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宮城縣防災教育及311
災後重建現況

報告人員：
新竹縣湖口鄉湖口國民小學潘淑華校長
新竹縣湖口鄉中興國民小學葉若蘭校長
桃園市中壢區山東國民小學魏吉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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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宮城縣位於日本東北部，東鄰太平洋，
面積7,282平方公里，農用地佔全宮
城縣的19.6%，屬農業、畜牧業地區。
是日本稻米、肉牛產地。。

• 宮城縣人口230.6萬人，佔日本東北
地方約4分之1，縣都位於東北的最
大都市仙台，約有45%人口居住。

• 西連奧羽山脈與山形縣為鄰，南接福
島縣，北連秋田縣、岩手縣。

• 海產豐富，有鰹魚、秋刀魚、金槍魚
和鱈魚等。

宮城縣google地圖
https://is.gd/S6ZBAC

https://is.gd/S6ZBAC


宮城縣下轄13個
市、15個郡、22
個町和1個村





圖片來源 https://reurl.cc/72M4v9

發生時間： 2011年(平成23年） 3月11日14時46分
震 央 地：三陸沖
震源深度：２４ｋｍ
地震規模：芮氏規模（Ｍw）9.0
最大震度：７

https://reurl.cc/72M4v9


大地震時東日本太平洋沿岸受到海嘯巨大的破壞

名取市海嘯來襲的狀態

南三陸町

海嘯高度最高到達19.6公尺以上
（南三陸町志津川）



名取市閖上

山元町坂元

南三陸町志津川

石巻市門脇



受災戶(人) 受災建築(棟)

死亡 失蹤 全倒 半倒

岩手縣 ４，６７４ １，１１４ １９，５０８ ６，５７１

宮城縣 ９，５４２ １，２１９ ８３，００４ １５５，１３０

福島縣 １，６１４ １９６ １５，４３５ ８２，７８３

全國 １５，８３０ ２，５２９ １１７，９４７ ２４４，４８４

警察廳災害緊急警備本部（2019年3月８日）



類別
幼兒
園

小學 國中 高中
身障
者學
校

計

兒童・
學生等

死亡 ８ １６７ ６８ ７９ ５ ３２７

失蹤 １ １９ ７ ８ ０ ３５

教職人
員

死亡 ０ １４ ３ １ １ １９

失蹤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宮城縣教育委員會 2016年9月10日



地震時宮城縣內學校狀況

公立學校846校（園）

海嘯入侵的學校→89校
（其中有54校原本並不在海嘯入侵的預測地點）

成為避難所的學校→265校
（最高避難人數為4,500人）

（最長期間至平成23年10月11日【7個月】）

硬體設施遭破壞學校→807校
※內含2間教師宿舍與45間營養午餐廚房設施

東日本大震災學校等相關調查（文部科學省）等調查文件中摘錄



從地震看學校防災課題

1. 整體對於事故的預想
與危機管理體制不足

2. 事前準備不足
3. 不被教科書侷限的自

主判斷能力的重要性

！



「8項」教訓

1. 日常中教職員對於防災的共同理解實踐。

2. 重新檢討過往的防災訓練。

3. 避難場所的規劃（第二次、第三次疏散）避難路徑
的確認。

4. 規劃不同狀況的安全確認手冊。

5. 事前制定將孩童交付監護人的方法。

6. 與市町村共同合作制定避難所手冊以及避難所的管
理。

7. 上下學途中以及家中的避難指導。

8. 以學校為中心，專門人員的心靈上的照護。





配置防災主任與安
全主要負責教師

強化學校與地
區的共同合作

培養「新的力量」
-青年防災隊的培訓

與相關單
位(大學等)
合作

受災時組成學校支
援團體
“TEAM MIYAGI”

活用課外讀物
「未来への絆
(未來的連
結)」以推廣
防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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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防災主任與安全主

