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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輟兒少就學權益輔導達到每
學年復學率逐年提升至88%



中輟兒少就學權益輔導達到每學年復學率逐年提升至88%

• 依規定設置專任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110學年度

專輔教師共聘51人、專輔人員共聘13人)。

• 依據多元個案類型，健全三級輔導機制。

• 強化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統籌調派功能。

• 定期辦理全縣輔導人員團體督導與輔導知能培訓(每年

平均22場次。

建立三級輔導

體制，整合學

生輔導工作與

輔導人力運用

• 國中小學校即時通報學生輟學及復學，並由教育處列

管中輟生狀況。

• 每年辦理4次「中輟督導會報」。

• 每年辦理2次「中離輔導聯繫會議」。

• 每年辦理2次「強迫入學委員會議」。

• 本縣中輟生每案均有三級輔導人員提供教師諮詢服務。

中輟、中離

輔導



中輟兒少就學權益輔導達到每學年復學率逐年提升至88%

• 將目睹家庭暴力兒少議題納入相關知能研習，提升教育人員

專業知能。

• 本縣家暴目睹學生業務由輔諮中心主責，並提供相關教師諮

詢服務。

• 輔諮中心每年參與社會局目睹家庭暴力相關會議共20場次。

目睹家庭暴力

兒少就學權益

及輔導

• 針對具學籍之偏差行為7歲未滿12歲之兒童制定「學生輔導流

程圖」及「相關單位與警政單位之合作處理機制作業流程

圖」。

• 視學生輔導需求，連結社政、衛政、勞政、警政、少輔會等

相關資源，共同提供學生校園及家庭等正向環境。

• 輔諮中心舉辦少事法相關知能研習：108年度共辦理1場次、

110年度共辦理1場3天。

銜接少事法修

正，連結跨部

門服務，預防

及輔導學生偏

差行為



中輟兒少就學權益輔導達到每學年復學率逐年提升至88%

績效指標 目標值 評估基準

本縣專業
輔導人員
聘用率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聘用率 =(專任

專業輔 導人員實聘總 數/專任專
業輔導人員應聘總數)X100% 。

2. 本縣依「學生輔導法」及「偏遠
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規定，
聘用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以健全
學生輔導工作，落實三級輔導機
制。

3. 本縣110年度專輔人員應聘數:20名，
實聘13名(含:中心專輔人員7位，
偏鄉專輔人員6位)。

4. 111年度專輔人員應聘數:22名(含:
中心專輔人員8位，偏鄉專輔人員
14位)。

70% 80% 90% 100%



中輟兒少就學權益輔導達到每學年復學率逐年提升至88%

績效指標 目標值 評估基準

中輟兒少
就學權益
及輔導
每學年總
復學率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 該項評估基準：
(復學人數÷ 輟學人數× 100％)，
人數係以當學年度為計算。

2.本縣109學年總復學率為71.74%
3. 中輟生輟學成因多元(如：家庭、
環境、身心狀況等影響)，本縣各
校亦針對中輟生提供「高關懷班、
個別輔導、課業加強、申請家長
親職諮詢」等資源來共同營造友
善環境。

71% 75% 80% 88%



接受「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輔
導之青少年生涯定向比率逐年提升
至80%



接受「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輔導之青少年生涯定向比率逐年提升至80%

至中心網站下載轉介單

填寫轉介單以及家

長同意書簽名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7號4

樓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青少年探索號收

以掛號郵寄至中心

學生意願、動機以及目標

結果會回覆單位

評估是否開案 輔導員服務

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
• 計畫目標：協助15-18歲，國中畢業未升學未

就業、高中職中離或具中離風險之青少年進
行生涯探索，已奠定未來發展基礎。

• 服務方式：提供個別輔導會談、生涯探索活
動或課程

轉介方式



接受「青少年生涯探索號計畫」輔導之青少年生涯定向比率逐年提升至80%

績效指標 目標值 評估基準

接受青少
年生涯探
號計畫輔
導之青少
年生涯定
向比率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 生涯定向人數(升學、就業、 參

加職訓 / (當年度累計輔導人數)-
不可抗因素人數)X 100%。

2. 依本縣108年與109年數據推估，
生涯定向20人(升學、就業、 參
加職訓/ (當年度累計輔導人數31
人-不可抗因素人數8人)X 
100%=87% 。

3. 本項服務計畫扶助之國中畢 業
未升學未就業青少年，其成因多
元複合性問題，除個 人因素外，
亦受如：家庭、人際與生活環境
等外部因素 影響，變化極大且
不穩定。另嘉義縣由於幅員廣闊，
且 110年計畫將擴大服務對象，
故生涯定向比率較難評估。

