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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活動是人類特有的活動，其目的在充實吾人生活、扶植生存、發展生

計及延續生命：而教育活動是否能順利進行，端賴安全條件的維持。而小 B 國

小（化名），由於該倒塌的大樓屬於該校學區，以至於許多學生在大樓倒塌中，

失去了生命或受到不同程度的輕重傷。而此次大地震發生造成災難時，小 B 國

小校長立刻啟動學校危機處理程序，使其學校相關人員能及時產生任務編組的

效用，來面對突如其來的災變，使其達到最有效的救援工作。

小 B 國小校長發揮了臨危不亂的精神指揮調度，盡速將資源到位、受傷及

死亡的人數中，小 B 國小未曾傳出負面的報導，難能可貴！可見小 B 國小校長

的救災過程，必有值得學習與效法之處。

本研究除文獻探討與分析外，輔以半結構式訪談，來探討校長在危機中的

處理模式，提出結論與建議。

結論方面：

一、校長具備危機領導行為的正確觀念。

二、落實危機處理的行政運作。

三、明確與妥善處理資源管理運用。

建議方面：

一、因研究時間有限，僅能處理危機處理的表面問題，無法處理深層的問題。

「創傷後壓力症候群」有時持續 1-2 年的時間，後續對於師生心理輔導才

是一大挑戰。

二、本研究僅做一次訪談，難免有疏漏不足之處，建議可從師生不同觀點「三

角檢證」來回顧校長的危機處理流程，應該可以獲得更客觀的意見。

三、本研究的結果，依據小 B 國小的個別情況作分析，因各校組織文化與條件

不一，不宜完全複製，僅供他校做一參考。

關鍵詞：危機處理



276 105 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儲訓班個案研究彙編



277地震災後校長危機處理之個案研究

地震災後校長危機處理之個案研究

壹、緒論

一、問題的緣起與動機

教育活動是人類特有的活動，其目的在充實吾人生活、扶植生存、發展生

計及延續生命：而教育活動是否能順利進行，端賴安全條件的維持（陳芳雄，

1997）。然而在 105 年 2 月發生美濃大地震，致使南部地方受到波及而發生大

樓倒塌，使得一百多人喪失了生命，更有數百人受傷或受困等待救援。其中國

小受損數量最多，這是繼 921 地震以來發生最嚴重的地震災害。

而小 B 國小（化名），由於該倒塌的大樓屬於該校學區，以至於許多學生

在大樓倒塌中，失去了生命或受到不同程度的輕重傷，學校平時大多有設置學

校危機處理小組，但大多是紙上作業，任務編組而已，真正遇到危難時，是否

有其實質效用待危機真正發生時，才得以檢驗。而此次大地震發生造成災難時，

小 B 國小校長立刻啟動學校危機處理程序，使其學校相關人員能及時產生任務

編組的效用，來面對突如其來的災變，使其達到最有效的救援工作，此乃本研

究動機之一。

面對地震突如其來的災難，而且面對如此重大的災難，需要救助的各種資

源的需求量激增，同時須面對各界捐贈資源的湧入盤點及將資源送至最需要的

災民手中，如何啟動最有效的機制，來協助處理千頭萬緒的救災工作，此乃本

研究動機之二。

小 B 國小校長發揮了臨危不亂的精神指揮調度，盡速將資源到位、受傷及

死亡的人數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國小學童，對於學童照料及心理創傷的撫慰、

學校其他學童的關懷，如此龐大且艱鉅的即時災難，小 B 國小未曾傳出負面的

報導，難能可貴！可見小 B 國小校長的救災過程，必有值得學習與效法之處；

而臺灣處於高地震帶區，隨時都有可能再發生強震，亦可能需要隨時啟動救援

機制，所以本研究將探究小 B 國小校長如何發揮救災有效流程，整體救援時的

重點工作及注意事項，提供社會大眾借鏡，將傷害降至最低，此乃本研究動機

之三。

二、研究目的

（一）歸納一所學校校長地震災後危機領導行為。

（二）歸納一所學校校長地震災後危機處理行政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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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歸納一所學校校長地震災後危機處理資源管理之運用。

