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防疫教育總指引 10大措施 

確保親師生安全教學學習環境 

「臺北市各級學校暨教育機構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教育及指引」，將於

開學後每兩週滾動修正防疫管理指引，相關內容摘述如下： 

一、   防疫整備工作 

（一）學校及幼兒園開學前務必召開防疫小組會議，研議校（園）內防疫措施，

加強物資盤點，包含用餐隔板、快篩劑、酒精、清潔液、口罩、體溫計等快篩劑

及口罩以全校教職員工總數 5%-10%計算，預備 2週為原則。 

（二）於開學前加強校園內環境消毒工作，包含教室、各學習場域（含游泳池）、

相關盥洗等常用空間進行衛生清潔消毒及空間清消管理。 

二、   服務及入校條件 

（一）學校教職員工及工作人員，應符合完成疫苗第一劑接種且滿 14日之服務

及入校條件；疫苗第一劑接種未滿 14日或未接種者，首次進入校園服務前應提

供 3日內抗原快篩或 PCR 檢測陰性證明，之後每 7日進行 1 次抗原快篩或 

PCR 檢驗為原則。快篩劑均由學校提供。 

（二）開學後，家長及訪客原則不入校（園），但經學校認定有入校必要者，比

照教職員工辦理。 

三、   個人衛生防疫措施 

（一）請家長主動關心子女/學生身體健康，上學前先量測體溫，如出現發燒或

呼吸道症狀者，應在家休息避免外出。家長為子女向就讀學校（園所）請假者，

請假以兩星期為周期，學校（園所）將從寬認定個案情形，予以准假，且不納入

學生個人出缺席紀錄，亦不因此扣減其學業成績評量之成績。 

（二）到校後，學校應落實入校（園）時及下午上課前師生體溫量測、手部清消

及監測健康狀況。 

（三）全校（園）師生除用餐及飲水外，應全程佩戴口罩。 

四、   環境及空間清消管理 

（一）每日定期針對教室、各學習場域及相關盥洗等常用空間進行衛生清潔及消

毒，並視使用情形，增加清潔消毒頻率。 

（二）學校學生交通車與幼童專用車應加強清消管理，且應造冊並落實固定座位。 

（三）維持各學習場域及用餐環境通風，開冷氣時應於對角處各開啟一扇窗，每

扇至少開啟 15公分，並加強通風及清消。 

五、   教學活動防疫措施 

（一）學校及幼兒園推動之課程及活動，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實施，

並落實課堂點名。 

（二）室內外體育課程，均應配戴口罩，保持防疫所需之適當社交距離（室外 1



公尺、室內 1.5公尺），避免肢體接觸或團隊性運動項目課程。體育課程以個人

基本動作為原則，學生上課一人一教學用具， 課程結束後立即進行人員及教學

用具消毒。游泳課及籃排球課暫緩進行，視疫情滾動修正。 

（三）音樂吹奏型課程以不進行實體練習，改以鑑賞、觀摩、看樂譜或聆聽為原

則，實體練習由學生在家自行操作。惟弦樂器(提琴)、鋼琴、打擊類不受影響。 

（四）實習實作與實驗應採固定分組，學生練習時使用之設備、器材，應避免共

用；如有輪替使用設備、器材之需要，輪替前應先澈底消毒。 

（五）課後照顧班、課外社團、高中多元選修課程、彈性課程等，均可跨班進行，

惟採固定人員與固定座位方式規劃，並應落實各項防疫措施。跨校活動則暫緩實

施。 

六、   校外教學及戶外教育等活動，暫緩實施。 

七、   學校辦理大型集會活動如開學典禮、週會或迎新活動及學校日等，仍應採

線上方式辦理為原則。 

八、   餐飲防疫 

（一）應加強清潔消毒飲水機，並加註標示僅供裝水用不得以口就飲。 

（二）廚房工作人員及熱食部均由固定人員執行配膳作業，確實清查從業人員健

康管理狀態、佩戴個人專用及完整之防護具（包括帽子、口罩等）。 

 (三) 打菜小天使應專人負責，服務前徹底洗手。正確穿戴圍裙、帽子、口罩及

手套。 

 (四) 學生用餐以不銹鋼容器加蓋盛裝，取餐排隊應佩戴口罩、維持適當距離，

以個人套餐並使用隔板入座或維持社交距離用餐，且不得併桌共餐，用餐時間不

交談。 

九、 停課標準 

 (一)1班有 1位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班已停課 14天

為原則。 

 (二)1校有 2位以上師生被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確定病例，該校停課 14

天為原則。 

（三）各行政區有 3分之 1學校全校停課，該行政區學校原則停課。 

（四）學校及幼兒園若啟動預防性停課進行遠距線上教學，應通報教育局備查，

教育局亦得報請臺北市政府啟動預防性停課。 

十、多元彈性混成教學模式 

(一)疫情進入第一、二級警戒，學生以實體到校為主，考量部分因疫情不到校(或

無法到校)學生學習權益，各校得衡酌學生、家長需求及教師教學能量，經校內

凝聚共識後，由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或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試辦採行多元彈性

混成教學模式。 

(二) 學校得安排每兩週或每週擇 1日或半日實施遠距教學(或演練)，以因應疫情

升級停課之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