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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根據「兒童權利公約」第 19條第 1項規定，締約國應採取一切

適當之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兒童於受其父母、法定

監護人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照顧時，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

傷害或虐待、疏忽或疏失、不當對待或剝削，包括性虐待。此外，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49條第 1項第 15款明確指

出，任何人不得對兒童及少年進行不當行為或利用其犯罪。同時，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第 30條第 1項以及「教

保服務人員條例」（以下簡稱教保條例）第 33條第 1項均規定，教

保服務機構負責人、其他服務人員與教保服務人員不得對幼兒實施

身心虐待、體罰、霸凌、性騷擾或其他不當對待行為。 

    本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針對幼兒園內疑似發生的不當

對待案件，依據 112年 2月 27日公布之「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

查處理辦法」(以下簡稱調查處理辦法)進行處理，並強化防治措

施，提升教保服務人員的正向管教知能與案件辨識能力。此外，教

育局亦積極推動稽查與輔導機制，以確保幼兒學習環境的安全，預

防不當對待事件的發生。 

 

貳、 教保服務機構發生不當對待案件處理機制 

一、 責任通報：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發生教保服務人員不當對待

幼生的事件時，教育局即督導學校依據「校園安全及災害事

件通報作業要點」、「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認定通報資訊

蒐集查詢處理利用及違法事件通報辦法」、「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等相關規定，確實執行校安通報機制，並至

「關懷 e起來」系統進行法定通報。 

二、 調查與認定：當教育局接獲民眾檢舉或學校通報後，將依據

調查處理辦法規定，於 2個工作日內將案件提交「教保服務

機構不適任人員認定委員會(以下簡稱認定委員會)」中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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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審查小組審議，決定是否受理。若決議受理，則委請中央

培訓之委員組成調查小組或由教育局直接派員調查，並將調

查結果提交認定委員會審議，以判定行為人是否違反幼照法

第 30條第 1項或教保條例第 33條第 1項，對幼兒有身心虐

待、體罰、霸凌、性騷擾、不當管教，或其他對幼兒之身心

暴力或不當對待之行為，若有違反前開規定，則依其情節輕

重，依幼照法第 50條及第 58條第 2項或教保條例第 40條

及第 46條第 1項，裁罰行為人 6千元至 6萬元或 6萬元至

60萬元罰鍰，並公布行為人之姓名及教保服務機構名稱；

如認定教保服務機構應予解聘、免職或終止契約關係，則決

定 1年至 4年或終身不得於教保服務機構服務之消極資格管

制。公立學校幼兒園教師則依認定委員會審議結果，移送該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性平會)審議應否解聘，或提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

審議應否議處；此外，該機構亦須承擔連帶責任，將依幼照

法第 58條或教保條例第 46條規定，處以 6千元至 6萬元罰

鍰，並要求限期改善。 

三、 登載與複核：案件經審議認定後，教育局將結果登錄至全國

教保資訊網，並附上案件處理紀錄及認定委員會決議文件，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進行複核。 

四、 追蹤與輔導：依據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對於「疑似不

當對待幼兒案件」之處理規範，教育局持續啟動追蹤與輔導

機制，針對教保服務機構、受影響幼兒（包括目睹事件之幼

兒）及教保服務人員提供適切的後續關懷與輔導，確保幼兒

教育環境的安全與品質。 

 

參、 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教師發生違法事件處理流程 

一、 學校接獲檢舉通報教育局，或教育局接獲檢舉，於 2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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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交由審查小組審查是否受理。 

二、 受理後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倘涉有教保條例第 33條第

1項(體罰、霸凌、性騷擾、不當管教或其他對幼兒之身心

暴力或不當對待之行為)，則調查小組製作調查報告提送認

定委員會審議。倘未涉教保條例第 33條第 1項，教育局函

送學校提校事會議或性平會議調查，並製作調查報告提送校

事會議或性平會議審議。 

三、 教師行為構成違法事件 

(一) 認定委員會審議構成違法事件 

1. 裁處罰鍰：違反教保條例第 33條第 1項，情節重大

裁罰 6萬元至 60萬元，非屬情節重大裁處 6千元至

6萬元。 

2. 消極資格：依教保條例第 12條第 10款(體罰、霸凌

幼兒，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第 11款(行為違反相

關法規)違反行政罰規定、第 13條第 4款(體罰、霸

凌幼兒，造成其身心侵害)及第 5款(行為違反相關

法規)違反行政罰規定，移送學校教評會審議應否解

聘，並管制 1年至 4年或終身之消極資格期間。 

3. 送學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懲處。 

4. 接受教育局主辦之幼兒輔導管教、情緒管理或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二) 學校教評會或性平會認定構成違法事件：送教評會或性

