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災 害 

 
 

 

 

 

 

 

 

  

 

 

 

 

 

 

 

 

 

 

 

 

 

 

作 者： 富源國小/黃麗花校長、富源國小/李采茵教師、富源國小/周育輝教師 

文 字 編 輯：  葉奕辰、李采茵、葉宜佳 

美 術 編 輯：  陳立瑜 

審 定： 
東華大學/陳紫娥教授、東華大學/林祥偉副教授、 

國家防災中心/李欣輯副研究員 

計 畫 名 稱：  國民小學氣候變遷補充教材及教師手冊開發暨編撰計畫 

計畫主持人： 東華大學/楊懿如副教授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計畫補助單位：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環境及防災教育科 

計 畫 時 程：  101年 12月至 102年 09月 

學生手冊 



1 

我要活下來，當極端天氣事件發生時！ 

◆ 防災教育很重要 

 1. 海嘯小救星 Tilly Smith的故事 

2004年 12月 26日發生的南亞大海嘯，雖然造成二十幾萬人不幸喪生，

卻也留下令人傳頌的故事。十一歲的英國女孩提莉在海嘯發生時，靠著她

在學校地理課中學到的知識，及時警告大人趕緊疏散，成功拯救近百條人

命。她被譽為「海灘小天使」，並且被法國兒童票選為「年度風雲兒童」。 

2004年 12月時，十一歲的提莉．史密斯（下圖）和父母、妹妹前往泰

國普吉島度假。26日這天，地震發生過後，在麥拷海灘上的提莉看到海水

忽然後退、並且像平底鍋中的沸水一樣，開始滋滋作響地冒泡。由於她在

度假前，正好在地理課中做過一次關

於海嘯的報告，而這種海水現象和老

師教過的海嘯前兆一模一樣，提莉趕

緊告訴爸媽以及其他海灘遊客、飯店

員工海嘯將至，大家聽了隨即相互警

告疏散，結果近百人因此逃過一劫，

麥拷海灘也成普吉島少數無人喪生

的海灘之一。      

 

 

問題一：Tilly說海嘯即將到來的特徵是什麼？ 

問題二：Tilly Smith被稱做「海嘯小救星」，是靠著她在哪裡學到的判

斷海嘯的常識呢？ 

 

 

圖 1：提莉．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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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小林村滅村始末 

    2009年 8月 7日，莫拉克風災導致了小林村的滅村事件。當時降水集

中在楠梓仙溪和荖濃溪及會合之後的高屏溪流域。這次的風災一共有 677

人的死亡，22人失蹤。其中小林村就埋了 474人。小林村的滅村事件是怎

麼樣發生的呢？災難發生前，小林村是前臨楠梓仙溪，背靠獻肚山的美麗

小村莊。災難發生後整個獻肚山崩落下來，楠梓仙溪也一度改道後淹沒了

小林村。8月 9號早上 6點 16分，獻肚山經不住豪雨的沖刷，崩塌下來。

將小林村的上半村瞬間掩埋，小林村的對岸山坡也產生了大規模的山崩，

這些大量的土石形成了土石壩，大約 30分鐘後土石壩潰決，下半村就掩埋

在土石流之下。 

問題一：影片發生印象最深刻的感覺是什麼？  

問題二：影片中看到造成小林村巨大傷亡導致滅村是很多條件集合造成

的結果，請說說看有哪些條件？  

天氣方面：連續豪雨還是乾旱？ 

人為方面：小林村位在土石流潛勢溪還是海邊？ 

人為方面：會不會判斷土石流的徵兆？ 

 

◆ 氣候與環境變遷 

 1. 氣候變遷 

    全球極端天氣導致，極端降雨增

加、強颱風發生機率增加、豐枯水期

降雨不均、海水位上升、冰層融解和

生態破壞等現象。 

（影片：氣候變遷-明天過後） 

說明： 

土石流潛勢溪流係指依據現地土石流發生之自然條件，配合影響範圍內是否有保全

對象等因素，綜合評估後，判斷有可能發生土石流災害之溪流或坑溝。 

圖 2：2000-2010颱風造成的嚴重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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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極端降雨颱風意謂嚴重的災情 

  

 

（2）極端事件愈趨頻繁（如下右圖3） 

 

 

 

圖 3：1970-2009 年極端強降雨颱風發生的頻率統計。 

表 1：1970~2009 颱風降雨指標排名前 20名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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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豐枯水期降雨愈趨不均 

