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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10年「友善校園人權環境指標」分析報告 

 

壹、前言： 

為了確實診斷與了解校園人權環境的品質，學校人權環境之整體評估工作就顯得非常重

要，而其意義在於提供改善學校經營的參考。基於此，臺南市進行各級學校實施友善校園人權

環境的實施現況調查及改善分析，以作為持續改善校園人權環境的重要依據。 

本分析以《人權環境評估量表》來作為臺南市人權環境調查的依據，並以量表結果來分析

學校的人權環境，希望由對學生、老師、家長的滿意度調查中，我們可以獲得全面的資訊，提

供學校和本局改善校園人權環境的決策依據，藉以訂定人權教育政策和推動重點，使人權教育

更完善，實現友善校園的理想。 

人權是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和自由，不論其種族、性別、社會階級皆應享有的權利，不

但任何社會或政府不得任意剝奪、侵犯，甚至應積極提供個人表達和發展的機會，以達到尊重

個人尊嚴及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標。人權教育的中心思想是不斷地探索尊重人類尊嚴和人性的行

為法則，社會成員從而意識到個人尊嚴及尊重他人的重要性，由此可知，「尊重」是人權的基

本概念，互惠的權利與責任，則是公正社會中每個人所應謹守的契約，因此人權教育即是尊重、

合作、公正、正義等觀念的教導，進而促進個人權利與責任、社會責任、全球責任的理解與實

踐。 

學校在學生之生活學習、彈性課程、機會教育中，加強宣導相關人權教育之理念與學生基

本權利，並經常提供相關權益資料或法令文件供教職員工生參考，以保障權益。 

人權議題為世界輿論趨勢，唯有重視人權教育才能讓教育環境更加友善，學校將優先安排

讓家長、學生及教職員工討論相關議題之研討會或宣導活動，以達到三贏之局面。 

 

貳、臺南市 110年「國中小學生」友善校園人權指標評估量表施測統計分析 

 施測時間：110年 5月 21日至 7月 2日。 

 施測對象：參與校數共 274所(國小 210校；國中 60校；高中 4校)。參與教育人員

1,923人、學生人數 18,363人和家長人數 2,182人，共計 22,46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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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依據：滿意度高低程度以非常同意和同意百分比和高低作為比較判斷依據。 

 本項自我檢核表以電腦線上問卷方式進行，共十個構面統計分析，透過問卷數據呈

現，瞭解學校人權環境需再改善的問題，讓學校做自我檢核與研擬改進策略，配合學

校現有資源加以改善。 

 以下分別就十個構面不同類別人員(教育人員、學生及家長)填寫非常同意、同意、普

通、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之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列表如下表一： 

 

表一、臺南市 110年度友善校園人權環境評估指標問卷調查統計表 

項      目 類別 非常同意/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一、安全的校園環境 

學生 93.84% 5.67% 0.50% 

教育人員 94.00% 5.50% 0.50% 

家長 94.12% 5.52% 0.37% 

二、友善的校園氛圍 

學生 91.12% 7.48% 1.40% 

教育人員 95.62% 4.30% 0.08% 

家長 93.86% 5.93% 0.22% 

三、平等與公正的對待 

學生 93.30% 6.40% 0.30% 

教育人員 95.03% 4.88% 0.10% 

家長 94.90% 4.90% 0.20% 

四、權利的維護與申訴 

學生 91.00% 8.17% 0.84% 

教育人員 94.42% 5.25% 0.33% 

家長 94.58% 5.34% 0.09% 

五、尊重多元與個別差異 

學生 94.59% 4.84% 0.58% 

教育人員 96.83% 3.09% 0.09% 

家長 95.80% 3.90% 0.30% 



 3 

六、民主的參與和學習 

學生 93.72% 5.84% 0.45% 

教育人員 94.20% 5.72% 0.09% 

家長 95.25% 4.59% 0.17% 

七、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發展 

學生 92.25% 7.50% 0.25% 

教育人員 92.25% 7.09% 0.67% 

家長 95.09% 4.75% 0.17% 

八、學生學習權的維護 

學生 94.58% 5.17% 0.26% 

教育人員 93.93% 5.72% 0.36% 

家長 94.94% 4.94% 0.13% 

九、人權教育的實施 

學生 94.60% 4.90% 0.50% 

教育人員 92.30% 7.10% 0.60% 

家長 94.50% 5.30% 0.20% 

十、被愛與幸福的體驗 

學生 88.67% 10.17% 1.17% 

教育人員 84.67% 14.67% 0.67% 

家長 93.50% 6.34% 0.00% 

平均 93.58% 6.03% 0.38% 

 

