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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安全第一守則  

 「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最安全」  

 交通安全第二守則  

 「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行為」  

 交通安全第三守則  

 「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之交通行為」  

  交通安全第四守則  

 「防衛兼顧的安全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無  

  辜的事故受害者 」 

  交通安全第五守則  

 「熟悉路權、遵守法規」 

 

 

 





1.內政部警政署統計，106年未滿12歲兒童在交通
的事故中有7,527人受傷、21人死亡，其中「兒童
被汽(機)車撞」死傷數達1,093件，事故類型包括
穿越道路中、衝進路中、在路上嬉戲等，顯示出
孩子在交通環境中危險判讀的意識薄弱且欠缺安
全知識。(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108.6) 
 

國小兒童發生意外統計 



     減少兒童交通意外3招 
●別在馬路對面喊孩子 
  
●過馬路牽孩子手腕、走左側 
 
●教孩子過馬路舉手、左右看 



兒童交通事故中死傷第一名──機車事故 
台灣機車密度亞洲第一，因摩托車機動性及方便性高， 
又是騎車載孩子沒有戴安全帽惹的禍！機車事故是兒童交通事故中死傷

的第一名，其中又以孩童沒戴安全帽死傷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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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排排站」 
龍頭一致全朝外 

家長接送區 
→汽機車不停門口 
→機車停入口紅磚到左
、右第一根電線桿 
→汽車盡量停左、右第 
  一根電線桿後 

你多走一步路的距離， 
孩子就多一份安全 

 

   



先開一小縫，讓後面的
車看到有人要開門了。 

二段式開車門法 

1

. 

2

. 

要用離車門比較遠的
那隻手開車門。 

（反手開門）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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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  性別 體位判讀 

過輕 適中 過重 超重 合計 
111學年度 
第2學期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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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超過一半的人體位不適中 

平均每2個孩子，就有一個體重過重 



112年西港國小近視占47.3% 

大約平均2個孩子,就有一個近視 



  （一）實施晨間、課間與課後運動 

1.實施時間：每日晨間、第一、二節下課、午休及彈性課程 

2.實施方式：全體學生進行健康操、慢跑、健走、球類運動、跳繩等 

  （二）辦理校內班際球賽 

 學期中末辦理各年級班際球賽，例樂樂足、跳繩、大隊接力等比賽。 

  （三）實施運動社團 

 每週三晨光時間，實施社團活動。 

  （四）舉辦體育性育樂營 

          .寒暑假期間，辦理游泳體驗營、籃球訓練營、大學營隊等 

   (五)舉辦運動會 

   (六)爭取資源，提高運動熱忱:1元慢跑計畫、董氏基金會活動 



 (一)增進規律運動學童比率，進而培養終身運動習慣。 

 (二)增進體適能適中學童比率，降低視力不良率。 

 (三)能從多元運動中，探索與增進運動技能，帶動其他 

      領域的成長。 

 







別輕易接受陌生人東西 



新型毒品，千變萬化，在不當場所 
陌生人(即使是朋友)的物品不接受。 



如何拒絕毒品 



吸毒之前後對照圖 



 除非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在家自行戒毒，要不就是
被送到監所或醫院戒治，實施強制隔離或強制療程。 

 一旦上了癮，吸毒者要面對的不止是身體的損害，
最可怕的莫過於既痛苦又冗長的戒毒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