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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步行与非机动车出行安全 

出行安全，知多少？ 

背景 

道路交通伤害是我国 1-14 岁儿童伤害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在 18 岁以下儿

童道路交通伤害死亡中，步行出行死亡占比 34.92%，乘非机动车出行死亡占比

9.17%1。但是，儿童道路交通伤害是可以预防的。通过了解现状，有针对性地进

行提高认知，改变行为，使用工具，以及法规的促进和环境改进等举措将有效提

高儿童的出行安全。 

 

此调查是针对学生日常最多出行方式,步行和乘非机动车开展的行为调查，

旨在了解学生在这两种出行方式上的安全现状和出行行为，为学生出行安全教育

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数据支持，使教育贴近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问题，从而更有效地

指导学生改进出行行为，确保出行安全。 

 

调查主要发现概要 

 

参与调查的学生在日常出行中能良好地遵守交通安全规则。但面对复杂的道路交

通状况，学生在安全自护行为上，亟需提高；在防护工具的使用上也需要提高使

用率。 同时，家长和监护人在带孩子乘坐非机动车出行上，安全意识和行为需

提高。具体如下： 

 

 安全过马路 

⚫ 从两辆停靠的汽车间过马路，仅 15.74%的学生选择了站到车

辆外侧来观察整条马路的车流后，再过马路。 

⚫ 过一条双向车流的道路时，仅 19.93%的学生选择了“先观察

左边来车，走到中间停下，再观察右边来车”。 

⚫ 过马路时，仅 35.18%的学生每次会举起手，让自己更可见。 

 

 
1 《中国儿童道路交通伤害状况 2016》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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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电动自行车 

⚫ 74.29%的受访学生乘坐过电动自行车。 

 

 自护工具的使用 

⚫ 仅 28.04%的受访学生在夜间步行时，每次都会穿戴反光材料

的衣服或配件。 

⚫ 乘坐电动自行车的受访学生，仅 19.87%是坐在有后背支撑和

安全带的座位上；而有 21.36%坐在没有后背支撑和安全带的

车辆后坐垫上。 

⚫ 54.14%的受访学生，每次乘坐电动自行车都佩戴头盔。 

  

碰撞或车上摔下 

在两种出行方式上，在各自人群中，乘坐电动自行车出行受伤的占

比率，远远高于步行出行受伤占比率。 

⚫ 10.70%步行受访学生在步行时有被撞经历，其中 5.78%的学生

受伤。 

⚫ 20.53%乘坐过电动自行车的受访学生有从车上摔下的经历，其

中 10.09%的学生受伤。 

 

 

学生步行与乘坐电动自行车出行状况 

（一）调查目的与内容 

⚫ 了解成都、天津、上海三城市儿童步行出行的行为情况。 

⚫ 了解成都、天津、上海三城市儿童乘坐电动自行车出行的行为情况。 

（二）调查对象与样本量 

⚫ 研究对象：三城市中小学 1-5年级的学生。 

⚫ 有效样本量：813例，其中成都市 202 例，天津市 405例，上海市 206例。 

⚫ 调查人群为三城市中小学 1-5年级的学生，年龄范围为 6-1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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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主要结果 

第一部分：步行安全 

一、安全过马路 

1.你是如何过马路的？ 

⚫ 各城市“走到有横道线与交通信号灯处再过马路”的学生均在 95%以上。卡

方检验显示，各城市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616。 

 

 

2．你是如何在停靠着的两车间过马路？ 

⚫ 绝大部分学生（79.21%）选择“站在 1号位过马路”。 

⚫ 上海的学生选择“站在 1号位过马路”较其他两城市多，为 87.86%；选择“站

在 3号位过马路”最多的城市是天津，为 19.01%。卡方检验显示，各城市结

果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 

 

 

 

3．在过一条有双向车道的马路时，你平时是如何做的？ 

⚫ 总体上，大部分学生（70.11%）在过双向车道的马路时选择“左右看，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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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边不断观察车流”；仅 19.93%的学生选择“先观察左边，走到马路中间