上表一為針對施測對象於十個構面選填之滿意度調查表。透過問卷數據呈現，瞭解本市

人權環境需再改善的問題，作為規劃下年度人權教育推動的方向，亦督責學校做自我檢核與

研擬改進策略，配合學校現有資源加以規劃與改善，建構友善的校園環境。 

 

依據表一之數據顯示：在正向感受上，教育人員、學生及家長在十個構面上選填「非常

同意/同意」之平均為 93.58％，且教育人員、學生、家長在「尊重多元與個別差異」之構面

皆獲得前三名的滿意度，可見各校在推動人員教育建構友善校園上，皆能落實尊重多元與個

別差異的教育理念，營造溫馨和諧的友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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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負向感受上，學生在「友善的校園氣氛」(1.4％)及「被愛與幸福的體驗」(1.17%)選

填「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較高外，餘均低於 1％；另教育人員及家長選填「不同意/非常不

同意」均低於 1％。 

表二、110年度及 109年度友善校園人權構面滿意度比較表 

 非常同意/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10年 93.58% 6.03% 0.38% 

109年 93.58% 5.91% 0.51% 

就表二顯示，雖然教育人員、學生及家長在各構面上之感受有所不同，但整體而言教育

人員、學生及家長選填「非常同意/同意」平均為 93.58％，與 109年度相同，而選填「不同

意/非常不同意」平均為 0.38%，較 109年度的數據 0.51%來看，足以顯示本市推動人權教育

成效逐步提升。 

 

參、臺南市 110年度國中、國小人權環境評估指標之比較表 

表三、臺南市 110年度國中、國小人權環境評估指標勾選非常同意/同意之比率比較表 

序

號 
構        面 

學生 教育人員 家長 
平均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小 

1 一、安全的校園環境 93.17% 94.5% 91.83% 96.17% 92.83% 95.4% 93.98% 

2 二、友善的校園氛圍 89.57% 92.67% 93.57% 97.67% 92% 95.71% 93.53% 

3 三、平等與公正的對待 92.2% 94.4% 92.8% 97.25% 93.4% 96.4% 94.4% 

4 四、權利的維護與申訴 88.67% 93.33% 94.17% 94.67% 92.83% 96.33% 93.33% 

5 五、尊重多元與個別差異 93% 96.17% 95.33% 98.33% 95% 96.6% 95.74% 

6 六、民主的參與和學習 92.83% 94.6% 93% 95.4% 94.33% 96.17% 94.39% 

7 七、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發展 91% 93.5% 90.83% 93.67% 94% 96.17%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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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八、學生學習權的維護 93.33% 95.83% 92.29% 95.57% 94.25% 95.62% 94.48% 

