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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現今商業性大樓及都市化集合住宅等建築早已趨向高層、多元複合化及大

型化發展，上述建築物共通點為樓層高、面積廣及縱深長，無論在用途區分、

使用及管理上均較一般建築大樓複雜，故在消防安全考量下其設施、組織、訓

練、操作及管理等亦較一般大樓複雜且艱難。就消防管理而言，將會是較高的

挑戰，若民眾本身再缺乏防災觀念，政府部門不再持續加強規範不同用途與規

模之高層大樓分類、用途分區及增強高層大樓消防戰力，當災害發生時，將造

成比一般建築物更難以估計的人命財產損失。 

本研究旨在針對高層住宅大樓之安全講習課程進行評估與探討，進而設計

規劃出針對住宅大樓管理人員講習訓練的課程，透過講習課程訓練，冀望減少

爾後大樓災害發生時的生命財產損失。  

本研究參考內政部消防署消防講習相關文獻，並以專家深度訪談為課程設

計與架構基準，編排 16小時與 8小時兩種課程內容之住宅大樓消防安全講習，

課程概略分為平時大樓消防安全管理及突發狀況應變兩大主軸。以期望幫助各

地消防相關單位用較短訓練時間達到大樓消防安全管理之最大效益。 

 

關鍵字：消防安全、安全講習課程、住宅大樓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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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commercial buildings and urbanized residential buildings have the 

trends of being high-rise, serving multiple purposes, and having larger scales. The 

common aspects of these buildings are having multiple floors, large areas, and large 

height-to-width ratio. Therefore, these buildings are harder to manage and more 

difficult to classify usage in general. In terms of fire safety, their facilities, 

organizations, trainings,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s are also more complicated and 

difficult compared with general buildings. Thus, it is a higher-level challenge for fire 

fighting. If the residents of these buildings lack the concepts of fire safety awareness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if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does not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regulation for classification and usage division of these buildings and 

does not enhance the fire fighting capability for higher floors of these buildings, life 

and property losses of these buildings will be harder to estimate when a disaster 

occurs.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and evaluated the safety training classes for esidential 

buildings, and training courses were designed for building management personnel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It is hoped that by providing these training courses, life and 

property losses of these buildings can be reduced in the event of a disaster. 

A 16-hour training course and an 8-hour training course were designed in this 

research regarding fire safety of residential buildings. These training courses have a 

framework that is based upon and with reference to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experts and training materials of the fire prevention classes offered by the National 

Fire Agency, Ministry of Interior. Two major topics of these training courses are 

general building fire safety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response. These training 

courses are designed with the intention of assisting local fire departments to achieve 

effective fire safety management of these buildings within a relative short amount of 

time. 

 

Keywords: Fire safety, safety training course, residential building manageme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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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從 19 世紀末到現今的 21 世紀，現代社會文明的發展趨勢，已經明顯趨向

都市化的時代，當全世界各地重要都市一起邁向到空前的都市化時代，在早期

工業革命之前的一成到兩成的都市人口，在革命之後持續不斷的增加，預計未

來在這世界上將達到八成的都市人口比率。以臺灣的都市發展情形而言，可以

觀察到從現今集合住宅經歷的起始、成熟與興盛等各種不同階段時期，剛好展

現臺灣都市化的歷史變遷及演進，在這與時俱進的進步下，臺灣城市環境下日

益林立的各種大樓建築物。 

隨著環境都市化的發展趨勢，建築物及都市化的關係將更為緊密，因此不

斷增加的集合住宅密度及高度，不斷提醒居住環境的改變下，是否同時讓人們

警惕到提升建築物內在安全的重要。本研究參酌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統計資料顯

示，臺南地區近 5 年下來，平均每年發生火警約 1,584 件，其中建築物火災是所

有災害當中造成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最大的，且其中住宅火災所佔所有火災之比

例高達六成，尤其佔有約兩成的集合住宅建築物火災在近兩年上升最為快速，

顯示住宅大樓管理的重要性。 

如圖 1-1 所示，依據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104 年度建築物火災依用途類別區

分統計資料可知 104 年度獨立住宅火災次數計 530 次，位居所有火災之首，其

次為集合住宅計 228 次，獨立住宅均佔所有火災次數平均約四成，集合住宅則

約佔二成，發生次數成長最多。然而集合住宅單次火警所造成的影響，恐怕就

會影響數戶、數十戶，甚至是數百戶。再加上複合建築物火災常是住商混合用

途之建築物火災，由此可見集合住宅之火災次數及危險性等，恐均遠遠超過獨

立住宅。尤以最近 105 年 10 月 1 日台南世華廣場(台南市永華路 2 段)大樓的火

警，驚傳 100 多人受困，警消出動雲梯車搶救，所幸最後被困 125 人全數救出，

其中仍有 8 人因嗆傷及身體不適送醫。 

 
圖 1-1104 年度建築物火災依用途類別區分統計圖 

資料來源：台南市政消防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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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內政部消防署明訂消防法第六條之各類場所管理權人對其實際支配管

理之場所，應設置並維護其消防安全設備，另依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

準第十二條乙類第七目之集合住宅，其應依規定設置相關消防安全設備。然而

全國各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面對此類型集合住宅常發現，其消防安全設備不

符合規定，又因管委會組織不健全，或無法有效力要求各使用人執行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及維護，而造成其法規執行力明顯不彰。因此這類型住宅大樓，在消

防機關無法有效執行檢查之情況，加上各住戶間之眾多意見，且日積月累下，

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長期未維護，恐已失去當初設置防護功效，影響公共安

全甚鉅。且相對於其他依法申報維修場所不但不公，也造成公共安全之隱憂，

更形成現在全國各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之燙手山芋，對其執行消防安全檢查

人員、第一線的消防搶救人員而言造成心理上之壓力等問題。 

研究者本身任職於台南市消防局安檢小組成員之實際經驗與了解，針對高

層大樓建築火災所造成的危機為研究範圍，是故，危機種類繁多，火災的類別

又不儘相同，如欲以一人之力，而欲對各類危機作一研究探討，實力有未逮，

故本研究僅針對高層大樓內部住戶火災危機處理之原則、流程、內涵為一嘗試

性的探討，並藉此探討大樓住戶管理規劃逃生路徑情形，而提出較佳的逃生避

難之路徑，並將防火管理的防災概念融入在住宅管理中。 

 

1.2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與建議，本研究目的將包含以下幾點： 

一、希望從整理分析內政部消防署建築物火災之相關統計資料，以瞭解建築物

火災及人的相關聯特性。 

二、瞭解住宅大樓之內部管理教育情形，針對大樓管理人提出較好的住宅大樓

之消防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規劃表，並實際運用於大樓管理人員訓練上。 

三、根據研究結果提出課程內容設計規畫之建議，以供相關人員決策時之參考。 

 

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以臺南地區高層大樓火災危機所適用的消防安全管理為研究範圍，

另以一般超高層大樓(集合住宅、辦公大樓)消防安全管理研究為輔；並將各高層

大樓管理權人、防火管理人、共同防火管理人及專業樓管(保全)公司等關鍵人員

納入問卷調查對象，另藉由專家深度訪談，以輔問卷調查之不足及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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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圖 1-2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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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相關的國內外文獻分節探討，以作為本研究之設計與實施的參

考，第一節為危機特性相關文獻探討，第二節為防火管理制度相關文獻探討，

第三節為課程設計相關文獻探討。 

 

2.1 公共安全管理 

2.1.1 危機之特性與過程 

    在探討公共安全管理之前，本研究先從討論「危機」(crisis)的意義開始，

文獻上有許多不同的看法。韋伯字典(Websters)解釋「危機」的概念，可以追溯

到古希臘時代，「危機」在古希臘文中為 crimein，有區分(Divide)或分離

(Discriminate)、過濾(Sift)及決定(Decide)之意，具有重要關鍵時刻之特質。李宗

勳(1999)則認為危機是在無預警的情況下突然爆發，帶給人民生命、財產嚴重的

損失，迫使決策者須於短時間內做成決策，採取行動以降低損失的事件。除了

「危機」之外，一般若干意義相近的名詞還包括「緊急事故 (emergency)」、「危

險(hazard)」、「災難(disaster)」、「風險 (risk)」。其分述如下： 

一、緊急事件 

緊急事件(emergency)屬於突然、意外發生，須立刻處理的事件，強調帶給

人相當大的驚訝及事先無預警性，是危機的一環(牛津辭典，1995)，危機與緊急

事件均指問題歷經潛伏期，導致爆發到解決階段的過程。 

二、危險 

危險(hazard)是對人類及其看重者的威脅，著重事件爆發前對人民心理造成

的不安和恐懼，就危險狀態發生之過程而言，著重面對危險發生的可能，心中

產生不安和恐懼的狀態。 

三、災難 

災難(disaster)意謂突然而至的大災禍，是問題的潛伏期、舒緩、準備期，對

問題未妥適處理或疏解所造成的後果(Kasperson & pijawka,1985)。 

四、風險 

風險(risk)指某種行為、技術或活動，歷經一段時間產生特定影響的機率

(Kasperson & pijawka，1985)。 

綜合上述的研究分析可以瞭解「危機」、「緊急事故」、「危險」、「災

難」、「風險」等詞彙各有不同的代表意義和強調重點。「危機」泛指不可預

期性和雙面性的效果；「緊急事故」則為突發、不可預期，會造成危害且必須

立即處理的事件；「危險」則是事件爆發前對人民心理造成的不安和恐懼；「災

難」則強調突然降臨的災禍，因事件未妥善處理而造成損害結果之事件；「風

險」即是事件發生的或然率。 

儘管如此分類，然「危機」、「緊急事故」、「危險」、「災難」、「風

險」都有造成損失或傷害之可能。故這些用語在本質上是相似或相近的，只是

其強調的重點或有不同而已。因此，本研究在定義用語時，只要具有突發性、

會產生負面及損害效果，且反應時間短暫者，均可視為與「危機」屬性與意義

相近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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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黃新福(1992)認為危機的性質包括以下五點： 

一、是一種具有威脅性的情境或事件，會對組織或決策單位基本目標、價值造

成威脅。 

二、本身具有不確定性的特徵，故很難以完全理性方式來預估，只能作充分、

廣泛的事前預防及設想出完備的應變計畫來，但卻不能完全避免。 

三、危機可能是由內外環境因素所造成，其洞察則有賴於決策者的認知及感應，

並在有限的時間內及極度心理壓力下作出重要性的決定或變革。 

四、危機具有模糊的預警性及負面結果性，若對其爆發前的徵兆加以忽略的話，

則可能對整個組織的價值或結構造成影響。 

五、具有雙面效果的特性，處理得當則可「化危機為轉機」，反之則蒙受其害。 

 

綜合上述的研究分析顯示，危機具有之特性包括：威脅性、不確定性、時

間壓迫性、不預警性及負面結果性及雙面性。 

另外危機管理專家 Fink(1986)將危機界定為一段不穩定的時間與不穩定的

狀況，迫切需要作出決定性的作為，當事人採行作為後，局勢可能惡化或有轉

機，機率各佔一半。 

孫本初(1997)亦認為危機具有特性包括形成具有階段性、威脅性、不確定

性、時間上的緊迫性。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的研究可以歸納出，危機具有的性質應可包括難以預

警、事出突發、可供反應時間短暫、影響結果不確定、不處理易遭致傷害與形

成具有階段性。 

本研究與朱延智(2000)的研究結果看法相似，認為危機不是死板的甚至是一

層不變的，危機隨時可從適合的環境中，吸取「養分」，而成長茁壯，甚至爆

發出驚人的殺傷力。雖然其間「養分」吸收的過程，可能看不見或聽不見，但

仍有一定的軌跡及徵象可尋，而只要能細心謹慎的觀察，就可知其緣由。古語

云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隱藏在危機背後是長期累積的，即危機並非憑空發生

或無端即可獲得預防與解決的。吾人應針對危機之形成、潛伏、爆發與處理及

其危害影響，每一階段過程均加以詳細分析、歸類，整理出完整的危機走向，

方能針對問題的癥結點，克服危機的損害。 

另外，就危機的過程會包括潛伏期、爆發期、後遺症期與解決期(趙鋼，

1998)。而危機管理專家(Fink，1986) 在「危機發展階段論」亦針對上述四個過

程提出說明如下： 

一、潛伏期 

事件發生前的階段也是是潛伏期，此階段是危機最容易處理之期，危機於

潛伏期時即有脈絡可尋，應如何發覺潛藏深處之危機，就有賴時時提高警覺，

依照各種跡象及資訊發現危機。 

二、爆發期 

發現危機即將爆發，就應立刻設法採取步驟，面對危機、處理危機，把危

機影響值降到最低，危機一經爆發損害立即發生，要儘量讓損害減至最小，不

惜以破壞性的手段來控制危機，並縮短危機爆發之期間及縮小影響層面，此階

段處理得宜，危機即成為轉機。 

三、後遺症期 

後遺症期，也就是收拾殘局的善後期。危機爆發後，要進行調查、審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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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長時間之訪問與報導，以使危機之真象大白。這一段時期也是恢復期。發

生危機之機構、單位，將自我分析、自我檢討，以療傷止痛，而聰明決策者，

會運用這一段期間做好進一步的「危機處理計畫」。分析毛病出在何處，並採

取補救措施。 

四、解決期 

這是危機的第四個時期，也是最後一個階段。危機由發現其徵兆(潛伏期)，

處理危機的人就要馬上掌握全局，找出解決危機最直接、最迅速的方法，使它

轉危為安，而到解決期的結束，使整個危機解除。但如在潛伏期無人注意預警，

以致危機迅速爆發，且無法控制；或是未能採取適切有效之措施，不但不能解

決危機，甚而危機由小變大，由輕變重，而達不可收拾的地步。或在解決期中，

未能做全盤考量，以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徒使危機增加複雜性，再要處理，

將會更加棘手。 

雖然危機具有四個階段，而一般之危機大都是循潛伏期→爆發期→後遺症

期→解決期之走向，但因危機之階段性並不明顯，偶爾會跳開一、兩個階段而

進入另一階段，故並非所有的危機是循四個階段進行的。但處理危機的人，最

希望危機之走向是由潛伏期之發現而直接採取措施，使它到解決期之理想走

向；或甚而由潛伏期，未經爆發而到無疾而終。人類生活在處處危機中，而心

裡亦感受到危機四個走向之錯綜複雜。但如每人有危機之意識，做好預防之準

備，那危機當可減至最低之限度。 

 

2.1.2 安全管理概念 

    「安全」是人類的基本需求之一，在這現代社會中更是不可或缺，環境密

集而複雜，充斥著各種隱藏的風險，為了預防災害問題的發生，瞭解安全因素

及運用良好的預防管理制度來有效進行安全管理確實扮演非常重要的一環，因

此周全的安全管理規劃步驟能提供安全問題發生時的行動 SOP(標準作業程

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簡稱為 SOP)，才能臨危不亂避免災害擴大

及損失，確保場所人員的性命及環境安全。 

安全管理(safety management)是對計畫活動中可能發生任何潛在危險所預

先做出的安全防範準備，以避免或減少傷害發生的可能性，也是管理者為達到

預期的安全目標所採取系統化管理的行為。 

而危機管理就如同火災一樣，在火災學內所談到火災發生成長曲線(如圖

2-1 所示)來看，可觀察到是從起火期、成長期、全盛期到最後的衰退期，也是

會有階段性的發展，如果能夠在起火初期就控制下來，就能免除災害的擴大產

生。因此安全管理就是在危害的每個階段，用相對應的手段去將災害減至最低。 



 

7 

 
圖 2-1 火災成長曲線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取自陳弘毅(2011) 

 

   夏保成、張平吾(2010)公共安全是現代人民最基本的生活及生存條件需求，

公共安全管理則是對此一需求的維護及保障。就因如此，規劃災害預防、減災、

準備、應變及重建等措施，正是政府機構及民間組織應變能力所面對的挑戰。 

    安全管理概論之基本的概念性原理，包含工作職業安全部分、職業環境要

求、法規規範、SOP 計畫標準、人員訓練教育、突發事故應變、作業程序要求、

事後的事故調查與追蹤整理、個人基本護具、制度之建全、安全督導與績效掌

控(張國信，2007)。 

    另由三個階段可區分安全管理實施情形，從安全管理一開始的啟動，接下

來的執行及監控，到最後步驟的督導及檢討，由其中得知，不管是在事前審查

規劃、執行安全管理步驟到最後的督導檢討，均提醒許多安全管理之觀念與執

行要點，都以維護公共安全為最終核心(霍光雷，2006)。 

    在企業的管理組織上為了掌握人員不安全動作和機械的不確定因素，因此

用相關知識，適當之規範，進行制定相關工作規定。為此才能將人員的意外事

故損失降到最低，並在內部組織達成事件處理的原則。以期安全管理與企業組

織併行，發揮最大利益(陳寶智、王金波，1999)。 

    另有亦有人指出「安全」和「管理」可拆開看成兩個名詞。安全代表一種

穩定，其目的是在可預期的一定環境因素下，讓人員及團隊在工作目標時，不

受突發意外干擾，也不必遭受損害。而管理是指在這環境下由機關及企業相關

部門的人員構成，最終目標就是制定防範任何危害安全的管理策略，實現防範

未然、避免災害擴大，為整個組織、企業創造最安全無慮的活動環境(虞義輝，

2011)。 

    綜合上述文獻所述，本研究認為安全管理需要建立在一套標準的管理步驟

上，利用有效的手段，即經由明確的計劃與周詳的政策，在考量不影響利潤下，

來達到保障各種環境資源及生命財產為目的，即使危險發生亦能控制損失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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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限度的一種管理方法。這對外是一種信譽的維持，對內則是正常營運的保障，

需不斷的循環操作，制定修改以求落實安全為目的。 

 

