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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大專校院學生會傳承與發展研習營」成果交流暨結業式-教育部回應說明 

學員提問類別 提問內容 教育部回應說明 

校內會議之學生代表

產生方式 

1. 《大學法》第 33 條保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

代表出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

會議。惟校方對於學生代表之產生方式向學生提

出質疑，且遴選校長委員會所有委員之權力皆由

校長賦予及任命，請教育部協助處理。 

2.  依校內規定，校務基金學生代表的人選應由學生

會推薦，然校方回復校務基金學生代表人選係由

校長決定，學生會所提出之人選僅供參考，欲詢

問學校此舉是否有違法疑慮？ 

3.  學生代表比例是否提升、以及大學評鑑是否將學

生自治參與納入，立委皆有提出相關問題提案，

希望會議上學生代表及產生方式能夠受到學校的

重視。 

1. 《大學法》第 15 條第 2 項第 2 款明定

學生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各校應訂

有相關代表選舉規定，爰學生代表產生

方式屬大學自主範疇，尊重各校校務會

議運作需求，由學校自訂選舉方式及程

序並據以落實。復依《大學法》第 33 條

第 1 項有關學生代表經選舉產生，因第

5 項已明訂相關事項應訂定辦法，爰亦

屬大學自主範疇，尊重各校實務運作需

求，並可於該等辦法或其他規章明定學

生代表選舉方式及程序。 

2. 有關校務基金學生代表係依「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5 條規定，

校務基金應設管理委員會 7~15 人，成

員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

任之，委員任期 2 年；復依「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5 條

規定，管理委員會應有學生代表至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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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提問類別 提問內容 教育部回應說明 

人，爰學生代表為管理委員會成員，其

聘任係由校長遴選，且應經校務會議同

意後聘任。 

3. 有關學生參與校務發展之作為，本部至

為肯定，爰《大學法》第 33 條第 1 項

規範「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選

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與其學業、生活

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即為本項

精神之體現，有關「學生參與」校務情

形已列入校務評鑑「項目一：校務治理

與經營」「1-4-3 學校具備互動關係人

(含教職員、學生、雇主等)參與校務治

理或反映意見的機制與落實情形」，檢

視學校是否提供學生參與校務治理之

管道，並於評鑑過程中確認學校主動重

視學生參與權利。至校長遴選委員會之

組成及學生代表比例部分，考量大學涉

及層面甚廣，且各界看法不一，將持續

廣徵各界意見納入後續政策研擬參考。 

學校授課期程疑義 請教育部說明學期制 16+1、16+2 之重點與定義，如 目前大學學期週數多以 1學期 18週進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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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提問類別 提問內容 教育部回應說明 

何實施會對學生較好？以法律系為例，課程教不完且

學生授課期程受到壓縮，系上老師也說後面+2 之兩

週並不會講授上課內容，那代表學校課程安排無法上

滿 18 週內容。因為期程縮短而嚴重影響到學生上課

權益，希望教育部說明。 

排，惟《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第 1 項

規定，大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 18

小時為 1 學分，前開規定並未限制大學學

期週數，大學如欲調整學期週數，因涉及學

生學習權益及教師教學規劃等重要事項，

應於學則修正訂定，本部備查時併同檢核

校內溝通諮詢、法規修正及校務會議審議

情形，確保校內多元意見交流及落實民主

正當性。 

勞作教育 

1. 以本校為例，現在勞掃制度是學生監督學生打掃，

如此是否具有教育意義？因勞掃未到而處勞動服

務是否為另類體罰方式？ 

2. 若勞掃成績未達 60 分還須全班連帶記過，是否符

合比例原則？ 

3. 校內規定勞掃時間於上午 7 點到 8 點，這段時間

如何確保學生安全？打掃對於校內學生的學習性

為何？ 

1. 有關本案訴求，本部業已查明後逕復該

校學生會代表。 

2. 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及《專

科學校法》第 34 條規定，大專校院得

依發展特色規劃課程及教學，本部原則

尊重各校規劃各類課程或活動。另本部

於 113 年 3 月 27 日以臺教技通字第

1132300661號函知全國各大專校院，有

關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之課程或活動

開設原則應與一般課程或活動相同，學

校應依下列規範檢視目前辦理方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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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提問類別 提問內容 教育部回應說明 

