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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會選擇以自行車安全帽為主題，是因為我們自己在摔車的經驗中，臉部和手腳都會受

傷，而我們人體頭部是最重要的，如何減輕頭部受傷的程度是我們的研究動機，雖然我們都有戴

著自行車安全帽，但是摔車過後我們都對我們所戴的自行車安全帽產生質疑，覺得自行車安全帽

並不是真的安全，所以我想開始了解自行車安全帽的保護作用，並且研究自行車安全帽的結構、

材質與樣式。 

 

另外，我們也想瞭解自行車安全帽在各種意外事故的情況中，保護的部位和實際受傷部位的

關係，因此，我們想透過實際的模擬摔車實驗與問卷調查的方式，來瞭解在自行車的意外事故

中，人體的受傷部位、受傷程度和受傷時的感覺，以及所造成的陰影，並從每一個人的摔車經驗

中，了解哪一個部位是最容易受傷的，藉此解答我們心中的疑惑，也讓我們更認識自行車安全帽

的保護作用。 

 

為了讓我學校的學生騎自行車更安全，所以我們去了解每一個人對於自行車安全帽的需求，

像是：戴起來的感覺、安全度、正常使用下，可使用幾年、包覆性、包覆的部位、從哪包覆到

哪、品牌、購買的喜愛與條件、材質、樣式、結構、尺寸、價錢，因此，我們要用問卷調查學校

學生對自行車安全帽的認知、使用習慣、感受、購買條件及心態。 

 

    最後我們也要對稻香國小的學生宣導，讓他們對自行車安全帽更了解，因此養成戴自行車安

全帽的習慣，這樣不只學生開心上學，平安回家，連騎自行車上班的老師都可以開心上班，平安

回家。 

 

二、研究方法： 

 

     以下是我們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想要達成的目標。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及達成目標 

一、資料蒐集法 

透過搜尋相關的網站、影片及文獻，瞭解下面的內容，做為研究設計的參考： 

○1  瞭解自行車安全帽的結構、材質與功能。 

○2  瞭解自行車事故的相關資料，包括件數、重傷、死亡比率以及受傷部位。 

○3  瞭解自行車安全帽的種類、樣式以及挑選安全帽的方法。 

○4  瞭解如何正確穿戴自行車安全帽與安全帽正確的保養方式。 

二、實驗研究法 

透過自行設計的實驗研究，蒐集以下資料： 

○1  瞭解在常見的自行車意外的事故中，騎士的受傷部位。 

○2  瞭解在常見的自行車意外的事故中，頭部及臉頰受傷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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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組討論法 

透過小組討論及心智圖軟體，我們可以達成以下共識： 

○1  研究題目、研究目的、研究流程、實驗設計、問卷設計與宣導簡報製作。 

○2  針對問卷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問卷資料分析，並討論出結論。 

四、問卷調查法 

透過自行設計的問卷，我們可以蒐集到以下資料： 

○1  研究題目、研究目的、研究流程、實驗設計、問卷設計與宣導簡報製作。 

○2  針對問卷所蒐集的資料，進行資料分析，以瞭解高年級對於安全帽的想法。 

表 1-1 研究方法及目標        

三、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的動機和方法，我們想達成以下的目的： 

      （一）認識與瞭解自行車安全帽的結構、材質與安全的關係。 

      （二）瞭解自行車常見的意外事故中，騎士的受傷部位。 

      （三）瞭解如何挑選以及配戴安全帽的方法。 

      （四）將研究成果做成簡報，向高年級的同學宣導安全帽的重要性。 

      （五）瞭解稻香國小高年級同學安全帽的認知與宣導成效。 

 

     四、研究流程與架構 

 

    右邊是我們的研究流程圖。我們在老師邀請我們參加

研究後，便開始討論題目。我們從生活中開始找題目，後

來看到林倢愷有帶自行車安全帽來，老師就問我們覺得自

行車安全帽真的可以保護我們嗎？有兩位組員認為大家

都說騎自行車要戴安全帽才安全，再加上學校規定一定要

戴，所以應該可以提供我們安全。但也有兩位組員認為自

行車安全帽沒有辦法保護臉部及頭部，因此自行車安全帽

是沒有用處的。老師說他也想知道自行車安全帽到底能不

能提供我們保護，所以最後我們決定研究這個題目。 

 

