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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華夏徵文特刊以「安全的上學路」為主題，不但和小學生的生活息息相關

，也是社會關注的話題。跨版刊登了 6篇得獎作品，讓我們了解更多「上學路」的點

滴，還能幫助我們有所省思。 

任務一：怎麼上學？ 

    閱讀 12月 22日第 8、9版六篇得獎作品，回答以下問題： 

1. 這六名作者上學的交通工具是什麼？連連看。 

上學闖關趣 上學途中 上學免驚路 

 

 

 

 

 

幸福的三十分鐘 我和爺爺的美好時光 任意門上學路 

2. 不同上學方式，觀察的角度也會不同。以「搭汽車」的兩名作者為例，坐在車上

等家長開車抵達學校即可，但作者還是發現了上學途中的「險象」，說說看，有哪

些？ 

(1) 經過重陽橋時，車很多，公車、機車、計程車擠來擠去，不時傳來喇叭聲，

還常常發生車禍。 

(2) 晚五分鐘出門就容易塞車。 

(3) 有些車子橫衝直撞，有些開得慢吞吞，有些駕駛一邊看手機、一邊吃早餐。 

3. 如果你是家長開車送你上學的，你會給自己和家長什麼建議？ 

(參考答案) 

給自己：不要東摸西摸，早點收拾好，早點出門，避開塞車時段。 

給家長：專心開車，不過慢，也不搶快。 

■給師長的話：作者們上學交通工具不盡相同，即使是家長開車，小朋友也可以為安全盡一分心力。  

 

設計者：林玫伶（清華大學客座助理教授、兒童文學作家） 

多文本讀報學習單（解答篇） 

文本來源：112 年 12 月 22 日第 8、9 版 

(華夏徵文特刊)  

走路 
騎腳

踏車 

坐摩

托車 

搭汽

車 
其他 



 

2 
 

任務二：危險在哪裡？ 

1. 接著閱讀「走路」和「坐摩托車」的四名作者經驗，他們怎麼看馬路上行駛的汽

車？對開車族有什麼呼籲？把有關的句子挑出來。 

(參考答案) 

(1)駕駛速度能夠放慢。 

(2)擔心被轉彎車撞上。 

(3)希望駕駛開車不要搶快，不要闖紅燈，注意正在過馬路的學生。 

2. 坐車和走路的學生都發現同樣的危險，是什麼呢？ 

 

 

 

 

 

(參考答案)開太快、闖紅燈、不注意行人 

3. 「走路」和「坐摩托車」的同學發現，除了要注意馬路上行駛的車子，還有哪些

危險？標示在下方的「示意圖」中。 

 
 

 

■給師長的話：從學生不同角度的觀察，盤點上學途中遇到的危險。第 3 題圖案係使用 AI 產生，僅為示意圖

，目的在提供學生情境，連結生活經驗。 

我坐車，我發現路上

車子好多，擠來擠

去，有些駕駛還…… 

我走路，我發現駕駛

會搶快、闖紅燈，也

擔心…… 

半倒塌的房

子，滿地破

碎瓦片 

騎樓被機車

和流動攤販

攻占 

路上或住戶

門口有狗 

下雨撐傘遮

蔽視線 

人行道有狗

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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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三：支持系統在哪裡？ 

1. 上學途中有許多隨時可能冒出來的危險，但這幾名作者也注意到有些作法能讓上

學安全更有保障。讀一讀，你找到了哪些？ 

篇名 作法（已經實施的） 

上學途中 有警察叔叔或志工幫忙指揮交通 

我和爺爺的美好時光 (摩托車)蝸牛式的前進 

任意門上學路 

(小學生)遵守交通號誌和走斑馬線 

走沒有狗出沒的路 

沒有導護老師時，會像老師一樣舉手，小心翼翼帶領學弟妹

過馬路 

2. 〈上學免驚路〉作者對政府提出許多建議，請整理在下方，並說說你對這個建議

的看法。 

〈上學免驚路〉作者的建議 我的看法 

警方強力取締（ 違規停車 ），還路於民 
(略) 

以校園為中心，方圓兩百公尺的（ 騎樓 ）淨空，

供學童行走 

(略) 

十字路口不論大小，行人穿越號誌的時間應該和

汽車（ 錯開 ），避免閃避（ 轉彎車 ）不及而發

生事故 

(略) 

駕駛領照前必須到（ 學校 ）完成六小時的導護實

習，讓他們感受行人的（ 不安全感 ） 

(略) 

3. 你對政府也有建議嗎？和同學討論，說說看。 

■給師長的話：確保上學之路安全，人人有責。小學生、志工、警察、政府有各自的職責，沿路的攤販、屋

主、養狗的人也都有責任，鼓勵學生為安全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