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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彰化縣溪湖鎮與大城鄉國小學童之天然災害防災素養的現況，同時探討城鄉學童防災素養之差異，並比較

背景變項不同對學童防災知識、態度、行為的影響性，最後分析防災知識、防災態度與防災行為之間的相關性，以期增進

防災教育之成效，並提升學童之防災素養。 為達以上目的，本研究以改編問卷為研究調查工具，依照城鄉比例抽取彰化縣

溪湖鎮與大城鄉四�六年級的學童為研究對象。資料蒐集整理後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Pearson 積差相關等分析方法，進行樣本資料的統計分析。依據資料分析結果，本研究得到以下結果: 1、全體受測學童

的防災知識程度呈現良好的水準；防災態度屬於積極正向；防災行為表現亦正向積極。 2、城市型—溪湖鎮學童之防災知

識、態度較優於鄉村型—大城鄉學童；但防災行為表現則無城鄉差異。 3、不同「年級」、「家長學歷」、「防災資訊來

源」、「學科領域偏好」之學童，在防災知識表現上有 顯著差異；但不同「性別」變項則無顯著差異。 4、不同「年級」

、「家長學歷」、「防災資訊來源」之學童，在防災態度表現上有顯著差異；但不同「 性別」與「學科領域偏好」之學童

，在防災態度的表現則無顯著差異。 5、不同「年級」、「家長學歷」之學童，在防災態度表現上有顯著差異；但不同「

性別」、「防災資訊 來源」與「學科領域偏好」之學童，在防災態度的表現則無顯著差異。 6、全體受測學童的防災知識

與防災態度之間、防災知識與防災行為之間、防災態度與防災行為之間皆具 有顯著正相關。

關鍵詞 : 天然災害、防災素養、防災教育、地震、颱風水患、土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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