80% 80% 80% 80%



學生自殺防治與社區
心理衛生之連結



• 輔諮中心針對學校校安通報後，由中心督導主動

聯繫校方，評估學生狀況與後續可能之相關服務

(轉介三級相關單位)。

• 本縣教育處與衛生局合作，於每年9-10月施測

「簡式健康量表(BSRS-5)」，學校端亦依據施測

結果提供學生輔導處遇。

• 每年度邀請衛生局自殺防治業務承辦人合作，向

本縣專輔教師進行相關業務說明。

學生校園與

社區心理衛

生體系連結

學生自殺防治與社區心理衛生之連結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
之發展及角色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前 言 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沿革

於朴子國小成立
嘉義縣親職教育諮詢

服務中心

77/02/01

79/05/01

更名
嘉義縣家庭教
育服務中心

89/1

更名
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

遷移

嘉義縣政府

89/09

92

遷移

創新學院1樓

97/01/16

正式成立二級機關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組織概況

嘉義縣政府

教育處

家庭教育中心

家庭教育輔導

團
志工服務隊

家庭教育諮詢

委員會

家庭教育中程計畫

跨局處聯繫會報

教育處長兼

任主任

2課員 1臨時約僱 2專業人員
1社會

工作員
1輔導員 1行政助理

社教科長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第 16 條社政主管機關於執行職務時，經評估有家庭教育需求者，得轉介推展

家庭教育之機關、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課程、諮商或

輔導等服務。

緣起~家庭教育法修法(108.05.0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80050&flno=16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業務計畫

計畫別

家庭教育實施
計畫

教育優先區-
親職教育

親子共學母語

串聯社區計畫

縣款

親職教育

婚姻教育

性別及社區婦女教育

倫理教育

學校推展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宣導

人力資源與發展

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

新增社會工作專業人員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家教中心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所擔負較屬系統的發展者(方案發展者、計

畫者、政策和程序發展者及倡導者)及系統連結者之角色，規劃符合各網絡單

位(例如:社政單位)針對不同議題發展出各項家庭教育之各項團體及課程，深入

社區提供在地民眾大眾化之家庭教育知能，進而協助提升家庭功能及正向親職

教育之能力。

社會工作專業人員角色定位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計畫

服務計畫

家庭教育資料之提
供及宣導

個別化家庭教育

親職教育團體活動

結婚登記

離婚登記

新生兒登記

小一新生註冊家長

中離生之家長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家庭教育宣導資料提供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計畫

服務計畫

家庭教育資料之提
供及宣導

個別化家庭教育

親職教育團體活動

個別化親職教育

其他個別化服務-
家庭教育專業輔導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
及角色

服務流程圖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1. 服務對象:針對親職教養失功能之國中、小階段學生之家長、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

2. 服務內容:由家庭教育中心受過訓練之志工，依個案情況進行校訪、家訪、電訪，

提供家庭教育諮詢、教育輔導等服務，以強化其親職教育知能，改善家庭關係。

3. 轉介作業：學校或其他網絡單位發現需要服務之個案，請填寫轉介單送至家庭教

育中心。

4. 服務區域:朴子、太保、六腳、新港、中埔、東石、鹿草、水上、民雄、大林為重

要服務區域。

截至110年9月底止，共服務10案，其中8案由社會局轉介

個別化親職教育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1. 家庭行為涉及法律(如性侵、家暴、兒虐及傷害等)

2. 主要照顧者有重大失能(如精神疾患、癱瘓無法言語、長期酗酒等)

3. 該家庭已獲得其他單位協助，且與本方案提供服務類似。

4. 家長或主要照顧者無受助意願。

5. 家長或主要照顧者無法取得聯繫。

6. 經服務後家長不具積極改善意願、無嘗試改變之作為，經督導會

議評估服務效益有限。

不開案/結案指標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1. 服務對象:針對經濟、身心、文化或族群處於需要協助，經本縣學校或社政主

管機關評估，認有家庭教育專業輔導需求者。

2. 服務內容:針對家庭議題由社工師、諮商心理師或臨床心理師提供面談服務。

截至110年9月底止，共服務17案，其中7案由社會局申請，約提供80節次服務

其他個別化服務-家庭教育專業輔導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優先接受家庭教育服務計畫

服務計畫

家庭教育資料之提
供及宣導

個別化家庭教育

親職教育團體活動

團體服務-
親職教育團體活動

團體服務-
幼小銜接起步走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團體服務(山線) 串聯社區計畫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團體服務(海線) 年度計畫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其他團體服務-
幼小銜接起步走



家庭教育中心於社會安全網之發展及角色

困境

1. 網絡單位間服務期待的落差。

2. 服務需志工協助，志工團隊服務量能不足。

3. 服務輸送需仰賴合作單位。



充實地方政府進用
人力



充實地方政府進用人力

社會安全網政策執行以來對教育系統而言，
兒少保護議題及兒少偏差議題之政策其服務
面向更廣更深，尤其在網絡合作中更顯緊密，
因此教育處所需承擔之業務相對增量，在有
限之行政人力面對社政單位配合業務甚感吃
力，建議增補人力惠及縣市政府教育主管機
關，期盼行政人力的增補，讓社會安全網政
策在教育系統之發展更優質更臻周詳。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