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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城市到小城镇，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移动，无论是穿越城市还是城市以外的空间去上学、上班
还是回家。这种日常活动既有不可避免的安全通行规则，也有可能让我们忘记谨慎和规则重要性的习惯和
小疏忽。

" Sicuri per Scelta. Muoversi. Con intelligenza选择安全。移动。用智慧 "是一项致力于道路安全教
育和可持续交通的倡议，其目标如下：让所有道路使用者了解规则，促进对风险的正确认识，引导人们做
出环保的可持续选择。

这本介绍子讲述了为确保三、四、五岁儿童安全而在路上必须采取的一些行为。
通过刺猬朋友们的故事，它特别探讨了在惯常路线（例如，从家到学校再到家的路线）上有人陪伴的行人
的行为。

习惯性的路线
对每个孩子来说，从家到学校的旅程连接着两个具有情感意义的地方。
成年人一般都非常重视让孩子们经常待的环境变得舒适和安全，但往往不太重视孩子们在街上的逐步
自主。正如家庭和学校是 “环境 ”一样，街道、人行道、台阶和滑梯、人行横道、路标、红绿灯、十
字路口、桥梁、建筑物、车辆、人、任何动物（家养的或野生的）、公共公园以及构成城市、村庄和
村落的任何其他要素也是 “生活环境”。
乘车、步行、骑自行车或乘坐校车上学，可以让孩子熟悉他/她必须面对的 “每个人的环境 ”中的各
种因素。
每天从家到学校再到家的路上，可以成为孩子学习人身安全知识的重要机会，而成人则可以有效地陪着孩
子一起进步。

 

儿童与城市交通中的危险感知
首先，我们必须记住，儿童不能与小成年人相提并论：他/她们的观察、认知和学习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
此外，道路环境中充满了需要破译的符号，这些符号并不是一眼就能理解的。
我们该如何做，才能让这些符号成为指引方向和安全的源泉，而不是产生不足感，被视为混乱而拒绝接受
呢？
城市交通的巨大复杂性首先会让孩子感到惊讶，然后是解释上的困难，不确定的因素可能会导致恐惧的反
应，或者相反，过于逞强。
这些反应是由于儿童对道路环境的感知方式造成的：
-他/她的身高限制了仍然狭窄的视野；
-对复杂噪音及其定位的理解仍在不断成熟；
-有些空间概念很难投射到物体和空间上，例如，如何将人行横道上车辆的到达点归于左侧或右侧；
-在车流中，同时存在大量的感知刺激，由于儿童的注意力还不集中，并不帮助孩子完整地感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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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技能正在得到巩固：例如，儿童可能仍然会跌跌撞撞；
-感知静止和行驶的车辆之间区别的能力仍有待稳定。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对驶来车辆速度的判断：在城市道路上，人们以不同的速度行驶，所以儿童很难理解周
围发生什么。

 
此外，儿童往往会不考虑后果而自发行动： 
他/她的自发反应可能是不可预测的，会无意中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危险，例如，她/他可能会被什么东西吸
引，突然开始跑步。

在家里和学校里，孩子们都在受保护的环境中，即使他/她们学会了一系列正确的行为，真正的困难还在于
能否将这些行为应用于道路环境中的行为：行驶中的车辆会使孩子感到一种迷失方向的感觉。
在家校的距离允许的情况下，步行陪伴孩子是非常有用的，这有许多重要原因，如下：
• 通过在城市交通中行走的经验，通过与成年人的对话，儿童逐渐学会识别危险，以至意识到危险的
存在，并以后在成长过程中正确地评估危险，直至获得预见而避免危险的能力。在已知的环境中识别和评
估危险，要比在新的和突然的情况下面对危险更容易；
• 渐渐地，孩子会意识到距离和步行时间；
• 从家走到学校成为一项对孩子们有益的日常户外运动，可以提高她/他们的运动技能，帮助缓解紧张
情绪，训练她/他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 走着上学有助于减少学校附近的汽车数量，增加小行人的安全。

 

被陪伴的行人儿童的日常经验
每天在同样的时间走同一的路段，可以让孩子自然而具体地学会识别某些经常出现的危险，
并理解主要行为规则的含义。尤其是在步行的情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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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知的路线上，可以向儿童展示行人最危险的地点在哪里，用简单地解释说明原因，并显示该路段最谨
慎的行为。
通过重复正确的行为，模仿成人的正面榜样，孩子们逐渐会获得必要的经验，从而能够独立、安全地行
走，熟悉道路的环境。
急躁的动作可能会导致孩子摔倒（走路、骑车、下车）：从膝盖擦伤中可以学到这么多东西！要有耐心，
在家人的保护和独立探索环境的需要之间找到平衡。
 

