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二】：嘉義縣113年度防災教育在地特色創意教案甄選設計格式 

參賽編號 
 

（由承辦單位填寫） 

教案名稱 「義」起來防災 

設計者姓名 翁桂櫻、顏佩怡 
教學領域 

(科目或名稱) 

彈性學習課程 

閱讀與思考 

適用年級 

(可複選) 

□國小低年級 □國小中年級 □國小高年級       ■國中 

教學資源 

家鄉百問、影片、Padlet、

Canva、模型建置程式設

計、設計思考學習單、SDGs 

教學時數 分10節，共450分鐘 

教學理念 

義竹國中所在的義竹鄉是一個人口老化嚴重的鄉鎮。當自然災害或人為

災害發生的當下，高齡人口的反應與因應能力相對性較弱而容易成為災

害發生的高危險群。本教學設計主要在於結合防災知識、資訊科技，運

用數位工具如Padlet或Canva，認識義竹鄉的自然環境與人文景觀，透

過同理心地圖設計思考，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創新思維和實際行動

能力。透過學習程式設計和設計防災模型，讓學生在愛鄉愛土的精神

下，為義竹鄉的防災能力出一份心力。 

教學對象

分析 

本教學針對國中七年級學生，他們對家鄉有基本認識，對程式設計也有

初步了解。這個年齡層的學生正處於青春期，充滿好奇心和探索欲，也

開始發展自己的社會責任感。因此，教學設計將聚焦於貼近學生生活經

驗和在地化議題，引導他們思考防災的重要性，並激發創意和行動力，

以為社區貢獻一己之力。 

十二年國教

素養指標 

防災教育素養實質內涵 

教

學

目

標 

1.認識義竹鄉的地理環境與災害類型 

1-1學生能夠在地圖上指出義竹鄉的位置。 

1-2學生能夠描述義竹鄉的地理環境特色。 

1-3學生能夠舉出義竹鄉常見的災害類型。 

1-4學生能夠說明義竹鄉的地理環境與災害

類型之間的關聯。 

2.透過同理心地圖，培養學生的尊重與同理 

2-1學生能夠理解同理心地圖的概念。 

2-2學生能夠運用同理心地圖來思考他人的

感受和需求。 

2-3學生能夠展現對他人的尊重與同理。 

1.認識天然災害成因 

2.養成災害風險管理與

災害防救能力 

3.強化防救行動之責

任、態度與實踐力 

教學領域 

素養/能力指標 

J-A3 具備善用資源以擬

定計畫，有效執行，並

發揮主動學習與創新求

變的素養。 



J-B1 具備運用各類符號

表情達意的素養，能以

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

並理解數理、美學等基

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 

J-B2 具備善用科技、資

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

素養，並察覺、思辨人

與科技、資訊、媒體的

互動關係。 

J-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

知能與態度，並培育相

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

的素養。 

3.透過程式設計進行義竹鄉社區防災模型建

置 

3-1學生能夠理解防災模型的概念和功能 

3-2學生能夠複習程式設計的基本概念。 

3-3生能夠結合所學知識和技能，設計出一

個有效的義竹鄉防災模型。 

3-4學生能夠展現對義竹鄉的愛鄉愛土的情

懷。 

對應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流程 

時間 教學資

源 

教學評量 

1.認識義竹鄉

的地理環境與

災害類型 

1-1學生能夠

在地圖上指出

義竹鄉的位

置。 

1-2學生能夠

描述義竹鄉的

地理環境特

色。 

1-3學生能夠

舉出義竹鄉常

見的災害類

型。 

1-4學生能夠

說明義竹鄉的

地理環境與災

【核心問題】義竹鄉常見的災害類型

有哪些？要怎麼防災或減災呢？ 

《單元問題》義竹鄉位在哪裡？常見

的災害有哪些？  

《活動一》導入 

1.教師提出核心問題：義竹鄉常見的

災害類型有哪些？ 

2.教師透過具體問題引發學生思考並

且蒐集相關資料，例如： 

義竹鄉位在哪裡？ 

義竹鄉的自然環境特色？ 

義竹鄉的人口結構有甚麼特色？ 

義竹鄉的產業活動有哪些？ 

義竹鄉有哪些文化景觀？ 

《活動二》小組討論 

1.教師將學生分組，每組學生 3-4人 

2.教師介紹蒐集資料的多元管道，例

如報章雜誌、新聞報導、書籍、問卷

1.5節課 

 

 

 

 

 

 

 

 

 

 

 

 

 

 

 

 

 

家鄉百問 

Padlet 

筆電 

大螢幕 

 

 

 

 

 

 

 

 

 

 

