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安全驾驶技能



第一节  汽车驾驶理论

一、汽车驾驶的行为过程

      根据道路交通系统中驾驶行为理论分析，

驾驶行为是信息感知、判断决策判断决策和动作动作所组成

的一个不断往复进行的信息处理过程，亦即感

知作用于判断决策后影响到动作。



q 驾驶行为不仅是信息感知、判断决策和动作三
阶段不间断的串联组合，而且也是三者连锁反
应的综合；

q 驾驶行为不仅不仅受到汽车仪器仪表显示、运
行工况和道路环境的直接影响，而且也与驾驶
员的知识、经验、生理、心理机能等有关。

1、汽车驾驶行为的三个阶段：

1)感知阶段：

2)判断决策阶段：

3)动作阶段：

主要通过视觉、听觉
和触觉来感知汽车的
运行环境条件；

在感知信息的基础上，结
合驾驶经验和技能，经过
分析，作出判断，确定有
利于汽车安全行驶的措施；

依据判断决策所做出的实际反应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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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车驾驶状态意识的三个层次：

      良好的驾驶状态意识是驾驶员在动态交

通中有效工作的保障，这与在静态交通环境

中的任务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

v决策要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做出

v在作出决策的过程中状态不断变化。



层次1——识别道路交通环境要素：在汽车行驶时，驾驶
员需要知道其它车辆和障碍物在哪里，以及它们的运动状

态和自己车辆的状态和运动特性；

层次2——理解要素的状态：是基于层次1中分散、不连贯

要素的综合；

层次3——确定要素的随后状态：确定要素的随后状态是
一种能力，这要求驾驶员在一段非常短的时间内结合层次

1和层次2的结果，根据对现有状态的认识和理解来确定要

素的瞬时或随后状态，以便正确判断决策和协调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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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汽车驾驶行为的十个特征：

① 复杂性——驾驶员信息加工的衰减性、处理能
力的局限性以及道路交通系统中诸多因素的干

扰，导致驾驶行为的形成极其复杂。

② 模糊性——影响驾驶行为的因素既有主观因素，
又有客观因素，且各因素对驾驶行为的影响程

度较难确切描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③ 自学习性——许多情况下，驾驶员能及时发现
差错并能对差错即将造成的危险后果予以恢复

或部分恢复，即具有对差错状态的恢复能力。



④ 相关性——驾驶行为具体体现在感知差错影
响到判断决策的正确甚至动作的准确，而判

断决策差错则直接制约到动作的协调。

⑤ 延续性——在驾驶过程中，驾驶员的后续行
为要受到前面行为状态的制约，即前续行为

的差错有可能导致后续行为的不正确。

⑥ 时变性——驾驶行为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⑦ 随机性——驾驶员在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
和具体的道路交通状态中，其行为表现形式是

很不确定的。

⑧ 自适应性——驾驶员对汽车运行状态的的识别、
对外界环境动态信息的处理，其变化范围很大，

但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自身的调节和控制与之

相适应。

⑨ 离散性——驾驶行为由感知、判断决策和动作
构成的行为单元组成，每一单元相对独立又彼

此联系，即在一定的时间内行为单元或多或少，

从而表现出不同的驾驶行为。



⑩ 突变性——驾驶差错对驾驶行为具有十分显
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状态一般应持续一定

