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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公布版) 

壹、被糾正機關：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貳、案   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新聘教師案件，教

師評審委員會功能不彰；校安通報機制有

欠周全；處理涉及職場暴力案件，未能保

持中立，亦未依法定程序運作，專業不足，

又嚴重延宕，且未適時關懷及協助當事

人，確有怠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本案緣於陳訴人陳訴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下稱國北

教大)陳姓校長涉有職場暴力等情到院，經調查委員自動

調查。案經調閱教育部及國北教大等卷證資料，並於民

國(下同)110年7月16日、21日、28日及8月3日詢問案關

人員，調查發現，國北教大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下稱社

發系)新聘教師案，該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審

議過程，未能發揮功能。又該校校安通報機制有欠周全，

且處理涉及職場暴力案件，未能保持中立，亦未依法定

程序運作，專業不足，且嚴重延宕，復未能適時關懷及

協助當事人，核有嚴重怠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

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一、國北教大社發系辦理109學年度第2學期新聘教師係

先聘人再改課程架構，尚非因課程需求而聘人，除與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等規定

之意旨有違外，易遭非議。另該校教育學院教評會及

校教評會既已知悉該新聘教師案之處理存有疑義，卻

仍進行投票並通過該案，致該等教評會功能不彰，核

有不當： 

(一)大學法第1條第2項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

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同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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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條規定：「大學教師之聘任……等事項，應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分級、組

成方式及運作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2條

規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分下列三級：一、系

(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所教評會)。二、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三、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同辦法

第4條規定：「本會審議事項如下：一、關於教師之

聘任……等評審事項。……」同辦法第6條規定：「本

辦法所評審事宜，須先經由系(所)教評會決議，送

院教評會通過，再送人事室簽請校長提校教評會審

議。……」又，詢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下稱高教

司）梁副司長學政表示，大學學術自主，聘任老師

由大學決定等語。是以國北教大教師之聘任須經該

校系(所)、院、校教評會審議。 

(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要點
1
第3點規定：「本系教師之新聘……之

審議，均應視本系實際人力需求，考慮員額編制、

開授課程以及任課時數等因素決定之，並除遵照有

關法令規定外，悉依本要辦理。」同要點第4點規定：

「本系教師之新聘須本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

依下列程序辦理：(一)應依員額編制、課程需要及

授課時數等因素，以確定新聘教師名額。……」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第6條

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專任教師聘任及升

等審查準則第6條亦均規定教師新聘須本公開、公

                   
1
 109年6月16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及109年9月9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

第1次院教評會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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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公正之原則及各系(所)應依其員額編制、課程

需要及授課時數等因素，以確定新聘師名額。是以，

國北教大新聘教師既應依員額編制、課程需要及授

課時數等因素，確定新聘教師名額，則新聘教師當

以課程需要而聘之。 

(三)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原則
2
第1點規

定：「各類課程之審議層級如表 1，分別說明如

下：……(2)各系(所)之必選修課程，經系(所)課程

委員會議、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

查……」又依其表1「教務與課務相關業務審議層級

表」，因特殊需要未依校訂之學年度課程計畫表開

課課程之審議層級為系課委會、院課委會、教務處

(校課程委員會、教務會議)。同原則第2點規定：「各

級課程委員會提案應備資料：(一)提案單……(二)

系(所、學位學程簡介)：……(三)課程結構表：……

(四)教學計畫：以下提案請附教學計畫：……2.新

增課程……。」另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開課實施辦法
3
第1條規定：「本校各開課單位每學期開課之科目名

稱、時數、學分數應依照校訂之學年度課程計畫表

實施。但因特殊需要依程序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之

選修課程，不在此限。」爰國北教大各系(所)之必

選修課程，經系(所)課程委員會議、院課程委員會

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即可，倘因特殊需要未依

校訂之學年度課程計畫表開課課程，則須送校課程

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 

(四)國北教大社發系社會與教育發展組於109年4至5月

召開4次會議討論研定109學年度第2學期新聘專任

                   
2
 108年3月20日國北教大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委會通過。 

3
 109年4月8日國北教大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及109年5月19日108學年

度第6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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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之教師專長領域，嗣於同年6月16日系教評會

