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部會防災教育資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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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
只要有陽光照到的地方
就會有水土保持酷角落



【做有意義的事】
姓名：徐森彥

◆ 學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學士、碩士、博士

◆ 經歷：

•105~107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綜合企劃組 組長

•104~105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監測管理組 組長

•99~103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臺中分局 分局長

•95~99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分局長

•93~95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治理.建設組 組長

•93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企劃組 簡任.技正

•91~93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企劃組 科長

•86~91 農委會林業處水土保持科 技士.技正

•82~86 省政府農林廳水土保持局第六工程所 技士

•79~82 省政府農林廳水土保持局第一工程所 技佐

•78-79 農業試驗所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 助理

優質、效率、團隊

寫在心內話…
人生這條路…
如果還有一次選擇的機會時
我會選擇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就是，水土保持酷學校
因為，教育是…
水土保持最棒的方法
我們沒有能力改變這個世界
但是我們有責任告訴下一代



水土保持教育翻轉(DFC)

【讓水保˙生活化(IPMS) 】

一年扎根 + 四年擴散 + 十年新藍海 = 韌性水保

新藍海 = 水土保持 + 坡地防災 + 農村再生 = 課綱化

水土保持教育扎根擴散(RD)

水土保持局 徐森彥組長

107 年 12 月 13 日



一般民眾眼中 保育團體眼中 志義工眼中

偏鄉住民眼中 老師校長眼中

【別人眼中的水土保持局】



【水土保持酷學校的緣起】
五月偉大母親節、也是水土保持月

水土保持也有五月天

陽光、空氣、水與土

才能讓大地孕育萬物

大地，是你我的母親

守護大地，是你我使命、缺一不可

水土保持做得好、食衣住行沒煩惱

讓水保˙生活化，是酷學校的目標



優質、效率、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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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水土保持及土地利用

山坡地保育與利用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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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年改制水土保持局

50年成立山地農牧局

48年八七水災

92年農委會業務移撥水保局
93
94

18總督府－治水機關

78

農復會創辦水土保持

治山與防洪專文
54年起林務局治山防洪十年

53

64-67年東部三縣集水區調查規劃

6569-88年東部及蘭陽治山防洪

75年山坡地緊急防災

88-89年加強辦理治山防災

81-88年西部地區治山防洪

88年改隸於農委會

54

森林治水與山地梯田

防止沖蝕提高生產力

90

水土保持法公布

治山防洪

野溪治理

奠基階段

治山防災及生態工程

土石流及土石
災害防治

日據時代

治山防洪整體治理

山坡地緊急防災

97

90-93年第三期治山防災

94-97年第四期治山防災

87年台灣地區治山防災

水保+農再=永續

97年水保局組織法通過

99年農再條例通過 9998年至101年－整體性治山防災計
畫及配合愛台12建設總體計畫

9-39年林務局高山地區治山防洪

102-105年度整體性治山防災計畫

107年成立酷學校推廣示範基地
104-107年82所水土保持酷學校
103年水土保持酷教室 103

讓水保˙生活化 107

水土保持的演進歷程
106-109氣候變遷下大規模崩塌防減災計畫

107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



優質、效率、團隊

❖ 85年：賀伯颱風南投縣信義鄉土石流災害
❖ 86年：林肯大郡坡地社區災害
❖ 87年：瑞伯及巴比絲颱風北部土石災情
❖ 88年：921大地震造成山崩與地滑，引發土石流災害頻

率與規模大幅提高
❖ 89年：象神颱風造成東北部地區災情嚴重
❖ 90年：桃芝、納莉颱風中北部災情嚴重
❖ 93年：72水災、艾利颱風、911水災重創
❖ 94年：海棠、泰利、馬莎等颱風肆虐
❖ 95年：珍珠、碧利、斯桑美
❖ 96年：聖帕、韋帕、柯羅莎
❖ 97年：卡玫基、辛樂克、薔蜜
❖ 98年：莫拉克、鳳凰颱風
❖ 99年：0726豪雨、南修、萊羅克、凡那比、梅姬
❖100年：0719豪雨、南瑪都、1001豪雨
❖101年：610豪雨、泰利、杜蘇芮、蘇拉、啟德、天秤
❖102年：0517豪雨、蘇力、西馬隆、潭美、康芮
❖103年：哈吉貝、麥德姆、鳳凰
❖104年：紅霞、昌鴻、蓮花
❖105年迄今：人定不可勝天，不能違抗大自然

