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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交通安全，人人有責」是交通安全教育耳熟能詳的口號。林志成、陳祐誠

（2024）報導提及臺灣有 6 成是機車族，年滿十八歲的學生多數以機車為交通工

具，且事故傷害為我國十大死亡之一。此外，林月琴（2023）指出目前臺灣是被

視為「行人地獄」的說法，在 10 多年前，距離臺灣不遠的南韓也曾被批評是行

人地獄。2010 年時，臺灣每 10 萬人交通事故死亡率高達 14.3 人、韓國高達 11.1

人，臺韓兩國交通安全問題不相上下。但是直到 2021 年臺灣每 10 萬人交通事故

死亡率仍超過 12.6 人，韓國卻只有 5.6 人，因此韓國推動改善交通安全的作法值

得我國借鏡並瞭解其推動執行方式。 

本校於 111 學年度為配合教育部教育政策並為學生安全著想，著手撰寫與推

動實施「高級中等學校安全教育重點學校計畫」。配合教育部政策申辦安全教育

三年計畫，列為學校重點執行計畫之一，係以交通安全教育為主軸搭配其他安全

教育主題逐年實行，自 112 學年度規劃主要執行交通安全暨食藥安全教育；113

學年度規劃主要執行交通安全暨水域安全；114 學年度規劃主要執行交通安全、

防墜安全暨防災安全。綜上，連續 3 年皆推動交通安全教育，主要原因是我國交

通安全事件發生頻繁，以及安全教育觀念素養之養成在高中階段相當重要。 

期盼藉由安全教育計畫之推動，建構以人為本的安全素養。安全教育計畫之

交通安全教育可以紮根與多元學習，讓高中學生建立正確交通安全觀念和其他安

全教育之素養提升，可有效減少交通和意外事件的發生，使每一位學生皆可以安

全到校上課並安全放學返家，在生活上平平安安。 

二、高級中等學校安全教育其內涵 

教育部（2022）全面推動安全教育課程，結合部定及校訂課程推動。安全教

育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議題之一，安全教育內容規劃有交通安全、水

域安全、防墜安全、防災安全、食藥安全等五大主題。為有效提升學生安全意識

與素養，降低意外事故傷害，並減輕教師課程設計負擔，教育部自 109 年起與交

通部合作開發五大安全教育主題課程模組，並以健康與體育、綜合活動、社會、

生活課程、全民國防教育等領域為主，各主題在各學習階段均規劃每學期 4 至 6

節課的教案及教學示例，並搭配相關領域教科書內容，方便學校實施安全教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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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同時教育部盤點高中以下教科書，並請各地方政府將安全教育納入 111 學年

度學校課程計畫，引導學校將安全教育於 112 學年度在課程中實施。除此之外，

透過各校成立交通安全教育跨領域教師專業社群、辦理教師增能研習，以及將交

通安全教育融入課程相關教材授課，透過學校課程與教學培養安全教育素養，輔

導並陪伴我們的學子平安成長。國教署在 113 年 7 月 9 日再舉辦「113 年度重點

學校授課種子教師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培訓工作坊暨重點學校成果發表會」為提升

學校行政人員及各領域任課教師之交通安全教育進階專業知能，瞭解本署發展之

機車騎乘安全課程模組內容，以引導學校運用資源，將交通安全教育結合校訂選

修或彈性學習課程實施。 

為使安全教育推動至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本校透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簡稱國教署）專案計畫補助成為「高級中等學校安全教育重點學校」。藉由專

