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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事故在現今社會已被民眾視為無可避免的意外，許多事故的發生主要是

用路人不正確的交通觀念及錯誤的交通行為所導致，根據教育部 104 年各級學校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分析報告顯示，104 年各學制意外事件統計中，校外交通意

外事件中共發生 5,621 件，占了意外事件總數 15,038 中約 37.4%，顯見交通事故

對各求學階段的學子危害的嚴重性。若能加強交通安全教育宣導，於求學階段就

加以教育，使其深植於學齡時的孩童中，自能大大降低國人發生交通事故的機

率。 

我國目前學校的交通安全教育，並未列入正式的課程，而目前學校教師所使

用的交通安全教育教材，多來自於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所編製的交通

安全學習手冊，手冊內容主要是針對一般國民小學的學生，近年來特殊教育逐漸

為教育主管機關與社會大眾所重視，因身心障礙而接受特殊教育的特殊生，多數

都能因應學生障礙特性、學習能力規劃設計個別化教育計劃/方案(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rogram, IEP)。 

然而，為了協助特教生成長學習，在推動學校交通安全教育的過程，首先必

須考慮學生障礙特性類別，規劃安排適當的通學交通工具、路線，甚至為各類特

教生依其障礙特性類別規劃設計適合他們的學習教材。故本研究希望透過特教生

各年齡層之障礙類別特性與交通需求加以分析，探討各障礙類別的特教生的交通

與交通安全教育需求，研擬特教生的各障礙類別的交通安全教育具體作法，作為

特殊教育教師未來推動交通安全教育的參考依據。 

關鍵字：交通安全教育、IEP、特教生 

一、前言 

交通行為是人類活動的一個小環節，交通安全教育只是全人教育的一小

部分，但卻是生命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交通安全的維護脫離不了「教育、

工程、執法」的 3E 政策，除了首先仰賴道路交通主管單位提供完善的交通

運設施軟硬體外，在不得已的狀況下才對未依規定的「交通參與者」運用執

法手段加以糾正、規範，最基本的更需仰賴「教育策略」養成「交通參與者」

的能力、技術、道德，方能確保交通安全，對於兒童的交通安全維護，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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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策略的妥善規劃、設計更是不可偏廢的重要課題。(陳高村，2013) [1]。
在用路人當中有一群特教的孩子，因身心障礙特性不同，他們如何順利完成

交通行為格外受到關注。針對身心障礙特性的用路人，在不同教育階段，如

何推動交通安全教育、協助其順利安全完成屢次目的，是維護其交通安全的

重要工作，所以特教生的交通安全教育活動推動的規劃設計至為重要。 

根據教育部 104 年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統計分析報告所示，在

合計 15,038 件意外事件中，校外交通意外事件共發生 5,621 件，佔了 37.34%
的比率為最高，如下表 1.1[3]

 
可見交通事故仍是學生發生意外的主因，而最佳宣導的場域就是在各級

機關學校，邇來，交通部更希望將交通安全教育納入學校課程，爭取中小學

每學期 6 小時交通安全相關課程，而一般常人都有可能發生之交通事故，對

特殊需求的學生而言更需要教育工作者提供行的安全宣導，研究者曾於特殊

教育學校任教過，對於特教學生的基本交通觀念的缺乏感同身受，盼讓透過

課程的教化，特教生能知道如何正確使用道路，減少發生交通事故的次數。 

「殘障福利」往往是能反映一個國家是否在社會福利上的工作成效，我

國 1980 年為落實社會福利政策及順應世界先進各國殘障福利立法的趨勢，故

頒布了「殘障福利法」，此為我國最早的身心障礙福利法規，然而該法規對許

多關鍵性問題並沒有強制性的規定，使得立法精神及實際功能受到影響(吳武

典等，1990)，故陸續有許多名稱上的修訂，包括 1997 年由「殘障福利法」

修訂成「身心障礙者保護法」，2007 年再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法規內容也有原先的福利提供、非強制性的概念轉化為權益保障、強制性的

觀念。 

二、文獻回顧 

2.1 我國實施交通安全教育之沿革 

我國開始重視交通安全教育，可追朔到民國 54 年桃園永安國小於臺北陽

明山遊覽車翻車事件造成百餘人死傷後， 前台灣省道路交通安全委員會指定

臺北市銘傳國民小學實施交通安全教育教學實驗。根據實驗結果，編撰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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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計畫大綱，以基隆、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市為推行施教重點，