    在確定題目之後，我們開始上網搜尋資料，結果我們

發現自己對於安全帽的認識，有很多錯誤的地方。接著，

我們利用心智圖的軟體，討論出我們的研究目的、研究方

法與步驟。在搜尋自行車意外事故與受傷部位的資料後，

我們便開始設計意外事故與受傷部位的實驗。等到實驗設

計完成，並把實驗人偶做出來，我們就開始進行實驗。在

實驗完之後，我們重複播放實驗所拍攝的影片，觀察並記

錄各種自行車意外事故發生時，騎士受傷的部位，來幫助

我們能驗證我們的想法。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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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表格整理實驗的結果，然後和網路上的資料比較之後，我們發現自行車安全帽還是非常

重要， 因此我們把結果整理出來之後，做成宣導投影片，告訴高年級的同學自行車安全帽的重要

性。接著，為了瞭解稻香國小同學使用自行車安全帽的情形、態度與宣導成效，以及自行車事故情

形與受傷的部位，我們設計了一份簡單的問卷，並請高年級老師幫忙施測。我們利用星期三下午進

行問卷統計與資料分析，發現問卷的結果和我們的研究非常符合，也瞭解到同學還有要加強的地方，

因此，我們也決定找時間將研究結果分享給老師們，提供老師們參考。 

 

貳、正文 

 

    一、自行車安全帽的正確認知 

 

       （一）、機車安全帽與自行車安全帽的差別 

 

    在蒐集資料後，我們將三種安全帽大概的差別整理如下： 

 

              1. 機車安全帽： 

 

                大多採用堅固的材質，和高包覆度的設計，並在帽殼內加襯可吸收衝擊的襯墊， 

                緩和意外發生時頭部的衝撞力道。 

 

              2. 自行車安全帽 

 

                比較強調透氣的設計，且為了減輕騎士運動中的負擔，以鏤空設計來加強透氣同 

                時達到輕量化。採前圓後尖的樣式的安全帽，便能有效保護騎士的後腦，避免後 

                腦直接衝撞到地面。安全帽裡面還有海綿襯墊，讓單車騎士配戴時可減輕頭部壓 

                力。 

 

        （二）、自行車安全帽的分類 

 

    在蒐集資料後，我們將自行車安全帽大致分為下面兩大類： 

 

              1. 公路車安全帽 

 

                一般道路或者運動競技用的安全帽，公路車的安全帽除了保護騎士的頭部外，還 

                會特別注重輕量和透氣的設計。所以安全帽的外型會有許多通風孔的設計，其目 

                的就是提升散熱效率。此外，重量也是影響長距離騎乘表現的因素之一，因此各 

                品牌的設計者與工程師必須透過不同材質與技術，在維持既有的安全性下同時解 

                決上述所遇到的問題。 

 



「戴上安全，安全戴上」自行車安全帽的研究 

4 
 

               2. 登山車安全帽 

 

                 登山車安全帽的設計強調安全性的包覆設計，除了入門款的半罩式安全帽外， 

                 還有進階的全罩式可以選擇。另外，登山車的安全帽也都會搭配帽簷設計，讓 

                 騎乘在充滿陽光與陰影變化賽道的騎士有更清楚視野。（以上資料參考自 

                 https://gosunbody.com/how-to-choose-a-cycling-helmet） 

 

        （三）自行車安全帽結構與材質 

 

    自行車安全帽的結構如右圖： 

    內部結構 

    ○1  通風口（數量及方式會影響安全性） 

    ○2  帽體外殼（PET、PVC、PC） 

    ○3  骨架（碳纖紋，是支撐帽體最主要的結構） 

    外部結構 

    ○1  帽體發泡保麗龍(EPS)及合成塑脂(EPU) 

