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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助防災校園建置與執行 計 畫範圍 

到 校服務執行流程 

1類學校名單 
金門縣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花蓮縣 花蓮縣立化仁國民中學 
花蓮縣 花蓮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宜蘭縣 宜蘭縣立東興國民小學 
宜蘭縣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基隆市 基隆市立武崙國民中學 
基隆市 私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 臺北市立北投區逸仙國民小學 

臺北市 臺北市立萬芳國民小學 
臺北市 臺北市立文山區興隆國民小學 
臺北市 臺北市立成德國民中學 
臺北市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樹林區武林國民小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汐止區樟樹國民小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五股區德音國小 
新北市 新北市立頭前國中 
新北市 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五股國民中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苗栗縣 苗栗縣栗林國民小學 
苗栗縣 苗栗縣豐田國民小學 
苗栗縣 苗栗縣立三義國民中學 
苗栗縣 苗栗縣立西湖國民中學 
苗栗縣 苗栗縣立大西國民中學 
苗栗縣 苗栗縣立通霄國民中學 
苗栗縣 苗栗縣海寶國民小學 
苗栗縣 苗栗縣大湖鄉新開國民小學 
苗栗縣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2.3類學校名單 
花蓮縣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基隆市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臺北市 臺北市立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 
臺北市 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鶯歌區鳳鳴國民小學 
新北市 新北市泰山區同榮國民小學 
新北市 新北市瑞芳區猴硐國民小學 
新北市 新北市石門區老梅國民小學 
苗栗縣 苗栗縣立頭屋國民中學 
苗栗縣 苗栗縣通霄鎮啟明國民小學 
桃園縣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桃園縣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 

協 助教育部資科司工作事項 
z協助教育部資科司推估海嘯影響範圍 

提 供縣市防災教育支援 

• 校園防災在地化潛勢災害檢核 

北區受補助學校災害潛勢圖 北區受補助國中學校災害潛勢圖 

北區受補助國小學校災害潛勢圖 北區受補助高中(職)學校災害潛勢圖 

•協助學校產出 
           在地化災害潛勢圖 
• 協助學校判斷並了解 
            在地化災害潛勢 
• 協助學校利用災害圖資 

•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 

縣 市 中 程 計 畫 輔 導 小 組 災害防救計畫審查 
新 北 市 3 3 3 
台 北 市 3 3 3 
桃 園 縣 3 3 3 
基 隆 市 3 3 
宜 蘭 縣 3 3 3 
花 蓮 縣 3 3 3 
苗 栗 縣 3 3 3 
金 門 縣 3 3 3 
連 江 縣 3 3 3 

•辦理複合型災害防救逃生演練之示範觀摩-猴硐國小 

本團隊於101年度辦理2類學校示範觀
摩演練，了解防災校園建置及演練應注
意事項及如何與社區組織協調支援開設
收容場所時，外部資源的重要性，並加
強學校的防災觀念。 豪大雨 社區組織進駐 學生就地掩蔽 

•防災校園特色 
1類-海寶國小-防災繪本 
 

2類-鳳鳴國小(防災教育推廣) 

101年度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執行成效 
-以北區為例 

The achievements of regional services group on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education  
– North group in 2012 

主管單位：教育部   計畫編號：101-0038827 
承辦單位：臺灣大學氣候天氣災害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張倉榮  教授  協同主持人：譚義績 教授  
計畫人員    ：馬國宸  博士 、李佳昕 助理 

連江縣 

苗栗縣 

改善建議 
意 

見 

給 予 

服 

協 助防災校園建置與執行 計 畫範圍 

到 校服務執行流程 

1類學校名單 
金門縣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花蓮縣 花蓮縣立化仁國民中學 
花蓮縣 花蓮私立海星高級中學 
宜蘭縣 宜蘭縣立東興國民小學 
宜蘭縣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基隆市 基隆市立武崙國民中學 
基隆市 私立培德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 

臺北市 臺北市立北投區逸仙國民小學 

臺北市 臺北市立萬芳國民小學 
臺北市 臺北市立文山區興隆國民小學 
臺北市 臺北市立成德國民中學 
臺北市 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樹林區武林國民小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汐止區樟樹國民小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五股區德音國小 
新北市 新北市立頭前國中 
新北市 新北市立八里國民中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瑞芳國民中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土城國民中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五股國民中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雙溪高級中學 
苗栗縣 苗栗縣栗林國民小學 
苗栗縣 苗栗縣豐田國民小學 
苗栗縣 苗栗縣立三義國民中學 
苗栗縣 苗栗縣立西湖國民中學 
苗栗縣 苗栗縣立大西國民中學 
苗栗縣 苗栗縣立通霄國民中學 
苗栗縣 苗栗縣海寶國民小學 
苗栗縣 苗栗縣大湖鄉新開國民小學 
苗栗縣 苗栗縣立興華高級中學  

