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9學年度第2學期「複合式災害避難演練」訪視紀錄表 

項次 綜合建議 

學校1 

110.3.5 

1.當天演練時間為八點，正值學生(尤其幼兒園)到校期間，警報發布時學生及家

長紛亂，就地掩蔽動作未能落實。建議: 

(1)以後演練不要安排這種尷尬的時間。 

(2)要加強對學生跟家長的防災宣導，強調就地掩蔽的重要。 

2.當天演練進行時，點名動作未能落實，仍有部分學生姍姍來遲，加入集合隊伍

中，也未見對於教職員的清點，建議搶救組巡視校園時對於未能疏散到集合地

點的人員清點的落實。 

3.建議特教生能配發安全帽，並且在疏散時要有引導人員協助特教生疏散時經過

建物旁邊的疏散通道安全(小心磁磚跟冷氣機)。 

4.建議指揮中心準備大點名板搭配紅綠單的使用，可以讓點名效率更好。 

5.各任務組的器材裝備未攜出至集結點。 

6.任務組的安全頭盔都是橘色，建議各組用不同顏色的貼紙標示安全帽，以區分

人員組別。 

7.滅火器操作的宣導建議改為火場求生的宣導。 

8.建議指揮中心換到司令台對面，讓學生集合面對方向轉180度，這樣可以讓學

生看不到目前救護站位置也可以讓指揮中心一目了然建築物狀況跟人員動作。 

9.建議學校應該要對師生進行防災研習跟宣導，更新最新的防救災觀念。 

10.全校師生在避難演練流程及相關應變作為，皆熟悉順暢，疏散到操場的動線

規劃流暢迅速，過程中師生善用隨身物品保護頭部，遵循不推、不跑、不語，

學校在宣導複合式災害防救演練應有作為，整體訪視值得稱許。 

11.從地震發布至廣播疏散約20秒，考量幼兒園人數多且年齡小，尚未完成趴

下、掩護、穩住三步驟，建議將時間延長至約3分鐘後，再廣播地震稍歇請師

生進行疏散的動作。 

12.救護站設置位置宜選擇遠離學生視線，靠近出口，利於後送。 

13.消防滅火的操作，宜修正調整勿靠近幼兒。 

學校2 

110.3.8 

1.學生就地掩蔽動作未能落實。對於高中生來說不用強求躲到桌下，可躲在桌子

旁邊放低頭頸部，以書包保護頭頸部的掩穩的動作應該可以做得到，高中生比

較不容易強制要求，建議多柔性勸導。 

2.班級老師有配置安全帽，但是部分老師未配戴安全帽或是沒有就地掩蔽，請提

醒老師注意自身安全。 

3.只有一個樓梯要疏散多樓層學生，建議避難引導組成員可以於工作位置視情況

引導疏散學生走其他路線進行疏散。 

4.學生疏散時不要求快，只求穩定求秩序，避免推擠，建議學生於室內時可以用

書包或是用隨手可得物品保護住頭頸部。 

5.建議配置班級防災包。 

6.建議可區分各組不同顏色背心，以利快速識別。 

6.建議指揮中心準備大點名板搭配紅綠單的使用，可第一時間掌握全校人數及需

搶救資訊。 

7.建議指揮中心換到司令台對面，讓學生集合面對方向轉180度，這樣可以讓學

生看不到目前救護站位置也可以讓指揮中心一目了然建築物狀況跟人員動作。 

8.建議學校應該要對師生進行防災研習跟宣導，更新最新的防救災觀念。 

9.就地掩避動作需再要求確實性，不須特別關燈開門，建立整確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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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同棟疏散樓梯少，容易在樓梯重疊，可疏散部分，高樓層以 A 棟樓梯疏散，

