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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幼兒園所除教育的工作外，也 

是一個保障幼兒人身安全的重要機

構，因此在其中學習的幼兒應使其免於

危險傷害的威脅，且能夠在安全健康的

環境下學習。 

     本研究針對目前托兒園所安全防

災現況與一旦發生重大災害時，教保人

員的急救知能進行瞭解，結果發現在安

全防災教育訓練活動方面，不論是以教

職員工、學生或家長為對象之訓練內

容，都以針對火災、地震之防災訓練最

多。在防災圖書方面，主要仍以火災

68.9％，地震 63.9％，急救 56.8％為

主。在危機處理措施與計畫情形方面， 

共有 241 所園所（71.5％）表示設有安

全防災任務編組。有關安全防災計畫流

程方面，有 243 所園所（74.1％）表示

校內有安全防災計畫流程。另外，有

210 所園所（210％）表示校內有安全

防災危機手冊。至於危機處理演習活

動，共有 243 所（60.8％）表示校內有

危機處理演習活動，平均每年演習一

次。有關緊急應變與急救的知能上，作

答之平均正確率偏低，只有 53％。尤

其不同傷患應採取的急救姿勢、急救傷

口處理及人工呼吸方法、嚴重灼傷的處

理答對率皆過低，在 15-30％之間。 

二、緣由與目的 

要提供幼兒一個遠離危害、安全健

康的環境，使其平安快樂的長大，並不

是一蹴可及的事，也不是片面的努力就

可以達成，而是要全面的關注與持續的

行動，以解除危機，達到防患未然的功

效。依照中華民國兒童福利法第一章第

四條的規定：各級政府及公私立兒童福

利機構處理兒童相關事務時，應以兒童

的最佳利益為優先考慮。有關兒童之保

護與救助應優先受理，可見我國政府對

幼兒安全的重視。目前隨著社會經濟及

家庭結構的改變，全國托兒園所收托的

幼兒數已達數五十多萬人，托兒園所除

教育的工作外，目前也是一個保障幼兒

人身安全的重要機構，因此應該讓幼兒

免於危險傷害的威脅，且能夠在安全健

康的環境下學習。但不幸的事，根據許

多研究指出，幼兒傷害在園所內發生的

種類與頻率並不低，這讓園所或照顧幼

兒的教保人員無非是一種打擊。由此可

見，園所的安全防災工作不但艱鉅且不

容輕忽。也鑑於此，本研究欲探討目前

托兒園所安全防災現況與一旦發生重

大災害時，教保人員對急救的知能，期

使幼兒保護工作能更落實與完善。 

本研究探討的內容包括： 

（一）托兒園所實施安全防災教育訓練



 
 
 
 
 
 
 
 
 
 
 
 

     

之現況。 

（二）托兒園所目前所具備的安全防災

相關教學資源。 

（三）托兒園所的危機處理措施與計畫

情形。 

（四）托兒園所災害應變與急救知能。 

 

三、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進行，問卷經

由專家進行效度測驗及預試，再經過

信度測量後始正式使用。研究對象以

全國教保單位為母群體，經系統分層

抽樣後於 92年 6-9 月間進行調查，

共計發出 480 份，得有效問卷 396

份，回收率 82.5％。經 SAS 統計分

析，所得結果說明如下： 

（一）安全防災教育訓練活動方面 

以教職員工為對象之訓練內容，以

針對火災之防災訓練最多，共 296 人

次，佔 74.7％，其次為地震 242 人次，

佔 61.1％，再則為急救 189 人次（47.7

％）。至於心理復健（8.8％）、水災（7

％）、風災（3.5％）之比率甚小。防災

教育次數平均每年舉辦二次，主辦者以

園方（45％）及消防單位（26％）為主。 

    以學生為對象的訓練內容，也是以

火災及地震為主，約有 280 人次，佔

70％左右，急救則只有91人次，佔23.0

％），其於比率甚小。 

    以家長及社區民眾為對象的訓練

活動比教職員工及學生的活動來得

少，依序為地震、火災、急救。 

    由上述結果可見，安全防災教育訓

練活動多以教職員工及學生為對象，平

均每年舉辦二次，進行的訓練以火災及

地震為主，較少以其他災害為訓練主

題，主辦訓練活動單位以園方及消防單

位為主，顯示園方對防災安全教育的重

視。 

    可惜的是，其他主題的訓練活動較

少，如能加強其他災害的訓練活動，相

信更能有效增進防災訓練效果。此外，

家長與社區的訓練活動較少，也反應出

校內與校外的資訊流通有不足之情

形，如果家長及社區能共同參與安全防

災教育訓練活動，將更能使安全防災教

育落實於學生日常生活中。 

 