2.3類學校名單 
花蓮縣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基隆市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臺北市 臺北市立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 
臺北市 臺北市立福安國民中學 
新北市 新北市立鶯歌區鳳鳴國民小學 
新北市 新北市泰山區同榮國民小學 
新北市 新北市瑞芳區猴硐國民小學 
新北市 新北市石門區老梅國民小學 
苗栗縣 苗栗縣立頭屋國民中學 
苗栗縣 苗栗縣通霄鎮啟明國民小學 
桃園縣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桃園縣 桃園縣育達高級中學 

協 助教育部資科司工作事項 
z協助教育部資科司推估海嘯影響範圍 

提 供縣市防災教育支援 

• 校園防災在地化潛勢災害檢核 

北區受補助學校災害潛勢圖 北區受補助國中學校災害潛勢圖 

北區受補助國小學校災害潛勢圖 北區受補助高中(職)學校災害潛勢圖 

•協助學校產出 
           在地化災害潛勢圖 
• 協助學校判斷並了解 
            在地化災害潛勢 
• 協助學校利用災害圖資 

•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 

縣 市 中 程 計 畫 輔 導 小 組 災害防救計畫審查 
新 北 市 3 3 3 
台 北 市 3 3 3 
桃 園 縣 3 3 3 
基 隆 市 3 3 
宜 蘭 縣 3 3 3 
花 蓮 縣 3 3 3 
苗 栗 縣 3 3 3 
金 門 縣 3 3 3 
連 江 縣 3 3 3 

•辦理複合型災害防救逃生演練之示範觀摩-猴硐國小 

本團隊於101年度辦理2類學校示範觀
摩演練，了解防災校園建置及演練應注
意事項及如何與社區組織協調支援開設
收容場所時，外部資源的重要性，並加
強學校的防災觀念。 豪大雨 社區組織進駐 學生就地掩蔽 

•防災校園特色 
1類-海寶國小-防災繪本 
 

2類-鳳鳴國小(防災教育推廣) 



101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成果研討會

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之
法-以中區為例

溫志超(Wen, J.C. )1  吳呈懋(Wu, C.M. )2  

1.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法-以中區為例
The implementing philosophy and methods of the regional disaster education The implementing philosophy and methods of the regional disaster education 

services group services group -- an example of the centralan example of the central

2.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執行秘書
3.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秘書
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組員

摘要
教育部為了推廣校園之災害防救教育相關工作，建構校園防災機制

作具體落實，在全國北、中、南三區成立防災教育服務團。中區防災教育服務團計畫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研究團隊負責執作具體落實，在全國北、中、南三區成立防災教育服務團。中區防災教育服務團計畫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研究團隊負責執
行，輔導學校包括3類，第一類33所、第二類4所以及第三類2所共計
的網頁、辦理中區防災教育輔導說明會、教師研習活動、檢核團及服務團成員行前說明會
演練、進行校園潛勢災害檢核、服務團到校服務、輔導各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小組
增能活動以及防災校園局部改造學校之推薦等。另外，中區輔導學校中獲選教育部績優學校包括第一類
第三類1校，其中屬第三類的樹義國小榮獲該類別第一名。

研究動機
學校教育為所有教育之基礎，防災教育的深耕也理應

由學校開始，為了強化各級學校抗災能力及落實防災教育，
由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統籌推動相關工作，研擬101
年至103 年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之中程規劃及細
部計畫工作項目，以持續強化校園災害防救之能力，逐步
達成防災教育全面性之發展，進而落實施政目標。

方法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

教育司在全省北、中、南
三區成立防災教育服務團
，以便就近輔導及協助防
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
畫之申請學校相關之技術
性諮詢服務、針對區域內
不同學習階段、環境形態
、災害類型學校研擬對應之
服務規劃及解決對策、協助
推動及宣導防災教育相關政
策或計畫等。防災校園推動機制與運作組織分為四個層次：
(一)指導團隊:(一)指導團隊:
包括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防災校園諮詢小組及計畫
推動辦公室等，提供計畫方向及經費使用的推動、規劃、
管理、考核等各種問題的諮詢與控管。
(二)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
包括北區防災教育服務團、中區防災教育服務團及南區防
災教育服務團。其中中區負責範圍包括：新竹縣市、台中
市、南投縣、彰化縣。市、南投縣、彰化縣。
(三)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全國各縣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
(四)各級學校 :指全國各縣市申請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
計畫並獲得補助的各級學校。

年度行政院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成果研討會

服務團之執行理念與方
以中區為例

2  蔡慕凡(Tsai, M.F.)3  張毓純(Chang, Y.C.)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以中區為例
The implementing philosophy and methods of the regional disaster education The implementing philosophy and methods of the regional disaster education 

an example of the centralan example of the central--regional service corpsregional service corps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執行秘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秘書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水土資源及防災科技研究中心組員

