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兒童安全日談兒童事故傷害與預防在兒童安全日談兒童事故傷害與預防在兒童安全日談兒童事故傷害與預防在兒童安全日談兒童事故傷害與預防 內容下載 :   
  

大部分的爸媽都有經驗，有時候才一轉眼的時間，兒童就有

可能會發生事故傷害。例如在本院等候看門診時，曾經有一

位調皮的孩子一溜煙跑出去玩了，媽媽發覺孩子不見了，很

擔心到處尋找，幸好這小孩被我們兒童醫療大樓的志工攔下

來，順利回到媽媽的懷抱。如何減少事故傷害，保障孩子的

安全，是照顧兒童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台大醫院去年也進行

過嬰兒安全演習，為的就是強化我們對兒童的安全保護觀

念，同樣的我們也希望家長能從孩子還小就對兒童安全的重

要性有清楚的認識。 

在台灣，根據衛生署的統計，民國 98 年嬰兒(0-1 歲)主要死因依序為(1)先天性畸形等占

24.8%；(2)周產期的呼吸性疾患占 14.8%；(3)事故傷害占 6.3%；三者合占 45.9%。事故傷害

是嬰兒死亡原因的第三名。而兒童及少年(1-14 歲)主要死因依序為(1)事故傷害占 34.4%，其

中男性死亡率較民國 97 年增加 39.7%，女性則增加 56.8%，為民國 98 年少年死亡率增加的

主因；(2)惡性腫瘤占 15.7%；(3)先天性畸形占 6.3%；三者合占 56.4%。這樣的統計凸顯出

兒童安全的重要性與危機，值得我們在少子化的現在更加警惕。  

美國國家資源中心成立了一個兒童安全網站，將最新的兒童安全資訊置於網站上與大家分

享（http://www.childrenssafetynetwork.org）。此網站提供龐大廣泛而有意義的資料可供參考，

包含許多兒童安全的重要主題，有異物窒息、單車安全、霸凌預防、環境安全、兒童虐待

保護、搭車安全、火災預防、燙傷處理、居家安全、家庭暴力、行人安全、遊樂場安全、

中毒預防、運動安全、自殺防治、水域安全、青年工作安全、青少年暴力防治等，資料豐

富而多元。 

關於人身安全，上述網站提到家長應該跟孩子強調有五項重要安全概念: 

1. 如果要去甚麼地方、接受任何物品或跟人搭車去哪裡，都要記得要跟家長、監護人



或值得信賴的成人確認是否安全可行。  

2. 不要獨自出去，要跟朋友結伴前往或遊玩。  

3. 如果有人想要摸你，或是想要對你作一些令你不舒服、難過、害怕，或是奇怪困惑

的事，要直接拒絕，並盡快遠離現場。  

4. 如果你覺得有些事令你不舒服、難過、害怕，或是困惑的事，要告訴家長、監護人

或值得信賴的成人。  

5. 永遠記得會有人可以幫助你，你擁有安全的權利。  

家長在提供孩子這些重要的安全資訊時，請別忘了下列重要注意事項: 

1. 不要忘記較大的孩子。11 歲到 18 歲的青少年還是有可能遇到安全威脅。在你給予

他們較大的自由與信任同時，請確定他們了解重要的安全守則。  

2. 與孩子談話時要保持冷靜與令他們安心。兒童不需要用恐嚇的方式，就可以讓他們

了解安全的重要性。恐嚇可能讓孩子因過度害怕而思緒癱瘓，反而讓孩子無法真正

了解人身安全的重要訊息。  

3. 坦白告知，暢所欲言。如果態度很隱晦或覺得羞恥不敢公開講，孩子在發生事情的

時候，不太可能主動跟你討論。如果讓他們覺得你談這類情形很清楚而有自信，他

們會很願意積極找你幫忙。  

4. 不要只教孩子對陌生人要有危險意識。兒童對於陌生人的理解程度與成人不同，也

不容易了解。而且根據對於施暴者的研究，認識的人比陌生人更可能會傷害孩子。

5. 身體力行。你可能認為孩子了解你所傳達的訊息，但直到他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實

踐，才算真正了解。要找適當的情況，給予孩子機會教育。  

6. 要教導孩子，安全比禮貌更重要。換言之，當孩子遇到險境時要儘速離開，不需要

顧及禮貌。孩子還要知道他們可以安心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事，他們不會被認為是誣

告或是亂編。  

為了建構兒童安全健康環境，並喚起社會大眾對於兒童安全議題的注意。行政院於民國 96

年起，將每年 5月 15日定為全國「兒童安全日」，並推動「兒童及少年安全實施方案」。

其中設定八大安全面向，包含有人身、居家、交通、校園、遊戲、水域、就業、以及其他



等面向。 

人身安全方面 

增加兒童虐待及高風險家庭基層系統責任通報人員，宣傳深化兒童人權與保護觀念，來強

化風險預防與保護機制，杜絕兒童受虐待及性侵害。 

居家安全方面 

從建築法規改善建築物設施，落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居家及托育環境安全檢核與改善，

及加強宣導不將兒童獨留家中等措施，來強化兒童居家生活安全。 

交通安全方面 

落實交通環境的安全設計與管理，推動幼童專用車、校車、校外教學租車及營業大客車等

管理法規與執行，並養成戴安全帽、繫上安全帶及安置幼兒安全座椅等兒童乘坐正確觀念

與習慣，以維護兒童行的安全。 

校園安全方面 

積極改善校園建築設施與環境，建置校園安心走廊及愛心站，保障學童學習安全；加強推

動品德教育及中輟生輔導，並與警政、法務單位密切合作，預防校園暴力、霸凌及學生涉

入幫派與藥物濫用。 

遊戲安全方面 

建立兒童遊樂設施安全性能準則與檢查認證機制，落實遊樂設施與玩具檢驗與查核，推動

管理人員教育訓練；加強宣導灌輸兒童及家長遊戲安全與商品安全觀念，保障兒童休閒與

遊憩安全。 

其他安全方面 

落實相關法令規定，保障兒童及少年有關網路、閱聽、隱私、食品餐飲衛生安全等權益，

積極規劃促進其身心健康之措施，以期達到兒童安全之目的。 

雖然有這麼多努力，但是我們兒童安全的情況卻仍然不盡理想，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維護兒

童安全。孩子是我們國家社會未來之所繫，共同創造一個兒童安全快樂的家園，讓他們能



健康快樂長大，是我們大家與國家社會責無旁貸的義務。 

 

小兒部兒童胸腔加護科主任 呂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