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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3 － 6 岁幼儿上下学出行，暴露在交通环境中，是交通环境中的弱势群体． 为了

解幼儿目前交通安全教育情况，本文对上海及山东临沂、滨州的 5 所幼儿园进行调查．
调查发现，当前幼儿园交通安全教育内容笼统，教育形式以学习交通安全书籍及观看视

频为主． 为对幼儿开展更有针对性的交通安全教育，结合幼儿特征及主要的交通出行方

式，探讨幼儿上下学应注意的交通安全教育内容，同时对幼儿最喜爱的交通安全教品教

具进行现场测试，由幼儿自行挑选最喜爱的教品教具． 测试结果发现，与交通安全书籍

相比，幼儿更偏好交通安全游戏棋． 研究结果对幼儿园交通安全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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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ldren Traffic Safety Education and Its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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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 201804，China)

Abstract: The children within 3 to 6 years old are exposed in traffic environment on the way to school，
thus they become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traffic environmen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five kindergartens in
Shanghai，Linyi and Binzhou in Shandong province of China to learn the current traffic safety education
situations for children．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contents of the traffic safety education are too general and
the major methods only contain reading relevant books and watching videos． To put more specific traffic
safety education for children into practice，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 with their main
transport modes，and analyzes the contents of traffic safety education of school． Meanwhile，it tests better
traffic safety equipments for children education by means that children pick their favorite traffic safety
equipments by themselves． It is found that，compared with traffic safety books，children prefer traffic safety
chess． The resear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carrying out the traffic safety education in kinderg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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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处于 3 － 6 岁幼儿，具有发育迅速但远未完善

