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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羅東高工 112 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實施計畫 

壹、依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2年度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

掩護演練實施計畫。 

貳、目的： 

實施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熟稔「趴下、掩護、穩住」抗震保命三步驟，強

化師生地震災害應變處理能力，俾利做好防震準備，有效減低災損，以維

護校園及師生安全。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教官室、學務處。 

二、協辦：教務處、總務處（學校防護團演練、學校設施、設備安全主責處室）、

實習處、輔導室（含特教組資源班）、廣興消防分隊、廣興派出所。 

三、參演人員：全校師生（資源班及特殊生均由特教組及輔導室提醒及引導）。 

肆、實施時間：112年 9月 21日上午 9時 21分進行正式演練、9時 35分實施

人為災害演練及防空疏散演練。 

伍、演練重點： 

實施 1分鐘演練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動作（依據內政部及教育部共同訂定之

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辦理。 

陸、執行工作要項： 

一、計劃與預演階段： 

（一）112年 7月 6日利用防護團常年訓練研習，實施防護團編組人員演練。 

（二）112年 7月 26日，國家防災日計畫先期推演。 

（三）112 年 8 月 5 日前，依據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與作為事項與要

求重點，完成校園 1 分鐘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計畫及腳本，呈校長核定。 

（四）112年 8月 10日前，將預定辦理預演日期及次數，至教育部校安中心網

站進行填報，並將本計畫「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

及「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公告於學校及班級公布欄加強

宣導。並排入 112學年第 1學期行事曆管制實施。 

（五）112年 8月 14前，依計畫先期完成演練活動各項設施及器材之檢視與整

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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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2年 8月 15、16日，利用一年級新生訓練時機，辦理地震就地避難掩

護示範觀摩及實際演練活動，使新生熟練動作要領與程序、及熟悉避難

疏散路線及指定集合地點。 

（七）112年 8月 29日，利用學務及校務會議時機，對全校教職員工完成「地

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教育訓練，俾利開學後參與預

演活動。 

（八）112年 8月 30日（下午 14時 20分-16時 10分）、9月 20日（上午 08

時 10 分-09 時 00 分）辦理兩場次，實施複合式防災專題講座及全校預

演活動（另案計畫納入學校行事曆），使校內師生熟悉演練程序及動作

要領並依據預演狀況隨即進行檢討與修正。 

（九）112 年 9 月 14 日日上午 9 時 21 分，配合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辦理強震即

時警報軟體之模擬地震訊息測試作業 (不操作實兵演練)。 

（十）112年 9月 20日召開「檢討會」：根據預演期間的各預缺失進行檢討改

善，並將活動內容記錄留存。  

二、正式演練階段： 

（一）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狀況發布方式：運用校內廣播系統(或哨聲)發布。 

（二）全校師生實施 1分鐘就地避難掩護動作（趴下、掩護、穩住 3個要領），

並進行拍照留存。 

（三）1 分鐘後由師長引導疏散至指定安全地點，並完成人員清查及安全回報

動作，並錄製演練實況影片（3-5分鐘）。 

柒、正式演練結束後 1週內，至教育部校安中心登錄參演人數，俾利教育部掌握

演練整體成效，並於 112 年 9 月 28 日前至內政部臺灣 COME(抗)震網

（https://www.tfdp.com.tw）上傳演練實況影片(以校名為檔案名稱)。 

一、依自評表完成填報作業，並於 112年 10月 4日前將自評表、照片等資料函

報宜蘭縣聯絡處，演練成果輯冊需包含以下項目：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防災日」績優學校自評表，以及 3-5分

鐘演練實況影片光碟。 

（二）輯冊內容：校園演練計畫、演練腳本、各項器材及設施檢視整備情形（紀

錄）、校內教職員推演及班級示範說明辦理情形、「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及「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公告及

運用情形、預演辦理及檢討修正狀況、正式演練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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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若遇重大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由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決定活動停止或延期辦理。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將另行呈報校長或於行政會議討論修訂之。 

拾、附件： 

  一、教育部 112年度國家防災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含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

