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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服務團分區輔導學校說明

中 南 分 區
第 一 類 1 6 9 所
第 二 類 1 4 所
第 三 類 9 所
共 計 1 9 2 所

北 東 分 區
第 一 類 1 0 6 所
第 二 類 1 3 所
第 三 類 9 所
共 計 1 2 8 所

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

12+2+214+0+46+1+0

桃園市

25+0+0

苗栗縣新竹縣新竹市

22+2+17+2+00+3+0

宜蘭縣

14+1+1

金門縣臺東縣 花蓮縣 連江縣

1+0+02+2+1

南投縣彰化縣台中市

10+1+110+1+016+1+1

雲林縣

10+0+0

嘉義市嘉義縣

16+1+14+1+2

屏東縣

高雄市台南市

澎湖縣

5+0+023+3+135+2+2

22+1+1 16+3+0

1+0+0



服務團輔導期程規劃

服務團

設置及運作

組織

服務團

成員

提供縣市輔導團支援及協助
協助第一類防災校園建置及執行
輔導第二類及第三類建置及執行

⑪ ①

③

⑥

⑨

⑫

②

④

⑤⑦

⑧

⑩

辦理

防災校園
建置會議

行前說明會

防災校園建置工
作坊

訪視主要期間

檢討會議

4/21績優學校大
會師-高雄科工

館見習



第一類學校輔導流程



第一次到校請邀請 具學校災害專長之專家前往到校輔導流程



第一次到校輔導重點：檢視災潛，防災工作討論

項次 工作要項
負責單位 資料準備

(第一類學校)
時間
規劃主辦 協辦

1
輔導團

輔導說明
縣市輔
導團

- - 5分鐘

2 簡報
第一類
學校

縣市輔導團
1. 準備約20分鐘之簡報，詳

細內容請見附錄三
2. 視情況進行內容之討論

30~40
分鐘

3
校園現地
環境踏查

第一類
學校

1. 災害潛勢檢核：
第一類學校、專
家學者、縣市輔

導團
2. 消防檢測：視需

要邀請

1. 學校災害潛勢調查表及各類
校園防災地圖

2. 視縣市及學校狀況進行邀請
消防檢測

30~40
分鐘

4 綜合討論
第一類
學校

專家學者、
縣市輔導團

1. 受補助學校提出執行之困難
與問題

2. 協調第二次到校輔導時間

25~35
分鐘

總計：大約120分鐘(2小時)

以上時間順序可配合學校需求進行調整



第二次到校輔導重點-全校防災演練

項
次

工作要項
負責單位

資料準備
(第一類學校)

時間
規劃主辦 協辦

1
全校規模防

災演練
第一類
學校

縣市輔導
團

防災演練器具、防災演練腳本
、校園防災地圖等

20~30
分鐘

2 簡報
第一類
學校

縣市輔導
團

1. 準備約20分鐘之簡報，主要
為第一次防災校園建置之改
善與目前防災校園建置現況
之報告(含防災教育課程及宣
導活動等)

2. 視情況進行內容之討論

20~30
分鐘

3 綜合討論
第一類
學校

縣市輔導
團

1. 提出上述項目執行問題與困
難

2. 報告書撰寫相關問題討論

50~60
分鐘

總計：大約120分鐘(2小時)
以上流程可配合學校需求演練時間排定/或與輔導團協調進行無預警演練可以調整



防災校園專區說明





106年度輔導訪視表格



學校勾選完後，
於訪視當天交給
輔導團

輔導團員可於訪視前收
集學校資料時，或透過
訪視談話過程中了解學
校執行狀況，再進行勾
選

需特別注意之項目與學
校執行的狀況與備註

第一類建置防災校園輔導紀錄表 / 輔導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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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意見回覆 / 校務發展短中長程計畫表

服務團會將第
一次委員意見
整理至短中長
期計畫表，再
請學校填寫



Why 學校要防災





釜石v.s大川小



庭にいた児童78名中74
名と教職員13名中、校
内にいた11名のうち10
名が死亡した



http://311chiisanainochi.org/?page_id=678



20避難地點

逃難路線

樹-平日的公民館





※校園災害防救的重要性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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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型態日趨多樣性、高頻率性及複雜性。

