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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今年四月初，鈺雯老師因為看到了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的郭俊麟副教授，在自由時報

的社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日本的另類社區營造:地圖上的防災演習》，教授在文中提到了

今年發生在花蓮的 0206大地震的問題，其中有一項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有關防災避難地圖的繪

製，文章中寫到在防災工作中，防災避難地圖是很重要的，不僅僅是一張地圖而已，而是可

以讓民眾在面對災害來臨時，可以快速反應與避難。此外，郭教授還把日本 DIG的成功經驗

介紹給大家，而這樣的 DIG不僅成功吸引日本社區居民的注意，除了可以增加許多防災避難

知識與認識社區的大小街道，也能凝聚社區居民的向心力，而這樣的經驗，的確是很值得我

們台灣學習的。因此，藉由這篇社論，鈺雯老師帶著我們一群九年級的學生與學校附近民族

里的居民，完成屬於我們的 DIG地圖。 

 

二、研究目的： 

 

    因為台灣位處於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台灣許多地方都位處於地震帶上，其中花蓮縣就

是很常發生地震的地方，因此，希望可以藉由 DIG的方式，去繪製屬於學校和社區的防災避

難地圖，不僅能夠更深入且詳細，補足市公所或鄉公所發的疏散避難圖之缺點，而且最重要

的是鈺雯老師帶著我們這群小朋友，利用地圖把學校周圍好好認識了一遍，也對於防災工作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最後，希望可以把我們和社區居民一起畫的 DIG防災避難地圖，介紹給

全校師生和其他學校的同學們，也希望可以提供縣政府作參考，可以讓全花蓮縣的社區和學

校一起來畫屬於每個區域所需要的防災避難地圖，讓這些地圖們更有使用價值。 

 

三、研究方法： 

 

  （一）閱讀相關防災教育的書籍、論文與網路資料等。 

  （二）了解 DIG地圖的繪製流程與步驟。 

  （三）在老師的指導之下，先和同學們試著練習畫簡易版的 DIG，模擬日本社區的活動方

式。 

  （四）邀請其他班級的同學和學校附近民族里的居民共同參與活動。 

  （五）將同學們和居民分成三組，聽從老師的指示，以地震、海嘯兩種災難，作為分組討

論與繪製地圖的基本條件，試著在地圖上去演練防災避難的路線。 

  （六）地圖畫好後，各組分別派代表講述所畫地圖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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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架構與流程： 

 

                

                                                              黃之昕 繪製 

 

貳、正文 

 

一、何謂 DIG？ 

 

    「DIG」，最早出現在日本，在日文裡的意思為「災害圖上演習」，英文全名則為

「Disaster Imagination Game」，也就是翻成中文「災害想像力遊戲」的意思，此活動的原型最

早出自於 1995年 1月 17日震央在在日本兵庫縣淡路島北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而當時的

日本自衛隊就是利用 DIG的方式，來進行救災與演練的工作。 

      

    以日本的災害對策研究會中提到的 DIG，可以知道 DIG主要是透過社區居民的合作，以

大型的地圖為底圖，利用不同顏色的油性筆和貼紙，在不同的透明塑膠墊上呈現出不同的圖

層，藉由這樣的繪製與書寫，讓社區居民們可以了解自己所居住的地方，理解這地區的天然

災害，也讓社區的居民彼此間交流情感。 

 

    此活動的最後，可由專家學者來評論，也讓各組成員上台發表繪製的過程與成果，並且

互相提出回饋，從中可以去反思與應對當面對天災時，應該抱持的心態與行動組織力，為防

了解防災地圖的繪製規則

了解花蓮各鄉鎮村里的疏散避難圖現況

用衛星影像圖觀察學校周圍地理環境

了解何謂DIG？

深入瞭解日本社區DIG的活動流程

邀請學校同學與社區居民參與繪製防災避難地圖

進行分組繪製避難圖活動

整理活動資料，產生小論文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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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工作盡一己之力，以達到防災、減災的功用，這就應該才是 DIG活動的宗旨。 

 

二、花崗國中周圍社區疏散避難地圖 

 

    花崗國中周圍主要有六個里的防災避難地圖的避難點都是以花崗山運動場、中正體育

館、花蓮女中與明禮國小等地為主，詳見圖 1。 

 

     

 

 

 

 

 

 

 

 

 

 

 

 

 

 

 

 

 

 

 

 

 

 

 

 