演練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 

  二、本校 112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腳本。 

  三、本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 

  四、本校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校區及各棟建築物疏散路線圖。 

  五、本校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各區域引導人員編組表。 

  六、羅東高工災害勢與狀況模擬表。 

  七、教育部國教署 112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自評表。 

  八、本校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執行計畫時程管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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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2年度國家防災日高中職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時間流

程及應作為事項（9月 21日） 

演練階段劃分 校園師生應有作為 注意事項 

階段一：地震發生前 
1.熟悉演練流程及相關應變作
為。 

2.依表定課程正常上課。 

1.針對演練程序及避難掩護動作要領
再次強調與說明。 

2.完成警報設備測試、教室書櫃懸掛
物固定、疏散路線障礙清除等工作
之執行與確認 

階段二：地震發生 
【運用校內廣播系統、
喊話器或依各校現有
設施發布(全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應配合交
通部中央氣象局強震
即時警報軟體之模擬
地震訊息辦理演練，若
上開軟體未發布警示
聲響，將自主啟動設施
辦理演練)】 

地震發生時首要保護自己，優先
執行「趴下、掩護、穩住」抗震保
命三步驟。 

1.師生應注意自身安全，保護頭頸部，
避免掉落物砸傷。（因頭頸部最為脆
弱） 

2.室內：應儘量在桌下趴下，並以雙手
緊握住桌腳。 

 
 
 
 
 
 

圖示來源:教育部 

3.室外；應保護頭頸部，避開可能的掉
落物。 

4.任課老師應提醒及要求同學避難掩
護動作要確實，不可講話及驚叫。 

階段三：地震稍歇 
（以警示聲響或廣播
方式發布） 

1.地震稍歇後，再去關閉電源並
檢查逃生出口及動線。 

2.成立緊急應變小組，由指揮官
(校長或代理人)判斷緊急疏散
方式。 

3.聽從師長指示依平時規劃之路
線進行避難疏散（離開場所時
關閉電源）。 

4.抵達安全疏散地點(抵達時間
得視各班疏散動線流暢度等情
形調整)。 

5.各班任課老師於疏散集合後 5
分鐘內完成人員清點及回報，
並安撫學生情緒。 

1.以防災頭套、較輕的書包、補習袋或
書本保護頭部 

2.特殊需求學生應事先指定適當人員
協助避難疏散；演練當時，避難引導
人員請落實協助避難疏散。 

3.不推、不跑、不語，在避難人員引導
下至安全疏散地點集合。 

4.以班級為單位在指定位置集合。(集
合地點在空曠場所時，不需再用物
品護頭)。 

5.任課老師請確實清點人數，並逐級
完成安全回報。 

6.依學校課程排定，返回授課地點上
課。 

備註：如遇雨天，請攜帶雨具，進行疏散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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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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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源由介紹 

國立羅東高工 112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腳本 
演練階段劃分 演 練 時 間 序 校園師生應有作為 注 意 事 項 

地震發生前 

9月 21日 

8時 00分 00

秒 

至 

8時 10分 00

秒 

1.各班班長至教官

室川堂集合。 

2.各班學藝股長與

任課教師確認上

課地點。 

1.早自習結束後，對各班班長提醒演練    

注意事項。 

2.完成警報設備測試、教室書櫃懸掛物

固定、疏散路線障礙清除等工作之執

行與確認。 

地震發生前 

9月 21日 

9時 00分 00

秒 

至 

9時 10分 00

秒 

1.教官室以廣播提

醒學生及任課教

師準時到課。 

2.演練各編組工作

人員就位。 

第 1 節下課後，教官室以廣播提醒學生

於第 2 節上課前到達各上課地點，並請

任課教師準時到課。 

 

