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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釜石的奇迹”看中国防灾减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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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1 年 3 月 11 日下午 2 点
46 分，日本以东太平洋海域发生
震惊世界的 9.0 级大地震， 地震
随即引发了巨大海啸。 海啸导致
日本岩手县釜石市遭到严重破
坏，1000 多人丧生或下落不明。
但令人惊讶的是，离灾难发生地
不远的釜石小学的 184 名孩子
却成功逃生。 不仅如此，他们还
利用平时所学的灾害知识带动
了周围的人一起逃生。

孩子们的这段经历后来被
称为“釜石的奇迹”，而“奇迹”之
所以发生，还要归功于日本在防
灾减灾教育方面的成功。 相比而
言，目前国内对紧急救灾比较关
注，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做得都
很好，但对于事前的防灾减灾教
育工作重视程度还不够。 壹基金
防灾减灾部主任李健强表示：
“我们国家一年四季会发生不同
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夏季的洪涝
灾害、冬季的森林火灾等，但目
前我们的防灾减灾教育主要是
针对地震展开的，还有很多灾害
类型没有关注到。 ”

李健强觉得，中国可以学习
日本的一些经验。 那么，日本的
防灾减灾教育是如何开展的?中
国防灾减灾教育情况如何，还有
哪些可以改善的地方？

培养孩子的自我决策能力

8 月 5 日， 壹基金联合中国
科技馆发展基金会、日本国际协
力机构等举行了一场防灾减灾
教育活动，柏崎枫讲述了自己在
2011 年海啸中逃生的经历。

柏崎枫是 2011 年日本大海
啸的亲历者之一。 由于临近海
边， 附近的学校在地震发生 35
分钟后就会被海啸吞没，在当时
的情况下，老师们都认为可能无
法挽救这些孩子了，但孩子们凭
借自己的力量和平时所学存活
了下来。

在柏崎枫的记忆里， 正是因
为从小接受了很多关于海啸方面
的教育以及参与了多次应对灾害
的演练， 才能够让自己和同学们
死里逃生， 同时也帮助了周边学
校的学生和大人们一起逃生。

“我们学校离海边非常近，
所以从小学起我们就学习了很
多关于海啸的知识。 另外，除了
学习防灾方面的知识，学校针对

不同的灾害还开展了很多演习，
比如说如何应对火灾、如何应对
地震以及海啸等，这种重复的防
灾演习让我们拥有了应对不同
灾害的能力，也能够让我们在灾
害来临时做出正确的判断。 ”柏
崎枫告诉记者。

日本规定，所有学校每年必
须举行至少两次防灾演习，这是
最低限度。 很多学校每个月都会
举行防灾演习， 每年会拿出 10
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开展防灾减
灾教育活动。 特别是针对小学
生，学校会安排他们首先学习学
校周边可能会发生的灾害。 比如
说， 如果学校建在河川周边，那
么他们会学习一些洪水方面的
知识；如果学校建在山里，他们
就会重点学习一些关于泥石流
灾害的应对方法。

日本的防灾教育起源于
1995 年的阪神大地震。当时日本
正处入经济危机当中，而阪神地
区是日本第二大经济区，大地震
让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但正是因
为阪神大地震的影响，使日本逐
步建立起了系统的防灾减灾教
育体系。

据日本著名减灾教育专家
诹访清二介绍，在日本，老师们
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开展防灾教
育或活动：

第一，将防灾教育和普通的
学科教育相结合， 比如在社会
课、语文课等课程中教授相关知
识；

第二，在综合学习课教授防
灾知识，每周大概有一小时的学
习时间；

第三，在特殊教育活动中导
入防灾教育的内容，以年为单位
举行一定教育的活动。

另外，日本的学校和老师以
及社会组织也会采取相应的办
法，让家长参与到防灾减灾教育
中。 比如，日本有一些民间组织
也会开展防灾减灾活动，家长可
以参与； 学校会利用家长会、课
程参观日、 家庭作业等契机，导
入关于防灾减灾教育的内容，让
家长参与到孩子学习的过程中，
为孩子和家长就防灾减灾问题
创造交流的机会。

“在低年龄阶段，我们会先让
孩子们学习身边可能会发生的灾
害， 等他们到了高年级之后再全
面学习灾害方面的知识。 在这个

过程中， 引发孩子们的
学习兴趣是非常关键
的。 ”诹访清二谈道，“当
然， 我们不能仅仅重视
知识的传授， 还要培养
孩子们分析信息、 判断
信息、思考决策，最后转
化成行动的综合能力。 ”

这一点， 柏崎枫也
十分赞同。 2011 年海啸
发生后， 在选择逃生地
点时， 她和其他同学做
出了两次重大决定，而
这些和他们平时学到的
防灾知识并不一样。“我
们之所以能够在那种情

况下做出冷静的判断、采取正确
的方法逃难，也是因为我们在过
去的演习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危
机意识。 ”

让教育变得可触碰可感知

与日本相比，国内的防灾减
灾教育起步较晚。 据壹基金防灾
减灾部主任李健强介绍，中国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教育系
统和学校才开始变得重视防灾
减灾教育工作。

