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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臺北市交通安全創意教學教材徵選活動 

「人車分道，道道平安；人車共道，禮讓為安」創意教學教案設計 

壹、 教案名稱：你所不知道的道路密碼 

貳、 緣起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2014年的「全球少年健康報告」指出，2012年間，全球

共有 130 萬名少年在花漾年紀就失去生命；而世界衛生組織針對少年使用菸草、酒精、藥物

及感染 HIV、罹患心理疾病、營養狀況、受傷、暴力、性生活等方面進行調查後發現，交通

事故是全球少年的主要死因，也是少年們患病和失能的第二大原因，其中，又以少男受交通

事故影響的人數比少女多。 

對照衛生福利部 101年死因統計結果分析可發現，近年來，臺灣少年（1-14歲）死亡的

最大主因一直為事故傷害（占 23.1％），雖就比例而言看起來很可怕，但就長期而言（排除

98年因莫拉克風災等天災因素），臺灣少年事故傷害的粗死亡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且較 70

年下降 75.2％，較 90年下降 33.0％。 

由此可知，政府與學校歷年來努力推動的交通安全課程融入、相關活動及宣導，對於協

助建立學生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與保護自己的方法，仍舊有所幫助。而實際上，事故傷害並

非無法防制的意外；交通事故傷害在事故傷害中，更是有跡可循、能夠提早防範，因此，如

何讓臺灣少年瞭解在生活中保護自己免於交通事故的方法，便顯得格外重要。 

參、 設計理念 

根據臺北市 102年度 1至 11月 A1及 A2類（受傷或超過 24小時死亡案件）事故傷亡

人數 25,215 人中，機車駕駛人佔 18,333 人、行人事故佔 2,020 人、高齡者（65 歲以上）佔

1,669 人、自行車騎士佔 1,018 人、酒後駕車失控佔 94 人等，由此可發現交通事故發生涉及

的因素廣泛，也因此交通事故的發生與交通要素（人、車、路、環境）之間的互動關聯成為

安全的重要關鍵。 

本校學生多來自於民生社區中，由於社區內多數車道較窄，社區民眾也多以腳踏車或

步行代步，再加上行經主要幹道民生東路、民權東路的公車與小客車，在學生生活周遭形成

多元且複雜的交通情形。因此，為了能夠早日建立路權的觀念，本課程設計以「強化路權概

念、落實禮讓行為」為核心主軸，以增進交通安全基本能力、批判性思考生活技能，以及自

我覺察生活技能為核心目標，藉由資訊融入、分組合作學習、實作演練等教學方式為手段，

期望能在現今快速進步的時代，不僅給予學生知識面的學習，更能夠培養學生帶得走的能力，

以在實際生活當中能因應變化多端的十字路口。 

在第一單元「路權你我他」中，主要藉由新聞媒體的專題報導，引導學生思考日常生活

中自己在使用道路時的習慣，同時自我評估平時用路習慣的好壞，以進一步思考自己是否曾

經在不知不覺中，侵犯了別人或被侵犯了路權而不自知呢？藉由這樣的探索過程，學生可同

時感受到交通事故可能就在一時不察之間發生，亦能夠更加瞭解所謂「路權」指的不僅是權



2 

 

利，更多的是應盡的義務。 

第二單元「道不同，不相為謀」中，銜接前一堂課對於「路權」概念的詮釋，運用分組

合作學習的方式，讓學生藉由不同道路的圖片試著區分單一路權；學生可以從互相討論與分

享的過程當中，更加體認到現今交通規劃下，道路的區分難以以單一指標作為劃歸，所以在

用路人的安全維護上，更應該保持適度的彈性。接著，運用臺北市過去都市發展過程的照片

與影片片段，讓學生從中觀察道路的蛻變過程，進而思考交通規則、道路規劃的變遷，實在

與都市發展更新與進步息息相關，若是為了防範交通事故發生而捨棄都市發展，在兩者權衡

之下，更應著重在落實交通法規的遵守，與培養每個用路人相互禮讓的態度。 

第三單元「事故掰掰」中，以 102年交通事故傷害的統計資料為起始，讓學生從中了解

交通事故的發生多半是在用路人種類較多、道路規劃較複雜的路段。接著，運用 Google Map

的空拍圖及即時路況功能，讓學生雖然在教室中，但也能夠用自己的眼睛仔細觀察、思考生

活中常常出現的危險路段，同時藉由小組討論的同儕激盪，確實培養學生保護自己免於交通

事故發生的可能。 

最後，本課程與訓導處生教組的交通安全宣導相互搭配，於課程實施後 2週的班會課發

予八年級各班「交通安全─路權」討論單，試圖了解學生於進行課程後，是否確實將所學吸

收，並能夠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肆、 教學對象：八年級學生（共 8個班，2個班為對照組） 