建構校園防災機制，強化校園師生抗災能力，並促使校園防災教育工
中區防災教育服務團計畫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研究團隊負責執中區防災教育服務團計畫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研究團隊負責執
所共計39所。計畫執行成果包括：建置中區防災教育服務團

檢核團及服務團成員行前說明會、複合型災害防救逃生示範觀摩
各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小組、舉辦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小組交流會議、
中區輔導學校中獲選教育部績優學校包括第一類2校，第二類1校，

重要研究成果
防災教育服務團重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建置中區防災教育服務團的網頁
(二)辦理中區防災教育輔導說明會
(三)辦理中區防災教育之教師研習活動
(四)辦理檢核團及服務團成員行前說明會
(五)進行校園潛勢災害檢核及防災教育到校服務
(六)至各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小組運作進行輔導
(七)防災校園局部改造學校之推薦(七)防災校園局部改造學校之推薦
(八) 101年度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成果發表研討會

圖表
類 別 工作內容 數 量

第一類 建置防災校園 33

第二類 建置防災校園推廣基地 4

中區服務團各類別學校申請數量 (所)

第三類 辦理境況模擬全員同步演練 2

合 計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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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教育在於增強各學習階段的學生與民眾的防災知識，以建立良好
的防災態度與技能，在危急時能自救及救人，教育部雖未能將防災教育列
為九年義務教育課綱，教育部邀請專家編撰完成諸如幼稚園防災教育教材
及動漫畫，不同學習階段的防災教材、學生手冊、教師手冊及宣導光碟，
供教師引用為輔助教材。同時也輔助大學院校開設防災學程及編撰防災專
業教材以及供成人用的生活與防災教材。編撰可供全民使用的災害應變程
序參考手冊及災後學生心理輔導教師手冊等，建立完整的防災教育教材。 

The Campus Disaster prevention education of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uthern District campus.. 

主管單位：教育部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承辦單位：東方設計學院室內設計系  
協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主    持    人：陳念祖 
協同主持人：曾俊達、劉光盛、林沂品 
計畫參與人：陳振誠、黃琮俊、鍾博任、蕭于清 

摘要 

本計畫工作項目執行已完成辦理南區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小組
交流會議1場次於東方設計學院數位大樓辦理，南區縣市防災
校園工作說明會1場次於東方設計學院數位大樓辦理，南區縣
市受補助第一類防災校園防災教育研習營1場次於東方設計學
院計算機中心數位教室辦理，、南區縣市受補助第二、三類防
災校園防災教育研習營1場次，目前南區服務團到校訪視部分，
總計126次皆已完成。縣市防災教育服務小組輔導訪視工作，
內容包含縣市防災教育老師增能講習課程、年度縣級防災教育
推動計畫審查與建議、提供各項臨時防災相關議題的諮詢服務。
辦理南區複合型災害防救逃生演練示範觀摩會1場次，研擬防
災教育工作輔導手冊的編撰，並持續協助教育部推動及宣導防
災教育相關政策或計畫，及配合辦理教育部交辦之事項。 

運作機制建置 

計畫範圍與工作項目 

本申請案主要依據「防災校園網絡建置與實驗計畫」中程綱要計畫所規
劃之分區防災教育服務團隊工作項目內容辦理，並以雲林縣、嘉義縣、嘉
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澎湖縣等南區八縣市作為本案
計畫涵蓋範圍；故綜整上述前期計畫辦理事項，並依據本申請計畫說明書
需求，提出概要工作項目，內容包含： 
1. 成立南區防災教育輔導暨潛勢災害檢核服務團隊。 
2. 提供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小組之支援與協助。 
3. 協助防災校園建置與執行。 
4. 區域內各學習階段學校有關之技術性諮詢服務。 
5. 針對區域內不同學習階段、環境型態、災害類型學校研擬對應之服務規
劃及解決對策，並綜整分析製作防災教育服務團工作輔導手冊。 

6. 協助推動及宣導防災教育相關政策或計畫，定期與推動辦公室進行溝通
協調，及配合辦理其他交辦事項。 

計畫執行成效 

1. 成立南區防災教育輔導暨潛勢災害檢核服務團隊： 計畫初期即建立防災
教育輔導暨潛勢災害檢核專家服務團，共計43人。於41所服務學校，共計
訪視378人次。 

2. 提供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小組之支援與協助輔導小組運作之輔導、諮詢，八
縣市共計訪視12場次。協助規劃各縣市防災教育推動計畫，共計參與研習
10場次。 

3. 協助防災校園建置與執行：第一類服務學校部分33間學校，已完成99次的
訪視；第二服務學校7間學校，已完成22次訪視；第三類服務學校1間，已
完成5次訪視，到校訪視部分，總計126次皆已完成。 

