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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到校輔導相關文件 

一、第一類建置防災校園輔導紀錄表 / 第一次到校 / 委員使用※訪視委員填寫 

第一類建置防災校園輔導紀錄表 / 第一次到校 / 委員使用 

縣市 / 學校名稱：花蓮縣北濱國民小學 

學校類別：■國小 □國中 □高中/高職 □特殊教育  （□有分校；□有幼兒園） 

班級：7（含幼兒 
園 1班） 

學生人數：143 教職員人數：18（含役男 1名） 

當年度在地化災害 中潛勢類別：■地震  □淹水 □坡地 □人為 □輻射 □海嘯 

當年度在地化災害 高潛勢類別：□地震  ■淹水 □坡地 □人為 □輻射 □海嘯 

以上項目請輔導團隊於印表前填寫 

學校應該注意的災潛類型：□地震  □淹水  □坡地 □人為  □輻射  □海嘯 

委員提醒 
楊委員：近五年無淹水情況，可降低潛勢類別，鄰近海邊，海嘯潛勢可提高。 

林委員：學校位於海嘯潛勢區內，建議提高警戒值從低度調整為中度 

(一)建置防災校園 

輔導項目 建議 

1. 組成防災

校園推動

小組及運

作 

一、楊委員： 

1.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填寫可更詳實，例如，師生人數、歷年校園事故統計（表 

2-3-1）、表 10-1自評表 

2.可在花蓮防災教育深耕網呈報執行成果，以利交流及彙整成果。 

3.防災地圖依類別繪製，並標示清楚災害類型及圖示意涵，每間教室及辦公

室需貼 A4大小地圖。 

4.加強教職員之防災裝備，學生之防災頭套。 

 

二、 林委員： 

1.校門口的防災地圖已經退色，建議可以利用無人機的空拍照片，適當的更

新與修正。 

 

三、黃委員： 

1. 善用小組成員進行校園安全檢核；目前看到的檢核表僅有總務主任一人核 

章。 

2.地圖的實線（戶外）虛線、（室內）標示可分開。 

3.地震避難路線可減少在走廊移動的規劃，而是直接從班級教室（一樓）移 

動到操場。 

2. 進行校園

環境調查

及在地化

災害潛勢

檢核 

3. 製作校園

防災地圖 

4. 編修校園

災害防救

計畫 

5. 整備防災

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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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災教育課程及宣導活動 

輔導項目 建議 

1. 籌組教學團

隊 

一、楊委員： 

1.可加強將防災活動融入課程教學，設計學習單評量成效。 

2.可結合親職教育辦理防災演練，協助推動社區防災。 

 

三、黃委員： 

1.運動會以防災為主題，可達社區宣導之效；建議後續利用綜合領域或健

體領域進行深入教學（例如，防災避難逃生包應放何物......）。 

2. 課程教學 

3. 辦理宣導活

動 

4. 推廣家庭防

災卡及 1991

報平安留言 

(三)辦理防災演練 

輔導項目 建議 

1. 編擬腳本 

一、楊委員： 

1.腳本可以更細緻，貼近學校實際情境。 

2.防災演練可更熟練，注意小朋友秩序，保持安靜不要推擠。 

 

二、林委員： 

1.建議演練海嘯或地震時，可與現況和周遭環境結合，地震警報後於操場

集合完畢後，遇海嘯警報，直接帶往花崗山，不應再去校園內二樓避難。 

 

三、黃委員： 

1.二樓學生雙手扶頭頂之書包或桌墊，沒有機會於下樓梯的時候扶牆壁或

欄扶手，較危險。 

2.師長的防護頭盔可依組別分顏色（例如，白、黃、藍、紅→指揮官）學

校回應：為與政府單位統一，因此避免出現過多顏色。 

2. 辦理防災演

練 

(四)其他創新構想與執行方法 

一、楊委員： 

1.防災教育融入運動趣味競賽活動，寓教於樂，有創意。 

 

三、黃委員： 

1.海嘯避難到學校附近的花崗山，值得落實並成為學校特色。 

簽名/日期 東華大學 楊懿如 / 106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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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 林祥偉 / 106年 5月 31日 