伍、 課程目標 

一、九年一貫能力指標 

5-3-1評估日常生活的安全性，並討論社會對促進個人及他人安全的影響。 

5-3-2規劃並參與改善環境危機所需的預防策略和行動。 

7-3-5提出個人、社區及組織機構為建造更健康的社區與環境所擬定的行動方案與

法規。 

二、九年一貫交通安全教育分段能力指標 

（通）1-4-1能說出社區危險地點。 

（通）2-4-1能知道夜間如何保護自己。 

（通）3-4-1能理解速度與煞車距離。 

（通）3-4-2能了解車輛轉彎的危險。 

（通）4-4-1能知道錯覺帶來的危險。 

（通）4-4-2能明瞭交通行為的責任。 

（通）5-4-1能參予社區的交通建設。 

三、單元目標及具體目標： 

（a-b-c：a表示單元碼；b表示向度碼，1表認知、2表情意、3表技能；c表示流

水碼） 

1. 認知 

1-1-1 了解路權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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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理解行人優先路權的意義。 

2-1-1 認識臺灣目前的道路種類。 

2-1-2 了解路權劃分與道路規劃的關係。 

3-1-1 分析學校四周較危險的路段狀況。 

2. 情意 

1-2-1 認同認識路權的重要性。 

2-2-1 培養重視用路安全的態度。 

3-2-1 體認遵守交通規則及禮讓與減輕事故傷害的關聯。 

3. 技能 

2-3-1 辨識常見的路權相關交通號誌。 

3-3-1 提出穿越危險路段時的自保方法。 

陸、 教學時間：3節課（共 145分鐘） 

柒、 教學設計架構圖 

 

•認識生活中的危
險路段

•學習穿越危險路
段時保護自己的
方法

•了解現行的道路
分類

•體認道路劃分的
必要性

•知曉用路人應盡
的義務

• 了解路權的意涵

• 體悟交通事故是
可預防的

路權你我他
道不同，不
相為謀

事故掰掰生活中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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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教學流程 

第一單元 路權你我他（共計 45分鐘，1節課）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 備註 

 【準備活動】 

教師：「華視新聞雜誌-生活未來事：交通安

全」系列報導影片片段、「路權你我

他」ppt、筆電、單槍投影機、小組討

論白紙 

學生：全班分為 8組（約 4-5人一組） 

  

 

 

 

 

 

 

 

1-1-2 

1-2-1 

【引起動機】 

1. 教師詢問學生是否曾經有下列生活經

驗？ 

（1） 綠燈剩下 10秒，在快步奔過斑馬線

時，時常被搶黃燈的機車差點撞上？ 

（2） 在要過比較長的斑馬線時，時常被卡

在中間？ 

（3） 到底是不是行人最大？ 

2. 教師提問這些狀況到底該怎麼化解呢？ 

 

「路權你我

他」ppt 

 

3’ 

 

學生

回答

問題

的情

形 

 

 

1-2-1 

 

 

1-1-1 

1-1-2 

【發展活動一】一體兩面看路權 

1. 教師說明：隨著時代的進步，人類的交

通運輸工具越來越多元且發達，但隨之

而來的道路安全問題便日益嚴重。 

2. 教師說明：華視新聞於 2012年時，針對

交通安全進行了專題報導，請同學認真

觀賞影片，並請在學習手札中記錄重點

與自己的想法。 

3. 教師播放「華視新聞雜誌-生活未來事：

交通安全」系列報導影片片段，影片重

點： 

（1） 路權的概念 

（2） 機車的路權與行車安全 

（3） 行人的路權與用路安全 

（4） 是否需要有行人優先路權？ 

 

「路權你我

他」ppt 

 

 

 

 

 

「華視新聞

雜誌 -生活

未來事：交

通安全」系

列報導影片

片段 

 

2’ 

 

 

 

 

 

 

24’ 

 

學生

聆聽

情形 

 

 

 

 

學生

觀賞

影片

情

形、學

習手

札 

 

 

1-2-1 

 

 

【發展活動二】路權你我他 

1. 教師提問：在觀賞完影片後，同學們對

於路權的看法是什麼呢？ 

 

 

「路權你我

他」ppt 

 

 

1’ 

 

5’ 

 

學生

發表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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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1-2 

