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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實施內容之檢討研究 
研究生：歐陽惠玉                         指導教授：張新立 

國立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理學系碩士班 

摘  要 

根據衛生署歷年來相關統計資料，各學齡層死亡人數中，以因運輸事故而喪生者

佔主要比例，學生交通安全問題不但未獲得徹底解決，且尚無顯著改善。此一學生交

通安全問題在國內外皆然，亟待專家學者及相關單位有效地改善、解決。 

依據國際交通專家的統計分析，完善的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工作可有效提升用路人

安全。我國國人自七歲入小學後，待在學校時間長，與校內人員、同學互動影響大，

學校教育成效對學生影響甚大。此外，各級學校學生因身心發展之異而有不同學習課

題，本研究以可塑性較高的國小學生為研究對象，對現行交通安全教育內容進行分析

與檢討，並從中提出需改進之建議。 

本研究以現行交通安全教育學習手冊為基礎，並根據實際與小學師生、專家學者

訪談結果，從八個角度來考慮學生在不同用路使用者的身分上所應注意之細節，並從

中提出 34 項研究課題。回收的資料先以敘述統計方式分析學童與教師之基本資料與特

性，再輔以假設檢定、變異數分析，及 Ridit 分析法，以進行現行交通安全教育內容之

檢討。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校越能頻繁地教導學生，學生則越能將所學落實於生活中的

交通行為。在學生行為反應上，教師與學生間的看法存在顯著差異，學生對自己的行

為給予較高的評價；此外，學生大部分的交通行為反應會因性別、年齡等不同背景變

項而出現差異性。就目前現行的小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內容來分析，可發現師生們均

認為內容略微簡單，但對學生就手冊中所教導的交通指揮手勢與交通安全標誌來施

測，卻未能達 ISO 建議的 67%正確認識率。 

教師在教學上，認為學生應先學習比較基本、切身的課題，至於其他加強措施則

可待有機會再實施，故「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

「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等課題是在考慮學生交通安全時所應納入教

學課程之內的。而在「發生交通事故時，能協助處理的事情」、「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

的應變措施」、「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式」等的教學上，教師需要其

他相關人士或輔助教材協助。 

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施展多年，確有其功效存在，且將會依教導、宣導頻率強度而

不斷地強化學生行為認知。故交通安全教育應因環境變遷而有所檢討，進而達此教育

之目的。 

 

關鍵詞：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參照單位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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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review of content implemented in traffic safety education for 
primary schools 

Student: Ou Yang, Hui-Yu              Advisor: Dr. Chang, Hsin-Li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 Managemen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BSTRACT 

I compliance with the statistics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he main death 
cause of the students is traffic accident disregarding their age in Taiwan. The 
worldwide problem is serious and has not improved obviously. The professionals and 
education system should look for the way to make it better. 

A complete traffic safety education program does promote the road users’ traffic 
safety. The children spend much time in the school since they becom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Hence, the staff and the peer group in the school w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child. Besides, the children study different subjects as they 
grow. This study aims to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because of their plasticity; their 
teachers also been interview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 resul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students’ behaviors 
based on the current traffic safety learning book. 34 research themes for discussion 
were refined in the study from 8 dimensions. The present traffic safety education was 
examined relying on the interview data. The study methodologies include descriptive 
statistic, testing of hypothesis, ANOVA and Ridit analysi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tudents implement their knowledge in their real lives 
when the schools remind them frequently. On the other side, the students give 
themselves higher scores about their traffic behavior than their teachers. The study 
also expresses that the traffic behaviors change along with  sex, age and other 
social characteristics. Both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consider that the traffic 
safety learning book is too easy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traffic behavior. 
Nevertheless,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ratio of the students to the hand-and-arm 
signals and traffic sighs is lower than the standard level, 67%, advised by ISO. 

The teachers emphasize on the basic and topics for the students. For example, 
obeying the directors' command, not running in the stairways and passageway, and 
checking out the coming automotors when crossing the roads. The other extended 
issues would be stated by chance. The ways to handle traffic accidents, the means 
to cope with the vehicle failure and the methods to escape when the accidents 
happen belong to the later one. 

The school traffic safety has been performed for a long time and it has worked. 
The traffic safety cognition of the students would develop through teaching, 
announcing and reminding. The traffic safety education should update as the 
environment has changed, and this is the goal of the education.  

Keywords: primary schools, Traffic safety education, Ridi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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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 

衛生署所公佈之民國 91 年台灣地區十大死亡原因統計中，國人因事故傷害死亡

人數高居第五，平均每十萬人口之死亡率為 37.79 人，其中因「運輸事故」或「機動

車交通事故」死亡者，占約整體「事故傷害」死亡之五成三。復以世界衛生組織對全

球機動車交通事故死亡之統計資料顯示，1999 年我國每十萬人口死亡率為 25.0 人，

與其他主要國家比較起來呈現偏高狀態，此顯示出近年實施之重大交通安全措施，雖

已對整體道路交通安全發揮良好績效，如自民國 86 年 6 月展開「強制民眾騎乘機車

配戴安全帽」工作，民國 87 年騎乘機車死亡及受傷人數較民國 86 年分別大幅減少

14%及 38%，顯見實施騎乘機車強制配戴安全帽措施績效日益彰顯，機車傷亡程度確

已獲減輕；然而，在如何防範重大交通事故發生上，仍為交通主管部門施政之重要課

題。 

台灣地區每年有許多學生因為交通事故喪生，參照行政院衛生署所統計之台灣地

區歷年年齡結構別死亡率(見附表 1.1)與台灣地區歷年運輸事故死亡率按年齡分(見附

表 1.2)，將兩資料加以比對，可計算出歷年來各年齡層因交通事故而死亡之比例，如

表 1.1 所示。在民國 91 年裡，國人年齡層在五至九歲的死亡者中，因交通意外死亡

的佔該年齡層的總死亡人數 12.2%、十至十四歲則佔約 19.8%，隨著年齡的增長，十

五至十九歲的死亡率居然增加至 43.4%，而二十至二十四歲年齡層的死亡率亦有

36.4%；上述統計數據自民國 85 年來迄今未能明顯趨緩。因運輸事故而喪生的學生

占學生死亡的主要比例，此顯示學生交通安全問題未獲得徹底解決，且亦無顯著改善。 

根據國外相關道路事故統計資料，紐西蘭、美國、加拿大等國家交通事故發生年

齡亦以該就讀國民小學的五至九歲學童為尖峰，英國的交通事故高危險群為五至七歲

兒童。由上述資訊可得知，學童交通安全教育問題在國內外皆然，亟待專家學者及相

關單位有效地改善、解決。[94、109、110、111、115、123、125] 

交通安全工作之推行一般可由三要素：工程(Engineering)、執法(Enforcement)、
與教育(Education)來著手。工程方面係指透過標誌、標線與號誌，及設備等相關交通

工程設施的改善，來提昇用路人的安全；交通部每年編列預算進行肇事路段及地點的

改善、調整號誌與道路規劃，此即為交通工程工作之範疇。執法工作乃透過警力針對

違規的用路人進行取締與裁罰，以杜絕交通違規行為的產生。教育手段則是藉由學

校、家庭及社會等各層面的教育的交互作用，培養用路人適當的交通安全觀念與認

知，進而影響其行為[62]。透過交通工程的實施僅能對空間環境作改善；而交通法規

若不夠嚴謹或執法鬆散，則會使得違規交通行為更為惡化[88]。教育則為一全面性、

且基本之工作，人人應有接受交通安全教育之機會，從中學習良好的交通行為，並能

判別錯誤，透過道德與良知的約束，可避免許多違法交通行為[68]。依據國際交通專

家的統計分析，改善道路及交通工程可以提高百分之十的安全率，改善交通管理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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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以提高百分之二，而一項完整徹底的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工作，可使駕駛人及行人

能徹底了解交通規則，而自動自發地遵守實踐，使安全率提高百分之七十[55]。是故，

交通安全教育之主要目的是養成人民能主動為自己的行為負責，同時並尊重他人生

命，故交通安全教育在教育過程中實為不可或缺的一環。 

表 1.1 民國 85 年至民國 91 年各年齡層交通意外死亡占該年齡層死亡人數之死亡比例 
  單位：% 

年齡 民國 85 年 民國 86 年 民國 87 年民國 88 年民國 89 年民國 90 年 民國 91 年

0 0.83 1.01 0.67 0.87 0.73 0.71 0.83 
1 ~ 4 14.42 14.76 12.68 9.82 11.29 10.71 9.09 
5 ~ 9 15.33 15.34 23.32 10.26 15.19 18.18 12.20 
10~14 28.65 23.61 30.91 20.40 20.59 17.31 19.77 
15~19 51.97 51.76 50.38 46.99 48.33 46.01 43.43 
20~24 40.60 43.14 39.70 37.05 40.92 34.67 36.37 
25~29 27.78 28.17 25.49 24.01 24.38 23.00 22.33 
30~34 19.86 19.27 16.35 15.49 17.11 12.93 11.50 
35~39 14.16 13.93 12.81 10.78 10.74 9.43 9.56 
40~41 11.11 10.34 9.63 8.83 8.73 7.52 7.13 
45~49 9.10 8.46 7.94 6.88 6.77 5.85 5.84 
50~54 7.56 6.71 6.76 5.61 5.64 4.88 4.61 
55~59 5.99 5.21 5.51 4.86 5.02 4.41 4.09 
60~64 4.97 4.75 4.03 4.09 3.78 3.41 3.30 
65~69 3.63 3.44 3.10 2.86 2.87 2.81 2.82 
70~74 2.66 2.37 2.19 2.12 2.07 1.95 2.01 
75~79 1.61 1.49 1.54 1.28 1.36 1.38 1.41 
80~84 0.96 0.99 0.84 1.00 0.84 0.81 0.86 
 85 + 0.48 0.46 0.40 0.43 0.37 0.36 0.38 

資料來源：行政院衛生署，本研究整理。 

為了達成交通安全教育之目的，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彼此形成影響密

切之緊密關係。學校教育傳遞交通安全知識，建立學童交通安全的習慣，協助學童發

展認知交通危險的能力與安全之行為。而家庭教育乃透過家長以親自示範，可能正向

強化學校教育認知交通安全環境的功能，並指導學童正確使用交通工具；但卻有可能

反向地削弱學校教育對學童所傳遞之行為認知與態度。社會教育則在於提供社會通俗

的認知價值與行為取向的標準，冀望藉此養成學童正確且安全使用交通工具或參與交

通環境的行為與價值取向[73]。然而，在台灣交通混亂的實際生活上，用路人的行為

表徵往往為學童樹立一深刻且負面的學習標竿。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對學生的影響是

與日俱增且無所不在的，整體交通環境非一朝一夕即可改善，遑論要求所有用路人道

路行為能作為學童的正面楷模；是故，對學童交通安全的教養與知識傳遞，惟有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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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育方能有穩定且可辨識的成效出現。我國國人自七歲入小學後，待在學校時間

長，與校內人員、同學互動影響大，學校教育成效更是代表社會進步與否的關鍵，是

故交通安全教育的推行必須由學校教育共同推行，不單只是政府該努力推展之工作。 

在交通行為、習慣養成之學習過程中，各級學校學生均有不同的學習課題，例如

國小時著重在步行，國中則轉而搭乘大眾運輸或騎腳踏車，高中時跨入騎機車的領

域，而大專學生族群當中，騎乘機車是最主要之運輸方式。而就各年齡層而言，以國

小學生之學習行為過程最為重要，學童在此階段中尚屬懵懂無知，僅能全盤地接受社

會、家庭與學校所灌輸之知識，故乃為學習、習慣養成之關鍵時刻，復以具較高之可

塑性，對其往後所表現出的行為影響程度也最為深遠。若學校教育從國小即注重學生

交通安全知識與觀念之建立，當學童發展漸臻成熟時，其行為方能有所規範。 

過去國內「行」的教育的實施狀況與成效相當有限，教育界學者大多著重在正常

教學之範疇內，包括智育、群育、體育、音樂等之發展，對於非定時之教育，如交通、

法律等課題因其較具彈性而投入時間顯得甚為有限。故在傳統教學上，交通安全教育

之施展常以靜態方式進行，僅著重於交通標誌之辨識，及交通規則之認識，復以紙筆

測驗方式評量教學品質，過去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成效不彰，也使得教學較不具實質意

義與價值。 

張嫺茹與黃國平[46]針對台南地區國中與國小學生進行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國小

學童對於交通號誌紅綠燈的了解程度僅為 92%，而在其學習來源中，僅有 10%是來

自學校；而在直接橫越馬路之調查項目中則有 43%的學生會穿越馬路，其中有 38%
的學生表示是因為看父母曾經這樣，就跟著過；有 35%的學生表示自己覺得沒危險就

走過去。此一研究結果令人對台灣地區推動三十餘年的交通安全教育成效感到懷疑。 

台灣地區自民國 54 年推行交通安全教育以來，交通部每年編列經費印製國民小

學各年級「交通安全學習手冊」，並執行「道路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善方案」計畫，

文教的宣導更是不遺餘力，其中又以學校教育最能直接影響用路人價值取向。在政府

大力推動教育改革之下，復以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大學多元入學方案之大影響

下，交通安全教育之實施勢必因此受影響[62]。在教學時數有限、學科課程內容有增

無減之情況下，交通安全教育的課程是否受到壓縮乃待關注。在這樣的環境下，本研

究欲對推展多年之學校交通安全教育作一檢討，從學生在校所學的交通安全教育課

程，及其對應之行為表現，從中探討教育施行之具體成效；此外，並從教學老師的角

度來檢討教學過程中可能遭遇的問題，以供未來學校在作教學調整、改善，及政府施

政參考之建議。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鑒於上述發展現象，為使我國現階段交通安全教育在面臨九年一貫課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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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之際，學校教育能配合社會教育作適宜的調整；故為了建構適合之課程設計，並提

供政府施政方向，實有必要對國內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狀況作一深入之探討與研

究，俾作為九年一貫課程整合後教育方向改革之依據。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具體研究目的可說明如下： 

ㄧ、探討國民小學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現況 

本研究之研究重點著眼於交通安全三要素中的交通安全教育，除了深入確切瞭解

國內國民小學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推行情形外，檢討並分析近年來施行之成效；此外，

同時彙整國外交通安全教育實施情形之相關參考文獻，特別是有具體成效之措施，擬

以作為國內改善方針之參考。 

二、分析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教學與活動之成效 

交通安全教育在學校教育的課程中尚非屬正式課程，一般而言，學校多利用朝

會、週會時間，向學生闡述並加強交通安全的重要。除此之外，學校會舉辦演講、作

文、繪畫、書法、海報…等各種學藝競賽與活動，或在校園設置各種交通安全教育模

型、圖形，以作為環境的佈置，學校所施行的方式影響學生對交通安全知識的學習，

而教師對交通安全教育採行之教學方式亦直接地影響學生的學習興趣[68]；學校教學

方式亦應視交通環境與肇事因素的改變而作調整。整體教育制度下所施行的策略不見

得能如所願地達教育目標；是故，了解學校推廣、宣導交通安全活動與教學後，學生

在生活上是否能落實所學乃為本研究重要研究之內容。 

三、了解國民小學教師在教導交通安全之相關課題上所面臨的問題 

為了教導學生在每日「行」的活動中，學習交通安全基本知識與如何保護自己，

避免因無知或疏忽造成自身或他人傷害，學校教育應自基層教育體系乃至高等教育體

系均著手進行課程安排與設計，透過活動的演練與接觸，加深學生對交通安全之認

同，進而共同維持交通秩序與安全。然而，我國目前國民小學教師多為師範院校學生，

少有人受過交通專業訓練，在教學上，恐有能力不足之處，也可能出現教學內容不適

合該地區交通環境，故老師在教學過程中，可能面臨許多問題或兩難之處，此為本研

究欲探討之問題，以供未來學校在資源規劃上可先做適度的調整或尋求其他相關單位

的協助。 

 
 
 

1.3 研究內容 

本研究目的主要為分析國內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狀況，並藉由蒐集與分析現況

問題後，進行資料分析與統計驗證，求得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施行狀況之探討；再輔以

學者專家，以及學校師生意見後，最後對學校相關課程與活動提出建議。根據前節所

陳述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所欲進行之研究內容可歸納成下列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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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顧國內外相關文獻，進行分析整理，作為後續各項研究之參考。 

二、整理國內國民小學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現況，包括推行方式介紹、交通安全

教育評鑑報告內容彙整、施行成效…等。 

三、訪問教育領域與運輸領域專家及過去參與交通安全教育評鑑之委員，瞭解目前

國內交通安全教育所遭遇之難題與亟待解決之問題。 

四、提出重要交通安全教育課題。 

五、設計交通安全教育問卷，進行學校師生意見調查。 

六、分析現行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教學成效，並進行其他相關問題之檢討。 

七、結論與建議。 

 
 
 

1.4 研究範圍與對象 

根據教育部所統計九十二學年度之各級學校概況，台閩地區目前有 2,627 所國民

小學。本研究在經費與時間均不充裕之情形下，若調查台灣所有地區國民小學學校交

通安全教育實施狀況，將遭遇時間、人力及物力等不足之窘境，或者因各地區樣本數

不足而產生抽樣上的偏誤。此外，各縣市具有不同的社會環境、交通管制政策與不同

的人民特質，單就以各特定區域作調查與分析，唯恐難以作全國現況之象徵。故本研

究僅將對北部縣市作調查，此處所指之北部縣市乃根據「臺灣地區綜合發展計畫」中，

內政部所規劃的北部區域發展計畫中所囊括的七縣市，亦即以台北市、基隆市、新竹

市、台北縣、桃園縣、新竹縣及宜蘭縣等為研究範圍。 

由於本研究以國小學童的認知與行為表徵作為主要探討與分析方向，故面臨受訪

者所做的回答是否真能反映且符合其實際狀況，以及其是否有能力了解本研究所提出

的問題。有鑒於此，本研究以北部七縣市中，非資優生、美術班、音樂班或領有殘障

手冊之普通班的國小高年級學生（五、六年級學生）作為研究對象，同時並以教授交

通安全課程之教師作為資訊提供者。從身為教育第一線的教師的教學經驗，可以從中

發掘現行學校交通安全教育的問題，故本研究亦將其納為研究對象之中。 

 
 
 

1.5 研究架構與流程 

本研究所研究之學校交通安全教育，乃透過交通目標擬定與學校環境改善兩大部

分著手進行教育改革，而在教育目標擬定後，一系列課程與教材設計之施行將會影響

學生觀念與習慣之養成，同時也可能會造成學生交通行為的改變。而所推行之教育方

式與內容在透過教學檢討與成效評量作反思教學後，最後隨著整體交通環境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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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教學成效的反映，學校仍須對教學課程與學校環境作一適當的調整與改善，故本

研究概念基本架構圖如圖 1.1 所示。 

 

修訂與調整

符合課程要求之
教材選擇

教學檢討

觀念養成習慣養成
學生交通行
為改變

教學成效評量

課程設計

交通安全教育課
程目標擬定

學校環境改善

交通環境改變

 

圖 1.1 研究概念基本架構圖 

本研究之流程圖如圖 1.2 所示，茲將各階段工作內容說明如下： 

一、界定研究問題與目的 

本研究首先經由探討問題背景，輔以相關文獻之回顧，產生研究動機，進而界定

研究問題與目的。 

二、界定研究範圍與對象 

釐清問題後，確定本研究研究方向與研究方法，在蒐集相關資料之後，界定研究

範圍與對象。 

三、國內交通安全教育實施現況分析與文獻探討 

依據研究的主題與目的，進行國內交通安全教育實施之分析，同時蒐集與研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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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理論及文獻，並整理相關研究的方法與結果，據此以提出研究之觀念性架構。 

四、訪問相關單位並分析現有交通安全教育推行狀況 

根據研究目的與內容所需，對學校體制下長官、相關領域之學者專家與相關單位

進行訪談，藉以蒐集相關資料，並針對現有交通安全教育施行狀況以及相關次級資料

進行分析。 

五、設計問卷 

依據研究問題與內容，參照先前訪談內容，同時考量人力、物力，及時間的限制，

界定出適當的研究範圍與對象，並就現行教學主題之探討，提出本研究欲討論之課

題。另一方面，針對國民小學學校師生進行問卷調查，以取得學校體系下最直接的互

動成員對我國交通安全教育之看法與意見。 

六、問卷試測與修正 

問卷初步設計完畢後，即進行試測，以減少語意不明或複雜之措辭，並參考受訪

者的意見，對問卷做進一步的調整與修改。 

七、問卷調查與訪談 

待問卷修正確定無問題後，根據本研究設計之範圍與對象，選取適當之抽樣方

法，進行問卷調查；同時，從與學校交通安全教學教師的談話裡，從中了解其在教學

上所面臨到的問題。 

八、資料蒐集、彙整與分析 

待問卷全面回收後，去除無效問卷後，將蒐集之資料整理彙總，利用統計方法進

行資料的相關處理與分析，再將分析結果綜合其他資料，探討現行學校交通安全教育

之相關成效與缺失。 

九、結論與建議 

根據資料分析、解釋及發現，作成本研究之結論，並對後續相關研究與學校推行

交通安全教育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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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相關文獻回顧 現況分析

問卷設計

資料整理與分析

問卷調查 訪談

研究動機與目的

界定研究範圍與對象

問卷試測與修正

資料蒐集

教學課題探討

 

圖 1.2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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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根據研究目的，本章旨在回顧與交通安全教育相關之文獻，共分為七個部分。第

一部分先對其他各國交通安全教育實施狀況與成效作一回顧；然後對我國小學交通安

全教育推行過程與歷年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報告內容作整理；第四部分乃進一步分析學

童交通事故與行為特性；然後就落實學校交通安全教育之重要性與教育成效評量方式

做整理與介紹，最後乃就相關課程安排作探討，以為後續研究之基礎。 

 

2.1 國外交通安全教育實施概況 

每年各種意外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不計其數，特別是交通意外事故不但佔所有意

外事故的五成以上，且常造成學童的死亡或脊髓傷害[116]；對家庭、學校及社會皆是

沉重的負擔及損失，因此世界各國皆將安全教育列入國民教育課程中[56]。 

交通發達之國家過去在推展交通安全教育之初亦遭遇許多問題，但在經長時間研

究、改進，政府機關與民間團體相互合作，以行人及駕駛人為對象，利用各種方法、

手段、場所及交通安全教育宣導，交通安全教育之推行始有所長。胡益進[31]及交通

安全相關書、研究[6、14、18、31、39、57、58、62、63、67、76、79、80]與期

刊[121]均對各國推行交通安全教育的方式與配合措施有相關介紹，茲簡單介紹如下。 

 

一、美國學校交通安全教育 

美國交通安全教育之目標在於養成對自己行為負責並尊重他人生命之理念。由杜

魯門總統在 1946 年召開總統委員會交通安全會議時，決定交通安全教育責任、教育

計畫、學校教材、教師之培育等等之相關對策，並於實施後隨著交通環境變化而作多

次修正。由於美國為聯邦制國家，各州自主性強，各地教育主管機關負各學校交通安

全環境之責；各州教育主管機關視實際情況訂定交通安全教育之概括性方針，隨該區

交通狀況變化，定期召開相關人員作研究與檢討，另外並設置足夠資格之專案職員審

查並監督學校實施情形。 

美國自幼兒起至大學，均實施一系列串聯之交通安全教育課程，並隨著年級增高

而提昇其學習領域。美國是世界上人民平均擁有汽車最多的國家之一，他們針對學齡

前兒童的特點，在保育院、幼稚園開設安全教育課，對兒童進行系統交通安全教育，

教育的主要內容是交通安全規則和如何應付緊急事故…等。美國交通安全之初級教育

注重學校、家庭、社區之間的關係，認為交通安全教育之基本責任在於兒童雙親，因

為父母親是兒童學習的榜樣，學校必須在雙親教育的配合下施教。在教育宣導上則由

“美國汽車協會＂負責製作交通安全教育的教材、宣傳和小冊子。 

美國高中學生之交通安全教育存在相當大的問題，統計數值顯示其十五至十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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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汽車駕駛人事故發生率特別高，故此階段之教育內容不僅著重汽車駕駛教育，甚至

擴大至一般交通安全教育。在高中教育階段，美國以高水準之教育型態教導學生駕駛

汽車課程，在高中受過汽車駕駛教育之駕駛人較一般駕駛人有高度的駕駛技術，且在

教育期間授予高知識與養成良好駕駛態度，對防止交通事故之貢獻甚大。而在執行

上，只要學校有意願，除了教學費用外，基本上不會有其他困難或問題；因為美國政

府認為高中學校汽車駕駛課程非常重要，故對該項教育費用，乃採取多管道取得財源

補助學校。 

學校交通安全教育不僅包括教學內容的傳授，校園交通安全的規劃亦為不容忽略

之處，美國密西根州中小學交通安全委員會指出，新學校設立之初，必須進行校內安

全及週邊交通安全設施設置規劃，且各種運具及路線的規劃亦應分開，以確保交通運

行之安全。 

美國對交通安全教育之作法不僅重視，且以實際行動推行，從量至質均不斷地在

改善，尤其對學校之監督與評估、費用之補助，均能適時地支應，值得我國借鏡。 

 

二、日本學校交通安全教育 

日本與歐美主要國家相較之下，擁有較低的車禍死亡率，此為其交通安全教育施

行成功之實證。日本交通安全教育施教對象分為學生、駕駛人與社會民眾等三類，其

中對學生所施行的交通教育與我國大致相同，但其更注重「實踐」，將教育整合環境，

以具體、生活化的方式教育學生。 

日本交通安全教育被視為是學校教育活動的基礎，強調生命的尊重，憐憫愛人的

心；對兒童之交通安全教育，自托兒所、幼稚園即重視，其認為孩童尚幼，缺乏獨自

學習能力，由母親陪同一起學習方能發揮效果，故組織「幼童交通安全俱樂部」，相

關交通安全教材由全國交通安全母親會委託專業機構編印，然後核發至俱樂部供母親

們使用，讓媽媽們協助孩童來了解安全的行走與乘車之基本概念。全國交通安全母親

會則指派交通巡視員、指導員等，前赴各地安全俱樂部進行實地指導。日本中小學大

多數為小校小班管理，學區制較為落實，學生住家與學校距離以五○○公尺至一○○

○公尺、步行十五分鐘以內居多。國民小學之交通安全教育強調沿街道行走、穿越街

道、乘用車輛安全、腳踏車的構造、簡易保養與安全騎乘。在學童可以穿便服上下學

的學校裡，校方往往會規定學童一定要穿戴鮮明顏色的帽子或衣物，以達提醒駕駛人

注意的效果。 

日本的教育相當重視孩童的獨立，故普遍認為孩子上學了就應該學會「通過有紅

綠燈的路口」，加上學生的放學時間不一，所以紅綠燈路口上並未特別設置或安排導

護人員。家長們認為學生從家裡到學校的安全，家長也有責任；所以，在日本小學中

的家長會，組織健全，權責的規範也相當清楚，家長會下設有地域委員會，學生上下

學的安全事宜，為該委員會的職責之ㄧ。而學校教師更有責任組織、指導學童上學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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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的義務，加上「小班小校」，以及社會大環境下國民普遍都守法、遵守交通規則，

故在上下學路口的「導護工作」上，日本學校的老師不必花上相當大的人力。 

日本交通安全教育被視為學校教育活動的基礎，其主要指導原則為培養學生健康

安全的觀念，進而尊重他人與自己的生命，防止交通事故的發生，作一個健康安全社

會的締造者；並且指導學生在遇到交通事故時能由自我正確地判斷，並作安全之處置

措施。日本交通安全教育課程之特色在於其與家庭教育力量結合，從幼兒階段開始實

施，在交通安全手冊與交通指導密切關聯運用下，十分重視知行合一、生活應用，而

教材的編寫更是考慮到學生身心發展之階段性與連貫性。 

在實施方式上，日本從心理方面的需要瞭解個人對危險的感受，進而關心其他道

路使用者與自身的保護，重視的是被教育者的接受，而不是單方面的教育強調。故實

際經驗的教育被引用作為參考與借鏡，並且於日常生活中強調秩序、禮讓及尊重等美

德，讓交通安全教育的實施奠定良好基礎。 

日本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旨在希望學生能安全到校上學，在安全裡過著充實的學校

生活，並能將其安全地歸還給家長，故其具體作法為： 

1、學校依照文部省(教育部)之指導要領及教育委員會之教育目標與教育方針，訂定

安全計畫。 

2、全國學校安全教育研討會、各區學校安全教育研究會、區教育委員會等定期訂

定安全教育主題，召訓教師，辦理安全教育訓練，供各校觀摩、研討。 

3、配合「全國交通安全運動」，定期辦理地區服務人之委任典禮與確認編班，以協

助學生安全指導及避難訓練。 

4、籌組地區兒童會組織，指導學生安全事宜。 

5、運用家長會組織，成立學校自行車維修中心，辦理學生自行車安全檢查，警察

署並印製維修自行車要領傳單，分送家長參考。 

6、聯合區役所(區公所)派遣學員保護員(採取工時制，由區役所出資)在學校附近指

導學生上下學。 

7、警察署派遣女警或交通班，指導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實地模擬演練及講解。 

8、依學校區域距離各「交通公園」的遠近，衡酌參與「交通公園」實施的交通安

全訓練。 

9、中、低年級學生由「社區媽媽」(由較高年級學生的媽媽擔任)負責在上學前在社

區內組隊，引導學生平安上學。 

10、配合全國交通安全運動，各區教育委員會編印低、中、高年級圖文並茂、生動

活潑的交通安全教育學習教材，分送學生及家長共同防範交通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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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施行交通安全教育，常以幻燈片、電影、錄音教材、過去遭遇事故小孩的體

