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保防災起步走 

特展單元之設計與推廣 

 



策展理念 

深具教育意涵 

•強化土石流防災教

育，向下扎根。 

•正視水土保持的重

要性，從小學習。 

•符合學校重要議題

融入課程之教學需

求，可結合環境教

育、防災教育等議

題推廣至學校及其

他教育場所。 

利於教育推廣 

•強化展品行動性、

符合搬運、收納、

供電等行動需求，

以利移展。 

•具重複使用之特性，

讓教學資源可多重

運用。 

 

增添學習樂趣 

•多元互動、可操作

展件，有效提升觀

眾體驗學習意願。 

•正確傳達教育理念，

透過動手操作，進

而引發觀眾好奇探

究的學習精神。 

•透過學習單與闖關

彩票作為回饋，以

加深印象、增加趣

味性。 



「水保防災起步走」特展 

  展示內容：以水土保持及防災教育為主題，展出九組大型操作型互
動單元。搭配闖關學習單，介紹台灣的地形地質特色、山坡地保育
利用、野溪治理、崩塌地復育、監測系統、水保防災知識、大規模
崩塌等。 

 

-【台灣的地理環境】 

-【山坡地保育】 

-【野溪治理】 

-【崩塌地復育】 

-【二郎神的眼睛】 

-【土石流就要來了】 

-【防災知識大挑戰】 

-【離災保平安】 

-【坡地之戰情境AR】 



尺寸規格 

【水保防災起步走】九座大型互動展示單元 

備註1：(單位)公分 
備註2：每台機台均需要110V電力。 

序號/範例機台 長 寬 高(含輪子) 機台數量 
1/防災知識大挑戰 

(夾娃娃機) 
115(含操作桿台) 100 230 1 

2/山坡地保育 85 120 113 5 
3/土石流就要來了 85 120 149 2 
4/坡地之戰情境AR 120 70 180 1 



場地需求 

九座大型互動展示單元：展品需求範圍+觀眾動線約10m*15m。 

請見下圖： 



展示特色 

   
 就策展理念所述之三項：「深具教育意涵」、
「利於教育推廣」、「增添學習樂趣」加以延伸
設計，以下就各項焦點展品進行介紹。 

 

 

 

 



焦點展品－九組大型操作型互動單元 

 
【台灣的地理環境】 

認識臺灣易致災的地理環境特性，除動畫影片播放，並以｢彈珠檯｣

模擬臺灣的地形特色：山高河流短集、地震多、山區容易發生地滑

土石流、地質破碎多節理。觀眾操作模擬｢小水珠｣的彈珠，使彈珠

沿軌道抵達終點，即可領取彩票一張。 

【山坡地保育】 

認識有助於山坡地保育的幾種工法及設：等高耕種、平台階段、山

邊溝、排水溝、農塘等。並且扮演水保工程施，將各種設施模型配

置在山坡地上，說明自己的規劃理念。 



焦點展品－九組大型操作型互動單元 

 

【野溪治理】 

認識有助於野溪治理的幾種工法：梳子壩、防砂壩、丁壩、固床工、

護坡等。並且扮演水保工程師，用積木在河道上適切的位置，堆疊

出相對應的工法樣貌，說明自己的規劃理念。 

【崩塌地復育】 

認識崩塌地復育幾種工法：設置截排水溝、打樁編柵、敷蓋稻草蓆、

鋪網噴植、植生袋等。請你扮演水保工程師，將各種設施配置在山

坡地模型，說明自己的規劃理念。 



焦點展品－九組大型操作型互動單元 

 

【二郎神的眼睛】 

認識各種觀測災害的方式。並且操作立體鏡，比較九九峰、小林村、

烏來等地區在921地震、莫拉克風災、蘇迪勒風災前後的地形、地貌

有那些大規模的變化。 

【土石流就要來了】 

利用視覺、嗅覺、聽覺、感覺，學習判斷土石流即將來臨的前兆！

並且操作遊戲機，全部答對獲得彩票！ 

 



焦點展品－九組大型操作型互動單元 

 

【防災知識大挑戰】 

操作遊戲機台，檢查自己的防災觀念是否正確！分數夠高的可以得

到彩票喔！ 

【離災保平安】 

防災重於救災，離災優於防災！雨季來時，要注意觀測雨量，準備

防災避難背包；依照土石流黃色警戒及紅色警戒，進行避難疏散。

觀賞劇場並且正確回答問題，取得彩票！ 



【坡地之戰情境AR】 

觀眾動手完成意象拼圖， 

感應AR動畫，透過體驗 

學習氣候變遷、極旱極澇、
大規模崩塌等防災知識。 

-108年創新展品- 

 



焦點展品－九組大型操作型互動單元 

 
配合闖關任務卡及水保局所出版的《爺爺的魔法書》科教
繪本(共分四冊)，提供觀眾更多元的學習模式，從模擬操
作、動態互動等闖關遊戲中輕鬆學習水土保持及土石流防
災知識。 

↑闖關任務卡 ↑科教繪本四冊 



高互動展示單元 



展出於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中正紀念堂 



慈濟基金會台南分會 



展出於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展出於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松山文化創意園區 



a-zone花蓮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展出於蘭陽博物館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921地震教育園區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連江縣文化處所屬圖書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THE END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