2. 教師說明分組討論內容： 

（1） 請各組利用 5分鐘時間，針對影片內

容，討論你們所認為的路權應如何劃

分，才能夠使得交通狀況更安全便

利？ 

（2） 各小組需派代表上台分享（1分鐘）。 

3. 教師觀察與引導各組討論情形。 

4. 教師請各小組上台分享。 

小組討論白

紙 

 

 

 

 

 

 

 

 

 

8’ 

學生

參與

討論

情形 

 

 

 

 

小組

報告

情

形、學

生聆

聽情

形 

 

1-1-1 

1-1-2 

 

1-2-1 

【綜合活動】 

1. 教師說明：路權，指的是用路人的權利

與義務，所以不單只有享有用路的權

利，也有應盡的義務與責任。 

2. 教師說明請學生回家思考，道路安全該

由誰來維護？ 

 

「路權你我

他」ppt 

 

2’ 

 

學生

聆聽

情形 

 

第二單元 道不同，不相為謀（共計 45分鐘，1節課）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 備註 

 【準備活動】 

教師：「道不同，不相為謀」ppt、道路圖卡、

筆電、單槍投影機、臺北市發展影片

片段（分別為 1931年以前、1960年

代兩段） 

學生：全班分為 8組（約 4-5人一組） 

  

 

 

 

 

 

 

 

2-1-2 

 

 

 

2-1-1 

【引起動機】 

1. 教師藉由再次說明「路權」的定義是用

路人的權利與義務，強化學生對於除了

爭取自身權利之外，使用道路更是有應

該要做到的義務。 

2. 教師詢問學生是否知道臺灣到底有多少

種道路規劃呢？這些道路規劃又是如何

區分的呢？ 

 

「道不同，

不相為謀」

ppt 

 

2’ 

 

學生

是否

仔細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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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1-2 

 

 

 

 

 

 

 

 

 

 

 

 

 

 

 

 

 

 

 

 

 

 

 

 

 

 

 

 

 

2-1-1 

2-1-2 

 

 

 

 

【發展活動一】道不同，不相為謀 

1. 教師發下道路圖卡於各小組，並說明： 

（1） 請各組將手上拿到的圖卡進行分類。 

（2） 教師提醒討論完畢後，需請派 1人代

表分享，要說明分類依據、分類結果。 

 

2. 教師請各小組代表進行分類報告，若有

相同的分類方式則不重複報告。 

3. 教師播放下一張投影片，並引導學生思

考，為什麼每一組同學想的分類方式都

不同，進而讓學生更瞭解交通道路的複

雜性。 

4. 教師接著說明如果換一種方式分類呢？ 

（1） 請各組依據「用路人速度」來區分，

將手上拿到的圖卡進行分類。 

（2） 教師提醒所謂的用路人不只有行

人，而是包含所有使用道路的人。 

（3） 教師提醒討論完畢後，需請派 1人代

表分享，要說明分類結果。 

5. 教師請各小組代表進行分類報告，若有

相同的分類方式則不重複報告。 

 

 

6. 教師引導學生思考，是否還有其他的道

路區分方式，又如果再換一種分類結果

會是什麼呢？ 

 

 

7. 教師接著說明如果換成依據「用路人種

類」來區分，這個分類方式是不是在第

一回何分類時已經有許多小組使用，所

以這也是一種分類方式。 

8. 教師播放下一張投影片並詢問學生，在

分類過程當中，是否覺得很難劃分清

楚？是否總是會有在兩者之間的道路種

類出現？ 

9. 教師請學生找出可能有一種以上用路人

會使用的道路。 

 

道路圖卡、

「道不同，

不相為謀」

ppt 

 

 

 

 

 

 

 

道路圖卡、

「道不同，

不相為謀」

ppt 

 

 

 

 

 

 

 

 

 

 

 

 

道路圖卡、

「道不同，

不相為謀」

ppt 

 

 

 

 

 

 

 

5’ 

 

 

 

 

5’ 

 

2 

 

 

 

3’ 

 

 

 

 

 

 

2’ 

 

 

 

2’ 

 

 

 

 

3’ 

 

 

 

 

 

 

 

2’ 

 

 

學生

參與

討論

情形 

 

學生

發表

情形 

 

 

 

學生

參與

討論

情形 

 

 

 

學生

發表

情形 

 

學生

參與

討論

情形 

 

學生

聆聽

情形 

 

 

 

 

 

學生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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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2-1-2 

 

 

10. 教師播放下一張投影片並重新整理道路

分類的觀念： 

（1） 以交通部現行的分類方式，其實道路

分為人車共道與人車分道兩大類。 

（2） 人車分道：可以速度、車種、行人或

其他來區分。 

（3） 人車共道：交岔路口內、行人穿越

道、人行道（劃設「人車共道」標誌）。 

11. 教師詢問學生，是否覺得這樣的道路劃

分很複雜？但你是否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進行劃分呢？ 

 