（二）在安全防災教學資源方面 

在教師用圖書方面，主要仍為火災

68.9％，地震 63.9％，急救 56.8％為

主，其次依序為心理復健（24％），水

災、風災同為（23.5％）。平均每一園

所之教師用防災圖書為 18 冊。 

在學生用圖書方面，與教師用圖書

相似，有關火災與地震之書籍所佔比例

一樣高（69％），其次依序為水災（41

％）、風災（38％）及其他（3％），平

均每一園所之學生用防災圖書為 32

冊。 

教師與學生所使用的防災圖書，在

災害類別上的比例相近，均以火災與地

震占最大部分，其次為急救、水災及風

災。學生用的防災圖書冊數較教師多，

反應出園方對學生災害圖書的重視，如

能增加教師的圖書資源，相信更能間接

增進學生的防災知識。 
    在教師用教具方面，火災相關教具

所佔比例較高（48％），其次為地震（38

％），風災與水災一樣多（14％），其他

（3％）較少。在學生用教具方面，地

震相關教具所佔比例較高（24％），其

次為火災（21％）、水災（7％）、風災

（3％）及其他（3％）均較少。由此可

見，教師用教具與學生用教具均以火災



 
 
 
 
 
 
 
 
 
 
 
 

     

及地震為主。相較於教師，學生用教具

較少。在幼兒學習過程中，由於認知發

展之階段仍處於前運思期，知識的學習

十分依賴實際操作之經驗，因此有適合

的學生教具供學生操作，直接由做中

學，對安全防災知能之建立應更為有

效。當然任何教學中，最重要的莫過於

安全，學生在操作教具時，需有老師在

旁指導監督，始能有效避免錯誤操作所

導致的意外事件。 

 

（三）在危機處理措施與計畫情形方面 

安全防災任務編組，在填答問卷的

園所中，共有 241 所園所（71.5％）

表示設有安全防災任務編組。危機處

理任務編組之重要性不容忽視，因為

任務編組的設立可以在危機狀況發

生時，立即進行各項救護的緊急任

務，加速解除危機、恢復環境與心理

的安寧，減少損失。建議園所應加強

危機意識，切實執行相關法規，將任

務編組設為常設性組織，以備不時之

需。 

有關安全防災計畫流程方面，有

243 所園所（74.1％）表示校內有安全

防災計畫流程，85 所園所（25.9％）

表示沒有安全防災計畫流程。 

    另外，共有 210 所園所（210％）

表示校內有安全防災危機手冊，113 所

園所（35.0％）表示沒有安全防災危機

手冊。      

至於危機處理演習活動，在填答

問卷的331所園所中，共有243所（60.8

％）表示校內有危機處理演習活動，平

均每年演習一次，88 所學校（24.2％）

表示沒有危機處理演習之活動，65 所

學校（16.4％）因不清楚園內狀況，故

未填答此問題。 

 

 

（四）教保人員對地震、火災之應變與

急救認知 

依各類緊急事件評估教保人員（以

園長或負責人為代表）之應變與急救知

識分析後發現，整體急救分數平均只有

53 分，分數過低。仔細分析各種災害

的應變能力發現，在急救原則上，有

54％的答對率；在處理傷害時應採取的

適當姿勢上，則只有 15.4％的答對

率；在急救優先順序上，大部分（80.2

％）都能答對，少部分（19.8％）答錯；

在傷口處理部分，答對的人數也很少

（31％），多數人（69％）答錯；在挫

傷、壓傷與骨折基本處理原則，有大多

的人（80％）都知道應如何處理；在人

工呼吸方法與急救 ABC 概念上，答對的

人數皆只有 20％左右；在灼傷處理

上，嚴重灼傷的處理答對率甚低，只有

13.5％；在火災逃生方面，79.6％有正

確的概念；在火災救護方面，有 67.0

％答對。 

    整體來說，此十七項有關應變與急

救的知能上，作答之平均正確率偏低。

尤其不同傷患應採取的急救姿勢、急救

傷口處理及人工呼吸方法、嚴重灼傷的

處理答對率皆過低。這顯示園長的急救

常識有待加強，尤其與救命息息相關的

基本救命術與重要的急救基本概念。因

為這不僅反映出園長們在急救時可能

出錯，更有可能是不知所措。因此未來

之安全防災教育訓練應可多加強此方

面訓練。危及孩子成長及生命的緊急狀

況隨時可能發生，當遭受意外及突然發

病時，關鍵時刻是事件發生的頭幾分

鐘，提供適當的急救措施，可使幼兒及

早獲得救援，降低傷害之影響。 



 
 
