與親職教育的建

議。 

(一) 學校安全防護機制 

1. 與家長建立良好溝通管道教師除須注意行為偏差學生上課的出席率及學習、

精神狀況，更應於日常生活中隨時注意學生間的人際關係、社群關係、家庭

親子關係、放學時段的去處，主動關心課餘時間的動向，每週至少一次以上

主動聯繫家長，告知學生在校表現近況。 

2. 應建立適當、定期的安全檢查制度按教育部法規，教師是校園安全維護的最

前線，光靠學務處單薄的人力是不夠的。所謂「適當」是指必須根據教育部

規定之校園管理辦法，且在固定期間內、適當地點、顧及學生隱私、建立持

之以恆的安全檢查制度，才能減少憾事的發生，久久一次的應付差事，是無

法彌補親職教育的疏忽，這如同兩道安全防線，稍有怠忽可能造成不可收拾

的後果。 

3. 教師、學生幹部應加強實施校園安全維護訓練的技能除了校園安全通報系統

外，教師與學生幹部，宜增加校園安全維護的相關知識與宣導的知能。諸如

不良物品的認識、毒品、藥物、刀槍、校園侵入、幫派、人身安全、法律等

等議題的相關知識。 

4. 各處室主管單位應落實巡查機制學校各處室，不應僅侷限責任在學務處，應

於校內下課時間建立輪流巡查機制，也應落實教育部兩千年頒布設置的「校

外生活輔導會」之聯巡制度（簡稱校外會），尤其巡查逗留市區不歸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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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校園教學區、教室，設立各個迅速維安通報據點除了學務處外，其他各單

位處室辦公室也應分配責任區，不宜離學生教室太遠。因為廣闊的校園安全

死角很多，行政人員編制有限，工作繁重，需仰賴全校師生共同維護管理，

抱著「校園安全人人有責」的心防，能隨時迅速通報處理也是很重要的措施。

尤其校園的維安人員，不應有本位主義，做表面功夫粉飾太平，更應保護通

報人員，筆者也曾親自見聞，某校的專任教師好心通報校園死角有男女生在

親熱，竟遭學務處行政人員出賣透露通報人員的姓名，通報人遭受圍堵興師

問罪及惡意攻擊，導致大家視若無睹，各掃門前雪的心態，使得校園安全蒙

上危機。 

6. 建議鬆綁校園監視器法規在各教學區廣設監視器，以確實在安全上有立竿見

影的時效性。台灣的各大街小巷自從廣設監視器以後，犯罪率下降的主要原

因，破案的時效速度也非常快。因此，建議校園裡基於保護學生前提下，應

即設置監視系統。但是根據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網站於 2023 年 3 月 9 日公

告在網路上的問與答中，其中有談到教室是否能裝監視器或是錄影設備是否

違反比例原則還有待討論，目前受教育基本法以及教師法保護。 

(二) 家庭親職教育的增能機制 

1. 家長平時應多注意學生攜帶的物品、交友及回家時間 

家長若能多留意關心子女的攜帶用品，多少可以了解孩子生活起居的動態，

留意子女的交友對象背景，可以防止誤入歧途的機遇，注意回家的時間，可以理

解作息是否正常，這些都是防微杜漸的重要契機，尤其在高度緊張而繁忙的都市

化生活裡，在時間有限的親職互動中，也是現代父母最容易疏忽的義務與要件。 

2. 課餘假日應多帶孩子參加正面教育的康輔活動、志工服務 

郭慧敏（2005）研究指出，青少年有正當的休閒娛樂場所可以活動，或許能

夠降低青少年到不正當娛樂場所活動的機會，抑或可以減少他們犯罪的機會及時

間。據此，家長宜安排正常健康的團康活動，培養多方面興趣、技能，填補閒暇

的課餘時間，以避免無所侍事，到處遊蕩。 

3. 與子女儲存正向的「情感帳戶」 

基於危險物品或違禁品，之所以帶到學校，其實跟家庭的親職教育有直接關

係，如果家長多花一份心思做好「情感帳戶」（顧淑馨，2023），平常與孩子的互

動充足，相信學生他們平常在書包裡所帶的用具家長應該是最清楚了，也可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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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防範於未然。 

4. 陪同了解法治觀點 

陪孩子看電視新聞報導真實事件也是從小教導孩子法治觀念的好方法。其實

陪同孩子看電視新聞是個很好的機會教育，現在很多學校在中午午休時間都能開

放電視新聞讓學生從中獲得各種新知，並能理解國際大事，培養客觀的人格，尤

其在社會人身安全、法治規範，食安醫學衛生、歷史地理環境、世界寰宇氣象、

都市建設交通法規、經濟走向、科技新知、國家社會新制等等，不論在各種食衣

住行知識，都更能讓學生取得可靠的信任與深刻的認知，我很多的親友也有陪同

孩子看新聞的習慣，能減少爭辯的抗拒，代替了教條式告誡，並能藉機培養親子

互動、這也是電視在現代生活中扮演全方位的知識傳播者，透過電視新聞的聲音

與影像，能更真實了解法治的現況與重要性。 

五、結語 

目前國內各級教育主管單位亟需意識到校園安全檢查的重要性，由於人本教

育的思想意識抬頭，校園安全檢查不該只在不良物品的管制，還應包括毒品、藥

物、刀槍等侵入校園的檢查。筆者認為植物在幼苗的時候就必須用支架輔助，讓

它好好生長，等枝幹長直了，再放開支架讓它自由發展。所以校園安全必須能有

所制約危險發生，而不該順應人本思想的考量，失去團體的規範。 

解鈴還需繫鈴人，從家庭的親職教育做起才能有效徹底改善有關校園安全的

威脅。處在 2024 的今日，校園安全管理也應與時俱進，俾使教育工作者、莘莘

學子們，能夠在安全穩固下的環境中，得以安心授業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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