平會審議應否解聘，並管制 1年至 4年或終身之消極資

格期間。 

 

肆、 案件摘要 

本市烏日區五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以下簡稱該園)114年(以

下皆同年)2月中旬發生教師疑似不當對待幼生事件，引發社會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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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教育局 2月 18日上午接獲校安通報後即請該園填報查處報告書

及提供相關監視影像，依調查處理辦法規定召開認定委員會之審查

小組會議、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程序等相關作業，調查期間，認

定委員會認定有暫時停聘之必要，函請學校依規辦理，調查後依其

涉案情節輕重依規進行行為人與教保服務機構之裁處。 

 

伍、 事實經過及調查結果 

一、 教育局於 2月 18日上午接獲校安通報，即請該園填報查處

報告書並函文學校提供相關監視影像，2月 20日依調查處

理辦法規定召開審查小組會議並組成 5人調查小組入園調

查。 

二、 調查小組於 2月 25日入園調查，該園案件業經檢視監視器

影像及訪談被行為人代表(社工)、行為人及關係人等進行相

關事件釐清，行為人有不當管教、體罰及不當對待幼生之情

事，不當行為包括 2月 12日對幼生連同椅子向後翻連續 2

次、2月 13日對幼生拉走其座椅，致使其跌坐哭泣、及 2

月 14日對幼生以水杯櫃之門夾手，致使其右手手指紅腫等

情事，經調查小組調查違規行為具體且屬實，後經 3月 13

日本市認定委員會認定違反教保條例第 33條第 1項規定並

屬情節重大，另涉教保條例第 13條第 4款、第 5款規定之

情事，教保服務機構應予解聘、免職或終止契約關係，且認

定 1年不得聘任、任用或進用為教保服務人員，並請烏日區

五光國小召開教評會審議該師解聘事宜。教育局另裁處行為

人行政罰緩 6萬元，並接受本市開設之相關知能研習課程。 

三、 另考量該園發生體罰、不當管教及不當對待幼生案件，顯

示園方未盡督導之責，實有管理功能未充分發揮之疏失，

使幼生權益受損，依教保條例第 46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處

以該園負責人 6千元罰鍰，並令於 1個月內完成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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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另有關該班教保服務人員有知悉行為人有違法行為，卻未

依限通報學校或教育局，違反教保條例第 15條通報責任，

依教保條例第 43條第 2項裁處 3萬至 15萬元罰鍰。 

五、 本案幼生目前尚無明顯創傷後壓力症，教育局已請學校持

續關懷其心理健康，積極追蹤與協助。關於此次事件，本

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與社會局社工橫向聯繫，外聘心理師

協助評估幼生此次創傷程度，觀察與了解幼生在幼兒園適

應情形及反應，並納入外聘心理師輔導諮商工作內涵。 

 

陸、 本市教保服務機構預防兒虐案件建立多層次防護網 

一、 第一層是強化幼兒園法令宣導：每年辦理相關會議與研

習，定期宣導兒少保護、責任通報及校安通報，並透過案

例分享提高教保服務人員的敏感度，預防家暴案件及關懷

目睹家暴幼兒身心狀況；同仁到園稽查時，也併同提醒幼

兒園相關法規知能。 

二、 第二層是提升教保服務人員正向管教知能：每年固定辦理

教保服務人員正向管教知能研習，並要求幼兒園落實巡堂

機制，且定期檢核教保服務人員輔導管教策略。若幼兒園

發生疑似不當對待案件，亦將請園方辦理正向管教知能研

習或要求行為人參加相關增能研習。 

三、 第三層是加強稽查及輔導：為防範教保服務機構不當對待

案件發生，教育局增加稽查次數，每年不預警稽查 300間

以上教保服務機構，以確保教保服務機構提供安全的教保

環境。 

(一) 例行稽查：為督導幼兒園落實公共安全管理與依法推動

園務，除每週 2次聯合消防局、都發局不預警到園稽查

外，亦不定期前往幼兒園查訪，查訪重點包括招收人

數、師生配比、人員資格、收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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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案稽查：經檢舉立案後，倘情事重大即指派稽查人力

