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當了交通安全糾察  內容大綱 

         社會生活(高小/初中) 

生活事件：我當了交通安全糾察 

（內容大綱） 

一、 示例概要 
 
過馬路和乘搭交通工具是學生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遵守「道路和交通安

全」守則除了可保障自己的個人安全外，亦包含了尊重社會，盡公民責任

的意義。本教學事件的目的就是透過不同的學習活動，幫助學生認識到道

路和交通安全的重要性，認識罔顧道路及交通安全的後果，培養學生負責

任的態度和尊重守規的精神。 
 

 
二、 關鍵辭彙 
 (甲) 價值觀和態度 ： 尊重、責任感、自律守規 
 (乙) 概念 ： 安全、守規則、良好公民 
 (丙) 共通能力 ： 協作、溝通、解決問題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

創作性思考能力 
 
三、 學習目標：認識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四、 學習重點 
 

價值 生活事件(討論重點) 

尊重、責任感、

自律守規 
我當了交通安全糾察（認識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五、 學與教策略 
 
         策略 
事件 

學習活動 (時間) 形式 跟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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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了交通

安全糾察 
透過遊戲及討論讓學生以

交通安全糾察身份以身作

則去判斷及糾正不正確的

行為，並檢視自己的態度

和看法，喚起學生對交通

安全的意識和重要性。（50

分鐘） 

 

班主任課/德育及
公民教育課/或配
合常識科課程使

用 

1. 鼓勵學生在日

常生活繼續以

身作則，注意

交通安全，不

時提醒大家遵

守交通規則的

重要，以發揚

交通安全糾察

的精神。 

2. 鼓勵學生設計

及創作以「交

通安全」為主

題的口號或標

語。 

 
 
六、 延展及應用 
延展： 向學生簡介「香港交通安全隊」這個服務性組織，讓學生有機會進一步

吸收交通安全常識，將訊息推廣至親友，並加以廣泛宣揚。 
  
應用： 教師亦可配合常識科課程中有關「交通」的部分，進行建議的學習活動，

幫助學生培養負責任、自律守規的價值和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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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生活 

                                                          (高小/初中)  

生活事件：我當了交通安全糾察 

目標：  1. 幫助學生認識交通及道路安全的重要性 

        2. 讓學生認識道路使用和乘搭交通工具的正確方法 

3. 透過認識罔顧交通及道路安全的後果，培養學生負責任的態度和守

規的精神 
    

價值： 尊重、責任、自律 

 

教材：  1. 交通安全歌 

2. 報章摘錄：「交通意外的發生」及「道路安全」宣傳海報 

3. 「過馬路守則」教師參巧資料 

4. 《我當了交通安全糾察》遊戲咭及答案咭 

5. 《交通安全糾察》証書 

6. 「乘撘交通工具安全法」教師參巧資料 

 

課時： 50分鐘 

 

形式： 班主任課/德育及公民教育課/週會 

        (或配合常識科課程使用) 

 

流程： 

 

教學步驟(時間) 學習重點 

活動一：引起動機 (5分鐘) 
 
1. 教師出示交通安全歌(附件一)，並提問學生︰ 

(1) 你認為這首交通安全歌的歌詞中為什麼將馬路

形容為「虎口」﹖ 

 

 

 

¾ 出示交通安全歌作為
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之

用 

¾ 將學生對馬路的印象和
教學課題聯繫，進一步

引發學生對課題的學習

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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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你會用什麼圖畫來形容你心目中的馬路 ﹖為什 

麼﹖(教師可讓學生在紙張或黑板上自由地繪畫)

¾ 培養學生的創作性思考
   能力 

活動二：交通意外的發生（15分鐘） 

1. 教師着一學生作新聞報導員，分別報導四宗交通意外

的新聞(附件二︰報導一至四)。 
 

 

 

 
2. 教師着學生分成小組，派發每組一份附件二進行討

論。  
3. 每組代表匯報討論結果。 

 

 

 

 

 

 

 

 

 

 

 

 

4. 教師小結: 

馬路上有許多車輛行駛，當我們橫過馬路時要小

心注意路面情況，以免被車輛撞倒。 

政府定下了許多交通規則，更建設了不同的道路

安全設施，包括：行人天橋、行人隧道、行人過路燈、

斑馬線等保障行人的安全。我們有責任去使用這些安

全設施，保障自己的安全，做個守法的市民。如果人

人都不遵守社會規則，社會秩序便會大亂，我們的安

全得不到保障，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人也會感到憂慮。

 

