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鹿港鎮新興國民小學「防災教育」教學活動設計 

教 學 單 元 九二一 拭淚 重生 適 用 對 象 五年級 

教 學 時 間 2節（80分鐘） 教 學 設 計 者 陳珮玲 

教 材 來 源 
翰林版社會五上 

自編 
融入領域議題 社會領域 

教 學 目 標 

1.能了解地震的由來、及九二一大地震的受損情形。 

2.能說出地震的成因。 

3.能以同理心看待九二一的災民。 

能 力 指 標 

社會 1-3-11了解臺灣地理位置的特色及其對臺灣歷史發展的影響。 

健體 5-2-1 覺察生活環境中的潛在危機並尋求協助。 

綜合 3-3-3 尊重與關懷不同的族群。 

本國語文 5-3-8能共同討論閱讀的內容，並分享心得。 

相關能力指標 教學活動內容 時間 教學資源 評量方式 

社會 1-3-11 

 

 

 

 

 

 

 

 

 

 

 

 

 

本國語文 

5-3-8 

健體 5-2-1 

綜合 3-3-3 

【活動一】板塊的活動 

1.閱讀：引導學生閱讀課本第 14、15頁。 

2.問答： 

(1)全球主要有哪些板塊？ 

答：太平洋板塊、歐亞板塊、印澳板塊、北

美洲板塊、南美洲板塊、非洲版塊、南極板

塊。 

(2)臺灣位在哪兩個板塊的交界處？ 

答：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板塊的交界處。 

(3)造成臺灣地震十分頻繁的原因是什麼？ 

答：因為菲律賓板塊和歐亞板塊持續的推擠。 

3.影片、動畫觀賞與講解。 

4.統整：臺灣島的誕生、山脈的形成與地震

頻繁的發生等，這些都是與地球的板塊運動

有很大的關係。 

【活動二】九二一 拭淚 重生 

1. 閱讀文本 

2. 影片欣賞： 

【民視異言堂】921貳拾周年－絕地．重生 

3. 講解及討論文本 

4. 心得發表 

5. 書寫學習單 

1節 

 

 

 

 

 

 

 

 

 

 

 

 

 

1節 

翰林版五

上社會 

 

 

 

 

 

 

 

 

 

 

 

 

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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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發表 

仔細聆聽 

 

 

 

 

 

 

 

 

 

 

 

 

認真閱讀 

仔細聆聽 

 

 

口語發表 

完成學習單 



九二一 20 周年  拭淚．重生    

  新新聞汪仁玠  2019-09-19             班級：     座號：      姓名：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點 47 分，一陣地動山搖，把沉睡中的人們震醒了──

