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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學校原本是一個讓學生能夠安心學習的地方，但是有些學生，因為種種原因而無法完成學業，或是提早離開校園，中途輟

學；更有些中輟高危險群學生，他們潛藏在校園內，非常需要注意及高度關懷。 綜觀國內研究，多聚焦於中途輟學學生中

輟原因的探討、現況的調查分析，以及中輟復學生的輔導與適應問題上。本研究期能針對國小中輟高危險群學生，透過危

機管理的意涵，建立一套校園內的管理機制，期能迅速、有效控制危機，防止中輟生的發生。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法，首先

蒐集相關文獻理論，擬定訪談大綱作為研究工具，訪談對象包括行政人員、第一線教師和中途班老師，共計十六人。本研

究主要目的首先是透過文獻分析與深度訪談，探討有關中輟之成因、徵兆及相關預防機制之運作。其次建構一個防止中輟

生危機管理的模式，此危機管理包含危機爆發前的預防階段、危機發生時的應變階段及危機發生後的恢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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