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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計劃 

 

103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1次全體學務長會議實施計畫 

「 法治教育在大專校院之實踐」 

一、活動目的： 

（一）我國教育目標為培養國民之法治精神。法治的精神應該以人權保障為核心，重在

講理及建立批判性思考；從理解到尊重法律的價值，進而願意遵守法律，才是真

正的法治。然而公民素養的養成除知識外，還要能讓學生有機會學習相關的技能、

態度與價值觀。 

（二）本會議旨在邀請專家講解法治教育理論與實踐方向外，更利用實地參訪、交流座

談，使中區各大專校院學務長彼此觀摩、溝通，彼此學習以強化校園法治之實踐。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殊教育司 

三、主辦單位：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 

四、承辦單位：亞洲大學學務處 

五、辦理時間：103年 6月 20日（星期五） 

六、辦理地點：亞洲大學 

七、研討主題：法治教育在大專校院之實踐 

八、參加對象：教育部長官、中區各校學務長及工作人員等計約 40人。 

九、活動方式： 

（一）專題演講：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 

（二）實地參訪：亞洲大學學務工作實地參訪 

（三）綜合座談與分享：經驗交流與分享 

十、預期效益：藉由本會議提供平台作為校際策略聯盟與資源共享，期能提升各校學務

創新工作內涵。 

 
 
 
 
 
 
 
 
 
 

 
 



十一、議程： 

 

 

 

 

 

 

 

 

日期：103年 6月 20日（星期五）     地點：亞洲大學 

時  間 內  容 主講人/主持人 地  點 

9:00~9:20 報到 亞洲大學/學務團隊 

資訊大樓 1樓

I104會議室 

9:20~9:30 開幕式 

亞洲大學/蔡校長進發 

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

聖榮 

9:30~11:00 

專題演講 

主題：大專校園法治教育 

主講人：施茂林 講座教授 

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

聖榮 

11:00~11:15 茶敘 
亞洲大學/學務團隊/張

學務長少樑 

資訊大樓 1樓

I104會議室 

11:15~12:15 

經驗分享與討論 

主題：大專校園法治教育之實踐

與分享 

與談人：  

1.朝陽科技大學黃副學務長奉明 

2.亞洲大學生輔組姜組長子健 

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

聖榮 

亞洲大學/張學務長少樑 

資訊大樓 1樓

I104會議室 

12:15~14:00 午餐 亞洲大學/學務團隊  

14:00~16:00 參訪行程 

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殊

教育司/劉仲成司長 

亞洲大學/學務團隊/張

學務長少樑 

亞洲現代美術

館 

學務處各單位 

16:00~16:30 綜合座談與分享 

教育部學生事務與特殊

教育司/劉仲成司長 

中區學務中心/歐召集人

聖榮 

亞洲大學/張學務長少樑 

資訊大樓 1樓

I104會議室 

16:30~ 賦歸 亞洲大學/學務團隊  



貳、會議紀錄 

 

103 年度中區大專校院第 1 次全體學務長會議 

「法治教育在大專校院之實踐」 

 

