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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112年度
國民中學及高中職學生通學

交通安全維護研習

中央警察大學 交通學系助理教授 陳艾懃



今日課程主題

如何做好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工作

交通安全守則及交通安全課程模組

推動教育部及交通部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模組

行人安全教育、學校上放學接送規劃作法與實例

推廣配戴鮮明顏色帽子(如小黃帽)或相關書包提袋加貼反
光條及LED等、行走時不滑手機教育宣導

大型車內輪差與視野死角教育宣導、危險感知與防禦駕駛
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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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交通事故，
可能讓你很意外的
一些事實

3



4

3 0 日 死 亡 人 數

3, 085人

全國道路交通事故111年1-12月統計

30 日 死 亡 人 數

61人

其中，少年（13-17歲)

較110年增加123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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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道路交通事故111年1-12月事故總數

有 死 傷 的 事 故 總 件 數

375,632件

(+4.9%)



有關桃園市

1. 桃園市每年發生多少件交通事故？

2. 桃園市每年因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有多少？

3. 以件數來看，桃園市的易肇事地點在桃園多？
還是中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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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少年(13~17歲)

1. 桃園市111年有幾位少年因交通事故而傷亡？

2. 車禍件數中，以哪種「身分」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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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行人 機車
1 2 3



8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死
亡
人
數
占
當
年
所
有
交
通
事
故
死
亡
人
數
比
例

未滿12歲(國小以下) 12~17歲(國高中) 18~24歲(大專校院)

14~15%

3~4%



有關全國

交通事故是國人死因第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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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elloyishi.com.tw/health/news/top-10-causes-of-death-in-2022/

https://www.mohw.gov.tw/cp-16-74869-1.html



有關全國

過去5年，全國的交通事故狀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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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道安資訊網 

https://roadsafety.tw/Dashboard/Custom?type=%E7%B5%B1%E8%A8%88%E5%BF%AB%E8%A6%BD%E5%9C%96%E8%A1%A

8#dash_item_1876



道路交通事故
是意外嗎?



幾個不能漠視的事實

交通往來是人類終其一生之必要經濟與社會活動

共同維護交通安全是國民應盡之義務與責任

我國交通事故死亡率約為先進國家之3倍

這是我們要的生活環境？

交通事故是一種社會的流行病

病毒多寡決定於工程設施、交通管理與用路人之素質

如何減少病毒？如何增強國民之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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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好
學校交通安全
教育工作
(含加強學生安全過馬路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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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中學及高中職
學生通學交通安全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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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What How



各級學校教育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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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

較受保護

步行、乘客 (私
人運具)

國中

獨自行動機會
增加

步行、自行車、
乘客 (私人運具、
大眾運輸)

高中

旅行距離增加

步行、自行車、
乘客(私人運具、
大眾運輸)、(機
車)

大學

私人運具使用
比例提高

離開居住地比
例提高

步行、自行車、
乘客、汽機車



學校教育的優勢與劣勢

優勢

老師具有教學專長

穩定的學習環境

系統化的教材*

同儕力量

劣勢

家長的影響

有限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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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教育訪視

從評鑑→訪視

目的：協助學校做好交通安全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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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與組織

教學 輔導 環境



組織、計畫與宣導

組織計畫

1-1成立交通安全教育推動組織，定期召開委員會議，規劃、
檢討與改進交通安全教育有關事宜

教師培育

1-2強化教師交通安全教育知能，並進行成效之檢討與回饋

向外宣導

1-3向家長與社區民眾進行交通安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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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活動

教學設計

2-1規劃符合交通安全核心能力的教學課程與設計相關教案，
並運用相關資源進行教學。

教學實踐

2-2落實校內交通情境設置與教學，妥善辦理校外教學輔導活
動。

活動舉辦

2-3舉辦各類交通安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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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與輔導
通學方式