4. 區域內各學習階段學校有關之技術性諮詢服務：相關教材供融入教學、校
園災害防救計畫、學校與社區防救災體系等諮詢工作。並綜整分析製作防
災教育服務團工作輔導手冊。 

5. 協助推動及宣導防災教育相關政策或計畫，定期與推動辦公室進行溝通協
調，及配合辦理其他交辦事項。 

101年度南區40所防災校園補助學校位置與災害潛勢調查分佈圖 

101年度南區補助學校防災地圖之特色及繪製重點 

101年度南區補助學校在地化教學模組與特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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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單位：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計畫主持人： 謝尚賢教授 
承辦單位：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協同主持人： 賴進松博士、韓仁毓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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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101-0049523 李碧雲、劉建位、陳煌杰、張國儀 

A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r 
Taiwan’s Campus Hazard Potential 

具體成果 

計畫效益 

摘要 
        本文報告101年度維運「全國各級學校災害
潛勢資訊管理系統」之計畫成果。此計畫延續99
年度所開發之系統，於100年度計畫時持續追蹤
全國各級學校之災害潛勢資料，並搭配各防災業
務單位最新公布之災害潛勢資料，於檢討與修正
各項災害潛勢結果判定方法後，進行全國各級學
校災害潛勢分析與評定作業。同時，計畫團隊持
續進行資訊管理系統之維護與功能之擴充，並提
升人性化操作介面之使用性。此外，今年度更進
一步確認校園外廓數位圖資，使校園災害潛勢之
判別更為精準。本計畫期望此資訊管理系統能讓
教育主管機關、各縣市政府與全國各級學校有效
掌握學校災害潛勢資料，保障生命財產安全及降
低可能的災害損失。 

1. 完成校園災害潛勢簡易調查之年度調查，以及
101年度全國4,508所學校之校園災潛評估。 

2. 檢討及調整學校簡易災害潛勢調查表，並更新
坡地災害潛勢相關圖資。 

3. 持續維運「全國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資訊管理系
統」（http://safecampus.edu.tw），並新增相
關功能如下： 
(1)新增「災害潛勢報告」下載功能，以利學

校撰寫災害防救計畫書。 
(2)新增「災害潛勢統計」功能，有助教育主

管機關管理學校災潛，進行防災教育決
策。 

4. 編訂系統使用手冊與教育訓練手冊。 
5. 辦理學校災害潛勢管理系統應用說明會，全臺

共6場次，總計2,489人出席。 

1. 教育主管機關可有效掌握各級學校災害潛勢
狀況，有助於校園防救災政策擬訂、重要措
施之推動，以及相關決策。 

2. 本計畫建置之學校災害潛勢資訊管理系統，
可協助學校瞭解歷史災害紀錄，並管理學校
災害潛勢狀況。 

3. 藉由填報簡易災害潛勢調查表與舉辦系統應
用說明會，提升教育主管機關與學校教職員
之防災意識與認知。 

圖1「全國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資訊管理系統」首頁  

圖2 災害潛勢資料處理方法與流程 

圖3 災潛系統應用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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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校園師生防災素養檢測計畫 
The 2012 plan for testing of disaster prevention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 all levels 

主   管   單   位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計畫主持人/單位：林明瑞 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科廣系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 
協同主持人/單位：孔崇旭 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研究方法 

前言 
防災素養定義為：「對於可能造成人類生存威脅及生命危害的各

類災害，具備一定程度的認識與正確的知識，並能主動的擷取災害相
關訊息，能察覺潛在災害的發生且具有正面積極的防災態度，及具備
是以應付各災害威脅之防災能力與技能。」 

葉欣誠等人(2008)依據防災素養類別，將「防災素養」架構，分成
三個面向，包括「防災知識」、「防災態度」與「防災技能」。而三
大向度下可再分為八個項目，分別是災害認知、防災知識、應變知識、
防災警覺性、防災價值觀，防災責任感、準備行動與應變行為(防災教
育數位平台，2012)；本研究團隊僅究各面向教育用語的合理性，稍作
修改，僅把「防災技能」中的「準備行動」、「應變行為」用語，分
別改為「準備活動」及「應變能力」，以符合教育領域的標準用語，
素養指標及內涵無更動。因此，本研究修正之防災素養架構如圖1。 

防災素養指標的建置  
一般素養指標的建置，除根據文獻

分析或以前人的研究為基礎，作部分素
養指標的修正或增加之外；若為一全新
的素養指標，則有必要透過專家德懷術
研究法來建立。因本研究之防災素養指
標乃以葉欣誠教授(2008)93、95、99年
度的防災素養指標及翁麗芳教授(2010)
的幼兒防災素養指標為基礎；首先，對
部分防災素養子面向標題、定義及內涵
不合宜之處，進行修改，本研究新修正 

防災素養面向及 
子面向名稱 素養面向及子面向之內涵 

一、防災知識 對於各種災害相關知識的了解程度，包括：能了解生活環境中可能發生
的災害種類、性質與因果關係，災害對人類的傷害程度，及具備平時預
防、災前整備、災時應變、災後復原等知識。 

