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是致力于防范儿童伤害的

非营利性的国际性组织，该组织通过公共的、企业的和个人的力量以

慈善事业的方法和市场宣传的方法来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SAFE KIDS Worldwide is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childhood injury control

programs that link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e�ective philanthropy

and cause marketing to protect children from unintentional injury.

www.safekidschina.com www.safekidsworldwide.org

儿童安全步行项目

There are no “accidents”
only preventable injuries!

没有“偶然”的事故，只有可预防的伤害！

Martin R. Eichelberger.M.D
Founder,Safe Kids World wide

马丁博士，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创建者

青少年步行使用
电子设备分心现状报告
Report on Distracted Walking
Among Teens in Three Cities

北京  上海  广州
2018.5

    儿童安全步行项目：是响应“联合国全球道路安全行动十年”的号召,旨在通过多部门合作,

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减少儿童道路交通伤害的预防项目。由全球儿童安全组织携手联邦快递在

全球10个国家展开。

    儿童安全步行项目在中国:该项目自2004年进入中国至今,已在30个城市开展,覆盖超过12660

所学校,受教育学生近447万名,超过7627名来自联邦快递中国的志愿者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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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对 15-17 岁青少年而言，道路交通事故是对其生命最大威胁 [1]。

在中国，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伤的人数中，15-17 岁占 0-17 岁中最大比重
（30%-40%）[2]。

初高中年龄段的青少年在更多情况下会独立步行。同时，他们
也是手机上网增长比例最快的人群 [3]，电子设备 [4] 可能随身不离。

在欧美国家，步行者因手机等电子设备分心已导致急诊数量上升和预计
的行人道路交通事故增加。

在美国，每 8 名中学生就有 1 名因电子设备分心步行 [5]。不当使用电子
设备已构成威胁步行者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因素。

道路交通事故   是对青少年生命的最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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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4+1. 42.01% 的受访学生自述曾经被
撞（7.73%）或险些被撞（34.28%）。

/10 人6+4. 68.09% 的被访学生表示，当他
们边走路边打电话时是在与父母通
话。

/10 人1 .8+2.18.40% 的学生表示发生的碰撞
与电子设备分散注意力有关。

/10 人3+3. 35.08% 的学生表示，他们总是
或经常边走路边打电话。

然而在学生上下学时段内，观测到的学校
周围的平均交通流为：每 1.1 秒，就有 1
辆车通过学校区域。

/100 人7+5. 观察发现，上放学时段，步行时
使用电子设备的学生数共 1057 人，
占总观察人数的 7.59%。

1.1秒

主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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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12 岁—18 岁（初中生及高中生）
调查样本：2984 名学生（其中北京 899 名，上海 1129 名，广州 956 名；男性 1480 名，女性 1504 名；
1868 名初中生 , 1116 名高中生）
抽样方法： 24 所学校（其中各城市市区学校各 4 所，市郊学校各 4 所； 12 所初中，12 所高中）

1. 了解青少年对安全步行行为的认知现状；
2. 了解青少年步行时因电子设备分散注意力的主要形成原因。

调查目的

2、步行上下学花费的时间
●    受访学生中，行走路程超过 20 分钟的情况最多，达 28.30%；
●    行走路程 20 分钟和 10 分钟分别占比 26.36% 和 26.86%。

一、学生步行上下学情况
1、步行上下学频率
●    32.16% 的学生每天步行上下学；
●    10.63% 的学生每周有 2-4 天步行上下学。

问卷调查主要发现

步行上下学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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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方法一：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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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城市学生步行状况的比较
●    与上海学生（29.18%）、广州学生（28.72%）相比，更多的北京学生（39.60%）步行上下学；
●    与上海学生（28.35%）、广州学生（33.32%）相比，更多的北京学生（43.16%）会在天色较暗的情
况下步行；
●    与上海学生（36.92%）、广州学生（33.85%）相比，更多的北京学生（42.05%）步行需要穿越 1-2
条马路。

三城市学生每天步行上下学情况 三城市学生天色较暗步行情况

3、步行上下学需要穿越马路数量的状况
●    近一半（48.77%）的学生上下学需要穿越 1-2 条马路；
●    41.80% 的学生需要穿越 3 条以上的马路。

4、天色较暗情况下步行的经历
●    40.07% 的学生“总是”或“经常”在天色较暗的情况下步行。

步行上下学需要穿越马路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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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学生上下学穿越马路情况

拥有手机的情况

带手机到学校的原因

带手机到学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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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2%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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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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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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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广州 北京

二、拥有和使用电子设备的情况
1、手机拥有情况
●    85.12% 的学生拥有电子设备，其中 51.28% 的学生有时或总是带手机到学校；
●    57.6% 的家长允许学生携带手机到学校，但是 83.84% 的学生表示学校不允许携带手机到学校。

2、带手机到学校的主要原因
●    66.15% 的学生表示带手机到学校是为了与父母联系，
这也是学生带手机到学校的原因。

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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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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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朋友联系
了解新闻资讯
查收邮件
听音乐
其他