地震發生前 

9月 21日 

9時 18分 00

秒 

教官室廣播說明演

練流程。 

針對演練程序及避難掩護動作要領再次

強調與說明。 

地震發生 

（以警示聲響

或廣播方式發

布） 

9時 21分 00

秒 

1.教官室播放警報

音響發布地震狀

況，並以廣播通告

全校師生。 

2.全校師生立即就

地避難掩護。 

1.廣播內容：「地震！地震！全校師生

請立即就地避難掩護」。 

2.保護頭部及身體，避難的地點優先選

擇(1)桌子下(2)柱子旁(3)水泥牆壁

邊。 

3.室內：應立即蹲(或趴跪)在桌下，並

以雙手緊握住桌腳。 

4.室外；應立即蹲下，保護頭部，並避

開掉落物。 

5.任課老師應提醒及要求同學避難掩護

動作要確實，不可講話及驚叫。 

6.各區域引導人員巡查區域內師生避難

掩護動作是否正確。 

地震稍歇 

（以警示聲響

或廣播方式發

布） 

9時 22分 00

秒 

1.警報音響停止，教

官室以廣播通告

全校向操場疏散。 

2.聽從師長及引導

人員指示依平時

規劃之路線進行

避難疏散。 

3.抵達操場後，任課

老師於疏散集合

後 5分鐘內完成人

員清點及回報，並

安撫學生情緒。 

1.以書包、安全帽或書本保護頭部。 

2.身障學生及資源班學生應事先指定適

當人員協助避難疏散；演練當時，指

定人員請落實協助避難疏散。 

3.離開教室後快步向操場移動，勿在走

廊上停留，避免阻礙疏散動線。 

4.疏散時不語、不跑、不推，在師長引

導下至操場各班朝會位置集合。 

5.副班長至司令台領取小點名單，任課

老師請確實清點人數，於小點名單註

明未到人員並簽名交至司令台。 

6.依學校課程排定，返回授課地點上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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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大地震，於 88年 9月 21日凌晨 1點 47分發生在南投集集，總共持續大約

102秒，震源深度為 8公里，芮氏規模為 7.3級。這場地震造成 2,400餘人罹

難，11,000餘人受傷，另有 51,711棟房屋全倒，53,768棟房屋半倒，是臺灣

戰後時期傷亡損失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並造成許多道路、橋梁、水壩、堤防、

電力設備、維生管線、工業設施、醫院、學校、機關等公共設施遭到震毀；更

引發大規模的山崩與土壤液化災害，其中又以臺灣中部的災情最為嚴重。使得

臺鐵西部幹線一度全面停駛，且多數的客運也都暫時停駛。 

 

而每當在紀念的悲傷之日時，大家是否發現只要接近 921地震時，常常都會有

強烈地震的發生，如近期 9/17關山的六.四級地震、9/18池上六.八級地震，也

都造成房屋、鐵路、公路及學校建築物的毀損。所以加強演練，我們才能熟

練。了解遭遇災害時的處理程序，才能確保生命及財產的安全。 

 

只要是 100人以上的機關或團體，就會成立民防團。羅東高工也由校內教職員

工及而年滿 16歲以上的編組學生成立羅工防護團。另外未納校內的青年，也會

編組返鄉名冊，支援各項災後或戰後復原工作。而地震發生時，也會伴隨著不

同的災害發生，例如：火災、海嘯等。而歹徒入侵校園，更是平常新聞事件，

今天都會示範演練。 

 

狀況：人員受傷救護 

地震逃生時，因物品、建築物掉落，容易導致人員受傷。所以在集合時，應清

點人數，更應該回報人員健康狀況；而學校也會成立醫療救護站，針對傷患進

行檢傷分類外，也由校護老師進行傷口包紮、緊急救護。並向 119通報，完成

傷患後送作業。請看示範！ 

而在此時，老師及學生也應該關懷身體及心理較弱勢的同學，避免因為劇烈地

震災害，導致難以承受的壓力，而有後續的狀況。 

 