 

 

 

 

 

 

 

 

 

觀察學生的

參與狀況，

並紀錄學生

的討論內容 

 

 

 

 

 

教師針對各

小組的 

Padlet 成

果，進行評



害類型之間的

關聯。 

 

 

 

 

 

 

 

 

 

 

 

2.透過同理心

地圖，培養學

生的尊重與同

理 

2-1學生能夠

理解同理心地

圖的概念。 

2-2學生能夠

運用同理心地

圖來思考他人

的感受和需

求。 

2-3學生能夠

展現對他人的

尊重與同理。 

 

 

 

 

 

 

 

調查、網際網路搜尋等，並提醒蒐集

資料時要注意的事項。 

3.小組討論以下問題： 

義竹鄉常見的災害類型有哪些？ 

這些災害發生的原因為何？ 

這些災害可能造成哪些影響？ 

《活動三》小組分享 

1.各小組利用 Padlet將蒐集的資料進

行共編、整理，並且分享小組成果。 

2.教師針對各小組分享的內容進行統

整與補充。 

 

 

《單元問題》義竹鄉的人口老化問題

的影響為何？ 

《活動一》導入 

1.教師先提出核心問題：義竹鄉人口

老化問題的影響為何？ 

2.教師可以透過具體問題引發學生思

考與蒐集資料，例如： 

義竹鄉的人口結構有甚麼特色？ 

義竹鄉的人口老化問題有多嚴重？ 

人口老化問題可能造成哪些影響？ 

《活動二》資料呈現 

1.將上一堂課蒐集、整理的義竹鄉人

口結構資料呈現出來，並引發好奇進

行提問。 

2.教師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呈現資料： 

圖表：例如人口結構圖、年齡別人口

數圖、人口成長率圖等。 

文字：例如新聞報導、學術研究、政

府統計資料等。 

影音：例如紀錄片、訪談影片、公益

廣告等。 

《活動三》同理心地圖 

 

 

 

 

 

 

 

 

 

 

 

 

 

1.5節課 

 

 

 

 

 

 

 

 

 

 

 

 

 

 

 

 

 

 

 

 

 

 

 

 

 

 

 

 

 

 

 

 

 

 

筆電 

大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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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學習單 

Jamboard 

圖片、影

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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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活動

進行中，觀

察學生的參

與狀況，並

紀錄學生的

討論內容 

 

 

 

 

 

 

 

 

 

 

 



 

 

 

 

 

 

 

 

 

 

 

 

 

 

 

 

 

 

 

 

 

 

 

 

 

 

 

 

 

 

 

 

 

 

 

1.教師先向學生介紹同理心地圖的概

念，利用圖片、影片、故事等資料，

幫助學生理解同理心地圖。 

2.教師可以透過以下方式介紹同理心

地圖： 

(1)定義：同理心地圖是一種幫助我們

理解他人想法、感受、行為和需求的

工具。 

(2)製作方法：同理心地圖通常由四個

象限組成，分別是想法、感受、行為

和需求。 

(3)應用：同理心地圖可以應用於各種

情境，例如解決問題、促進溝通、增

進同理心等。 

3.教師透過一個範例練習讓學生更理

解同理心地圖的概念。 

4.教師可以選擇以下範例： 

一位獨居高齡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挑

戰。 

一位高齡者照顧者的身心壓力。 

一位高齡者在職場上的困境。 

《活動四》資料應用 

1.根據蒐集到的資料，在同理心地圖

中填入高齡化人口的想法、感受、行

為和需求。 

2.教師可以提供以下引導問題： 

高齡化人口可能面臨哪些挑戰？ 

高齡化人口可能有哪些需求？ 

我們可以如何幫助高齡化人口解決問

題？ 

《活動五》小組分享 

1.各小組將同理心地圖的成果在

Jamboard上呈現並分享。 

2.教師針對各小組分享的內容進行統

整與補充。 

 

 

 

 

 

 

 

 

 

 

 

 

 

 

 

 

 

 

 

 

 

 

 

 

 

 

 

 

 

 

 

 

 

 

 

圖片、影

片、災害

資料 

筆電 

大螢幕 

 

 

 

 

 

 

 

 

 

 

 

 

 

 

 

 

 

 

 

 

 

 

 

 

 

 

 

 

 

 

教師針對學

生的同理心

地圖成果，

進行評量 

 

 

 

 

 

 

 

 

 

 

 

 

 

 

 

 

 

教師在活動

進行中，觀

察學生的參

與狀況，並

紀錄學生的

討論內容 

 

進行問答測

驗，評量學

生對防災知

識的掌握 

 

 

 



 