驗文章、警察演講或違規司機自述…等容易令學童留下印象之方式，使孩子們懂得交

通安全的重要性和遵守交通規則的知識，進而學習所需之知能。學校規定每個月有一

天爲“交通安全指導日＂，並具體規定學生按居住地區編爲小組，每天集體排隊進

校、離校。在小學和中學裡，會在每年春、秋兩季舉行交通安全活動，讓學生學習交

通常識；同時舉辦交通知識講座，學習交通事故急救技能。甚者，透過交通公園、交

通安全教育中心…等模擬設施與實地訓練，養成學生實踐之能力。 

日本之中、小學乃採學區制，絕大部分學生都就近入學，故使用腳踏車或機車上

下學的不在少數。有鑑於此，學校必須積極輔導，在各級學校中均對於乘用腳踏車或

機車上下學之學生，指導其安全騎用與安全帽使用之正確方法。另外對乘坐汽車與繫

結安全帶之教導亦多重強調。 

日本交通安全教育，民間參與度高。在日本有區域性及全國性的財團法。區域性

的如大阪府交通安全協會、上野交通安全協會；全國性的包括道路設施協會、交通文

化振興財團…等。在社會交通安全上，日本社教機構，如交通博物館、交通公園…等，

對日本交通安全教育有一定程度的貢獻。日本交通安全教育有充沛的民間資源，更有

許多財團法人踴躍參與，募集資金，資助交通遺兒(指交通事故遺孤)助學金，並印製

高速公路通行費優待卡，提供殘障同胞使用。而學校交通安全教育的推動，在各區警

政署、區役所及相關單位的主動配合下，教育已見成效。 

日本推行交通安全教育的主要特點為方法多、重視實踐與一系列有系統的學層規

劃，此為值得我國借鑑之處。 

 

三、英國學校交通安全教育 

英國之交通安全事故死傷人數遠低於各國，與其英國王室事故預防協會長年宣

導、推廣交通安全活動有著密切關係。 

英國公民從幼年就開始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政府從 50 年代起便注重對中、小學

生所實施之交通安全教育；70 年代許多支持交通安全教育之相關行政法規更是明文

規定“地方自治機關要做出一切努力，在學校教育中，向兒童、學生灌輸交通安全的

思想和技術＂。英國交通安全教育的重要內容則是提倡“寬容和互讓的精神＂。 

英國的王室事故預防協會長年宣導交通安全活動，活動期間甚至將活動重點放在

學童交通安全教育及學齡前幼兒的活動上。協會透過當地交通安全委員會，對區域內

交通安全問題提出對策，積極實施「幼兒交通安全教育計畫」。 

在英國，八至十一歲的學童由教師在實際道路上作簡介，上下學行經之路程則由

教師與家長共同協調教育，兒童過街要手拿鵝黃色的小旗，戴黃色或紅色的小帽。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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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層中騎乘腳踏車之學童必須接受測試，合格者由學校發給證書，學校同時也會教

導其安全檢查與定期檢查之重要性。 

英國各地方政府均設有道路交通安全官制度，指派一名交通安全專業知識與經驗

皆豐富之人員擔任，定期巡迴轄區學校與社區，舉辦專題演講及辦理整合各項交通安

全之活動，以促進學校與社區整體交通安全。而民間團體，如皇家事故預防協會、英

國汽車協會及行人協會…等亦積極投入，成立兒童交通俱樂部，參與學校交通安全教

育與訓練，協助政府推動交通安全。 

英國的交通事故死傷人數始終維持在低於各國的狀態，此意喻著各機關單位的積

極努力發揮功效，家庭教育的配合於此亦扮演著關鍵性角色。 

 

四、歐洲其他國家學校交通安全教育 

美國及西歐多數國家，對學校交通安全教育都因國家法律規定為義務教育，而具

實行之義務。西德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開始推動交通安全教育，一九五○年聯

邦法律訂定學校交通安全教育為義務，一九五五年制訂「學年別指導綱要」；法國與

荷蘭分別在一九五七年、一九五八年訂定學校交通安全教育為義務化，其中法國於一

九六○年所頒布的「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指導綱要」規定，擔任交通安全教育教師者，

必須是通過法律考試，且持有合格證書者方能擔任。荷蘭亦設置師範學校學生之交通

安全試驗制度，每年定期舉辦考試，而未曾接受交通安全教育之師範學校學生，政府

會給予特別教育輔導。其他國家，如瑞士、瑞典…等都同樣地對實施道路交通安全教

育，訂定了相關法律。 

有關交通安全教育師資資格與培訓計畫，西歐許多國家均有相關法律規範之，並

與警察單位串聯強化其制度。而有關學校交通安全教育之教材、教具，大體上都是由

全國性協會為主體，結合民間團體，或由熱心公益企業共同提供；各機構團體對協助

政府推動交通安全教育多不遺餘力。 

在學校方面，歐洲許多國家均設有學校交通巡邏隊，包括西德、荷蘭、比利時、

瑞士…等，其隊員乃經警察協助，且通過國家警察單位測試合格方可參加。西德、法

國、荷蘭、瑞士…等國家所設立的兒童交通公園，學校可利用來教學，並配合實際狀

況實施教導與訓練。 

西德、法國、瑞士、挪威、奧地利及西班牙等國家之學校交通安全教育乃以法律

規範而義務化，其中西德更是在訂定法律之初即公佈小學一年級至中學三年級之「交

通安全教育基準」實施規則，爾後陸續釐訂「學年別的教育指導綱要」。為了促使交

安教育推展，民間團體扮演協助之角色，其中聯邦交通安全協會發行免費供應學校交

通安全教育之刊物，聯邦汽車俱樂部則每年會舉辦一次學童交通安全知識測試活動。 

學校會定期提出各種因不當騎車行為而導致交通事件受罰的實例，並由學生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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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擬推演，藉由類似的課程來加深學生的法律觀念，並有效地降低學生在校外亂騎車

肇事的可能性。此外，學校亦會列出各種不當交通行為的罰鍰額度，讓學生自小就明

白這是個法律社會，故在此環境下，學生不會視學校的交通安全相關課程為學校教育

之附屬品而忽略之。 

法國的交通安全協會對學校交通安全教育的普及與推展，有著莫大的贊助與貢

獻，除了依法規規定而刊行學童與教師所使用之交通安全教科書之外，在國民教育主

管機關的協助下，協會每年舉辦一次學童交通安全常識測驗，並對聽力障礙的學童，

特別致力於實施交通安全教育。荷蘭與比利時在每年春季，國小三年級學生須在街道

上接受實際安全測試，家長在測試前幾天須填寫「眷屬卡片」，卡片上明確告訴兒童

們如何通過交叉路口，此對交通安全之測試不僅對學生裨益甚大，對家長更是間接完

成再教育工作。 

 

五、新加坡學校交通安全教育 

新加坡設有許多特殊的兒童公園，於內設有類似現實狀況的道路、行人，及車輛

等交通設施與器材，其均按交通規則前進、停止，違者將予以教育或處罰。這些公園

定期開放給小學生們使用，通過直觀形象的教育，輔導孩子們從小就養成遵守交通規

則和文明行車、走路的良好習慣。 

在新加坡，交通安全教育尚未列入正式學校課程中，學校交通安全知識的灌輸多

交由警局派駐交通公園來執行，公園內依各年級學童適用之狀況，模擬各種交通路

況，提供學生於此實際演練，以求熟悉交通規則。交通部並與交通警察成立「公路安

全聯絡委員會」，確保學校周邊安全設施，並經常改進學校公路安全教育。 

 
 

歐美先進國家將交通安全教育以法規規定為義務教育，且能落實於學校教育中，

其對交通安全教育的重要程度實為我國需借鏡之處。前述提及的交通巡邏隊類似於我

國的交通糾察隊，於我國尚稱普及可見。然在兒童交通公園的設置上，我國僅有台北

市ㄧ所兒童交通博物館可供學童參觀，此為有待檢討、改進之處。另外，觀察各國交

通安全教育的推展過程，可發現其擁有許多企業界的支持與贊助，然於我國卻無從獲

得廣大民間團體或法人團體的支援，此反映出國人對交通安全教育較為忽視與不在

意。 

我國學校交通安全教育目前尚非屬正式課程，在無法律規範與強力要求之下常被

忽略；然而，反觀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對交通安全教育之重視程度，其強調尊重自己與

他人之生命，更依學校區域交通特性而彈性地擬定教育目標，並將學校交通安全教育

課程納入法律規範中，以確切落實推動，此為我國在推動交通安全教育上所須引以借

鏡與參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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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國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推行過程 

我國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於民國 54 年受到具體關注，原由為台北陽明山遊覽

車翻車事件，此造成桃園縣永安國小師生一百餘人死傷，前台灣省道路交通安全委員

會便會同有關單位成立專案小組，指定台北市銘傳國小先行實施交通安全教育教學實

驗。根據此實驗結果，再行編撰交通安全教育計畫大綱，以基隆、台北、台中、台南、

高雄市為推行、施教重點[84]；於此，我國小學交通安全教育開始發展。 

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主要是透過教育的方式，了解交通安全的重要，增進兒童

交通安全之知能，以實踐安全的交通行為，共同以交通秩序之維護而努力[62]。吳茜

茵[12]及「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實施現況暨改進措施研究報告」[66]具體

指出我國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的目標有： 

ㄧ、建立學生重視交通安全的觀念：因為國小學童年紀小、可塑性高，若能從小便

於基礎上奠定交通安全觀念，此將影響學生終生，廣收事半功倍之效。 

二、加強學生實踐交通安全之要求：在校學生過著的是群體生活，若能善用同儕影

響的力量，則可促進其實踐交通安全行為。而透過學生良好之示範，更能進一

步影響到家庭、社會，以達更深遠、廣大之效果。 

三、減少學生交通安全事故發生的可能：學生生命的傷害不但影響家庭，也是國家

的重大損失，因此若能確實實施、落實交通安全教育，則可將交通事故減到最

低限度。 

 

教育目標確定後，政府隨後依序編印了「國民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教學指引」、「中、

小學交通安全教育資料」、「幼稚園、托兒所交通全教育教師手冊」、「國民小學交

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師範專科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36]，乃至國民小

與及幼稚園學生使用之「交通安全學習手冊」、「交通安全學習手冊教學指引」等各

項教材，均由教育部核定公佈實施，並提供予學校教學教材之用。 

政府為了推動交通安全教育工作，訂頒相關法令供相關單位依循、運用，茲列舉

如下[86]： 

ㄧ、教育行政部分： 

(一) 教育部訂頒「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執行與獎懲要點」。 

(二) 教育部訂頒「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實施計畫」。 

(三) 教育部、交通部及新聞局等共同訂頒「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實施要點」。 

(四) 教育部訂頒「社會教育工作綱要」。 

(五) 教育部訂頒「加強維護學生安全及校區安寧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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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教育部訂頒「生活教育實施方案」。 

(七) 教育部訂頒「訓育綱要」。 

 

二、交通行政部分： 

(一) 院核頒「道路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 

(二) 交通部訂頒年度專案活動實施計畫(含：交通安全年、交通禮讓年、交通守法

年、交通自律年、交通關懷年…等)。 

三、交通法規部分： 

(一)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 

(二) 道路交通安全規則。 

(三) 高速公路交通管制規則。 

(四) 道路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四、其他： 

教育部民國 82 年函選之「學校及幼稚園維護交通與旅遊車輛安全法規彙編」。 

 

我國自民國 54 年推行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迄今，交通安全教育尚未納入學校教學

之正式課程，故交通安全教育難以落實。然政府對此亦採行相當之因應改善措施：教

育部透過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之修訂，於新公布國小「道德與健康」、「輔導活動」、

國中「認識臺灣」（社會篇）等科課程標準中，將「認識交通標誌」，注意行路安全

「熟悉學校與家之間的道路狀況，並能安全通過」、「認識腳踏車安全」、「遵守交

通規則」、「交通安全的訓練與實踐」、「遵守交通規則和國家的法律」等交通安全

教育內容，列於教材或活動綱要中，作為日後編寫各科教科書之依據，以培養學生良

好之行為與態度。為增加學校安排課程之彈性與自主性，教育部業已於國小總綱中明

定各校得視實際需要，在各年級至少增設一節為彈性應用時間，俾供開設所需之課程

[86]。 

 
 
 

2.3 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報告內容彙整 

教育部為加強各級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外，依據民國 77 年 8 月院頒方案，特於民

國 78 年 11 月訂定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執行與獎懲要點，並通函各級學校據以執

行。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實施計劃自七十八學年度起實施，藉由評鑑工作之施行，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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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學校交通安全工作執行情形，除了予以適切輔導外，更期發揮交通安全教育效果。 

交通部之「道路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善方案」工作執行計畫中，為了加強道路

交通安全教育，特對各級學校進行教育評鑑總評，希望透過自我評鑑，促進學校積極

努力，提高交通安全教育成效。經由自我評鑑及訪問評鑑之配合，瞭解交通安全教育

實施概況，作為日後改進之參考，並進行交通安全教育優質經驗的交流。交通安全教

育評鑑實施計畫以大專院校，中、小學，及社教機構為對象，由教育部組成交通安全

評鑑委員會，社教司長、交通有關單位代表、及專家學者、教育廳局代表等委為評鑑

委員。各學校在歷經自我評鑑、初評及複評，經評鑑委員評成績優等學校者，將由教

育部函送交通部舉行之年度全國交通安全「金安獎」大會表揚頒獎，藉以鼓勵並追蹤

改進，因而使交通安全教育工作真正落實，以達成交通安全政策與目標[27]。而評鑑

內容之結果由承辦單位編印成報告書，以供學校改進之參考。其中國民中、小學的評

鑑內容分四個部分作檢核：  

一、組織、計畫與宣導方面：評鑑項目包括是否設立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訂定

年度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將交通安全教育計畫納入行事曆，按進度管制

執行。 

二、教學與活動方面：評鑑項目包括教學實施、環境佈置、教具充實與使用，及

舉辦相關活動等。 

三、交通安全輔導方面：評鑑項目包括校內交通安全之維護、上下學安全維護措

施、組織交通服務隊、導護工作之執行，及安全之維護、愛心商店的推廣與

考核。 

四、考核與創新方面：評鑑項目為校園安全規劃與設計、教學與輔導措施等的創

新，及其他實施上的特殊優良事蹟。 

 

學校交通安全評鑑計畫實施至今，除了九十一學年度因國內 SARS 疫情之故，為

因應防疫需求，杜絕疫情擴散或交互感染，避免團體集會引發製造感染機會，並確保

師生與評鑑人員之安全，該年度評鑑計畫暫停，評鑑小組經多年來的評鑑經驗與檢

討，確實對學校提出了中肯的教學改進意見。以下就民國八十四至九十學年度交通安

全教育評鑑報告[47、48、49、50、51、52]之內容，彙整受評之國民小學近年來交通

安全教育實施、發展之特色與優點，及應改進與建議之事項。 

ㄧ、優點或特色： 

1、受訪學校均能依規定成立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並聘請相關單位主管擔任委

員，每學期召開會議討論學校交通安全相關事項，並作成決議，以便於學期

末進行檢討會議。 

2、各學校均能依校園環境狀況，規劃交通動線，並將人車採取時間與空間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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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以確保兒童上下學與平常活動之安全。 

3、各校對於家長接送區均能依校園環境的不同，配合學生與家長之需求，規劃

頗為人性化的接送區。 

4、各校均能舉辦各類學藝競賽，透過各種不同的方式，擴大交通安全學習效果，

包括作文、演講、漫畫比賽…等；另外有效運用週、集會時間安排交通表演

節目，如話劇、舞蹈等。多元又豐富的教育方式，確實能夠擴大學習效果。 

5、各校除了充分運用交通安全學習手冊之外，也都能利用校園環境佈置各種交

通安全步道、教學園區，讓學生們將交通安全認知與實際生活相結合。 

6、多數學校能積極運用多元方式(包括親職教育、新生座談會、家長會及各種集

會、書函通知、週報…等)進行交通安全教育措施宣導。 

7、各校均能確實檢討周遭交通環境對交通安全之影響，主動規劃排除危險因子，

並於必要時橫向聯繫工程、執法等相關單位協助改善，以增進學童交通安全。 

8、多數學校均能對於導護義工實施輔導，舉辦充實職勤技能之訓練。 

9、各校能依實際需要，結合社區資源，廣納志(義)工以及招募愛心商店，協助兒

童上下學之安全照護。 

10、各校訓導人員在交通安全教育工作上，均能秉持以學生安危為己任的犧牲奉

獻精神，對整體國小交通安全教育而言，功不可沒。 

 

二、改進意見與建議事項： 

1、部份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組織架構不正確，且會議流於虛應故事，少有

討論交通安全迫切之問題，委員會功能未發揮。 

2、部份校園校園內交通標誌位置未配合情境，相關交通標誌、標線宜配合情境

佈設，且設置的正確性務必需要嚴加注意，讓學童們可以在生活中學習，亦

須避免因錯誤設置，反而培養出學童似是而非的觀念。 

3、大多數學校師生缺乏交通安全認知，尤其對於紅黃綠燈的位置，枕木紋與斑

馬線的區別，號誌、標線與標誌的涵義等混淆不清，縣市政府及學校應再加

強。 

4、部份學校校內交通安全標誌標線未能配合地形、地物設置，尤其教育單位更

應該注意所有設施的正確性與實用性。 

5、部份學校對於交通安全教學媒體未能充分運用，殊為可惜，尤其是學生手冊

和光碟、家長接送區規劃和導護志工執勤技巧光碟等，應充分發揮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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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部份學校除了訓導人員致力於推動交通安全教育以外，校長與其他處室未能

配合重視，使得交通安全教育推展效果有限。然而，交通安全教育在融入九

年一貫課程後，實施乃更需要各處室的配合。 

7、部份郊區學校開放學生騎腳踏車上下學，除了應注意腳踏車安全檢查及基本

配備外，最好對於腳踏車基本技巧及交通安全基本知能加以訓練、考照，並

在執照中載明兒童基本資料以備緊急之需。 

8、對於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 85 條之 4，有關十四歲以下之罰責，各學校應列

入加強宣導之重點。 

9、相關校園周邊交通規劃及攤販問題，雖非學校權責，然其管理成效不彰，經

學校出面溝通若仍無法解決時，宜循縣市道安聯席會報、地方民意代表等管

道反映處理。 

 
 
 

2.4 學生交通事故行為之探討 

學者黃炳煌[72]引用泰勒(R.W. Tyler)對行為的定義，認為廣義的行為指的是外在

的行為與內在的思考歷程。其中外在行為可透過直接觀察而得知，而內在的思考與情

感卻無法直接觀察，所以在尋求這些思考與情感變化的證據時，亦須經由外顯行為表

現進行詮釋。行為主義創始人華生(John B. Waston)說明在客觀與外控的情境下，可

以觀察測量個體的外顯行為，從而達到控制或改變個體行為表現[40]。由此可知，人

類的行為除了其行為表現的外顯性外，也應包含之間的內在心理運思歷程。 

許多學者指出，事故意外的發生大部分是因人的「不安全行為」所造成的結果

[19、53、116]。在人為錯誤行為研究中，說明人類行為主要受到外在環境與本身行

為機能兩者間相互影響。外在環境影響條件中，主要包含下述五項因素，其中每項因

素會影響人的行為機能，經過心智歷程的處理，最後外顯於行為中。 

一、社會情境影響人類主觀價值等：其社會情境包括態度及價值觀。 

二、不適當的資訊影響人類訊息處理過程。 

三、精神渙散、分心、厭倦等不良精神狀態影響人類心理機制。 

四、不良的環境(如熱、噪音…等)影響人類的生理機能。 

五、工作安全量影響人類生理組織。 

人類的心智歷程中受到主觀價值、心理機制、生理機能、生理組織的影響，因而

造成不正當觀念產生、錯誤資訊、壓力及能力不足的現象，最後產生錯誤及不安全的

行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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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便針對過去發生之學童交通事故，探討分析事故特性與相關研究發現；然後

再就學童行為特性作一整理，以便了解學童行為反應現象與特色之表徵，以作為本研

究後續分析作業之參考。 

 

2.4.1 學童交通事故相關探討分析 

在英國，道路交通事故的發生對小孩子是主要的威脅與傷害，發生交通事故造成

死亡或傷害幾乎沒有時間差異，是整年都在發生的[105]。 

根據學童交通事故的相關研究，Malex Marvin 等人[110]發現行人事故特性與發

生地點隨著行人年紀不同而有差異，其中十五歲以下的兒童則多在住家附近玩耍而發

生事故，事故發生的尖峰時間介於下午二時至七時。學齡前兒童缺乏交通安全觀念，

觀念之建立與發展乃至十二歲才逐漸養成。學童對於空間、距離及速度的判斷亦不夠

敏銳，加上注意力集中於單一事件上，對於周圍環境潛藏的危險往往無法兼顧[113]。 

兒童的思維的發展因其身心未臻成熟而有所限制。陳雅慧[62]曾提及，兒童(特別

是十歲以下之學童)處於腦細胞成長階段，尚未達成熟時期，故對事物之注意力處於

不穩定狀態，因此不免常有分心及注意力不集中的情形，再加上他們對於交通標誌與

號誌的認識不足，因此屬於交通事故的高危險群。 

Robert Pitt 等[115]為了研究青少年發生交通事故之原因，其對 1,035 位二十歲以

下青少年進行研究，發現因為學童穿越道路時的保護措施、警察的執法，以及交通安

全教育的施行之故，研究資料中僅有 86 件事故發生在學校周圍，且其嚴重性亦較其

他地區輕微。 

Van Der Molen[125]指出，行人或駕駛人從判斷是否穿越道路，乃至採取行動之

間，其經歷了一連串的思考，思考過程中若缺乏適當的防衛措施，便容易造成事故發

生。學童發生死亡或非死亡交通事故，可用五項因素描述事故發生特徵：(一)兒童本

身特性(包括年紀、性別、個性、教育背景、身體發展…等)；(二)社會特性(旅次目的、

單獨一人或有人陪伴…等)；(三)環境特性(諸如道路情況、行人設施、周圍環境類型、

交通規則、天候狀況…等)；(四)其他道路使用者的行為；(五)兒童的行為。然而，卻

也有些學童事故是在身旁有大人陪同情況下發生的；根據統計資料顯示，這類事故發

生的原因主要有：(一)父母親讓學童離開自己的視線；(二)兒童獨自跑在前頭或在後

頭追趕；(三)父母親在對街叫喊小孩；(四)父母親送小孩到學校，僅在學校對街就讓

兒童下車，逕自讓兒童自行穿越道路；(五)父母親給兒童零用錢到對街買東西。 

 

2.4.2 學童行為特性探討 

教育課程與活動在設計之初，學生身心特質乃為必要考量之重點，依據發展心理

學之研究，個體的生長與發展乃依循著七項原則進行：(1)階段性(sequence)；(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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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性(individuality)；(3)分化性(differentiation)；(4)統整性(integration)；(5) 互關性

(interrelatedness)；(6)持續性(continuity)；(7)不平衡性(unevenness)[71]。教育實

施成效與學習者身心發展歷程有著密切關係，所有課程教材、內容之建構均須符合生

長發展原則，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道德認知發展論者認為道德序階的發展與年齡為

一密切之因素，Piaget 等人發現道德發展之關鍵期為九歲左右；Kohlberg 等人的研

究中則認為青春前期(約 10 至 13 歲)是個體由「道德成規前期」發展至「道德成規」

的轉捩期，故交通觀念與態度的養成於此期逐漸成形，教育若在此時難以發揮功效，

則在未來將投以更多的心力方能改變一個人的行為。 

Marie L. Connelly[94]等人探討影響學童進行判斷之因素，如距離、車速，同時

考慮到學童在作決定時的保守、謹慎心態以及決定不一致的問題，其亦提及以交通工

程、執法及教育等方式來提高學童行的安全。雖然目前的交通安全教育尚無法全然地

減少交通事故，但此並非意味學童不需要交通安全教育，而是應發掘更適合的交通安

全教育訓練課程。 

Zwahlen(1974)也曾就一般成人與兒童對於距離之判斷能力進行比較研究，結果

發現兒童判讀之誤差約為成人的兩倍；故可得知，兒童對於距離、速度及方向判斷能

力較差，因此常會誤判來車距離。Liss 及 Hait(1970)曾就五歲兒童對一項目標有效的

視界與一般成人進行比較，發現兒童在此方面的能力均遠遜於成人，此顯示兒童靜態

視覺銳利度較弱。Routledge(1976)曾在英國諾丁罕(Nottingham)利用錄影方式來分析

兒童與成人在交通行為上的差異。研究結果發現行人在穿越馬路時，通常會在到達路

邊前即開始判斷穿越之狀況；但兒童卻在到達路邊時仍鮮有評估判斷穿越狀況之舉

動。[引自 62] 

張嫺茹與黃國平[46]在針對不同學齡對於學習交通行為及認知交通安全所做的研

究中提到，國中小學學生可塑性最強，若能提早施予正確觀念將可降低不必要的傷害。 

趙善彬[78]認為施行兒童交通安全教育，首應瞭解孩童的發展，故應從其心智能

力和動作技能發展兩方面來了解兒童們的特性，密切配合教學目標，方能防範孩童可

能遭致之交通意外事故。兒童行為特性包括僅專注一事、充滿好奇心、具模仿性與直

覺性、不易分辨左右、不易瞭解位置的相對變化關係、無法感覺速度的快慢，且因視

力機能之故而缺乏距離感覺。故在交通安全教育方面，應愈早實施成效愈好，而在教

學方法上，可配合孩童的動作發展製作適當的交通安全器材，加強其認知學習。 

 
 
 

2.5 落實學校交通安全教育 

張勇鈞[38]從實際參與交通安全教育的角度，認為目前交通紊亂、肇事率持續增

加的主因在於學校交通安全教育不彰及家庭與社會教育無法密切配合。其並認為交通

安全教育成敗的關鍵在於心性的啟發，且一名「人性的道路使用者」應具備下列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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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ㄧ、經常接受充分的交通安全訊息。 

二、要有從知識層次進到道德層次的交通安全信念。 

三、從交通安全知識，內化為道德觀念，進而產生安全的交通行為。 

 

交通安全教育之推廣能建構學生交通安全觀念與價值取向，但卻不代表學生有能

力自保，特別是在複雜的交通環境裡，年幼的學童更是弱勢族群，交通安全教育僅能

幫助學童穿越道路、辨識適宜之交通反應行為，進而降低事故之發生。Talib 
Rothengatter[120]以四至六歲兒童為研究對象，由父母親或其他助理人員指導穿越道

路技巧，在課程結束後進行成效評估，並在三個月後進行第二波的追蹤調查，藉此探

討交通安全教育實施成效是否具延續功能。其研究結果發現，交通安全教育課程顯著

地改善兒童穿越道路的技巧，但對兒童的交通安全知識則無顯著成長。 

Van Der Molen[125]認為在訂定學童交通安全教育目標之前，學童曝光量、事故

與行為特性是重要的考慮因素。此外，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最主要的標的，乃在於訓練

兒童具有選擇安全交通環境的能力，並在當下環境採取最安全的行為反應。而 Talib 
Rothengatter[120]認為在真實的交通環境下，進行交通安全教育訓練，其實施成效較

佳，故不贊成 David S. Young[127]利用模擬方式，排除現實道路中隱含的危險因子

來訓練兒童穿越道路的技巧。在評估兒童交通安全教育成效時，更須以兒童在現實生

活中的行為表現作評估依據，觀察學童面臨交通狀況時的反應是最能反映交通安全教

育是否發揮教學效果[120]。 

林國統[28]認為交通事故不是天災而是人禍，是可以杜絕的，而杜絕之道乃在落

實交通安全教育，然效果卻不彰，其原因可能為[7、28、32、68]： 

1、交通安全教育未受到學校特別的重視，有不少學校認為其不為「正課」，僅以

教學活動與設計，因此未排入預定進度，漠視其存在。學校交通安全教育之

推行，尚未能落實。 

2、交通安全教育方式陳舊簡略，無法引起學生學習動機。 

3、交通條例修改不能及時納入教材內容，教學內容與實際脫節。 

4、教材與課程安排沒有標準，未受重視。 

5、缺乏交通安全教育專業師資，且教育內容分散於各科中，沒有確實的責任歸

屬，因而無法徹底執行。 

6、學生雖明白交通規則，熟諳交通號誌，但卻未能確實應用於日常生活之實際

行動中。 

7、學生家長不能配合，使得學校交通全教育成效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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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社會上的負面教育太強，機會教育了年輕的下一代，使其認為這些行為是被

允許的，故造成一惡性循環。 

9、缺乏經費來源，無法改善學校週邊的交通安全，亦難以充實交通安全教育設

施。 

10、交通執法人員網開一面，未能嚴格取締違法情事。 

 

吳佳滿[13]認為解決交通問題之途徑有三：教育、執法與工程，其中教育影響最

為深遠。吳宗修[15]認為交通安全教育乃預防交通事故之系統化工具。根據研究，交

通事故發生原因中，人為疏失占九成以上，而交通安全教育正可直接用來影響用路人

之認知、態度行為或技巧。 

陳子儀[60]認為交通安全教育是能保護自己安全的最重要的終身教育。然而，在

兒童教育方面，我國偏重於保護，使學童喪失學習行的安全的機會，故無法感受到道

路知覺與判斷的實質體驗，因此建議未來交通安全教育課程之規劃內容應著重於「自

己有責任感的教育」、「認識與發現危險的教育」，及「認識自己在交通社會中與他

人關係的教育」。 

根據研究指出，訓練兒童穿越道路技巧，除了口頭教導，應多採取實地演練或模

擬方式，方能獲得較佳的效果。國內學童交通安全逐漸受到各界人士關心，不但從小

學便開始使用交通安全教育教材，更配合各種宣傳工作，灌輸學童正確的交通安全觀

念。 

在推行交通安全教育方面，謝文淵、黃國平[85]認為因為交通安全教育所要傳遞

的是有關交通安全方面的認知與知識，故屬於觀念的行銷。藉由行銷衍生的產品可傳

遞正確的交通安全觀念，進一步能產生實際行動，以達成交通安全宣導的目的。故交

通安全教育之推行上亦可套用行銷的 4P 策略－產品(product)、價格(price)、推廣

(promotion)、通路(place)，復以問卷調查與 AHP 層級分析法，方能求得問卷結果。 

張哲揚與廖天賦[41]認為交通安全教育未來走向應朝下列方向繼續發展： 

ㄧ、加強學生交通事故管制，建立學生事故資料庫。 

二、強化交通安全施教方法，以活潑、生動方式落實教學。 

三、儘速將交通安全教育納入正式課程中，促使家長及學生真正重視。 

四、激發學生榮譽心、自尊心，自動自發學習交通安全知識。 

五、教材配合時代潮流適時修正，以切合學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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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教育成效評量方式介紹 