• 可提升學生及教職員有關災害之危機意識，並對
可能導致災害發生或災情加重的原因（潛藏的危 險
因子）有所瞭解與警覺，進而願意參與消除或 改善
這些危險因子的行動。

• 災害對學校軟、硬體所造成之破壞影響，不但直
接造成大量年輕學子的傷亡，衝擊學生學習機 能，
甚至在災後一段很長的時間，仍然持續影響 學生求
學、家庭安詳、社會和諧的發展。

壹、前言



• 往往災害發生，受災的對象不僅是學校，有時社
區或民眾的受創程度更甚於學校。此時，救災的
資源，在指揮中心的調度原則下，將視災情嚴重
情形與生命財產受損程度，作優先順序的考量。
因此，學校內部自主性的救災行動就越顯得重
要。

• 自主性的救災行動，往往可以趕在第一時間，糾
合內部的人力與資源，將生命或重要的設備及時
搶救，把災情損失大幅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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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管理四階段計畫的內涵減災
• 災害潛勢調查與資料公開

• 政策規劃、土地利用管制、防災社
區

• 基礎建設與關鍵設施強化

• 防洪排水、攔砂壩等抗災工程

• 全民與防救災人員防災教育訓練

整備
• 防救災圖資建置與分發

• 防救災通訊與資訊系統建置

• 避難收容場所設置管理、物資儲備

• 應變中心建置與防救災演練

• 志工與民間資源整備、弱勢族群整
備

應變
• 災情查通報與災
情查證

• 應變資源調度、
物資與志工管理

• 災情控制：搜救、
滅火、緊急醫療

• 災民收容安置

• 罹難者處理

復原
• 受損建物復原或重建

• 災區經濟與社會秩序恢復

• 救助與補償金發放、各項救濟措施

• 心理復健、社會療癒

• 救災檢討、土地利用等制度措施檢
討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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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成 立 永 續 性 的 校 園 災 害 防 救 推 動 組 織

輔導工作執行重點細項 1/7

1 2 3

(1) 擬定組織架構圖與校
內組織名冊聯絡清單
(含行動電話)

(2) 每學期定期舉辦會議
並記錄。(至少一次)

(3) 參與各說明會、研習、
輔導等活動

(4) 落實並執行代理機制

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

平時減災小組 災害應變小組

(1) 配合家長日、運動會、
家長委員會議、大型
活動等進行宣導 )，
提高家長參與校園防
災活動頻率

(2) 師生(大型活動、定
期會議、班會、週會、
朝會、教師晨會、教
師進修、外埠參訪….)

舉辦公民(師生、家長)
防災共識活動

(1) 促成與在地組織的聯
繫網絡

(2) 建立學校外部防災資
源聯絡清單

(3) 學校所在的鄰里，輔
導並促成建立與學校
的良好夥伴關係

納入社區協力組織及
召開會議



防災工作，學校各單位的整合協調相當重要，透過組織分工使全校教職
員投入防災教育，本計畫需由校長主導整合，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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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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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職員人數50人以上參考編組

教
學
組

建立在地化
教學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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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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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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職員人數
50人以下參考編組