在在顯示天然災害是無
可避免的，山坡地管理
與集水區治理工作之重
要性、急迫性及複雜性



⚫一年扎根／第一階段 開發扎根
⚫走入校園札根擴散力需要熱心
⚫社企公益通路普及力需要愛心
⚫中央地方推動多元力需要好心
⚫量身訂做教材創意力需要貼心
⚫教育是最好水保方法需要信心

⚫四年擴散／第二階段 區域擴散
⚫水土保持及坡地防災教教室建置
⚫漂書傳愛無國際送暖到世界各地
⚫北科教中科博南科工東慈濟基地
⚫年年出科普好書水保科技生活化
⚫教育扎根是最好的水土保持方法

【水土保持推廣教育宣導情境模擬】

水土保持酷學校扎根擴散

(執行面向)分析問題(法規面向)找出對策

(效益面向)解決問題 (行政面向)找出問題

風暴期 Storming規範期 Norming

績效期 Performing 形成期 Forming

未來
一 起

行 動

過去

⚫從來沒走入校園／老師校長說
⚫什麼都不做最好／保育團體說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般民眾說
⚫中央地方互相推責／專家學者說
⚫偏鄉不是人／偏鄉住民說
⚫找不到舞台／志義工說

⚫十年新藍海／第三階段 全國擴散
⚫讓水土保持課程列入課綱
⚫讓世界看見臺灣水土保持
⚫建置水土保持教育示範區
⚫打造水土保持酷學校品牌
⚫經營水土保持產業全球化



【全民守護大地】
小事、沒事

放下、放空

小事，因為你碰到了

沒事，相信是老天安排

放下，過去所有辛酸苦辣

放空，過往記憶喜怒哀樂

仍落下的是，一地春夏秋冬美景

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傳承
智
慧

【苗栗縣後龍鎮福寧社區】

阿嬤在百年老榕樹下向憨曾孫説：「有一天我和阿公都會離開，咱
的農村依然還會在，但希望你記得，不是從這裡帶走什麼，而是要留下
什麼的初衷。」

06:12



誠心 拜膜
當我們盡了一切努力，再也無愧於心，其它還能做的就是抿一柱清

香，虔心上禱，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四季如常，順利平安，把希
望寄託給裊裊輕煙，上傳雲端。



原「誠心膜拜」作者李靜宜向我訴說:「如果你想知道這個世界未來將走向何處，回家去
看看你的小孩都在幹些什麼。因為年輕人心心念念的，就是這個世界要去的方向。不是
因為看見希望，我們才堅持；而是因為堅持，我們才看見希望。」

寫在 上心





【最好的水土保持方法】

教育30秒守護大地

疏隔攔迴避法
工程四要
法律三依

40



優質、效率、團隊

1.水土保持是研究水與土相互依存之關係。

2.先加以管理與處理，使其穩定與安全，不致
發生災害。

3.再應用水與土依存之原理，達到穩定、安全
、保育、利用之終極目的，永續造福人類。

Core Value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水土保持的真諦

保育＝ 管理＋處理＋改進＋利用

(摘自 周恆教授－水土保持的真諦，1986)

Conservation ＝ Management ＋Treatment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保持」一字是由 conservation 英譯而來，意義包括明智的利用而非僅僅保守而已。
只是「保持」兩字行之既久且以成習，事實上「保育」兩字早已在水土保持科技中
通用，且廣泛地為有關方面引用。水保貴在因地制宜，在設計規劃上不僅是技術，
同時也是藝術。