同步規範在樓梯相遇的先後順序。 

11.規劃闖關方式，實際讓學生操作體，值得嘉許。 

12.預演未演示搶救組及其他各組，需落實演練過程，讓全體教職員於演練中全

員參與。 

學校3 

110.3.8 

1.部分走廊之書櫃上的書可加線固定，以防止物品掉落。 

2.各組組員若無需要，可減少進出建築物，以維人員安全。 

3.點名單建議可由導師簽名，另未到校人員可先列請假等，一般紅綠單之紅單設

計以有人員失蹤為主。 

4.地震發布時，應先引導學生立即就地掩蔽躲至桌下，俟疏散時再戴防災頭套即

可。 

5.部分班級於地震搖晃當下先行關閉電源，應先行完成就地掩避，以維自身安全

為優先。 

6.疏散時之位置可安排靠近操場更安全。 

7.貴校學區特色，大部分家長以車輛接送學生，在大規模地震之後難免有許多家

長開車來接小孩，建議貴校妥善規劃緊急事故之車輛接送相關路線或緩衝區

域。 

學校4 

110.3.9 

1.學校對於演練嚴肅看待，包括防災應變處之啟動，驗驗境況之豐富以及成員表

現出來的態度都值得肯定。 

2.演練之後有檢討及宣導，值得嘉許。 

3.學生疏散跟集合過程秩序良好。 

4.班級老師有配置安全帽，但是部分老師未配戴安全帽或是沒有就地掩蔽，請提

醒老師注意自身安全 

5.在高架橋下方集合的學生，建議移動到遠離高架橋的位置。 

6.建議指揮中心準備大點名板搭配紅綠單的使用，可以讓點名效率更好，尤其對

於紅單使用的律定請加以討論。 

7.請使用對講機進行演練(尤其搶救組任務執行)。 

8.部分班級疏散時經空中走廊疏散到操場，建議更換路線，避免經由此危險路線

進行疏散到校門口之後再經由校外圍牆到操場集合。 

9.建議學校應該要對師生進行防災研習跟宣導，更新最新的防救災觀念。 

10.在演練上的準備及過程，有很好的因地思維與方案，組織系統完善、運作順

暢、疏散井然有序，全校師生認真落實演練，值得嘉許。 

11.在部分執行細節，可再討論修正，如： 

(1)清點人數時可使用紅綠單，以利回報迅速明確。 

(2)地震發生時，老師及行政同仁均應首要保護自己，優先執行「趴下、掩

護、穩住」抗震保命三步驟。先保護自身安全，再執行後續任務。 

學校5 

110.3.9 

1.學校防災教育網頁專區請更新至最新年度資料。 

2.指揮中心地點及救護站應遠離司令台，以維安全。救護站位置應考慮救護車動

線。 

3.點名建議可由導師簽名以示負責，也可採用紅綠單以加速點名及失蹤人員搜

救。 

4.班級防災包未來可考量增購，內容物可放置飲用水等防災物品。 

5.教室內地震第一時間不必關燈及開門(部分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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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演練為找出問題，依實際狀況演練即可，不必事先穿戴背心。 