2.2 防火管理意義及建築物防火管理 

火災一旦形成之後，經過一段時間，必急速成長擴大。若放任不管，則將

延燒發展成大規模之市街火災。因此，火災的初期處理，乃是決定火災被害程

度的關鍵。建築物內之管理人或使用人，應防止火災之發生，萬一發生時，亦

應能及早發現撲滅，平時擬訂萬全的防火對策及防火訓練，發生緊急時採取適

當的措施，使火災的損害降至最低限度，此項工作即稱之為防火管理。 

要求一定規模以上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管理權人應指定防火管理人，依

據建築物特性，製定消防防護計畫，並據此計畫實施滅火、通報及避難逃生等

訓練、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並維護防火避難設施、嚴格針對火源使用管理監督。

因此，防火管理人於推動防火管理工作時，不僅需具備消防安全專業知識，同

時在該組織中應居管理與監督階層。 

此通才式防火管理人之專業知識不如專才人員，但仍具有一定程度防火管

理觀念，若能居管理或監督層次，則其責任感與執行力兼備，當能落實防火管

理工作。在台灣防火管理制度中，防火管理人之定位係由業主(管理權人)指派，

屬推動防火管理之核心人物。 

有鑑於高層建築物，其防火管理人綜理全盤之日常火源管理有其實質因

難，因此，律定防火負責人及火源責任者以輔助該場所進行日常之用火用電管

理，復為因應災害發生，強化其自衛消防編組能力，應自原有自衛消防編組成

員中遴用核心要員，請其提昇基本救護及通訊能力，俾便因應地震發生時造成

之人員傷亡及通訊中斷等可能災情，另律定防火管理技術員，強化其消防安全

設備及防火避難設施之操作技能，俾有效輔助防火管理人。 

關於防災人員責任範圍與任務配置等如下所示: 

一、火源責任者 

係擔任某一關連性區域(包含辦公室、會議室、電氣機房、茶水間等居室及

非居室等指定範圍)內之火源管理工作，定期檢查該範圍內之防火避難設施、用

火用電設備器具、危險物品及消防安全設備等之日常維護管理，並向防火負責

人回報檢查情形(如無防火負責人則直接向防火管理人回報)。 

二、防火負責人 

大規模場所、高層建築物或該場所自行認定有其必要性時，得以樓層或區

域為範圍，設置防火負責人，其任務係輔助防火管理人，並指導監督負責區域

內之火源責任者，以落實場所內部之平時防火安全管理。 

三、核心要員 

本綱領「伍」內「二、遴用核心要員之場所規模」所述建築物，指在同一

建築物之自衛消防編組成員中宜設有核心要員，此核心要員須具有基本救護技

能，並配置有效之通訊工具及地方消防機關指定之相關技能，俾於地震或其他

災害發生時，除擔任本身原有之自衛消防編組任務外，並協助進行通報聯繫及

緊急救護等基本救援事宜。此要員由滅火班班長、通報班班長或救護班班長等

擔任為宜。當自衛消防編組之核心要員設於指揮中心(於防災中心、中央控制室

或 24 小時均有人常駐之類似場所或指揮據點)，稱為本部核心要員，而設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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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時，稱為地區核心要員。 

四、核心區域 

為因應火災及地震等災害可能造成之資訊中斷、傷患或人員受困，應實施

防火管理之場所，以樓、棟為單位，將若干場所形成一個區域，在此區域內整

合有關災情及救護救援資訊，並由自衛消防編組成員中所遴選之核心要員，執

行橫向及縱向之災害協調支援。其設於指揮中心時，稱為本部核心區域，而設

於地區時，稱為地區核心區域。 

五、防火管理技術員 

本綱領「伍」內「二、遴用核心要員之場所規模」之建築物，因涉及之消防安

全設備及防火避難設施可能較為廣泛與專業，宜遴選所屬對此類硬體設備等技

術較有專精之人員，協助防火管理人推動各項防火管理業務，惟並無須為幹部

或管理層級之資格限制。 

    綜合以上規定範疇，本研究認為上述綱領未能有實質幫助，因目前防火管

理制度內所訂之防火管理人需依各別場所特性，因時因地制定適用之相關規

定，然而各防火管理人因素質不盡相同，且每位所考慮的安全要素未必周全，

因此建議在場所內從事相關安全職務人員皆須受過相關專業訓練，最終能領有

相關證照，這才是提升場所相關人員的專業度，且對場所才是最大的安全保障。 

 

2.3 住宅建築物相關災害研究 

表 2-1 災害關鍵要素相關研究 

學者 研究相關議題 研究成果 

熊光華 

(1984) 

建築物火載量與建築

物防火安全設計之研

究 

1.減少人命傷亡：其首要在於如何即早偵知火

災的發生，並發出警報，使建築物內之人們在

知悉火警後，有充裕時間可供逃生。 

2.避免財物損失：建築物內儲存或擺設之物

品，皆是價值高昂之財物，因此，如何保護建

築物內物品不致遭受火災之危害，即為消防安

全設計之重點。因此，設計者應確認保護之對

象與價值，俾能在火災發生時，發揮防護之效

能以減低損害。 

3.維護建築物之耐用性及不波及鄰近建築物：

建築物內部裝潢及財物雖燃燒殆盡，但若結構

體之安全性無虞時，至少建築物本身尚可使

用。雖然影響結構體之因素甚多，設計者無法

使內容物完全不燃，但透過設計可以使火勢侷

限於服務品質、合理迅速的理賠態度、保險公

司能提供風險分一定空間，不致蔓延波及鄰

舍，造成更嚴重的財務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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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研究相關議題 研究成果 

柯碧蓮
(1984) 

企業購買普通火險及

其附加險之決策行為 

企業評估保險公司之標準為：保費之低廉、支

付保費條件、保險公司的信譽、保險公司的財

務狀況、保險公司的規模，保險公司的析與安

排損害防阻技術的服務、與保險公司間的互動

關係。 

陳明哲

(1985) 

普通火險市場消費者

購買行為之研究 

探討工商企業投保產險之主要動機其結果發

現，未曾投保的原因為：對保險印象不佳、保

單承保範圍太小、提供保障不足、覺得火災發

生機率太小等。評估準則方面則為保險公司的

信譽、理賠迅速合理、提供損害防阻技術、保

費低廉等。 

蔡旭祺
(1998) 

銅質導線金相分析於

電氣火災鑑定應用之

研究 

其統計結果數字可以發現，引起建築物火災的

原因很多，其中電氣設備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林元祥

譯
(1989) 

火災猛烈度在建築防

火設計上之應用 

建築物型態係包括起火居室之大小及形狀、 

窗戶開口面積及大小、牆與天花板隔熱之情形

等皆能決定火災猛烈度之規模。 

吳榮平
(1991) 

美國消防體系的草創

過程反省當前國內的

消防問題之研究 

發現大部分的火災都是由於人為的疏忽、不當

的操作、錯誤的判斷及忽略其危險性所造成的 

吳榮平

(1996) 

都市消防的危機與管

理概論 

都市消防的意涵，並不是在使都市的災害根絕

而不發生，事實上人之疏忽難免，即使如何小

心火燭，亦難保不發生火災。因此，災害預防

也只能做到儘可能使其不發生，即使發生亦不 

致迅速擴大而已。 

張世典
(1991) 

高層建築技術準則與

管理制度之研究 

高層建築容積率過高， 顯示都市發展強度甚

高，而容積空地比係指某基地上，建築物總樓

地板面積與空 地面積之比率，當基地內建築

密度過高時，將導致人口過度集中，開放空間

不足，品質無法提升，同時也由於避難空地之

不足，隱含防災之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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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研究相關議題 研究成果 

林元祥
(2000) 

建築物火災危險度評

估與實證調查研究 

發現在測量評估建築物火災財務損失的各種

影響變數中，住戶特性應是較為難以量化的一

項，因為住戶的各項特性，如：年齡分佈、性

別、教育程度、防火習性、人格特性等，都存

有不同的差異。這些特性可能對平時的火災預

防知識、火氣的使用習慣、使用管理、警覺性

及消防常識等有影響。 

陳建志

(2001) 

區劃空間火災結構抗

火失敗機率之預測研

究--以住宅用途為例 

發現若建築物結構元件暴露在火災情況之

下，產生裂縫、破洞、穿孔，因 而導致火焰

或高溫煙氣蔓延至另一側，而使得區劃空間的

結構受到破壞，建築結構的完整性將會發生失

敗。此時火勢將會擴大延燒，造成延燒之火災

所造成之財務損失也較為嚴重。 

王國泰
(2001) 

都市高層大樓火災危

機處理系統建立之研

究 

發現高層大樓火災危機處理系統係從火災發

生前之準備、發生時之應變及解決後之復原做

妥善的規劃及建立處理原則。 

雷明遠
(2001) 

都市高層大樓火災危

機處理系統建立之研

究 

在整棟大樓加裝撒水設備、水淋幕系統或使用

具防火時效之防火玻璃嵌裝系統。帷幕牆設計

宜注意以下三點： 

1.首先應使用防火建材來保護結構支撐點； 

2.其次則是將火勢控制在起火地點內，包括防

止帷幕牆嵌版破壞及樓板間接合處出現裂縫； 

3.應將帷幕牆與建築間的活動（位移）列入考

慮，因為任何裝設在接合處或帷幕牆的防火屏

障都必須能承受建築物使用期間的活動磨

損，並維持其防火功能。 

盧珽瑞
(2003)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之

改善高層住辦混合使

用建築物防火避難設

施之研究 

1.高層集合住宅在防火安全上的主要特徵，包

括人員財務高度集中、消防搶救困難、人員逃

生不易、燃載量大及使用者常處於休憩狀態，

以致警覺性不足等；因此，高層集合住宅之火

災危險性，實遠高於一般低層集合住宅。 

2.依據消防署台閩地區起火建築物統計資料顯

示，加強國內高層集合住宅防火安全設施的維

護管理，實有其必要性。3.高層集合住宅的防

火安全設施種類甚多，包括火災預防系統、緊

急應變系統、建築物防火安全設備等，防火管

理人需要較長的專業化訓練時間，方能熟悉；

依據國內現行法令規定，防火管理人養成教育

之講習訓練時間，僅十六小時，明顯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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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研究相關議題 研究成果 

趙鋼
(1982)

、 

陳弘毅

(2011)

、 

雷明遠
(2001) 

高層大樓建築結構特

性 

1.結構堅固結實：高層建築之樑柱皆係由鋼骨

或鋼筋混凝土所造。為防強風吹襲及地震動

搖，除有廣大深固之地基外，其支柱及外牆均

極堅厚結實。因此，縱使起火燃燒，其結構亦

無倒塌之虞，消防人員仍可經由其他尚未被波

及之處，進入內部搶救。 

2.樓層面積廣闊：高樓建築為維持其堅牢穩

固，通常建築基地需達一定標準，樓層愈高，

相對的所要求之基地亦愈大。由於高樓建築物

大都採用多角用途，其單一層面積已較普通建

築物更為寬廣，而各樓累積之樓地板面積更

大，火災時無異形成廣大之延燒範圍。 

3.裝潢材料複雜：高樓外觀雖然堅固耐火，但

內部裝潢、擺設及附設物品之材料，則五花八

門。火災時，不但燃燒迅速，產生高熱，並極

易釋出大量煙霧及有毒氣體，造成人命鉅大之

危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外，有關國外文獻的有 Graham Atkinson (1995)，在實驗中，進行燃燒試

驗，主要觀察在火災發生時，天花板因熱浮力造成快速推擠之流體而造成的快

速氣流現象，指出因天花板可能因在壁面之設備影響快速流動之氣流，影響溫

度之擴展速度，而撒水頭及偵煙器可能因此現象而發生不能及時偵測之現象。

並提及風險管理及火災風險管理將是未來城市發展不可缺少的管理要件。公司

可運用風險管理來考量預算的優先順序，以確保廠房、辦公大樓的生命安全及

財產的防護；設計師及防火工程師可應用火災風險管理來評估火災危害及提高

建築物的火災安全設計。United States fire Administration(1999)，技術報告書中

可知在以往的火災案例中，可以發現火災發生的原因，無論是由烹飪、明火、

加熱取暖、器具，還是抽菸所引起的，大多都與住戶的粗心大意或不當的行為

有關；，在美國 27 個大城的火災資料中，有 90%的住宅火災和下列八項火災

原因有關：縱火、孩童玩 火、抽煙不慎、加熱取暖、烹飪、室內配線、器具及

明火。由此可知，住戶防火習慣的良寙及火氣管理與建築物火災發生原因有密

切的關係，也間接地影響建築物火災之財務損失。 

John R. Hall, Jr.(1986)，分析之火災調查資料中顯示多數的火災與抽菸不慎

有關，最常見的是因為煙蒂掉落到易燃之物品、家具或床墊上，經過一段時間

的悶燒，而發展成為明火。依據火災調查資料中顯示，造成人員死亡之火災案

例中，與吸煙有關的火災死亡幾乎占全部的三分之一。在已知著火材料的火災

死亡案例中，八個中有七個與因煙蒂引燃套布的家具、床墊或床舖而造成火災

者有關。 

SFPE (2001)，中說明自動撒水設備管路在長期設置環境溫度下及暴露於火

災時，其配管之結構必須能維持數十年不變，且須能抵抗火場環境之溫度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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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輸送至動作之撒水頭。因此，必須考量系統之操作性可靠度及功能性可靠度。

以操作性可靠度而言，取決於系統或組件之形式及平日維修；而功能性可靠度

則取決 於系統啟動時，是否有能力控制火勢，抑制火勢成長。 

美國消防協會(2001)與美國建築法規，對高層建築物所作的定義可以看出一

個重點，就是消防搶救主要是以生命安全而非財產損失為主要考量，而生命安

全的 維護與消防機關的雲梯車有關。有關高層建築物與消防車輛之間的關係，

過去傳統的觀念在判斷一棟建築物是否為高層建築物時，或是否需適用高層建

築物之特殊規定時，取決的關鍵在於消防車輛上雲梯的長度。然而，將這樣的

觀念運用在消防實務上時，便發現有一些潛在的盲點。消防人員發現救火或救

人所需的消防機具，能否順利的到達建築物，實在比雲梯長度的重要性來的許

多。 

 

2.4 課程設計 

課程是達成訓練機關願景目標的通道，而訓練課程方案設計是一種教育的

慎思熟慮構想，為了達成訓練願景與整體課程目標計畫，必須設計適當的課程

方案，以落實訓練願景目標的理想(蔡清田，2002)。本節玆將課程設計的意義、

課程設 計的模式、課程設計的考量層面、課程設計的方法、課程設計的步驟及

整體課程的理論建構，敘述如下： 

 

2.4.1 課程設計的意義 

課程設計(curriculum design)常被認為與課程計畫、課程編製、課程發 展同

一意涵，具有相同的意義，常被人混用，但在許多文獻上學者們卻有不同的看

法。如：強調演進、生長的課程觀念(黃政傑，1991)認為課程發展不同於課程設

計，課程設計是撰寫教學目標、內容、活動、評鑑程序的科技；課程發展則為

實行這項科技所依據的過程；課程設計關心實體、成品，是課程決定過程的最

後產物；而課程發展則包含了課程決定的互動與協商，(陳金春，2002)、王文科

(1990)則認為課程計畫、設計或編製屬於靜態的層面；課程發展則為動態的歷

程；課程設計或編製的結果可能隨時間的變化而有所改變，但是課程發展的歷

程卻始終維持恆定。 

課程設計包含擬定教學目標，選擇組織教學活動，及執行評鑑工作的「科

學技術」，其目的在於設計一套課程產品系統，以達成教育目標。課程設計的

意義，強調精確性的「設計」觀念，期許課程設計工作人員，對達成課程目標

的各種理論基礎、選擇方法、組織要素和組織程序等專門技術，進行慎思熟慮

的規劃。其優點在於要求課程規劃與實施人員能重視工作設計，以確立目標，

善用時間、促進溝通協調，增加課程的精確性，使學生學習經驗的繼續性、 順

序性和統整性，能發揮較大的影響力，以達成教育目標(黃光雄、蔡清田，1999)。 

國外學者 Ornstein 與 Hunkins 於 1988年指出課程設計有時也稱為課程組

織(curriculum organization)，是指提供教學者方向與引導的一種解決途徑，可以

讓我們掌握課程的概念，並且能夠對學科、內容、教材、教法、學習者經驗或

活動等課程主要組成要素進行安排(陳金春，2002)。 

課程設計是教學中極重要的一環，在進行計畫之前，必須去了解學生的興

趣和先備知識，以跟課本內容結合。根據布魯納的理論，有意義的學習應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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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既有的知識之上，教師應試著去了解學生的需求，並參考學生的需求和

經驗來設計課程，如此更能達到較大的學習效果。 

 

2.4.2 課程設計的模式 

課程設計模式之分類眾說紛紜，國外學者 Zais 在 1976 年時把課程設計分為

科目中心設計、學習者中心設計、人文主義設計；而 Posner 則於 1988 年把不同

的課程設計模式分為技術性生產觀點和批判性觀點；Kelly 在 1989 年則將之區

分為內容模式、目標模式及過程模式；而 Wiles 和 Bondi 在 1989 年則把課程設

計分為保守性博雅藝術設計、教育科技設計、人文主義的設計、職業性設計、

社會重建設計及廢校設計等(陳金春，2002)；國內學者(王文科，1990)將課程設

計的類型分為學科課程設計、融合課程設計、廣域課程設計、特殊主題設計及

學習者為中心課程設計。 

黃政傑(1991)認為各種課程設計模式所要顯示的為課程要素、課程設計的程

序及其相關性。而課程要素應包含：目標、活動、題材等；課程設計程序則應

考量目標的建立及內容選擇實施之先後次序。課程設計有四個重要的理論取向

值得重視，茲分述如下： 

一、學科取向 

強調知識體系。在學科取向的課程中，「教」是主動，「學」 是被動。以

引導學生進入學術社群為目標，具體而言，課程應傳授學生重要的學科內容，

包括事實、概念、原則、理論，也應訓練其運用專門學術研究的方法，發展認

知能力；而課程所包含的知識來自於學科，當然要經過選擇。  

二、學生取向 

強調學生的需要、興趣和能力。學生取向認為學生是主動的學習者，學習

並非是一定要將環境中的事物傳授給學生，應是與環境交互作用過程中創造意

義；強調學生中心、活動、發展、統整與自由。主張理想的學習是統整的，意

即對學生實施連貫性而非零碎的教育方法。 

三、社會取向 

社會取向的理念採取社會適應和社會重建兩種觀點，認為課程發展的目標

在將學生導入社會；知識的價值需由社會行動加以證實，知識的地位不可凌駕

於社會行動之上。 

四、科技取向 

強調科技應用，主張客觀化和系統化的課程設計程序。科技取向的課程設

計是一種技術性工作，將目標轉化為觀察的行為，確定課程目標、重視行為目

標為首要工作。 

而黃光雄、蔡清田(1999)認為上述四種課程取向都忽略了學校教師的專業角

度的探討，於是提出「專業主義取向」，強調教學歷程中教與學互動的重要性。

歸納眾多專家學者所提出之各種課程設計模式，可發現較常被討論的約有三種

模式：以目標為取向的「目標模式」(objectives model)；強調教育方式與教學過

程，重視學習者主動學習與教師專業思考的「歷程模式」(process model)；以及

以個別學校及教師作為課程發展焦點的「情境模式」。黃光雄、蔡清田(1999)

認為就課程設計的模式而言，應依目標及教材的性質，採用不同 的設計模式，

以最適當的方式來發展課程。玆將此三種模式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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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目標模式的課程設計 

目標模式是真實運作的縮影，由模式中反映出真實運作的重要精神、理念、

程序、步驟與結構等。所謂「目標模式」的課程設計，主要精神在於「目標取

向」的理念，此種課程設計與「科技主義」的課程設計意識型態關係密切，課

程設計人員經常以教育目標作為選擇活動、組織與年段安置等相關設計活動之

引導，並據以進一步發展形成詳細明確的目標，轉換成學習經驗，而後加以評

鑑，以作為課程改革的基礎。(黃光雄、蔡清田，1999)。「目標模式」要求課程

設計人員，由目標出發去設計課程，在整個課程設計中，目標是統治者與指導

者，「目標掛 帥」是座右銘(黃政傑，1991)。 

環境教育課程設計普遍使用目標模式，此模式之建構理論是依 Tyler(1940) 

所提出的泰勒法則為依據，Tyler 認為在規劃課程時，必須先釐清下面的問題，

以引導學校發展新課程(黃光雄、蔡清田，1999)： 

一、學校應該追求哪些教育目標? 

