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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蝸牛學園



學校簡介~蝸牛學園

108年度全校班級總數為7班，全校師生總人數為120人，其中職員為2
人、教師為16人、替代役男1人、學生為10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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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101人

107年度學生人數



學校環境

校地1.227公頃，建物共計5棟，

建物多使用約20年~32年之RC鋼

筋混泥土，於105年通過建築物

安全檢測。西南面臨坡地，但有

擋土牆，地勢較高，未曾有嚴重

坡地崩落現象與水災，目前為低

潛勢學校。



學校災害潛勢分析



拉高格局



2005年海棠颱風-楓港橋斷裂，恆春半島成為孤島
• 台1線和台26線部分路段封閉，獅子鄉部分地區有零星土石流和淹水，嚴重的

是伊屯社區，因降雨量太大，水溝暴漲，唯一的道路一夕成河夾帶土石流，無
法通行沿路住家300人撤離。

• 隨後通往屏東的楓港橋沖斷，造成高雄、台東、墾丁的三叉路口交通阻斷，當
時有20萬居民、約3000名遊客被困，恆春半島瞬間成為「孤島」。當時恆春半
島不僅長達一週無民生物資進入，水管、網路線都一起沖毀，牡丹水庫水管管
線被沖斷，埋在楓港橋下的光纖纜線也被扯斷，銀行無法連線，居民無法對外
聯繫。

在地災背景景分析



歷年受風災情形

莫蘭蒂及梅姬強烈颱風侵襲恆
春半島，造成本校多處嚴重災
害，致使本校校園及風雨教室
等多處災害損失



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

2019.08.24
白鹿颱風



2006恆春地震-通訊電力全面中斷
• 2006年12月26日恆春地區近海昨晚八時二十六分與三十四分，八分鐘內接連發

生規模六．七及六．四兩次強震，這是恆春繼1959年來規模最大地震，造成嚴
重災情，三戶民宅倒塌、九起火警、高屏部分地區通訊電力中斷、電梯受困等
災情，至凌晨一時止，計造成高屏地區二人死亡、四十二人受傷。

在地災背景景分析



學生生活與學習背景分析

1. 學區位於牡丹鄉行政中心，除平日生活之住家外，多
數學童家庭於山上另有田野與工寮，假日或放學後會
和家人前往工寮工作或住宿。

2. 本位課程為南排灣族民族教育，於每年下學期，會結
合遷移史課程做部落踏查，走祖先走過的路，並於野
外實踐獵人智慧之野外求生課程。



南排灣文化本位課程架構



排灣防災學園

神話-災害分析

禁忌-減災

傳統制度-災害應變編組

獵人智慧-災害應變

歌謠-心靈撫慰

狩獵文化-環境永續經營



排灣防災學園

課程轉化~將結合上述學生生活情境、恆春半島災害經驗，將山河之戀課程轉

換為生活永續、減災及野外求生防災課程。





在地防災教學模組~Luli(排灣族蝸牛)的教學模組

L~learn學習 排灣族傳統防災知能

U~understand理解 排灣族傳統防災知能

L~link連結 現代防災相關知能

I~idol展現 排灣族傳統防災知能於實踐情境中

排灣防災學園



課程實踐



牡丹社事件

石板屋遺址竹社溪生態

農園-小米、紅藜等

傳統領域-
獵人智慧

課程+教程+學程=工程



基地建置

在學校學習

到部落實踐



學校防災教育計畫特色亮點

(一)從傳統知識認識面對天災應有的態度與作為

「排灣族防災教育學園」的課程方案，是由校本課程四大主題中「生命之源」、「逐河而居」、「山河
之戀」、「夢想運河」中發展出來，透過跨科學習的方式，將傳統防災模式與現代防災知能結合，並實
踐12年國教在情境中學習，進而培育師生防災素養的理念。

本校以民族教育為學習的入口，透過研發防災教育教學模組，利用掛圖、情境及實物進行課程教學，並
配合校內研發之防災教育之桌遊、歌謠創作及戲劇展演，讓師生在趣味的教學情境中，了解防災教育的
重要性。

(二)將校園實際建置成符合真實情境的教學環境

利用校園環境打造校本課程學習場域，例如模擬竹社溪建置的水池，以及模擬石板屋遺址的排灣族家庭

庭院，還有以小米農園及狩具屋模擬為傳統領域，將課程轉為工程，讓學生可以先學校學習，然後再去山

上實踐的教學模式，以在地情境建置防災教學場域，是本校最具特色的課程。



學校防災教育計畫特色亮點

(三)傳統防災知識運用在生活中的智慧

為因應氣候變遷及永續發展，強調在生活去適應災害，並利用傳統的防災知識學習解決所面臨的困境。
學生表現出在情境中，能夠順應自然以及主動解決問題的態度，也展現出傳統防災知識，在現今該如何
智慧的利用。

(四)融入課程創新防災歌與防災科學實證

透過部落地圖的探討，了解祖先們對於自然環境細緻觀察，知道怎樣環境是適合居住或是一個地方曾經

發生的災害類型(識災)，進而能夠避開生態敏感的環境或是不安全的環境(避災)，即使遇到災害，也知道

如何利用自然環境和生活技能，將災害減到最低(減災)。

更重要的是將這些經驗做為學習應對的珍貴教材，並且重新調整知識與態度以適應未來的生存環境。



108~課程精緻與推廣

素養導向

課程推廣

部校合作



課程推廣~牡丹鄉三校



台南大學薛怡珍老師

-狩獵文化桌遊

本校南島文化桌遊

加入情境

1.地震、颱風道路中斷

2.過去遷徙歷史事件

課程推廣~實體到虛擬



課程推廣~遊學推廣



用整個部落的力量拉拔孩子



masalu

重新檢視

課程與防災教育間的關係

學校及社區

一起找回傳統部落協力合作

排灣族防災知識

喚醒大家對環境的關心與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