（四）根據上述研究結論建議提出校長地震災後危機處理建議。

三、名詞解釋

（一）危機處理

學校危機處理係指針對潛在或當前的危機，於危機發生前、中、後進行有

組織有計畫、有系統的管理措施，以有效預防、處理與化解危機的動態歷程。

貳、文獻探討

在變化多元的社會中，學生必須面對社會中許多外在與內在環境以及其他

新事物的衝擊，而校園危機隨時可能發生。如何有效積極的處理，轉危為安，

成為學校重要的行政能力。

一、校園危機的意義與特性

（一）校園危機的意義

危機就中文字面意義來解釋是指「危險」（risk）與「機會」（opportunity）

之組合（教育部 ,2003）。所以，危機本身是一個「危險」，同時也可能是一

個「機會」，當危機發生時，如果處理得當，可化險為夷，但若處理不當就可

能導致傷亡，甚至付出更高的校園代價。

（二）校園危機的特性

危機發生的原因（cause）時常與後果（eff ect）互相錯綜複雜交織持續不

斷的惡性循環互為因果，讓危機更為複雜讓人捉摸不定（孫本初，1997）。當

危機發生時，在時間的壓迫與資訊的缺乏下，並無法按照平常 的標準作業程序

（SOP）來解決，往往在一剎那就爆發出來，若稍一不慎就會適得其反損害擴

大後果不堪收拾讓人防不勝防（蔡培村，2002）。危機發生後常常伴隨著威脅，

會引起損失、傷害或死亡。假如不採取相關補救措施，就會對個人或是組織產

生負面的影響（Dutton, 1986）。

綜合以上學者對校園危機的看法，校園危機的特色，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包含危機的複雜性、緊迫性與威脅性，因此，學校管理者必須掌握校園危機的

特性，做好危機的預防與管理。

二、校園危機處理之因應策略

校園危機處理可分為危機發生前、危機發生時，以及危機發生後，關於校

園危機處理之因應策略分析如下表（整理自凃雅玲，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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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校園危機處理之因應策略分析表

　　因應策略

危

機

發

生

前

一、建立緊急通報系統

二、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三、編製危機處理手冊

四、進行各種危機模擬演練

五、強化校園安全

六、加強教育活動

危

機

發

生

時

一、啟動應變計劃

二、成立危機處理指揮中心

三、進行緊急處置

四、蒐集相關資料

五、安撫師生情緒

六、向上級相關機關陳報

七、由發言人統一對外發言

危

機

發

生

後

一、進行心理輔導

二、成立危機調查小組

三、建立危機處理書面檔案

四、召開危機檢討會議

五、對協助的社會團體表達感謝

六、持續檢視危機發展情形

三、校園危機的處理流程

為完善校園災害管理機制，教育部於 92 年 10 月 20 日台軍字第

0920146958 號令「構建校園災害管理機制實施要點」及 92 年 12 月 1 日台軍

字第 0920168279 號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訂定校園災害

管理實施計畫，明定減災、整備、應變及復原等階段具體作為及作業流程外，

遇重大緊急校安事件，需依「各級學校重大緊急校安事件」處理流程（圖 1），

循通報、處理、復原等階段措施積極審慎處理，以降低影響層面，維護校園及

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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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教育部各級學校重大緊急校安事件處理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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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機處理相關理論

