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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卷市立湊小學校防災教育推動現況

參訪後啟示與討論

防災避難演練實地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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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概況

東日本大地震回顧

目前學校防災教育



一.學校成員：學生數136人，教職員30
名。



二.學校地理環境：

1. 海拔3公尺，舊北上川在這附近流
入太平洋。



二.學校地理環境：

2. 附近200公尺左右有一座小山（牧
山）。

從教室走廊即可見後面的牧山，與學校緊緊相臨。



三.學校災害潛勢：

1. 淹水災害：

1) 太平洋海嘯

2) 颱風海水漲潮

3) 北上川大雨淹水災害

2. 土石流災害：牧山大雨造成土石流
災害

3. 地震災害：



一.對於防災的基本想法：

• 根據研究，30年內宮城縣發生地震
的概率為99%。

• 照理我們已經做好了許多的準備

• 為何還是發生了東日本大地震這麼
大的損害?

面對311東日本大地震與海嘯，
我們理應預先做好準備了，為何
仍發生了這麼大的損害？



一.對於防災的基本想法：

 2008年岩手縣與宮城縣內陸地震6級，但沒有海

嘯、山崩、滑坡等災害。

 2010智利地震海嘯，海嘯預警3M，實際最高只

到1.2M。

 2011三陸沖地震，最大地震小於5級，發生於

311大地震前2天，雖有發布海嘯預警，但實際上

最高僅達55釐米。

因為，這些年雖然陸陸續續的發
生了幾件災害；但是並沒造成太
大的災害。這些事件反而造成了
大家心態上的鬆懈。



有了311地震發生前一年地震海嘯
預警的回憶，與兩次小海嘯經歷，
難免心存「海嘯沒什麼大不了」的
心態，讓大家失去了警戒心。

一.對於防災的基本想法：



二.回顧311東日本大地震時，校
內老師與社區民眾當時的反應

1. 接收訊息：老師在校園裡
討論、收集地震相關的訊
息，也有老師利用汽車收
音機收聽海嘯的訊息。

2. 討論避難措施：有鑑於前
2天(3月9日)三陸沖地震
及一年前的智利地震期間，
大海嘯並未發生，因此，
老師們開始討論是否要進
體育館避難？ 311海嘯後的體育館



