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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作業說明

105年度教育部補助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防災教育計畫」暨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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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內容說明-縣市政府補助

 工作內容說明-學校補助

 計畫申請說明

 申請表填寫及審查說明

 核定計畫後經費請領及相關注意事項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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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說明工作內容說明-縣市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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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置防災教育輔導團，定期召開

會議，以協助辦理防災教育計畫，落實導入常態運作

工作內容說明-縣市政府補助

1. 輔導團設置及組織運作

2.辦理防災教育研習、教學及宣導活動

3.補助學校申請表及經費表初步篩選
(審查)及檢核彙整作業

4.輔導第一類防災校園建置及執行

105年度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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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訂定縣市防災教育近、中、長程計畫

1.2訂定輔導團團員遴選(薦)、聘任及考核機制

1.3配合參加本部服務團辦理之經驗分享交流會

1.4配合防災教育與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政策

1.5提出輔導團運作分析報告(併同呈現於成果報告書)

1.輔導團設置及組織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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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縣市防災教育近、中、長程計畫。

• 依在地特性及教育政策需求完善各項質化及量化目標。

• 考量適度結合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或屬氣候變遷八大領域（災害、維生基

礎設施、水資源、土地使用、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健康、農業生產

及生物多樣性）之議題。

• 辦理成果檢討會據以修訂下一年度之計畫。

1.1 訂定縣市防災教育近、中、長程計畫

資料來源：苗栗縣校園防災教育中程推動實施計畫(101-103年) 資料來源：新北市103-106防災教育中長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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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調適領域衝擊與挑戰
災害

• 降雨強度增加，提高淹水風險及導致嚴重之水土複合型災害
• 侵臺颱風頻率與強度增加，衝擊防災體系之應變與復原能力

維生基礎設施
• 重要維生基礎建設(橋梁、道路、水利、輸配電及供水設施)因區位不同，受到豪

雨、水位上升等影響，所受災害類型及損失亦不相同

水資源
• 降雨型態及水文特性改變，提高河川豐枯差異及複合型災害風險
• 氣溫及雨量改變，影響灌溉需水量、生活及產業用水量，使得水資源調度困難
• 河川流量極端化下，河川水質亦受影響

土地使用 • 極端氣候，使環境脆弱與敏感程度相對提高，突顯土地資源運用安全重要性等

海岸 • 海平面上升，原有海岸防護工程、景觀及資源受破壞，並造成國土流失等

能源供給及產業
• 能源需求發生變化，可能無法滿足尖峰負載需求
• 各產業之能源成本與供應受衝擊
• 企業之基礎設施受氣候變遷衝擊，引發投資損失或裝置成本增加等

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
• 溫度升高，降雨量不足等，打亂作物生長期，農產品生產量及品質面臨不確定

性，危及糧食安全；漁業生產力亦受影響等。
• 環境變化，亦影響生態系原有棲地，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等

健康
• 溫度上升，升高傳染性疾病流行的風險，亦增加心血管及呼吸道疾病死亡率，

加重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負擔

1.1 訂定縣市防災教育近、中、長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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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輔導團團員遴選(薦)、聘任及考核機

制，由行政人員、縣市所屬學校教育人

員或具從事防災教育相關工作經驗之退

休人員等遴選擔任團員。

• 並依在地化災害潛勢類別聘請專家學者

或縣市相關局(處、室)災害防救業務等人

員擔任顧問。

• 定期召開會議並執行團務運作。

• 團員以至少十人，顧問以至少五人為原

則，得因應區域差異調整。

• 成員名單應呈報縣市核備並呈報本部備

查。

1.2 訂定輔導團團員遴選(薦)、聘任及考核機制

資料來源：宜蘭縣103年防災教育推展計畫

資料來源：花蓮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教育中長程推動計畫(101年-1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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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參加區域防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服務推廣團辦理之縣市輔導團經驗

分享及交流會。

• 促進輔導團團務運作及輔導工作交流學習。

1.3配合參加本部服務團辦理之經驗分享交流會

資料來源：103年度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計畫



10/74

• 配合全國性防災教育與本部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政策推動相關事

務，辦理相關事項及參與活動。

• 如配合辦理全國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資訊管理系統基本資料更新、強震即

時警報軟體相關配合作業、師資培育研習等。

• 本年度獲補助學校應完成氣象局強震即時警報軟體與全校廣播系統介接。

• 依實際需求核予年度所屬獲本部補助且參與本部相關防災校園成果評選

或展示活動印刷及差旅等業務費用。(本部預訂105年1月30日辦理104年度績優學校大會師)

1.4 配合防災教育與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政策

http://safecampus.edu.tw/ 資料來源：103年度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計畫

1.5 提出縣市輔導團強化及運作機制改進分析報告

http://safecampu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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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辦理全縣(市)防災教育研習、教學及宣導活動，以普及防災教育觀念，
推動各級學校重視防災議題，提升所屬各級學校教師之防災素養。

資料來源：新北市、彰化縣、基隆市、南投縣、臺中市成果報告

2.辦理防災教育研習、教學及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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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補助學校申請表及經費表初步篩選
(審查)及檢核彙整作業

