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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 函
地址：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承辦人：施展
電話：03-8462860#238
電子信箱：te8659@hlc.edu.tw

受文者：花蓮縣秀林鄉銅蘭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2月6日
發文字號：府教學字第112002269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國教署函、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表 (376550000A_1120022695_ATTACH1.

pdf、376550000A_1120022695_ATTACH2.pdf)

主旨：重申各級學校應強化校園安全防護機制，確維師生安全，

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2月4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20014861號函辦理。

二、正值111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之際，請各校加強落實學生自

我防護教育、完善警監系統建置、校園人車門禁管制、校

園安全巡查規劃、警政聯繫合作、強化緊急應變能力、落

實校區環境與設施管理等，並依「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

自主檢核表」做好校園安全自主管理工作，消弭危安因

子，以落實校園安全維護工作。

三、為強化師生自我安全被害意識宣導，請各校運用朝會、週

會等各項集會場合或班級導師時間宣導各種新興詐騙手

法，同時透過跑馬燈或其他靜態展示方式加以宣導如何預

防詐騙，另家長及學校師生可透過查詢內政部警政署「165

全民防騙網」、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全球資訊網，或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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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內政部警政署165防騙宣導LINE好友得知最新詐騙手

法，以避免成為詐騙受害者。

四、另請依「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規定，務必

落實校安事件通報，以儘速掌握校園安全及災害情事，減

少危害安全事件發生，有效維護校園及學生安全。

正本：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花蓮縣私立海星高級中學國中部、慈濟學校財團法
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花蓮縣私立
海星國民小學、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小部、本縣各公立國
民中-小學

副本：花蓮縣警察局(含附件)、本府行政暨研考處(先發文後刊登公報)(含附件)、本府
教育處教育設施科(含附件)、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含附件)、本府教育處體育
保健科(含附件)、本府教育處特殊及幼兒教育科(含附件)、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
科(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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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表(範本) 

校名： 

檢核日期： 

項目 檢核內容 參考指標 是 
否(待

改善) 

改善措施 

所見事實及 
改進意見 

預定 
完成期程 

自我

防護

與保

護 

是否運用新生輔導、校安研習、

大型集會與課堂等時機向師生宣

導自我保護及被害預防觀念? 

每月至少

1次 
    

是否有針對外籍生用第二語言進

行安全宣導?或提供外語版安全

宣導注意事項資料供外籍生參

考?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針對教職同仁辦理有關學生

安全保護措施教育訓練?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邀請警政單位辦理校園安全

相關講座或研習活動？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由師生共同參與，提供意見 

，繪製校園內外周邊安全地圖

(含高樓層容易自傷自殺處、學

生通勤上下學重要路線危險

處)，並滾動修正，公告宣導周

知校屬人員？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對學校教職員工(含外聘警

衛及保全)、社區(家長)志工實

施校園安全知能研習或在職進

修? 

每學期至

少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科技

防衛

警監

系統 

是否針對校園內外周邊安全疑慮

處所，評估裝設監視（攝錄）系

統（器材）感應照明燈及緊急求

助設施（備）? 

1.校園各進

出口設置監

視鏡頭至少

2具。 

2.各建築物

主要出入口

設置監視鏡

頭至少2

具。 

3.校園內外

周邊偏僻及

陰暗處所設

置感應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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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至少1具 
4.各女生廁

所設置緊急

求助鈴至少

1具。 

5.頂樓出入

口應設置監

測設備(監

視器、感應

器、警鈴、

感應鎖等) 

學校是否有與相關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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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探照燈（夜間照明設備）、安全

死角緊急求救鈴設置及校區播音

系統是否定期檢查? 

每學期至

少定期檢

查及測試

1次 

    

校園內之錄影監視系統有無指定

保管人？指定人員是否定期備份

資料存查？ 

- 

    

（依實況自行增列）  
    

人車

（門

禁）

管制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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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對進出校園車輛實施辨識、

查證作為? 
-     

是否對進出學校（含會客家長）

人員簽名、配戴證件（或其他識

別）實施查證作為? 

-     

是否訂定洽公（訪客）人員之引

導（接待）作業流程? 
-     

是否設置明亮、顯著可透視之會

客地點? 
至少一處     

學生離校時是否實施查驗與事後

查證（假單、家長身分確認）? 
-     

（依實況自行增列）      

安全
是否考量安全實況，適時聘用警

衛人力，並有效結合教職員、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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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 
友、警衛(保全)等校園安全維護

人力，負責校校內安全巡查、課

間巡堂及學生通學安全維護任務

及校安事件處理等? 