二、要提供哪些學習經驗才可以達成這些目標?  

三、這些學習經驗如何才能有效地加以組織? 

四、要如何才能確定這些目標是否會實現? 

Tyler 的課程設計模式，課程設計首先要根據學習者的需要、當前社會的需

求、學科領域內容、以及考慮學校哲學與學習理論的差異等因素以找出當地問

題與特色，並確立課程的教學目標，而後再根據所擬定的目標，進而選擇能夠

達成目標的學習經驗，並將學習經驗加以組織，使其具有意義，以利於教師之

教學與學生之學習，最後根據教學目標設計評鑑工具，以了解教學目標是否達

成。  

二、歷程模式的課程設計 

「歷程模式」的課程設計，主張教育目的即教學之「程序原理」的規劃，

而非學習的最後產品與結果，亦即其所強調的是教育的方式與教學過程，而非

教 育內容，重視學習者的主動學習與教師的專業思考，並不預先設立具體的教

學目標，且未硬性規定學生學習的行為結果，而是經由建立明確的教育歷程原

理與教學程序原則，以有效地增進教師的專業判斷。「歷程模式」的課程設計

希望透過討論的方式，讓學生探索具有價值的教育領域，而不是要達成某些預

定的目標或指定的學習結果(黃光雄、蔡清田，1999)。 

「歷程模式」的課程設計，冀望克服「目標模式」所忽略的教育實際情境

與 學生學習歷程的多樣面貌與複雜行為，因此，主張教師角色為學習的引導

者，注 重學生探究的學習方法及教師的教學研究，強調開放、非正式的學習情

境設計， 並重視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哲學理念，與教室中相互尊重的師生關

係。  

三、情境模式的課程設計 

「情境模式」的課程設計又稱「情境分析模式」或「文化分析模式」，根

源 於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主張從文化選擇的角度詮釋課程，並進而 從

事課程設計。其基本假定是以個別的學校及其教師作為課程發展的焦點，亦即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因此，「情境模

式」的課程設計是促進學校真正改變的最有效方法（黃光雄，1984）。 

在「情境模式」的課程設計中，提倡「情境分析模式」的課程學者史克北

(Malcolm Skilbeck)為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此一「情境分析模式」如圖 2-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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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Skilbeck 之「情境分析模式」，將課程設計與發展置於社會文化架構中，學

校教師藉由提供學生了解社會文化價值、詮釋架構和符號系統的機會，改良及

轉變其經驗。Skilbeck 之「情境分析模式」並不事先設定手段和目的分析，只是

鼓勵課程設計人員，在課程發展過程中需考量不同的要素和層面，視課程為一

種有機的整體，並以一種相當系統的方式從事工作。此模式之五項主要構成要

素分別為：一、情境分析，二、擬定目標，三、設計教與學的課程方案，四、

詮釋及實施課程方案，五、評估及評鑑。此一模式為一折衷架構，涵蓋「目標

模式」與「歷程模式」的主要精神，含有綜合性架構，針對學校所處的社會文

化情境變遷加以分析，進行學校課程設計，因此，此模式所設計的課程內容方

法與途徑比較具有彈性與適應性(黃光雄、蔡清田，1999)。Skilbeck 認為，學校

層次的課程設計與發展，首先必須分析與評估學習情境，並根據其結果設計學

習計畫內容；Skilbeck 將課程設計的模式置入學校的文化情境脈絡中，以彰顯不

同性質之相關團體及意識形態企圖影響文化傳遞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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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3.1研究方法 

本論文研究是採用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是屬於傾向研究方法過

程中，經常使用於方便蒐集資料方法其中之一，其實是利用受訪者與訪談者彼

此之間的交談，來換取彼此之間的意見交換與交流，受訪者可經由訪談的過程

與內容而了解到受訪者的想法與觀念等(李美華、孔祥明、林嘉娟、王婷玉譯，

1998)。 

深度訪談法是一種受訪者與訪談者彼此之間的言談互動，進一步因溝通與

理念的磨合所產生的結果，經訪問分析後所研究的結果，正是訪談後相互產生

的結果論，此次本論文研究時所採取的訪談法即為深度訪談法，其訪談性質主

要用於提供質性方面的研究，訪談之中採取的是開放式訪談與隨機問答的方

式，這種訪談屬性稱之為半結構性調查。 

另於大樓管理處所以及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內部同仁，共尋找 12 位專家進行

實施深度訪談，每位訪談時間約為 60 分鐘，對於訪談對象碰到訪談內容不了解

時會適時提醒與告知。將專家訪談內容結果整理出三個構面之上課內容，其三

個構面課程內容為： 

一、住宅大樓之安全管理 

二、自衛消防編組與現場事故傷患處置 

三、突發狀況預防與處理 

以上的三個構面課程內容再請消防相關單位針對所設計的課程內容加以統

計及分析。 

 

3.1.1文獻分析 

王海山(2003)指出，文獻分析法主要是運用文獻資料，對研究調查者所要研

究的主體進行精闢分析研究的一種方法，而假設文獻分析法與其他研究調查方

法相互比較之下，若只針對文獻分析法講述其優點，其優點具有省時、省錢與

省力三種，而且文獻分析法所尋找出來的文獻資料具有較高的可信度與客觀

性，文獻分析法著重的點在於，當研究觀察者定論觀點的形成時，較不容易受

到自我主觀的因素所影響，但缺點是文獻資料亦會受到原著作者主觀因素所影

響。 

潘中道、胡龍騰、黃瑋瑩譯(2000)指出，對於文獻分析法在研究觀察者進行

文獻分析時，其分析法是著重於有規律的一套系統，並且是從第三者的角度觀

察分析以及將較模糊且不具體因素量化成具體數據的一種研究方法。文獻分析

法在價值觀上的分析，不僅僅只有針對文獻的內容下去分析，之後做學術性的

講解，其分析法更是在針對文獻內容上有所貢獻，進而影響學術研究過程。而

就文獻分析法在分析範圍上，也不僅只是分析文獻的內容文字，其另一分析重

點是在分析整個文獻內容的學術研究過程之傳導。文獻分析法除以上功能外，

更可以幫助研究觀察者深入了解與分析其研究內容的背景由來及真相為何，也

能從中獲取研究的方向指南、推述理論的研究發展情形，並且提供掌握適當的

研究流程及研究時所使用的研究工具與研究方法。綜合以上論述，文獻分析法

可以幫助研究觀察者了解過去、分析現在以及預測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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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賜(1991)文獻分析資料來源可分為兩種，初級資料來源(primary sources)，與

次級資料來源(secondary sources)。所謂文獻分析資料收集法，主要有兩種性質，

分為結構性與具體性兩種，其主要目的在於收集已經存在的實體物件，且研究

觀察者所收集的文獻資料內容是針對過去與現在，因此針對文獻資料的分析與

收集，可以提供研究觀察者對於過去所發生的情事，獲得充份的資訊，並且預

測提供未來的方向，甚至部分研究對於未來極具有影響力。 

 

3.1.2訪談法 

本研究採用的是深度訪談法，即是雙方面對面的直接相互交談模式(袁方

編，2002；黃光玉、劉念夏、陳清文譯，2004)，其訪談結構主要分為，一、結

構性訪談，二、半結構性訪談，三、非結構性訪談等三種訪談法。深度訪談法

其意思指的是，根據受訪者與訪談者兩者間，彼此相互意見交流對於工作上的

知識、職責與條件等，近距離的進行面對面相互溝通討論，意見交流的一種方

法，可以很迅速且廣泛的蒐集到，研究調查者所需要的相關資料或資訊。通常

使用深度訪談法時，訪談者基本上都會儘可能的在彼此言語交談間，用些微的

詞句做提示或引導受訪者來回答問題，其用意是要讓受訪者可以在一個沒有拘

束與壓力的言談環境中，就針對議題可以自由的暢談言論，表達自己的意見或

問題，所以就深入訪談法而言，除了可增加蒐集資料的快速性與真實性外，更

能藉由深度訪談法去了解到受訪者對議題的想法與意見。另一種半結構式訪談

的特色有以下三點： 

一、在前往接洽受訪者前，可事先針對所需之研究主題，設定問題大綱及問題

要點，在進行面對面深度訪談時彼此交換意見，並且在訪談的過程中，

可以隨時的邊談邊修正完成訪談結果，在訪談時也可以針對受訪者覺得

較不受限制的言談模式進行訪談交流，對於訪談之順序也可依照受訪者

的回答隨時修正或變更問題內容，此訪談法具有相當大的彈性空間存。 

二、在訪談者設定訪談主題後，並不需要針對特定的言語或文字來加以表達， 

      但在進行深度訪問過程中，訪談者仍須尊重其言論，並以受訪者的言談

之中所回答的意見或觀點為主要研究分析內容。 

三、當訪談者雖然事先已有設定要進行訪談的主題，而訪談的問題若出現構面

不扎實，其訪談問題仍然具有可研究性與談論性，並不是毫無目的的持

續訪談。 

 

3.1.3 問卷分析 

本研究問卷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分析與計分，如附錄三。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係由心理學家 Rensis Likert 所設計，此問卷量表主要是針對個人心理測

量的一種方式，非常廣泛的使用在研究問卷分析之設計上，更是目前讓研究調

查者受歡迎的問卷方式之一。李克特五點量表主要是讓研究者用來了解，關於

受訪者對於某一事件的客觀或主觀的想法與理念，通常是針對該一事件表達不

同意或同意的意見。李克特五點量表雖然並不是存在於世上唯一的測量訪談

表，但由於受到研究訪談者的喜愛，所以經常性的與「評等量表」一詞相互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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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最基本且又典型的李克特量表，採取針對受訪者的填寫結果大致分為

五種意見，一、同意，二、非常同意，三、不同意，四、無意見，五、非常不

同意等五種，不過有些研究調查者會使用另外不同且更詳細的評等量表，來做

為研究所需之問卷調查。 

 

3.2研究設計 

3.2.1 研究對象 

    本研究訪談時間與對象分別為 2016 年 9-11 月間，針對台南市政府消防局

內外勤同仁與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列管場所之大樓主委進行訪談與調查，期間訪

談廟宇主委與消防同仁共 12 位，其中男性佔有 10 位，而女性為 2 位，再經由

訪談對象的詢問與回答，將其訪談言論進行研究、探討及分析。如表 3-1 所示。 

 
表 3-1 研究對象 

區分 受訪者 服務單位 職稱 服務年資 

消防局 

 

蔡先生 A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科長 22 年 

陳先生 B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中隊長 18 年 

蔡先生 C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組長 19 年 

李小姐 D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15 年 

張先生 E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小隊長 12 年 

李先生 F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科員 6 年 

大樓 

王先生 G 京華世家大樓 主委 5 年 

廖小姐 H 黎明山水大樓 主委 14 年 

許先生 I 摩登家園大樓 主委 13 年 

林先生 J 現代摩登八期大樓 主委 8 年 

許先生 K 品富五期大樓 主委 4 年 

林先生 L 家南名邸大樓 主委 6 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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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課程設計 

    黃光雄、蔡清田(2015)認為，課程的設計內容指的是，需要形成課程的主要

因素有下列二點，一、妥善的安排，二、內容的組織與選擇方法。課程設計其

中包含了三種程序，(一)研擬課程的目標、(二)使用科學技術來執行督導考核工

作、(三)選擇有邏輯組織的教學活動。課程原來的意思解釋為跑道，另一面的解

釋則為學習經驗，即學習者必須遵守的道路。 

一、課程設計的概念 

課程設計的概念，包含了順序(sequence)、平衡(balance)、延續(continuity)、範

圍(scope)、銜接(articulation)等(Amstrong，1989；Doll，1995；Ornstern＆ Hunkins，

2006)。 

(一)平衡 

在學校層級的課程人員主張：訂定設計現行課程與年級層級的方案時，應

全盤考慮到所有平衡問題，另外提出統整（integration）的原則，其原意指的是

在課程中學習獲取經驗，而這些經驗從課程中獲取後，再經由組織化來協助學

習者能夠慢慢地獲取相互平衡的觀點，使學習者的行為與處理方式有效的整合。 

(二)順序 

順序的三種方式為，第一、針對兒童的發展階段考量而主張宏觀排序(macro 

seauencing)；第二、主張每個教材單元需有預先準備的知識為基礎提倡微觀排

序；第三、本於生理與心理上的適當性需求〈needs〉排序， Gagne(1996)等認

為下列方式，編排學習活動的程序： 

1、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 

2、原則學習(principle learning)。 

3、概念學習(concept learning)。 

4、多種區辦(multiple discrimination)。 

(三)延續 

延續(繼續)計畫有三種方式：學生個別經驗之延續、學科領域之延續、學校

教育層級間之延續。如以下說明： 

1.教師某一課程可過渡下一課程(學生個別經驗之延續) 

2.學習經驗和下一次課程或年級有關聯(學科領域之延續) 

3.小學與中學課程邏輯相關聯(學校教育層級間之延續) 

(四)範圍 

範圍指的是，當教材內容的知識深度與學習範圍的適用性，與課程教學及

學習的發展過程中有著與各領域相關聯，會使的某部分教學者感到範圍過於廣

泛而無重點性，讓教學者無法了解是否完成其需求，因此產生課程不確定性。 

(五)銜接 

銜接定義為：兩個課程以上成分之間，並且同時存在的關係，且與順序無

關係，稱為水平式銜接。  

廟會活動之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規劃以 16 小時為主，分為兩天課程， 

其課程編排如表 3-2 與表 3-3。另規劃編排以 8 小時為主，其課程編排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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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住宅大樓之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 16 小時規劃-1 

課     程      表 

節

數 
時段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教官 

第

一

節 

0900 

- 

1000 

住宅大樓安全管理 

 

住宅大樓安全管理之目的 

 

台南市 

政府消防局 

火災預防科 

石科長 

第

二

節 

1010 

- 

1200 

住宅大樓法令介紹 

 

1.台南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 

2.防火管理制度 

台南市 

政府消防局 

安全管理股 

黃股長 

第

三

節 

1310 

- 

1500 

現行建築法暨消防法

規探討 

1.瞭解造成火災的原因 

2.知道火災預防對策與逃生要領 

3.對大樓消防安全設備之認識 

台南市 

政府消防局 

安全管理股 

林隊員 

第

四

節 

1510 

- 

1700 

1.大樓防火避難安全 

2.編組訓練實施項目 

1.高層建築物防火區劃介紹 

2.平時避難逃生路徑、火源管理

情形 

台南市 

政府消防局 

安全管理股 

林隊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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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住宅大樓之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 16 小時規劃-2 

課     程      表 

節

數 
時段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教官 

第

一

節 

0900 

- 

1000 

滅火設備使用介紹 

1.室內消防栓介紹 

2.室外消防栓介紹 

3.滅火器種類介紹 

台南市 

政府消防局 

防火宣導股 

向股長 

第

二

節 

1010 

- 

1100 

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滅火、通報、避難引導訓練暨綜

合演練 

台南市 

政府消防局 

防火宣導股 

向股長 

第

三

節 

1110 

- 

1200 

緊急救護基本處置 

1.灼燙傷之處置 

2.中暑之處置 

3.創傷之包紮止血 

4.心肺復甦術(CPR) 

台南市 

政府消防局 

救護訓練股 

鄭科員 

第

四

節 

1310 

- 

1500 

1、 突發狀況之兵棋

推演 

2、 預防活動進行中

之突發狀況發生 

1.直向、橫向之聯繫 

2.現場之勸導與制止 

3.責任之釐清與歸屬 

4.設立統一發言人 

5.設立突發狀況之處理人員 

6.廟方派員掌控現場繞境情況 

台南市 

政府消防局 

安全管理股 

葉股長 

第

五

節 

1510 

- 

1700 

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

消防安全管制 

1.大樓逃生之路線規劃 

2.現場勘查 

3.危險因子之排除 

台南市 

政府消防局 

安全管理股 

葉股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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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住宅大樓之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 8 小時規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課     程      表 

節

數 
時段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教官 

第

一

節 

0900 

- 

1000 

1.住宅大樓檢修申報 

2.住宅大樓法令介紹 

3.住宅大樓案例教育 

1.住宅大樓安全管理之目的 

2.檢修申報制度 

3.大樓防火管理制度 

4.大樓避難逃生要領 

台南市 

政府消防局 

火災預防科 

石科長 

第

二

節 

1010 

- 

1200 

1.火災與災害預防 

2.用火用電安全常識 

3.消防設備師、士檢

修申報制度 

1.瞭解造成大樓火災的原因及避

難逃生常識 

2.知道火災的預防對策與逃生要

領 

3.對排煙的認識 

4.高層建築物需專業檢修機構 

台南市 

政府消防局

安全管理股 

林隊員 

第

三

節 

1310 

- 

1400 

1.滅火設備使用介紹 

2.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1.室內消防栓介紹 

2.室外消防栓介紹 

3.滅火器種類介紹 

4.滅火、通報、避難引導訓練暨

綜合演練 

台南市 

政府消防局 

防火宣導股 

向股長 

第

四

節 

1410 

- 

1500 

緊急救護基本處置 

1.灼燙傷之處置 

2.中暑之處置 

3.創傷之包紮止血 

4.心肺復甦術(CPR) 

