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高雄市政府兒童及少年事故傷害因應策略」 

 

壹、交通事故 

一、兒少傷亡人數 

年度 兒童(0-12歲) 

傷亡人數 

少年(13-17歲) 

傷亡人數 

110年上半年 535 940 

110年下半年 524 833 

 

二、 分析資料及歸納事故原因 

以下將兒少事故之碰撞型態、肇因、發生時段、使用運具以及防

護設備之有無進行交叉分析，發現如下： 

(一)碰撞型態及肇因：均以「側撞」及「未依規定讓車」為主要類

型，亦即轉彎車未禮讓直行車之態樣，顯示當事人對於路口基

本用路人法則及防禦駕駛觀念仍然不足。 

(二)時段：集中於放學時段及夜間時段，原因可能在於放學時心情

放鬆，且與同學家人聊天，相對輕忽路況所導致；夜間補習亦

有可能為造成事故之原因。 

(三)運具：兒童以乘客為主(84%)，顯示兒童事故多與家長有關，

可考量併入機車事故推動防制；少年事故則以無照機車及機車

乘客居多，但可注意自行車也屬於大宗。 

被動防護：未依規定配戴安全帽及乘坐安全座椅比率極低，顯示

本市推動被動防護設備政策已形成市民共識，未來應持續辦理。 

三、 具體因應措施及辦理情形(含成效)： 

(一)國中及國小(乘客、自行車騎士)校園宣導： 

1.檢送「家長以汽、機車載運學童上放學交通安全注意事項」相

關影片資源，請各級學校透過相關管道（學生集會、班親會、

通訊軟體等），加強提醒行人安全通過路口、機車及自行車配

戴安全帽、汽機車附載孩童之正確方式等事項，以提升通學安



全。 

2.110年度「國民中學自行車安全駕駛訓練班」計畫，透過增能

研習、駕照考驗、道路體驗課程模組，強化學生自行車安全駕

駛技能，提升道路危險感知意識。 

3.大型車視野死角體驗：讓學生確實了解大型車視野死角，進而

提升騎自行車、步行時的風險意識。 

(二)高中職校園(避免無照駕駛、防禦駕駛)宣導： 

1.每季請警察局提供取締本市高中職以下學生無照駕駛名單，據

以函送各校加強違規個案輔導及法治教育，並請校方將後續處

置作為於校安通報中敘明。 

2.另請 110年度交通事故案件數較多之學校，針對學生事故及違

規特性（無照駕駛、闖紅燈、超速等）研訂事故防制計畫。 

3.持續宣導「不超速、不闖紅燈、不無照駕駛、自行車及機車防

禦駕駛、大型車內輪差及視野死角」。 

(三)校園周邊路段實施機車停車收費及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等措

施： 

1.為降低機車違停亂象，改善行人步行環境，本市自 101年起陸

續實施多處機車退出騎樓、人行道措施，並配合工務局及教育

局辦理通學步道改善措施，實施機退措施；另本局亦配合各級

學校申請規劃上放學臨停接送區，如勝利國小、明誠中學等，

有效整頓校園周邊停車秩序。 

2.110年度已完成 67所學校之通學環境改善，111年度上半年度

亦完成 31所學校之通學環境改善。 

(四)校園週邊路口號誌之行人早開或行人專用時相設置：今年度已

完成 8處路口號誌之行人早開或行人專用時相設置。 

四、 111年度工作重點： 

(一)增加師資研習場次，運用已開發之教材課程模組，鼓勵學校遴

派種子教師參加研習，提升其交通安全教學專業知能。 

(二)擴大訪視組織功能，聘任委員檢核、評量各校交通安全教育推

動績效，並能針對教材研發、師資培育、事故輔導更多面向給



予學校指導。 

(三)強化上放學安全維護，分批培訓種子交通服務人員，參照義交

模式訓練國民中小學導護志工，提升其專業職能與角色定位。 

五、 未來發展方向： 

(一)持續整合市府團隊、學校及社會資源開發多元交通安全教育課

程、規劃活潑且生活化的交通安全教育活動，並持續掌握各學

制交通意外及違規樣態，以作為各校交通事故防制主軸。 

(二)除推動各項教育活動及課程外，也積極協助學校處理校園交通

環境、加強稽查學童交通車、落實上放學導護等，提供親師生

