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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計畫緣起與先期計畫概述一、前言- 計畫緣起與先期計畫概述

 台灣因地處亞熱帶地區，且位於歐亞大陸板
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界之處，地理位置特殊，
經常會面臨如颱風、地震及伴隨而來的海嘯、
水災、土石流等天然災害的威脅。

 世 界 銀 行 所 出 刊 的 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A Global Risk Analysis文中，
更提及台灣曝露於天然災害下之的人口與面
積比例均為世界之冠。

 89年7月19日公佈實施的『災害防救法』，
其中第22條第2項明文規定：「為減少災害
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府應依權責實
施災害防救教育、訓練及觀念宣導。」

 教育部為主責我國教育之最高指導單位，應
透過與善用現有教育體系加強落實防災教育
到各級教育單位，以提昇全體師生之防災知
能，進而強化社會抗（救）災之能力。

2009年 莫拉克風災

2010年 梅姬颱風

2010年 凡那比颱風

2011年 311日本強震

防災重於救災、離災優於防災

預防策略－超前部署，預置兵力、隨時防救

計畫緣起與先期計畫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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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機管理與防災校園之關係二、危機管理與防災校園之關係

災害無可避免，當災害發
生時該如何自處且自保，
進而面對危機、從而接受
它、管理它，並解決它。

 Morse[1] (1973) 提出危機
是出自於突然出現的情況，
並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做
到決策的選擇。所以即使
危機的出現無法精確的估
算，但卻可透過適當的危
機管理機制來降低災害產
生後的傷害，甚至化解危
機的產生。

區域性災害管理概念圖

[1]詹中原，1996，《我國危機管理及公共（工業）安全體系建構之政策推介》，第79 期，p19-25，公訓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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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管理各階段與防災校園工作內涵之關聯危機管理各階段與防災校園工作內涵之關聯

危機管理

為未發生的危機作事先預
防及準備，亦可視為自我
審視的保護作用。

危機監測和危機預警

防災校園

防災小組成立
災害潛勢檢核
防災設備整備

為依據危機現況，所做出
最佳策略，亦可視為災害
處置的依據作用。

危機決策
防災校園

災害防救計畫
防災地圖

為災害的防治管理機制及
預防觀念的建置作用。

危機處理 防災校園

疏散避難演練
在地化教學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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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區防災校園服務團之任務與執行流程三、南區防災校園服務團之任務與執行流程

教育部環保小組

推動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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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隆

新
北
市

宜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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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桃
園

花
蓮

中區防災
教育服務團

3區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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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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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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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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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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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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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防災
教育服務團

北區防災
教育服務團

全程計畫：100-103年度

幼兒園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一)建置防災校園

(二)建置防災校園推廣基地

(三)辦理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
100年度
79所學校

101年度申
請學校

100年度79所學校

建立災潛資訊 防災資源整合

災潛資訊平臺 師資培訓、防災素養、防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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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執行架構

三、計畫內容及執行策略

縣市防災教育輔導
在地校園防災輔導

到校輔導 3次

複合型災害演練1場

教師研習活動1場

成立區域服務團隊
（南區）

區域推廣
與成果彙整

成立南
區防災
教育輔
導團隊

組織校
園潛勢
災害檢
核團

• 專家學者
• 縣市政府
人員
• 推動防災
教育卓越
國中小核
心人員

各相關領
域專家學
者(包含建築、
消防、大地、
結構、水文、
機電與防災
體系等)

適性輔導

澎湖縣、臺東縣
屏東縣、高雄市
臺南式、嘉義市
嘉義縣、雲林縣

南區八縣市 協助「中程計畫」
推動彙整各縣市
防災教育輔導小

組特色

提供各縣市輔導
座談會（各縣市
至少1次、辦理
縣市教育輔導小
組交流會1場）

縣市防災教育輔導

•協助「防災校園」建置與執行
•協助學校撰寫「防災校園建置計畫書」

在地校園防災輔導

•建立在地化教學模組
•修訂校園防災防救計畫
•輔導例行性校安檢核
•防災避難演練
•成果報告書與新聞稿

•繪製校園防災地圖

成
效
檢
討

完
成
綜
整
性
的
防
災
教
育
服
務
團
工
作
輔
導
手
冊

辦理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輔導說明會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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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置防災校園 (二)建置防災校園推廣 (三)辦理境況模擬全員
1. 成立防災校園推動小組

