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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 第３條：

•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幼兒：指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之人
。二、幼兒教育及照顧：指以下列方式對幼兒提供之服務：（一）
居家式托育。（二）幼兒園。（三）社區互助式。（四）部落互助
式。（五）職場互助式。三、教保服務機構：指以前款第二目至第
五目方式，提供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以下簡稱教保服務）者。四
、負責人：指教保服務機構依本法及其相關法規登記之名義人；其為
法人者，指其董事長。五、教保服務人員：指提供教保服務之園長、
教師、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

• 第15條：

• 「教保服務機構於進用教職員工後三十個工作日內，應檢具相關名冊
、學經歷證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並應附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
刑事紀錄證明書等基本資料，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異
動時，亦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主動查證並得派員檢查。
」



二、不得擔任教保服務人員之情形（教保服務人員
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

• （一）曾有性侵害、性騷擾、性剝削或虐待兒童行為，經
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 （二）行為違反相關法令，損害兒童權益情節重大，經有
關機關查證屬

• （三）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諮詢相關專 科醫師二人以上後，認定不能勝
任教保工作。

• （四）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擔任各該人員之情事



三、法定解聘、免職、不聘任、任用、進用等事由

• （一）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23條（終身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
為其他服務人員）

•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

• 二、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 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有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終身不得聘任、任用
、進用或運用為其他服務人員之必要。

• 四、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
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有
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終身不得聘任、任用、
進用或運用為其他服務人員之必要。

• 五、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
規定處罰，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有解聘、免職、終
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終身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為其
他服務人員之必要。



• 六、知悉服務之教保服務機構發生疑似性侵害事件，未依第二十六條
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機構內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
匿他人所犯校園或教保服務機構內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 七、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或教保服務機構毒品危害事件之
證據，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 八、體罰、霸凌學生或幼兒，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確認，有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及
終身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為其他服務人員之必要。

• 九、行為違反相關法規，有傷害兒童及少年之虞，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終止運用關係
、終身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為其他服務人員之必要。

• 十、其他法律規定不得擔任各該人員之情形。



• （二）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24條（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任用、進用
或運用為其他服務人員）

• 「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有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之必要。

• 二、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
十條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有
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之必要。

• 三、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
規定處罰，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有解聘、免職、終
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之必要。

• 四、體罰、霸凌學生或幼兒，造成其身心侵害，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確認，有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之必要
。

• 五、行為違反相關法規，有傷害兒童及少年之虞，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用關係
之必要。」



• （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25條

• 「一、有第二十三條各款情形之一。

• 二、有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於該認定一年至四年期間。

• 三、有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二條第三款至第十二款或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款所定第十二條第三款至第十二款情形。

• 四、有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三條各款或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
，於該認定一年至四年期間。

• 五、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十一款或第十九條第一項第
一款所定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十一款情形。



• 六、有教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或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於
該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

• 七、有教師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情形，於該終局停聘六個月至三年期間
。

• 八、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項前段情
形。

• 九、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項後段情
形，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

• 十、有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

• 十一、有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三款情形，於該認定一年
至四年期間。」



四、有法定解聘、免職、終身不聘任、任用、進用
等事由時，教保人員之相關權利（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28條）

• 1教保服務機構之其他服務人員，有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或第二
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經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係或終止運
用關係，適用勞動基準法規定且符合該法所定退休條件者，應依法給
付退休金。

• 2教保服務機構之其他服務人員，有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或第二
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且其適用公務人員相關法律者，其免職
或撤職，依各該法律規定辦理；其未免職或撤職者，應調離現職。

• 3教保服務機構之其他服務人員涉有第二十三條或第二十四條情形，
於調查期間，教保服務機構應予以暫時停職、停止契約執行或停止運
用關係；其原因消滅後復職者，未發給之薪資應依相關規定予以補發
。

• 4前項情形，其他服務人員為適用公務人員相關法律者，其停職及原
因消滅後復職本俸（年功俸）之補發，依各該法律規定辦理。」



• Ｑ、5/1勞動節放假一天，因公幼學校仍須上課，則幼保人員於該日
是否放假？

• Ａ：（一）公私立學校編制內的老師、職員和從事教學者：仍要上班
（因不適用勞基法）

• （二）公立幼兒園依勞基法以契約進用人員、私立幼兒園人員：

• 原則：放有薪假一日（適用勞基法）

• 例外：徵得老師同意於該日出勤（工資應依法加倍發給、或是選擇於
其他工作日補休）

• （三）建議於勞動契約中載明（書面）較妥。

• Ｑ、學校於星期六辦活動，須全校師生到校，則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
人員（適勞基法者）是否可以不要來，而於補休日（下星期一）再來
嗎?

• Ａ：若勞動契約已載明

• 依據勞基法36條規定「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
假，一日為休息日。」

• 勞工的「例假」及「休息日」，得由勞雇雙方於不違反現行規定情形
下，依照事業單位營運特性及勞工的需求自行約定，並未限制僅能安
排於星期六、日。

• 為避免爭議，建議在勞動契約中載明（書面）較妥



• Ｑ、特別休假未休畢，雇主可以請勞工於期限內一定要休畢嗎?

• Ａ：（一）原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
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 （二）例外：勞雇雙方可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或一學年度實施（其遞
延之日數，於次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時，優先扣除。）但於次一年度
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只能提醒、
鼓勵員工排特休假，但不能強制、限制請休或一律規定遞延休假。

• Ｑ、特別休假未休畢，可以領”未休假獎金”嗎？

• Ａ；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
發給工資。」因此特別休假未休畢，雇主應法給「工資」並非發給獎
金。（勞基法第38條第4項）



• Ｑ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適用勞基法人員），特別休假沒有休完
，校方也沒有經費可以支付的，則該如何處理?

• Ａ：（一）原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
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 （二）例外：勞雇雙方可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或一學年度實施（其遞
延之日數，於次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時，優先扣除），但於次一年度
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只能提醒、
鼓勵員工排特休假，但不能強制、限制請休或一律規定遞延休假。

• 結論：若公立學校因經費有限，在勞資協商會議中，大都會商請勞工
選擇補休。但要不要補休之決定權仍在勞工，但補休期限（學校可以
年度或學年度為一年）由勞資雙方決定



• Ｑ、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適用勞基法人員）工作4小時要休息
30分鐘，但是幼兒園工作沒有辦法那麼準時，雙方協議好時間就可以
嗎?

• Ａ：（一）因幼兒教保服務工作具不可中斷性，且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35條但書規定，得不受限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休息30分鐘之規範，
雇主可在工作時間內，顧及教保員健康福祉前提下，另行調配合理休
息時間。工作完成後，已屆或已逾下班時間者，因已無提供勞務之必
要，無庸另予休息時間（桃園市政府勞動局109年5月14日桃勞條字
第1090036392 號函（二）休息時間是指工作者可以放下工作實際休
息、甚至是離開教室外出的時間。



報告結束，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