    ○2  束鎖裝置 

    ○3  帽帶      ○4  帽帶扣環 

    ○5  帶扣      ○6  襯墊（蜂巢結構） 

（以上圖片資料取用自萬奕辰，2016） 

 

    （四）挑選自行車安全帽的方法 

 

     在蒐集資料後，我們將自行車安全帽挑選的原則整理成下面八個原則： 

1. 坊間安全帽的檢測標準，為確保車手在時速 20 公里時，受到撞擊不會留下永久性的傷害，設計 

   以頭部最大重量(6 公斤)為標準。 

2. 設計越圓，撞擊時力量偏差越小，滾動當中也能穩固頭部與安全帽，避免頸部因阻力而受傷。 

3. 帥氣的尖端造型，一旦與地面接觸，反而是增加摩擦力的來源。 

4. 輕的安全帽要有良好的補強處理，不見得比重的安全。 

5. 要檢查預發泡後的粒子是否緊密黏合。 

6. 使用時，戴得舒服的「最小型號」才是適合你的尺寸。 

7. 避免購買來路不明的安全帽，可能是工廠檢驗不合格的產品。 

8. 與其選擇品牌，不如選擇一頂最符合自己頭型的安全帽，才能在危急時發揮作用。 

圖 2-2 安全帽結構圖 

圖 2-1 安全帽結構圖 

https://gosunbody.com/how-to-choose-a-cycling-hel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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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車安全帽的重要性與自行車意外事故的調查 

 

    （一）自行車安全帽的重要性 

 

    根據台北醫學大學邱文達教授的研究，騎腳踏車未戴安全帽危險性是有戴安全帽者 2.4 倍；因

車禍死亡單車騎士，未戴安全帽者達 60%。另外，從 1997 年開始，政府推動騎機車戴安全帽後，

從受傷人數及死亡的人數統計中，可以明顯看出戴安全帽可以有效避免交通意外傷亡。此外，也有

研究指出未戴安全帽者約有 20%入院時嚴重度為中重度，而戴安全帽者僅約 2%。而根據美國高速

公路安全保險協會的研究顯示，2014 年 720 名因車禍死亡的腳踏車騎士，當中未戴安全帽者高達

60%。（中時新聞網，2016） 

     

    從以上的統計中，我們可以發現自行車安全帽可以有效的減少騎士的危害，因此對於騎士的安

全的維護相當重要。 

 

    （二）自行車意外事故的調查 

 

    根據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針對

國小五、六年級所做的調查顯示（2015），學生的

自行車事故，主要傷處主要以腿(腳)部、及手(腕)

部為主，國小學生頭部受傷的比率為 4.7％。另外，

根據交通部道安委員會的資料顯示，0 到 9 歲的兒

童受傷部位多以頭部為主，而 10 到 14 歲的個案

受傷部位多以四肢為主。                        （圖 2-3 學生自行車事故傷處分析統計圖） 

 

    在網路的討論群組中，很多騎士也分享他們

摔車經驗，讓我們感到好奇的是，他們也沒有提到

我們所關心臉頰部份受傷的情形。我們在網路找

到一張機車安全帽撞擊分布圖，雖然這是機車安

全帽的統計，但是我們可以發現雖然撞擊的部位

以頭部上緣及下巴為主，而面部及臉頰的比率合

起來也非常高，顯示我們有必要針對各種自行車

意外事故中，臉頰受傷的情形進行研究。              圖 2-4 機車安全帽撞擊分布圖 

（圖片取自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RoP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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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影響自行車安全帽安全性的因素 

 