要負責教師



東日本大震災的發生

為推廣防災教育進而改善整體制度

平成23年

平成24年

幼.私.國立
防災負責人員

防災主要
負責教師

制定宮城學
校的基本安

全方針
防災主任

重整防災教育
的體制

提高危機意識讓後人不要忘記
受災後的教訓

安全擔當主幹教師
（安全三領域，罷凌・拒絕上學）

平成28年

(1) 配置防災主任與安全主要負責教師



(1) 配置防災主任與安全主要負責教師



安全擔當主幹教師的責任

① 防災據點學校的責任
・結合學校與區域的整體防災體制
・支援防災主任中心
・提供防災資訊與顧問
・協助教師對於防災的研修

② 區域・相關單位的合作
・相關單位團體、防災主政局處的聯絡等事項
※擴展至【災害安全、交通安全、生活安全】等三個項目

③ 霸凌・拒絕上學・心靈上的照護等與地方上相關業務
的聯繫

・舉辦地區負責人聯絡會議
・建構相關單位（健康社福、警察等）的合作模式

(1) 配置防災主任與安全擔當主幹教師



【 校 内 】 【校 外 】

・防災教育計劃的規劃與實施
・防災訓練的規劃與實施
・規劃校內研修企劃
・制定防災手冊與重訂
・緊急防災的對應（主要）
・避難所的管理支援

・與防災主政單位的聯繫調整

・與地區的共同訓練，避難所的
管理訓練等實施
・學校間情報交換與交流的實行

・地區相關單位的聯繫調整與共
同合作（村里，企業，相關設施
等）

防災主任的主要責任

(1) 配置防災主任與安全主要負責教師



(2)活用課外讀物「未来へ

の絆（未來的連結）」

以推廣防災教育



幼稚園

小学１・２
年

小学３・４
年

小学５・６
年

國中

高中

為了內化防災意識，以降低之後遭遇災害時出
現犧牲者的狀況

(2)活用課外讀物「未來的連結」以推廣防災教育



利用實際的地震速報警示音來做訓練
（柴田町立船迫中學）

訓練計劃

• 學習為何需要地震速報系
統。

• 實際使用地震速報警示音
做防災訓練。

• 預測火災為二次災害的二
次避難訓練。

• 協助消防訓練與煙中避難
訓練的實行。

• 區域學生會各自模擬物資
運送演練。

(2)活用課外讀物「未來的連結」以推廣防災教育



學習區域的災害特性，提高防災意識
（名取市立百合丘小學）

訓練計劃
• 實施於五年級的教學活動。
• 導入理科的學習事項中，在暑假前

針對自己所居住的地區發生災害時
的對應方針做各自的學習發想。

• 思考什麼樣的地方容易引起土石災
害。

• 思考所住地區有哪些地方容易引起
坍方等土石災害又有哪些地方可以
作為逃難地點。

☆校區雖位於住宅區，但附近有易引起土石災害之處。因此需要針對區域
做災害特性的教學。

☆作為避難的基礎，需學習氣象局所發佈氣象報告的意義與理解自治團體
所發佈避難指示的內容及含義。

(2)活用課外讀物「未來的連結」以推廣防災教育



從災害的歷史學習如何預防災害
（美里町立不動堂小學）

學習平成27年的關東東北豪雨，因大雨所帶來
的洪水災害。學習水災帶來的災害內容與預防
災害時所能做的手段。

製作美里町的被害年表

(2)活用課外讀物「未來的連結」以推廣防災教育



活用地區講師，活用地區素材的防災教育
（栗原市立栗駒小學，七濱町立亦楽小學）

在平成20年的岩手縣、宮城縣的
内陸地震受災地區學習當初的受災
狀況

與地區的社會福祉協會共同實行的
避難場所、避難所的確認訓練

(2)活用課外讀物「未來的連結」以推廣防災教育



特教學校的防災教育的實行
（角田特教学校，気仙沼特教学校）

氣仙沼特教學校以試吃緊急糧食等
活動，高年級學生體驗將體育館分
隔成避難所等的生活體驗訓練。

角田特教學校以動作示範並仔細
說明教導如果遇到地震時該如何
保護自身安全。

(2)活用課外讀物「未來的連結」以推廣防災教育



