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疫情處理 

(一)疫情處理原則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三條 (99.9.9修正)規定： 

所稱傳染病，指下列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致死率、發生率及傳播速度等危害風險程度

高低分類之疾病： 

1、第一類傳染病：指天花、鼠疫、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等。 

2、第二類傳染病：指白喉、傷寒、登革熱等。 

3、第三類傳染病：指百日咳、破傷風、日本腦炎等。 

4、第四類傳染病：指前三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監視疫情發生或施行防治

必要之已知傳染病或症候群。 

5、第五類傳染病：指前四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傳染流行可能對國民健

康造成影響，有依本法建立防治對策或準備計畫必要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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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關、學校、學前教（托）育機構等負責人或管理人，發現疑似傳染病病人

或其屍體，未經醫師診斷或檢驗者，應於二十四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2. 學校發現教職員工或學生染患法定傳染病或報告性傳染病時，應即分別報告

教育主管機關及當地衛生機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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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任何學校如發現一位以上師生為 H1N1、新型流感疑似病例或可能病例者，應

即時通報當地縣市政府衛生局及教育部校安中心。且師生如有與病患接觸者

應報請由當地衛生局防疫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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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監控措施包括下列事項： 

1、 傳染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學校應配合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或醫療機構，

辦 

理傳染病通報、調查學生及教職員工出 (缺) 席狀況、罹病及接受治療情

形，並進行環境消毒、改進衛生設備或配合採取隔離檢疫措施，以防止傳染

病蔓延。 

2、學校發現或由衛生主管機關或醫療機構獲知，學生或教職員工罹患傳染病

時，應立即報告當地教育及衛生主管機關。 

3、辦理學生或教職員工之臨時性健康檢查。 

4、其他各級主管機關、衛生及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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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L0050001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L0050001


 

 

 

 

 

 

 

 

 

 

 

 

 

 

 

 
 

 

 

 

 

 

 

1. 學校發現教職員工或學生染患法定傳染病或報告性傳染病，為防止傳

染病之蔓延，教育主管機關得准予停課。 

2. 為遏止學校傳染病蔓延，各級主管機關得命其停課。主管機關得視傳

染病發生及蔓延之情形，會商衛生主管機關後為一部或全部停課。 

3. 教育部「校園發生 H1N1疫情時通報及停課標準作業規定」：發現 H1N1

停課標準：高級中等（含）以下學校、幼稚園、補習班、及托育機構，

於 3天內同一班級有 2名以上（含 2名）學生經醫師臨床診斷為感染

流感時，建議該班停課 5天（含例假日）。患者則應至症狀解除後

24小時才能返校上課。符合上述標準者，其停課國中小部分報由直

轄市、縣市政府決定。各項決定請各縣市或學校副知教育部校安中心。 

4. 教育部「因應 H1N1疫情之請假相關規定」： 

一、本部員工及所屬學校教職員遭居家隔離及可能病例、極可能病

例時之請假規定 

（一）居家隔離：參照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第五

條規定，准由各機關（構）、學校首長視實際情形，依

居家隔離通知所載之隔離期間，以停止辦公或上課登記。 

（二）疑似病例：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三）極可能病例：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二、地方政府所屬學校教職員停止辦公上課登記或請假依各地方政

府規定辦理；各級私立學校職員，由各校參照本規定自行決定。 

5.教育部因應流感大流行應變計畫 1： 

（1）疫情分級及啟動時機係依據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訂定。 

（2）類流感症狀：同時符合下列三項條件 1.突然發病，有發燒（耳溫達

38℃）及呼吸道症狀 2.具有肌肉酸痛、頭痛、極度疲倦感其中一種

症狀 3.需排除單純性流鼻水、扁桃腺炎或支氣管炎。 

（3）自主健康管理者：自主健康管理原則係依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規定辦理。 

（4）疫情相關病例：包括自主健康管理、符合採檢條件、疑似病例、確

定病例者（須經衛生單位認定）。 

(5) 通報作業：有關通報作業請依校園新型流感作業通報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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