在校園危機管理上，提到運用校園混沌現象，來進行探討校園危機的管理，

能讓使面對校園危機問題時，能找出應變的策略。李宏才（2003）提到混沌理

論適合用於複雜性的系統研究，對於研究危機應變亦是有利的工具。

在我們的生活圈，複雜確沒有秩序的現象，科學家稱之為「混沌現象」

（chaos phenomena）。在學校辦學經營中，因各種龐雜的工作，除了因社區家

長對教育的意識抬頭，而不時提供各種意見；面對上級單位，又因教育不斷的

變革，屢遭受牽引；對學校的經營發展，也產生了混沌現象，而變成校園危機

處理的重要理論。

秦夢群（1997）提到混沌理論的主要特徵為耗散結構（dissipative 

structure）、蝴蝶效應（butterfl y eff ect）、奇異吸引子，與回饋機制；陳木金

（1999）提到蝴蝶效應、混亂起源、耗散結構、隨機龐雜震撼、奇異吸引子、

迴路遞移、回饋機制為混沌理論的特點。林金玉、黃小萍、楊惠如（2010）校

園危機管理之研究，也運用了混沌理論進行校園危機探討。綜合上述，將混沌

理論運用於校園危機處理之特點進行歸納如下：

（一）非線性

「非線性關係」指一個系統中各因子間並無嚴謹成比例的關係，這說明

不能用線性關係來解決這類問題。混沌理論內的系統變動現象是動態而非線性

的，不具有永久性的平衡，即使有平衡亦為短暫現象。（吳宗立， 2009）。

（二）蝴蝶效應

蝴 蝶 效 應 或 稱 敏 感 於 初 始 條 件（sensitivity to initial conditions）。

Griffi  ths，Hart 和 Blair（1991）認為這個概念是混沌理論的中心主題，所謂「巴

西的蝴蝶展翅，徳州就可能颳颶風」。它假定即使是初始條件有一些小小的變

動，就可能產生巨大的效應，這說明對初始條件有相依的敏感性（吳宗立，

2009）。

另外，危機管理危機管理 4R 理論（引自 MBA 智庫）。包含：縮減力

（Reduction）、預備力（Readiness）、反應力（Response）、恢復力（Recovery）

四個階段組成。該理論就是要在危機管理中去減少危機的影響力及降低危機的

範圍，使得學校或企業能在危機發生時可以主動的面對危機而不是手足無措，

慌了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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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危機處理相關研究

表 2 學校危機處理相關研究

研究者 論文名稱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研究發現或結論

謝謹如

（2000）

高雄市國中學學校

環境與危機管理估

系之研究

高 雄 市 公

立 國 民 中

學教師

問卷調查 具危機管理相關研習、處理教

師經驗的教師，學校危機管理

上有較高的知覺。

林東和

（2005）

勤益技術學院九二

一大地震危機處理

策略之研究

教 師 與 學

生

深度訪談 對危機處理策略之執行建議，

各單位應擬訂定緊急事故之

「標準作業程序」，並應落實

執行及強化平時之演練，應建

立緊急災害搶救外界支援系

統，災害影響程度降至最低。

戴興業

（2011）

醫療機構之地震危

機處理應變能力探

討 - 以某醫學中心

級醫院為例

個案研究 文獻探討、

訪談

本研究主要探討重點以地震發

生時，期望能提供醫療機構管

理者之思考模式，有一套處理

應變模式。

Celaya

（2003）

學生及其父母對學

校安全與緊急危機

事件關係的理解

七 年 級 學

生 及 其 父

母

質 性 個 案

研究

學校需要展有效進行危機管理

的程序。

學生及其父母皆期望學校能確

保學校安全。

Calabretta

（2001）

小學校長對於死亡

危機事件的長期責

任

校長 問卷調查、

訪談

少數老師或校長有參與制定危

機應變計劃的經驗或有受過訓

練的危機應變小組。

Shafombabi

（2001）

南濱系尼亞州學校

應變小組的發展

公 立 完 全

中學

訪談調查、

焦 點 團 體

訪談

絕大多數的學校沒有進行實際

演練，只有少數的學校將危機

處理與課程進行整合。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學校是學生求學的場域，也是家長及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Celaya（2003）

的研究中指出，學校應該要有危機管理的程序，以確保學校人員身心健康及學

校人員的安全。但在 Calabretta（2001）、Shafombabi（2001）對於學校危機

事件處理及學校危機應變的研究中指出，只有少數的校長或教師，有參與危機

應變的經驗，也很少學校擁有過接受訓練的危機應變小組，甚至絕大多數的學

校，都沒有進行實際危機應變的演練。萬一真的發生危機，學校可能面臨措手

不及的窘境，甚至演變更大的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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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謹如（2000）在學校環境與危機管理的研究中指出，教師平時有相關的