內容之妥適性： 

（1） 服務學習倘屬課程性質，應依課程相

關規範辦理（如：學分規劃合理性、

教師授課時數、鐘點費等），爰勞作教

育及服務學習課程應依據大學法施

行細則第 23 條第 1 項、專科學校法

施行細則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原則以

授課滿 18 小時為 1 學分，並須由教

師實際在場授課，授課時間應與其他

課程相同（如為必修課程，除經學校

明定完善配套措施、與學生充分溝通

及依校內作業程序審核，得彈性安排

課程時間外，則不得早於第一節課或

於午休、例假日及寒暑假辦理）。 

（2） 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倘為非課程而

係學校之活動，則不應強制學生參加

或設定為畢業門檻，且服務學習應符

合本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

畫」規範，提供經濟弱勢學生每月生

活所需費用，安排生活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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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提問類別 提問內容 教育部回應說明 

（3） 學校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課程或活

動倘涉及獎勵，應依大學法第 33 條

第 1 項及專科學校法第 42 條第 1 項

規定，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

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

之會議訂定相關規定；惟勞作教育及

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之參與結果，應

回歸成績評量機制，不得作為懲處

（警告、小過、大過）等依據。 

重視學生會 
有關學生會校務參與、學輔工作等建議納入校務評

鑑。 

1. 有關學生參與校務發展之作為，本部至

為肯定，爰《大學法》第 33 條第 1 項

規範「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選

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與其學業、生活

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即為本項

精神之體現，有關「學生參與」校務情

形已列入校務評鑑「項目一：校務治理

與經營」「1-4-3 學校具備互動關係人

(含教職員、學生、雇主等)參與校務治

理或反映意見的機制與落實情形」，檢

視學校是否提供學生參與校務治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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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提問類別 提問內容 教育部回應說明 

管道，並於評鑑過程中確認學校主動重

視學生參與權利。 

2. 另有關技專校院部分，說明如下： 

（1） 本評鑑週期（108 至 112 學年度）及

下一評鑑週期（113 至 117 學年度）

校務評鑑指標內涵，均有關提升學

生素養之規劃，按其內涵說明公民

素養應具備包括民主法治等態度與

相關知識。學校藉由法治教育培養

學生自治能力，並提供校務相關會

議參與機會，以利學生對學校發展

提出建言。另依據《大學法》第 33

條及《專科學校法》第 42 條規定，

學校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

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

織，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

治能力。 

（2） 下一評鑑週期（113 至 117 學年度）

技專校院校務評鑑指標，每一評鑑

項目下並設有學校自訂指標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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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提問類別 提問內容 教育部回應說明 

指標之一，學校視需要自行增訂，藉

以呈現學生會校務參與及學輔工作

之成效。 

（3） 針對學生會校務參與、學輔工作等

情形，將請校務評鑑委員於進行評

鑑時列為關注重點。 

學生會成果展資料籌

備內容調整 

多數學生會任期為學年制，但教育部辦理之全學評

（現為成果展）卻採歷年制評核，因現今許多學生會

都有面臨到斷層問題，造成現任學生會年度成果展

現，須承擔上一屆所遺留下來問題，建議可將學生會

成果展配合學生會任期舉辦。 

本案業經綜整學生自治專家學者、學生團

體代表意見後，修訂 113 年「大專校院學生

會成果展實施計畫」，並於 112 年 11 月 22

日以臺教青署參字第 1122215040號函發各

大專校院，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1. 成果資料內容提供時間修正為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活動報名截止前之成果為

主，由參與學生會自行擇取呈現重點，

可呈現前屆及當屆成果。 

2. 年度特色展現由參與學生會就運作上

具特色、創新等內容進行展現，並於實

施計畫列舉方向供各校參考。 

3. 考量近年許多學生會改辦理線上選舉，

解鎖重要任務參考表之「選舉制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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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提問類別 提問內容 教育部回應說明 

鎖內容，新增與線上選舉相關之資料準

備參考內容。 

學生會專題研討補助 
該補助建議應可擴大校際交流，並降低對於學生會幹

部出席人數之限制。 

為擴大校園學生公民意識培力及民主素養

養成，業修訂「大專校院學生會專題研討課

程補助作業須知」，並於 112 年 11 月 21 日

以臺教青署參字第 1122215080號函發各大

專校院，修正重點如下： 

1. 擴大培訓對象：培訓對象非侷限於學生

會幹部、校內學生，如他校學生對活動

議題有興趣者，亦可參與。 

2. 放寬培訓人數限制：取消學生會幹部出

席人數至少 10 人規定。 

3. 調整課程內容：因應培訓對象新增校園

一般學生，可視活動需求安排公民意識

培養等概念性課程，或學生會基礎運作

課程等主題。 

4. 新增跨校合辦：開放跨校共同辦理培訓

課程，擴大校際間培力效益，並增進相

關交流串聯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