建立在地化
教學模組

成立災害防救推動組織-2



各應變編組任務

• 應依據校園環境與災害特性、
學校師生狀況、教職員工人數、
校內外可用之防救災資源適度
調整各編組人力與任務、並據
以配置適當裝備。

• 教育部的範本「僅供參考」。



估計有幾棟大樓，要再哪些重要通道口指揮？
需要多少人力？









輔導工作執行重點細項

學校應協調指定人員
(多處室及人員 )至系
統更新資料、熟悉帳
號密碼；教職員工應
熟悉學校災害潛勢並
指導學生了解。

定期至
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

適教育資訊網
更新填報資料

評估等級
查詢

進行校園建築減
災措施：耐震評
估、校園安全補

強

校園災害潛勢
調查

擬定對應學校災
害潛勢相關因應
措施及經費需求

2/7

縣市端也能主動提供
專家意見予相關單位，
做為評估需求經費的
依據

( 二 ) 檢 核 在 地 化 災 害 潛 勢



輔導工作執行重點細項

( 三 ) 製 作 校 園 防 災 地 圖

1 2 3

例:地震災害避難疏
散路線圖、颱洪災

害疏散避難路線圖、
人為災害支援設備

場所圖等

因應各項災害類別
繪製綜合災害潛勢、
疏散路線、支援設
備場所等地圖

涵蓋疏散避難方向
之引導、安全避難
處所或安全地點、
以及顯示出現有防
救災相關資源及可
能發生危險之區域
等相關訊息等

地圖圖例訊息

例 :公佈欄、室內集
會場所等

於校園張貼或公告
防災地圖

3/7



版型下載網址：
http://disaster.moe.edu.tw/SafeSchool/Campus/Masses/Ma

pTemplate.aspx

防災地圖繪製要注意什麼？

http://disaster.moe.edu.tw/SafeSchool/Campus/Masses/MapTemplat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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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圖例：必要項目

室內避難處所
水災／海嘯災害

地圖使用

室外避難處所
地震災害地圖

使用

急救站
背對或隔間全校師生，
需時刻掌握情況故不

能太偏遠

滅火器／消防栓

指揮中心
新版圖例為中文

字體

物資儲備點
救援器材放置點／通訊設備放置點

標示出平日擺放位置



100

醫療院所 消防單位 警察單位 海嘯避難
收容所

公務部門
樓梯路線

(100表樓梯疏散人數)
若為小校則不需標註

災時家長接送區 警衛室 ＡＥＤ

危險區域 人車轉運集結點

防災地圖圖例：建議項目（依學校考量放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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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避難標示

台 東 縣 萬 安 國 小



向陽樓二樓平面圖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逃生路線

滅火器 消防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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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與坡地災害疏散路線劃定

• 水災災害疏散避難與地震不同：
• 水災疏散避難路線與地震不一樣。

• 若學校淹水，不會往操場集結。請因應淹水狀況做學校垂直疏散
之安排

• 淹水疏散避難有兩種，一種為校內尚未淹水宣布停課後學生返家，
一種為開始淹水師生在校內往高樓層垂直避難。

• 淹水時若在校內避難，應該是往高樓層垂直避難。

• 校外疏散路線參考各縣市與各鄉鎮市區公所之疏散避難路
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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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防災地圖製作之1234

1.共同討論

2.共同繪製-透明紙套疊

3.公開發表

4.公開張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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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防災地圖之使用

1. 總需張數、張貼地點

2. 定期更新內容？

3. 校內外環境隨時改變

4. 由新成員來繪製

5. 教╱職員、生定期討論防災地圖內容

6. 配合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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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驗：災害圖上訓練 D I G 
(Disaster Imagination Game) 

1. 防災意識喚起

2. 社區探討

3. 災害之理解

4. 鋪上透明紙，描圖。

5. 各項圖例設施，採用不同顏色。

6. 根據防災圖討論防災內涵。

7. 各學習階段學生給予不同程度或方式
之 D I G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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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地圖Q&A

• 一定要標示樓梯路線的人數？

• 歷史災害區域可否依學校需求放入？

• 可以有多個集合地點嗎？

• 救援器材及通訊設備放置點可以放在二樓嗎？



經縣市防災教育輔
導小組(團)審核後，
依其建議更新與修
訂校園災害防救計
畫內容。

1. 每二年依據學校
軟硬體設施或設
備等實際狀況之
改變檢討修正本
計畫

2. 每四年進行整體
的修正

輔導工作執行重點細項

( 四 ) 擬 定 校 園 災 害 防 救 計 畫

1 2

定期更新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內容

縣市防災輔導小組
審核

4/7



何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 計畫目的：

為有效管理校園環境，避免災害發生，各級學校應依其校園
環境特性，編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 計畫適用範圍：

校園遭逢有關地震、颱風、水災、坡地災害(含土石流)、火
災、傳染病、實驗室與實習場所災害及其他校園安全工作事
項等緊急事故。除另有規定外，均需參照本計畫內容實施處
理（103年度新增海嘯、幅射）。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核心概念

•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為校園防災工作的依據且為可執行與
應執行之計畫。相關工作依實際情況修正，據以落實執
行。

• 以學校所涉及並能主導者為主要考量。

• 若需外界主導者，則以聯繫、瞭解、溝通、協助為主要
工作。

• 透過計畫撰寫檢視校園防災工作的完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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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涵蓋的防救災工作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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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災、整備、復建