2. 檢核在地化災害潛勢

3. 製作防災地圖

4. 擬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5. 防災避難演練

6. 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及推動教育宣導

1. 編修與實務結合之校園災
害防救計畫

2. 建立學校與鄰近社區防災
合作模式並進行實作

3. 協助鄰近學校推動防災工
作：邀集鄰近學校人員辦
理研習營或工作坊、提供
參考資料與諮詢等

1. 設定防災演練情境、擬訂
防災演練計畫與腳本

2. 辦理境況模擬全員同步防
災示範觀摩演練

3. 製作防災示範演練專輯

4. 檢討修訂災害應變計畫與
作業程序

 執行工作前，將舉辦教師研習營，詳細說明各項工作之內容、重點、操作方式
等，並結合實作，讓學校人員充分了解與熟悉各項工作執行方式。

 執行過程中，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將提供專業技術諮詢與協助、相關資料，並
到校服務，協助推動相關工作。

 執行工作前、後，均應配合進行師生防災素養檢測，以瞭解計畫對於提升師生
防災素養之成效。

101年度防災校園工作內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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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區防災校園建置與輔導經驗三、南區防災校園建置與輔導經驗

本團隊執行 101年度
區域防災教育服務計畫(南區)輔導學校

辦理區域內受補助防災校園輔導訪視活動
 101年度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計畫，東方設計學院

縣市 一類 二類 三類

雲林縣 8
嘉義縣 9 3
嘉義市 3
台南市 2 2
高雄市 1 1
屏東縣 6 1
台東縣 4 1

10/71

三、計畫內容及執行策略
南區防災校園輔導學校災害潛勢分析

南區縣市 41所- 無法判定（地震）2 所

南區災害潛勢（具中、高潛勢者）
地震災害 75%（30所）
颱洪災害60％（24所）
人為災害 57％（23所）

其中地震災害占所有補助學校超過逾7成以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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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防災校園輔導學校災害潛勢分析

嘉義縣（市）15 所-無法判定（地震）1 所

臺南市 4 所

雲林縣 8 所

屏東縣 7 所-無法判定（地震）1 所 臺東縣 5 所

縣市災害潛勢分析

以具中、高潛勢者： ●地震災害 -雲林縣78%、嘉義縣(市)73%、屏東縣85%、臺東縣100%；
●颱洪潛勢－雲林縣75%、嘉義縣(市)80%、高雄市50％、 屏東縣42％、臺東縣40％；
●坡地潛勢－高雄市50%、屏東縣42%、臺東縣60%；
●人為潛勢－雲林縣75%、嘉義縣(市)53%、臺南市100%、屏東縣 57%、臺東縣80%。

高雄市 2 所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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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步驟

成立防災校園推動小組

申請防災校園計畫

檢核在地化災害潛勢

提出預防改善對策

研(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防災
避難
演練

建立在地化
教學模組

推廣在地化
防災知識

成果
繳交
報告
發表

防災教育服務團

提供每校至少三次
之專業協助
與到校輔導

學校凝聚共識

獲得經費補助

(一)建置防災校園

防災素養前測

防災
素響
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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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校園執行工作重點

13

因應教育部推動防災校園建置工作內容與依據貴校災害特性，
建議增修重點如下：
1.成立防災校園推動小組
2.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
3.研(修)訂校園災害防災計畫與製作防災地圖
4.落實防災疏散避難演練
5.建立在地化教學模組
6.各校防災校園計畫活動(各校填寫)

防災校園必須
執行之工作

計畫內容

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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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防災校園輔導訪視流程圖

第一類 建置防災校園

防災校園執行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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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防災校園推動小組

防災校園執行工作重點

15

說
明

A、防災校園服務團提供編組與分工參考資料。
B、學校依教職員人數進行編組與分工、組成防災工作推動小組。

建
議
增
修
內
容

A.繪製組織圖與製作工作分配表。
B.詳細分配防災校園建置工作，例如：
(平時減災/災後復原期間)
校園災害防災計畫→總務處
防災疏散避難地圖→總務處、學務處(訓導處)
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教務處
防災疏散避難演練→學務處(訓導處)、輔導處、保健室、教官室
(災前整備/災時應變期間)
指揮官→校長
副指揮官→學務(訓導)主任或教務主任或其他人選
通報組→校安中心人員、學務(訓導)處、教官室
避難引導組→教務處、各班導師
搶救組→教務處、總務處
安全防護組→總務處、警衛
緊急救護組→保健室、輔導處

16/71

(學校教職員人數50人以上) 學校災害防救
作業手冊
參考編組

防災校園推動小組 (召集人：校長)

平時減災/災後復原期間(依各處室
業務範圍及性質執行相關工作)

災前整備/災時應變期間(成
立應變小組執行相關工作)

教
務
處

總
務
處

學
務
處

輔
導
室

保
健
室

搶

救

組

通

報

組

避
難
引
導
組

安
全
防
護
組

緊
急
救
護
組

指揮官：校長 副指揮官：
校長指定人員

(建立在地化教學模組)

教

學

組

防災校園執行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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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職員人數50人以下)