業團隊的帶領，以教師社群模式，逐步提升學校教師安全教育知能與融入策略，

並運用國教署研發之安全教育課程模組，發展適合學校師生需求之課程及教材教

案，將安全教育結合學校校訂課程實施。國教署 111 學年度補助 12 校、112 學年

度補助 9 校、113 學年度擬補助 8 校辦理安全教育重點學校計畫，成立教師專業

學習社群，運用安全教育課程模組發展安全教育課程地圖及校內模組，從實際案

例分析與討論，增進教師對於交通安全教育的認識與瞭解，提升教師交通安全教

育之教學能力，藉以精進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並將學校推動安全教育的實

務經驗分享至區域夥伴學校。 

111 年 4 月至 8 月教育部與靖娟基金會合作辦理交通安全教師線上專業成長

研習，約有 4,500 位學校行政人員及領域教師參加；另將建置 7 單元教學研習課

程影片，放置「教師 e 學院」供教師線上研習。同時委託公共電視製作 10 部交

通安全教學影片，112 年 2 月完成並建置於公共電視網站，做為教師課堂教學運

用。教育部表示，為使學校全面於 111 學年度起實施安全教育，教育部積極推動

安全教育結合部定及校訂課程，並透過辦理教師研習、開發教材資源等配套措施，

引導與支持高中以下學校每校推動推動安全教育課程，讓學生從小建立學生安全

意識，進而降低發生學生意外事故傷害（教育部，2022）。 

洪正岳（2023）學校多將交通安全教育列為首要工作重點工作之一，包括門

口的導護人力規劃、專題演講、張貼交通安全貼語，再結合校內外志工一起為學

生上放學安全而努力。此外，蘇淑美（2019）提到校園要推動交通安全計畫需考

慮從交通安全「5E」策略著手，它包括：工程（Engineering）、執法（Enforcement）、

教育（Education）、裝備（Equipment）和評鑑（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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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級中等學校安全教育推動問題討論 

本校交通安全教育推動主要由交通安全教育教師社群討論，再藉由國防教育

教師暨代課時執行交通安全教育。 

(一) 成立交通安全教育教師社群 

執行交通安全教育首先成立交通安全教育教師社群（表一），此教師社群是

採取跨群科教師組成，有利於交通安全教育在校內的推廣。 

表一 交通安全教育教師社群名單 

(二) 校訂選修開設交通安全教育課程 

趙芳瑩（2016）臺灣交通安全教育的實施是從學校出發，再逐漸向外延伸至

交通現場。目前技術型高中校訂選修課程若要增訂交通安全教育相關課程務必要

提案至課程發展委員會，經由課程發展委員會議提案討論通過。再於每年 12 月

初填報下一學年度的課程計畫書。因此要增加校訂選修-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其困

難度有二：(1)目前各科的課程皆非常緊湊，故要有一門課程調整為交通安全教

育，再經由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2)前一學年即增加到課程計畫書中並審核通

過，才能在下學年實施。 

(三) 善用國防教育課程協助推動交通安全教育 

國防教育課程於高一時班班皆要上此課程，目前本校商請國防教育課程任課

教師協助教授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其優勢有三：(1)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即有交通安

全教育相關內容，由此課程來實施最適合。(2)一年級所有班級皆要上國防教育課

程，因此整個年段學生皆會上交通安全教育課程。(3)本校僅一位國防教育課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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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請他協助教授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優勢有二，一者所有一年級皆由他授課其授

課品質齊一，再者對授課內容精熟，因為要授課 15 班。 

依照安全教育計畫之要求執行交通安全教育課程，達成全校 1/3 學生於一學

期實施 3 節交通安全教育相關課程，讓學生對交通安全有更深刻的印象並能身體

力行。論者認為，只要是對學生好的事情，就應該持續做其成效必定會在潛移默

化中呈現。 

(四) 開設彈性課程 

本校於高二開設彈性課程供有興趣的學生選修。優勢有二：(1)開設的彈性課

程為 6 週的微課程，總計 12 節課程可以上較深入的交通安全教育課程。(2)彈性

課程是跨群科選修，即學生來自不同科別，有助於交通安全課程於校內推動。 

因此 113 學年度即開設「防禦駕駛」和「微型電動二輪車安全駕駛」二門彈

性學習課程提供學生選課，讓交通安全教育觀念借由跨群科的選修學生得以迅速

擴展並深植學生心中，最後達成學生身體力行的目標。 

(五) 善用其他課程隨時支援推動 

本校教師出差、請假或生病時，派代的順序為 1.同科教師→2.該班任課師→3.

