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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結合文獻分析與實地訪談，以花蓮縣三棧太魯閣族社區之土石流防災教育模式。採半結構式訪談與社區觀察，訪談對象包括部落長老、社區領袖與防災單位承辦及主管，研究發現

太魯閣族傳統生態知識中蘊含豐富的環境觀察智慧，能與現代防災科技互補，形成文化敏感性的教育策略。特別是以族語詞彙與在地故事編製之教材，能有效提升社區防災意識與知識傳承。
研究亦證實社區參與有助於凝聚共識與增強實作能力。結果顯示，所建置的教育模式具實用性與推廣潛力。建議未來應強化跨部門合作與建立永續經營機制，作為山區防災教育之參考模式。 

一、前言 
台灣位於板塊交界帶，地質條件複雜且地形陡峭，再加上氣候變化劇烈，極易誘發如土石流等天然災害，對居民生命財產構成嚴重威脅。花蓮縣身處東部山區，因地勢起伏劇烈，常年

受到地震、颱風及強降雨的衝擊，災害風險高，尤其秀林鄉的三棧太魯閣族社區更因位處山坡地帶，歷來即飽受土石流侵襲之苦，居民的生活與安全長期受到嚴重影響。儘管政府已有相
關防災體系與措施，但目前多數防災教育模式仍主要依據漢族社會的主流思維所建構，未能充分融入原住民族的在地知識與文化背景，導致相關教育成效有限，居民難以有效掌握和實踐
災害應對措施，阻礙了社區整體防災韌性的建立。 

鑑於此，本研究旨在透過系統性文獻探討與深入的社區分析，建構一套符合三棧太魯閣族社區需求的土石流防災教育模式。透過分析國內外社區防災教育理論與實踐經驗，並深入了解
三棧社區的地理環境特徵及歷史災害經驗，本研究強調結合當地居民長期累積的傳統知識及文化特質，打造兼具文化敏感性與實踐導向的教育方案。期望透過強化居民的防災意識及提升
其應變能力，進一步提高社區的災害調適能力及韌性，最終達到有效降低土石流災害風險的目標。本研究的結果將能提供其他原住民族社區進行防災教育與政策規劃的重要參考，促進更
多元與適切的災害管理措施之推展。 

二、文獻回顧 
土石流為一種高度破壞性的地質災害，其發生常與降雨集中、坡度過陡、植被不足及人為活動密切相關，且具備突發性、高破壞性及復發性等特性，對山區社區造成嚴重威脅。根據水

土保持局資料顯示，花蓮縣境內被列管的土石流潛勢溪流數量高達178條，如表2.1所示。尤以秀林鄉、玉里鎮等地區最為顯著，主要原因包括地質條件脆弱、植被覆蓋不足及人為開發活動
等因素。以三棧太魯閣族社區為例，該地位於花蓮河支流交匯處，四周山坡陡峻，經歷敏督利颱風(2004年)及莫拉克颱風(2009年)等重大天災侵襲後，曾多次出現道路阻斷、房屋掩埋與居民
撤離等事件。土石流災害所造成的影響不僅限於直接財物損失及生命安全威脅，更波及當地基礎設施運作、社區經濟發展以及居民心理的安全感。特別是原住民族地區，由於地緣偏遠及
資源有限，災後復原能力相對薄弱，、推廣避難演練及提升居民應變知識成為當務之急。                                                                               

社區防災教育為提升居民防災知識、態度與技能，進而增強社區韌性的重要途徑。國際間如聯合國推動的「仙台減災綱領」(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強調，社區層級乃是災害風險管理的第一線陣地，應透過系統性的教育與培訓，增強居民防災意識與災害應變能力，並提出應以社區為主
體、尊重地方知識與文化、提升居民持續學習能力為核心原則。此外，當前社區防災教育理論逐步強調行動導向學習與參與式教育模式，尤其在原住民族社區的
實施中，教育內容需具備文化敏感性並融入族群語言、傳統地景認知及歷史記憶。透過結合當地居民的環境經驗知識，能有效彌補現代科技資訊之不足，同時也
提升防災措施的實際可行性與接受度。因此，建立適應地方特性的防災教育策略，有助於提高社區整體的災害應對能力與韌性。 

原住民族社區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及社會經濟條件，在面臨自然災害時，展現出明顯不同於一般社區的脆弱性與韌性特質。這些社區多座落於山區
或河川沿岸地帶，土石流、山崩與洪水等災害風險高度集中，社區居民長期累積的傳統知識，如對山林、水文與氣候變化的觀察與判斷能力，能有效辨識環境異
常並預警潛在的災害風險。然而，在現代防災體系推動的過程中，語言隔閡及教育資源不足往往成為限制因素，影響教育成效。此外，社區參與與組織結構在防
災活動中的角色十分關鍵，成功的防災計畫必須同時具備文化敏感性與社區主導性，讓居民積極參與風險評估、教育設計與避難演練，從而提升防災行動效能。
未來可透過社區風險地圖繪製、族語教材製作、災害故事講述與居民自主避難演練等參與式教育策略，進一步加強居民防災意識，保存並傳承原住民族珍貴的環
境知識，形成持續而有效的災害管理機制。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採用文獻分析、實地調查與社區參與式設計三種主要策略，以系統性方式建構三棧太魯閣族社區的土石流防災教育模式。研究流程可分為五個階段，如圖3.1所示：(1)進行文

