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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處理流程圖 

(一)第一類中輟生：未經請假、未到校上課達三日以上之學生、轉學生未向轉入學校報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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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類新生應入學未入學：國民中小學新生未入學者。 

(三)第三類中輟生：全學期未經請假而無故缺課累計達 7 日(4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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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民中小學中輟生尋獲復學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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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民中小學中輟生通報復學輔導作業  

一、「新生未入學」之處置： 

（一）家訪、鄰訪，與戶政單位合作，了解確定是否死亡、失蹤、搬遷、越區就讀…等因

素。 

（二）新生未入學的幾種處理方式： 

 1.疑似出境：填出境查詢申請單，傳真至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25274830)

或國小教育科(25279180)查詢： 

（1）經查「已出境者」，學校不須上教育部中輟通報系統通報該生新生未入學（中

輟），請將出境資料與該生相關資料存妥備查即可。 

（2）經查未有「已出境、迄今未入境者」，請學校於中輟通報系統

（http://www.mlss.edu.tw/）上進行該生之新生未入學（中輟）相關通報，

並依「強迫入學條例」及內政部警政署「協尋中途輟學學生通報作業規定」等

相關規定，持續進行該生之追蹤輔導復學工作，以保障學生之受教權益。 

2.戶籍在、人不知去向者：即失蹤者，函報戶政機關查核；並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

局、該區公所強迫入學委員會。 

3.戶籍在、人在，但就讀他校：與家長及就讀學校求證，並上網進行新生未入學復

學通報工作。 

4.戶籍在、人在，申請暫緩入學、特殊教育者：查核審核資料確實無誤者於「教育

部就學通報系統」未報到欄位登錄。 

5.戶籍在、人在，未有證明文件，不願就學者：經勸學後未入學，函報各區公所強

迫入學委員會，副知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警察局。 

6.經勸導仍未入學者，學校依規定至教育部中輟生通報及復學系統通報，並由強迫

入學委員會執行勸告入學、警告限期入學及開單罰鍰，若再未入學，請強迫入學

委員會進行行政罰緩工作。 

二、「中輟之虞學生」輔導與處置： 

（一）經了解有特殊原因者請依學校規定請假。 

（二）學生時輟時學者應列入高關懷學生認輔，並於中輟通報系統-高關懷學生通報進行

通報工作，如其中輟情形發生時則依規定轉為中輟通報。 

三、「中輟學生」之輟學（復學）通報： 

（一）導師填具輟學（復學）通報單→校內行政流程→註冊組上網通報→公文資料送出。 

（二）聯合家訪勸導入學：學校導師、行政人員可結合區公所（強迫入學委員會）及警政

單位、里長〈里幹事〉、中輟輔導替代役男等相關人員進行家庭訪視。 

（三）輔導室與導師應將個案追蹤輔導情形進行紀錄，並持續追蹤。 

（四）個案返校復學後於一週內需召開中輟復學就讀輔導小組會議，學校應進行適性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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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措施。 

四、「中輟學生」復學後之措施： 

（一）為個案到校滿二日即達復學標準，並請學校至教育部中輟學生通報及復學系統進行

「復學」通報流程，個案復學公文後補。 

 (二)召開復學就讀輔導小組會議，妥善輔導學生：會議決議如有短暫轉介輔導室或學務

處措施者，學校需依個案輔導需求擬定中輟學生復學輔導課程計畫及其他有關相關

具體多元適性輔導措施，本措施最長不得超 1週，上開資料隨會議紀錄送本局備查。 

（三）推動多元彈性課程：各校應積極輔導中輟復學生參加資源式中途班、高關懷課程等

班級，以增進中輟生復學輔導教育效能。 

（四）引入社福資源，協助因家庭遭逢變故或家庭功能不彰，學校可評估中介教育需求並

經家長或主要照顧者同意轉介就讀，其家庭如涉及高風險家庭評估及兒少保護者應

立即通報社會局，以提供社會資源協助重建家庭功能，期導引正常生活而適應學校

學習。 

五、轉學（指有中輟經驗者之轉學）之處置： 

（一）以戶籍地為依據辦理轉學（特殊個案經本府教育局、社會局評估後協助以免遷戶籍

方式轉學）。 

（二）收到對方學校回函，確認學生確實辦理報到，才將學生資料寄出，並於 3天內上網

辦理學生中輟資料轉出（轉至學生就讀之學校）。 

（三）提醒對方學校上網辦理接收動作，並隨時監控。 

（四）督導各校每天上線查看是否有中輟經驗學生轉入，受理轉學時，註冊組亦應依學生

報到事實為確認，才上線接受學生之中輟資料。 

（五）於中輟當中辦理轉學時，請家長帶學生出面，至原就讀學校申請復學後再辦轉學。 

（六）轉出未報到，資料暫勿寄出，請加強追蹤、聯繫、訪視、勸學、通報。 

六、其他 

（一）出境至他國家者非中輟學生請勿進行中輟通報。 

（二）學生如經醫療單位診斷患有精神疾病等情形者，學校得視其情況提供必要資源之協

助並以特殊個案核予請假。 

（三）有關中輟學生成績之評量及就讀補校規定請依「臺中市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復