9 九、人權教育的實施 94.4% 94.8% 90.6% 94% 94% 95% 93.8% 

10 十、被愛與幸福的體驗 85.67% 91.67% 81.33% 88% 91% 96% 88.95% 

平均 91.38% 94.15% 91.58% 95.07% 93.36% 95.94%  

    表三針對教育人員、學生及家長 3類受測人員，依據國中、國小分類做分析比較，由上表

三顯示，國小學生在十個構面上選填「非常同意/同意」的平均數為 94.15％，高於國中學生

91.38％，且國小學生各項選填「非常同意/同意」的百分比均高於國中生，顯示國小學生對於

學校所提供之人權環境十個構面滿意度均高於國中生之感受，推測原因可能為國中生自我意識

較高，學校對國中學生的行為與規範相對高於國小生；另國小階段之教育人員與家長，在各構

面上得分大多數高於國中階段的教育人員與家長之感受，推論國小階段教育人員和家長對於校

園人權環境建置的滿意度高於國中階段。 

再者，國中與國小學生在十個構面中「被愛與幸福的體驗」構面上呈現相對較低之滿意度

（國中 85.67％、國小 91.67%），國中小教育人員亦在「被愛與幸福的體驗」構面上整題均呈

現相對偏低之滿意度（國中 81.33％、國小 88%），本次施測可知學生及教育人員普遍在「被愛

與幸福的體驗」上感受度相對偏低，而國中小家長每項指標滿意度則相對平均。 

表四、110年度及 109年度學生、教育人員及家長滿意度比較表 

 學生 教育人員 家長 

 
國中 國小 國中 國中 國小 國中 

110年 91.38% 94.15% 91.58% 95.07% 93.36% 95.94% 

109年 92.68% 95.77% 90.42% 92.19% 94.44% 95.97% 

又比較 110年度與 109年度學生、教育人員及家長滿意度，110年度國中小學生對於人權

十個構面滿意度較 109年度略低，110年度教育人員整體滿意度則較 109年度提升，家長大略

持平，顯示校園人權環境可著重加強學生族群，且首要重點為「被愛與幸福的體驗」、「權利的

維護與申訴」及「友善的校園氛圍」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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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針對遭遇困難提出因應策略 

「教育部人權教育與公民教育實踐方案」，希望透過人權教育與公民教育之實施，培養學

生人權教育與民主素養，進而使其瞭解自我之權利與義務並確實習得尊重他人之態度。臺南市

歷年來致力推行友善校園事務，透過教師身教、言教與境教之實踐，將友善校園目標融入在所

有學校教育活動上，讓學生懂得尊重、合作、公平與正義等價值，盼能夠建立「關懷、平等、

安全、尊重、友善」的校園環境，塑造一個優質、和諧的人權環境，讓學生免於恐懼的自由，

使學生能夠進行快樂而有效的學習。 

當校園致力實踐「人權化」時，即是友善校園的開始。人權的保障，一方面是在實體方面

肯定人的基本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程序上保證當其權利受侵害時，能有正式的救濟途

徑，這正也是人權推展之困難所在。以下依人權指標評估分析目前臺南市對於人權環境所遭遇

之五大困難與提出相關之因應策略。 

表五、本市人權構面滿意度較低之五項構面改進策略 

構面 人權環境需加強部分 改進策略 

友善的校園氛圍 1、學生對校園安全有疑慮時（如校

園暴力、勒索、外人入侵等）學

校能迅速有效的處理，維護師生

安全。 

2、校園內不會因為某位同學或少數

同學的不當或違規行為，就處罰

大多數學生。 

1、繪製校園安全地圖，並在校園明顯處

張貼。 

2、強化學生校園安全理念，進行相關狀

況之演練。 

3、強化輔導措施，加強學生輔導管教之

相關知能。 

4、提升教師法治認知，尊重學童隱私權。 

5、對於校園安全疑慮，能主動關懷並有

效解決。 

人權教育的實施 1、學校主動提供人權相關法規、宣

導品等資料，並宣導世界人權宣

言、兒童權利公約等。 

2、學校能安排學生、教職員共同討

論有關人權議題的機會（辯論

會、演講、學校刊物等）。 

3、當學生有違反人權之情事時，學

校會指導或輔導改善。 

 

1、將人權議題融入課程，以利學生潛移

默化，內化人權之精神。 

2、透過論辯過程理解人權教育要旨及內

涵，思辨現今校園環境不足處，並提

出改善作法。 

3、安排學生參與制定班級及學校相關規

定，讓學生思考如何在人權與法律間

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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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的維護與申訴 1、學校能輔導學生自治組織的成立