后停下，再观察右边来车”。学生对于过双向车道马路时的正确认知有待提

高。 

⚫ 成都学生选择“左右看，边过马路边不断观察车流”比其他两城市多，为

81.19%；上海学生选择“先观察左边，走到马路中间后停下，在观察右边来

车”比其他两城市多，为 36.89%。卡方检验显示，各城市结果具有显著统计

学差异，P<0.001。 

 

 

 

4. 在过有超过两条同向车道的马路时，你平时是如何做的？ 

⚫ 总体上，大部分学生（78.72%）在通过超过两条同向车道的马路时选择“过

了第一条，停下观察第二条，再过马路”，其中上海的学生比例最高，为 85.92%。 

⚫ 在三城市中，成都学生选择“过了第一条，停下观察第二条，再过马路”最

少，为 69.31%，需加强这方面的安全教育。卡方检验显示，各城市结果具有

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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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你过马路时，你是否会观察周围的驾驶员有没有注意到你?  

⚫ 总体上，大部分学生（76.01%）选择“会”在过马路时观察周围驾驶员是否

注意到自己。 

⚫ 三城市中，天津的学生“不会”在过马路时观察周围驾驶员是否注意到自己

的比例相对较高，为 23.70%。卡方检验显示，各城市结果具有显著统计学差

异，P=0.004。 

 

 

6.你过马路时会举手吗？ 

⚫ 总体上，35.18%的学生选择“会”在过马路时每次举手；39.11%的学生选择

“不会”在过马路时举手。 

⚫ 三城市中，上海的学生选择“会”在过马路时举手的比例最多，为 40.29%；

成都的学生选择“不会”在过马路时举手的比例最多，为 47.03%。卡方检验

显示，各城市结果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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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你是否有跑着过马路的情况？ 

⚫ 总体上，“没有”跑着过马路情况的学生占 56.09%；“偶尔有”跑着过马路的

学生占 32.10%。 

⚫ 三城市中，成都的学生选择“没有”跑着过马路情况的比例最多，为 64.85%；

上海的学生最低，为 49.03%。卡方检验显示，各城市结果具有显著统计学差

异，P=0.045。 

 

 

二、安全工具使用与碰撞情况 

1.你有在天色较暗的情况下，如清晨或傍晚，外出步行的情况吗？ 

⚫ 总体上，超过半数的学生（52.03%）选择“偶尔（1-3天/周）”有在天色较暗

情况下外出步行；29.89%的学生“从不”在天色较暗情况下外出步行。 

⚫ 三城市中，成都“从不”在天色较暗情况下外出步行的学生比例最多，为 

32.67%。卡方检验显示，各城市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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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夜间步行时，你会穿着或佩戴有反光材料的衣服或配件吗？ 

⚫ 总体上，仅 28.04%的学生选择夜间每次出行“会”穿着或佩戴反光材料的衣

服或配件。 

⚫ 三城市中，上海学生选择“会”在夜间步行时穿着或佩戴反光材料的衣服或配

件的学生比其他两个城市的多，为 39.32%。卡方检验显示，各城市结果具有

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 

 

 

3. 你是否有在步行时被机动车、摩托车或非机动车碰撞的经历？ 

⚫ 总体上，84.87%的学生“没有”在步行时被机动车、摩托车或非机动车碰撞

的经历，而 10.70%的学生“有”在步行时被碰撞的经历，其中 5.78%的学生

有“受伤”经历，且其中 2.83%去医院就诊。 

卡方检验显示，各城市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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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乘坐电动自行车安全 

一、乘坐电动自行车的基本情况： 

在所有的 813 名受访学生中，共 604 名学生表示曾乘坐过电动自行车，其中

上海 180 名，成都 160名，天津 264名。 

 

