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學校之安全」由專家處學習“護身術” 
 

上下學時等，如何在校外保護學生們之安全是教師與家長最大之

煩惱。學校與家庭對於學童如何去指導，實際上並不知道怎麼作才是

具體之作法。首先由警察等“專家”教授學童們「自己保護自己之方

法」，去年度起於東京都內之公立小學、國中、高中舉行學校、家長、

地區一起考慮地區安全之「安全教室」。 

「知道『 』嗎?」 

東京都世田區立中町小學於 5月 20日第 5節在該校之食堂舉行安 

全教室，警視廳派遣之女性警察於打招呼時，參加之 3、4年級計 98

名學生一起舉手喊「有」。 

「 」是學童單獨一人在外時，可疑人物接近時要怎麼 

辦之注意事項，（「不要去」）、「（車與危險之誘惑）不搭」、「大聲叫」、

「馬上逃走」、「通知大家」）之第一個字母集合起來之句子。該校於

前一年也同樣舉行過安全教室，學童之大部分多已記住「 」

之注意事項。 

教學是由被稱為「學校協助者」之警察充當可疑人物，設定「在

公園內一個人在玩耍的時候，不認識的人前來搭訕時」之一個戲劇。 

該校八木龍一校長稱：「家長對學童安全之關心越來越高，教師

沒有指導學童之這種能力。但是開始舉行安全教室之前也不好意思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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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警察。今天首次知道『乘電梯時要能夠隨時離開電梯，站在按鈕的

附近是比較安全』等具體對策」。 

第一部分是警察與保護司等指導學童˙學生如何應變之外，第二

部分是與家長、地區居民等對於安全交換意見，目的是希望藉由家長

們提出日常目擊到覺得危險之場所與可疑人物之情形等資訊與思考

家庭、地區到底能夠做什麼。 

據東京都教育委員會稱，依據意見交換會所提出之意見，有不少

學校家長等作成安全地圖並開始實施巡邏。 

像中町小學一樣連續二年實施安全教室之學校很多。每年新生入

學時，東京都教育委員認為「並不只是作一次就好，應該連續實施才

會有持續之效果」。 

安全教室   係在全國連續發生犯罪事件中，東京都為防止學童

成為被害者，於學校之教學與行事曆中，訓練學童具有避免危險之能

力及防止不正當行為之規劃。也得到警視廳等之全面協助，預定從

2004年起之 3年間公立之小學、國中、高中約計 2200校全部實施。

去年 1年間約有 1500校已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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