 3-1建置學生通學資料與運用，並設置路隊及短期補習班接送規劃。

人車動線

 3-2規劃校園進出之人車動線、交通工具停放、交通管制計畫。

服務導護

 3-3交通服務及導護的規劃與管理。

輔導作為

 3-4針對學生違規、交通事故作統計，並實施輔導作為。

環境營造

 3-5規劃家長接送區與愛心服務站，且能鼓勵學生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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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現況

• 通學方式

• 違規與事
故統計

規劃改善

• 組織計畫

• 教學設計

• 人車動線

落實實施

• 教師培育

• 教學實踐

• 活動舉辦

• 向外宣導

• 服務導護

• 環境營造

成效檢討

• 輔導作為

P D C
A



為什麼交通事故
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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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注意車前狀況的可能

• 專心嗎？

• 知道該看
哪裡嗎?

有沒有看到?

• 距離與
速度的
判斷

有沒有看對?
• 預測

• 反應時間

來得及反應?

• 煞車

• 閃避

反應正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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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來減少交通問題的方法：例：校門前道路超速車輛多

工程

engineering

教育

education

執法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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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直接被
想到的，但
成本高

長遠之計，
不易，但
是必要

常被遺忘
但其實很
重要

警方取締
裝測速照相
科技執法

速限標誌
減速標線
(跳動路面) ?



關於訪視內容的幾個省思

1. 教學 vs. 活動

2. 守法 vs. 安全

3. 知識 vs. 能力

4. 校內 vs. 校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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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題
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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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決定態度
態度決定行為
行為形成習慣
習慣形成個性
個性決定命運

觀念

命運



交通安全守則
及
交通安全課程
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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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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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終生

交通安全的

好觀念：

五大守則

熟悉路權，遵守法規

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
交通才安全

謹守安全空間

利他用路觀

防衛兼顧的安全用路行為 



1.熟悉路權、遵守法規

路權(Right of way)：(優先)使用道路的順序

在有衝突的情況下排定順序、排解衝突

使用道路的規則，降低碰撞危機

為何要了解路權？

用路人彼此間的「默契」

知道與遵守路權，保障彼此的行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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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路權、遵守法規

• 車道、人行道、行人穿越道：

混合使用、專用
空間分離

• 路口：透過交通號誌管制以分隔、

指定使用時間
時間分離

• 轉彎車讓直行車、支線道讓幹道車

先行…等
一般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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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權區分原則



2.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

•真的看到了嗎?

•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
有沒有看到?

•靜態/動態視力：周邊視界
•視力調節：對焦速度

有沒有看清楚?

•速度判斷
•現在沒有，不代表一直沒有

有沒有看對?
33



2.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
提醒自己「看到了嗎？」
上下車、過路口之指差動作(Pointing & Calling)

穿越道路
注意左方、右方、對向及後方來車，安全無虞後再行通過。

先左看、再右看、再一次左看，確認安全無虞後再行通過。

進入道路(或交岔路口)前
選擇安全且視線良好(能看得夠遠且清楚)之位置觀察來車

觀察來車之動向(直行、轉彎、變換車道等)與速度

確認安全無虞後才通過；如果視線被擋，務必更加小心

行人靠邊走
選擇安全的那一邊，面向來車，避免被後撞 34



2.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
時間

讓別人有足夠的時間看見你 (不要從路邊突然衝入道路)

空間

讓別人能從夠遠的地方看見你 (注意來車視線是否被擋住)

不從別人不預期處穿越道路(擁擠車陣間、中央分隔島等)

從直線段(不要從曲線段)穿越道路  (讓別人提早看見你)

提高自己的顯著性

穿戴鮮豔的衣物，提高自己的顯著性

揮動比靜止較容易被看見 (如揮動手臂、旗幟、手巾等)
35



3.謹守安全空間

安全空間(Safety margin)觀念

猶豫當下的最安全作法，乃是採取「不通過，再等」

但在那麼短之時間下，人類不易作到「理性且正確之決策」

情急下之正確決策，需靠「平時訓練所建立之直覺反射」

來應付

因此，從小就要訓練「當心中猶豫，就要說NO」之用路

好習慣

隨時保有安全空間之觀念，讓交通之安全多一分保障
36



3.謹守安全空間

安全空間就是：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行為

只要猶豫一定說「不」，讓它成為自然反射習慣

穿越道路時，曾否猶豫「小綠人秒數不足，要衝嗎」？

山路超車時，曾否猶豫「這邊能超嗎」?

