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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緣
起

自主防災規劃及運作

協助學校、社區

能自救、會互助

懂災害、會判斷

安全意識

各學習階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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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防災進階推動

計
畫
緣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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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進
階
推
廣
案
學
校

序號 縣市 學校名稱

1 臺北市 臺北市立內湖國民中學

2 臺北市 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

3 新北市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4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北大國民小學

5 新北市 新北市板橋區信義國民小學

6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

7 桃園市 桃園市復興區霞雲國民小學

8 新竹市 私立曙光女子高級中學

9 苗栗縣 苗栗縣獅潭鄉獅潭國民小學

10 苗栗縣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國民小學

11 苗栗縣 苗栗縣苗栗市文山國民小學

12 臺中市 臺中市和平區德芙蘭國民小學

13 臺中市 臺中市東勢區中科國民小學

14 臺中市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

15 彰化縣 彰化縣大城鄉大城國民小學

16 彰化縣 彰化縣溪州鄉大莊國民小學

17 彰化縣 彰化縣埔心鄉明聖國民小學

18 南投縣 南投縣竹山鎮桶頭國民小學

序號 縣市 學校名稱

19 雲林縣 雲林縣斗南鎮石龜國民小學

20 嘉義市 嘉義市東區嘉北國民小學

21 臺南市 臺南市七股區光復生態實驗小學

22 高雄市 高雄市立英明國民中學

23 高雄市 高雄市大樹區大樹國民小學

24 高雄市 高雄市甲仙區小林國民小學

25 屏東縣 屏東縣內埔鄉東寧國民小學

26 屏東縣 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民小學

27 屏東縣 屏東縣恆春鎮僑勇國民小學

28 屏東縣 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

29 屏東縣 屏東縣枋山鄉加祿國民小學

30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育才國民小學

31 花蓮縣 花蓮縣玉里鎮松浦國民小學

32 花蓮縣 花蓮縣鳳林鎮林榮國民小學

33 臺東縣 臺東縣成功鎮信義國民小學

34 臺東縣 臺東縣立大武國民中學

35 連江縣 連江縣莒光鄉東莒國民小學

36 澎湖縣 澎湖縣七美鄉雙湖國民小學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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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申請學校均須完整規劃及執行下列事項。

防災校園諮詢指導。1

知識推廣宣導。2

環境檢視調查。3

必要
項目進

階
執
行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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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二年申請學校得就下列項目擇取至少 1 項推動

 第三年以上申請學校，得以整體規劃執行

 整體建置完善之第四年學校，得選擇工項 （6）進行營運

 原住民重點學校須執行工項 （5） 

防災基地規劃建置。１

防災夥伴關係建立。２

營運合作規劃。３

生活實驗室。４

選擇
項目

融入原住民族地區或文化特色。５

基地營運。６

進
階
執
行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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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階
推
廣
案
輔
導
期
程

2月17日
辦理防災校園建置說明會/區域交流活動
說明計畫緣起、工作執行時程、輔導方式、防災校園建置工作要領。

體驗進階學校防災教具課程，發展成為具備自我特色防災課程的校園。

3-6月
第一次到校輔導／計畫執行討論

本部與團隊共同研討「學校建置規劃與執行方向」，著重學校辦理
方式、讓團隊了解學校現況、計畫執行構想，所需的協助與資源，
協助邀請伴陪專家學者。

7-11月
隨時到校輔導及協助

12月
結案成果報告
提供成果報告書相關資訊，協助學校撰寫成果報告書。

以攜手伴陪的方式進行輔導

1. 邀請專家學者參與校內課程會議、教師社群會議，攜手為孩子設
計防災課程。

2. 邀請專家學者參與課程活動，從體驗課程討論可擴充的層面。

8月
辦理進度掌握交流
以分區實體方式辦理，說明各校已完成之進度並分享(需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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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年度延續往年輔導方式，強調學校的主體性，以學校的防災教育發展需

