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法定研習】相關整理 

一、 有關「教師應進修之內容」的法律規定： 

目前，法律明定的「教師研習內容」有： 

一、「環境教育研習」每年 4 小時。 

[環境教育法]（適用對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 

二、「輔導知能研習」每年 3 小時。 

[學生輔導法]（適用對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 

------擔任輔導人員的研習時數每年要 18 小時 

三、「學校衛生相關研習」每二學年 18 小時。 

[學校衛生法]（適用對象：各級學校健康相關課程教師、國小導師） 

四、教保專業知能研習 18 小時（含每 2 年基本救命術訓練 8 小時、安全教育 3 小時）。 

[幼照法] （適用對象：幼教教保人員） 

五、「安全衛生教育」至少 3 小時。[職業安全衛生法]（適用對象：學校教職員工） 

六、「資通安全通識教育」每年 3 小時。[資通安全管理法]（適用對象：全體教職員工、資安人

員、資訊人員） 

 

※所依據之法律： 

‧環境教育法（民國 99 年 06 月 05 日）第 19 條第 1 項：「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團法人，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訂定環境教

育計畫，推展環境教育，所有員工、教師、學生均應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參加四小時以

上環境教育，並於翌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前，以網路申報方式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當年度環境教

育執行成果。」 

‧學生輔導法（民國 103 年 11 月 12 日）第 14 條第 4 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每年應接

受輔導知能在職進修課程至少三小時；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每年應接

受在職進修課程至少十八小時；聘用機關或學校應核給公（差）假。但初任輔導主任或組長、

輔導教師及初聘專業輔導人員依第二項規定於當年度已完成四十小時以上之職前基礎培訓課程

者，得抵免之。」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7%92%B0%E5%A2%83%E6%95%99%E8%82%B2%E6%B3%95&t=E1F1A1&TPage=1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5%AD%B8%E7%94%9F%E8%BC%94%E5%B0%8E%E6%B3%95&t=E1F1A1&TPage=1


‧學校衛生法（民國 102 年 12 月 18 日）第 17 條第 1 項：「健康相關課程教師，應參與專業在職

進修，以改進教學方法，提升健康相關教學效果。」學校衛生法實行細則第 13 條：「本法第十

七條第一項所定參與專業在職進修，指每二學年至少參加學校衛生相關研習十八小時。」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第 15 條 :「……教保服務人員每年至少參加教保專業知能研習十八小時以上；其實施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2 條 :「……幼兒園新進用之教保服務人員，應於任職前最近一年內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八

小時以上；任職後每二年應接受基本救命術訓練八小時以上、安全教育相關課程三小時以上及

緊急救護情境演習一次以上。……」 

 

‧職業安全衛生法（108 年 05 月 15 日）第 32 條：「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

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勞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有接受之義務。」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110 年 07 月 07 日）第 17 條第 1 項：「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

工於變更工作前，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第 3 項）前二

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依附表十四之規定。」 

 

‧資通安全管理法（107 年 06 月 06 日）第 7 條第 1 項：「主管機關應衡酌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

務機關業務之重要性與機敏性、機關層級、保有或處理之資訊種類、數量、性質、資通系統之

規模及性質等條件，訂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之分級；其分級基準、等級變更申請、義務內容、

專責人員之設置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110 年 08 月 23 日）附表五：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C 級之公務機關

應辦事項：「資通安全專職人員每人每年至少接受十二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專業課程訓練或資

通安全職能訓練。資通安全專職人員以外之資訊人員每人每二年至少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

全專業課程訓練或資通安全職能訓練，且每年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一般

使用者及主管每人每年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附表七：資通安全責任等

級 D 級之各機關應辦事項：「一般使用者及主管每人每年接受三小時以上之資通安全通識教育

訓練。」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5%AD%B8%E6%A0%A1%E8%A1%9B%E7%94%9F%E6%B3%95&t=E1F1A1&TPage=1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5%AD%B8%E6%A0%A1%E8%A1%9B%E7%94%9F%E6%B3%95&t=E1F1A1&TPage=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70031


