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3，2（8），頁 38-40   自由評論 

第 38 頁 

從規訓至學習－ 

論學校層級之交通安全教育典範轉移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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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研究者於 102 年度應縣市教育局

邀請擔任縣市學校交通安全教育評鑑

訪視委員，以對初評優質學校進行實

地訪評，提供精進建議。基於研究者

學術專長，故針對指標其中一個層面

「教學與活動」提供各校建議。研究

者實地觀察，於交通安全教育之教學

與活動設計上，約有三大項共通性之

處可再探討。 

    第一項，偏向隨機與零碎式的課

程融入。評鑑項目之一，「規劃教學進

度與設計教案，融入九年一貫課程活

動中，並運用交通安全相關資源進行

教學，以落實交通安全教育的學習」。

有學校提出何謂「融入」一問，研究

者觀察，各校融入的形式各有不同，

例如，以學習領域單元的知識內容為

主，思考交通安全知識作為相關聯

結；或者在一學期中在某學習領域中

選擇一節課進行教學。依每日學生交

通安全相關事件隨機教學，通常是較

普遍進行。上述的進行方式通常較偏

向隨機教學，或是「點狀」地融入課

程設計，較缺少整體性的規劃。 

    第二項，教具教材的保存管理與

規劃。指標中規定需置有交通安全教

室（專櫃），針對此項，各校以不同形

式呈現。有空間者以專間專用，空間

有限者則呈複合式空間利用（例如，

結合器材室、運用圖書館等），再無空

間者則以專櫃呈現。究竟是偏「資料

儲存室」，抑或是「學習場域」? 如果

是資料儲存室，在現今網際網路資源

如此普遍與隨手可用的E世代，「資料」

可以包括哪些形式？借用率如何提

升？如果作為「學習場域」，是否只是

另一間「班級教室」的規劃？一般的

課桌椅、單槍投影機與布幕？抑或是

補足實際情境教學無法達成而規劃適

用於體驗式學習？ 

    第三項，情境學習的安排。一般

在校園中最常見的即是以一面或大或

小的牆面隨機地或貼或塗地展現交通

安全號誌，且被學校稱為是「情境學

習」。何謂「情境學習」？情境學習

（situated learning）的理念係是將學習

置於真實或模擬情境中，透過學習者

與情境間的互動，更有效將所習得的

知識應用於實際生活中（林吟霞、王

彥方，2009），教學型態有認知學徒

制、學習社群與錨式教學等（黃永和，

2009）。換言之，提供情境學習，各校

可能遇到的挑戰即是如何創設一個真

實合理且適合教學的情境。 

    研究者提出一個理念建議及課程

規 劃 方 向 為 ： 建 構 從 「 規 訓 」

（disciplined-based）移轉至「學習」

為核心（learning-based）之交通安全教

育校本課程發展理念與規劃。在學校

教育中的行政規劃，交通安全教育隸

屬於學務處，因此，從規訓管理的角

度來推動學校層級交通安全教育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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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久，研究者認為宜以「學習」作為

教育信念，發展系統性的學校本位課

程。在具體策略上，各校宜透過 SWOT

分析，訂定交通安全教育校本目標、

分年（段）目標，並據之選擇交通安

全知識概念、事實、技能、態度等，

作為內容。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或課群

再針對各學習領域能力指標，選擇相

關或相符的交通安全校本教育目標與

知識，作為融入。學校課程結構除了

正式課程之外，尚有非正式課程（活

動課程）與潛在課程，其他校本目標

亦可透過後兩者達成。目前一般學校

透過非正式課程（活動課程），如朝

會、班會、文藝類活動等推動交通安

全教育是最常態的方式。至於情境學

習，佈置交通安全教育學習角，提供

學生自學機會是可以增加的方式。評

量部分，研究者觀察，當前不管是學

習單設計或是全校性交通安全的評

量，不分年級，考題類型多半像是監

理站考照試題。研究者建議，學習單

設計與評量可以增加不同類型題目，

評量不同層次的認知能力。例如，可

以學校校內外情境相關的交通路況場

景圖或上述所稱之案例作為設計依

據，以圖像或故事設計題型，評量學

生判斷、說明與解釋之能力。 

    此外，各校對於交通安全校本教

材部分常感困難，研究者觀察到一個

現象。各校通常都以學校或鄰近相關

的交通事件、學生違規事件隨機進行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這是多數學校皆

能達成的。「口頭宣導」是一種途徑，

若能從多元表徵方式著眼，發展校本

教材應是可行。例如，建議可將經常

口頭宣導事件轉為「交通安全教育案

例」。以「案例」（case）進行教學者，

無論國內外已有相關研究（高熏芳，

2002；張民杰，2000；國立東華大學

師資培育中心主編，2011；董秀蘭，

2008；Wassermann, 1994；  Merseth, 

1991）。案例即是故事，優質的案例可

培養與激發分析和省思能力。而「案

例」的編製，不一定非由教師來擬稿，

研究者建議可融入語文課程採引導作

文方式，鼓勵學生練習撰寫，擇優選

錄為校本教材。此外，學校亦常舉辦

偶劇或戲劇比賽，「案例」可作為劇

本，舉辦校內戲劇或相聲活動，將優

質的成果錄影而成為影片，亦可作為

校本光碟教具。或者可將學校上下學

情況錄影，後製而成影像案例。藉此

可達成更具效能與系統性的統整設

計。 

綜言之，建構學校本位之交通安

全課程發展歷程與成果，自「規訓派

典」移轉至「學習派典」，更適切於當

前臺灣整體教育發展以學習者為中心

之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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