通過徵聘公告，且該系於同年6月19日簽辦該新聘

教師案經張前校長新仁於同年6月30日同意後，該

校於同年7月3日刊登徵聘公告。同年9月22日國北

教大社發系教評會決議邀請5位數位行銷領域應徵

者進行專題報告，同年10月13日專題報告後，社發

系於同日教評會票選出A師為新聘教師人選。A師並

於同年10月20日填寫專任教師提聘表(略)。 

(五)國北教大社發系109學年度入學學士班及日碩班課

程計畫(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表)之提案於109年4

月14日系課委會及4月22日院課委會通過，並經同

年4月24日教務處備查。嗣於同年5月12日系課委會

提案修正新增「社會創新與實務」課程（選修，3上），

並經同年9月23日院課委會通過，及經同年9月28日

教務處備查。其後，社發系再於109年11月3日課委

會提案通過109學年度入學學士班課程計畫修訂案

新增「整合行銷傳播」課程(選修，4下)，109學年

度入學碩士班課程計畫修訂案新增「新媒體行銷專

題研究」課程(選修，1下)，並經同年11月11日教育

學院課委會審議通過。嗣教育學院教評會於同年11

月25日討論社發系新聘教師案時決議：「經查證提

聘表中擬授四門課程尚未在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

表中，敬請社發系提供109-2A師所授課程的相關資

料」及投票通過該案，並附帶決議：「各系所新聘專

任教師時，敬請檢附新聘專任教師擬授課程結構與

教學科目表、課綱等相關授課資料」。社發系遂於同

年11月27日依上開決議提供資料，該資料並載：「本

系新聘教師A副教授109學年度第2學期擬開課程如

下，其中『整合行銷傳播(學士班)』及『新媒體行

銷專題研究(碩士班)』課程為新增課程，業經院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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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109.11.11)審議通過，目前送校課委會審議

中，其餘均為該系原有課程計畫內之課程」。嗣該校

校課委會及教務會議分別於同年12月2日及12月9

日通過上開2門新增課程。 

(六)國北教大社發系於109年11月27日補充資料後，教育

學院於110年1月7日將該相關資料彙整後提交人事

室，作為同年月12日校教評會提案相關資料。是日

校教評會決議通過該新聘教師案並附帶決議：「有

關提送校教評會之新聘任專任教師案，擬任教科

目，僅能提列『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表』所列課程」。 

(七)按上開說明，國北教大社發系109學年度入學學士班

及日碩班課程計畫(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表)已於

109年4月24日教務處備查。該系卻於同年10月13日

票選出A師為新聘教師人選後，即於同年11月3日系

課委會新增「整合行銷傳播」課程(選修，學士班4

下)及「新媒體行銷專題研究」課程(選修，碩士班

1下)，且於同日排課小組會議排定由A師授課。經查

A師於109年10月20日提聘表所列4門擬授課程並非

該系大學部及日碩班109學年度課程計畫(課程結

構與教學科目表)所列課程，且上開新增課程係經

系、院課委會通過後，再經同年12月2日校課委會及

12月9日教務會議通過。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開課

實施辦法之規定，該等課程顯係屬特殊需求所開。

另依該校110年1月12日校教評會會議紀錄(略)可

知，該系有先聘人再改課程而尚非因課程需求聘人

之情事。 

(八)再者，國北教大教育學院雖於109年11月25日院教評

會已發現A師提聘表中擬授4門課程尚未在課程結

構與教學科目表中，卻僅請社發系提供109-2A師所

授課程的相關資料，而仍投票通過該新聘教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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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據該院吳院長表示：「社發系原來是社會科教育

