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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过大连亿达世纪城幼儿园，多年来，一直在我市幼儿园中享有良好的

声誉。前几天，有幸参加了该园的交通安全教育活动。从孩子们身着交警服装，打

着标准的敬礼向你致意中；从孩子们通过朗诵、童话剧表演、绘画等形式，表达自

己对交通安全的理解中；从孩子与老师共同创造的教育环境里……我真切感受到了

幼儿园在对孩子交通安全教育方面取得的累累硕果。幼儿园能从小对孩子进行交通

安全教育是有远见的，它为孩子们近距离地了解社会，进而能够独立与自信地走向

社会开拓了一种渠道，建立了一个载体，使孩子们在学习和体验中树立安全意识、

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亿达世纪城幼儿园所开展的这项教育是科学的。为提高幼儿的交通安全意识和

能力，亿达世纪城幼儿园进行了为期七年的实践研究。幼儿园能根据儿童年龄发展

的特点，充分挖掘和利用园内外各种教育资源，并以专业的视角，开展幼儿交通安

全教育理论与目标、内容与设计、实施与评价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形成了具有自

身特点的园本课程，并在课程的设计和实施中，将幼儿健康、社会、语言、科学、

艺术五大教育领域内容有机地融合与渗透起来，提高了课程的教育效益，促进了幼

儿的全面发展。

亿达世纪城幼儿园围绕一个教育问题，能坚持七年的实践与研究，是极其难

能可贵的。可以说，今天结集出版的这本书，只是亿达世纪城幼儿园七年教育实

践的一个显性的成果，其背后所蕴含的更多的隐性的教育成果，从某种意义上

说，会比这本书更有价值，会更能引起我们的深思。一个幼儿园为什么能坚持七

年的实践与研究而不放弃？我想，最起码是这个幼儿园的园长和老师们把孩子的

“安全、健康、生命、发展”真正地放在了第一位，并以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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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为追求教育效益的最大化，而循序渐进地开展着学习、实践、反思、改进

的园本研究活动。这个过程，老师们获得的是对孩子发展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个人

专业成长的喜悦，幼儿园获得的是家长与社会的信任和赞誉，而最主要的是孩子

们获得了安全交通的常识、遵章守序的意识、社会交往的能力和健康积极的

身心。

在此，我以一名教育管理者的身份，衷心感谢幼儿园的园长和每一名教职工为

孩子们所付出的努力，也衷心地希望幼儿园能始终坚持“以孩子发展为本”的原

则，在更多领域、更多方面开展有价值的实践与研究，为全市学前教育发展创造经

验，发挥好示范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2011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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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一件大事，有人曾说：动荡年代，最怕的是战

争；和平年代，最怕的是事故。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安全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

度重视，交通安全教育也成为国民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幼儿园是保育教育幼儿的专门机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幼儿园

“必须把保护幼儿的生命和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首位”。《幼儿园工作规程》也指

出，幼儿园“应加强对幼儿的安全教育”，保护幼儿生命和促进幼儿健康不仅是幼

儿园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基础和前提。幼儿期是人生长发

育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孩子年龄小，社会和生活经验少，辨别是非能力差，又

具有活泼、好动、好奇心强等心理特点，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同时，幼儿又

具有接受新事物快、好模仿、求知欲强、喜欢游戏等心理特点，也是最易接受教育

的群体。从这个角度说，保护幼儿身心健康与提高幼儿自护能力，是两个相互依

存、不可或缺的方面。幼儿园应有效利用教育环境、专业师资、同伴互动等教育资

源，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帮助幼儿从小树立珍爱生命、安全出行、

自我保护的意识，学习和掌握基本的交通安全知识，提高自护能力，为他们的未来

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不仅是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亿达世纪城幼儿园自建园以来，一直致力于幼儿交通安全教育的实践研究，在

市区交警大队的支持下，聘请了优秀民警作为辅导员。教师们以提高幼儿交通安全

的认知、情感和能力三方面为基点，以幼儿年龄特点和发展需要为基本遵循，把幼

儿交通安全教育纳入到幼儿园的整体课程体系中，通过学习、实践，研究、再学

习、再实践、再研究的循环往复，不断完善。在实践中，教师们根据不同年龄班幼

儿的身心特点，确定教育目标，选择教育内容，采取说一说、唱一唱、画一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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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做一做等多种形式和手段进行学习和教育。通过组织幼儿参观、交流、参加

社会活动等形式，将孩子们的所学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在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和健