– 以平時學校既有行政單位為執行主體，儘量以不增加 行
政負擔為原則，配合平時演練。

• 應變

– 以行政人員為核心，建立應變組織；平時演練、災時 運
作。

– 災中緊急應變時重點工作在於快速、有效率建構應變 組
織，並以實際狀況為作業情境。

• 結合學區、社區共同努力。



• 符合相關主管機關之法規要求。

– 包括：教育、勞工、環保、消防、衛生等主管單位

• 重新審視校內發生災害風險較高之類型、情境或
區域，藉由事先預防及整備，投入必要人力/設備
及支援。

• 於災害發生時能有可動員之應變人力/能力及必要
之支援，俾於最短時間內消弭或減輕災害之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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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執行考量面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執行考量面

• •應變架構、人員編組、任務執掌都應考量組織內
實際運作情形而加以配合。

• •應與學校各相關單位及人員研議，藉由不同角度
及不同立場，提升執行上可能面臨之困難及改善
建議，以使緊急應變計畫更具完整性及實用性。

• • 相關工作負責人員，應有明確之任務/職掌，並
給 予必要之教育訓練，使其能勝任，並適時給予
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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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自己保護好自己 (70%)

• 互助，教職員生彼此互相幫助 (20%)
(與家長和社區)

• 公助，公部門外部援助 (10%)
(學校是社區防災核心)

※每位教職員工，都要發揮自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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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防災應變關鍵概念



1.確立災害防救對策與措施之基本方向：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為各級學校推動災害防救業務之綱要計畫，應以學校所在
區域為範圍，屬於大方向、原則性、整體性之規劃。

2.成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研擬推動小組。

3.掌握學校災害特性進行學校災害潛勢評估。

4.計畫內容應涵蓋校園可能面臨之災害類型與各災害管理階
段。

5.應協調整合學校相關處室之災害防救業務與經費應用：
– 為使學校各單位從平時起就能夠協調、整合，確實推動全面性之學 校

災害防救業務，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應由各相關處室共同參與研 擬，以
期有效推動、落實。

– 學校各相關處室亦應依據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各項內容，就其業務執 掌
範圍，擬訂災害防救業務執行計畫並編列所需相關經費，以作為 業務
推動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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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擬定基本原則



6. 運用災害防救相關資料與資訊。

7. 製作校園災害防救圖資。

8. 建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自評機制。

9.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應考量該校特殊師生之需求，審慎納
入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之編撰內容。

10. 各級學校編撰與執行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時，應與學校災
害防救教育內容結合，藉由教學、災害演練等學Th參與 過
程，強化校園災害防救功能。

11. 應與政府單位之規定相互配合：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所需
之各項內容，應配合政府單位(消防局、教育局、社會 局、
工務局等)之相關規定，納入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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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擬定基本原則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撰寫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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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學校基本資料

• 蒐集校內外災害潛勢資料、校園踏勘

• 確認校園防災（含平時之減災、整備）工作分工
與應變編組

• 擬定與確認災害應變流程

• 下載教育部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最新版本

• 套入學校的資料

• 修改版本中的流程

• 檢核各項資料、確認計畫中各項防救災工作分工



計畫修訂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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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二年依據學校軟硬體設施或設備等實際
狀況之改變檢討修正本計畫， 或有需要 時。

• 計畫期程以二年內可執行、達成事項為原
則，惟因社會變動、業務執行需求，校園
災害防救計畫視需要檢討、補強，針對特
殊狀況（如特別或重大災害），宜規定作
必要之即時修正， 每四年進行整體的修 正。



防救災計畫書

一般而言：
全台皆為地震潛勢，
請要求學校要撰寫

坡地、水災
海嘯、幅射
請依學校狀況
進行增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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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防救計畫中幾個重點

• 學校位置的變動
• 校內的連絡通訊/代理人/緊急連絡人
• 外部支援單位聯絡清冊
• 防災地圖的
• 歷史災害狀況



外部支援單位聯絡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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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支援單位聯絡清冊