的生理特征，天真纯洁但容易受到伤害的心理特

点，活泼好动但自我保护能力欠缺的行为特征
［1］．

当这类特殊群体由于上下学出行，暴露在交通环境

中，是交通环境中的弱势群体
［2］． 对幼儿进行交通

安全教育，培养其良好的交通行为习惯，加强其对

交通环境潜在危险的认识，提高自身的保护技能，

对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

对幼儿交通安全教育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理论阶

段，如李君羡
［3］

等结合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相

关知识，分析学龄前儿童的受教特点，并给出学龄

前儿童交通安全教育教材编写、教具制作以及干预

对策方面的建议． 国外对幼儿交通安全教育的研究

则大多采用实验方法，如课堂实验及实际交通行为

观测． 研究发现，在生理方面，幼儿对车速无法正确

判断
［4］，同时性别在幼儿遵守步行规则方面存在

差异
［5］; 在教育形式方面，游戏式教育对改善实际

交通行为具有显著作用
［6］．

为对幼儿开展更有针对性的交通安全教育，本

文基于上海及山东临沂、滨州的 5 所幼儿园调查，

分析幼儿园交通安全教育现状; 结合幼儿特征及主

要的交通出行方式，探讨幼儿上下学应注意的交通

安全教育内容; 通过对幼儿最喜爱的交通安全教品

教具进行现场测试，验证教育形式的有效性．

2 调查

3 － 6 岁幼儿进入幼儿园学习，由于其存在上

下学出行需求，幼儿园开始对其进行交通安全教

育，一方面培养其养成良好的交通行为习惯，另一

方面加强其对交通环境的认识． 为了解目前幼儿的

交通安全教育内容及教育形式，本次对上海及山东

临沂、滨州的 5 所幼儿园进行调查，表 1 所示．

表 1 问卷发放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questionnaire

所在城市 幼儿园 调查份数

上海 A 8

临沂

B 14
C 4
D 9

滨州 E 10

2． 1 调查对象

由于幼儿年龄小，易带来沟通上的不便，本次

随机抽取 45 名教师作为调查对象．
2． 2 调查内容

首先，对 5 所幼儿园目前使用的交通安全教材

进行调查． 其次，对教师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

括幼儿园目前主要的交通安全教育内容及教育形

式，同时问卷还包括幼儿上下学交通方式调查，通

过了解幼儿主要的交通出行方式，以进一步确定相

应的教育内容．

3 教育现状

由于幼儿出行有监护人接送，将幼儿上下学

交通方式分为家长接送 ( 步行) 、家长接送 ( 公共

交通) 、家长接送( 小汽车) 、家长接送 ( 自行车或

助动车) 、家长接送( 摩托车) 、校车接送等 6 种方

式． 调查发现，幼儿上下学出行以步行和小汽车

接送为主，自行车和摩托车接送的情况也存在，

如图 1 所示．

图 1 幼儿上下学交通方式情况

Fig． 1 Transport modes of school for children

3． 1 教育内容

调查发现幼儿园没有专门的交通安全教材，上

海幼儿园采用《生活活动》、山东幼儿园采用《幼儿

用书》对幼儿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这类书籍囊括幼

儿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中对交通知识的介绍，则

是按年级分册介绍． 如《幼儿用书》，中班上分册介

绍“我在马路边”，大班上分册介绍“安全乘车”，如

表 2 所示．
在步行方面，教材内对“过马路要由成人领

着”，“要看斑马线、红绿灯”，“在没有红绿灯时，过

马路要左右看，等没有车时再过去”等常识均有

提及．
在乘车方面，教材没有按交通方式对知识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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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细分． 例如，乘坐公交车和乘坐小汽车是有区别

的． 乘坐公交车时，要等车辆停稳后先下后上，依次

登乘． 另外，公交车一般有专门的公交停靠站，因此

在乘坐小汽车时，还应提醒幼儿，下车时应注意后

方来车．
在幼儿特征方面，由于幼儿目标小，在道路环

境中经常被忽略，同时乘车时，应对幼儿采取专门

的防范措施，教材中均没有体现． 在实际调查中，也

仅有一半的教师提醒幼儿注意．

表 2 《幼儿用书》过马路和安全乘车知识点

Table 2 Key points of crossing the road and riding
safety in“ Children’s Book”

