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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112年12月25日新北市發生重大校園暴力事件，引發各界
討論觸法少年自少年觀護所離開後銜接機制，爰教育部為強化
各地方政府、學校與各地方法院及網絡單位橫向聯繫工作，透
由地方政府整合轄內資源，建置過渡性教育措施，協助學校輔
導觸法少年順利銜接學校教育及適應校園生活。

計畫說明-緣起與服務學制1 

前言

• 各地方政府所管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
• 教育部所管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學制



• 責付於少年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並得在事件終結前，
交付少年調查官為適當之輔導。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6條第1項第1款(略)26

• 少年法院依少年調查官調查之結果，認為情節輕微，以不付審理為適當者，
得為不付審理之裁定，並為轉介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
為適當之輔導。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29條第1項第3款 (略)29

少年法院審理事件，應對少年以裁定諭知下列之保護處分：
1.訓誡，並得予以假日生活輔導。
2.交付保護管束並得命為勞動服務。
3.交付安置於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適當措施之處所輔導。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42條第1項至第3項(略)
42

1 計畫說明-服務對象1 

簡報者
簡報註解
一、行政督導函文各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配合辦理：111年9月21日「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及輔導實施辦法」。112年4月28日「少年輔導委員會工作督導執行計畫」112年5月1日「少年輔導委員會相關表單」4份。112年6月30再次向各地方政府重申，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請確依「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轉銜流程圖」辦理。二、會議宣導111年12月1日「111年度全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暨業務科科長第2次業務聯繫會議」中，將「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及輔導實施辦法」公布後輔導人員之因應、少年輔導委員會之輔導機制與因應策略，納為專題課程。112年10月26、27日「112年第2次軍訓工作會報」中，向各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加強宣導因應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正及少年輔導委員會新制推動之網絡合作，以完善協助偏差行為學生預防與輔導相關工作。112年11月16日「112年度全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暨業務科科長第2次業務聯繫會議」中，邀請新北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分享「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與少年輔導委員會聯繫及合作機制」。三、教育事務視導112年2月至3月，本部為強化各地方政府輔導工作之推動，已將「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後，針對偏差兒少建立跨網絡資源連結與後續追蹤機制」納入地方教育事務視導工作訪視項目，並於視導中提醒各地方政府，新制少年輔導委員會將於112年7月1日起正式上路，請各地方政府依據「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及「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轉銜流程圖」建立完善輔導制度，並與少年輔導委員會建立密切合作機制。



計畫說明-過渡性教育措施啟動時機1 

少年法院於「少年調查官審前調查階段所召開之個案聯繫會議」或
「裁定前少年法院所召開之個案或資源聯繫會議」，對於「少年有危
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情形者，將邀請該個案就讀學校指派適當代
表出席說明提案，並於會中進行個案討論評估該生是否可直接入校入
班或是採行過渡性教育措施，進行適應銜接機制。

學校如認學生有上列中介教育需求，於少年法院或相關機關構依少
事法第42條第5項及第6項等法令召開相關會議時，學校應指派適當
人員到場參與評估、協商與決定。



學生經評估至過渡性教育措施後1個月內，必須完成學生輔導評
估會議。學校須定期訪視、瞭解學生學習狀況，以利學生返校時
能與學校課程、活動有效銜接。

學生輔導工作橫向聯繫溝通

具輔導關懷需求之學生接受過渡性教育措施之期程，以1個月為基
準，必要時得延長，延長以1次為限，每次不得逾1個月，故學生於
過渡性教育措施以不超過2個月為限，經評估至過渡性教育措施後
1個月內，必須完成學生輔導評估會議。

過渡性教育措施銜接期程

02

接受本計畫草案之過渡性教育措施學生仍以返回學校為目標，故在
課程安排之規劃上，應與學校課程、活動有效銜接。

計畫精神與目標01

0503

2 提醒及應注意事項



各地方政府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應指派專任專業輔導人員，針對接
受過渡性教育措施之學生進行關懷，掌握學生受輔導之情形。

各地方政府輔諮中心應協助事項

05

050604

06

2 提醒及應注意事項

學生於原就讀學校之學籍、出缺勤紀錄、學業等有關個人成績評
量事項，請以學生最佳利益之角度，協助彈性處理。

彈性調整學生德性評量與成績評量

學校參與少年法院庭召開之「學生聯繫會議」或「資源聯繫會議
」，須以兒童最佳利益之前提，提供有關少年就學、輔導等建議。
學生如為「脆弱家庭、兒少保個案或中、低收入戶家庭等需經濟
協助者」各地方政府應連結社政單位辦理，確保學生原有社會福
利資源不中斷。

兒少權益維護與社政資源不中斷



3 Q&A

資源聯繫會議、學生返校評估會議及相關會議由誰召開?