的时间，且受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在特定

的道路交通状态下，才能使驾驶行为发生某

种突发性变化而破坏道路交通系统的安全功

能，从而肇发交通事故。



4、汽车驾驶行为的基本模式

驾驶员

感知行为形
成主因子

判断决策行为
形成主因子

动作行为形
成主因子

感 知
判断
决策

动作

感知差
错恢复

判断决策
差错恢复

动作差
错恢复

道路环
境信息

汽车运
行状态

反馈



二、汽车驾驶技能的基本构成

                根据心理学的原理分析，汽车驾驶技能按其本身的

性质和特点，可分为心智技能和操作技能两种。

1. 心智技能：主要是指认识活动，包括感知、记忆、想象

和思维，但以抽象思维为主要成分。

          观察、判断、决策能力。

2. 操作技能：主要是肌肉、骨骼运动和与之相应的神经系

统的活动。在完成汽车驾驶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实

际动作，以完善、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并顺利进行时，

就成为操作技能。



3. 心智技能与操作技能的关系：

4. 在初级基础训练阶段，主要学习汽车驾驶的基本动作

（如：启动、起步、换档、转向、制动、停车等）——
操作技能训练。

5. 在中、高级训练阶段，主要是学习场地科目的通过和道

路交通情况的处理——心智技能的训练。



4. 心智技能的形成过程：

1) 原型定向阶段：了解实践模式，了解动作结构、各动作

成分及其顺序。——学员主要在头脑中形成程序性知识。

2) 原型操作阶段：根据心智活动的实践模式，把头脑中建

立起来的动作程序以外显的方式付诸实施。——活动方
式是物质化的，即以外部语言、外显的动作，按照活动

模式一步步展开活动。（在解决问题时，大声说出实践

模式中的每一步，同时实际作出每一步。

3) 原型内化阶段：即心智活动的实践模式向头脑内部转化，

借助于内部语言，学员可以在头脑内部进行程序化的心

智活动，且能以非常简洁、快速的形式进行。



5. 影响心智技能学习的因素：

1) 实践模式的确立与选择：

o 分析专家或

2) 知识：

3) 教学：



6. 操作技能的形成过程：

1) 操作的定向阶段：了解操作活动的结构，在头脑中建立起操作活动

的定向映象过程。——做什么？怎么做？

2) 操作的模仿阶段：实际再现出特定的动作方式或行为模式。

3) 操作的整合阶段：把模仿阶段习得的动作固定下来，并使各动作成

分相互结合，成为定型的、一体化的操作。

4) 操作熟练阶段：形成的动作方式对各种变化的条件具有高度的适应

性，动作的执行达到高度的完善化。

7. 影响操作技能学习的因素：

1) 示范与讲解：

2) 练习：



第二节  复杂道路安全行车

一、城市及繁华的县镇道路行车

1.特点：道路纵横交错，路口多，行人、自行车、

摩托车、汽车多，会车、制动、停车、排队多。



2、操作方法与注意事项：

v 正确掌握行车状况,保持车距

v 注意公共汽车、行人及其他车辆

v 倒车、掉头：选择合适地点

v 夜间行车：路灯、车灯、霓虹灯

v 交叉路口：注意信号，遵守让行规定

v 环行交叉路口（环岛）

v 时间禁区



二、山区坡路行车



二、山区坡路行车

Ø 特点：盘山绕行、路窄弯急、地势起伏、视线不良、靠

山傍崖、坡道长而陡、情况变化多端。高原地带，海拔

都在二、三千米，气温低、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

有“一日四季”之感。

Ø 山区坡路驾驶方法：应做到对道路宽窄、路面好坏、坡

道大小、弯道急缓的情况判断准确，敏捷、灵活掌握转

向时机，换档动作要及时准确，并随时作好停车准备。