平時減災/災後復原期間(依各處
室業務範圍及性質執行相關工作)

防災校園推動小組 (召集人：校長)

災前整備/災時應變期間(成
立應變小組執行相關工作)

教
務
處

總
務
處

學
務
處

輔
導
室

保
健
室

搶

救

組

通

報

組

避
難
引
導
組

指揮官：校長 副指揮官：
校長指定人員

教

學

組

(建立在地化教學模組)

學校災害防救
作業手冊
參考編組

防災校園執行工作重點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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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校園執行工作重點

校園災害防救應變組織分工表 50人以下(參考表)
組別 職務 姓名 原屬單位 代理人 負責工作
指揮官 1.負責指揮、督導、協調。

2.負責協調及主導各組中所有運作。
副指揮官 1.負責統一對外發言。

2.通報中心受災情形、目前處置狀況 。

通報組
組長 1.以電話通報應變中心已疏散人數、收容地點、災情及學校教職員、學生疏散情況。

2.負責蒐集、評估、傳播和使用有關於災害與資源狀況發展的資訊。
3.負責協調及主導各組中所有運作。組員

避難
引導組

組長 1.分配責任區，協助疏散學校教職員、學生至避難所。
2.協助登記至避難所人員之身份、人數。
3.設置服務站，提供協助與諮詢。
4.協助疏散學區周遭受災民眾至避難所。
5.協助發放生活物資、糧食及飲水。
6.各項救災物資之登記、造冊、保管及分配。
7.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 管制。
8.維護學校災區及避難場所治安。

組員

搶救組

組長 1.受災學校教職員生之搶救及搜救。
2.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3.強制疏散不願避難之學校教職員生
4.依情況支援避難引導組。
5.檢傷分類，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6.心理諮商。
7.急救常識宣導。
8.提供紓解壓力方法。

組員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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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

防災校園執行工作重點

19

※ 全國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資訊管理系統（http://safecampus.edu.tw）

說

明

A、防災校園服務團協助取得災害潛勢資料及製作災害潛勢圖，並邀請學者

專家進行現地勘查及檢討會議。

B、學校教職員進行校園與鄰近地區災害潛勢檢查，並繪製學校災害潛勢圖。

建

議

增

修

內

容

A.配合防災校園服務團的學者專家進行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工作。

B.學習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方法，進行例行性的校園安全檢核工作。

C.將檢核結果納入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D.將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資料提供所屬學區之社區參考使用（非必要）。

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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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置防災校園 檢核在地化災害潛勢

針對校園內外環境，進行校
園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防災
校園人員引領檢核路線)。

針對校園內外環境，進行校
園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防災
校園人員引領檢核路線)。

根據檢核結果提出預防改善
對策，並研(修)訂校園災害
防救計畫。

根據檢核結果提出預防改善
對策，並研(修)訂校園災害
防救計畫。

校園潛勢災害檢
核團

(服務團、災害潛勢資訊管

理系統團隊及專家學者)

防災教
育輔導
小組

地區消
防單位

社區

代表

各縣市
教育局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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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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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在地化災害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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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建築耐震安全檢核表-臺南市那拔國小

防災校園執行工作重點

25

26/71

防災校園執行工作重點

災害潛勢調查表-台南市那拔國小
1. 地震災害
2. 颱洪災害
3. 坡地災害
4. 人為災害

a.機場
b.加油站
c.化工廠及石化設施
d.校園附近無人看管水域
e.鄰近大型醫療院所
f.變電所
g.高壓電塔
h.電波發射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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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與製作防災地圖

防災校園執行工作重點

27

說

明

A、防災校園服務團提供參考範本、協助擬訂計畫並協助規劃疏散避難路線與製

作防災地圖。

B、學校教職員擬訂或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根據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結果)，

並繪製防災疏散避難地圖。

建

議

增

修

內

容

A.訂定符合本校特色及災害特性之校園防災計畫，營造健康、安全的校園環境。

B.針對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等災害管理階段，擬定具體防災工作項目。

C.整合防災工作推動小組之編組與分工、災害潛勢圖、防災疏散避難地圖、校園

環境特性、防災因應對策及運作機制等資料，編撰或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28/71
28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是針對減災、整備、應變及復建
等災害管理階段，提出具體工作項目，將防災的知識、
技能及態度引入校園，並由全校性疏散避難演練的過程，
使師生瞭解災害防救的重要性，瞭解正確疏散避難應有
之作為。

 分區防災服務團將協助學校依據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結
果，擬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與製作防災地圖，使學校可
依循並執行例行性校園安全檢查及防災避難演練。

