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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111 學年度第 2 次校長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 年 2月 7 日（星期二）10 時 00 分 

二、 會議地點：嘉義縣大埔鄉  

三、 主持人：李美華處長 

四、 出席人員：出席人員(本縣高中國中國小校長、督學及聘任督學) 詳如簽

到表                                            紀錄：彭雅倫 

五、 縣府各單位宣導: 

（一） 人事處:宣導事項，詳見會議手冊(第 151~154 頁)。 

（二） 社會局-日安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宣導事項，詳見會議手冊(第

158~168 頁)。 

（三） 嘉義縣衛生局:宣導事項，詳見會議手冊(第 175~184 頁)。 

（四） 嘉義縣警察局少年警察隊:宣導事項，詳見會議手冊(第 188 頁)。 

（五） 嘉義縣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宣導事項，詳見會議手冊(第 189 頁)。 

六、 各科報告事項: 詳見會議手冊(第 10~150 頁)。 

(一) 督學室:報告事項案由 1~6，詳見會議手冊(第 10~15 頁)。 

(二) 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報告事項案由 7~37，詳見會議手冊(第 16~68

頁)。 

(三) 教學發展科: 報告事項案由 38~65，詳見會議手冊(第 69~118 頁)。 

(四) 國民教育科: 報告事項案由 66~69，詳見會議手冊(第 119~123 頁)。 

(五) 幼兒教育科: 報告事項案由 70，詳見會議手冊(第 124~126 頁)。  

(六) 社會教育科: 報告事項案由 71~74，詳見會議手冊(第 127~130 頁)。  

(七) 體育保健科: 報告事項案由 75~86，詳見會議手冊(第 131~1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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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運動發展科: 報告事項案由 87~88，詳見會議手冊(第 146~147 頁)。 

(九) 家庭教育中心: 報告事項案由89~91，詳見會議手冊(第 148~150頁)。 

七、 各單位宣導:宣導事項詳見會議手冊(第 151~189 頁)。 

八、 處長指示事項: 

(一) 請員工總人數 34 人以上學校，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辦

理人員之聘用事宜。 

(二) 圖書館除借閱圖書功能外，還有辦理研習課程、縣圖書箱服務及數位

資源等服務，請各校推廣圖書館利用教育、增進學生到圖書館意願，

養成閱讀習慣，提升閱讀素養。 

(三) 開學前，請各校做好防疫措施及注意校園環境整潔。 

(四) 請各校注意各競賽、活動報名時間並於期限內完成報名作業，以免發

生漏報名之情事，影響學生參加之權益。 

九、 副處長指示事項: 

(一) 透過舉辦校長會議讓校長們有對話的空間及向好的學習、不斷地精進

學習的管道。 

(二) 有關校長遴選，倘若有意見需表述者，可以直接向教育處表達意見，

大家一起營造共好的環境，做好經營學校的工作並展現各校成果。 

(三) 學校處理案件時，請用正面的做法及善用與案件關係人溝通的方式，

以減少誤解及做好良善的溝通。 

十、 綜合座談: 

(一) 本次綜合座談採校長社群分組討論方式進行，並分配科長或聘任督學

至校長社群指導，討論內容以學校面臨困境或經驗分享。 

(二) 10 組校長社群之建議及問題(詳見附件資料)，後續將由相關業務科

辦理回應事宜，回應資料將另案轉知校長。 

十一、 112 年自殺防治守門人宣導-校長場:略。 

十二、 參訪教學卓越金質獎學校-嘉義縣大埔國民中小學:略。 



 - 3 -

十三、 處長澳洲參訪圖書館報告: 略。 

十四、 專題演講-李宗翰講師，校園事件處理相關法令與案例分析討論: 略。 

十五、 校長社群分組報告:略。 

十六、 CRC 兒童權利公約宣導及綜合座談: 略。 

十七、 散會:112 年 2月 8日 15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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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嘉義縣 111 學年度第 2次校長會議綜合座談-校長社群之建議及問題

彙整表 

第一組校長社群建議或問題 教育處回應內容 

1.教育資源分配問題:非山非市學校如竹崎國小

三年只有一百萬，經費不夠；太陽能回饋金也杯

水車薪 但小學校是錢多到用不完 

 

2.除國際競賽目前已可補助經費外，學校師生參

加全國比賽(如代表縣去全國音樂比賽等)可否

提供足夠的補助，鼓勵學校積極爭取佳績 (住宿

費、車資)?目前補助經費不敷使用 

 

3.午餐供應一個縣多種制度，一般地區學校沒有

補助，可否比照嘉義市每人每餐補助費用，提升

一般學校午餐品質? 

