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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達防災成果資源共享及使用之目的，109年蒐集優良成果教案46
份，以及績優、優選學校102件防災課程、22件防災基地與33件教具製
作、防災演練等之推動成果。

建構韌性防災校園
與防災科技資源應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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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校防災校園 規劃辦理增能課程

針對28所特殊教育學校進行3次客製化輔導訪視

169位專家出席

1,365人次參與

32場防災知能研習課程

29場災害情境引導工作坊

1部6分鐘特殊教育學校防災影片

辦理61場輔導團、幼教及特教工作坊

至少2,241人次參與

五大防災遊學路線

防災教育花路米電子報

蒐集防災教育推廣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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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a、b 英文字母不同，表示達 p<0.05 之顯著差異

108、109 年度重複測量學校表現

有效提升防災校園韌性
　　108、109年各針對107、108年建置之50所防災校園進行評核，結
果顯示整體韌性有逐年提升之趨勢，尤其提升進階推廣案學校與政府、
社區和地方資源之連結度。

歸納火災應變原則
2所幼兒園試行

研擬幼兒園火災應變機制

研析學校權責與義務
災害防救責任分擔
盤點災防及安全法規

2面向、5構面、21項目綜合評估
8縣市具備自主輔導能力

輔導團量能評估

火災地震情境及對策
在地化情境思考

研擬災害情境與對策

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及地圖
家庭防災卡更新

修訂防災校園文件

執行成果 校園安全機制

建置防災校園628所（基礎595所，進階33所）

防災地圖3,319張

演練2,030場次（共539,541人次參與）

課程教學4,310堂

宣導活動2,128場

推廣1991報平安留言272,589人次

防災校園推廣
及跨單位合作

輔導團交流會議

績優大會師評選

進階防災校園防災教育推廣

2場次縣市團務交流會議 1場次輔導團召集人交流會議

33所進階推廣案防災校園

72場輔導訪視

146位專家出席

9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獲得獎項

28所績優學校

34所優選學校

90所入選學校

805人次參與協助學校建置

60件防災校園產、官、學跨
單位合作

防災演練防災教學防災地圖

防災工作會報 防災教學防災宣導

避難疏散 緊急救護

集結點名 防災研習

環境踏勘 助教引導

成果分享講師授課

防災研習

　　北臺灣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區域，也是臺灣與國際

交流的主要窗口，除此之外，也不乏美麗的

自然景觀及地質樣貌。自然與科技兼具的

北臺灣，把握自身優勢，與防災課程結合，規

劃出不同年齡層的課程，讓民眾們以不同方式

體驗災害的發生狀況，以及面臨災害時的避難反

應，科技搭配防災課程，不只增添不一樣的體驗，

也提升了學生對課程的興趣，有這麼棒的規劃，

就讓我們一起解鎖這些課程關卡吧！

科技智慧島

　　桃竹苗地區有湖口斷層與獅潭斷層，

是地震高潛勢地區，歷經多次地震災

害，當地居民除了對地震災害更

有防備與警覺心外，也更加注重

基地環境永續、生態循環之重要

性，透過各種媒體與科學方式，實

際操作學習，並將生態結合防災學

校的課程，希望能向永續循環島的

目標更進一步。

永續循環島

　　在灑滿金色陽光的恆春半島，有山有海，更擁有

獨一無二的在地傳統文化與智慧，許多課程皆

結合了當地的自然與文化資源，藉由這些珍貴

的天然教材帶著大家認識這片土地，並搭配

許多戶外活動課程，讓民眾體驗在地文化、野

外求生技能，也能向恆春半島的居民們學習他們

的智慧，與我們的大地之母和平共處。

山海傳說島

　　歷經���大地震的中部地區，將過去災害的悲痛化為重生的力量，

用大自然賜予的天然災害學習教室融入課程中，不只讓人看見他們的

重生之路，更要藉由課程延續這股力量，散播到其他地區，也因居

民的堅強與努力，災後的重建與蛻變，讓這片土地再次展開瑰麗

的翅膀。 震後重生島

　　熱情純樸的嘉義，周圍山坡地陡峭，以及沿海地區

地勢低窪，每逢颱風季節，經常受到風雨的攪擾，所以

這裡許多居民都是身經百戰的風雨勇士，早已有了齊

心防禦風雨攻擊的默契，無論是風雨來襲前的準備，或

是侵襲後的生存技能，都有一套完整的策略，並期

望能將自身技能教授給其他縣市民眾，將風雨勇士

團隊擴大，一同挺身守護家園，降低災害帶來的威脅

並有能力保護自己，彼此互助合作，一起贏得每一場

戰役！

風雨森林島

防災教育推動
建置防災校園

　　以「建構韌性，防災校園」作為防災教育願景，推動「以判
斷原則的教育取代標準答案的訓練」與「讓防災成為一種生活態
度」之概念，整體推動策略包含制度修訂、計畫推動及資源優
化與串聯等3大面向，希冀建構一體化的防災教育體系。

制度修訂

計畫推動

資源優化
與串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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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教育2.0 － 整體策略

提升災害管理量能 強化防災教育內涵 擴大災害防救知能

計畫目標與
推動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