為了解國內現行學校交通安全實施之成效，本研究將對學校師生作問卷調查，以

得知學生學習效果與教育問題。由於施測對象之故，本研究須輔以其他方法以確切獲

得受測者更深層的想法與認知，故本節整理、介紹教育領域上常見之評量與評鑑方

法，以對本研究進行之方法提供參考。 

在教育中所謂的「評量」包括教學效果的評量，以及對學生學習條件、教師教學

知能、學習環境條件…等的評量，評量可透過觀察、作業、晤談等方法去了解學生的

學習結果，從多個層面對學生作整體性的評估。而教學評量通常指的是為了幫助學生

學習、增進教學效果而進行的評估措施，其包括標準化測驗、教師自編測驗、實作測

驗、觀察、口頭問答、作業評量…等。對於教學效果的評量，乃以改進學生的學習行

為為目的，由授課教師主導，在與學科和班級文化密切配合下，可在教學上、行政上、

輔導及教育研究上提供豐富回饋，以增進教學相長[82]。 

歐美各國自 1990 年以來，在教學評量方面，由於對傳統注重選擇式的標準化測

驗感到不滿，遂尋求其他評量方式取代之，這些新式評量包括實作評量、變通性評量、

真切性評量、檔案評量、動態評量…等。教學評量方式繁多，在選擇適當評量工具時，

歐滄和[82]認為可從信度、效度、區辨力、公平性、實用性等五項規準來判斷評量工

具之優劣。伍振鷟、高強華[10]認為教學包括了師生共同參與的活動和歷程，無論從

教師、學生、家長或行政機構的觀點，教學評量具有以下功能，故是不可或缺的。 

ㄧ、瞭解學生的潛力、性向和學習成就，可以瞭解學生努力的程度。 

二、瞭解學生學習困難的情形，作為補救教學或個案輔導的參考。 

三、評定教師教學的成效，作為改進教材教法的參考。 

四、瞭解學習進步的情形，作為進一步學習的基礎。 

 

評量為一工具，用以分析教學得失，故評量在整個教學歷程之中，具起承轉接之

重要地位。評量必須把握五項基本原理：決策原理、回饋原理、完整原理、合作原理、

研究發展原理。而一完整理想之評量應具有七項特性：個別性、符合性、連續性、正

確性、民主性、科學性，以及描述性[68]。評量之工作須因時因地而制宜，採用多種

評量方法，方能發掘真相，整握實情，發揮具體功效。一般常用之評量方式包括以下

幾種： 

一、各種標準化測驗的選擇運用： 

例如智力測驗、各種性向測驗、綜合與特殊成就測驗、興趣或人格測驗、社會測

量或態度測驗等，有助於客觀資料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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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種教師自編成就測驗的選擇實施： 

成就測驗用於測量學生的學習成就，故命題要能適當地代表特殊學科的教學目標

或教學內容。試題的形式兼容主觀與客觀試題，故命題技巧須謹慎，避免容易出現誤

解之試題。 

三、行為觀察法的運用與隨堂發問或口試： 

觀察為一長期累積性的評量，教師可針對學習的態度、反應，以及學習後的行為

表現予以觀察並記錄。亦可借助軼事記載表或評定量表，對學生表現作描述記載或觀

察評量。 

四、作業的設計與考查、評閱： 

舉凡閱讀、預習、研究、蒐集、觀察、製作、實驗…等能培養思考、理解、發表、

應用等能力的活動均為作業。良好的作業設計具有完整性、指導性、啟發性、評鑑性

與診斷性等功能。 

 

評量方式的運用僅是得到資料，須對其作解釋後方有價值性，一般結果解釋方式

有三： 

ㄧ、相對解釋法： 

根據團體成績的平均數，對個人成績作相對比較的說明。此解釋法可區別學生學

習的成就及努力的程度，免除因試題過難或過易所造成的困擾，但缺點是忽略了個別

差異現象。 

二、絕對解釋法： 

用既定的標準來判定學生的學習成就。標準的訂定有品質管制的作用，學生有努

力的目標，但缺點是標準的訂定並不容易。 

三、自我比較法： 

個人就自己前後幾次評量的結果自行比較，是一種自我的差異解釋和比較。此法

優點是可顧及個人差異、適合個性原理，同時具有教育診斷價值，可找出學習困難的

癥結，個人的進步亦一目了然。然缺點是前後兩次試題的難易不同，分數高低的意義

隨之不同，難作比較。 

 

吳宗修[15]認為評量一項交通安全教育計畫或活動時，不宜狹隘地僅以交通事故

上的成效作評量準則，而應從教育的觀點來探討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成效的可能評量型

式與評量方法。在不考慮肇事數量、車禍傷亡數量統計，及曝光量估計不精確之缺陷

等情況下，依照評量時機之不同，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計畫的評量型式可分為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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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程序評估 

程序評估時最主要關切的是教材與教學方式是否有用或吸引學生。由於交通安全

專家不見得對教育方法熟悉，其所安排的教材或教學方式很可能與一般學校系統教育

不吻合，則該計畫(或活動)之成效自然無法如設計者所預期。程序評估中，教師、家

長(教者)與學生(受教者)都應該參與。 

此階段可以採用的評量方法有很多種：問卷常用來衡量教師、家長或學生對於所

使用教法、教材與教具的吸引力與接受度；書面教材的可讀性與完整性，以及教師手

冊的內容是需特別注意的，而課堂觀察則可以提供教導過程的詳細資訊；對於問卷無

法蒐集的資訊可以採用訪談；課堂觀察與訪談在人力上的成本相當高，通常只適於小

規模進行，一般在計畫初期的修正階段較具價值。 

二、結果評估 

結果評估適合用於使用相同教材而採取不同教法的效果比較，或測試新教法的效

果時使用。可採用的評量方法有交通常識、交通安全態度、交通狀況行為反應、危機

認知…等的測試。評估準據則依教育目標與計畫內容而訂，愈具體愈適宜。 

三、成效評估 

成效評估的目的在於衡量計畫目標達成的程度，或者是針對計畫無法達成預期效

果提出解釋原因，故被評估的交通安全教育計畫必須有足夠的規模，且評估的本身也

必須有足夠的規模。此一評估型式通常只對進行一段長時間並且已接受過結果評估的

教育計畫實施，而此類計畫常已投入相當大的人力與物力，評估者受到計畫繼續進行

的壓力必然會很大。成效評估對教育計畫具有存續的決定性影響；評估結果可能很明

確，但是結果解讀與最後決策卻往往需要政治上與制度上的妥協。因此，最好的對策

是在進行成效評估或評估結果公佈之前，就先把可能的行動方針加以羅列決定。為了

正確地衡量出計畫之效果，成效評估必須涵蓋大範圍與長時間的樣本資料。 

 

吳宗修[15]同時也對七種常見的評量方法提出更進一步的說明： 

一、自填問卷 

由家長、老師與學生填寫問卷，此為最常見的評量方法之一。設計周詳的問卷提

供可靠且有用資訊；完整的問卷設計程序包括對小樣本進行試測，以消除可能的爭議

性題目。問卷中應避免開放式題目，以減少資料分析時間與編碼問題。然而，使用問

卷評量恐遭回收率過低之困難，若能在課堂上直接進行則可望改善許多。 

二、訪談 

訪談可用以獲得教者與受教者對計畫意見的詳細資訊，極適合非量化資訊的蒐

集。對於不適合接受測驗的較小幼童，訪談是一個恰當的替代選擇方法。然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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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因為複雜的結果分析而顯得費事，且在訪談過程中過於費時；其結果深受訪談者

的素質所左右；是故，訪談者應該由受過訓練的人員擔任。 

三、常識測驗 

交通常識測驗不僅侷限於筆試，年幼的學童有必要以圖畫、口頭方式進行。測驗

內容應涵蓋各種難易度的題目。 

四、危險認知測試 

若學童無法認知交通危險，我們便很難期望其能作出正確的反應以避免可能的車

禍，故危險認知在交通安全上是一個關鍵點。危險認知在程度上可以分為：危險認知、

危險預識、危險預備反應。利用電腦輔助交通模擬設備逼真地顯示各種緊急狀況，可

以測試受測者的反應，然其中狀況與反應之間的相關度及信賴仍待研究。 

五、行為測試 

行為測試可以在正常的交通狀況下或完全控制的交通狀況進行(如學校操場、田

徑場)。若走在正常的街道上實施，要特別注意學童的安全，同時應有老師或家長在

旁關照。記錄人員必須事先受過訓練，才能作出比較一致的評分標準。 

六、行為觀察 

行為觀察用來比較計畫實施前後，受教者的行為差異。可再分為現地研究與追蹤

研究。前者從特定地點觀察樣本，短時問即可蒐集到足夠樣本數；後者則選擇特定受

測對象觀察，可以重複觀察同一樣本。 

七、車禍記錄 

車禍之發生乃由若干因素同時存在所造成，故要能較確切反應交通安全教育在車

禍頻率上的影響，可從所蒐集的車禍記錄涵蓋長時間，以及從追蹤受測者車禍記錄作

詳細分析等兩分面著手。前者可以消除事件稀少的統計問題，後者則可以分離出教育

的獨立影響。 

 

除了上述評量方法，目前較常使用之情境模擬方法為焦點訪談。研究者針對某個

主題，設計若干問題，請受訪者以此問題為焦點發表個人意見，研究者必須具有篩選

資料的能力，才能蒐集各個受訪者的反應與情緒[3]。焦點研究之群體之間完全沒有任

何決策的壓力，也不須要達到共識，而是盡情發揮，讓受訪者自己的經驗能夠充分發

抒出來。[112]。焦點訪談並非一對一訪談，當一個老師去詢問一個同學，同學可能因

為老師是一權威體而感到緊張，因此可能揣摩老師想要什麼答案，試圖講一個讓老師

聽了覺得是對的、認同的答案。焦點訪談有別於這樣的訪談方式，受訪者彼此可能形

成若干相互奧援的體系，透過他們之間的辯論、討論、腦力激盪之後，所得出的任何

觀念，基本上是不太容易受到主持人的控制[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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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整的焦點訪談研究所需組成之團體與其研究目的相關，若團體比較無結構

時，以六至八個團體為佳[30]，而焦點訪談的團體要多少人，此與該團體的成員、背

景以及討論的題目有關。成員的社會人口背景同質性越高則越佳，理由是同質成員的

對話效果較佳，而不同社會地位、教育背景、不同輩分者一起訪談，容易影響討論進

行，造成偏頗、不安，甚至拒絕發言的現象[30]。團體人數在五到八人之間是最理想

的；如果團體人數比這個小，那麼團體中似乎會喪失一些多元化和團體活力充沛的優

勢，這樣的互動感覺比較像只是針對三到四人的個別面訪。當團體人數大於七人時，

聆聽每個人的意見將變得很困難[100]。 

透過焦點訪談讓受訪者可以找到一種自己能了解的語言，表達自己可能原來根本

不太會表達的情感。透過刺激、引導而展開這個問題的討論後，參與者所用語言必須

是在場的其他人都能夠聽得懂的，於是才能夠讓研究者慢慢歸納出原來所看不到的一

些推論或關懷[81][88]。 

 
 
 

2.7 交通安全教育課程之探討 

根據教學成效評量後所得結果，交通安全教育亦應彈性地作檢討，在課程方面與

教材之選擇上，更應因交通環境之變遷而作適當的調整。 

王義川與王博榮[5]曾藉由現行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所適用的教材、教學方式與

各政府單位在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來進行探討，該研究提出交通安

全教育未能納入正式課程中，對於交通安全教育的推動產生不少負面影響。林建璋[26]
從行銷觀點，以模糊多準則方式對十一項交通安全宣導策略進行執行優劣的分析，評

估結果顯示，除了「於廣播路況時，適度插播交通安全常識」策略執行的優勢程度最

高，其次為「將『交通安全教育』列為學校必修課程」。 

張哲揚與廖天賦[41]認為未來發展交通安全教育之首要課題為將交通安全教育納

入正式課程，促使家長與學生重視，並配合時代潮流與交通環境變化適時修正教材內

容。陳鈨雄[64]認為，要促使老師與學生更加重視交通安全教育，唯有將其列入正式

課程，才是簡便而有效的方法。而最徹底的作法便是在中小學列有「交通安全」一科

的正式課程，以有系統編撰的教科書做為教材，每週上課一小時，每位學生要參加考

試並有成績；如此一來，學生不但不會不重視，也一定會與其他科目一樣認真學習。

然而，此建議因教育部認為目前學校課程已夠多，無法再增加其他正式課程，致使胎

死腹中，未能實現。張漢威[44]則認為課程中應重視交通事故中傷患救助、現場蒐證

及交通維持之處理。 

Eisenlauer[98]提出交通安全課程目的和內容應以下列六項為重點教學：(一)教授

學生安全知識；(二)教授適當的安全技巧；(三)協助學生發展好的判斷力；(四)培養學

生優良的態度； (五)發展情緒穩定性；(六)使學生認識到生理能力與每日生活密切性。 



 29

「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實施現況暨改善措施研究報告」[34]指出，提

供教師教學參考之教師手冊，其編擬應以學童日常生活接觸的交通安全事項為中心，

避免不切實際的深奧理論。 

張新立[42]尚指出目前交通安全教育教材多由師範教育界之專家學者所編輯，其

他學域專家之參與份量相對地少了很多，這樣所使用的教學方法能將交通安全教材有

效地傳遞給所欲教導之對象；但缺點則為教材內容，包括許多交通安全設施之設計理

念及相關法規之設置意義，均非一般教育專業人士所能充分掌握的。故在教材的編輯

上，若能加強其他領域專家之參與，如交通運輸領域有專精之人員，方能使教材更能

符合社會與學校之需求。 

陳子儀[59]依據人的生涯所期望的心理發育，認為交通安全教育之課程內涵應包

括管理自己能力、守法精神、安全態度、對應能力、安全智識與安全技術等六項，並

認為該六項內涵，可作為衡量交通安全教育課程之評估指標，如圖 2.1 所示。 

目前國內交通安全教育所使用教材乃以「交通安全學習手冊」為主，其為一套提

供給國民小學學童做為交通安全教育的輔助教材，用以學習道路交通安全基本知識，

防範交通事故，保護自己；且培養將來成為標準用路的行人和汽車駕駛人為宗旨。 

 
 

 

 

 

 

 
 

 

 

圖 2.1 道路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內涵 

 

曾文毅[68]曾將此套學習手冊分為十三項教學課題，本研究據此再將其分為十三

項教學課題行的安全，各教學課題詳細學習單元整理如表 2.1 所示。其在檢討交通安

全學習手冊後，加入手冊中不足的教學內容，歸納出五項教學主題，共計二十五項教

學內容，而以創造安全、守法的交通環境為國小交通安全教育的最終極目標，而各教

學主題與內容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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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曾文毅整理之交通安全學習手冊教學單元表 

教學課題 教學單元 

行的安全 [1-1]校園的安全、[1-3]雨天行的安全(註)、[1-4][3-3]道路上行的安全、[3-2]雨天

及夜間行的安全’[5-4]行走的安全。 

上下學安全 [1-2]上下學小心走、[3-1]安全上下學、[4-1]安全出入校園、[5-1]注意上下學的安

全。 

穿越道路要小心 [1-5]穿越道路的方法、[3-4]安全穿越道路、[5-3]正確的穿越道路。 

認識號、誌標誌與標線 [1-6]交通號誌和標誌、[3-5]交通標誌和號誌、[5-5]交通規則與安全設施。 

遵守交通規則與指揮 [2-1] 遵從交通指揮、[4-2]遵守交通指揮、[4-5]快樂遊玩、平安回家、 [5-5]交通

規則與安全設施。 

認識並維護交通設施 [2-2] [4-3]交通安全設施、[6-4]高速公路、[6-5]大眾捷運系統、[6-6]交通的愛。

安全通過平交道 [2-3] 平交道、[3-6]鐵路平交道和火車。 

安全乘車 [2-4]乘車有禮、[4-4][6-1]乘車安全、[6-2]乘坐機車的安全。 

車輛暗藏危險 [2-5]車輛附近的危險、[6-3]車輛潛在的危險。 

快樂遊 [2-6]快樂出遊、[4-5]快樂遊玩、平安回家。 

遊戲場所也要安全 [1-4]道路上行的安全、[2-6]快樂出遊、[3-6]鐵路平平交道和火車、[4-5]快樂遊玩、

平安回家。 

騎乘腳踏車安全 [4-6]安全騎乘腳踏車、[5-6]腳踏車的行車安全。 

危機處理 [6-6]交通的愛 

資料來源：[62]，本研究整理。 
註“[1-3]雨天行的安全＂表示一年級交通安全學習手冊中的第三單元，單元名稱為雨天行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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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曾文毅設計之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內容 

資料來源：[68]，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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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學習手冊」乃由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結合交通、教育行

政、學者專家，及具教學實務之教師，共同編撰而成。其內容建構乃以一至六不同年

級學童的認知能力程度為基軸，採螺旋式課程設計，同一學習單元以由淺而深的方

式，分別出現於各年級中，其歸納如表 2.2 所示。 

陳雅慧[62]透過對交通、教育領域之專家學者與主管機關代表，及國民小學教師

代表等十八位小組成員所進行的三回合的德爾菲問卷調查，確認各國民小學各學習階

段交通安全教育之教材課題及其課程重要性，其中第一學習階段包括「認識住家及學

校周圍交通環境」等十二項課題；第二學習階段包括「情緒管理」等十二項課題；第

三學習階段則包括「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及相關法規的遵行」等八項學習課題，茲

就各課題及其與分段能力指標之關聯性詳細說明如表 2.3 所示。研究中並將課程教材

區分為非常重要之必要課程、重要之必要課程及重要之選擇性課程等三類，其中非常

重要之必要課程與重要之必要課程乃未來各級學校推動交通安全教育課程不可或缺

之課題，而重要之選擇性課程所列示之課題，則各學校可依據其課程時數及地域特

性，自行選擇教材課題。 

 

表 2.2 交通安全學習手冊內容整理依年級別 

               年級 
 教學課題 

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 五年級 六年級

 行的安全 ˇ  ˇ  ˇ  

 上下學安全 ˇ  ˇ ˇ ˇ  

 穿越道路要小心 ˇ  ˇ  ˇ  

 認識號、誌標誌與標線 ˇ  ˇ    

 遵守交通規則與指揮  ˇ  ˇ ˇ  

 認識並維護交通設施  ˇ  ˇ ˇ ˇ 

 安全通過平交道  ˇ ˇ    

 安全乘車  ˇ  ˇ  ˇ 

 車輛暗藏危險  ˇ    ˇ 

 快樂遊  ˇ  ˇ   

 遊戲場所也要安全 ˇ ˇ  ˇ   

 騎乘腳踏車安全    ˇ ˇ  

 危機處理      ˇ 

  資料來源：[62]，本研究整理。 

 

「交通安全」難以單獨列為正式課程，陳鈨雄[64]認為退而求其次之作法便是可

與其他保護學生安全有關之項目合併而列為正式課程的一個學科。現代學生為順應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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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活，必須懂得有關安全之知識，學校如果能夠具體、詳細地教導，當真正碰到事

故或危險場合時，學生才能容易模仿而減少損害。若交通安全可以和其他安全知識合

併為一個學科，而以正式課程教導學生，學生當可學以致用，獲益匪淺。 

若上述方案皆不可行時，在編寫與規劃教材時，至少得將交通安全教材按其性質

分別編入各相關學科、領域之教科書裡，讓學生能在課堂上認真學到交通安全教材中

最重要的部份，藉以落實交通安全教育。 

在教材的設計上，過去學校的交通安全教育教材，多為教師先閱讀教師手冊，然

後再自行編製，因此其取捨難免總以教師的立場來做考量。然而，較適宜的方法應是

由交通主管機關會同專家學者，按照各學校各年級學生日常生活之需要，有系統、有

計畫地編纂整套交通安全教材，以提供予各學校採用，甚者，可配合地區特性與文化，

作區別性的調整。 

表 2.3 陳雅慧設計之各學習階段交通安全教育課題彙整表 

 第一學習階段（低年級）  第二學習階段（中年級） 第三學習階段（高年級）

必
要
課
程 

非
常
重
要
之 

1.行走的安全 
2.認識住家級學校周圍交通環

境 
3.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

險的地區 
4.安全帽與安全帶的使用 
5.安全通過平交道 

1.認識車輛潛在的危險 
2.雨天及夜間的行路安全 

1.交通標誌、標線、號制及相

關法規的遵行 
2.認識交通法規 

 

必
要
課
程 

重
要
之 

6.進行路線編組 
7.校園內行的安全 
8.安全搭乘交通工具 

3.乘車有禮 
4.行路有禮 
5.安全的騎乘腳踏車 
6.交通事故案例介紹 

3.生命共同體（珍惜自己與別

人的生命） 
4.乘車逃生訓練 
5.自我救護 

選
擇
課
程 

重
要
之 

9.學童上下學接送安全 
10.認識愛心導護商店 
11.安全搭乘電梯 
12.認識無障礙設施 

7.自我情緒的覺知與管理 
8.交通的未來世界 
9.認識高速公路 
10.認識大眾捷運系統 
11.維護交通設施 

6.交通工具故障之應變 
7.傷患救助 

發
展
理
論 

兒
童
心
智 

他律期： 
  透過對住家級學校周圍交

通環境的觀察與了解，促進個人

與他人生活安全之行為演練。 

他律期： 
  透過對住家級學校周圍

交通環境的觀察與了解，促進

個人與他人生活安全之行為

演練。 

「道德規範」轉換關卡： 
  發展守法觀念最佳時

機，所以培養交通法治觀念及

尊重生命觀念。 

資料來源：[62]，本研究整理。 

 

李緒武及蘇惠憫[22]歸納了一般在選擇教材時，必須特別注意到的幾個原則： 

一、系統知識原則：教材宜由淺而深，由簡入繁，且重視文化之累積與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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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用原則：對人生有用的即為好教材，教材應有益於人類日常生活。 

三、興趣需要原則：選定之教材應符合學習者之興趣與需要，進而解決問題。 

四、社會發展原則：強調教材須與時推移，並瞭解民主社會中個人之責任與培養

履行之能力。 

 

教材之選擇應根據教育目標，適合社會需求，適合學生的能力與身心發展，以最

有價值的教材，輔以活潑式的形式，將欲傳遞之知能以系統化方式編排與呈現。 

目前九十二學年度所全面使用之交通安全學習手冊，為了因應九年一貫課程，編

輯架構由原本的「人、車、道」修訂為「六大學習領域」。一至六年級一年一冊，各

册分別為六大單元，二十四個子題(學習重點)。一、二年級手冊編輯採學習單方式，

並將各學習重點之教學具體目標轉化為基本能力之實踐。三、四、五、六年級手冊的

編輯則注重於與學童的互動性與實用性。透過有趣、互動的遊戲設計，讓學童在輕鬆、

快樂的學習氣氛下學習基本的交通安全知識與問題；同時，透過具體、生活化的實作

設計，讓學童能在日常生活中實際演練，增強其交通安全基本知識與技能。本研究茲

將各年級學習重點整理如表 2.4 所示。 

 

表 2.4 九十二學年度國民小學各年級「交通安全學習手冊」主要學習單元 

冊 別 學 習 單 元 

一年級 
1.我家在哪裡 
2.平平安安上學去 
3.上下學小心走 

4.我認識的交通設施 
5.感謝您！交通的守護神 
6.校園平安行 

二年級 
1.社區平安行 
2.平安穿越道路 
3.聽從指揮，交通更順暢 

4.車輛附近可能的危險 
5.我認識的交通工具 
6.做個守規則的小天使 

三年級 
1.溫馨接送情 
2.雨天夜晚走路要小心 
3.道路設施知多少 

4.認識行人路權 
5.飛快的火車 
6.感恩的心 

四年級 

1.小小偵探－校內校外安全走一回 
2.超級比一比，請你跟我這樣做 
   －交通指揮 
3.交通安全你我他－認識交通安全設施 

4.坐車兜風去－乘車安全 
5.平安行、好心情－ 
   快樂遊玩、平安回家 
6.紅孩兒的風火輪－ 
   安全騎乘腳踏車 

五年級 

1.社區走透透 
2.道路萬花筒－安全設施及標線 
3.行的路上我和你－再談路權 

4.大家來找碴－ 
   搭(騎)乘交通工具的潛在危險 
5.安全法寶大搜尋 
6.道路尖兵 

六年級 
1.城市遊俠－快樂出門 
2.排除萬難－平安回家 
3.行車危險大追擊 

4.道路新秩序－人車路權 
5.認識我們的交通動脈 
6.心中有愛，交通無礙 

資料來源：整理自交通部、教育部九十二學年度交通安全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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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J. Dewey ) 認為，「教育應經驗繼續不斷地改組或改

造」，換言之，教學應從學生的經驗和活動出發[23]。其在「兒童與課程」一文中指

出，兒童興趣和需要、學科的專業知識、社會發展的需求，都是選擇及組織教育內容

的考慮因素。由於人類與其所處環境不斷變化，所以知識與經驗也不斷地被改造；故

課程概念之複雜、問題之探討研究，均不宜侷限在一觀點或一套理論[24]。 

李珀[21]在「有效能的教學」一書中曾提出ㄧ課程模式，其具有能掌握目標模式

及過程模式之優點，模式如圖 2.3 所示。在經過多年的實驗後，發現利用此課程模式

進行課程設計、教學目標、教學活動、評量與回饋等教學活動，均能收良好成效。 

 

伍振鷟、高強華[10]認為課程是學生在學校循著一定程序所進行的各種學習活

動。歷來課程學者對課程的探討亦各有所偏，觀點不一，就一般而言，課程的主要特

性應包括[10][54]： 

一、完整性：課程是融匯知識與生活經驗，兼顧認知、情意與技能的學習活動和

學習，故課程內容包括生活與人格的全面。 

二、動力性：課程不僅是靜態的知識或理論，更是靈活彈性的活動或經驗，而非

僵固靜態的計畫或學科。 

三、聯繫性：課程有縱的邏輯次序和橫的銜接配合，科目與科目之間亦然。 

四、平衡性：課程以達成健全人格之發展為目的，故專精與博通、自然與人文、

主修與選修之間均宜平衡。 

五、發展性：發展具有繼續不斷、止於至善的性質，繼續不斷發展的課程才能達

統整理想、健全人格之教育目的。 

 

課程的設計宜採融入式課程、戶外教學及交通安全主題活動三種方式。

Summerfield[124]指出國小學童的安全教育宜採融入式課程，不宜像國、高中以分科

方式進行。所謂融入式課程即是將交通安全概念融入健康、遊戲、音樂、工作、語文、

常識六大課程領域中，以活動的方式來實施。戶外教學是將學童引出戶外，從真實的

生活經驗中進行活化的交通安全教育，使知識、態度與行為皆能同時建立，達到即知

即行，能將知識、態度及技能具體實踐的功效。在交通安全主題活動方面，是辦理以

交通安全為主題的系列動態活動，如搶答、海報展、繪畫比賽、唱遊表演、賓果遊戲、

園遊會、交通安全教育觀摩教學…等，使學童從活動中獲得知識、建立觀念、練習技

能，並養成安全習慣[56]。 

由於學校所在地區人口密度與土地使用型態不同，故所面臨的交通問題也不盡相

同，故周明翰[29]認為，在相關交通安全教育課程中應探討國小學童在上下學途中，

校園周圍地區之交通安全狀況及相對應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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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  
Student    學科  

Subject matter  社會需求 
Society need      

                       

   哲學  
Philosophy   心理學  

Psychology    
           回饋環線（Feedback loop） 

   

       

   
→ 教學目標  

Object            

                    
     計劃  

Planning    
教材  

Material  
                 

教
學
前
的
準
備  

           課程設計  
Designing 

選擇學習經驗 
組織學習經驗 

   
   
   

                               

              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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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課程設計模式 

資料來源：[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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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實施現況暨改進措施研究報告」[66]以國民小

學教師為研究對象，自編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該研究指出，大部份的受試者認為手

冊內容有助於學生認知的學習及其行為的實踐，故能達成交通安全教育目標。然而，

手冊的編擬則應以學童日常生活中常接觸的交通安全事項為中心，應盡量避免不切實

際的深奧理論。該研究中亦對交通安全教育之課程內容提出建議，認為應該包括下列

五項： 

一、認識交通環境：指導孩童了解自己所屬學區的交通狀況，判斷怎樣才是安全

的上下學交通路線。 

二、遵守「行」的規定：國小學童從小就要知道「行」的方法，如不可闖紅燈等

觀念，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發生。 

三、了解乘車秩序：培養上下車禮節與交通事項之學習。 

四、認識標誌和號誌：為了維護交通安全，在許多地方都會設置交通標誌、標線

和號誌，學生若能了解其代表意義，在行的安全方面又將多一層保障。 

五、上下學排路隊：路隊的編組與訓練。 

 

在以學生日常生活接觸的交通安全事項為中心的考量下，城鄉差異之地區性，及

重視校園周圍交通狀況應是課程規劃之初所應考量之處，如此以學校為本位之課程未

來也將越見受重視。交通安全教育為一終身教育，如能將其納入正式課程，並配合時

代潮流適時地修改、調整內容，將可獲得更多學生及家長的重視與配合，因此綜合相

關文獻的探討，陳雅慧對未來建構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教材時，歸納以下幾項基本內容： 

一、認識交通環境：指導孩童了解學區的交通狀況，認識愛心導護商店，並重視

學童上下學接送之交通安全問題。 

二、遵守「行」的規定：國小學童從小就要知道「行」的方法，如不可闖紅燈等

觀念，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發生。 

三、了解乘車秩序：上下車禮節、路權觀念與交通事項之學習。 

四、認識標誌和號誌：為了維護交通安全，在許多地方都會設置交通標誌、標線

和號誌，如能了解其代表意義，在行的安全方面又將多一層保障。 

五、上下學排路隊：路隊的編組與訓練。 

六、認識交通之基本設施：包含大眾捷運系統、無障礙設施及電梯等。 

七、認識各種交通工具之基本性能與用途及定期安檢之必要性。 

八、認識交通法規、交通禮儀及交通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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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了解發生交通事故之防制事項：矯健身手之訓練、交通事故案例之介紹。 

十、危機處理能力：乘車逃生訓練、交通事故發生處理。 

 

綜合上述教材選擇原則，可知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教材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且對

受教者影響甚大，故符合最有價值教材之條件；而課程之設計除了應依據教育思潮與

改革發展外，在面臨九年一貫教改施行之環境變革下，交通安全教育也須因應此一波

潮流而發展新模式，以適性、實用之課程施教方能達最佳成效。 

 
 
 

2.8 小結 

回顧國內外相關文獻，發現國外先進國家對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成效、學生交通事

故發生原因有較深入之分析；然而，我國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則較著眼於現行交通安全

教育之檢討與推動方式。故本研究欲蒐集近年來國內學生交通安全教育教學內容，經

分析與研究後，對國內學生交通安全教育狀況與成效作進一步檢討。 

我國經濟成長、物質生活提昇、教育普及、國民的生活品味及守法、公共秩序、

守法精神，如能參考先進國家的優點，將其交通安全教育推行經驗納為參考與借鏡目

標，未來在推動上方能省去不少挫折與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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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問卷設計 