崇德國小 黃麗花 / 106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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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第ㄧ類學校(共計2校)： 北濱國小、大進國小 

二、第一類建置防災校園輔導紀錄表 / 輔導團隊使用(每次到校，輔導團隊僅需填寫1份) 

※訪視委員填寫 

第一類建置防災校園輔導紀錄表 / 輔導團隊使用 /第一次□第二次□ 

縣市 / 學校名稱：花蓮縣北濱國民小學 

學校類別：■國小 □國中 □高中/高職 □特殊教育  （□有分校；■有幼兒園） 

班級：7（含幼兒 園 1班） 學生人數：143 教職員人數：18（含役男 1名） 

當年度在地化災害 中潛勢類別：■地震  □淹水 □坡地 □人為 □輻射 □海嘯 

當年度在地化災害 高潛勢類別：□地震  ■淹水 □坡地 □人為 □輻射 □海嘯 

以上項目請輔導團隊於印表前填寫 

項目 已執行打ˇ 輔導團建議 

1. 共同執行項目 學校自評 輔導團複評  

1.1 教職人員參與計畫之問卷調查(前測與後

測) 
  

1.2 參加防災校園建置工作坊 V  

1.3 成果報告書(第二次才需勾選)   

1.4 精簡報告書(或研討會小論文)，擇優公開

於防災教育數位平臺(第二次才需勾選) 
  

1.5 填報量化評估表(第二次才需勾選)   

項目 已執行打ˇ 輔導團建議 

2.建置防災校園 學校自評 輔導團複評  

2.1 組成防災校園推

動小組及運作 

1. 由校長擔任召集

人。 
V V 

2. 擬定校園災害防救

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與聯絡清單。 

V V 

3. 定期召開校內災害

防救會報並記錄。 
V V 

4. 編修校園災害防救

計畫。 
V V 

5. 推動防災教育課程

與宣導動、校園環

境安全維護措施等

工作。 

V V 

6. 參與各說明會、研

習、訪視等活動。 
V V 

(a)舉辦公民(師生、

家長)防災計畫會議 

1. 協助親、師、生了

解公共事務之決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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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讓高年級學生參與

建置防災校園的討

論建議或承擔較簡

易工作，以培養其

主動參與防災工作

的意識、及養成防

災、重建等規劃與

領導等能力。 

  

3. 推廣家長了解防災

的觀念及重要性。 
 V 

(b)納入社區協力組

織及召開會議 

1. 促成與在地組織的

聯繫網絡。 
V V  

2.2 進行校園環境調

查及在地化災害潛

勢檢核 

1. 調查項目包含地理

位置、學校基本資

料、環境概況、校

內各建物之平面配

置、救災設備器材

配置及校內曾發生

之災害及災害特性

分析，並對校園儀

器、設備、建築物

及設施進行危險評

估並將所調查出危

險之項目進行改

善。 

V V 

 

2.3 製作校園防災地

圖 

1. 依據學校在地化災

害潛勢情形，因應

不同災害類型繪製

校園防災地圖。 

V V 

 

2. 地圖可涵蓋疏散避

難方向之引導、安

全避難處所或安全

地點、以及顯示出

現有防救災相關資

源及可能致災區等

相關訊息等。 

V V 

3. 於校園張貼或公告

校園防災地圖及避

難引導指標。 

V V 

2.4 編修校園災害防

救計畫書 

1. 依學校災害潛勢特

性、地理環境及學校

各項資源，編修在地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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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校園防救計畫。 

2.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需經服務團或縣市

輔導團審核後並修

訂內容。 

 

V 

2.5 整備防災器具 

1. 盤點學校之防災物

品及整備器具，逐步

完備相關防災器具。 

V V 

 

2. 於經費表中請羅列

需準備之整備防災

器具。 

V V 

項目 已執行打ˇ 輔導團建議 

3.防災教育課程及宣導活動 學校自評 輔導團複評 3-2-1-1.學校有推動海洋教育、

食農教育等，融入推動

防災教育素養。 

 