狀況：火災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9C%87%E6%BA%90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A%AE%E6%B0%8F%E8%A6%8F%E6%A8%A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BD%B9%E9%9B%A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BD%B9%E9%9B%A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88%B0%E5%BE%8C%E6%99%82%E6%9C%9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88%B0%E5%BE%8C%E6%99%82%E6%9C%9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8%87%AA%E7%84%B6%E7%81%BD%E5%AE%B3%E5%88%97%E8%A1%A8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A3%A9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A0%A4%E9%98%B2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B6%AD%E7%94%9F%E7%AE%A1%E7%B7%9A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9%86%AB%E9%99%A2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AD%B8%E6%A0%A1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B1%B1%E5%B4%A9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9C%9F%E5%A3%A4%E6%B6%B2%E5%8C%96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7%BA%E7%81%A3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9%90%B5%E8%B7%AF%E7%AE%A1%E7%90%86%E5%B1%80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9%90%B5%E8%B7%AF%E7%AE%A1%E7%90%86%E5%B1%80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5%AE%A2%E9%8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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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樓發生火警狀況如下： 

樓梯間未見煙霧，即可繼續往下往外逃生；②樓梯間往下逃生時發現煙霧，應

改採水平方向尋找其它逃生避難路線。③濃湮中採低姿勢爬行：火場中產生的

濃煙將瀰漫整個空間，由於熱空氣上升的作用，大量的濃煙將飄浮在上層，因

此在火場中離地面 30公分以下的地方應還有空氣存在。④如果發現門外已有大

量濃煙時，則緊閉門口，塞住門縫，防止煙流進來，並設法告知外面的人至易

於獲救處待命。 

二、目前人員均已撤離並疏散完畢，而大樓悶燒造成煙霧不斷發生，民防團滅

火班發現火源後，立即派員滅火，滅火器操作方式：拉(插梢)→瞄(火源)→壓

(把柄)→掃(向火源左右噴灑)步驟，完成火源撲滅。請看示範！ 

 

狀況：歹徒入侵校園 

校園圍牆因地震破壞導致攤塌，而校外人士趁機而入。校內同學實施災後打掃

清潔時，有 2名校外人士，手持球棒威脅勒索該生交付錢財。此時有同學發現

後，向教官室通報，教官除向 110警察報案外，更立即派教官或校安人員趕赴

現場，疏散圍觀同學，安撫歹徒情緒，確保學生安全。隨後由警察到達校園，

解救人質並將歹徒帶離校園。事後加派警力巡邏，維護全校師生安全，請看示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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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羅東高工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 

 

情境：搖晃劇烈、站立不穩，行動困難，幾乎所有學生會感到驚嚇恐慌、高處

物品掉落，傢俱、書櫃移位、搖晃，甚或翻倒。 

一、學生在教室或其他室內：(如圖書館、樂育堂、社團教室及合作社等)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就地避難的最重要原則就是先快速判斷是否有掉落物及倒塌物品，進