5. 教師簡介正確的道路使用方法(參考附件三) 
 

 

 

¾ 透過真人真事個案，讓
學生認識罔顧道路安

全的嚴重後果 

¾ 讓學生以旁觀者身份
客觀地分析造成意外

的原因 

¾ 培養學生的協作、解決
問題、批判性思考等能

力 
¾  培養學生的說話技
巧，並增強其溝通能力

¾  透過聽取其他同學的
意見，擴闊學生的思考

領域  

¾  透過小組活動，讓學生
互相學習討論及發表

意見時的態度，包括尊

重及耐心聆聽別人的

意見 
 
 
¾ 強調遵守交通規則是
市民的責任，要使用道

路安全設施，保障自己

的安全，維持社會的秩

序 

 

 

 

 

¾ 讓學生認識正確的道
路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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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假如時光可以倒流（15分鐘） 

 

1. 教師和學生進行一個穿梭時空活動。教師着學生創作

一個故事，故事中的主角(學生自己)是一個魔術師，
現在魔術師能令時光倒流到發生活動二所報導的意

外之前，究竟魔術師可以做什麼，去幫助避免意外的

發生。 
2. 教師請學生講出自己創作的故事。 
3. 教師總結： 
    政府定下的交通規則，是為了保障市民的安全，我

們作為市民，是有責任去遵守交通規則，以免發生交

通意外，況且我們更有責任照顧自己的安全。同學有

責任去認識政府為大家而設的道路安全設施，亦要從

小養成使用道路安全設施過馬路的習慣。過馬路務必

要使用道路安全設施，做個盡責任的好市民。人人都

遵守社會規則，社會秩序井然，我們的安全得到保障，

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人也會感到高興。 

 

 

¾ 培養學生的創作性及批
判性思考能力 

¾ 讓學生以旁觀者身份為
意外作出評估 

¾ 訓練學生的說話技巧 
 

 

¾ 進一步強調遵守交通規
則的重要性，並培養學

生自律守法的精神 

 

 

活動四：我是交通安全糾察（7分鐘） 

1. 教師着學生分組，派發《我當了交通安全糾察》遊戲咭

及答案咭 (見附件四) 給各組，進行「我當了交通安全
糾察」遊戲。教師並請學生準備白紙，在進行遊戲之餘，

紀錄有關交通安全的資料。 
遊戲玩法︰ 

各同學擔當成交通安全糾察，每個糾察在巡邏時都

會遇到市民或乘客的不當行為(見附件四的遊戲咭)，當
糾察抽出遊戲咭後，須指出該種不當行為並將行為糾

正。能正確地指出不當行為並將行為糾正的糾察可獲頒

《交通安全糾察》証書(見附件五)，以作表揚。遊戲不
設時限及勝負，可不停進行直至所有遊戲咭能解釋為

止，或由教師因應時間終止遊戲。 
2. 教師請若干位交通安全糾察將玩遊戲後的感受及心得
和同學分享。 

 

 

 

¾ 從遊戲中學習，令同學
更容易投入課題 

¾ 讓學生以交通安全糾
察身份去判斷及糾正

不正確的行為，並檢視

自己的態度和看法 

¾ 透過分組遊戲培養學
生的自決與自律、說話

技巧、溝通和協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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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師簡介乘撘交通工具要注意的地方 (參考附件六) 
4. 教師小結： 
       有些乘客會罔顧交通安全，在乘撘交通工具時，

為求一時的方便，不遵守交通規則，做出不當的行

為，釀成意外。大部份的意外都是由於一時疏忽而造

成，後果往往不堪設想，小則造成交通混亂，大則造

成人命傷亡，這些都是大家不想見到的。 

 

¾ 提醒學生平常乘搭交
通工具要注意的地方 

¾ 提醒學生意外的後
果，而且大家要注意交

通安全，盡量避免意外

的發生   
 

教師總結 (15分鐘) 

道路使用者是不分年齡的，無論是行人，駕駛者

或是車輛的乘客，都必須注意道路安全。大部份的意

外都是由於一時疏忽而造成，受傷的可能只是自己，

但者的家人、朋友或同學也會受到影響。 

 

 
¾ 提醒學生因自己疏忽
而造成的意外，很多時

會傷及其他人，後果亦

非自己可一力承擔 
 

課後延續： 

1. 鼓勵學生以身作則，注意交通安全。當和家人或朋友

逛街時，學生要不時提醒大家遵守交通規則的重要，

以發揚交通安全糾察的精神。 

2. 鼓勵學生設計及創作以「交通安全」為主題的口號或

標語。 

 