66.15%

14.53%10.40%

0.76%

2.68%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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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城市学生拥有手机的状况
●    三城市学生拥有手机的比例，北京学生拥有手机的比例最高（93.10%），上海其次（84.31%），
广州最少（79.24%）;
●    三城市学生携带手机至学校的比例，北京学生携带手机至学校的比例最高（66.41%）, 上海其次
（54.29%）, 最少为广州 (36.49%)。

三城市学生手机拥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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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学生总是或经常边走路边打电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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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学生带手机到学校情况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66.41%

北京

36.49%

广州

54.29%

上海

三、电子设备分散注意力情况
1、边走路边打手机的情况
●    35.08% 的学生总是 (4.58%) 或经常 (30.50%) 边走边打手机；
●    68.09% 的学生边走路边打电话主要是与父母联系。

四、三城市学生边走边打电话情况

边走路边打电话情况 边走路边打电话主要联系人

总是
经常
偶尔
从不

30.50%

33.55%

31.37%

4.58%

父母
朋友
其他68.09%

27.95%

3.96%

●    上海学生（7.95%）边走边打电话的情况，明显低于广州（13.23%）与北京的学生（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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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边走路边用手机时主要在做的事情
●    35.88% 的学生总是或经常边走路边用耳塞听音乐，这是学生边走路边玩手机的主要原因。

六、被机动车、摩托车或非机动车碰撞的经历
●    42.01% 的学生表示有过被机动车、摩托车或非机动车碰撞的经历 ;
●    在表示有被撞经历的学生中，18.40% 的学生表示发生碰撞与自己步行时因使用电子设备分散注意力
有关。

七、三城市学生被机动车、摩托车或非机动车碰撞的经历的比较
●    与北京和上海的学生相比，广州学生被碰撞的比例最高（26.93%）;
●    与广州和上海的学生相比，北京学生被撞时使用电子设备的比例最高（23.24%）。

三城市学生总是或经常边走路边使用电子设备的原因

发生碰撞的经历 发生的碰撞是否和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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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学生表示发生碰撞时使用电
子设备的比例

三城市有被撞经历的学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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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安全步行教育情况
1、最近一次与父母聊到安全过马路的时间
●    26.27% 的学生表示在受访前的一周内曾与父母聊到过安全过马路，也有 44.02% 的学生表示不记得
或者从来没有跟父母聊过这个话题。

2、学校开展安全过马路指导情况
●    一半（50.90%）的学生表示在最近一年内学校开展过安全过马路指导，但也有一半（49.10%）表示
未开展过。

3、 三城市父母与学校的安全教育
●    不记得最近一次与父母交谈过的安全过马路的时间的学生比例，北京（43.05%）、广州（48.97%）、
上海（38.81%）；
●    记得在最近一年内学校开展过安全过马路的学生比例 ：北京（43.27%）、上海（39.13%）、广州
（39.13%）。

最近一次与父母聊到安全过马路发生在何时

最近与父母聊过安全过马路的学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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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北京、上海、广州中学生（12 所初中；12 所高中）
观察人数：13930 名学生（其中北京 2545 名，上海 7616 名，广州 3769 名；男性 7142 名，女性 6788 名）
观察方法：在上下学时段内由观察员在样本学校校门口路段或交叉路口观察来往学生

●    通过观察了解中学生步行时，使用电子设备而分心步行的现状

观察目的

1. 上放学时段，步行使用电子设备分心的学生数共 1057 人，占总观察人数的 7.59%；其中：

观察主要发现

- 男生 473 人，占男生总数 6.62%；

- 女生 584 人，占女生总数 8.60%；

- 初中生 540 名，高中生 517 名，比例为 1.04:1。

2. 在全部观察人群中，前三位使用电子设备的主要原因是：

- 发消息

- 听音乐

- 打电话

41.85%

40.53%

9.19%

3. 其中女生的前三位使用电子设备的主要原因是：

- 听音乐  

- 发消息 

- 打电话

42.20%

41.85%

9.95%

4. 其中男生的前三位使用电子设备的主要原因是：

- 听音乐

- 发消息

- 打游戏 

41.82%

38.51%

10.14%

调研方法二、 观察调查

1.1秒
学校周围的平均交通流为：

每 1.1 秒，就有 1 辆车通过学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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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 24 所初高中，共计 510 名学生（初中 12 所，高中：12 所）
调查样本： 510 名学生 （255 名男生， 255 名女生）
抽样方法：每所学校抽选 20-22 名学生，男女人数比例相同

