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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1)計畫合作之社區或機構 

蘆洲區新希望銀髮俱樂部、新希望社區關懷照顧據點 

(2)請說明該社區/機構實際需求或須解決的問題 

「居家防災安全」是國民健康署之社區健康促進重點目標之一。常見危及居家安全的災害

問題，除了火災、地震等天災以外，還包括人為因素，如：一氧化碳中毒、清掃環境被清

潔液潑濺、誤食藥物等等，而這些人禍是可以藉由「居家防災安全教育」避免發生的。故

該社區希望醫護專業團隊參與，協助加強社區居民防災的基本認識及處理，並協助社區進

行防災計畫的制定，提高民眾對防災救難判斷自信心，還可增加社區凝聚力。 

二二二二、、、、成果成果成果成果說明與分析說明與分析說明與分析說明與分析    

((((一一一一))))方案方案方案方案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請說明學生實際透過何種方法達成目標及執行情況，可另附上文書記錄、活動企劃書、影片連結等佐證資料 

準備期： 

1. 前 4-5 個月設定為「知識的準備與行前教育」，在實際與社區居民接觸前，邀請專業領

域教師或專家進行講座，利用「PBL」策略，讓學生擁有災難發生基本處理能力、各項毒

化災基本辨識能力、緊急救難活動設計等必要的能力和知識。 

2. 學生須合作規劃 2-3 場活動，並完成活動企劃書，並由教師與專家協助修正。

執行期： 

1. 舉辦「相見歡」活動交流，讓學生與社區居民互相認識，建立關係。

2. 學生在防災演習活動中進行訪談與記錄，協助制定防災流程計畫書。

3. 每次社區演習活動學生皆須拍照並完成活動記錄單，隔週完成檢討會議。

((((二二二二))))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執行成果    

請參考申請書內填寫之質量化成果預估申請書內填寫之質量化成果預估申請書內填寫之質量化成果預估申請書內填寫之質量化成果預估填寫成果，並請並請並請並請於本報告書末於本報告書末於本報告書末於本報告書末附上活動日誌記錄附上活動日誌記錄附上活動日誌記錄附上活動日誌記錄 

(1)團隊成果 

(2)社區成果 

質化說明質化說明質化說明質化說明 量化說明量化說明量化說明量化說明

1. 學生了解毒化災基本知識及處理流程。 

2. 學生獲得防災演練計畫書流程。

3. 學生增進社區團體衛教的信心能力。

4. 學生養成積極自主學習態度及能力。

1. PBL模式 五份企劃書。

2. 五份學習心得。

3. 二場講座活動。

4. 學生滿意度80%(心得反思)。

質化說明質化說明質化說明質化說明 量化說明量化說明量化說明量化說明

1. 增加社區民眾對災難發生時處理應變

自信心。

1. 社區民眾問卷回饋滿意度達80% (回

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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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區回饋分析 

民眾問卷結果或合作單位人員訪談、心得等 

新希望社區關懷協會陳站長表示： 

    以往就知道地震、火災發生可能會帶來不好的事情，但一直也沒真的準備避難用的避

難包，經過這幾次大學生來上課的活動中，家中便準備了避難包，也巡視了家中所有的清

潔劑再次確認擺放的位置，我一直以為自己已經很了解火災、地震與清潔劑，上了課才知

道原來認識的還不夠深入，推動防災的知識實在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很高興能參與到

