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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年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關懷動物生命教育計畫 

壹、 計畫目的： 

    透過流浪動物的認養，將動物保護融入學校生命教育課程，開設

動物保護相關社團，培養學生教養動物應有的責任及與動物相處之

道，並落實動物保護法，發揚愛護動物，尊重生命之精神；藉由學校

正面積極之教育功能與行動，校園深耕，種下保護動物、關懷生命的

種子，教育學生並進而影響社會大眾。 

貳、 執行期程： 

一、計畫實施期程：113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 

二、申請日期：即日起至113年4月30日止。  

參、 補助對象： 

一、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肆、 重要工作項目及執行方式：設置「生命教育學習園地」、照顧校園

友善動物、認養流浪犬貓、開設學校動物保護相關社團、結合

「動物之家」辦理認養動物活動、結合「動物防疫機關」舉辦對

外開放校園施打狂犬病疫苗注射活動。  

一、提出申請： 

(一)由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彙整有意願學校，並請檢

視學校過往執行率狀況，調整學校申請項目，以縣市為單位提出

申請。 

(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有意願者提出申請。 

(三)申請「生命教育學習園地」項目：由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

（市）政府推薦申請，各縣市請優選1校示範；教育部主管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由本署依學校過往執行狀況擇優核准申請。若申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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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踴躍，將視經費予以調整。 

二、審核及補助經費： 

(一)補助項目經費： 

1、設置「生命教育學習園地」：最高補助10萬元。 

2、新認養「動物之家」收容之流浪犬貓及開設學校動物保護相關社

團，並結合「動物防疫機關」舉辦對外開放校園施打狂犬病疫苗

注射活動：最高補助7萬元。 

3、認養校園內原有之流浪犬貓及開設學校動物保護相關社團，並結

合「動物之家」辦理認養動物及結合「動物防疫機關」舉辦對外

開放校園施打狂犬病疫苗注射活動：最高補助6萬元。 

4、認養校園內原有之流浪犬貓，並結合「動物之家」辦理認養動物

及結合「動物防疫機關」舉辦對外開放校園施打狂犬病疫苗注射

活動：最高補助4萬元。 

5、開設學校動物保護相關社團，並結合「動物之家」辦理認養動物

及結合「動物防疫機關」舉辦對外開放校園施打狂犬病疫苗注射

活動：最高補助3萬元。 

(二)補助範圍：設備費、講師鐘點費、飼料費、籠舍、洗澡費、修剪

費、印刷費、醫藥費(疫苗注射、投藥等)、生命教育書籍及相關

雜支。 

(三)申請方式： 

1、有意參與關懷動物生命教育計畫之學校，提送計畫書及經費申請

表至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初審後，由各直轄市政府

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彙整申請學校之計畫書、經費申請表及彙整

表(附件1、附件2-1、2-2)送本署審查。 

2、本署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計畫型補助款，依「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及配合本署獲配年度預算額度，

就地方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金額；屬第一級者，最高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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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百分之七十，第二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七十五，第三級者，

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第四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八十五，第五

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九十；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填列

本計畫所附計畫書及申請表(附件3)送本署審查。 

(四)核銷方式：受補助經費應於當年度執行完畢，並於執行完畢2個月

內檢附成果報告(附件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捐)助經費

收支結算表(表6-1)各一式2份送本署結報。 

三、篩選適合學校之流浪或棄養之溫馴動物： 

(一)動物來源： 

1. 校園內原有之流浪犬貓。 

2. 認養「動物之家」收容之犬貓。 

3. 遭棄養之溫馴動物。 

4. 自然棲息之不具危險性動物。 

(二)動物條件： 

1. 非購買。 

2. 非捕捉。 

3. 非保育類。 

4. 自然棲息於校園。 

5. 個性溫馴親人。 

6. 不具攻擊性。 

7. 陪伴或觀賞動物。 

(三)動物照顧：依照動物種類施打疫苗，預防傳染病，校園犬貓並需

完成絕育手術、晶片植入、驅體內外寄生蟲、寵物登記。 

四、設置生命教育園地： 

辦理事項如下（需逐項完成）： 

(一) 設置「快樂動物區」：動物種類、來源及條件依照上開規定選擇，

並結合各類生命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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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設「動物保護社團」：定期舉辦社團活動。 