並陸續編印教學手冊，由教育部核定公佈實施如下： 

（一）民國 56 年編印「國民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教學指引」。  

（二）民國 57 年編印「中、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教學資料」。  

（三）民國 58 年 7 月遵奉先總統 蔣公手令「加強交通安全」指示，由行政

院會決定責成交通部成立道路交通安全督導組，策訂「改善道路交通

安全工作初步方案」，呈奉行政院核頒實施，其中執行要點明令交通安

全教育－ 加強中小學及幼稚園交通安全教育，由教育部主辦、省道路

交通安全委員會協辦。  

（四）民國 58 年編印「幼稚園、托兒所交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  

（五）民國 69 年由交通部會同教育部等有關單位策劃編印「國民小學交通安

全教育教師手冊」。  

（六）民國 72 年編印「師範專科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  

（七）民國 77 年訂頒「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執行與獎懲要點」，據以研

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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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對象，分別邀請有關單位代表組成評鑑小組辦理自我評鑑、初評

及複評，經評成績優等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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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民國 77 年修訂「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  

（九）民國 79 年編印「師範學院交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  

（十）民國 82 年編印國民小學(高、中、低年級)及幼稚園「交通安全學習手

冊」五冊，同年 3 月編印「交通安全學習手冊教學指引」。  

（十一）為落實國民小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使用成效，教育部再度於民國 86
年 6 月共同進行本套手冊及教學指引之修訂工作，由師院教授及國小

教師組成研修小組，舉辦五次全省分區座談會，及在全國 23 縣市，每

縣市挑選至少八所小學進行問卷調查， 最後再彙整所有意見，進行修

訂，將「國民小學交通安全學習手冊」改為一到六年級各一冊。  

（十二）民國 91 年因應九年一貫課程將內容作「架構」與「向度」的調整。  

（十三）期望在交通安全教育未成立專門科目教學的情況下，能與各學習領

域做更適切的融入式系統教學，或與生活課程、綜合活動等配合實施

主題教學，形成學童學習為主的本位課程。  

（十四）民國 97 年 6 月交通部道安會委託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邀請教育

與交通專家學者編撰發行「國小交通安全教育教材學習資源補充手冊」，

配發每一班導師運用教學。 (洪瑞霙，2014)  

2.2 我國交通安全教育實施之現況 

 
- 93 -



 

目前台灣在交通安全教育上，主要以陸上交通為主，並以學校為教學的

發展中心，進而延伸至各個場域的交通現場，可說是一種預防交通事故發生

的方式。而所謂的交通安全教育，其最終目標可以定義為：『在最安全的情況

下，達成運輸系統的最佳使用。』，因此，交通安全教育的目的：『培養用路

人安全交通行為所必須具備的認知力、態度、技巧與交通行為本身。』(吳宗

修，1995)。 

依據「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執行作業要點」訂定出交通安全教育四

項實施目標：  

（一）加強交通安全教育知能，培養國民良好的交通道德與習慣，落實守法

守紀的精神，以確保國民之生命。  

（二）明訂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執行重點，建立交通安全教育權責制度。  

（三）建立交通安全教育之評鑑與獎懲制度，以促成交通安全教育工作正常

化，影響全面化。  

（四）結合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妥善運用社會資源，建立全民共識，

發揮整體交通安全教育之效果。 

2.3 國外交通安全教育 

這是美國聯邦政府 200 年投入五年共計六億一千兩百萬美元的經費，推

廣「安全到學校」（Safe Routes To School）計畫，主要目的是為了使學童能

步行和騎腳踏車上學、減少肥胖及體適能的問題、同時又可以減少燃料消耗

與空氣污染、並與社區成員一起合作，以創造安全到學校的路徑。綜合美國

聯邦公路總署(FHWA)、美國疾病管制及預防中心（U.S CDC）及美國各州計

畫的目的，可以歸納出美國推行「安全到學校」計畫有以下幾點主要的目的：  

（一）學童能步行和騎腳踏車上學。  

（二）使步行和騎腳踏車上學更安全、吸引學童步行或騎腳踏車上學。    

（三）安全和減少在學校附近 2 英哩內的交通量、減少燃料消耗與空氣污

染。  

（四）增加學童知覺規律運動的重要性，營造健康步行的社區環境。  

（五）社區成員一起合作，以創造安全的到學校路徑。 

2.4 我國交通安全教育教材 

目前我國現行國民小學之交通安全教育教材主要由網站「168 交通安全

入口網」所提供的「一到六冊交通安全教師手冊」與「教師補充手冊」，提供

學習能力指標、教案、 教學資源、學習活動單和相關的交通安全知識。交通

安全教材配合學童的認知程序， 以由淺而深的方式進行編排，培養學童正確

的交通安全知識、觀念與態度，將交通安全落實在生活中。目前交通安全學

習手冊依照年級共分為六冊，各冊之主要學習單元彙整如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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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別 教學重點 單元名稱 

