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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學前幼兒照顧福利

「0-6 歲國家一起養」政策，

推動2.0 升級措施

113.8起鼓勵鼓勵公立及非

營利幼兒園試辦臨時照顧

服務

優化學前幼兒學習環境

充實及改善幼兒園設施設備

逐步調整幼兒園師生比至1：

12之目標

完善教保服務機構不當對待

幼兒案件調查處理機制

滿足學前家長托育需求

鼓勵及協助各地方政府增設

2 歲專班並提供補助

2

平價優質的學前教育

一



適性發展的國民教育

完備國民
教育體系

完備學校
午餐制度

穩健落實
108課綱

推動美感
教育中長
程計畫

提供就學
協助及穩
定師資

優化國教

113.5完成「國

民教育法」 26

項授權子法

持續推動制定

制定學校午餐

及飲食教育專

法

活化校園閒置空間

偏遠教學師資

科學園區附設實驗中

小學

推動文化教育向

下扎根

契合「文化永續、

世界台灣」目標

二

3

充實多元選修/

自主學習

研訂師資培育

113.2起高中職全

面免學費

偏鄉久任未具教師

資格現職代理教師

進修教程機會



務實致用的技職教育

三

可賦予技職學校辦學

彈性

在確保辦學品質之前

提下，轉型為單科專

門學校

特殊領域人才成立單

科專門之技職學校

未來結合產業辦理
專業學校

建置區域型人才培育

基地

接軌產業需求，孕育

專業技術人才

建置區域產業人才
及技術培育基地

辦理職場體驗、學習

及國際體驗，並提供

大學入學就學配套

就業銜接為導向

培育中階以上專業
技術人才

持續監督專案輔導學

校以保障教職員生權

益

跨部會研商退場學校

賸餘財產，使其歸屬

具公益性

完善私立高中以上學
校轉型、退場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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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創新的高等教育

四

5

型塑具備明確定

位及優勢特色之

大學

113.2 起 推 動

「拉近公私立學

校學雜費差距及

其配套措施方

案」政策

促進教育平權

推動雙語化學習

計畫

辦理英語評量檢

測

113.2起推動大

專校院學生校內

住宿補貼

持續推動新宿舍

計畫

拓展學生對產業

認識

縮短學用落差

推動第2期
高等教育深
耕計畫

產學合作
培育高階
創新人才

協助學生
安心就學

重點培育
大學雙語
專業人才

提升住宿環
境品質與扶
助弱勢

職涯探索
發展課程

國家重點領域研

究學院

辦理產學合作培

育博士級研發人

才/碩士專班

規劃培育前
瞻科技所需

人才

攜手各大專校院

共同針對國家重

點領域

引領學術研究創

新，帶動產業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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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的數位科技教育

6

五

推動中小學數位
學習精進方案

持續優化中小學網

路環境

充實數位內容

善用大數據分析，

整合數據分析結果

深化高中以下學校
數位學習科技教育

強化學生、教師數

位學習與教學能力

AI 人工智慧發展運
用，113.10完成新

版「中小學數位教
學指引3.0」

創新規劃
AI 教育應用

下世代AI人才培育

研擬公私協力辦理
科技教育相關競賽

發展在地化生成式

AI模型

暢通資通訊數位人

才培育，並推動前
瞻科技及跨域教育

強化人文社科學生

前瞻跨域及數位教
學

鼓勵成立數位學習

推展聯盟，並辦理
數位教學增能培訓

深耕大專校院前瞻
科技與數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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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多元的語言教育

六

持續深化雙語及本土語言教育

落實「國家語言發展法」，推

動「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

從法規、組織、師資、資源管

道、配套獎勵等，持續推動本

土語文教育

辦理本土語言傳承及保存工作

建置AI學習資源

發 展 手 機 語 音 輸 入 APP

語音工具

雙語教育：

推動師培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提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英語能力

結合大學資源辦理假期兒童英語營隊

深化本土語言教育：

推動國中小沉浸式本土語文實驗班

推動本土語言教育及傳承保存工作

營造本土語言教育友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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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世界的國際教育