研習及處理經驗，在學校面對危機時有較高的危機管理知覺。

林東和（2005）、戴興業（2011）在研究中指出，學校應該有危機處理標

準作業流程，落實平時之演練及建立相關支援系統，危機發生時，結合醫療機

構啟動醫療救助系統，將災害降至最低程度。

綜合上述，校長平時應建立危機管理系統，並落實相關演練，才能夠充分

應變突如其來的危機，將傷害降至最低，確保學校師生的安全。

參、個案案例說明

地震發生造成重大傷亡，而學校面對如此重大的災害，學校必須盡快掌握

傷亡的情況，以便能展開救援與災後的的重建工作，首先對個案作一詳細分析，

茲說明如下：

表 3 研究個案案例分析

項目 說明

人 大樓住戶受困，造成死傷人數眾多，學校部分：

1. 經清查設籍於維冠金龍大樓內之學生數有 23 人。

2. 在校生陸續有 4 位獲救送醫住院。

3. 直至 0212 證實總計 10 名學生罹難。

4. 因受災戶都是家庭成員，包含已畢業之校友，及未來將就讀的幼兒

不計其數。

5. 受災學生涵蓋一到六年級及不少已畢業之校友，加上搜救困難，全

校師生因此事件，造成不小的心理衝擊。

時 105 年 2 月 6 日：

1. 清晨 3：57 台南地區雙主震及美濃大地震，造成大樓倒塌。

2. 救護車、消防車及救難隊陸續前來協助搜救。

3.10 日開始大型開挖，直至 12 日暫告一段落，直至數日後尋獲最後

一名罹難者大體，終告結束。

事 1. 維冠大樓總計造成 117 人死亡。

2. 請各班級任導師聯繫全班學生，確實掌握學生動向，並向學務處回

報。

3. 6 日及 7 日有獲救送醫的學生，學生及護理師前往醫院探視，提撥

急難救助金每戶 2 萬元給受災學生家長。

4. 8 日下午受困 61 小時的林姓學童獲救後，再無生還者。

5. 9 日因大樓中仍有生跡反應，搜救隊仍不敢進行大型開挖，至此已

有 3 名學生確定罹難，行政人員及導師紛紛主動與家屬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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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校計有 10 名在校生罹難，多數師長前往殯儀館向家屬致意，送罹

難學生最後一程。

7. 受災戶安置作業、生還學生心理輔導及復學，開學後師生安心輔導

持續進行，並進行追思活動。

地 1. 維冠金龍大樓位於臺南市永康區國光五街與永大路交接處。

2. 小 B 國小第一時間開放，禮堂作為救難人員休息區，開放校園空間

作為物資集散處。

3. 學校以學務處為指揮聯絡中心，掌控學生人數及動向；以校長室作

為開會協調處。 

4. 鄰近武龍宮前之廣場為各慈善團體物資集散處。

物 1. 維冠大樓高 16 層樓，是從 A 到 I 共 9 棟連成一ㄇ字形的建築，因

是橫向倒塌，A 棟及 I 棟壓住 B 棟及 H 棟，中間五棟也互相擠壓變

形，因此整個搜救難度是相當高的。

2. 全省愛心物資陸續湧入，移至崑山里活動中心，學校盡可能提供場

地給有心協助救災的團體使用。

3.大量捐款的分配及使用，需明確的使用在生還學生日後的就學需求。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肆、問題分析