而優先保護頭頸部及身體。避難地點例如： 

(1)桌子或堅固的物品下方（桌子物件若可能造成傷害則不宜，例如：玻

璃桌面）。 

(2)牆角，要確認上方懸掛物品是否可能墜落、是否有玻璃窗可能爆裂等

危險狀況。 

2.避免選擇之地點： 

(1)玻璃窗旁。 

(2)電燈、吊扇、投影機等易墜落物之下方。 

(3)未經固定的書櫃、掃地櫃、電視、蒸便當箱、冰箱或飲水機旁或貨物

櫃旁（下）。 

(4)黑板、公布欄下。 

3.遵循地震避難掩護三要領：趴下、掩護、穩住，直到地震搖晃結束；

若使用輪椅、助行器輔具者，應以鎖住、掩護、穩住，直到地震搖晃

結束。 

4.躲在桌下時，應盡可能趴下，壓低頭部，優先保護頭頸部，且雙手握

住桌腳以桌子掩護，並穩住身體及桌子。到任何空間都要養成習慣，

快速瀏覽地震發生時可能的保護屏障，避免電燈、吊扇或天花板、水

泥碎片等掉落造成傷害。 

（二）當地震稍歇時，應聽從師長指示，依平時規劃疏散路線，怏速疏散。注

意事項如下： 

1.應依規劃路線疏散。疏散時可用具備「緩衝」保護功能的物品保護頭

頸部(例如：較輕的書包、軟墊、墊板反折形成緩衝等)；若學生行走

仍需要牽手或老師引導，則建議可用頭套或頭盔等輔助器材。 

2.災時需冷靜應變，才能有效疏散，遵守「三不原則」：不推、不跑、

不語。大聲喧嘩、跑步，易引起慌亂、推擠，因而造成意外。若學生

面對突發事件有所恐懼或慌張，因而有放聲大哭或突然言語不止等壓

力行為，老師仍應盡可能引導學生疏散。 

3.避難疏散路線規劃，應避開修建中或老舊建物或走廊，並考量學生同

時疏散流量，務必使疏散動線順暢；另外，要特別留意低年級及特殊

需求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等）之避難疏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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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抵達安全地點（操場或其他地點）後，教職員工生均應確實點名，確

保所有人員皆已至安全地點，並安撫情緒；若有人員未到（或受

傷），應盡速執行相關應變任務。 

二、特別注意事項： 

（一）低年級學生、特教班或資源班學生應由專人引導或由鄰近老師負責帶

領；特殊教育學校得視需求規劃等待救援點。 

（二）在實驗室、實驗工廠或廚房，應立即保護頭頸部，遠離火源或化學藥

品，尋找安全的掩護位置，並依地震避難掩護要領就地避難，俟地震

稍歇後關閉火源、電源，進行疏散避難。如果正在火源、電源旁，應

順手關閉火源或電源，再行就地避難；如果不在順手範圍，應先就地

避難，優先保護自身安全。 

（三）如在大型體育館、演講廳或視聽教室，應先注意是否有掉落物，於座

位就地掩蔽並保護頭頸部，搖晃停止後再行疏散。 

（四）在建築物內需以具備緩衝效果之物品（如：防災頭套或書包）保護頭

頸部保護頭頸部；當離開建築物到空曠地後，若已無墜落致傷之可

能，則不需再特別掩護。 

（五）地震大力搖晃時，移動可能導致跌倒，毋須特別前往開門與關閉燈具

電源；地震稍歇且啟動疏散時，應記得關閉使用中之電源。 

三、學生在室外： 

（一）保持冷靜，立即就地避難。 

1.在走廊，應立即趴下，保護頭頸部，並注意是否有掉落物，當地震稍

歇，可行動時應立即疏散至空地，或避難疏散地點。 

2.在操場，應立即趴下，避開籃球架，當地震稍歇，可行動時應立即疏

散至空地，或避難疏散地點。 

3.千萬不要觸及掉落的電線。 

（二）抵達操場（或其他安全疏散地點）後，各班導師應確實點名，確保每

位同學皆已至安全地點，並安撫學生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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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羅東高工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各區域引導人員 

管理人 各建築責任者(委員) 
引導員 

場 所 職  稱 姓 名 

職稱：總務主任 

姓名：黃雲春 

A 敬業樓 
職稱：實習主任 

姓名：游宇聖 

B1F 建築科主任 

建築科技士 

授課教師 

吳晨生 

許宏榮 1F 

2F 

3F 

4F 電機科主任 

電機科技士 

授課教師 

徐心詳 

蔡來旺 
5F 

B 樂群樓 
職稱：實習主任 

姓名：游宇聖 

1F 機械科主任 

機械科技士 

授課教師 

林仲准 

楊克文 2F 

3F 

4F 

製圖科主任 

製圖科技士 

授課教師 

謝偉迪 

張俊龍 

5F 

電子科主任 

電子科技士 

授課教師 

高丁仁 

劉秀美 

6F 

資訊科主任 

資訊科技士 

授課教師 

沈明祥 

廖春禎 

C 汽車大樓 
職稱：汽車科主任 

姓名：陳玉麟 

1F 汽車科主任 

汽車科技士 

授課教師 

陳玉麟 

葉哲麟 2F 

3F 

D 昌明樓 
職稱：教務主任 

姓名：黃雲春 

B1F 註冊組長 趙文聖 

1F 教學組長 林慧欣 

2F 圖書館主任 紀銘華 

3F 輔導主任 呂宿菁 

4F 輔導教師 呂  萱 

E 格致樓 
職稱：設備組長 

姓名：許保強 

1F 技 士 林添裕 

2F 授課教師  

3F 授課教師  

4F 授課教師  

F 游藝樓 
職稱：學務主任 

姓名：廖錫堅 

1F 訓育組長 魏牧民 

2F 活動組長 李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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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 幹 事 范欣怡 