康情感形成的同时，为创设平安和谐社会和文明交通作出贡献。

7年来，随着研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幼儿园在交通安全教育方也积累了一定

的经验。2009年，幼儿园将教师选编的常识、儿歌、故事等教育内容汇集编印了

《我是安全小卫士》——幼儿交通安全教育手册。在此基础上，又重点进行了教师交

通安全教育策略的研究，确定了以道路交通、交通常识、交通标志、交通指挥、实

践体验等为主要内容，从目标确定、计划制定、内容实施、指导策略、评价成效等

方面进行了探讨，初步形成了幼儿园交通安全教育的课程框架，为幼教工作者和家

长提供一个借鉴和参考。

经过几年的辛勤耕耘，本书终于问世了。她不仅从理论层面对幼儿交通安全教

育的概念、发展、理论借鉴、指导策略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诠释，更从实践层面对幼

儿园交通安全教育的课程目标、课程计划、课程实施等方面进行了展示，并通过资

源补充、教师教育随笔等给教师和家长提供一个教育参考，搭建一个理论与实践沟

通的桥梁。但愿此书能够进一步唤起大家对幼儿交通安全教育的重视，能感受到幼

儿园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建设中的一些进步，分享教师们的专业成长，感受孩子们成

长的快乐。同时，我们也希望与各位一起，在幼儿交通安全教育方面进行更深一步

的研究和探索，为幼儿安全、健康、快乐地成长作出我们的贡献。

一首小诗与大家共勉：

交通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平安，

交通安全，关系着幼儿一生的成长与未来，

爱心、道路将我们紧紧相连，

职责、义务让我们重任在肩。

让我们共同努力，

让孩子们从小感受交通、懂得交通，

在充满着关爱与文明的交通环境中，健康快乐地成长；

让我们共同努力，

让全社会充盈和谐、蕴含美丽，

在洋溢着平安与收获的生活天空中，自由幸福地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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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幼儿交通安全教育理论

第一节 幼儿交通安全教育的概念

“交”，指互相接触、错杂、交叉，“通”指到达、通行、连通。“交通”是指交

往、往来、各种运输和邮电通信的总称。“安全”是指平安、无危险。“交通安全”是

指人和车辆在道路上进行活动时，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有秩序地通行，避免发生人身

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状态。

“幼儿”是指3至6岁的学龄前儿童。“交通安全教育”是指教育者对被教育者实施

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提高交通安全的能力和水平，避免其蒙受安

全事故劫难，努力打造平安交通的过程。

“幼儿交通安全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3至6岁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方式，

选择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教育内容，采取适宜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对幼儿进行交通安

全意识培养、交通安全知识学习以及各种交通安全的实践活动，使幼儿从小懂得交通

安全基本知识，养成安全走路、安全出行的良好习惯，不断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水平

和生存能力，为其一生成长奠定基础。

第二节 幼儿交通安全教育的发展现状

一、世界各国儿童交通安全教育现状

1. 世界各国交通安全教育的现状

美国是世界人均拥有汽车最多的国家之一，美国非常重视儿童的交通安全教育，

在保育院、幼儿园都开设安全教育课，将交通安全知识与课程结合，对幼儿进行认识

交通安全标志、规则及如何应付紧急事故等系统的交通安全教育。美国警察部门几乎

都与儿童教育机构合作，从幼儿园开始进行行人、骑自行车安全教育，并到实地演练

和讲解。

英国每个公民从幼年就开始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地方自治机

关要作出一切努力，在学校教育中向儿童、学生灌输交通安全的思想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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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在50年代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学校有义务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每月要

有半小时的交通教育和一个半小时的技术训练。近年来，更加重视交通安全教育，指

定由交通安全协会分发教材。在全国建立400余所交通公园，指导孩子们在实践中掌握

交通安全知识。

德国的交通安全教育分为学龄前儿童的步行教育、小学生骑自行车的安全教育、

青少年机动两轮车安全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在儿童教育方面，各城市都设有少儿交通