(三) 舉辦生命教育「徵文」或「教室巡展」活動。 

(四) 對全校教職員工生進行「動物保護衛教宣導」，每年2場以上。 

(五) 對外開放校園，結合「動物防疫機關」或「動物之家」辦理防疫

或認養活動。 

(六) 邀請家有認養流浪犬貓之師生於各活動日將寵物帶至學校，讓學

生學習「飼主責任」。 

五、推選適當校園友善動物管理者： 

學校應指定主要負責者 (動保法第5條)，並妥善安排各處室照顧

分工，主要負責者異動時應辦理轉讓登記。 

六、犬貓認養流程： 

(一)學校主要負責者與縣市政府動保單位或「動物之家」聯繫挑選認

養時間。 

(二)學校主要負責者攜帶個人身分證於約定時間至「動物之家」，由縣

市政府動保單位或「動物之家」人員協助挑選認養犬貓。 

(三)完成認養手續（寵物登記、填寫認養切結書及狂犬病注射證明牌

證）。 

(四)犬貓運送-填寫送愛到家申請書，並於約定時間將犬貓送至學校。 

(五)認養合作-配合地方政府動物保護防疫處認養相關方案。 

(六)挑選出之犬貓須地方縣市政府動保單位或「動物之家」合作完成

基本訓練。 

七、校園動物管理： 

(一)動物照護： 

1、學校應依動物保護法規定飼養照護動物。 

2、學校應提供可自由伸展、運動、遮風避雨之空間供動物休憩、活

動。 

3、學校應依教育部訂定之「各級學校犬貓管理注意事項」(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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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校園犬貓列入第一類犬貓造冊並管理。 

4、學校應提供動物日常所需之飼料、清潔衛生及醫療措施。 

5、學校應與鄰近校區之動物醫院、獸醫師公會或獸醫診所進行合作

事宜，由前開單位提供動物所需之醫療服務及飼養管理諮詢。 

（二）追踨訪視： 

1、完成本計畫申請之動物，由教育局(處)統一造冊送交動物保護防

疫處列入追蹤續管。 

2、每年由教育局(處)與地方政府動保相關單位會同派員前往學校進

行校園動物訪視，並由獸醫師進行狂犬病疫苗施打及基本理學檢

查。 

3、緊急安置機制： 

動物如發生影響師生安全等緊急事件並無法排除時，學校得通知

地方政府動保相關單位進行緊急安置事宜。 

八、結合動物推動生命教育相關課程： 

(一)校內部分： 

1、於師生集會場所正式向全校介紹校園動物給家長及學生認識，以

減緩家長、學生的疑惑。 

2、安排生命教育課程融入教學(動物倫理、動物權、動物福利、動物

保護等)。 

3、校園動物命名活動、票選活動。 

4、辦理校園動物海報、作文、繪畫比賽及教室巡展。 

5、設計校園動物相關徽章、紀念品等。 

6、一日志工(校園動物照顧活動) 。 

7、安排飼主責任、衛生教育、認識動物等課程。 

8、舉辦動物保護相關宣導活動。 

(二)校外部分： 

1、邀請動保相關單位到校進行飼養教育、防疫及絕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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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園動物飼養與照顧志工的培訓。 

3、校園動物假日遊學計畫(到學生家中作客)。 

4、建立校園動物粉絲專頁。 

5、各校校園動物交流活動。 

 上述校園動物融入生命教育非正式課程，可視學校課程妥善安排，

以期達成師生對校園動物的關心與照顧，實現生命教育的核心價值。 

伍、 預期效益： 

(一)生命教育之有效體驗。 

(二)不同物種之和平共存。 

(三)建立學生與家長及里民正確飼養動物之觀念。 

(四)與動物保護及防疫機關合力預防動物傳染病及繁衍。 

(五)為學校樹立愛護動物的正面形象。 

(六)教育學生體會人類與動物及大自然之間的共好關係。 

(七)讓學生學習不同物種間的相互尊重，進而付出關懷照顧之行動。 

(八)落實動物保護教育，深化學生愛護生命之觀念。 

陸、本計畫有未盡事宜者，得適時修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