本研究從文獻探討及訪談過程中歸納出「領導行為」、「行政運作」及「資

源管理」等面向，但有些面向從表現上是淺而易見 ; 而有些是屬於隱性的，因

此在這三個面向中，又可再區分出表層問題及深層問題，茲說明如下：

一、表層問題

表層問題可分為「領導行為」、「行政運作」及「資源管理」等三個面向，

共歸納出六個問題，詳見表 4。茲說明如下：

表 4 表層問題

分析面向 表層問題：代號 / 內容

領導行為 問題 A1 平時如何領導，以便在震災時發揮團隊功效？

問題 A2 震災事務繁雜，如何善用科技來協助聯繫等工作？

問題 A3 震災時如何作出明確的領導行為？

行政運作 問題 A4 校長如何面對當下的震災及作為？

問題 A5 平時如何做好震災教育及演練實務工作？

資源管理 問題 A6 震災當下校長如何統整人力及財力，以發揮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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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層問題

深層問題可分為「領導行為」、「行政運作」及「資源管理」等三個面向，

共歸納出四個問題，詳見表 5。茲說明如下：

表 5 深層問題

分析面向 深層問題：代號 / 內容

領導行為 問題 B1 如何發揮領導以促進學校組織間的協作與分工？

問題 B2 領導工作如何落實與貫徹在日常工作中？

行政運作 問題 B3 學校學生的學習及生活的情況如何有效掌握？

資源管理 問題 B4 平時學校各項資源如何有效劃分與運用？

伍、解決策略分析

針對上述三個面向之問題，進行解決策略分析，以下仍然依表層及深層問

題進行策略說明。

一、校長地震災後危機領導行為分析

（一）表層問題解決策略

問題 A1 平時如何領導，以便在震災時發揮團隊功效？

解決策略：注重平時準備的領導

在家長會運作與緊急應變工作分工執掌上，校長平時的運作需要順

利順遂。（A02 ～ A04），（B02）

問題 A2 震災事務繁雜，如何善用科技來協助聯繫等工作？

解決策略：科技的運用與統籌的領導

校長在領導、傳達、運用與統籌意見時，能夠妥善運用科技的優勢，

在遠端線上（LINE,EMAIL）進行意見溝通、協調、命令、指揮、

調度等工作。（B04 ～ B29）

問題 A3 震災時如何作出明確的領導行為？

解決策略：遇重大事故需做明確迅捷的決定

校長在地震災後危機領導行為應該是遇重大事故需做明確迅捷的

決定，如何對現況有助益的決定，當下就需要做出判斷和決定。

（B01，B02）

（二）深層問題解決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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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B1 如何發揮領導以促進學校組織間的協作與分工？

解決策略：注重組織合作的領導

校長在地震災後危機領導行為應該是注重組織合作的領導，在平時

工作中建立起平常的默契與良好的關係。（A06，A07）

問題 B2 領導工作如何落實與貫徹在日常工作中？

解決策略：凡是預備的領導

校長在地震災後危機領導行為應該是事前準備充分，分工執掌明確

與充分的演練與操作。（A02 ～ A04）

二、校長地震災後危機處理行政運作分析

（一）表層問題解決策略

問題 A4 校長如何面對當下的震災及作為？

解決策略：遇到重大事件，校長主動當發言人。

此次地震災害屬重大事件，校長主動當發言人理由有：

1. 校長講比主任更有說服力（C12）。

2. 校長更能誠實地來表達現況（C21）。

問題 A5 平時如何做好震災教育及演練實務工作？

解決策略：平時需要做防災演練

校長平時需要督責行政單位做防災演練，以便遇緊急時順利、迅速

做正確合宜處置（D10）

（二）深層問題解決策略

問題 B3 學校學生的學習及生活的情況如何有效掌握？

解決策略：平時建立學生名冊

校長平時需要督責行政單位建立起學生緊急聯絡名冊，以便遇緊急

時聯繫（D09,10）。

三、校長地震災後危機處理資源管理之運用分析。

（一）表層問題解決策略

問題 A6 震災當下校長如何統整人力及財力，以發揮功效？

解決策略：

人力方面

1. 行政組織團隊凝聚向心力：校長對於行政組織團隊，平常就要往凝聚向

心力著力與營造（A02~A04）。

2.校外其他人力支援協助：校長需要針對需求引進確切需要的人力，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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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廣告公會、媒體、社工師（B02~B12，B21~B25，C01~C09，