学校。学校的资金、设施和场地均由政府承担，免费向所有儿童开放。交通安全教育

的主要目标人群中的儿童分为学龄前儿童教育和在校中小学生教育。

瑞典早在1982年就开始制定法规，要求7岁以下儿童乘车时，车上应备有保护儿

童安全的装置，目前这种安全装置的使用率已上升到95%。幼儿2周岁时就开始对他们

进行交通安全教育，使他们掌握交通法规最初步、最基本的知识。

丹麦高度重视交通安全。当孩子两岁半时，即开始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并被邀请

加入儿童交通俱乐部；6岁时，开始在学校接受交通安全教育；8岁时开始知道为实现

交通安全目标所应该采取的行动、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手段和措施。丹麦交通事故

呈逐年下降，其根本原因就是井然有序的道路交通以及他们对交通安全的高度重视。

澳大利亚的老师不仅讲授交通法规，还带着学生亲自实践。小学设有“如何骑自

行车”和“如何过马路”两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

阿根廷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建起了全国第一所儿童交通法规学校。校内建有一

座微型的现代城市，设有800米长的高速公路及其出入口、人行横道、自行车专用道、

铁路与公路交叉口和停车场等设施，还竖立了各类交通标志牌，每天对400名儿童进行

交通安全教育，让儿童在这座微型城市中进行如何遵守交通法规的实践。

芬兰从1992年就成立了交通安全教育协会，主要对少年儿童进行预防性交通安全

教育，编制了上百页《儿童交通安全指南》，在全国的幼儿园及学校广泛使用。

日本的交通安全教育首先从幼儿园的孩子抓起，通过图片、播放录像、警察演

讲、违章司机自述等方式，使孩子们懂得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学习遵守交通规则以及

认识交通标志的知识。

新加坡建有许多特殊的儿童公园，里面设有模拟的城市道路和交通标志，“行人”

和“车辆”均按交通规则进出通行，违者予以教育或处罚。这些公园定期向孩子们开

放，通过直观形象的教育，辅导孩子们从小养成遵守交通规则、认识交通标志。

韩国设有交通博物馆，院子里设有各种模拟的按照孩子们眼光设计的道路交通状

况，让孩子们在玩的同时了解交通规则，从小增强交通安全意识。

分析世界各国的儿童交通安全状况，我们发现：儿童的交通安全教育越来越受到

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不断增强交通安全教育的规范性、系统性是世界各国交通安全

教育的发展趋势，各个国家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开展儿童交通安全教育，其主要特

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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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定学校有义务对学生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规定了对学生进

行交通安全教育的内容、时间等，保证公民从幼年开始接受交通安全教育。

2. 设立专门的交通安全教育场所和相关保护措施。如设立交通公园、交通俱乐

部、交通博物馆、儿童交通法规学校，设置保护儿童交通安全装置等，保证儿童在特

定的场所中接受交通安全教育。

3. 政府投入力度加大。在儿童交通教育学校中的设施、场地等资金都由政府承

担，免费向所有儿童开放。

我们也发现，在世界各国的交通安全教育中还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之处，主要表现在：

1. 大部分国家开展交通安全教育的对象是进入小学的儿童，向学龄前阶段延伸不

够，在幼儿园阶段开展交通安全教育的国家还仅限于美国、丹麦、日本等少数国家。

2. 幼儿交通安全教育仅限于开设交通安全教育课和交通安全教育活动，没有形成

幼儿园交通安全教育的课程体系。

3. 没有发现哪个国家特别编制科学、规范、系统的幼儿园交通安全教材。

二、中国幼儿交通安全教育发展现状

中国每年因交通死亡的人数在10万人左右，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有超过1.85万

名14岁以下儿童死于道路交通事故，儿童交通事故的死亡率是美国的2.6倍。在所有交

通意外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孩子是在道路上受伤的。有统计资料记载，某年中国全年

交通事故死亡83500人，其中儿童多达7389人，占9%；大连市当年全年交通事故死亡

518人，其中儿童死亡为27人，占5%。2004年，共有7078名儿童被道路交通伤害夺去

了生命；有28017名儿童在道路交通伤害中受伤，比2000年的26422人增长了6％。每

天至少有19名儿童因道路交通意外而死亡，77人受伤，交通事故已成为儿童成长的第

一大杀手。

近几年，随着中国私家车数量的增加，交通安全问题更加突出。这些问题主要

有：行人和车辆不按线行驶；行人不走地下通道和人行天桥、乱穿马路；随意超车、

超载、超速；乱闯红灯等。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存在

侥幸心理；②对交通法规学习、理解和对内容掌握不够；③对道路交通状况认识了解

不足；④个别人自身素质差；⑤部分驾驶员违章驾驶、疏忽大意等。

在中国，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近几年来，国家

采取了严格驾驶证取得的准入门槛、重视人员培训、媒体宣传等手段，加大交通安全

教育的宣传力度，以此提高国民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在国民教育工作中，青

少年是面向未来的教育群体，许多学校在每学期开学和日常教育中，通过开设交通安

全教育课、聘请交警进行教育讲座等来实现对学生的交通安全教育。也有一些学校，

采取在校内建立专门的交通宣传室、带领学生学做交通指挥操、安排学生警察在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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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宣传交通知识等手段，不断推进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成为学校交通安全教育的典

