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事故處理主題-交通安全教材包 
教學流程 

 

單元名稱 遇到交通事故該怎麼辦？ 適用年段 高中 

參考時間 50 分鐘/1 節課 設計者 靖娟基金會 

學習目標 

1.瞭解交通事故發生時不可隨意和解 

2.報案時能清楚地說明事故情形 

3.瞭解交通事故處理的流程 

學習重點對應 
E-V-1 了解交通事故的現場處理方式 

E-V-2 了解交通事故衍生的法律責任 

資源清單 
1.教材包教學簡報(PPT) 

2.電腦、單槍投影機、音響(擴音機) 

事前準備 

1.請先確認資訊設備能正常使用，簡報第 2、34、36 頁中的影片連結能正

常運作。 

2.簡報中所呈現的問題，可以適時邀請學生進行討論及應答，增加互動及

專注力。 

3.教學流程內含附件一至二，對應簡報內容作為教師補充知能，教師可視

教學時間與情形評估是否補充。 

使用方式 

本教材包簡報可完整運用，亦可自行拆解組合所需單元使用；或配合學校

教學/宣導時間，酌予增刪調整。 

1.方式一(教學時間 10-15 分鐘)，選擇下列重點： 

(1)理解交通事故時不可私下和解的原因(簡報 P2-3) 

(2)事故處理五步驟「放撥劃(拍)移等」內容說明(簡報 P8-20) 

(3)報警時可以「善用人事時地物」原則說明清楚(簡報 P23-30) 

註：有限教學/宣導時間可視學校學生交通樣態，評估(2)(3)擇一進行教學/

宣導 

2.方式二(教學時間 30 分鐘) 

將挑戰時間刪除或減少進行的題數 

使用時機 

1.週會、朝會、早自習、彈性學習課程時間。 

2.可於親師座談會進行授課或運用於志工培訓，強化家長對於交通安全的

基本認知，以利於日常生活中提醒學生，共同推動交通安全教育。 

 

 

 

 



簡報 

頁數 
簡報畫面 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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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明本次教學/宣導主題 

2 

 

 

教師提問：「同學們曾經看過或經歷過 

交通事故嗎？」 

調查學生實際的經驗，並視教學/宣導時

間邀請 1-2 位學生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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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播放新聞影片 

新聞：【不是和解了嗎？小車禍被控肇逃 

騎士遭函送】 

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_odlDAF29_I 

透過新聞影片傳達遇到交通事故不可私

下和解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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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強調因為同學們未滿 18 歲為限制

行為能力人，遇到交通事故時不可以私

下和解，務必報警，請警方來處理，才

能保障雙方的權益，若後續進和解也需

家長陪同處理。 



簡報 

頁數 
簡報畫面 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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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問：「交通事故發生了，知道怎麼

做的請舉手？」 

教師接著追問舉手的學生會怎麼做，請

1-2 位同學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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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請學生舉手的方式，瞭解學生「認

為合宜的處理方式」。 

*選項有設定動畫依序出現，歸納「正確

行為」及「不建議行為」為何，提醒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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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醒可依照自己能力所及與現場狀況提

供協助，像是幫忙報警或叫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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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依「有人死亡」、「有人受傷但無

死亡」、「無人傷亡」三個情境進行簡要

說明，先讓學生對於事故處理流程有基

本概念，接下來的教學/宣導內容會再詳

細說明 

 

 



 

簡報 

頁數 
簡報畫面 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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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請同學們思考當騎自行車、微型電動

二輪車，或是已考到駕照可以駕駛機車

等，「發生車禍該怎麼辦？」 

請 1-2 位同學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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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明事故處理五步驟 

一、「放」：一般交通事故發生時，下一步

就是在事故車輛後方放警告標誌牌，警示

後方來車，但騎機車、自行車或微型電動

二輪車車時通常不會帶警告標誌牌。 

*針對警告標誌牌擺放位置，因應不同道

路環境，產生不同的距離，教師可參考附

件一補充資料，視教學/宣導情形進行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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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問：「沒有警示牌時可以怎麼辦？ 