3.1依據當年度防災校園建置計畫徵件說明內容規範，學校將計畫申請表及
補助經費申請表提交至縣(市)承辦單位，由縣(市)先行初步篩選(審查)補
助學校。

3.2縣(市)承辦人請依本簡報「計畫申請說明」進行經費編列檢核(P.51-60)。
3.3初步篩選(審查)項目應參考本簡報P.69檢核重點說明辦理。若縣(市)政府
有自行辦理初審會議，請填寫「OO縣(市)辦理105年度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初審會議紀錄」及簽到表。
3.4各校檢核完成後，縣(市)承辦人彙整成總申請表及補助經費申請表，報部

辦理後續審查及補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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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說明

4.1掌握一高以上災害潛勢學校防災校園建置情形

4.2辦理第一類學校教職人員防災校園建置工作坊

4.3執行第一類防災校園建置之學校進行到校輔導

4.4到校輔導進行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及建置工作

4.5追蹤第一類學校辦理及改善情形

4.6協助第一類學校撰寫成果報告書

4.7參酌本部輔導模式賡續完成所屬國中小防災校園建置

4.8提出第一類學校成效評估及改進建議分析報告(併同呈現

於成果報告書)

4.輔導第一類防災校園建置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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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具一種以上高災害潛勢之國民中小學優先辦理本部補助防災校園第

一類基礎建置案。

• 其次再以輔導具一種以上中災害潛勢之所屬各級學校為對象。

• 可運用「全國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資訊管理系統」查詢所屬學校104年度災

潛資料，以檢視釐清學校災害潛勢情形。

• 歷年參與計畫學校清單已放置防災教育數位平臺。

4.1掌握一高以上災害潛勢學校防災校園建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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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所屬獲本部補助第一類防災校園建置之學校教職人員防災校園建置工

作坊。

• 藉以指導學校了解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繪製防災地圖、填報災害潛勢

資料和使用查詢等防災校園建置工作及有助於改善校園安全之事項，完善

校園防災實務。

• 本部計畫推動辦公室及服務團協助支援提供講師名單及課程。

4.2辦理第一類學校教職人員防災校園建置工作坊

資料來源：103年度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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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所屬獲本部補助第一類防災校園建置之學校進行到校輔導。

• 每校至少2次，每次到校輔導專家至少2位。

• 專家必須具該校高潛勢災害之專長。

• 學校應於事前準備相關資料提供輔導團及專家檢視。

• 到校輔導經費由縣市輔導團支應，若邀請區域服務團人員參與，亦請縣

市輔導團協助相關費用。

4.3執行第一類防災校園建置之學校進行到校輔導

資料來源：103年度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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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校輔導依學校周遭環境，進行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並提出具體建議。

• 協助學校執行下列工作事項：

1) 輔導學校防災校園推動小組運作，成立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

2) 輔導並協助檢視學校修訂完成之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3) 輔導學校繪製防災地圖。

4) 輔導學校完成執行例行性之校園安全檢核及防災演練等工作，並給予

指導建議。

5) 輔導學校完成防災校園建置相關工作事項。

4.4到校輔導進行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及建置工作

資料來源：103年度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計畫



18/74

3.5追蹤第一類學校辦理及改善情形：

• 除2次訪視外，得再進行到校輔導，及平時聯繫追蹤協助。

資料來源：103年度區域防災教育服務團計畫

3.6協助第一類學校撰寫成果報告書：

• 依本部提供統一格式輔導學校完成撰寫及收件。

3.7參酌本部輔導模式賡續完成所屬國中小防災校園建置：

• 除本部補助防災校園建置案外，縣市可參考輔導模式自主推動防災校園

建置及相關輔導作為，擴大防災校園建置效能。

3.8提出第一類學校成效評估及改進建議分析報告



19/74

計畫申請說明工作內容說明-學校補助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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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說明-學校補助

第一類-基礎建置案

第三類-進階推廣案

第二類-推廣基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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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說明-學校補助

第一類-基礎建置案

1. 建置防災校園

1.1 組成防災校園推動小組及運作

1.2 進行校園環境調查及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

1.3 製作防災地圖

1.4 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

1.5 整備防災器具

2. 防災教育課程及宣導活動

3. 辦理防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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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各單位的整合協調相當重要，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成立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妥善組

織校內人力，共同推動災害防救相關作業，包含定期召開校內災害防救會報並記錄、編修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推動防災教育課程與宣導活動、校園環境安全維護措施等工作，以落

實防災校園推動小組之運作。

防災校園推動小組
(校園災害防救委員會)

召集人：校長

平時減災/災前整備/災後復原期間
(依各處室業務範圍及性質執行相

關工作)

災時應變期間(成立應變組
織執行相關工作)

減
災
規
劃
組

推
動
執
行
組

財
務
行
政
組

搶

救

組

通

報

組

避
難
引
導
組

安
全
防
護
組

緊
急
救
護
組

指揮官：校長
副指揮官：
校長指定人員

教職員人數
50人以上參考編組

(災害應變小組→)

執行秘書(含管考與協調)

1.1 組成防災校園推動小組及運作 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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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進行校園環境調查及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 第一類

• 學校應先進行校園環境調查，由相關處室提供資料，邀請校內具有相關專業知識

之專家進行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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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災害來臨時可能帶來之危害。

