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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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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屆防災校園縣市及進階學校評選說明 

壹、緣起及目的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自民國 92 年開始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以下簡稱縣

市）辦理防災教育相關工作、強化轄屬各級學校校園防災教育及校園災害管理工作，並

將歷年防災教育相關研發成果落實於校園。同時，為鼓勵各縣市及各級學校重視校園環

境安全及防災教育，擬藉由第 11 屆防災校園評選活動（以下簡稱本屆）選拔積極投入參

與之優秀縣市及學校，提升全體國民防災素養，及師生防災素養及學校災害防救能力。 

貳、依據 

一、災害防救法。 

二、本部補助辦理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計畫要點。 

三、本部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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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說明。 

參、評選對象 

受本部補助 111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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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學校及人員。 

肆、評選重點 

表 1 評選重點表 

類別 評選重點 

直轄市、縣（市）

政府防災教育計畫 

1、 輔導團組織及運作量能：團員遴選及聘任、辦理團務會議、建立

分區輔導員、協助營運進階推廣案學校、盤點防救災設備、修訂

直轄市、縣（市）防災教育年度計畫及中長程計畫、防災校園建

置計畫申請表及補助經費申請表檢核及彙整、防災教育政策推動

事務。 

2、 人才培育及課程推廣：辦理全縣市各級學校防災相關培訓研習及

宣導活動、辦理輔導團團員實務工作坊及增能研習、辦理幼特教

工作研習、辦理特殊教育防災教育工作研習、協助進階推廣案學

校規劃遊學課程並落實課程。 

3、 基礎防災校園建置輔導及執行：掌握學校建置情形、辦理操作型

工作坊、到校輔導、持續追蹤學校情況。 

4、 輔導 1 所轄屬幼兒園推動基礎防災工作及防災示範演練：到校輔

導、協助輔導幼兒園完成防災校園基礎防災工作相關事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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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評選重點 

配合縣市辦理幼兒園防災教育工作研習及防災示範演練。 

5、 其他創新措施與精進作為：直轄市、縣（市）辦理無預警演練、其

他創新措施或創意推動。 

6、 成果發表展示活動：辦理跨單位防災教育推廣活動、防災校園成

果評選及展示活動。 

進階推廣案 

防災校園 

1、必要項目：所有申請學校均須完整規劃及執行防災校園諮詢指導、

知識推廣宣導及環境檢視調查事項。 

 提醒：需提供縣市內至少 2 所學校（含幼兒園）有關防災校園

建置之諮詢，及至少 2 場次知識推廣宣導。 

2、選擇項目：第一、二年學校得就下列項目擇取至少 1 項推動，申請

第三年以上學校，得以整體規劃執行；整體建置完善之申請第四年

以上學校，得以選擇選項(6)工項進行營運；原住民重點學校須額外

執行選項(5)工項。 

(1) 防災基地規劃建置：規劃防災教室或防災教育資源中心，研發防災

教具或教材，教學課程或遊學營運推廣規劃。 

 提醒：規劃、建置之後應有使用及推廣，第一年建置的學校是

否有推廣計畫；建置多年的學校應留意其營運推廣及績效。 

(2) 防災夥伴關係建立：簽訂學校與社區或鄰近學校合作協定，共同辦

理防災演練或防災宣導活動。 

 提醒：以學校的教育功能為核心，進而擴大與外部的合作。 

(3) 營運合作規劃：研擬後續共同合作策略與營運規劃。 

 提醒：依據在地特性及與社區（或鄰近學校）或輔導團之夥伴

關係。 

(4) 生活實驗室：針對學校所在區域所面臨災害之風險，透過結合產官

學資源，跨領域合作發現學校與社區所共同面臨之災害問題。 

 提醒：需討論如何解決問題及提出解決方案。 

 

(5) 融入原住民族地區或文化特色：與社區部落、協會或公所等單位共

同合作，諮詢或蒐整部落耆老及社區的傳統智慧。 

 提醒：可為教材教案、原住民族地區或文化特色防災教育基地、

防災遊學路線。 

(6) 基地營運：持續營運基地，辦理課程推廣及遊學課程活動，協助輔

導團及學校到校體驗遊學課程。 

 提醒：著重於營運方式的適宜性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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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評選方式 