颱風降雨比例逐年增加（15%→ 30%），凸顯氣候變遷下水旱災衝擊與

水資源管理之問題。（如圖 4） 

 

 

（4）認識複合型災害帶來的衝擊與問題 

 

 

 

圖 4：1970-2008年颱風降雨站總降雨比例統計圖。 

 

圖 5：複合型災害的衝擊與衍生問題。 

要。您可以將文字方塊放在文件中的任

何位置。使用 [繪圖工具] 索引標籤以

變更重要引述文字方塊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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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環境變遷 

環境變遷因素有地層下陷、都市發展、工程建設、開發與發展需求、

巨災後環境衝擊等。 

（1）環境變遷衝擊 ─以坡地災害為例（下圖 6） 

 

 

 

 

 

 

 

 

 

 

（2）國土災害脆弱度─以淹水風險圖為例（下圖 7） 

圖 7：國土災害脆弱度示意圖。 

圖 6：自然環境與人為環境變異所產生的坡地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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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水利署氣候變遷明天過後。 

 3. 氣候與環境變遷下的可能衝擊 

在氣候與環境變遷下導致災害衝擊、災害問題。隨著災害規模擴大並

超過歷史經驗，災害特性改變與頻率也跟著增加。其衝擊可能有： 

（1）極端個案常態化：在氣候變遷下，極端個案可能常態化，而極端個案

將導致重大傷害。 

（2）複合型災害規模遠超乎預期：像大規模的崩塌、土石流、水庫淤砂、

漂流木、河床淤積、塞湖、橋梁安全、道路中斷、堤防沖刷與潰堤、

地層下陷區淹水、泥沙淤積、

二次傷害等複合型災害規

模超乎預期。 

（3）超過現有防護能力：現有防

災計畫、防護標準與再害防

救運作機制無法因應大規

模之複合行災害（右圖）。 

◆ 因應氣候變遷之防減災與調適策略 

氣候變遷的推估與未來衝擊充滿了不確定性，包括氣候模式的不確定

性、氣候統計降尺度的不確定性、社會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等，除了政

府在政策擬定與推動必需進行風險評估與風險溝通外。我們民眾也應學習

如何降低氣候變遷所導致之災害風險，強化人救自救的防災減災、救災調

適能力。其因應與調適策略有長短期的因應對策、強化應變能力、強化防

減災工作、降低災害損失與風險。 

 1. 以山區與坡地安全為例─認識土石流徵兆與原因 

（1）認識土石流發生的條件 

○1 土石夠多 ○2 坡度夠大 ○3 雨水夠多 

（2）容易發生土石流災害地點 

○1 上游崩塌地滑區 ○2 溪流兩岸易崩塌區 ○3 下游谷口扇狀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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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石流發生徵兆與原因（如表 2） 

 

土石流發生前徵兆 

徵兆發生時間 徵兆 原因 

幾

小

時

前 

一

小

時

前 

幾

分

鐘

前 

發

生

土

石

流 

標示符號：  

必定發生 ●  

發生可能性高 ◆ 

有發生可能☉ 

◆ ◆ ◆ ◆ 1. 附近有山崩或土石流發生。 因其他的坡地斜面或許也不安定。 

☉ ☉ ☉ ☉ 2. 野溪流量突然 增加。 因上游地帶有豪雨。 

◆ ◆ ◆ ◆ 3. 有異常的山鳴。 因山崩地帶有豪雨。 

 ◆ ◆ ◆ 4. 泉水停止。 因斜面變形、水路閉塞。 

 ☉ ☉ ☉ 5. 溪水中帶有流木。 因發生山崩或溪岸沖蝕。 

 ◆ ◆ ◆ 6. 溪水異常混濁。 因發生山崩或溪岸沖蝕。 

 ☉ ☉ ☉ 7. 溪流中有石頭。 摩擦聲音 因溪流流量增大。 

 ◆ ◆ ◆ 8. 有怪臭味。 

 

因上游發生山崩，為上游腐植層之

臭味。 

 ◆ ◆ ◆ 9. 有樹木裂開之聲音。 因上游已發生土石流。 

 ◆ ◆ ◆ 10. 動物有異常行為。 因發生人無法感受到的異常事情。 

  ◆ ◆ 11. 溪水流量急遽減少。 因上游之野溪閉塞。 

   ● 12. 有「 Go 」聲音。 因土石流發生。 

   ● 13. 見到像雷光的閃電。 因土石流發生。 

圖 9：發生土石流與災害。 

       問題一：說出至少三種土石流發生的徵兆 

       問題二：土石流發生時應如何應變？ 

表 2：土石流發生徵兆與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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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山坡地避難疏散 