 
¾ 讓學生學以致用，將課
堂所學應用到日常生

活 
¾ 反映學生心目中香港
道路安全願景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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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7

∮∮
∮
∮

∮ ∮∮∮ 
∮

∮

∮

∮

∮

∮

∮  

慢慢走，勿亂跑   

馬路如虎口 

交通規則要遵守 

安全第一 

命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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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報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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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 
 
1. 這宗意外如何引起﹖有沒有人受傷﹖情況如何？ 
2. 你認為誰需要為意外負上責任？為什麼﹖ 
3. 如果你是李先生，你會有何感受？ 
4. 你認為李先生可以怎樣做去避免意外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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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報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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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 
 
1. 這宗意外如何引起﹖有沒有人受傷﹖情況如何？ 
2. 你認為誰需要為意外負上責任？為什麼﹖ 
3. 你認為陳小姐或傷亡者的家人，在意外後有何感受？
4. 你認為陳小姐可以怎樣做去避免意外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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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報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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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報導四 
 
   
 
 

 

一名8歲的小三男生，昨日被一輛巴士撞

倒，男童左腳被巴士輾過，情況危殆。 

男童就讀的學校昨日舉行旅行，疑他心急 

返校集合，未有等候校巴，在他獨自步行回校

時，疑未有看清楚交通情況，在迴旋處衝出馬

路，被橫過的巴士撞倒。 

受傷男童的左腳掌被輾至血肉模糊，而左手

及盆骨亦遭撞傷，經急救後，男童左腳掌暫毋須

切除，但情况危殆。事後男童的母親趕至醫院，

情緒激動，不斷放聲大哭﹕「阿仔⋯⋯不要嚇阿

媽呀﹗」 

資料來源：香港各報章 

  

 
 
 
 
 
 
 
 
 
 
 
 
 
 
 
 
 
 
 

討論： 

 
1. 男童為何會被巴士撞倒？傷勢如何？ 
2. 你認為巴士司機是否需要為意外負上責任？ 
3. 有哪些人需要為意外負上責任？ 
4. 意外對男童、男童的家人、司機和行人做成什
麼影響？ 

5. 你認為男童、男童的家人和司機可以怎樣避免
意外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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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教師參考資料 