本章旨在介紹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方法，包括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教學內容分析、

整體研究架構之建立，同時本章亦針對問卷設計內容、試測結果與問卷修改作說明，

並簡述抽樣過程與問卷調查方式，最後則就本研究分析所使用之研究方法作一操作說

明與簡要介紹。 

 

3.1 系統分析與研究架構 

交通安全改善可從多方面著手，其系統分析圖如圖 3.1 所示。ㄧ般而言，可從用

路人行為、觀念與價值取向，以及環境等三方面著手進行交通安全的改善，而改善手

段乃藉由交通三要素：工程、教育、執法來進行，其中教育手段又可進一步從學校教

育、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切入，本研究僅就學校教育為主要研究課題。學校交通安

全教育主要教導對象為學生，學校在教育目標確定下，設計各式交通安全相關課程，

以求學生能建立正確態度與觀念、增長知識，並進而改變其交通行為，其關係如圖

3.2 所示。 

交通安全

用路人行為 環境
用路人觀念與
價值取向

工程 教育 執法

 ＊法規限制
 ＊違規取締
 ＊裁罰

 ＊設施設置
 ＊道路規劃
 ＊號誌調整
 ＊環境改善

 ＊家庭教育
 ＊社會教育

＊學校教育

 ＊交安觀念與認知
 ＊行為改變
 ＊道德與良知的約束

 
圖 3.1 交通安全改善系統分析圖 

 
 



 39

交通安全教育

學校教育 社會教育家庭教育

接
受
學
校
交
通

安
全
課
程

學生

態度 觀念 知識 行為
 

圖 3.2 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對象與目標之關係圖 
 

而本研究乃就目前交通安全教育課程作進一步分析，從中了解學生學習狀況與行

為反應。課程的安排隨著教育目標與交通環境變化而有所改變；然而，美日各國學者

皆認為學童交通安全教育課程的內容宜包含自我保護的概念、行人安全、腳踏車安

全、汽車安全、機車安全、火車安全等相關原則，還有危險性因果關係的認識和有效

行為的練習等[124]。 

「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實施現況暨改進措施研究報告」[36]指出，根

據交通部、教育部委託國立編譯館所研究之中小學交通安全教育課程規劃報告，國民

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應避免不切實際的駕駛技術和其他深奧的理論，而是應該就國小年

齡所接觸的交通安全事項為中心，提出教材綱要具體範圍，內容則應包括認識交通環

境、遵守「行」的規定、了解乘車秩序、認識標誌和號誌、上下學排路隊等。 

張振成[45]認為在交通安全教育的教學內容上應加強實用課程，建議實地了解學

生上下學的行經路線，模擬機車、腳踏車、步行學生可能遭遇的交通狀況，及應採行

的預防及應變措施。我國交通部、教育部所編印的現行交通安全教育手冊中也指出小

學的交通安全教育應包括行路安全指導、坐車安全指導、交通工具及交通規則的認

識、交通安全重要性及交通道德責任的瞭解等，亦即囊括了知識及技能的指導。 

故本研究從學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不同運具時，及所處環境、所學得之交通知識

為切入角度，進一步探討其交通行為，以作為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成功與否指標之參

考，此一分析架構圖如圖 3.3 所示。本研究即從學童在行人角色、汽機車乘坐者、腳

踏車使用人等身份時，及所處的安全環境、遇到問題或容易忽視的自身安全、危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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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以及該具備的交通知識等分析角度來探考教學課程之施行狀況。 

學生交通行為

行人安全

平交道安全

安全乘坐機車

安全使用腳踏
車

乘車安全

安全環境

自身安全
與危機處理

交通知識

 

圖 3.3 學生交通行為考慮層面關係圖 
 
 

3.2 探討課題與問卷設計 

學童單獨行動的交通安全常讓父母擔心；然而，父母親並無法隨時在旁邊叮嚀應

注意的細節，故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可針對不同通學方式的學童在途中可能面臨的交通

安全問題，提出因應的教學內容。本研究依據前述分析，綜合相關研究與現行交通安

全教育手冊內容，經過與小學學童訪談，並徵詢具有實際教學經驗之國小教師五人之

意見後，從八個角度來探討現行交通安全教育課程，詳述如下： 

ㄧ、行人安全 

學童最常以步行方式完成各旅次活動，行人交通安全是與其生活有最立即關係，

且最迫切需要指導的，故本研究就交通安全學習手冊內所提及課題，輔以實際上學生

常面臨的狀況，提出下列幾項討論課題： 

(1) 走路時要靠邊走 

(2) 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 

(3) 穿越道路時，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地下道 

(4) 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5) 不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 

(6) 由辨識行人專用號誌來通過道路 

二、平交道安全 

平交道安全教育在小學社會科課本中即有所接觸，此乃因平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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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將是難以撫平，傷害的可能不只自己，也可能危害到他人生命，故本研究於此提出

兩個研究課題： 

(1) 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停、看、聽」 

(2) 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 

三、安全使用腳踏車 

歷年來腳踏車駕駛者的死亡情形名列主要車種中的第四名[25]，在國內致力於推

動腳踏車使用的大環境趨勢下，學校應設法教育學童使用腳踏車時應多注意的細節，

以確保行車安全。相關報告指出，小孩子駕乘腳踏車的行為模式，將會成為其日後安

全駕駛的行為模式，故安全教育中應將腳踏車訓練納為課程之內，讓其從小便建立安

全意識及態度[107]。而本研究針對此一學習目標，探討了以下課題： 

(1) 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 

(2) 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 

(3) 不並排騎腳踏車 

四、安全乘坐機車 

根據交通部針對九十一年道路交通事故所做的分析，九十一年道路交通事故騎乘

機車受傷致死率 1.82%；其中未戴安全帽者受傷致死率 8.50%，戴安全帽者受傷致死

率 1.41%，此顯示騎乘機車時戴安全帽者的受傷致死率較低，安全較有保障。由於機

車為我國使用率極為普遍之運輸工具，復以其在交通意外裡總是帶來嚴重的傷害，故

學童有必要了解在乘坐上應注意之細節。故本研究據此提出兩個教學課題： 

(1) 乘坐機車時要戴安全帽 

(2) 乘坐機車時不側坐 

五、乘車安全 

由於兒童的綁架案件時有所聞，加上現代家庭結構簡化，子女人數降低，家長基

於疼愛子女的緣故，多以汽機車接送上學子女，除了前述安全乘坐機車的相關課題之

外，本研究擬從學童可能使用之其他運具來分析。根據交通安全手冊，學童在搭私人

小客車、小貨車、公車、計程車等汽車1時，均應有其他須特別注意之事項，本研究由

下列課題切入探討： 

(1) 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 

(2) 要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可以上下車 

                                                 

 
1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公路法，與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的法令對車輛之定義並不相同，本研究採道路交

通管理處罰條例第三條第八款所定義：「車輛」乃指在道路上以原動機行駛之汽車及機器腳踏車或以人

力、獸力行駛之車輛。故本研究所指之汽車與機器腳踏車為兩種不同之交通工具，二者互不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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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 

(4) 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 

(5) 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 

(6) 在車廂內不可以隨意走動追逐與喧嘩 

六、安全的環境 

ㄧ個設計良好、規劃適宜之交通環境能為交通安全教育的推展帶來許多幫助；然

而，在目前尚稱不理想的交通環境裡，學童不可能一直受學校教師與家長的保護，其

有必要自主地熟悉、了解所處環境裡的任何威脅與危險，進而成為創造安全交通環境

的一員。故本研究就此探討的課題包括： 

(1) 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2) 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 

(3) 認識導護商店的標誌與功用，及所在位置 

(4) 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 

(5) 排路隊並遵守路隊秩序 

(6) 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 

(7) 遵守紅綠燈燈號變化前進 

七、自身安全與危機處理 

一般而言，視覺限制是造成交通意外的原因之ㄧ[113]，從視覺上所看見的和實際

道路上情況會有誤差，駕駛人可能會將孩童誤以為是個距離很遠的大人，當ㄧ旦靠近

後就無法立即停止車輛，因此造成意外事故。交通事故發生的原因很多，學童可能在

無預警下，甚至無意中發生事故。然而，此時社會大眾每一個人都可提供緊急救護的

協助或自助。學校教育中除了教導學童道路上可能的潛在危險外，也應加強學童危機

處理能力。本研究從學童平時可能在無意中面臨的威脅作進一步探討，故僅就相關課

題作探討，包括： 

(1) 了解車子駕駛人所可能看不到的死角 

(2) 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式 

(3) 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 

(4) 陰天、起霧或者是夜晚時，要儘量穿戴顏色鮮明衣帽 

(5) 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 

(6) 發生交通事故時，自己能協助處理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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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交通知識 

交通安全知識重在實用，然而學校的教學往往偏重於理論的敘述、抽象事物的講

解，較少進行實際活動的探索[68]。本研究在教學知識上僅就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手冊

上所介紹之教學課題作討論，進一步了解學校教育在此知識的傳遞上是否能讓學生在

實際生活上學以致用，故研究課題包括： 

(1) 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名稱和意義 

(2) 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 
 

除了上述三十四個教學課題外，本研究在參考相關資料後，尚進一步從學生所能

辨別之交通標誌、設施，及基本交通指揮手勢來了解學生對於此二課題的吸收、了解

狀況。 

交通安全標誌在道路上能提供使用者警告訊息，學童是否能夠接受，並正確地辨

識，此為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於教學之後，所必須追蹤、檢討之處。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建議公共標誌認識率應達

67%的標準，本研究即依據此一標準來探討學童的學習狀況。而標誌圖形的選擇，吳

雅惠[17]曾以國民小學交通安全課本所編列教授的標誌為主要研究範圍，針對 2634
位南部地區國小學童進行交通安全標誌認識度研究，本研究根據其研究結果，從中選

擇符合 ISO 此一標準之十四個標誌圖形來做分析。而交通指揮手勢之選擇乃根據學習

手冊中所出現之六個指揮手勢來做學生認識度分析。 

 
 
 

3.3 問卷試測與修改 

本研究在民國 93 年 4 月初進行問卷之試測，試測對象為新竹市虎林國小，總計

32 份學生問卷、6 份教師問卷，其中有 9 份學生問卷及 1 份教師問卷為無效問卷，學

生部分問卷的有效回收率 71.9%，老師部分有效回收率為 83.3%。在施測過程中，除

了記錄受訪者填答問卷所需之時間外，並希望透過學校師生在填答的過程中能指出覺

得題意不清之處，並且提出感到疑惑的問題，以為本研究設計之問卷提供改進之建

議，本研究將試測之問題與修改結果整理如下： 

一、學生部分的受訪者對於本研究第一部分所要問的內容題目意思不甚瞭解，因

此本研究為使測驗能在標準一致的情況下實施，編有填答說明語，置於量表

的上方，以作為實施測驗的根據。因為本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生，故在用字遣

詞上須多做琢磨，以求能以該年紀所能理解之敘述方式來設計每一個問項。 

二、學生部分問卷中，第二部分的第一大題－交通標誌與設施圖形的辨識，問項

未說明是單選或複選，所以部分學生在填答的過程中未能適時地提出疑問，

僅就根據自己的判斷來填答，使得有 4 份問卷於此大題出現部份複選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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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施測人員恐無法完全掌握學生的填答狀況，本研究在填答說明語上加註

此為單選題的說明。 

三、學生部分問卷的個人基本資料的填寫中，有 8 位同學均漏填了第 6 小題，此

代表該小題的排板可能不佳，或是排序不當所致，故在對整個個人基本資料

部分的問項作調整後，以其它表示方式來呈現。 

四、學生部分個人基本資料中的第 12 題「是否常看到學校老師出現違規或危險的

交通行為」，學生在填寫上會與第 11 題「是否常看到家人出現違規或危險的

交通行為」作比較，他們認為家長的交通行為對他們而言是可以觀察到的，

所以能夠填答是否曾經察覺過他們的某些行為；然而，與老師在下了課後便

鮮少有所接觸，面對一樣的問題，學生可能產生疑惑。故本研究考慮在這樣

不同的狀況下，可能會出現不客觀的結果，故將此題予以刪除，而第 11 題則

予以保留。 

五、老師部分的問卷大致上沒出現太大問題，僅有老師反映問項過多，另外訂正

了幾個錯字，本研究於是逐一校對文字敘述，將錯字一一挑出。 

 

整體而言，本研究問卷在經過試測與多次修改後，已無語意不通順或定義不清楚

之地方。本研究之正式問卷分有學生部分問卷與教師部分問卷，學生部分問卷大致上

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針對本研究探討之三十四個教學課題，由學生回答自己所

接觸到的學校施行狀況，以及自己實際的落實情況；第二部分分別對常見道路標誌、

設施圖形與交通指揮手勢作辨識；第三部分則是個人基本資料。 

教師部分問卷則分為兩個部分，第一部分針對本研究探討之三十四個教學課題，

由教師回答自己認為各課題教學的重要程度、自己所觀察、感認到的學生實際行為，

以及自己在教學上是否遇到能力不足或資源缺乏狀況，問卷的第二部分則是填答教師

之基本資料，包括性別、年齡、服務年資、學校地區等。詳細之正式問卷內容可參考

附錄二與附錄三，以下將分述各研究課題內容與衡量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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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研究課題 

表 3.1 本研究教學課題研究整理表 

分析主題 題號 探討課題 

1 走路時要靠邊走 
2 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 
3 穿越道路時，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地下道 
4 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5 不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 

行人安全 

30 由辨識行人專用號誌來通過道路 
7 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停、看、聽」 

平交道安全 
18 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 
8 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 
9 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 安全使用腳踏車 

10 不並排騎腳踏車 
11 乘坐機車時要戴安全帽 

安全乘坐機車 
12 乘坐機車時不側坐 
13 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 
14 要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可以上下車 
15 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 
16 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 
17 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 

乘車安全 

19 在車廂內不可以隨意走動追逐與喧嘩 
21 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22 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 
23 認識導護商店的標誌與功用，及所在位置 
26 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 
27 排路隊並遵守路隊秩序 
28 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 

安全的環境 

29 遵守紅綠燈燈號變化前進 
6 了解車子駕駛人所可能看不到的死角 

20 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式 
24 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 
25 陰天、起霧或者是夜晚時，要儘量穿戴顏色鮮明衣帽 
33 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 

自身安全與危機

處理 

34 發生交通事故時，自己能協助處理的事情 
31 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名稱和意義 

交通知識 
32 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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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部分問卷之個人基本資料 

表 3.2 學生部分個人基本資料之問卷設計表 

變數名稱 衡量尺度 填答之內容 
(1)性別 名目尺度 (1)女  (2)男 
(2)年級 名目尺度 (1)五年級  (2)六年級 
(3)居住地區 名目尺度 開放性作答 

(4)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順序尺度
(1)步行  (2)腳踏車  (3)機車    (4)汽車 
(5)公車  (6)捷運    (7)計程車  (8)其他 

(5)學校有沒有編訂交通安全相關教

材或補充資料 名目尺度 (1)有  (2)無 

(6)有沒有參加過學校舉辦的交通安

全學藝競賽 名目尺度 (1)有  (2)無  (3)學校沒舉辦過 

(7)從交通安全學藝競賽中學到多少

可以真正活用在生活上的東西 順序尺度 依實際狀況採用五尺度量測  

(8)學校是否常針對交通事故案例作

介紹 順序尺度 依實際狀況採用五尺度量測 

(9)對現行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內容的

難易度感受 順序尺度 依感受程度採用五尺度量測 

(10)是否常見到父母出現違規或危

險的交通行為 順序尺度 依實際接觸程度狀況採用五尺度量測 

(11)親友中是否有人曾發生讓自己

印象深刻的交通意外 名目尺度 (1)有  (2)無 

(12)過去一年，自己是否曾發生交通

意外 名目尺度 (1)有  (2)無 

 
 

三、學生部分問卷之交通知識測試 

表 3.3 學生交通知識測試之問卷設計表 

變數名稱 衡量尺度 填答之內容 
對道路上常見交通標誌、設施圖

形之認識 名目尺度 14 個交通標誌、設施圖形與名稱之

配對 
對基本交通指揮手勢之認識 名目尺度 6 個交通指揮手勢與名稱之配對 

 



 47

四、教師部分問卷之個人基本資料 

表 3.4 教師部分個人基本資料之問卷設計表 

變數名稱 衡量尺度 填答之內容 
(1)性別 名目尺度 (1)女  (2)男 
(2)年齡 

順序尺度

(1) 21~25 歲  (2) 26~30 歲  (3) 31~35 歲

(4) 36~40 歲  (5) 41~45 歲  (6) 46~50 歲

(7) 51 歲以上 
(3)居住地區 名目尺度 開放性作答 
(4)婚姻狀況 名目尺度 (1)未婚 (2)已婚 (3)離婚 (4)其他 
(5)子女數 名目尺度 開放性作答 
(6)學歷背景 名目尺度 (1)師範院校  (2)一般大專  (3)其他 

(7)教學年資 順序尺度
(1)5 年內    (2)6~10 年  (3)11~15 年   
(4)16~20 年  (5)21 年以上 

(8)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順序尺度
(1)步行  (2)腳踏車  (3)機車    (4)汽車 
(5)公車  (6)捷運    (7)計程車  (8)其他 

(9)親友中是否有人曾發生讓自己

印象深刻的交通意外 名目尺度 (1)有  (2)無 

(10)過去一年，自己是否曾發生交

通意外 名目尺度 (1)有  (2)無 

(11)是否了解每年學童因交通意外

事故死亡所佔死亡人數之比例 順序尺度 依了解程度採用五尺度量測 

(12)配合學校交通安全相關策略與

活動的意願 順序尺度 依配合程度採用五尺度量測 

(13)交通安全教育教學方式 名目尺度

(1)相關科目聯絡教學

(3)注重平日隨機教育

(5)舉行校外實地參觀

(7)擬定具體獎懲辦法

(9)其他 

(2)利用視聽教學   
(4)利用校內情境佈置

(4)利用校內情境佈置

(8)邀請學者專家演講

(14)交通安全教育評量方式 名目尺度

(1)無  (2)利用評量試卷  (3)榮譽獎懲制度

(4)團體遊戲方式  (5)競賽活動  
(6)撰寫學習心得  (7)其他 

(15)對現行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內容

的難易度感受 順序尺度 依感受程度採用五尺度量測 

(16)教學過程中是否感到資訊缺乏 順序尺度 依教學經驗與感受程度採用五尺度量測 
(17)是否認同交通環境因城鄉差距

而有所不同 順序尺度 依實際經驗與認同程度採用五尺度量測 

(18)是否認同現行交通安全教材多

為都會學生而設計 順序尺度 依實際經驗與認同程度狀況採用五尺度量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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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料蒐集 

抽樣設計的目的在於此抽樣所得的樣本，對於欲研究的母體具代表性。本研究在

抽樣程序上，是依據圖 3.4 所述七個步驟來進行研究[70]，茲將逐一說明如下。 

界定母體

確定抽樣架構

選定抽樣方法

確定樣本單位

收集樣本資料

評估抽樣結果
 

圖 3.4 抽樣程序階段 

資料來源：[70] 

 

ㄧ、界定母體 

本研究所要調查的對象為北部七縣市國民小學的學校師生，又因考慮受試者的回

答是否真能反映且符合其實際狀況，及其是否有能力了解本研究所提出的問題，故本

研究將研究母體界定為目前就讀於北部七縣市國民小學的高年級(五、六年級)學生，

以及敎授其交通安全教育、與之互動頻繁的小學教師。 

二、確定抽樣架構 

以教育部彙編之九十二學年度各級學校名錄為抽樣架構，內容包括台北縣、桃園

縣、新竹縣、宜蘭縣、基隆市、新竹市、台北市等七縣市之國民小學。 

三、選擇抽樣方法 

由於母體龐大，限於時間、人力與成本等因素限制，本研究採用多階段抽樣

(Multi-stage Sampling)，透過 Microsoft Excel 內建程式，就上述所提及之國民小學

學校名錄之內容來進行隨機樣本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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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確定樣本大小 

本研究樣本大小的決定，乃根據 Roscoe 所提出的下列四項原則[119]： 

1、適合做研究的樣本數目，以三十個樣本數至五百個樣本數之間較適當。 

2、當樣本被分成次樣本群，如不同性別、不同職業的時候，每個次樣本群內的

樣本數應該不少於三十個。 

3、在從事多變量研究時，樣本數至少要大於研究中變數數倍，並且以十倍或以

上為最佳。 

4、對於有實驗控制的簡單實驗研究而言，樣本數控制在十至二十個之間為宜。 

此外，根據簡單隨機抽樣下的取樣原則，以「絕對精確度法」來評估比率

（proportion）的樣本大小之估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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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n 表所需之的樣本數； :E 表抽樣誤差之容許範圍； :p 表母體事件下出現的

機率值； :α 表顯著水準； :Z 代表常態分配在信心水準下之查表值。其中若對 p 值一

無所知，可以採取較保守的態度，設定為 0.5，使得 n 值為最大。在本研究當中，設

定α 為 0.05；E 為 0.05 時，故推得有效樣本數 n 至少為 385 個。 

本研究礙於各施測點相距甚遠，故採行郵寄問卷調查，但又恐將難以控制回收

率，且問卷問項略多，學生可能因為疏忽或不耐煩而造成問卷無效。故在樣本大小的

設計上，參考試測之有效回收率，若保守估計正式施測之有效回收問卷為四成時，本

研究之學生樣本抽樣應為 962 人；若預估有效回收問卷為五成時，此時學生樣本數則

為 770 人。因此，本研究在預估有四至五成的有效回收率下，將樣本大小設定在 770
至 962 份之間。 

五、選擇樣本單位 

本研究首先就教育部彙編之九十二學年度國小學校名錄，隨機抽樣 30 間學校，

先以電話聯繫，獲得 26 間學校願意接受調查。此外，由於許多學校力行小校小班制

度，故每個班級學生數雖然不盡相同，然而其均有邁向小班經營趨勢。復以抽樣學校

高年級各班學生人數均未滿四十人，部分學校各班人數甚至不超過三十人，再加上學

校的配合度難齊一，故在每一間學校願意配合的前提下，本研究設計每一間抽樣學校

均發放 35 份學生問卷，4 份教師問卷，總計發出 910 份學生問卷，104 份教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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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收集樣本資料 

一般利用問卷收集資料的方式有郵寄問卷（mail questionaries）與當面指導問卷

（personal administered questionaries）。當面指導問卷不但可以短時間回收問卷，

當答卷填答者有疑問時，更可以當面立即獲得澄清，此有助問卷的信度。而郵寄問卷

有低成本、且能降低偏差錯誤的優點，加上較佳的匿名性，容許研究進行時以最少的

樣本，進行大範圍地理區域的接觸。一般而言，當針對一個在地理上分佈的母體進行

廣泛的調查時，親自面談勢必涉及到非常昂貴的旅行成本，以及相當龐大的時間成

本；而郵寄問卷可以達到區域分散，以及時間、空間…等較節省成本[1]。本研究由於

研究地域範圍大，復以施測學校數目眾，礙於時間之故，難以一一派調查員到場做指

導，故採行郵寄方式發放問卷。 

本研究先以電話訪問方式，與每一間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負責老師，即生活教育組

長，或者其他訓導處、學務處教師聯繫，在徵詢校方與老師的支持與願意協助問卷調

查後，始發放問卷。問卷的發放迫於時間緊迫之故，除了較近的新竹縣市的學校由調

查員親自送達以外，其他各縣市各校均以郵寄為原則，同時密切與願意協助問卷調查

之教師作聯繫，盡可能地在施測前先釐清學生在填寫時可能出現的疑惑。雙方進行過

溝通與説明之後，若學生在填答時出現問題，則可由該名教師提供合宜的問卷填寫協

助。 

七、評估抽樣結果 

本研究調查時間自民國 93 年 4 月 15 日開始，截至 93 年 5 月 20 日止，總計回

收學生問卷 739 份，教師問卷 83 份，在刪除學生無效問卷 91 份、教師無效問卷 5
份之後，得學生有效問卷 648 份、教師有效問卷 78 份，前者有效回收率為 71.21%，

後者有效回收率達 75%。 

 
 
 

3.5 分析工具及分析方法 

在資料分析方面，本研究將所有回收的問卷資料，除去基本資料未填、作答不全

及固定反應方式者之外，計有效學生部分問卷 648 份、有效老師部分問卷 78 份。再

將問卷以 Excel 建檔、整理，利用 SPSS for Windows 11.5 統計分析套裝軟體進行資

料的統計分析處理。 

 

3.5.1 資料處理與基本資料分析 

本研究資料的收集，主要採用人員問卷法，所以在資料的處理上，可分為人工編

輯與電腦處理二部分： 

ㄧ、人工編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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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剔除回答不完整或相互矛盾之無效問卷，隨後將有效問卷之資料編碼、排

序，並以 Microsoft Excel 2003 進行資料建檔與編碼。 

二、電腦處理部分 

本研究採用 SPSS for Windows 11.5 統計軟體做為分析研究之工具，將已編碼之

資料庫資料，進行統計分析，並產生統計分析報表。同時透過敘述性統計分析來統計

學生與教師部分的人口統計變數名目資料出現的次數，並藉百分比方式來顯示原始樣

本資料的分佈概況。 

 

3.5.2 Ridit 分析法(參照單位分析法) 

本研究分析方法除了假設檢定與變異數分析之外，尚使用 Ridit 分析方法。Ridit
分析(或稱參照單位分析)，一詞為 Relative to an Identified Distribution 的縮寫 Rid 與
Unit 的詞尾 it 所組成。Ridit 分析方法是在 1958 年由 Bross 所介紹出來的，意指「與

特定分佈相對應的單位」，適用於名目尺度(Nominal scale)變數與順序尺度(Ordinal 
scale)變數的分析，所以非常適合被用來分析受訪者對於某些事物(類別尺度)的感

受，例如滿意度、重要性或者是其他以順序尺度衡量感受強度的問題，因為此種資料

非為區間尺度(Interval scale)或比例尺度(Ratio Scale)，故不適合以變異數分析或其

他適用於連續型變數的統計方法來做分析。Ridit 分析法乃利用累積機率分數

(cumulative probability score)來表示順序尺度中各順序等級之強弱，代替了一般任意

選擇順序等級中之百分比，並可以 Ridit 值進行假設檢定。 

Ridit 分析方法主要的目的便是想知道受訪者對於各項目感受程度(例如滿意度或

滿足程度)是否有所差異。在 Ridit 分析中必須有標準組的存在(常用以往資料或樣本含

量相當大的資料作為標準組)，以作為加權的基準，當分析者能從以往的文獻資料來

掌握大部分影響人們對於某一事物感受的題項時，則以合計項當作標準組，不然則以

「整體印象」當成標準組。當所先確定的標準組 Y 的分配為{ }c321jj L,,, =π ，第 j 項

之Ridit 為
2

FF
rc32j

2
1r

2
1r

Y
j

Y
1j

jj

1j

1k
kj11

+
==⎟

⎠
⎞

⎜
⎝
⎛+=⎟

⎠
⎞

⎜
⎝
⎛= −

−

=
∑ 或,,,,,, Lπππ ， 

其中 ,∑
=

=
j

1k
j

Y
jF π c321j ,,, L= ， c321 rrrr ≤≤≤≤ L ，第 i 項之平均 Ridit 為

∑
=

=
3

1j
ijji rR )(π ， )(ijπ 表示第 i 項第 j 順序等級之機率，標準組中各順序等級的值

∑
=

=
3

1j
jjrR π ，這些標準組R 值的期望值恆等於 0.5。 

對比組是來自標準母體的隨機樣本，當其信賴度為( α−1 )時，對比組母體R 值的

信賴區間包括 0.5 的機率為( α−1 )；反之，若此區間不包括 0.5，則對比組母體R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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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賴區間不包括 0.5 的機率為α ，而認為對比母體與標準母體有差異。其分析主要

步驟為[20、65、74、89]： 

 

一、設定虛無假設 

假設各問項之回答程序的順序等級沒有差異。 

二、卡方齊一性檢定 

正式進入 Ridit 分析前必須先以卡方檢定來檢驗各問項的順序等級(如同意、普

通、不同意）與各問項間是否有顯著差異。如果檢定結果為不拒絕虛無假設，則沒有

必要進行以下的步驟。 

三、選定標準組 

視研究目的來考慮是否合併順序等級為其他分制，如將七尺度量測尺度合併為三

分制，亦可維持原順序等級為標準組。 

四、計算對比組 

以對比組各順序等級次數乘以一個期望值恆等於 0.5 的標準組相應之 Ridit 值，

經過運算而得到對比組(隨機樣本)。 

五、假設檢定(Kruskal-Wallis test) 

利用 testWallisKruskal − 統計量為 ∑ −= 2)5.0(12 ii RnW 來檢定虛無假設，而 in

為第 i項之例數，當虛無假設 0H (各項目之意見的順序等級沒有差異)為真時，W 近以

似於 2
1−kχ ( k 為組數)。 

六、以信賴區間重疊法來分組 

當資料數量夠多，可視該平均值近似常態分配，進而利用 95%信賴區間之公式

^96.1
iRiR σ± ，試著找出項目間是否存在著差異，亦即使用 ^

iRσ 之最大值
in12

1
來檢定。

又因
12
196.1 × 近似於

3
1

，故可得在 95% 信賴區間下的 Ridit 值的範圍為

i
i n

R
3
1

± ( in 為第 i項之例數)。 

當對比組 95%信賴區間包括母體R 值，則對比組與標準組無顯著差異，本研究之

對比組為累積次數；反之則對比組與標準組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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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應用上除了檢定虛無假設外，並且可以利用R 值來排列各問項變數的需求、同

意程度。此外，以「信賴區間重疊法」來分組，若項目間的信賴區間有所重疊，代表

受試者對於這一些項目的感受無顯著差異；反之，若上下限沒有重疊的項目則代表有

著顯著差異[89]。 

本研究主要利用 Ridit 分析方法來檢定教師對各教學課題的學習重要性存在著顯

著性的差異看法，以及檢定教師對自身在教學交通安全課題上的部分能力不足亦存在

著顯著性差異。Ridit 值的計算與假設檢定之原理詳述如下[20、65、74]： 

 

一、計算Ridit 值[65] 

