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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日本大震災 



釜石市一共一千多人失蹤  
室內14所國中小共2926人，只有5人因為當天請假
沒有到學校的沒有生還，其他2921人全部安全避難。
生存率達到99.8%。被稱為釜石的奇蹟。  

釜石奇蹟 

原因是 
•中小學施行防災教育並海嘯避難演練  
•學生中學畢業前接受35小時防災教育    
  （融合在各科目中）  
•學校教職員每年需研習10小時防災教育  



 

釜石東中學校避難歷程 
•地震發生時，校長不在學校，由副校長負責 
  指揮應變。 
•14:46~14:50 地震來襲，強烈震動時間甚長，校舍劇烈搖晃  
•14:50~14:55 全校往校門外迅速移動，小學生也一起行動。  
•14:55~15:00 抵達指定避難處所，沒有危險狀況。  
•15:00~15:10 察覺附近有落石。  
•15:10~ 全員往更高的高地避難。  
•15:17~ 回頭看發現煙塵。  
•15:20~15:30 看不見在下方的釜石市，繼續往上走。  
•15:30~ 走到山路上（峠），看到下方的釜石市。  
•到高處的舊釜石中學校體育館避難。  
•校長在地震兩小時之後和全校師生會合。  



 

隔壁的鵜住居小學校  
•校長、副校長不在學校（12日午後才到甲子小學校會合）， 
  教務主任負責指揮應變  
•地震時362人中，350人在校，12人早退。  
•地震就地避難後，停電。  
•教務主任認為之後會有海嘯，以大聲公指示全校師生上三 
  樓避難。  
•隔壁東中學校開始往校外避難。  
•消防團通知大海嘯即將來襲請民眾避難的警報。  
•有學童的父親來接回五年級女生（後來死亡）。  
•東中學校學生經過學校要學生一起避難。  
•1, 2, 6年級往山的方向高處避難。  
•3, 4, 5年級往國道方向高處避難。  
•此時有數名家長來接回學童。  
•最後所有避難的師生往舊東中学校體育館移動。  



釜石東中學校隔壁的鵜住居小學校  





大川小學校  

空白的51分鐘的悲劇  



宮城縣石卷市釜谷地區釜谷山腳的大川小學校，
是東日本大震災中唯一的一所避難完全失敗的
學校。  

從2007年左右開始師生們學校體育館後面的後山種植
香菇，是課程活動的一部分。 
從學校操場跑上後山只有一百多公尺距離，時間不需
要一分鐘。 
學校也曾經進行過海嘯避難演練，往後山避難。海嘯
溯上高度並不高，往後山避難就可躲過   
但2011.03.11當天，學生卻在老師的命令下往海嘯來
襲的方向跑。結果絕大部分的師生就在一分鐘之內遇
到海嘯喪生。  





地震發生於14:46分。  
•15:14分防災無線發佈大海嘯警報由6 m提升為10 m。  
•15:25分市公所的廣播車還到學校門口廣播，海嘯 
  已經抵達松原地區，請大家趕快避難。  
•海嘯到達距離海岸的大川小學校是15:37分。  
•學校老師在15:36分才下達避難指示。  
•一分鐘後師生罹難。  



因為老師無法做出正確判斷，導致孩子的死亡，這是絕對
不可以的。 
這場官司2個最大的爭議點就在於，學校方面是否能預測海
嘯的到來，以及能否預防傷亡的產生。 

主要爭點：校方知不知道將有海嘯 

最重要的還是（相關人員）不要忘記這次事故的教訓。 



    桃園一名國小五年級女童在學校參與地震防災演
練時，奔跑下與另名同學絆倒，右臉和膝蓋大片擦傷，
女童父親不滿學校規劃失當，讓女兒受傷要負起全責，
並把女兒受傷照片提供給《蘋果》。  
    《蘋果》記者到學校實地瞭解，學校訓導主任說
明，演練在上午九時二十一分舉行，當時受傷學生的
班級是體育課全班在走廊上集合，開始避難時全班順
著後面寬敞的水泥步道往操場中央指定地點集合，在
小跑步時，女學生與另位男同學的腳互相拌到跌倒，
兩人都受傷送到醫護室擦藥。 學校主任表示，規劃上
應無問題，是單純校園意外事故，女同學擦傷面積的
確有些大，大家看了也很心疼。 
    家長到校，老師向家長說明整個過程，學校也表
示會協助處理保險及相關補助，不過家長認為不夠，
雙方認知有落差。（突發中心吳詠平／桃園報導）  