」，引發學生思考因應對策，請 1-2位學生回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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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警示牌時，可以運用這三種方式警示

後方車輛： 

1.可以尋找附近是否有三角錐、或是請勿

停車的告示。 

2.將傘打開並用安全帽或重物壓住固定。 

3.將雨衣疊成適當大小，放置於安全帽

上，可露出反光條增加能見度。 



簡報 

頁數 
簡報畫面 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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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明事故處理五步驟 

二、「撥」：撥打電話，有人傷亡的話先撥

119(救護)，再撥打 110(報警)，若無人傷

亡則可直接打 110(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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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明事故處理五步驟 

三、「劃」：將事故位置標出，若是汽車以

三角形標示車頭，並運用車胎定位法或車

角定位法劃出事故位置。 

提醒學生可隨身攜帶「道路標記筆」，方

便事故發生時可以畫記。或是就地取材，

尋找可以劃出線條的物品(例如：路邊的

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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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明事故處理五步驟 

三、「劃/拍」：若是機車或自行車則將輪

胎和手把處劃出。 

提醒學生也可以採拍照的方式記錄現場的

事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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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詢問學生：「需要拍那些照片」，請 1-2

學生回答瞭解學生是否有基本觀念。 

 



簡報 

頁數 
簡報畫面 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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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教師說明拍攝的內容應包含以

下： 

1.遠景：全景包含道路標線、前後方拍攝

將事物車輛與周遭設施(如號誌、電線杆)

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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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景：拍攝車禍現場汽機車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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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景：拍攝碰撞點、車損部位及掉落物

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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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明事故處理五步驟 

四、「移」：依照事故情形評估是否移動車

輛。 

1.可以移動： 

(1)無人傷亡，車輛也能行駛。 

(2)有人受傷，但當事人同意移車。 

2.不可移動： 

(1)無人傷亡，但車輛無法行駛。  

(2)有人受傷，但當事人不同意移車。 

(3)有人死亡。 

 



簡報 

頁數 
簡報畫面 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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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明事故處理五步驟 

五、「等」：在安全的地方等待救護人員

或警察到場處理；要簽任何的資料時應

確認清楚資料內容後才簽名，並記得索

取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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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提問「打 110和 119的判斷依據是什

麼？」請 1位學生回答。 

*高中生們應已知道 110 是報警、119是叫

救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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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再補充說明在交通事故發生時，報

警是必要的，不可以私下和解。叫救護

車則可以視現場使否有傷者需要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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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接著提問「報警時該怎麼說？」邀請

1-2 位學生試說。 

教師說明因為目睹事故發生時可能會緊

張或是沒有經驗會慌張，可以善用「人

事時地物」守則來說明。 

 



簡報 

頁數 
簡報畫面 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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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明「人事時地物」守則 

一、「人」：指的是報案人及現場關於人的

陳述，傷者人數、傷者身分(像是有小孩、

老人)等，讓救護人員可以掌握現場的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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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明「人事時地物」守則 

二、「事」：進行事故簡易說明，目的是讓

救護或警察人員能掌握現場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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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明「人事時地物」守則 

三、「時」：提供時間資訊，供救護或警察

人員做判斷。 

28 

 

 

 

 

 

 

 

 

 

教師說明「人事時地物」守則 

四、「地」：事故位置說明，能越清楚說明

位置，像是地址路名、門牌號碼等，以方

便救護及警察人員到場協助。 



簡報 

頁數 
簡報畫面 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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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明「人事時地物」守則 

四、「地」：說明若不知道明確的地點可以

透過電線杆、變電箱編號、路燈編號、公

里里程或用手機顯示的經緯度等方式，提

供給救護及警察人員，他們可以判斷出事

故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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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明「人事時地物」守則 

