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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行动计划背景与意义



学生交通安全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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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学生交通安全意识现
状

当前，学生在交通安全方面的总体意识较为薄弱。许多学生缺乏基
本的交通规则知识，对于过马路、骑车等行为缺乏正确的安全意识，
容易因疏忽导致交通事故。

校园及周边交通环境
分析

学校周边的交通秩序相对混乱，存在大量安全隐患。交通标志标线
不完善，车辆行驶速度较快，行人和非机动车辆在道路上的通行权
得不到保障，增加了学生出行的风险。

交通安全教育资源分
布情况

目前，全国范围内交通安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一些经济发达地区
和大城市拥有较多的教育资源，而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则资源匮乏，
影响了全面开展交通安全教育的效果。



行动计划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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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交通安全知识普及率
通过系统性的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和活动，
全面提升学生对交通规则、安全意识和应
急处理能力的认知水平。目标是在2026
年底前，确保95%以上的中小学生能够掌

握基本的交通安全常识。
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率
通过实施交通安全设施升级、规范校园
周边交通秩序，以及推广安全的出行方
式，旨在将中小学生交通事故发生率降
低30%。重点加强对校车、电动车等交
通工具的安全监管。

构建全方位交通安全工
作体系建立学校、家庭与社会三方共同参

与的交通安全工作体系，形成合力
保障学生交通安全。包括定期开展
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家长培训及社
区交通安全宣传，以实现全社会对

学生交通安全的共同守护。

完善交通安全管理机制
完善学校内部的交通安全管理制度，明
确各部门、各岗位的交通安全职责，建
立常态化的交通安全监督与反馈机制，
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有效提升校园
整体交通安全管理水平。



行动计划重要性

提升学生安全意识
《学生交通安全提升行动计划（2023-

2026）》的实施，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交
通安全意识。通过系统的安全教育，学生将
更加重视交通规则和自身行为对安全的影响，

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

降低事故发生率
该计划通过完善交通设施、优化交通组织和
开展安全宣传等措施，能够显著降低学生在
校园内外的交通事故发生率。这不仅保护了
学生的生命安全，也减轻了家长和社会的担
忧。

创造安全校园环境
实施《学生交通安全提升行动计划（2023-
2026）》，有助于在校园内营造一个安全、
有序的交通环境。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如
增设人行横道、监控设备等，确保学生在校

园内的出行更加安全。

增强社会责任感
《学生交通安全提升行动计划（2023-

2026）》不仅关注学生个体的安全，还旨
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通过倡导安全出
行、遵守交通法规，学生能在实际行动中展
现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02 行动计划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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