C19）。

財力方面

1. 家長會財力支持：利用家長會機制做緊急救助金發放（B01）。

2. 教育儲蓄戶：外界捐款鼓勵捐至教育儲蓄戶，專款專用，做一整個經費

有效分配（B13~B16）。

（二）深層問題解決策略

問題 B4 平時學校各項資源如何有效劃分與運用？

解決策略：資源統整

1. 經費彈性運用處理：校長在缺乏現金狀況下 , 能運用巧思，集合可能資

源（家長會）進行動作（B17）。

2. 經費來源明確界定：校長對於經費來源必要清楚明確，屬於會內經費與

個人財能堅定釐清，避免模糊混用（B4~B11）。

陸、問題檢討

本研究探討校長的危機處理應變能力，從個案案例分析及文獻探討，歸納

出校長的危機領導相關作為，但畢竟震災面向，猶如多頭馬車，如何積極有效

的投入與發揮功效，才是值得效法的領導哲學，各校或許方面條件不一，會產

生一些新的問題出來，茲說明如下：

一、校長勇於承擔責任，是否可以成為學校的延續文化。

校長承攬危機處理的責任與工作，充分展現校長個人的處理危機的特質與

魅力，雖是妥善周到，但是有無傳承下去成為學校組織文化的一部分，否則校

長世代更替時，是否學校就群龍無首、措手不及，是學校經營文化該思考的問

題。

二、危機處理動員人力與物力，如何達到全校動員力的領導？

在訪談的過程中，學校動員到行政人員及部分導師，而此震災是全學校的

事情，如何使學校全部動員起來，藉此危機事件來凝聚全校的危機處理的共識，

是校長該要思考的問題之一。

三、看得見問題容易處理，看不見的問題才是棘手的開始。

此震災中，傷亡人數不斷增加，令人於心不忍；而接下來心理復健的漫漫

長路，才是身為校長應該要多多關注的部分，可能長達數年的心理復健與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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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需要更多專業老師進駐及更多資源的協助，才能協助全校師生走出傷痛，

迎向未來。

柒、結論與反思

從以上的分析及討論中，歸納出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及反思，茲說明如下：

一、結論部分

（一）校長具備危機領導行為的正確觀念

1. 領導行為應落實於平時的具體行為中。

2. 領導行為應該著重於學校組織間的合作與默契建立。

3. 領導行為遇重大事件應該要當機立斷，做出迅速明確的決定。

4. 建立科技領導概念與落實科技軟體的運用。

（二）落實危機處理的行政運作

1. 校長遇重大危機要勇於承擔，統籌危機處理行政運作。

2. 落實平時建立各項相關名冊，以便緊急聯絡。

3. 平時要落實防災演練，以防萬一。

（三）明確與妥善處理資源管理運用

1. 人力方面：凝聚校內行政組織的向心力與尋求校外可支援的協助。

2. 財力方面：善用家長的的支援功能與校內教育儲蓄戶的功能。

3. 資源統整方面：經費來源應該清楚明確界定與經費的彈性運用處理。

二、反思部分

（一）本研究僅做一次訪談，難免有疏漏不足之處，建議可從師生不同觀點「三

角檢證」來回顧校長的危機處理流程，應該可以獲得更客觀的意見。

（二）震災中受傷最為嚴重的應是學生與家長，所以建議應從學生與家長的角

度來看此震災事件的影響與因應，才能更符合當事人的需求與需要，不

過因為牽涉到專業諮商與復健，所以應該結合專業的諮商師來協助處理

才是比較好的因應策略。

捌、建議

（一）因研究時間有限，僅能處理危機處理的表面問題，無法處理深層的問題。

「創傷後壓力症候群」有時持續 1-2 年的時間，後續對於師生心理輔導

才是一大挑戰。

（二）本研究的結果，依據小 B 國小的個別情況作分析，因各校組織文化與條

件不一，不宜完全複製，僅供他校做一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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