與活動的舉辦，並提供其必要協

助及支援。 

2、師生代表與家長代表能有充分的

管道表達意見，並得到回應與尊

重。 

1、暢通校內溝通管道，建立意見反應機

制。 

2、輔導學校有關校園事務應循民主程序

廣納教師、家長及學生意見，並給予

回應與尊重。 

3、強化學校輔導學生自治組織的成立與

活動的舉辦。 

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發

展 

1、老師會參與研習，在假期中進修

並且不斷的學習。 

2、每個科目任課老師都具備該學習

領域的專業知能。 

1、鼓勵教師參加專業發展社群，並主動

參加外部所辦理之研習或進修。 

2、依教師專長進行排課，減少配課之情

形。 

3、強化領域會議，針對教學不利、初任

等教師進行輔導。 

被愛與幸福的體驗 1、學校生活讓我感覺人生非常幸福

快樂。 

2、學校生活讓我對自己充滿信心，

對社會充滿希望。 

1.建立人性化校園，提供教師便利休閒

與教學的場所。 

2.建立學習型組織，提升校園學習風

氣，提升教師專業使教學更有效能，

以塑造學校專業形象。 

3.強化溫馨的校園文化，讓教師願意為

學校績效而努力。 

針對 110年度人權構面滿意度較低之五個構面，其中「友善的校園氛圍」、「權利的維護與

申訴」、「教師專業自主權的發展」及「被愛與幸福的體驗」均與 109 年度滿意度較低之人權構

面相同，另「平等與公正的對待」滿意度較 109年提升，但「人權教育的實施」為今年滿意度

較低者。 

人權概念對民主開放的社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啟發，因此發展以學校為本位的人權教育，

包括建立學校人權發展的願景、發展人權教學活動、落實人本訓輔措施、建構校園人權環境，

並配合家庭與社會的合作，將對學生人權概念的發展產生積極性的影響。 

 

伍、分析結論 

為鼓勵學校重新檢視校園中不利人權教育事項，透過「各級學校友善校園人權指標及檢核

量表」調查，提供給各級學校作為檢視人權環境的指標，其內容包括學生學習權的維護及人權

教育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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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人權的觀念需透過學校教育的教導，校園中的人權問題與所有成員有切身相關。在友

善校園的推展之下，各種限制學生基本權利的規範和活動、校園中的規範，應符合教育目的和

比例原則，保障學生權利。 

希望藉著了解本市人權環境之外，更希望分析臺南市人權環境實施現況。有了這幾年的推

動，臺南市人權教育環境指標已有大幅進步，將持續推動以下措施： 

一、 教學與行政相互配合，形成推動人權教育之風氣，建立師生、同儕、親子良性互

動關係，塑造尊重與包容之校園風格。 

二、 人權教育融入各領域教學實施，運用多元課程及活動時機，培養學生思辨能力。 

三、 加強品德及法治教育，利用時事引導學生進行討論，養成學生判斷能力。 

四、 結合親職教育，統整學校、家庭、社區及社會多方資源，建立學生系統化人權思

考脈絡。 

五、 滾動式檢討校園硬體設備是否符合人性化設計，施以輔導處遇措施持續提升人格

尊嚴，並落實修復式正義核心概念，透過「軟」「硬」兼施推動人權概念。 

法治教育不僅需從人權理念來說起，也要改變以往的威權管教方式，改以符合人權訴求與

學生為中心的教改理念，那麼學校的教育關係即成為學生觀察與反省的對象。  

各校人權環境建構是必然也是需要的，學校對於施測結果應做成紀錄並思考如何應用改

善。教育局建置「校園人權環境滿意度問卷線上填報系統」，希望透過線上問卷輸入統計各校

及全市的資料，進而進行分析，以今年為基礎，逐年做比較，並及早發現需要改善的層面，而

各校也需依據該校所呈現之相關數據做分析報告，提供學校進行人權環境建構時的改善依據。

針對區域性的差異，應邀請學校相關人員及專家探共同探究原因，擬定輔導策略，落實關注學

生人權環境滿意度所顯現的區域差距及校際差距，平衡教育資源的供需，提供更多的文化刺

激，以啟迪觀念，弭平落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