3.透過程式設

計進行義竹鄉

社區防災模型

建置 

3-1學生能夠

理解防災模型

的概念和功能 

3-2學生能夠

複習程式設計

的基本概念。 

3-3生能夠結

合所學知識和

技能，設計出

一個有效的義

竹鄉防災模

型。 

3-4學生能夠

展現對義竹鄉

的愛鄉愛土的

情懷。 

 

《單元問題》如何因應義竹鄉人口老

化所帶來的防災減災挑戰？  

《活動一》導入 

1.教師先提出核心問題：如何因應義

竹鄉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防災減災挑

戰？ 

2.教師可以透過具體問題引發學生思

考與蒐集資料，例如： 

義竹鄉的人口結構有甚麼特色？ 

義竹鄉的人口老化問題有多嚴重？ 

人口老化問題可能對防災減災造成哪

些挑戰？ 

《活動二》資料呈現 

1.將上一堂課蒐集、整理的義竹鄉人

口結構資料呈現出來，並引發好奇進

行提問。 

2.教師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呈現資料： 

圖表：例如人口結構圖、年齡別人口

數圖、人口成長率圖等。 

文字：例如新聞報導、學術研究、政

府統計資料等。 

影音：例如紀錄片、訪談影片、公益

廣告等。 

《活動三》認識防災教育 

1.災害類型介紹：教師利用圖片、影

片和資料，介紹常見的災害類型，包

括自然災害（如地震、颱風、洪水）

和人為災害（如火災、交通事故）。 

2.引導思考：教師提問引導學生思

考，例如： 

義竹鄉常見的自然災害有哪些？ 

義竹鄉常見的人為災害有哪些？ 

災害發生的原因？ 

災害會造成的損失有哪些？ 

 

2節課 

 

 

 

 

 

 

 

 

 

 

 

 

 

 

 

 

 

 

 

 

 

 

 

 

 

 

 

 

 

 

 

 

 

 

 

 

 

 

 

 

 

 

 

 

 

 

 

 

 

 

 

 

 

 

 

 

 

 

 

 

 

 

筆電 

大螢幕 

簡報 

程式設計 

防災模型 

 

 

以小組為單

位，撰寫防

災簡報以及

相關程式設

計與模型建

置 

 

 

觀察學生的

參與狀況，

並紀錄學生

的討論內容 

 

 

 

 

 

 

 

 

 

 

 

 

 

 

 

針對學生的

防災模型成

果，進行評

量 ( 簡 報 製

作、口頭評

量) 



3.強調防災的重要性：教師講解防災

的必要性，讓學生明白防災教育不僅

是知識，更是一種實踐。 

4.防災教育思考： 教師引導學生思

考： 

為什麼要防災？ 

我們應該如何減少災害的發生？ 

災害發生時，我們應該如何保護自己

和社區的高齡？ 

《活動四》小組討論 

1.根據義竹鄉人口老化的現況，小組

討論以下問題： 

人口老化問題對防災減災有哪些挑

戰？ 

我們可以如何因應這些挑戰？ 

《活動五》 

1.各小組將討論成果在 Jamboard上呈

現並分享 

2.教師針對各小組分享的內容進行統

整與補充 

 

《核心問題》義竹鄉常見的災害類型

有哪些？要怎麼防災或減災呢？ 

《活動一》導入 

1.教師先提出核心問題：防災模型可

以如何幫助我們防災減災？ 

2.教師可以透過具體問題引發學生思

考與蒐集資料，例如： 

什麼是防災模型？ 

防災模型有哪些種類？ 

防災模型可以如何應用？ 

《活動一》資料蒐集 

1.分組進行資料蒐集 

2.小組討論以下問題： 

社區常見的災害有哪些？ 

 

 

 

 

 

 

 

 

 

 

 

 

 

 

 

 

 

 

 

 

 

5節課 

 

 

 

 