(一)災害認知 
(二)防災知識 
(三)應變知識 

對於災害認識與了解程度。 
對於災害防範與減災所具備的知識。 
對於災害發生時應變與災害發生後復原所具備的知識。 

二、防災態度 對於環境中潛在危險的警覺性、對於災害之預防、整備、應變及災後復
原等演練及實際工作之關心程度、價值觀、責任感及參與度等。 

(一)防災警覺性 
(二)防災價值觀 
 
(三)防災責任感 

對於環境中潛在危險、災害即將來臨，及自身與他人處於危險的警覺性
對於自身、他人安危、災害之預防、整備、應變及復原等工作的重視程
度。 
對於自身、他人安危、災害之預防、整備、應變及復原等工作之應盡職
責的認同程度。 

三、防災技能 具備平時預防災前整備、災時應變以及災後復原的能力與技術，包括：
平時對於各種災害的預防工作、災害發生前的各項整備工作，災變時的
因應能力，以及災後復原工作的執行等。 

(一)準備活動 
(二)應變能力 

對於災害未發生前各項準備工作的執行能力。 
面對災害發生時與災害發生後，能有正確的反應及應變能力。 

編號 內容 
1. 水、空氣、土地各具特徵，應可藉由觀察及經驗覺察它們隨著自然變遷及人為活動而改

變。 
2. 自然環境遭到過度的人為改變，會產生永久性難以恢復的傷害，最終會反過來危害人類

的安全及生存。 
3. 了解水、電、瓦斯等住屋必要的維生系統(供水安全、供電、瓦斯安全等)，必要注意其系

統的安全及安適，過度的使用恐造成資源耗費、造成環境問題，不當安裝使用，恐危及
人們安全及生命。 

4. 乾旱、颱風、洪水、大豪雨等異常天候，發生頻率會因人類過度化石能源使用，而持續
加劇。 

5. 應養成因應颱風、洪水、大豪雨等異常天候災難之能力，包括：災前的預防，災難來臨
的逃生、避難，災後的復建等能力。 

6. 應能覺察環境的安全狀況及永續性，並加以維護及改進。 
7. 應能就各地區可能發生之複合式災難有所了解，並及早因應準備。 

防災素養題庫之建置 
若要能對各階段學生及中小學教師之防災素養進行有效檢測，首先

必須以各學習階段已修正完成之防災素養指標為基準，將防災素養檢測
題庫發展成適合不同學習階段的防災素養標準化評量量表，來針對不同
階段的學生及中小學教師進行大規模施測才能有效。因為不具信度、難
易度不適中及不具鑑別度的試題，都無法有效呈現受測者的防災素養。
再者，本研究會將防災素養檢測題庫分為地震災害、坡地災害、颱洪災
害、人為(火災)災害與綜合災害等五大類災害；再依不同學習階段的素
養指標分為：幼兒、國小低、中、高年級、國中、高中職、大專(一般、
專業)及國中小教師等九個階段，共45份問卷。本研究目前根據各階段素
養指標將各階段的問卷初步建置完成，首先各階段問卷經過各領域的防
災技術及教育專家審查修正過。其次，再經過多次預試，每次預試都要
檢視其信度、難度、鑑別度；若不合於規範，必須修正各試題，直到合
於規範範圍，方能進行大規模施測，再進行後續全國性師生防災素養檢
測；並根據檢測結果建立成全國性防災素養常模。 而本研究將為依照以
下的編制步驟完成防災素養標準化評量：(1)確定防災素養評量的目的。
(2)決定理論(素養指標)發展架構。(3)決定防災素養評量題型及編擬試題。
(4)預試和防災素養評量試題分析。(5)修正及編輯評量試題。(6)大規模
施測，驗證信效度與建立常模等六個步驟(郭生玉，1994)。 
研究成果 
本研究以葉欣誠、翁麗芳兩位教授的防災素養指標為基礎，加入全球
暖化、氣候變遷所導致的極端氣候及複合式災害之防災素養概念，再
修正部分不合宜的防災素養子面項標題、內涵、防災素養指標用語及
內容，得以發展出新修正、建立之幼兒、國小低、中、高年級、國中、
高中職、大學(一般及專業)、國中小學教師等九階段之防災素養指標。 
本研究計初步發展完成地震、颱洪、坡地、人為(火災、一氧化碳中
毒、氣爆)及綜合(雷擊、電擊、居家安全、核災、海嘯)等五類災害及
九個階段，共45份防災素養問卷題庫。 
本研究將各份問卷，經過專家審查修正，再經過多次預試，每次預試
都檢視各試題之信度、難度、鑑別度，並逐一修正各試題，或刪題，
如此所獲得的標準化試題，適合應用於大規模施測及建立常模。 
本研究第一次預試之調查結果，其試題之難度、鑑別度調查結果若落
在規範標準外之試題，即需要改正或刪題之試題。本研究以此經過專
家審查及第一次預試之信度、難度、鑑別度修正之試題，進行第二次
預試，其難度、鑑別度(如表3所示)，絕大部分試題都能落在規範的範
圍內，僅少數試題需要進一步做修正。由此可知各類、各階段的防災
素養題庫，經過標準化發展的程序，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效度、信度、
鑑別度，難度也能落在適當範圍。 