（節錄自運輸署《道路使用者守則》） 

「 過 馬 路 守 則 」  

「 過 馬 路 守 則 」 是 為 所 有 行 人 而 寫 的 指 示 ， 旨 在 指 導 行 人 怎 樣 橫 

過 馬 路 ， 包 括 屋 內 交 通 較 疏 落 的 道 路 。 即 使 你 身 在 行 人 過 路 處 ， 每 

當 橫 過 馬 路 或 踏 出 馬 路 之 時 ， 仍 要 遵 守 這 些 守 則 。 負 責 帶 領 兒 童 

的 人 ， 應 參 閱 第 九 章 有 關 兒 童 橫 過 馬 路 的 指 示 及 「 過 馬 路 守 則 」 。  

過 馬 路 時 ， 應 明 白 和 採 用 以 下 六 點 基 本 守 則 ：  

• 第 1 點 ─ ─ 首 先 選 擇 一 處 可 以 安 全 橫 過 馬 路 的 地 點 ， 然 後 站 定 。 

• 第 2 點 ─ ─ 站 在 行 人 路 旁 邊 。  

• 第 3 點 ─ ─ 環 顧 四 周 交 通 情 況 ， 小 心 聆 聽 。  

• 第 4 點 ─ ─ 如 有 車 輛 駛 近 ， 先 讓 其 駛 過 ， 再 察 看 四 周 。  

• 第 5 點 ─ ─ 如 沒 有 車 輛 駛 近 ， 便 直  步 過 馬 路 。  

• 第 6 點 ─ ─ 過 馬 路 時 ， 仍 要 小 心 察 看 和 聆 聽 。  

第 1 點 ─ ─ 首 先 選 擇 一 處 可 以 安 全 橫 過 馬 路 的 地 點 ， 然 後 站 定  

使 用 行 人 天 橋 、 行 人 隧 道 、 「 斑 馬  」 或 「 綠 色 人 像 」 過 路 處 橫 過 

馬 路 ， 或 在 有 警 員 、 學 校 交 通 安 全 隊 橫 過 馬 路 或 交 通 督 導 員 負 責 

指 揮 交 通 的 過 路 處 過 路 ， 會 更 安 全 。  

如 找 不 到 上 述 過 路 處 ， 應 另 選 安 全 地 方 橫 過 馬 路 。 所 選 的 地 方 ， 就 

是 可 讓 過 路 者 清 楚 看 到 道 路 的 四 周 ， 以 及 從 遠 處 而 來 的 車 輛 ， 同 

時 又 可 讓 駕 駛 人 清 楚 看 見 行 人 。 找 到 可 以 安 全 過 路 的 地 方 後 ， 才 

可 準 備 橫 過 馬 路 。  

第 2 點 ─ ─ 站 在 行 人 路 旁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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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確 保 絕 對 安 全 ， 過 馬 路 前 應 先 站 定 ， 即 使 認 為 沒 有 車 輛 駛 近 ， 也 

應 如 此 。 站 定 後 可 以 仔 細 看 清 楚 四 周 情 況 ， 並 且 看 得 更 遠 。 

不 可 站 貼 行 人 路 的 邊 緣 ， 應 站 在 路 邊 石 稍 後 的 地 方 ， 這 樣 行 人 可 

以 避 開 來 往 的 車 輛 ， 但 仍 能 看 見 是 否 有 車 輛 駛 來 。  

如 路 邊 沒 有 行 人 路 ， 應 站 在 路 邊 稍 後 但 仍 能 看 見 車 輛 的 地 方 。 

第 3 點 ─ ─ 環 顧 四 周 交 通 情 況 ， 小 心 聆 聽  

車 輛 可 能 從 四 方 八 面 駛 來 ， 行 人 應 看 清 楚 路 面 四 周 的 交 通 情 況 。 

不 但 要 看 ， 而 且 要 聆 聽 ， 因 為 有 時 在 見 到 車 輛 前 ， 已 可 聽 到 車 輛 的 

聲 音 。 留 意 車 輛 的 行 駛 方 向 和 速 度 ， 並 且 提 防 停 定 的 車 輛 會 隨 時 

開 動 。 

特 別 留 意 單 車 及 電 單 車 ， 因 為 從 正 面 或 背 面 看 來 ， 單 車 及 電 單 車 

的 車 身 都 很 「 狹 窄 」 ， 而 且 通 常 顏 色 深 沉 ， 不 像 汽 車 那 樣 顯 而 易 

見 。 單 車 行 駛 時 沒 有 聲 響 ， 更 加 不 易 被 察 覺 。 此 外 ， 電 單 車 駛 近 

時 ， 比 其 他 車 輛 更 快 ， 可 能 使 你 覺 得 突 如 其 來 。 因 此 ， 留 心 聲 響 ， 

有 助 行 人 察 覺 是 否 有 電 單 車 駛 近 。  

如 四 周 嘈 吵 ， 特 別 是 附 近 正 在 進 行 建 築 工 程 ， 行 人 便 不 易 聽 到 車 

聲 ， 這 時 便 須 格 外 留 意 有 沒 有 車 輛 駛 近 。  

第 4 點 ─ ─ 如 有 車 輛 駛 近 ， 先 讓 其 駛 過 ， 再 察 看 四 周  

如 有 車 輛 駛 近 ， 應 先 讓 其 駛 過 ， 再 察 看 四 周 ， 和 聽 清 楚 有 沒 有 其 他 

車 輛 駛 來 。 

行 人 如 要 橫 過 馬 路 時 ， 必 須 考 慮 有 沒 有 危 險 ， 這 就 是 要 估 計 來 車 

的 距 離 、 速 度 、 方 向 及 動 向 ， 以 判 斷 自 己 是 否 有 足 夠 時 間 橫 過 馬 

路 。 駕 駛 人 不 一 定 會 顧 及 行 人 而 減 速 。 留 意 車 輛 是 否 加 速 、 減 速 、 

超 車 或 換  。 不 要 以 為 路 上 的 車 輛 必 定 會 遵 守 車 速 限 制 。 留 意 駕 

駛 人 發 出 的 信 號 ， 包 括 手 號 、 閃 動 指 向 燈 號 及 倒 車 燈 號 等 。 這 些 信 

號 可 表 示 駕 駛 人 的 動 向 ； 不 過 ， 須 提 防 駕 駛 人 發 出 錯 誤 的 信 號 或 

忘 記 發 信 號 。 此 外 ， 你 應 察 看 駕 駛 人 是 否 察 覺 你 要 過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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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點 ─ ─ 如 附 近 沒 有 車 輛 駛 近 ， 便 直  步 過 馬 路  