在花蓮縣現行的防災避難地圖中，大多還是以採取校園與社區分開繪製的方式，但若是

學校能與社區合作，讓防災避難地圖的區域範圍擴大，更能以不同的、更寬廣的視角來看待

防災教育，而且不僅能在學校裡讓學生透過這樣的繪製活動，學到更多觀察周遭事物的視

野、能力以及防災知識，也能藉由與社區居民的互動，學習合作與聆聽他人想法的積極態

度。 

 

  

  

  
圖 1：民族里、民權里、民主里、民有里、民治里與民生里之防災避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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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可以從圖 1中發現到，花蓮市公所發放與公告的各村里的簡易疏散避難圖，在

圖中雖然都有標註避難點、救護站與各相關救助單位的聯絡電話，而且也都有標示避難的方

向。但若是以花蓮當地社區居民的角度來看，可以明顯發現到這些避難圖可以說是畫得太簡

單，甚至是讓人無法依照指示來避難。對於大多數的居民而言，根本就是徒增困擾與無所適

從，而且也沒有依據居民人數的多寡來做避難的分流，很容易會導致當災害發生時，居民可

能會湧入某處避難所，或是不曉得該往哪裡去。 

 

    根據老師告訴我們的說法，村里的避難圖都是由花蓮縣政府委託外縣市的學術單位所繪

製，且底圖還是使用地圖資訊量不夠多的 Google Map來繪製，無疑只是做表面功夫與應付救

災計畫而已，而如此的「紙上談兵」只是空泛的言論而已。因此，若是先以防災教育的實

施，然後讓當地居民合作來繪製自己社區的防災避難圖，應該就會更符合居民們的需求，讓

天災發生時，可以能夠更快前往避難處，以減少更多不必要的傷亡產生。 

 

    因此，我們為了讓這樣的「校園與社區防災避難地圖」能有個雛形出現，於是就把日本

社區所使用的「DIG」活動帶入校園與社區，希望藉由這樣的活動，讓學校、社區或是政府

相關單位能產生較為不同的思考方式。 

 

三、大家相揪來 DIG－花崗國中與民族里的災害圖上演練 

 

（一）以下為 DIG活動進行的流程： 

1. 準備工作： 

    首先，進行 DIG所需要的物品，其實很簡單，視人數

而定，一個小組大約四到五人，主辦人需要準備：要繪製的

區域地圖（A1或 A2大小）、細字彩色油性筆數枝、彩色圓

形標籤貼紙數張、透明塑膠片數片、透明膠帶、大桌子或併

六張學生的桌子，如照片 1所示。 

 

 

照片 1：繪製 DIG地圖前需要準備的物品與擺設 

（攝於花崗國中 8年 8班教室，2018.04.28） 

 

2. DIG繪製地圖流程（2018年 4月 28日）： 

    在經過前兩次的活動測試，改良缺點之後，我們在 2018年 4月 28日下午在花崗國中，

舉辦了正式的 DIG校園與社區防災避難地圖的繪製活動，參與者有學務主任、六位學生、民

族里里長、民族里居民兩位、花蓮女中地理科教師兩位，以及學校老師的兩位就讀國小的兒

子，加起來總共有十四人與會參加繪製地圖活動。 

 

    當天鈺雯老師先進行防災教育教學，因為參與者年紀都較輕，而且有老師和熱衷社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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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里民，讓整個 DIG活動的進行，都相當順暢。 

  

  

  

照片 2：防災教育的教學過程（攝於 2018.04.28） 

 

接下來，就是 DIG繪製方式的步驟與過程： 

（一）首先，每組都有一張花崗與周圍社區的 OSM地圖，放置在小組桌子中間，先拿一張

透明塑膠片放在地圖上面。 

（二）利用桌上的綠色圓形標籤貼紙，在第一張塑膠片上標出當發生地震與海嘯時可避難的

地點。 

（三）接著，再換一張新的透明塑膠片，利用桌上的黃色圓形標籤貼紙，在塑膠片上標出可

提供醫療救護的地點。 

（四）然後，再換第三張新的透明塑膠片，利用桌上的紅色圓形標籤貼紙，在塑膠片上標出

可能是高風險的地點，例如獨居老人特別多的區域、木造平房特別多之處，或是地震

與海嘯來時，最容易首當其衝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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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接下來，再利用紅色油性簽字筆與藍色油性簽字筆，分別標出海嘯時的避難路線與地

震時的避難路線，並且用黑色簽字筆畫上米崙斷層線的位置。 

（六）最後，各組把三張透明塑膠片重疊，並寫上圖例說明，確定疊圖無誤之後，即完成

DIG地圖繪製。圖 2、圖 3與圖 4為各組完成之地圖。 

 