 

「道不同，

不相為謀」

ppt 

 

 

3’ 

 

 

 

 

 

 

 

2’ 

討論

情形 

學生

聆聽

情形 

 

2-1-2 

2-2-1 

 

 

 

 

 

 

 

 

 

 

 

 

 

 

2-1-2 

2-2-1 

 

【發展活動二】道路劃分講古囉 

1. 教師說明以臺北市為例，其實早期的道

路劃分並沒有那麼複雜。 

2. 教師播放下一張投影片，請學生猜測這

張舊照片是現在松山區的哪個位置？ 

3. 教師運用臺北市發展影片片段（分別為

1931年以前、1960年代兩段），讓學生

瞭解過去的臺北市道路並無法雜劃分，

並邊引導學生思考其原因。講解重點如

下： 

（1）1931年以前：車道沒有分向劃分、行

人與車輛同時在道路上、電線桿的設

立影響道路交通等。 

（2）1960年代：雖然已開始有車道分向概

念，但從影片中可發現用路人是否遵

守交通規則，也是影響是否有事故發

生的重要因素。 

4. 教師切換投影片，運用四個時空、同一

地點的比對照片進一步引導，不同年代

的交通工具、生活型態、發展步調的改

變，其實也會影響道路使用的態度與規

劃。 

 

「道不同，

不相為謀」

ppt 

 

1’ 

 

 

 

7’ 

 

 

 

 

 

 

 

 

 

 

 

2’ 

 

學生

聆聽

情形 

 

學生

聆聽

情形 

 

 

 

 

 

 

 

 

 

學生

聆聽

情形 

 

 

2-2-1 

 

 

【綜合活動】 

1. 教師說明：隨著時代的進步，人類的交

通運輸工具越來越多元且發達，但隨之

而來的道路安全問題便日益嚴重。 

 

「道不同，

不相為謀」

ppt 

 

4’ 

 

學生

聆聽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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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 

 

 

2-3-1 

 

 

 

 

 

 

2. 教師說明：在便利與安全之間，究竟該

如何兼顧呢？到底是回歸到傳統的運輸

方式為宜，或是還有什麼好方法，這些

都是現代的我們亟需重視的課題了。但

最重要的是，還是應該遵守交通規則。 

3. 教師介紹幾個常見的道路劃分號誌（含

大客車專用道、四輪以上汽車專用道、

自行車專用道、行人與自行車共用道等） 

4. 教師說明回家作業：請學生回家觀察學

校到家的沿途中，有哪些道路設計？哪

些地方是你覺得安全的？哪些又是你覺

得危險的呢？ 

第三單元 事故掰掰（共計 45分鐘，1節課） 

具體目標 教學活動 教學資源 時間 評量 備註 

 【準備活動】 

教師：「事故掰掰」ppt、筆電、單槍、社區

道路空拍圖討論單、網路連結 

學生：全班分為 8組（約 4-5人一組）、回

家觀察住家或學校四周道路規劃情

形 

  

 

 

 

 

 

 

 

3-1-1 

【引起動機】 

1. 教師詢問學生是否回家觀察了四周的道

路狀況呢？ 

2. 教師說明交通包含了人、車、路及環境

四個交通要素，所以如何防範交通事故

的發生，便要從這四個要素下手。 

 

「事故掰

掰」ppt 

 

3’ 

 

學生

聆聽

情形 

 

 

2-1-2 

3-2-1 

 

 

 

 

 

 

 

 

【發展活動一】 

1. 教師引用交通部 102年道安年報資料，

詢問學生認為哪種車道最容易發生交通

事故？ 

2. 教師運用圓餅圖的呈現，說明 102年最

易發生事故的車道為交叉路口，其次為

一般車道，第三為慢車道，第四為快車

道。 

 

3. 教師詢問學生為什麼這些車道比較容易

發生事故呢？可能回答如下： 

（1） 車速問題 

 

「事故掰

掰」ppt 

 

 

 

 

 

 

「事故掰

掰」ppt 

 

 

5’ 

 

 

 

 

 

 

 

5’ 

 

 

 

學生

聆聽

情

形、學

生回

應情

形 

 

學生

回應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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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車道交通較複雜 

（3） 太多種用路人 

4. 。教師接著統整說明，用路人種類越多

的車道，其實也是越容易發生事故的車

道，這也代表著怎麼樣去確認每個用路

人的路權先後，是極為重要的。 

 