G 勤學樓 
職稱：主任教官 

姓名：林博謙 

1F 生輔組長 蘇正仁 

2F 教官 潘建勳 

3F 校安人員 林季庠 

4F 校安人員 游于萱 

H 樂育堂 
職稱：體運組長 

姓名：楊瑞耀 
全部 體育組長 楊瑞耀 

I 至善樓 
職稱：秘書 

姓名：林建明 

1F 庶務組長 游素蜜 

2F 技  士 張勝一 

3F 技 佐 黃文傑 

J 進修學校

大樓 

職稱：進校主任 

姓名：蔡明諭 

1F 特教組長 操雅瑄 

2F 進修教務組 張龍吟 

3F 幹 事 潘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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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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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羅東高工災害潛勢與狀況模擬 

根據「宜蘭縣冬山鄉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實施自然環境的分析，宜蘭縣

冬山鄉的災害大致可分為五大類型，風 災、水災、地震、海嘯與坡地災

害。觀察歷年災害數據，本校有風、水、地震的影響紀錄。 

宜蘭縣降雨集中在 8~12 月秋冬季，伴隨著颱風及東北季風容易有強降

雨， 冬山鄉以平地居多再加上有冬山河與羅東溪經過，其中本校位於羅

東溪流旁，易受河水氾濫及淹水， 如遇颱風及強降雨時是首要注意的。 

狀況：日降雨量 600米時，東北村落武淵村、補城村、三奇村、珍珠村、

群英村淹水深度約 2.5～3公尺；西北方廣安村、廣興村及大雨影響，淹

水深度高達 2.5～3.5公尺。另因地震時導致堤防潰堤引發河水氾濫，導

致淹水深度超過 3.5公尺。宜蘭縣政府宣導停班停課，校安中心廣播：因

大雨及河水氾濫，請於低處的師長往高樓層逃生及移動，並靜待消防及國

軍救援。 

 

 

 

 

 

 

 

 

 

 

 

 

 

冬山鄉 600 毫米淹水潛勢與歷史災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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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績優學校自評表 

項次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配分 小計 得分 

1 計畫作業 

1-1  校園演練計畫內容是否依上級計畫及
校園屬性擬定（區分普通型、技術型、綜
合型高中等）（1 分），應撰擬權責區分
及工作演練日程管制規畫。（1 分）。 

《說明：不同類型學校權責區分及各場地
演練規畫應有區別，為有效工作推展，各
校應有工作日程管制表》 

2 

10  

1-2  計畫是會由校長或權責主管核定 

《說明：校長為學校推動校務之領導統衘
決策者，防災演練屬全校教職員生參與及
推動之事務理應由校長關注親核》 

2 

1-3  計畫是否會辦相關處室【如總務處、
教務處、輔導室（資源班或特殊生需
求）、人事室（教職員演練）等】 

《說明：國家防災日各級學校地震避難掩
護演練乃屬災防法、民防法範疇，本應含
括全校教職員生之學校防護團演練，另學
校設施、設備安全檢整屬總務處主責；注
意事項特別提醒協助引導資源班及特殊生
等》 

1 

1-4  計畫附件之完整及適切性：演練腳本
-各場地（2 分）、疏散路線圖（1 分）、
全校教職員生演練或防護團編組表（1
分） 

《說明：本署計畫實施方式重點規劃事
項》 

4 

1-5  計畫內容及腳本明確規畫複合式災害
演練（1 分） 

《說明：本署計畫實施方式重點規劃事項
—結合各校災害潛勢因素、外力入侵等狀
況，於正式演練日實施綜合演練》 

1 

2 
器材及設施
檢視整備 

2-1  由總處務主導或會同總處務等相關編
組人員共同實施各項器材及設施檢視整備
情形相片佐證（應完成即時警報軟體、設
備測試、教室書櫃懸掛物固定、疏散路線
障礙清除等檢整工作） 
《說明：學校設施、設備安全檢整屬總務
處主責彙整》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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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績優學校自評表 