一、時  間：103 年 6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二、地  點：亞洲大學 

三、主持人：蔡校長進發、歐召集人聖榮、張學務長少樑      

    記  錄：亞洲大學：鄭雅鄉、殷禎勵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五、開幕式 

（一）蔡校長進發致詞：學務工作很辛苦，學生的學習意願及生活上息息相關，對學生

的成長及貢獻很大，透過本活動經驗分享，心得及交換意見，對於學務工作能更

好。 
（二）歐召集人聖榮致詞：藉由本活動，認識關於法治教育的重要議題，最近中區很多

相關法治教育的事情發生，透過此活動相關經驗互相交流，比自己摸索好很多，

也希望下午的綜合座談，各位學務同仁能跟司長分享，並進一步做個交流。 

六、專題演講 

講題：大專校園法治教育之推動與實踐─兼論學務管理之法律風險 

主講人：亞洲大學／施講座教授茂林 

主講內容：如手冊資料 

重點： 

1. 對於北捷喋血案剖繪： 

*行為分析：反社會性格、個性特殊、網路成癮、心理障礙、情感乖離。 

*學校因應：察覺、輔導、教育、治療、矯治。 

東海大學處理得很好，媒體記者也不好再作文章。 

2. 對於校園銅像貼紙之觀察： 

當面糾正、當場教訓、公眾懲罰、觀眾回應、圍牆效應。因當下被糾正、被

教訓，而觀眾當下回應，愈聚人愈多，產生圍牆效應。 

3.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為被害人被歹徒影響，而從敵視到產生認同感，到最後和

平相處，這皆為詭異合作。 

4. 倫敦症候群為被害皆受害，因仇視到敵害，極力的反抗而讓歹徒更有興趣而

導致受害，有可能最後命就沒有了。 

5. 學校與法權：治外法權、法不入校、全民法律、國法與校規。 

6. 法治觀念基石：家庭法治啟發、社會法治執行、學校法治教育。 

7. 學務相關事務解析： 

*學務類別有：生活輔導、宿舍管理、課外活動指導、醫療諮輔、軍訓、學

生申訴、性平等。 

*遺失物事例：法令依據需通知遺失人，只有警察及自治機關能處理遺失物。 



*性侵害：強暴是性+權力+報復、強姦與輪姦:強姦為以強欺弱而輪姦為以多

欺弱。 

*暴力犯罪基本認識最好是要讓歹徒把人當人，不能讓人當物；鎖定人物有

可能被撕票。 

8. 民主法治： 

*民主法治體制、法治基本原則、民主法治之精神、基本人權之保障、民主

治治之機制、民主法治素養。 

七、經驗分享與討論： 

講題：大專校園法治教育之實踐與分享 

與談人：：朝陽科技大學黃副學務長奉明/亞洲大學生輔組姜組長子健 

與談內容：如手冊資料 

 (一)朝陽科技大學黃副學務長奉明： 

1. "管”與”教”的界線在哪?但共同目的皆為學生不要犯錯，進了社會之後不要違

背社會。 

2. 法律的目的是限制行為嗎?真正的目的是引導規範，比如教育宣導、活動融

入、實際參與。 

3. 培養未來公民需要有學校教育(法教教育講座、法律規範、學生活動)、家庭

教育及社會教育共同合作，因為獨木不能成林，校園是社會教育的最佳平台。 

 (二)亞洲大學生輔組姜組長子健： 

1. 增進學生法治觀念之要領：教育學生瞭解法治之意涵、運用民主方式培養守

法觀念、生活法律之認知與體驗、善用機會教育、督促學生養成自律及自治

之精神。 

2. 因地制宜安排法治教育活動：法治教育隨機教學、舉辦各類宣導講座、以法

治教育為主題之各類比賽活動、設計培養法治教育中心德目、規劃民主法治

週活動。 

3. 應用新科技網路推廣：設計相關法規app、製作法律小動畫宣導、推行法律

電子書供瀏覽、設立法律社群論壇、充實法律服務資料庫、建置法律諮詢論

壇。 

4. 守法生活化：生活納容法治觀念、培養自約自律習性、守法成為生活習性、

宿舍生活團體自治、遵守校園秩序紀律。 

5. 法治教育實施策略：完善法律服務(法律實習工廠)、課程規劃、編列百寶箱

小題庫、電腦張貼宣導標語、二手書拍賣平台、廁所標語、法治教育常態化。 

6. 強化學生自治維護學生權益：創造校園活力(演唱會、舞會)、增進學生權益(與

校長有約、與學務長有約)、協辦重大慶典(校慶、畢業典禮)、提升社團素質

(社團評鑑、社團研習課程)、帶動社團發展(社團幹部訓練、社團博覽會)、

建立校園特色活動(可由學生會主導)。 

7. 建置法律專屬網站、校內電視系統播放宣導、建立學生多元參與管道(校務

會議、學生事務會議、教務會議、總務會議、學生獎懲委員會、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等)。 



結論：謝謝兩校的經驗分享，並提供學校實施作法及經驗讓各校瞭解，使各校處理學生

事務相關事宜時能更加順暢。 

分享一 (亞洲大學張學務長) 

針對北捷的事情，對於學生的輔導策略是什麼?各校都有三級的預防策略，但教

育部在去年 8 月的時候，有推動一個網路安全的教育計劃，網路的三級預防會融

入至教育部規定的策略中，希望藉此能得到各校的指導。 

歐召集人回應：網路成癮的部分引起很大的關切，是不是要分級?網路是屬於個人使用，

是很難限制的，不知道是否有人可提出作參考，使各校能更加瞭解。 

關於法治教育生活化，以資源回收的部分為例，對比國外，台灣做得非

常成功，此乃配合教育的體制，使教育生活化之故；過去的年代，需要

帶手帕至學校，這是針對衛生教育及習慣的養成，相關法治教育也是如

此。 

分享二(中臺科技大學詹學務長) 

1. 在學校裡，前端教育(中小學)如果沒有做好，到後端教育(高中、大學)時，

已習慣養成了習慣，如果學校強制規範，將會造成對立；所以法治教育只能

從小養成。 

2. 有時候學生的情緒處理，可因學生跟家長在做社群上的聯繫，可使家長更加

瞭解學生狀態及處理。 

分享三(朝陽科技大學陳學務長) 

1. 學運的事情及約砲事件，將會造成許多愛滋病的產生，引起許多衛生局的關

切，所以學校很擔心，並努力加強宣導。 

2. 針對網路上漫罵對於很多學校是非常頭痛的，品德教育該如何去教導? 