學就讀輔導及成績評量實施要點」辦理。 

(四)各校如有學生因違法情事安置於少年觀護所，並不列為中輟，各校於收到少年觀護 

    所通知函時，請上網辦理復學處理；如學生安置少觀所期間如逢學校段考，各校可 

    將考卷寄送至少觀所給予學生進行考試，少觀所工作人員將協助寄回考卷，或於學 

    生返校時提供補考。 

(五)學生如涉及違法行為經法院裁定感化教育、轉向安置或教養機構者，請於接獲法院 

    或安置機關來文時，配合辦理學生學籍轉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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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執行中輟生通報建議工作職責 

導師 

職責 

發現學生中

輟情形 

1.發現學生無故未到校即需以電話連絡及進行家庭訪視了解學生

動向。 

2.若學生曠課連續滿 3 天且未請假者或長期缺課者，應告知並請

求學校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3.配合各相關單位繼續追蹤輔導，並填寫輔導紀錄表及家庭訪視

紀錄表。  

生教組 

職責 

確認學生出

缺席狀況並

寄曠課通知 

1.印製「中輟通報單」及「尋獲復學通報單」供導師填寫。 

2.依流程通報：家長、註冊組、輔導組。 

3.中輟生、復學生追蹤輔導。 

註冊組 

職責 

中輟生通報

(含輟學、復

學) 

1.確認中輟及復學通報表，立即上網通報至教育部全國中輟復學

生通報系統 http://www.mlss.edu.tw/。 

2. 公文通報流程。 

輔導組 

職責 

輔導、轉學、

安置、評估轉

介、資源引

介、召開中輟

復學輔導就

學 小 組 會

議、結案評估 

1.印製「中輟學生輔導記錄表」供輔導教師、志工、社工、認輔

教師、中輟輔導替代役男、輔導員填寫；期末輔導紀錄之彙整

及敘獎事宜。 

2.學生復學後安排認輔老師/志工進行輔導並持續追蹤三個月後

結案。 

3.認輔學生經 5 次以上輔導未達穩定者，經評估後轉介至本市學

生輔導諮商中心。 

4.中輟復學生需於學生復學後一星期內召開「中輟復學輔導就讀

小組會議」以安排適性輔導措施。 

備註:各校可依校內實際運作情形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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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強迫入學行政處分期程掌握原則 

 系統通報及強迫入學委員會通報類型 

類型 定義 系統通報 強迫入學委員會通報 

中途輟學 三天未到校且未請假 於輟學時通報中輟 1

次，直至復學為止 

持續累計(7 天又未到

校) 

時輟時學 復學後仍常常有達到中

輟標準之缺席情形發生 

每次輟學均須通報 每次並累計 

長期缺課 強迫入學條例施行細則

第 8 條:本條例第九條第

一項所稱長期缺課，指全

學期累計達七日以上，未

經請假而無故缺課者。 

通報高關懷，每學期

1 次 

持續累計(達 49 節課

未請假未到校) 

新生應入學未入學 為 6-15 歲學齡兒童卻未

至學區學校報到入學且

亦未至其他學校就讀者 

通報新生應入學未

入學 

持續累計 

 

 強迫入學執行流程 

一、中途輟學―以天數累進 

第一次中輟 

持續中輟 

7 日未復學 7 日未復學 7 日未復學 

 

 

執行原則: 

(一) 倘該生於勸止、警告或罰鍰書任一階段復學，則該輟學之行為即視為終止(消滅)，下次中

輟時皆必須從勸止書開始開立。 

(二) 學校進行警告書與罰鍰書之發文，其 7 日之計算方式為學校收到區公所公文副本之日為起

始日。 

勸止書 警告書 罰鍰書 罰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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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輟時學―以次數累進 

第 1 次中輟 第 2 次中輟 第 3 次中輟 第 4 次中輟 

 

 

執行原則: 

倘該生於勸止、警告或罰鍰書任一階段復學，則該輟學之行為即視為終止(消滅)，下次中輟時

皆必須從勸止書開始開立。 

 

三、長期缺課―以次數累進 

第 1 次長期缺課 第 2 次長期缺課 第 3 次長期缺課 第 4 次長期缺課 

 

 

執行原則: 

(一) 長期缺課與中輟性質不同，故無需辦理復學；以每學期為單位重新計算。 

(二) 學校進行警告書與罰鍰書之發文，其 7 日之計算方式為學校收到區公所公文副本之日為起

始日。 

(三) 中輟與長期缺課因性質不同，故開單部分應分開計算(且以較嚴重方式處理之)，不交叉累

計。 

 

四、新生應入學未入學 

未至就讀學校 

報到就學 

持續未報到就學 

7 日未復學 7 日未復學 7 日未復學 

 

 

 

 

罰鍰書 勸止書 警告書 罰鍰書 

罰鍰書 勸止書 警告書 罰鍰書 

罰鍰書 勸止書 警告書 罰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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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一) 就通報期程之計算: 

1. 學生中輟計算方式以「全學程」(國小 6 年，國中 3 年)為單位，不因年級上升而重新

計算。 

2. 學生長期缺課計算方式以「學期」為單位，至新學期缺課結束則歸零重新計算。 

(二) 倘學生辦理轉學，因中輟系統有其轉銜紀錄，故原學校之中輟紀錄仍存在於系統，惟轉入

學校之開單則重新計算。 

(三) 倘學校至中輟系統勾選行蹤不明，則: 

1. 勾選個人行蹤不明者，可開立勸止書，但不開立罰鍰書。 

2. 勾選全家行蹤不明者，皆不以開單方式處理。 

(四) 倘區公所與學校於開單意見有疑義，請學校邀集區公所共同開會或家訪以釐清現狀，凝聚

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