到園進行專案調查，針對教保服務機構應行義務及幼生

安全維護等事項，進行全面檢視。 

(三) 輔導改善：經查察後倘有違失情事，依幼照法等相關法

令予以裁處，並限期改善與提具策進作為，另視違規情

節輕重列入重點稽查園，持續追蹤改善情形。 

四、 補助裝設監視器：為營造友善安全教育環境及滿足社會大

眾對教保照顧服務環境期待，教育局自 114年起編列經費

供本市所有公立幼兒園申請補助，每園可至多獲 13萬元改

善及設置園內及園外監視錄影系統，以保障幼兒在園期間

安全，提供必要或緊急事件釐清與查證機制。 

五、 設置聯繫窗口：另若有特殊案件，配合網路單位召開個案

會議，共同協助與守護幼兒。 

 

柒、 結語 

為期教保服務機構的經營管理都能持續符合法令規定，幼兒園

除定期接受基礎評鑑外，教育局亦透過公安稽查、幼童專用車稽查

等不定期查核機制，在符合法規的範圍內適時提供輔導措施。教育

局將持續督導各幼兒園落實日常管理與教保服務人員輔導，確保每

一位幼兒都能接受適當的教育及照顧。



 
 

 
 
 
 
 
 
 
 
 
 
 
 

市(局)長監護兒少



 
 



7 
 

壹、 前言 

當兒少遭受到虐待、疏忽等情事，政府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兒少權法)第 56 條、第 57 條向法院聲請裁定安

置，或兒少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正常生活於其家庭者，依第

62 條由父母申請委託安置，兩者由本府社會局(下稱社會局)暫時提

供照顧服務並得以恢復家庭功能，依結束安置評估程序評估能返家始

結束安置。 

若經上述家庭處遇未有成效，且親職功能不佳，並由主管機關依

兒少權法第 71條規定向法院聲請停止父母親權，改定或選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為兒少之監護人，依兒少最佳利益聲請出養，或提

供長期服務等自立生活訓練至兒少成年。 

貳、 本府社會局局長監護兒少服務現況 

一、 目前由法院裁定局長監護人數 

99年前原由市長監護，之後縣市合併，因社會局為獨立

機關，故依社會局機關首長名義聲請法院裁定為局長監護。

依據兒少權法、民法規定，經法院裁定由社會局法定代理人

局長監護 103人。 

二、 提供替代性照顧服務(申請及保護安置)人數 

截至 114年 2月由社會局安置人數總計為 440人，其中

局長監護案件提供安置服務計 72 人；另依據兒少權法第 56

及第 57 條規定經法院裁定保護安置計 248 人；另有依兒少

權法第 62條規定由家長申請委託安置之人數為 1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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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兒少安置人數–依法條、裁定類型區分表 

法令依據 裁定類型 安置人數 

兒少權法第 56條及第 57條 法院裁定 248 

兒少權法第 62條 家長申請 120 

兒少權法第 71條 法院裁定 72 

(註：統計時間至 114年 2月止，法條如註
1
) 

三、 安置兒少服務內涵 

(一) 替代性照顧服務 

以兒少最佳利益順序為之：適當之親屬、登記合格之

寄養家庭、核准立案之兒少安置及教養機構、其他安置機

構(含居家托育資源)。截至 114年 2月止，由社會局家防

中心、社工科提供替代照顧服務，包含機構安置(含團體

家屋)、寄養家庭、親屬安置、居家托育（保母）安置等

類型，如下表：  

 

 

 

 

                                                      