二.回顧東日本大地震時，校內老師與社
區民眾當時的反應

3. 勇於決策與隨機應變：後續收音機
傳來海嘯6公尺消息，當時老師們
共識，決定不要被上次經驗綁住。

4. 學校是較佳之避難處所：家長來接
孩子，學校不僅沒有把學生交給家
長，並邀請家長一起避難。



二.回顧東日本大地震時，校內老師與社
區民眾當時的反應

5. 海嘯侵襲：居民陸續到校避難，並
帶來消息，海嘯真的來了。

若依過去演練之經驗，全校都撤到

一樓體育館，就真的出問題了。

從此次經驗，我們學習到「要有即

時反應的勇氣」。



三.災後之重建與傳承

 學生無受災經驗：現在許多孩子沒經歷過
311大地震這段歷史。

 教師無防災經驗：教師輪調制度下，許多
老師也未曾經歷這段災難。

 因此，為了不讓過去的經驗被遺忘，經驗
的傳承，變得非常重要。

建立經驗的傳承，避免過去被遺忘



三.災後之重建與傳承─建立經驗的傳承，
避免過去被遺忘

 設立罹難者紀念碑：為讓後人莫忘
當時災難，這紀念碑更具意義。



 校園海嘯高度標示牌：海嘯當時淹
到天花板高。

三.災後之重建與傳承─建立經驗的傳承，
避免過去被遺忘



 留下建物內避難的痕跡：例如地板
上有當時取暖火爐的痕跡。

三.災後之重建與傳承─建立經驗的傳承，
避免過去被遺忘



 教室保留並展示當時做為避難處所
的標示。

三.災後之重建與傳承─建立經驗的傳承，
避免過去被遺忘



 四樓防災物資倉庫：原設於一樓，
但當時海嘯淹了，所以現在設於四
樓。

三.災後之重建與傳承─建立經驗的傳承，
避免過去被遺忘



 研發「日本最好的畢業典禮」繪本：
紀錄當時的災難，學生畢業典禮雖
於災後，家長老師仍一起把它辦好，
並繪成繪本，後來成為學校最珍貴，
可傳承的、在地的防災教材。

三.災後之重建與傳承─建立經驗的傳承，
避免過去被遺忘



一.防災教育課程與具體做法

1.目標：師生共同學習、求生存、走下去。

2.內容：培育基礎知識、技能、自主判斷

與行動的能力，成為積極自主行動的一

員。

3.方式：於各課程中以上述目標與內容融

入課程中。



一.防災教育課程與具體做法

4. 每月一次防災課程：每次20分鐘。



一.防災教育課程與具體做法

5. 運用副讀本教學：搭配運用二種教材（宮

城縣與石卷市各別發展的教材），辦理各項

防災教育教學，一年約有10次的教學。



一.防災教育課程與具體做法

6. 參與地區的綜合避難演練：利用檢核表，

確認學生有去參與這個演練。除了與社區

共同演練，也會與家長一起演練。



一.防災教育課程與具體做法

7. 學生防災課程學習內容：一到六年級都不同，

會與家長一起來進行。

年級 學習內容
一 地震避難動作、用瓦楞紙做床。

二
用報紙做拖鞋（地震時保護腳很重要）、用紙來做容器（災時

收容裝食物用）。

三
了解避難包應準備哪些東西，水、餅乾、…，思考避難時，這

些東西可以發揮哪些作用。

四
防災紙牌遊戲、廚房紙巾做成口罩（收容處所人多集中，減少

感染）、練習肢體放鬆。

五
學用塑膠袋煮飯（米裝袋中，放鍋中隔水加熱）、罐頭做的蠟

蠋（罐頭通常內有很多油）。

六
用保特瓶把PIZZA做出來（把麵粉、發酵粉加到保特瓶中搖，

自製烤盤），主要用意是教學生用身邊的東西做出一道菜。



一.防災教育課程與具體做法

7. 學生防災課程學習內容：一到六年級都不同，

會與家長一起來進行。

地震體驗與避難動作練習（一年級）



一.防災教育課程與具體做法

7. 學生防災課程學習內容：一到六年級都不同，

會與家長一起來進行。

用瓦楞紙箱做床（一年級）



一.防災教育課程與具體做法

7. 學生防災課程學習內容：一到六年級都不同，

會與家長一起來進行。

用報紙折成拖鞋（二年級）



一.防災教育課程與具體做法

7. 學生防災課程學習內容：一到六年級都不同，

會與家長一起來進行。

用糖果製成災時食物（三年級）



一.防災教育課程與具體做法

7. 學生防災課程學習內容：一到六年級都不同，

會與家長一起來進行。

防災桌遊（四年級）



一.防災教育課程與具體做法

7. 學生防災課程學習內容：一到六年級都不同，

會與家長一起來進行。

用塑膠袋煮飯（五年級）
用罐頭做的蠟蠋（五年級）



一.防災教育課程與具體做法

7. 學生防災課程學習內容：一到六年級都不同，

會與家長一起來進行。

利用保特瓶製作 Pizza



二.校園防災管理
1. 實施目標：

1) 學校：改善學校防災組織以提昇防災
教育，並成為學生與民眾的保護者

2) 社區：提昇社區的防災技能

3) 家長：孩子與父母一起提昇防災技能

4) 社區、家長與學校是充份合作的關係，
彼此共同學習、共同生存、共創未來。