求為核心

⚫ 深化教育部及輔導團隊作為陪伴學校前進的角色與功能，減少學校負擔

⚫ 3-6月間輔導團隊將到各校拜訪至少1次，了解學校需求並提供相應支持

⚫ 如需專家(不限於學者)協助指導，可依據學校之需求，自行或透過輔導團隊

邀請，辦理教師研習、諮詢或課程共備會議等

⚫ 可邀請輔導團隊、防災青年大使參與或支援辦理計畫相關會議或課程活動，

請各校善加運用

⚫ 114年1月~3月針對113年進階推廣案學校進行到校評選(第13屆縣市及學校

防災教育推動評選)

輔
導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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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減輕學校在每次輔導訪時的簡報壓力，我們以攜手伴陪的方式進行輔導，共同參與…

1.辦理計畫執行的討論會議，讓團隊了解學校現況、計畫執行構想，所需的協助與資源

2.參與校內計畫會議、課程會議、教師社群會議，攜手為孩子設計防災課程

3.參與課程活動，從體驗課程討論可擴充的層面

辦理遊學課程

分區進度說明

輔
導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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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階
推
廣
案
攜
手
伴
陪

課程體驗 主題課程 課程體驗

主題討論 社群課程 社群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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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階
推
廣
案
建
置
建
議

建置

規劃 營運

防災基地
協助輔導團及

學校到校體驗遊學課程

1~2年 3~4年

>5 年

獲得防災種子校園須辦理遊學
課程活動達500人次/年

防災遊學課程路線規劃防災教案、教具或教材研發

防災夥伴關係、產官學資源、
原住民族地區或文化特色

配合環境檢視調查、在地災害潛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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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災害」防災數位教材已開發

17
本

10
本

18
2D動畫

部

3
AR繪本

本

1
線上遊戲

款

&

教學電子書&案例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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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數位教材已上架「防災教育資訊網」、「教育部因材網」

因材網： 
    教育部因材網 > 
    課程總覽 >  
    議題/素養 > 防災教育 

防災教育資訊網： 
    防災教育資訊網 > 
    教學資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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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數位教育教師增能工作坊 (預計6-7月辦理)

• 由部辦理北中南東4場次，預計地點：

(北)台科大、(中)中教大、(南)成大、(東)宜蘭

• 各進階學校派員參加

• 工作坊內容：介紹防災數位教材與教案設計

• 各校自辦校內研習 1 場次

• 使用防災數位教材、產出防災教案

• 參與「防災數位教案徵選」 至少 1 組

• 1~4名教師 (正式及實習皆可) 一組

• 預計8月初公告簡章、10月底截止報名

數位教材推廣需配合事項：
教師增能工作坊、校內研習、教案徵選

請進階學校務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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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113年防災校園進階推廣案群組

L
I

N
E
群
組

後續到校輔導，將於群
組公告調查表單(日期、
專家學者、需要協助、
執行方向等)



特殊教育學
校維運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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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申請學校均須完整規劃及執行下列事項。

校園災害防救組織。1

辦理防災演練。2

辦理防災知能研習。3

執行
項目特

教
維
運
項
目

記錄相關防災工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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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教
維
運
案
輔
導
期
程

2月17日
辦理特教維運案建置說明會
說明計畫緣起、工作執行時程、輔導方式。

4-11月
到校輔導／校園防災演練與防災器具的適宜性

113年輔導將以實地觀察情境假設下的「校園防災演練」為主
，並與學校共同討論演練情境假設，及演練腳本與應變小組
運作等相關應變作為。

4-11月
辦理防災知能研習

12月
結案成果報告
提供成果報告書相關資訊，協助學校撰寫成果報告書。

依照學校需求，由計畫團隊推薦相關課程及協助邀請專家學
者以線上/到校方式進行課程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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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課程

• 在地災害潛勢查詢

• 災害管理

• 夜間宿舍的災害情境與應變流程

操作課程

• 大量傷患檢傷分類及緊急救護防災
器具的使用

• 學校輕型搜救行動及災害現場初步
判斷跟標記

• 災害現場障礙排除及傷患救助搬運

防
災
知
能
研
習
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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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年度延續往年輔導方式，於4-11月規劃1次的實際到校輔導(校園防災演練)