台南市 

政府消防局 

救護訓練股 

鄭科員 

第

五

節 

1510 

- 

1600 

1.突發狀況之兵棋推

演 

2.預防活動進行中之

突發狀況發生 

1.直向、橫向之聯繫 

2.現場之勸導與制止 

3.責任之釐清與歸屬 

4.設立統一發言人 

5.設立突發狀況之處理人員 

6.廟方安排人員掌控現場狀況 

台南市 

政府消防局 

安全管理股 

葉股長 

第

六

節 

1610 

- 

1700 

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

消防安全管制 

1.繞境之路線規劃 

2.路線勘查 

3.排除危害因子 

台南市 

政府消防局 

安全管理股 

葉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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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4.1 訪談結果 

本研究針對「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規劃大綱」採用文

獻探討法，並以深度訪談的方式訪問各相關專家，進而訪談設計分析發展下列

的問題。本次挑選 12 位受訪者進行訪談，以下為受訪者資料： 

 
表 4-1 訪談對象之地點、時間 

區分 受訪者 服務單位 職稱 訪談地點 訪談時間 

消防局 

 

蔡先生 A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科長 消防局 
2016 年 9 月 11 日

14:00-15:00 

陳先生 B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中隊長 消防局 
2016 年 9 月 16 日 

09:00-10:00 

蔡先生 C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組長 消防局 
2016 年 9 月 20 日 

10:00-11:00 

李小姐 D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消防局 
2016 年 9 月 24 日 

16:00-17:00 

張先生 E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小隊長 消防局 
2016 年 10 月 8 日 

19:00-20:00 

李先生 F 臺南市政府消防局 科員 消防局 
2016年 10月 14日 

20:00-21:00 

大樓 

王先生 G 京華世家大樓 主委 大樓辦公室 
2016年 10月 22日 

10:00-11:00 

廖小姐 H 黎明山水大樓 主委 大樓辦公室 
2016年 10月 26日 

09:00-10:00 

許先生 I 摩登家園大樓 主委 大樓辦公室 
201610 月 31 日 

19:00-20:00 

林先生 J 現代摩登八期大樓 主委 大樓辦公室 
2016 年 11 月 2 日 

10:30-11:30 

許先生 K 品富五期大樓 主委 大樓辦公室 
2016 年 11 月 6 日 

19:00-20:00 

林先生 L 家南名邸大樓 主委 大樓辦公室 
2016年 11 月 14日 

09:30-10:3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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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訪談內容結果分析 

本研究根據專家學者訪談，以「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

規劃大綱」之「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自衛消防編組與現場事故傷患處

置」、「突發狀況預防與處理」三項課程為主軸，檢視結果整理如表 4-2 至表 4-10。 

 
表 4-2「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與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之關聯性 

題

目 

1-1 您覺得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明

白對於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之瞭解與事前評估，並且

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其原因為何？ 

資

料

來

源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公寓大廈管理條例(2016)住宅大樓供使用對象、用途，

當人數過多、用途複雜、進出入人員不易管控、舊大樓硬體設備不足等

住宅大樓特性，易導致各類突發事故，人員傷亡意外及大樓形象重大損

失，期望藉由住宅大樓之安全管理，能避免災害之發生。 

訪

談 

內

容 

A 先生：是。消防安全管理在於見微知著這樣才能杜絕危害的發生!所以

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將有助於大樓人員明白對於可能遭

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之瞭解與事前評估，進而著重火災事故

的預防。 

B 先生：有助於大樓人員明白對於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

之瞭解與事前評估。如題目所說，專業的知識是需要學習的，除非可以

預測未來，不然住宅大樓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裡的精闢專業知識還是

多了解的好。 

C 先生：當然是有的!讓所有管委會成員，更甚至所有大樓住戶了解大樓

安全管理是在說明大廈之管理與維護，並且提升居住的品質與安全，消

防安全設備是否完善堪用，以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D 小姐：這是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瞭解與事前評估，因為當管理人員了

解大樓安全管理的權力或者義務時，就能夠正確的去管理與維護，保障

所有大樓住家的生命財產安全。 

E 先生：住宅大樓的消防安全維護該怎執行? 該著重的重點為何?以上是

必須藉由專業課程講習來提醒並教導。若大樓人員能熟知住宅安全管理

及應注意的要點必能預先清楚遭遇危險所會造成的傷害，更在事先做好

預防動作定可將危害降至最低。 

F 先生：我覺得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有助於大樓人員明

白對於可能遭遇傷害的事前評估，並且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因為他讓

大樓人員明白大樓內部的危險因子。 

G 先生：我要講的是，其實早期在管理大樓安全主要是要防範犯罪部分，

後來在政府單位制定法令下，當然是有助於大樓能更明白火災意外防範

的重要性，畢竟，看看我們社區住那麼多人，大樓管理人員有這常識就

像是多買份保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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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小姐：有，該課程規定了所有之常識及法律意識，提供具體有效、可

行的規定，將所居住的處所認為是「安身立命的城堡」，讓大樓人員將自

身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上，進而積極參與了解災害預防。 

I 先生：有幫助，如果能事先幫我們大樓人員上課以了解各種消防安全管

理，對我們平時有很大的幫助，因為現在大樓管理事務越來越複雜，有

些住戶甚至會刁難，有這種具有公信力的協助將更有利於管理。 

J 先生：不可以，由於我這大部份大樓管理人員年紀較大且對於平時要應

付大樓住戶的管理就有些吃力了。 

K 先生：當然有。因為目前大樓上過課的只有防火管理人，要讓他來處

理整棟大樓的消防安全似乎有些吃力，而且如果可以讓管理人員都有機

會上課相信遇到突發狀況時可以表現更好。 

L 先生：對，其實我覺得這是要推廣的。在現在這時代什麼都越來越專業，

消防安全管理做的好的話，對我們管理公司來講當然是更有競爭力，且

對住戶也有保障，這是個雙贏局面。 

小

結 

綜合訪談內容，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課程，可以讓大樓管理人員於

平時注意應注意之事項，並盡到提醒住戶消防安全的責任。因現今大樓

住戶人口眾多且進出人員複雜，大樓管理不是只有收信件包裹、幫忙倒

垃圾而已，若沒有充足的管理準備，大樓管理制度勢必形同虛設，所以

該有的專業都必須考慮到。因此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課程是可以讓大

樓發生的災害損失降低，其包括日常平時的維護，可以讓大樓管理人本

身學會危險因子在哪裡，去評估風險，進而針對該大樓場所特性進行檢

查管理，最後才是災害發生時的應變處置，畢竟預防勝於治療，如有把

這些管理漏洞考量進去，將可以減低大樓災害事故的一再發生。雖有一

位專家認為不一定有幫助，但其餘專家均表示，此課程對於住宅大樓消

防安全管理是有所幫助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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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與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

之關聯性 

題

目 

1-2 您覺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這二門課程是否有助

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並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範與自

治管理辨識，避免不清楚大樓行政執行特性之困境？其原因為何？ 

資

料

來

源 

根據內政部營建署(2016)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內政部消防署(2016)消防

法，管委會管理報備與防火管理介紹課程主要是使參與上課之人員能夠

初步了解法令，清楚了解大樓防火之相關資訊。並能夠將大樓防火軟硬

體融會連結，將法令與大樓現場防火管理之規定結合，讓參與人員能夠

學以致用。 

訪

談

內

容 

A 先生：是，大樓是多數民眾聚集的地方,因此適當的管理是減少災害的

不二法門!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這兩項的互相配合教導，有

助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並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範與

自治管理辨識，避免不清楚大樓行政執行特性之困境。 

B 先生：有助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因為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

管理制度介紹裡有專業的見解及知識，多了解可以用正確的觀面跟態度

去預防許多災害，總不能期待會有超人出現，不是嗎？ 

C 先生：有的!至少讓管委會了解到管理條例所規範的權利與義務。另外

防火管理制度方面更能讓管委會充分了解大樓需要消防安全維護之專業

人員，保障大樓住戶住的安全。 

D 小姐：好的!關於這門課程確實可以讓管理人員以及大樓住戶了解相關

法令的規定，對於自家大樓需要那些消防設備，或者是住的權利與義務

也能夠有所明白。 

E 先生：制式的規定與準則可讓大眾有依循的規範並提升安全防護的意

識，知道自己平時應做好防火安全管理的維護並加強夜間及周末的防護

事必可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 

F 先生：我覺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確實有助於減少

大樓災害事件，強化大樓內部保全、防火管理人自治管理辨識，因為這

門課程清楚說明防火管理制度的精神。 

G 先生：其實這二門課程如能一起上將能讓我們大樓清楚法令的規範在

哪裡及協助幫忙時可以找哪個單位諮詢。 

H 小姐：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這二門課程確實有助

於減少住宅大樓火災事件的發生，其原因為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

的規範與大樓權力責任在哪，避免不清楚的要求讓執行人員易與住戶起

口角，但少部分管理室的人，可能無法輕易了解相關法令，建議設計簡

單易懂的上課內容。 

I 先生：那當然對我們是有所幫助。平時總會有相關單位的人來要求我們

需要繳交資料，但總是對於相關法規不清不楚，又怕是詐騙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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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先生：這個我覺得不一定，因為大樓本身管理人員並不多，若是需要照

法規規定的執行，恐會有難度，能否提供我們相關單位整合後的要求，

這樣我們大樓才能有能力負擔。 

K 先生：我覺得就實務方面而言，有點難度。因為兩個法規規定的管理

員數太多，加上未來的一例一休制度，很難針對大樓進行合格的幫助。 

L 先生：有，如管理權人都能讓所有參與防火管理制度人員，清楚自己在

制度裡的定位角色，當災害發生時立即反應，就可減少災害的損失。 

小

結 

綜合訪談內容，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對管理大樓人

員來說極為重要。現在很多大樓管理人對於防火管理的法令與種類，不

甚了解，在平時不敢要求大樓住戶執行相關安全事項。當火警災害時，

勢必因平時未能落實管理，進而影響住戶安全逃生。若當大樓管理人能

接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的宣導教育後，在執行使用大樓

安全的軟硬體上更能增加其立法的效用，以更簡單更專業的方式來應付

突發狀況，且對於管理人員來說更專業的服務將是工作上的保障。訪談

中有兩位專家認為不一定有效，但其餘專家均表示此課程對於住宅大樓

消防安全管理有一定程度之幫助。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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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與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之關聯性 

題

目 

1-3 您覺得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管理人員 

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管理實務上？其原因為何？ 

資

料

來

源  

據陳弘毅(2011)火災學，讓參與上課之人員了解防止火災爆炸危害，預防

重於搶救，應有適當的管理維護及 SOP，使人人熟習防火、防爆的知識

和技術能。 

訪

談

內

容 

A 先生：是，火災的發生必須從微小的危險因子管理開始,因此火災的發

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得以讓大樓管理人員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火

源管理實務上。 

B 先生：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是得以讓大樓管理人員 

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火源管理實務上。因為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絕

對不可能由慘痛經驗來教導，是吧？ 

C 先生：有的!當管理人員對於預防火災有著基本常識時，在火災發生時

的應變能力足夠，即可帶領住戶遠離危害，在第一時間更可爭取更多時

間疏散住戶。 

D 小姐：這課程蠻不錯的!火災的常識與預防，基本上能讓管理人員了解

到火該如何滅，因為並不是人人都懂得滅火，當管理人員都有著基本常

識時，在遇到火災發生時至少能在第一時間滅火或通知住戶疏散遠離火

災現場，避免擴大災害。 

E 先生：火災發生時該運用什麼設備滅火?該怎通報大樓人員逃生?該如何

做最適洽的動線引導……等，這些都應該在平時就做好相關的預防措

施。是故，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得以讓大樓管理人員能

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火源管理實務上。 

F 先生：我覺得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可讓大樓管理人員有效應地用在

大樓火源管理實務，因為他讓大樓管理人員明白火災燃燒的基本原理。 

G 先生：我覺得平時的預防準備勝於災害發生的避難搶救，就像若能知

己知彼才能在面對火災時有更多的把握。 

H 小姐：當然可以，凡事若能從源頭著手將能事半功倍，如能了解火災

的發生因素，將能更有效的去預防。 

I 先生：應該是不太可能避免啦!大樓裡面住那麼多人，住戶裡面我們也不

可能去管控，這連你們也沒有公權力了，畢竟我們能介入的也只有大樓

公設部分；應該說，假如有發生火災的話是不是可以阻斷延燒的可能，

讓其他民眾可以順利逃生，將損失降到最低。 

J 先生：不一定，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大樓人力不足，且我們能管制的

地方只有公共區域，住戶內的領域我們也無法干預。 

K 先生：是可以的，倘若我們大樓這邊有火災預防的相關常識，那麼照

道理講，我們在每月的住戶大會就可以提醒各住戶用火用電安全甚至是

可以避免縱火情形發生。 

 

 

http://m.sanmin.com.tw/Search/Index/?AU=%e9%99%b3%e5%bc%98%e6%af%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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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先生：有，火災發生預防常識只為可行的理論基礎，且火源管理檢查雜

項太多太雜，單靠大樓管理員學習這些常識只是了解並無太多用處，如

能常識配合運用真實的情境，真實體驗才能有良好效果。 

小

結 

綜合訪談內容，大樓最希望的就是在上課後，管理人員能夠有效的執行

預防災害發生，但若不慎發生，也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應付，因而了解自

己的敵人並擊敗他將是本節的重點。大樓管理部分最困難的就是各住家

內的管控，因為沒有強制力，因此這不確定性相對提高，但大樓更必須

將本身做好，即是在公共區塊的管理上，進而影響住戶檢視住家內部。

大樓管理最難部分就是人，故正確有效率的引導各住戶將是最好的成

果，反之若大樓本身無法以身作則，則是會造成更嚴重的傷害。訪談中

雖有兩位專家持否定意見，但其餘專家均認為此課程是有效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小結 

綜合表 4-2、表 4-3、表 4-4 得以知道，根據專家學者們的訪談分析結果，

專家們對於「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與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

課程之關聯性，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課程，可以讓大樓管理人員於平時注

意應注意之事項，並盡到提醒住戶消防安全的責任。因現今大樓住戶人口眾多

且進出人員複雜，大樓管理不是只有收信件包裹、幫忙倒垃圾而已，若沒有充

足的管理準備，大樓管理制度勢必形同虛設，所以該有的專業都必須考慮到。

因此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課程是可以讓大樓發生的災害損失降低，其包括日

常平時的維護，可以讓大樓管理人本身學會危險因子在哪裡，去評估風險，進

而針對該大樓場所特性進行檢查管理，最後才是災害發生時的應變處置，畢竟

預防勝於治療，如有把這些管理漏洞考量進去，將可以減低大樓災害事故的一

再發生。雖有一位專家認為不一定有幫助，但其餘專家均表示，此課程對於住

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是有所幫助的。 

    另外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對管理大樓人員來說極為重

要。現在很多大樓管理人對於防火管理的法令與種類，不甚了解，在平時不敢

要求大樓住戶執行相關安全事項。當火警災害時，勢必因平時未能落實管理，

進而影響住戶安全逃生。若當大樓管理人能接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

制度的宣導教育後，在執行使用大樓安全的軟硬體上更能增加其立法的效用，

以更簡單更專業的方式來應付突發狀況，且對於管理人員來說更專業的服務將

是工作上的保障。訪談中有兩位專家認為不一定有效，但其餘專家均表示此課

程對於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有一定程度之幫助。 

    若當住宅大樓管理人員接受過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訓練後，相信大樓最

希望的就是在上課後，管理人員能夠有效的執行預防災害發生，但若不慎發生，

也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應付，因而了解自己的敵人並擊敗他將是本節的重點。大

樓管理部分最困難的就是各住家內的管控，因為沒有強制力，因此這不確定性

相對提高，但大樓更必須將本身做好，即是在公共區塊的管理上，進而影響住

戶檢視住家內部。大樓管理最難部分就是人，故正確有效率的引導各住戶將是

最好的成果，反之若大樓本身無法以身作則，則是會造成更嚴重的傷害。訪談

中雖有兩位專家持否定意見，但其餘專家均認為此課程是有效的。 



 

31 

表 4-5「自衛消防編組訓練」與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之關聯性 

題

目 

2-1 您覺得以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這門

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上？其原因為何？ 

資

料

來

源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強化防火管理制度指導綱領(2008)，主要讓上課之人員

了解，當火災發生時，儘速運用現場消防安全設備滅火採取滅火行動，並

向 119 報案之同時，須向全體人員進行緊急廣播或通報。進行避難引導

時，須給予明確的避難方向及具體有效的引導。 

訪

談

內

容 

A 先生：有，災害發生時人員的恐慌與慌亂是足以想像,因此利用平時的滅

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課程必然有助於大樓

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的實務上。 

B 先生：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這門課

程是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上。因為當火災發生時

大概這三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學得好災害少。 

C 先生：關於這點是大樓管理人員必須知道且非常熟悉的動作，因為這攸

關大樓住戶的居住安全，發現火災時該如何應變，第一時間都必須靠著大

樓住戶本身的應變能力去解決，而管理員需比住戶更熟悉了解。 

D小姐：是有效的!而且是必須的!安排這門課的訓練可以讓管理人

員在火災發生的第一時間做出適當反映，像是如何報案通知消防

隊，如何在發現火災時初期滅火，以及如何疏散大樓住戶。 

E 先生：自衛消防編組的用意乃發生火災時能儘量降低人命、財產損失之

目的而預先編組訓練之消防體制。若能藉由操作、分工，必能救火時活用

滅火原理、發現火災時及早通報、人員依逃生動線疏散。 

F 先生：我覺得以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

組這門課程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因為只有確實

熟練才能在狀況發生時派上用場。 

G 先生：有幫助。因為這種大樓突發案件常常發生在夜半人靜時，若我們

大樓人員可以學到並熟悉運用滅火通報及避難引導訓練，將可以在混亂的

災害現場有效的避免災情的擴大並確保住戶安全。 

H 小姐：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有助於管理人員有效運

用在大樓搶救實務上，因為災害都是無預警的，沒有事前的操作訓練，對

於突然發生的危害可能會腦袋一片空白不知道要做什麼。其實我想說的

是，如果我們大樓管理人可以接受自衛消防編組訓練合格才任用的話，我

相信可以提升大樓防火素質。 

I 先生：說實在的，以我做主委這麼多年，平時訓練可以幫助災害發生時臨

危不亂，當然是很好的一件事。 

J 先生：應該沒什麼幫助吧!大樓在大部分的時間，管理人員都只有一兩位，

不可能一人身兼數職要做滅火工作、通報確認正確位置還要引導大樓住戶

避難，其實主要是不曾共同訓練避難引導而無法發揮功效吧。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040131019100-097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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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先生：應該沒用吧。大樓管理人大部分都為守衛室的保全大哥，個人認

