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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災 整備 應變 復原

安全是給每個孩子最大的承諾

為什麼要推動防災教育 建置防災校園？

防災素養:KAS(知識、態度、技能)



悲劇案例

2011年爆發東日本大震災，死傷人數慘重，位
於宮城縣石卷市的大川小學更遭到海嘯侵襲，
造成多達74名學童罹難，其中23名學童的遺
屬日前向相關單位提告，主張校方未能正確
引導學童、教職員避難，造成憾事，仙台地
裁105年10月底宣判原告方勝訴，要求石卷市、
宮城縣政府賠償14億2600萬日圓（約合新台
幣4.4億）

宮城縣石卷市立大川國小有74名學童
及10名教師罹難的悲劇

「我們的孩子本來不會死」

未確實疏散學童



2：46地震
3：30聽到廣播

海嘯 6至10公尺高
3：37海嘯來襲

往海的方向避難
7公尺高地
捨後山避難的抉擇

悲劇案例



對於防災教育的思維

學校可能面臨的災害：
地震 水災 火災 土石流 輻射 空汙 工安 人為
意外 疾病……

校園防災教育
面對常見天然災害如何防範與應變
以地震災害為主 其次是火災、水災

建構韌性防災校園

在地化防災教育



釐清觀念

 防災 vs 救災：
學校的防災教育主要教師生減少傷害，不是要教

師生如何救災為目的

 判斷原則教育取代標準答案訓練：
第一時間的選擇作為，決定了生與死

 如何逃與如何活：
不能逃時，如何保命

對於防災教育的思維

判斷情境 採取相對安全的策略



釐清觀念

對於防災教育的思維

判斷情境 採取相對安全的策略

 「黃金三角」理論是錯的！錯的嗎﹖
DCH（Drop臥倒、趴下，Cover掩蔽、掩護，Hold on握緊、穩住）才是最可靠、最簡單的方法

 地震來臨時第一時間 需要先開門或先關燈嗎?

有沒有更安全的地方
可以掩蔽﹖



釐清觀念

對於防災教育的思維

判斷情境 採取相對安全的策略

 要讓學生使用滅火器嗎?
 滅火工作誰來做比較合適﹖
 什麼時候適合使用滅火器﹖

 一定要讓學生體驗煙霧室嗎?
 體驗後有沒有建立正確認知呢?

 地震疏散集結一定是往戶外走嗎?

滅火有較高的成功率：
• 火災「初期」-火災發生的第一時

間發現
• 當下看到火就在你身旁生成
• 火焰高度約在25公分以下



日本湊小學的防災演練—因地制宜的疏散集結點

判斷原則教育取代標準答案

地震疏散集結一定是往戶外走嗎?

對於防災教育的思維



日本湊小學的防災演練



建置防災校園—要做哪些事項﹖

防災教育創新作為及典範

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辦理防災演練

製作校園防災地圖

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防災校園
基礎工作

建構韌性防災校園與防災科技資源應用計畫



1.前言
2.學校概況資料
3.減災整備階段
4.應變階段
5.復原重建階段

一、編修校園防救計畫書

本文

附件
附件1 空白表單
附件2 各類災害應變內容
附件3 各式安全檢查表掃描檔
附件4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簽核掃描檔

 分成二個部分：本文、附件
 建議以活頁方式存放，利於

隨時抽換更新資訊
 依學校狀況酌增(刪)內容



第2篇 學校概況資料

2.1校園基本資料表
2.2校園周邊道路圖
2.3校園平面配置圖
2.4校園建物資料：
建築物現況資料表(每一棟一張)、廚房現況資料表、實驗室現況資料表

2.5校園潛在災害評估及分析：
地震 淹水 坡地 人為 輻射 海嘯 其他災害（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 GIS圖臺系統）

2.6校園災害防救組織

一、編修校園防救計畫書



3.1 編列校園災害防救經費
3.2 校園安全準備工作
3.2.1  校園環境安全自主調查、鑑定與改善
3.2.2  校園防災地圖
3.2.3  1991報平安留言平臺
3.3 應變器材及支援單位
3.3.1  災害應變器材整備
3.3.2  支援單位聯絡清冊
3.4 校園災害防救教育訓練
3.5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第3篇 減災整備階段

一、編修校園防救計畫書



第4篇 應變階段

4.1 校園災害應變流程
4.2 災害通報

一、編修校園防救計畫書



第5篇 復原重建階段

5.1 受災師生心靈輔導
5.2 學校環境衛生及設施設備維護與修繕
5.3 學生復課計畫、補課計畫
5.4 供水與供電等緊急處理

一、編修校園防救計畫書



附件

附件1 空白表單
附件2 各類災害應變內容
附件3 各式安全檢查表掃描檔
附件4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簽核掃描檔

一、編修校園防救計畫書

依學校災害類別置放

安全檢查表印出紙本並經
業務檢查人及覆核人核章

最新一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編撰
完成後，經由校內簽呈，會簽各
相關單位/人員，並呈校長核章，



