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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思維者相信自己可以透過學習與努力，可以做
得更好。相反地，抱持固定思維者認為自己的天賦
是無法有效地改變。

 固定思維的教師認為資質差的學生還是差，智力是
很重要的因素，但抱持成長思維的教師認為所有學
生是可以透過適當的方法發展其能力。

史丹佛大學卡羅爾·德韋克(Carol Dweck)在教育心
理研究中率先提出的兩種心態模式：成長型思維
（growth mindset）與固定型思維（fixed mindset）

成長型思維（growth mindset）



成長型思維的老師
能保持正面情緒、繼續努力不懈
並可以透過適當的方法發展學生的能力

我相信…
人的天分及智能是可以透過努力改變的



教育的脈動

• 數千年前教育1.0，主要靠口傳，知識傳遞沒有系統。

• 數百年前教育2.0，學校制度。

• 20世紀 教育3.0，科技和網路取代紙張，學習突破空間和時間。
（AR擴增實境或VR虛擬實境，打破學習疆界）

現代邁入教育4.0的時代
（從大量製造轉換到個人化的過程）

1.學習變的高度客製化與個別化。

2.透過超連結，每個人的學習場域、步調可以都不一樣。

跨域學習



學習如何學習

古希臘哲學家家柏拉圖（Plato）在他寫的《理想國》書中，

就以『洞穴』寓言，比喻人的無知；他隱喻一般人很容易

受到生活空間的侷限或目光短淺、見識淺薄，

就像被囚禁的洞穴人只能看到前的

火光的投射影子，即使有人掙脫

鎖鍊，逃出洞穴看到了『真相』

，把真相告訴其他人，其他人仍然

不相信或不願認清事實一樣。

學習是一種情境化、脈絡化、主動建構的學習



研習目的…

重視防災教育的推動
協助各單位在防災教育管理作為能
更順暢

提供典範學習案例說明
透過雙向溝通釐清觀念與確認工作
重點



常識隱含著知識，是必須去理解或探究，才能
轉換成真正的知識。

『常識』雖然是經驗累積而來；未必都是對的，
但個體多半『自以為是對的』。

錯誤的『常識』會造成個體的無知；不僅僅是
錯誤的再循環而且常造成刻板的印象或形成
『理所當然』之誤解與迷失。

常識≠知識



小時候，老師都教我們：
過馬路要走 ?

斑馬線，對吧!

但，你確定看過斑馬線?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86 條

• 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設於道路中段行人穿越眾

多之地點。但距最近行人穿越設施不得少於二

○○公尺。

本標線之線型為兩條平行實線，內插斜紋線，均

為白色，平行實線之間距以三公尺至八公尺為度，

線寬一○公分，斜紋線之寬度與間隔均為四○公

分，依行車方向自左上方向右下方傾斜四五度。

設有本標線之地點，應配合設置行人穿越道號誌，

指示車輛駕駛人提高警覺。距斑馬線三○公尺至

一○○公尺之路側，須設置「當心行人」標誌，

並得於路面上標寫「慢」字。
。



教育現場常有似是而非的概念（如黃
金三角）；『教錯』比『不教』影響
更重。

防災教育沒有標準答案，需要學習的
安全概念，是要從小指導孩子學會對
所處的環境做正確的『判斷』或選擇
較好的解決問題策略。

防災常識≠防災知識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系統

教育部已經在編修新版，
在系統尚未更新前，仍先
使用原系統資料。



https://disaster.moe.edu.tw/WebMoeInfo/教育部防災教育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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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資訊網下載

未來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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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自動產生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系統勾選後下載產生制式範本，再檢視修正。
注意：非拿過去版本來修改（不同版本部分格式不符）

