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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2 次校園空間規劃暨安全檢視會議 

會議紀錄 

壹、日期：113 年 6 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10 分 

貳、地點：行政大樓 3F 第 1 會議室 

參、主席：馬校長 心正                                        記錄：陳威志 

肆、出席：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報告 

陸、上次會議討論提案決議執行情形： 

案號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實習大樓及體育館耐震補強工程」國教署補助經費申請之相關文件，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實習大樓及體育館補強工程撥款經費申請表(詳見附件 1、2)，請委員參閱。 

二、 實習大樓總樓地板面積為 3753.87 m2，依教育部提供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校舍「補強工程」參考單價(修正版)自動計價試算表，總補強工程經費為 

9,460,080 元，與詳評預估總工程經費為 15,015,480 元，差距為 5,555,400

元，已請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提供預估經費差距相關報告(詳見附件 3)。 

三、 耐震補強工程期間，師生安置初步計畫(詳見附件 4)請委員參閱。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 

一、 耐震補強相關文件業於 113.04.09 函文至國教署。 

二、 113.06.17 與國教署承辦人聯繫，目前進度為國教署內部簽辦中。預計 113

年度完成設計監造招標 (函報國教署)，114 年度進行體育館、實習大樓耐

震補強工程。 

 

柒、業務報告： 

一、113 年度改善校園無障礙計畫經國教署核定補助 200 萬元整，規劃「行政大

樓坡道及實習大樓東側通路改善工程」，預計 6 月底完成招標，於暑假期間

施工。 

二、0403 地震災後校園設施設備修復情形： 

(一)邀請建築師入校進行建物風險性進行安全評估。(113.04.09) 

(二)修復行政大樓流明天花板。(113.04.16) 

(三)修復體育館天花板照明設備。(113.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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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復實習大樓電梯踏板傾斜及機坑積水情形。(113.06.10) 

(五)體育館右側涼亭磁磚剝落，目前暫停使用。 

(六)風雨走廊裂縫、川堂無障礙坡道、建物磁磚敲除等，目前正評估規劃中，

災害復建工程預計 7 月中旬完成招標，暑期施工。 

三、「共融式無障礙遊樂場遊具及地墊採購」案，目前已完成部分鋪面及遊具組

裝(如圖)。因受以巴戰爭影響，造成部分遊具船期延誤；又適逢梅雨季節，

地墊須於連續乾燥環境下鋪設，導致施工進度延誤，經審查符合契約第 14

條第 5項及 7條第 5 項規定，屬不可抗力或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本校同

意展延至 113.08.12。 

四、「學生宿舍防火消防門改善工程」案履約中，目前男、女宿舍防火彈射門已

設置完成，本週五、六將進行男、女宿舍入口及餐廳烹煮區防火門施作。預

計竣工日 113.06.29。 

五、修樹廠商於 5 月入校巡視上期修剪的萌芽狀況，與校園樹木風險評估，以防

汛期災害。 

六、目前正規畫重整實習及行政大樓昇降設備之對講機線路並增設蜂鳴器，連結

至警衛室，以確保遇緊急狀況時之即時支援。 

七、本學年經警衛反應監視系統部分區域異常，經查為線路或機器損毀，請廠商

協助修繕。全面檢視校園監視器設置後，擬新設監視器，將於會議提案討論。 

 

捌、提案討論： 

案號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有關校園新設監視器一事，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經全面檢視教學區目前監視系統，教學大樓 1-2 樓已設置完備，評估學生使

用率高之專科教室、分組教室出入口及走廊，共計 8處可增設監視畫面。 

二、 經學務處建議，川堂前學生上下車處、家長接送區可增設 2處，遇突發狀況

時可經由錄影備份還原現場情形。 

三、 監視器增設位置及數量請討論，圖示詳見附件 1。 

    決議： 

一、 除原增設位置外，擬再增設 4 處，共計增設 14 處，詳見附件 1。 

二、 原 16 路監視系統主機空位不足，更換為 32 路主機，並新增 4TB 硬碟，俾利

校園監視器畫面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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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二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112 學年第 2學期校園危險區域，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校園危險區域問卷調查，本學期問卷調查數量為 77 份，相關統計彙整表如附