• 可運用「全國各級學校災害潛勢資訊管理系統」查詢並填報學校災潛資料，以檢

視釐清學校災害潛勢情形。

1.專家給予意見，諮詢等費用由
縣市輔導團或區域服務團支應

2.針對專家給予之建議，應納入
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之修訂

http://safecampus.edu.tw/
縣市輔導團或區域防
災教育服務推廣團會
帶領至少2位專家到
校協助踏勘與檢核

http://safecampus.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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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製作防災地圖 第一類

依據學校在地化災害潛勢情形，並參考本部校園防災地圖繪製

作業說明，因應不同災害類型繪製校園防災地圖，地圖應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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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成看板、

海報設置於明顯處所並沿避難路線標示方向指示牌，且應依據

實況踏勘並定期檢討修訂，另可進一步結合鄉（鎮、市、區）、

村（里，含部落）等防災地圖強化運用。

↑ 花蓮縣化仁國中，迴旋
樓梯口張貼防災地圖

← 本部公告防災地圖
繪製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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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編修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 第一類

• 參考本部「校園災害防救計畫系統」及「校園災害管理工作手冊」，結

合校內行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共同研擬符合學校現況之校園災害防救

計畫，據以作為學校推動災害防救業務之綱要，學校並依校內人員調動

或更換、汛期或業務執行需求等，進行計畫之檢討與補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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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整備防災器具 第一類

優先準備器具(地震災害高潛勢為例)：

1. 各班級教師至少一頂安全帽

2. 各班級至少備一組緊急避難包

3. 建置即時警報廣播系統

1. 個人防護具

2. 檢修搶救工具

3. 通訊聯絡工具

4. 緊急救護用品

5. 安全管制用工具

6. 防災教育教材教具

7. 避難收容所整備品

8. 地圖及指標系統

9. 其他災害應變器具

• 應依在地化災害潛勢特性，逐步完備學校相關防災器具

• 經費表中請羅列需準備之整備防災器具

物品/設備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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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災教育課程及宣導活動 第一類

• 組成教學團隊，教授防災教育知識與觀念。教育課程可結合校內相關領域之教師(如自然老

師、地科老師…等)，妥善運用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教育部及各縣市研發之防災教育

教學資源，共同建立具在地化災害特性之教學課程且融入各科領域中，並進行試教，進而

提出未來供其他教師應用之教學模組。

• 宣導活動以發揮校園環境特色或結合社區組織，營造有助於防災教育推動之宣導項目為原

則，包括動態或靜態之校園防災宣導活動，或創意競賽活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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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成教學團隊，可參
考防災教育數位平臺
之教材教案專區，引
用教學，或是針對在
地化災害潛勢，依不
同學齡、災害類別設
計教學教案並教學。

• 防災教育數位平臺教材教案專區：
http://disaster.edu.tw/disaster/teaching/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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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教學 宣導活動

→ 可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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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防災教育課程及宣導活動(案例分享) 第一類

↑花蓮縣化仁國中教案設計

臺南市重溪國小
與自然科學結合，成立防災柯南偵探隊，
紀錄與觀察異味、風向及空氣污染數據，
培養學生實驗與研究精神

臺南市宅港國小
融入母語教學(臺語)，透過「地動 」與
「風颱 」教學認識災害

臺中市和平國小
防災故事小天使講故事給低年級學弟妹

臺中市樹義國小
防災有獎徵答及真人版大富翁競賽

↑新竹縣寶國中教學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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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防災演練 第一類

演練重點：

(1)成立應變組織

(2)避難疏散

(3)緊急救護

(4)安置通報

實施原則：

(1)50分鐘內完成演練

(2)符合在地災害特性

(3)邀請周遭學校參與及觀摩

(4)與鄰近防救災單位及社區結合

演練目的在於訓練師生熟悉不同災害情境之應變作為，並提升應變技能，學校每學

期至少應舉辦一次防災演練，可結合火災等其他災害演練一併舉辦，演練情境可依

在地化災潛特性或該年度規劃重點進行腳本研擬，演練可依各年級施行或以樓層(棟

別)為劃分，依據可能發生之災害類型、規模，依實際需求來設計實務演練，如通訊

對講機練習、避難疏散演練、警報測試與廣播等。針對每次演練之缺失應於次年或

下次演練規劃前即加以改進，提升整體災害應變能力。

不一定要演練地震避難，
可以學校高災潛勢編撰
演練腳本與項目

經數次演練後，建議可朝向「無預警」、
「無腳本」防災演練，借以檢討應變流程上
是否完善並可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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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

桃園縣育達高中

臺中市樹義國小 南投縣北梅國中

新竹市香山國小新竹縣中正國中

新北市同榮國小

3. 辦理防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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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續基礎防災校園建置

2.發展特色之示範基地與推廣 (五擇一)

2.1災害警示系統建置

2.2防災空間規劃建置

2.3防災維生設施建置

2.4減災設施建置

2.5其他建置與作為

工作內容說明-學校補助

第二類-推廣基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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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學校在地化災害潛勢，建置災害警示所需設備、設施、架設位置

、運作及管理機制，並結合納入校內教學與訓練規劃，發揮教育功能

及強化校園應變能力。

• 積水安全監控設備

• 坡地災害監測預警設備

• 聽視覺警示設備

• 淹水警報器

• 火災警示偵測煙霧即時逃生設備

• 警示安全標示

• 緊急照明設備

• 即時警報系統

•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2.1 災害警示系統建置 第二類



33/74

第二類

評估學校所處區位、空間及資源，規劃並完備防災教室、空間或防災

教育資源中心等防災空間建置，並提出空間運用於教學或提供參訪之

規劃，以成為區域內防災空間之典範。

↑ 防災教室(宜蘭縣東興國小為例)