 

「事故掰

掰」ppt 

 

 

2’ 

 

 

學生

聆聽

情形 

 

 

 

 

 

 

3-1-1 

3-3-1 

 

 

 

 

 

 

 

 

 

 

 

 

3-1-1 

3-3-1 

【發展活動二】道路設計家 

1. 教師銜接前一張投影片，再次說明路權

的重要性。 

2. 教師詢問學生上週回家觀察住家或學校

四周的道路設計，是否有什麼新發現

呢？ 

3. 教師發予各組「社區道路空拍圖討論

單」，並請各組討論下列問題： 

（1） 請試著運用前兩堂課學到的觀念，將

各路段覺得危險的地方用紅筆圈出

來。 

（2） 在道路可改變的情況下，你會如何調

整此路段的規畫？ 

（3） 在道路無法改變的情況下，在走過該

路段時，該怎麼樣做才會比較安全

呢？（請以行人的角度來思考） 

4. 教師連結網路至 Google Map網站，並呈

現各空拍圖位置。請各組輪流說出自己

覺得該路段危險的地方，以及討論出的

自保方法。 

5. 教師於各路段各組發表完畢後，進行統

整說明，並運用 Google Map的路況顯示

功能，直接於教室內讓學生觀察如何在

該路段避免危險產生。 

 

「事故掰

掰」ppt 

 

 

 

社區道路空

拍圖討論

單、「事故掰

掰」ppt 

 

 

 

 

 

 

網路連結、

Google Map 

 

2’ 

 

 

 

 

15’ 

 

 

 

 

 

 

 

 

 

10’ 

 

 

 

 

 

 

 

學生

參與

討論

情形 

 

 

 

 

 

 

學生

發表

情形 

 

學生

聆聽

情形 

 

 

3-2-1 

【綜合活動】 

1. 教師說明：雖然八年級學習了許多關於

事故傷害發生後的急救措施，但實際上

所有的事故都不是意外，都是可以事先

預防以減輕傷害程度。 

2. 教師統整說明避免交通事故的發生，也

應該是每一個用路人必須要負責的義

務，如果每一個用路人都可以確實遵守

交通法規，懂得相互禮讓路權，其實就

 

「事故掰

掰」ppt 

 

3’ 

 

學生

聆聽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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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避免許多傷害的產生。 

 

玖、 教學評量 

一、 口頭分享：學生能說出自己對維護交通安全的看法。 

二、 分組討論：學生能透過道路劃分分類的討論，表達自己對於道路規劃的看法。 

三、 學習手札：學生能將上課重點與學習心得，表達於自己個人的學習手札中。 

四、 實作評量：學生能運用所學路權觀念，對於生活中常見道路的安全進行分析與調

整。 

五、 討論單：學生能於課程實施後 2 週的班會討論中，完成與交通安全有關的討論議

題。 

壹拾、 教學實施成果 

一、 上課照片 

  

道路分類小組討論情形 道路分類小組討論情形 

  

小組發表情形 道路分類小組討論情形 

 

二、 上課討論單 



11 

 

  

第三單元 小組討論結果 第三單元 小組討論結果 

  

第三單元 小組討論結果 第一單元 小組討論結果 

 

第一單元 小組討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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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班會課討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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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省思與建議 

交通安全於九年一貫健康教育的課程中，其實息息相關。透過事故傷害防制的概念為起

始點，交通事故的防制應視為讓學生於生活中開始落實事故傷害防制的第一步。本課程實施

後發現，交通安全若要與課程結合並非難事，以下為筆者一些省思與建議。 

一、強調與生活經驗連結： 

交通安全議題畢竟為生活議題，因此，在課程設計上應盡量避免陳腔濫調或過於教條式

的教學，本次在課程設計時，思考到平時學生總認為「偶一為之」不會有什麼大礙，因此，

在課程設計上特別強化與生活經驗的連結，舉出各種新聞實例或道路規劃問題，讓學生可以

更有切身感，也更容易對於交通事故的防制付諸行動。 

二、增加互動與趣味性： 

交通安全的維護，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個用路人的落實，因為教學內容上的聚焦，所以教

師更可以妥善運用不同的教學法，以螺旋式課程設計的概念，逐步加深、加廣學生對於交通

安全的認知與態度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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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眼見為憑」為原則： 

畢竟國中學生正處於心智發展階段中的「自我神話」，所以很多事故的發生多半認為不

會出現在自己身上，所以課程設計上應盡量著重於其生活當中顯而易見的實例，也才能夠真

正達到將交通安全事故防制落實於生活行為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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