災害防救計畫
(包含防災地圖) 防災服務團學校

研訂 協助

落實防災工作

防災校園執行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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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防災教育數位平台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資訊系統下載相關參考資料(校園
災害防救計畫編撰指南、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範例等)。點選學校屬性資料後，
可自動產生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WORD檔。
整合防災工作推動小組編組與分工、
災害潛勢圖、防災疏散避難地圖、
校園環境特性、防災因應對策及運
作機制等資料，編撰校園災害防救
計畫。

(一) 建置防災校園 擬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http://disaster.edu.tw/sdps/home_page.htm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內容綱要

第一篇總則
第二篇共通性事項
第三篇地震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第四篇颱風、水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第五篇坡地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第六篇火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第七篇傳染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第四篇颱風、水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第五篇坡地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第六篇火災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第七篇傳染病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第八篇實驗室與實習場所災害減災與應變事項
第九篇交通事故減災及應變事項
第十篇其他校園安全工作事項
第十一篇災害復原工作事項
第十二篇計畫實施與考核

30/7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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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防災地圖乃用於災害的事前準備，
可幫助師生瞭解校園環境安全、防範意外
發生及降低災害傷害。
 本計畫協助學校因應不同災害類型，
規劃不同的疏散路線、急救路徑、集合點
等，建立校園防災圖資。

 簡單清楚易懂
1.  校園主要、次要出入口，周

遭交通動線、救難設施、救難
路徑、避難集合點需標示。
2.  災害潛勢位置、安全死角、

過去災害發生點應描繪清楚。
 配合避難疏散動線規劃繪製

1. 避難路線不能穿越具災害潛勢
之場所，盡量利用現有通路。

2. 路線不經過危險路段。
3. 避難路線不得交織衝突。
4. 不同班級的疏散路線匯合，應

考慮路線的寬度及容量。
5. 避難集合點應明顯標示。

防災地圖內容

1.校園基本平面與空間位置、
2.災害避難疏散規劃路徑(替代路線)、
3.災害應變器材(含防災/救災設備)及
資源分配位置、
4.救災路徑與方向、
5.校園災害潛勢位置、
6.校園安全死角…...等。

防災地圖 防災地圖繪製原則

防災地圖之功能、內容與繪製原則防災地圖之功能、內容與繪製原則

32/71

標示出校園安
全死角

防災地圖案例（一）防災地圖案例（一）

32



2012/11/7

17

33/71

防災地圖案例（二）防災地圖案例（二）

社區資源相
關圖資及聯
絡資訊

教室疏散示意圖，分配人員逃生出口，避免災害發生時，
人員集中單一出入口，造成阻塞，反而延誤逃生時間。

學校災害潛勢區域，於災害發生時應避免經過及逗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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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學校 防災地圖



2012/11/7

18

35/71
35

 演練目的：針對在地化災害特性研擬演練腳本，以熟
悉災害應變程序；檢視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及避難疏散

路線地圖之適用性，並進行必要之修訂。

防災避難演練防災避難演練

防災演練目的

2.  災害發生時能迅速避開危險1. 熟悉疏散避難方法 3.活著離開災點

36/71

因應各校災害潛勢
類別皆不盡相同，
演練內容亦應隨災
害差異而有所調整
規劃。

落實性

連結性創意性

調整性

在地性

防災演練的重點提醒防災演練的重點提醒

防災演練重點

因應各校災害潛勢
類別，落實相關內
容及作業程序。

連結學校周遭資源，共同
辦理演練，模擬災害發生
應變作為。

發揮學校特色，將學校優
點特色表現於防災教育與
演練內。

透過檢視避難演
練，進行檢討與
調整，並於下次
演練前提出因應
作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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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區域內受補助防災校園輔導訪視活動

第一類學校 避難演練

辦理情形

加強避難演練熟練度
透過多次演練熟練組
裝炊事帳，從5分鐘
變成1分鐘即可完成
架設

培養自救互救之能力
於演練時，學校請高
年級小朋友協助帶領
幼稚園小朋友進行避
難疏散。

徹地落實演練步驟 熟練演練相關運作

培養自救互救之能力，教育高年級生協助低年級或行動不便者，進行避難疏散

38/71

辦理區域內受補助防災校園輔導訪視活動

第一類學校 避難演練

辦理情形

桌椅過小、個子較大
現在學校課桌椅皆個人
化，導致能躲避之空間
過小，反而拖延小朋友
逃難之時間，宜宣導個
子較大之學生應躲於桌
旁並頭部低於桌面，以
免掉落物砸傷。

落實宣導之演練動作
1).於演練時，學校大
多學校老師皆會檢視學
生是否有落實掩蔽，但
老師自身卻無落實進行
掩蔽之動作。

2).學校腳本皆有宣導
地震時，宜先開啟門、
關閉電源等，但部分學
校師生皆無確切落實。

高年級生因個子較大，不易躲於桌子下 幼兒園(托兒所)因桌椅更小導致趴於桌下

於演練時老師也應一同進行掩蔽之動作，以免災害發生時先行受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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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避難演練流程(地震)