對於 k 個問項中，以 j 個順序尺度( j321 ,,, L )來衡量受訪者的反應，例如本研究

以五個衡量尺度 5321 ,,, L 來量測教師對教學課題的重要性的認同程度，其分別代表非

常重要、重要、普通、有點不重要及不太重要。在所考慮的列聯表裡，列表示類別變

數(Nominal Variable)，而行表示順序變數(Ordinal Variable)，以表示成對列的比較，

計算在每列中觀測值在順序尺度中趨勢強度。 

ijT 表示所有受訪者在第 i個問項中填答 j 的總數。 jT∗ 表示所有問項的填答中填答

j 的總數，故 ∑
=

∗ =
k

1i
ijj TT 。 ∗iT 表示扣除受訪者中未填答該問項後之第 i 個問項的填答

人數，也就是 ∑
=

∗ =
5

1j
iji TT 。 ∗∗T 表示所有受訪者有填答的問項的總數目，換言之，

∑∑
= =

∗∗ =
k

1i

5

1j
ijTT 。Ridit 值求算的運算步驟說明如下，為了更清楚此一運算過程，茲將整

理如表 3.5 與表 3.6 所示。 

 

步驟 1：計算將所有順序尺度 j 的填答總數 jT∗ , 521j ,,, L= 。 

步驟 2：將各 jT∗ 減半，以求得 jH 值，亦即 jj T
2
1H ∗= , 521j ,,, L= 。 

步驟 3：計算順序尺度 j 累進至前一等級( 1j − )的累積頻度 jM ，也就是

∑
−

=
∗=

1j

1i
ij TM , 521j ,,, L= 。 

步驟 4：計算 jH  與 jM 的總數 jS ，也就是 jjj MHS += , 521j ,,, L= 。 

步驟 5：計算比重
∗∗

∗ =
T
S

R j
j , 521j ,,, L= 。 

步驟 6：將 jR∗ 之值依 ijT 佔 jT∗ 之權重配置第 i問項第 j 個順序尺度的 Ridit 值 ijR ，

也就是 j
i

ij
ij R

T
T

R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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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計算所得之 ∗iR 即為第 i個問項的 Ridit 值，這些R 值的期望值恆等於 0.5[89]。 

表 3.5 各順序等級 jR∗ 值試算表 

  尺
度 
問項 

步

驟 
非常重要 

(1) 
重要 
(2) 

普通 
(3) 

有點不重要 
(4) 

不太重要 
(5) 

合

計

問項1  
M 

問項 i  
M  

問項 k  

 

11T  
M 
i1T  
M 
k1T  

12T  
M 
i2T  
M 
k2T  

13T  
M 
i3T  
M 
k3T  

14T  
M 
i4T  
M 
k4T  

15T  
M 
i5T  
M 
k5T  

∗1T
M 
∗iT
M 
∗kT

合計 (1) 1T∗  2T∗  3T∗  4T∗  5T∗  ∗∗T
 

(2) 11 T
2
1H ∗=  22 T

2
1H ∗=  33 T

2
1H ∗=  44 T

2
1H ∗=  55 T

2
1H ∗=  

 

 
(3) 

 ∑
=

∗=
1

1i
i2 TM  ∑

=
∗=

2

1i
i3 TM  ∑

=
∗=

3

1i
i4 TM  ∑

=
∗=

4

1i
i5 TM   

 (4) 11 HS =  222 MHS += 333 MHS += 444 MHS += 555 MHS +=  
 

(5) 
∗∗

∗ =
T
S

R 1
1  

∗∗
∗ =

T
S

R 2
2  

∗∗
∗ =

T
S

R 3
3  

∗∗
∗ =

T
S

R 4
4  

∗∗
∗ =

T
S

R 5
5   

資料來源：[65]，本研究整理。 

 

表 3.6 各 ijR 值對照表 

  尺度 
問項 

步

驟 
非常重要 重要 普通 有點不重要 不太重要 

R
值 

問項1  
M 

問項 i  
M  

問項 k  

(6) 

11R  
M 
i1R  
M 
k1R  

12R  
M 
i2R  
M 
k2R  

13R  
M 
i3R  
M 
k3R  

14R  
M 
i4R  
M 
k4R  

15R  
M 
i5R  
M 
k5R  

∗1R
M 
∗iR
M 
∗kR

資料來源：[65]，本研究整理。 

 

二、假設檢定[65] 

將所求算出的 Ridit 值以 WallisKruskal − 來檢定所有問項的重要性或滿意、贊同

程度是否有差異存在，故此處的虛無假設及對立假設應設為 

    0H ：所有問項之重要性或滿意、贊同程度無差異 

    1H ： 0H 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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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W 為檢定統計量， ∑
=

∗
∗∗

∗∗ −
+

=
k

1i

2
ii 50RT

1)F(T
12T

W ).( ，其中
∗∗∗∗

=
∗∗

−

−
=
∑

TT

TT
F 3

4

1i
i

3
i

為校正

因子(Correction Factor for Ties)，當樣本數( ∗∗T )夠大時，F 之值趨近於 1，故W 檢定

統計量可再進一步地化簡為 ∑ −×= ∗
2

ii 50RT12W ).( ，當虛無假設 0H 為真時，W 近

似於自由度為 1k − 之卡方分配，即 2
1kW )(~ −χ 。 

 

目前國內使用 Ridit 分析法來做順序資料分析的研究尚不多，李仁棻、黃登源

(1999)在「民國 86 年來華旅客消費及動向調查」的研究裡，以 Ridit 分析方法來驗證

旅客來華前後各項衡量項目之間是否有差異，從中瞭解差異來源是否因為文化背景不

同而產生不同的反應。廖雅慧(1998)則將其應用在藝術照攝影消費行為的研究中，針

對消費者在拍攝前對於產品服務等方面之重要性及拍攝後滿意度來作分析與應用。

Ridit 分析法在醫學上受到較多的注意，研究者以此方法來分析醫療之療效，而本研究

也將以此分析法作為教師意見看法差異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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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本章旨在對回收之資料進行相關驗證與分析，共分六小節。第一節是對回收樣本

以敘述統計方式做樣本結構分析。第二節就本研究所提出三十四個教學課題，對學校

交通安全教育實施成效進行分析。第三節則從不同背景脈絡分析學童的交通行為反應

差異。第四節對現行交通安全教育實施狀況進行分析與檢討。最後兩小節則是針對教

師部分進行問題探討，先是從教師角度辨別本研究提出課題之重要順序，然後就教師

在教學過程中所遇到之能力不足與資源缺乏狀況作一整體分析。 

 

4.1 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根據教育部所九十二年所彙編各級學校名錄，將研究範圍鎖定在北部七縣

市內的 771 間國民小學，扣除學校學生數過少(高年級學生人數低於 100 人)的學校，

以 Excel 內建隨機抽樣功能來選取學校，透過電話取得校方許可與教師同意後，總計

抽取 26 間學校進行調查。茲就研究對象分佈，整理列出如表 4.1 所示。 

表 4.1 樣本抽樣分佈表(按行政區域分) 

學生部份抽樣 老師部份抽樣 
行政區域 抽樣學校個數 

(間) 抽樣數(份) 有效樣本數

(份) 抽樣數(份) 有效樣本數

(份) 
台北縣 8 280358 =×  212 3248 =×  25 
桃園縣 5 175355 =×  99 2045 =×  11 
新竹縣 2 70352 =×  54 842 =×  6 
宜蘭縣 2 70352 =×  68 842 =×  7 
基隆市 1 35351 =×  30 441 =×  4 
新竹市 2 70352 =×  62 842 =×  7 
台北市 6 210356 =×  123 2446 =×  18 

總計 26 910 648 104 78 
 

本研究最後回收之問卷，在人工作業，及電腦輔助之下，刪去無效樣本，故可得

本研究有效問卷樣本數總計學生部份 648 份、老師部份 78 份。經整理分析後，依照

問卷問項編列成表 4.2 與表 4.3，以下則針對樣本結構進行說明。 

(1)受訪學生女學生略多於男學生，佔 52.7%。受訪教師亦以女性居多，佔 60.3%，

此乃因目前我國國小教師女性佔多數所致。 

(2)受訪學生以五年級學生略佔較大比例，為 54.2%。教師年齡分布以 26~30 歲

及 31~35 歲佔多數，分別為 35.9%、30.8%。我國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多由班

級導師來施行，此樣本分佈結果顯示目前小學教師多由較年輕的教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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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婚姻狀況為已婚者較多，佔 52.6%，子女人數以佔 51.3%的 0 位為多數，

其次為佔 32.1%的兩位。此乃因目前台灣社會新生兒出生率過低，再加上受

訪對象多較為年輕之故。 

(4)教師學歷背景以師範院校學生所佔比例較重(76.9%)，此結果與過去國小教師

均來自師範學院學生有所出入，此乃因我國小學教師培育機構多元化，培育

中心與師資班陸續成立所致。 

(5)教師教學年資以十年內的佔了七成左右，其中年資五年內的新手老師佔

44.9%，擁有 16 年以上教學經驗的僅佔 5.2%。 

(6)在最常使用的工具上，學生部份以步行(25.6%)、腳踏車(20.6%)佔多數，教師

則以機車(27.0%)、步行(25.7%)、汽車(22.2%)為主。本研究對象最常發生之

旅運目的即為上下學，而我國小學入學方式採行學區制，學生自居住地到學

校距離不遠，故多以步行或使用腳踏車為主要上下學方式。 

(7)在學校針對交通安全教育所設計之教材與活動方面，78.7%的學生曾注意到學

校所發的補充教材。59.4%的學生未曾參加過各式交通安全學藝競賽，59.8%
的學生表示能從中獲得能實用在生活上的技能與知識，27.0%的學生則認為還

好。在針對交通安全事故案例的介紹上，45.4%的學生表示學校有在介紹，而

對學校交通安全課程的難易度，大部份(55.2%)的學生認為難度適中。 

(8)30.2%的學生很少看到父母親出現違規或危險的交通行為，完全沒看過父母親

出現違規或危險交通行為的學生僅佔 16.5%。 

(9)有 74.4%的教師及 68.8%的學生對親友曾發生過交通意外事故感到印象深

刻。在過去一年裡，本研究抽樣對象中，有 10 位老師(12.8%)及 83 位學生

(12.8%)曾發生過交通意外。 

(10)對於每年學童因為交通意外事故而死亡所占學童死亡人數之比例的了解，

67.9%的老師均表示不太清楚，完全不清楚的教師亦有 14.1%。然而，教師們

對於學校所施行之交通安全教育政策，98.7%的教師均有頗高的意願配合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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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學生樣本結構分析表 

性別 學校是否常介紹真實交通事故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女 340 52.5% 常常介紹 132 20.4 
男 308 47.5% 有介紹 294 45.4 

年級 還好 168 25.9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很少介紹 43 6.6 
五年級 351 54.2% 幾乎沒介紹 11 1.7 
六年級 297 45.8% 交通安全課程難易度感受 

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太難了 15 2.3% 
步行 491 25.6% 有點難 122 18.8% 
腳踏車 395 20.6% 難度適中 358 55.2% 
機車 334 17.4% 有點簡單 93 14.4% 
汽車 356 18.6% 太簡單了 59 9.1% 
公車 184 9.6% 未作答 1 0.2% 
捷運 106 5.5% 
計程車 34 1.8% 

是否常見到父母的違規或危

險交通行為 
其他 18 0.9%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補充教材的有無 時常看到 36 5.7%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偶爾看到 153 23.6% 
有 510 78.7% 很少 196 30.2% 
無 138 21.3% 幾乎沒看過 155 23.9% 
項目 有無參加過交安學藝競賽 完全沒看過 107 16.5% 
有 234 36.1% 
無 385 59.4% 

項目 是否有親友曾發生讓自己印

象深刻的交通意外 
學校沒舉辦 29 4.5% 有 202 31.2% 

無 446 68.8% 
從學藝競賽中能否學到許

多可活用於生活上的東西 項目 自己過去一年有無發生交通

意外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有 83 12.8% 
學到很多 172 26.5% 無 565 87.2% 
有學到 216 33.3%    
還好 175 27.0%    
很少 46 7.1%    

幾乎沒學到 37 5.7%    
未作答 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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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教師樣本結構分析表 

性別 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女 47 60.3% 步行 59 25.7% 
男 31 39.7% 腳踏車 10 4.3% 

年齡 機車 62 27.0%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汽車 51 22.2% 
21~25 歲 5 6.4% 公車 26 11.3% 
26~30 歲 28 35.9% 捷運 19 8.3% 
31~35 歲 24 30.8% 計程車 2 0.9% 
36~40 歲 15 19.2% 其他 1 0.4% 
41~45 歲 3 3.8% 
46~50 歲 3 3.8% 

是否有親友曾發生讓自己

印象深刻的交通意外 
51 歲以上 0 0%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婚姻狀況 有 58 74.4%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無 20 25.6% 
未婚 34 43.6% 
已婚 41 52.6% 

自己過去一年有無發生交

通意外 
離婚 2 2.6%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其他 1 1.3% 有 10 12.8% 
子女人數 無 68 87.2%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0 位 40 51.3% 
對學童交通意外事故死亡

的了解 
1 位 10 12.8%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2 位 25 32.1% 非常了解 0 0% 
3 位 3 3.8% 了解 3 3.8% 

學歷背景 大概了解 11 14.1%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不太清楚 53 67.9% 
師範院校 60 76.9% 完全不清楚 11 14.1% 
一般大專 17 21.8% 
其他 1 1.3% 

配合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政

策之意願 
教學年資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項目 
樣本數 百分比 非常願意 35 44.9% 

5 年內 35 44.9% 願意 42 53.8% 
6~10 年 20 25.6% 普通 1 1.3% 
11~15 年 19 24.4% 不願意 0 0% 
16~20 年 2 2.6% 非常不願意 0 0% 
21 年以上 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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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成效分析 

本研究以學生能否將在學校所學之交通知識、態度，及技能活用於日常生活中當

作教育成效與否之衡量標準，並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學校施行狀況對學生交通行

為反應的關聯性研究，然而在進行變異數分析前須注意其假設。本研究所進行的單因

子變異數分析的步驟如下： 

ㄧ、進行 Levene 變異數同質性檢定，若結果未達顯著水準，則可謂各組的變異數

是相同的，此時方可繼續進行變異數分析。 

二、進行變異數分析時，若該檢定題項的 F 值達顯著水準，則表示各組平均數之

間的顯著變異，且表示至少有一對(兩組)平均數之間存在著顯著差異存在。 

三、以薛費法(sheffe)多重比較進行「事後分析」，找出平均數存有差異的組別。 

本研究以學校施行狀況當作自變數，學生落實於生活上之行為為依變數，在量測

時以順序尺度五尺度施測，學校「總有教」編為第 5 組，學校「幾乎沒有教」則編為

第 1 組；學生就其生活中落實狀況依順序五尺度填答，「非常確定能」落實者得分 5
分，「幾乎沒辦法遵守」者得分為 1 分，本研究就學生回答結果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其結果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整理如表 4.4。 

就 34 個課題的顯著性進行討論，可發現各課題在不同的施行狀況下均達顯著差

異，此表示學校教學的強度將左右學生行為的改變，若再進一步進行事後分析，可分

別得知在各課題中有顯著差異之組別。由整體趨勢看來，學校越能頻繁教導學生，學

生於其生活中能落實之交通行為差異則越顯著，此象徵著學校交通安全教育確實有其

功效存在，且將會依教導、宣導頻率強度而不斷地強化學生行為認知。 

 

教育成效之量測較為棘手的便是過於主觀，學生可能認為自己能充分發揮所學，

但是老師卻認為學生尚未能把握真正問題核心與解決方式。是故，本研究進一步從教

師角度與從學生角度來觀察學生交通行為，從中探討二者是否會出現不一樣的行為定

義，是否對學生落實交通教育所教導知識與技能的程度出現不一致的看法。 

本研究以教師所觀察到的學生交通行為得分與學生自認為的交通行為得分，進行

獨立樣本 T 考驗。當教師們認為學生「總是能」活用、遵守該課題時，得分 5 分，量

測採順序尺度五尺度，當教師認為學生「幾乎沒有」活用、遵守該課題時，得分 1 分；

而學生部份意見則採行上述量測之結果。本研究就教師與學生對於學生交通行為反應

看法差異所作之 T 考驗摘要如表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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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學校施行狀況與學生行為反應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課題內容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1.走路時要靠邊走 12.370 0.000*** 5>2, 5>3, 5>4 
2.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 6.253 0.000*** 5>1, 5>2, 5>3, 5>4 
3.穿越道路時，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地下道 18.791 0.000*** 3>1, 3>2,4>1, 4>2, 5>1, 5>2 
4.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7.765 0.000*** 5>1, 5>2, 5>3 

5.不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 18.700 0.000*** 4>1, 4>2, 
5>1, 5>2, 5>3, 5>4 

6.了解車子駕駛人所可能看不到的死角 8.196 0.000*** 2>1, 3>2, 4>2, 
5>1, 5>2, 5>3, 5>4 

7.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停、看、聽」 13.730 0.000*** 5>1, 5>2, 5>3, 5>4 
8.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 8.673 0.000*** 4>1, 5>1, 5>2 

9.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 10.584 0.000*** 2>1, 3>1, 4>1, 
5>1, 5>2, 5>3, 5>4 

10.不並排騎腳踏車 10.601 0.000*** 3>1, 4>1,  
5>1, 5>2, 5>3, 5>4 

11.乘坐機車時要戴安全帽 13.002 0.000*** 5>1, 5>2, 5>3, 5>4 
12.乘坐機車時不側坐 7.599 0.000*** 4>1, 5>1 
13.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 2.013 0.091* 5>2 
14.要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可以上下車 7.296 0.000*** 4>1,4>3, 5>1, 5>2, 5>3 
15.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 18.692 0.000*** 4>1, 4>2, 4>3, 5>1, 5>2, 5>3 
16.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 14.260 0.000*** 4>2, 5>2, 5>3, 5>4 
17.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 17.728 0.000*** 5>1, 5>2, 5>3, 5>4 
18.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 12.020 0.000*** 5>1, 5>2, 5>3, 5>4 
19.在車廂內不可以隨意走動追逐與喧嘩 9.850 0.000*** 5>1, 5>2, 5>3, 5>4 
20.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式 15.203 0.000*** 4>1,4>2, 5>1, 5>2, 5>3 
21.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18.125 0.000*** 4>1, 4>2, 4>3, 5>1,  5>2, 5>3
22.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 24.938 0.000*** 4>2, 5>2, 5>3, 5>4 
23.認識導護商店的標誌與功用，及所在位置 16.986 0.000*** 3>1, 4>1, 5>1, 5>2, 5>3, 5>4 
24.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 25.270 0.000*** 2>1, 4>1, 5>1, 5>2, 5>3, 5>4 

25.陰天、起霧或夜晚時，要儘量穿戴顏色鮮明衣帽 34.522 0.000*** 3>1, 4>1, 4>2, 4>3, 5>1, 5>2, 
5>3, 5>4 

26.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 20.083 0.000*** 4>3, 5>2, 5>3, 5>4 
27.排路隊並遵守路隊秩序 19.347 0.000*** 5>1, 5>2, 5>3, 5>4 
28.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 7.713 0.000*** 4>1, 5>1 
29.遵守紅綠燈燈號變化前進 14.843 0.000*** 4>1,4>2, 5>1, 5>2, 5>3 
30.由辨識行人專用號誌來通過道路 9.883 0.000*** 5>1, 5>2, 5>3, 5>4 
31.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名稱和意義 11.866 0.000*** 5>1, 5>2, 5>3, 5>4 
32.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 7.810 0.000*** 5>1, 5>2, 5>3 

33.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 28.420 0.000*** 3>1, 4>1, 4>2, 4>3,  
5>1, 5>2, 5>3 

34.發生交通事故時，自己能協助處理的事情 5.860 0.000*** 5>1, 5>2, 5>3, 5>4 
註 1：*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1，***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001 
註 2：事後比較中，”5”為學校”總是有”教，”4”為學校”經常有”教，”3”為”普通”，”2”為學校”偶爾有”教，”1”為學校”

幾乎沒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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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教師與學生對於學生交通行為反應看法差異之 T 考驗摘要表 

課題內容 T 值 顯著性 組別 平均數 比較 

學生 4.43 1.走路時要靠邊走 4.583 0.000***
教師 4.03 

學生>教師

學生 4.53 2.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 6.326 0.000***
教師 3.95 

學生>教師

學生 4.09 3.穿越道路時，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地下道 4.856 0.000***
教師 3.65 

學生>教師

學生 4.49 4.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8.763 0.000***
教師 3.59 

學生>教師

學生 4.19 5.不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 7.624 0.000***
教師 3.31 

學生>教師

學生 4.08 6.了解車子駕駛人所可能看不到的死角 7.169 0.000***
教師 3.23 

學生>教師

學生 4.44 7.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停、看、聽」 7.905 0.000***
教師 3.63 

學生>教師

學生 3.92 8.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 6.166 0.000***
教師 3.12 

學生>教師

學生 3.19 9.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 3.871 0.000***
教師 2.56 

學生>教師

學生 4.04 10.不並排騎腳踏車 9.620 0.000***
教師 3.00 

學生>教師

學生 4.38 11.乘坐機車時要戴安全帽 3.563 0.000***
教師 3.97 

學生>教師

學生 4.67 12.乘坐機車時不側坐 8.915 0.000***
教師 3.87 

學生>教師

學生 4.32 13.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 1.277 0.202 
教師 4.00 

學生>教師

學生 4.44 14.要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可以上下車 5.237 0.000***
教師 3.92 

學生>教師

學生 4.10 15.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 3.081 0.002***
教師 3.74 

學生>教師

學生 4.41 16.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 5.250 0.000***
教師 3.88 

學生>教師

學生 4.43 17.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 4.695 0.000***
教師 3.94 

學生>教師

學生 4.51 18.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 7.480 0.000***
教師 3.74 

學生>教師

學生 4.29 19.在車廂內不可以隨意走動追逐與喧嘩 6.997 0.000***
教師 3.54 

學生>教師

學生 4.01 20.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式 4.615 0.000***
學生 3.47 

學生>教師

教師 4.37 21.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3.393 0.001***
學生 4.03 

學生>教師

學生 4.29 22.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 4.505 0.000***
教師 3.90 

學生>教師

註：***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001，**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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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教師與學生對於學生交通行為反應看法差異之 T 考驗摘要表(續) 

課題內容 T 值 顯著性 組別 平均數 比較 

學生 4.04 23.認識導護商店的標誌與功用，及所在位置 3.701 0.000***
教師 3.58 

學生>教師

學生 4.10 24.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 3.660 0.000***
教師 3.73 

學生>教師

學生 3.97 25.陰天、起霧或夜晚時，要儘量穿戴顏色鮮明衣帽 3.113 0.002***
教師 3.58 

學生>教師

學生 4.46 26.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 3.943 0.000***
教師 4.08 

學生>教師

學生 4.23 27.排路隊並遵守路隊秩序 2.732 0.007***
教師 3.97 

學生>教師

學生 3.76 28.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 2.026 0.043**
教師 3.49 

學生>教師

學生 4.34 29.遵守紅綠燈燈號變化前進 4.892 0.000***
教師 3.95 

學生>教師

學生 4.30 30.由辨識行人專用號誌來通過道路 5.210 0.000***
教師 3.87 

學生>教師

學生 4.28 31.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名稱和意義 5.161 0.000***
教師 3.78 

學生>教師

學生 4.25 32.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 4.351 0.000***
教師 3.82 

學生>教師

學生 3.95 33.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 6.688 0.000***
教師 3.13 

學生>教師

學生 4.33 34.發生交通事故時，自己能協助處理的事情 10.39
4 0.000***

教師 3.18 
學生>教師

註：***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001，**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05 

 
 

34 個研究課題中，除了「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與「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

跑」之外，其餘 32 個課題均達 0.001 的顯著水準，代表著教師與學生間的看法存在

顯著差異。從教師與學生對各課題看法的平均數分布來看，可以發現所有得分均以學

生看法得分大於教師看法得分，此結果可能反映出學生高估自己真實生活裡的行為表

現，也因此往往在無意中發生交通意外事故。除此之外，此結果也可能導因於教師未

能全然瞭解學生的交通行為，故在填答時持以保守態度作答。 

針對此結果，學校在施教時，可斟酌加深課程程度，避免因教導過於理想化或過

於簡單的議題，而使得學生小看了真實環境中各交通狀況的嚴重度，或輕忽各潛在危

險的威脅性與傷害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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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不同背景脈絡之小學學童交通行為差異之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不同背景脈絡的小學學生的交通安全行為反應差異，包括比較不同

年級、不同性別，以及使用不同運具的學童是否存在著不同的交通行為反應。 

 

4.3.1 不同性別交通行為差異之分析 

不同性別的國小學童的交通行為反應經 T 考驗分析後，其摘要表如表 4.6 所示。

一般而言，女性學生得分平均數高於男性學生，此表現在交通行為反應上，象徵著女

性較能表現出適宜的交通行為，此現象與一般人普遍認為的「女生比較會遵守規矩，

比較細心，故能多注意細節，因此能增加行動的安全性」觀念相呼應。 

不同性別的國小學童在部份交通行為表現上出現顯著差異，其中以「要等車子停

穩了以後才可以上下車」、「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達 0.001 顯著水準。 

而在「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不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乘坐機車時不側

坐」、「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不

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認識導護商店的標誌

與功用，及所在位置」、「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陰天、起霧或

夜晚時，要儘量穿戴顏色鮮明衣帽」、「排路隊並遵守路隊秩序」、「基本的交通指

揮手勢」等課題裡，不同性別的交通行為出現顯著水準達 0.05 的顯著差異。 

「了解車子駕駛人所可能看不到的死角」、「不並排騎腳踏車」、「乘坐機車時

要戴安全帽」、「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

險的地區」則達 0.1 之顯著水準。 

 

根據此研究結果可得知，不同性別的學童會有不同的交通行為，故學校的教學方

向應視學生的特質而做調整。男性學童的交通行為表現幾乎全面地不如女性學童佳，

此為學校教育上必須作檢討、力求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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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不同性別的國小學童在交通行為上的 T 考驗摘要表 

課題內容 T 值 顯著性 組別 平均數 比較 
女 4.45 1.走路時要靠邊走 0.926 0.355 
男 4.39 

女>男 

女 4.59 2.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 2.261 0.024** 
男 4.46 

女>男 

女 4.14 3.穿越道路時，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地下道 1.329 0.184 
男 4.04 

女>男 

女 4.53 4.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2.719 0.007** 
男 4.31 

女>男 

女 4.23 5.不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 3.304 0.001** 
男 3.94 

女>男 

女 4.03 6.了解車子駕駛人所可能看不到的死角 1.814 0.070* 
男 3.85 

女>男 

女 4.42 7.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停、看、聽」 0.961 0.337 
男 4.34 

女>男 

女 3.86 8.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 2.092 0.037** 
男 3.64 

女>男 

女 3.12 9.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 1.411 0.159 
男 2.96 

女>男 

女 3.95 10.不並排騎腳踏車 1.669 0.096* 
男 3.78 

女>男 

女 4.39 11.乘坐機車時要戴安全帽 1.801 0.072* 
男 4.24 

女>男 

女 4.69 12.乘坐機車時不側坐 2.168 0.031** 
男 4.54 

女>男 

女 4.22 13.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 -0.466 0.641 
男 4.30 

男>女 

女 4.53 14.要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可以上下車 3.985 0.000***
男 4.22 

女>男 

女 4.14 15.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 3.300 0.001** 
男 3.83 

女>男 

女 4.50 16.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 3.500 0.001** 
男 4.24 

女>男 

女 4.50 17.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 2.726 0.007** 
男 4.29 

女>男 

女 4.58 18.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 2.774 0.006** 
男 4.37 

女>男 

女 4.28 19.在車廂內不可以隨意走動追逐與喧嘩 1.159 0.247 
男 4.19 

女>男 

女 3.68 20.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式 -0.723 0.470 
男 3.76 

男>女 

女 4.36 21.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1.956 0.051* 
男 4.20 

女>男 

女 4.31 22.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 1.877 0.061* 
男 4.16 

女>男 

註：*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1，**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05，***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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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不同性別的國小學童在交通行為上的 T 考驗摘要表(續) 

課題內容 T 值 顯著性 組別 平均數 比較 
女 4.00 23.認識導護商店的標誌與功用，及所在位置 2.873 0.004** 
男 3.70 

女>男 

女 4.12 24.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 2.837 0.005** 
男 3.84 

女>男 

女 3.95 25.陰天、起霧或夜晚時，要儘量穿戴顏色鮮明衣帽 2.839 0.005** 
男 3.65 

女>男 

女 4.43 26.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 1.237 0.217 
男 4.34 

女>男 

女 4.30 27.排路隊並遵守路隊秩序 3.412 0.001** 
男 4.01 

女>男 

女 3.86 28.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 4.102 0.000***
男 3.46 

女>男 

女 4.35 29.遵守紅綠燈燈號變化前進 1.257 0.209 
男 4.25 

女>男 

女 4.28 30.由辨識行人專用號誌來通過道路 1.305 0.192 
男 4.17 

女>男 

女 4.22 31.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名稱和意義 0.921 0.357 
男 4.14 

女>男 

女 4.24 32.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 2.324 0.020** 
男 4.04 

女>男 

女 3.76 33.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 1.148 0.253 
男 3.64 

女>男 

女 4.27 34.發生交通事故時，自己能協助處理的事情 1.079 0.281 
男 4.17 

女>男 

註：*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1，**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05，***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001 
 

4.3.2 不同年級學生交通行為差異之分析 

交通安全教育教材乃以一至六不同年級學童的認知能力程度為基軸，採螺旋式課

程設計，同一學習單元以由淺而深的方式，分別出現於各年級中，故越高年級的學童

受過越深入的教學指導，其交通行為反應也可能因此出現差異，本研究就此進行探

討，不同年級小學學童在交通行為上的反應經 T 考驗分析，其摘要如表 4.7 所示。 

大致上六年級學生平均數高於五年級學生，此表現在交通行為反應上，象徵著較

高年級的學生較能表現出適當、正確的交通行為，這與六年級多接受一年的交通安全

教育有關係。 

不同年級的國小學童在部份交通行為表現上出現顯著差異，其中以「經過平交道

的時候要『停、看、聽』」、「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上下車開門前要

注意小心後面來車」、「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

環境」、「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

的雨具」、「陰天、起霧或夜晚時，要儘量穿戴顏色鮮明衣帽」、「排路隊並遵守路

隊秩序」等課題裡，不同年級學生的交通行為出現顯著水準達 0.05 的顯著差異。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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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年級的學生在「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乘坐機車時不側坐」、「不可以