表1 本研究之防災素養架構及內涵 

表2 本研究新增之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所引發的極端氣候、複合式災難的防災素養概念 

表3 防災素養題庫第二次預試之難度、鑑別度調查結果(以颱洪防災之預試結果為例) 

圖1  本研究修正之防災素養架構圖 

過的防災素養架構及內涵如表1所示。其次，加上本研究彙整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所引發的極端氣候及複合式災難等相關文獻，所新增的防災
素養概念，如表2所示；再者，針對原各防災素養指標內涵及用詞遣字
不合宜之處進行修正。最後，經防災技術、防災教育、素養指標的專
家共18位審查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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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校園師生防災素養檢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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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前言 
防災素養定義為：「對於可能造成人類生存威脅及生命危害的各

類災害，具備一定程度的認識與正確的知識，並能主動的擷取災害相
關訊息，能察覺潛在災害的發生且具有正面積極的防災態度，及具備
是以應付各災害威脅之防災能力與技能。」 

葉欣誠等人(2008)依據防災素養類別，將「防災素養」架構，分成
三個面向，包括「防災知識」、「防災態度」與「防災技能」。而三
大向度下可再分為八個項目，分別是災害認知、防災知識、應變知識、
防災警覺性、防災價值觀，防災責任感、準備行動與應變行為(防災教
育數位平台，2012)；本研究團隊僅究各面向教育用語的合理性，稍作
修改，僅把「防災技能」中的「準備行動」、「應變行為」用語，分
別改為「準備活動」及「應變能力」，以符合教育領域的標準用語，
素養指標及內涵無更動。因此，本研究修正之防災素養架構如圖1。 

防災素養指標的建置  
一般素養指標的建置，除根據文獻

分析或以前人的研究為基礎，作部分素
養指標的修正或增加之外；若為一全新
的素養指標，則有必要透過專家德懷術
研究法來建立。因本研究之防災素養指
標乃以葉欣誠教授(2008)93、95、99年
度的防災素養指標及翁麗芳教授(2010)
的幼兒防災素養指標為基礎；首先，對
部分防災素養子面向標題、定義及內涵
不合宜之處，進行修改，本研究新修正 

防災素養面向及 
子面向名稱 素養面向及子面向之內涵 

一、防災知識 對於各種災害相關知識的了解程度，包括：能了解生活環境中可能發生
的災害種類、性質與因果關係，災害對人類的傷害程度，及具備平時預
防、災前整備、災時應變、災後復原等知識。 

(一)災害認知 
(二)防災知識 
(三)應變知識 

對於災害認識與了解程度。 
對於災害防範與減災所具備的知識。 
對於災害發生時應變與災害發生後復原所具備的知識。 

二、防災態度 對於環境中潛在危險的警覺性、對於災害之預防、整備、應變及災後復
原等演練及實際工作之關心程度、價值觀、責任感及參與度等。 

(一)防災警覺性 
(二)防災價值觀 
 
(三)防災責任感 

對於環境中潛在危險、災害即將來臨，及自身與他人處於危險的警覺性
對於自身、他人安危、災害之預防、整備、應變及復原等工作的重視程
度。 
對於自身、他人安危、災害之預防、整備、應變及復原等工作之應盡職
責的認同程度。 

三、防災技能 具備平時預防災前整備、災時應變以及災後復原的能力與技術，包括：
平時對於各種災害的預防工作、災害發生前的各項整備工作，災變時的
因應能力，以及災後復原工作的執行等。 