當山坡地災害發生時，應視個人所在位置與災害類型，即時採取下列 

因應措施： 

（1）身處潛在危險區內，落石突然墜落而無法即時走避，應就地抱頭緊靠

岩壁站立。 

（2）有落石發生的路段，最好繞道而行不要冒然通過;若非通行不可，應隨

時提高警覺注意上坡面之狀況並快速通過。 

（3）一般土石在大量崩落前，通常有小規模或小石粒滾落為前導。一旦有

發生類似不尋常跡象時，應隨即離開至安全地點，切不可逗留或觀

望。 

（4）若發現有土石流發生的跡象，應毫不猶豫迅速避居較為安全之高處，

避難之路線應就地與溪流垂直為佳。 

 3. 防災調適六守則-查、看、聽、聞、背、跑 

查：（1）上網查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或

是欲前往的地區是不是土石

流警戒區。  

（2）豪雨來襲上網查淹水警戒，

並做好防災措施。 

看：（1）注意電視新聞、網路相關天

氣預報訊息。 

（2）在山區或坡地要看山的環境

（落石）、看水的環境（混濁、

浮木）。 

聽：（1）收聽廣播天氣預報訊息。 

（2）身處在山區或坡地要聽山的

異常聲、聽水的異常聲音。 

 

圖 10：防災應變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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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土石流警戒區發佈的獲知管道。 

聞：空氣中是否有泥土的腐臭味道 。 

背：趕緊背起緊急急難包。 

平時居家依個人需要備好緊急急

難包。 

跑：往安全處跑。 

（1）依照當地土石流防災地圖疏

散至當地緊急避難處所 。 

（2）身處溪流附近向溪流兩側高

地疏散。 

（3）盡量利用現有道路。 

（4）勿穿越土石流潛勢溪流（上

水土保持局全球資訊網查

詢）。 

（5）不經過危險路段或陡坡區。 

 

 

圖 13：土石流行動 APP。 

圖 12：土石流疏散避難方式。 

圖 14：水利署淹水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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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如何知道居家附近溪流是不是土石流潛勢溪流？ 

問題二：要如何快速查到緊急避難場所的位置？ 

問題三：說一說，說出防災調適六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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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天氣學習單 
 

那一天，我度過了最恐怖的一夜！ 

我家住在大興村。7 月 29日晚上，很多村民還在家裡邊吃晚

餐邊看颱風消息，預報說颱風會從宜蘭附近登陸，風雨夜沒事好

做，大多數人早早就寢去了。沒想到颱風在午夜在花蓮秀姑巒溪

登陸，這時下了好大的雨，而且持續不斷的下。 

這時爸爸叫醒了我和媽媽，爸爸說，他聽到山鳴的聲音，而

且下這麼大的雨，加上有一股腐植土臭味，而且很像還有感覺到

輕微的地震，家中的泉水也停止了。這些種種的徵兆，你爺爺告

訴我，一遇到這種狀況，一定要立刻向溪流兩側高地疏散。 

當時拿了簡單的遮雨工具和手電筒，爸爸就立刻帶著我們跑走。 

當我們在逃跑的過程中，爸爸將手電筒再往底下照去，只見

滾滾的土石泥水，突然間看到一個鄰居陷在泥裡掙扎，爸爸衝過

去奮力把人拉起來並催促著太太和那鄰人往高處逃。 

第二天早上發現家園已經是滿目瘡痍，全村全村 184 戶中有

150 戶被滾滾濁流侵襲；一夜之間，生死分隔兩地，老老小小總計

45 人。2 樓變 1樓 農地盡成河道。我的家園都沒有了。 

 

題目一：故事中發生了什麼事件？(可複選) 

□  地震   □ 海嘯   □ 土石流   □ 颱風 

 

題目二：土石流發生前出現了哪些警訊？(可複選) 

□海水退去   □山鳴的聲音     □空氣中有一股腐植土臭味   

□地震       □附近有山崩     □溪水非常的混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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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三：以下是調適六守則，請根據這些內容連連看你所要採取

的行動？ 

 

一、查 

 

二、看 

 

三、聽 

 

四、聞 

 

五、背 

 

六、跑 

 

上網查土石流警戒區 

看新聞氣象訊息 

異常山鳴或爆裂聲 

 

土壤腐植土臭味 

緊急急難包 

 

向溪流兩側高地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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