事实上，早在 2007 年教育部
就出台了《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
指导纲要》。 纲要中提到，“公共
安全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预防
和应对社会安全、 公共卫生、意
外伤害、网络、信息安全、自然灾
害以及影响学生安全的其他事
故或事件六个模块”。 2008 年之
后各地逐渐开展这方面的教育
工作。

不过，当时的规定中并没有
要求学校必须抽出多少时间开
展防灾减灾课程，国内的学校也
没有设置相关的课程。 那么防灾
减灾教育该怎么做？ 上述纲要提
出了两点：

第一是渗透，就是把防灾减
灾知识渗透到学校日常的教学
中，包括社会课、自然课以及一
些课间活动；

第二，鼓励地方开发校本课
程，鼓励学校自己开发课时。 但
目前这样做的学校并不多。

李健强告诉记者：“就我们在
实践中的观察来讲， 在灾害高发
区域， 对于灾害教育的程度相对
高一些，比如说在四川，他们专门
开发了校本课程，叫《生命生活与
安全》，这个课程就融入了防灾减
灾的内容。在汶川大地震、芦山地
震等特大灾害的基础上， 我们的
防灾教育在逐步推进， 但整体而
言， 我们国家的防灾教育还处于
起步阶段。而在日本，防灾减灾教
育是针对全民开展的， 这方面我
们还是有差距的。 ”

此外，以往国内学校的防灾
减灾教育大多是说教式的，比如

背顺口溜、记一些概念等，但这
种做法效果并不好，孩子们也没
有兴趣。 在李健强看来，对于中
小学生来说，他们认识事物的方
式仍然是具象的、感性的，他说：
“所以我们从 2012 开始做防灾
教育的时候也在考虑，怎样才能
把那些看似离我们很远的自然
灾害融入到教学环境以及孩子
们的生活中， 让灾害变得可触
碰、可感知。 我们教育的方式和
活动的设计、以及课程的开发还
是非常缺乏的，这也是我们要向
日本学习的地方。 ”

将防灾减灾理念融入细节

在国内，将灾害业务当做核
心业务来抓的公益机构并不多，
壹基金是其中做得比较好的机
构之一。 这些公益机构进行的尝
试和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学校教育的不足。

“壹基金建立了一套相对完
善的灾害应对系统，包括：灾害
发生之前开展防灾减灾教育，灾
害发生时开展紧急救灾，灾害发
生后开展长期灾后重建。 基于
此， 我们成立了三个项目部，分
别是防灾减灾部、备灾救灾部和
安置重建部，这三个部门分别应
对灾前、灾中、灾后的工作。 当
然， 这三者之间也是一个循环，
相互支撑。 ”李健强谈道。

壹基金主要关注儿童和青
少年安全教育，并开发了三个比
较大的项目：

一是儿童平安小课堂，主要
是通过课程的形式，提高老师和
学生应对灾害的能力；

二是减灾示范校园项目，目
前壹基金在雅安建设了 102 所减
灾示范校园，鲁甸 12 所，目的是
提升学校层面应对灾害的能力；

第三，在平安小课堂基础上，
壹基金开发了“儿童平安项目
县”项目，以县为单位，通过整体
推进的方式，提升县域内安全教
育的水平和质量。

2017 年，壹基金在全国八个
地区开展了“儿童平安项目县”

项目，跟当地教育部门、公益组
织以及社区层面进行合作。 李健
强告诉记者，除了在实践层面进
行探索和创新，壹基金还在跟日
本国际协力机构、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等国际机构以及诹访清二
这样的专家进行合作，希望引进
国际上更好的经验做法，进一步
推动从班级到学校， 到整个县
域，再到整个社会的宣传和倡导
工作。

但在李健强看来，国内的防
灾减灾教育仍存在很多不足。
“我们和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
方，两个国家每年都会发生很多
自然灾害，但不同的是，目前国
内对紧急救灾比较关注，对于事
前的防灾减灾教育工作重视程
度还不够。 而且我们的防灾减灾
教育主要是针对地震展开的，还
有很多灾害类型没有关注到，比
如说台风、海啸，海啸甚至不在
我们灾害应对的重要议题中，但
对于沿海居民来说，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

对此，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想
法和建议：考虑到青少年理解事
物的方式和成人有很大的区别，
可以采用体验式、互动式的教学
方式，设计一些主题活动。 比如，
壹基金此前在雅安的学校开展
减灾体操和减灾运动会，孩子们
非常喜欢。 另外，基金会近期还
引进了《釜石的奇迹———保护我
们生命的一堂课》 动漫版图书，
以科普读物的形式为孩子们开
展教育活动。

李健强觉得没有必要把防
灾减灾教育看成一个封闭性的
专业，而应该把防灾减灾教育融
入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融入
社区和家庭。“一方面，我们要提
高孩子的风险意识，培养他们的
应急能力、独立应对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面还要坚持家长的参与，
但在实际中这一点并不乐观，很
多时候反而是我们对孩子进行
了教育之后， 孩子再去影响家
长。 我们也在努力推动这些事
情， 但防灾减灾教育任重而道
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

日本减灾防灾专家诹访清二（右）与中国小朋友互动

� � 亲历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的日本青
年柏崎枫分享日本减防灾教育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