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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修法處理不適任教師  搞錯方向將治絲益棼 

教師法修法經 5 月 1 日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完成審查，且決議審查

完成之全版本條文不需經朝野協商逕付二、三讀，依立法院議程安排，將

於 5月 10或 14日進入立法院院會進行二、三讀。 

本次修法的重點在於強化不適任教師的處理，然而因為家長和校長團

體將重點放在「降低教師評審委員會的教師代表」，以致最後的修法結果

雖僅是性平和體罰、霸凌案件須增聘外部委員，但仍然是畫錯重點，且將

來在實際的操作上，恐怕會產生不少的爭議，對於不適任教師的處理將治

絲益棼。 

事實上，不適任教師的處理分成三個階段:1.啟動程序。2.蒐集事證。

3.評議決定。家長、校長團體刻意將重點放在第三階段的教評會評議決定，

是完全忽略了第 1、2 階段的重要性，當然也忽略了校長在第 1、2 階段的

責任。以全國教師會 5 月 6 日召開的桃園市教師體罰、霸凌學生一案，即

可清楚看出，學校在調查期間善盡職責，以及完備處理程序，才是讓不適

任教師真正離開校園的關鍵。因此，全教會認為於教師體罰、霸凌學生事

件，外聘委員應該是協助學校進行調查才是正辦，納入教評會委員不僅無

助於程序的完備，甚至可能成為為學校背書的委員，更不用說已可以預見

將來在評議程序中將發生的許多問題。 

與此同時，管教與體罰、霸凌間的界線為何?面對教室內學生的各種行

為問題，教師一方面要顧及全班學生受教權、一方面要處理個別學生問題

時，教育行政體系是否給予足夠的支援?這是教育體系必須嚴肅面對的問

題。以目前學校的實際狀況，不僅教育部從來就沒有把管教和體罰、霸凌

講清楚，甚至附和民間團體指控教師的管教措施為霸凌；尤有甚者，行政

體系從來沒有給予學校足夠的輔導人力，以致教師在需要資源協助時求助

無門，既要顧及全班學生的受教權，又要處理個別學生的狀況，以致動輒

得咎、被控霸凌。這種行政體系的不做為，卻要把責任讓基層教師承擔，

這是所有老師難以接受的狀況。因此，全教會呼籲教育部應該要有積極作

為，本於維護兒童人權，負起把管教和體罰、霸凌的界線畫分清楚的職責。

不僅如此，更要給予學校足夠的人力，支援教師的求助，才能讓第一線老

師安心的維護學生受教權與兒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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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師專業審查會(專審會)是本次強化不適任教師處理機制的亮

點。此由全教會提出的「協助、補強」機制，是基於教師專業自治的精神，

以專業化且可獲得教師信任的原則而成立，從現有的成果來看，確實能達

到強化處理不適任教師的目的。全教會呼籲教育部，應該堅持專審會設立

的原則與目的，切不可成為政治角力的場域。  

本次教師法修法歷經波折，全教會、全教總積極與立委及大眾溝通，

在朝野立委協助之下，終讓本次修法不合宜條文迅速捨棄，教師法不致成

為行政體系掌控教師工作大權的教師惡法。然版本猶有上述的缺失處，全

教會、全教總懇請立院各黨團，為建立完善機制、減少校園紛爭著想，能

就教師法修法再做考量，於二、三讀之前積極調整版本仍有可議之處，予

以即時補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