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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7年度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教具徵選活動 

教學設計表 

單元名稱 榕樹兄弟與風怪 

活動主題 防颱我最行 

教學時間 80 分鐘(兩節課) 

融入領域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科學 □藝術 ■綜合活動 □科技 ■健康與體育 

教學型態 
■個別班級教學     □班群教學     □全學年教學活動  

□跨學年教學活動   □戶外教學     □其他 

防災素養 

認知： 

B1  能舉出常見災害的類型。 

B4  能舉例災害預防的準備工作。 

B14  能依據不同災害類型進行防備工作。 

情意： 

B3  能舉出災害對於生活環境所造成的影響。 

B11  能在災害發生時主動關懷同伴並適時提供幫助。 

B16  能在災害發生後主動尋求協助。 

技能： 

B6  具備災害時的求生知識。 

B7  能列舉災害發生尋求協助的管道。 

B15 能描述災害訊息並做出正確的反應 

教學目標 

一、透過觀看圖片資料收集、閱讀和討論，認識有關颱風造成的災害。 

二、透過經驗分享和討論，認識颱風對生活的影響。 

三、透過經驗分享和討論，瞭解如何做好防颱準備，並能應用於生活中。 

素養目標 教學活動內容 時間 評量方式 教學資源 

B1 

B3 

【準備活動】 

1、以「榕樹兄弟與風怪」繪本動畫進行導讀。 

⚫ 請學生說出繪本聽到、看到的內容(自由

舉手發言)。 

⚫ 請學生發表印象中最深刻的颱風經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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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評量： 

能 清 楚 描

述 颱 風 天

的經歷 

繪本 

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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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舉手發言)。 

 

 

B3 

B6 

B7 

 

 

 

B11 

B14 

 

【發展活動】 

1、認識颱風的威力 

⚫ 教師利用簡報投影出茉蘭蒂颱風侵襲金

門後的新聞照片。 

⚫ 說一說，颱風的造成災害有哪些呢?(分組

討論發表) 

⚫ 想一想，颱風的到來有哪些好處呢?(分組

討論後發表) 

2、颱風快來了！我該怎麼辦？ 

⚫ 從哪裡可以知道颱風將要來了呢？(自由

舉手回答) 

【電視、收音機、網路、報紙……】 

⚫ 動動腦，我們如何做好防颱準備(分組討

論後上台發表)。 

3、介紹家庭防災卡 

⚫ 教師利用 PPT簡報指導學生填寫家庭防

災卡，並說明卡片益處。 

⚫ 想一想，家庭防災卡平時應該放在何處？

(自由舉手發言) 

【綜合活動】 

⚫ 針對本節課程進行重點整理。 

⚫ 發下家庭防災卡，請小朋友回家與家長討

論如何填寫『家庭防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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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評量： 

能 提 出 自

己的想法 

 

活動評量： 

能 透 過 討

論 說 出 與

寫 下 自 己

的想法。 

 

 

 

 

 

 

 

投影片 

 

 

 

 

 

 

 

 

 

 

 

投影片 

 

 

 

家庭防 

災卡 

B15 

B16 

【準備活動】 

1、防颱選邊站 

⚫ 教師根據上次上課的內容，於全班進行搶

答。 

【發展活動】 

1、防災避難包出動啦 

⚫ 教師投影出繪本第 36頁內容 

⚫ 看一看，書中出現哪些防災物品，並說明

這些物品在災害發生時可以如何幫助我

們？(分組討論並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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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評量： 

能 透 過 回

答問題，給

予 課 程 回

饋。 

 

 

 

 

 

 

投影片 

 

 

 

 

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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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簡介防災避難包的功能 

2、繪製我的專屬防災避難包 

⚫ 想一想，除了繪本上出現的物品之外，

你還想到哪些東西可以放進防災避難包

內，把他們畫出來。(分組討論後自行創

作) 

【綜合活動】 

總結：我思故我在-完成四 F學習單 

⚫ 讓學生了解颱風來臨前應確實做好防颱

工作。 

⚫ 教導同學具有關懷受災者的愛心。 

⚫ 個別發表自己的四 F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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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評量： 

能 思 考 防

災 避 難 包

的 必 備 物

品 並 簡 易

畫出。 

 

紙筆評量： 

能 寫 下 對

於 防 颱 的

想 法 與 感

受。 

 

 

 

學習單 

 

 

 

 

