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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軍訓制度的創始，其目的係以「文武合一」之理念來振奮民族精神、培養青

年軍事基礎知識訓練，並協助學生生活管理，軍訓制度經幾番變革，軍訓教官的

角色已轉變成「校園安全的守護者」、「學生生活輔導者」及「全民國防的教育者」。 

過去認為教官是政府威權時代為掌控校園，以推動國防教育為由讓軍職人員

進駐學校，而教育體系針對此議題爭議已久，行政院 2016 年 2 月 23 日也公布《各

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草案，明定自 2023 年教官退出校園

（自由時報，2018）。也因此政策，軍訓教官自 2016 年起停招；然為因應教官離

退所產生之缺口，教育部亦以學務創新人力（校安人員）逐步填補現行校園內之

教官缺額。 

教官人數近 3 年快速減少，校園安全部分雖有學務創新人力遞補，然生輔組

長由誰擔任亦是需處理的問題。生輔組業務繁重，均需第一線面對學生、家長與

導師，因此，並無教師想擔任，故過去各校校長、學務主任將生輔組委由服從性

高的教官兼任。惟因國家政策導致教官人數減少，且無多餘人力擔任生輔組長，

在部分學校亦無導師想擔任的情形之下，學校只能招聘代理教師擔任，而以代理

教師接任生輔長是否合宜，將是學校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二、 近年來生輔組所面對之困境 

學務工作負責學生各項事務，包含其行為規範、求學的態度與常規的養成，

是整個校務推動的先導，影響了一個學校經營的整體評價。因此，學務業務的推

動應列為整體校務計畫的首要目標，才能事半功倍的帶動其他處室業務，以符家

長、社會對學校的寄望（張昱騰，2016）。各校生輔組所業管的範圍不盡相同，

不過共通業務乃有學生差勤、獎懲、服裝儀容、交通安全、春暉、霸凌、性平事

件、校園安全、防災教育與學生違規事件處理等，尤其在處理學生違規的行為時，

若沒有經驗即時處理，或處理不適當時，後續將延伸很多嚴重的問題，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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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政策快速改變 

1. 十二年國教，輔導人力需求加重 

2014 年政府推動十二年國教國民基本教育，其理念為「有教無類」、「因材

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與「優質銜接」等五大理念，並取消其「退學

制度」以「適性輔導」取而代之，其立意良好。 

然因推動此政策，學生生活輔導亦產生新的困境。主要在於家長的想法無法

跟上十二年國教之理念，家長仍然認為學生就是要讀高中升學，然部分學生根本

無心向學，甚至不來學校，多次邀請家長至校配合學務、輔導、教務與導師召開

個案會議，學生依然不來學校，家長也無力要求，甚至拒接學校電話，然學校也

束手無策。擔任導師面對其班級經營，只要求學務處要有因應之道，而無解的難

題常常只會落在生輔組長身上，面對這種無法解決的難題，常造成無人想接任生

輔組長一職。 

2. 服裝儀容解禁，益增輔導管教衝突事件 

教育部 2016 年 5 月 20 日頒布《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

項》，有關學生服裝儀容之規定，應以舉辦校內公聽會、說明會或進行全校性問

卷調查等方式，廣納學生及家長意見，循民主參與程序訂定，以創造開明、信任

之校園文化，新增「且學校不得將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作為處罰依據。」 

從核心能力的角度來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提出衝突管理、自主

管理和自主學習等三大核心能力，服儀屬於自主管理的範疇，透過「做中學」，

可以讓學生學習如何做一個對自己負責的人。當學生違反其規範，學校不得懲處

學生，惟得視其情節，施以適當的輔導管教措施。 

也因此政策修訂，部分學生就會挑戰其業管單位（生輔組），導致時常發生

管教衝突，在教師端，希望生輔組多加管制學生服儀；在對學生方面，僅能以輔

導管教要求，故面對此政策生輔組長所承受之壓力，卻僅能以所謂的輔導管教處

置，無任何管理法寶，實屬無奈。 

3. 作息時間改變，遲到學生變多 

教育部 2016 年 12 月 1 日頒布《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為維護

學生身心健康，培養主動學習，早自習時間每週至少應安排二日，由學生自主規

劃運用並自行決定是否參加；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不得列入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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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紀錄；但得視其情節，採取適當之正向輔導管教措施。 

此政策正向立意良好，給予學生自主學習的時間，然執行迄今所造成的現況

是，學生養成晚到習慣，其餘有早自習的天數，亦也無法準時到達，2018 年 1
月 25 日自由時報報導：「教育部從 2017 年年 9 月開始已經推動高中延後到校半

