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主題：105年防災種子教師研習教案 

活動目標： 

一、從演講、現場毀壞教室參觀、動手做，來認識地震引發之土壤液化現象、建築的基本架構，推

展到耐震工法的介紹等活動。 

二、培養防災種子教師，建立教師正確的減災觀念與知識，進而教育學童，並延伸至家庭，達到推

廣效果。 

三、藉由動手做活動，實際操作蓋房子，更容易理解耐震建築的工法，可應用於教學。 

 

學習者能力分析： 

一、教學課程中，經由授課接觸到地震工程的基本知識。 

二、從日常生活所遇到的經驗中，直接了解地震的成因、結果，以及可能衍生的二次災害，而本單

元以防災為出發點，串接地震後的各種狀況，透過 DIY活動強調建築安全的重要性，同時認識

土壤液化現象與房屋補強加固工法，瞭解如何與地震和平共存問題，學習尊重自然。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與其注意事項 教學時間 

活動開始 

 引言介紹活動時程  10分 

活動一、認識土壤液化 

     透過講座了解地震引發之土壤液化現象。 

(一) 眼到、心到 活動開頭透過簡報呈現液化災

害照片，讓與會者感同身受，引

起其興趣及動機，再說明定義並

帶入發生成因。 

知識/情意 1.3小時 

活動二、從認識土壤液化到如何解決已發生之狀況，及如何面對可能的威脅 

(一) 什麼是土壤

液化？ 

(二) 土壤液化的

對策 

(三) 面對液化 

1. 透過簡報介紹土壤液化發生

成因。 

2. 若產生液化現象，如何處理? 

3. 帶入土壤液化其實是天然的

保險絲等觀念。 

知識 1.5小時 

活動三、介紹建築結構 

(一) 地震如何毀

壞建築？ 

(二) 建築如何耐

震？ 

1. 介紹地震發生成因及講解建

物毀損照片。 

2. 說明一般房屋結構，及耐震

補強方法。 

知識/情意 

 

1小時 

活動四、動手做不倒屋 

(一) 分組製作不

倒屋 

(二) 耐震測試 

 

1. 利用日常可見的簡單材料製

作不倒屋。透過 DIY活動瞭

解設置補強構件。 

2. 實際測試耐震強度，觀察房

屋受損情況。 

技能/情意 

(分 20組進行) 

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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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五、現場觀察時間 

(一) 實際參觀毀

壞教室及地

震工程教育

館 

1. 結合以上課程，實際觀察地

震受損建築，及補強後的教

室。 

2. 藉由動手操作展品，更瞭解

與應用課程上所學。 

知識/情意 1小時 

 

教學活動準備： 

講師： 

一、記錄土壤液化發生區域，準備相關研究資料，進行簡報內容設計。 

二、搜尋地震造成建築毀壞影像資料，進行簡報內容設計。 

三、準備教學器材： 

電腦、單槍投影機、雷射筆、投影幕、DV 攝影機、連接線…。 

四、準備不倒屋的樣本及材料包（紙板、義大利麵、環保黏土、絕緣膠布、剪刀等）。 

 