附 近 沒 有 車 輛 駛 近 時 ， 便 可 安 全 過 馬 路 。 如 果 看 見 遠 處 有 車 輛 駛 

來 ， 除 非 肯 定 有 足 夠 時 間 ， 否 則 切 勿 過 路 。 即 使 車 輛 距 離 你 很 遠 ， 

也 可 能 很 快 駛 至 。  

如 因 能 見 度 低 、 聲 音 嘈 雜 或 天 氣 惡 劣 ， 以 致 無 法 看 清 楚 或 聽 清 楚 

時 ， 為 安 全 計 ， 應 該 確 保 有 更 充 裕 的 時 間 ， 然 後 才 可 橫 過 馬 路 。  

應 在 交 通 情 況 安 全 ， 又 有 足 夠 時 間 時 ， 才 橫 過 馬 路 。 過 馬 路 前 ， 留 

意 四 周 ， 確 定 交 通 情 況 沒 有 新 變 化 後 ， 才 可 過 路 。 

讓 駕 駛 人 知 道 你 要 過 馬 路 而 有 適 當 的 反 應 。 應 直  步 過 馬 路 ， 不 

要 斜  過 。 應 一 次 過 通 往 馬 路 的 另 一 邊 ， 或 通 往 安 全 島 。 不 要 每 次 

只 橫 過 一 條 行 車  。 除 非 路 中 央 有 安 全 島 ， 否 則 不 可 在 路 中 央 停 

候 。   

 第 6 點 ─ ─ 過 馬 路 時 ， 仍 要 小 心 察 看 和 聆 聽  

過 路 時 應 該 一 邊 行 ， 一 邊 看 清 楚 和 聽 清 楚 四 周 的 交 通 情 況 。 不 要 

跑 ， 否 則 就 很 難 看 清 楚 和 聽 清 楚 四 周 ， 或 會 在 車 輛 前 面 跌 倒 。  

在 過 馬 路 時 ， 仍 要 看 清 楚 和 聽 清 楚 有 沒 有 車 輛 在 你 開 始 過 路 之 後 

才 駛 近 ， 或 有 沒 有 剛 才 一 時 察 覺 不 到 的 車 輛 駛 至 。  

過 馬 路 時 ， 不 要 流 連 ， 也 不 要 在 毫 無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慢 行 ， 在 行 人 過 

路 處 上 ， 這 點 尤 其 重 要 。 過 馬 路 時 應 集 中 精 神 ， 不 可 進 行 其 他 活 

動 ， 例 如 進 食、使 用 流 動 電 話 或 任 何 音 響 耳 筒 機 ， 或 者 一 邊 走 路 一 

邊 談 話 等 。 

過 馬 路 時 ， 如 遇 上 突 發 事 件 ， 應 視 乎 環 境 和 可 行 的 選 擇 而 盡 快 停 

步 、 繼 續 前 行 或 退 後 。 盡 可 能 讓 駕 駛 人 知 道 你 的 去 向 。 可 能 的 話 ， 

在 遇 上 緊 急 事 故 時 ， 應 利 用 行 車  的 白  或 路 中 央 的 分 界  ， 作 

為 停 候 處 。 即 使 車 輛 已 停 下 來 讓 行 人 過 路 ， 行 人 在 向 前 行 時 ， 仍 要 

小 心 觀 察 和 聆 聽 。 行 人 在 接 近 停 定 的 車 輛 時 ， 應 留 意 四 周 ， 以 防 其 

他 車 輛 不 但 沒 有 停 下 來 ， 反 而 突 然 從 後 面 超 越 已 停 定 的 車 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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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 過 馬 路 守 則 」  