1. 你乘坐过电动自行车吗？ 

⚫ 总体上，74.29%的学生“有”乘坐过电动自行车。分析乘坐电动自行车的学

生在各自城市受访者中的占比情况发现，上海的学生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比例较其

他两城市高，达到 87.38%。卡方检验显示，各城市结果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01。 

 

 

 

 

 

 

 

 

2.你有过乘坐电动自行车上下学吗？ 

⚫ 总体上，在乘坐过电动自行车的学生中，超过半数（54.30%）的学生“有”

乘坐过电动自行车上下学，其中上海的学生比例最多。 

⚫ 上海和成都的学生超过半数“有”乘坐过电动自行车上下学，分别为 73.89%

和 61.25%。卡方检验显示，各城市结果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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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工具情况与受伤情况 

1.你乘坐电动自行车时，每次都戴头盔吗？ 

⚫ 总体上，16.89%的学生在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不戴”头盔，而 79.30%的学生

在乘坐电动自行车时“戴”头盔，其中，54.14%的学生在乘坐电动自行车时“每

次都戴头盔”。  

⚫ 三城市中，上海学生“每次都戴头盔”的占比最高，为 66.11%；成都学生“不

戴”头盔的比例高于其他两城市，为 26.88%。卡方检验显示，各城市结果具

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1。 

 

 

 

 

 

 

 

 

 

2.你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乘坐的坐垫与以下哪个坐垫最相似？ 

⚫ 48.84%的学生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乘坐的坐垫为“有后靠”型。 

⚫ 乘坐“坐垫没有后靠”和“椅子上带有安全带”的学生比例接近，分别是 21.36%

和 19.87%，乘坐“小椅子”的学生为 3.15%。卡方检验显示，各城市结果无

统计学差异，P=0.206。 

 

 

16.89%
12.25% 12.91%

54.14%

20.08%

10.23% 10.61%

52.65%

3.33%

12.22%
17.78%

66.11%

26.88%

15.63%

11.25%

43.13%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不戴 偶尔戴(<5次/10次) 有时戴(≥5次/10次) 每次都戴

乘坐过电动自行车时戴头盔的频率

总体 天津 上海 成都



 

 

Proud Program Sponsor 

 

 

3.你乘坐电动自行车时，有过从车上摔下的经历吗？ 

⚫ 总体上，75.33%的学生表示乘坐电动自行车时，“没有”从车上摔下的经历；

20.53%的学生“有”从车上摔下过；而 10.09%的学生从车上摔下来受伤，

其中 2.81%就医。 

卡方检验显示，各城市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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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和建议： 

在受调查的三个城市中，学生们在步行过程中普遍展现出了对交通安全规则

的良好遵守态度，这一点值得肯定。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当面对日益复杂多变

的道路交通出行情境时，学生们在过马路时的安全行为表现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这深刻提示我们，在道路安全教育这一领域，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精细化、针对性

的策略，着重于安全行为习惯的培养与强化。 

在防护工具的使用方面，当前学生群体对于各类防护工具的认知程度及实际

使用率仍有待提高。因此，我们需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生动形象的案例讲解和

实际操作演示，加深学生对防护工具重要性的认识，并鼓励他们在实际出行中积

极佩戴。同时，这一教育过程不应仅仅局限于校园之内，而应通过家校合作的模

式，将安全教育的触角延伸至家庭之中。我们呼吁家长也积极参与到这一过程中

来，不仅要在日常生活中为孩子提供必要的步行防护工具，如反光背心、反光配

件等，更要坚持每次出行时监督孩子正确使用，共同为孩子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

出行环境。 

此外，在乘坐电动自行车出行的场景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有高达

20.53%的学生曾有过从电动自行车上摔下的经历。这一数据无疑为我们敲响了警

钟，提醒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家长骑电动自行车载孩子出行的安全问题。为此，我

们需要加强对家长的安全教育，提升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行为规范性。具体而

言，可以通过举办专题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家长普及电动自行车出行

的安全知识；同时推动家长为孩子配备和使用专业的电动自行车护具，如符合安

全标准的头盔、选择安全性高的电动自行车后座椅，即有后背支撑，有安全带，

和脚踏支撑，并正确安装和使用。 

 