防災教室資料展示室(新北市鳳鳴國小為例) →

2.2 防災空間規劃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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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評估學校區位及現有防救災設施，規劃收容避難空間及運作機制，建置學校

維生設施，包括電力、自來水、瓦斯、道路、通訊及資訊等相關系統，強化

其防救災能力及維護管理，並考量規劃有別於平時使用之災時備援機制，將

維生設施運作情形納入學校防災演練情境及師生教育訓練中。

• 規劃收容避難空間
(需進行收容安置之管理與規劃)

↑ 照片/圖片取自疏散避難及收容安置規劃與實務簡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體系與政策組，張歆儀，2012。

• 飲用水供應建置

• 電力供應系統建置

• 緊急避難用盥洗設備

• 物資調度、簡易醫療設備

山區

離島

2.3 防災維生設施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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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2.4 減災設施建置

依據學校在地化災害潛勢及受災實況，規劃建置可減緩學校臨災時所受

災害衝擊之減災設施，並建立減災設施之運用模式及機制，實務驗證其

減災效能，並將經驗模組化，提供相近災害情境之學校作為參考。

• 屏東縣復興國小為例
建置排水引導。

• 屏東縣復興國小為例
設置地下室防水閘門。

• 嘉義縣雙溪國小為例
固定超過160公分高櫥櫃
。

• 建置防水閘門
• 教室照明燈具、實驗

室櫥櫃、飲水機及圖
書館書架等加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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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2.5 其他建置與作為

其他有助於改善校園安全或促進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
教育之推動等相關議題之精進措施

(學校自行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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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續基礎防災校園建置

2.防災校園進階推廣(至少擇一)
2.1無預警全校同步演練
2.2社區防災基地

3.防災教育創新作為(至少擇一)
3.1研發創新防災工具或教具
3.2結合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所屬八大領域(災害、

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土地使用、海岸、
能源供給及產業、健康、農業生產及生物多
樣性)

第三類-進階推廣案

工作內容說明-學校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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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無預警全校同步演練 第三類

1. 項目內容包括任務編組與分工、行前教育訓練、情境模擬與桌上演練(提出5款腳本情境)、

實兵演練、無預警全校同步演練、演練後檢討會議並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

2. 學校需進行應變小組編組、任務分工及擬定代理機制，並於執行各項任務前先行教育訓練，

如兵棋推演行前訓練、實兵演練行前訓練，學校模擬情境並依時序推演災害境況。

3. 訪視時由輔導團或服務推廣團抽測災害題目，檢視學校緊急應變的各項應變作為。

任務編組與
演練規劃

情境構思與
桌上演練

產出5種情境
無預警全校
同步演練

桌上兵棋推演

苗栗縣啟明國小使用白板
進行兵棋推演

演練前先進行教學與說明腳本討論並實際進行桌上演
練

辦理無預警全校同步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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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2.1 無預警全校同步演練(案例分享)

臺中市樹義國小

演練情境：

告知學校將於下午時段到校輔導，

到校後則待下課鈴響後三分鐘，

學生散布至學校各區後，無預警

發佈地震警報。

南投縣北梅國中

演練情境：

告知學校於某天到校輔導，到校後待中午用

餐完清洗餐具時，無預警發布地震警報，並

在學生疏散過程中，故意留下2位學生於教

室中，藉此測試學校清點機制是否落實。

訓練師生在災害突然來臨時，能即時應變處置，強化情境模擬與演

練，辦理無預警全校同步演練，加強演練細節盡可能接近真實的災

害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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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2.2 社區防災基地

項目內容包括建立學校與社區防災推動組織、辦理社區防災推廣說明會、建立專業

人才/防救災器具/弱勢人口等資訊名冊或清單、辦理社區聯合培訓、與社區共同研

擬災害防救計畫、與社區共同製作防災地圖、與社區共同撰寫防災演練腳本、與社

區聯合辦理防災演練，並於演練後召開檢討會議。

辦理工作坊

聯合防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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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社區共識會議
建立互信與默契

協助社區建置防災
組織及防救災資源

辦理社區宣導講座
或工作坊

與社區聯合辦理
防災避難演練

研擬社區防救災計畫-村長
帶領村民會議討論

成立社區防救災組織及召開
組織會議

社區防災預演並討論腳本 學校暨社區聯合防災正式演練 -
模擬走失兒童情況

學校暨社區聯合防災正式演
練 -模擬戶外收容機制

學校暨社區聯合防災正式演
練 -模擬收容所內物資清點

社區防災潛勢探討與行動 –教
授說明危險路段

票選社區防災模範家庭 –評審
到府勘查評分

推動學校與社區結合，建置社區區域防災推廣基地，帶動全民落實

防災推動。

宜蘭縣東興國小為例

第三類2.2 社區防災基地(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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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3.1 研發創新防災工具或教具