在 設 有 安 全 島 的 地 方 過 馬 路  

使 用 安 全 島 過 馬 路 是 較 為 安 全 的 。 先 依 照 「 過 馬 路 守 則 」 行 往 安 全 

島 ， 在 該 處 停 步 ， 然 後 再 依 照 「 過 馬 路 守 則 」 ， 橫 過 另 一 邊 馬 路 。  

行 人 在 前 往 安 全 島 前 ， 須 確 定 該 處 有 足 夠 空 位 站 立 ， 可 以 讓 人 安 

全 等 候 而 不 致 太 接 近 來 往 的 車 輛 。 如 果 安 全 島 已 擠 滿 等 候 過 馬 路 

的 行 人 ， 便 要 在 路 邊 等 候 ， 直 至 安 全 島 有 足 夠 空 位 時 ， 才 繼 續 前 

行 。 

橫 過 馬 路 時 ， 要 使 用 安 全 島 。 不 可 在 髹 上 白 色 斜 綫 的 路 面 或 在 安 

全 島 旁 邊 的 路 面 等 候 。 不 可 橫 越 設 有 護 欄 的 安 全 島 、 道 路 中 央 分 

隔 帶 或 部 分 安 全 島 ； 如 護 欄 有 專 供 行 人 通 道 口 則 例 外 。 

橫 過 電 車 軌  

電 車 無 法 改 變 行 駛 方 向 來 避 開 行 人 ： 就 算 有 人 跌 倒 ， 電 車 也 無 法 

閃 避 。 橫 過 電 車 軌 時 ， 要 同 時 提 防 有 其 他 車 輛 駛 近 。 當 你 身 處 電 車 

站 的 安 全 島 ， 或 經 過 把 電 車 軌 與 道 路 其 他 部 分 分 開 的 狹 長 地 帶 

時 ， 應 看 清 楚 是 否 有 其 他 車 輛 或 電 車 從 前 或 後 駛 來 。 不 可 貼 近 電 

車 前 後 橫 過 馬 路 。  

橫 過 輕 鐵 路 軌  

輕 鐵 列 車 無 法 改 變 行 駛 方 向 來 避 開 行 人 。 橫 過 輕 鐵 路 軌 時 ， 應 使 

用 行 人 天 橋 或 綠 色 人 像 過 路 處 之 類 的 過 路 設 施 。 如 果 沒 有 正 式 的 

過 路 設 施 ， 行 人 應 遵 照 「 過 馬 路 守 則 」 ， 加 倍 小 心 橫 過 路 軌 。  

橫 過 單 程 路  

須 留 意 車 輛 向 什 麼 方 向 行 駛 。 單 程 路 可 能 是 單 向 多 綫 行 車 ， 這 時 

除 非 可 以 安 全 橫 過 所 有 行 車 綫 ， 否 則 不 應 過 路 。 橫 過 時 仍 須 看 清 

楚 四 周 ， 以 防 有 車 輛 倒 車 或 以 反 方 向 行 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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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 過 交 通 繁 忙 的 馬 路  

如 果 路 上 交 通 繁 忙 ， 車 輛 源 源 不 絕 ， 而 車 與 車 之 間 的 空 間 太 少 或 

太 窄 ， 以 致 不 能 安 全 橫 過 ， 除 非 有 行 人 過 路 處 ， 否 則 不 要 橫 過 馬 

路 。 如 車 流 疏 密 不 定 ， 便 應 耐 心 等 候 ， 待 車 輛 減 疏 時 才 過 路 。 不 可 

在 一 行 停 定 或 慢 駛 的 車 輛 之 間 穿 過 。  

橫 過 高 車 速 的 馬 路  

遵 守 「 過 馬 路 守 則 」 的 指 示 ， 但 只 可 在 沒 有 車 輛 駛 近 時 ， 才 可 橫 過 

馬 路 。 

在 晚 上 橫 過 馬 路  

駕 駛 人 在 晚 上 較 難 看 見 行 人 ， 行 人 也 較 難 估 計 車 速 。 盡 量 在 接 近 

有 路 燈 的 地 方 過 路 ， 讓 駕 駛 人 更 容 易 看 見 你 。  

在 天 氣 惡 劣 時 橫 過 馬 路  

在 天 氣 惡 劣 時 ， 過 馬 路 應 格 外 小 心 ； 特 別 是 在 傾 盆 大 雨 或 有 霧 時 ， 

更 須 留 神 。 這 時 駕 駛 人 較 難 看 見 行 人 ， 行 人 也 較 難 看 見 駛 近 的 車 

輛 。 如 路 面 濕 滑 ， 只 可 在 沒 有 車 輛 駛 近 時 才 橫 過 馬 路 。 行 人 應 讓 自 

己 有 充 分 的 時 間 ， 小 心 過 馬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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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我是交通安全糾察》遊戲咭 

阿斯貪一時之

快，跨越欄杆

橫過馬路 

阿廷一邊橫過馬

路，一邊傾電話和

拍打手上的籃球 

一群學童在行人路上

追逐，險些衝出馬路 

明哲高舉雙手，騎着

單車在行人路上高

速地行駛 

沒有配戴安全帶的

媽媽，坐在私家車

的前座 

數名乘客在擠滿

人群的巴士上層

及樓梯站立 

一名乘客企圖在巴士

的出口處進入車廂 

坐在巴士內的志

成，將手伸出窗外

和同學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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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靈在火車月台等候

