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規名稱： 學校衛生法 ( 民國 102 年 12 月 18 日 修正 ) 

  

第 1 條 

為促進學生及教職員工健康，奠定國民健康基礎及提升生活品質，特制定本法。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本法所訂事項涉及衛生、環境保護、社政等相關業務時，應由主管機關會同各相關機關辦理。 

 

 

第 3 條 

各級主管機關及全國各級學校 (以下簡稱學校) 應依本法辦理學校衛生工作。 

 

 

第 4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單位，並置專業人員，辦理學校衛生業務。 

 

 

第 5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遴聘學者、專家、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組成學校衛生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提供學校衛生政策及法規興革之意見。 

二、提供學校衛生之計畫、方案、措施及評鑑事項之意見。 

三、提供學校衛生教育與活動之規劃及研發事項之意見。 

四、提供學校健康保健服務之規劃及研發事項之意見。 

五、提供學校環境衛生管理之規劃及研發事項之意見。 

六、協調相關機關、團體推展學校衛生事項。 

七、其他推展學校衛生之諮詢事項。 

 

 

第 6 條 

學校應指定單位或專責人員，負責規劃、設計、推動學校衛生工作。 

學校應有健康中心之設施，作為健康檢查與管理、緊急傷病處理、衛生諮詢及支援健康教學之場

所。 

 

 

第 7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數未達四十班者，應置護理人員一人；四十班以上者，至少應置護理人員

二人。 

專科以上學校得比照前項規定置護理人員。 

學校醫事人員應就依法登記合格者進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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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條 

學校應建立學生健康管理制度，定期辦理學生健康檢查；必要時，得辦理學生及教職員工臨時健

康檢查或特定疾病檢查。 

前項學生健康檢查之對象、項目、方法及其他相關事項之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9 條 

學校應將學生健康檢查及疾病檢查結果載入學生資料，併隨學籍轉移。 

前項學生資料，應予保密，不得無故洩漏。但應教學、輔導、醫療之需要，經學生家長同意或依

其他法律規定應予提供者，不在此限。 

 

 

第 10 條 

學校應依學生健康檢查結果，施予健康指導，並辦理體格缺點矯治或轉介治療。 

 

 

第 11 條 

學校對罹患視力不良、齲齒、寄生蟲病、肝炎、脊椎彎曲、運動傷害、肥胖及營養不良等學生常

見體格缺點或疾病，應加強預防及矯治工作。 

 

 

 

第 12 條 

學校對患有心臟病、氣喘、癲癇、糖尿病、血友病、癌症、精神疾病、罕見疾病及其他重大傷病

或身心障礙之學生，應加強輔導與照顧；必要時，得調整其課業及活動。 

 

 

第 13 條 

學校發現學生或教職員工罹患傳染病時，應會同衛生、環境保護機關做好防疫及監控措施；必要

時，得禁止到校。 

為遏止學校傳染病蔓延，各級主管機關得命其停課。 

 

 

第 14 條 

學校應配合衛生主管機關，辦理學生入學後之預防接種工作。 

國民小學一年級新生，應完成入學前之預防接種；入學前未完成預防接種者，學校應通知衛生機

關補行接種。 

 

 

第 15 條 

學校為適當處理學生及教職員工緊急傷病，應依第二項準則之規定，訂定緊急傷病處理規定，並

增進其急救知能。前項緊急傷病項目、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學校發現有疑似食品中毒之情形，應採緊急救護措施，同時應通報直轄市、縣（市）衛生主管機

關處理。 



 

第 16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開設健康相關課程，專科以上學校得視需要開設健康相關之課程。健康相關

課程、教材及教法，應適合學生生長發育特性及需要，兼顧認知、情意與技能。第一項健康相關

課程應包括營養教育，以建立正確之飲食習慣、養成對生命及自然之尊重，並增進環境保護意識、

加深對食材來源之了解、理解國家及地區之飲食文化為目的。學校得安排學生參與學校餐飲準備

過程。 

 

第 1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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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或學校得視實際需要，薦送教師參加衛生課程進修。 

 

 

第 18 條 

開設健康相關課程之學校應充實健康相關教學設備；必要時，得設健康相關專科教室。 

 

 

第 19 條 

學校應加強辦理健康促進及建立健康生活行為等活動。 

 

 

第 20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結合家庭與社區之人力及資源，共同辦理社區健康教育及環境保護活動。專

科以上學校亦得辦理之。 

 

 

第 21 條 

學校之籌設應考慮校址之地質、水土保持、交通、空氣與水污染、噪音及其他環境影響因素。 

學校校舍建築、飲用水、廁所、洗手台、垃圾、污水處理、噪音、通風、採光、照明、粉板、課

桌椅、消防及無障礙校園設施等，應符合相關法令規定標準。 

 

 

第 22 條 

學校應加強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之衛生管理。各級主管機關或學校應辦理前項設施相關

人員之衛生訓練、進修及研習。學校餐飲衛生管理，應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定食

品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各級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建立餐飲衛生自主管理機制，落實自行檢查管

理。學校每週應至少檢查餐飲場所一次，並予記錄；其紀錄應保存三年。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會

同農業及衛生主管機關不定期抽查學校餐飲衛生，並由農業或衛生主管機關抽驗學校食品之衛生

安全及品質。 

第一項及第四項之管理及督導項目、方法、稽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學校供應膳食者，應依據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以及中央衛生主管機

關所定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提供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之餐食，實施 

營養教育，並由營養師督導及執行。學校供應膳食，應提供蔬食餐之選擇。 

第一項學校供應膳食其食材應優先採用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證之在地優良農業產品。 

 

 

第 23 條之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數四十班以上者，應至少置營養師一人；各縣市主管機關，應置營養師

若干人。 

前項學校營養師職責如下： 

一、飲食衛生安全督導。 

二、膳食管理執行。 

三、營養教育之實施。 

四、全校營養指導。 

五、個案營養照顧。 

 

第 23 條之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組成學校午餐輔導會，負責規範、輔導、考核及獎懲學校辦理午餐相關

業務。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午餐應成立學校午餐供應會或相當性質之組織，其組成、評選、供

應及迴避原則，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主管機關得補助國民中小學設置廚房，並因應山地、偏遠

及離島地區之需要，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午餐；其補助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之三 

學校辦理膳食之採購，應參考中央餐廚或外訂餐盒採購契約書範本與供應業者簽訂書面契約，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前項中央餐廚或外訂餐盒採購契約書範本，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辦理午餐應成立專戶，其收支帳務處理，依會計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收支明細應至少於每

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公告之。 

 

 

第 24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全面禁菸；並不得供售菸、酒、檳榔及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第 25 條 

學校應訂定計畫，每學期定期實施建築設備安全及環境衛生檢查；並應隨時維護教學與運動遊戲

器材設備，開學前應澈底檢修。 

 

 

 



第 26 條 

各級主管機關和學校應按年度編列學校衛生保健經費，並應專款專用。 

 

 

第 27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對所屬學校辦理學校衛生工作評鑑，成績優異者，應予獎勵；辦理不善者，應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或情節重大者，由主管機關議處。 

 

 

第 28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9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