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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不同地區與背景的國小教師對於土石流相關知識與態度之差異，以及土石流教學現況。取樣對象為彰化縣

永靖鄉與南投縣信義鄉國小現職教師，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分析後獲得以下結果。 本研究所調查的國小教師在

土石流知識部分的表現不佳，學歷背景、學校地處山區或平地及是否曾參加自然災害相關研習的不同在土石流知識的表現

上有顯著性差異；在防災態度上則是非常正向積極，任教年資的不同在防災態度上的表現有顯著性差異，年資21~30年者

優於年資10年以下者，而土石流知識與土石流防災態度相互之間相關未達顯著水準。 目前兩鄉鎮國小的土石流相關教學現

況：大部分教師會施行土石流相關教學；最常使用網路資源、配合圖片影音實施教學；最多結合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領域

實施教學；最多的教材來源為相關網站、媒體報導；最大的教學難處則是自身相關知識不足。

關鍵詞 : 土石流、教學現況、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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