資料檢視更新後（含圖表）

，轉成PDF檔上傳。

下載

上傳





輸入學校代碼即可找到學校

學校代碼不知道可搜尋



點選校名即可進入系統

密碼不知道，點選後會出現當初
申請時的聯絡人或校務信箱擇一
點選確認傳送





點選『防救計畫書』

教職員工數涉及組別數

系統會依此數據自動帶入
組別（三或五組）



點選校區資料進入修正

平面圖、示意圖要正確，
因為系統在防救計畫書中
會直接嵌入引用



學校概況資料
共通性事項

上述二章節為必選章節



地震建議為必選章節

其他災害章節依災害潛勢
狀況（中、高）選擇之。

√



人為災害建議為部分章節
勾選。

災害復原工作事項、
計畫實施與自評為必選章節。

√

√

√

√



下載勾選篇章，
系統會自動產製WORD檔

再依下載內容一一修改之



修改完竣後，再上傳相關檔案
（格式：PDF）



撰寫重點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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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執行之計畫。

•相關之工作內容要明確，並據以落實執行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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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單信瑜（105）縣市級專家到校輔導重點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擬訂考量面
• 減災、整備、應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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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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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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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單信瑜（105）縣市級專家到校輔導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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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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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給於必
要之教育訓練，使其能勝任，並適時給予肯定。

資料來源：單信瑜（105）縣市級專家到校輔導重點



輔導訪視
重點項目

防災輔導訪視必看項目

專家亦會就校園防救計畫

給予相關建議。



1. 學校任務編組缺乏代理人制度。

2. 學校位置圖解析度不高，建議重新製作並放大。

3. 所有表格章節皆不宜空白。

4. 災害防救計畫資料要隨時更新。

5. 有些學校經常將「消防滅火分組」當作「校園災害
防救計畫」，此兩計畫完全不同，宜多加宣導。

6. 校園災害應變組織未考量學校教職員工人力。

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時常見之專家建議



7. 未依學校環境及需求撰寫，仍留範例格式。

8. 校園歷年災害與災害特性分析未填列。

9. 災害應變器具整備表常未填列清楚，應列出數量、
保管地點、保管人、使用人及訂出定期檢查期程等
資訊。

10.除計畫範本中的建築物檢查表格外，建議針對教室
內相關設施，配合校舍檢查一併定期檢查，如書櫃、
吊扇、吊燈、吊掛之投影機、吊掛之電視、書櫃上
可移動之物品等，均應進行檢查，並做必要之固定。

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時常見之專家建議



建議由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學校）或幼兒園災害防救

小組（幼兒園）所列職責辦理，各相關處室應配合提供資

料並撰寫之。

其內容必須依各校的災潛及整備、應變演練、復原等進行各項

資料及圖資的整理，還涉及校舍基本資料及維護、各處室平時及應

變時的分工…等。所以，各校（或幼兒園）應依校園災害防救委員

會（或幼兒園災害防救小組）所規劃的分工執掌，確認主責單位處

室負責主要規劃撰寫及彙整，其他處室則應配合協助提供或負責撰

寫涉及各自業務所掌的規範內容。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應由哪個處室負責?



•計畫趕不上變化，有年年修

正？

•誰會去看這本厚厚的計畫？

•首長（校長）真正了解或能

指正撰寫錯誤的有幾人？

•要配合校園災害管理手冊及

系統產出的格式運用。



封面應修正部分

1. 修正年度與編撰日期。

2. 應標示縣市及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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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頁常見缺失

 缺目錄頁、表目錄頁
圖目錄頁

 目錄頁、表目錄頁及

圖目錄頁出現

「錯誤!尚未定義書籤」

「範例」

「找不到圖表目錄」

 目錄頁、表目錄頁及圖目錄頁未就計畫內容實際編排

(偷工減料，尤其有中、高災害潛勢部分)

 頁碼亂掉(未瞭解排版功能)