 
 
 
 
 
 
 
 
 
 

     

四、結論與建議 

根據樣本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各

園所目前平均一年舉辦 2次安全防災

教育訓練活動，對象主要為教職員工及

學生，內容則以針對火災與地震之防災

知能為主。而各園所在安全防災任務編

組的執行上亦著重在火災及地震方

面。以台灣地區歷年來的重大災害事件

來看，火災對於身家財產所造成的損失

不容小覷，921 大地震讓社會大眾了解

大自然力量的浩大，從過去經驗中大眾

認識到災害的可怕及影響，調查結果亦

印證了園長們對地震、火災的重視比其

他災害要來得多，進而影響了園方在安

全防災教育的執行重點。 

基於上列調查結果，對未來幼稚園

之安全防災教育提出以下建議： 

1.擴大訓練對象 

家長與社區的訓練活動較少，反映

出校內與校外的資訊流通有不足之情

形，訪視的過程中，園方表達了這方面

的遺憾，園方希望家長能共同參與安全

防災教育訓練，以建立親師合作觀念，

有小學部的學校更希望安全防災教育

能擴展至國小部，使安全防災教育成為

學生的必備知識。 
2.研發適當之教學資源 

各幼稚園擁有之相關圖書、教具、

教材亦以火災、地震居多，其他災害類

型圖書較少，在訪視園所的過程中，園

方亦認為災害教學資源不足，園方希望

能有可供參考的安全防災教育訓練手

冊，其內容應包括防災教學的活動流程

及注意事項、實用的教材、教案、範例

及學習單、說明防災的意義、目標、功

能及步驟、不同地點的逃生方式、防災

工具的使用、居家安全、意外預防與急

救常識、學生應具備之防災、逃生能力

以及災後的心理輔導等，使園方能提供

學生基本的安全防災要領。 

3.加強安全防災教育之內容與多

樣性 
桃芝颱風及納莉颱風重創中部地

區及北部地區，嚴重影響到幼兒的居家

安全，然而本調查結果顯示目前幼兒園

所之安全防災教育訓練中風災及水災

的訓練較少，可能在教導幼兒面對風災

及水災的應變能力上有所不足，如果未

來各園所能加強此兩項災害的安全防

災教育，必能提高幼兒對自家安全的重

視與應變能力。 

此外，在過去兩年來，921 災後心

理復健工作中累積的經驗，讓我們認識

到心理復健的重要性，孩子的語言能力

表達不如大人流暢，無法立即表達自己

的需求，間接延誤了心理復健的時機，

教保人員如能有較多的心理復健知

識，即能及時提供幼兒協助，減少創傷

經驗對幼兒的影響。 

此外，危急事件隨時都有可能發

生，園所的急救常識不足，即可能影響

一個小生命的存續與否，調查結果顯示

園長們的急救常識尚待改進，未來各園

所應重視急救知能之訓練，唯有擁有正

確的知識，才能避免遺憾的產生， 

因此，各園所應加強其他類型災害

的訓練及增加急救與心理復健方面的

內容，以期使教職員工、學生及家長等

均擁有更多的安全防災知識。 
4.危機處理計畫 

當然無論有多少萬全的防備，有時

仍無法避免意外事件的發生，而意外事

件發生時，常會出現措手不及的慌亂場

面，平日用心規劃危機處理之計畫並進

行訓練活動可以增進教職員工的危機



 
 
 
 
 
 
 
 
 
 
 
 

     

應變能力，而大幅減少意外事件的傷害

及影響。可惜本調查結果發現只有一半

園所備有危機處理計畫，未來應加強此

部分為安全防災教育政策之重點。 

在安全防災教育中，如能廣而深的

加強幼兒關於各類型災害的安全教

育，園所具備良好的安全防災知識、急

救知識及危機處理能力，必能使幼兒擁

有更完備的學習環境，有效保障幼兒安

全，使幼兒安心發展、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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