家長社區

學校

共同學習、共同生存、共創未來



二.校園防災管理

2. 實施作法：

1) 每月一次的安全檢查：學校環境安全檢

查、疏散避難路線檢討、防災物資倉庫

清查。

2) 家長及社區人士啟蒙教育：發行通訊資

料、校園刊物、網路、FB等。

3) 校園危機管理手冊：進行各方面的確認，

並與教育局合作。

4) 強化地區與學校防災聯結：參與社區的

聯合疏散演練或相關的防災活動。



平日的防災避難演練

避難演練流程與情境



一.本次避難演練觀摩流程與情境設定

1. 時間：下午1時25分學生打掃時間。

2. 演練情境：

1) 宮城縣附近發生規模6級地震

2) 震後發佈海嘯警報聲-預估10分
鐘後會有3公尺海嘯到達



一.本次避難演練觀摩流程與情境設定

3. 演練流程：第一次避難--在各自掃
區就地掩蔽，確保自身安全。



一.本次避難演練觀摩流程與情境設定

3. 演練流程：第二次避難--地震結束，
學生回各自教室。回教室途中海嘯
警報接著響起。



一.本次避難演練觀摩流程與情境設定

3. 演練流程：第三次避難--往樓上避
難，學生從各自所在教室進行疏散，
往頂樓陽台集合。



一.本次避難演練觀摩流程與情境設定

3. 演練流程：第三次避難--往樓上避
難，學生從各自所在教室進行疏散，
往頂樓陽台集合。



一.防災演練設計不同狀況與期程

時間 工作內容與進度

4月 確認避難路徑

5月 地震、海嘯避難訓練，疏散地點
包含教室、校庭、屋頂

5月 大雨後家長接送演練

6月 地震、海嘯避難訓練

7月 可疑人物入侵演練



二.防災演練進行時間：通常會利用掃地時
間或休息時間進行。

三.演練前整備的物品：

1. 學生防災頭套，教師安全頭盔，或
是能保護頭部的相關物品。

2. 無線對講機，每位教師一支。

3. 收音機。

4. 與地方教育機關聯絡之專用電話。

5. 避難背包：保健室及班級教師（包
含學生資料、哨子）。

6. 比較好跑的鞋子。



教學活動與學生增能

防災組織與教師知能

家長參與及社區合作

政府協助與經費挹注



一.各校設有「防災主任」一職，專門統
籌防災事務。

二.每位教師均有分配工作，例如，學生
安全確認組，學生醫護組，巡視校園
組、聯絡家長組，硬體修復組。

三.提升教師緊急應變能力，例如沒有電
力供應時，無法使用廣播，則採取對
講機聯絡或是大聲喊叫。



四.針對特殊學生，協助避難措施，例如

1. 本次避難演練，有位自閉生直接到
隔壁二年級集合，一起進行避難疏
散。

2. 另外針對肢障生，本次設定還有電
力供應，可以搭電梯，若是沒電時，
則由教師直接背上去。



一.結合石卷市聯合避難演練，要求每位學
生都要參加，並核發「避難證明書」。

二.設定情境不同之應變演練：每一次設定
的情境不同，採取不一樣的應變措施。

三.由教育主管機關主導，編輯在地化的教
材（課本）、教具、繪本……，每個年
級依據不同的課程目標來實施教學。

四.各地區亦有自己的特色，並依校內課程
需求發展自我教材。



一.震度在6以上，想定會引發海嘯，與
家長形成共識，且不讓學生離校。

二.地區與學校的安全委員會共同合作，
並納入學校防災主任；此委員會屬地
區自發性參與的，當開設成避難收容
處所時，則由公所接手及處理各項事
務。

三.學校設置避難收容所，物資由公所提
供，並進行物資管理與營運；若物品
快過期，則提供給學生或家長。



一.教育局並未對學校特別編列經費，基
本上由各校自編經費辦理防災事務

二.文部省會針對校園安全編列經費，屬
競爭型計畫。



對我國防災教育推動
之啟思

演練觀後意見與省思



一.地震時應指導學生確實保護頭頸部。

二.地震時教師亦應同時進行掩避，以保
護自身安全。

三.震後勿冒然讓師生「回到教室避難」，
應確認建物安全性後方能回到教室。

四.震後教師帶領學生前往疏散避難集結
點，不需排隊，以免浪費寶貴時間。

五.集結後清查人數、啟動應變組織，進
行人員搜救、建物清查等。



六.若確知為海嘯警報，則應立即將師生
引導至高處，進行垂直避難。

七.海嘯避難的最終集結點是四樓屋頂，
並無遮蔽物。宜再規劃可「長時間避
難」的處所或避難的方式(如搭設帳
棚)。



一.指揮官須因時因地制宜做適切之應變判斷。

二.歷史不能被遺忘，教訓不能被風化。記取
災害慘痛教訓，做好經驗傳承，提昇整體
國民防災知能。

三.破除正常化偏見，建構全民韌性防災思維。

四.應重視平日的防災整備，如校舍檢查、物
資整備，人員組織與學生防災知能暨應變
教育。

五.學校、家長、社區為生命共同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