(一)準備活動 
(二)應變能力 

對於災害未發生前各項準備工作的執行能力。 
面對災害發生時與災害發生後，能有正確的反應及應變能力。 

編號 內容 
1. 水、空氣、土地各具特徵，應可藉由觀察及經驗覺察它們隨著自然變遷及人為活動而改

變。 
2. 自然環境遭到過度的人為改變，會產生永久性難以恢復的傷害，最終會反過來危害人類

的安全及生存。 
3. 了解水、電、瓦斯等住屋必要的維生系統(供水安全、供電、瓦斯安全等)，必要注意其系

統的安全及安適，過度的使用恐造成資源耗費、造成環境問題，不當安裝使用，恐危及
人們安全及生命。 

4. 乾旱、颱風、洪水、大豪雨等異常天候，發生頻率會因人類過度化石能源使用，而持續
加劇。 

5. 應養成因應颱風、洪水、大豪雨等異常天候災難之能力，包括：災前的預防，災難來臨
的逃生、避難，災後的復建等能力。 

6. 應能覺察環境的安全狀況及永續性，並加以維護及改進。 
7. 應能就各地區可能發生之複合式災難有所了解，並及早因應準備。 

防災素養題庫之建置 
若要能對各階段學生及中小學教師之防災素養進行有效檢測，首先

必須以各學習階段已修正完成之防災素養指標為基準，將防災素養檢測
題庫發展成適合不同學習階段的防災素養標準化評量量表，來針對不同
階段的學生及中小學教師進行大規模施測才能有效。因為不具信度、難
易度不適中及不具鑑別度的試題，都無法有效呈現受測者的防災素養。
再者，本研究會將防災素養檢測題庫分為地震災害、坡地災害、颱洪災
害、人為(火災)災害與綜合災害等五大類災害；再依不同學習階段的素
養指標分為：幼兒、國小低、中、高年級、國中、高中職、大專(一般、
專業)及國中小教師等九個階段，共45份問卷。本研究目前根據各階段素
養指標將各階段的問卷初步建置完成，首先各階段問卷經過各領域的防
災技術及教育專家審查修正過。其次，再經過多次預試，每次預試都要
檢視其信度、難度、鑑別度；若不合於規範，必須修正各試題，直到合
於規範範圍，方能進行大規模施測，再進行後續全國性師生防災素養檢
測；並根據檢測結果建立成全國性防災素養常模。 而本研究將為依照以
下的編制步驟完成防災素養標準化評量：(1)確定防災素養評量的目的。
(2)決定理論(素養指標)發展架構。(3)決定防災素養評量題型及編擬試題。
(4)預試和防災素養評量試題分析。(5)修正及編輯評量試題。(6)大規模
施測，驗證信效度與建立常模等六個步驟(郭生玉，1994)。 
研究成果 
本研究以葉欣誠、翁麗芳兩位教授的防災素養指標為基礎，加入全球
暖化、氣候變遷所導致的極端氣候及複合式災害之防災素養概念，再
修正部分不合宜的防災素養子面項標題、內涵、防災素養指標用語及
內容，得以發展出新修正、建立之幼兒、國小低、中、高年級、國中、
高中職、大學(一般及專業)、國中小學教師等九階段之防災素養指標。 
本研究計初步發展完成地震、颱洪、坡地、人為(火災、一氧化碳中
毒、氣爆)及綜合(雷擊、電擊、居家安全、核災、海嘯)等五類災害及
九個階段，共45份防災素養問卷題庫。 
本研究將各份問卷，經過專家審查修正，再經過多次預試，每次預試
都檢視各試題之信度、難度、鑑別度，並逐一修正各試題，或刪題，
如此所獲得的標準化試題，適合應用於大規模施測及建立常模。 
本研究第一次預試之調查結果，其試題之難度、鑑別度調查結果若落
在規範標準外之試題，即需要改正或刪題之試題。本研究以此經過專
家審查及第一次預試之信度、難度、鑑別度修正之試題，進行第二次
預試，其難度、鑑別度(如表3所示)，絕大部分試題都能落在規範的範
圍內，僅少數試題需要進一步做修正。由此可知各類、各階段的防災
素養題庫，經過標準化發展的程序，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效度、信度、
鑑別度，難度也能落在適當範圍。 

表1 本研究之防災素養架構及內涵 

表2 本研究新增之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所引發的極端氣候、複合式災難的防災素養概念 

表3 防災素養題庫第二次預試之難度、鑑別度調查結果(以颱洪防災之預試結果為例) 

圖1  本研究修正之防災素養架構圖 

過的防災素養架構及內涵如表1所示。其次，加上本研究彙整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所引發的極端氣候及複合式災難等相關文獻，所新增的防災
素養概念，如表2所示；再者，針對原各防災素養指標內涵及用詞遣字
不合宜之處進行修正。最後，經防災技術、防災教育、素養指標的專
家共18位審查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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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國2005年「國際減災策略組織」簽署的「2005-2015 兵庫行動綱領：建構國