學系，所以會在教育學院。但是這個系現在已轉型

成不是培養老師的學系。……所以他的系在轉型的

歷程中，我們也理解、可以接受，如果系要轉型，

聘的老師又是原來社會科教育系，永遠沒有辦法轉

型」、「(問：這有個程序的問題，院長你本來就應該

堅持，系還未轉型前，課程在那邊，本來就要依照

課程架構聘老師，不然就是開會討論，課程改了再

來聘老師……)是，院級委員當然也看到這一點，但

我們通常也尊重各系的提案。」顯見國北教大教育

學院雖已知悉社發系並非依課程需要聘老師，卻仍

因尊重各系提案而通過該案。 

(九)另國北教大於110年1月12日召開校教評會討論社發

系新聘教師案，依會議紀錄所載(略)嗣並進行投票

且通過該新聘教師案。詢據陳校長慶和表示：「（問：

貴校新聘專任教師是否應依課程需求聘任教師）

是。」陳校長既認為應依課程需求聘任教師，惟在

校教評會對於社發系先聘人再改課之做法提出質

疑時，卻仍進行該新聘教師案之投票。 

(十)大學法雖規定大學享有自治權，惟無自律何以自治。

又，大學法對於教師之聘任既賦予教評會三級三審

之責，倘教評會失去自律，則其功能自不存在。依

上開說明，國北教大社發系109學年度第2學期新聘

專任教師並非因課程需求而聘任教師，而係先聘人

再改課架，該校教育學院教評會雖知悉上情，卻因

尊重系提案而通過該案。而校教評會時，部分教評

委員亦已提出該系先聘人再改課綱之質疑，惟主席

陳校長慶和卻仍進行票選通過該案，實顯該校教評

會三級三審之功能未發揮，自律制度遭嚴重破壞。

縱然國北教大社發系要進行轉型，惟在課程架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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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況下，其聘任教師當因課程需要而聘，否則當

於更改課程架構後再聘教師。 

(十一)綜上，國北教大社發系辦理109學年度第2學期新

聘教師係先聘人再改課程架構，尚非因課程需求而

聘人，除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

辦法等規定之意旨有違外，易遭非議。另該校教育

學院教評會及校教評會既已知悉該新聘教師案之

處理存有疑義，卻仍進行投票並通過該案，致該等

教評會功能不彰，核有不當。 

二、國北教大校安通報機制有欠周全，且該校雖訂有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為

本校安通報事件後續處理之依據，惟該校未能保持中

立，亦未依法定程序運作，專業不足，且嚴重延宕事

件之處理，復未能適時關懷及協助當事人，核有嚴重

怠失： 

(一)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第4點規

定：「校安通報事件，依其屬性區分如下：(一)依法

規通報事件……（二）一般校安事件……。前項校

安通報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列為緊急事

件：……(三)逾越學校、機構處理能力及範圍，亟

需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處。……校安通報事件類

別、屬性及名稱一覽表如附件一。」又該附件一所

列「一般通報事件」之八「其他事件」之「校務相

關問題」則包括「教職員間之問題」及「人事問題」

等。同要點第5點規定：「學校、機構之校長……職

員……及其他運用人員發生前點所定各類校安通

報事件時，均應通報本部。」及同要點第8點規定：

「學校、機構人員知悉所屬學校、機構發生校安通

報事件時，應以口頭或書面告知學校、機構受理（權

責）單位，或逕行於法定時間內向各主管教育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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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通報；各學校、機構受理（權責）單位獲知後，

應依相關規定啟動必要處理機制，並於時限內完成

依法規通報及校安通報網通報。……」 

(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一、目的」之規範略以：「……執行職務遭受不法

侵害即俗稱『職場暴力』，職場暴力指的是工作者在

與工作相關的環境中(包含通勤)遭受虐待、威脅或

攻擊，以致於明顯或隱含地對其安全、福祉或與身

心健康構成挑戰的事件。」；「三、職責」之規範略

以，校內職業衛生護理師、諮商心理師及校內臨場

服務醫師、單位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校

內教官、人事單位人員、校內之工作者均擔任職場

暴力預防及處置小組成員；「四、執行職務遭受不法

侵害預防計畫執行流程」之「6、建立事件處理程序」

則規範：「C.學校建立職場暴力處置執行流程」及

「D.建立職場暴力處理小組，由人事室人員、學務

處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護理人員、諮商

心理人員、教官室、臨場服務醫師及教職員工與學

生代表組成，負責執行控制暴力的策略及處理職場

暴力案件並填具工作者遭遇職場暴力追蹤調查表。

其成員必須熟悉學校內部對暴力事件發生時之應

變方法與步驟，並視情況及時報警，以應對突發事

件。」又該計畫附件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內禁

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之書面聲明」第2點「職場暴力

行為的樣態」包括「語言暴力」(如：霸凌、恐嚇、

干擾、歧視等)，該聲明第4點則載以：「本校內所有

工作者均有責任協助確保免於職場暴力之工作環

境，任何人目睹及聽聞職場暴力事件發生，都應立

即通知本校內人事部門或撥打工作者申訴專線，本

校內接獲申訴後會採取保密的方式進行調查，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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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屬實者，將會進行懲處。」 