型。如大连市沙河口区胜利小学早在十多年前，就成立了当时全国第一所少年警察学

校，甘井子区奥林小学2010年被甘井子区教育局、甘井子区交通警察大队确定为甘井

子区学生交通安全教育实践基地。

幼儿的交通安全知识一般来源于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来源于家人的日常行为

影响，来自于日常认知学习过程中的零散学习。经调查，广东、山东等地有的幼儿园

根据幼儿自身特点开展了一些幼儿交通安全教育与幼儿素质发展、幼儿交通安全教育

策略的研究等，分别在教育目标、教育策略、环境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但这

些研究也存在着目标制定过于笼统、教育内容不够系统、教育手段的交互作用发挥有

待完善等问题。因此，在幼儿园进行交通安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不仅能满足幼儿交

通安全教育的实际需要，也给教师教育内容及教育方法策略提供了参考，以增强教育

的规范性和系统性，对于幼儿平安健康成长和创建文明交通环境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与历史意义。

第三节 我园幼儿交通安全教育的现状调查

为构建适宜的、系统的幼儿园交通安全教育课程体系，为了解在园幼儿对交通安

全基本知识、交通规则和交通安全意识等方面的基本现状，便于教师结合幼儿年龄特

点和已有经验，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2008年9月，我们对全园小、中、大班共6个班

的118名幼儿，在交通信号、交通手势、交通标识、交通工具、交警工作等方面，进行

了家长问卷调查。

一、调查结果

幼儿对安全过马路方法的了解还比较初浅，小班56%幼儿知道1种过马路的方

法，而且相对集中于对斑马线的认识，有32%的幼儿能说出2种过马路的方法，还能

说出走地下通道，这是由于幼儿园周边有一个地下通道，是有些幼儿上幼儿园的必经

之路。而到了中、大班，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生活经验的丰富，对安全过马路方法

的了解也随之增多，大班62%的幼儿能说出3种以上安全过马路的方法。从下表中还

可以看出，幼儿过马路看信号灯的意识有待于提高，小班有41%的幼儿过马路时不会

看信号灯；中班有30%幼儿不会看信号灯；大班有17%的幼儿不看信号灯。几乎所有

的幼儿过马路时都有成人看护和陪伴，所以还没有形成过马路时自觉看信号灯的意识

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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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对乘车规则的认识存在差异。首先，很多家庭有私家车，这部分幼儿乘坐公

交车的经验比较少，对乘坐公交车的规则的了解还不够。小班有50%的幼儿仅知道1至

2种乘车规则，中班有27%的幼儿知道1至2种乘车规则，到了大班，还有17%的幼儿

仅知道1至2种乘车规则。这其中的1至2种规则主要集中在排队上车、前门上后门下

等方面。对于每天乘坐私家车入园的幼儿来说，虽然经验丰富，但由于成人没有及时

对幼儿提出乘坐私家车的要求，他们对乘坐私家车的规则了解也有差异。如小班有

45%的幼儿知道1至2种规则，主要集中在坐稳、不乱动等方面，而对于不打扰司机开

车、不坐副驾驶等规则幼儿意识还不够；大班40%的幼儿能说出3至4种乘坐私家车规

则，说明他们这方面的意识开始提高，但还不够全面。从安全带使用情况看，幼儿乘

坐私家车主动系安全带的比例差异较大，小班、中班仅有16%的幼儿懂得主动系安全

带，大班也仅有29%的幼儿主动系安全带，这种情况最主要是由于教育不够以及家长

对系安全带的意识淡薄。

由于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交通工具比较多，小、中、大班幼儿对交通工具的认识也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小班有75%的幼儿能说出5种以上交通工具，主要有小轿车、公共