以高雄市六龜國小為例

防災推廣小組討論設計頭套理念。 設計團隊防災頭套進行人體實驗。 防災頭套可作為救生浮具及游泳教
學工具。

實驗研發，作為學生椅子的靠背。 防災頭套可作為學生椅子的靠背。 研發完成第一版防災頭套
已發放班級使用。

學校配合建置需求，共同發展創新性防災工具或教具，例如幼兒專用地震防災頭套、學生專用緊
急避難包、教職人員演練用道具組…等，除供學校師生使用外，評估所研發防災工具/產品之安全
性、實用性及量產之可行性，以作為於後續推廣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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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3.2結合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所屬八大領域

海岸(案例分享)

結合專案計畫，深化課程:臺南市西門國小

43/77

利用衛星地圖尋找安平古
洋行舊址與海洋絲路

利用平板電腦輔助教學
，探討海洋經濟發展與

環境衝擊
小小貿易商-角色扮演

建立Facebook供學生
共同討論

針對古蹟的存廢與經濟發
展進行辯論與角色扮演

創意戲劇開麥拉-表演藝
術成果發表

肢體開發，為創意戲
劇開麥拉做準備。

未來生活-利用資訊媒材創
作未來生活與同學分享

未來生活-利用資訊媒
材創作未來家園藍圖

分組上網搜尋氣候變遷
資料並討論

43/74

學校規劃結合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或屬氣候變遷八大領域（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
資源、土地使用、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健康、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等推動
工作，以建立校園防災創新機制及典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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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

1. 於電視牆、電子看板、跑馬燈等公開場合播放防災影片、宣導標語。

2. 美化校園，包括張貼防災標語、海報及學生防災作品。

3. 辦理防災教育參訪活動，如參觀防災教育館、績優學校等。

4. 建置與維護防災教育網。

5. 辦理防災創意競賽，如學藝競賽、漫畫、書法、標語、演講等。

6. 於班會、朝會等時段辦理專題演講或宣導防災。

7. 結合運動會、園遊會、校慶等活動辦理宣導活動，如進場表演、運動操、啦啦隊

、戲劇等表演。

9. 製作宣導物品，如扇子、防災桌墊、防災帽等。

屏東縣復興國小
舉辦防災主題書展

屏東縣石門國小
Facebook宣導防災教育

屏東縣復興國小
將防災議題編導成布袋戲，並
至社區展演

彰化縣中山國小
融入人文與藝術領域教學活
動，獲邀進行舞台劇表演。

其他防災教育創新推廣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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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

1. 進行教職人員參與計畫之問卷調查(前測與後測)。(※)

2. 參加防災校園建置工作坊。(※)

3. 參加教育部辦理之計畫相關說明會或活動

災潛說明會、數位平臺說明會、績優學校評選說明會、縣市示範觀摩演練…等

4. 蒐集防災計畫執行後的成果亮點或動人小故事。

5. 填報量化評估表(※) 。

6. 提交成果報告書一式(※) 。

7. 參加成果發表會。

績優學校大會師 成果發表會 示範觀摩演練 師資培育課程

量化評估表

推動辦公室提供問卷表

由縣市輔導團辦理

推動辦公室提供表單

教育部提供格式

各類學校共同需配合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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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參考流程

•進行教職人員參
與計畫之問卷調
查前測

•參加各縣市輔導
團辦理之防災校
園建置工作坊

•備齊彙整相關資
料：防災地圖、
校園災害防救計
畫書初稿

•防災教育課程及
宣導活動規劃

1.計畫參與

•了解工作項目與內容

•進行校園環境調查及
在地化災害潛勢檢核

•縣市輔導團/服務推廣
團給予校園災害防救
委員會組織運作、防
災地圖、整備防災器
具、校園災害防救計
畫書內容之建議

•討論防災教育課程及
宣導活動構想

•諮詢各項工作建議

•縣市輔導團/服務推廣
團提供演練注意事項

2.第一次訪視

•依第一次訪視建議修
改各項文件，並交由
縣市輔導團/服務推廣
團審核通過

•撰寫演練腳本，並進
行預演錄影與檢討

•發展教案並教學

•辦理宣導活動

3.計畫執行中

• 討論腳本、演練影
片/現場演練與檢討

• 討論教案教學成效

• 討論宣導活動辦理
成效

• 討論學校計畫執行
成果亮點

4.第二次訪視

• 進行教職人員參與計畫之問卷調
查後測

• 量化評估表、成果報告彙整與資
料繳交

5.計畫結案

Ps.到校訪視聘請專家費用由服務推廣團/輔導團支應

(約5~6月)
(約9月中~10月中)

(12月31日)

訪視前先將資料給予
服務推廣團/輔導團

第一類學校計畫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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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工作項目與內容

