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私立靜心高級中學學生安全檢查辦法 

                                                                                  102.11.11校務會議通過 

108.8.2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  

      為加強本校學生生活教育，實施安全檢查，主動發掘問題並解決問題，防止意

外事件發生，維護學校安全與秩序，穩定學生學習情形並養成學生良好的生活習慣，

特訂本辦法。 

二、依據：參照教育部所定「輔導管教注意事項」第 29 點之規定，所訂本辦法。 

三、檢查項目 

（一）具有殺傷力之刀械、槍砲、彈藥及其它危險物品。 

（二）法定一、二、三級毒品及麻醉藥品。 

（三）猥褻、情色或暴力之書刊、圖片、影片、光碟、磁碟片或卡帶。 

（四）菸、酒、檳榔或其他有礙學生身心健康之物品。 

（五）非上課時所需之用品（手機、電動玩具、麻將、撲克牌、象棋等）。 

（五）其他違禁品。 

四、檢查時間 

1、定期檢查：每學期一次。 

2、不定期檢查： 

（1）由生輔組組長會請導師一同臨檢。 

（2）由生輔組組長與學務主任一同抽檢。 

五、檢查方式 

       1、普查 

       2、抽查 

  3、實施前先請同學主動將違禁品放置個人桌面，如未主動繳交者，一經查出 

     一律依校規懲處。，  

六、檢查人員 

由訓導人員及導師分別實施之，各班班長及副班長分別在教室前後檢視及登

記，以示公正。 

七、檢查範圍 

學生書包、抽屜、衣服口袋、教室廁所等。 

八、處理辦法 

        1、攜帶違規之物品，一律沒收（香煙一律泡水後發回或丟置該班垃圾桶）、 

           代管或由家長領回。 

        2、追查違規之物品及凶器的來源。 

3、攜帶違規物品者，得連絡家長，以早日發現；行為偏差之學生，應即時會 

   同導師及輔導室人員輔導，以免誤入歧途。 

4、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修正補充之。 

九、本辦法經由校務會議通過後，並請校長批示後實施。 

 



       學生安全檢查實施紀錄表   
                檢查人： 

時間 班級 違規物品 攜帶學生姓名  

     

     

     

     

     

     

     

     

     

     

     

     

     

     

     

     

 



：若老師確有必要搜查學生書包，應注意哪些事項？ 

作者／林孟皇(臺灣台北地院法官） 

  

A：老師若要搜查學生的書包，應有明確之理由，不能是無目的的任

意性搜查；如果確有實施搜查之必要，最應該注意的是，一定要有學

生代表或其他老師在場共同實施。 

 

法律觀點 

  基於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與隱私權，任何不依法令而無故搜查

他人物件或身體之行為，都是對於人權之侵害。事實上，目前並沒有

任何法令明文允許老師可以搜查學生的物件。 

  不過，由於教師法第 17 條第 2 項授權各項訂定輔導管教學生辦

法，因此各級學校如參照教育部所定「輔導管教注意事項」第 29 點有

關搜查學生的規定，而訂有相關或類似規定，老師即可在有相當理由

及證據顯示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攜帶違法物品，或為了避免緊急危害

等不得已之情況下，基於教育之目的對於學生作出合於法令的搜查行

為。 

至於關於校園安全檢查部分，「輔導管教注意事項」第 29 點定有：



「為維護校園安全，學校得訂定規則，由學務處（訓導處）進行安全

檢查： 

（一）各級學校得依學生住宿管理規則，進行學生宿舍之定期或不定

期檢查；大專校院進行檢查時，應有學生自治幹部陪同；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進行檢查時，則應有學校家長會代表或第三人陪同。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學務處（訓導處）對特定學生涉嫌犯罪或

攜帶第三十點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所列違禁物品，有合理懷疑，而有

進行安全檢查之必要時，得在第三人陪同下，在校園內檢查學生私人

物品（如書包、手提包等）或專屬學生私人管領之空間（如抽屜或上

鎖之置物櫃等）」等規定，是屬於學校發動校園安全檢查的限制規定。 

 

  另外，在實施時搜查學生書包時一定要注意符合教育的目的，並

依據比例原則以侵害最小的方法為之。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124 條：「搜

索，應保守秘密，並應注意受搜索人之名譽」之規定，就可以作為搜

查學生書包時應注意的參考。 

再者，為避免學生在搜查後發生遺失財物等情事而徒增紛爭，實施搜

查時應該要有學生代表或其他老師陪同，而不要獨自一人為之；如有

查到應沒收之違法物品或其他而應予保管之物品，亦應該參考刑事訴

訟法第 139 條：「扣押，應制作收據，詳記扣押物之名目，付與所有



人、持有人或保管人。扣押物應加封緘或其他標識，由扣押之機關或

公務員蓋印」之規定，作清楚、明白之妥善處置。 

 

教育觀點 

  老師應該讓學生瞭解書包是學生個人私密管領的範圍，在學生可

以自我尊重而妥善管理的情形下，他人應該尊重學生的隱私權。但是

如果學生不能自律自重，常常攜帶干擾教學活動之不當物品或違法物

品到學校，勢必引起其他人之困擾，而老師在維護其他學生受教權之

考慮下，就只能採取搜查、保管學生物品之手段。因此，老師應藉此

讓學生知道不應攜帶會干擾他人學習之物品到學校，並讓學生學習自

我管理、自律自重，而後師生間即可以互信互重，老師便不會任意搜

查學生之書包。 

  另外，老師應該藉由不任意搜查學生書包一事，教導學生尊重他

人之隱私權與財產權。在我國目前法治文化環境中，尚未積極建立個

人隱私權與財產權絕對尊重之觀念，老師可以藉由類似之機會教育，

教導學生尊重隱私權與財產權。 

  

處理建議 

  老師如真有搜查學生書包之必要，應當要注意符合比例原則，以

避免引起誤會。在學生思維多元化的今日，也不應一成不變的依照過



去搜查的方法，尤其應注意避免因學生以惡作劇方式任意檢舉就必須

檢查學生物品的行為而發生不必要的傷害。 

  另外，搜查學生書包畢竟為最後不得已之手段，老師應在平日就

儘量宣導，請學生能自我管理，不要攜帶會引起大家困擾之物品到學

校。而關於攜帶違法物品甚或違禁物所生之法律上責任，學校平日也

應該加強宣導，至少要讓學生瞭解應對自己之行為負責。 

 延伸思考 

  如果有某一學生聲稱掉錢，是否可以對於全班學生實施書包之搜

查？關於類此問題，老師首先應該查明的是學生是否真有遺失金錢，

並應該瞭解學生為何攜帶高額金錢到學校（老師平常即應該向學生宣

導，避免攜帶高額金錢到校，而如果確有攜帶之必要，即應該由老師

輔導保管），而後再瞭解學生遺失金錢是否與班級學生有關；只有在

有確定之明顯跡證可以顯示學生遺失金錢與班上學生有關時，才可以

採取必要之措施，否則不適宜任意進行搜查。換言之，老師不應該在

一有學生聲稱掉錢時，即進行搜查班級學生書包之舉措，就好像社會

上不會因有人家中遭竊，即對於鄰近社區每一家庭進行搜索一樣。而

且，如果任意允許類似搜查，則是否可以無限上綱主張搜查全校學生

之書包甚至學校老師的抽屜？因此，我們認為學生遺失金錢，不應該

就隨意對全班書包加以搜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