• 外部支援單位聯絡清冊，
建議事先弄清楚縣府各局
處對口人員，將姓名列出。
以免災害發生要聯絡時，
無法直接找到聯繫窗口，
延誤救災時機。

• 若學校周圍有村里、社區，
甚至於有巡守隊或防災社
區組織，建議將村里長或
該類組織聯絡人姓名與聯
絡方式納入。

• 家長會與地方上的志工組
織也請將其聯絡方式納入
本表。

• 學校設備契約場商也請列
入，提供災時或應變時支
援

• 建議洽縣府教育局提供適
當的對口聯繫單位（科室）
或人員。



防救災資源

瞭解校園現有的防救災設備以及目前的狀況；若能
將調查資料編列成冊，對於平日設備的採購、管理、
整備，以及災時的緊急調度等都會有相當大的幫助。

項次 應變器材 數量 存放位置

1 滅火器 24組 校園各地

2 醫藥箱 1組 保健室

3 氧氣筒 1組 保健室

4 毛毯 5條 保健室

5 挖掘工具 2套 總務處

6 反光背心 5件 警衛室

7 手電筒 1支 警衛室

8 大聲公 1支 學務處



器材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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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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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職員人數
50人以下參考編組

建立在地化
教學模組

外部支援
聯絡清
冊、…

指揮
棒、…

鏟子、
擔架…

擴音器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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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學校的資源您知道在哪裡嗎？

應變器材 數量 單位

安全帽 5 個

簡易式口罩 300 個

工作手套 5 雙

高壓清洗機 1 組

乾粉及二氧
化碳滅火器

20 組

發電機 1 組

長背板 1 組

急救箱 1 組

氧氣筒 1 瓶

應變器材 數量 單位

棉被 2 件

復甦呼吸器 1 組

氧氣筒 1 支

夜間警示燈 4 組
夜間交通指揮

棒
2 組

交通指揮背心 20 件

手電筒 3 支

電話 21 支

班級教室電話 12 支



校園環境自主性
調查流程

校園環境自主性調查

校園環境安全改善
(邀請專業技師協助)

張貼臨時警戒標示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 這是進行減災、整備、應變作
業規劃時要參考的重要資訊。

• 有安全之虞的場所或建物，其
減災、整備、應變作為應反映
在計畫中，包括疏散避難路線
是否應該避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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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自主性調查



校園環境安全檢查利用學校自行評量表在校園及校園附近環境做初步檢查(自我檢查：
目視、不用儀器)，如發現問題，向縣、市教育局、教育部及各防救
災相關單位呈報，並由縣、市教育局、教育部委請技師專家用儀器
做細部檢查。

建築物與設施危害評估

校方平時就應針對校園建築物進行危害評估，針對颱風、水災，校
方需每三個月進行一次校園建築與設施之耐災檢核，但在 防汛期來
臨前及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時需再做一次。針對不合格的部分，應維
修補強並加以追蹤考核 。

學校環境勘查

校舍下方駁坎龜裂情形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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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潛在災害分析
表2-2-2、潛在災害分析表

。
損壞。
。

。

• 應明確指出校內外低窪易積水地區（例如：校內
的地下停車場、位於地下室的舞蹈教室等），並
在校園平面圖上標示

• 校內易因淹水損壞之設備（例如：置於地下室之
緊急發電機、電梯）

• 校外易因淹水阻斷之道路（規劃疏散避難路線很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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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進行減災、整備、應變作業

「風災」潛在災害分析表 規劃時要參考的重要資訊。

致災源 颱風引起的校園災害 • 要寫出明確的時、地、物。

致災區 本校校園及相關設施
校園內老舊建築或輕鋼架建築，無法承受颱風吹襲。
教室門窗未上鎖，遭颱風吹襲而破損。

潛在災害 颱風吹起的飄落物，擊中建築物之門窗玻璃。
操場球門未固定被吹倒。
校園內的花草樹木未整修、固定，遭颱風吹倒。
輸電線路遭狂風吹落，有短路之虞。

校舍倒塌。
門窗玻璃破損

災損評估 操場體育設施
花草樹木折斷

電線走火致災



「地震」潛在災害分析表
致災源 地震
致災區 莊敬樓、自強樓

潛在災害

1.房屋倒塌。
2.震後火災。
3.外牆磁磚掉落。
4.學校建築物牆柱損壞。

災損評估
強烈地震的災損所造成的損失將甚為慘重，除了建築物與財
物的損失外，因為學Th集中在教室上課，如在上課時間發Th
強烈地震，將可能產Th人員的重大傷亡情事。