 

4.國中大隊接力比賽能否修正人數方面的競賽

規則，避免影響參賽權益? 

 

5.給教師參與的研習可否盡量排在寒暑假?  

6.行政減量淪為口號，校長主任甄選人數日益減

少，沒有新血加入的話未來學校校務運作會出問

題 

 

7.特色認證及校長校務評鑑方式與制度可否調

整，減輕行政人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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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校長社群建議或問題 教育處回應內容 

1.各校午餐收費因專案補助金額不一(中央廚房

或學校規模)，易造成困擾。 

 

2.現今教師研習眾多，造成學校派員困擾。  

3.行政人力專案是否可持續執行，尤其對無工友

學校是一大助益。 

 

4.成立校友會美意甚佳，惟小校隊會員募集不易

且多散居全台各地，對行政組織會議與經費支用

上產生困難，建議可否以學校所募集的民間資源

經費，存入學校公庫且專款專用方式代替校友會

組織。 

 

5.偏鄉各專長師資聘任不易，常須學校民間經費

資源經費提高鐘點費，提高教師留任意願，以留

住專長師資，建議教育處可否媒合或提供民間資

源給各校參考。 

 

6.關於童軍教育發展，建議結合綜合、自然與環

境教育輔導團共同研發課程活動，於童軍宿營中

支援帶領活動。並於山、海、屯區成立童軍社群，

讓各校童軍團利用每月一個周三下午進行團集

會設計並相互支援各校童軍活動，建請縣府給予

公假。 

 

7.少子化造成招生不易，已造成藝才班成班困

難，也可能造成減班形成超額教師，建議可否降

低藝才班成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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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校長社群建議或問題 教育處回應內容 

1.老舊廁所改善經費，可否依廁所屋齡排定改善

順序？ 

 

2.非偏遠之學校無教育部專款補助，建請教育處

編列專款挹注相關教學設施設備，以齊備孩子們

基礎學習環境，同時讓校長能更專心於校務規畫

經營。 

 

3.課桌椅採購可否視各校現況需求（有些學校是

可調式課桌椅），給予不同的採購項目！ 

 

4.感謝縣府媒合學校屋頂和球場光電工程，但協

作廠商進度延宕及施作不當，造成學校教學上困

擾，也間接影響民眾觀感。請教育處協助後續作

業，也建議縣府慎選合作廠商。 

 

5.縣內偏遠山區學校多，參加研習之交通時程

久，建議學期中之研習或會議盡量以線上舉辦。 

 

6.混班政策急需檢討修正：混班政策牽涉層面

廣，涉及硬體教室安排，設備購置，軟體的教師

編制，授課節數，教材內容等問題，急需檢討與

修正。若仍無具體改善計畫，僅以混齡教學計畫

處理，也建議該計劃盡量於七月底前核定，以利

學校課表安排。 

 

7.感謝縣府補助學校遊具設置經費，但因遊具規

範持續修正，原本檢驗合格的遊具，可能在檢驗

期限到時，學校再次申請檢驗卻不合格，如此情

形，學校需針對不合格部份申請經費改善，並進

行第二次檢驗。是否縣府能補助學校兩次檢驗費

與改善遊具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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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校長社群建議或問題 教育處回應內容 

1.建議為站導護之教師加保意外險。導師非教學

工作，建議有專責人力。另學校老師不站導護怎

麼處理？ 

 

2.教育處研習太多，數位研習時數上限建議增

加，以減少差旅費及老師往返負擔。 

 

3.建議國小 7-12 班考量學生數，增加處室組別。  

4.建請建議中央調高校長及主任的薪資結構，提

高學校老師擔任校長、主任之誘因。 

 

5.建議爭取一般學校三年 100 萬補助，另外偏遠

三年 200 萬補助一次核銷，學校負擔重，建議三

年內執行完成即可。 

 

6.建議對於自辦午餐廚房的一般地區及非山非

市學校也有午餐食材 62元的補助。 

 

7.全縣各校提報校外危險路段，建議於上放學時

段協調調度義交、義警到校指揮交通協助。 

 

 

 

第五組校長社群建議或問題 教育處回應內容 

1.大屏觸控式零件年限將屆,因大校數量多經費

龐大更換不易,縱使縣府研擬給大型學校多一點

經費亦無法負荷.              