各班上課教師
確認學生安全無虞

教師安撫學生待指揮官
指示若無劇烈餘震即恢

復上課

依照指定的疏散路線
到指定的避難地點

清點學生人數
並向上通報

地震發生

就地做緊急避難 身體保護動作

指揮官判斷災情

緊急救護與
校園安全檢查

校園安全檢查無虞
且無劇烈餘震

(恢復上課)

校園有危險疑慮
且有餘震持續發生

(停課放學)

防災校園執行工作重點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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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校園執行工作重點

家庭防災卡填寫說明：

緊急集合點：當災害發生時，家人緊急集
合的地點

小規模災害（如公寓火災、小震災）時，
家人會在住家外的適當地點（如家旁的小
綠地）集合，但大規模災害時，可能連住
家附近都不太安全或不易靠近，家人就必
須在稍遠一點的社區外（如學校、公園）
集合。

緊急聯絡人：當家人集合有困難（甚至遭
遇災害時），家人知道可以向誰（親密的
親戚好友）聯絡求助，但應事先安排好。

小災害時，同一城鎮（本地）的親友足以
協助家人（聯絡、醫療照護、收容安置
等），但大災害時，可能需要外地的親友
過來幫忙。

40

每個家庭只要花一點時間，一起討論，
有了共同的默契，萬一發生大災害，對
家人一定有相當大的助益。避免家人互
尋的問題，變成救災單位的負擔，讓救
災資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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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在地化教學模組
建立

各領域教師教務處 學生

全國教師

教學

分享

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參考防災教育數位平台)

防災校園執行工作重點

41

說

明

A、防災校園服務團提供重要防災觀念與教學參考資料、協助審訂課程內容之正確性。

B、學校擬訂在地化防災教育教學計畫、製作在地化防災教育教學模組及進行在地化

防災教育教學活動(結合認識校園課程)。

建

議

增

修

內

容

A.根據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結果，並參考既有防災教育資源，建立在地化防災教學模

組/教案/教材。

B.可與認識校園課程結合，每組教案內容需含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等災害管理四

階段。

C.認識校園環境與災害預防方法：帶領學童實際走訪校園，指出校園中容易發生危險

的地方、警示訊息，常見的危險行為，以及預防危險發生的方法；教導學生能夠說

出應該注意安全的地方與預防災害的方法。

42/71

在地化教學模組在地化教學模組
 由學校校長擔任總召集，促成校內教師共同組成防災教學推動小

組，就校園災害潛勢特性類別，並依據校內低、中、高年級不同
學習階段之差異，逐年逐項進行防災教材編撰。

 依據任務分工可區分為「資料蒐集組」、「教材編撰組」、「教
學推廣組」與「意見回饋組」四大組別，作為後續統籌規劃與工
作執行等事項。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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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壇國小-防災避難教學模型

那拔國小-防災教育櫥窗、防災繪畫比賽、百萬大學堂

臺南高工-防災地震拳法、搶答大作戰

土石流防災大富翁

日本-地震問答網站

43

在地化教學模組在地化教學模組

44/71
44

工作項目 內容 服務團 教師 學生
建立安全校園

檢核在地化災害 校園內外在地化潛勢災害檢查 執行 參與

提出預防改善對策 針對在地化災害提出改善並呈報 協助 執行

研訂災害防救計畫 防災計畫擬定與防災地圖製作 協助 執行 參與

落實防災計畫 使全校師生瞭解防災計畫 輔導 執行 參與

防災避難演練 全校進行疏散避難演練 輔導 執行 參與

推廣防災知識

建立在地防災教學 建立在地化防災教材進行教學 輔導 執行 參與

防災教育宣導活動 進行宣導活動傳授防災知識 輔導 執行 參與

成果繳交與發表
繳交成果報告，並將成果報告、
教學模組與心得上傳數位平台；
參與成果發表與研討

輔導 執行 參與

(一)建置防災校園 工作項目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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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事項 完成事項與具體產出

組成防災工作推動小組 • 依教職員人數進行編組與分工、組成防災工作推動小組

檢核在地化災害潛勢
• 校園與鄰近地區災害潛勢檢查
• 學校災害潛勢圖
• 邀請學者專家檢討災害潛勢、擬訂因應對策

製作防災地圖 • 學校疏散避難地圖

研訂學校災害防救計畫 • 擬訂或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建立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
(可與認識校園課程結合)

• 擬訂在地化防災教育教學計畫
• 製作在地化防災教育教學模組
• 進行在地化防災教育教學活動

防災避難演練
(邀請防災教育輔導小組及5-10所學校到場
觀摩)

