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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学时代应开设驾驶课

钟天福

（四川省米易县中学校，四川 米易 )&*!""）

!" #$ 中学开设驾驶课，开设驾驶课的重要性，从国内、国外，历史、现在进行分析，学习

道路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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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适应社

会 发 展 的 今 天 ，不 仅 要 学 会“写 字 ”，还 要 学 会“走

路”。驾驶技术和交通安全已经是社会关注的话题，

在社会进入“文明交通”的时代，笔者认为在高中学

阶段开设“驾驶课”，每周一节，很有必要；内容应涉

及“交通法规”、“机械常识”、“驾驶操作”等内容。

& 在中学时代应开设“驾驶课”的原因

从&..#年世界上第一辆汽车诞生以来，全世界

形形色色的汽车发展很快，体现出汽车的时髦精神，

给人带来自由和豪放。同时也会带来痛苦和灾难，就

看你重不重视交通法规。

我国的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低水平到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才短短的一百来年发展史，汽车已经成

为人们生活、工作不可缺少的代步工具，这是历史的

进步。

有人说过“不会英语就不会说话，不会电脑就不

会写字，不会汽车驾驶就不会走路。”这种说法虽然

显得夸张，但社会的进步、生活的快节奏、人们的生

产、生活离不开汽车，它是人们的代步工具。随着经

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

国机动车增长速度较快，驾驶机动车的人员也从职

业型向工作、生活、求职的技能型转变。

我国历代王朝都比较重视道路管理，古代把道

路管理提高到与国家存亡息息相关的高度，制定一

系列与人相应的严厉的法律。

据〔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序三门。三门

者，即正城，外有三门，内有三途，男子由右，女子由

左，车子由中央，可谓人车分流。”秦始皇五巡天下，

车同轨，书同文，封郡县，靠泰山，修驰道，每当出行，

必与驰道而侧，筑与尺高矮坦，即类分全封闭。道路

不佳，罢官治罪。湖北云梦县出土有秦代竹筒，内有

一篇“官史工作手册”，其中就有（道路修治）篇。（清

实录世界录卷）载：&*’’年*月上谕：“亲师至江南数

千余里，一近问宫史忽视，日见废弛，低注之地，每多

积水，桥梁亦塔修，车辆难行，道旁所种柳树，残缺未

补，且有一砍伐为薪者，将官兵提参仪处，民兵从重

治罪”。《韩非子》说“殷之法”刑序，灰于街者，又说

“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序。这许是我国乃至

世界最早的一条道路法规或环境保护法规。“课以严

刑，直至断手”，虽说奴地主残酷，但显示道路管理的

重要。以上人车分流全封闭交通是提高道路通过能

力，保障道路安全畅通的有效措施。当今一些发达国

家修建全封闭高速公路与古代如出一撤。可见我们

的祖先已有先见之明。

当时道路烂了还要追究地方官史的责任，并以

犯罪论处。而当今交通安全，国家已提高到重要议事

日程，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年&"月!.日签发了交

通安全法令，这足以说明。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安全

事故，保护人身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

财产安全及合法权益，提高交通效率制定本法。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更离不开安全，很多人的安全意识不

强，每年造成多起事故发生，我认为中学时期更应该

抓好安全教育，把安全教育贯穿于课堂的始终。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影片中常有这样的镜头，

一辆车违章行驶，警车急追而上，警笛呜响，违章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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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减速停车，先将钥匙扔出车窗，即而双手高举慢慢

下车，而警察如临大敌，枪口直指司机，又是搜身又

是盘查，何以如此了得。事后仔细思量，方才找到答

案，原来在汽车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人们遵章守纪

的自觉性很高，不许任何人违章，否则惨祸不堪。到

过发达国家的人常常感叹所见的情形，只要是红灯

就没一个人、一辆车穿行，一定会耐心等待，机动车

更不会去和行人争时间。而一旦出现非条件反射的

反常动作，大家都会觉得驾车者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警察则理所当然地怀疑其有犯罪嫌疑，所以枪弹伺