列車時，站出月台  

黃線以外的地方 

阿立在擠滿乘客的巴

士車廂下層站立   

而沒有握着扶手 

  兩名小童在巴士車

廂內追逐 

阿樂為趕時間，企圖

衝入快將關上車門

的地鐵車廂 

遠志在扶手電梯

上追逐，又不時坐

在扶手上 

一名少年強行打開正

在行駛的火車車門 

一名母親帶着手拿金

屬氫氣球的女兒進入

地鐵車站 

學思在擠迫的火車

車廂內，挨着車門

在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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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交通安全糾察》答案咭 

設有欄杆的馬路，可能是車輛流量較多的

馬路，道路附近通常設有行人過路設施如

天橋，讓市民可安全過路。如行人跨越欄

杆橫過馬路，車輛司機可能沒有意識去停

駛車輛，車輛便會撞向行人，造成傷亡。

在過路時傾電話或拍打籃球，會

分散注意力，如不小心將籃球拍

到行駛中的車輛時，更會造成交

通混亂，甚至意外。 

在行人路上追逐的小童，如不

小心衝出馬路，而行駛中的車

輛又未能即時停駛的話，便會

撞向小童，造成嚴重的意外。 

騎單車時沒有緊握單車手柄，單

車容易失去控制；而且在行人路

上騎單車是違法的，可能會被檢

控。 

法例規定，私家車的前座乘客

必須配戴安全帶，以免發生意

外時，車輛衝力太大，導致乘

客受傷，嚴重的更會致命。 

在巴士行駛時，上層車廂所造成的振動比

下層嚴重，巴士上層並沒有裝上讓乘客站

立的設備，如乘客在上層站立，容易受振

動而跌倒。此外，樓梯只供上落之用，站

在樓梯上會阻礙乘客上落，引起碰撞而受

傷。 

從巴士的下車出口企圖進入車

廂是違反規例的，而且亦會阻

礙乘客落車，造成碰撞。 

伸手或頭出車窗外是非常危險

的，手或頭容易被附近行駛的車

輛撞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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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出月台黃線等候列

車，一不小心就很容易

跌落路軌，導致受傷。 

行駛中的巴士必定會產生

振動，在巴士車廂內站立而

沒有握着扶手，身體容易失

去平衡，甚至跌倒。 

在巴士車廂內追逐，會

阻礙乘客出入，產生不

必要的碰撞。 

企圖衝入快將關上車門的地鐵車

廂，會被車門夾傷，即使列車立

時停駛，亦會令行車服務受阻。

企圖衝車門有可能被檢控。 

坐在運作中的電梯扶手或在電

梯上追逐，身體容易失去平衡而

跌倒，或被電梯夾縫夾傷。 

強行打開行駛中的火車

車門，有可能會跌落路

軌，引致傷亡。 

如果手持的金屬氫氣球鬆

手後升高，便有可能碰到列

車上的高壓電鑬，發生嚴重

意外。 

挨着火車車門睡覺，一不小

心會跌倒在地上，如車門突

然打開，人便會跌出車廂或 

路軌，後果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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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班級     學生姓名   在
上課期間表現良好，能發

揮交通安全糾察的精神。

特頒此狀 以資鼓勵  

 
 
 
教師姓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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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六 

 

《騎單車人士須留意的道路安全要點》節錄自道路安全議會網頁 

I. 騎單車人士須留意的道路安全要點 

1. 騎單車人士一般須知 

- 在遠離有汽車行駛/停泊的合適地點學習及練習騎單車的基本技術。 

- 盡量在單車徑上騎單車。  

- 在未能有信心及善巧掌握騎單車的技術之前，請勿在道路上騎單車。在道

路上騎單車須極為小心。  

- 11歲以下小童須由成人陪同，方可騎單車。 

 

2. 騎單車前 

- 確定你的體能及狀態適合騎單車。如正受到酒精或藥物的影響，請勿騎單

車。 

- 確定你已充分掌握騎單車的技術。 

- 確定你已戴上保護裝備，例如頭盔及護墊。 

- 穿著適當的衣物。寬闊的褲腳或鞋帶容易纏著車鏈，使你跌倒。 

- 檢查你的單車是否操作正常，尤其是剎車掣、燈、車鈴及輪胎。 

- 單車只可使用其設計的用途。請勿用單車運載貨物。請勿運載任何可能影

響你的平衡或妨礙你操控單車的物品。 

- 請勿戴上耳筒或任何其他音響設備，或使用手提流動電話。請緊記，騎單

車一定要專心。 

- 不可載人。 

- 穿著令人容易察覺(例如淺色鮮明)的衣物。入黑或能見度低時，亮著車燈。 

 