項次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配分 小計 得分 

2-2  檢整項目總表及其他書面佐證資料
（檢附總務處之環境安全檢查表） 

《說明：檢整項目總表可由各校依現況調
製，俾利審核檢驗成效》 

2 

2-3  檢查及修繕建議，應簽請權責長官簽
核。 

《說明：簽請校長核示，確保檢整缺失及
問題可獲得改善及修繕。》 

1 

3 
演練程序 

公告宣導 

「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流程及注意事項」及
「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宣導
運用情形 

3-1  利用班長集合宣導及要求張貼於教室
公佈欄請同學閱覽有相片佐證者 

2 

5  3-2  上述資訊，運用學校網頁公告及點閱
宣導成效，有網址可供查證者。 

2 

3-3  以「趴下、掩護、穩住」抗震保命三
步驟為重點之宣導海報張貼於學校處室公
佈欄或電子看板、或學校電視（牆）等畫
面者 

1 

4 
教職員 

宣導說明 

4-1  演練計畫於第 1 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前上傳學校網頁公告區（若有個資或私人
電話，可加密為教職員登入始可閱覽） 

2 

10  

4-2  利用期初校務會議對全校教職員實施
宣導說明及示範（以「趴下、掩護、穩
住」抗震保命三步驟為重點）之資料及照
片，並應有全景及宣導內容畫面 

3 

4-3  利用期初行政主管會議實施報告及分
工協調，並有權責長官核批之紀錄可查者 

3 

4-4  全校教職員出席率應大於（含）80%
以上（建議應有簽到冊佐證） 

2 

5 
全校學生 

宣導說明 

5-1  全校集會時機實施「地震避難掩護演
練」說明，有資料及相片佐證者 

2 

10  

5-2  利用新生始業輔導時機加強新生對防
災及學校避難逃生環境之認識，有資料及
相片佐證者 

2 

5-3  實施全校避難動作示範說明，有資料
及相片佐證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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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績優學校自評表 

項次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配分 小計 得分 

5-4  依學校特性實施各教學場地之示範說
明，有腳本及演練相片佐證者（工科型學
校請列舉實作教室類型，以利加分） 

3 

6 
實施全校性
預演演練 

6-1  完整實施全校性預演 1 次（2 分）、
2 次（3 分），有資料及重點演練項目相
片佐證者 

3 

10  

6-2  預演之避難、疏散及災害救助演練成
效公告於學校網頁以擴大宣教 

（請提供畫面及網址） 

3 

6-3  預演（或縣市觀摩演練）檢討會議召
開及會議紀錄會辦後，經權責長官簽核情
形 

（註明：檢討會召集相關處室召開，建議
可併主管會議實施） 

4 

7 

正式演練 

行事曆 

7-1  正式演練日期納入學校行事例（有校
網可供查考） 

《說明：本署計畫實施方式重點要求事
項》 

2 2  

正式演練 

演練流程 

第二階段 

（地震發生） 

7-2  演練流程第二階段（地震發生） 

運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強震即時警報軟
體】之模擬地震訊息，發布地震來襲警
報，並「說明」避難掩護（保命三步驟）
之保護頭頸部要領。 

《說明：本署計畫實施方式重點要求事
項》 

2 

8 

 

7-3  演練流程第二階段（地震發生） 

各種場地「就地避難」保護頭頸部動作之
完整性（例教職員辦公室、教室、各專業
教室等等，每一種各 1 分），至多 6 分。 

（備註：中餐教室等易引起火災之教室，
應請學生隨即關閉爐台開關，離開火源處
所，善用物品保護頭頸部） 

6  

 

正式演練 

演練流程 

第三階段 

7-4  提醒師生避免在窗戶旁；電電燈、吊
扇投影機下；未經固定之大型機器旁等安
全注意事項，有相片佐證者。 

2 

14 

 