候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交通违章比比皆是，俯仰

可拾。超速、超载、争道抢行，对交通标志、标线熟视

无睹，以自己需求为首要，不顾交通法规，其原因是

不少驾驶员意识薄弱，缺乏早期的思想教育。还有部

分驾驶员交通法律法规知识贫乏，或因见利忘义，置

法律法规于不顾。而其中法律法规知识的欠缺和道

德素养薄弱乃是重要原因。一些驾车多年的驾驶员

至今尚不明白什么是违章，哪些行为会受到处罚，这

是行为规范上的盲点，与此对应的是，不少驾驶员行

为中有哪些合法权益应该受到保护同样知道少。很

多都是不了解交通法规造成的。

今天的青少年是未来的主宰者和建设者，他们

的素质决定着国家的发展和未来的文明程度；而未

来的社会是一个通讯和交通高度发达的社会，所以

他们良好的驾驶技术和高度的安全意识对社会的文

明程度起着决定作用；而且中学生正处在道德意识

的形成中，也是吸取知识的最佳时期。中学生掌握了

良好的驾驶技术和养成了良好的安全意识，在今后

的国家建设中不仅可作为一种求生的本领，道路交

通事故发生率必将会下降，才会大大减少国家财产

的损失，人民安全才能得以保障。

! 如何上好理论课与实践课

学校与交管部门和驾驶学校联系，利用他们的

资源和结合学校实际，尽可能设置专职教师，编写教

案，借用或购置教练车。也可学校开设理论课程的讲

解和交通法规的学习，由当地驾校负责上车实践操

作，利用学生放假期间加大上车实践活动。各项考核

合格且年满十八周岁的可以申请办理驾照。交警部

门给予学生费用上的优惠。

理论课尽可能多用挂图、光碟教学。通常的教材

中，大车驾驶操作，小车操，故障诊断与排除，车祸启

示录一张，轿车的使用说明共有十二光碟。汽车的发

展史，汽车的构造、种类、功能、作用、经济效益、交通

规则及新交通法，这些知识必须掌握。还要结合百字

警钟的案例给学生学习举例说明，强调安全重于泰

山，车祸是违反法规而诱发的。学生易懂，效果会不

错的，多数学生学习兴趣会很高。

根据书本结合当地发生的案例讲解或让老驾驶

员讲解经验和教训，必然会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也会

引起学生对交通安全的重视。课堂上有的学生提出

开车不安全就不开车了。但车总得有人开，不管你开

不开车，也应该懂一些交通的理论知识，行人也该懂

交通法规，交通规则共十章九十三条，还附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共三章五十二条，新

交通法八章，一百二十四条，每个人都有义务熟记条

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年$"月!%日通

过，自!""&年’月$日起施行。

交通主要知识有以下几点：

$、介绍灯、棒、旗的识别运用，采用挂图直观教

学。

!、交通标志、标线的种类及作用。采用挂图直观

教学。

#、机动车如何行驶，对驾驶员及学员、教练员的

规定。

&、学习让车、超车、会车、停车的规定及对车辆

装载的规定。

’、对超载、超速违反交通规则的处罚。

(、交通法规和新的交通法律，每条都要求学生

熟记。

)、车辆构造、安全驾驶、伤员救护、车辆维护、常

见故障的判断方法，以及必须掌握的实车驾驶操作

技能等。

采用光盘播放，对难点、重点结合自己实际经验

及交通案例分析，违反交通法哪条哪款而造成的交

通事故给学生讲解，用前车之鉴，引起人们重视交通

安全。

在发达国家，中学生开展了驾驶培训课程，有摸

似机教学，而我们国家目前经济水平还未达到那一

步，怎么办呢？本着对社会的高度负责，中学时期，学

生就应该熟记交通法律法规。虽然学校不是交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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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没有义务宣传，但是教育部门，应本着对社

会、家庭、个人负责的态度，中学生应该学一点基本

知识。驾驶操、机械常识，轿车的使用说明共有!"张

光盘，只要认真看，重点、难点、听老师讲解本人勤于

做笔记，能学得到很多技能知识的，目前该门课逐渐

受到大多数人的接受。相信慢慢会有人理解支持。过

去使用机械构造挂图讲解，学生理解稍困难点，现在

采用光碟教学，都是些专家讲课，应该易学、易懂。

这类校本教材的开发，有待于实践。希望社会大

多数人参与、研究、关心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有待于改进教学，这是一种新思路，也是一种新问

题。随着社会的发展，驾驶课会成为必修课，也会起

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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