• 舉辦全校性防災疏散避難演練
• 針對校園災害防救計畫進行必要之檢討修訂

撰寫成果報告書、論文發表 • 成果報告書並上傳至防災教育數位平台
• 論文撰寫

(一) 建置防災校園 －主要工作事項與產出

4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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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社區自主關懷意識
台灣地狹人稠，地質年輕，節理發達且破碎，每年雨季及颱風挾帶大量豪雨，加上全

球氣候變遷，異常暴雨與大地震一觸即發，此等劣勢對台灣帶來的威脅日益嚴重，高

風險社區更是明顯，社區家園安全防災實為刻不容緩，並應重視自主性關懷巡檢，提

升防災意識。

• 強化社區居民耐災能力
由國外案例指出，災害發生的第一時間搶救災機制，除20%須由政府以重救災系統機

械搶救外，其餘80%為民眾自助自救方式脫困。可見災害當下，除發揮政府的外，民

眾的自救能力亦為救災要素，同時間接達到社區營造及永續經營的效益。

• 整合學校、社區、專業團隊與政府之資源
國內公私部門在防災工作上投入許多輔導教育，整體流程以政府上級部門與專家學者

為主導，透過此機制聯繫學校、社區居民與鄉鎮區公所，在高風險社區中強調社區自

主關懷與災害防治，並提供防災操作相關技術需求與諮詢。

積極推動防災校園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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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啟蒙

•說明工作執行方式

•防救災資源說明

•輔導學校課程說明

第一次訪視

•工作坊
•推動基地環境踏勘
•討論基地內防救災組織
•演練腳本討論
•防救災資源統整
•產出基地內防災地圖
•協助與輔導學校辦理相關
防災活動

第二次訪視

•社區與學校辦理演練
•檢討會議
•防救災資源統整
•脆弱度人口、專業人才資
料庫、防救災設備

第三次訪視

(二)建置防災校園推廣基地

將過去經受輔導之經驗、執行五大重點等
事項傳承、推廣至其周遭學校，輔導鄰近
學校建置防災校園

經驗傳承

學校與社區結合

結合周遭社區資源，共同辦理防災避難疏
散演練、防災事項宣導、推廣等相關事項。

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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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建立在地化

防災教學模組

檢核在地化
災害潛勢

研(修)訂學校
災害防救計畫

防災避難演練

製作防災地圖

• 共同辦理防災闖關遊戲
• 共同辦理防災繪畫
• 基地社群概念產出
• 產出各校防災特色
• 輪流協助他校防災教育推廣
• 人力資源互相協助
• 定期招開防災會議
• 永續經營

輔導鄰近學校建置防
災校園(屬都會地區
則輔導5-10所、屬偏
鄉地區則輔導3-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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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防災校園推廣基地 建立學校與社區合作模式

考量學校與鄰近社區及

鄰近災害防救單位之任

務與角色、可提供資源，

以及環境、社會、人文

等特性，分析防災工作

需求，建立學校與社區

防災合作模式；並透過

實作予以檢討及調整。

5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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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救災觀念與素養建立-家長會或運動會
 資源共享機制－將社區防救災資源與學校結合-(防救災器具、
物資、專業人員)

 村里辦公室、專業人員、社區發展協會
、民間單位與地方團體

 與社區共同進行防災演練
 定期評估與檢討

結合防災社區成為推動夥伴，
建置防災校園推廣基地

(二)建置防災校園推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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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防災校園推廣基地 協助鄰近學校防災工作

• 輔導鄰近學校建

置防災校園(屬都

會地區則輔導5-

10所、屬偏鄉地

區則輔導3-5所)。

• 課程規劃包含災

害潛勢檢核(及登

錄)、製作防災地

圖、編修校園災

害防救計畫、辦

理防災演練及製

作防災教學模組。

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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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防災校園推廣基地 推動防災校園基地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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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防災校園基地概念

8.落實、執行、評估

7.應變技能的演練

6.社區說明與溝通

5.社區防災計畫研擬

4.防救災組織建立

3.防救災對策討論

2.社區環境調查

1.啟動啟蒙

社區與學校實際參與

工作坊活動

推動招募中

5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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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內容 前置作業與準備事項

檢核在地
化災害潛
勢

1.校園及鄰近地區災害與事
故記錄

2.校園災害潛勢初步分析結
果與災害潛勢圖可由災害
潛勢資訊管理平台查詢資料

製作防災
地圖

1.校園平面圖及空間配置圖
2.校園各棟大樓樓層平面配
置圖

研(修)訂
學校災害
防救計畫

1.防災校園推動小組名冊
2.附近防災支援單位聯絡清
冊

3.校園歷年災害分析報告

防災避難
演練規劃

1.已有災害應變相關設備清
單

2.學校建築耐震評估初評報
告

建立在地
化教學模
組

1.學校曾進行過防災教育課
程與教案

研習營或工作坊課程內容

鄰近學校檢視與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
畫、防災地圖、防災演練腳本。

(二)建置防災校園推廣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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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環境踏勘&辦理工作坊