⚫ 深化教育部及輔導團隊作為陪伴學校前進的角色與功能，考量學校所在區域，邀

請具備特殊防災教育專家、消防局隊員及其他特殊教育學校的校長、主任或防災

業務承辦人擔任到校輔導防災演練的委員

⚫ 如需增加辦理相關研習、諮詢或課程共備會議等，可依據學校之需求，自行或透

過輔導團隊邀請專家(不限於學者)協助指導

⚫ 可邀請輔導團隊、防災青年大使參與或支援辦理計畫相關會議或課程活動，請各

校善加運用

輔
導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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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震
演
練
情
境
建
議

防災演練矩陣式腳本

腳本
設定
思維
事項

發生時段 ▅上課期間、□下課、□午休、□社團、□綜合（或集會）課程、□選修（跑班）課程、□上學或放學時段

地震災害

震度： 5強 （設定4至7之間）。

※ 人的感受:幾乎所有的人會感到驚嚇恐慌，難以走動。
※ 屋內情形：大量未固定物品傾倒掉落，傢俱移動或翻倒，部分門窗變形，部分牆壁產生裂痕，極少數耐震較差房屋可能損

壞或崩塌。
※ 屋外情形：部分建築物牆磚剝落，部分山區發生落石，鬆軟土層可能出現噴沙噴泥現象，部分地區電力、自來水、瓦斯或

通訊中斷，少數耐震較差磚牆可能損壞或崩塌。

受災影響

▅ 電力有

▅ 通訊有（基地台及網路訊號是否中斷）

□ 建物結構受損（位置、嚴重程度）：

□ 人員受傷（地點、受傷程度、人數）：

應變啟動
▅ 有電採全校廣播方式。

□ 電力中斷時採用方式：哨音、手鐘或其它 。

複合災害

□火災（地點、嚴重程度）：

□土石流（方位、嚴重程度）：

□毒化災（位置、嚴重程度、有無人員受害）：

□水災

□其它： 。
※視行政（緊急應變編組）、老師、學生所需或不及之處，採階段式逐漸精熟或增進應變廣度與能量。

支援單位 □消防、□警政、□衛生（醫院、診所）、□社政（含鄰里、區公所）、□大眾運輸、□電力公司

雨天備案

□維持全規模演練（攜雨具）、□變更疏散地點（能避雨之集合位置）

□行政採部分動員（或緊急應變編組改至能避雨之集合位置）

□學生採部分動員（學生幹部至能避雨之指定集合位置，或所有學生僅做趴下、掩護、穩住）

□老師採部分動員（指定之專科老師、導師）

□其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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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震
演
練
建
議
與
輔
導
重
點

演練進程 狀況內容 演練情境說明

災害發生 就地掩護，保護頭頸部，採取「趴下、掩護、穩住」動作。

避難疏散及
應變啟動

✓ 全校疏散撤離到集結點

✓ 啟動災害應變組織

⚫ 指揮官裁示全校疏散，全校師生依校園防災地圖路線疏散至集合地點。

⚫ 指揮官指派緊急變小組任務

災情掌握與清查

✓ 人員安全清查

✓ 校舍外觀及內部建物檢查

✓ 建築物損壞評估分級及損壞預測

⚫ 須確實清點全校教職人員、技工、廚工、施工人員及學生等安全清查，
掌握師生受災狀況學生。

⚫ 依建築物的外牆、梁柱、樓板、樓梯及隔間牆等受損情形進行檢查，並
評估分級及損壞預測。

緊急搜救與
傷患救助

✓ 判斷是否進入建築物搜救

✓ 評估救援風險與盤點救援資源

✓ 師生搜索及救援

⚫ 依據建築物損壞評估分級結果，判斷是否可進入建築物搜救。

⚫ 如果可以進入搜救，須盤點救援資源、風險及優先順序，並做出決策。

⚫ 師生救援若傷勢嚴重時，應通報119。如果救護車因交通受阻無法抵達，
考量自行送醫，應先聯絡附近醫院，並以電話通報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或
地方災害應變中心，進行後送相關事宜。