從訓練中再次確認支援方式
（築館高中）

• 與區域進行共同訓練，探訪
獨居老人或是需要支援的家
庭進行安全確認等防災訓練。

• 計75名高中生參與傳達、收
集訊息。

• 與地區人士一同確認避難方
法，例如獨居老人因無法自
行避難，可利用輪椅引導避
難等。

學生心得：
●這次從幫助逃難的角度體驗到救難相當辛苦的一面，同時也學習到如
何逃難，是個很好的經驗。

●高中生即將成為社會人的一部份，將來希望能對地區有所貢獻。

(2)活用課外讀物「未來的連結」以推廣防災教育



與地方人士共同進行海嘯避難訓練
（石巻市立青葉國中）

跟大人同樣為社區的一員，國中生負
責登記作業與誘導，並向地區民眾與
小學生進行說明。

在學校時的避難狀況，與地區民眾
共同對避難方式作出共同理解。對
於備糧的分配作業或是賑災餐的
調理等也與大人一同合作。

(2)活用課外讀物「未來的連結」以推廣防災教育



小學的學區內防災訓練（協同家長會）
（石巻市立広渕小學）

• 在小學校地內實施石卷市廣渆
地區防災訓練。

• 學區內的國中生也積極參與訓
練的實施。

※宮城縣北部地區地震後持續實施中

上午是家長參觀日，一同實施防災
教育。家長也一同對於防災做準備，
共同採取安全防護姿勢訓練，一同
為保護生命安全做努力。

(2)活用課外讀物「未來的連結」以推廣防災教育



(3) 強化學校與地方的共同

合作



3.11 石巻

鹿妻小學體育館

(3)強化學校與地方的共同合作



平日以社區為中心的地區自
治關係很好，災害時的自治
防災組織的組成也很順利快
速。

每年會做一次綜合防災演練，
每年兩次的的自治會自主訓
練等，事前的演練有效提高
大家的防災意識，現場也能
冷靜對應。

有學校、家長
與社區的大家
協助才有辦法
撐過災後的日
子，感覺到與
大家之間緊密
連結的一年。

東日本大震災時

因為避難所的實
施全都交由學校
去管理實施，同
時要兼顧重整學
校等事務，造成
過重的工作負擔。

原本學校應該
要儘速確認學
生安全與做到
學校設備的安
全確認，但現
實上無法迅速
達成。

平日村里的
負責局處與
消防署，義
消等有良好
聯繫關係，
災害時起了
很大的作用。

(3)強化學校與地方的共同合作



1.名稱：地區防災聯絡會

2.成員
(1)  區長 ６名 (7)  國中防災主任
(2)  消防署 (8)  校長
(3)  義消 (9)   園長
(4)  警察 (10)  教務主任
(5)  市公所分所 (11)  防災主任
(6) 家長會會長 (12) 安全部

3.實施日期・場所(H29)
(1)７月１２日(三) 15:00

～體育館2F防災據點室

(2)１０月 ３日(二) 15:00
～體育館2F防災據點室

(3)１１月 ２７日(一) 18:00
～體育館2F防災據點室

(4) ２月 ２１日(三) 17:30
～支援中心

地區學校安全委員會

(3)強化學校與地方的共同合作



4  協議事項
(1) 第一次

① 對於學校防災手冊方面
② 對於避難訓練
③ 假日・夜晚的災害對應
④ 關於參與市綜合防災訓練等

(2) 第二次
① 假日・夜晚的災害對應
② 市綜合防災訓練的實行等

(3) 第三次
① 市綜合防災訓練 第一階段

② 市綜合防災訓練 第二階段

(4) 第四次
① 平成29年的回顧
② 關於石卷市綜合防災訓練
③ 其他

地區學校安全委員會

(3)強化學校與地方的共同合作



兒童與市民共同避難防災訓練

(3)強化學校與地方的共同合作

石巻市綜合防災訓練



義消的防災訓練

(3)強化學校與地方的共同合作

石巻市綜合防災訓練



傳水桶訓練

(3)強化學校與地方的共同合作

石巻市綜合防災訓練

傷者的處置訓練

陸上自衛隊的賑災餐供應
(山形風味芋頭鍋)