將頭、手伸出車窗外」等議題上亦在 0.1 的顯著水準下達顯著差異。 

此外，本研究就年級別所作的比較裡，各達顯著差異的課題中，除了「騎腳踏車

時，不跟同學雙載」、「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不但達顯著差異，且以五年

級表現較佳外，其餘均為六年級學生表現比較好，造成此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本研

究抽樣中，以腳踏車為主要運具的學生中，以五年級學生佔多數(55.9%)之故。 

根據此研究結果，不同年級會影響其交通行為，故學校的教學方向也必須視學生

特質而做調整。若高年級學童的交通行為表現較低年級學童差則代表學校交通安全教

育出現問題或是學生無法將所學落實於日常生活中，甚至可能是因為受其他因素影響

所致，此時學校教育則必須作檢討、力求改進，以求適用於各種背景環境的學生。 

表 4.7 不同年級的國小學童在交通行為上的 T 考驗摘要表 

課題內容 T 值 顯著性 組別 平均數 比較

五年級 4.38 1.走路時要靠邊走 -1.516 0.130 
六年級 4.48 

六>五

五年級 4.50 2.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 -0.972 0.331 
六年級 4.56 

六>五

五年級 4.09 3.穿越道路時，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地下道 -0.116 0.908 
六年級 4.10 

六>五

五年級 4.37 4.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1.490 0.137 
六年級 4.49 

六>五

五年級 4.13 5.不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 0.927 0.354 
六年級 4.05 

五>六

五年級 3.93 6.了解車子駕駛人所可能看不到的死角 -0.427 0.670 
六年級 3.97 

六>五

五年級 4.30 7.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停、看、聽」 -2.241 0.025**
六年級 4.47 

六>五

五年級 3.84 8.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 1.656 0.098* 
六年級 3.67 

五>六

五年級 3.18 9.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 2.476 0.014**
六年級 2.89 

五>六

五年級 3.90 10.不並排騎腳踏車 0.669 0.504 
六年級 3.84 

五>六

五年級 4.26 11.乘坐機車時要戴安全帽 -1.522 0.128 
六年級 4.39 

六>五

五年級 4.56 12.乘坐機車時不側坐 -1.904 0.057* 
六年級 4.69 

六>五

五年級 4.16 13.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 -1.188 0.235 
六年級 4.37 

六>五

五年級 4.38 14.要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可以上下車 -0.155 0.877 
六年級 4.39 

六>五

五年級 4.00 15.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 0.140 0.889 
六年級 3.99 

五>六

五年級 4.30 16.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 -2.272 0.023**
六年級 4.47 

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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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1，**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05 

表 4.7 不同年級的國小學童在交通行為上的 T 考驗摘要表(續) 

課題內容 T 值 顯著性 組別 平均數 比較

五年級 4.35 17.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 -1.670 0.095* 
六年級 4.47 

六>五

五年級 4.40 18.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 -2.322 0.021**
六年級 4.57 

六>五

五年級 4.25 19.在車廂內不可以隨意走動追逐與喧嘩 0.521 0.603 
六年級 4.21 

五>六

五年級 3.73 20.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式 0.197 0.844 
六年級 3.71 

五>六

五年級 4.21 21.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2.035 0.042**
六年級 4.37 

六>五

五年級 4.17 22.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 -2.022 0.044**
六年級 4.33 

六>五

五年級 3.86 23.認識導護商店的標誌與功用，及所在位置 -0.042 0.967 
六年級 3.86 

六>五

五年級 3.89 24.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 -2.123 0.034**
六年級 4.10 

六>五

五年級 3.70 25.陰天、起霧或夜晚時，要儘量穿戴顏色鮮明衣帽 -2.334 0.020**
六年級 3.94 

六>五

五年級 4.36 26.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 -0.919 0.358 
六年級 4.43 

六>五

五年級 4.09 27.排路隊並遵守路隊秩序 -1.993 0.047**
六年級 4.26 

六>五

五年級 3.72 28.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 0.975 0.330 
六年級 3.62 

五>六

五年級 4.28 29.遵守紅綠燈燈號變化前進 -0.560 0.576 
六年級 4.33 

六>五

五年級 4.21 30.由辨識行人專用號誌來通過道路 -0.606 0.545 
六年級 4.26 

六>五

五年級 4.19 31.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名稱和意義 0.214 0.831 
六年級 4.18 

五>六

五年級 4.13 32.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 -0.495 0.620 
六年級 4.17 

六>五

五年級 3.70 33.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 -0.090 0.929 
六年級 3.71 

六>五

五年級 4.17 34.發生交通事故時，自己能協助處理的事情 -1.344 0.179 
六年級 4.29 

六>五

註：*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1，**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05 

不同背景變項的國小學生在交通安全行為上的存在著差異，本研究在根據學童主

要使用之運具進行交叉分析與變異數分析時，得知使用不同主要運具的學生，其交通

行為並無顯著差異；換言之，學校可根據各運具使用時所應特別注意之課題來施教，

學生學習接受度大，不僅會接受自己常使用的運具的相關訊息，對於其他自己不常使

用運具的使用注意事項均能有所注意，且亦能照規矩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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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交通安全教育實施狀況分析與檢討 

本節旨在對現行交通安全教育施行方式與問題作一檢討，除了就教師教學與評量

方式做統計分析之外，亦根據教師與學生的學習經驗，對教材的使用提出檢討；此外，

亦對推行多年之交通安全學藝競賽作一成效分析。 

 

4.4.1 交通安全教育教學與評量方式之分析 

曾文毅[68]針對全國 85 所曾受過交通部、教育部交通安全教育評鑑為績優之小學

做交通安全教育之探討，無論是城市或鄉鎮地區學校教師，在教學方式上均以「利用

視聽教學」、「注重平日隨機教育」為主要選擇的教學方式。 

本研究針對教師部份問卷中設計之教學方式與評量方式調查，依各方式被抽樣學

校採用之頻次，整理如表 4.8 與表 4.9。 

國小交通安全教育之實施，學校除了一般利用班會與週會時間的教學指導以外，  
教學方式以「注重平日隨機教育」所佔比率(80.8%)最高，其次為「相關科目聯絡教

學」(53.8%)，弟三則為「利用視聽教學」(52.6%)，其中以「舉行校外實地參觀」

的比例(16.7%)為最低。而評量的方式則以「榮譽獎懲制度」排名第一(47.4%)，較傳

統的評量方式－「利用評量試卷」為第二(41.0%)常被採用的方式，而「競賽活動」

(25.6%)則排為第三。 

表 4.8 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教學方式百分比分配表 

學校對交通安全教育教學之方式 

方式 頻次 所佔比例% 
(by responses) 

所佔比例% 
(by cases) 

排序 

相關科目聯絡教學 42 15.9 53.8 2 
利用視聽教學 41 15.5 52.6 3 
注重平日隨機教育 63 23.9 80.8 1 
利用校內情境佈置 39 14.8 50.0 4 
舉行校外實地參觀 13 4.9 16.7 8 
舉辦學藝競賽 25 9.5 32.1 5 
擬定具體獎懲辦法 19 7.2 24.4 6 
邀請學者專家演講 19 7.2 24.4 6 
其他 3 1.1 3.8 9 

總計 264 100   
 

不同年級的學童，其理解程度與認知能力往往有所差異，故教師在教學上除了要

選擇適合學生學習的教學方式外，在設計評量卷內容時，亦可參考採用不固定題型的

方式，如此可有助於判斷學童的學習成效。此外，不同的教學課題可能有不同的施教

方法，未來在交通安全教育的推行上可多強調教學方式的活潑與多元，而教學內容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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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方式之間的協調更是不可忽之。 

表 4.9 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評量方式百分比分配表 

學校對交通安全教育評量之方式 

方式 頻次 所佔比例% 
(by responses) 

所佔比例% 
(by cases) 

排序 

利用評量試卷 32 24.2 41.0 2 
榮譽獎懲制度 37 28.0 47.4 1 
團體遊戲方式 19 14.4 24. 4 
競賽活動 20 15.2 25.6 3 
撰寫學習心得 13 �9.8 16.7 5 
其他 4 3.0 5.1 7 
無 7 5.3 9.0 6 

總計 132 100   
 
 
 

4.4.2 交通安全學習手冊難易度之分析 

現行交通安全教學乃以交通安全學習手冊為教材，針對現行交通安全學習手冊內

容的難易度，本研究透過教師與學生的看法來做分析，以順序尺度五尺度來進行量

測，受測者若覺得現行交通安全教材「太難了」，則計分 5 分，若覺得「太簡單了」，

則給分 1 分，該資料依研究區域之別整理如表 4.10 所示。 

表 4.10 師生對現行交通安全學習手冊難易度看法差異之比較表 

研究對象 老師 學生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整體 2.99 0.570 2.91 0.884 
  台北縣 2.88 0.726 2..92 0.910 
  桃園縣 3.00 0.000 2.96 1.031 
  新竹縣 2.67 0.516 2.96 0.823 
  宜蘭縣 3.27 0.467 2.74 0.894 
  基隆市 3.00 0.577 2.93 0.740 
  新竹市 3.22 0.441 2.94 0.807 
  台北市 2.90 0.568 2.92 0.764 

F 檢定 1.244 0.564 
顯著性 0.295 0.759 

 

根據調查結果，教師與學生均認為現行交通安全學習手冊內容略微簡單，其平均

數均未達 3，若再進一步依縣市別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可得知教師與學生的看法並

未因縣市區域之別而有顯著看法差異。換言之，學習手冊難易度，對學生或教師們而

言，其均未出現顯著不同看法之現象，且其均認為難易度有點過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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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課程，本研究的問卷調查發現，桃園縣 11 位老師持有一樣的看法，均認為

現行交通安全學習手冊難易度適中(平均數 3.00 分)，而 99 位學生的看法平均數(2.96
分)雖然跟老師看法相差不甚遠，但就標準差來看，卻可進一步發現學生看法差異頗

大，此現象值得教師在教學上多做注意，以便達到符合必須接觸不同交通環境的學生

的需求。 

整體而言，樣本教師對教材的難易度持「難度適中」態度，而且看法頗為集中(標
準差為 0.57)。顯示目前教師們對現行教材內容未有太多質疑，也不便否定。根據 4.1
節所整理結果得知，大部份(55.2%)的學生認為難度適中，但卻也有少部份(2.3%)學
生認為「太難了」，學校對於這些少部份的學生應採取補救教學，除了協助學生學習

外，更可將這些個案當做作改善後續課程設計之參考。 

 

4.4.3 交通安全相關資料與資訊缺乏狀況之分析 

本研究從試測的訪談中得到部份教師在教學上，常感到缺乏相關交通安全資訊或

教材。針對此一問題，本研究透過教師們的看法來做分析，以順序尺度五尺度來進行

量測，受測者若覺得「常常覺得不足」，則計分 5 分，若覺得「資料非常充足」，則

給分 1 分，該結果資料依研究區域之別整理如表 4.11 所示。 

 

表 4.11 教師在交通安全教育教學上對資訊感到缺乏、不足之統計表 

研究主題 教師在教學上感到資訊與資料缺乏、不足 
 平均數 標準差 

整體 3.41 0.653 
  台北縣 3.36 0.757 
  桃園縣 3.40 0.843 
  新竹縣 3.50 0.548 
  宜蘭縣 3.64 0.505 
  基隆市 3.00 0.577 
  新竹市 3.33 0.500 
  台北市 3.60 0.516 

F 檢定 0.876 

顯著性 0.517 
 

根據分析結果，整體受測教師對此問題得分之平均數為 3.41，標準差為 0.653，
此代表著教師們對於此問題的看法差異不大，都認為還好。若進一步依縣市別進行分

析，可以發現宜蘭縣有最高的平均數與較低的標準差，此代表宜蘭縣的教師們感覺到

能力不足與資訊缺乏的程度較高，且教師們間的意見差異最小。然而，對此問題的看

法並未因縣市別而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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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從學藝競賽活動來學習正確的交通知識與技能 

根據 4.1小節所整理之學生樣本結構分析表得知 59.8%的學生表示能從中獲得能

實用在生活上的技能與知識，27.0%的學生則認為還好。本研究從訪談中得知，部份

老師對於學校所舉辦的學藝競賽所能發揮之功效感到懷疑，然而卻又有部份老師對學

校所舉辦的學藝競賽予以高度肯定與支持。本研究據此分析學生們是否參加過學校所

舉辦的學藝競賽活動，並以順序尺度量測「學童能否從學藝競賽活動中學習到可落實

於生活中的知識與技能」，「學到很多」為 5 分，「幾乎沒學到」為 1 分，回答學校

未曾舉辦過學藝競賽的學生則不在此考慮範圍內，其統計結果如表 4.12 所示。 

受測學生中以未曾參加過學藝競賽的佔多數(62.2%)。就可以從學藝競賽中「學

到很多」的比例來看，以有實際參加競賽活動的佔多數(51.8 %)，而「幾乎沒學到」

的則以未參加學藝競賽的學生占較重比例(78.6%)。沒有參加過學藝競賽的學生以有

學到占最大比例(34.0%)，而有參加過學藝競賽的學生更是有 36.8%的學生可以從中

學到很多。 

此研究結果顯示交通安全學藝競賽活動對學生實際行為的改變確實有所影響，故

學校在推行學藝競賽時，應注意各參賽班級不應只是以得獎為目的，而應設法讓每位

同學都參與到各項比賽與活動，或是透過同儕合作，亦可從一個小活動中學到許多知

識或技能。未能參加競賽的學生甚至可以透過海報展覽或相關宣傳活動而接觸到交通

安全，此亦能改變其行為表現，故學藝競賽活動卻有其價值存在，然而競賽內容之設

計，則有待學校多方思考、斟酌，方能顧及全體學生的學習狀況。 

表 4.12 交通安全學藝競賽參與與否與學到多寡之交叉分析整理表 

從交通安全學藝競賽活動中 
學習到可落實於生活上的東西 

 

學到很

多(5) 
有學到

(4) 
還好 
(3) 

學到很

少(2) 
幾乎沒

學到(1) 

Total

人數 80 131 122 30 22 385 
% within 參加過與否 20.8% 34.0% 31.7% 7.8% 5.7% 100.0%

% within 學習到的多寡 48.2% 62.1% 71.3% 69.8% 78.6% 62.2%

沒有參

加過學

藝競賽 
% of total 12.9% 21.2% 19.7% 4.8% 3.6% 62.2%

人數 86 80 49 13 6 234 
% within 參加過與否 36.8% 34.2% 20.9% 5.6% 2.6% 100.0%

% within 學習到的多寡 51.8% 37.9% 28.7% 30.2% 21.4% 37.8%

有參加

過學藝

競賽 
% of total 13.9% 12.9% 7.9% 2.1% 1.0% 37.8%

人數 166 211 171 43 28 619 
% within 參加過與否 26.8% 34.1% 27.6% 6.9% 4.5% 100.0%

% within 學習到的多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Total 

% of total 26.8% 34.1% 27.6% 6.9% 4.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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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不同縣市有不同的交通環境 

本研究在探討交通環境是否因縣市之別而存在著差異時，以教師意見為主要參

考，輔以五尺度來量測其對於「都會區與非都會區的交通環境有顯著不同」之看法，

「非常認同」為 5 分，依順序尺度排序，「非常不認同」為 1 分，其結果如表 4.13
所示。 

一般而言，交通環境不但時時充滿變化，不同地方的交通環境亦可能存在著截然

不同的問題與需注意之處。本研究結果顯示，教師們對此題得分平均數為 4.29，標準

差為 0.647，F 檢定值為 0.778，代表教師們認為交通環境與會因都會型態不同而有

變化，此看法並未因地域之別而有顯著差異。若再進一步從各縣市教師之看法來分

析，亦可得到各縣市教師意見得分平均數均大於 4 的結果，此象徵教師們均認同都會

區與非都會區的交通環境明顯不同。 

受測教師認為交通環境因地而異，本研究根據訪談內容得知許多非都會區教師在

教學上往往面臨教學手冊內容不適用於該環境；對學生而言更是感到有些無所適從，

故本研究進一步探討交通安全教材之適切性，分析教師們是否認為「交通安全教材大

部份都是針對都會學生而設計」，以「非常認同」為 5 分，依順序尺度排序，「非常

不認同」為 1 分，其結果如表 4.13 所示。 

經統計檢定，可發現教師們認為現行交通安全教材多為都會學生設計，其平均數

達 3.76，標準差為 0.74，然 F 檢定值為 2.868，表示此意見在不同區域的教師的認知

中是顯著有差異的。 

 

表 4.13 交通環境與教材適切性統計表 

研究主題 交通環境明顯不同 交通安全教材多為都會學

生設計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整體 4.29 0.647 3.76 0.74 
  台北縣 4.48 0.653 3.96 0.676 
  桃園縣 4.20 0.632 4.00 0.816 
  新竹縣 4.00 0.894 3.00 0.894 
  宜蘭縣 4.36 0.674 3.55 0.688 
  基隆市 4.14 0.378 3.29 0.756 
  新竹市 4.11 0.601 4.11 0.601 
  台北市 4.30 0.675 3.70 0.483 
F 檢定 0.778 2.868 

顯著性 0.590   0.015** 

         註：**表示 T 檢定顯著水準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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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 交通標誌與基本交通指揮手勢的檢討 

自八十七學年度以來，每年的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報告書中均特別提到許多學校在

交通安全標誌(包括交通標誌、標線和號誌)教學上著力於加強認知與概念，甚者以交

通安全標誌設置於校園多處，以增加學生情境練習之用。吳雅惠[17]從對南部國小學

童所做的交通安全標誌認識度的研究發現了 14 個符合國際標準組織所建議的認識率

達 67%標準的交通安全標誌，本研究即以此標誌圖形為探究學童對交通安全標誌之認

識。此外，交通安全指揮手勢為現行交通安全教育手冊中一重要課題，本研究亦就現

行交通安全教育教材內所介紹的 6 個指揮手勢，進行學童的認識度調查，透過對標誌

與指揮手勢的分析，可供學校未來在教學上做調整與改善。 

本研究將未作答的遺漏值視為兒童不認識該標誌或指揮手勢，而每個交通安全標

誌與指揮手勢的正確認識度乃以實際答對的人數除以有效的回收問卷人數 648 人所

得的百分比。平均認識度則是該 14 個標誌認識度的平均值或 6 個指揮手勢的平均值，

該調查結果整理如表 4.14、表 4.15 所示。 

從表 4.14、表 4.15 的標準差可觀察出各交通安全標誌與指揮手勢認識度集中與

分散的情形，標準差愈小，感受較一致；標準差愈大，則表示受測者的感受差異愈分

歧。 

從表 4.14 可看出認識度高的標誌，受測者對標誌的看法較一致，標準差較小；

隨著認識度的下降，受測者對標誌的理解愈不相同，標準差也隨著變大。雖然總平均

正確認識度為 80.11%，符合 ISO 建議的 67%正確認識率，但是其中有一個標誌不但

未達 67%的標準，其標誌認識率更是僅有 50.8%，加上較高的未答率，顯示此一「隧

道」圖形就本研究範圍學童的認知上來說是困難的。然而，此 14 個標誌圖形在南部

學生的填答結果中卻都達 70%的認識度，此結果可能是因南北地理環境差異及學童活

動屬性不同所致。 

表 4.15 顯示教學手冊上所教導的 6 個交通指揮手勢均有低於 50%的認識度，此

一結果可能導因於學童並非汽機車駕駛人，平日較少需要辨別指揮手勢的機會，加上

老師可能未能及時發現教師指導手冊上的錯誤資訊而錯誤施教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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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全體受測者交通安全標誌認識度、標準差表與未作答人數百分比統計表 

交通安全標誌名稱 答對人數

(人) 標準差 正確率

(%) 
未答率

(%) 

 人行天橋 597 0.360 92.1% 2.0% 

 禁止腳踏車進入 584 0.438 90.1% 3.7% 

行車管制號誌(紅黃綠燈) 577 0.407 89.0% 2.5% 

 道路施工 568 0.419 87.7% 2.5% 

 禁止行人通行 561 0.499 86.6% 4.9% 

 左彎 544 0.487 84.0% 3.9% 

 最高速限 540 0.499 83.3% 4.2% 

 當心兒童 529 0.676 81.6% 12.2% 

 注意落石 511 0.591 78.9% 7.3% 

  人行地下道 509 0.671 78.5% 11.4% 

 禁止停車 501 0.564 77.3% 5.7% 

 危險 478 0.547 73.8% 4.3% 

 方向里程 440 0.574 67.9% 4.8% 

 隧道 329 0.700 50.8% 12.7% 

平均值  80.11% 5.86% 

 
表 4.15 全體受測者交通指揮手勢認識度、標準差表與未作答人數百分比統計表 

交通安全標誌名稱 答對人數

(人) 標準差 正確率

(%) 
未答率

(%) 

   全部車輛停止 278 0.835 42.9% 28.7% 

   右方來車停止 268 0.811 41.4% 26.5% 

 前後來車停止，左右來車通行 249 0.878 38.4% 38.6% 

 左方來車速行 228 0.871 35.2% 31.6% 

  右方來車左轉彎 156 0.795 24.1% 42.4% 

  左方來車左轉彎 142 0.777 21.9% 42.7% 

平均值  33.98% 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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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小學教師對交通安全教育課題重要性之分析  

本研究所歸納整理出之三十四個交通安全教育教學課題乃為現行交通安全手冊

裡的學習單元。教學手冊為全省通用之教材，但難免因地域或城鄉差異而出現不適用

於某一地區之窘境，甚者可能無法應付時勢更迭下之交通環境。因此，本研究就教師

們對各課題重要性程度意見作一整理後(彙整表請見附表 1.3)，有鑑於此一敘述統計

作業僅能呈現各課題是否受教師重視，並不能從中辨別課題間的重要性差異。在教學

上教師們常面臨教材繁多，教學時間與資源有限，此時若能先決定各個教學課題的重

要程度，則能進一步決定教學先後順序，讓學生至少能先學習最重要的幾個課題。故

本節乃在分析教師對各課題重要性的先後順序，以供學校在課程安排上作參考。 

在分析教師對各交通安全議題的重要性上，由於教師是以順序尺度(Ordinal 
Scale)表達意見，故以 Ridit 分析方法檢驗各項目間是否有差異，該分析詳細步驟如

下所述： 

一、設定虛無假設 

首先提出各課題間是否存有重要性差異的假設，設虛無假設為此 34 個教學課題

的重要性順序等級沒有差異，即 

0H ：教師對此34個課題之重要性順序等級沒有差異 

1H ： 0H 不成立 

 

二、差異分析 

以卡方來檢定各課題重要性的認同程度(非常重要、重要、普通、有點不重要、

不太重要)與各課題是否有顯著差異，經過計算其卡方值為170.215，而 p 值為0.000  
( 0.05=α )，此表示教師們對各課題的重要度是有差異的，所以近一步利用 Ridit 分析

來了解順序等級的差異。 

 

三、選定標準組 

保留本研究原先所設計的五分制，即非常重要、重要、普通、有點不重要、不太

重要等五組，並將各次數加總為標準組，其加總所得之次數整理如表 4.16 所示，以

便利用累積機率分數來計算各組的Ridit 值。 

 

四、計算對比組 

以對比組各順序等級次數乘以標準組相應之 Ridit 值，並將各組的積相加而得到

最後的R 值，其計算結果如表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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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假設檢定： 

利用 Kruskal-Wallis test 來檢定 34 個教學課題的順序等級沒有差異的虛無假設  

0H ：34個課題之重要性順序等級沒有差異 

1H ： 0H 不成立 

經過分析計算所得之檢定結果：檢定統計量為 64967W .= ，由於自由度為

331-34 = ，顯著水準 0.05 的 2χ 臨界值 47.369(33)2
0.05 ≈χ ，資料顯示拒絕虛無假設，

表示教師在對此 34 個課題重要性的認同程度，存在著顯著性的差異，並且有順序等

級的差異。 

所謂 jR 值代表第 j 項課題在全部 34 項課題相對排序位置，因為計算過程(見表

4.16)係以非常重要、重要、普通、有點不重要、不太重要的順序來累積人數，所以 jR
值越小則表示該課題為教師們視為重要的認同度越高，若是 0.5 則表示無意見，且以

0.5 為分界，小於 0.5 則傾向認為越重要。 

由表 4.17 可得知，本研究課題中，以「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不可以

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等三者有最小的

jR 值，此表示教師們認為此三者是考慮學生交通安全時必要納入教學課程之內的。而

「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乘坐機車時不側

坐」有較高的 jR 值，表示此三課題的教學必要性相形之下比較低，此與曾文毅[68]針

對全國八十五所評為交通安全教育績優之學校所做的研究有一致的結果，均認為「基

本的交通指揮手勢」重要性比較低。 

學生切身的安全已日益受到重視，過去學生總是受保護的角色，如今在教育的檢

討與改革下，已試著多方接觸自我保護策略。「導護商店」是近年來迅速受到相關單

位推廣、並鼓勵各店家參與之重要措施；然而，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該課題擁有

0.504 的 jR 值，其 jR 值較學生已較熟悉、能掌握的「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課題來得高，此表示教師們認為學生應先學習

基本、最直接的課題，至於其他加強措施則可待有機會再實施；此外，該值略大於

0.5，未能有較小的 jR 值原因眾多，本研究在與教師訪談中，得知許多教師本身並不

熟悉學校附近的導護商店在哪裡，遑論教導學生；此外，亦有學校附近尚無導護商店

存在，故使得教師們認為該課題顯得較無迫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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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教師對各教學課題重要性程度整理表   

教學課題 
非常重

要(人) 
重要

(人) 
普通

(人) 

有點不

重要

(人) 

不太重

要(人) 
合計

(人)

1.走路時要靠邊走 46 30 2 0 0 78 
2.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 57 19 2 0 0 78 
3.穿越道路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地下道 53 24 1 0 0 78 
4.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41 30 7 0 0 78 
5.不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 47 28 3 0 0 78 
6.車子駕駛人所可能看不到的死角 46 25 7 0 0 78 
7.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停、看、聽」 49 28 1 0 0 78 
8.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 37 32 8 0 1 78 
9.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 41 23 12 1 1 78 
10.不並排騎腳踏車 37 33 7 0 1 78 
11.乘坐機車時要戴安全帽 53 23 2 0 0 78 
12.乘坐機車時不側坐 34 36 7 1 0 78 
13.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 45 29 3 1 0 78 
14.要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可以上下車 43 32 3 0 0 78 
15.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 39 32 6 1 0 78 
16.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 53 23 2 0 0 78 
17.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 49 25 4 0 0 78 
18.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 45 29 4 0 0 78 
19.在車廂內不可以隨意走動追逐與喧嘩 36 33 8 1 0 78 
20.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式 48 26 4 0 0 78 
21.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49 24 5 0 0 78 
22.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 51 21 6 0 0 78 
23.認識導護商店的標誌、功用，及位置 46 24 7 1 0 78 
24.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 53 23 2 0 0 78 
25.陰天、起霧或者是夜晚時，要儘量穿戴顏色

鮮明衣帽 50 24 3 1 0 78 

26.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 60 15 3 0 0 78 
27.排路隊並遵守路隊秩序 51 22 5 0 0 78 
28.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 58 16 4 0 0 78 
29.遵守紅綠燈燈號變化前進 45 26 7 0 0 78 
30.由辨識行人專用號誌來通過道路 39 28 10 1 0 78 
31.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名稱和意義 41 29 7 1 0 78 
32.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 33 27 13 3 2 78 
33.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 38 23 14 2 1 78 
34.發生交通事故時，能協助處理的事情 45 22 10 1 0 78 

合計(標準組)：T 1558 884 189 15 6 2652
H=T/2 779 442 94.5 7.5 3  

M   1558 2442 2631 2646  

S=H+M 779 2000 2536.5 2638.5 2649  

r=S/2652 0.2937 0.7541 0.9564 0.9949 0.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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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教師對各教學課題重要性 jR 值整理表   

教學課題 
非常重

要(人) 
重要

(人) 
普通

(人) 

有點不

重要

(人) 

不太重

要(人) jR 值
排

序

1.走路時要靠邊走 0.173 0.290 0.025 0.000 0.000 0.488 16
2.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 0.215 0.184 0.025 0.000 0.000 0.423 3
3.穿越道路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地

下道 0.200 0.232 0.012 0.000 0.000 0.444 4

4.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0.154 0.290 0.086 0.000 0.000 0.530 24
5.不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 0.177 0.271 0.037 0.000 0.000 0.485 15
6.車子駕駛人所可能看不到的死角 0.173 0.242 0.086 0.000 0.000 0.501 19
7.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停、看、聽」 0.185 0.271 0.012 0.000 0.000 0.468 9
8.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 0.139 0.309 0.098 0.000 0.013 0.560 30
9.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 0.154 0.222 0.147 0.013 0.013 0.549 27
10.不並排騎腳踏車 0.139 0.319 0.086 0.000 0.013 0.557 29
11.乘坐機車時要戴安全帽 0.200 0.222 0.025 0.000 0.000 0.446 5
12.乘坐機車時不側坐 0.128 0.348 0.086 0.013 0.000 0.575 32
13.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 0.169 0.280 0.037 0.013 0.000 0.499 18
14.要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可以上下車 0.162 0.309 0.037 0.000 0.000 0.508 22
15.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 0.147 0.309 0.074 0.013 0.000 0.543 26
16.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 0.200 0.222 0.025 0.000 0.000 0.446 6
17.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 0.185 0.242 0.049 0.000 0.000 0.475 12
18.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 0.169 0.280 0.049 0.000 0.000 0.499 17
19.在車廂內不可以隨意走動追逐與喧嘩 0.136 0.319 0.098 0.013 0.000 0.565 31
20.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

式 0.181 0.251 0.049 0.000 0.000 0.481 14

21.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0.185 0.232 0.061 0.000 0.000 0.478 13
22.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 0.192 0.203 0.074 0.000 0.000 0.469 10
23.認識導護商店的標誌、功用，及位置 0.173 0.232 0.086 0.013 0.000 0.504 20
24.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 0.200 0.222 0.025 0.000 0.000 0.446 7
25.陰天、起霧或者是夜晚時，要儘量穿戴

顏色鮮明衣帽 0.188 0.232 0.037 0.013 0.000 0.470 11

26.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 0.226 0.145 0.037 0.000 0.000 0.408 1
27.排路隊並遵守路隊秩序 0.192 0.213 0.061 0.000 0.000 0.466 8
28.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 0.218 0.155 0.049 0.000 0.000 0.422 2
29.遵守紅綠燈燈號變化前進 0.169 0.251 0.086 0.000 0.000 0.507 21
30.由辨識行人專用號誌來通過道路 0.147 0.271 0.123 0.013 0.000 0.553 28
31.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名稱和意義 0.154 0.280 0.086 0.013 0.000 0.533 25
32.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 0.124 0.261 0.159 0.038 0.026 0.609 34
33.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 0.143 0.222 0.172 0.026 0.013 0.575 33
34.發生交通事故時，能協助處理的事情 0.169 0.213 0.123 0.013 0.000 0.51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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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34 個教學課題透過 Ridit 分析後可發現其相對重要性；然而，再進一步觀察可