本次評選區分為「進階推廣案」及「縣市政府」，以下分別說明各類之評選方式。 

一、進階推廣案 

進階推廣案辦理到校評選，不另行辦理複選。 

（一）評選方式 

1、由本部組成進階學校評選小組出席各進階推廣案學校進行評選作業。進階學校評

選小組包含中央相關部會委員 2 名、專家學者 1 名及本部業務單位人員 1 名。 

2、評選當日由校方進行簡報，內容包含「必要項目」及「選擇項目」，並以進階推廣

案選擇項目為主，尤重學校進階推廣發展特色及成效之整合。 

3、另為鼓勵防災校園持續營運，請縣市政府針對建置進階推廣案 5 年以上學校，提

報為防災種子校園資格，由評選小組依學校建置成果報告討論達成共識，必要時

得取消資格。經評選為防災種子校園則免參與評選作業。 

4、審查時間每校為 60 分鐘（不含開場介紹），包含 45 分鐘由學校自行調配簡報及課

程體驗時間、15 分鐘委員提問及回答。簡報並請於評選日前二日上傳簡報到
https://forms.gle/TZNibC6DykZWAdcB8 

（二）評選原則 

1、執行內容（80%）：包含整體性、邏輯性、合理性、執行狀況、經營及維護管理狀

況、具體回應在地環境條件、資源整合及有效利用（設施/設備、鄰近社區/學校、

公私部門/非政府組織…）等，及各項有利於彰顯學校推動特色及努力的事項。 

2、學校重視與參與程度（15%）：報告者角色、學校團隊合作及投入、內容掌握及報

告完整性。 

3、報告時間掌控度（5%）：能在時限內具體呈現內容，彰顯學校推動特色。 

（三）獎項規劃 

1、獎項之規劃原則為：參與學校總數之 1/5 為績優學校，總數之 1/3 為優選學校，其

餘為入選學校。另為鼓勵防災校園推動特色學校，增設特別獎項：教學創意獎、

合作共進獎、科技創新獎、推廣貢獻獎。 

（1）教學創意獎：結合在地特色發展系統性防災教具與教案，運用巧思提升防災

教學成效。 

（2）合作共進獎：以學校作為地區防災教育基地，擴大建構夥伴關係，共同投入

防災教育工作。 

（3）科技創新獎：科技融合領域課程，激發學習動機，優化學校防災工作。 

（4）推廣貢獻獎：整合各類資源，善用各種管道，積極推動防災教育，提升防災

意識。 

2、學校不得重複獲得「防災種子校園」、「績優、優選、入選」及「特別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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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獎項之評選結果由進階學校評選小組討論達成共識增減之，必要時得從缺。 

（四）評選時間：各校到校評選時間如下，本部得依實際狀況酌予調整。 

縣市 學校 評選日期與時間 

臺北市 臺北市市立新興國民中學 2023/3/17 10:30 

臺北市 臺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 2023/3/17 13:30 

臺北市 臺北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2023/3/17 15:30 

新北市 新北市立三芝國民中學 2023/3/10 13:30 

新北市 新北市萬里區萬里國民小學 2023/3/10 16:00 

新北市 新北市三峽區北大國民小學 2023/2/14 14:30 

新北市 新北市立錦和高級中學 2023/3/10 09:30 

新北市 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 2023/3/13 10:30 

新北市 新北市鶯歌區鳳鳴國民小學 2023/3/13 14:30 

桃園市 桃園市復興區霞雲國民小學 2023/2/14 10:30 

苗栗縣 苗栗縣獅潭鄉獅潭國民小學 2023/3/1 10:00 

苗栗縣 苗栗縣南庄鄉蓬萊國民小學 2023/3/1 13:30 

苗栗縣 苗栗縣西湖鄉西湖國民小學瑞湖分校 2023/3/2 10:00 

苗栗縣 苗栗縣苗栗市文山國民小學 2023/3/2 13:30 

臺中市 臺中市立清海國民中學 2023/2/21 16:00 

臺中市 臺中市和平區德芙蘭國民小學 2023/2/22 13:30 

彰化縣 彰化縣溪州鄉大莊國民小學 2023/2/21 10:00 

彰化縣 彰化縣大城鄉大城國民小學 2023/2/21 13:30 

南投縣 南投縣竹山鎮桶頭國民小學 2023/2/9 10:00 

南投縣 南投縣仁愛鄉法治國民小學 2023/2/24 13:30 

雲林縣 雲林縣斗南鎮石龜國民小學 2023/2/17 10:00 

嘉義市 嘉義市西區興嘉國民小學 2023/3/6 10:00 

嘉義縣 嘉義縣立中埔國民中學 2023/2/17 14:00 

臺南市 臺南市七股區光復生態實驗小學 2023/2/8 10:30 

高雄市 高雄市甲仙區小林國民小學 2023/3/6 14:30 

高雄市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 2023/3/14 10:30 

高雄市 高雄市立大仁國民中學 2023/3/14 13:30 

高雄市 高雄市立中山國民中學 2023/3/14 15:30 

屏東縣 屏東縣恆春鎮僑勇國民小學 2023/3/15 10:30 

屏東縣 屏東縣牡丹鄉高士國民小學 2023/3/15 14:00 

屏東縣 屏東縣長治鄉德協國民小學 2023/3/20 10:00 

屏東縣 屏東縣枋山鄉加祿國民小學 2023/3/20 14:00 

屏東縣 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國民小學 2023/3/21 09:30 

屏東縣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國民小學 2023/3/21 13:30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育才國民小學 2023/1/30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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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學校 評選日期與時間 

