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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感智能閱讀概述 

一、基本資料 

辦理學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授課教師 羅佳羚 

教師主授科目 人文社會領域(專題研究) 

班級數 5 

學生總數 150 名學生 

二、課程概要與目標 

課程名稱 哇災!我知-重要卻鮮少人知道的防災教育知能 

報紙使用 

期數及頁數 
第 12 期，第 8  頁 文章標題 10 個最佳生存秘訣 

課程融入 

議題 

□ 性別平等教育   □ 原住民族教育   □ 生涯規劃教育   □ 多元文化教育  

□ 閱讀素養教育   □ 人權教育   □ 環境教育   □ 海洋教育   □ 科技教育  

□ 能源教育   □ 家庭教育   □ 品德教育   □ 生命教育   □ 法治教育 

□ 資訊教育   □ 安全教育   ■ 防災教育   □ 戶外教育   □ 國際教育 

□ 無特定議題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施作課堂 專題課程 施作總節數 4 節/週，共 20 節 教學對象 國民小學 3-6  年級  

1. 課程活動簡介 

    今年是九二一大地震滿 25 週年的日子。自九二一地震以來，我國在防災演練、教育及

技術方面都持續精進，因沒有人希望等到災難發生時才發現自己對防災知識與因應準備的不

足。然而，我們觀察到，雖然每年進行防災演練，大家似乎仍然不夠重視。參考一些日本防

災資料後，發現還有許多我們不熟悉的防災知識與技能，這激發了我們的好奇心。難道台灣

沒有這些資源嗎？於是，我們透過資料蒐集、深入探討及實地參訪，發現政府其實提供了許

多防災學習資源，但這些教材與網站卻少有人知或使用。 

    因此我們利用專題課程，策劃一場行動展，透過入班宣導，教導學生防災包、防災小物

製作、防災卡與防災地圖的製作等活動，讓大家從防災教育中學習到更多知識和技能。透過

策展、製作防災教育報及防災應急物品實作等活動，希望推動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培養準備防

災包、製作防災卡等習慣，並鼓勵多利用防災網站，學習應變小技巧，強化面對災害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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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程目標 

防災教育 

(1) 了解防災包的準備與習慣養成。 

(2) 學習書寫防災卡並隨身攜帶。 

(3) 學習 1-2 項防災物品製作技能（如：臨時擔架、無水馬桶、簡易三角巾等）。 

(4) 查詢住家附近的緊急避難場所等相關資訊。 

(5) 利用生活物品製作應急用具。 

美感融入 

(1) 理解策展的基本概念，包括主題設定、空間規劃與動線設計。 

(2) 學習如何分析與組織展品，使其具備故事性與吸引力。 

(3) 認識基本的平面設計原則（如構圖、字體設計、視覺層次）。 

(4) 運用適當的版面設計技巧，製作展覽海報、標誌與標題牌。 

(5) 理解資訊圖像化（Infographic）的概念，將展品內容以視覺化方式呈現。 

(6) 學習如何選擇展覽主色調，創造統一且具美感的視覺效果。 

三、執行內容與反思 

1. 課程實施照片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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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心得:（以吳同學的為例） 

   這次展覽的主題是防災，我們選擇這個主題的原因有三：第一，今年是 921 大地震

25 週年；第二，今年 0403 大地震剛發生，我們雖然順利疏散至操場，但也發現自身的

防災知識仍不足；第三，在學校的防災演練中，大家經常不夠專注，隨意應付。因此，我

們決定透過展覽提升防災意識。 

我們預料到可能會遇到一些挑戰，例如問卷未必能涵蓋全校學生，或是大家不願意承認演

練不夠認真。因此，我們做好心理準備，勇敢迎接這次挑戰。 

首先，我們查找防災相關資料，並以日本的防災經驗為參考，原因有三：第一，日本與臺

灣同處地震帶；第二，臺日曾在地震後互相援助；第三，日本在 311 大地震後推動了大

量防災資源，值得學習。我們也查詢臺灣的防災資訊，發現防災教育資訊網、行政院兒童

e 樂園、內政部消防防災館等網站都提供豐富的資源。此外，我們研究防災包，發現小北

百貨、無印良品等商家有詳細的防災包指南與販售資訊。我們也比較各地提供的防災卡版

本，包括臺中市政府、行政院、日本機構與無印良品等單位的設計。 

我們驚訝地發現，臺、日政府投入了大量防災資源，但許多人卻未善加利用，實在可惜！

因此，我們決定舉辦展覽，內容涵蓋防災包、防災卡，以及臺日防災網站的資訊。我們還

製作了一張臺灣災難事件簿，記錄歷年重大災難，提醒大家臺灣天災頻繁，應更重視防災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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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籌備展覽的過程中，我們面臨許多困難，例如：講解稿難記、參觀者提問五花八門、部