• 應依據學校與各校舍建築物基本資料表檢討。
• 明確指出校內外易受地震影響損壞之結構物或邊坡（例如：校
舍、司令台、圍牆、校內擋土牆、校外老舊人行天橋等）
• 校內易因導致災害的校舍或建物（例如：廚房、理化實驗室、
烹飪教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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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地災害」潛在災害分析表
致災源 降雨沖刷、土石流
致災區 邊坡上方、邊坡下方、擋土牆下方範圍

潛在災害

1.房屋滑動。
2.地基掏空。
3.建築物外牆遭受損害。
4.門窗遭土石侵入。
5.設施遭土石掩埋。

災損評估
土石流所造成的危害十分巨大，將會直接造成人員及設施的
損失，而颱風、豪大雨所引發的土石鬆動或地基掏空亦對建
築物安全性造成莫大損害。

• 應明確指出校內外有邊坡與擋土設施區域，並在校園平面圖上標示
• 校內可能因邊坡滑動、崩塌或擋土牆傾倒損壞之校舍（例如：位於擋土
牆上方或前方的校舍，建議規劃倉庫、專科教室而非班級教室）
• 校內可能因邊坡滑動、崩塌或擋土牆傾倒阻斷之道路（規劃疏散避難路
線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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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潛在災害分析表
致災源 電氣短路或易燃品燃燒、廚房與烹飪教室之火源與瓦斯桶
致災區 本校校園及線路老化或過載之相關電氣設施或用火場所

潛在災害

1.超過十年未更換之老舊線路。
2.電力過載之電氣設備。
3.延長線上插有過多插電設備。
4.易燃品旁有引火源(如新建教室油漆中又有電焊和施工、放
置纸張或廢纸回收處置入易燃火原(如煙蒂)

5.廚房、餐廳等可能用油、用火場所。

災損評估

火災所造成的損失視其所影響之範圍而定，除了建築物、設
備與財物的損失外，因為學生集中在教室上課，如火災濃煙
竄燒至正在上課之班級，將可能產生人員的嗆傷、燒傷或重
大傷亡情事，同時亦可能影響未來之教學活動。

• 校內易發生火災的校舍或建物（例如：廚房、理化實驗室、烹飪教室等）
• 明確指出校內若發生火災不易救援之校舍或建物（通道狹小、樓層過高、建
材與家具易燃、無消防水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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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壓電」潛在災害分析表

致災源 倒塌、電線斷裂

致災區 本校操場、籃球場、綠海三棒草地

潛在災害

 高壓電塔架設在操場跑道旁。
 若遇地震、颱風恐有傾倒、電線斷裂之虞，附近活動之
師生，安全堪慮。

災損評估
高壓電塔若傾倒，無法正常供電，將嚴重影響新北市新莊、
泰山、桃園大溪、龜山…等區域用戶的用電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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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潛在災害分析表

致災源 午餐、食品中毒

致災區 中央廚房(外部供應)、合作社

潛在災害

 食材不新鮮、處理(清洗、冷藏、冷凍)過程不當、烹煮溫
度不足或烹煮不熟 。

 運送過程未依規定處理。
 工作人員衛生習慣不佳。
 工作場所清潔、維護不佳。
 烹調、用膳器皿清潔、維護不當。

災損評估

若遇食物中毒事件，除緊急令其停餐，應立刻與備位餐廚 公
司聯繫，處理相關後續供餐事宜，以免影響師生用餐權 益。

 若為大規模事件，師生無法到校進行課程教學，恐影響到
學童受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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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潛在災害分析表

致災源 車流量大、超速、道路狹窄

致災區 永和街、鳳鳴街

潛在災害

上放學時間，使用永和街及鳳鳴街的學童，因路邊的停放車輛導
致行進動線受阻及狹窄影響通行。
車輛駕駛人行經本校周邊道路，常未減速；學童上放學處於與車

爭道的窘狀，家長有鑑於此，均自行以汽車、機車或搭乘安親班
車輛接送，嚴重影響學校周邊上放學交通的流暢。
學校對面為都更重劃區，規劃完整後的道路，帶給社區民眾許多
便利，卻也因此更易造成上放學交通阻塞，加上永和、鳳鳴兩條