§ 通过陡坡时：上坡前及时换入低速档；

§ 上坡出现溜车：动力不足；

§ 下坡出现溜车：制动装置失灵。



Ø 山区坡路驾驶方法：应做到对道路宽窄、路面

好坏、坡道大小、弯道急缓的情况判断准确，

敏捷、灵活掌握转向时机，换档动作要及时准

确，并随时作好停车准备。

§ 通过陡坡时：上坡前及时换入低速档；

§ 上坡出现溜车：动力不足；

§ 下坡出现溜车：制动装置失灵。

Ø 车辆失控靠山保平安：（制动失效）



Ø 注意事项：

• 保持车辆技术状况良好，备带三角木、防

滑链、必要时带冷却水

• 注意观察交通标志，根据情况决定车速

• 公路中央或靠山边行驶

• 下坡利用发动机牵制车速，严禁滑行

• 随时观察仪表，注意发动机温度

• 车队行驶，应加大车距，防止撞车



  （三）、通过桥梁

• 应注意桥头附近的交通标志，遵守限制车速和载

质量及轴重的规定，并适当减速、鸣喇叭。

• 通过窄桥或路面不平桥梁：提前减速、换入低速

档，驾驶车辆平稳通过，避免在桥上换档、制动、

会车、停车。

• 通过拱形桥：因前方视距受影响，应减速、鸣喇

叭、靠右侧行驶。

• 通过漫水桥：低速、循固定路线、匀速通过，途

中尽量避免停车、变速、急剧转向。

• 通过吊桥、浮桥、木桥及便桥：



（四）、通过隧道及涵洞

Ø 应注意交通标志和用文字说明的规定，特别

注意高度限制标志；

Ø 通过单行隧道及涵洞：若对面无来车，可适

当鸣喇叭或开启灯光，缓行通过；若对面有

来车，及时靠右停车；

Ø 进入双车道隧道及涵洞：视情况开启灯光，

靠道路右侧以常速行驶；适当控制车速，不

准超车、停车、倒车、掉头；



（五）、涉水行车：

v 特点：由于水的浮力和冲击力，车辆稳定性变差、
车轮易产生滑转和侧滑、水流易造成视觉判断错误；

v 涉水前应做好准备工作；

v 涉水方法：

§ 车辆一切正常，轮胎、制动器温度降低后再下水；

§ 低速平稳行驶，两眼注视选定的固定目标，不可
直视水流；

§ 始终保持足够的动力，尽量避免途中换档、停车
和急转转向盘；

v 涉水后应停车检查，通过制动恢复制动器效能。



（六）、过渡：

v 待渡：服从管理、指挥，按秩序排队；

v 上、下渡船：对准跳板、低速慢行，力求平

稳；不可急踏加速踏板猛冲，尽量避免在跳

板上换档、减速、停车。

v 上渡船后：缓慢驶至指定位置，平稳停车，

不得紧急制动；停稳后，拉紧驻车制动器操

纵杆、发动机息火、挂入一档或倒档、并采

取必要的防止车辆移动的措施。



（七）、雨中行车：

v 雨天对驾驶员的影响：

§ 路面附着系数下降，制动力下降、制动距离变
大；制动距离：

§ 40Km/h—35m，

§ 60Km/h—70m，

§ 100Km/h—200m

§ 易侧滑，避免紧急制动、转弯半径相应增大；

§ 视线变差：降低行车速度、增加跟车距离、开
前灯；

§ 道路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行为有所变化;



u雨中行车还应注意：

• 注意气象预报和气象变化征兆，保持雨刮器
技术状况良好，做好物资防潮工作；

• 注意减速、采取预见性措施，不可抢道，不
要从行人身边绕行，避免泥水溅污行人衣物；

• 通过坏路、无路时，避免紧急制动、急速转
向、严禁滑行；

• 尽量不超车，若超车时必须比平常加倍小心，
多留安全提前量；



• 会车要慢；

• 遇大雨、暴雨时要特别小心，及时打开雾灯、

小灯，建议找安全地带停车休息；

• 久雨天气，注意路基疏松和可能出现塌陷，

在傍山路、堤路、沿河道路，应注意路基情

况，不宜靠边行驶或停车。



（八）、雾中行车

• 雾天是最忍劣的行车气候条件。国外称
雾是道路上最凶狠的“刽子手”，这是
因为在雾天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而且