司法院業於113年4月10日函請各少年法院於「少年調查官審前調查階段
所召開之個案聯繫會議」或「裁定前少年法院所召開之相關會議」，對於
「少年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情形者，應邀請該個案就讀學校指派
適當代表出席說明提案，並於會中進行個案討論評估該生是否可直接入校
入班或是採行過渡性教育措施。至學生返校評估會議則由學校擔任窗口，
並與過渡性教育措施輔導員保持密切聯繫。

Q

A



3 Q&A

學校如提出進入過渡性教育措施，惟少年調查(保護)官經審酌仍
讓學生入校入班就讀應該怎麼辦?

司法院業於113年4月10日函請少年法院於調查審理及保護處分執
行期間，學校如認有過渡性教育措施需求，於少年法院或相關機關
（構）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42條第5項及第6項等法令召開相
關會議時，學校應指派適當人員到場參與評估、協商與決定；經綜
合評估後如認學生應可入校入班時，請學校向少年調查(保護)官提
出列入少年應遵行事項，如有違反請即時通報少年調查(保護)官協
處。

Q

A



3 Q&A

1.學校認學生有過渡性教育措施需求時，可聯繫少年主責之少年調查(保
護)官提出建議需求，俟會議召開時邀請教育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及所

   轄地方政府辦理過渡性教育措施業務人員共同參與。
2.如為學生主責之少年調查(保護)官通知學校召開或參與會議，則請學校
   指派校內專任輔導教師或學生主責之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及學校所在地之
   地方政府共同參與，提供過渡性教育措施輔導資源。

教育部主管之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如有評估進入過渡性教育
措施需求時，應如何辦理?

Q

A



3 Q&A

學生如經少年調查(保護)官、過渡教育措施輔導員、學校代表及網絡
單位共案評估，均認學生狀況已適合入校入班，亦可提早返校，無
須一定要待滿1個月或2個月。

學生如果於過渡性教育措施行為確有改善，可不可以提早入校入班?

請輔導員於評估表敘明原因，並與學校專業輔導人員就學生後續需
連結之輔導工作進行討論，相關建議可報請少年調查(保護)官協處；
學生於過渡性教育措施期間如未遵守應遵行事項亦同。

學生如經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之單位人員第2次評估，認為返校尚
有疑慮怎麼辦?

Q

A

Q

A



3 Q&A

除了報請少年調查(保護)官協處外，另請通知家長知悉。如連續3
天以上未參加課程，則請學生原學校依規定進行中輟(離)通報。

學生如果未依時參加過渡性教育措施該怎麼辦?

1.學生於滿18歲時是否需持續於過渡性教育措施階段，請學校於評
估會議時通報少年調查(保護)官，依少年案件審理狀況及少年事件
處理法規定辦理。

2.學生於過渡性教育措施銜接期間，不受寒暑假影響，仍依少年法
院(庭)裁定之處置辦理。

學生如果於過渡性教育措施期間滿18歲或橫跨寒暑假，應如何處理?

Q

A

Q

A



3 Q&A

學生學籍轉銜期間，建議邀請學生嗣後就讀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
學校代表，共同參與評估會議討論，就學生之狀況進行交流與討
論，俾完善學生處遇及轉銜輔導工作。

國中階段學生如果於過渡性教育措施期間畢業，且已有確認錄取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校，應如何處理?

進入過渡性教育措施學生權管單位，以其學校所轄地方政府為主，如
學生有個別需求須於居住地執行過渡性教育措施，建議進入評估會議
討論，並邀請屏東縣政府參與討論。

學生如於高雄市就讀，但居住地位於屏東縣，請問權管如何劃分?

Q

A

Q

A



簡報結束
敬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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