汽车、卡车、消防车、警车等。到了大班，有88%幼儿能说出5种以上交通工具，增加

了摩托车、洒水车、清洁车等特殊车辆。但他们对交通工具的认识主要体现在能说出

名称的程度，对车辆的主要特征和用途的了解还不够，对车辆的认识还比较初浅。

年

龄

班

内

容

小班（22人）

中班（44人）

大班（52人）

乘坐公交车规则

1
至
2
种

50%

27%

17%

3
至
4
种

32%

45%

29%

5
种
以
上

18%

28%

54%

乘坐私家车规则

1
至
2
种

45%

25%

12%

3
至
4
种

27%

36%

40%

5
种
以
上

28%

39%

48%

安全带使用

主

动

16%

16%

29%

提

醒

50%

55%

62%

不
主
动

34%

29%

9%

表二：乘车规则

年

龄

班

内

容

小班（22人）

中班（44人）

大班（52人）

安全过马路方法

1

种

56%

22%

17%

2

种

32%

35%

21%

3
种
以
上

12%

43%

62%

看信号灯

会

看

26%

33%

47%

偶
尔
看

33%

37%

36%

不
会
看

41%

30%

17%

表一：安全过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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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对交通警察充满了敬佩之情，但对交通警察工作的了解还不够全面。小班有

82%的幼儿只知道交通警察1至2项工作内容；中班80%幼儿知道1至2项交通警察的工

作，其中大多数幼儿能说出交通警察是指挥交通的，少数幼儿能说出处理交通事故等

内容；到了大班，有20%幼儿能说出交警工作的5项内容，主要表现在：指挥交通、处

理交通事故、制止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提醒司机不要酒后驾车、提醒司机开车不能

打电话等方面。

从调查结果看，幼儿对交通指挥手势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因为幼儿没有经过规范

的学习和体验，对交通指挥手势仅仅靠的是经验的回顾。小班有72%的幼儿了解1至2

种交通指挥手势，另外28%的幼儿是完全不了解的；中班有87%的幼儿只知道1至2种

交通指挥手势，内容主要以靠边停车为主，而且他们对于交通指挥手势的具体名称掌

握不够；大班只有21%的幼儿认识3至4种交通指挥手势。可见，幼儿对交通指挥手势

的认识还需要系统、规范地学习和体验。

表四：交警工作

年
龄

班

内
容

小班（22人）

中班（44人）

大班（52人）

认识交警工作

1至2项

82%

80%

56%

3至4项

18%

20%

24%

5项以上

0

0

20%

表五：交通指挥手势

年
龄

班

内
容

小班（22人）

中班（44人）

大班（52人）

认识交通指挥手势

1至2种

72%

87%

69%

3至4种

0

11%

21%

5种以上

0

0

10%

表三：交通工具

年
龄

班

内
容

小班（22人）

中班（44人）

大班（52人）

认识交通工具

1至2种

10%

7%

0

3至4种

15%

9%

12%

5种以上

75%

8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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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标志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幼儿对交通标志的认识也有差异。调查中一

些家长反映，平时常常是因为孩子好奇提出质疑，家长才会有所渗透，缺乏积极地

引导。小班有86%的幼儿、中班有80%的幼儿只认识1至2种交通标志，其中主要认

识停车标志、信号灯标志和人行横道标志。有的幼儿能说出3至4种，中班有20%

幼儿还能说出禁止通行标志和禁止停车标志。可见幼儿对交通标志的认识还很不

完整。

提到报警电话，幼儿首先反应的就是110，当被问到“出现交通事故时应该拨打什

么电话呢”，很多幼儿回答的还是110，小班有5%、中班有9%、大班有37%的幼儿知

道出现交通事故时拨打122报警电话，而绝大部分幼儿不知道交通事故报警电话。

二、调查结果分析

1. 幼儿园小、中、大班幼儿对交通安全知识的掌握程度较低，并存在差异。他们

从不同程度上已经了解了一些生活中常见的、最基础的交通安全常识。如安全过马

路、看信号灯、认识交通工具、乘坐公交车、私家车的规则、使用安全带、交通指挥

手势、交通标志，等等。对调查的交通安全知识掌握程度也相对较低，大班幼儿的掌

握情况也在60%以下，尤其是主动使用安全带，大班幼儿仅占不到30%，因此需要进

一步增强交通安全常识规则的学习。

表六：交通标志

年
龄

班

内
容

小班（22人）

中班（44人）

大班（52人）

认识交通标志

1至2种

86%

80%

45%

3至4种

14%

20%

26%

5种以上

0

0

29%

表七：交通事故报警电话

年
龄

班

内
容

小班（22人）

中班（44人）

大班（52人）

交通事故报警电话

知道

5%

9%

37%

不知道

95%

91%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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