該班導師→4.教務處派代。若順序是教務處派代之時，即商請交通安全教育種子

教師授課，藉此增加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授課節數。因為論者深信，善用所有零碎

時間積少成多來執行交通安全教育，成效必定會慢慢展現。 

四、結論與建議 

112 學年度首度執行交通安全教育歸納下列幾點結論： 

(一) 成立交通安全教育社群並確實執行 

邀請各領域教師參加社群，成為跨領域的交通安全教育社群。善用中午時間

舉辦交通安全教育社群議課，討論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應該如何執行並完善計畫。

同時邀請校內種手教師採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發的教材，為同仁專題演講。另

外，聘請交通安全教育專家蒞校專題演講，本學期另邀請彰師附工龍主任蒞校為

社群教師舉辦專題演講，學期未再次邀請針對全校有興趣的教師參加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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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持續滾動式修正交通安全教育推廣 

若要增加交通安全教育課程至校訂選修，必定要排擠另一門科目，故在校內

要增設必須要再多方協商。若教育部直接要求將安全教育加入校訂必修課程，如

此一來即可以一次性解決此問題，而且全國統一來推動交通安全教育課程，其成

效必定卓著。例如，二年前本土語課程直接要求排入校訂必修課程，學校必定要

遵守並確實實施，成效已經慢慢呈現。 

(三) 加入其他科目來執行交通安全教育 

本校 112 學年度主要商請國防教育課程教師協助上交通安全教育課程。113

學年度擬再商請體育科、計算機概論、歷史科和汽車科教師加入交通安全教育課

程之授課行列，即可以輕鬆達成每學期有 1/3 學生上交通安全教育課程 3 節課的

目標。 

(四) 彈性課程得以引進科大教授指導 

彈性課程增開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課，其優勢有三：(1)科技

大學教授入校授課會吸引學生學習興趣，最重要的是可以有效舒解技術型高中教

師授課負擔。(2)引進專精的科技大學教授授課，讓學生有機會更深入學習，提升

交通安全教育素養。尤其科技大學本身有汽車相關專業領域之教授所講授的課程

與教材內容應該會更加新穎，並吸引學生在生活中實踐。(3)科技大學教授蒞校授

課一定會盡其所能，因為授課過程會影響學生對科技大學的觀感，唯有精彩的授

課內容才會吸引學生未來就讀該科技大學。 

(五) 持續增加交通安全教育種子教師 

本校 112 學年度首次執行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接著 113 學年度以及 114 學年

度將持續增加交通安全教育種子教師。唯有更多教師同仁認同交通安全教育課程

才有機會協助推廣交通安全教育的觀念。 

論者針對交通安全教育有下列幾點建議： 

(一) 推動小組與諮詢輔導委員宜適當溝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安全教育執行小組開會要求配合運用因材網之教材。但諮

詢輔導委員卻告知不應該使用因材網。應該採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發之教材或

者靖娟基金會提供之教材，使得第一線執行者無所適從，其實因材網所掛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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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發之教材，僅是課程代碼不一致。因此承辦單位與諮詢

委員在諮詢輔導之行前會議宜溝通清楚。 

(二) 計畫書的審核其團隊應該要協助彙整 

「高級中等學校安全教育重點學校計畫」有 5 位委員審核，每位委員提出

10~20 多條問題，合計 80 幾條問題。重點是其問題很多皆雷同，撰寫計畫書者

要持續修改、回復，深感其團隊為何不協助彙整委員的意見，有效減輕計畫撰寫

者的負擔。如此一來，有效減輕申辦計畫承辦者的工作負擔，對於「高級中等學

校安全教育重點學校計畫」申辦數一定會有明顯的提升。 

(三) 交通安全教育計畫宜按部就班執行 

諮詢輔導委員要求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每學期要上 3 節課程，而且要有 1/3 同

學上此課程。第一學年在現場執行有其困難度，諮詢輔導委員只一味要求，急功

近利。再者，當初申請的計畫書即撰寫每學期 1/3 學生上交通安全教育，並未寫

上課人數 1/3 而且要上 3 節課程。經瞭解審查安全教育重點學校計畫委員與諮詢

輔導委員並非同一批委員，因此蒞校諮詢輔導委員是否應該依照該校「高級中等

學校安全教育重點學校計畫」內容來諮詢輔導該校。 

(四) 諮詢輔導委員宜增加目前在執行計畫者 

諮詢輔導委員應該要再增加一位目前在執行安全教育計畫者，其優勢有二：

(1)增廣見聞：執行計畫者有機會瞭解其他學校如何執行安全教育計畫案。(2)提

供建言：執行計畫者有機會提供本身執行的經驗，供其他學校參考。 

若真能如此實施其諮詢輔導，才能達成新課綱期待的自發、互動、共好的遠

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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