(摘自 廖綿濬組長－當前台灣水土保持的幾項發展，1989)



優質、效率、團隊

平地
國有林地

保安林地

實驗林地

165.97萬公頃
98.15萬公頃

27.1%

45.9% 27.0%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保育水土資源
涵養水源
減免災害
促進土地合理利用
增進國民福祉

97.74萬公
頃

生態

保育 安全

永續

林

土

動

水 人

水土林動人和諧依存

臺灣山坡地面積264萬公頃約佔73.0%

水土保持的宗旨



人水 土 林 動

減免災害保育水土資源 涵養水源 國民福祉永續利用

土石流防災 植生綠化 以人為本生態景觀保土蓄水

創造顧客

創造價值

Water Conservation Disaster Mitigation Human ConcernEcological LandscapeVegetation Recovery

Water, Soil, Vegetation, Ecology, Human

生態

保育 安全

永續

林

土

動

水 人

【水土保持內涵】



優質、效率、團隊

⚫因應氣候暖化、氣候變遷 造成災變難以預測
⚫從山地到平地防止坡地災害
⚫簡化流程、服務透明，提供優質便民服務機制與環境。
⚫運用整合技術提升網路服務平台，務求資訊有效與便捷。
⚫全方位提升服務品質、樹立第一線服務機關優質典範。

智慧轉型

敢於創新

加值於民

水土保持生活化



上位精神

執行架構

【我們敢做水土保持課綱化大夢】
創造資源、提供資源、善用資源、永續資源

45

課綱

校園

科普



【12345 有你就有我】



3大感動
•創造資源

•服務平台

•營造品牌

4大心動
•創造資源

•提供資源

•善用資源

•永續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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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們一起行動
一年扎根
四年擴散
十年新藍海

◆品牌：營造「水土保持酷學校」大家庭概念歸屬
◆夥伴： 62所水土保持酷學校、52個教育夥伴單位
◆場域：20處水土保持戶外教室、農村再生社區環教場域

教育部詹司長說
水保局是第一個走入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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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G:/2017水保局│教育的軌跡.pptx


續永向走



【老前輩名言錄】
山不會崩就不叫做山…；

水保工作何時可做好…；

水保局核心價值…；

水保人的視野…；

讀書是工具，智慧是應用工具

或許我們是過客

但要當孩子的貴人











•扎根
✓桌長：廖雪華校長

•擴散
✓桌長：陳榮錦校長

•媒合
✓桌長：郭佳慧校長

•整合
✓桌長：謝旻憲校長

•跨域
✓桌長：詹麗足校長

•創意
✓桌長：李後榮校長

•產出
✓桌長：郭鈴惠校長

•應用
✓桌長：王淑美校長

教材教具量身訂做

浸入家庭融入社區

友善大地慈悲科技

創造資源公益平台

走進門面走入歷史

水保知識擂台賽

偏鄉都市科普課綱

杯子理論永續經營

【全民共識的公民咖啡館】



1桌 酷學校扎根策略：教材教具量身訂做 2桌 酷學校擴散策略：浸入家庭融入社區

3桌 通路媒合對象策略：友善大地慈悲科技 4桌通路資源整合策略：創造資源公益平台

【政策決定一切】



6桌 推廣創意策略：水保知識擂台賽

7桌 科普產出策略：偏鄉都市科普課綱 8桌 科普應用策略：杯子理論永續經營

5桌 推廣跨域策略：走進門面走入歷史

【不是只有自己好、要大家一起共好】



RURAL  REJUVENATION

+水土保持

+坡地防災

=走向永續

我們的未來要像大樹一樣高

第 二 階 段
區 域 擴 散

第 三 階 段
全 國 擴 散

永 續 大 樹

開發扎根 第一階段
盤 點 過 去

檢視現在

跨域合作

社會共同價值

政策目標



我們的夢
老有所用 壯有所承 幼有所望

水土我命 保持我幸
得之我幸 失之我命



用心栽培下一代
打造水保新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