1註： 

1. 依據兒少權法第 56 條及第 57 條規定，兒少若未受到適當養育或照顧、遭受遺棄、身心虐待

或其他迫害，評估有人身安全疑慮，主管機關應予以保護安置。 

2. 兒少權法第 62條規定，兒少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正常生活於其家庭者，其父母、

監護人、利害關係人或兒少福利機構，得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或輔助。 

3. 兒少權法第 71條規定，當父母或監護人對兒少疏於保護、照顧情節嚴重，或有第 49 條、第

56 條第 1 項各款行為，或未禁止兒童及少年施用毒品等，兒少或其最近尊親屬、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得請求法院宣告停止親權或監護權之全部或一部，或得另行聲請選定或

改定監護人。法院依前項規定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得指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負責人或其他適當之人為兒童及少年之監護人。 



9 
 

表 2、兒少安置人數–依安置處所區分表 

安置處所 安置人數 

親屬 38 

寄養家庭 162 

機構 221 

居家托育（保母） 19 

合計 440 

(註：統計時間至 114年 2月止) 

(二) 個別化處遇服務 

除一般之生活照顧、就學及醫療保健等，兒少常有

創傷反應，故須針對有嚴重身心健康或心理議題之兒少，

提供個別化照顧或密集性介入，如心理諮商輔導、遊戲

治療、復健（療育、特教）、輔具設備等，以修復創傷，

穩定身心狀態。 

為了讓兒少還有機會於正式家庭關係中永續性成

長，故針對年齡較小之監護兒童轉介出養媒合，經法院

正式評估審查及法律程序後裁定同意收養。 

若安置兒少年齡較大，就需培養其自立能力，以利

未來在社區中自立生活。當兒少離開安置處所後，亦提

供房租、生活費、學雜費及職業訓練等自立生活適應協

助，陪同或轉介就業相關服務資源，以支持兒少在社區

中成長與發展。 

(三) 特殊性關懷活動 

為安置兒少過年過節之類家庭需求，社會局結合社

會資源公益捐款於農曆春節前發放小紅包 500元，給予

每位安置兒少年節祝福；並辦理圍爐或兒童節、兒少健

行淨山體驗及餐敘等關懷活動，讓安置兒少得以體驗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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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並感受社會關懷，受惠人次 1,260人次。 

 

四、 未來策進作為 

(一) 擴增照顧資源 

因應兒少安置需求的增加，社會局規劃擴增機構安置(含

團體家屋)、寄養家庭、親屬安置、居家托育（保母）安置各

類型的安置資源，以提供更多元安置選項，並依據社安網計

畫補助各安置類型，增強照顧資源，提供兒少於適切的環境

中得到支持與照顧。 

(二) 充足社工服務人力 

社工人力為輸送保護服務的基石，社會局自 107 年起積

極配合衛生福利部辦理「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陸續進用 489

名社工人力，配置於本市各家庭福利服務中心、身障科、兒

少科、家防中心等單位，服務各類保護案件、高負荷家庭照

顧者、拓展兒少照顧資源。113年進用率達 89.8%，為直轄市

第 2名，未來持續綿密本市社會安全網，擴增家庭服務資源。 

(三) 強化兒少家庭功能 

兒少保護案件主要原因為照顧者缺乏親職教育，顯示家

長親職功能不足，有個人或關係建立議題對教養兒少之困境，

未來將強化親職教育資源，以講座、心理諮商、親職團體、

親子活動等多元方式，提升家長照顧知能；針對照顧者面對

兒童行為有困擾者，提供到宅指導，給予立即的示範與邀請

照顧者實際體驗，藉由示範與體驗學習，提升教養技巧。 

參、 結語 

「兒虐零容忍」是本市兒少保護最重要的工作目標，每

個兒少皆是獨立個體，有其生存、健康、平等等各項權利，

兒少因家庭功能不足或遭受遺棄或不當對待，社會局努力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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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兒童與照顧者建立正向互動關係，支持兒童少年在原生家

庭順利成長，惟若需社會局監護照顧者，社會局亦責無旁貸

提供監護兒少適切生活照顧及教養，讓本市兒少皆能受到良

好保護，平安健康地成長，積極維護兒少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