道路無法拓寬，學童使用量又偏高，肇事率相對堪慮。
多次宣導交通安全教育，但礙於學區家長配合度不高，騎乘機車
“三貼”、未戴安全帽、超速、任意停車，均易造成交通事故。

災損評估 道路的設計，對用路人極不友善、不貼心，若屢屢發生狀況，嚴
重影響社區民眾、家長讓孩子就讀本校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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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可準備的物品？

台 中 市 峰 谷 國 小 緊 急 避 難 包 內 容 物 防 災 頭 套

視學校長遠規劃與
需 求 購 置

必 需 品 ： 點 名 單 、 水 、 雨 衣
（ 可 增 求 家 裡 有 的 二 手 物 共 同 準 備 ）



可到防減災及氣
候變遷調適教育
資訊網參考範例

1. 以災害識覺、風險溝通與
災害調適為核心概念之教
材研發，以及防災師培教
材、輻射災害與海嘯等新
興災害議題教材開發與編
修

2. 依在地化災害潛勢編製教
案教材

組成教學團隊，
並教授防災教育
知識與觀念

輔導工作執行重點細項

1 2

組成教學團隊
針對不同學
齡建置防災
教案教材

( 五 ) 建 立 在 地 化 防 災 教 育 模 組

建立不同
在地化防災
教案教材

使用防災教案教
材教學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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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工作執行重點細項

( 六 ) 防 災 避 難 演 練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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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社區資源(例：便利商店)

1. 請專家檢核緊急應變小組是否確實執行肩負
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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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為讓防災教育向下紮根，協助並推廣幼兒園防
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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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一棟不會倒的建築—耐震的家

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地震災害

你可以這要做

提升現有建築耐震力—建築補強

知道地震中如何逃生—災害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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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疏散避難與演練規劃

緣起目的 共通事項 地震

組 織 環 境 行 為 資 源

災
情
通
報(

縱
向
聯
繫)

災
害
防
救
應
變
組
織
運
作

災
害
防
救
應
變
組
織
啟
動
時
機

災
害
防
救
應
變
組
織

危
險
建
物
與
設
施
區
域
警
戒
標
示

歷
年
災
害
與
災
害
特
性
分
析

校
園
平
面
及
空
間
配
置

校
園
災
害
潛
勢
調
查

學
區
防
災
志
工
組
訓

校
園
災
害
防
救
兵
棋
推
演

校
園
災
害
防
救
演
練

校
園
災
害
防
救
教
育
訓
練

學
區
防
災
志
工
召
募

開
設
災
民
收
容
所
規
劃
與
實
施

災
害
防
救
資
源
器
材
設
施
整
備

校
園
災
害
防
救
計
畫
經
費
編
列



學校環境與地震

特定空間特定時間聚集大量人口；
國小學童為災中弱勢族群；
為老背少、一字形等耐震能力較差的建築；
有較優的疏散空間；

都市學校狀況則又不同

災害疏散避難與演練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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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疏散避難與演練規劃

緣起目的 共通事項 地震

※

教
職
員
工
四
十
九
人(

含)

以
下
之
學
校

安
全
防
護
組
併
入
避
難
引
導
組

緊
急
救
護
組
併
入
搶
救
組

教職員工50人(含)以上
災害防救應變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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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疏散避難與演練案例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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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疏散避難與演練案例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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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疏散避難與演練案例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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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疏散避難與演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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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疏散避難與演練案例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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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疏散避難與演練案例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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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疏散避難與演練案例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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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疏散避難與演練案例

地震



災害防救計畫之驗證：災害考驗與演習

• 現況：

認為演習不能有缺失，因此反覆預演，
造成表演的性質大於演習
真正目標在演習的規劃與執行過程中被完全忽略
最重要的是與真實危機發生時之狀況比較，落差過大

Plan

Do

Check

Act

驗證：實際災害、演習
（兵推、實兵演練） 持續

改進

演習的真正目標：找到問題、改善現況



幾個地震應變迷思？

93

收到強震速報系
統的通知有幾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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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強震速報系統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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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門
大地震時真的動得了嗎？