一年級 1.認識學校周邊交通安全環

境。  

2.培養正確行走在學校周邊的

行為。 

1.我是優良乘客 

2.安全看的見 

3.平安穿越道路 

4.排路隊安全多 

二年級 1.認識各種常用的交通工具。  

2.培養正確行走在街道、路口

的能力。 

1.歡迎到我學校來 

2.街道安全行 

3.認識車家族 

4.路口安全行 

三年級 1.學習正確騎乘個人交通工

具。  

2.認識自我的生理限制。 

1.穿越道路停看聽 

2.平安騎乘腳踏車 

3.安全配備你我他 

4.看見你看見我 

四年級 1.認識交通法規內涵。  

2.培養尊重他人的態度。 

1.辨識標誌 

2.我是搭車高手 

3.路權知多少 

4.旅遊高手 

五年級 1.了解路權的概念。  

2.認識自我的交通社會責任

感。 

1.遵守路權你我安

全 

2.安全最前線 

3.小兵立大功 

4.安全從守法禮讓

開始 

六年級 1.統整個人的交通安全概念。  

2.培養事前預防事後正確應變

的能力。 

1.交通標線看分明 

2.你不能不知道的

行人守則 

3.保持距離以策安

全 

4.萬全準備處變不

驚 

（教育部，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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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交通安全教育評鑑 

依據行政院頒第 11 期「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暨教育部

「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執行作業要點」辦理。依據「學校及社會交通安

全教育執行作業要點」，從國中小到大專院校的各級學校皆須設立「交通安全

教育委員會」，負責學校交通安全教育之規劃、執行、督導與考核的工作，且

每年教育部會進行交通安全教育評鑑，檢核各級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的成

果。評鑑的目的有兩點： 

（一）透過自我評鑑，促進學校積極努力，提高交通安全教育成效。  

（二）經由自我評鑑及訪視評鑑，瞭解交通安全教育實施概況，作  為日後

改進參考及交通安全教育優質經驗之交流。 

而 104 年度教育部交通安全教育評鑑總評報告中發現如下的具體推動成

果： 

（一）各級學校在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之規劃上，普遍能夠透過資料蒐集、

分析 學校所面臨之交通安全問題、尋求社區與家長之資源配合，設法

解決學校在 交通安全教學、輔導及執行過程中所遭遇之困難。 

（二）各級學校在交通安全教育之推廣上，具備知識性、趣味性、生活化且

能讓師生及家長共同參與之交通安全教學與輔導活動已逐漸普及並廣

被採用，而「能否具體生效」之觀念也開始在各級學校間受到重視。 

（三）政府相關單位(如行政院新聞局、交通部道安會、內政部警政署、交通

部運輸研究所等)所建置之交通安全資訊網站、印行發送之交通安全宣

傳短片與海報及出版之交通安全手冊與相關圖書，是各級學校推動交

通安全教育之主要資訊來源，並廣被採用作為教學活動之教材。 

（四）整體而言，本年度各級學校對交通安全教育之推動仍以國小之表現最

為優異，高中職與大專居次，國中組在本年度之表現則居殿後，此現

象似乎顯現我國學校交通安全教育在推動上出現了國中階段的斷層。 

三、研究方法 

3.1 文獻分析法 

旨在研究我國以及國際上先進國家中的交通安全教育實施情形，及身心

障礙者及接受特殊教育之學生之參與交通行為之有關文章、相關期刊、論文

檔案、著作資料、研究報告等文獻，藉此檢討須改進之策略及作為未來推動

身心障礙者交通安全教育之參考。 

3.2 內容分析法 

針對國內目前交通安全教育實施現況進行探討，結合實務上具體推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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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檢討目前實施現況的缺失，研擬適當的積極作為及因應對策，保障特教

生之行的安全。 

四、特教生之分類及人數 

特殊教育之範圍包含「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異」學生，資賦優異

學生自然不需要有交通安全的特殊需求，但身心障礙者卻是我們必須特別注

意的一群弱勢族群。根據我國特殊教育法第 3 條對身心障礙之定義為「指因

生理或心理之障礙，經專業評估及鑑定具學習特殊需求，須特殊教育及相關

服務措施之協助者。」其分類共有 13 類。分別為： 

（一）智能障礙。 

（二）視覺障礙。 

（三）聽覺障礙。 

（四）語言障礙。 

（五）肢體障礙。 

（六）腦性麻痺。 

（七）身體病弱。 

（八）情緒行為障礙。 

（九）學習障礙。 

（十）多重障礙。 

（十一）自閉症。 

（十二）發展遲緩。 

（十三）其他障礙。 

表 1.2 國內所有教育階段(國小至高中職)特教生人數 
類別 人數 比例(%) 
智能障礙 22,618 21.88 
視覺障礙 816 0.80 
聽覺障礙 2,778 2.70 
語言障礙 1,769 1.70 
肢體障礙 2,268 2.20 
腦性麻痺 1,836 1.80 
身體病弱 2,500 2.40 
情緒行為障礙 5,861 5.70 
學習障礙 32,769 31.70 
多重障礙 3,059 3.0 
自閉症 12,745 12.32 
發展遲緩 12,748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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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障礙 1,618 1.60 
總人數 103,385  