這些課程。 

社區民眾陳奶奶表示： 

    原來漂白水是有點危險的東西，在家中很常使用漂白水，我的先生常常一用就倒出很

多，常常聞到也習慣，上過這幾堂課以後，回家馬上把漂白水放到對的地方，也跟先生分

享跟漂白水有關的上課內容，我孫子聽了也覺得我很棒，謝謝大學生來教我們這些東西。 

社區民眾林奶奶表示： 

    這課很好呀，再提醒我地震、火災發生的時候怎麼做，平常不會遇到，經過上課就提

醒了我，還有學怎麼包紮也很棒，同學都很有耐心，謝謝你們。 

2. 提高社區民眾互相認識及互助合作精

神。

三三三三、、、、學生心得學生心得學生心得學生心得與回饋與回饋與回饋與回饋    

每位學生至少 300 字 

吳 X婷(研究生)： 

   沒有動機的學習是消極且沒有方向的，當我提出問題時，學生們皆沉默以對，

不管我說什麼，大家所呈現的表情大多仍是淡漠，很多時候是我自問自答，可能是

因為對學生們來說，因為沒有足夠吸引他們的學習動機，或者也許是我無法將主題

有趣呈現，引導出他們的注意力，所以在初期時學生們給予的回饋較少；而學習中

期時，因為我有直接給予方向及要求相關資料繳交，學生們開始討論並開始有意見

提出，並能在指定時間內交出指定資料；最後一次指導時，學生們開始會主動發問

並提出不懂之處進行討論，此時回饋變多，發現學生一但有方向，其實執行力滿

分，因此，「學習動機」它直接影響學生們的學習動力，間接影響著教導者的教學動

力。 

林 X麟(研究生)： 

   經過這次教學過程及經驗後，我覺得下次對於這樣程度的學生在安排這樣的課

程活動時，可增加小組人數，讓每個人壓力減少，才放更多注意力在學習並享受團

衛的有趣及重點。小組討論雖能讓每個人發表意見，但當學生較被動時，能夠穿插

教室課堂討論吸取其他組意見及實地演練給同學觀摩，增加經驗減少緊張。提早給

學生衛教內容，讓討論更有內容，而不是只知道我們教的部分，更容易進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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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X琳(研究生)： 

   在此學程中，學期開始大學部學生對於防災知識毫無頭緒，經過提點其防災要

素與教學對象的特質，以及老師安排的課程內容，學生自行的理解並應用到社區防

災教學內容中，使得學生有充足的自主學習能力讓學理運用到所設計的教學內容

中，最後創造出活潑的教學方式與淺顯易懂的教材在社區進行教學。教學當天學生

們展現出主動分工與積極態度，進而影響不投入的學生也在最後包紮示教中做專注

的教學，讓所有參與的社區老人都能在學習防災知識的同時也學會包紮技巧，同時

也感受到大學生年輕活潑的氣息，教學課程結束，所有參與人員一同開心地拍照留

念，每位參與的老人也都是微笑的回家。因此，基本的防災知識建構應從大學生開

始，進而將防災觀念帶給其他同學或家中成員，讓防災知識能更普及化的宣導。 

陳 X婷： 

   很榮幸有這個機會可以參與社區衛教的活動，一開始計劃的時候真的非常茫

然，因為我是第一次接觸到老人衛教，而且還有與他們互動，一開始受衝擊的就是

ppt，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討論，才發現其實 ppt 不用那麼複雜，簡單就好，甚至擺一

張圖也可以，重點是講者的技巧，要講閩南語也是我們這組面臨的困境，因為都只

會講一點點，所以很害怕長者們會聽不懂。準備萬全後至衛教地點，心情真的很緊

張，有那麼多的長者看著我們，又不能讓氣氛乾掉，所以我都時常面帶微笑，一直

和身邊的爺爺說明台上的人在講的是什麼意思，在包彈繃及三角巾的時候，我也在

長者身旁教他們怎麼做才是正確的，長者看到我那麼用心，他對我說了一聲：「謝

謝！」，那一瞬間的成就感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我之前所花在這上面的心力及時

間，所有都值得了，看著長者這麼積極的參與活動及問答，之前所有的擔心也都消

失了，我也更加積極地與他們互動，很謝謝著長者們願意給我們這次學習的機會，

透過與長者的互動與對話，使我收穫許多，心裡也特別地充實。 

王 X文： 

   透過這次的活動讓我們重新再去了解一遍有關防災的相關知識，包括災難包的

準備，以前對於這方面的資訊並不普及，之後因日本地震發生才逐漸開始提倡準備

災難包，希望透過宣導這個觀念，就算以後遇到災難，也能夠降低災情。這一次在

準備簡報的過程中，原本是照我們一般方式在準備簡報，直到後來與老師、學姊討

論後，才發現對老人的簡報要改變方式呈現，如:盡量圖多為主、轉場動畫不能太多

等，若不是經過師長提醒，我們可能不會發現這個問題。更在鷺江國小衛教場次活

動的過程中，看到長者們踴躍地回答問題，心裡真的很開心，也讓我從中收穫不

少。 

郭 X雯： 

   在上這門課之前，還沒有想到會有機會親自來到蘆洲衛教老人們，在事前準備

的過程中，總會擔心老人家對我們的主題不感興趣，而讓現場的氣氛尷尬，但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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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當天，現場的長輩們不吝嗇地給予我們高度支持，也很專心的聽我們的地震防