(三)國北教大陳校長、陳主秘及蔡學務長等3人於110年

1月12日校教評會後赴洪師研究室後，洪師當日除

分別致電翁院長、人事室華主任及教育學院吳院長

外，並於同年月12日、13日、14日致電該校保全協

助陪同至校門離開學校。洪師於同年1月14日18時6

分向該校校安中心提出校安通報(序號：1749309，

下稱本校安通報事件)，該校學務處校安組值日人

員於同日18時29分至教育部校安中心網站完成校

安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則於該系統回覆「請校方

予以追蹤關懷並協助處理」。嗣教育部校安中心並

於110年1月21日持續追蹤，電聯該校校安中心值班

人員，針對初報內容有關陳姓教授及陳姓職員全

名，請其修正，並就後續案情進行續報。 

(四)國北教大完成校安通報後遲未結案，其處理過程核

有下列缺失： 

1、本校安通報事件之當事人為陳校長等3人，致張

副校長未能及時獲悉該事件以儘早處理，該校校

安通報機制顯欠周全。又，張副校長為陳校長所

任命，竟於成立處理小組
4
前向陳校長報告處理之

方式，且擔任處理小組成員，未能迴避案關當事

人，有失中立： 

（1）本校安通報事件經國北教大承辦人於110年1

月14日以紙本陳核後，會辦人事室(略)，嗣經

環安組王組長怡忠於同年 1月 19日會辦意見

(略)並經總務處簡任秘書及總務長核章後，同

年1月20日奉張副校長郁雯裁示(略)。詢據張副

                   
4
 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之建立事件處理程序，係建立「職

場暴力處理小組」，惟國北教大相關簽辦內容或稱成立「職場暴力預防及處置小組」，或稱

成立「職場不法侵害處置小組」。本調查報告若有簡稱時，則以「處理小組」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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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郁雯表示：「(問：為什麼校安通報你這麼

晚才知道？)可能因為校安通報line群組中有

校長，所以本件沒有在群組通報。」 

（2）又，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

侵害預防計畫規定「職場暴力預防及處置小組」

及「職場暴力處理小組」之成員並未包括副校

長，然張副校長卻成為該小組之一員。詢據張

副校長雖表示：「當初我認為我並不適合，但本

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的主席是

我。」惟張副校長為案關校長所任命，由其擔

任該處理小組一員，尚非妥適。 

（3）再者，本院詢問：「洪案發生後，校長有無對你

任何指示？」張副校長答以：「我有請教律師，

律師建議要跟校長報告事情處理的方向。在處

理小組成立之前，我有向校長報告。因校長是

當事人。其他場合校長沒有跟我談這些事。」 

（4）按上開說明，本校安通報事件之當事人為陳校

長等3人，致張副校長未能及時獲悉該事件以儘

早處理，該校校安通報機制顯欠周全。又，張

副校長為陳校長所任命，竟於成立處理小組前

向陳校長報告處理之方式，且擔任處理小組成

員，未能迴避案關當事人，有失中立。 

2、本校安通報事件業已成案，國北教大後續處理竟

屢次要求當事人填寫申訴單，且因當事人未提送

申訴單，即將所召開會議定調為未正式成案之協

調會議，顯見該校對職場暴力事件之處理專業不

足，更嚴重延宕事件之處理： 

（1）國北教大總務處環安組王組長怡忠於110年1

月21日簽擬成立職場暴力預防及處置小組，名

單於同日經張副校長批示同意。嗣王組長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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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月22日、1月25日分別以3封電子郵件通知