以發現最小的 jR 值為 0.408，最大則為 0.609，此表示教師們未忽視交通安全相關課

題，即使是日常生活中天天接觸的活動，亦能正視其重要性，此為各課題 jR 值相差不

甚遠之故。 

六、以信賴區間重疊法來分組 

由於本研究處理資料時，認為課題重要程度越高者，所給的分數越低。因此，所

得到的 Ridit 值較小者，贊同其重要性的程度較高，即當 0.5R <對比組 ，表示對比組重

要度認同程度高於標準組，即對課題有顯著的重要程度認同。此外，所得之 Ridit 值
依低而高排列，可以表示教師對課題必要性的贊同程度，如表 4.18 所示。 

此外，以「信賴區間重疊法」來分組，可以將整體老師認為各課題的重要程度分

為五個等級，如表 4.19 所示。 

 

表 4.18 各課題教學重要程度與 jR 值信賴區間排序整理表 

教學課題 jR 值 下限 上限 
依重要程

度排列 

26.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 0.4078 0.3424 0.4731 1 

28.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 0.4222 0.3568 0.4875 2 

2.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 0.4229 0.3575 0.4883 3 

3.穿越道路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地下道 0.4439 0.3785 0.5093 4 

11.乘坐機車時要戴安全帽 0.4465 0.3811 0.5119 5 

16.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 0.4465 0.3811 0.5119 5 
24.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 0.4465 0.3811 0.5119 5 
27.排路隊並遵守路隊秩序 0.4661 0.4007 0.5315 8 

7.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停、看、聽」 0.4675 0.4021 0.5329 9 

22.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 0.4687 0.4033 0.534 10 

25.陰天、起霧或者是夜晚時，要儘量穿戴顏色

鮮明衣帽 0.4699 0.4045 0.5353 11 

17.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 0.4753 0.4099 0.5407 12 

21.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0.4779 0.4125 0.5433 13 

20.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式 0.4812 0.4158 0.5466 14 

5.不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 0.4845 0.4191 0.5499 15 

1.走路時要靠邊走 0.4878 0.4224 0.5532 16 

18.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 0.4989 0.4335 0.5643 17 

13.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 0.4994 0.434 0.564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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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各課題教學重要程度與 jR 值信賴區間排序整理表(續) 

教學課題 jR 值 下限 上限 
依重要程度

排列 

6.車子駕駛人所可能看不到的死角 0.5008 0.4354 0.5662 19 

23.認識導護商店的標誌、功用，及位置 0.5039 0.4385 0.5692 20 

29.遵守紅綠燈燈號變化前進 0.5067 0.4413 0.5721 21 

14.要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可以上下車 0.5081 0.4427 0.5735 22 

34.發生交通事故時，能協助處理的事情 0.5176 0.4522 0.5829 23 

4.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0.5303 0.4649 0.5957 24 

31.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名稱和意義 0.5334 0.468 0.5988 25 

15.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 0.5426 0.4772 0.608 26 

9.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 0.5495 0.4841 0.6149 27 

30.由辨識行人專用號誌來通過道路 0.553 0.4876 0.6183 28 

10.不並排騎腳踏車 0.557 0.4917 0.6224 29 

8.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 0.5596 0.4943 0.625 30 

19.在車廂內不可以隨意走動追逐與喧嘩 0.5655 0.5001 0.6309 31 

12.乘坐機車時不側坐 0.5747 0.5093 0.6401 32 

33.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 0.5755 0.5101 0.6408 33 

32.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 0.6086 0.5432 0.674 34 

 
 

表 4.19 各課題依其重要程度分級整理表 

第一等級：重要

性認同程度最高 
0.3424~0.4883 

第二等級：重要性

認同程度次高 
0.3785~0.5648 

弟三等級：重要

性認同程度普通

0.4354~0.5988 

第四等級：重要

性認同程度次低 
0.4772~0.625 

第五等級：重要

性認同程度最低

0.5001~0.674 

課題 26 
課題 28 
課題 2 

 

課題 3 
課題 11 
課題16 
課題24 
課題27 
課題 7 
課題22 

課題 25 
課題 17 
課題 21 
課題 20 
課題 5 
課題 1 
課題 18 
課題 13 

課題 6 
課題23 
課題29 
課題14 
課題34 
課題 4 
課題31 

課題15 
課題 9 
課題30 
課題10 
課題 8 

課題19 
課題12 
課題33 
課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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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教學課題重要性變項 Ridit 值 95%信賴區間圖 

茲將此 34 個課題 jR 值的信賴區間用圖形(見圖 4.1)表示出來，當圖形中深色長帶

的長度越長代表該項目的信賴區間越寬，若兩段色帶有重疊的部份就代表此兩項目的

信賴區間有所重疊，以及教師對於這些項目的重要程度是沒有差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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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小學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所面臨之資源缺乏與能力不足分析 

除了依老師實際教學經驗及與學生的互動來分析目前教育學生所應特別注意之

課題外，本研究亦針對教師所面臨的教學資源不足進行探討，希望從中發掘教師在教

學上普遍需要其他專業輔助或資源輔助之處，以提供未來學校在課程安排與資源調度

上之參考。 

在分析教師對各議題教學是否感到資源缺乏或自身能力不足上(彙整表請見附表

1.4)，由於教師是以順序尺度(Ordinal Scale)表達意見，故本研究亦以 Ridit 分析方法

檢驗各項目間是否有差異，該分析詳細步驟如下所述： 

一、設定虛無假設 

首先提出各課題間是否存有差異的假設，設虛無假設為此 34 個教學課題的順序

等級沒有差異，即 

0H ：教師對此34個課題需要協助之順序等級沒有差異 

1H ： 0H 不成立 

 

二、差異分析 

以卡方來檢定教師針對各課題是否需要他人或其他資源輔助之需要程度(非常需

要、需要、普通、偶爾需要、幾乎不需要)與各課題是否有顯著差異，經過計算其卡

方值為268.013，而 p 值為0.001  ( 0.05=α )，此表示教師們對各課題教學需要其他支

援的需要程度是有差異的，所以進一步利用Ridit 分析來了解順序等級的差異。 

 

三、選定標準組 

保留本研究原先所設計的五分制，並將各次數加總為標準組，以便利用累積機率

分數來計算各組的Ridit 值。 

 

四、計算對比組 

以對比組各順序等級次數乘以標準組相應之 Ridit 值，並將各組的積相加而得到

最後的R 值，其計算結果如表 4.20 所示。 

 

五、假設檢定： 

利用 Kruskal-Wallis test 來檢定 34 個教學課題的順序等級沒有差異的虛無假設  

0H ：對34個課題所需要支援與協助的需要程度等級沒有差異 

1H ： 0H 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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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分析計算所得之檢定結果：檢定統計量為 163109W .= ，由於自由度為

331-34 = ，顯著水準 0.05 的 2χ 臨界值 47.369(33)2
0.05 ≈χ ，資料顯示拒絕虛無假設，

表示教師在對此 34 個課題所需要的其他協助的需要程度上，存在著顯著性的差異，

並且有順序等級的差異。 

 

所謂 jR 值代表第 j 項課題在全部 34 項課題相對排序位置，該值越低表示該項為

教師們在教學上需要其他資源協助的需要程度越高，若是 0.5 則表示無意見，且以 0.5
為分界，大於 0.5 則傾向越不需要。 

由表 4.20 可得知，本研究課題中，以「發生交通事故時，能協助處理的事情」、「交

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式」等三

者有最低的 jR 值，此表示教師們認為此三者是在教學上最需要其他相關人士或輔助教

材協助的。而「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走路時要靠邊走」、「不在人行天

橋上做危險動作」有較高的 jR 值，表示此三課題是教師認為自己在教學上可以不需太

多外力協助即可勝任的。而對「認識導護商店的標誌、功用，及位置」的教學，從排

序第 9 的 jR 值(0.4955)可發現教師們雖然對此課題之重要性不若對其他課題重視(請

參考前小節之分析)，然在實際教學上卻又需要較多的協助，此為多數教師自身便不

熟悉學校附近導護商店位置之故。此外，在前述教師認為各課題相對重要性最低的「基

本的交通指揮手勢」於此卻有排序第 4 的需要程度，此表示教師自身認為此課題對小

學學生而言，重要性相對不高，而自己也缺乏對此課題的充分了解，故在教導此單元

時，特別需要協助，而這也可能為前述結果－學童的交通指揮手勢辨識率過低的重要

原因之ㄧ。 

此 34 個教學課題透過 Ridit 分析後可發現教師在教學上所需要協助的相對程度；

然而，再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最小的 jR 值為 0.3236，最大的則為 0.5575，此表示教

師們對於交通安全相關課題的教學上，雖能配合策略施行教育，但卻尚未能完全提供

學生最佳、最充足的資訊與指導，即使是日常生活中常常必須進行的活動，有時候仍

需他人協助，此為各課題 jR 值相差不甚遠、且範圍不廣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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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教師對各教學課題需要協助程度之 jR 值表 

教學課題 
非常需

要 
需要 普通 

偶爾需

要 

幾乎不

需要 jR 值
排

序

1.走路時要靠邊走 0.0084 0.0270 0.0564 0.0906 0.3745 0.5569 33
2.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 0.0067 0.0297 0.0718 0.0906 0.3531 0.5519 31
3.穿越道路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

地下道 0.0075 0.0324 0.0666 0.0906 0.3424 0.5396 28

4.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0.0042 0.0297 0.0923 0.1057 0.3210 0.5529 32
5.不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 0.0092 0.0351 0.0666 0.1208 0.2675 0.4993 11
6.車子駕駛人所可能看不到的死角 0.0117 0.0405 0.0666 0.1284 0.2033 0.4506 5
7.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停、看、聽」 0.0092 0.0243 0.0820 0.0982 0.3103 0.5240 20
8.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 0.0042 0.0486 0.0872 0.0831 0.2889 0.5120 13
9.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 0.0075 0.0324 0.0820 0.1133 0.2782 0.5135 15
10.不並排騎腳踏車 0.0059 0.0432 0.0718 0.0680 0.3424 0.5312 25
11.乘坐機車時要戴安全帽 0.0100 0.0216 0.0820 0.0680 0.3531 0.5348 26
12.乘坐機車時不側坐 0.0067 0.0351 0.0769 0.0982 0.3103 0.5272 23
13.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 0.0092 0.0243 0.0820 0.1057 0.2996 0.5209 18
14.要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可以上下車 0.0100 0.0270 0.0718 0.1057 0.2996 0.5142 16
15.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 0.0084 0.0297 0.0820 0.1284 0.2568 0.5053 12
16.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 0.0084 0.0297 0.0872 0.0831 0.3103 0.5186 17
17.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 0.0067 0.0216 0.0974 0.0680 0.3638 0.5575 34
18.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 0.0059 0.0432 0.0820 0.0604 0.3317 0.5233 19
19.在車廂內不可以隨意走動追逐與喧嘩 0.0067 0.0324 0.0923 0.0831 0.3103 0.5248 21
20.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

方式 0.0125 0.0567 0.0923 0.0680 0.1605 0.3900 3

21.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0.0084 0.0297 0.1025 0.1284 0.2140 0.4830 8
22.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 0.0100 0.0297 0.1025 0.1133 0.2140 0.4696 7
23.認識導護商店的標誌、功用，及位置 0.0067 0.0351 0.0974 0.1208 0.2354 0.4955 9
24.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 0.0042 0.0297 0.0923 0.1133 0.3103 0.5498 30
25.陰天、起霧或者是夜晚時，要儘量穿戴

顏色鮮明衣帽 0.0050 0.0351 0.0923 0.1057 0.2889 0.5271 22

26.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 0.0092 0.0216 0.0974 0.1057 0.2782 0.5122 14
27.排路隊並遵守路隊秩序 0.0067 0.0243 0.0820 0.1133 0.3210 0.5473 29
28.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 0.0075 0.0270 0.0923 0.0831 0.3210 0.5309 24
29.遵守紅綠燈燈號變化前進 0.0059 0.0270 0.1128 0.0604 0.3317 0.5378 27
30.由辨識行人專用號誌來通過道路 0.0067 0.0297 0.1230 0.0906 0.2461 0.4962 10
31.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名稱和意義 0.0092 0.0324 0.1230 0.0982 0.1926 0.4554 6
32.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 0.0125 0.0567 0.0820 0.0906 0.1498 0.3917 4
33.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 0.0184 0.0540 0.0872 0.0755 0.0963 0.3314 2
34.發生交通事故時，能協助處理的事情 0.0201 0.0540 0.0820 0.0604 0.1070 0.323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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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以信賴區間重疊法來分組 

由於本研究處理資料時，需要協助程度越高者，所給的分數越低；因此，所得到

的 Ridit 值較小者，需要協助程度較高，即當 0.5R <對比組 ，表示對比組需要協助的程

度高於標準組，顯示教師對該課題有顯著的能力不足或資源欠缺，故有需要其他資源

與專業的協助。此外，所得之 Ridit 值依低而高排列，可以表示教師對課題需要協助

的需要程度，如表 4.21。 

此外，以「信賴區間重疊法」來分組，可以將整體老師對課題教學時需要其他資

源或人員協助之需要程度度分為五個等級，如表 4.22 所示。 

 

表 4.21 各課題教學協助需要程度與 jR 值信賴區間排序整理表 

教學課題 jR 值 下限 上限 
依需要協助

程度排列 

34.發生交通事故時，能協助處理的事情 0.3236 0.2582 0.3889 1 

33.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 0.3314 0.2660 0.3968 2 

20.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式 0.3900 0.3247 0.4554 3 

32.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 0.3917 0.3264 0.4571 4 

6.車子駕駛人所可能看不到的死角 0.4506 0.3852 0.5159 5 

31.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名稱和意義 0.4554 0.3901 0.5208 6 

22.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 0.4696 0.4042 0.5349 7 

21.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0.4830 0.4176 0.5484 8 

23.認識導護商店的標誌、功用，及位置 0.4955 0.4301 0.5608 9 

30.由辨識行人專用號誌來通過道路 0.4962 0.4308 0.5616 10 

5.不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 0.4993 0.4339 0.5647 11 

15.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 0.5053 0.4399 0.5707 12 

8.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 0.5120 0.4466 0.5773 13 

26.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 0.5122 0.4468 0.5775 14 

9.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 0.5135 0.4481 0.5788 15 

14.要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可以上下車 0.5142 0.4488 0.5795 16 

16.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 0.5186 0.4533 0.5840 17 

13.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 0.5209 0.4555 0.5863 18 

18.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 0.5233 0.4579 0.5886 19 

7.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停、看、聽」 0.5240 0.4587 0.5894 20 

19.在車廂內不可以隨意走動追逐與喧嘩 0.5248 0.4594 0.5902 21 

25.陰天、起霧或者是夜晚時，要儘量穿戴顏色

鮮明衣帽 0.5271 0.4617 0.5924 22 

12.乘坐機車時不側坐 0.5272 0.4618 0.5926 23 

28.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 0.5309 0.4655 0.596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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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各課題教學協助需要程度與 jR 值信賴區間排序整理表(續) 

教學課題 jR 值 下限 上限 
依需要協助

程度排列 

10.不並排騎腳踏車 0.5312 0.4659 0.5966 25 

11.乘坐機車時要戴安全帽 0.5348 0.4694 0.6001 26 

29.遵守紅綠燈燈號變化前進 0.5378 0.4724 0.6032 27 

3.穿越道路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地下道 0.5396 0.4743 0.6050 28 

27.排路隊並遵守路隊秩序 0.5473 0.4820 0.6127 29 

24.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 0.5498 0.4844 0.6151 30 

2.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 0.5519 0.4866 0.6173 31 

4.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0.5529 0.4876 0.6183 32 

1.走路時要靠邊走 0.5569 0.4915 0.6223 33 

17.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 0.5575 0.4921 0.6229 34 

 
 
 

表 4.22 各課題依其教學協助需要程度分級整理表 

第一等級：需要

協助程度最高 
0.2582~0.4571 

第二等級：需要協

助程度次高 
0.3852~0.5647 

弟三等級：需要

協助程度普通

0.4399~0.5902 

第四等級：需要

協助程度次低 
0.4617~0.6050 

第五等級：需要

協助程度最低 
0.4820~0.6229 

課題 34 
課題 33 
課題 20 
課題 32 
 

課題 6 
課題 31 
課題 22 
課題 21 
課題 23 
課題 30 
課題 5 
 

課題15 
課題 8 
課題26 
課題 9 
課題14 
課題16 
課題13 
課題18 
課題 7 
課題19 

課題25 
課題12 
課題28 
課題10 
課題 11 
課題29 
課題 3 

課題27 
課題24 
課題 2 
課題 4 
課題 1 
課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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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教師教學協助需要程度變項 Ridit 值 95%信賴區間圖 

茲將此 34 個課題 jR 值的信賴區間用圖形(見圖 4.2)表示出來，當圖形中深色長帶

的長度越長代表該項目的信賴區間越寬，若兩段色帶有重疊的部份就代表此兩項目的

信賴區間有所重疊，以及教師對於這些課題需要協助的程度沒有差異。 

 
 
 

4.7 小結 

根據本研究分析結果，可知現行交通安全教育確實有成效，而施展多年的學藝競

賽也的確能達其交通安全宣導之目的；而輔以各式情境設計的教學模式則能讓學童在

活潑的環境中，更迅速、確實地學習。至於相關危機的處理，則是目前交通安全教育

較弱的一環，值得學校與有關單位多投入心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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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本研究以現行交通安全教育學習手冊為基礎，並根據實際與小學師生、專家學者

訪談結果，從八個角度來考慮學生在不同用路使用者的身分上所應注意之細節，並從

中提出 34 項研究課題。回收的資料先以敘述統計方式分析學童與教師之基本資料與

特性，再輔以假設檢定、變異數分析，及 Ridit 分析法，進一步地對目前學校交通安

全教育實施狀況作探討，在綜合本研究的分析討問結果，歸納彙整出下列幾個結論： 

(一)透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可得知本研究所提出的課題在不同的施行狀況下均達顯

著差異，亦即表示學校教學的強度會改變學生的行為，學校越頻繁地教導學生，

學生則越能將所學落實於生活中的交通行為。此象徵著學校交通安全教育確實有

其功效存在，且將會依教導、宣導頻率強度而不斷地強化學生行為認知。 

(二)從老師與學生的角度來看學生的交通行為，34 個研究課題中，除了「搭乘汽車要

繫安全帶」未達顯著差異外，其餘 33 個課題均達顯著，代表著教師與學生間的看

法存在顯著差異。再由對各課題看法的平均數分布來看，可以發現所有得分均以

學生看法得分大於教師看法得分。 

(三)不同性別的國小學童的交通行為反應經 T 考驗分析後，可發現大部分課題以女性

學生得分平均數高於男性學生，此表現在交通行為反應上，象徵著女性較能表現

出適宜的交通行為。然而，在「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

生的意外與逃生方式」兩課題裡，男性交通行為卻優於女性。 

(四)大致上六年級學生平均數高於五年級學生，此表現在交通行為反應上，象徵著較

高年級的學生較能表現出適當、正確的交通行為，這與六年級多接受一年的交通

安全教育有關係。此外，除了「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停、看、聽』」、「騎腳

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為五年級表現較佳

外，其餘均為六年級學生表現比較好。 

(五)不同背景變項，包括不同性別、不同年級的國小學生在交通安全行為表現上存在

著差異；然而，不同的運具使用者，其交通行為並無顯著差異；亦即學生不僅會

接受自己常使用的運具的相關訊息，對於其他自己不常使用運具的使用注意事項

均能有所注意，且亦能照規矩遵守。 

(六)本研究抽樣教師與學生均認為現行交通安全學習手冊內容略為簡單，而此一看法

並未因縣市區域之別而有顯著看法差異。針對少數認為內容太難的學生，學校應

採取補救教學，除了協助學生學習外，更可將這些個案當做作改善後續課程設計

之參考。 

(七)研究結果指出交通安全學藝競賽活動對學生實際行為的改變有影響。就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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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之交通安全標誌，僅「隧道」圖示未達 ISO 建議的 67%正確認識率；學生對

教學手冊上所教導的 6 個交通指揮手勢的認識度更是都低於 50%，學校應就此結

果對教學作檢討。 

(八)教師們認為「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穿

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等三個課題是在考慮學生交通安全時必要

納入教學課程之內的。而「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

變措施」、「乘坐機車時不側坐」等課題教學的必要性相形之下比較低。 

(九)「導護商店」是近年來迅速受到相關單位推廣、並鼓勵各店家參與之重要措施。

然而，教師們認為學生所較熟悉、能掌握的「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等課題的重要性比較高，亦即其認為學

生應先學習基本、最直接的課題，至於其他加強措施則可待有機會再實施。而在

「導護商店」的課題教學上，教師們卻又需要較多的協助。 

(十)教師在教學上以「發生交通事故時，能協助處理的事情」、「交通工具發生故障

時的應變措施」、「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式」等三個課題最需

要相關人士或輔助教材協助。而「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走路時要靠

邊走」、「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等，則是教師們認為自己在教學上可以

不需太多外力協助即可勝任的。 

(十一)教師認為各課題相對重要性最低的「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在教學輔助需要

程度上卻排序第 4，此表示教師自身認為此課題對小學學生而言，重要性相對不

高，而自己也缺乏對此課題的充分了解，故在教導此單元時，特別需要協助。 

(十二)教師們對於交通安全相關課題的教學上，雖能配合策略施行教育，但卻尚未能

完全提供學生最佳、最充足的資訊與指導，即使是日常生活中常常必須進行的活

動，有時候仍需他人協助，此為各課題 jR 值相差不甚遠、且範圍不廣之故。 

 

5.2 建議 

本研究礙於研究主題與成本、時間的考量，僅針對國小學童與教師反應作初步探

討；然而，欲對學童的交通行為有更多、更廣的了解，則需要對每一個學習階段的學

生行為特性進行更深入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根據研究過程之收穫與心得，對學校施行

交通安全教育、未來相關研究提出幾點建議。 

 

5.2.1 對學校施行交通安全教育之建議 

(一)各縣市學校應考慮依城鄉差異，視各區域環境交通設施之設置與需要為主要內

容，以助交通安全教育之推展落實於生活中，並得以實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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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長與學校附近居民若能配合教育政策，則可使交通安全教育的推廣事半功倍。

此外，學校亦應體認同儕間的影響力，並充分利用之，讓學童彼此互相勉勵，互

相督促彼此的行為。 

(三)教師教學手冊僅供參考，教師應有能力辨別其中可能暗藏的錯誤或迷思，以進一

步教導學童辨識。 

(四)國小教師是初等教育的尖兵，對學童交通安全知識與態度有直接的影響；因此，

如何增進國小現職教師與未來教師的交通安全素養，為目前推行交通全教育上不

容忽視之課題。雖然師資培育日漸多元，然而仍以師範院校為主要師資培訓來源。

目前國北師針對學校學生交通安全教育之培訓，已依年級不同而進行深淺不一的

教學，其他師範體系學校也應跟進，加強師範院校學生在校時的交通安全教育訓

練課程，畢竟老師正是學校推行交通安全教育的最重要、最前線的教導者。 

(五)推動交通安全教育可由知識與行為兩方面來進行，知識面著重在思考能力的啟

發，而行為訓練則需藉由反覆不斷的練習，故學校除了課堂上的教導外，要讓學

生熟悉教導的內容，讓他們有機會多演練，並透過頻繁的宣導工作，讓學生在無

形中便能將所學的落實於生活中。 

(六)可以多介紹交通安全教育成效良好國家的教育政策，以錄影帶播放或專家演講方

式，讓學生多了解一個安全的交通環境所能帶來的好處，進而讓學生能培養交通

道德與尊重他人生命的體認。 

(七)雖然交通安全教育並未納入正式課程之中，老師還是可以利用學習單的方式，讓

學童們細心觀察周遭環境，詳實填寫學習單，此不但可以幫助學童主動去認識周

圍環境，老師也可以蒐集學生的學習單中所提供的資訊，以補充教材不足之缺憾，

未來教學有需要時，也能減少在蒐集資料上所花費的時間，並能避免資訊不齊的

問題。 

(八)視聽教學效果優於其他教學方式，學校可將教學內容製作成視聽教學教材，將各

學習單元製作成故事錄影帶，以供各班級教學使用，此將有助於學童認知交通安

全的重要性及交通事故造成的可怕後果。 

(九)透過戶外實地參觀的活動，學童可以更容易、更明瞭各種交通工具的特性，及其

安全規則。走出教室的教學方式也可避免因城鄉差距而造成的資訊不足問題。 

(十)除了紙筆測驗以外，學生日常生活的表現更是重要，故老師在課程設計與活動規

劃上，可設計模擬情境，讓學童實地闖關學習、遊戲中身體力行，寓教於樂的學

習氣氛與環境將可事半功倍地達到教育目標。 

(十一)評量工作可請家長加入，並提供鼓勵。但若是為了教學而施行測驗評量，此僅

徒增師生困擾，不易達到預期效果，尤其交通安全教育難以從紙筆測驗中探得學

生學習狀況，不如規劃一系列戶外教學、學藝競賽，或其他能讓學生實際演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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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效果也許會比較好。 

 
 

5.2.2 對未來研究之建議 

(一)由於施測對象為國小學童，問卷內容若太冗長將會使其失去耐心，無法認真填寫，

進而造成研究誤差，未來對小學學童所作之研究應對此稍作調整，問卷填答時間

不但不可太長，用字遣詞均須再多加琢磨，以增加學童願意繼續作答之意願。 

(二)採行郵寄問卷時必須緊密與對方聯繫，避免問卷回收時間過久或其他影響問卷回

收的狀況出現。本研究施測時間與學校許多活動時間相近，學校老師可能因此拖

延了問卷的回收時間，同時也可能造成教師部分問卷的回收率降低。 

(三)本研究由教師代為施測，雖然一再叮嚀此為匿名填答，但學童難免因顧慮老師而

以較理想的答案來填寫，未來研究若擁有較多的資源時，此類施測者可能對受測

者產生增強作用的問卷調查應派專人到場指導填寫，避免老師出現在施測地點，

如此方能降低此類調查誤差。 

(四)本研究僅就小學高年級學童作研究，其年紀相近，使得未有明顯行為差異出現，

更無法從中了解年紀的增長是否越受其他因素(如社會教育或、家庭教育)影響，未

來研究可針對年紀差異較大的學童來作分析與比較。 

(五)交通行為是否因學校、因區域不同而有所差異，未來研究宜進一步擴大學校樣本

與區域，以進一步加以探討。 

(六)本研究是以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為研究對象，但教育講究整體聯貫性，因此針

對國民中學、高級中學、大專院校等各級學校交通安全教育之實施情況是否得宜，

未來可持續進行相關研究，以了解不同教育階段中的情形。 

(七)在研究方法上，由於研究對象為國小學童，僅就問卷調查可能出現偏誤，學童的

回答僅為面片之詞，其確切性容易讓人產生質疑，若能輔以觀察法、晤談法，或

其他可了解學童實際交通行為之方法，這樣才能對問題有更深入的了解。 

(八)交通標誌、設施圖形與指揮手勢辨識錯誤的原因不在本研究範圍之內，後續研究

可進一步探討，並可對現行教材中所介紹之標誌、設施與指揮手勢進行檢討，了

解其是否真為學童在實際生活中最為實用、最迫切需要學習之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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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台灣地區歷年死亡率與運輸事故死亡率(年齡結構別) 

附表 1.1 民國 85 年至民國 91 年台灣地區歷年年齡結構別死亡率 

  單位：每十萬人口 

 年齡 民國85年 民國86年 民國87年民國88年民國89年民國90年 民國91年

0 715.84 677.63 634.67 655.63 635.59 578.37 548.58
1 ~ 4 57.62 58.32 58.62 56.41 45.86 44.01 44.11
5 ~ 9 26.36 23.32 23.02 28.28 19.50 19.73 16.23
10~14 29.18 25.92 26.32 31.00 21.24 19.41 16.84
15~19 84.88 77.92 72.22 70.19 64.52 58.46 52.47
20~24 91.83 79.70 82.84 78.05 77.62 72.21 67.00
25~29 106.86 104.77 94.23 95.33 87.89 81.72 86.79
30~34 141.79 136.30 130.13 130.36 123.71 118.84 112.67
35~39 190.55 191.87 191.72 185.27 177.15 175.91 168.01
40~44 268.91 267.91 268.23 262.93 260.06 251.76 240.56
45~49 393.56 375.57 366.79 371.60 368.09 356.03 347.35
50~54 598.42 590.48 554.78 551.31 523.58 520.30 499.57
55~59 898.88 835.56 838.66 824.77 807.55 812.15 761.58
60~64 1384.91 1309.65 1297.78 1282.83 1208.97 1200.47 1157.47
65~69 2108.24 2071.10 2053.29 2000.50 1921.55 1908.04 1829.85
70~74 3438.25 3265.97 3177.43 3182.01 3052.60 3041.65 2959.27
75~79 5722.75 5329.36 5248.23 5127.21 4973.14 4819.74 4704.46
80~84 9389.94 8920.59 8884.74 8566.15 8145.69 7998.12 7753.60
 85 + 16034.50 15229.59 15074.50 15209.80 14687.66 14422.39 14093.38
資料來源：行政院衛生署，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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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民國 85 年至民國 91 年臺灣地區歷年運輸事故死亡率按年齡別分 