獻回顧，建立理論基礎，包括國內外相關的防災教育理論與原住民族社區實踐經驗；(2)進行社區現況調查與需求分析，透過實地訪查掌握社區地理環境、歷史災害經驗與當前防災資源現
況；(3)著依據上述資料，初步建構防災教育模式，提出適用於當地的教育策略與教材內容；(4)再進行社區諮詢，透過居民與社區幹部的參與，對初步設計方案進行檢討與修正；(5)最後完
成教育模式的設計，形成具備實務性與文化敏感性的防災教育模式。 

在資料蒐集層面，主要採取文獻分析與實地調查兩種方法。一方面廣泛蒐集與分析國內、外社區防災教育相關文獻，作為本研究的理論依
據；另一方面進行實地訪查，包含三棧社區的地理環境踏查、災害經驗的訪談記錄及防災資源的現況盤點。此外，透過針對部落耆老、社區
幹部、防災士及地方政府相關人員的半結構式訪談，深入理解社區居民對防災教育的需求、面臨的實際困難以及潛在的資源整合可能性。 

在資料分析方面，本研究採取質性分析與參與式設計方法進行。首先對訪談內容與現地觀察進行質性分析，歸納出三棧太魯閣族社區的具
體防災教育需求與文化特性，並辨識可能面臨的挑戰與障礙。其次，透過參與式設計，邀請社區居民及相關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防災教育教
材及演練方案的設計過程，確保設計成果能充分反映地方真實需求與居民實際情境。 

在教育模式建構過程中，本研究首先整合文獻資料與實地調查結果，建立初步的教育架構。接續設計融入族語、傳統知識與地方歷史經驗
的防災教材，強化教育內容的文化適切性與在地連結。並規劃具實務性的防災演練方案，以提高社區居民在實際災害情境下的應變能力。此
外，透過社區諮詢與實地試行，收集居民的回饋與意見，持續進行模式修正與優化。 

綜合以上研究方法與程序，本研究期望透過嚴謹的資料蒐集與分析程序，建構一套兼具文化敏感性與實務操作性的防災教育模式。透過鼓
勵社區自主參與，確保教育方案具備適切性與可行性，同時促進地方知識的傳承與居民防災意識的提升。本研究方法不僅奠定了後續研究結
果分析的基礎，亦為實際推動防災教育提供了有效的執行策略與實務經驗參考。 

                                             四、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彙整相關理論與策略，結果顯示，有效的防災教育模式應結合認知、態度與行為三層次，並強調社區參與與文化敏感

性。原住民族地區應融入傳統環境知識與語言特性，提升教育接受度與實務應用性。調查結果顯示，三棧社區居民普遍具備基礎的土石流認
知，但避難行動規劃及災害應變技能不足。居民高度認同傳統知識作為災害預警依據。社區對防災教育之期待包含：族語融入、耆老參與教
學、實地演練及增設自主警戒標誌。    

根據訪談與觀察結果，受訪居民普遍表達對於「圖像化教材」與「族語教學」的高度偏好如圖4.1所示，圖像化教材能有效降低理解門檻，族
語教學則有助於促進文化認同與提升學習親和力。此外，傳統祭儀亦被視為重要的防災知識載體，蘊含有關自然環境觀察、災害徵兆辨識及應
對行為的文化知識。整體而言，圖像化教材、族語教學與傳統祭儀共同構成了本地社區防災教育之主要載體與推廣策略。 

                                     五、結論與建議 
研究結論指出，三棧太魯閣族社區居民對圖像化教材與族語教學表現出高度偏好，圖像化的教材能有效提高接受度與記憶效果，而族語的使用則有助於強化居民的文化認同與親切感。

此外，傳統祭儀蘊含豐富的環境觀察及災害應對智慧，將其作為防災知識的文化載體，與防災教育相結合，不僅能提高居民的認同度，更能促進教育活動的持續性與深入性。同時，本研
究亦發現社區參與及在地文化導入是防災教育成功的關鍵因素，透過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與文化脈絡，能有效促進居民自主參與及防災意識的內化。 

依上述結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具體建議：教材設計應以圖像化與族語為主軸，強化視覺設計，並積極結合族語或雙語教學，以提升文化適切性；建議將傳統祭儀系統性地整合至防災教
育活動中，透過文化語境的營造，提升居民的防災意識；推動社區自主參與，設立專責的防災推動小組，共同參與教材設計與活動執行，並定期舉辦防災演練與教育課程。此外，應積極
導入科技工具，如平板、手機App等互動教材，增加教學的趣味性與便利性。未來研究則可考慮擴大範圍至其他原住民族社區，並結合量化問卷與質性訪談方法，以取得更全面的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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