二、 有關「(學校)應辦理教師進修」的法律規定： 

此類法律，規定的對象是「辦理教師進修的單位」，並未規定教師必須參加。 

如: 性別平等教育研習、性侵害防治教育訓練 

※所依據之法律： 

‧性別平等教育法（民國 102 年 12 月 11 日）第 15 條：「教職員工之職前教育、新進人員培訓、在職

進修及教育行政主管人員之儲訓課程，應納入性別平等教育之內容；其中師資培育之大學之教育專

業課程，應有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民國 100 年 11 月 09 日）第 7 條第 4 項：「機關、部隊、學校、機構或僱用人

之組織成員、受僱人或受服務人數達三十人以上，應定期舉辦或鼓勵所屬人員參與性侵害防治教育

訓練。」 

 

■有關「教師進修」的法律規定： 

一、教師進修的權利（如：可帶職帶薪進修）或義務（進修內容及時數）應以法律（＊註）來規

定；換句話說，行政機關（教育部、教育局等）在沒有法律授權的情況下所作的行政命令

（不管是叫「○○辦法」、  「○○要點」或「○○計畫」），都是無效的。 

＊註：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規定：「法律得定名為法、律、條例或通則。」 

二、有關教師進修的義務，目前僅有宣示性及原則性的法律規定，尚無有關「進修內容

及時數」的一般性具體規定。 

※所依據之法律： 

‧教育基本法（民國 102 年 12 月 11 日）第 8 條第 1 項：「教育人員之工作、待遇及進修等權利義務，

應以法律定之，教師之專業自主應予尊重。」 

‧教師法（民國 103 年 06 月 18 日）第 17 條第 1 項第 5 款：「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

下列義務：…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教師法（民國 103 年 06 月 18 日）第 22 條：「各級學校教師在職期間應主動積極進修、研究與其教

學有關之知能；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教師法（民國 103 年 06 月 18 日）第 23 條：「教師在職進修得享有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之保障；其

進修、研究之經費得由學校或所屬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編列預算支應，其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6%80%A7%E5%88%A5%E5%B9%B3%E7%AD%89%E6%95%99%E8%82%B2%E6%B3%95&t=E1F1A1&TPage=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07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133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6%95%99%E8%82%B2%E5%9F%BA%E6%9C%AC%E6%B3%95&t=E1F1A1&TPage=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4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4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20040


站在「提升教師專業」立場，本會當然鼓勵教師積極進修；但依法，老師們可根據自己

的專業需求，選擇進修的內容和方式。除非法有明定，否則，學校及教育局無權強迫老

師參加「非法定」的研習！ 

 

法定研習因為法令修正隨時會產生變化，本會上列整理也有疏漏可能。 

尤其政府或某些不諳法令的行政同仁，會偷偷將一些行政命令要求的研習列入（行政命令只有兼行政

夥伴需遵守，教師無義務奉行），簡要分辨方式如下: 

 

如何分辨學校所稱的法定研習是否為真？ (轉載自:益風老師) 

 

其實很簡單。不是看有沒公文，公文隨便發都有，而是看公文上的法源依據。沒有的，不管他寫什麼

亂七八糟的大道理，就沒有強制性（例如交通安全）。又例如：環境教育等法定研習，公文上就會寫依

據［環境教育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有規定制式內容，才申請得到經費）。同理，通常沒寫

的，就是騙你的。如果還想確認的保險一點，就再口頭詢問一下公文上的聯絡人（因為問學校通常承

辦人也搞不清楚），依法他有義務揭示法源依據，若他說不出來，只會鬼打牆強調：規定就是要參加

的。那也不必跟他吵架。有興趣的就把對話錄下來給我，我好拿去給局長參考，以提升公務員素質

(moon smirk)。不想麻煩的，就請他先多多自我提升以後 掛電話即可。總之，這種的研習你就不一定

要去。 

 

不過以上留言，並非鼓勵大家拒絕所有的“非法定研習”，事實上參加任何研習，就算會打瞌睡的那

種，對自我也算是一種提升。所以我只是為了教大家辨識那些喜歡騙人參加的江湖把式，其實台灣已

經脫離集權甚久，不必再搞威權 甚至還學詐騙集團耍騙老師，但老師也要自我提升，不要都已經宣導

廿卅十年了，還分不清哪些是法定義務，哪些就只是想過過官癮的行政要求。 

以上供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