圖2：第㇐組繪製之地圖（東華附小學生與花崗國中學生繪製） 

 

圖3：第二組繪製之地圖（花蓮女中教師與花崗國中學生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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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檢討與反思： 

     
    在經過防災教育教學與分組繪製地圖活動後，各組還要透過自己那組繪製的 DIG地圖，
各組組員要利用筆者當下給予的情境去思考，試著用說故事的方式，在地圖實際防災演練一

次，以達到「Disaster Imagination Game」，也就是「災害想像力遊戲」的精神。此外，在整個
活動真正結束之前，還要仔細去探討與反思所畫出來的防災避難地圖是否有缺失，以提供下

一次 DIG活動的借鏡。 

 
    活動當天分成三組，各組的成員組合皆不一樣，職業背景也不同，甚至還有小學生加
入，所以在繪製的過程中，所考量的要素與觀看地圖的視角，當然也都不相同，大概可以簡

單劃分出三種類型：「處處充滿危機」版、「專業復刻」版與「泰然自若」版。 

 
    首先，「處處充滿危機」版（圖 2），是由兩位華大附小的學生與我們花崗的學生，共同
繪製而成。這一張 DIG地圖，可以說是三張之中最特別的，為什麼特別呢？因為在繪製的過
程中，其實主導者是兩位國小學生，他們雖然不是住在花崗國中附近的社區，但因為爸爸在

花崗國中教書，再加上他們國小的老師在防災教育上其實是很成功的，在跟兩個小朋友的互

動中，可以發現他們對於避難點與避難路線的選擇與描繪上，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尤其在活動的過程中，我們的兩位同學在帶領他們黏貼完各點與繪製避難路線後，兩個
人居然開始自己拿起簽字筆開始邊念邊畫，其實當下會令人覺得傻眼且心裡會認為小朋友是

否開始會亂畫一通？後來，事實證明兩位小朋友在學校經過防災教育的洗禮，再加上爸爸常

常載著他們從吉安鄉的住家，騎車騎到市區來上學與上班，對於花蓮市的街道都一定的了

解，所以地圖上呈現出來的避難路線看似雜亂，卻帶有國小學生對於安全與危險的認知與描

述，因為他們覺得天災來臨時，市區每個地方都具有危險性，從他們繪製的地圖中，就可一

窺究竟。 

 

圖4-6：第三組繪製之地圖（民族里里民與花崗國中師生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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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第二版被筆者稱為「專業復刻」版（圖 3），其成員是由兩位花蓮女中的地理老
師，以及三位我們的學生組成。這組成員最後所繪製的 DIG地圖，因為受到地理老師專業的
影響，所以當時在繪製的過程中，是非常考究所謂的「地圖要素」，他們一定要先搞清楚方