台灣發生芮氏規模 7.3 的大地震，震央位於南投縣集集鎮。這場被形容為二戰後損失

傷亡最嚴重的自然災害，一共造成 2415 人死亡，29 人失蹤，1 萭 1305 人受傷，5 萬

1711 間房屋全倒，5 萬 3768 間房屋半倒，以及道路、橋樑、水利設施、電力設備等

多方重大損害。 

驚醒之後，噩夢才剛開始 

天地呼嘯的震撼，河對岸白芒花輕搖一些醒轉的帳篷──詩人楊牧 

    兩百多萬年前的洪積世時期，一隻身長約莫 55 公里，名為大茅埔—雙冬斷層的

巨蟲，趁著菲律賓海板塊、歐亞大陸板塊忙著碰撞，沒注意之際，偷偷潛伏在中央山

脈西側。然後，牠繁衍出另一隻身形更驚人，身長約 80 公里的巨蟲──車籠埔斷層。 

    921 地震造成新莊「博士的家」有 3 棟大樓倒塌， 45 人死亡。車籠埔斷層的頭

部在台中石岡，幾條小觸鬚伸向苗栗卓蘭，尾端則出現在南投竹山。過去 3000 多年

來，牠平均每 200 到 1000 年醒來一次。400 年前牠醒來一次，可惜當時沒有文字記載；

而最近一次則是 20 年前。 

    1999年 9月 21日凌晨 1時 47分，這兩條巨蟲同時醒來，持續約 102秒的蠕動，釋放出

來的威力接近 50枚投擲在廣島的原子彈，遠超乎二戰時期盟軍在台灣投彈量的總和。 

浩劫造成 2415 人死亡、29 人失蹤、11305 人受傷，10.5 萬餘間房屋全倒或半倒。在

重災區的南投縣，14 個鄉鎮市中有 4 個罹難人數逾百；台中縣山線從豐原一路延伸至

新社，每個鄉鎮市死亡人數從百餘到近 400。 

    因為是淺層地震，威力比同一規模的破壞力更深遠，所以位在台北市的「東星大

樓」87 人罹難、台北縣的「博士的家」45 人喪命。災區停電、停水、停氣、停話，

鐵路縱貫線一度停駛，公路和橋樑也柔腸寸斷。 

    但災損是不能如此計算的！每一個罹難的生命，都標誌著許多倖存親友的哀慟。主震後

5天內發生 3次規模 6.7以上的強震，一個月內有 400次有感餘震，即使房屋未倒的災民，

也長期睡在戶外的帳棚內。有家歸不得者，何止是那 10萬餘戶家園已毀的居民？ 

從絕望土礫中挖掘出奇蹟 

人世間有許多奇蹟，但人比所有奇蹟更神奇。──古希臘悲劇詩人索弗克里斯

（Sophocles） 

    浩劫發生時，總統李登輝仍在書房尚未就寢，先是察覺電燈漸漸轉暗，緊接著強

震襲來！ 

    地震發生後不到 20分鐘，鄰近災區的國軍營區官兵迅速抵達現場；再過 20分鐘，國軍

衡山指揮所發布救災命令；清晨 4時，救災部隊陸續進入災區。震災期間國軍不分晝夜投入

救災、協助災後重建，總計投入 46萬人次。 

 

   交通部則發布國府遷台後首度「調租民間車輛、工程重機械命令」，全程共調租



2889 部車、機。而在民間，包括支持性、諮詢性、社福、宗教等機構，派出逾 130

個團隊入駐災區。根據統計，震災期間各民間單位受理的捐款達 315 億元新台幣。 

但民眾想捐的不只是錢。全台各處捐血站出現排隊人潮，捐到血袋已經告罄仍堅持不肯離去，

中華民國血液基金會被迫宣布限捐、停捐。一位家住台中市的急診室主任，聽到廣播立刻驅

車趕往東勢，直到馬路已經無法通行便下車步行，沿途朝驚惶的災民大喊：「我是醫生！我是

醫生！」 

    台灣人在這場浩劫中並不孤單！美國總統柯林頓（William Clinton）辦公室直

接與我國政府聯繫，兩架空軍運輸機隨即載送聯邦專業人員、機具飛往台灣。地震當

天中午，日本搜救隊已在羽田機場待命，並於下午及晚間陸續抵台。包括聯合國在內，

震災期間共有來自 21 個國家的 38 支隊伍投入救災工作。 

即使在漆黑的暗夜，我們也相信黎明不遠。 

當陽光再次回到福爾摩沙 

你若心懷希望，世界就不會徹底絕望。你如不屈服，世界又能奈你何？──南非國父

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 

    組合屋是災民臨時的居所，不是真正的家。災區孩童前往雙北、高雄寄宿與寄讀，雖然

有了新課本、新住處、新校園，但那也不是他們真正的家和學校。 

    「在日本，住在組合屋裡一定會出問題，因為地震後親人過世的情況常常發生，

你不去探視他，第二天他就過世了。」浩劫過後，一位曾在神戶地震時擔任總指揮的

日籍友人，對當時經建會主委江丙坤這麼說。 

    災後重建和救災一樣，都是一場和時間的拔河賽。2000 年 2 月 3 日頒布施行《九

二一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災後重建正式啟動。 

    地震摧毀了許多家園和社區，行政院重建推動委員會整合協調各部會資源，打造成社區

重建平台，推動社區總體營造，也發展出可觀的社會企業，例如：埔里桃米社區的生態旅遊、

民宿、特色餐；水里上安社區的賞梅、製梅產業；中寮的植物染、布工房及老人廚房；苗栗

象鼻部落的泰雅傳統編織。 

    地震造成 1546 所學校受損，其中 293 校必須重建，教育部推動了「新校園運動」，

由次長范巽綠負責。大批建築工作者投入這項希望工程，包括呂欽文等建築師組成了

「九二一新校園運動合作社」（後改組成「建築改革社」）。新校園運動跳脫「重建」

格局，提升為「重啟」，用美感及設計讓新校園建築更具創造性、開放性與融合性。

新校園運動結合災區重建與形塑教育新價值，打造出至今難以超越的社會集體創作。 

 

 

 

 

心得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