7.各任務組安全帽建議以色塊貼紙區分組別。 

8.寒假作業成果豐富，未來可考量融入防災元素，如家庭防災地圖等。 

9.可預劃若受災或學生需家長領回時停車或接送區之規劃。 

10.避難掩護： 

(1)將趴下、掩護、穩住三步驟，再內化成自然反射的行為。 

(2)部分老師仍會叮嚀學生關燈、關窗，應於地震稍歇且進行疏散時，才能實

施上述2項動作。 

(3)老師自身也要做掩避動作。 

(4)部分學生頭部未放入桌下，趴下非蹲下或坐下，需清點落實。 

11.疏散：多數班級整隊迅速(含趴下、掩護、穩住動作)，另部分班級行進間學

童音量宜再叮嚀不語原則。 

12.緊急救護：搬擔架人數建議前後左右各1人(計4人)以策安全。 

13.家庭防災卡、1991報平安留言平台宜再加強執行與檢核。 

14.整體而言行政準備積極，師生參與正向認真，是很棒的團隊。 

學校6 

110.3.11 

1.未建置學校防災教育網頁專區，請完成建置並設置於學校網站首頁以方便點

閱。 

2.建議警報採用地震速報系統聲音，使學生熟悉聲音，施放警報期間不必廣播。 

3.師生為自身安全，建議頭部盡量至桌下掩護，戶外活動的師生直接就地避難，

部分師生未加入演練，對其不公平，建議未來全部師生均須納入演練。 

4.地震發生當下，不需開門關燈，請直接趴下掩蔽，也不需開窗。主震過後隨手

關燈可防止二次火災（非必需）若有瓦斯味不可開關電源，以免爆炸。 

5.特殊生的掩蔽位置需再考量，避免在玻璃佈告欄前，建議可增加協助人員協助

行動不便的學生疏散。 

6.各組建議有防災物資箱，應變時方便攜出，班級可考量採購防災包，內置飲用

水等，以利至空曠處方便使用。 

7.部分疏散分區較近建物，各區之資訊較不易流通彙整，建議可統一至大操場集

合，方便點名與指揮官指揮。 

8.地震初期，同學掩護動作偏慢，電腦教室桌子無法掩蔽所有同學，無掩蔽物的

同學保護頭部動作不確實。 

9.疏散時，多數同學僅一隻手拿著書本護頭，應修正為雙手持書本並捲起書本增

加厚度及緩衝空間，勿緊貼頭頂。 

10.離開教室時，無需在走廊整隊，請逕自疏散。 

11.於操場集結時，為了遮陽而集結於陰影處，過於接近司令台或是校舍。另最

後集結點，建議可規劃大操場一處，避免人數的分散造成指揮官無法確切掌

握人員的狀況。 

12.人數清點仍應確實。 

13.高中生生理及心理素質數值已趨成熟，未來可考慮讓學生成為協助者之角

色，例如：CPR及AED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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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7 

