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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推動願景

健全花蓮縣民災害風險管理意識，
融入品格素養與在地文化內涵，進而提
升防災素養及災害應變能力，以營造安
全、永續、秀麗、友善、創新與幸福的
韌性防災都會與家園，並強化社區整體
的抗災能力。



貳、推動目標

推動與建構韌性防災校園2.0，以判斷原則的教育取代標準
答案的訓練，進而營造韌性防災都會與家園為目標。即提升本縣
所屬各級學校面對災害發生所應具備之緊急應變知能與作為，並
適時瞭解與強化縣屬各級學校於災害發生時之自主安全防護機制、
發言人機制、緊急救護機制、外部救援機制與相關通報作業等，
落實縱向與橫向緊急應變之處置得以更佳健全。

（一）減災目標：潛勢災害分析，強化建物安全，落實防災教育，建置防救網絡。
（二）整備目標：成立防災組織，訂定應變流程，儲備防救資源，規劃避難路線。
（三）應變目標：籌組應變組織，強化查報機制，建置扶助系統，規劃收容處所。
（四）復原目標：成立勘災機制，建置安置網絡，健全諮商輔導，儲備復原資源。



縣長於花蓮縣辦理行政院108年度災

害防救業務Ｄ區聯合訪評致詞中說

明推動防災教育願景與目標



參、推動進程與執行方式
一、108年度辦理方式
（一）規劃以跨局處方式辦理（縣消防局與縣府教育處）
（二）擬定推動方式

1.演練前辦理矩陣式腳本增能研習
(1)輔導團員：邀請苗栗縣西湖國小林國正校長主講
(2)縣屬國中小（含縣立體育中學）校長增能研習（126所學校分2梯次辦理）：邀請
王价巨教授主講

2.擬定3個演練之情境想定，簽核至縣府一層簽准辦理。
3.無預警防災演練抽測對象：縣屬國中小（含縣立體育中學）
4.函文通知各校，並揭示縣府辦理全縣無預警防災演練日程（如在108年12月底前，各
校不知實際抽測日期）

5.實際抽測學校：於抽測當日由縣長從北中南3區各抽1所學校辦理。
6.抽測人員，由縣長帶隊領縣消防局局長、縣府教育處處長、外聘專家學者（王价巨
教授）、教育處設施科科長與承辦人至學校抽測。
(1)學校當場抽演練情境
(2)學校實際通知在地消防分隊到校演練，並由縣消防局測試與瞭解在地消防分隊應變
與支援救災時間。

7.演練後立即辦理無預警防災演練檢討會議，並由縣長主持檢討會議。
8. 於109年2月5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國民中小學校長會議(無預警防災檢討)。





參、推動進程與執行方式
二、109年度辦理方式

（一）規劃以跨局處方式辦理（縣消防局與縣府教育處）
（二）擬定推動方式

1.因應疫情趨勢，評估辦理日程。

2.擬定強震發生時的情境想定，且以無相關外埠支援到校協助救災之自主緊急應變之演練模式，演練情
境稿簽核至縣府一層簽准辦理。

3.無預警防災演練對象：縣屬國中小（含縣立體育中學）

4.函文通知各校，並揭示縣府辦理全縣無預警防災演練日程（如在109年7月15日前辦理）
5.無預警防災演練方式：

(1)以全縣接收到CBS 地震簡訊後，立即就地避難，並至戶外空曠處避災，啟動本項演練，並進行本縣

CBS系統發布簡訊之壓力測試。
(2)另考量模擬強震發生，雖發送CBS地震簡訊，但考量受測人員在無帶著手機情形下，且無法實際感
受到強震搖晃情形，則聯繫中央氣象局協助於預定模擬測試時間，搭配縣內CBS地震簡訊發布時間，

同步設定強震即時警報系統之花蓮區域學校網段進行強震預警警報。
6.全縣縣屬國中小（含縣立體育中學）同步進行演練，並由縣府人員於演練當日抽測全校9所學校無預警
演練情形。

7.抽測人員，由縣府教育處處長、教育處設施科科長與承辦人至學校抽測。
8.演練後立即辦理無預警防災演練檢討會議。







參、推動進程與執行方式
三、110年度辦理方式
（一）規劃以跨局處方式辦理（縣消防局與縣府教育處）
（二）擬定推動方式

1.演練前辦理「緊急應變小組發言人增能研習」（126所學校分2梯次辦理）：邀請三
立新媒體服務研發中心黃安晴主任講授「防災業務工作發言人」相關課程。

2.因應疫情趨勢，評估辦理日程。
3.擬定強震發生時的情境想定（擬定3個情境想定），且以無相關外埠支援到校協助救
災之自主緊急應變之演練模式，演練情境稿簽核至縣府一層簽准辦理。

4.無預警防災演練對象：縣屬國中小（含縣立體育中學）
5.函文通知各校，並揭示縣府辦理全縣無預警防災演練日程（如在110年12月底前辦
理）

6.實際抽測學校：於抽測當日由縣長從全縣學校中抽測2所學校辦理。
7.抽測人員，由縣長帶隊領縣消防局局長、縣府教育處處長、外聘專家學者（王价巨
教授）、教育處設施科科長與承辦人至學校抽測，並由受測學校當場抽演練情境。

8.演練後立即辦理無預警防災演練檢討會議，並由縣長主持檢討會議。





參、推動進程與執行方式
四、111年度辦理方式
（一）規劃以跨局處方式辦理（縣消防局與縣府教育處）
（二）擬定推動方式

1.因應疫情趨勢，評估辦理日程。
2.擬定強震發生時的情境想定，情境想定內容以「在緊急應變流程中與進行自主安全防護作為時，所
應注意的細節與態度」，且以無相關外埠支援到校協助救災之自主緊急應變之演練模式，演練情境
稿簽核至縣府一層簽准辦理。
(1)如當地震間歇時，是全員馬上立即進行疏散避難集合？還是需評估環境是否安全，並確認可以
安全疏散時，才進行疏散避難集合？

(2)如檢核是否落實就地（近）避難掩護自主安全防護作為─「趴、掩、穩」
(3)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或緊急應變小組的時間點。
(4)強震後，巡檢校舍應注意的事項，如巡檢人力安排、是否進入校舍、校舍外觀檢視重點等。
(5)若有人員受傷或因強震造成火災或其他災害時，應有的緊急應變作為與注意事項。
(5)如評估模擬強震發生時，天候為下雨狀況之相關演練。
(6)其他：彙整各校對於無預警防災演練之相關問題

3.預定於111年8月4日辦理全縣無預警防災演練增能研習，邀請王价巨教授授課；研習前先以線上問
卷方式彙整各校推動防災教育暨防災演練現況，以及相關需專家學者諮詢服務的問題。

4.無預警例函文通知各校，並揭示縣府辦理全縣無預警防災演練日程（如在111年○○月○○日前辦
理）

5.實際抽測學校
6.抽測人員參照往例規劃之。
7.參照往例於演練後立即辦理無預警防災演練檢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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