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教師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係八十五年八月三十一日訂定發布，

歷經七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係一百零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考量少子女化

情勢加劇，私立學校經營日趨困難，經主管機關命令停辦或學校財團法人

（下稱學校法人）自行申請停辦之學校將逐漸增加。教職員工因學校停辦

後人數將逐漸減少，僅餘少數必要行政人員(如代理校長、董事會秘書、總

務、會計等)代為處理學校法人之解散清算及校務管理等相關事務，已無法

與主管機關推薦之校外人士共同組成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

會)，需有處理機制，爰增訂全數由主管機關推薦校外人士組成教評會。 

學校法人已解散清算終結，學校法人已不存在，主管機關始知悉曾任

該校之教師有應予解聘且管制終身或一年至四年不得擔任教師之情形時，

基於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之考量，有由主管機關籌組教評會審議機制之必要，

爰擬具本細則第十八條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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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  經主管機關核定

或命令停辦學校，因故無

法組成校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時，學校應請主管機關

推薦校外人士，與校內人

員共同組成或全數由主管

機關推薦校外人士組成教

師評審委員會。 

     學校財團法人已清

算終結者，由主管機關籌

組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十八條  經主管機關核

定或命令停辦學校，因故

無法組成校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時，學校應請主管

機關推薦校外人士，與校

內人員共同組成，審議本

法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一

款之教師資遣案。 

一、 隨著少子女化情勢加

劇，私立學校經營日

趨困難，學校財團法

人(以下簡稱學校法

人)自行申請停辦所

設私立學校或由主管

機關命令停辦之校數

將逐漸增加。該等學

校可能面臨教師人數

不足，無法召開學校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教評會)審

議教師解聘、不續聘

及資遣等事宜，已成

為須通案處理之情

形。 

二、 因學校停辦後校內教

職員工人數將逐漸減

少，僅餘少數必要行

政人員(如代理校長、

董事會秘書、總務、會

計等)代為處理學校

法人之解散清算及校

務管理等相關事務，

已無法與校外人士共

同組成教評會。爰此，

修正第一項規定，說

明如下： 

(一) 增列後段學校校內人

員不足，無法與校外人

士共組教評會時，則全

數由主管機關推薦校

外人士組成校級教評

會。其組成應符合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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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教評會之設置相

關規定之人數、性別比

例或教師職級。以教育

部(以下簡稱本部)處

理停辦學校經主管機

關推薦校外人士共同

組成教評會審議之資

遣案為例，本部推薦之

校外人士均具現職教

師身分，共同組成之教

評會，其人數、性別比

例或教師職級，符合學

校校級教評會設置規

定，即認為組成合法。 

(二) 考量教評會審議事項

已於不同教育法規中

明訂（如教師解聘、不

續聘、停聘、資遣等），

學校停辦後經主管機

關推薦校外人士共同

組成或全數由主管機

關推薦校外人士組成

教評會，視個案情形依

現行教育法規所定教

評會審議事項辦理，無

須於本條逐一明定教

評會審議之事項，爰現

行條文後段規定教評

會審議本法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資

遣案予以刪除。 

三、 學校法人清算終結者，

法人格已消滅，考量本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

款或第十五條所定之

教師消極資格，並無處

理時效之限制。雖學校

法人清算終結後，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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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知悉曾任該校

之教師有應予解聘且

管制終身或一年至四

年不得擔任教師之情

形時，基於維護學生受

教權益之考量，有增訂

由主管機關籌組教評

會審議機制之必要，爰

於第二項增列由學校

主管機關籌組教評會

審議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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