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中正國民中學 113學年度 

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成果報告 

一、基本資料 

活動名稱 國家防災日前校內演練 

活動時間 113.09.10 
參加人數 

師 76 生 444 

活動地點 籃球場集合地 合計    520人次 

目標 

1.提升師生的防災意識與應變能力：讓全校師生熟悉地震

發生時應採取的避難掩護措施，增加對防災的認識。 

2.確保師生的生命安全：通過演練，確保每位師生了解在地

震時如何正確避難，減少受傷風險。 

3.強化校內防災計畫的可操作性：檢驗學校的防災計畫與

流程是否能夠在真實災害情況下順利執行。 

4.提升班級防災組織的協作效率：測試校內的防災組織如

何分工合作，並加強各班班級防災避難的能力。 

5.檢查避難設施的準備狀況：事先檢視校內避難設施（如防

震桌、避難區域等）的完善程度，確保其在緊急情況下能正

常使用。 

6.提升緊急疏散的速度與秩序：讓師生在演練中實際模擬

疏散過程，測試從警報響起到到達安全區域的反應時間與

秩序維持情況。 

7.加強與外部救援機構的協同配合：透過演練與當地防災

單位或消防隊等外部機構合作，模擬災後的聯動救援措施。 

8.培養師生的應變心理素質：讓全校師生在演練中學會如

何冷靜面對災害，減少恐慌情緒，並提升應變時的判斷力。 



活動內容 

防災演練事前準備： 

1.演練計畫與流程溝通：演練前，學校制定詳細的防災演

練計畫，並與全體教師、行政人員進行溝通，確保每個人

了解演練的流程、時間安排、疏散路線及角色分配。 

2.師生防災教育與訓練： 在演練開始前，學校先對全體

師生進行防災知識教育與基本訓練，讓學生熟悉地震時正

確的掩護姿勢、避難步驟，以及安全疏散的路徑，讓演練

能有效模擬真實情況。 

3.演練物資與設備準備：準備好演練需要的物資和設備，

包括急救箱、緊急廣播系統、避難標示、避難區域設置

等，並確保所有設施在演練時可以正常使用。 

 

防災演練： 

1.地震警報響起通知：演練開始時，由校內廣播系統發出

模擬地震警報，提醒全校師生進行避難掩護動作。 

2.即刻掩護行動：全體師生在警報響起後立即就地避難，

學生應迅速躲到課桌下，雙手護住頭頸，並確保身體遠離

窗戶及可能掉落的物品。 

3.教師引導與班級安全檢查：班級教師負責指導學生的避

難動作，並檢查教室內的安全狀況，確保所有學生進行正

確的掩護姿勢。 

4.疏散至指定避難場所：地震警報解除後，全體師生有序

離開教室，依照既定的路線疏散至學校指定的空曠避難區

域-籃球場。 

5.點名確認人員安全：到達避難場所後，教師立即進行班

級點名，確認所有學生是否安全到達，並向學校防災指揮

中心報告人數。 

 

 



6.緊急醫療與受傷模擬：演練中模擬部分學生受傷的情

境，讓校內緊急醫療隊伍或外部支援單位進行簡易急救處

理，測試救援反應速度。 

7.防災指揮系統演練：由學校防災指揮中心進行指揮與調

度，模擬校內發生多點災情，指導各班級疏散，並與校外

救援單位協調合作。 

8.檢查避難設施：疏散後，檢查學校避難設施（如逃生出

口、避難通道、緊急設備）是否能順利運作，並檢討其不

足之處。 

 

防災演練事後整理和檢討： 

1.防災知識宣導：演練後由學校行政人員或相關專家進行

防災知識講解，提醒學生注意事項，如家中或外出時遇到

地震的正確應對措施。 

2.演練總結與改善建議：演練結束後，由學校進行演練成

果的總結會議，討論此次演練中發現的問題與改進空間，

並記錄作為日後演練的參考。演練效果評估與反思，檢討

各環節的執行情況，是否依照計畫進行，探討過程中出現

的問題或改善空間，為下次演練積累經驗。 

3.後續修正與防災教育強化： 根據演練中的問題，對學

校的防災計畫進行修正，確保下一次演練更加完善。同

時，針對演練中表現不佳的部分，再次加強防災教育，提

升師生應變能力。 

 



二、成果相片: 

照片一說明：地震警報響起，學生迅速避難 

 

照片二說明：地震警報響起，學生迅速避難 

 

照片三說明：師生按照預定的疏散路線，快速前往避難場所 



 

照片四說明：師生按照預定的疏散路線，快速前往避難場所 

 

 

 



照片五說明：師生已經到達學校操場等空曠避難區域，學生整齊排

隊，教師正在進行點名，確認全員安全到達 

 

照片六說明：學校緊急醫療小組正在對模擬受傷的學生進行急救處

理，展示出學校在演練中的緊急應變能力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