災宣導，更願意給我們最大聲的鼓掌，都讓我們感到非常窩心，當然，若是能藉由

此次的防災宣導，幫助到老人家們注意到自己家中的危險因子，進而改善的話，也

算是功德一件了。在活動的最後，我們的三角巾實際演練也同樣的得到很好的共

鳴，當中有幾位年長者由於行動不便需要別人幫忙，在我們同學的熱情陪同下，也

順利的完成了任務，在活動圓滿結束後，我看著每位老人家都帶著微笑向我們道

謝，除了感動外，也真心祝福這群和藹的長輩們能帶著學到的知識，在未來的每一

天過得順利。 

賴 X娟： 

   這一次的團衛讓我們不僅僅是多了一些對於社區衛教的經驗，對於地震的觀念

也隨之增加。災難從來都是無法預知的，我們能做得就只有預防，而要如何使社區

長者能夠明瞭，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一開始只想到要做得詳細，卻忘了最重要的

其實是讓長者們能夠聽得懂，在幾次與老師和學姐討論的過程中，也漸漸懂得了這

個道理，看到長者們都能聽得開心，回答的踴躍，覺得很有成就感。經過這次的活

動，除了讓自己對防震及藥物安全的相關資訊更了解外，也能將自己學習到的知識

傳達給更多的人知道。第一次進行團體衛教的活動才知道很多都是需要準備的，雖

然準備的時間並不長，但和組員一起努力下，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大部分的工作。

很高興能有機會對長輩們傳達這些資訊，縱然只是簡單的介紹，不過他們在台下對

我們所傳達的內容反應也很好，這應該算是最大的收穫。從這整個活動中，我學到

根據不同的族群，傳達資訊的方式會有所不同，使用適當的方式才能將資訊完整地

傳達給他們，而不是說過就忘了。另外分工合作真的很重要，這樣才能將整個團隊

合作發揮到極致。 

陳 X忠： 

   這次的衛教經驗讓我感覺非常地特別，以往在醫院實習時，當然也衛教過許多

次，但是在醫院衛教中，遇到的可能僅僅是一位病患，或者是他們的家屬，而在社

區衛教時，我們需要面對的是一大群的長輩，這讓沒有人能夠順利使用閩南語對話

的我們這組，從一開始的準備期就緊張地擔心上台時無法完整地表達意思，讓台下

的長輩們理解我們所講的，這份緊張直到終於上台後，發現長輩們大部分都能夠聽

懂國語，才逐漸弭平，最後順利地完成了衛教。很幸運我們所碰見的爺爺奶奶們都

是非常熱情參與，且踴躍回答的長輩，雖然這些衛教資訊他們可能已經聽過很多

遍，且我們的衛教技巧更是不熟練，但在給予我們回應時，依舊抱持著耐心的態度

在聆聽，尤其是在問答的過程中，也很積極地舉手回答，這讓我覺得很感動，發現

其實衛教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從最初的迷茫，到準備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直至

最後一刻結束，不僅是心中的石頭放下了，感念的心情也隨之而來，真的很感謝這

群長輩們願意在這短短的一個小時內與我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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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照片照片照片照片錦集錦集錦集錦集 

請提供 4 張活動照片，並附上 10~15 字的文字說明 

說明：學生自主練習三角巾包紮法，再由

學姊協助指導其不足的細節。 

說明：討論報告形式和執行團體衛教的重

點以及呈現的技巧。 

說明：包紮教學及長者們回示教 說明：活動結束後大家開心大合照 

五五五五、、、、結論與結論與結論與結論與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社區防災計畫的事項相當多元，從觀念宣導、知識教導、技能訓練、評估與分

析、規劃與落實，至工程手段與非工程措施等。整體而言，大多數均強調必須藉由

民眾參與的方法，強化社區的自發意願與能力，並誘發民眾採取減災行動。此外，

社區必須透過持續推動，促使民眾反覆思考與學習，如此方能達成社區自主運作之

目標。 

   防災資訊的有效提供可能影響居民的風險認知，而居民對災害風險認知的差

異，將影響對風險資訊產生不同的價值判斷與效用，並進而影響居民避難的行動決

策。因此，能有效掌握社區防災資訊整合提供的知識架構，透過有效的防災管理制

度，可提高社區居民之地震災害認知與參與防災社區的意願。透過簡易圖片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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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講者活躍的帶動，長者們聽得認真且問題亦回答的非常踴躍，在教導繃帶包紮

時，能夠兩兩一組進行包紮，在學生的幫助之下，都能夠完成包紮的動作，整個衛

教時間長者們均反應熱烈。 

   經過這幾場的團衛活動，讓同學們學習到對長者的教學方式：1.講者在台上講

得很熱絡的時候，同組組員也可以幫忙帶動氣氛，可以避免過程中其他人呆站著的

狀況，也使講者的負擔可以少一些；2.參與教學的學生都應清楚並熟悉繃帶的包紮

方式，在活動過程中會才能避免發生無法幫忙指導長者的狀況；3.每場活動的有獎

徵答部分，都讓長者熱烈的參與踴躍的發言，所以須預留更多的時間才能從容的進

行，不延遲長者接下來的私人時間，以圓滿的方式結束衛教活動。4.衛教的話語說

詞須避開專業的話語，讓長者們都能聽得懂，讓長者們分享相關經驗，能熱絡整個

活動也會有正向的回饋。適時的影片穿插，更能豐富生動的吸引長者們的注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