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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演練的目的，無非就是期待一次次的過程中，讓所有的師

生能在災難來臨時馬上反應出正確的避難姿勢，以及逃生時能在正

確的路線上快速地到指定地點集結。 

    以下是個人在各校參訪的過程中，依據輔導訪視參考指標結合

災害管理四步驟的-整備-所提出的想法 

一、整備階段 

定義：在災害來臨前做好單位可實行的準備事項，並熟悉救災的

過程，減少災難來臨時造成的損失。學校可執行的主要工

作有三： 

1.防災演練的平日基本訓練及衍生 ：  

學務處：每學期初重新建立或檢視防災演練中學校教職員(或固

定出席的志工)之職掌與責任，並依據當下的建物通

道、樓梯容納、工程、建物安檢..等不確定因素，重新

設定路線。 

依據學校習慣，可結合升旗放學路線、平日集結宣導路

線、上課路線..等可養成制約化的路線，於平日養成師

生間的慣性。 

張貼逃生路線指示牌於各樓梯轉角、走廊地面、女兒



牆，讓學生在平日下課也能有效的學習。 

    總務處：每學期初檢視學校的緊急應變各組之需求工具，並盡

可能找出是當之空間存放並派專人定期檢查。若有需

求，並編列經費分批採買。 

            會同學務處建置校園防災專區布告欄、防災宣傳角、

校園平面危險角落、校園安全走廊，平日定期更換資

訊，務必讓親師生皆能於行進間耳濡目染。 

    教務處：召集相關領域教師，編輯可融入特定領域、有漸進

性、每次 10分鐘的防災課程，而非設計成校本課程、

特色課程般的專業性。防災課程應該是觀念的傳遞、

知識的普及、行為的養成，可以透過師生間的經驗漫

談、國內外各式災害時事的結合、影片的欣賞及反

省，不該陷入制式教學的迷失中。 

2.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的編列及撰寫： 

計畫是行動的依據，事先擬定校園防災計畫，災害發生時

就可人員妥善利用有限資源，更可避免災損擴大。  

3.災防工具與設備 ： 

各地區學校的在地化災害必然不同，而都會型學校往往只

著重於地震的演練，又因為時勢未處於災害發生之後，故學



生、師長未能慎重的面對。若能以學校為先因素較高的小規模

區域演練，如實驗室火災、高樓層班級的疏散、體育課時場館

及場地的災害，以班級或班群、年段為單位進行模擬演練，讓

學生能有不同的境教活動，提升整體的災害潛勢的認知。 

防災地圖的應用以及建置，校方所建置的地圖常常因為使

用各校習慣的建物配置圖(WORD檔)，導致非設計者必須自行了

解地形建物後，才能順利的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