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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英雄大特寫 

新化區𦰡拔國小校長洪國展，身兼市政府教育局校園防災

教育輔導團總召集人，深刻體認推廣校園防災的重要性，

防災從小做起，潛移默化影響學生一輩子 

校園防災教育是全民防災教育與宣導最重要的一環，依災害防

救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為減少災害發生或防止災害擴大，各級政

府應依權責實施災害防救教育、訓練及觀念宣導」。因此；校園防災

教育的目的，藉由教育學習的過

程，讓學生從小學習到災害發生

前的預防、災害發生時的應變及

災害發生後的處理與重建之正確

知識，培養學生正面積極的防災

態度與價值觀，並能以實際行動

參與、預防、解決災害問題，以減少災害所帶來的精神和物質上的

損失。臺南市所轄各級學校(國小、國中及完全高中)合計 271所，

市政府教育局每年訂定函頒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暨幼兒園年度災

害防救管理暨防災教育實施計畫，據以執行。期能強化師生對災害

防救應變能力，培養具有環境與防災素養的公民，提升各級學校(含

幼兒園)的防救災能力，確保校園安全以及加強對家庭防災卡之宣

導，由學(幼)生帶動家長，引導

社區提升災害防救素養，最終目

標建構韌性防災校園。 

校園防災教育的推動是持續

性、全面性、滾動走動式而非靜

止，新的防災觀念「自助、互助、公助」主張將「防災」變成生活

中的一部份，鼓勵將正確防災觀念從校園走入家庭、帶動社區達到

全民防災教育的實施。然而校園防災教育的推廣是永續發展，無法

收到立竿見影之效，更不容易量化評估，校園防災教育推動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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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背後最大的動力就是身為一校之長的前瞻思維、熱忱活力、

領導統御及依據學校災害潛勢特

性研訂妥適實施策略和強化師生

情境思考等，融入各項教育課

程，潛移默化影響學生，防災教

育是不受限的想像力，因地制宜

以活潑多元方式啟發學生，才得以將防災的核心價值及內涵深植每

位學生甚至於學生家長，本次採訪小組採訪對象無疑地符合這樣的

人格特質。 

新化區𦰡拔國小洪國展校長，除校長職務外另一個身分是兼任

臺南市防災教育輔導團總召集人，每年本市校園防災演練時常可以

看見洪校長前後留意，仔細叮嚀各個演練細節，在籌備的過程中針

對不同學校因應當地災害潛勢特性所編撰的演練腳本更是用心，符

合實務情境，謹慎關注各個環節，從災害的類型、校園建築的分布

影響學童實際避難疏散的動線，或是在校園災害應變的盲點，他經

常都能提出一針見血的建議，這

些建議獨到或實用來自於經驗，

洪校長說𦰡拔國小在辦理校園防

災演練經驗十分豐富，三次成為

全市或溪南地區校園防災演練觀

摩學校，每次的演練過程除了加

強學童、教師的防災觀念外，更讓他累積了滿滿的防災教育能量。 

「災害預防管理」逐漸成為近年顯學，也受到各界重視，學校

是傳授知識教育的空間，也需要重視校園可能災害的處置來維護校

園中每一位師生的生命安全，洪校長不斷強調，防災工作的目標就

是保護師生生命在災害發生時不受威脅，也是防災教育輔導團的核

心任務。防災校育輔導團前身為防災教育輔導小組，於民國 103年

由議題式的組織成為教育局下常設組織，防災教育輔導團肩負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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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校的防災教育，協助各級

學校檢視校園安全漏洞，藉以建

立對應的安全應變機制，透過推

動種子師資、辦理校園防災工作

坊，並強化各校防災演練模擬的

情境應對。洪校長在防災教育輔

導團中，實際參與校園防災教育

建置計畫的實際執行經驗，將每所學校作為防災推廣的點，進一步

畫成線(夥伴關係)，最後開枝散葉擴散成為面(區域)，以打造校園

防災教育的脈絡與互聯機制，讓校際之間能夠相互觀摩學習、交流

分享，在災害發生時能有正確順暢的運作模式。 

相較於教育局下轄的其他課程常設小組，防災教育輔導團並無

減課經費，參與成員多為校長、幼兒園園長或是教師主任，更邀集

外部專家顧問，從學界、搜救單位、退休資深教育人員等，這些編

組成員為無給職，無私奉獻，憑

藉對教育的熱情以及對校園防災

工作有所期待全心投入組成。配

合市政府教育局預計在 3年內協

助 271所學校完成校園災害防救

計畫，依照災害類別，分減災、

整備、應變、復原四階段，提供

各級學校依災害潛勢分析檢討及修訂校園災害防救計畫書、路線疏

散圖以及防災器具設備採購等工作。對以教育學科知識為主要任務

的學校而言，災害診斷或應變措施並非教職人員熟悉的領域，洪校

長同為教職人員，深知校務推動的困難與處境，他與輔導團成員分

組，將 271所學校分頭列管進行，每所學校從第一次到校親自與校

長、主任到承辦人溝通觀念，建構校方對於防災工作的初步認知，

並透過訪談爬梳找到校方的困難或疑惑之處，洪校長不諱言提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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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心態的建立，如何跳脫教育本位，避免將校