為自衛消防編組可針對大樓場所加強通報部分，畢竟不可能一人分飾多角

那倒不如做好自己的角色工作。 

L 先生：有喔，平時有了訓練，在災害發生時才不會驚慌失措，更能幫助

後面搶救的人盡快進入狀況。 

小

結 

綜合訪談內容，住宅大樓最有可能遇到造成大量傷亡的危害就是火災，而

危害損失最直接的就是「人」，若大樓管理人能積極的接受滅火、通報及避

難引導之訓練，在任何時間下，皆能以最有效及正確的觀念應付，才能降

低大樓火災的二次損失。滅火訓練旨在讓管理人員能夠了解火的特性，也

讓人員在發生時能判斷有沒有機會滅火，若火勢無法控制也要記得跑，而

通報訓練則是要在事故發生第一瞬間，盡速報案及通報大樓住戶疏散，第

一可防止傷害擴大，第二則是影響後續救援關鍵，再來即是避難引導的訓

練，火災傷害最不希望的就是人員傷亡，故正確且有效率的引導避難能讓

大樓住戶脫離風險，反之錯誤觀念將有更嚴重的傷害。訪談中雖有兩位專

家持否定意見，但其餘專家均認為此課程是有效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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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與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之關聯性 

題

目 

2-2 您覺得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

能夠在遇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其原因為何？ 

資

料

來

源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八條滅火設備之 

種類(2013)，其主要目的是要讓參與上課之人員，都能有防災工作人人有

責的觀念，主要希望透過介紹各種滅火設備，提昇人員的防火救災之常

識，建立自救及救人的能力。 

訪

談

內

容 

A先生: 是，當火災發生時大家的恐慌程度常讓人喪失的基本應付的能力,

因此利用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來加強平時的印象加深,當災害發

生的同時使用滅火設備成為一種反射的救災動作。 

B 先生：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這門課程是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

在遇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總不能發生火警時，還在查看操

作說明的功用吧。 

C 先生：有的，當火災發生時，能夠讓管理人員知道有那些設備器具可以

滅火，該如何操作使用，一定能在第一時間將災害與損失降至最低。 

D 小姐：好的，這個對於管理人員是很有用的，大樓的滅火設備使用及

操作一定要讓管理人員知道，甚至於大樓住戶都應該知道與練習，不然

火災發生時，就算現場準備了再多的滅火設備，卻沒人會使用，一樣沒

有效果，像是最基本的滅火器操作以及大樓內的室內消防栓等使用。 

E 先生：火災發生初時若能藉由使用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等設備進行滅火

必能降低火災擴大延燒的機率。所以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課程

必能在突發狀況發生時防護自身安全並將災害降至最低。 

F 先生：我覺得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在遇

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派上用場，因為只有確實了解原理才能在狀況發

生時做出正確判斷。 

G 先生：有，因為滅火設備為專業的器材，並非大樓人員所能了解，許

多滅火原理還須專業人員說明及操作，並教導簡易故障排除，在突發狀

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 

H 小姐：當然有。有了平時訓練，在災害發生時才能學以致用。 

I 先生:如果能夠讓我們知道且操作平時設置在大樓內的滅火設備，那當然

是有用的，至少來說我們能夠知道各項滅火設備的取得位置。 

J 先生：或許有幫助，如果能讓管理人員知道設備的操作方式，在發現初

期或許就有機會可以撲滅火勢。 

K 先生：大概有吧。不過一般人無法判斷哪種火可以使用滅火器，有時

反而會造成擴大火災的情形，建議還是早點發現早點報案，交給專業的

消防人員來處理。 

L 先生：這應該是要大樓住戶每人都要懂得常識吧，如果能在意外發生的

第一時間執行滅火動作，當然是會有最好的成效。當然如果人人都有防

火基本能力，消防局就會減輕很多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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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綜合訪談內容，在現在這時代，大樓發生火警的後果都是不堪想像的，

不只是火熱甚或是煙霧都有致命的可能。想當然的是，當火勢在一開始

的滅火動作其效用是最大的，在這第一時間而言，消防隊是來不及趕到

的，那這發現人除了屋主之外就是大樓保全管理人員，而當大樓管理人

員有接受過專業的滅火訓練，在第一時間的防護功效反應將是關鍵。遵

守該注意的事項及判斷原則，應用課程提供的滅火技術抱持著嚴謹的態

度，更能讓大樓的火災意外事故傷害止於初期，並可讓大樓住戶對管理

人員有不同的看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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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急救常識情境演練及解說」與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之關聯性 

題

目 

2-3 您覺得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楚

瞭解各種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其

原因為何？ 

資

料

來

源 

據石崇良(2009)所撰寫的初級救護技術員訓練教科書，災難的應變措施涵

蓋層面既廣且深，若無平日萬全的準備，斷無事發當時正確迅速的應變。

本課程安排乃針對災難緊急救護所必須的基本技術進行操練，訓練人員

對災難傷病患的緊急處置。期望在災難發生時，能做到最快的反應與最

適當的救援。 

訪

談

內

容 

A 先生：否，急救行為的實施有時會有法律上的相關責任,衍生的相關醫

療糾紛常常超出預期，大樓人員應懂得的是聯絡相關人員來處置而不是

進行處置。 

B 先生：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這門課程是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楚瞭

解各種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因為我

們沒有辦法預測災害種類，所以學好急救常識實用的多。 

C 先生：我想是有的，當火災事故發生後，第一時間對受傷的人員處理

很重要，所以針對事故現場可能造成之人員傷亡情形，管理人員應該要

有基本的處理能力。因此在課程的規劃上，其實對於緊急救護的部分，

也應有實際操作的基礎訓練。 

D 小姐：這個急救訓練不錯，急救常識與操作可以讓管理人員知道，當

碰到意外發生時，能在現場知道該如何處置傷病患，降低傷病患的傷勢

或病情更加嚴重，所以學習急救常識與處置是有必要的，若大樓住戶可

以一起學習那效果就更好了! 

E 先生：大樓是多數人集中的地方，倘災害發生時常會有人員身體突感

不適及推擠衝突的情事發生，進而延宕傷病患處置及後續後送問題。為

有效處置人員急救問題，急救課程解說是有助於大樓人員處理傷、病患

問題的。 

F 先生：我覺得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楚瞭解各種

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因為這門課

程有專業的醫護人員教授學園內外科相關必要常識。 

G 先生：有，因為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需要專業人員指導，瞭解各種狀

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後，可運用適當器材及設備將人員後送，在此二

門課程中學習的到。 

H 小姐：這我贊成，像 OHCA 患者如能早 1 分鐘對患者實行 CPR，將有

很高的存活率。 

I 先生：大樓在避難時難免出現大小傷的情況，或者人員因緊張情緒突然

感到不適，所以讓我們學習到基礎急救知識，至少在我們大樓遇到大量

人員受傷情形，我們能夠在第一時間先行處理。 

J 先生：可以，任何的災害預防，都需要事先的演練學習，才可以在事發

當下正確無誤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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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先生：大樓住戶眾多.亦可能發生的意外或急病相對增加.或許有跌倒受

傷擦傷.急病或突然昏倒.亦可即時處理.若大樓管理人員能了解初級急救

常識加上 CPR 結合 AED.並適時給予處置及解說.若大樓服務台有基本急

救器材或設備.更對整體社區的醫療有向上提升的效果。 

L 先生：這有吧，大樓人員不管是不是在緊急時候的處置，有這相關常

識的話，在平常也是很實用。 

小

結 

綜合訪談內容，住宅大樓不管是在火災或其他意外事故，其最大的顧慮

就是人多，而群聚的人們相對就容易有各種狀況，有可能被火熱灼傷、

濃煙嗆傷、或是逃生時的推擠、踩踏傷等，甚至更嚴重的是爆炸意外所

造成的大量傷患情形；鑒於每次意外都無法預測其傷亡情形，大樓管理

人若能夠受過應有的救護訓練，在應付各種傷害時的初步處置，就能讓

現場的受傷狀況得以掌控，以利受傷民眾的後續處置或送醫方面。而現

在有越來越多的大樓願意在管理室設置供公眾使用的 AED(自動體外去

顫器)，不僅能在第一時間搶救人命，更能讓大樓安全形象更加分。訪談

過程中雖有一位專家抱持否定的意見，但其餘專家均表示此課程能有效

的讓大樓管理人於第一時間處理所發生的傷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小結 

綜合表 4-5、表 4-6、表 4-7 分析結果，根據專家學者們的訪談中，他們對

於大樓在面對的眾多災害中，最有可能遇到造成大量傷亡危害的就是火災，而

危害損失最直接的就在「人」，若大樓管理人能積極的接受滅火、通報及避難引

導之訓練，在任何時間下，皆能以最有效及正確的觀念應付，才能降低大樓火

災的二次損失。滅火訓練旨在讓管理人員能夠了解火的特性，也讓人員在發生

時能判斷有沒有機會滅火，若火勢無法控制也要記得跑，而通報訓練則是要在

事故發生第一瞬間，盡速報案及通報大樓住戶疏散，第一可防止傷害擴大，第

二則是影響後續救援關鍵，再來即是避難引導的訓練，火災傷害最不希望的就

是人員傷亡，故正確且有效率的引導避難能讓大樓住戶脫離風險，反之錯誤觀

念將有更嚴重的傷害。訪談中雖有兩位專家持否定意見，但其餘專家均認為此

課程是有效的。 

    在現在這時代，大樓發生火警的後果都是不堪想像的，不只是火熱甚或是

煙霧都有致命的可能。想當然的是，當火勢在一開始的滅火動作其效用是最大

的，在這第一時間而言，消防隊是來不及趕到的，那這發現人除了屋主之外就

是大樓保全管理人員為大多數，而當大樓管理人員有接受過專業的滅火訓練，

在第一時間的防護功效反應將是關鍵。遵守該注意的事項及判斷原則，應用課

程提供的滅火技術抱持著嚴謹的態度，更能讓大樓的火災意外事故傷害止於初

期，並可讓大樓住戶對管理人員有不同的看法。訪談中雖有兩位專家持否定意

見，但其餘專家均認為此課程是有效的。 

    住宅大樓不管是在火災或其他意外事故，其最大的顧慮就是人多，而群聚

的人們相對就容易有各種狀況，有可能被火熱灼傷、濃煙嗆傷、或是逃生時的

推擠、踩踏傷等，甚至更嚴重的是爆炸意外所造成的大量傷患情形；鑒於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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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都無法預測其傷亡情形，大樓管理人若能夠受過應有的救護訓練，在應付

各種傷害時的初步處置，就能讓現場的受傷狀況得以掌控，以利受傷民眾的後

續處置或送醫方面。而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大樓願意在管理室設置供公眾使用的

AED(自動體外去顫器)，不僅能在第一時間搶救人命，更能讓大樓安全形象更加

分。訪談過程中雖有一位專家抱持否定的意見，但其餘專家均表示此課程能有

效的讓大樓管理人於第一時間處理所發生的傷害。 

 
表 4-8「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與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之關聯性 

題

目 

3-1 您覺得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這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瞭解

臨時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其原因為何？ 

資 

料 

來 

源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2003)高層複合用途建築物自衛消防編組演練暨驗證

實施計畫，讓參與上課之學員了解到自衛編組內容，其目的為確保辦理

大樓住戶用火用電、地震防範逃生、消防設備操作、防災意識、大樓住

戶消防互助等各項順利進行，保障住戶民眾之安全。 

訪

談

內

容 

 

A 先生：是，利用平時的兵棋推演可檢視大樓本身潛藏的災害及災害特

性,利用兵棋推演可讓大樓人員瞭解臨時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

備與使用時機。 

B 先生：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這門課程是得以讓大樓瞭解臨時

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因為安全藏在熟悉中，

熟悉來自於推演及訓練。 

C 先生：這是有所幫助的!假如大樓管理人員能透過訓練，並針對突發狀

況演練，即可讓管理人員對於整場課程有充份的了解，也可從中發掘出

可能致災之危險因子，提供預防措施之意見。 

D 小姐：這聽起來是蠻不錯的課程！兵棋推演的目的就是要讓大樓管理

人員了解到，在大樓區域內會有什麼事件可能會發生下去假設問題，並

且針對問題下去推演，也因為有推演才可以去準備可應對的計畫或是設

備，多一分準備少一分損失，更能保障大樓住戶的生命財產安全。 

E 先生：事先的練習或狀況模擬，例如:該怎麼在第一時間查看樓層起火

位置、發生火災時該如何通報人員避難逃生…….等。這些狀況都可在預

期的情境下練習以便在突發時能以沉穩的心思來排除危機並佐以使用消

防安全設備來達到撲滅火勢的動作。 

F 先生：我覺得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可以讓大樓人員瞭解臨時

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因為可事先將所有可能

狀況進行模擬。 

G 先生：嗯！是，大樓突發狀況是無法掌控的，而設備是否可正常使用

亦無法控制，當有預防突發狀況的兵棋推演，在災害突發狀況發生時、

設備故障時都有第二個配套措施，且在兵棋推演時更能了解設備使用時

機。 

H 小姐：是。平時的兵棋推演可以幫助突發狀況發生時臨危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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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先生:是的，其實我們一般民眾並不熟悉自己住的大樓在平常有何避難逃

生方式，大家都太忙了沒時間去注意這塊，不像日本那麼重視，所以有

這機會可以演練是非常有用的。 

J 先生：可以，在學習如何逃生的演習中，可以在災害發生時的第一時間

做出正確反應。 

K 先生：可以，任何的災害預防，都需要事先的演練學習，才可以在事

發當下正確無誤的施行。 

L 先生：兵棋推演乃是事故發生前的演練，每位大樓管理人員會更熟悉自

我職責，且遇突發狀況時才不易慌亂無章，而器材及設備更是要平時落

實保養與使用訓練，才可在災害真正來臨時發揮最大效用。 

小

結 

綜合訪談內容，古有名言---預防勝於治療，若不能防範事故發生，也要

能夠預先設想所有的突發狀況及該有的緊急反應，不然在面對突發事故

時，第一時間是會讓人措手不及的，反而失去最有效的處理時機。大樓

內部組成因素複雜且不容易管制，在這些先天要素下，若還沒有危機意

識，等到實際災害發生那後續社會資源的付出將是慘痛代價。因此若能

設想周到，在面對各種災害發生時，將能降低大樓傷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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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與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之關

聯性 

題

目 

3-2 您覺得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

能夠有效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其原因為何？ 

資

料

來

源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住宅防火對策執行計畫(2013)讓大樓住戶能加強自身

防災意識，建立防災工作人人有責，大樓消防安全並非只有少數人需要

去學習認識並且執行，而是要住戶每人於平時皆能遵守規定，於意外發

生時能有正確保命觀念，將傷害減少到最低。 

訪

談

內

容 

A 先生：是，大樓住戶常於一般樓梯或安全梯堆置私人物品並將其視為

當然的空間使用,但遇有火警或其他災害發生時將是避難傷的一大隱憂。

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將有助於大樓能夠有效應用

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 

B 先生：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是有助於大樓能夠

有效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

以是英雄，既然生之為人，就好好學習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

制這保命的知識吧！ 

C 先生：當大樓住戶都熟悉發生災害時自己該往哪裡逃生，這是很重要的

一點，並且配合大樓管理人員做人員出入管制，避免閒雜人等進入，這

些都是能夠降低危害發生的因子之一。 

D 小姐：規劃大樓逃生路線並且大樓實施安全大門管制，是一個對住戶

很重要的事情，門禁管制可以過濾人員進出大樓的身分，而規劃逃生路

線更是重要，當大樓發生火警時，自己該往哪裡逃生平時就需要了解清

楚，才能保障自身安全，也或許可救助其他住戶的逃生。 

E 先生：大多數人在公共場合並不會注意該場所之逃生動線及相關消防安

全設備的位置,而自身居住的大樓因人口數多更應熟知逃生路線及消防安

全相關的管制規範，以便在災害發生第一時間可提醒住戶做出適當危機

處置及減少人命傷亡之危害。 

F 先生：我覺得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有助於大樓能夠有效

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因為狀況發生時只有清楚

了解逃生路線才能安全離開起火建築。 

G 先生: 是，每個住戶如能製作家庭逃生路線規劃，在災害發生時能在第

一時間反應，且有災害發生時自然反應知道逃生路線，可增加逃生機會，

在大樓消防安全管制方面則需大樓全體住戶有共同的常識及配合，這方

面對大樓而言是較缺乏的。 

H 小姐: 是，逃生路線是絕對要預先規劃的，在災害發生時，能早 1 秒應

變都能提高存活率。 

I 先生: 可以，任何的災害預防，都需要事先的演練學習，才可以在事發

當下正確無誤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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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先生:我有疑問啦，逃生路線規劃是要由大樓管理人來規劃，但是大樓住