最容易发生恶性交通事故。在美国，把

防止雾天交通事故作为国策。



• 大雾对驾驶行车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大大降低驾驶员的能见度，使驾驶

员看不清楚运行前方和周围的情况。二

是由于道路上雾水与积累的油和泥土的

混合使轮胎与路面的附着力减小。车轮

容易打滑，从而使制动距离增加。



•为了在雾天行车安全，对驾驶员的要求是：

Ø充分利用各种车灯，提高自己与周围其他交通
参与者的能见度。必要时可打开闪动的警告灯，

以使后车能看清前方的车辆。在雾天时应将挡风

玻璃、头灯及尾灯擦拭干净。

Ø如果车辆的小灯不亮、或两个小灯只有一个灯亮、

只开防雾灯：对面来车会以为你车是摩托车。如

果防雾灯不亮，对面车就不容易早些发现。再若

尾灯不亮，后面来车可能撞到车后头。所以，灯

光有故障妥及时排除。



Ø要适当利用汽车喇叭与其他交通参与者

交换信息。在没有设置禁止鸣喇叭标志

的路段，驾驶员在会车时应开灯光示意，

并可同时鸣喇叭以免相互撞车。



Ø要降低车速。使制动距离小于或等于驾驶员的

可见距离。要平稳制动，以防止侧滑。

Ø雾天不可盲目超越前车。当发现前面有车行驶，

或靠右边停住时，不可马上绕行而过，要预计

到有可能此车在让对面来车。当观察清楚，确

定此车是需要临时靠边停车，这时要按喇叭，

注意刘面有无来车，无来车时再小心地从其左

侧绕过。



Ø车队行驶中要注意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以免

前车制动时，后车发现不及而导致追尾冲撞。

Ø要集中注意力开车。有的国家交通规则规定驾

驶员在行车时可以听收音机，只有一个例外，

那就是雾天不许听收音机，以免注意力的分散

而发生意外。



（九）、冰雪道路行车

• 冰雪道路路面附着力小，车轮易发生滑
转和侧滑，稳定性和制动性差，驾驶方

法与一般路面有所不同，因此，行车中

应严格遵守交通条例的有关规定，选择

安全行驶路线，尽量靠道路右侧缓行。



① 有条件时可安装防滑链，以增强附着性能，也

可以在车轮上绕钢丝绳代替做短距离行驶；

② 起步时，若没有安装防滑链，可采用比平常起

步高一级的档位，利用离合器半联动和轻踏加

速踏板的办法，使发动机在不熄火的条件下实

现平稳起步；



③ 尾随行驶应与前车保持较大的纵向距离，一

般为正常道路条件的1.5至3倍；

④ 遇有情况需要减速时，应换低速档控制车速；

尽量避免制动。确需制动时，则须提前采用

间歇缓踏制动踏板的方法，并辅以驻车制动

器。切忌将行车制动器一脚踏到底或使用驻

车制动器过急、过猛。



⑤ 会车时，应提前减速，选择安全地段靠右侧

慢慢通过，尽量增大两车的横向间距，并与

路边保持适当的距离，必要时须停车礼让。

如果相遇地段不易会车时，切不可勉强交会，

要根据双方的道路情况，由一方倒车让路，

切忌争道抢行。



⑥ 行至弯道时，要提前缓抬加速踏板，平稳

降速，适当加大转弯半径；使用转向盘时，

应避免猛打，做到早转成少转，以防车轮

侧滑。



⑦ 在冰路上驾驶车辆时，保持中低速行驶，禁

止猛抬或急踏加速踏板。在驱动抡上安装防

滑链，尽量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降低车速，

并尽量少转转向盘；尾随行驶时，与前车的

安全距离在50米以上。会车时应靠道路右侧

慢慢通过。通过结冰的江河时，应了解冰层

的厚度，根据结冰情况确定车辆能否通过；

必要时可卸下部分货物成使部分人员及乘客

下车步行过河，以防发生不测；行车中发现

可疑迹象时，应及时避让，切勿停车；



⑧ 雪地行车时间较长时，需戴有色眼镜，

并适当间歇停车闭目休息，以防造成眩

目；

⑨ 降雪量超过车轴，又无车辙时，不能勉

强行驶。遇有较大雪堆要清除后前进，

切不可冒险通过。如果不易辨别路线，

路边又无参照物时，应谨慎驾驶，需要

时可有人在前方引路。



（十）、炎热气候行车

• 炎热气候一般是指夏季或热带地区的气候，
具体特点是昼长夜短，气温高，雷雨多。

• 随时注意发动机的温度

• 燃料系产生气阻时，应停车降温

• 注意轮胎及胎压的变化

• 防止行车中磕睡



十一、夜间行车

• 灯光照射范围和亮度有限，视线受到很
大影响

• 在灯光频频晃动的情况下判断情况，选
择路面，不仅眼睛容易疲劳，甚至有时
会造成错觉。

• 因此，必须了解并掌握夜间行车的规律
和特点，细心观察，谨慎操作，同时还
应作好行车前的准备工作。



出车准备工作

① 出车前，要求作好充分的精神准备，适

当的休息。

② 要了解行车路线、路况及沿途对行车有

影响的路段，对可能碰到的困难，要有

充分的思想准备。



③ 对车辆的技术状况要做全面地检查和维护，

特别是照明设备要逐项的检查，先检查灯光

是否齐全有效、大灯照射的角度是否标准。

④ 要携带手电筒和备用灯泡，以备应急之用。

⑤ 装载要牢固。

出车准备工作



夜间行车

① 夜间行驶要降低行驶速度。一般要比白天的

行驶速度降低10Km／h；

② 夜间行驶存在危险性比白天大。由于灯光照

射的范围、高低的限制，对前方以及左右路

两侧，可能存在的情况发现得较迟，因此，

如果出现紧急情况，都比较突然，稍不注意

就会发生危险。



夜间行车

• 夜间通过繁华街道
• 在多尘道路上跟随前车
• 夜间会车
• 停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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