洪教授依該計畫提送遭遇職場暴力事件通報/

申訴單(下稱申訴單)，且因其未回覆申訴單，

該處理小組竟將同年1月26日召開之會議，定調

為未正式成案之協調會議，並依會議結論於同

年1月29日以國北教大函函請當事人提送申訴

單憑辦，及於同年2月3日發文予當事人將校安

通報內容視為本案申訴單以憑啟動。 

（2）本院詢問：「為什麼要洪師填單？」國北教大總

務處環安組王組長怡忠答以：「律師建議請當事

人填報申訴單」。又本院詢問係奉何人指示要發

上開110年1月22日及25日電子郵件，王組長怡

忠則答以：「是我自己發的」。按「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校內禁止工作場所職場暴力之書面聲

明」即有「任何人目睹及聽聞職場暴力事件發

生，都應立即通知本校內人事部門或撥打工作

者申訴專線」之規定。教育部亦表示
5
，該校內

目睹及聽聞職場暴力事件者，均應填寫「遭遇

職場暴力事件通報/申訴單」，不限於受害者本

人等語。惟本校安通報案件成案後已移請總務

處環安組主政辦理，總務處環安組之承辦人及

該校職場暴力預防及處置小組卻屢屢要求當事

人填寫申訴單，且因當事人未提送申訴單，即

將所召開會議定調為未正式成案之協調會議，

顯見該校對職場暴力事件之處理專業不足，更

嚴重延宕事件之處理。 

3、國北教大對於職場暴力既訂有處置流程，本校安

通報事件當即依該流程辦理，惟該校卻遲未啟動

                   
5
 參見教育部110年7月5日臺教高(五)字第1100083351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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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甚擬依教育部之訪視調查結果以憑執行後

續程序，顯有怠失： 

（1）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

防計畫載有學校建立職場暴力處置執行流程，

依其所附流程，校內工作者遭遇疑似職場暴力

行為經申訴或通報後，經判斷如為內部暴力，

則由校內工作者代表調查，調查結果如屬實，

則協調處理，倘雙方接受協調，則檢討及改善

預防措施，倘雙方不接受協調，則公部門勞檢、

警政及法律機關介入處理。是以國北教大對於

涉及職場暴力案件當依所訂處置流程辦理。 

（2）本校安通報事件發生後，國北教大雖成立處理

小組，卻遲未啟動調查，該校表示
6
，教育部於

110年1月29日函通知訂於同年2月4日前去該校

進行實地訪查，當日教育部亦建議可將校安通

報視為申訴單。該校考量該計畫及處理小組既

尚未正式啟動且無調查權，學校於同年2月3日

函知當事人除將校安通報單視為申訴單外，並

告知全案將待教育部之訪視調查結果後以憑執

行該計畫之後續程序。惟教育部於110年7月30

日函復本院表示
7
，國北教大學校主管知悉此一

校安事件，於指示依本計畫辦理時，即應依規

定啟動相關調查機制，而非待該部訪視結果再

予辦理。 

（3）再者，詢據張副校長表示：「（問：這件事處理

完了嗎？）沒有。我們認為教育部是公正的第

3方，調查結果有給學校跟洪師，如果教育部都

                   
6
 參見國北教大110年4月21日北教大總字第1100140164號函。 

7
 參見教育部110年7月30日臺教高(五)字第110010154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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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辦法查出來，我們就沒有辦法查出結果。」

惟詢據教育部人事處王處長崇斌則表示：「這案

子顯示制度不足。有關職業不法侵害，主管機

關是勞動部，勞動部訂有指引。在勞動部的相

關規定訂有，如果是雇主施暴，應保護被害人。

就職安署的規範，還是要由組織進行調查。組

成小組後，應進行相關訪談，如果屬實，要協

調處理。若未有共識，受害者可以請求勞檢，

或以其他方式救濟。學校是有權責做公平公正

的調查。我不認同副校長說無法處理。我們後

續要詢問學校，學校說有溝通協調，關懷輔導，

但仍非預防計畫規定的正規程序。當事人應尚

未接受學校之處理方式。」 

（4）按國北教大對於職場暴力既訂有處置流程，本

校安通報事件之後續處理當即依該流程辦理，

惟該校卻遲未啟動調查，甚擬依教育部之訪視

調查結果以憑執行後續程序，顯有怠失。 

4、本校安通報事件成案後，國北教大未適時對當事

人追蹤關懷並協助處理，以及啟動保護當事人身

心安全之機制： 

（1）國北教大於110年1月14日向教育部進行校安

通報後，該部校安中心同日於系統回覆「請校

方予以追蹤關懷並協助處理」。本校安通報事件

經承辦人依序陳核後，張副校長於110年1月20

日批示(略)。 

（2）國北教大就本院所詢教育部校安中心回覆「請

校方予以追蹤關懷並協助處理」，該校何人於何

時提供當事人何種具體關懷，如何協助處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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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8
，(略)。惟依洪師於同年2月2日向國北教