 

2.國有林地發展處處受限,是否有解編的空間？  

3.行政減量成效不彰,六班以下是否能比照八班

以上增置行政人力？ 

 

4.針對主任儲訓機制是否能鬆綁,讓更多有意願

的老師進來當主任. 

 

5 相關補助獨厚偏遠及特偏學校,例如:午餐或健

康中心,反觀緊鄰的非山非市或一般地區都沒

有，實屬相當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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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組校長社群建議或問題 教育處回應內容 

1.校長社群，請賦予校長選擇權。  

2.研習均攤在各月、寒暑假，不要集中在下半年。  

3.成立實驗教育資源中心（或者實驗教育輔導

團），協助實驗教育順利推展。 

 

 

第七組校長社群建議或問題 教育處回應內容 

1.各校教師甄選不易，代理（課）教師比例過高，

甚至聘不到代理（課）教師情形嚴重，建請教育

處重新評估員額控管比例，增加招考正式教師名

額，又符應國際教育、雙語教育推動，增加專業

英語師資。 

 

2.建請「校務暨校長評鑑」名稱修改為「校務評

鑑」及獎勵從優，以鼓舞校務行政參與熱情與能

量，進而達成評鑑促進發展之正向成效。 

 

 

第八組校長社群建議或問題 教育處回應內容 

1.降低國中組長授課節數以增加教師兼任組長

誘因，解決行政難覓的困境。 

 

2.國小端主任面臨斷層，組長也沒意願被薦送，

建議拉開組長和主任間的福利和配套措施以增

加誘因。（初步了解，組長不敢也不願意承擔責

任） 

 

3.研習指派太多，小校面臨無人可派及代理教師

難覓困境，建議集中寒暑假或減少指派參加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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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組校長社群建議或問題 教育處回應內容 

1.00 國中六年前有一位學生，因父親及祖母弱智，

所以他被社區人士常叫去辦事情以換取生存，因此

學生常不到校，又會躲逃學通報日期限制。 

學校處理： 

學校報逃學通報，少年隊要求學校要有家訪紀錄、

要有輔導紀錄、要轉介輔導，學校所有紀錄都要備

好。學校前後處理約九次、少年隊三次，送入少年

法庭，觀護輔導到半年又半年，一直處理了快兩

年。最後在國中畢業後，觀護人將學生安置在外縣

市等待學校開學後入學，學生在入學前兩個月內逃

亡了三次，少年法庭法官才願意將學生收容到 18

歲。到去年 3月滿 18歲放出來，在外面說學校對

他不好，到處在村莊裡放火，社區人士才又去報

警。該如何處理？ 

危機要化為轉機，第一要有法律常識、第二是要有

臨場應變能力、第三要善用地方資源。校長就是遇

到事情別怕，要冷靜思考，要蒐集多方的資源，未

來在處理突發狀況才能好好解決。 

 

2.媽媽將孩子關在浴室，孩子在浴室死亡。監察院

下來嘉義調查，孩子就讀學校說學生放棄就讀權

利，所以請要找前一個國中，現在因為有學籍在高

中職時，學生未到學校，學校有輔導學生到 18 歲

的義務，所以當學生不想讀高中職，高中職會要學

生簽放棄就讀權利來規避需輔導到 18歲的義務。

而監察院真的到國中來追，學校該怎麼辦？ 

所以學校 AB 卡很重要，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這位

學生是特教學生，國中的特教轉銜通報，證明學生

真的已經去高職學校就讀一年才中輟，應該要去問

高職學校。但是國中要知道，現在畢業生如果未升

學未就業，國中是需要輔導學生到 18歲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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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組校長社群建議或問題 教育處回應內容 

1.學校（國中）是否可以自行調整處室及組長名

稱？是否可以開放？ 

如：教務處、學輔處、總務處，而不是一定要教

導處、總務處、輔導室。 

 

 

2.行政人員延長服務減少到班是否設立補休的

門檻？ 

目前學校現狀核發過於浮濫，如：公務人員未直

接面對學生，是否真的需要延長服務？ 

有教職人員中午午休仍請延長服務因為未離開

學校，想釐清這樣是否也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