件 2，請參閱。 

二、 安學人員將於相關集會中，將此份問卷調查顯示之危險區域進行校園安全     

宣導。 

    決議：照案通過。 

 

案號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113 學年度班級教室配置，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學年度變換及國小部增班，調整班級教室配置。 

二、 教室配置圖如附件 3，請參閱。 

    決議：修正後通過，配置圖如附件 3。 

 

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散會：16 時 4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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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新增監視器設置地點 

*紅框處為預計裝設位置 

編號 1  行政大樓穿堂右側牆面 編號 2  行政大樓穿堂左側牆面 

拍攝學生上下車處 拍攝學生上下車處 

編號 3  中 901 班外走廊樑的角落 編號 4  教學大樓三樓樂活教室前門上方 

拍攝中 901 班後門、家長休息室、 

學務處出入口及走廊 

拍攝樂活教室前後門、 

教學資源中心前門出入口及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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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5  實習大樓三樓校史室牆面 編號 6  實習大樓三樓工藝教室前門樑角落 

拍攝烹飪教室、烘焙教室、旅館服務教室 

和性平教室出入口及走廊 

拍攝陶藝教室(教學資源中心辦公室籌備處) 

、工藝教室出入口及走廊 

編號 7  實習大樓二樓實輔處前門樑角落 編號 8  實習大樓一樓語言治療室走廊樑上 

拍攝實輔處出入口及走廊 拍攝語言治療室、分組教室 2、3出入口及走廊 

編號 9  風雨走廊交會處 編號 10  風雨走廊(體育館和操場中間) 

拍攝溜滑梯遊具區、實習大樓樓梯口 

、分組教室 1出入口及走廊 

拍攝體育器材室出入口、體育館大門 

、跑道入口、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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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11 體育館內 編號 12 風雨走廊交會處 

拍攝體育館舞台及羽球場 拍攝連接教學大樓之風雨走廊 

、餐廳旁廁所門口及通道 

編號 13 二樓男宿走道 

 

拍攝二樓男宿 3間寢室門口及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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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花蓮特殊教育學校112學年第2學期校園危險問卷調查統計彙整表 

填報資訊 

1.填寫問卷數量：77 

2.生理男人數：50 

3.生理女人數：27 

題目一： 

我覺得「校園環境空間」有沒有哪些地方是危險的? 

1.有：23 

2.沒有：54 

我覺得「校園環境空間」哪些地方是危險的? 改善建議                                                                                                                             

1.花特山周邊 

(1)設置監視器。 

(2)落葉、雜草需整理乾淨。 

(3)曾經看過蛇 需注意是否有蛇。 

(4)裝路燈。 

(5)減少單獨前往。 

(6)避免自己去危險角落。 

2.實習大樓周邊(含農園藝教室) 

(1)避免自己跑去危險角落。 

(2)施工趕快結束。 

(3)減少單獨前往。 

3.體育館周邊(宿舍後面) 
(1)裝路燈 

(2)減少單獨前往。 

4.電梯 練習走樓梯，少搭電梯。 

5.走廊、行走路面、樓梯 
(1)下雨天容易積水，須注意行走安全。 

(2)少階梯、行走地面需平整。  

6.校園內磁磚剝落處 修繕復原。 

7.走廊有些地方要小凹凸不平 修繕復原。 

8.宿舍浴室 小心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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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二： 

我覺得「下課或放學時」有沒有哪些地方是危險的?  

1.有：7 

2.沒有：70 

我覺得「下課或放學時」哪些地方是危險的? 改善建議 

1.樓梯 
(1)慢慢走，手扶樓梯手把。 

(2)下樓梯要慢慢走。 

2.校門口 進出車輛應減速慢行，注意門禁管理 

3.川堂(含川堂前) 有些車子車速很快 需提醒速限 

4.宿舍後面 避免自己去跑去危險角落。 

5.體育館後側 裝路燈 

 

題目三: 

請問您是否為住宿生?  

1.有：25 

2.沒有：52 

題目四: 

 我覺得「住宿時」有沒有哪些地方是危險的?(住宿生請答) 

1.有：5 

2.沒有：20 

我覺得「住宿時」哪些地方是危險的? 改善建議 

1.浴室 小心地面濕滑 

2.廁所 水擦乾 

3.樓梯 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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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