家與社區的災害回復力，為呼應行動綱領五項優先行動之一：運用知識、創新與教育，

建構社會各層級重視安全與回復力的文化，我國行政院推動相對應計畫積極應對。教

育部於民國96-99年度實施「防災科技教育深耕實驗研發計畫」方案，強化各學校防

災師資培育、防災課程及教材編撰發展，並研擬各學校防救計畫，期盼能夠於各校皆

有完善的防災教育師資，並建立學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達成全民防災的目標。 

        資培育為防災教育落實於現行教育制度之重要環節，若能透過適當的培育、認證

機制，將已編撰並經過試教及檢核過程的知識、技能教材，經由不同層級的教學推廣

工作，使各級學校學生瞭解各類型防災知識，以提升各級學校學生防災能力，同時妥

適運用於生活層面上，災害發生時，整體的損失及傷害就會降至最低，以達到防災科

技教育之目的。各級學校學生必須瞭解之防災知能有下列四項：災害發生的背景和狀

況、災前該如何防範及整備、災害發生時該如何應變、災後如何進行有效的復建。 

        鑑於我國防災教育及師資培育現況中，缺乏有系統的制式防災課程規劃、缺乏受

過專業知識訓練的防災師資、缺乏有效的行政推廣或督導機制等三項，本計畫團隊秉

承過去承辦在校級防災教育人員培訓計畫之經驗，著手1.規劃辦理縣市級防災教育師

資培育課程；2.製作培育教材及研擬行動方案；3.參酌國內師資培育相關獎補助機制

辦法，研擬教育部防災教育師資培育獎補助機制。 

        的：1.透過建置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師資培育制度，培育縣市級防災教育種子教

師，落實並強化各縣市防災推廣工作。2.規劃防災教育師資的認證機制。3.研擬防災

教育師資培育之行動方案、成效評估、成果分享及課程研習營等規劃。 

        市級的防災教育人員為防災教育的骨幹，若能加強培育與認證，有助於防災教育

的落實，能更廣泛以及全面性的於各地推廣防災教育，提昇全民之防災素養。本計畫

目前已藉重諸多專家學者意見，完成培訓課程之規劃與教材之編寫，課程內容包含理

論與技能的核心課程、各類型災害的成因與類型的理論課程，及技能應用的防災管理

實務課程。即將在四月至六月正式進行全國性的縣市級的防災教育人員培訓課程，期

盼各界同好能推薦或延攬更多縣市級防災人才積極參與，以加速防災人才的培育與防

災教育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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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管 單 位 ：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環境及防災教育科 

執 行 單 位 ： 國立臺灣大學水工試驗所 

計 畫 主 持 人 ： 劉格非、康仕仲 

計 畫 參 與 人 ： 簡振和、張彧偉 

計畫成果 

為有效推動及規劃整體防災教育，並更正目前系列
教材中重覆與錯誤的部分，本計畫透過統整各學習階段
教材、建構經驗學習機制及修訂、精簡現有校園災害防
救計畫等，並對應各學習階段防災素養指標，藉以培養
積極的態度、正確的知識及實用的技能，傳達防災教育
內涵。 

（一）統整各學習階段防災教育教材 

各學習階段 編碼 災害別 編碼 教材型式 編碼 
流水 
序號 

幼 兒（12） KG 地震 
（99） EQ 法規與宣傳 

(3) LP   

九 
年 
一 
貫 

1 2年級
（39） E1 颱洪 

（73） FD 教案（教師）
(158) MA   

3 4年級
（46） E2 坡地 

（50） LS 教材（學生）
(119) TP   

5 6年級
（52） E3 海嘯 

（新增） SN 多媒體（學生）
(59) MM   

7 8 9年級
（58） JH 輻射 

（新增） NC 遊戲 GA    

高中職 
（46） SH 火災 

（22） FR       

大學院校 
（85） UV 其他 

（95） OT       

社會成人 
（1） AD       

（二）建構經驗學習機制及修訂 

z依學習階段、災害別、教材型式將教材分類及編目 

z規劃智慧型搜索，不論是用學習階段或是災害類型搜
索，皆可找到適合的防災教材教案 

z增列海嘯與輻射災害教材，彌補防災教材不足之處 

（三）修訂及精簡現有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z 修正、更新內容並增加安置通報流程 
z 整合災害潛勢平台資料與災害潛勢判定結果呈現於校園災害

防救計畫 
z 增加輻射及海嘯災害篇章 
z 新增幼兒園災害防救計畫之原則 
z 新增災害緊急應變計畫書 

� 建議新增功能：提醒功能（主動通知校承辦人員定期更新資
料，填報防災自主性檢覈表…）；管考功能（部及縣市教育
局同仁可以線上檢核各校填報資料及掌握各校防災準備情
形）；統計分析及效益評估功能 

經驗學習平台，以Amazon書評的概念來設計，社群
方式經營；以統整檢視後之教材教案為基底，教師在下
載使用後，可於平台分享使用心得、教學經驗或自行開
發的教案資料等，讓其他教師參考引用；透過他人給予
的評價與回饋、引用次數排行，可篩選出優良之教材教
案，列於英雄榜，上榜學校可在平台自我宣傳，藉此鼓
勵各級學校與教師分享防災教學經驗與教材教案。 

透過本計畫執行成果，期使部在推動防災教育上開展新的
格局。使政府在推動全民防災教育上，更添助力，讓國民能有
積極的防災態度、正確的防災知識、實用的防災技能，俾進而
強化社會抗災能力，並且達成防災教育預期目的。 

計畫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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