教學主題 防災種子教師研習課程 教學時數 7小時 

施教對象 全國各級學校教師 (每次 60人) 設計者 李佳蓉 

教學者 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黃俊鴻教授 

921地震教育園區王哲夫副研究員 

設計日期 民國 105年 6月 

教學地點 921地震教育園區 施教方法 教學、實作、現場實察 

教

學

理

念 

921地震教育園區，是保留倒塌的光復國中再利用的場域，具有難得一見的

地震活教材，為了推廣防災教育，因此特別設計「防災種子教師研習」課程，

希望藉由課程的設計、學者專家的詳細介紹，親自體驗接觸並認識地震的二

次災害，進而結合應用於教學，繼續推動正確的防災觀念。 

教

學

目

的 
一、認知（Cognitive Domain）：認知型知識是對知識、概念、原理、及其應

用，和問題解決能力的學習，主要特徵是知識的獲得與應用。 

二、情意（態度）(Affective Domain)：態度是指對外界刺激肯定或否定的心

理反應，如喜歡、厭惡等，進而影響在行為上所採取的行動。 

三、技能（Psychomotor Domain）：動作技巧是一種習得的能力，以此為基

礎的行為的結果表現為身體動作的迅速、精確、力量或連貫等方面。 

四、從平日都會遭遇到的地震災害切入，為確保生命財產，必須瞭解地震，

進而知道如何減災，由此推展出耐震、土壤液化、防災等相關活動。 

五、從認識地震造成的災害，反推安全建築的重要性，培養正確的觀念。 



對

應

之

課

綱

指

標

或

目

標 

一、自然與生活科技：  

1-1-5-3 養成注意周邊訊息做適切反應的習慣。 

1-2-2-3 瞭解即使情況一樣，所得的結果未必相同，並察覺導致此種結果的 

       原因。 

1-3-1-1 能依規劃的實驗步驟來執行操作。 

1-3-1-2 察覺一個問題或事件，常可由不同的角度來觀察而看出不同的特徵。 

1-3-4-1 能由一些不同來源的資料，整理出一個整體性的看法。  

1-3-4-2 辨識出資料的特徵及通則性並做詮釋。 

1-3-5-4 願意與同儕相互溝通，共享活動的樂趣。  

1-4-1-1能由不同的角度或方法做觀察。 

1-4-4-4能執行實驗，依結果去批判或瞭解概念、理論、模型的適用性。 

1-4-5-6善用網路資源與人分享資訊。 

2-1-3-1 觀察現象的改變(如天氣變化、物體狀態的改變)，察覺現象的改變 

必有其原因。 

2-1-3-2 製作各種不同的玩具，體會「力」有多種，力可使物體動起來， 

或使物體振動發出聲音。 

2-3-1-1 提出問題、研商處理問題的策略、學習操控變因、觀察事象的變化 

       並推測可能的因果關係。學習資料整理、設計表格、圖表來表示資 

       料。學習由變量與應變量之間相應的情形，提出假設或做出合理的 

       解釋。 

2-3-5-3瞭解力的大小可由形變或運動狀態改變的程度來度量。 

2-3-6-2認識房屋的結構與材料。 

2-4-6-1 由「力」的觀點看到交互作用所引發物體運動的改變。 

2-4-8-7認識房屋的基本結構、維生系統及安全設計。 

3-1-0-2 相信每個人只要能細心觀察，常可有新奇的發現。  

3-4-0-4 察覺科學的產生過程雖然嚴謹，但是卻可能因為新的現象被發現或    

       新的觀察角度改變而有不同的詮釋。  

5-2-1-1 相信細心的觀察和多一層的詢問，常會有許多的新發現。 

5-2-1-3 對科學及科學學習的價值，持正向態度。 

6-1-2-3學習如何分配工作，如何與人合作完成一件事。 

6-2-2-2養成運用相關器材、設備來完成自己構想作品的習慣。 

6-2-3-1養成主動參與工作的習慣。 

6-3-3-1 能規劃、組織探討活動。  

7-3-0-1 察覺運用實驗或科學的知識，可推測可能發生的事。 

8-4-0-6 執行製作過程中及完成後的機能測試與調整。 

二、社會學習領域 

1-1-1辨識地點、位置、方向，並能運用模型代表實物。 

1-3-1列舉地方或區域環境變遷所引發的環境破壞，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2-1-1 瞭解住家及學校附近環境的變遷。 

4-1-1藉由接近自然，進而關懷自然與生命。 

三、環境教育 

1-1-1 能運用五官觀察、探究環境中的事物。 

3-3-1 關切人類行為對環境的衝擊，進而建立環境友善的生活與消費觀念。 

5-2-1 能具有參與調查與解決生活周遭環境問題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