小時、可以 8 點才到校。不過武陵高中校長坦言，第一節課是 8 點 10 分，現在

反而遲到的人變多了，而且早自習半小時的時間其實能讓學生沉靜下來、做好學

習的準備，延後到校反而不利學生規律作息。」面對學生的遲到、缺曠，生輔組

長想加以要求，卻僅能以輔導管教措施實施，這在目前教育現場，並無法改變任

何現況。 

（二）學生心態之轉變 

在十二年國教以前，學生面對校規懲處，戒慎恐懼，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

會思考是否會違犯校規，最後會不會退學，這樣不就如同學生出社會後，也要思

考所做的行為是否會違犯法律。然「退學機制」取消，學生面對懲處已經無感，

就算學校持續召開個案會議，各處室緊密配合，對部分學生仍然無效。有些不想

上課之學生就會相聚一起延後到學校，甚至將班上的良好風氣，逐漸的帶往反方

向，形成「破窗效應」，導致學校風氣越來越向下沉淪，而生輔組長更需時常面

對一群需要生活輔導與多加關懷之學生，負面情緒逐漸增加。 

（三）衝突事件難以處理 

當遇到師生衝突、生生衝突事件，不論是言語或肢體事件、霸凌事件、性平

事件，每件事都需要立即的處置，往往需耗費許多時間，面對學生的無理、家長

的情緒、師長的不理性，這些都需要靠智慧與經驗，很理性謹慎處理，甚至會遇

到上級長官或外來力量的介入，卻得不到校內的支援與認同。 

（四）新增業務負擔增加 

面對學生最棘手的問題莫過於霸凌，生輔組長本身已有反霸凌業務。近 2
年來，教育主管機關要求學校將性平業務從輔導室轉至學務處，首當其衝的就是

生輔組，性平業務繁雜，如果沒有受過相關知能的話，遇到事件將無法處置，而

且每個案件都要處理將近 3 個月；而這些事件，學務創新人力也無法協助，若無

熟悉程序人員從中協助，恐將破天荒。而近幾年來，性別平等教育大量推廣，學

生也具備性別平等知能，能辨別何謂校園性平事件，也會保護其自己，因此近年

來疑似性騷擾通報案件也逐年增加，106 年就增加 214 件、增加 26.5%（教育部

統計處，2019），高中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通報件數統計如表 1，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9，8（9），頁 86-91 

 

自由評論 

 

第 89 頁 

同時也增加生輔組長之業務負擔。 

表 1 高中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通報件數統計 
年度 性侵害 性騷擾 性霸凌 總計 

102 年 663 510 3 1,176 
103 年 652 616 10 1,278 
104 年 583 668 13 1,264 
105 年 630 807 11 1,448 
106 年 646 1,021 19 1,686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19）統計資料 

面對教官逐漸離退的影響，原由學務處請教官室執行之部分業務也將回歸學

務處，大多業務均屬生輔組業管，其部分業務雖可由學務創新人力接辦，然學務

創新人員屬一年一聘，表現不佳則不續聘，若時常換人，生輔組長恐要承擔其業

務。另外原教官所分擔之生活輔導（學生衝突管教），亦全部回歸至生輔組長身

上，若僅生輔組長一員將無法管理學校所有學生之衝突事件，將造成其嚴重負擔。 

三、 因應之道 

（一）生輔組長及早由專任老師銜接 

生活輔導組屬於學生事務處之編制，依《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

標準》由專任教師或具輔導知能之人員兼任。生輔組業務繁多，以往大多依賴教

官室協助，而因應政策教官將離開校園，學校生輔工作也要回歸專任教師，若能

在此時，學校仍有教官指導與協助下，及早銜接，待業務掌握上手後，可開始累

積學生生活輔導之因應與處置，以避免教官離開校園後而產生之衝擊，學生事務

無法立即因應並掌握與妥處。 

（二）培訓學務創新人力 

因教官離退缺額產生，雖可招聘其學務創新人力來協助校園安全之例行性業

務，然仍須培養其專業知能，以減輕生輔組相關業務之壓力。 

（三）學務創新人力納入學校正式編制 

因學務創新人力的工作規範須依照《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無法像教官、

老師，因為學生的緊急需求，給予協助的特殊性，而學務創新人員為臨時進用人

員，目前各校所招募人員良莠不齊，且多數無法承擔責任，短暫時間即離職，無

法傳承。且因學務創新人力非學校編制內職員，不確定因子相當大，故在學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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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生活輔導組業務上，恐將造成更多專任老師排斥接任該行政職位。為因應校

園安全防護工作具備其專業性及複雜性，各校倘若能夠將學務創新人力之任務編

組改為正式單位，編制正式學務校安專業人員，進行專業化分工及權責區分，勢

必能減輕生輔組長的壓力，提高專任老師接任的意願，達到經驗傳承的目標。 

（四）導師處理第一線學生衝突事件 

導師都有受過專業的師資培育或其相關課程，都具備有基本的輔導知能，面

對學生衝突事件，需要由導師協助第一線處理，無法處理或跨班級學生衝突事

件，才由學務處生輔組協助輔導。若大大小小的班級事務，都直接轉介至生輔組，

再多的人力也無法承受，所以仍然需要導師協助處理第一線狀況，才可以減少生

輔組對學生生活輔導及衝突管教事件之壓力。 

（五）輔導回歸專業 

以生活輔導而言，在二級輔導部分為「建立校園危機處理小組，並訓練學生

各項意外之應變措施」、「建立班級危機處理通報系統，訓練幹部危機意識及應變

之處理」、「辦理中離通報及配合中離學生輔導」、「糾舉違規行為，並勸導學生改

正，嚴重行為偏差及適應不良學生，會同輔導室進行認輔」與「認輔學生並參與

個案研討會」。其中學務處應著重點在危機處理，後續諮商輔導事項仍應回歸由

專業輔導人員實施追輔，落實二、三級輔導。 

四、 結語 

無論是國中的生教組長或是高中的生輔組長，長期都被視為燙手山芋，若每

年更換生輔組長，這對校內的學務運作會造成極大影響，最後受苦的還是校內學

生。而教師們為了逃避此項職務，運用各種方式也屢見不鮮。甚至學校找不到專

任老師兼任，而招聘代課教師兼任，實則有些本末倒置。學校應該有系統的培育

學務工作人員，並利用各種專業知能研習增加教師同仁的專業素養，這樣才能使

學務工作順利推展，在此也希望在未來校官退出校園前，各校生輔制度能正常

化，逐漸回歸由專任教師兼任，期許學校學務工作能運作正常，所有教師能共同

協助生輔組長推動各項行政工作，成就每一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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