55

認識基地環境
討論社區危險地點

討論避難點

56/71

社區議題對策討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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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地圖製作、及避難點討論

57

58/71

建立防災校園基地防救災組織

58

搶 救 組通 報 組 緊急救護組避難引導組 安全防護組

學校應變組織與社區組織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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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推廣基地內防救災資源
(含專業人才建立、防救災器具、脆弱度人口、學校與社區聯絡窗口等)

表 防救災設備一覽表
品名 數量 狀態 管理人 電話 配置位置

表 脆弱人口概況一覽表
姓名(年紀) 狀況描述 電話 地址 緊急聯絡人(年紀)

表 重要設施一覽表(範例)
名稱 負責人 電話 地址 備註

XXX道院 03-329**** 龍壽村尖山外69號 可供臨時收容
OO國小 游** 03-3296554 龍校街30號 可供避難
XX醫院 黃** 02-8200**** 萬壽路一段50巷2號 （非位於本村內）提供醫療

OO消防隊 陳** 02-8209**** 萬壽路一段42號 （非位於本村內）設無線電、
救災器材

OO派出所 梁** 02-8200**** 萬壽路一段117號 （非位於本村內）設置無線電

表3-2-5-1  專業人才一覽表(範例)
姓名 專長 電話 地址 備註
簡XX 駕駛堆高機 03-3291286 龍校街60號 龍壽村村長
李XX 防災教育
簡XX 駕駛山貓 03-3294017 龍校街25號2樓
韋XX 基本醫療包紮 03-3204263 龍壽村11鄰萬壽路一段18號 具消防局EMT-2資格
廖XX 協助救災、救難 02-82091496 萬壽路一段516巷18弄8-3號 龜山鄉機動救援協會

60/71

通訊、照明設備
》低功率對講機
》車上廣播器
》收音機
》緊急照明燈
》備用電池
救災器材警示器材
》長波無線電
》廣播系統 (全社區)
》強力探照燈
》防水手電筒
》抽水機
》乾粉滅火器
》千斤頂
》十字鎬
》萬能斧
》發電機
》移動式消防幫浦
》圓鍬
》短炳鏟
》鍊鋸機
》油壓剪
》消防水帶
》電鑽
》雙節梯
》警戒繩
》警示指揮棒
》警示燈
》反光三角錐

救護器材
》摺疊式擔架
》保健箱
》大型急救箱
》消毒藥品
大型救災機具
》挖土機
》小山貓
》堆土機
》怪手
》吊車
》卡車
救生設備
》救生衣
》安全頭盔
》救生浮板、救生圈
》救災用繩索
》工作手套
其它
》大型帆布
》簡易淨水器
》汽油、柴油
》客土袋 (沙包)
》簡易雨量計
》勤務背心 (臂章)
》警笛 (哨子)
防救災相關設備、器材
》廣播喊話器
》照相機

防救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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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演練

61

結合社區資源共同
辦理演練。

6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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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置防災校園推廣基地－主要工作事項與產出

1. 編修與實務結合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含防災地圖，需符合現況與在地化災害
潛勢)。

2. 釐清學校與社區/救災單位/民間團體之任務、角色、工作分配及可提供與獲
得之資源。

3. 擬定與社區/救災單位/民間團體之防災聯合演練計畫與腳本。

4. 輔導鄰近學校建置防災校園(屬都會地區則輔導5-10所、屬偏鄉地區則輔導3-
5所)，課程規劃包含災害潛勢檢核(及登錄)、製作防災地圖、編修校園災害防
救計畫、辦理防災演練及製作防災教學模組。

5. 辦理社區及輔導學校防災教育研習營(一場)及工作坊(認識防災校園推廣基地)，
教導工作項目、內容及執行方式，社區至少30人參加，工作坊內容包含辦理
防災校園推廣基地計畫說明(一場)、建置推廣基地內防救災資源(含專業人才
建立、防救災器具、脆弱度人口、學校與社區聯絡窗口等)、辦理防災演練(學
校與社區)(一場)。

6. 提供輔導學校推動防災工作參考資料與諮詢服務等。

7. 成果報告書撰寫並上傳至「防災教育@數位平台」。

8. 成果發表會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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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

 依時序發展之災害境況模擬情境，全校人員均需參加演練。
 依時序進展過程中，所有參演人員均應同步演練，採行正確因應作為。
 演練細節盡可能接近真實的災害境況。
 由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協助，製作防災示範演練專輯。
 檢討修訂災害應變計畫與作業程序。

