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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三章第十條

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應將該事

件交由所設之校園霸凌因應小組調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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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接獲疑似霸凌事件申請或檢舉後，學校於受

理申請後外，應於三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

小組會議，開始處理程序，並於受理申請之次日

起二個月內處理完畢，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調查及

處理結果，並告知不服之救濟程序。

學校防制霸凌因應小組處理前項事件時，得成立

調查小組調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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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調查原則：

調查小組全體成員應全程出席，以便直接

參與調查程序。

二、集中調查原則：

為避免延滯程序，調查日期不應間隔過

久，以集中調查及迅速處理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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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禁止片面接觸：依據行政程序法第47條

調查人員在行政程序中，除基於職務上之必要外，不得

與當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之外接觸。

調查人員與當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

觸時，應將所有往來之書面文件附卷，並對其他當事人

公開。

前項接觸非以書面為之者，應作成書面紀錄，載明接觸

對象、時間、地點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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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客觀公正及專業原則：

霸凌事件之調查處理，應衡酌雙方當事人之權

力差距。

所稱雙方當事人之權力差距，指當事人雙方間

存在之地位、知識、年齡、體力、身分、族群

或資源之不對等狀況。



宏
觀

五、充分陳述原則：

應讓當事人雙方就自己之主張充分完整之陳述

外，並應讓兩造當事人對對方之主張提出答辯及

質疑，並交叉詢問。之後，如有補充之必要，安

排再次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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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證據足夠原則：

就雙方當事人所提之證據訪談查證，若足以事實

認定即可。例如甲方提出十個證人，訪談二人後

就有足夠證據，其餘八人就無需一一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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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採多數決或共識決原則：

就申請調查事件，調查小組成員間無法達成全

體一致的看法時，就應以「多數決」或「共識決

」之方式，決定其調查結果與處理建議，但不同

意者得提出不同意見書，一齊交給防制霸凌因應

小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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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密原則：
(一)保密之客體：

霸凌事件之當事人、檢舉人及證人之姓名及
其他足以辨識身份之資料，應予保密。

(二)保密之主體：
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學校或主管機關內負責
處理霸凌事件之所有人員。

(三)例外情形：
學校或主管機關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
之考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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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獨立原則：
比照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十條第六項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
程序進行之影響。

比照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15條

性平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
及處理結果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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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管轄學校或機關調查處理校園霸凌事件時，應
依下列方式辦理：

ㄧ、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
陪同。

二、行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人有
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質。

三、基於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
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人、被害人或受邀
協助調查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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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行為人、被害人、檢舉人或受邀協助調查之

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密

。但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考量者，不在

此限。

五、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為釐清相關法律責任

，事件管轄學校得經所設之防制霸凌因應小組決

議，或 經行為人請求，繼續調查處理。學校所屬

主管機關認情節重大者，應命事件管轄學校繼續

調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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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公文(書面)通知。

二、調查的場所。

以安全、隱密、溫馨之處所為原則

三、全程錄音，必要時錄影(徵詢同意)。

四、調查小組調查委員會議(職務分工)

(一)召集人

(二)主要之詢問人

(三)調查報告主筆人（撰寫人）

訪談工作通知書.docx
調查小組調查委員會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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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閱讀相關資料與討論事件樣態

(五)討論爭點

五、調查訪談的順序--分開隔離訪談

(一)申請調查人

(二)相關人(當事人請求調查或調查小組認為必要者)

(三)被申請調查人

(四)必要時，可再詢問申請調查人、被申請調查

人、相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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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簽到。

七、簽保密協定書。

八、訪談時間的安排

九、受訪者進出動線

十、學校安排人員將錄音檔謄寫成逐字稿。

十一、特殊狀況處理

簽到表.doc
保密協定書.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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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提出報告，其內容應包 括下列事項：

一、申請調查事件之案由，包括當事人或檢舉之

敘述。

二、調查訪談過程紀錄，包括日期及對象。

三、被申請調查人、申請調查人、證人與相關人

士之陳述及答辯。

四、相關物證之查驗。

五、事實認定及理由。

六、處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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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及主管機關對於與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
應依據其所設防制霸凌因應小組之調查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