(3)強化學校與地方的共同合作

社區學校連繫會議



成 果

社區學校連繫會議

・有效提高兒童們對於守護地區的意識。

・防災主體從依靠學校轉移成地區全體防災。

・「防災」成為地區友善交流的最好工具。

・“群體安全”的努力。

(3)強化學校與地方的共同合作



(4)培養「新的力量」

～青年防災隊員培訓～



宮城縣教育委員會 活用不讓努力風化的力量「新的力量」

地區・學校
○地區學校安全委員會
○地區自主防災團體

高中・大學

地區・學校
活用

「新的力量」

○災後歷時8年的歲月，當初歷經
震災的應變經驗已逐漸被遺忘。

○地區與學校的共同防災是學校
防災推廣重要的一環。而災後也
強化大家的合作至今。現在在各
地區的「地區學校安全委員會」
的組成率已達92.4%。

○但是，由於委員的高齡化跟社會
中堅年齡層的消極參與，導致
部分學校的委員會無法發揮實
質組織功能。

○因經歷受災世代無法直接參與委
員會，透過活用大學生等 「新的
力量」以強化地區防災與學校防
災之連結。

縣(危機對策課)
縣(運動健康課)

・活用青年防災隊員
參與平成29年實施的青年防災
隊長研修，且通過認證的高中生，
透過志願可以參加居住地的學校
區域防災相關會議。
※防災ＪＲ的認證是經由「防災
指導員」所擬定的防災訓練系統。

・活用師範生參與防災教育
以宮城教育大學為中心，讓學

習防災教育的師範生參與學校區
域防災相關會議。

※學分認證部分還在探討可行性。

「「新的力量」具體活用例 背 景

學校・地區的宣傳與理解

(4)培養新的力量



宮城青年防災隊員培訓研修會

(4)培養新的力量



宮城青年防災隊員培訓研修會

(4)培養新的力量



(5)與相關單位（大學等）

合作



邁向未來的學校與地區安全論壇

復興・防災地圖的城市漫步

(5)與相關單位（大學等）合作

安全教育綜合推廣多元會議



(5)與相關單位（大學等）合作



(6)組成受災時學校支援團

體” TEAM MIYAGI”



災害發生

○発生場所

○發生場所

○發生規模

篩選派遣人員

○依照災區需求，從名單中
篩選出派遣預定者

確認派遣人員

○確認當事人意思

○確認所屬長官意思

派遣災害聯絡員

○確認被害狀況
○確認受災地的需求(教育

面)

派遣至受災地

○確認安全與確保衣食住

的需求

○確保緊急聯絡手段

活動報告

○災區現況

○活動概要

○判斷持續派遣的需求 等

隊員檢討

○為準備下次的派遣進行成

果報告與檢討。

反映至研修會・

與其他團體交流

○解決問題研修會

○與兵庫・熊本資訊交流

(6)受災時學校支援團體”TEAM MIYA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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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小隊培訓研修會





現狀與
課題

３.習慣于安穩的日常生活
「有危險應該也不會輪到我…。」缺乏危機意識

１.大量退休、錄用時代
1.日本教師在每學校有任期制，無法有效經
驗傳承。

2.對於震災從「未經歷過震災世代」傳給
「不知震災世代」的時代。

２.顛覆學校、地區常識
的認知偏誤

「不會再來。下次應該是南海海槽」等偏見
或心態





1.把防災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重建後的雄勝小學，將居民疏散到
避難所的可及性及運送物資的方便
性都考量進去

超市就可以看到防災物品專區



2.無論學校或政府，都有「把災害經驗傳承
下去」的使命感。



3.自助、共助、公助的災害應變觀念。

河北新報社自主在報紙中規劃防災
專區、並至各地辦理防災工作坊

家長一起學習如何避難
學習在避難所如何生活，如何與人
相處

學校與社區聯合舉辦防災演練



4.建構具有韌性的社會。

加高河岸堤防工程

大規模重建，移山填高台，將住宅
蓋在高處



5.日本、台灣之「絆」─身為台灣人的驕傲！

河北新報社防災教育室的鈴木室長
感謝台灣的援助，數度哽咽

南三陸町病院外，感謝台灣援助的
石碑

雄勝小學的所有師生，在我們是離
去時，不停揮舞雙手，及謝謝台灣

南三陸町病院內，感謝台灣援助的
布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