針對社區的災害，我們可以建置哪些

防災模型？ 

《活動二》防災模型概念介紹 

1.教師向學生介紹防災模型的概念，

讓學生了解如何運用科技和資訊來建

立防災模型。 

2.教師透過以下方式介紹防災模型： 

(1)定義：防災模型是一種模擬災害發

生狀況的工具，可以用來預測災害的

影響、評估防災措施的效果等。 

(2)種類：防災模型依據不同的目的和

應用，可分為多種種類，例如： 

預測模型：用於預測災害發生的時

間、地點和強度等。 

模擬模型：用於模擬災害發生的過程

和影響等。 

評估模型：用於評估防災措施的效果

等。 

(3)應用：防災模型可以應用於各種防

災工作，例如： 

災害預警：利用防災模型預測災害發

生的時間和地點，發布災害預警。 

災害應變：利用防災模型模擬災害發

生的過程和影響，制定災害應變計

畫。 

防災教育：利用防災模型提高民眾的

防災意識。 

《活動二》程式設計複習與協同教學 

1.教師結合資訊課程，複習程式設計

的基本概念，為後續的模型建置做好

準備。 

2.教師與資訊老師協同合作，利用程

式設計建置防災模型。 

3.教師可以透過以下方式協同合作： 



(1)教師負責防災模型的概念設計和應

用。 

(2)資訊老師負責程式設計的技術指

導。 

4.分組討論要針對社區的哪一種災害

進行防災模型建置。 

5.教師可以提供以下建議： 

選擇社區常見的災害。 

選擇學生有興趣的災害。 

選擇資料和技術相對容易取得的災

害。 

6.學生分組討論，針對社區中哪一種

災害進行防災模型建置。 

7.小組討論以下問題： 

模型建置的目的為何？ 

模型建置的步驟為何？ 

需要哪些資料和技術？ 

如何分工合作？ 

8.小組利用資訊課著手進行社區防災

模型的程式設計。 

9.教師和資訊老師在旁協助學生解決

問題。 

《活動三》簡報製作和口頭發表 

1.學生分組製作簡報，並進行口頭發

表，分享他們的防災模型。 

2.簡報內容應包括： 

模型建置的目的。 

模型建置的步驟。 

模型建置的成果。 

模型建置的心得。 

3.教師在學生分組進行探究的過程

中，提供適當的協助，協同資訊教

師，共同幫助學生解決問題 



教學反思 防災教育，刻不容緩 

這是我們第一次以防災教育作為主軸，以往在社會地理課程，通常以地

形地貌、氣候環境等人地互動為主軸，在防災教育的部份，就沒有深入

地著墨。這次則調整比例，從在地義竹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出發，進而將

重點放在防災教育上，希望能夠讓學生更深入地了解防災的重要性，並

提升他們的防災意識。 

1.專題探究：義竹鄉的災害風險 

在思考防災教育的時候，我們閱讀了一些書籍與瀏覽了一些網站，並且

思索要教導孩子的防災教育內容。以義竹鄉而言，有自然災害也有人為

災害，例如從家鄉百問裡就可以從地理環境發現因為義竹鄉鄰近八掌

溪，所以到了豐水期容易有水災的發生。因此就把核心問題鎖定在義竹

鄉常見的災害類型有哪些？要怎麼防災或減災呢？透過專題探究的方

式，讓學生透過蒐集資料、小組討論、簡報發表等活動，深入了解義竹

鄉的地理環境、人口組成、常見的災害類型，進而去探討在這樣的自然

與人文環境下，最想要嘗試解決的是哪種災害類型，特別是在災害來臨

前，我們要怎麼防災、減災。我也期待透過專題探究，引發學生的好

奇，讓學生能夠主動探索知識，並對義竹鄉的災害風險有進一步的認識

與了解。 

2.同理心地圖：看見高齡者的防災需求 

義竹鄉是嘉義縣人口老化指數數一數二的鄉鎮，其中溪洲村還是媒體曾

經報導過的最老村莊，這同時也是嘉義縣面臨的人口組成問題。義竹鄉

的人口結構逐漸老化，高齡人口的比例逐年增加。在災害發生時，高齡

人口往往是較為脆弱且高危險的族群。 

在「義竹鄉的人口老化問題的影響為何？」這個主題中，我們參考 DFC

的同理心地圖來引導學生思考災害發生時可能受影響的族群，例如高齡

化人口、身心障礙者等。 

我們使用的是 JAMBOARD來讓小組討論，並透過同理心地圖的呈現與分

享，讓學生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問題，以培養同理心和社會責任感。 

3.小組合作：激發創意與合作力 

我們學校是分組合作學習夥伴學校，我們比較常使用的是兩兩配對討

論。而在這次的防災教育課程裡，我們嘗試使用 3-5人的分組合作方

式，主要是讓孩子可以透過志同道合的夥伴去嘗試共同想要解決的問

題。透過分組合作，讓孩子除了分工外，也能合作進行資料蒐集、整

理、討論、分享等。此外，透過小組合作，期望學生能學習如何與他人

溝通協調，並激發創意與合作力。 



4.科技輔助：提升學習興趣與參與度 

疫情後，我們發現自己在科技融入教學的能力提升了，此外，我們學校

也是數位學習的重點學校，因此，在教學上，我們使用學習吧平台外，

並且在思考教學時，試想在甚麼時候進行科技輔助教學的時機。我們利

用影片、圖片、圖表、JAMBOARD、PADLET、CANVA等多媒體素材輔助教

學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參與度與學習成效。 

5.協同教學：整合不同領域的知識與技能 

在「防災模型可以如何幫助我們防災減災？」這個主題中，透過與資訊