  單位：每十萬人口 

 年齡 民國85年 民國86年 民國87年民國88年民國89年民國90年 民國91年

0 5.94 6.87 4.27 5.71 4.62 4.08 4.55 
1 ~ 4 8.31 8.61 7.43 5.54 5.18 4.71 4.01 
5 ~ 9 4.04 3.58 5.37 2.90 2.96 3.59 1.98 
10~14 8.36 6.12 8.13 6.32 4.37 3.36 3.33 
15~19 44.11 40.33 36.39 32.98 31.19 26.90 22.79 
20~24 37.29 34.38 32.89 28.92 31.76 25.04 24.37 
25~29 29.69 29.51 24.02 22.89 21.43 18.79 19.38 
30~34 28.16 26.26 21.27 20.19 21.17 15.36 12.96 
35~39 26.98 26.73 24.56 19.97 19.03 16.58 16.06 
40~44 29.87 27.70 25.82 23.22 22.70 18.92 17.15 
45~49 35.81 31.78 29.14 25.57 24.90 20.82 20.27 
50~54 45.24 39.63 37.51 30.91 29.55 25.40 23.03 
55~59 53.83 43.54 46.24 40.05 40.51 35.83 31.18 
60~64 68.80 62.19 52.30 52.50 45.65 40.96 38.15 
65~69 76.55 71.26 63.70 57.24 55.20 53.69 51.61 
70~74 91.60 77.45 69.63 67.45 63.04 59.29 59.41 
75~79 92.14 79.32 80.88 65.70 67.71 66.43 66.52 
80~84 90.04 88.40 74.40 85.70 68.07 64.55 66.63 
 85 + 76.74 70.46 60.41 65.52 53.91 51.67 53.21 
資料來源：行政院衛生署，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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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3 國小教師對交通安全教學課題重要性看法整理表  單位：人(%) 

教學課題 非常重要 重要 普通 
有點不重

要 
不太重要

1.走路時要靠邊走 46(59.0%) 30(38.5%) 2(2.6%) 0(0.0%) 0(0.0%) 
2.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

車 57(73.1%) 19(24.4%) 2(2.6%) 0(0.0%) 0(0.0%) 

3.穿越道路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

地下道 53(67.9%) 24(30.8%) 1(1.3%) 0(0.0%) 0(0.0%) 

4.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41(52.6%) 30(38.5%) 7(9.0%) 0(0.0%) 0(0.0%) 
5.不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 47(60.3%) 28(35.9%) 3(3.8%) 0(0.0%) 0(0.0%) 
6.車子駕駛人所可能看不到的死角 46(59.0%) 25(32.1%) 7(9.0%) 0(0.0%) 0(0.0%) 
7.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停、看、聽」 49(62.8%) 28(35.9%) 1(1.3%) 0(0.0%) 0(0.0%) 
8.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 37(47.4%) 32(41.0%) 8(10.3%) 0(0.0%) 1(1.3%) 
9.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 41(52.6%) 23(29.5%) 12(15.4%) 1(1.3%) 1(1.3%) 
10.不並排騎腳踏車 37(47.4%) 33(42.3%) 7(9.0%) 0(0.0%) 1(1.3%) 
11.乘坐機車時要戴安全帽 53(67.9%) 23(29.5%) 2(2.6%) 0(0.0%) 0(0.0%) 
12.乘坐機車時不側坐 34(43.6%) 36(46.2%) 7(9.0%) 1(1.3%) 0(0.0%) 
13.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 45(57.7%) 29(37.2%) 3(3.8%) 1(1.3%) 0(0.0%) 
14.要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可以上下車 43(55.1%) 32(41.0%) 3(3.8%) 0(0.0%) 0(0.0%) 
15.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 39(50.0%) 32(41.0%) 6(7.7%) 1(1.3%) 0(0.0%) 
16.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 53(67.9%) 23(29.5%) 2(2.6%) 0(0.0%) 0(0.0%) 
17.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 49(62.8%) 25(32.1%) 4(5.1%) 0(0.0%) 0(0.0%) 
18.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 45(57.7%) 29(37.2%) 4(5.1%) 0(0.0%) 0(0.0%) 
19.在車廂內不可以隨意走動追逐與喧嘩 36(46.2%) 33(42.3%) 8(10.3%) 1(1.3%) 0(0.0%) 
20.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

方式 48(61.5%) 26(33.3%) 4(5.1%) 0(0.0%) 0(0.0%) 

21.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49(62.8%) 24(30.8%) 5(6.4%) 0(0.0%) 0(0.0%) 
22.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 51(65.4%) 21(26.9%) 6(7.7%) 0(0.0%) 0(0.0%) 
23.認識導護商店的標誌、功用，及位置 46(59.0%) 24(30.8%) 7(9.0%) 1(1.3%) 0(0.0%) 
24.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 53(67.9%) 23(29.5%) 2(2.6%) 0(0.0%) 0(0.0%) 
25.陰天、起霧或者是夜晚時，要儘量穿

戴顏色鮮明衣帽 50(64.1%) 24(30.8%) 3(3.8%) 1(1.3%) 0(0.0%) 

26.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 60(76.9%) 15(19.2%) 3(3.8%) 0(0.0%) 0(0.0%) 
27.排路隊並遵守路隊秩序 51(65.4%) 22(28.2%) 5(6.4%) 0(0.0%) 0(0.0%) 
28.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 58(74.4%) 16(20.5%) 4(5.1%) 0(0.0%) 0(0.0%) 
29.遵守紅綠燈燈號變化前進 45(57.7%) 26(33.3%) 7(9.0%) 0(0.0%) 0(0.0%) 
30.由辨識行人專用號誌來通過道路 39(50.0%) 28(35.9%) 10(12.8%) 1(1.3%) 0(0.0%) 
31.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名稱和意義 41(52.6%) 29(37.2%) 7(9.0%) 1(1.3%) 0(0.0%) 
32.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 33(42.3%) 27(34.6%) 13(16.7%) 3(3.8%) 2(2.6%) 
33.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 38(48.7%) 23(29.5%) 14(17.9%) 2(2.6%) 1(1.3%) 
34.發生交通事故時，能協助處理的事情 45(57.7%) 22(28.2%) 10(12.8%) 1(1.3%) 0(0.0%) 

總計 1558 884 189 1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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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4 國小教師交通安全教學上相關支援需求程度檢視整理表  單位：人(%) 

教學課題 非常需要 需要 普通 偶爾需要 幾乎不需要

1.走路時要靠邊走 10(12.8%) 10(12.8%) 11(14.1%) 12(15.4%) 35(44.9%)
2.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 8(10.3%) 11(14.1%) 14(17.9%) 12(15.4%) 33(42.3%)
3.穿越道路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地

下道 9(11.5%) 12(15.4%) 13(16.7%) 12(15.4%) 32(41.0%)

4.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5(6.4%) 11(14.1%) 18(23.1%) 14(17.9%) 30(38.5%)
5.不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 11(14.1%) 13(16.7%) 13(16.7%) 16(20.5%) 2532.1%)
6.車子駕駛人所可能看不到的死角 14(17.9%) 15(19.2%) 13(16.7%) 17(21.8%) 19(24.4%)
7.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停、看、聽」 11(14.1%) 9(11.5%) 16(20.5%) 13(16.7%) 29(37.2%)
8.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 5(6.4%) 18(23.1%) 17(21.8%) 11(14.1%) 27(34.6%)
9.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 9(11.5%) 12(15.4%) 16(20.5%) 15(19.2%) 26(33.3%)
10.不並排騎腳踏車 7(9.0%) 16(20.5%) 14(17.9%) 9(11.5%) 32(41.0%)
11.乘坐機車時要戴安全帽 12(15.4%) 8(10.3%) 16(20.5%) 9(11.5%) 33(41.3%)
12.乘坐機車時不側坐 8(10.3%) 13(16.7%) 15(19.2%) 13(16.7%) 29(37.2%)
13.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 11(14.1%) 9(11.5%) 16(20.5%) 14(17.9%) 28(35.9%)
14.要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可以上下車 12(15.4%) 10(12.8%) 14(17.9%) 14(17.9%) 28(35.9%)
15.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 10(12.8%) 11(14.1%) 16(20.5%) 17(21.8%) 24(30.8%)
16.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 10(12.8%) 11(14.1%) 17(21.8%) 11(14.1%) 29(37.2%)
17.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 8(10.3%) 8(10.3%) 19(24.4%) 9(11.5%) 34(43.6%)
18.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 7(9.0%) 16(20.5) 16(20.5) 8(10.3%) 31(39.7%)
19.在車廂內不可以隨意走動追逐與喧嘩 8(10.3%) 12(15.4%) 18(23.1%) 11(14.1%) 29(37.2%)
20.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

式 15(19.2%) 21(26.9%) 18(23.1%) 9(11.5%) 15(19.2%)

21.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10(12.8%) 11(14.1%) 20(25.6%) 17(21.8%) 20(25.6%)
22.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 12(15.4%) 11(14.1%) 20(25.6%) 15(19.2%) 20(25.6%)
23.認識導護商店的標誌、功用，及位置 8(10.3%) 13(16.7%) 19(24.4%) 16(20.5%) 22(28.2%)
24.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 5(6.4%) 11(14.1%) 18(23.1%) 15(19.2%) 29(37.2%)
25.陰天、起霧或者是夜晚時，要儘量穿戴

顏色鮮明衣帽 6(6.0%) 13(16.7%) 18(23.1%) 14(17.9%) 27(34.6%)

26.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 11(14.1%) 8(10.3%) 19(24.4%) 14(17.9%) 26(33.3%)
27.排路隊並遵守路隊秩序 8(10.3%) 9(11.5%) 16(20.5%) 15(19.2%) 30(38.5%)
28.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 9(11.5%) 10(12.8%) 18(23.1%) 11(14.1%) 30(38.5%)
29.遵守紅綠燈燈號變化前進 7(9.0%) 9(12.8%) 22(28.2%) 8(10.3%) 31(39.7%)
30.由辨識行人專用號誌來通過道路 8(10.3%) 11(14.1%) 24(30.8%) 12(15.4%) 23(29.5%)
31.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名稱和意義 11(14.1%) 12(15.4%) 24(30.8%) 13(16.7%) 18(23.1%)
32.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 15(19.2%) 21(26.9%) 16(20.5%) 12(15.4%) 14(17.9%)
33.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 22(28.2%) 20(25.6%) 17(21.8%) 10(12.8%) 9(11.5%)
34.發生交通事故時，能協助處理的事情 24(30.8%) 20(25.6%) 16(20.5%) 8(10.3%) 10(12.8%)

總計 346 426 577 426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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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學生部分問卷 

親愛的小朋友，你好： 

這份問卷不是考試，也沒有正確答案，只是想要了解現在學校所敎的東西適不適合你。

所以，你只要依照實際狀況，以及你自己的想法來勾選自己的答案就可以了。有不懂的地

方要舉手問喔！謝謝你的幫忙！ 
祝你 身體健康 學業進步！        

    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理學系研究生 歐陽惠玉 敬上 
 

第一部分：請依你的實際狀況勾選適當的選項。 

總
是
有 

經
常
有 

普
通 

偶
爾
有 

幾
乎
沒
有 

不
確
定
有
沒
有 

一、請問學校有沒有敎過或叮嚀過？ 

請你回想一下，學校有沒有敎過你這些知識或技巧呢？請你依照你是

不是常常接觸到，在各題右邊的適當框格中打「 」。 
 

 請問，學校有沒有常常告訴你： 

 

5 4 3 2 1 0
1.  走路時要靠邊走的重要性  5 4 3 2 1 0
2.  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的重要性  5 4 3 2 1 0
3.  穿越道路時，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地下道的重要性  5 4 3 2 1 0
4.  不能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的原因  5 4 3 2 1 0
5.  不能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的原因  5 4 3 2 1 0
6.  車子駕駛人所可能看不到的死角的形成原因  5 4 3 2 1 0
7.  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怎樣做到「停、看、聽」  5 4 3 2 1 0
8.  騎腳踏車時，不應該跟同學雙載的原因與重要性  5 4 3 2 1 0
9.  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的原因與重要性  5 4 3 2 1 0
10. 不並排騎腳踏車的原因與重要性  5 4 3 2 1 0
11. 乘坐機車時戴安全帽的功能與重要性  5 4 3 2 1 0
12. 乘坐機車時不能側坐的原因與重要性  5 4 3 2 1 0
13. 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的原因與重要性  5 4 3 2 1 0
14. 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可以上下車的原因與重要性  5 4 3 2 1 0
15. 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的原因與重要性  5 4 3 2 1 0
16. 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的原因  5 4 3 2 1 0
17. 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的原因  5 4 3 2 1 0
18. 不可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的重要性  5 4 3 2 1 0
19. 在車廂內不可以隨意走動追逐與喧嘩的原因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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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學校有沒有常常告訴你： 
 
 

 

總
是
有 

經
常
有 

普
通 

偶
爾
有 

幾
乎
沒
有 

不
確
定
有
沒
有 

20. 了解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式  5 4 3 2 1 0

21. 了解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5 4 3 2 1 0
22. 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  5 4 3 2 1 0
23. 導護商店的標誌與功用，及導護商店在哪裡  5 4 3 2 1 0
24. 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的原因與重要性  5 4 3 2 1 0
25. 陰天、起霧或者是夜晚時，要儘量穿戴顏色鮮明衣帽的原因  5 4 3 2 1 0
26. 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例如導護老師、警察、義工媽媽)  5 4 3 2 1 0
27. 排路隊的原因與遵守路隊秩序的重要性  5 4 3 2 1 0
28. 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的原因  5 4 3 2 1 0

29. 紅綠燈燈號變換的順序  5 4 3 2 1 0
30. 如何由辨識行人專用號誌來通過道路  5 4 3 2 1 0
31. 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名稱和意義  5 4 3 2 1 0
32. 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  5 4 3 2 1 0
33. 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的應變措施  5 4 3 2 1 0
34. 發生交通事故時，自己能協助處理的事情  5 4 3 2 1 0

 

非
常
確
定
能 

能
遵
守 

有
時
會
有
時
不
會 

不
太
能
遵
守 

幾
乎
沒
辦
法
遵
守 

不
確
定
能
不
能 

 

二、下列交通安全常識與技巧，你有把握自己能很確實地將它

運用在生活裡嗎？有把握自己能完全遵守這些規定嗎？ 

請記住，這不是考試，所以你只要誠實地依據自己生活裡的行為

在各題右邊的適當框格中打「 」就可以了。 

請問，你在生活上可不可以做到： 

 

5 4 3 2 1 0

1.  走路時會靠邊走  5 4 3 2 1 0
2.  穿越道路前會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車子後才經過  5 4 3 2 1 0
3.  穿越道路時，會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地下道  5 4 3 2 1 0
4.  不會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5 4 3 2 1 0
5.  不會在靜止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  5 4 3 2 1 0
6.  能夠注意那些車子車頭、車尾或司機可能看不到自己的地方  5 4 3 2 1 0
7.  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能夠做到「停、看、聽」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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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你在生活上可不可以做到：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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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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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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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騎腳踏車的時候不會跟同學雙載  5 4 3 2 1 0
9.  騎腳踏車時會戴安全帽及護具  5 4 3 2 1 0
10. 騎腳踏車時不會並排騎車  5 4 3 2 1 0

11. 乘坐機車時會戴安全帽  5 4 3 2 1 0
12. 乘坐機車時不會側坐  5 4 3 2 1 0

13. 搭乘汽車會繫安全帶  5 4 3 2 1 0

14. 會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上下車  5 4 3 2 1 0
15. 下車時會從車子的右邊下車  5 4 3 2 1 0
16. 上下車開門前會特別注意、小心後面的來車  5 4 3 2 1 0
17. 不會將頭、手伸出車窗外  5 4 3 2 1 0
18. 不會在月台或軌道附近遊戲  5 4 3 2 1 0
19. 在車廂內能不隨意走動追逐或喧嘩  5 4 3 2 1 0
20. 乘車時遇到意外時，能夠有辦法正確地逃生  5 4 3 2 1 0

21. 清楚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5 4 3 2 1 0
22. 對於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會特別小心  5 4 3 2 1 0
23. 上下學路上若遇到困難時，會尋求導護商店的幫助  5 4 3 2 1 0
24. 雨天時會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  5 4 3 2 1 0
25. 陰天、起霧或者是夜晚時，會儘量穿戴顏色鮮明的衣帽  5 4 3 2 1 0
26. 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  5 4 3 2 1 0
27. 排路隊上下學時，會遵守路隊秩序  5 4 3 2 1 0
28. 不會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  5 4 3 2 1 0

29. 會依照紅綠燈的指示來行走，不闖紅燈  5 4 3 2 1 0
30. 遵守行人專用號誌的指示來過馬路  5 4 3 2 1 0
31. 會遵守交通標誌、標線、號誌的指示  5 4 3 2 1 0
32. 會正確地依照交通指揮人員的手勢來前進  5 4 3 2 1 0
33. 交通工具發生故障的時候，會做適當的處理  5 4 3 2 1 0
34. 發生交通事故時知道該如何處理(例如報警，找大人幫忙)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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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一、下面共有14個道路設施的圖形，請你從下面24個選項中，找出最適當每張圖

形的名稱，並將號碼填在圖形下面的□中。每一個圖形只有一個答案唷！ 

若你不知道或是不確定的話，就在□內打「×」。記住唷，這不是考試，所

以就算全部都不懂，都打「×」也不會怎樣，不過請你一定要認真回答唷。 
 

    
 

 
   

    
 

 

   

    
    

 

 

 

    

 

 1. 人行天橋  2. 雙線以上鐵路電化平交道  3. 道路施工 
 4. 有柵門鐵路平交道  5. 最高速限  6. 無柵門鐵路平交道 
 7. 隧道  8. 鐵路平交道號誌  9. 枕木紋行人穿越道線 
10. 人行地下道 11. 左彎 12. 注意落石 
13. 當心兒童 14. 行人專用號誌 15. 危險 
16. 禁止停車 17. 禁止腳踏車進入 18. 行車管制號誌(紅黃綠燈) 
19. 行人穿越道號誌 20. 方向里程 21. 岔路 
22. 雙線以上鐵路平交道 23. 單行道 24. 禁止行人通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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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面共有6個常見交通指揮手勢的圖形，請你從下面6個選項中，找出最適

當每個手勢的名稱，並將號碼填在圖形下面的□中。每一個圖形只有一個

答案唷！ 

若你不知道或是不確定的話，就在□內打「×」。記住唷，這不是考試，

所以就算全部都不懂，都打「×」也不會怎樣，不過請你一定要認真回答

唷。 

 

 
  

   

   
   

 
1.右方來車停止 2.左方來車速行 3.全部車輛停止 

4.前後來車停止，左右來車通行 5.左方來車左轉彎 6.右方來車左轉彎 

 
 

第三部分、個人基本資料 

1. 你的性別： □女  □男 

2. 你目前就讀的年級：□五年級  □六年級 

3. 目前居住地區：__________縣(市)。 

4. 以下交通工具，請排出前三個你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請填入交通工具的編號) 

  最常使用的是       ，第二常使用的是      ，第三常使用的是      。 

    步行      腳踏車      機車      汽車      公車     
    捷運      計程車      其他         (請填入交通工具名稱) 

5. 學校有沒有編訂與交通安全相關的教材或補充資料、講義？□有  □沒有 

6. 你有沒有參加過學校的交通安全學藝競賽(例如作文、演講、壁報比賽)？ 

     □有  □沒有  □學校沒舉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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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覺得自己從學校的交通安全學藝競賽中學到多少可以真正活用到生活上的

東西呢？ 

□學到很多  □有學到  □還好  □很少  □幾乎沒學到 

8. 學校有沒有針對社會上的交通事故來做介紹，讓你了解交通事故的可怕、發生

原因，及預防方法？ 

□常常介紹  □有介紹  □還好  □很少介紹  □幾乎沒介紹過 

9. 你覺得學校教的交通安全的課程內容會不會太難？ 
     □太難了  □有點難  □深淺程度尚可  □有點簡單  □太簡單了 

10. 你與父母出門時，你有多常看到父母親出現違規或危險的交通行為呢？ 
     □時常看到  □偶爾看到  □很少  □幾乎沒看到  □完全沒看過 

11. 印象中，你有沒有親戚或朋友曾經發生很嚴重的交通意外？ 
     □有，是         (請填稱謂，例如同學、鄰居)，但是沒受傷 
     □有，是         (請填稱謂，例如同學、鄰居)，頭部受傷 
     □有，是         (請填稱謂，例如同學、鄰居)，頸部受傷 
     □有，是         (請填稱謂，例如同學、鄰居)，胸腹部受傷 
     □有，是         (請填稱謂，例如同學、鄰居)，四肢受傷 
     □有，是         (請填稱謂，例如同學、鄰居)，其他部位受傷(請說明)            
     □沒有 

12. 過去一年裡，你曾發生過交通意外事故嗎？ 
□有，發生   次，當時有          (請填稱謂)在我身邊 

□沒有 
 
 

 
本問卷至此已完畢，請檢查是否有遺漏的地方，謝謝你的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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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教師部分問卷 

各位老師，您好： 
根據民國 91 年的統計資料，國內 5-9 歲學童因交通意外死亡所占該年齡層學童死死亡人數約

12.2%，而因交通意外死亡的 10-14 歲學童人數則佔該年齡層總死亡人數的 19.8%。政府與學校目前

均致力於交通安全教育之施行與檢討；然而，為了了解過去學校所傳遞的交通安全教育是否有不恰當

或偏頗之處，本研究欲從學校交通安全教學內容作檢討與分析，希望從中發掘問題，然後對學校的教

學有所回饋。 
這份關於『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教學成效』的問卷，目的是為了瞭解台灣地區學童在接受交通安全

教育後的行為改變，希望透過您的填答，讓未來的交通安全教育能有更多的參考依據。您的意見對本

研究非常重要，懇請您務必在百忙中撥空逐項回答下列問題。本問卷調查採『無記名』方式進行，問

卷之編號只是為了資料整理及統計分析上的方便，請您放心作答。 

最後，非常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祝褔您 萬事如意 闔家平安！ 
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理學系研究生 歐陽惠玉 敬上

TEL：03-5712121 轉 57238

 
◎以下是常見之交通安全標誌與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僅供您在思考相關問項時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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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請您依您的實際狀況勾選適當的選項。 

A.您覺得教導這個議

題的重要性程度有多

高？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普
通 

有
點
不
重
要 

不
太
重
要 

A. 部分： 
 

下列均為重要交通安全議題，請您就與學生接觸的經驗，在右邊框格

內，依序填入勾選符合您的想法的選項。 

1 2 3 4 5

1.走路時要靠邊走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2.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來車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3.穿越道路時，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地下道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4.不能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5.不能在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6.認識駕駛人會有看不到的死角 1 2 3 4 5

7.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要如何做到「停、看、聽」 1 2 3 4 5

8.騎腳踏車時不跟同學雙載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9.騎腳踏車時要戴安全帽及護具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10.不並排騎腳踏車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11.乘坐機車時戴安全帽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12.乘坐機車時不側坐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13.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14.要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下車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15.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16.上下車開門前要注意小心後面來車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17.不可以將頭、手伸出車窗外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18.不在月台和軌道附近遊戲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19.在車廂內不隨意走動追逐與喧嘩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20.認識乘車時所可能發生的意外與逃生方式 1 2 3 4 5

21.認識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1 2 3 4 5

22.了解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 1 2 3 4 5

23.了解導護商店的標誌與功用，及哪裡有導護商店 1 2 3 4 5

24.雨天時要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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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陰天、起霧，及夜晚時，要儘量穿戴顏色鮮明衣帽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26.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例如導護老師、警察、義工媽媽) 1 2 3 4 5

27.了解編排路隊的原因與遵守路隊秩序的重要性 1 2 3 4 5

28.了解不可以在走廊與樓梯間奔跑的原因與重要性 1 2 3 4 5

29.知道紅綠燈的重要性與燈號變換的順序 1 2 3 4 5

30.由辨識行人專用號誌來通過道路的方式 1 2 3 4 5

31.認識交通標誌、標線、號誌名稱和意義 1 2 3 4 5

32.學習基本的交通指揮手勢 1 2 3 4 5

33.交通工具發生故障時可採行的應變措施 1 2 3 4 5

34.了解發生交通事故時，自己能協助處理的事情 1 2 3 4 5

 
B.學生是否能將

從這個議題所學

到的，確實在生活

上活用/遵守？ 

C.在教導/輔導學

生該知識/能力

時，您是否需要交

通專業人士或他人

的協助？ 

總
是
能 

經
常
能 

普
通 

偶
爾 

幾
乎
沒
有 

非
常
需
要 

需
要 

普
通 

偶
爾
需
要 

幾
乎
不
需
要

1 2 3 4 5 

  左邊的 B.部分： 

針對下列各議題，請就您所觀察到的，學生在接受教導後，

是否能真正落實在生活上？ 

  右邊的 C.部分： 

請你針對各項問題，試想當您在教導時，是否面臨了自身能

力不足以完成教導下列各議題？(亦或學校是否在該方面有

資源不足之窘境) 

1 2 3 4 5

1 2 3 4 5 1.走路時要靠邊走 1 2 3 4 5

1 2 3 4 5 2.穿越道路前要先看清楚兩邊有沒有車子後才經過 1 2 3 4 5

1 2 3 4 5 3.穿越道路時，要走行人穿越道、人行天橋或地下道 1 2 3 4 5

1 2 3 4 5 4.不在人行天橋上做危險動作 1 2 3 4 5

1 2 3 4 5 5.不在靜止停放的車輛旁邊玩耍 1 2 3 4 5

1 2 3 4 5 6.能夠注意那些車子車頭、車尾或司機可能看不到自己的地方 1 2 3 4 5

1 2 3 4 5 7.經過平交道的時候能確實做到「停、看、聽」 1 2 3 4 5

1 2 3 4 5 8.騎腳踏車的時候不跟同學雙載 1 2 3 4 5

1 2 3 4 5 9.騎腳踏車時會戴安全帽及護具 1 2 3 4 5

1 2 3 4 5 10.不並排騎腳踏車 1 2 3 4 5

1 2 3 4 5 11.乘坐機車時要戴安全帽 1 2 3 4 5

1 2 3 4 5 12.乘坐機車時不側坐 1 2 3 4 5

1 2 3 4 5 13.搭乘汽車要繫安全帶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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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14.等車子停穩了以後才上下車 1 2 3 4 5

1 2 3 4 5 15.下車時要從車子的右邊下車 1 2 3 4 5

1 2 3 4 5 16.上下車開門前要特別注意、小心後面來車 1 2 3 4 5

1 2 3 4 5 17.不將頭、手伸出車窗外 1 2 3 4 5

1 2 3 4 5 18.不在月台或軌道附近遊戲 1 2 3 4 5

1 2 3 4 5 19.在車廂內不隨意走動追逐或喧嘩 1 2 3 4 5

1 2 3 4 5 20.乘車時遇到意外時，能正確地逃生 1 2 3 4 5

1 2 3 4 5 21.清楚住家和學校周遭的交通環境 1 2 3 4 5

1 2 3 4 5 22.對於校園及周圍容易發生危險的地區要特別小心 1 2 3 4 5

1 2 3 4 5 23.上下學路上若有困難時，會尋求導護商店的幫助 1 2 3 4 5

1 2 3 4 5 24.雨天時會使用黃色等顏色鮮明的雨具 1 2 3 4 5

1 2 3 4 5 25.陰天、起霧或夜晚時，會儘量穿戴顏色鮮明的衣帽 1 2 3 4 5

1 2 3 4 5 26.遵守交通指揮人員的指揮 1 2 3 4 5

1 2 3 4 5 27.排路隊上下學時，要遵守路隊秩序 1 2 3 4 5

1 2 3 4 5 28.不在走廊、樓梯間奔跑 1 2 3 4 5

1 2 3 4 5 29.依照紅綠燈的指示來行走，不闖紅燈 1 2 3 4 5

1 2 3 4 5 30.能遵守行人專用號誌的指示來過馬路 1 2 3 4 5

1 2 3 4 5 31.能遵守交通標誌、標線、號誌的指示 1 2 3 4 5

1 2 3 4 5 32.能正確地依照交通指揮人員的手勢來前進 1 2 3 4 5

1 2 3 4 5 33.交通工具發生故障的時候，知道如何處理 1 2 3 4 5

1 2 3 4 5 34.發生交通事故時知道該如何處理 1 2 3 4 5

 
 

第二部分、個人基本資料 

1. 性別： □女  □男 
2. 年齡： □21-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6-50 歲  □51 歲以上 
3. 目前居住地區：__________縣(市) 
4. 婚姻狀況：□未婚  □已婚  □離婚  □其他 
5. 子女人數：       位 
6. 學歷背景：□師範院校  □一般大專  □其他               
7. 教學年資：□5 年內   □6-10 年  □11-15 年  □16-20 年  □21 年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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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以下交通工具，請排出前三個您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請填入交通工具的編號) 
 最常使用的是       ，第二常使用的是      ，第三常使用的是      。 

    步行      ( 腳 踏 車       
( 機 車       ( 汽 車      
( 公 車      
    ( 捷 運       
( 計 程 車       ( 其 他   
( 請 填 入 交 通 工 具 名 稱 )  

9. 在您的記憶裡，有沒有親戚朋友曾經發生很嚴重的交通意外讓您印象深刻？ 
□有，但是沒受傷           □有，頭部受傷 
□有，頸部受傷             □有，胸腹部受傷 
□有，四肢受傷             □有，其他部位受傷(請說明)                   
□沒有 

10. 過去一年裡，您曾發生過交通意外事故嗎？ 
□有，發生   次 
□沒有 

11. 您是否了解，每年死亡的學齡兒童中，因交通事故意外而亡的學童的比例有多少？ 
□非常了解  □了解  □大概了解  □不太清楚  □完全不清楚 

12. 對於學校所規劃的交通安全策略與活動，您配合的意願如何？ 
□非常願意配合  □願意配合  □普通  □不願意配合  □非常不願意配合 

13. 學校施行交通安全教育的教學方式：(可複選) 
□相關科目聯絡教學  □利用視聽教學  □注重平日隨機教育  □利用校內情境佈置 
□舉行校外實地參觀  □舉辦學藝競賽  □擬定具體獎懲辦法  □邀請學者專家演講 
□其他                                                                      

14. 學校對交通安全教育評量之方式：(可複選) 
□無    □利用評量試卷  □榮譽獎懲制度  □團體遊戲方式  □競賽活動  
□撰寫學習心得  □其他                                                      

15. 請問您對現行交通安全課程內容的看法： 
□太艱深  □有點艱深  □深淺程度尚可  □有點過淺  □太淺  □沒看過 

16. 您在教導交通安全時，是否常常覺得即時且實用的交安資料明顯缺乏、不足？ 
□常常覺得不足  □覺得不足  □還好  □覺得資料充足  □覺得資料非常充足 

17. 您是否認同都會區與非都會區的交通環境有顯著不同？ 
□非常認同  □認同  □普通  □不認同  □非常不認同 

18. 您是否認同現行的交通安全教材，大部份的內容好像都是針對都會裡的學生而設計？ 
□非常認同  □認同  □普通  □不認同  □非常不認同 

 

 本問卷至此已填寫完畢，請您檢視是否有遺漏之處，最後謝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