戶未必會相信我們的判斷，這方面還是需要由你們專業的來劃定。 

K 先生: 嗯，這沒錯，任何災害發生時都要有逃生意識，最好能在平時就

熟悉逃生路線，以免措手不及。 

L 先生: 其實在每次需做自衛編組的時候.都會有平面圖.逃生避難圖及甲

種圖.逃生路線規劃更是在逃生避難圖的範圍內，一棟好幾十戶甚至上百

戶的大樓，在災害發生時的逃生避難更是關鍵，上課有教火勢濃煙往上

快速竄升，上方住戶非常可能逃生不及，若是小火就可趕快向下逃生，

若是遇到大火的話，可選擇留在室內，並將潮濕毛巾塞門縫，存活的可

能性都較高，但大樓的消防安全管制及逃生路線是否受阻礙及安全梯間

是否堆放雜物更是迫切排除的問題，否則往往造成逃生不易情形。 

小

結 

綜合訪談內容，意外的發生是無可避免的，但其後續避難逃生將是保命

重點，其最重要的莫過於路線規劃，但過於繁複的路線易造成避難民眾

的疲累也易造成後續搜索人員的困難，但過於簡單的路線可能造成所有

人同時選擇而不利逃生的窘境。若能在事先規劃好路線，並實施逃生教

育，宣導火災發生時未必要往外跑，相信是對住戶及前來搶救人員都是

最好的方法。因此不僅在平時需將路線熟記，在發生突發狀況時才能及

時反應，甚至可以應用到外出場所，對於陌生不熟地方提高警覺增加保

命機會。訪談中雖有一位專家持否定意見，但其餘專家均認為此課程是

有效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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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課程設計時數計 16 小時」與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之關聯性 

題

目 

 

3-2 您覺得課程設計時數計 16 小時，每三年訓練一次，這課程是否有助

於大樓人員能夠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應變避難？其原因為何？ 

 

資

料

來

源 

根據內政部消防署，強化防火管理制度指導綱領(2008)讓大樓住戶能加強

自身防災意識，建立防災工作人人有責，大樓消防安全並非只有少數人

需要去學習認識並且執行，而是要住戶每人於平時皆能遵守規定，於意

外發生時能有正確保命觀念，將傷害減少到最低。 

訪

談

內

容 

A 先生：一、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有效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之

應變避難。 

二、消防課程本身就是一項專業的領域﹐一般人員對於消防的正確知識

來源相當缺乏﹐對於實際的消防演練更是少之又少。因此由消防專業訓

練課程(初訓、複訓)一定能對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之應變避難有相當程

度的提升。 

B 先生：這課程是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有效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

之應變避難。因為要經過艱苦的訓練才能蛻變，才能保衛大樓的和平。 

C 先生：當大樓管理人員通過初訓後，相信短時間內還能熟悉相關規定與

訓練內容，但時間久了難免會生疏，透過複訓的安排，可以讓管理人員

再重新熟悉相關內容與操作，這對於大樓住戶更是一種保障。 

D 小姐：對於大樓管理人員來說，或多或少都是能發揮作用的，當初級

訓練一段時間後管理人員持續的複訓，相對的管理人員能夠更加熟悉訓

練的課程相關法律規定或者是實際救護或設備、逃生等操作，才不會生

疏，也才能在發生災害時有所正確反應。 

E 先生：一定的時數規範可強化並提升大樓人員對災害應變的認知及警

覺,而初訓人員因對防火防災觀念並不一定很清楚故藉由初訓的課程時數

及後續的複訓課程銜接，將可有效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之應變

避難。 

F 先生：我覺得課程訓練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有效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

發生時之應變避難，原因課程中包含學科、術科，讓大樓人員對於消防

設備的操作可以更熟練。 

G 先生: 有，時數夠，因為要了解所有消防安全設備、防火管理並無法在

短時間中了解全部，不過三年一次時間拉太長容易忘記，應以每年都需

訓練，訓練時間長短或許可在另行分配。 

H 小姐: 否。上課時間太短暫了，要在短短的幾小時內把相關知識融會貫

通實在有難度，建議增加實作課程並且多練習幾次。 

I 先生: 固定時間訓練是必須的，除複習原有知識技能，更能吸收新知，

所以，每三年一次的訓練，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有效應用於預防大樓災

害及發生時之應變避難。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040131019100-0970104


 

42 

J 先生:我在想，我們這邊人員流動頻繁，看看能不能一年一次，一次一天

就好，這樣比較有可能讓每個管理人員都受訓到。 

K 先生:課程設計 16 小時，及每三年的訓練，雖足夠大樓人員有效預防大

樓災害及發生時之應變避難，但直覺反應尚須反覆不斷練習才可加深防

災觀念並加快應變速度，故在訓練後，更希望大樓其他人員也可以訓練，

以防範未然。 

L 先生: 這當然有助於，建議像考證照那樣，規劃個制度出來，讓大樓管

理上更有品質，不然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對大樓安全也不好。 

小

結 

綜合訪談內容，現在一般民眾對於大樓管理人員的印象還不清楚其定

位，對於處在大樓安全第一線的管理員完全忽視其重要性，或許是考量

到大樓成本問題，對於其專業部分的要求反而不重視。相信一般人在突

然遇到危機時都不知所措，其大樓管理人亦是，若在未受過專業訓練，

對於臨時危害的反應相信會更手忙腳亂，因為發生當下那現場人數是一

般狀況的數倍，情況只有更混亂而已，然而那要付出的社會代價太大。

其實發生前就可盡量去避免，這比起事故發生後的緊急反應更重要，但

是總會有個萬一，如遇到事件發生，大樓第一線人員將是最好也最有效

的保障，因此編排課程部分將針對事前防範及發生後的災害處理做一流

程編排，並定期回訓，以便更新最新資訊，這將大大提升大樓管理人員

素質。訪談中雖有一位專家持否定意見，但其餘專家均認為此課程是有

效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小結 

    綜合表 4-8、表 4-9、表 4-10 分析結果，根據專家學者們的訪談，他們對於 

大樓突發事件皆表示，若不能防範事故發生，也要能夠預先設想所有的突發狀

況及該有的緊急反應，不然在面對突發事故時，第一時間是會讓人措手不及的，

反而失去最有效的處理時機。大樓內部組成因素複雜且不容易管制，在這些先

天要素下，若還沒有危機意識，等到實際災害發生那後續社會資源的付出將是

慘痛代價。因此若能設想周到，在面對各種災害發生時，將能降低大樓傷害。 

    意外的發生是無可避免的，但其後續避難逃生將是保命重點，其最重要的

莫過於路線規劃，但過於繁複的路線易造成避難民眾的疲累也易造成後續搜索

人員的困難，但過於簡單的路線可能造成所有人同時選擇而不利逃生的窘境。

若能在事先規劃好路線，並實施逃生教育，宣導火災發生時未必要往外跑，相

信是對住戶及前來搶救人員都是最好的方法。因此不僅在平時需將路線熟記，

在發生突發狀況時才能及時反應，甚至可以應用到外出場所，對於陌生不熟地

方提高警覺增加保命機會。 

    現在一般民眾對於大樓管理人員的印象還不清楚其定位，對於處在大樓安

全第一線的管理員完全忽視其重要性，或許是考量到大樓成本問題，對於其專

業部分的要求反而不重視。相信一般人在突然遇到危機時都不知所措，其大樓

管理人亦是，若在未受過專業訓練，對於臨時危害的反應相信會更手忙腳亂，

因為發生當下那現場人數是一般狀況的數倍，情況只有更混亂而已，然而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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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的社會代價太大。其實發生前就可盡量去避免，這比起事故發生後的緊急

反應更重要，但是總會有個萬一，如遇到事件發生，大樓第一線人員將是最好

也最有效的保障，因此編排課程部分將針對事前防範及發生後的災害處理做一

流程編排，並定期回訓，以便更新最新資訊，這將大大提升大樓管理人員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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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5.1.1 住宅大樓歸納之突發災害 

在現今都市社會住宅大樓所發生意外事故中，最常發生也最常見的可歸納

出下列幾項，一、火災，二、地震災害，三、犯罪事件，四、恐怖攻擊等，針

對以上這些意外事故為何會發生，其原因多半難以掌控，因業者、營業場所與

用戶較一般建築物多且複雜，較能掌握只有火災預防，倚靠平時大樓消防設備

搶救，但相對其消防安全設(施)備數量也眾多，平日單靠一位防火管理人實施維

護與檢查已顯吃力，而大樓管理委員會對相關防火知識非屬專業，又常因經濟

考量，致未能落實消防安全設備的維修與保養，因此，大幅降低了住宅大樓建

築物的消防設備功效，綜合以上，「人」是關鍵因素，但「人」是最不易掌握

的，故「人」愈多，管理愈複雜，疏忽也更多，雖然各建築物有規定之防火管

理人管理，但各住宅建築物管理權人、防火管理人、管理委員會等如何使住戶

能充分認識防火管理之重要性，提昇憂患意識，充實其防火知識技能，進而組

織一個完善之防火管理體制，讓住戶們均能發揮防火功能，這才是防火管理的

努力工作目標，故目前更要加強建築物管理人員訓練，要能達到質與量的推展

方能達成目標。在大樓發生火災時，其所產生的火熱及濃煙都將造成人命傷亡，

另外在這種人多且擁擠的大樓災害現場，加上短時間高耗能的避難逃生，身體

上的不適更容易反映在個人身上，而出現頭暈目眩、心臟不適、呼吸困難等狀

況，因此研究結果住宅大樓隱藏最大的安全隱憂，仍然是以突發性的狀況居多，

所以災害的預防與事後救護的處置，對於住宅大樓安全管理上是不可或缺的規

劃與訓練。 

 

5.1.2 住宅大樓安全管理之問題 

    在住宅大樓之安全管理工作上所面臨的問題，以訪談分析結果來看，可歸

納出以下幾點問題： 

一、住宅大樓人員對於突發的意外事故的處理經驗與知識缺乏。 

二、大樓管委是否落實防火防煙區劃管理且指派於大樓現場的工作人員不足。 

三、大樓管理人員不熟悉消防設備位置與操作技巧。 

四、大樓管理人員缺乏安全管理觀念。 

五、住宅大樓缺乏管理維護公司等專業人士的培養與訓練。 

 

尤其住宅大樓在面對突發狀況時，第一時間管理室的人員若在人力不足的

情況下，更是無法裡外兼顧，除非有協議大樓住戶前來協助，像是主委、防火

管理人及熱心住戶等來協助擔任疏散工作人員或搶救工作人員，所以在目前現

有人力下，均需要固定時間接受政府相關單位的基本訓練，假使能讓管理大樓

人員擁有基本的專業常識再加入維護大樓安全，如此一來相信在住宅大樓的任

務分配，更能落實並維護住宅大樓平時之安全管理，當然大樓並不能完全指望

管理人員及管委會的幫忙，大樓仍然需要自行接受相關單位的防災演習才是解

決之道，想當然，當大樓對於意外災害事故的處理上，以及針對消防設備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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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與操作等，這仍須靠政府相關單位的協助，並於平時辦理安全講習教育訓

練，來協助與改善住宅大樓安全之維護。 

 

5.1.3 課程規劃與展望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法與專家訪談結果，透過分析結果規劃出三個構面之

課程大綱，其大綱如下 

一、住宅大樓之安全管理 

二、自衛消防編組與現場事故傷患處置 

三、突發狀況預防與處理 

在三個構面下又規劃出共 9 個教育講習課程，課程設計規劃之 9 個教育課

程內容為： 

(一)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 

(二)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 

(三)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 

(四)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五)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 

(六)急救常識情境演練及解說 

(七)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 

(八)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 

(九)課程設計時數計 16 小時 

 

再由相關消防單位規劃函文各列管大樓，於每年一定時間內，將大樓人員

集中實施一次安全管理教育訓練，此外，消防相關單位另行規畫，在轄內的住

宅大樓於發生事故一個禮拜後，再次前往實消防安全之檢查及防火宣導，以期

望未來能夠透過此設計之講習課程內容，讓大樓於接受教育訓練後，能徹底落

實本研究講習課程之效益，以減少未來住宅大樓內部所引起之直接或間接的意

外發生，同時利於提昇大樓管理人之社會印象，更能提升社會大眾對於大樓整

體之社會安全形象。 

 

5.2 建議 

5.2.1 對政府相關單位建議 

    從訪談資料分析結果來看，當政府相關單位在受理大樓提出防火管理資料

之填報時，政府相關單位除了可以主動提供一些相關安全管理資訊協助外，對

於一些資源較為不足的大樓，仍可從配合場所安全特性予以建立安全管理的觀

念，共同維護提升住宅大樓平時的安全。 

    政府相關單位也可針對在其大樓定時舉辦之社區活動，由轄區消防單位前

往社區活動單位進行大樓管理人宣導與防火宣導，並加強取締違規事項，使其

大樓更加謹慎規劃大樓消防安全相關事項之維護，讓其明白平日的保養檢查不

落實與發生事件時緊急處置不當，可能造成哪些事故安全上的問題， 

    另外消防單位平時亦可主動邀集各住宅大樓派員參與教育訓練，例如意外

災害的模擬推演、緊急事件處理知識、相關法令研讀等，來幫助大樓減少在不



 

46 

幸發生意外時的災害傷亡；當政府相關單位定期針對大樓舉辦教育訓練及模擬

演練時，更能讓所有大樓人員重視，更加理解安全管理的重要性，並且當真正

遇上突發狀況時，才不會六神無主、不知所措，更能讓住宅大樓更加有保障。 

 

5.2.2 對住宅大樓管理者建議 

    一般說來政府機關所謂的合格通常都為最低之標準，因此在安全管理機制

中即希望藉由委員會自主要求之較高標準即專業之安全檢查能力、事前之預防

與矯正措施，來提昇住宅建築物之安全。由於現在大樓每次發生的火災案件總

會波及數棟及影響眾人，影響層面廣大，因此大樓在其消防安全的加強有必要

審慎規劃，由消防、建築、 機電等專長人員予以擔任，並配合具有專業技術人

員予以共同落實管理。另外應加強「人」的訓練，獎勵大樓管理人員參與專業

講習，如引導疏散人群、操作滅火設備、現場緊急救護處理等應變能力，如此

才能有效提昇建築管理維護從業人員之素質，進而增加管理之效益，另一方面

可配合政府相關機關所舉辦之教育訓練，每次訓練可推派不同人員參與，讓所

有人員都能熟悉且了解其課程對於安全管理之重要性，畢竟一棟大樓設備眾

多、人員複雜的因素下讓多人派訓是對大樓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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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防火管理條例暨相關法規 
 

消防法第十三條：(節錄) 

一、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由管理權人，遴用防火管理人，責其

製定消防防護計畫，報請消防機關核備，並依該計畫執行有關防火管理上必要

之業務。 

二、地面樓層達十一層以上建築物、地下建築物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建築物，

其管理權有分屬時，各管理權人應協議製定共同消防防護計畫，並報請消防機

關核備。 

三、防火管理人遴用後應報請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備查；異動時，亦同。 

 

應實施防火管理之場所條例(節錄) 

依消防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指下列「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

物」：。 

（一）電影片映演場所（戲院、電影院）、演藝場、歌廳、舞廳、夜總會、俱

樂部、保齡球館、三溫暖。 

（二）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等）、指壓按摩場所、錄影節目帶播映場

所（ＭＴＶ等）、視聽歌唱場所（ＫＴＶ等）、酒家、ＰＵＢ、酒店

（廊）。 

（三）國際觀光旅館、旅（賓）館。 

（四）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商場、超級市場及遊藝場等場

所。 

（五）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餐廳。 

（六）醫院、療養院、養老院。 

（七）學校、總樓地板面積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補習班或訓練班。 

（八）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其員工在三十人以上之工廠或機關

（構）。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供公眾使用之場所。(依內政部一Ｏ二年十二

月二十七日內授消字第一Ｏ二Ｏ八二五九二八號公告)： 

1.收容人數在三十人以上 (含員工) 之幼兒園（含改制前之幼稚園、托兒所)、托

嬰中心。 

2.收容人數在一百人以上之寄宿舍、招待所 (限有寢室客房者)。 

3.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健身休閒中心、撞球場。 

4.總樓地板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咖啡廳。 

5.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圖書館、博物館。 

6.捷運車站。 

7.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養護型、失智照顧型）、安養機構、老人服務機

構（限供日間照顧、臨時照顧、短期保護及安置者）、護理之家機構、

產後護理機構。 

8.高速鐵路車站。 

9.總樓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且設有香客大樓或類似住宿、休息

空   間，收容人數在一百人以上之寺廟、宗祠、教堂或其他類似場所。 

10.收容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之視障按摩場所 

http://law.ndppc.nat.gov.tw/GNFA/Chi/FLAW/LW02040.asp?lsid=FL00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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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消防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 

一、本法第十三條所稱防火管理人應為管理或監督層次幹部，並經省 (市) 、縣 

(市) 消防機關或中央消防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講習訓練合格領有證書始得

充任。 

二、前項講習訓練時間不得少於十二小時。 

三、防火管理人每三年至少應接受講習訓練一次，無正當理由不接受講習訓練

者，直轄市、縣 (市) 消防機關得通知管理權人限期改善。 

 

 

 

 

 

 

 

 

 

 

 

 

 

 

 

 

 

 

 

 

 

 

 

 

 

 

 

 

 

 

 

 

 

 

 

 

 

 

 

 

http://law.ndppc.nat.gov.tw/GNFA/Chi/FLAW/LW02040.asp?lsid=FL0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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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內容 

訪談內容一： 

        本受訪者為蔡先生，以下簡稱為 A 先生，針對「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

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規劃大綱」之「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自衛消

防編組與現場事故傷患處置」、「突發狀況預防與處理」三項課程闡述相關

內容如下： 

(1) 訪員：您覺得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

明白對於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之瞭解與事前評估，並且

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其原因為何？ 

 

    A 先生：是。消防安全管理在於見微知著這樣才能杜絕危害的發生!所以住

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將有助於大樓人員明白對於可能遭遇到

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之瞭解與事前評估，進而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 

 

(2) 訪員：您覺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這二門課程是否有

助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並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範與自

治管理辨識，避免不清楚大樓行政執行特性之困境？其原因為何？ 

 

    A 先生：是，大樓是多數民眾聚集的地方,因此適當的管理是減少災害的不

二法門!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這兩項的互相配合教導，有助於

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並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範與自治管

理辨識，避免不清楚大樓行政執行特性之困境。 

 

(3) 訪員：您覺得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管理人

員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管理實務上？其原因為何？ 

 

    A 先生：是，火災的發生必須從微小的危險因子管理開始,因此火災的發生

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得以讓大樓管理人員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火源管

理實務上。 

 

(1) 訪員：您覺得以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

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上？其原因為

何？ 

 