大所陳，(略)，事發迄今已將近3週，該校所提

供之追蹤關懷與協助處理之實質作為為何？又

國北教大於110年8月10日函復本院表示
9
，為關

懷當事人，且基於洪師於溝通意願調查表述願

意持續溝通，故該校總務長、簡任秘書及環安

組長於110年7月7日下午與當事人(洪師)面談

及關懷當事人之心靈狀況。洪師提出本件若涉

訟，請求人事室協助申請涉訟費用之訴求等語。

顯見國北教大於本校安通報事件發生後，並未

積極給予當事人追蹤關懷並協助處理。 

（3）至有關身心安全機制部分，本院函詢國北教

大，110年1月20日張副校長批示後，該校啟動

保護洪師身心安全機制之具體時間及措施，國

北教大表示
10
，(略)。本院再詢：「您有無指示

教育學院院長、心諮系系主任及總務長持續關

心洪師？」張副校長郁雯答以：「我用口頭指示。

○○中心的主任說他有去看心理醫生會比到中

心好。」至於教育學院吳院長麗君則表示：「我

記得副校長口頭上曾跟我提這件事，但國北教

大一直是溫暖的校園，不用任何人講，大家一

定會互相關照。」 

（4）按上開說明，教育部校安中心於110年1月14日

即請校方予以追蹤關懷並協助處理，而張副校

長亦於同年1月20日批示(略)。惟該校除告知當

事人如覺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可循司法機關處

理，並自次(15)日起每日請值班人員不定時巡

                   
8
 參見國北教大110年6月4日北教大總字第1100000535號函。 

9
 參見國北教大110年8月10日北教大人字第1100017013號函。 

10
 參見國北教大110年6月4日北教大總字第110000053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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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外，並未見具體追蹤關懷並協助處理之實質

作為，迄至110年7月7日始由該校總務長、簡任

秘書及環安組長與當事人面談及關懷當事人之

心靈狀況。另張副校長雖口頭指示教育學院院

長、心諮系系主任及總務長持續關心洪師，然

亦未見相關實質作為，爰本校安通報事件成案

後，國北教大未適時對當事人追蹤關懷並協助

處理，以及啟動保護當事人身心安全之機制，

核有未當。 

(五)揆諸上述，本校安通報事件之當事人為陳校長等3

人，致張副校長未能透過通訊軟體及時獲悉該事件

並儘早處理，凸顯該校校安通報機制有欠周全。又，

國北教大雖訂有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執行職務遭受

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並以為處理本校安通報事件後

續處理之依據，惟負責處理本案之張副校長竟向案

關校長報告處理方式，有失中立，且該事件既為校

安通報之後續處理，依該計畫並非當事人才能通

報，該校竟屢次要求當事人填寫申訴單，該校處理

職場暴力事件之專業確有不足。再者，該校對於職

場暴力訂有處置流程，惟對本事件卻遲未啟動調

查，甚擬依教育部之訪視調查結果後以憑執行後續

程序，在在顯示該校有嚴重延宕處理之情事。此外，

該校對通報當事人未適時予以追蹤關懷並協助處

理，及啟動保護當事人身心安全之機制，均有未當。 

(六)綜上，國北教大校安通報機制有欠周全，且該校雖

訂有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

防計畫，並為本校安通報事件後續處理之依據，惟

該校未能保持中立，亦未依法定程序運作，專業不

足，且嚴重延宕事件之處理，復未能適時關懷及協

助當事人，核有嚴重怠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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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新聘教師案件，

教師評審委員會功能不彰；校安通報機制有欠周全；處

理涉及職場暴力案件，未能保持中立，亦未依法定程序

運作，專業不足，又嚴重延宕，且未適時關懷及協助當

事人，確有怠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

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教育部督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

復。 

提案委員：范巽綠 

賴鼎銘 

林文程 

林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