不过，要注意自己的行为：有时，陪同儿童的成年行人往往会因为匆忙而 “拉 ”着儿童，也许在红灯时步
行穿过马路，也许是在过马路时打手机，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失去了对儿童行动的完全控制。

成人的行为
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形成自己应对道路危险的个人经验，而成人的任务就是安抚她/他的情绪，继续关
注他/她的安全。

一些小技巧可以促成孩子适应道路环境，例如早早出门，避免迟到的忧虑；与孩子交谈也很有好处，无论
是在路上还是在车上。
我们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但孩子们会观察我们：为了使孩子养成尊重交通标志的习惯，成人的榜样比
任何教训都更有价值，即使是成人行人指出司机在人行横道前不停车的错误行为。
必要时，可以用简单的词解释不当行为可带来的后果，但是最好还是把重点放在积极的行为上，当孩子表
现得体时，就给予表扬。

还需要注意儿童行人的服装：鞋带系得不好、风中的围巾、与当时温度不符的外套都会妨碍孩子的行动，
造成不适，从而分散对外环境的注意力。
走在大街上是一项高难的动作，需要集中注意力并随时做好自我保护的准备，有时孩子难以割舍自己最珍
爱的物品，但抱着心爱的玩具在车流中行走，可能会成为另外一个潜在的分心因素。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成人也可以引导孩子自我调节行为。

交通中的一条基本规则是：“看见 ”和 “被看见”。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于我们成年驾驶员来说，这意味着在碰见易受伤害的人时，要特别注意，同时还要记住，停放不整齐的
车辆可能会阻碍穿马路的视野，或妨碍在人行道上通行。
在夜间开车时，我们往往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有照明的物体上：请记住，一个穿着深色衣服、没有反光素
材的行人在大约 25 米外才能看到，而穿着浅色、高能见度衣服的行人在大约 140 米外就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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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人的儿童来说，这意味着要学会在车流中让自己显眼，尤其是在天气不好的日子里，比如穿上高能
见度的围兜和浅色的衣服，或者在背包、帽子或鞋子上加上反光素材。在背包上加装闪光灯也会受到孩子
的欢迎：不过在实践中，闪光灯并不能取代反光素材，因为它发出的光亮不足以保证道路上的安全。

可持续交通的导向
例如，在城市街道上的任何移动过程中，与孩子一起以游戏的形式观察城镇和乡村中不同的移动方式，并
评价其正反两方面的特点，是非常有用的。与此同时，必须记住，因为儿童的比较能力还在发展之中，此
阶段的幼儿会被物体的显眼之处（如公共汽车的大小）所吸引，并一次只能注意一个物体。
首先，最好逐一检查街道环境中的每一个元素，从每一个感知角度（视觉、听觉、嗅觉，某些元素还包括
触觉）来考虑它。这种技能（称为辨别力）看似非常简单，但却是以后发展的基础，先必须完全掌握才能
立即进行。
 

还要注意，儿童往往会把一些交通工具（例如，平衡车和滑板车）当做玩具具，用它们时很少注意交通的
情况。
对于那些住在小镇里的人来说，减少用汽车接送孩子上学很困难；但是，可以会创造些情况，让孩子体验
结伴而行的欢乐，比如，把车停在离学校不近的地方。在些地方，例如小村，孩子们体验在院子里或车流
少的私人街道上玩耍，这样孩子们就可以自由地跑步、骑车、玩耍：每当您们进入城市时，最好帮助孩子
区分私人和公共的空间，因为在这些空间中，孩子可能会遇到他或她仍然不熟悉的危险。
最后，往较远地点的旅程可能需要乘轮船、飞机或火车等其他的交通工具：这是一个让孩子开始考虑到整
个交通系统以及它们对环境的不同影响的机会。

以下一些是在路上观察的例子： 
机动车：它们是什么，有几个轮子；它们产生噪音和污染，速度很快，可能很危险；公共汽车非常大，能
载很多人；公共汽车比汽车能容纳更多的乘客。
自行车：在自行车道上行驶；占用道路空间小；噪音小；无臭味；骑行头盔保护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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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在人行道上行走而不奔跑；人行道设一个台阶，以保护行人免受车辆撞击；有时一些行人占了所有
空间，其他行人无法通过；在我的一天中，我可以作为被陪同的行人去......（上学、探访朋友、去公园、购
物、去健身房、去戏剧/音乐工作室......）。
在路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来活动，同时尊重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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