7-5  演練流程第三階段（地震稍歇後），
再去關閉電源、火源等易引起災害之物
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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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績優學校自評表 

項次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配分 小計 得分 

（地震稍歇） 7-6  指派專人檢查逃生出口及疏散動線 2  

7-6  人員疏散時以頭套、 較輕的書包等
等，具備緩衝保護功能的物品保護頭頸部 

2  

7-7  依規劃路線疏散時之人員引導及秩序
狀況，遵守 不推、 跑不推、 跑不推、 
跑不推、 跑不語三 不原則 

2  

7-8  抵達操場（或其他安全疏散地點）後
之集合、導師或班長之人數清點、回報等
作為（有照片佐證者） 

3  

正式演練 

複合式災害
狀況演練 

7-9  結合各校災害潛勢因素、地震火警、

避難疏散等災害或外力入侵狀況，於正式

演練日實施綜合演練，有資料及相片佐證

者。（每一種狀況演練 4 分） 

12 12  

成果宣導 

7-10  演練成果上傳學校校網公告或影音

平台(youtube)，擴大宣導（點閱瀏覽）成

效者。 

4 4  

演練檢討 

7-11  正式演練檢討會議召開及會議紀錄
會辦後，經權責長官簽核情形，校長主持
或親核者 5 分；代理人主持或代批示者 3
分。 

（註明：檢討會召集相關處室召開，建議
可併主管會議實施） 

5 5  

8 成果彙整 7-12  正式演練成果完成整卷及簽核者 5 5  

合     計 100   

9 特殊事項 

9-1  各縣市示範觀摩演練學校（1 分） 

9-2  結合社區及縣市地方資源、民間團體
共同參與演練（1 分） 

9-3  學校防災演練經平面媒體：地方版
（1 分）、全國版（3 分）正向報導；新
聞媒體：地方新聞（1 分）、全國新聞（3
分）正向報導者。（至多 5 分） 

9-4  依計畫附件注意事項：編組輔導室、
特教教師及師生協助引導「資源班及特殊
需求學生避難疏散者（3 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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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績優學校自評表 

項次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配分 小計 得分 

9-5  其他特殊表現，例如參與全縣性防災
教育宣導或競賽獲獎等，足供各校參考
者，每項加 1 分，至多 2 分。（2 分） 

總     計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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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 立 羅 東 高 工 1 1 2 年 度 國 家 防 災 日 
地 震 避 難 掩 護 演 練 執 行 計 畫 時 程 管 制 表 
項

次 
工 作 項 目 完 成 日 期 備 考 

1 

辦理防護團演練，實施示範觀摩活

動，熟練要領與程序；異動教職員

銜接教育訓練。 

112年07月06日  

2 防災計畫先期推演。 112年07月29日 
 

3 
完成演練計畫及演練腳本陳校長核
定。 

112年08月5日 
 

4 

填報教育部校安中心網站預演日期
及次數，並將「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時間流程及應作為事項」及「學校
地震避難掩護應變參考程序」，公
告於學校及班級公布欄。 

112年08月10日 

 

5 完成設施及器材整備。 112年08月16日 
 

6 
新生始業輔導辦理示範觀摩、逃生
路線及就地掩護演練 

112年08月19日  

7 
利用集會加強演練計畫、程序、要
領之宣導並公布於學校網頁，完成
校內教職員先期推演。 

112年08月29日 

期初校務會議會對本次活

動編組及處室分工做最後

確認，及各處室支援人員任

務分配說明。 

8 實施預演活動。 112年08月31日 配合青年防護團演練 

9 實施預演活動。 112年09月07日 配合民防團演練 

10 
實施 1次以上預演活動，進行檢討
與修正。 

112年09月14日 召集相關處室開會檢討。 

11 學校地震避難掩護應變正式演練。 112年09月21日 
配合羅東分局、廣興消防

分隊、民防團、青年防護

團實施演練。 

12 
演練成果輯冊（含演練實況光
碟），送國教署實施評選。 

112年10月0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