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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教育基本理念

1 深植「預防重於救災」之觀念
2 防災教育導向永續發展
3 建立主動積極的安全文化
4 邁向「最小災害損失」的目標

中小學防災教育－自助自保

1 培養學生及教職員具備基本防災素養
2 提昇學生及教職員對災害的危機意識
3 了解準備和緊急應變的重要
4 在災害發生時選擇即時合宜的應變措施，

保護自身安全和減輕可能災害



防災教育課程目標

1 培養師生對各種災害之警覺心及敏感度。
2 建立師生正確的防災概念及知識。
3 培養師生正面積極的防災態度與價值觀。
4 培養師生防災行動技能及處理災害的能力。

符合在地化的教材教案

結合校內相關領域之教師，建立具在地化
災害特性、可融入各科領域中且與生活密
切結合之教材(教案)，並透過試教，提升
師生防災素養水準，強化社會抗災能力。



校園防災教育課程:
安全教育（遊戲、交通、性騷擾…）
生命教育（溺水、外力侵害、暴力…）
健康促進：

衛生（傳染病、環境清潔、狂犬病…）
飲食………

友善校園
是環境教育裡的一環

學習方式:
1 善用網路媒體教材資源
2 搭配多樣化學習活動
3 融入式教學
4 參訪體驗學習
5 防災演練與課程相結合



課程以現有課綱融入在地化教學模組即可，
不用另外再研擬課綱增加教師負擔。

優先就防災校園建置計畫內之工作項目，
進行教材或教案的開發

試教開發之教材或教案，記錄學習成果並修正回饋



• 現階段網路資源

• 防災e學院

• 計畫辦公室網站

• 土石流防災資訊網

• 台北市消防局

• 地震測報中心－地震百問目錄

• 內政部消防署宣導網

• 防災教育數位學習網站

• 數位教案

• 防災素養檢測系統

• 台灣防災教育協會

• 國際厚生健康園區

• 地球科學園地

•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防震教育

• 紅十字會防災資訊

• 美國救難總隊

http://61.56.4.48/main.php
http://hmedu.ncdr.nat.gov.tw/
http://246.swcb.gov.tw/
http://3d.tfd.gov.tw/f_pre.asp
http://scman.cwb.gov.tw/eqv5/eq100/eq100.htm
http://210.69.173.9/nfaweb/newprevent/index.aspx
http://www.drea.org.tw/htm/1_about.htm
http://www.24drs.com/
http://earth.fg.tp.edu.tw/learn/esf/magazine.htm
http://www.ncree.gov.tw/04_Edu/Frame4.htm
http://redcross.tallytown.com/educate.html
http://www.amerrescue.org/knowledge.htm




一 教師研討確定主題 共同討論-全校
1 選定主題
2 確定教學目標
3 達成學習連貫性

主題架構

分組討論-年段或年級
4 商討資料來源
5 決定呈現模式

二 建構教學模組架構



三 教學模組課程研討

四 蒐集相關教材資源

六 模組試教

教學時間可以靈活調整

五 設計教材、編寫教案及學習單



教學領域 教學年級 設計者

主題名稱 教學時間

教學研究
教材分析：
教學重點：
學生經驗：
延伸活動：

單元目標 能力
指標

防災素
養指標

能力
指標

防災素
養指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分配 評量

防災教學教案設計

教
學
紀
錄

學生反應
遭遇困難
偶發事件
其 他

設計二〜四節課



評量

防災知識、態度、技能的評量
深耕防災認知與態度養成

七 模組教學活動評鑑

執行前測、後測

八 試教後再研討修正

九 後續推廣教育教學

教學省思



移動式的在地化特色防災教學活動：地景導覽解說培訓

融合防災知識的特色社團藝術饗宴：
薩克斯風繪本音樂會、布袋戲表演

建置防災閱讀學習角、成立防災學習步道、舉辦防災校
園小博士選拔、防災英文朗誦比賽、防災路跑

辦理「暑假防災育樂營」

進行「防災心智圖」教學活動，藉由樹圖概念讓學生瞭
解各類災害之成因、影響、應變及防範方法，強化學生
對災害認知思維。

暑假作業—防災小尖兵（家庭防災地圖、防災避難包…)



校園災害防救演練

主講者：康麗娟



與社區單位合作
舉行演練檢討會

議
協助幼兒園防災

演練

1. 納入鄰近社區資源
(鄰里長、里巡守
隊、志工、慈善團
體、醫療機構…..)
並共同合作。

2. 建立學校外部防災
資源聯絡清單。

3. 結合社區資源(例：
便利商店)

1. 請專家檢核：
1) 緊急應變小組是

否確實執行肩負
任務

2) 全校成員是否正
確並落實執行防
災演練各項動作

2. 針對檢討內容修正校
園災害防救計畫、演
練腳本內容。

為讓防災教育向下
紮根，協助並推廣
幼兒園防災演練。

辦理防災演練



（一)、撰寫腳本
1 依學校災害防救計畫內之潛勢災害分析
2 依學校實際狀況撰寫

撰寫腳本注意事項

1 設定模擬狀況（震度、雨量…）會影響演練後續發展。
2 可依學生活動時間（上課、 下課、 全校集會… ）、
地點（一般教室、 專科教室、操場、活動中心… ）
下狀況躲避疏散。

3 假設狀況盡量符合可能的實際狀況（疏散中餘震、
特殊班學生、 行動不便學生、 疏散中跌倒受傷、）

4 災害所引發的各種損傷狀況(房屋倒塌、火災、淹水
人員傷亡及財務毀損…)

5 應變組織各組的運作



（三)、整合鄰近社區防災機構與資源，加入演練行列

（二)、召開演練工作會議
1 協調演練各項工作事宜
2 邀請參演單位、社區代表、鄰近防災機構、
諮詢委員討論腳本內容

3 讓所有教職員工、任課教師都知道演練
內容及流程

不必每次都請防災機構參與，
可能的話盡量邀請
家長及社區居民共同演練



上課時間急降雨，造成學校淹水該怎麼辦？

（四)、進行演練指導

發生地震第一時間該怎麼辦？

於不同時間點，
或採無預警方式演練

（五)、災情發生之處理

應變機制啟動，在緊急避難集合點成立緊急應變指揮中心時，
搶救組要同時設立緊急救護站，有人員受傷應迅速送至緊急救
護站進行檢傷急救。



1 疏散不需要求快，因為容易受傷，有不推、不跑、不語
的基本原則，在疏散過程也需要保護好頭部。

2 集結的避難地點，師生要避開在司令臺、樹或籃球架下，
以免二次災害的發生。

3 救護站之設置需考量救護車方便進入之動線，同時與集
合學生保持一定距離，避難其它學生看到受傷學生之狀
態。

4 演練力求符合實境現況。
5 透過點名時機，充分機會教育，教師並應思考真正災難
發生時如何安撫學生情緒。



（六)、臨時收容所的設置

學生一時無法聯絡上家長時
學校如何安置這些學生？

當確定學生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時
學校如何協助聯絡安置這些學生？

（七)、復原重建

校舍安全檢查
心理復原重建

（八)、召開檢討會

於演練後召開檢討會檢討演練內容





防災演練腳本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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