类别 知识点

过马路

过马路要先看红绿灯

过马路要走斑马线

没有红绿灯时，过马路要左右看，等没有车时再过去

小朋友过马路应由成人带领

快速通过斑马线

过马路不要嬉闹

过马路时，应紧跟着队伍一起走

安全乘车

抓住把手把门开

上车系好安全带

关门一定抓把手

不把头手伸窗外

车行一定要坐好

不要随意把门开

下车请等车停稳

绕行请往车后来

3． 2 教育形式

目前国内开展的交通安全教育活动
［7-9］，主要

有交通安全书籍学习、观看视频、开展知识讲座、现
场示范交通规则、交通安全主题游戏棋、亲子活动

等． 根据实际调查，幼儿园主要采用的交通安全教

育形式有交通安全书籍学习及观看视频，开展知识

讲座及交通安全主题游戏棋的形式较少． 如图 2
所示．

4 教育内容

通过上述调查发现，幼儿园目前的交通安全

教育内容没有体现不同交通方式及幼儿特征． 幼

儿特征与其他人群不同，由此产生的教育内容也

不同．

图 2 幼儿园交通安全教育形式开展情况

Fig． 2 Situations of traffic safety education
methods in kindergarten

4． 1 幼儿特征

在生理特征方面，首先，幼儿本身目标小，难以

被人发现; 其次，幼儿的视觉范围比成人小，6 岁儿

童的视觉范围只有成人的 2 /3［10］，在路上经常看

不见车辆的出现; 再者，幼儿处于发育早期阶段，运

动神经不发达，灵敏性较差，动作较为迟缓，即使明

白了自己处于危险之中，也无力逃避现实．
在心理行为特征方面，幼儿思维具有具体性、

对象性特征，安全意识及防御反应差; 幼儿好奇心

强，易产生盲目的冲动和冒险的行为; 幼儿语言和

行为的模仿性强，经常会学一些不安全的行为，并

加以尝试; 幼儿以自我为中心进行思维，当其处在

复杂的交通环境中，将产生危险
［11］．

由于幼儿身心发育不完善，在过马路时，应时

刻强调马路的危险性． 在乘车时，应使用儿童专用

椅． 与单独使用安全带相比，4 ～ 8 岁儿童使用儿童

专用椅，伤害可以减少 59%［12］． 此外，还应教育幼

儿养成良好的交通行为习惯，例如不能在车上嬉戏

打闹．
4． 2 教育内容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未满 12 周岁的儿童

不能乘坐摩托车． 同时家长骑自行车带小孩，也存

在危险
［13］． 除摩托车、自行车及助动车外，将幼儿

上下学交通方式分为家长接送 ( 步行) 、家长接送

( 公共交通) 、家长接送( 小汽车) 三类． 其中，校车

属于公共交通，但与其他公共交通方式相比，校车

服务对象较为单一，主要以学生和老师为主．
将幼儿乘车出行，分为上车、坐车、下车三个阶

段． 根据幼儿上下学交通方式，除了应掌握的正确

交通行为外，结合幼儿特征，讨论幼儿交通安全教

育内容，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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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幼儿上下学交通安全教育知识点

Table 3 Key points of traffic safety education
of school for children

方式 阶段 主要知识点

家长接送( 步行)

过马路要由家长领着

要走人行道、人行横道或其他过街

设施

过马路要“一停二看三通过”

红灯停，绿灯行

不要在马路上嬉戏打闹或逗留

家长接送( 公共交通)

上车

扶好手扶电梯( 快速公交)

要站在警戒线内( 快速公交)

等车辆停稳后先下后上，依次登乘

坐车

要抓住扶手，不能在车上走动

不能把身体伸出车外

不能吃带棍子的食物

不要站在门口，以免被夹伤

不能在车上嬉戏打闹

下车 待车开走，再过马路

家长接送( 小汽车)

上车
不能坐在副驾驶座

应使用儿童专用椅

坐车
不能把身体伸出车外

不能吃带棍子的食物

下车
下车时应注意后方来车

在靠人行道的一边下车

5 教育形式的有效性

调查发现，幼儿园常见的交通安全教育形式有

交通安全书籍学习及观看视频． 为进一步探讨幼儿

交通安全教育形式的有效性，对幼儿最喜爱的交通

安全教品教具进行现场测试．
5． 1 测试方法

选取上海某幼儿园大班及中班各一个班级，共

31 名幼儿进行测试． 将市面上已有的交通安全教

品教具摆放在幼儿面前，由幼儿自行挑选最喜爱的

教品教具，每个幼儿只能选择一项教品教具．
5． 2 测试结果

测试发现，交通安全书籍仅有一个幼儿选择，

其余幼儿均选择交通安全游戏棋，如表 4 所示．
游戏是幼儿把现实同化于活动本身，是幼儿学

习活动中的一个强而有力的杠杆
［14］． 然而目前幼

儿园交通安全游戏类活动开展较少． 幼儿通过玩游

戏棋，学习游戏棋上图案和道具所传播的交通常

识，如交通环境中的人、车、路、标志标线等．

表 4 幼儿最喜爱的交通安全教品教具测试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test on the favorite traffic
safety equipment for children

类型 名称 人数

书籍

幼儿安全绘本 2———交通安全 1

小鬼当家( 户外活动篇) 0

红帽子———交通篇 0

儿童交通安全 ABC( 5 － 9 岁儿童交通安全

教育学习手册)

0

游戏棋

西瓜太郎运动棋 + 交通安全棋 5

木马智慧玩具交通游戏 13

格曼妈妈智能反复贴 4

交通标志地图 8

6 研究结论

幼儿处于发育早期阶段，从一开始对幼儿进行

交通安全教育，对其一生将产生重要影响． 调查发

现，当前幼儿园交通安全教育内容笼统，教育形式

以交通安全书籍学习及观看视频为主． 由于这个群

体的特殊性，同时存在上下学出行需求，在教育内

容方面，应注意不同交通出行方式及幼儿特征，在

教育形式方面，应强调游戏式教育的重要性． 通过

研究幼儿交通安全教育及其有效性，真正将交通安

全教育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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