歐召集人回應：網路上的言論問題，的確很頭痛，有時會引起網路警察關切；然網路言

論有時亦可提供線索作為追蹤與防治之參考。 

分享四(建國科技大學丑學務長) 

1. 關於學生機車停放的問題，於網路論壇上會引起許多學生的討論(漫罵及理

性)，因此討論學校可做出許多的解釋，此方法比集合學生告知，會好用許

多。建議是透過自治社團幹部的學生去影響學生，使學校推行法規上會較順

利。 

2. 本校有共同助學金可供學生申請，因規定申請的學生須做完學校規定時數，

家長因而打來罵學校，由此發現家長與學生之間溝通是有問題的。對於現今

有許多心理有問題的學生，發現多少也是家長的因素，不單單只是學生的問

題導致的 

分享五(明道大學周學務長) 

1. 本校最近有學生刺傷他人，造成學生與班上同學形成對立，且現在正在打官

司中，因此學校現在請諮商輔導組，努力關懷學生，並把此學生與該班同學

分開上課。 

2. 關於校內設置保險套販賣機，造成許多家長的反對；可請學校家長聯誼會背

書，以減少家長爭議。 



3. 新生訓練時校長會撥放行車紀錄的影片，以減少交通事故。 

分享六(臺中科技大學李學務長) 

1. 在這時代談法治教育真的很辛苦，前陣子的太陽花運動影響，已在學校反應

出來，大部分的同學都是很理性的。 

2. 本校關於遺失物的規定，按照生輔組的法條，只要有法令依據經過學生事務

會議或行政會議，就不大會有學生說違法；建議可於新生訓練上告知學生，

本校法條來源可至校網上查詢。 

分享七(僑光科技大學翁學務長) 

1. 僑光是在市區裏算比較小型的學校，女生居多。 

2. 我們有二位學生，有去畫民房，因為學生反服貿等等，最後學生與學生溝通

才平息下來。 

分享八(勤益科技大學衛保組組長) 

1. 衛保組曾有個學生來要冰塊，護士關心他問是什麼狀況，學生不願給護士

看，所以只好請他簽名後給學生冰塊，事後感覺學生怪怪的，後面有去關心

是怎麼了，才知道他有自殘的傾向，所以有通報諮輔組，經諮商後有比較好，

情緒有比較和緩了，所以學務同仁警覺性比較高的話，可以降低一些事故。 

分享九(亞洲大學張學務長) 

1. 外籍學生到COSTCO偷東西，導致被提訴，但是因檢查官並沒有限制出境，

導致學生己回國，等檢查官要通知時，人都回去自己的國家，所以我們對這

點也不樂見這種事發生。 

2. 他人對學生恐嚇，有點不知要如何去幫忙，因報案後有可能刺激到恐嚇的人

或對學生二次傷害。 

分享十(歐召集人) 

1. 對於通報系統其實都有在網路告知，但老師們不知道這些事，請問執行祕書

是否有其他方式能解決。 

2. 學生輔導法及其他輔導，綜合座談時再請司長給我們一些指示。 

分享十一(中區學務中心謝執行祕書) 

       學生緊急事件處理在敝校均會通知到導師、系主任或院長，視狀況的輕重。但是

基於保護學生隱私，會將學生姓名部分遮掩，只看到系級與事情經過及處理情形。但

如此做法亦有導師會有不同聲音：「不讓我知道是那些學生，如何輔導或協助該

生 ……」，之後，若有此需求之導師、系主任或院長，業務單位會另外準備一張保密

同意書與詳細資料，一併送達，並由老師簽收，同意後，才能使用與在合法理情況下

運用。但，也有因此而不願意簽，進而不願知道事情與狀況。各有利弊，可提供參考

應用。 

八、綜合座談與分享： 

歐召集人： 

(一) 高中以下已有學生轉銜機制，但大學之後卻沒有此資料，未來是似會有相關辦法的

訂定？  

(二) 歷年來都會接到匿名的信件，不知教育部對於匿名的信件是如何處理? 