花蓮縣 花蓮縣玉里鎮松浦國民小學 2023/3/7 14:30 

臺東縣 臺東縣成功鎮信義國民小學 2023/3/8 10:00 

連江縣 連江縣莒光鄉東莒國民小學 2023/2/15 14:00 

二、縣市政府 

（一）評選方式： 

1、縣市政府皆須參與「營運領航獎」之評選，另可自由選擇是否參與其餘獎項類別。 

2、縣市政府評選將結合防災大會師活動，預計於 112 年 4 月 14 日辦理。縣市政府評

選小組包含外聘委員：共計 4 位（中央相關部會委員 2 名、專家學者 2 名），內聘

委員：共計 1 位（本部業務單位）。 

3、縣市政府評選小組到展示攤位聽取各縣市報告並依據報告內容及成果進行評分。

報告及教材教具展示說明時間為 10 分鐘，第 7 分鐘響鈴一短聲提醒，第 9 分鐘響

鈴二短聲提醒，鈴聲長按表示結束。各縣市報告順序已於 111 年 12 月 22 日團務

交流會議抽籤公告，議程暫定如下： 

序號 時間 縣市 

1 10：30-10：40 宜蘭縣 

2 10：41-10：51 新北市 

3 10：52-11：02 新竹縣 

4 11：03-11：13 臺東縣 

5 11：14-11：24 彰化縣 

6 11：25-11：35 嘉義市 

7 11：36-11：46 連江縣 

8 11：47-11：57 雲林縣 

9 13：00-13：10 基隆市 

10 13：11-13：21 新竹市 

11 13：22-13：32 澎湖縣 

12 13：33-13：43 花蓮縣 

13 13：44-13：54 臺南市 

14 13：55-14：05 苗栗縣 

15 14：06-14：16 嘉義縣 

16 14：17-14：27 金門縣 

17 14：40-14：50 桃園市 

18 14：51-15：01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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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時間 縣市 

19 15：02-15：12 臺中市 

20 15：13-15：23 屏東縣 

21 15：24-15：34 南投縣 

22 15：35-15：45 臺北市 

4、簡報內容請依據評選重點，以海報說明各項辦理重點及今年度推動成果。 

5、評選委員個別依據縣市政府成果排序名次。 

（二）獎項規劃： 

1、營運領航獎（精進輔導團組織能量及運作）：團員遴選及聘任、辦理團務會議、協

助進階推廣案學校、辦理實務工作坊、盤點防救災設備、修訂直轄市、縣（市）

防災教育年度計畫及中長程計畫、防災教育政策推動事務。 

2、人才精進獎（人才培育與課程推廣）：辦理防災相關研習及活動、提升輔導團團員

增能研習、辦理幼特教工作研習、協助進階推廣案學校規劃遊學課程並落實（含

演練）。 

3、輔導卓越獎（輔導基礎防災校園建置及執行）：掌握學校建置情形、辦理操作型工

作坊、到校輔導、持續追蹤學校情況。 

4、創新精進獎（創新及精進作為）：直轄市、縣（市）及轄屬學校執行科技應用成果、

創意推動與精進。 

5、活動推廣獎：完整規劃縣市整體性防災教育策略，串聯及整合縣市內資源，辦理

跨單位防災教育推廣活動，合作或推廣對象包含民眾、社區、跨局處單位、跨縣

市單位等。 

6、持續精進獎：落實推動教育部相關防災教育政策及防災教育輔導團團務運作成長 

幅度最多。 

7、上述獎項總數量以提報參與評選之縣市政府數量 1/2 為原則，各獎項之前後順位

無涉表現優劣之先後次序，評選結果由評選小組討論達成共識增減之，必要時得

從缺。 

（三）注意事項：因縣市政府皆須參與「營運領航獎」之評選，故皆須準備說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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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獎勵方式 

類別 獎項 獎勵 

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 

營運領航獎 

人才精進獎 

輔導卓越獎 

科技創新獎 

活動推廣獎 

持續精進獎 

1、經核定獲獎之縣市政府，由教育部公開表揚，並

頒發獎狀。 

2、現職公教人員者及輔導團團員，建請直轄市、縣

（市）政府予以敘獎，建議小功 1 支。 

進階推廣案 

績優學校 

優選學校 

入選學校 

1、經核定獲選「防災校園績優、優選及入選學校」之

學校，由教育部公開表揚，並頒發獎狀。 

2、現職公教人員者，建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予以

敘獎，建議績優學校嘉獎 2 支以上或小功 1 支、

優選學校嘉獎 2 支、入選及佳作學校嘉獎 1 支。 

防災種子學校 

教學創意獎 

合作共進獎 

科技創新獎 

推廣貢獻獎 

1、經核定獲獎之學校，由教育部公開表揚，並頒發

獎狀。 

2、本獎項等同績優學校獎勵。 

3、現職公教人員者，建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予以

敘獎，建議嘉獎 2 支以上或小功 1 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