•探勘學校欲建置之基地
內容給予建議，確認可
執行後實施，並討論未
來示範應用之規劃

•服務推廣團給予校園災
害防救計畫書內容之建
議

•討論防災教育課程及宣
導活動構想

•諮詢各項工作建議

•服務推廣團提供無預警
演練注意事項

2.第一次訪視

•依第一次訪視建議修
改各項文件，並交由
服務推廣團審核通過

•撰寫演練腳本，並進
行無預警演練錄影與
檢討

•發展教案並教學

•辦理宣導活動

3.計畫執行中

• 檢討與改進學校完
工後之基地建置，
並檢討如何加值應
用

• 討論腳本、演練影
片/現場無預警演練
與檢討

• 討論教案教學成效

• 討論宣導活動辦理
成效

• 討論學校計畫執行
成果亮點

4.第二次訪視

• 進行教職人員參與計畫之問卷調
查後測

• 量化評估表、成果報告彙整與資
料繳交

5.計畫結案

Ps.到校訪視聘請專家費用由服務推廣團支應，可
依計畫執行需求請服務推廣團增加訪視次數

計畫執行參考流程

•進行教職人員參
與計畫之問卷調
查前測

•參加各縣市輔導
團辦理之防災校
園建置工作坊

•備齊校園災害防
救計畫書初稿

•防災教育課程及
宣導活動規劃

•備齊示範基地構
想規劃及相關資
料

1.計畫參與

(約4月)

(約10月)

(12月31日)

訪視前先將資料
給予服務推廣團

第二類學校計畫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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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無預警全校演
練，抽測題目並檢
討

• 社區基地推動檢討
並討論腳本、演練
影片/現場無預警演
練與檢討

• 討論教案教學成效

• 討論宣導活動辦理
成效

• 討論氣變及創新工
具發展成效

• 討論學校計畫執行
成果亮點

4.第二次訪視

• 進行教職人員參與計畫之問卷調
查後測

• 量化評估表、成果報告彙整與資
料繳交

5.計畫結案

計畫執行參考流程
•進行教職人員參
與計畫之問卷調
查前測

•參加各縣市輔導
團辦理之防災校
園建置工作坊

•備齊校園災害防
救計畫書初稿

•防災教育課程及
宣導活動規劃

•提出無預警全校
同步演練/社區防
災基地規劃

•提出防災教育創
新作為構想

1.計畫參與

訪視前先將資料給予
服務推廣團

•了解工作項目與內容

•討論社區基地建置相
關事宜/情境腳本規劃

•服務推廣團給予校園
災害防救計畫書內容
之建議

•討論防災教育課程及
宣導活動構想

•討論學校防災教育創
新作為

•諮詢各項工作建議

•服務推廣團提供無預
警演練注意事項

2.第一次訪視

•依第一次訪視建議修
改各項文件，並交由
服務推廣團審核通過

•撰寫演練腳本，並進
行無預警演練錄影與
檢討

•辦理社區基地推廣工
作

•發展教案並教學

•發展氣變及創新工具

•辦理宣導活動

3.執行中協助

Ps.到校訪視聘請專家費用由服務推廣團支應，可
依計畫執行需求請服務推廣團增加訪視次數

(約4月)

(約10月)

第三類學校計畫執行流程

(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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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教育數位平臺
http://disaster.edu.tw/

防災教育電子報

←全國各級學
校災害潛勢
管理系統

http://safecampus.

edu.tw/

教材教案專區

相關資源

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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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說明計畫申請說明

5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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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縣市教育局處

成立輔導團

第一類
學校

計畫推動辦公室

國立、私
立學校

第二類
學校

第三類
學校

本部服務推廣團
支援

協助

• 縣市教育局處管轄之第一類

學校由縣市輔導團進行輔導
與協助。

• 第二類學校、第三類學校及

國立、私立學校由本部服務

推廣團進行服務與協助。

輔 導

輔 導

105年度運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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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計畫申請重點提醒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防災教育計畫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

105年度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防災教
育計畫」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計畫」

合併

落實縣市運作 簡化行政程序

提
交
申
請
文
件

2月 3月

計
畫
核
定
及
撥
款

11月30日 12月31日

計
畫
期
程
結
束

徵
件
說
明
公
告

11月

• 計畫期程由1月1日至12月31日
• 補助學校由縣市先行初步篩選(審查)，併同縣市計畫彙整成總申請表及經費表
• 請縣市承辦人彙整初審會議紀錄、總申請表、經費表1式3份(含補助學校申請表附件)

依本部規劃各縣市補助額度原則，審酌實況自行篩選補助校數

104年 105年

提
交
成
果
報
告

106年
1月

核
銷
結
案

本
部
推
辦
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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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公告並提供各縣市政府所屬學校歷曾執行情形及災潛狀況

未參加過100-104
年防災校園建置及
實驗專案計畫學校

第一類
基礎建置案

第二類
推廣基地案

第三類
進階推廣案

填寫申請表格
附件三之一

填寫申請表格
附件三之二

填寫申請表格
附件三之三

曾執行100-104年防災校園計畫已完成基
礎建置之學校

該如何確認學校所選計畫類別?

有廢(裁)併校或校舍
、校區異動之規劃

分校 學校如有附設幼兒園

可能影響計畫執行範圍
若仍申請應提後續規劃

若和本校同獲補助
建議視狀況調整經費

應將幼兒園之情形
併同納入執行工作項目規劃

特別情形

優先補
助高災
害潛勢
學校

建議
暫緩
申請

1021030-第一類-103年防災校園補助案計畫申請書格式-3(文正修).doc
1021030-第二類-103年防災校園補助案計畫申請書格式-2(鍾老師修).doc
1021030-第三類-103年防災校園補助案計畫申請書格式-3(文正修).doc
1021030-第一類-103年防災校園補助案計畫申請書格式-3(文正修).doc
1021030-第一類-103年防災校園補助案計畫申請書格式-3(文正修).doc
1021030-第一類-103年防災校園補助案計畫申請書格式-3(文正修).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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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原則