路邊停車時，曾否猶豫「這裡好像不能停車，但是應

該沒關係吧」

許多交通事故之發生，都有一些預警先機，只是您信

不信而已？
37



4.利他用路觀

利他是最好的自利

道路上之交通事故，多是用路人的不在意所造成的

道路上最大的安全威脅：快速與橫向位移

為什麼要遵守速限的規定？

為什麼變換行向要先打方向燈告訴他人？

排隊走路為什麼會比較安全？

行進間嬉戲為什麼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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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他用路觀

道路上層出不窮的危險與違規行為，無時無刻威脅著我們的

安全

交岔路口十公尺內任意停車、佔用車道停車、佔用人行道停車

任意變換車道不打方向燈、貪圖方便的逆向行車及斜穿路口

不耐等候的搶黃燈與闖紅燈、載運貨物未用心綁緊牢固

開啟車門時未細查週遭來車、路上嬉戲的小孩、漫不經心的行人

任意丟棄垃圾的駕駛人、放任貓狗在道路上亂跑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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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用路觀」
不是拿來看
別人的表現的



4.利他用路觀

不做加害者，更不要在加害的同時，害了自己

不要讓「別人都這麼作」成為我們「跟著作」的藉口！

知道不該，但為何總是做？

就是因為沒辦法做到，更需要教育

透過教育與宣導，從小培養國民利他的用路觀

不作危害他人交通安全之用路行為

不作妨礙他人交通方便之用路行為

每個用路人(包括我)都有維護道路交通秩序與安全的責任
40



5.防衛兼備好習慣

不做道路交通事故無辜的受害者

即使遵守交通規則，仍可能發生車禍

交通規則無法涵蓋所有可能

不守法的他人

疏於防護的自己

「防衛兼備」是具備預防與保衛雙重功能之用路行為

預防交通事故的發生

交通事故之發生原因中，90%與人為因素有關

用路人的生理與心理狀況與交通安全
41



5.防衛兼備好習慣

自我保衛的用路行為

許多事故之發生均有先機可循：學習預知危險、掌握並驅
避

從學習做一位好行人及好乘客開始，逐步建立自我防衛之
用路行為

建立專心且隨時用心觀察週遭路況之用路好習慣

交岔路口無辜被撞的，通常是綠燈起動後就魯莽衝出者

掌握可能之危機：上下車或開車門、使用安全帶及安全座
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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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課程模組

43



交通安全

水域安全

防墜安全

防災安全

食藥安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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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五階段課程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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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面向

• 危險感知能力

• 用路倫理與責任

• 步行與運具使用

• 交通知能與科技運用

• 交通事件應變

五學習階段

• 小學1-2年級

• 小學3-4年級

• 小學5-6年級

• 國中7-9年級

• 高中10-12



46

交通安全五階段課程模組教案手冊



交通安全教育指引手冊目錄

1. 交通安全教育的意義與目的

2. 6-17歲兒童及少年交通事故概況

3. 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與交通安全

4. 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架構規劃與設計

5. 用路人基本知能與安全行為

6. 道路交通設施與通行路權

7. 影響交通安全的外在與內在因素

8. 交通事故通報與處理方法

9. 家庭協力建議

附錄、補充資源
47

發展背景

課程內容

執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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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教育部，交通安全教案手冊-國中篇，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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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教育部，交通安全教案手冊-國中篇，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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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教育部，交通安全教案手冊-國中篇，2022年5月



穿越路口教案 你會過馬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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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階段，「行人穿越路口」這件事有何
不同?