安全、安心、安穩的「三安」上放學環境。 

(四)持續與警察局、教育局、新聞局配合辦理高中職以下交通安全

宣導作業。 

(五)持續盤點合適路口擴大辦理號誌之行人早開或行人專用時相

設置。 

貳、跌墜事故： 

一、兒少傷亡人數：依據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110年

1月至 111年 6月兒少跌墜受傷為 575件，死亡 1人。 

二、分析資料及歸納事故原因 

(一)校園內墜樓：學生因未注意遊戲場地之適宜性，不慎由高處跌

落。另特教學生患有思覺失調症，出現幻聽及幻覺現象，不慎

於陽台墜樓。 

(二)校園外墜樓：照顧者疏忽或獨留年幼兒少、居家環境不安全，

或因缺乏人員照顧之下，攀爬陽臺，不慎於陽臺墜落受傷。 

三、具體因應措施及辦理情形(含成效)： 

(一)學校於每學期開學前 1個月內運用校園環境安全檢查時機，針

對校園環境及校舍安全管理實施檢核。 

(二)運用親職座談或與家長聯絡時機，提醒家長切勿讓孩子單獨在

家，避免因缺乏人員照顧之下，攀爬高處造成墜樓(落)意外事

件。 

(三)提供親職教育，讓照顧者知悉獨留及照顧疏忽行為之嚴重性，



改善照顧者親職知能並討論可行之兒少安全計畫，降低兒少發

生意外事故之風險 

(四)提供到宅育兒指導，結合高雄市輔育人員職業工會到宅教導照

顧者教養兒少技巧，增進照顧者照顧能力，降低兒少發生意外

事故之風險。110 年度到宅育兒指導服務計受理轉介 332 案，

實際開案服務 304案。 

(五)社會局、教育局、工務局、消防局執行托嬰中心、幼兒園、課

後照顧服務中心等公共安全聯合稽查，實地訪查機構公共安全、

消防安全檢修申報及衛生環境是否符合規定。 

(六)居家環境安全檢核，由衛生局各區衛生所到宅至案家進行居家

環境檢核並邀中低收入戶及特殊族群進行檢核，因受疫情影響，

檢核家次較少，透過檢測一方面對家庭環境安全輔導，另一方

面對家長進行相關宣導。 

(七)結合轄區產科醫療院所、助產士公會提供周產期高風險孕產婦

(兒)追蹤關懷服務並透過居家訪視加強宣導幼兒居家安全宣

導。 

(八)醫療院所候診區宣導部分，衛生局利用電視螢幕播放方式進行

宣導，播放國健署製作之宣導影片(如寶寶安全睡眠影片)。如

家長有其他需求，本局利用單張宣導文宣提供相關訊息。 

四、111年度工作重點： 

(一)為建立民眾幼兒事故傷害防制正確觀念，結合本市婦產科及

幼兒專責醫師合約醫療院所，運用醫療院所候診區域宣導居

家安全及寶寶安全睡眠環境等議題，加強幼兒事故傷害防制

宣導。 

(二)結合轄區產科醫療院所、助產士公會提供周產期高風險孕產

婦(兒)追蹤關懷服務並透過訪視加強宣導幼兒居家安全宣

導。 

(三)為維護兒童生活居家安全，依據兒童居家安全環境檢核流程，

由轄區衛生所護理人員進行居家環境檢視及輔導居家安全行

為改善，積極強化相關防範措施。 



五、未來工作發展方向 

(一)結合民間團體辦理安全宣導：結合學會、協會、基金會等民

間公益團體及戶政區公所辦理兒童少年安全宣導，透過動態

或靜態活動、具多元性如：繪畫、寫作等，達兼顧傳統與創

新及在地文化。 

(二)結合相關跨局處團隊合作，落實推動兒童及少年安全策進工

作，以維護其身心健康與安全。 

(三)賡續辦理兒童安全宣導：本局持續運用各育兒資源中心之兒

童居家安全檢測站，提供兒童安全諮詢服務及辦理兒童安全

宣導活動，並結合民間團體辦理大型兒童安全宣導活動，藉

此提升家長及兒童主要照顧者的安全意識，呼籲家長重視兒

童安全。 

參、溺水事故： 

一、兒少傷亡人數：依據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 110年

1月 12月兒少溺水死亡為 2人。 

二、分析資料及歸納事故原因：為救落水友人，自己也落水；釣魚

意外落水。 

三、具體因應措施及辦理情形(含成效)： 

(一)列管發生學生溺水事件學校，強化各項教育宣導工作。 

(二)製作「校園水域安全防溺宣導單」，由學校印發給每位學生家