更新頁碼或更新整個目錄，請在目
錄內容上按滑鼠右鍵

目錄出現
「錯誤!尚未定義書籤」
「範例」
請先更正內文，再更新目錄



校園基本資料：「1.學校基本資料」、「2.人員狀況」、

「3.建築物資料」 、「4.周圍環境」

資料應隨時修正。

校園周邊道路圖可自Google地圖下載，要框出校
園建築基地並含周邊道路。

全校師生總人數及各年級學生數請依該年度修正。

建築物總棟數幾棟，表1-3建築物基本資料即應有
幾棟。

第1篇 學校概況資料



重點：框出
校園建築基地
(含周邊道路)



內容要填寫正確

建築物資料



地下停車場用

中間為穿堂

穿堂挑高空間

無前走廊

視聽中心

1.可利用學校消防平面圖或建

築物規劃設計圖截圖呈現。

2.因各棟之各樓層空間規劃有

可能不同，所以應具體呈現。

重要提醒：

各棟建物都要分別呈現

建築物資料



周圍環境

重要提醒：

請用最新圖示

重要提醒：

請以Google截圖



第2篇 共通性事項

重要提醒：

紅字為提醒事項，了解後編修

時請刪除。



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



負責工作請參考

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

教職員工應編列至各組

（尤其各班導師皆為避難

引導組成員、另亦含幼兒

園）

重要提醒：

聯絡電話如為公示版，請

注意個資規範，但學校仍

應保留完整版至少一份。

非以學校統一電話號碼為之，可
提供個人手機

組長由組
員代理，
組長之間
非必要不
宜彼此當
代理人



三

組

五

組



外部支援單位
依學校現況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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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洽縣市
政府教育局提供適當的對口聯
繫單位（科室）或人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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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通報事項與內容

可依演練狀況（或假設情境）填寫

但真實災害發生請依實際狀況套填



歷年校園事故統計

1.請逐年填寫

2.如無任何校園事故則

填無。（範例要修正）



災害潛勢評估結果 學校災害潛勢評估結果

及圖資，系統會自動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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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108

108

108



災害潛勢評估結果申復



搶救器材及緊急救護用品

1.依實際有的器材及存放

位置填寫。

2.器物用品請逐年充實採購。

3.表格項目內填0(無)，請

直接刪除該列即可。

4.防疫器材亦可列入。



防災教育宣導及演練情形

1.請放活動精典照片。

2.演練後檢討記錄要確實。



演練檢討會議

各組都應針對自己

組別之演練狀況評析



演練檢討會議

會議記錄詳實有助於

下次演練之精進。



家庭防災卡

學校也要有單獨門號是
報平安留言平台專線

未來修訂



開設災民收容所規劃與實施

學校或里活動中心是常設收容所首選

（學校也可能是備援收容所）。

各區公所網站應有相關開設資料可查詢。

學校如非收容所可刪除此節次



以新埔國中為例

各棟建築物避難引導人員

1.每棟建築物應配置相關人員協助

引導及救護。

★避難引導人員及救護人員非僅寫同一人

2.人力許可各樓層仍可設置避難引

導人員（尤其專科教室）



各棟建築物避難引導人員

1.注意經費編列之『單位』。

2.請逐年度填寫，年度內無編列則

填『無』。



各棟建築物避難引導人員

1.注意請務必分棟填寫本表（各棟分別填寫）

2.請掃描檢附於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後

要分棟填寫



勾選後要核章、掃描



學校潛在災害評估分析

1.（範例）應刪除

2.致災區請填寫清楚



學校潛在災害評估分析

1.（範例）應刪除

2.範例圖資要更換自己學校的



學校潛在災害評估分析

1.（範例）應刪除

2.範例圖資要更換自己學校的

3.注意指揮中心位置及室內避難場所的

開設位置



學校潛在災害評估分析

★依學校現況填寫



勾選後要核章、掃描



★依學校現況填寫



附件處理

• 附件檔案印出與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合併成冊。

• 務必依學校建物棟數分開勾選填報。

• 務必核章再掃描

• 附件要完整：演練腳本外；有環境安全檢查表、校園防汛安全檢
查表、實驗室安全檢核表…等



Q ＆ A



實務檢核練習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莫忘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