與警政單位建立巡查熱點是否定

期修正更新? 

每學期至

少修正更

新1次 

    

是否排定警衛、保全人員巡查

(邏)時段、區域及路線？ 

每日至少

2次 
    

是否排定教職人員巡堂（查）時

間、區域及路線? 

每日至少

2次 
    

無教職人員巡堂（查）時間，是

否排定相關人員實施校園巡查工

作? 

- 
    

施工處所是否設置警示及防護措

施並實施巡查(無施工處所免檢

核)? 

每日至少

2次 

    

是否與學校周邊商(住)家簽訂合

作契約，設立愛心商店，建構安

全走廊；並定期查訪安全現況?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要求簽約之保全公司持續加

強員工教育訓練，並納入勞務契

約內容? 

每學期至

少1次 

    

聯巡地點及頻率? 
每月至少

聯巡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聯繫

合作 

是否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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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否邀請轄區派出所到校協助實

施校園安全環境檢測評估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協調警政、消防、民政、社

政及衛政等單位，建置緊急聯繫

網絡？ 

- 
    

是否定期與警政、消防、社政及

衛政等單位聯繫? 

每學期至

少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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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校安會議是否納入警政、消

防、民政、社政及衛政等單位及

學生代表? 

- 

    

（依實況自行增列）      

緊急

應變 

是否訂定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計

畫? 
-     

是否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     
緊急應變小組是否指定專責單位

統籌掌握、處置、協調及擔任聯

繫窗口？ 

- 
    

是否依據實況設計人為災害情境

（SOP）並實施演練，檢視修訂

學校緊急應變機制?  

每學年至

少1次 

    

校安相關業務人員是否熟悉通報

系統作業流程，以及辦理在職訓

練?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建立家長（或鄰、里長）聯

繫網絡（名冊）? 
-     

是否建立賃居學生房東聯繫資

訊，並定期更新？ 

每學期至

少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環境
與設
施管
理 

「四樓(含)以上」建物窗臺前無
放置可攀爬之物品。 

-     

「四樓(含)以上」建物地面無放

置可攀爬之物品。 -     

女兒牆面或地面無可攀爬物品

（如花盆）及設備（如管路）。 

每學年至

少1次 
    

頂樓突出建物（水塔平臺、電梯

平臺）工作樓梯加鎖管制。 

每學年至

少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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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依實況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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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每學期（開學前）應辦理檢核1次，並不定期依狀況（環境）變化重新檢核。 

2.各縣（市）政府及學校得視地理環境人文特性需要，自行修(增)列檢核項目；

倘因內、外環境因素(限制)無法執行應於檢核表內註記說明。 

3.列入待改善項目，應定期辦理追蹤管考改善。 

4.檢核後，請影印一份提供警政單位。 

學校：                       警政單位：     分局     派出所 

 

承辦人：                     施檢人員職稱： 

 

業務主管：                   姓名：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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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小學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表(範本) 

校名： 

檢核日期： 

項目 檢核內容 參考指標 是 
否(待

改善) 

改善措施 

所見事實及 
改進意見 

預定 
完成期程 

自我

防護

與保

護 

是否運用新生輔導、校安研習、大

型集會與課堂等時機向師生宣導自

我保護及被害預防觀念? 

每月至少

1次 
    

是否有針對外籍生用第二語言進行

安全宣導?或提供外語版安全宣導

注意事項資料供外籍生參考?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針對教職同仁辦理有關學生安

全保護措施教育訓練?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邀請警政單位辦理校園安全相

關講座或研習活動？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由師生共同參與，提供意見 

，繪製校園內外周邊安全地圖(含

高樓層容易自傷自殺處、學生通勤

上下學重要路線危險處)，並滾動

修正，公告宣導周知校屬人員？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對學校教職員工(含外聘警衛

及保全)、社區(家長)志工實施校

園安全知能研習或在職進修? 

每學期至

少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科技

防衛

警監

系統 

是否針對校園內外周邊安全疑慮處

所，評估裝設監視（攝錄）系統

（器材）感應照明燈及緊急求助設

施（備）? 

1.校園各進

出口設置監

視鏡頭至少

2具。 

2.各建築物

主要出入口

設置監視鏡

頭至少2

具。 

3.校園內外

周邊偏僻及

陰暗處所設

置感應照明

燈至少1具 
4.各女生廁

所設置緊急

求助鈴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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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 

5.頂樓出入

口應設置監

測設備(監

視器、感應

器、警鈴、

感應鎖等) 

學校是否有與相關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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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園內之錄影監視系統有無指定保

管人？指定人員是否定期備份資料

存查？ 
- 

    

探照燈（夜間照明設備）、安全死

角緊急求救鈴設置及校區播音系統

是否定期檢查? 