位，接著確認各點的位置，像是米崙斷層的位置，就可以調整半天，然後最後再拿出尺來畫

斷層線。 

 
    此外，這組由花女老師和學生所組成的繪圖小組，在黏貼各避難點、救護站點與高風險
點時，所尋找的方式，其實就是很普羅大眾的想法，甚至是接近官方的畫法，那其中這也是

因為對於防災工作內容有基礎的認識與見解，再加上職業的關係，所以相較其他兩組來說，

就顯得很專業。然後，最重要的的是，這組成員因為主導人是兩位高中地理老師，觀看地圖

的速度快，也能很快掌握整張地圖的大概內容，因此繪製的速度就加快很多。 

 
    最後，就是「泰然自若」版（圖 4）這組，是由民族里里長和兩位里民，還有一位花崗
的學生所組成的，也是三組當中進行步調最慢的。剛開始繪製時，筆者發現到他們並沒有馬

上黏貼圓形貼紙，而是先仔細觀看地圖，看看自己的家或是店面的所在地，看看地圖上標了

哪些地方，都看過一遍之後，才開始貼貼紙。 

 
    而在這第三組所繪製的地圖中，可以很清楚的發現到各避難點、救護站點與高風險點的
貼紙都貼的較少，避難路線也較少條，整張地圖的畫面呈現出較乾淨的狀態，那這其中的原

因，在筆者詢問過里民王先生後，才發現到社區居民想的東西其實都是很實際，尤其是筆者

請他們將海嘯避難路線繪製上去時，這位王先生就說：「我一點也不想逃，我直接上二樓陽台

或是頂樓等救援就好啦！幹嘛逃呢？」 

 
    接下來，在高風險地區紅色圓形貼紙的黏貼上，真的比較少，而其中主要的原因也很簡
單，因為這組成員的主導者是民族里的里長與里民，所以考慮的地方都是以該里的里民們為

主，再加上民族里在花蓮市其實所處的位置，其實不會太偏離市中心，而且里民大部分年紀

不會比民權里里民來得大，且大部分都是生意人，所以高風險區域的數量，相對就會比鄰近

的幾個里來的少很多。 

 
    綜觀上述，所提到的四種 DIG防災避難地圖，可以很清楚發現與了解到，其實這樣的活
動真的就如同 DIG裡的「G」（game）一樣，這就是一種紙上的遊戲，而且是必須透過自己的
生活經驗、對環境的感官認知與防災工作的了解，透過合作與討論交流的方式，所共同繪製

出來（照片 2）。因此，看似不同的地圖，背後所蘊藏的草根精神卻是一模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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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活動當天筆者與所有參與者之合影留念 
（攝於 2018.04.28） 

參、結論 

 

畫完地圖後，我們的成就感真的很高，看到一個個避難點、救護站與高風險區域被標註

出來，然後根據我們對於老師講解的防災知識，經由了解後，看到這些畫出來的一條條避難

路線，老實說，乍看之下，頗歪斜，甚至是不美觀，儘管如此，但是藉由這樣的繪製，不僅

達到演練的效果，也讓我們對學校周圍環境有更深切的認識與了解。 

 

在防災工作中，雖然防災避難地圖只占其中一小部分，但是小小一張地圖，卻可以一次

性地將各種資訊呈現出來。讓每個學校的防災地圖不再只是一張充滿箭頭指向操場的路線指

引圖，而是真的能夠達到防災、減災與避災等用途的主題式地圖。因此，透過實地觀察、防

災演練、學習相關知識等，除了可以將災害防救計畫書寫好，也能夠將校園或社區的防災避

難地圖繪製出較完善的版本，讓這個位於海島且屬於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的台灣，能夠透過

這樣的防災教育，守護自己與家人的生命財產安全，避免遭受到大自然無情的反撲與對待。 

 

而這次的 DIG活動，就是透過一個自發的模式，讓學校師生與社區居民能夠透過這樣的

一個活動去了解到生活周遭的環境，並且有基礎的防災知識作為背景，讓防災、救災與減災

的工作，能讓台灣在面對天災來臨前，能有更好的準備來因應天災的無情。 

 

    最後，我們和老師討論後，根據 DIG活動精神與內容的角度來分析，利用表格整理一張

簡單的比較表（如下表所示），試著去比較校園官方繪製、學生繪製與 DIG模式的防災避難

地圖之間的不同與優缺點。 

 校園防災避難地圖 
學生繪製版 

校園防災避難地圖 

DIG版 

防災避難地圖 

參與 

繪製

學校防災計畫 

負責之教師 
學生 

學校師生、 

社區居民 



大家相揪來DIG－花崗國中與民族里的災害圖上演練 
 

10 
 

者 

繪製

依據 
配合法規 

地圖設計、生活 

經驗、防災教育 

防災教育、 

生活經驗 

限制

條件 
缺乏地圖設計概念 

需搭配社團課程 

或空白課程時間 

需考慮社區居民的年齡層與

參與程度 

使用

底圖 
校園平面圖 校園平面圖 OSM地圖 

優點 避難處資訊完整 較符合學生需求 
符合師生與社區 

居民之需求 

缺點 
為了校園防災 

計畫而繪製的 

過於生活化，忽略整個全

盤的考量 

同一個社區可能會有多種版

本的防災避難地圖 

成效 差 尚可 優 

修正 

師生合作繪製，並且要

由有地理學相關背景的

教師協同教學與繪製指

導 

要讓學生對於校園事務有

整體了解的概念 

要有相關電子地圖專業人

員，協助將各版本的避難地

圖作後製處理與統整 

江承穎、黃之昕 繪製 

    最後，希望可以透過我們這樣小小的自發活動，希望透過學習日本 DIG的活動來將防災

觀念帶入各鄉鎮市村里中，用簡單的「地圖上的防災演練」來繪製屬於自己社區或學校的避

難圖，並且可跟大學科系合作，透過電腦技術將所繪製的地圖匯入電腦裡去修改與後製，再

轉成可以放在手機裡的地圖，作成方便可隨時查詢的 APP，在未來因應天災無情來臨時，可

以隨機應變，漸少災害與生命財產的損失，亦可利用這樣的模式，讓全社區的居民或是學校

師生一起將地圖上所繪製的路線實際演練一遍，落實防災教育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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