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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論：提昇生活教育從交通安全做起

社論專載

本學年度，本校同學發生車禍意外事故提出申請平安保險理賠案件計有一百二十九件

，遠較其它意外受傷及疾病申請理賠件數為多。而降低交通意外事故的發生，是我們

一直努力的方向；因此，只要同學們能對行車平安多一份用心與關心，相信亦能對自

己的生命與安全多一份保障。 

 

本校學生事務處自八十九學年度起辦理「提昇學生生活教育」，每月訂定不同宣導主

題，四月份定為「交通安全宣導月」，不僅加強宣導交通安全注意事項，並提高同學

的注意與關心，特別舉辦各項講習與檢測活動、製作宣傳小語書籤，更製作校園週邊

主要道路傷亡人數示意圖大型海報，提醒同學行駛該路段時能加強注意。學校用心辦

理各項交通安全宣導活動，無非是希望同學們能夠快樂出門、平安回家，不因一時的

疏忽與大意，造成自己身體的傷痛及家人的心痛與不捨。從學校來說，可說是克盡了

宣導與教育的責任。然而在面對平安保險申請理賠的數字時，我們不禁深自檢討：「

如何才能讓同學們更注意、更安全？如何才能使車禍意外的發生降至最低點甚至零事

故？」 

 

歸納同學們發生車禍的原因不外以下幾點：「不注意、不小心、車速太快」等等，諸

多因素均是心理造成。所以，僅只是單方面的宣導與講習，學生接受的程度有多少

？是否只是讓學生覺得像媽媽的嘮叨而不耐？在關上家門、跨坐上汽機車的剎那，所

有叮嚀與交待，早已如耳邊呼嘯而過的風般飛逝。如上所述發生車禍意外者多為心理

因素，因此讓我們瞭解學生的心理狀態，一起「從心做起」應是當務之急。 

 

根據發展理論，學生的成長發展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包含其本身、其他個體與環境的

交互作用，而學者認為青年在其生活中有三大發展方向的壓力，分別是生理、認知及

社會三層面，而造成學生壓力的則有以下的心理狀態：一、情緒激動性太大，缺乏穩

定性；二、對於他人的反應不負責任，亦即是不在乎的心態；三、挫折容忍度低；四

、低度接受規範的心理，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五、不能忍耐延宕、不願等待的

心理。由於上述的心理狀態，當行駛在道路上，可能因為其他駕駛人的行為而引發其

爭先搶快的猛踩油門；或是因為遭遇挫折，心情沮喪、低落而疏於注意交通狀況；或

者一時貪快搶黃燈，甚至闖紅燈等；諸般行為均容易造成車禍意外事故，如果又因為



不想損及美麗帥氣的尊容而未戴安全帽，則所受到的傷害將更大。 

 

針對以上學生發展過程中的心理狀態以致影響其行車安全，提出幾點呼籲：一、關懷

交通、珍惜生命：大家共同擁有「交通安全，由我作起」的觀念，並以「尊重路權、

相互禮讓」為用路的行為規範，共同維護一個順暢且安全之交通環境。二、安全空間

觀念之建立：所謂安全空間就是指「不要做沒有絕對安全把握的交通行為」，給自己

也給他人多留一些安全空間，才是自我防衛的最佳表現。三、建立「利他」觀念：事

故的發生可能不是因為自己不違法，而是因為自己理直氣壯的任性駕駛，站在他人的

立場去想，退讓一步，不僅減少事故發生也保障了自己的生命財產。 

 

生命是珍貴的，無法重新來過，我們應當勇敢堅定的護衛，希望大家一同尊重自己、

尊重他人、尊重生命，使人人皆能遵守交通規則，快樂出門平安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