3. 開車前 

    

想 — 想清楚你想做什麼，並預留足夠時間去做。 

看 — 看清楚前面和後面，確定開車是否安全(如有車迎面而來，等待它駛

過後才開車)。 

示意 — 安全地示意你的下一步行動。手號必須正確、清楚及預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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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騎單車 

遵守《道路交通條例》。違法者會根據《道路交通條例》受到檢控。 

•  交通規例適用於所用騎單車人士  

•  請勿在行人路上騎單車。  

•  遵守所有交通燈號、交通標誌及道路標記。  

- 想清楚。預計其他司機的行動，以便作出正確的回應。 

- 讓其他道路使用者知道你的下一步行動。開車、轉彎或停車前，看清楚並

向他人示意。 

- 請勿在道路上左穿右插。 

- 為他人著想，禮讓其他道路使用者。 

- 超越停止不動/停泊/正在行駛的車輛時，必須極為小心。 

- 請勿在巴士站範圍內，行經巴士的左邊。 

- 除超車外，單排行車。 

- 永不在左邊超車。 

- 除了打手號之外，雙手應緊握把手。 

- 雙腳應放在腳踏上。 

- 請勿攀扶其他車輛，或拖行另一輛單車或其他車輛。 

- 請勿牽領動物。 

- 騎單車時請勿用音響設備播放高噪音。這樣做既對你自己危險，亦對他人

造成滋擾。 

- 改變行車方向前，請稍微回頭，留意右後方。 

 

5. 行人過路處 

 

- 請勿在行人中左穿右插，或試圖擠過人群前行。 

- 必須在綠色人像過路處停車。 

- 橫過行人過路處時必須下車，然後將單車推過馬路。 

 

6. 停車 

- 小心並慢慢停車。 

- 想清楚在哪裏停車。請特別注意後面的車輛，稍微回頭，留意右後方的交

通情況。 

- 預先向他人示意。不過，如須緊急停車，便未必能這樣做。 

- 剎車時，雙手應緊握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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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濕滑的道路需較長距離才能停車。因此，最少預留一般剎車距離的兩倍。 

 

7. 互相了解 

- 汽車司機應明白：  

• 騎單車人士較汽車司機容易受傷—司機應更小心留意路面情況。  

• 為他人著想。車輛在道路交界處及迴旋處會改變速度、位置及方向，所    

以，在這些地點須極為小心，應減慢速度及平穩地行車。  

• 保持警覺。騎單車人士可能突然作出行動。  

• 正確地預先示意，尤其是在旋處及駛經騎單車人士時。  

• 給予騎單車人士足夠空間—最少為一輛汽車一半的闊度。  

• 耐心地駕車。  

• 亮著車頭低燈。  

• 左轉時，小心左面的騎單車人士。  

• 單車的速度也可以很快。  

- 騎單車人士亦應明白： 

• 汽車司機的車速通常比騎單車人士快，故有較少時間作出反應。  

• 汽車司機未必看見道路上的騎單車人士，或聽到他們的車鈴聲。  

• 汽車司機未必了解道路情況及騎單車人士的問題，例如道路上的小坑洞   

或石塊。 

• 汽車司機未必能耐心忍讓騎單車人士。  

II.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須留意的安全守則 

1. 乘搭巴士 

• 巴士停定才上落車，並只在指定的車門上落車。 

• 切勿阻塞出入口及上落通道如樓梯及車門。 

• 只可在車廂下層站立。 

• 如不是下車，切勿在車廂內走動，也不要在車廂內嬉戲。 

• 在車廂下層站立或走動時要緊記握着扶手。 

• 切勿將頭部或身體伸出窗外。 

2. 乘搭鐵路列車(如火車、地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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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蹲或坐在地上。 

• 不可進入路軌範圍。 

• 切勿靠近車門。 

• 不可在月台範圍內嬉戲。 

• 不要企圖衝入即將關門的列車。 

• 切勿在車廂內走動或嬉戲。 

• 切勿挨着車門睡覺。 

• 切勿坐在扶手電梯上或在電梯上嬉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