• 上表須再提列縣市自籌款
• 最高總補助比率不得超過90%，其各別申請學校補助比率亦不得超過90%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提報申請補助經費原則

縣市所屬高中職

以下校數總數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防
災教育計畫計畫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
校園建置計畫

250校以上

基本額度20萬元
第一類每校輔導經費3萬元

合計至多補助80萬元

300萬元
200校以上 250萬元
150校以上 200萬元
100校以上 150萬元
未滿100校 100萬元

註：本部將依實際申請情形酌予調整，並綜合考量校數及學校所在區域災害潛
勢等核定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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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提報申請經費原則

執行類別 本部補助經費 資本門經費額度
計畫總額

(含自籌款)

第一類基礎建置案
9萬元至20萬元

(未滿15班至多12萬元)

至多占本部補助經費30%
不逾25萬元

且不逾3萬元

第二類推廣基地案 25萬元至35萬元
至多占本部補助經費50%

不逾50萬元
且不逾15萬元

第三類進階推廣案 15萬元至25萬元 至多占本部補助經費30% 不逾50萬元

申請補助金額 建議至少需提列自籌款 計畫金額 補助比率

10萬元 1萬2,000元 11萬2,000元 89.29%

15萬元 2萬元 17萬元 88.24%

20萬元 2萬5,000元 22萬5,000元 88.89%

25萬元 3萬元 28萬元 89.29%

35萬元 4萬元 39萬元 89.74%

依申請補助金額類推，國、私立學校亦應編列籌自籌款

補助金額及案件數由本部視當年度經費及申請狀況調整核定

除至少符合最
低數額建議，
縣市可依自身
財政情形決定
自籌款經、資
使用酌予增列

自籌款說明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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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1萬元以上
且

耐用年限2年以上
設備或工程施作

• 縣市以補助經常門經費為原則，且不予補助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

• 學校得編列經常門與資本門經費，經常門經費之補助為業務費，資本門經費
補助計畫必要之設備及投資

經費編列原則

請確認學校是否依參考指引所列經費項目名稱及本部範例格式填列

編寫於設備及投資 編寫於業務費

資本門經費 經常門經費

單價1萬元以下
物品/設備

計畫所需
業務費用

未能細列
雜支

應於設備上以標籤註記「教育部補助」字樣，
並在財產帳上列明

物品/設備

填列格式並依地方財主單位規定適度調整

1021030-第一類-103年防災校園補助案計畫申請書格式-3(文正修).doc
1021030-第三類-103年防災校園補助案計畫申請書格式-3(文正修).doc
1021030-第一類-103年防災校園補助案計畫申請書格式-3(文正修).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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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說明

出席費（諮詢費、輔導
費、指導費）

以邀請本機關人員以外之學者專家，參加具有政策性或專案性之重
大諮詢事項會議為限。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不得支給出席費。

訪視費
訪視委員輔導所屬第一類防災校園建置學校，並作成訪視紀錄。
半日以2,500元為編列上限。

稿費 委託學校以外人員或機構撰述、翻譯、編審或設計完稿等費用。

講座鐘點費
防災教育人員課程研習、防災校園建置工作坊外聘專家講座鐘點費。
辦理各防災計畫研習、成果發表、校園巡迴宣講等內聘講座鐘點費。

工作費
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等，所需臨時人力以參加
人數1/10為編列上限。

印刷費 各項會議資料、教學手冊、宣導品之印製費用。

資料蒐集費 計畫所須購置或影印必需之參考圖書資料或資料檢索，上限1萬元。

旅運費
(交通費)

本計畫團隊及所屬學校執行防災校園建置等所需之旅運費支用(參加
績優學校評選、參加成果發表會)；租車費。
提供至各校輔導訪視委員、災害潛勢檢核委員及本計畫團隊各旅運
費支用。

業務費編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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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項目 說明

器具材料費
添購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示範觀摩演練學校、高災害潛勢學校及
辦理教育研習等所需之防災器具及教學材料，以購置單價1萬元以
下之經常門項目為限。

膳費、住宿費 辦理宣導活動、研習活動餐費。

場地布置費 辦理教師研習、師資培訓活動、成果展示、績優學校大會師。

保險費
參加防災觀摩與訓練等活動人員保險，依規定各機關學校不得再為
其公教人員投保額外險。

全民健保補充保費 出席費、訪視費、稿費、講座鐘點費、工作費等機關健保補充保費。

網頁維護設計使用費 縣市防災教育網維運，非屬資本門經費項目之設計使用費。

雜支
如文具用品、紙張、電池、碳粉匣、光碟片、電源線等資訊耗材、
資料夾、郵資、場地清潔費等未能細列之開支。

業務費編列說明(續)

縣(市)政府因執行計畫所需縣市輔導團成員之”不定期”代理代課經費，由縣(市)政府審
酌實況編列，本部至多以補助八萬元為原則，使用範圍限於執行計畫之校園災害防救及防
災教育推動工作，代理代課經費如有剩餘者，得優先支用於縣市輔導團團務運作執行本計
畫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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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物品/設備

