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市106學年度幼兒園災害防救示範演練 第1次預演檢討會 

一、時間：106年11月01日(星期三) 上午10時30分  

二、地點：本市私立寶仁幼兒園三樓禮堂 

三、主持人：教育局學輔校安科科長施宏彥 

四、會議紀錄：寶仁幼兒園教師賴秀娟  

五、出(列)席人員： 

    臺南市教育局學輔校安科科長施宏彥 

    臺南市教育局學輔校安科科員顏季柔 

    臺南市防災輔導團顧問林村龍 

    臺南市防災輔導團退休校長施玉鵬 

    臺南市防災輔導團退休校長康麗娟 

    臺南市防災輔導團校長洪國展 

臺南市防災輔導團園長李敏鳳 

臺南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組長陳明宏、組員溫棋歆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股長張申武、中隊長沈儀昌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第六救災救護大隊公園分隊長張勝傑、隊員謝正傳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開元派出所所長莊文輝、警員 

    臺南市私立寶仁幼兒園承辦團隊 

 

六、會議內容： 

➢ 案由：今早為第一次預演，就演練過程，請各界專業人士提出建議，做為改  

善方針。 

➢ 討論與建議： 

(一) 第一部份：不明人士入侵校園事件示範演練 

1. 對白冗長，應簡化；許多部份都是旁白、下指令、執行者重覆相同內

容，造成演練時間過長，且旁白與現場演練無法銜接。 

2. 過於細部性演練，最好是一直演練下去，由旁白看現場解說，並引導

來賓，往接續的演出場所觀賞。 

3. 不明人士從車庫入侵，經過升旗台最後在戲水池旁出現，可以呈現較

清楚的情境。 

4. 建議海豚班移至模擬教室演出，上廁所的孩子不穿越不明人士路線，

直接躲回廁所並關門。 

5. 園長與老師要有防護措施或工具，不宜靠不明人士太近，往後退並散

開，擴大圍住的範圍。 



6. 廣播請室外師生進入教室時，因無法看到室內狀況，可以加上關門窗

的音效。 

7. 不明人士的動作聲音可以再大，在逮捕過程中，可激烈大動作、咆哮、

掙扎等。警員可依實際情況演練，與不明人士溝通，不侷限腳本內容。 

8. 當做真實情況來演練，緊湊度要夠。 

9. 警員將人帶離現場後，需做事件處理的回報、安撫幼兒，檢討校園安

全措施。可能會有新聞媒體來採訪，或家長已知悉此事件，應擬新聞

稿並主動發布，傳遞正確訊息，將傷害降至最低。 

 

(二) 第二部份：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1. 旁白介紹環境的部份，可以再省略，介紹主要的演出班級即可，不需   

每間教室都說明。 

2. 介紹班級的時機，可視現場應變，班級到定點後即開始動作，不用等    

旁白。 

3. 芮氏規模不是以「級」為單位，如：芮氏規模 6.0；震度才是以「級」 

區分。 

4. 在室內的避難掩護的動作不確實，應落實「趴下、掩護、穩住」的動  

作；且小班的疏散動作過慢，可以穿拖鞋疏散，以免擋住後面的人員。 

5. 以書本或軟墊保護頭頸部者，應在頭頂留些空間，不直接壓在上面。 

6. 避難引導組人員要確實就定位，吹哨催促、以指揮棒指示方向，尤其 

是轉角處更需指示，明顯看出避難疏散的時間太久。 

7. 發布餘震時，還有人走動，未就地掩護；所有教職員生都應做避難掩

護之動作。 

8. 消防編組工作應調整：搶救組包含滅火、救災及救人；安全防護組除 

1人留下警戒外，全員出動巡視；巡視教室安全為首要，有危險的建

物要用警戒線圍起；再者阻擋外人進入、引導消防車及救護車進入。 

9. 初期滅火的警戒三角錐可以再圍大些。 

10. 救護車跟消防車的警報要響，救護擔架要再放低，固定帶要確實固 

定保護傷者。以軟式擔架搬運，姿勢動作要注意，應環抱幼兒雙腳， 

不是拉腳，以防再次受傷。 

11. 指揮權轉移沒有呈現，消防已開始射水但未交接，旁白完全不符合 

現場進度。 

12. 臨時服務台應設置在門口並管制人員出入，家長領回幼兒要核對身



份證並簽名。 

13. 醫護站在戲水池旁，前為避難集結區，看不到救護過程；建議改至 

靠今日簽到處，集結區再往前的位置。 

14. 模擬教室(白兔班)的演練中間隔了太久，受傷之後的橋段要接續， 

另一邊同時繼續疏散。白兔班的幼兒在掩護時，先戴上防災頭套才

躲入桌下，會卡住，建議改為先掩護，於疏散時再戴上頭套。 

15. 第 4棟二樓受困呼救後，搶救班進入，此時老師可先帶爬窗逃生的 

幼兒先行下樓，其餘的由搶救班 3人及老師帶出。 

16. 月亮班有孩子真的骨折，但沒有老師照顧，疏散進度落後；若有需    

要特別照顧的孩子，需做安排。 

17. 各班集結要靠近，以方形區塊為宜，點名速度較快，也能聽到老師 

說話。 

18. 班群報告人數時，應做出動作，避難引導組長報告人數要再簡化， 

回報總人數即可。 

19. 緊急應變中心及臨時服務台應分開成立，緊急應變中心在啟動應變 

組織即成立，臨時服務台於家長來接孩子之前成立即可。 

 

七、臨時動議：  

八、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