    A 先生：有，災害發生時人員的恐慌與慌亂是足以想像,因此利用平時的滅

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課程必然有助於大樓

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的實務上。 

 

(2) 訪員：您覺得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

員能夠在遇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其原因為何？ 

 

    A 先生：是，當火災發生時大家的恐慌程度常讓人喪失的基本應付的能力,

因此利用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來加強平時的印象加深,當災害發生



 

53 

的同時使用滅火設備成為一種反射的救災動作。 

 

(3) 訪員：您覺得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

楚瞭解各種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其

原因為何？ 

 

    A 先生：否，急救行為的實施有時會有法律上的相關責任,衍生的相關醫療

糾紛常常超出預期，大樓人員應懂得的是聯絡相關人員來處置而不是進行

處置。 

 

(1) 訪員：您覺得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這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瞭

解臨時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其原因為何？ 

 

    A 先生：是，利用平時的兵棋推演可檢視大樓本身潛藏的災害及災害特性,

利用兵棋推演可讓大樓人員瞭解臨時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

使用時機。 

 

(2) 訪員：您覺得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

樓能夠有效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其原因為何？ 

 

    A 先生：是，大樓住戶常於一般樓梯或安全梯堆置私人物品並將其視為當

然的空間使用,但遇有火警或其他災害發生時將是避難傷的一大隱憂。逃生

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將有助於大樓能夠有效應用在大樓

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 

 

(3) 訪員：您覺得課程設計時數計 16 小時，每三年訓練一次，這課程是否有助

於大樓人員能夠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應變避難？其原因為何？ 

 

    A 先生：一、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有效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之應

變避難。二、消防課程本身就是一項專業的領域﹐一般人員對於消防的正

確知識來源相當缺乏﹐對於實際的消防演練更是少之又少。因此由消防專

業訓練課程(初訓、複訓)一定能對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之應變避難有相當

程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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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二： 

        本受訪者為陳先生，以下簡稱為 B 先生，針對「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

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規劃大綱」之「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自衛消

防編組與現場事故傷患處置」、「突發狀況預防與處理」三項課程闡述相關

內容如下： 

(1) 訪員：您覺得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

明白對於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之瞭解與事前評估，並且

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其原因為何？ 

 

    B 先生：有助於大樓人員明白對於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

之瞭解與事前評估。如題目所說，專業的知識是需要學習的，除非可以預

測未來，不然住宅大樓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裡的精闢專業知識還是多了

解的好。 

 

(2) 訪員：您覺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這二門課程是否有

助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並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範與自

治管理辨識，避免不清楚大樓行政執行特性之困境？其原因為何？ 

 

    B 先生：有助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因為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

管理制度介紹裡有專業的見解及知識，多了解可以用正確的觀面跟態度去

預防許多災害，總不能期待會有超人出現，不是嗎？ 

 

(3) 訪員：您覺得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管理人

員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管理實務上？其原因為何？ 

 

    B 先生：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是得以讓大樓管理人員能夠

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火源管理實務上。因為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絕對不可

能由慘痛經驗來教導，是吧？ 

 

(1) 訪員：您覺得以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

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上？其原因為

何？ 

 

    B 先生：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這門課

程是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上。因為當火災發生時

大概這三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學得好災害少。 

 

(2) 訪員：您覺得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

員能夠在遇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其原因為何？ 

 

    B 先生：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這門課程是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

在遇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總不能發生火警時，還在查看操作

說明的功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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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訪員：您覺得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

楚瞭解各種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其

原因為何？ 

 

    B 先生：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這門課程是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楚瞭解

各種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因為我們沒

有辦法預測災害種類，所以學好急救常識實用的多。 

 

(1) 訪員：您覺得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這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瞭

解臨時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其原因為何？ 

 

    B 先生：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這門課程是得以讓大樓瞭解臨時

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因為安全藏在熟悉中，熟

悉來自於推演及訓練。 

 

(2) 訪員：您覺得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

樓能夠有效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其原因為何？ 

 

    B 先生：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是有助於大樓能夠

有效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是英雄，既然生之為人，就好好學習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

保命的知識吧！ 

 

(3) 訪員：您覺得課程設計時數計 16 小時，每三年訓練一次，這課程是否有助

於大樓人員能夠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應變避難？其原因為何？ 

 

    B 先生：這課程是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有效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

之應變避難。因為要經過艱苦的訓練才能蛻變，才能保衛大樓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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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三： 

        本受訪者為蔡先生，以下簡稱為 C 先生，針對「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

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規劃大綱」之「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自衛消

防編組與現場事故傷患處置」、「突發狀況預防與處理」三項課程闡述相關

內容如下： 

(1) 訪員：您覺得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

明白對於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之瞭解與事前評估，並且

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其原因為何？ 

 

    C 先生：當然是有的!讓所有管委會成員，更甚至所有大樓住戶了解大樓安

全管理是在說明大廈之管理與維護，並且提升居住的品質與安全，消防安

全設備是否完善堪用，以保障生命財產安全。 

 

(2) 訪員：您覺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這二門課程是否有

助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並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範與自

治管理辨識，避免不清楚大樓行政執行特性之困境？其原因為何？ 

 

    C 先生：有的!至少讓管委會了解到管理條例所規範的權利與義務。另外防

火管理制度方面更能讓管委會充分了解大樓需要消防安全維護之專業人

員，保障大樓住戶住的安全。 

 

(3) 訪員：您覺得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管理人

員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管理實務上？其原因為何？ 

 

    C 先生：有的!當管理人員對於預防火災有著基本常識時，在火災發生時的

應變能力足夠，即可帶領住戶遠離危害，在第一時間更可爭取更多時間疏

散住戶。 

 

(1) 訪員：您覺得以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

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上？其原因為

何？ 

 

    C 先生：關於這點是大樓管理人員必須知道且非常熟悉的動作，因為這攸

關大樓住戶的居住安全，發現火災時該如何應變，第一時間都必須靠著大

樓住戶本身的應變能力去解決，而管理員需比住戶更熟悉了解。 

 

(2) 訪員：您覺得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

員能夠在遇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其原因為何？ 

 

    C 先生：有的，當火災發生時，能夠讓管理人員知道有那些設備器具可以

滅火，該如何操作使用，一定能在第一時間將災害與損失降至最低。 

 

(3) 訪員：您覺得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

楚瞭解各種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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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為何？ 

 

    C 先生：我想是有的，當火災事故發生後，第一時間對受傷的人員處理很

重要，所以針對事故現場可能造成之人員傷亡情形，管理人員應該要有基

本的處理能力。因此在課程的規劃上，其實對於緊急救護的部分，也應有

實際操作的基礎訓練。 

 

(1) 訪員：您覺得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這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瞭

解臨時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其原因為何？ 

 

    C 先生：這是有所幫助的!假如大樓管理人員能透過訓練，並針對突發狀況

演練，即可讓管理人員對於整場課程有充份的了解，也可從中發掘出可能

致災之危險因子，提供預防措施之意見。 

 

(2) 訪員：您覺得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

樓能夠有效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其原因為何？ 

 

    C 先生：當大樓住戶都熟悉發生災害時自己該往哪裡逃生，這是很重要的

一點，並且配合大樓管理人員做人員出入管制，避免閒雜人等進入，這些

都是能夠降低危害發生的因子之一。 

 

(3) 訪員：您覺得課程設計時數計 16 小時，每三年訓練一次，這課程是否有助

於大樓人員能夠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應變避難？其原因為何？ 

 

    C 先生：當大樓管理人員通過初訓後，相信短時間內還能熟悉相關規定與

訓練內容，但時間久了難免會生疏，透過複訓的安排，可以讓管理人員再

重新熟悉相關內容與操作，這對於大樓住戶更是一種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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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四： 

        本受訪者為李小姐，以下簡稱為 D 小姐，針對「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

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規劃大綱」之「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自衛消

防編組與現場事故傷患處置」、「突發狀況預防與處理」三項課程闡述相關

內容如下： 

(1) 訪員：您覺得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

明白對於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之瞭解與事前評估，並且

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其原因為何？ 

 

    D 小姐：這是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瞭解與事前評估，因為當管理人員了解

大樓安全管理的權力或者義務時，就能夠正確的去管理與維護，保障所有

大樓住家的生命財產安全。 

 

(2) 訪員：您覺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這二門課程是否有

助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並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範與自

治管理辨識，避免不清楚大樓行政執行特性之困境？其原因為何？ 

 

    D 小姐：好的!關於這門課程確實可以讓管理人員以及大樓住戶了解相關法

令的規定，對於自家大樓需要那些消防設備，或者是住的權利與義務也能

夠有所明白。 

 

(3) 訪員：您覺得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管理人

員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管理實務上？其原因為何？ 

 

    D 小姐：這課程蠻不錯的!火災的常識與預防，基本上能讓管理人員了解到

火該如何滅，因為並不是人人都懂得滅火，當管理人員都有著基本常識時，

在遇到火災發生時至少能在第一時間滅火或通知住戶疏散遠離火災現場，

避免擴大災害。 

 

(1) 訪員：您覺得以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

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上？其原因為

何？ 

 

    D 小姐：是有效的!而且是必須的!安排這門課的訓練可以讓管理人員在火災

發生的第一時間做出適當反映，像是如何報案通知消防隊，如何在發現火

災時初期滅火，以及如何疏散大樓住戶。 

 

(2) 訪員：您覺得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

員能夠在遇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其原因為何？ 

 

    D 小姐：好的，這個對於管理人員是很有用的，大樓的滅火設備使用及操

作一定要讓管理人員知道，甚至於大樓住戶都應該知道與練習，不然火災

發生時，就算現場準備了再多的滅火設備，卻沒人會使用，一樣沒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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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最基本的滅火器操作以及大樓內的室內消防栓等使用。 

 

(3) 訪員：您覺得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

楚瞭解各種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其

原因為何？ 

 

    D 小姐：這個急救訓練不錯，急救常識與操作可以讓管理人員知道，當碰

到意外發生時，能在現場知道該如何處置傷病患，降低傷病患的傷勢或病

情更加嚴重，所以學習急救常識與處置是有必要的，若大樓住戶可以一起

學習那效果就更好了! 

 

(1) 訪員：您覺得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這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瞭

解臨時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其原因為何？ 

 

    D 小姐：這聽起來是蠻不錯的課程！兵棋推演的目的就是要讓大樓管理人

員了解到，在大樓區域內會有什麼事件可能會發生下去假設問題，並且針

對問題下去推演，也因為有推演才可以去準備可應對的計畫或是設備，多

一分準備少一分損失，更能保障大樓住戶的生命財產安全。 

 

(2) 訪員：您覺得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

樓能夠有效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其原因為何？ 

 

    D 小姐：規劃大樓逃生路線並且大樓實施安全大門管制，是一個對住戶很

重要的事情，門禁管制可以過濾人員進出大樓的身分，而規劃逃生路線更

是重要，當大樓發生火警時，自己該往哪裡逃生平時就需要了解清楚，才

能保障自身安全，也或許可救助其他住戶的逃生。 

 

(3) 訪員：您覺得課程設計時數計 16 小時，每三年訓練一次，這課程是否有助

於大樓人員能夠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應變避難？其原因為何？ 

 

    D 小姐：對於大樓管理人員來說，或多或少都是能發揮作用的，當初級訓

練一段時間後管理人員持續的複訓，相對的管理人員能夠更加熟悉訓練的

課程相關法律規定或者是實際救護或設備、逃生等操作，才不會生疏，也

才能在發生災害時有所正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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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五： 

        本受訪者為張先生，以下簡稱為 E 先生，針對「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

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規劃大綱」之「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自衛消

防編組與現場事故傷患處置」、「突發狀況預防與處理」三項課程闡述相關

內容如下： 

(1) 訪員：您覺得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

明白對於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之瞭解與事前評估，並且

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其原因為何？ 

 

    E 先生：住宅大樓的消防安全維護該怎執行? 該著重的重點為何?以上是必

須藉由專業課程講習來提醒並教導。若大樓人員能熟知住宅安全管理及應

注意的要點必能預先清楚遭遇危險所會造成的傷害，更在事先做好預防動

作定可將危害降至最低。 

 

(2) 訪員：您覺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這二門課程是否有

助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並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範與自

治管理辨識，避免不清楚大樓行政執行特性之困境？其原因為何？ 

 

    E 先生：制式的規定與準則可讓大眾有依循的規範並提升安全防護的意識，

知道自己平時應做好防火安全管理的維護並加強夜間及周末的防護事必可

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 

 

(3) 訪員：您覺得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管理人

員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管理實務上？其原因為何？ 

 

    E 先生：火災發生時該運用什麼設備滅火?該怎通報大樓人員逃生?該如何做

最適洽的動線引導……等，這些都應該在平時就做好相關的預防措施。是

故，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得以讓大樓管理人員能夠有效應

地用在大樓火源管理實務上。 

 

(1) 訪員：您覺得以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

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上？其原因為

何？ 

 

    E 先生：自衛消防編組的用意乃發生火災時能儘量降低人命、財產損失之

目的而預先編組訓練之消防體制。若能藉由操作、分工，必能救火時活用

滅火原理、發現火災時及早通報、人員依逃生動線疏散。 

 

(2) 訪員：您覺得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

員能夠在遇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其原因為何？ 

 

    E 先生：火災發生初時若能藉由使用滅火器、室內消防栓等設備進行滅火

必能降低火災擴大延燒的機率。所以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課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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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突發狀況發生時防護自身安全並將災害降至最低。 

 

(3) 訪員：您覺得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

楚瞭解各種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其

原因為何？ 

 

    E 先生：大樓是多數人集中的地方，倘災害發生時常會有人員身體突感不

適及推擠衝突的情事發生，進而延宕傷病患處置及後續後送問題。為有效

處置人員急救問題，急救課程解說是有助於大樓人員處理傷、病患問題的。 

 

(1) 訪員：您覺得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這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瞭

解臨時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其原因為何？ 

 

    E 先生：事先的練習或狀況模擬，例如:該怎麼在第一時間查看樓層起火位

置、發生火災時該如何通報人員避難逃生…….等。這些狀況都可在預期的

情境下練習以便在突發時能以沉穩的心思來排除危機並佐以使用消防安全

設備來達到撲滅火勢的動作。 

 

(2) 訪員：您覺得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

樓能夠有效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其原因為何？ 

 

    E 先生：大多數人在公共場合並不會注意該場所之逃生動線及相關消防安

全設備的位置,而自身居住的大樓因人口數多更應熟知逃生路線及消防安全

相關的管制規範，以便在災害發生第一時間可提醒住戶做出適當危機處置

及減少人命傷亡之危害。 

 

(3) 訪員：您覺得課程設計時數計 16 小時，每三年訓練一次，這課程是否有助

於大樓人員能夠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應變避難？其原因為何？ 

 

    E 先生：一定的時數規範可強化並提升大樓人員對災害應變的認知及警覺,

而初訓人員因對防火防災觀念並不一定很清楚故藉由初訓的課程時數及後

續的複訓課程銜接，將可有效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之應變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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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六: 

        本受訪者為李先生，以下簡稱為 F 先生，針對「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

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規劃大綱」之「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自衛消

防編組與現場事故傷患處置」、「突發狀況預防與處理」三項課程闡述相關

內容如下： 

(1) 訪員：您覺得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

明白對於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之瞭解與事前評估，並且

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其原因為何？ 

 

    F 先生：我覺得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有助於大樓人員明

白對於可能遭遇傷害的事前評估，並且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因為他讓大

樓人員明白大樓內部的危險因子。 

 

(2) 訪員：您覺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這二門課程是否有

助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並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範與自

治管理辨識，避免不清楚大樓行政執行特性之困境？其原因為何？ 

 

    F 先生：我覺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確實有助於減少

大樓災害事件，強化大樓內部保全、防火管理人自治管理辨識，因為這門

課程清楚說明防火管理制度的精神。 

 

(3) 訪員：您覺得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管理人

員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管理實務上？其原因為何？ 

 

    F 先生：我覺得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可讓大樓管理人員有效應地用在

大樓火源管理實務，因為他讓大樓管理人員明白火災燃燒的基本原理。 

 

(1) 訪員：您覺得以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

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上？其原因為

何？ 

 

    F 先生：我覺得以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

組這門課程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因為只有確實

熟練才能在狀況發生時派上用場。 

 

(2) 訪員：您覺得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

員能夠在遇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其原因為何？ 

 

    F 先生：我覺得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在遇

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派上用場，因為只有確實了解原理才能在狀況發生

時做出正確判斷。 

 

(3) 訪員：您覺得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

楚瞭解各種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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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為何？ 

 

    F 先生：我覺得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楚瞭解各種

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因為這門課程

有專業的醫護人員教授學園內外科相關必要常識。 

 

(1) 訪員：您覺得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這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瞭

解臨時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其原因為何？ 

 

    F 先生：我覺得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可以讓大樓人員瞭解臨時

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因為可事先將所有可能狀

況進行模擬。 

 

(2) 訪員：您覺得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

樓能夠有效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其原因為何？ 

 

    F 先生：我覺得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有助於大樓能夠有效

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因為狀況發生時只有清楚了

解逃生路線才能安全離開起火建築。 

 

(3) 訪員：您覺得課程設計時數計 16 小時，每三年訓練一次，這課程是否有助

於大樓人員能夠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應變避難？其原因為何？ 

 

    F 先生：我覺得課程訓練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有效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

發生時之應變避難，原因課程中包含學科、術科，讓大樓人員對於消防設

備的操作可以更熟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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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七： 

        本受訪者為王先生，以下簡稱為 G 先生，針對「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

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規劃大綱」之「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自衛消

防編組與現場事故傷患處置」、「突發狀況預防與處理」三項課程闡述相關

內容如下： 

(1) 訪員：您覺得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

明白對於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之瞭解與事前評估，並且

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其原因為何？ 

 

    G 先生：我要講的是，其實早期在管理大樓安全主要是要防範犯罪部分，

後來在政府單位制定法令下，當然是有助於大樓能更明白火災意外防範的

重要性，畢竟，看看我們社區住那麼多人，大樓管理人員有這常識就像是

多買份保險一樣。 

 

(2) 訪員：您覺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這二門課程是否有

助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並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範與自

治管理辨識，避免不清楚大樓行政執行特性之困境？其原因為何？ 

 

    G 先生：其實這二門課程如能一起上將能讓我們大樓清楚法令的規範在哪

及當要協助幫忙時可以找哪個單位諮詢。 

 