個人防護具

安全帽(建議各班級教師需各有一頂)、防災頭套、簡易式口罩、工作手套、耐

有機溶劑手套、耐酸鹼手套、工作靴(可耐有機溶劑或耐酸鹼或防滑) 、安全鞋、

雨具、哨子

檢修搶救工具 破壞工具、挖掘工具、緊急照明燈、移動式發電機、抽水機、清洗機、推水器

通訊聯絡工具 無線電對講機、收音機、隨身廣播器

緊急救護用品

擔架、急救箱、保暖用大毛毯、骨折固定板、抗生素、慢性病備用藥品、冷敷

袋、止血帶、紗布、無酒精碘酒棉墊、塑膠手套、安全剪刀、壓舌板、三角繃

帶、體溫計、點滴架

安全管制用工具
夜間警示燈、警示交通指揮棒、反光型指揮背心、手電筒、攜帶式揚聲器、隔

離警示帶、警戒錐、監視器

防災教育教材教具
用於相關課程教學使用之書刊、數位教材、實體模型、教學掛圖、示範器材
及相關教學材料及用具等。

避難收容所整備品 帳篷、睡袋、爐具、乾糧、衛浴帳、攜帶式應急廁所、整備品置物架

地圖及指標系統
大型全校防災地圖A0大圖與安裝、各教室、樓層疏散避難地圖、分色避難引導

指標、反光型疏散標示、避難方向指示燈

其他災害應變器具
緊急避難包、應變器具置物箱、不斷電裝置、專用電池(一般電池以雜支編列)、

蠟燭、防火毯、化學洩漏處理桶、打火機

建議可購置之防災相關參考物品/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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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文件說明
1. 提交總計畫書及總補助經費申請表1式3份(含各校申請表附件)，及光碟1份。

2. 直轄市、縣(市)政府請檢附初審會議紀錄及簽到表1式3份，若無辦理初審會議亦

須勾選「否」繳交。

3. 計畫書格式(word檔)及相關內容將公告於防災教育數位平臺一般公告區

(disaster.edu.tw)。

4. 申請資料請採雙面列印，並使用長尾夾於左上角固定並依順序排放，請勿膠裝或

裝訂。

5. 計畫書之執行內容應符合防災校園建置之工作項目，並配合在地化災害類別或校

園災害潛勢狀況。

6. 縣市所屬學校請將申請文件寄至各縣市教育局處，由各縣市教育局處統一收件後，

由縣市承辦人彙整總計畫書後，寄至本部防災教育計畫推動辦公室註明計畫名稱

(地址：OO市OO區OO路O段O號O樓(OO收)。

7. 申請文件應於收件截止日前，備文送達本部防災教育計畫推動辦公室。採郵寄方

式以發文日期為憑，逾期、資料不全或不符規定者，本部不予受理。

預計今年11月公告，105年2月截止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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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說明申請表填寫及審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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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填寫 P.1-P.2

紅色框請確實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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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填寫 P.3-P.7

紅色框請確實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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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表填寫 P.7-P.9

紅色框請確實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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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表填寫(附件一) P.10-P.21

已協助各承辦人彙整經費表範例，修正紅色字即可！

黑色字請
不要刪除

學校經費
請統一彙
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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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表填寫(附件一) P.10-P.21

縣市核章
業務費單價
皆須1萬元
以下

學校採購用具依
二級用途別項目
分類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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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學校彙整表(附件二) P.22

每校補助經
費清單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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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申請學校申請表(附件三) P.23後

1.請縣市承辦人彙整檢核
2.學校申請表放置申請總表後面作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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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流程

地方政府主管
之學校
申請文件

檢核重點參考：
• 申請文件格式是否符合並齊全
• 經費填列格式是否符合並合理
• 災害威脅迫切或相較於他校有優

先推動之需要
• 學校主動積極且配合度良好
• 其他配合地方政府規劃之考量
• 有無符合計畫目標精神及內容妥

適性、合理性

不符合者請地方政府優先汰選或
協助學校完備申請文件之撰擬

國、私立學校
申請文件

地方依實需規劃辦理初審

第一類學校：
由縣(市)先行初步
篩選(審查)

縣市教育局處收件彙整

檢核淘汰之學校請地方
自行先予通知

彙整計
畫申請
總表及
經費表
檢附初審會
議紀錄及簽
到表(無辦
理初審亦須
勾選「否」

繳交)

可先聯繫本部區域
防災教育服務團進
行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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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說明核定計畫後經費請領及相關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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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核撥經費

縣市政府收到計畫核定公文後，於規定期限內
統一向本部請款

地方政府備文檢附領據報部
領據抬頭請寫「教育部」
標註銀行帳戶相關資料

本部經費再由地方政府核撥經費至各校

經費請撥

1021030-第一類-103年防災校園補助案計畫申請書格式-3(文正修).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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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結報

• 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 業務費項下二級用途別項目間互相勻支，得循內部行政程
序自行辦理。

• 計畫期程前、後一個月內所發生與計畫相關之必要支出，
且該項支出無需辦理經費流用者，得敘明原因，循其內部
行政程序辦理。

• 如有延期、變更或增刪調整一級用途別及資本門項目，應
報備核准後執行。

• 計畫應於105年12月31日前執行完畢，並於屆滿前1個月
提交縣市成果報告書及學校成果報告書(分別一式二份，併
附電子檔一份)。

• 106年1月31日前經本部審核成果報告書同意後，檢附收支
結算表一份完成核銷結案。



73/74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