●    通过访谈的方式了解在调查问卷中难以具体体现的学生因使用电子设备而分心的具体情况。

访谈目的

自我行为的认知 —谁在步行时更危险？
　- 当被问及哪个年龄段在步行时会面临更多危险时：
　　●    84.21% 的青少年选择较为年幼或年长的学生群，而不是自己所处的年龄段。
　- 当被问及该年龄段的步行者更易面临危险的理由时，受访学生表示：
　　●    年幼学生可能缺乏步行经验，对于道路交通的应急反应能力较差；
　　●    年长的学生，他们虽然具有更高的应急反应能力，但更倾向于打破规则，故意做些特立独行的
　　事情，而发生危险。
什么原因让你步行时，无法停止使用电子设备？ 
　- 自我安全步行意识不够所导致，例如：
　　●    手中游戏停不下来
　　●    耳中歌曲停不下来
　　●    看书沉浸在情节中停不下来
　　●    看视频动画停不下来
　- 社交、心理原因，例如：
　　●    担心回复同学信息速度慢，而聊天停不下来
　　●    担心红包抢不到，而抢红包停不下来
　- 高估自己对安全步行的判断能力，例如：
　　●    认为自己速度快，几步就可以通过，而忽视交通安全设施的存在
　　●    认为自己可以同时兼顾手机使用和步行安全、认为听音乐不影响走路，可以一心两用。
　- 高估交通控制设施的保护作用，例如：
　　●    认为路口有红绿灯、斑马线就可以保护自己过马路安全。
当被问及能“阻止被电子设备严重干扰步行的同伴”的有效方法时，学生的选择有以下主要的方式：
　　●    强制性劝阻（通过言语警示、强行拉住并制止）；
　　●    非强制性劝阻（通过与之聊天分散注意力）；
　　●    保护性劝阻（陪同其前行，为其观察周围不安全因素）；
　　●    公开性劝阻（通过公共平台公布其不安全行为，如朋友圈、微博等）

访谈主要发现

调研方法三：小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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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行是生活中最日常的出行方式，也是出行安全习惯最重要的起步。如果能做好安全步行，那么，
不仅可以做到步行时安全，同样也能培养其他方式安全出行的习惯。 青少年步行者中，步行时使用电
子设备的现象普遍，迫切需要我们关注。
　　在参与调研的青少年中，有一半被访者的步行时使用电子设备，他们主要是用来听音乐和发短信，
这两者将严重影响步行时的听力与观察力。为此，需要对此加强教育。

　　在调查访谈中，一些受访学生表示随着年龄增长，父母与他们的交流时间逐渐减少，话题越发局
限于升学考试等相关话题，对于安全方面、生活常识的指导与小时候相比也显著减少，家庭教育之中
很少提到交通安全等相关话题。可是，数据告诉我们，15-19 岁青少年死亡的首要原因仍是道路交通
事故。为此，要帮助家长认识这一点。同时，“孩子不是小大人” 虽然初高中阶段的学生外表已经与
成人相差不大，据研究发现，负责高级思维与自我控制的大脑皮层区域在 25 岁前还始终处于发育阶段
（Fisher&Pruyne，2003）。受访学生表示，希望父母能继续提供安全和生活方面的相关指导。因此，
这一阶段家长依然需要对孩子进行持续的道路交通安全的教育，同时给予榜样的行为指导。　　

建议与讨论

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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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每一位青少年都能成为安全步行的践行者，在这信息爆炸的时代之中，能让“安全步行
抬头走”成为一种交通安全新风尚。

        学校不仅是向学生传输文化知识的机构，同时也是为学生提供学习、自我认识的一个场域。学校应
引导青少年对自我行为的认知与纠正，增加青少年间同伴教育的机会，为学生提供探索自身正确安全
行为的平台与资源，通过教育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理论及实践方式， 改善学生因电子设备而分心步
行的不良习惯。

　　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的规律，从 10 岁至 18 岁的发展阶段，同伴的行为、举止、语言、观念，在很
多时候比家长和老师的教导有更大的影响力。青少年之间的同伴教育，已经在全球针对青少年的伤害
预防的询证实践经验中被证明比一般方式更为有效。现场观察发现，有陪伴者步行的电子设备使用率
会比独自步行的使用率低，青少年之间的同伴的影响有一定的作用。 

学校教育

同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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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儿童安全组织”是致力于防范儿童伤害的

非营利性的国际性组织，该组织通过公共的、企业的和个人的力量以

慈善事业的方法和市场宣传的方法来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SAFE KIDS Worldwide is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childhood injury control

programs that link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e�ective philanthropy

and cause marketing to protect children from unintentional injury.

www.safekidschina.com www.safekidsworldwide.org

儿童安全步行项目

There are no “accidents”
only preventable injuries!

没有“偶然”的事故，只有可预防的伤害！

Martin R. Eichelberger.M.D
Founder,Safe Kids World wide

马丁博士，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创建者

青少年步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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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安全步行项目：是响应“联合国全球道路安全行动十年”的号召,旨在通过多部门合作,

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减少儿童道路交通伤害的预防项目。由全球儿童安全组织携手联邦快递在

全球10个国家展开。

    儿童安全步行项目在中国:该项目自2004年进入中国至今,已在30个城市开展,覆盖超过12660

所学校,受教育学生近447万名,超过7627名来自联邦快递中国的志愿者参与其中。

项目支持

指导单位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