小地震時需要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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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關燈？

•防空演練？第一時間把燈關掉，室內就黑掉了，
避難路線不清楚。

•大地震也無法跑去關燈。

•如果關燈的原因是怕震後電線走火，離開教室時
再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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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到桌下怎麼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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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下．掩護、穩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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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時的考量？

107

•隊伍的集合方式

•移動時的保護定點時的放下

•移動路線的考量

•移動時的不推不跑不語（喧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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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的對象是誰呢？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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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們間需協調的事物

•角落的巡視的職責

•集合地點的配置（急救處背向
學生集合處、集合地方避免在司
令台、籃球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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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一般的災難、重傷或是真正需要
緊急醫療的病患可能都在百分之
三十以內；檢傷分級也可以把輕
傷的病患區分出來，以免他們在
最初的時刻癱瘓了醫療院所的緊
急醫療能力；此外，經由檢傷分
類傷病患合理分派的過程中，讓
各醫療院所的醫療負擔在可以控
制的範圍



學校可以挑戰的事

•演練時可設計特殊狀況，幫助同仁增加應變能力，
如自閉症不肯疏散時的應變。

•考量不插電設備發佈避難指令，如敲鑼打鼓等。

•執行無腳本之無預警防災演練，大家不需要看腳
本進行。

•無預警演練，檢視防災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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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我們
可以再注意的面向



•學生如何取得自己的物品？

不在原教室內上課，要回去取個人物品時，需
要先檢視過建物安全。

•建築安全如何確認？災後障礙排除計畫？

建物安全的確認方式是否全校老師都清楚，另
外災後有天花板掉落物的情況進行排除或警示

•緊急應變編組的彈性調整？教師人力的配置？

•傷亡的善後？都市的學校 偏鄉的學校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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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學生的安全空間？

留置學生位置的安全地點，設備的檢視以及開
設，物資的足夠與否。

•資訊通訊系統的運作？

沒有電源外的通訊，若不通時學校會透過哪些
社區組織或單位進行連絡

•學生之間的互助？

老師不在時學生間的約定幫忙，或帶領同學移
動，以及師長人數不夠時的協助可能。

129



•外部資源與後勤的取得？

演練消防車通常都就定位真實的狀況會如何？

•社區與學校的合作與角色分工？

演練中有問題的部分，社區是否能協助？

•避難設備的整備？

資訊記錄共享欄、盤點建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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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災害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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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

水災

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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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入侵



134

以判斷原則的教育
取代標準答案的訓練



依地域特性與他國經

驗進行腳本書寫

校內演練進行細節調

整落實每個小腳落

實地演練與討論檢討

與修正未來計畫



校園辦活動發生大型災害

來賓一同避難 應變組織成立 依序進入逃生門

大手拉小手 高年級志工隊編組



海嘯避難 練習使用逃生包

臨時廁所 食用物資



家長一同避難，共同加入學生班級照顧孩童

逃生成功符 學生志工搬物資
學校開設避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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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工作執行重點細項

( 七 ) 推 廣 與 交 流

( 八 ) 其 他 創 新 構 想 與 執 行 方 法

國小學生~~(1~2年級)災害基本知識與危險認知，訓練自我保護能力
(3~4年級)增加培養積極防備態度(5~6年級) 增加認同防災工作之價值，
並具備自我避難求生技能；國中(7~9年級)完整防災與應變、災害警覺、
救助他人、初步救護。

1

2

地方報導

透過媒體或地方報
導的方式推廣防災
教育並分享交流。

電子報投稿與刊登

投稿防災教育電子報，推
廣防災教育並分享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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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團團隊連絡方式

據點2-北東分區

據點1-中南分區

北東分區
協同主持人：馬國宸助理研究員

承辦人：涂家樂
電話：02-33661742
手機：0984265421

E-mail ：102ndes@gmail.com

中南分區
計畫主持人：劉家男教授

承辦人：林怡資
電話：049-2913820

E-mail：dpesg.8585@gmail.com

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
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
澎湖縣

金門縣、連江縣、苗栗縣、新竹市、新竹縣
桃園縣、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
花蓮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