資料來源:特殊教育通報網，https://www.set.edu.tw/Stastic_WEB/sta2 /default.asp(統計至 2017

年 05 月 31 日) 

五、特教生之交通行為能力探討 

5.1 身障者的交通需求 

交通技能對身心障礙者的影響所及包括受教權益、人際關係以及休閒生

活，都影響障礙者的獨立性與社會性(吳怡瑱，2010)。而國內殘障聯盟團體，

針對身心障礙者在生活中面臨「行動」類型的困難以及須要的協助(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殘障聯盟，2011)，如表 1.3 所示： 

類    型 困 難 / 障 礙 環 境 我 需 要 的 協 助 

行動 

（藉由改變身體姿

勢或位置或藉由從

一處移至另一處，藉

由攜帶、移動或操作

物品，藉由行走、跑

步或攀登，以及藉由

使用各種運輸工具

來移動。） 
 

1. 我會搭固定的公車出門，

但是如果要我中途去別的

地方，我就不知道要怎麼

辦。 

2. 我搭公車使用悠遊卡時，

有的機器感應後會嗶三

聲，有的會直接說「愛心卡

上車」，我每次都感覺司機

與乘客用異樣的眼光在看

我。 

3. 如果路口沒有設置紅綠燈

或是常閃黃燈，我不知道應

該如何過馬路。 

4. 我想要考機車駕照，這樣

要外出或工作才比較方

便，但是交通號誌太難，也

沒有人先教我怎麼騎機

車，我都考不過。 

5. 我常搞不清楚方向，沒有

走過的路就很容易就會迷

路。 
 

1. 若是有特別行程，希望家

人或是社工可以事先告知

我，並和我一起規劃行程。 

2. 我希望搭公車感應悠遊卡

時，不要有特別的聲音，也

不要直接說出愛心卡。 

3. 希望可以依交通流量設置

紅綠燈，閃黃燈的路口則可

設置「欲過馬路，先按此鈕」

的裝置。 

4. 希望社福團體可以舉辦考

照訓練班，讓我可以反覆練

習筆試與路考的內容。 

5. 政府應該設置更清楚的路

標，我也須要家人或社工協

助我做外出的行前準備與

規劃，也陪我走一次或是提

醒我可以怎麼到我想去的

地方。 
 

(資料來源：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殘障聯盟，2011) 

5.2 身障者的運輸障礙 

「運輸障礙」是指在一個旅次的空間中作水平或垂直的移動時，會伴隨

 
- 98 -



 

一連串資訊處理的過程、移動與動作等三方面之活動，倘若其中有某項或某

組合項目有困難，即形成運輸障礙(藍武王，1990)。廣義運輸障礙包含： 

（一）長期性的運輸障礙者：持續三個月以上，例如身心障礙者。 

（二）短期性的運輸障礙者：持續三個月以內，如短期性疾病、傷害者及待產

的孕婦。 

（三）無法使用大眾運輸者，如攜帶小孩、大量物品、居住在偏僻的地區。 

六、結論 

不少研究指出，是否擁有外出的能力對身心障礙者的社會參與影響極大，

可及式的交通(accessible transport)能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活上很大的幫助，亦能

讓障礙者在教育、就業及使用各項服務上扮演重要關鍵的角色(Wilson,2003)。
國內學者就以移動、動作及獲得資訊(情報)三項為劃分基準，整理出不同障

礙類別可能遇到的交通問題，並可發現肢體障礙者及視覺障礙者在移動和動

作上存有明顯關係(張凱勝，2004)。本研究盼能透過對特教生之交通安全教

育，使各個不同障礙類別的特教生能發展出合適的交通行為，適當地融入社

會，讓個體實踐生命、成就自我、發揮個體生命無限的潛能。  

 視覺

障礙 
聽覺

障礙 
語言

障礙 
肢體

障礙 
智能

障礙 
自閉

症 
多重

障礙 
情報 ○ ○ ○ X ○ Δ Δ 
移動 ○ X X ○ Δ X Δ 
動作 ○ X X ○ ○ Δ Δ 

註：○表示兩者間有明顯關係；X 表示兩者未有明顯關係；Δ表示視情況而定 
引自(張凱勝，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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