長，共同預防學生溺水事件發生。 

參、中毒(食物)事故： 

一、兒少傷亡人數：依據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通報於

校園內發生疑似食品中毒 17人。 

二、分析資料及歸納事故原因：食用營養午餐或水困發生腹瀉、皮

膚搔癢、肚子不適等症狀。 

三、具體因應措施及辦理情形(含成效)： 

(一)依據教育部「學校衛生法」及教育局「高雄市學校午餐工作手

冊」(SOP)，明定校園午餐衛生安全、工作人員、採購驗收等

相關事宜，共同守護本市校園食品安全。 



(二)依據學校衛生法第 22 條規定，教育局邀集衛生局、農業局、

海洋局及秘書處消保官辦理跨局處聯合稽查。 

(三)教育局自103年9月1日起配合教育部推動本市學校午餐食材登

錄平臺，上線率已達99%；建立學校午餐供應食材資料庫，透

過雲端系統追溯午餐食材來源，為校園食安進行把關。 

(四)110年度辦理學校午餐相關人員(執行秘書、營養師、廚師、廚

工)專業研習及衛生講習共 9 場，約 1,100 人次參與，重點為

加強校園端驗收人員食安知能、食材驗收與登錄之落實度及校

園午餐製備之衛生安全。 

四、未來工作發展方向 

(一)透過學校午餐工作手冊、跨局處午餐聯合稽查及落實校園食材

登錄平臺登載等機制，強化校園食品及學校午餐供應品質，建

構優質的校園餐飲衛生環境。 

(二)經由學校實施營養教育、飲食教育、食農教育以及食安管理等

各項措施，教導孩子體認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維護學生身體健

康。 

伍、火災事故： 

一、兒少傷亡人數：2人受傷、3人死亡。 

二、分析資料及歸納事故原因：電氣火災引燃家中可燃物，形成大

量火煙致人於死。 

三、具體因應措施及辦理情形(含成效)： 

(一)前次會議委員建議事項 

1.補助老舊房舍戶裝偵煙器，或加強是類住戶之防火宣導:本局

持續爭取預算補助及公益團體捐贈，針對低收入戶、弱勢族

群、獨居長者、火災高風險族群補助設置住警器，除少數拒

絕安裝者外，本局大都已前往協助安裝；自 109年迄今，有

39 件因裝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即時提醒，執行初期滅火或

及時逃生的成功案例。 

2.建議可以納入國高中生辧理防火宣導:本局配合中央防疫政

策，依各校需求派員前往配合該校進行相關之講習與活動， 



四、111年度工作重點： 

(一)恢復辦理國小防火教育體驗宣導活動(110、111年曾因疫情停

止辦理)。 

(二)配合內政部消防署 119消防節防火週加強宣導住宅防火觀念。 

(三)校園、補習班宣導作為：  

 1.辦理防火(災)講習、課程。  

 2.辦理全市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中心公共安全研習宣導，或填

具課程申請表邀集消防局前往講授。  

 3.視需要辦理消防演習或自衛消防編組訓練。 

 4.積極辦理各項防火教育及消防安全演練工作，做好各項防火措

施。 

(二)社區宣導作為： 

 1、電化或文字宣導:運用機關、各式網路平台等多元管道推動消

相關資訊。 

 2、大型活動結合防火宣導:市府各機關、單位舉辦大型活動時，

配合宣導防火常識，函請消防局前往設置防火宣導攤位，利

用 活動人潮推廣防火安全觀念。 

 3、協助市府辦理各項防火教育專案活動，並針對近3年未申請辦

理防火(災)教育及體驗活動之國民小學加強督導。 

(三)推動教保服務機構防災親職教育，活動規劃融入防災議題，深

化親子防災意識，提升居家環境安全。 

(四)為推廣及落實防災教育工作，協請防災教育輔導小組委員，以

「如何將防災教育由學校推廣至家庭」為主軸，規劃至本市轄

屬各級學校實施宣導及實務經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