3-3-1-1.配合校慶活動進行防災

教育宣導。 

3.1 組成教學團隊 

1. 組成教學團隊，並

教授防災教育知識

與觀念。 

V V 

3.2 課程教學 

1. 可至防災教育數位

平臺教材教案專區

參考範例。 

 V 

3.3 辦理宣導活動 

1. 將防災宣導活動納

入行事曆。可結合

校慶、親師座談

會、各項節慶活

動、運動會等，融

入具有故事性話

題，納入防災教育

宣導。 

V V 

3.4 推廣家庭防災卡

及 1991報平安

留言 

1. 推廣與宣導 1991報

平安留言及家庭防

災卡並宣導學生隨

身攜帶，更進一步

宣導家長參與及了

解。 

V V 

項目 已執行打ˇ 輔導團建議 

4.辦理防災演練 學校自評 輔導團複評 4-1-3-1.能結合消防局消防分隊

辦理複合型防災演練。 

4.1 編擬腳本並辦理

防災演練(含預演) 

1. 擬定防災演練計

畫、腳本，並於演

練後召開檢討會

議。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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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專家檢核緊急應

變小組是否確實執

行肩負任務、全校

成員是否正確並落

實執行防災演練各

項動作。針對檢討

內容修正校園災害

防救計畫內容。 

 

V 

3. 可結合支援單位合

作 (消防局、警察

局、國軍等相關單

位)、與社區單位合

作(納入鄰近社區資

源，並共同合作)、

開放其他學校觀摩

等。 

 

V 

5.綜合建議（包含其他創新構想與執行方法做為等）  

1. 建議學校依校園淹水情形，提送淹水潛勢修正資料，辦理相關申復作業（詳如學校校園災害

防救計畫 2-3-2章節揭示內容）。 

2. 請確認學校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P21 內容，倘需修正，建請依學校現況修正之（計劃書 21 頁

Ei 在 60-125間，為亂碼請修正）。 

3. 疏散避難地圖建議依比例修正。 

4. 校門口的防災地圖已經退色，建議可以利用無人機的空拍照片，適當的更新與修正。 

5. 演練時，學生的態度得再提醒，學生於集合時能保持安靜。 

6. 建議演練海嘯潛勢災害時，得評估模擬疏散至花崗山之規劃。 

7. 疏有避難地圖之路線指示與圖示之確認。 

8. 學校藉由辦理里校聯合運動會時，向社區家長與師生宣導與推動防災教育。 

9. P13.圖 1-4周邊環境─校區周邊平面圖，建議放入修正後的疏散避難地圖。 

10. 在傳輸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時，個資問題建議確認。 

11. 圖 2-2組織架構圖，建議得將學校團隊架構與社區資源放入。 

12. 圖 4-3淹水災害垂直避難路線圖校外疏散避難，圖內疏散避難方向建議修正。 

13.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中，若現階段無特別或創新作為者，建議得將此章節先刪除，之後若有創

新方案再加入。 

14. 建議校園災害防救計畫中之自評表得進行自評。 

15. 建議演練腳本內容得依模擬地震規模情形，做情境描述與於演練給予必要的輔導與安撫。 

16. 建議於推動防災教育暨複合型防災演練，得培養親師生自助、共助與互助之防災意識與作為。 

17. 於簡報與校園安全規劃，以及相關說明呈現校園防災教育中長規劃。 

單位/簽名/日期 花蓮縣松浦國小 許傳方 / 106年 5月 31日 



8 

 

適用第ㄧ類學校(共計11校)： 美崙國中、宜昌國中、豐濱國中、萬榮國中、新城國小、北埔國小、

平和國小、高寮國小、崇德國小、學田國小及西寶國小※訪視委員填寫 

三、校務發展短中長程計畫表 

縣市 / 學校名稱： 

輔導委員建議 學校改善作為 

期程規劃 

(短程：計畫結束期程內可改善 

中程：4年內可改善 

長程：8年內可改善) 

一、楊委員： 

1.採購足夠防災器材 

 

2.製作各類災害之防災地

圖 

 

3.加強防災演練 

 

4.加強防災教學評量 

  

短程 

 

短程 

 

 

短程 

 

短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