(三) 關於學生心理狀況的問題，如需不需要強制就醫?現有機制哪個環節需要改善?如何

防治未來的轉變?可再請示教育部。 

劉司長： 

(一) 輔導法訂定出來後，會授權教育部訂定轉銜的執法，基本上盡量半年內會公布各學

校，未來會有比較標準化的準則給予各校；現今教育部還不能訂定，因為有關個資

法的問題。 

(二) 依照匿名陳情的辦法，基本上可以不予處理。如果有具體的事件的話，就一定需要

處理，例如前陣子的事件(北捷)，東海大學很慎重地馬上處理；如果內容有關安全

上的考量，就需得優先處理。 

(三) 此問題涉及到衛福部精神疾病相關，需要把學校部分納入，8 月中旬全國學務長傳

承會議時，希望納入 20 分鐘的輔導法報告。 

建議：除了法治教育要注重之外，生命教育、情感教育、品德教育、性平教育也要注重，

並可嘗試納入通識課程(整合型的學務通識課程)中，並找各領域老師輪流開班授

課。 

歐召集人：針對這些主題，希望教育部是否可仿照TED系統去學習、了解及參考。這樣

就可不只限於大學部分，也可廣泛用在各個教育層及廣大民眾中。 

劉司長：此系統的必要性，現今教育部已在討論。希望在這些議題中各校學務長能與通

識中心討論，先找尋相關教育課程老師一同整合並開班授課。 

朝陽科大學務長：針對 8 月 1 日工讀生勞健保問題，不知部裡是否有何配套措施? 

歐召集人：有關此問題可否請教育部長官協助與相關單位再行溝通。 

 



參、問卷回饋統計表 

一、專題演講 

1. 您對本專題內容安排之滿意程度。 

 

2. 您對演講者表達方式之滿意程度。

 

3. 您對演講者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

 

76% 

18% 

6% 

0% 0% 

您對本專題內容安排之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59% 

35% 

6% 

0% 0% 

您對演講者表達方式之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71% 

23% 

6% 

0% 0% 

您對演講者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二、經驗分享與討論： 

1. 您對本活動內容安排之滿意程度。

 

2. 您對主持人與與談人表達方式之滿意程度。

 

3. 您對主持人與與談人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

 

82% 

18% 

0% 0% 0% 

您對本活動內容安排之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82% 

18% 

0% 
0% 0% 

您對主持人與與談人表達方式之滿

意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82% 

18% 

0% 
0% 0% 

您對主持人與與談人整體表現的滿

意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三、綜合座談與分享： 

1. 您對本活動內容安排之滿意為程度。

 

2. 您對主持人與與會人表達方式之滿意程度。

 

3. 您對主持人與與會人整體表現的滿意程度。

 

 

82% 

18% 

0% 0% 0% 

 您對本活動內容安排之滿意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82% 

18% 

0% 
0% 0% 

您對主持人與與會人表達方式之滿

意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82% 

18% 

0% 
0% 0% 

您對主持人與與會人整體表現的滿

意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四、活動整體安排方面： 

1. 活動場地安排滿意程度。

 

2. 活動流程及時間的安排滿意程度。

 

3. 活動內容規劃安排滿意程度。

 

76% 

18% 

6% 

0% 0% 

活動場地安排部份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82% 

12% 

6% 

0% 0% 

活動流程及時間的安排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82% 

12% 

6% 

0% 0% 

活動內容規劃安排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4. 活動餐點準備安排滿意度。

 

5. 活動參與獲益程度滿意度。

 

6. 活動整體滿意度 。

 

82% 

12% 

6% 

0% 0% 

活動餐點準備安排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76% 

18% 

6% 

0% 0% 

活動參與獲益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82% 

12% 

6% 

0% 0% 

活動整體滿意度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五、相關意見及建言： 

◎整體活動安排，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1. 法治教育之實踐與分享。 

2. 能相互交換意見及聽取專家的新資訊。 

3. 參觀亞大美術館。 

4. 學務管理的法律風險。 

  



肆、活動花絮 

 

 
          與會來賓報到中                    亞洲大學蔡校長進發致詞 

 

      中興大學歐學務長聖榮致詞       蔡校長與歐召集人互贈錦旗與紀念品 

 

 

   蔡校長與歐召集人互贈錦旗與紀念品        亞大施講座教授進行專題演講 

 

 

 

 

 



 

 

         與會來賓專心聽講中             歐召集人致贈感謝狀給施講座教授 

 

 

        與會來賓與施講座教授合照                     茶敘時間               

 

 

      與會來賓與施講座教授意見交流        朝陽科大黃副學務長奉明分享   

 

 

 

 

 



 

      亞大生輔組姜組長子健分享          歐召集人致贈感謝狀給黃副學務長 

 

 

         劉司長參加綜合座談                 司長與與會來賓一起合照 

 

  

   司長與與會來賓一起參觀亞大美術館           參觀亞大美術館-專人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