(3) 訪員：您覺得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管理人

員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管理實務上？其原因為何？ 

 

    G 先生：我覺得平時的預防準備勝於災害發生的避難搶救，就像若能知己

知彼才能在面對火災時有更多的把握。 

 

(1) 訪員：您覺得以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

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上？其原因為

何？ 

 

    G 先生：有幫助。因為這種大樓突發案件常常發生在夜半人靜時，若我們

大樓人員可以學到並熟悉運用滅火通報及避難引導訓練，將可以在混亂的

災害現場有效的避免災情的擴大並確保住戶安全。 

 

(2) 訪員：您覺得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

員能夠在遇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其原因為何？ 

 

    G 先生：有，因為滅火設備為專業的器材，並非大樓人員所能了解，許多

滅火原理還須專業人員說明及操作，並教導簡易故障排除，在突發狀況之

火災時能學以致用。 

 

(3) 訪員：您覺得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

楚瞭解各種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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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為何？ 

 

    G 先生：有，因為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需要專業人員指導，瞭解各種狀況

的傷、病患處置方法後，可運用適當器材及設備將人員後送，在此二門課

程中學習的到。 

 

(1) 訪員：您覺得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這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瞭

解臨時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其原因為何？ 

 

    G 先生：嗯！是，大樓突發狀況是無法掌控的，而設備是否可正常使用亦

無法控制，當有預防突發狀況的兵棋推演，在災害突發狀況發生時、設備

故障時都有第二個配套措施，且在兵棋推演時更能了解設備使用時機。 

 

(2) 訪員：您覺得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

樓能夠有效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其原因為何？ 

 

    G 先生: 是，每個住戶如能製作家庭逃生路線規劃，在災害發生時能在第一

時間反應，且有災害發生時自然反應知道逃生路線，可增加逃生機會，在

大樓消防安全管制方面則需大樓全體住戶有共同的常識及配合，這方面對

大樓而言是較缺乏的。 

 

(3) 訪員：您覺得課程設計時數計 16 小時，每三年訓練一次，這課程是否有助

於大樓人員能夠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應變避難？其原因為何？ 

 

    G 先生: 有，時數夠，因為要了解所有消防安全設備、防火管理並無法在短

時間中了解全部，不過三年一次時間拉太長容易忘記，應以每年都需訓練，

訓練時間長短或許可在另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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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八： 

        本受訪者為廖小姐，以下簡稱為 H 先生，針對「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

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規劃大綱」之「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自衛消

防編組與現場事故傷患處置」、「突發狀況預防與處理」三項課程闡述相關

內容如下： 

(1) 訪員：您覺得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

明白對於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之瞭解與事前評估，並且

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其原因為何？ 

 

    H 小姐：有，該課程規定了所有之常識及法律意識，提供具體有效、可行

的規定，將所居住的處所認為是「安身立命的城堡」，讓大樓人員將自身安

全掌握在自己手上，進而積極參與了解災害預防。 

 

(2) 訪員：您覺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這二門課程是否有

助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並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範與自

治管理辨識，避免不清楚大樓行政執行特性之困境？其原因為何？ 

 

    H 小姐：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這二門課程確實有助於

減少住宅大樓火災事件的發生，其原因為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

範與大樓權力責任在哪，避免不清楚的要求讓執行人員易與住戶起口角，

但少部分管理室的人，可能無法輕易了解相關法令，建議設計簡單易懂的

上課內容。 

 

(3) 訪員：您覺得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管理人

員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管理實務上？其原因為何？ 

 

    H 小姐：當然可以，凡事若能從源頭著手將能事半功倍，如能了解火災的

發生因素，將能更有效的去預防。 

 

(1) 訪員：您覺得以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

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上？其原因為

何？ 

 

    H 小姐：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有助於管理人員有效運

用在大樓搶救實務上，因為災害都是無預警的，沒有事前的操作訓練，對

於突然發生的危害可能會腦袋一片空白不知道要做什麼。其實我想說的

是，如果我們大樓管理人可以接受自衛消防編組訓練合格才任用的話，我

相信可以提升大樓防火素質。 

 

(2) 訪員：您覺得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

員能夠在遇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其原因為何？ 

 

    H 小姐：當然有。有了平時訓練，在災害發生時才能學以致用。 

 



 

67 

(3) 訪員：您覺得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

楚瞭解各種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其

原因為何？ 

 

    H 小姐：這我贊成，像 OHCA 患者如能早 1 分鐘對患者實行 CPR，將有很

高的存活率。 

 

(1) 訪員：您覺得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這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瞭

解臨時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其原因為何？ 

 

    H 小姐：是。平時的兵棋推演可以幫助突發狀況發生時臨危不亂。 

 

(2) 訪員：您覺得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

樓能夠有效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其原因為何？ 

 

    H 小姐: 是，逃生路線是絕對要預先規劃的，在災害發生時，能早 1 秒應變

都能提高存活率。 

 

(3) 訪員：您覺得課程設計時數計 16 小時，每三年訓練一次，這課程是否有助

於大樓人員能夠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應變避難？其原因為何？ 

 

    H 小姐: 否。上課時間太短暫了，要在短短的幾小時內把相關知識融會貫通

實在有難度，建議增加實作課程並且多練習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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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九： 

        本受訪者為許先生，以下簡稱為 I 先生，針對「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

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規劃大綱」之「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自衛消

防編組與現場事故傷患處置」、「突發狀況預防與處理」三項課程闡述相關

內容如下： 

(1) 訪員：您覺得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

明白對於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之瞭解與事前評估，並且

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其原因為何？ 

 

    I 先生：有幫助，如果能事先幫我們大樓人員上課以了解各種消防安全管

理，對我們平時有很大的幫助，因為現在大樓管理事務越來越複雜，有些

住戶甚至會刁難，有這種具有公信力的協助將更有利於管理。 

 

(2) 訪員：您覺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這二門課程是否有

助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並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範與自

治管理辨識，避免不清楚大樓行政執行特性之困境？其原因為何？ 

 

    I 先生：那當然對我們是有所幫助。平時總會有相關單位的人來要求我們需

要繳交資料，但總是對於相關法規不清不楚，又怕是詐騙集團。 

 

(3) 訪員：您覺得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管理人

員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管理實務上？其原因為何？ 

 

    I 先生：應該是不太可能避免啦!大樓裡面住那麼多人，住戶裡面我們也不

可能去管控，這連你們也沒有公權力了，畢竟我們能介入的也只有大樓公

設部分；應該說，假如有發生火災的話是不是可以阻斷延燒的可能，讓其

他民眾可以順利逃生，將損失降到最低。 

 

(1) 訪員：您覺得以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

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上？其原因為

何？ 

 

    I 先生：說實在的，以我做主委這麼多年，平時訓練可以幫助災害發生時臨

危不亂，當然是很好的一件事。 

 

(2) 訪員：您覺得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

員能夠在遇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其原因為何？ 

 

    I 先生:如果能夠讓我們知道且操作平時設置在大樓內的滅火設備，那當然

是有用的，至少來說我們能夠知道各項滅火設備的取得位置。 

 

(3) 訪員：您覺得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

楚瞭解各種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其

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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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先生：大樓在避難時難免出現大小傷的情況，或者人員因緊張情緒突然感

到不適，所以讓我們學習到基礎急救知識，至少在我們大樓遇到大量人員

受傷情形，我們能夠在第一時間先行處理。 

 

(1) 訪員：您覺得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這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瞭

解臨時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其原因為何？ 

 

    I 先生:是的，其實我們一般民眾並不熟悉自己住的大樓在平常有何避難逃

生方式，大家都太忙了沒時間去注意這塊，不像日本那麼重視，所以有這

機會可以演練是非常有用的。 

 

(2) 訪員：您覺得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

樓能夠有效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其原因為何？ 

 

    I 先生: 可以，任何的災害預防，都需要事先的演練學習，才可以在事發當

下正確無誤的施行。 

 

(3) 訪員：您覺得課程設計時數計 16 小時，每三年訓練一次，這課程是否有助

於大樓人員能夠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應變避難？其原因為何？ 

 

    I 先生: 固定時間訓練是必須的，除複習原有知識技能，更能吸收新知，所

以，每三年一次的訓練，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有效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

發生時之應變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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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十： 

        本受訪者為林先生，以下簡稱為 J 先生，針對「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

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規劃大綱」之「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自衛消

防編組與現場事故傷患處置」、「突發狀況預防與處理」三項課程闡述相關

內容如下： 

(1) 訪員：您覺得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

明白對於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之瞭解與事前評估，並且

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其原因為何？ 

 

    J 先生：不可以，由於我這大部份大樓管理人員年紀較大且對於平時要應付

大樓住戶的管理就有些吃力了。 

 

(2) 訪員：您覺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這二門課程是否有

助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並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範與自

治管理辨識，避免不清楚大樓行政執行特性之困境？其原因為何？ 

 

    J 先生：這個我覺得不一定，因為大樓本身管理人員並不多，若是需要照法

規規定的執行，恐會有難度，能否提供我們相關單位整合後的要求，這樣

我們大樓才能有能力負擔。 

 

(3) 訪員：您覺得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管理人

員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管理實務上？其原因為何？ 

 

    J 先生：不一定，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大樓人力不足，且我們能管制的地

方只有公共區域，住戶內的領域我們也無法干預。 

 

(1) 訪員：您覺得以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

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上？其原因為

何？ 

 

    J 先生：應該沒什麼幫助吧!大樓在大部分的時間，管理人員都只有一兩位，

不可能一人身兼數職要做滅火工作、通報確認正確位置還要引導大樓住戶

避難，其實主要是不曾共同訓練避難引導而無法發揮功效吧。 

 

(2) 訪員：您覺得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

員能夠在遇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其原因為何？ 

 

    J 先生：或許有幫助，如果能讓管理人員知道設備的操作方式，在發現初期

或許就有機會可以撲滅火勢。 

 

(3) 訪員：您覺得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

楚瞭解各種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其

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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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先生：可以，任何的災害預防，都需要事先的演練學習，才可以在事發當

下正確無誤的施行。 

 

(1) 訪員：您覺得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這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瞭

解臨時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其原因為何？ 

 

    J 先生：可以，在學習如何逃生的演習中，可以在災害發生時的第一時間做

出正確反應。 

 

(2) 訪員：您覺得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

樓能夠有效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其原因為何？ 

 

    J 先生:我有疑問啦，逃生路線規劃是要由大樓管理人來規劃，但是大樓住

戶未必會相信我們的判斷，這方面還是需要由你們專業的來劃定。 

 

(3) 訪員：您覺得課程設計時數計 16 小時，每三年訓練一次，這課程是否有助

於大樓人員能夠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應變避難？其原因為何？ 

 

    J 先生:我在想，我們這邊人員流動頻繁，看看能不能一年一次，一次一天

就好，這樣比較有可能讓每個管理人員都受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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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十一： 

        本受訪者為許先生，以下簡稱為 K 先生，針對「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

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規劃大綱」之「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自衛消

防編組與現場事故傷患處置」、「突發狀況預防與處理」三項課程闡述相關

內容如下： 

(1) 訪員：您覺得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

明白對於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之瞭解與事前評估，並且

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其原因為何？ 

 

    K 先生：當然有。因為目前大樓上過課的只有防火管理人，要讓他來處理

整棟大樓的消防安全似乎有些吃力，而且如果可以讓管理人員都有機會上

課相信遇到突發狀況時可以表現更好。 

 

(2) 訪員：您覺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這二門課程是否有

助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並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範與自

治管理辨識，避免不清楚大樓行政執行特性之困境？其原因為何？ 

 

    K 先生：我覺得就實務方面而言，有點難度。因為兩個法規規定的管理員

數太多，加上未來的一例一休制度，很難針對大樓進行合格的幫助。 

 

 

(3) 訪員：您覺得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管理人

員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管理實務上？其原因為何？ 

 

    K 先生：是可以的，倘若我們大樓這邊有火災預防的相關常識，那麼照道

理講，我們在每月的住戶大會就可以提醒各住戶用火用電安全甚至是可以

避免縱火情形發生。 

 

(1) 訪員：您覺得以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

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上？其原因為

何？ 

 

    K 先生：應該沒用吧。大樓管理人大部分都為守衛室的保全大哥，個人認

為自衛消防編組可針對大樓場所加強通報部分，畢竟不可能一人分飾多角

那倒不如做好自己的角色工作。 

 

(2) 訪員：您覺得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

員能夠在遇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其原因為何？ 

 

    K 先生：大概有吧。不過一般人無法判斷哪種火可以使用滅火器，有時反

而會造成擴大火災的情形，建議還是早點發現早點報案，交給專業的消防

人員來處理。 

 

(3) 訪員：您覺得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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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瞭解各種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其

原因為何？ 

 

    K 先生：大樓住戶眾多.亦可能發生的意外或急病相對增加.或許有跌倒受傷

擦傷.急病或突然昏倒.亦可即時處理.若大樓管理人員能了解初級急救常識

加上 CPR 結合 AED.並適時給予處置及解說.若大樓服務台有基本急救器材

或設備.更對整體社區的醫療有向上提升的效果。 

 

(1) 訪員：您覺得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這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瞭

解臨時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其原因為何？ 

 

    K 先生：可以，任何的災害預防，都需要事先的演練學習，才可以在事發

當下正確無誤的施行。 

 

(2) 訪員：您覺得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

樓能夠有效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其原因為何？ 

 

    K 先生: 嗯，這沒錯，任何災害發生時都要有逃生意識，最好能在平時就熟

悉逃生路線，以免措手不及。 

 

(3) 訪員：您覺得課程設計時數計 16 小時，每三年訓練一次，這課程是否有助

於大樓人員能夠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應變避難？其原因為何？ 

 

    K 先生:課程設計 16 小時，及每三年的訓練，雖足夠大樓人員有效預防大樓

災害及發生時之應變避難，但直覺反應尚須反覆不斷練習才可加深防災觀

念並加快應變速度，故在訓練後，更希望大樓其他人員也可以訓練，以防

範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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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內容十二： 

        本受訪者為林先生，以下簡稱為 L 先生，針對「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

管理與緊急救護課程規劃大綱」之「住宅大樓之消防安全管理」、「自衛消

防編組與現場事故傷患處置」、「突發狀況預防與處理」三項課程闡述相關

內容如下： 

(1) 訪員：您覺得住宅大樓消防安全管理說明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

明白對於可能遭遇到的任何危險因素所造成傷害之瞭解與事前評估，並且

著重火災事故的預防？其原因為何？ 

 

    L 先生：對，其實我覺得這是要推廣的。在現在這時代什麼都越來越專業，

消防安全管理做的好的話，對我們管理公司來講當然是更有競爭力，且對

住戶也有保障，這是個雙贏局面。 

 

(2) 訪員：您覺得公寓大廈管理報備及防火管理制度介紹，這二門課程是否有

助於減少大樓災害事件的發生?並能夠讓大樓更容易清楚法令的規範與自

治管理辨識，避免不清楚大樓行政執行特性之困境？其原因為何？ 

 

    L 先生：有，如管理權人都能讓所有參與防火管理制度人員，清楚自己在

制度裡的定位角色，當災害發生時立即反應，就可減少災害的損失。 

 

(3) 訪員：您覺得火災的發生與預防常識，這二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管理人

員能夠有效應地用在大樓管理實務上？其原因為何？ 

 

    L 先生：有，火災發生預防常識只為可行的理論基礎，且火源管理檢查雜

項太多太雜，單靠大樓管理員學習這些常識只是了解並無太多用處，如能

常識配合運用真實的情境，真實體驗才能有良好效果。 

 

(1) 訪員：您覺得以滅火訓練、通報訓練以及避難引導訓練，這自衛消防編組

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管理人員有效運用在災害發生實務上？其原因為

何？ 

 

    L 先生：有喔，平時有了訓練，在災害發生時才不會驚慌失措，更能幫助

後面搶救的人盡快進入狀況。 

 

(2) 訪員：您覺得滅火設備之使用介紹操作講解，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

員能夠在遇到突發狀況之火災時能學以致用？其原因為何？ 

 

    L 先生：這應該是要大樓住戶每人都要懂得常識吧，如果能在意外發生的

第一時間執行滅火動作，當然是會有最好的成效。當然如果人人都有防火

基本能力，消防局就會減輕很多工作量。 

 

(3) 訪員：您覺得急救常識處置及解說，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樓人員能夠清

楚瞭解各種狀況的傷、病患處置方法，並有效運用在傷、患後送方面？其

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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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先生：這有吧，大樓人員不管是不是在緊急時候的處置，有這相關常識

的話，在平常也是很實用。 

 

(1) 訪員：您覺得大樓預防突發狀況之兵棋推演，這門課程是否得以讓大樓瞭

解臨時的突發狀況應考量的事項以及設備與使用時機？其原因為何？ 

 

    L 先生：兵棋推演乃是事故發生前的演練，每位大樓管理人員會更熟悉自

我職責，且遇突發狀況時才不易慌亂無章，而器材及設備更是要平時落實

保養與使用訓練，才可在災害真正來臨時發揮最大效用。 

 

(2) 訪員：您覺得逃生路線規劃與大樓消防安全管制，這門課程是否有助於大

樓能夠有效應用在大樓住戶避難實務上危害因子之排除？其原因為何？ 

 

    L 先生: 其實在每次需做自衛編組的時候.都會有平面圖.逃生避難圖及甲種

圖.逃生路線規劃更是在逃生避難圖的範圍內，一棟好幾十戶甚至上百戶的

大樓，在災害發生時的逃生避難更是關鍵，上課有教火勢濃煙往上快速竄

升，上方住戶非常可能逃生不及，若是小火就可趕快向下逃生，若是遇到

大火的話，可選擇留在室內，並將潮濕毛巾塞門縫，存活的可能性都較高，

但大樓的消防安全管制及逃生路線是否受阻礙及安全梯間是否堆放雜物更

是迫切排除的問題，否則往往造成逃生不易情形。 

 

(3) 訪員：您覺得課程設計時數計 16 小時，每三年訓練一次，這課程是否有助

於大樓人員能夠應用於預防大樓災害及發生時應變避難？其原因為何？ 

 

    L 先生: 這當然有助於，建議像考證照那樣，規劃個制度出來，讓大樓管理

上更有品質，不然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對大樓安全也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