發展優質
華語文教育

持續推動「華語教

育2025」、臺灣優

華語計畫及華語文

教育相關工作

113.12推出半導體

華語教材

培育及延攬
新南向人才

辦理新南向產學合

作專班，吸引優秀

學生來臺並留用

鼓勵至新南向國家

實習或留學

推動中小學
國際教育

成立國際教育交流

聯盟

持續深化國際姊妹

校之學習交流

選送老師出國

接軌國際

七

8

深化國際交
流與學習

推動台美教育倡議、

「促進國際生來臺及

留臺實施計畫」

補助國內12所大學

組成「國家重點領域

國際合作聯盟」

與企業合作組成「國

際產學教育合作聯

盟」，設立海外招生

前進基地

擴大培育
國際人才

將規劃擴大我國學

生出國留學、研修

及實習等管道

支持社經文化弱勢

青年學子，走出臺

灣拓展國際視野



健康安心的校園環境

八

防制校園霸凌

強化校園安全與

教師輔導管教

改善校園交通及治安死

角

推動人權
友善校園

完備法令

友善提供多元生理用品

營造校園性別友善空間

校園性別事件防治

深化性別平等教育

身心調適假
加強學校心理諮商資源

完善學生
身心健康措施

完備法規
鼓勵大專校院透過跨單位
模式，結合校內既有職涯
規劃輔導機制

精進及提升
特殊教育品質

加強與警政系統合作
強化學校與家庭、社政
及衛政單位的鏈結

持續完善校園
安全防護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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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樂學的終身教育

完善社區終身
學習網絡

豐富樂齡長者
學習資源

建構智慧服務
終身學習場域

提升家庭教育
服務量能

推動新住民及其
子女教育

預計於113年底發布第2期

「終身學習中程發展計

畫」，打造「全民愛學習

的臺灣─學習型臺灣」

建構樂齡友善數位學習

環境，並推動跨世代青

銀共學

結合中央部會與地方政

府推動「第3期推展家庭

教育中程計畫」

優化國立社教機構及

成為智慧科技、淨零

轉型的實踐典範

積極推動「第3期新

住民教育揚才計畫」

（113年至116年）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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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創新永續的
全齡終身學習

運用AI科技精進終

身學習資源

試辦第三人生大學



族群共榮的原民教育

十

持續完備原住民學生在

校就學及生活之文化支

持系統

建構原住民學生
安心學習環境

多元管道，提升師資職

前教育原住民族語文能

力及文化素養

精進原住民族
教育師資質量

設立原住民族課程發展
協作中心
落實原住民族實驗教育
升學銜接規劃

發展原住民族
實驗教育

加強族語保存及推廣
補助地方政府聘任專職
族語老師

深耕原住民族
語文教育

持續保障原住民學生升
學權益、鼓勵參與國際
交流、促進職涯發展並
培育學校運動人才

培育原住民族
多元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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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持續完善原住
民族教育支持系統

補助22個地方政府之原
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多元管道培育原住民族
族語及文化師資
完備原住民族文化學習
空間



活力績優的體育運動
落實運動
選手照顧

促進運動
產業發展

開拓多元
賽事交流

健全體育
團體組織

精進全民
運動環境

十一

3

優化國際
競技實力

1

6

透過體育運動強

化國際能見度

輔導體育團體落實

年度應辦事項、財

務，並推動良善治

理

運動空間便利化

友善運動設施

推展全民運動

保障身障運動權

提倡運動融入生活，

培養青年族群規律

運動及觀賞賽事

養成終身運動習慣

7

2

5

爭取國家運動科學

中心大樓新建計畫

推動黃金計畫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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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議成立體育
暨運動發展部

持續規劃推動

優秀運動選手

輔導方案2.0

辦理全國綜合運動

賽會及參與國際運

動交流



十二

多元發展的青年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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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權青年深
化公共參與

強化青年職涯
發展多元性

協助未升學未
就業青少年生

涯探索

推展青年國際
及體驗學習

協助青年職涯
發展擴大職場

體驗

研議設立百億
青年海外圓夢

基金

研議
青年基本法

辦理青年教育
與就業儲蓄帳

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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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