• 知道使用行人設施安全通行小學1-2年級

• 學習並演練安全穿越路口的方法小學3-4年級

• 學習並演練安穿越特殊路口的方法小學5-6年級

國中7-9年級

高中10-12年級

52

• 自：行人穿越路口能力已在國小培養，可持續
演練、熟悉

• 他：協助弱勢用路人、尊重他人路權、利他用
路(騎車進入擁擠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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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教育部，交通安全教案手冊-國中篇，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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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教育部，交通安全教案手冊-國中篇，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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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教育部，交通安全教案手冊-國中篇，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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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教育部，交通安全教案手冊-國中篇，20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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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教育部，交通安全教案手冊-國中篇，2022年5月



例：反應時間與煞停距離

1. 請學生思考當駕駛察覺危險，踩下煞車到車輛停止，

會經歷哪些事情？

2. 有哪些因素會使煞停距離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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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路行為反應
• Perception

• 感官作用P 感識

• Identification

• 認知感識內容I 認知

• Judgement

• (思考)該如何反應J 判斷

• Reaction

• 肢體做出動作R 反應



https://www.qld.gov.au/__data/a

ssets/image/0020/44561/stoppin

gdistancesinfographic.jpg



有哪些因素會使煞停距離更長？
參考解答

61

人

車

路

• 駕駛反應能力退化

• 視力不佳
• 注意力不集中

(疲勞、注意其他人事物)

• 酒駕

• 車輛輪胎胎紋深度不足

• 地面濕滑

• 光線不足
(注意晨昏)

• 出現其他
吸引注意力
的因素

• 煞車力不足
• 機械故障
• 異物干擾



如何運用這樣的概念到平日的交通行為? 
參考解答

身為行人/乘客

不做突然的行為改變，如衝

上馬路、突然開啟車門

學會判斷車速、距離

車子比你想像得快

身為自行車騎士

學會判斷車速、距離

速度感很迷人，但安全還是

很重要

了解高速駕駛的危險性，培

養防衛/禦駕駛的能力與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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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學環境
63



學區中的人

校內

• 進出學校的時間

• 進出學校的空間(路線)

• 使用的運輸工具

• 開放運動場使用?

校外

• 時間與空間分布

• 人的特性：例如年齡、旅

次目的

• 例：如果是飲食店家眾多

地區，在用餐時段人車會

增多，也可能有外送需求

• 主要的目的地(旅次吸引點)
64



學區中的車

校內

人車動線規劃

即使無法完全隔離，也有

減少衝突及機會教育的做法

車輛停放位置與動線

地下停車場出入口

校外

車種

車速

車流量(交通量)

時間分布

空間分布

65



學區中的路

道路幾何

1.路型：平面、立面

2.車道：數量、寬度、分隔

3.路口：交角、道路數(肢)

4.人行設施

5.其他：橋梁、溝渠…

交通設施

號誌、標線、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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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 天候、季節差異

2. 時段性管制



通學環境中的危險處：兩種危險

1. 明顯的危險：事故熱點

2. 潛在的危險：留意以下狀況：

不完善的交通工程設施

不完善的步行環境

靠著導護老師、志工與交通隊補足的安全

發展中的社區

周邊道路交通量低的情況，也不能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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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源

68

交通安全入口網
https://168.motc.gov.tw/

教材、影片、文宣品

道安資訊查詢網
https://roadsafety.tw/

統計、趨勢、學校周邊熱點



交通安全教育指引手冊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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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視野死角與內輪差情境體驗

3.機車駕訓班

4.(國內外)網站

5.影音



70

一群理念相同的人結合起來，會形成一股不可思議的新
力量，那時要把握住一個原則，不是與別人作對，而是
要進一步提升自己，幫助別人 by 日常老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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