110.3.12 

1.防災教育網頁專區請修正置於首頁以方便點閱。 

2.防災演練腳本建議採矩陣式，內容修正(勿要求切斷電源、開啟前後門)。 

3.校園防災地圖路線標示線段請修正。 

4.組別分工各組工作人員再確認並予以辨識，老師確實分組以期人人可投入各組

工作。 

5.1991報平安及家庭防災卡之宣導與執行再強化。 

6.疏散時，廣播、哨音使用太頻繁。 

7.疏散集合點盡量避開籃球架下、交通道路掉落物之虞地點。 

8.學生就地掩蔽動作未能落實。對於高中生來說不用強求躲到桌下，可要求躲在

桌子旁邊，放低頭頸部並以書包保護住頭頸部，高中生比較不容易強制要求，

建議多柔性勸導。 

9.班級老師未配置安全帽也沒有就地掩蔽，請提醒老師注意自身安全。 

10.學生人數眾多但是疏散通道少，導致學生擁擠於樓梯口，提醒學生疏散時不

要求快，只求穩定求秩序，避免推擠，建議學生可以用書包或是隨手可得具

備緩衝保護功能的物品保護頭頸部。 

11.建議配置班級防災包。 

12.建議指揮中心準備大點名板搭配紅綠單的使用，可以讓點名效率更好。 

13.建議學校應該要對師生進行防災研習及宣導，更新最新的防救災觀念。 

14.建議可以另針對防災應變小組的成員(教職員)進行防災演練，令其熟練演練

的流程跟分工還有路線及器材(尤其是對講機)的使用等。 

15.建議可用分區點名的方式較有效率。 

16.人員清查宜掌握出缺席人數(包含教職員)，巡查確認場域安全之後再返回。 

17.以高中學生擔任救護人員是可以的，但是請加強技能的訓練。 

18.救護組運送傷患過程，下樓梯時勿讓頭部朝下，以安撫其心理。 

19.學生緊急聯絡電話、傷患特殊需求彙整表，可放置救護組及班級存參。 

學校8 

110.3.12 

1.學校防災教育網頁專區請更新至最新年度資料。 

2.地震發生無法預測，建議工作人員可正常作息，俟警報聲響再動作。 

3.請再加強輔導學生做好就地「趴下、掩護、穩住」之動作。 

4.就地掩避時班級導師亦應做好就地掩蔽動作，以維自身安全。 

5.疏散指令之發布建議可模擬停電之狀況，如使用搖鈴、打鼓等方式。 

6.學校教室有兩支懸臂樓梯，因懸臂樓梯結構穩定度較差，且學校班級數不多，

建議可考量由中間樓梯疏散之可行性。 

7.班級人數之回報現由班長回報，建議應由導師負起班級人員之安危，可請導師

確實清點人數並填寫紅綠單回報。 

8.建議學校應有全校人員統計表，以確實掌握災時人員狀況。 

9.災後應有回報校安中心之動作。 

10.本次演練僅作就地掩避及人數清點，建議可進行複合式演練。 

11.廣播依中央速報系統告知師生實施就地掩蔽，廣播的負責同仁聲音表達非常

清晰。 

12.學校針對防災動線的標示及防災器材設置均清楚安置。 

13.防災物資與區公所結合，場地為活動中心一樓，與校舍本體連接處是二樓，

物資整備有獨立空間(一間教室大小)，存放物資均用整理箱整理，有標示日

期，並由區公所來進行更換(如：礦泉水)，其中睡袋、簡易床、整理箱、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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幟均完備。 

14.建議可區分各組不同顏色背心，以利快速識別。 

15.學生疏散時，有三個樓梯可疏散，學生數只有130人左右(9個班級)，因學生

數不多，應加快下樓(二、三樓)疏散的速度為宜，因疏散時距離操場有距

離，且會經過大樹較多的花圃區。 

16.學生已疏散下樓，未見到有巡視人員在校舍間巡邏，了解是否有學生因災害

而滯留或受傷被遺留在教室，請留意這一部分。 

學校9 

110.3.17 

1.地震災害無法預警，建議演練前請正常作息，無須事前廣播。 

2.請再加強輔導學生做好就地「趴下、掩護、穩住」等動作。 

3.就地掩避時，請教師及辦公室教職員亦應做好保護好自己的動作。 

4.建議警報發布可連接地震速報系統之聲效，疏散避難指令之發布，建議可使用

無須電力系統之設備(如：吹哨、敲鑼、打鼓等)。 

5.疏散後的點名流程是以副班長點名後，交由學生回報，建議使用紅綠單且由導

師確認簽名後回報。 

6.建議可加入1991留言平台的操作及加入回報校安中心之情境。 

7.感謝校長於演練後向全校師生進行防災宣導，加深師生防災意識。 

8.教室學生態度很好，惟就地掩避動作不確實，部分班級導師未進行就地掩避，

且先進行教室關燈之動作。 

9.疏散避難時，學生遵循不推、不語、不跑之原則，進行疏散。 

10.緊急應變小組之問題： 

(1)避難引導組先行就位。 

(2)進行人數清點回報時，未提供未到人員之姓名，統計人數後未針對未到的人

數(14員)進行後續的搜救及聯繫。 

(3)教職員工未進行人數清點回報。 

(4)演練時未見各組的應攜帶之裝備，僅有桌子、名單，無急救搶救相關器材，

無全校師生緊急連絡清冊。 

(5)各班級無緊急避難包、無人員清點單、無緊急連絡清冊。 

(6)未進行人員搜尋、未進行校園建物安全檢查、未聯繫未到校學生。 

(7)搶救組及緊急救護組人員對所需的器材不清楚。 

(8)有關教職員清點回報，負責人員(人事)，仍在辦公室。 

11.無預警演練，在進行前卻以廣播請學生返回教室，並說明即將進行防災演

練。 

12.家庭防災卡、1991報平安留言平台宜再加強執行與檢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