每學期至

少定期檢

查及測試

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人車

（門

禁）

管制 

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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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否對進出校園車輛實施辨識、查

證作為? 
-     

是否對進出學校（含會客家長）人

員簽名、配戴證件（或其他識別）

實施查證作為? 
- 

    

是否訂定洽公（訪客）人員之引導

（接待）作業流程? 
-     

是否設置明亮、顯著可透視之會客

地點? 
至少一處     

學生離校時是否實施查驗與事後查

證（假單、家長身分確認）? 
-     

（依實況自行增列）      

安全

巡查 

是否考量安全實況，適時聘用警衛

人力，並有效結合教職員、工友、

警衛(保全)及替代役男等校園安全

維護人力，負責校校內安全巡查、

課間巡堂及學生通學安全維護任務

及校安事件處理等? 

- 

    

是否排定警衛、保全人員巡查(邏)

時段、區域及路線？  

每日至少

2次 
    

與警政單位建立巡查熱點是否定期

修正更新? 

每學期至

少修正更

新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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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排定教職人員巡堂（查）時

間、區域及路線? 

每日至少

2次 
    

無教職人員巡堂（查）時間，是否

排定相關人員實施校園巡查工作? 
-     

施工處所是否設置警示及防護措施

並實施巡查(無施工處所免檢核)? 

每日至少

2次 
    

校園內遊樂設施設置地點有無不適

當？有無偏僻？ -     

是否與學校周邊商(住)家簽訂合作

契約，設立愛心商店，建構安全走

廊；並定期查訪安全現況?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要求簽約之保全公司持續加強

員工教育訓練，並納入勞務契約內

容? 

每學期至

少1次 

    

聯巡地點及頻率? 
每月至少

聯巡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聯繫

合作 

是否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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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否邀請轄區派出所到校協助實施

校園安全環境檢測評估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協調警政、消防、民政、社政

及衛政等單位，建置緊急聯繫網

絡？ 

- 
    

是否定期與警政、消防、社政及衛

政等單位聯繫? 

每學期至

少1次 
    

相關校安會議是否納入警政、消

防、民政、社政及衛政等單位及學

生代表? 

- 
    

（依實況自行增列）      

緊急

應變 

是否訂定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計畫? -     

是否成立緊急應變小組? -     
緊急應變小組是否指定專責單位統

籌掌握、處置、協調及擔任聯繫窗

口？ 
- 

    

是否依據實況設計人為災害情境

（SOP）並實施演練，檢視修訂學

校緊急應變機制?  

每學年至

少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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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指定專責新聞發言人?  -     

校安相關業務人員是否熟悉通報系

統作業流程，以及辦理在職訓練?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建立家長（或鄰、里長）聯繫

網絡（名冊）? 
-     

（依實況自行增列）      

課前

（後)

照顧 

學校是否針訂定課前（後）照顧應

注意事項，以及教職同仁教育訓練

辦理情形? 

每學年至

少1次 

    

是否具體規劃對提前到校學生管制

與照顧作為?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對參加校外課後照顧之人員加

以掌握與聯繫?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具體規劃對校內自習（學習、

參與社團）學生加以管制與照顧?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與課後照顧單位（如安親班、

補習班）建立緊急聯繫機制? 

每學期至

少1次 
    

是否透過家長聯繫函、班親會等轉

達家長，有關學校與課後照顧機構

對學生接送方式及注意事項? 

每學期至

少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環境

與設
施管
理 

「四樓(含)以上」建物窗臺前無放

置可攀爬之物品。 
- 

    

「四樓(含)以上」建物地面無放置

可攀爬之物品。 
- 

    

女兒牆面或地面無可攀爬物品（如

花盆）及設備（如管路）。 

每學年至

少1次 

    

頂樓突出建物（水塔平臺、電梯平

臺）工作樓梯加鎖管制。 

每學年至

少1次 

    

（依實況自行增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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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依實況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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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每學期（開學前）應辦理檢核1次，並不定期依狀況（環境）變化重 

  新檢核。 

2.各縣（市）政府及學校得視地理環境人文特性需要，自行修(增)列檢核項目。倘

因內、外環境因素(限制)無法執行應向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關報備同意，並於

檢核表內註記說明。 

3.列入待改善項目，應定期辦理追蹤管考改善。 

4.檢核後，請影印一份提供警政單位。 

學校：○○國民中(小)學        警政單位：     分局     派出所 

 

承辦人：                      施檢人員職稱： 

 

業務主管：                    姓名：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