學習單 

教具 PPT、繪本、小白板、學習單 

參考資料 

■網站：防災數位教育平台 

■書籍：榕樹兄弟與風怪 

■榕樹兄弟與風怪電子書：

http://disaster.km.edu.tw/book01/_html5/index.html#2-3 

■榕樹兄弟與風怪動畫影片：http://disaster.km.edu.tw/book01/ 

評量方式 

■回答問題   □操作教具 ■合作學習  ■專注聆聽 

□完成學習單 ■討論     ■發表意見  ■蒐集資料 

□其他(                  ) 

學習單 
學習單一：我思故我在 

學習單二：我的防災避難包 

http://disaster.km.edu.tw/book01/_html5/index.html#2-3
http://disaster.km.edu.tw/book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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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回饋與省思 

    這次的教學以教師與學生共同合作的繪本「榕樹兄弟與風怪」引起學習動

機，並運用教科書內容加以延伸，搭配防災政策推動，再強化生活技能學習，讓

學生不只是書本上的閱讀，並能實際搭配生活經驗與同儕學習如何事先預防生活

中安全急救的問題，經由運用自我覺察、反思及做決定的能力，瞭解面對各類災

害的應變方式，且能選擇適合的自救方式。 

    教學過程當中，學生看完繪本動畫之後，很自然的連結到兩年前肆虐金門的

莫蘭蒂颱風，尤其是投影簡報秀出當時的新聞資料照片，滿目瘡痍的景象背景就

是自己熟悉的社區或是道路，颱風的威力不教自明。此時再稍微為颱風做平衡詮

釋，讓小朋友思考颱風不全然都帶來災害，有時我們甚至希望颱風為我們「解渴」

特別是金門的水資源不甚充沛，小朋友的思考也能作適時反思，當然颱風假這類

答案就會在此時出現搏君一笑。 

    防災工作的準備由於在動畫中已有出現，所以討論過程中沒有太大的困擾，

倒是家庭防災卡雖然學校每年都會發，不過能清楚說明其功能的小朋友不多，或

許對象是三年級小朋友，因此懵懵懂懂，但在解釋完之後，討論到家庭防災卡平

時該放在何處時，馬上就有人回答要放在每天都看得到的地方，答案雖然不夠具

體但思考方向是對的，引導過後答案就愈來愈具體。 

    另外防災物品的討論，小朋友對於瑞士刀比較不解，因此花了較多時間讓他

們思索，而繪製專屬的防災避難包因為先討論過，畫出的物品內容很雷同，但也

有少數小朋友把家庭防災卡畫進去了，有把兩節課的內容結合在一起，令人欣慰。 

    榕樹兄弟與風怪繪本，是本校玉蘭老師以及她的得意門生陳妍、陳羽嘔心瀝

血之作，貼進金門當地的故事內容，結合確實發生過的時事，讓我們推廣防災教

育更有著力點，教學成效是日積月累的功夫，也期待有更多的夥伴藉由更多元的

教材內容深耕防災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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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一 

我思故我在 

親愛的小朋友，上完課後對於防颱是不是有更深入的了解了呢？現在我們就來

一起試著想想看並分享你的感受、學到的知識、發現了什麼以及未來你可以怎

麼做好防颱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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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單二 

我的防災避難包 
避難，你包了嗎？在災害來臨前，你可以先準備好哪些東西呢？想一想，並畫

下你的防災避難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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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7年度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教具徵選活動 

作品說明表 

作品名稱 「榕樹兄弟與風怪」防災繪本 

作品類型 □模型教具繪本教具□其他教具 

適用災害 

（可複

選） 

□全部 

颱洪災害 □地震災害 □坡地災害 □人為災害 □輻射災害 □海嘯災害 

教學對象 

（可複

選） 

□全部 

幼兒園國小（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國中 □高中 

□特殊教育 

設計理念 

以金門傳統聚落環境為背景，透過活潑生動的方式敘述故事內容，且融入地方

神話傳說（風獅爺）元素，增添其趣味性，並藉此推廣本土文化，同時期盼能

夠將生態保育及災害預防之觀念，深耕在所有閱讀者心中；繪本亦納入互動學

習教案，將設定為適合中低年級與幼兒園學生學習的故事繪本。 

製作材料 紙本印刷及動畫製作 

操作說明 提供學生自行閱讀及教師導讀，或連上網站看動畫導讀 

預估成本 44萬 6,240元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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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學生創作之方式，透過親師參與指導，

以自然畫風呈現教材內涵，並提供 QR code

方便手機掃瞄閱讀。 

以圖為主，配合簡要文字提要故事大綱，擴

大讀者思考及想像空間。 

  

蒐集災後風倒木創作照片，推廣資源再生利

用。 

結合學習單互動評量，協助學生透過答題複

習正確的防災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