分展品不易理解等。所幸，我們克服這些挑戰，順利完成展覽，並讓大家學習到許多防災

知識。 

此外，我們發放問卷，結果讓人意外： 

多數人認為災難離生活很遙遠，平均評分僅 3.5 顆星，顯示大家低估了災害的威脅。這令

人憂心，因為缺乏防災意識會導致忽視準備工作。 

多數人對學校的防災演練缺乏信心，顯示演練可能不夠紮實，導致大家面對真實災害時無

法應對。 

多數人對防災知識不熟悉，例如：大部分人沒有準備防災包、未製作防災卡，對我們介紹

的防災網站也不熟悉。這讓我們更加確信舉辦展覽的必要性。 

這次展覽讓我學到了許多實用的防災技能，例如：如何準備防災包、如何製作防災卡、如

何運用簡單物品保護自己。這些知識未來或許能在關鍵時刻派上用場。我也深刻體會到防

災的重要性，往後學校的防災演練，我一定會更加投入，因為沒有人能預測災難何時發

生。我希望大家都能認真參與防災演練，在災害發生時才能從容應對，確保自身安全。 

展覽過程中，我發現雖然我們積極宣導，但真正認真聽的人仍然不多。我知道觀念改變需

要時間，從 921 至今 25 年，臺灣的防災準備雖有進步，但仍有許多提升空間。即使影響

有限，我仍然希望繼續推動這件事，因為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一定能讓臺灣的防災意識逐

步提升，讓更多人積極準備，減少災害帶來的傷害。 

未來，我們計畫到各班宣導，並協助學校老師申請防災教育活動，預計在低年級與中年級

各舉辦五場，讓學弟妹更早建立防災觀念。我們還將參與親子天下永續攤位，向社會大眾

推廣防災知識，希望喚起大家的重視，鼓勵自備防災包、防災卡，並多利用防災網站學習

相關知識。 

展覽結束後，學校師長也給予我們建議，未來我們將進一步優化內容，例如：每張海報挑

選三個重點詳細解說，讓參觀者更易理解並提升興趣。我們希望透過這次展覽，讓更多人

主動查詢防災資訊，進而推廣給家人與朋友，這正是我們辦展覽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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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堂流程說明 

Step 1：閱讀安妮新聞並且蒐集相關資料，並設計問卷設計調查校內親師生的防災意識與知

能 

Step 2：地震博物館實地探究 - 參觀「九二一二十五週年啟示展」及體驗館，了解地震知識

與災害防治方法。 

Step 3：反思筆記 - 返校記錄並反思，確立展覽行動的關鍵資訊。 

行動方案發想 - 發想策展方式，確認策展主題和內容。 

Step 4：展覽主視覺設計 

我們透過主要防災特展想要推廣的概念，其關鍵字，設計簡單幾何圖像，搭配色彩與排版技

巧，進行海報與邀請卡的設計。 

Step 5：行動展示箱設計 

為了能將我們的推廣內容帶著走，我們使用了木箱作為佈置的工具，將我們實作的防災應用

小物的製作步驟圖和實作成品圖展。 

Step 6：展覽主題視覺成果-展覽宣傳海報、邀請卡設計 

Step 7：平面資訊設計，排版應用、視覺化資訊的設計。 

Step 8：策展實作與口頭發表 

Step 9：蒐集參與者回饋 

Step 10：修正、調整，後續推廣。 

3. 教學觀察與反思 

1. 遇到的問題與對策 

(1) 學生對防災的重視度不高 

問題：問卷結果顯示，多數學生認為災難離生活很遙遠，導致防災意識較低。 

對策：在未來課程中，可以透過「災害情境模擬體驗」，例如 VR 模擬地震、火災或水

災場景，讓學生身歷其境，提升防災意識。 

(2) 防災演練流於形式，學生參與度低 

問題：學生對學校的防災演練缺乏信心，顯示演練可能未能讓學生真正學會應對方式。 

對策：改進防災演練方式，如：角色扮演：分組扮演受災者、救援人員，模擬應變狀

況。 



8 

 

競賽機制：設計「防災逃生挑戰賽」，讓學生在限時內完成防災包準備、避難計畫制定

等任務，以增加學習動機。 

(3) 展覽參與者專注度不足，資訊吸收效果有限 

問題： 學生發現儘管展覽內容豐富，但參觀者未必能夠專心聆聽，導致推廣效果有

限。 

對策：  

★在未來展覽中：設置互動區：透過小遊戲（如防災知識問答、應急用品選擇競賽）吸引觀眾參

與。 

★提供體驗活動：如讓參觀者親自試做「簡易防災包」、「防災地圖標記」，增加學習參與度。 

2. 未來的教學規劃 

(1) 強化社區連結，推動親子防災教育 

(2) 擴大防災教育推廣層面 

(3) 整合科技與美感設計，提升學習吸引力 

 

3.課程推廣建議 

(1) 發展「跨學科」防災課程 

結合數學（計算避難時間、物資配置）、科學（地震成因、建築抗震原理）、語文（新

聞報導與防災故事創作），讓防災教育更具整體性。 

(2) 設計「學生自主學習專案」 

(3) 與地方政府或公益團體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