二、學校防災地圖

1. 潛勢災害調查與分析
（歷史災害、政府資料……）

2. 實地踏查與檢視

3. 擬定避難疏散路線
（疏散路線、防救災相關資源……）

4. 救災單位與通訊資料

5. 防災地圖製作



災害類別及經緯度位置

災害避難指導語 如果是潛勢災害資訊則是舊版本

方位盡量以上方朝北利於閱讀習慣

臺南市教育局06-2991111#8322
臺南市災害應變中心06-2989119

依學校位置利於後送或支援的單位

室內綠色虛線 室外紅色實線

沒有用到的圖例 可以刪除

學校附近如有路名 請務必標示

指揮中心設置指揮官面對建築物 學生背對建築物

急救站位置要利於救護車進入搶救傷患與後送



類別 圖例

避難疏散
路線

建築內路線 建築外路線

項目

室內避難處
所

室外避難處
所

急救站 滅火器

消防栓 指揮中心 物資儲備點
救援器材放

置點

通訊設備放
置點

AED
災時家長接

送區
警衛室

等待救援點

學校防災地圖常用的圖例

二、學校防災地圖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clker.com/clipart-2702.html&ei=1WAvVb_eCJPX8gW8noDgCg&psig=AFQjCNFhxl5pS_ldC70wAok45Eu1y8wa4A&ust=1429254820384493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www.clker.com/clipart-2702.html&ei=1WAvVb_eCJPX8gW8noDgCg&psig=AFQjCNFhxl5pS_ldC70wAok45Eu1y8wa4A&ust=1429254820384493


指揮官代理人發言人

是演﹖ 還是練﹖三、辦理防災演練

教職員工50人以下，可以設3組即可

防災演練三部曲：情境模擬 兵棋推演 同步演練



你能分辨警報器聲音嗎? 這是什麼警報?

三、辦理防災演練



編組成員基本認知
• 自救後 再救人

• 保護自己 再保護他人

• 就地掩護 就近掩蔽

• 相對安全位置

• 優先保護頭頸部

三、辦理防災演練



上課中地震

下課中
水災

其他時間

火災

情境設定—人 時 地 事

外人入侵

無
預
警

複
合
式

災害狀況 發生時間

如何進行防災演練
三、辦理防災演練

情境模擬 兵棋推演 同步演練



在腳本設定前的基本認知

災害的可應變時間：

地震：以「分」計

火災：以「秒」計

水災：以「時或分」計

情境設定原則：

1.接近真實情境

2.符合合理狀況

3.做最壞的打算

4.不同災害應變時間不同

防災演練的腳本
三、辦理防災演練



認識地震

震度分級 人的感受

0級 無感 人無感覺。

1級 微震 人靜止或位於高樓層時可感覺微小搖晃。

2級 輕震 大多數的人可感到搖晃，睡眠中的人有部分會醒來。

3級 弱震 幾乎所有的人都感覺搖晃，有的人會有恐懼感。

4級 中震 有相當程度的恐懼感，部分的人會尋求躲避的地方，
睡眠中的人幾乎都會驚醒。

5弱
強震

大多數人會感到驚嚇恐慌，難以走動。

幾乎所有的人會感到驚嚇恐慌，難以走動。5強

6弱
烈震

搖晃劇烈以致站立困難。

搖晃劇烈以致無法站穩。6強

7級 劇震 搖晃劇烈以致無法依意志行動。

地震規模
(芮氏規模0～9)

震度
（0級-7級)

vs
規模 描述

少於2.0 極微

2.0–2.9
微小

3.0–3.9

4.0–4.9 輕微

5.0–5.9 中等

6.0–6.9 強烈

7.0–7.9 重大

8.0–8.9
極大

9.0或以上

在腳本設定前的基本認知--
三、辦理防災演練



防災演練的腳本

時間與
境況

指揮官 通報組 避難引
導組

搶救組 安全防
護組

緊急救
護組

教師 學生 地點

針對發生時序與情境
思考各組應變作為

採用矩陣式腳本 可以透過兵棋推演

三、辦理防災演練



地震避難疏散的重要關鍵

避難口訣：趴下 掩護 穩住

疏散口訣：不推、不跑、不語

集合地點：就地蹲下 保持安靜

鼠婦（西瓜蟲）

三、辦理防災演練



演練時建議攜帶的物品

• 緊急避難包(防災箱)-全校或班級

災害編組背心(或臂章)、安全帽、收音機、學
生名冊、學生家長緊急聯絡名冊、學生家庭防
災卡、手電筒、大聲公、哨子、聯絡機關電話
簿、指揮棒、無線對講機

• 急救器材(醫藥箱、長背板、檢傷墊）

• 搶救器材 (破壞工具十字鎬、圓鍬、釘拔）

• 其他(帳篷、桌椅、口罩、雨衣)

三、辦理防災演練



集合點名
誰來點名? 誰來回報?

三、辦理防災演練



防災演練過程的探討-

有沒有……
更好的處置? 
更適當的處置?
更合理的處置?

三、辦理防災演練



四、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以防災教育議題為主軸發展
 可依學校現有的課程融入即可
 從現有領域課程抽出表列



防災教育課程架構表四、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研發防災教學教具四、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五、防災教育創新作為及典範

• 防災推廣的教學與活動：繪畫、小書創作、書籤、校慶活動、
解說員、相聲、戲劇演出

• 防災教育情境佈置：防災教育專欄或櫥窗、防災屋

• 與社區結合：社區活動推廣、同步演練

• 結合在地文化：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

• 運用資訊科技實施防災教育：VR虛擬實境、機器人、空拍機、
3D列印

• 整合其他領域：環境教育、生態教育、食農教育、創客教育、
國際教育…

常見各校防災教育做法：



防災校園操作手冊

分為二部分
 校園防災基礎工作
 校園防災進階推動

• 教育局資訊中心第191818號公告
• 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教學資源/部會教學資源處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