五、「物」：說明和事故相關的事證，例如

肇逃車輛的資訊(車牌、車種、顏色)，可

以幫助釐清事故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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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明最重要的是要冷靜說明，警察或

救護人員都很有經驗會詢問，請依照他們

的問題回答。 

32 

 

 

 

 

 

 

 

 

教師提問「除了報警還可以做些什麼？」 

 

 



簡報 

頁數 
簡報畫面 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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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說明重點 

1.如果有肇逃車輛，可以協助記住車輛

資訊。 

2.進行事故現場拍照。 

3.除非有緊急救護的能力，如果沒有十足

把握請不要貿然進行，以避免後續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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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時間 

透過讓問題了解學生吸收程度，可搭配有

獎徵答的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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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題：觀看新聞影片請同學思考可以

如何協助報案。 

新聞影片：如果是你會怎麼做?騎單車被

撞擦傷 少年拒協助 

新聞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N_4N5UwrW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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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邀請 1 位學生回答報警時該如何說

明。 

*內容清楚且有運用到人事時地物原則即

可，簡報內文字僅為參考示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_4N5UwrWB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_4N5UwrWB0


簡報 

頁數 
簡報畫面 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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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題：觀看新聞影片請同學思考可以

如何協助報案。 

新聞影片：國中女學生放學車禍 被撞卡

車底腳骨折 

新聞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NiXq7bpNt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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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邀請 1 位學生回答報警時該如何說

明。 

*內容清楚且有運用到人事時地物原則即

可，簡報內文字僅為參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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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題：事故處理情境題 

目標是確認學生理解事故處理五步驟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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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處理的方式，教師邀請 1 位學生回

答。 

*按一下會顯示動畫，將正確答案轉變顏

色 

 



簡報 

頁數 
簡報畫面 流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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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接續詢問這些處理方式應該如何排

序最適合 

*按一下會顯示動畫，先出現完數字後，

會再出現「放、撥、劃(拍)、移、等」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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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總結教學/宣導的重點 

1.強調交通事故發生時未滿 18 歲的同

學，不可以私下和解 

2.報案時應冷靜陳述，並透過人事時地

物的原則，可以幫助將現場情況說明清

楚 

3.提醒騎乘車輛發生事故時，處理的五

步驟為「放撥劃(拍)移等」 

 

 

 

 

 

 

 

 

 



附件一、事故車輛後方設置警告標誌牌距離(搭配簡報 P9) 

 

事故地點 後方設置故障標誌的最小距離 

高速公路 100 公尺處 

快速道路或最高速限超過 60 公里路段 80 公尺處 

最高速限超過 50 公里至 60 公里路段 50 公尺處 

最高速限 50 公里以下路段 30 公尺處 

交通壅塞或行車時速低於 10 公里以下路段 5 公尺處 

 

 

附件二、「事故處理五步驟」中「拍」那些內容呢？(搭配簡報 P16-18) 

「拍」-「容易消失的跡證，先拍」 

（一） 協助釐清事故發生過程的人證或影像：像是後方或是週邊車輛的車牌，需要時可以車牌查

人，或調閱行車影像記錄器，可以佐證事故發生的過程。 

（二） 路旁狀況：如道路障礙、違規停車等，影響駕駛人視野，可能與事故發生有關。 

（三） 雙方車輛停在道路的相對位置： 

1. 路段：以標線為基準，從距離事故較遠的路邊拍攝道路的車道布設與車輛在道路上的

相對位置；逐步往車故現場移動並拍攝不同角度、相對方位，以利日後互為確認。 

2. 路口：站在進入路口前拍攝車輛在路口內的相對位置及路口附近相關交通設施（例如

「停」、「讓」標誌或標線、「閃光號誌」、「行車管制號誌（即俗稱紅綠燈）、「停止

線」或其他交通設施。 

（四） 撞擊點、散落物及其他物理跡證：拍下事故雙方撞擊點的中、近距離角度、狀況、散落物

及煞車痕、刮地痕與車輛的相對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