園防災、校園安全看作是額外多餘的工作負擔，正確認知唯有建構

校園防災機制及加強防災教育推

廣，才有校園安全，師生在校園

裡平平安安的長大，快快樂樂的

學習。 

洪校長語重心長談起校園防

災教育的推廣，由於每所學校所

面臨的災害類型不一樣，位於低窪地區或緊臨海邊易淹水的校園或

位於活動斷層周邊學校或位於土石流災害潛勢區內或學校附近有工

業區等，每所學校都必需依實際所面對的災害研擬災害應變計畫，

再透過情境演練及觀念分享，然後進一步針對各個校園的災害潛勢

協助編撰教材等。洪校長常帶著水利博士、結構土木專家到學校現

地勘查評估，例如他們就曾到白河區關子嶺的仙草國小關嶺分校針

對操場旁擋土牆作結構勘查，藉以確認邊坡是否安全，把每次的經

驗都看作是學習的機會，也累積成為輔導團的防災知識能量，洪校

長也會邀請輔導團的退休校長或

教員，適時進入學校補充校園專

業防災人力不足的缺口，一步步

協助各項防災基礎工作的完成，

如果這次無法完成使命，那就不

斷的協助，用關心取代控管、究

責，讓校園防災工作的推動是正面而非抗拒排斥，逐步實踐防災觀

念在每所學校師生中深耕萌芽茁壯。 

洪校長分享觀察臺灣的防災教育現況，仍在摸索建構階段，學

校平日校務已相當繁瑣，除正常教學外，防災與環境、生命、法

治、科技、資訊、能源、性別平等、戶外教育、國際教育、家庭教

育等，都必須透過學校管道逐一辦理各種教育宣導，讓學生認識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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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範疇及重點方向。尤其對於校園防災教育工作的推動因校而

異，防災教育面向相當多樣，涵蓋範圍廣泛，目前推動最大癥結點

在於未指定校園災害管理究由誰承辦處室與承辦人，目前多半是總

務處或學務處負責，因為總務處負責學校的建築和設施設備，學務

處負責校園安全與防災演練，所以各校就由校長自己指派主責單

位，導致事權、業務易切割不同的行政單位辦理，缺少統一、專一

固定辦理的窗口，且教職人員流動亦導致經驗傳承出現斷層。洪校

長提供在日本考察的經驗，他發現在日本的學校有編制專任的防災

人員(教頭)，負責校園防災工作的推動，工作權責專一確立，經驗

的累積與專業的培訓，是提供校

園防災工作推動最大的能量，他

洞察連結到現在政府正推廣防災

士制度，認為日本經驗可為借

鏡，或許校園也能夠慢慢建構出

類似防災士、專職防災人員的制

度，專責辦理防災工作，初步由地區的重點學校開始建置，輔導周

邊區域學校共同提升防災能量，進而逐漸落實專職校園防災士構

想。 

整體校園防災能量的提升，是洪校長接任校園防災輔導團的使

命及任務，在教育局與輔導團的推動下，校園防災漸獲各級學校重

視，然而洪校長仍不斷地思考在防災工作中如何讓𦰡拔國小走在更

前面、讓校園防災成為𦰡拔國小的辦學特色與亮點？他不斷地迸發

出相當具特色與防災效果的作法，開始思考當災害來臨且資源有限

的情況下，如何讓校園本身具備自救能量。他發揮數理教學的背

景，結合科學教育、自造教育，動手體驗科技與生活結合，打造出

可供發電的行動腳踏車、太陽能車，不僅可當作緊急時的電源供

應，也將防災意識與初階物理電學教授學童，並結合多元的發展課

程，利用校園空地種植蔬果、打造烤窯並將定期疏伐的林木當作薪



 臺南市政府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 90期，2020年/6月發行 

 

6 
 

防災英雄大特寫 

材烹製窯烤披薩，透過這些更軟性、多元的課程，鼓勵學習與創造

力，期待能將防災觀念內化落實到學童的生活中。他認為大環境一

直在改變，校園中唯一不變的原則就是保護學校師生人身安全，提

供安全校園學習環境過程中免於恐

懼，發展合適因地制宜的自我安全保

護機制。 

由於校長有定期輪調機制，洪校

長將於兩個月後離開任職八年的𦰡拔

國小，他在校務推動上以熱情積極的

態度全方位投入，有創意、有目標，

辦學成效有目共睹，受到地方鄉里父

老的肯定。尤其擔任防災教育輔導團

總召集人，常思索該如何做比較好，

親自帶頭示範，亦受到教育組織、防

災單位的認同，一起攜手打造安全的

校園環境。洪校長是市政府災害防救辦公室採訪從事校園防災工作

有具體優良績效，足為學習的典範，名副其實的「防災英雄」，期勉

洪校長將其豐富的防災經驗與能量帶到新的學校，繼續將校園防災

工作邁入新紀元，建構韌性防災校園。(災防辦公室 李尚儒 王建智 

林碧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