老師協同教學，共同指導學生進行防災模型建置。透過協同教學，學生

們能夠整合不同領域的知識與技能，並獲得更全面的學習。 

6.整體教學省思 

總體而言，我們覺得教學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我們不斷地教學，也不

斷地學習如何教學。在防災課程中，教授學生認識家鄉，也透過認識家

鄉，同理家鄉面臨的災害與困境，並且從面臨的問題當中試圖發想預防

或可能的解決之道。我們還利用課餘時間去訪問村長、消防隊，看到學

生先擬定要問的問題、當下的禮貌、應對等等，真的感到很高興，這些

經驗對於學生而言都很寶貴。 

此外，剛好嘉義縣有防災模型建置比賽，所以從中挑選了兩組去參加比

賽，更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讓我們知道從平常的教學到指導學生比

賽的差異與要如何銜接。如果再教一次，我們想要： 

(1)在導入活動中，可以加入更多元的引導方式，例如實地參訪、專家

講座等，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2)在小組討論活動中，可以提供更明確的討論指示和評量標準，以確

保討論的有效性。 

(3)在小組分享活動中，可以利用科技工具，例如線上白板、互動式投

影等，以提升分享的效果。 

學生回饋 

我們水災這組在訪問村長的時侯，

我聽到了很多有關於後鎮村的故

事，也從村長口中聽到了許多知

識，這個防災比賽的內容真的很有

趣，真的收獲滿滿。 

在製作防災模型的過程中，我覺得

非常得有趣，運用了程式去結合美

感。 

我知道了當水災發生的時候，有比

較多的時間讓阿公、阿嬤可以逃離

很重要，我也有阿嬤，所以我也會

擔心，但我也知道了防範方法，可

在這次拜訪後鎮村的村長，我了解

到後鎮是一個很容易淹水的地方，

也在這次訪問村長的過程中，也了

解到如何降低水災帶來的損失和如



以保護阿公、阿嬤。 何預防水災，這次的訪問讓我獲益

良多。 

我覺得做這個模型可以加強人們對

火災的知識，也可以把我們的想法

應用在現實會是一件很好的事。 

在這次拜訪後鎮村的村長，我了解

到後鎮是一個很容易淹水的地方，

也在這次訪問村長的過程中，也了

解到如何降低水災帶來的損失和如

何預防水災，這次的訪問讓我獲益

這次我們參訪了後鎮村村長，我們

問了有關於823水災的事情，而且村

長還請我們大家喝茶，這次參訪讓

我又更進一步的認識義竹。 

在做這個防災模型過程當中，我學

到了許多程式運用，還學會了遇到

火災如何及時應對，我們也拜訪了

消防隊員來了解，希望做這個模型

能對獨居老人有所幫助。 

我了解到原來義竹的災害也有很

多，到消防隊訪問之後，更瞭解火

災的防災方法，是個很好的體驗！ 

上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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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後鎮村村

長與消防隊 

  

資料來源 1.嘉義縣家鄉百問 

2.愛奇藝—我的人間煙火 



3.嘉義縣義竹鄉工廠火災 

https://youtu.be/o6jIg5_EG8k?si=zfrKSnytVE8mkcdb 

4.社會底層 獨居老人悲歌 華視新聞雜誌2014.12.27 

https://youtu.be/xwqwkdlJLes?si=6S8gxXUlm-kyUPkF 

5.4縣市提早邁入超高齡 最老城市嘉義縣 

https://youtu.be/KE6XHJzywpw?si=OSGL2_u8YEgdtJqm 

6.水災漏網鏡頭！蝸牛牢吸木板凳腳求生 

https://youtu.be/LhL-05toS8M?si=GCmwys_0AU1QM3dE 

7.大雨狂炸水淹路面民眾淡定開吃流水席比基尼辣妹照嗨舞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4424148 

8.嘉義縣竹崎鄉土石流淹沒民宅出殯遺體待救援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309100222.aspx 

https://youtu.be/o6jIg5_EG8k?si=zfrKSnytVE8mkcdb
https://youtu.be/xwqwkdlJLes?si=6S8gxXUlm-kyUPkF
https://youtu.be/KE6XHJzywpw?si=OSGL2_u8YEgdtJqm
https://youtu.be/LhL-05toS8M?si=GCmwys_0AU1QM3dE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4424148
https://www.cna.com.tw/news/asoc/20230910022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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