演練項目 演練內容

一、



二、



三、



 

 

一般演練腳本

時間
與境況

指揮官 搶救組 通報組
避難
引導組

教師 學生
































































      

      

全員同步演練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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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主要工作事項與產出

1. 編修與實務結合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含防災地圖，需符合現況與在地化
災害潛勢)。

2. 撰寫依時序發展之境況模擬演練腳本。
a. 情境設定：上課時間或非上課時間(如下課時、午休時、打掃時)、有

預警或無預警狀況之學校受災情境，至少5種。
b. 特殊考量：學校需考量在地化特殊災害，如海嘯、核災、坡地災害等。
c. 演練時機：不定時，不定點。
d. 參加對象：全校所有教職員生均需參加演練。

3. 所有教職員生均不看腳本，不照本宣科，模擬實際災害發生時之避難疏散
情形，需操作同步演練，事前各應變分組應熟悉組內工作項目及任務(工
作)分配。

4. 演練時應邀請專家學者、鄰近學校、社區、防救災相關單位等人員觀摩。
5. 演練過程中，所有作業均隨時序有詳細的統整紀錄(如拍照、攝影等)，以

利事中查證以及事後重構與檢討。
6. 演練結束辦理檢討評估會議，並修訂防災演練計畫與腳本。
7. 成果報告書撰寫並上傳至「防災教育@數位平台」。
8. 成果發表會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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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小組任務分工。

•全校教職員工都應了解
編組內容。

第一次訪視

•已以往演練腳本為基本架
構。專家到校討論學校環
境狀況，產出情境

•協助產出5種情境，並檢
視腳本。

第二次訪視

•五種情境都須兵棋推演。
•應變小組應清楚五種情
境處置狀況，透過每次
檢討會議修正，最後進
行實兵演練。

第三次訪視
•熟悉各演練情境。
•應變小組根據不同情境
隨時應變。

•示範演練採其中一種情
境。

第四次訪視

(三)辦理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

66/71

校長本身不重視或無力關注。
防災推動小組分工，大多落在學校的特定教職員，並無

詳細的組織分配。
部分學校以通則性的做法來編撰屬在地化防災教材，使
得防災教材缺乏在地環境特性之內容，或者教學方式較
單調。
防災地圖大多資訊不夠完整，且無定期更新相關資訊。
防災地圖無依據各類災潛，進行更進一步之規劃及繪製。
部分教職員於防災專業認知較為薄弱。
校園防災應變小組成員對於任務分工之內容，並不清楚
或極其不熟悉。

校園防災教育推動常見缺失校園防災教育推動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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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校園於防災教育推動結論南區校園於防災教育推動結論

學校面對災害時，未來可加強對災害（危機）
作監測，瞭解災害的種類，並建立應有的災
害危機意識、災害應變的心理準備及災害管
理應變機制。

1.What：如何處理？制定一套標準的準則；
2.Who：由誰去處理？明確的組織分工；
3.When：何時處理完成？標示出檢核時間
點。

68/71

南區校園於防災教育後續建議南區校園於防災教育後續建議

校園防災建置

1. 已申請計畫補助之學校，未來可協助縣市
政府推動防災相關業務，並帶動社區居民
與周遭學校，形成防災校園網絡，與周遭
學校或其他縣市相同災潛類型學校作防災
教育成果經驗交流與分享。

2. 於防災教育上，校長應帶領全體師生共同
推動，如：編撰在地化防災教學模組、辦
理防災創意繪畫比賽、校園防災地圖繪畫
比賽及區域示範觀摩演練等。

3. 學校應落實防災避難演練，建議可朝A、在
地性；B、落實性；C、連結性；D、創意
性；E、調整性等原則進行，透過定期更新
災害潛勢圖資，檢視資訊正確性；透過演
練，檢視並修正避難疏散動線與集合點位
置是否恰當，及緊急通訊資料是否暢通。

4. 建議學校演練可透過抽離2-3位人員(含組
長)，進而檢視學校防災應變組織代理人機
制是否健全，並請抽離之人員檢視演練時
學校師生有無落實防災避難相關事宜。

5. 演練應朝自救互救之原則，而非一昧依靠
仰賴消防救護之單位協助共同辦理

6. 落實家庭防災卡，定期更新家庭防災卡資
訊及宣導請家長將相關資訊輸入手機。

7. 依據學習階段不同訂定不同深淺之研發防
災教具教材，並透過各校防災教學資源分
享與交流，使其教材內容更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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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防災教育服務團

東方設計學院 室內設計系

環境性能研究室

電話：07-6938026 轉12、14

傳真：07-6930671

信箱：dps201107@gmail.com

地址：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110號



2012/11/7

36

71/71
71

簡報完畢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