⚫ 如果不能進入搜救，須通報119請求支援。

啟動學生安置作為
✓ 停班停課評估

✓ 家長聯繫

⚫ 依建築物受損情形及電力設置，評估是否停班停課，以及停班停課天數。

⚫ 如須停班停課，應通知家長領回並設置臨時收容，以及安排人員陪同至
家長領回。

⚫ 設置臨時收容空間時，須盤點學校的水、食物及發電機等物資，若有不
足應通報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或請求外部單位支援。

通報 ✓ 通報校安中心、災害應變中心 ⚫ 統整人員及建築物災情，通報教育行政主管機關或地方災害應變中心。

災後復原
✓ 制定復課計畫

✓ 建築物維修

⚫ 復課計畫須思考原地復課或異地復課的規劃，如須異地復課，應先與家
長溝通協調。

⚫ 請技師或建築師評估建築物的維修與期程。

應
變
階
段

災
害
初
期

復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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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參
考

震度分級 人的感受 屋內情形 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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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燈等懸掛物有小搖晃
靜止的汽車輕輕搖晃，類似卡車經過，但
歷時很短

3級 弱震
幾乎所有的人都感覺搖晃，
有的人會有恐懼感

房屋震動，碗盤門窗發出聲音，懸掛物
搖擺

靜止的汽車明顯搖動，電線略有搖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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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搖動甚烈，少數未固定物品可能傾
倒掉落，少數傢俱移動，可能有輕微災
害

電線明顯搖晃，少數建築物牆磚可能剝落，
小範圍山區可能發生落石，極少數地區電力
或自來水可能中斷

5弱

強震

大多數人會感到驚嚇恐慌，
難以走動

部分未固定物品傾倒掉落，少數傢俱可
能移動或翻倒，少數門窗可能變形，部
分牆壁產生裂痕

部分建築物牆磚剝落，部份山區可能發生
落石，少數地區電力、自來水、瓦斯或通訊
可能中斷

幾乎所有的人會感到驚嚇恐
慌，難以走動

大量未固定物品傾倒掉落，傢俱移動或
翻倒，部分門窗變形，部分牆壁產生裂
痕，極少數耐震較差房屋可能損壞或崩
塌

部分建築物牆磚剝落，部分山區發生落石，
鬆軟土層可能出現噴沙噴泥現象，部分地區
電力、自來水、瓦斯或通訊中斷，少數耐震
較差磚牆可能損壞或崩塌

5強

6弱

烈震

搖晃劇烈以致站立困難
大量傢俱大幅移動或翻倒，門窗扭曲變
形，部分耐震能力較差房屋可能損壞或
倒塌

部分地面出現裂痕，部分山區可能發生山崩，
鬆軟土層出現噴沙噴泥現象，部分地區電力、
自來水、瓦斯或通訊中斷。

搖晃劇烈以致無法站穩
大量傢俱大幅移動或翻倒，門窗扭曲變
形，部分耐震能力較差房屋可能損壞或
倒塌，耐震能力較強房屋亦可能受損

部分地面出現裂痕，山區可能發生山崩，鬆
軟土層出現噴沙噴泥現象，可能大範圍地區
電力、自來水、瓦斯或通訊中斷

6強

7級 劇震
搖晃劇烈以致無法依意志行
動

幾乎所有傢俱都大幅移動或翻倒，部分
耐震較強建築物可能損壞或倒塌

山崩地裂，地形地貌亦可能改變，多處鬆軟
土層出現噴沙噴泥現象，大範圍地區電力、
自來水、瓦斯或通訊中斷，鐵軌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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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特教防災校園群組

L
I

N
E
群
組

後續到校輔導，將於群
組公告調查表單(演練日
期、課程日期、課程主
體與講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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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組
分
享
交
流

每校分享3~5分鐘

113年希望發展
的方向

環境特性 在地災害潛勢

防災校園成果

這次的交流有哪些能
參考，如何應用到自

己學校

進階學校 特教學校

進行過哪些演練
(災害、日/夜間…)

防災演練及課程的
困難/問題/建議

防災演練情境/
課程設計

目前有哪些防災
課程可供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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