 



 

 

Proud Program Sponsor 

感谢 

东南大学杜伟教授团队 

 

致谢 

成都郫都区竹瓦小学校 

天津泰达实验学校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上海市嘉定区紫荆小学 

 

感谢哈里伯顿公司对项目的支持 

 

 

 

 

 

 

 

 

 

 

 

 

 

 

 

 

http://www.baidu.com/link?url=4ymiKBwv_JGTkcOWNSzEZbyV3X4ULSYaSxueuaHNweCUQ5MTjnj6U_c9gIRer6Z8lyLs0WMIEJfOh_ARuQ5v-pvHLTW7kd9xa70GqBoGt00HeeohG8a3WyrKV5hBXUhLJoiz7-7W7q0PkuTaaLzx7D-J-jFJvBHDz_Httn0eml3W2TRLJGzWqKv0gCm2a6Eg
http://www.baidu.com/link?url=4ymiKBwv_JGTkcOWNSzEZbyV3X4ULSYaSxueuaHNweCUQ5MTjnj6U_c9gIRer6Z8lyLs0WMIEJfOh_ARuQ5v-pvHLTW7kd9xa70GqBoGt00HeeohG8a3WyrKV5hBXUhLJoiz7-7W7q0PkuTaaLzx7D-J-jFJvBHDz_Httn0eml3W2TRLJGzWqKv0gCm2a6Eg
http://www.baidu.com/link?url=cq0_6uT-Qjbtu7406UPiiDh_29st-HzOoIUVD5WJ_ZJ-I2YGqX04FnZoIGWVuxt-SgpoTugpBpD5wTi5Dsuz-OTTjz-8y4w_GRWw1TaAO937U3Va172NrI2t6bDb-ahH3Jg9RFGSSL5mzLIaR5X67J4es74rBfEplcFhrQdIMNC
http://www.baidu.com/link?url=cq0_6uT-Qjbtu7406UPiiDh_29st-HzOoIUVD5WJ_ZJ-I2YGqX04FnZoIGWVuxt-SgpoTugpBpD5wTi5Dsuz-OTTjz-8y4w_GRWw1TaAO937U3Va172NrI2t6bDb-ahH3Jg9RFGSSL5mzLIaR5X67J4es74rBfEplcFhrQdIMNC


 

 

Proud Program Sponsor 

 

为儿童出行安全护航 

 

 

 

 

 

 

2023 年，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携手哈利伯顿公司启动

“为儿童出行安全护航”项目。从“步行安全知多少？--- 看

见与被看见”，到“出行安全知多少？--- 看见与被看见 无

‘盔’不乘坐 ”， 针对学生日常出行安全行为进行调研。在

调研的基础上开发了针对性的互动体验式入校课程。项目在

成都、天津和上海开展。 

 

 

 

 

 

 

 

 

 

 

 

 

 

 

 



 

 

Proud Program Sponsor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 

我们的使命：以全球伤害预防的循证实践为基础，促进儿童安全。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以预防儿童伤害，促进儿童健康成长为使命，注册为上

海静安华童伤害预防科研信息咨询中心。全球儿童安全组织(Safe Kids Worldwide)是

一个以预防儿童伤害为目标的非盈利性组织，由美国华盛顿儿童医学中心(National 

Children Medical Center)于 1987年创建。从 1999 年起，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引

进全球儿童安全组织的技术，以全球伤害预防的循证实践为基础，通过伤害研究、法规

和环境促进、教育，携手卫生健康部门、教育部门、交警部门、质量安全技术部门、以

及社区等多部门共同促进儿童安全。我们的项目在国内外，获得了专业机构的认可，并

被各地相关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应用。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safekidschina.org   

联系邮箱：safekids@safekidschina.org  

联系电话：0086-21-6486 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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