落實疏散避難演練，做好防災準備 

任何危機事件的處理目標都是 

「將傷亡和損失降低到最小」， 

無論是人員的實質傷害、人員的短期的心理傷害、
人員的名譽傷害、學校的財產損失、學校的校譽
傷害、人員長期的心理傷害。  

演練要求切合實際，不是演戲 



 

應變小組緊急應變與演練重點  
 
․應變機制啟動  
․師生安全確保（廣播、避難、疏散、清點人數）  
․防止災害擴大（現場管制、滅火、通報請求支援）  
․緊急醫療  
․通報、請求支援  
․災損調查與災害管制  
․安撫與安置（空間、水、食物，心理諮商）  
․家長聯繫  
․公共資訊與媒體  
․記錄  
․復原（災損記錄、保險理賠、檢修、環境整理）  



情境想定— 

地震災害 

上課時間地震來襲 
搖晃劇烈，站立不穩，行動困難，學生感到驚嚇恐慌， 
高處物品掉落，家具、書櫃位移、晃動甚或翻倒。 

緊急搜救與傷患救助 

學校某棟建築物結構毀損，造成1名學生頸椎受傷， 
並且受困於樓梯平台上。 

救護車後送路徑受阻 

學校北側圍牆邊磚石及樹木倒塌，堵住側門出入口， 
致使救護車後送路徑受阻。 

廚房瓦斯外洩失火 
廚房因地震劇烈搖晃，造成瓦斯管線漏氣， 
遇到火源不慎釀成火災。 



狀況處置— 







最後的校安通報與召開檢討會 













矩陣式腳本書寫 

․一人書寫完成？ 

․由指揮官召集各組組長，以兵棋推演方式： 
  1 情境設定，以議題式推演 
  2 設定災害境況，模擬實際災況及運作方式 
  3 強化災害應變小組縱向、橫向聯繫機制及 
    請求各項支援 

․重視團隊合作，每個成員都能參與 

․更能符合實際情境 



指揮官—校長 
負責工作 
  ․負責指揮、督導、協調 
  ․負責協調及主導各組災害防救運作 

各應變組織任務 
  ․應依據校園環境與災害特性、 
    學校師生狀況、教職員工人數、 
    校內外可用之防救災資源適度 
    調整各編組人力與任務、並據以 
    配置適當裝備 
  ․教育部的範本｢僅供參考｣ 

副指揮官—主任或其他指定人選 
負責工作 
  ․負責統一對外發言 
  ․通報中心受災情形、目前處置狀況等 



避難引導組—教務處、各班導師、訓導處、 
            防災志工隊避難引導班 
     
    估計有幾棟大樓，要在哪些重要路口指揮？ 
    需要多少人力？ 
 
負責工作 
  ․分配責任區，協助疏散學校教職員、學生 
    至避難所 
  ․選定一適當地點作為臨時避難地點 
  ․協助登記至避難所人員之身分、人數 
  ․設置服務站，提供協助與諮詢 
  ․協助疏散學區周遭受災民眾至避難所， 
    協助登記身分、人數  

災民協助工作應先與市政府教育局以及區公所協調 



安全防護組—總務處、警衛 
     
負責工作 
  ․維護學校災區及避難場所安全 
  ․協助設置警戒標誌及交通管制 
  ․防救災設施操作 
  ․各項救災物資之登記、造冊、保管及分配 
  ․協助發放生活物資、糧食及飲水  



搶救組—學務處 
     
負責工作 
  ․受災學校教職員及學生之搶救及搜救 
  ․清除障礙物協助逃生 
  ․強制疏散不願避難之學校教職員生 
  ․依情況支援避難引導組    

緊急救護組—健康中心、輔導室 
  
負責工作 
  ․基本急救、重傷患就醫護送 
  ․心理諮商 
  ․急救常識宣導 
  ․提供紓解壓力方法  



通報組—校安中心人員 
     
     
負責工作 
  ․對校內以廣播方式通知校方人員災害發生情形， 
    並以電話通報應變中心已疏散人數、收容地點、 
    災情及學校教職員、學生疏散避難情況 
  ․負責蒐集、評估、傳播和使用有關於災害、資源 
    與狀況發展的資訊 
  ․通報地方救災、治安、醫療等單位，並請求支援 
  ․火災發生時，任何人及通報組應通知119及校內人員 
  ․負責向家長發布災害發生相關資訊  

災情通報教育局的災害應變小組與教育部校安中心 



學校防災演練終極目標 

建立安全文化 

讓防災成為一種生活態度 

結論與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