    我們在整理分析後，發現許多資料、網站以及影片都認為在安全帽的結構與材質中，以「帽體」、

「骨架」、「通風口」與「襯墊」這四個結構是影響自行車安全帽安全性最關鍵的因素。 

   （一）帽體：分為發泡保麗龍(EPS)與合成塑脂(EPU)兩種，兩種的強度差不多，而發泡保麗龍 

               雖然比較輕，外型有變化，但耐用性差，單價也比較貴。（鍾昇融，2008） 

   （二）骨架：最新設計為 C 型骨結構，其中碳纖維的強度最夠，但單價也最高。（鍾昇融，2008） 

   （三）通風口：孔數越多對帽體強度越不利，但設計優良的安全帽透氣度及強度都能兼顧。 

   （四）襯墊：一般安全帽並不重視襯墊，但根據李鈞翔（2014）的研究，使用發泡聚丙烯（EPP） 

              能有效吸收撞擊能量，對頭部具較多的保護。 

 

二、自行車意外事故與受傷部位的實驗 

 

    為了瞭解當自行車發生事故時，騎士哪一個部位會受傷，所以我們設計了自行車意外事故實驗，

來找出各種常見的意外事故中，騎士最容易受傷的部位。我們先討論出國小學生騎自行車時，最容

易出現的意外事故情形，分別是：自己摔車、直線前翻、直線打滑、轉彎打滑、轉彎側面撞擊、直

線撞擊、側面撞擊等七種情形，並加入慢速與快速兩種變化。為了安全，我們採取模擬的方式進行

實驗，在實驗完之後，我們透過影片觀察實驗人偶主要承受撞擊的部位。以下是我們的實驗結果。 

 臉頰 下巴 頭部 腿部 手部 肩膀  

自己摔車   ✓ ✓ ✓ ✓  

直線前翻 ✓ ✓ ✓   ✓  

直線打滑   ✓ ✓ ✓ ✓  

轉彎打滑   ✓ ✓ ✓ ✓  

轉彎撞擊 ✓  ✓ ✓ ✓ ✓  

直線撞擊 ✓ ✓ ✓     

側面撞擊   ✓ ✓ ✓ ✓  

表 3-1 自行車意外事故受傷部位統計表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我們歸納出下面的結論： 

    （一）在直線撞擊與直線翻車的情況下，是頭部先著地，而且承受大部分的撞擊力道。 

    （二）在打滑或是側面衝撞的情況下，是手肘、肩胛、大腿先著地，而且承受大部分的撞擊力 

          道。 

    （三）在打滑或是側面衝撞的情況下，頭部仍會著地，但以上部頭緣及後腦勺部位為主，臉頰 

          部位很少直接著地，受傷的機會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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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肩胛部位是整個身體承受力量最大，傷害最嚴重的部位。 

 

    在研究結束之後，我們將實驗人偶的骨架拿出來之後，發現人偶的上半

身從肩胛骨沿著肋骨開始碎裂，一直裂到骨盆，而兩側的大腿骨也出現明顯

的碎裂，顯示肩胛骨和大腿、骨盆是承受撞擊力最猛烈的地方。 

 

三、自行車安全帽的宣導 

 

    在分析完所蒐集到了資料，以及進行完自行車意外事故與受傷部位   圖 3-1 實驗人偶受傷圖 

的 實驗之後，我們發現對於自行車安全帽有很大的誤解。例如我們認為 

自行車安全帽那麼小，根本不能保護到臉頰，再加上我們摔車時撞倒頭部的機會很低，因此自行車

安全帽根本沒有什麼用處。我們擔心學校裡有很多的同學和我們有一樣的錯誤觀念，因此，我們決

定要將研究成果和同學分享，讓同學也能瞭解自行車安全帽的正確觀念。 

 

四、自行車安全帽問卷調查結果 

 

    為了想瞭解稻香國小高年級學生對於自行車安全帽的認識與使用行為，以及安全帽宣導後的

成效，我們根據研究目的設計了一份問卷，並請五、六年級的老師幫我們發問卷施測。在施測完之

後，我們利用 EXCEL 軟體進行統計與分析。以下是問卷統計後的結果： 

 
表 3-2 專屬安全帽人數統計表 

 

表 3-3 使用過安全帽人數統計表 

 

表 3-4 安全帽種類統計表 

 

表 3-5 購買安全帽地點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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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購買安全帽考慮的因素統計表 

 
表 3-7 意外次數統計表 

 

表 3-8 意外種類統計表 

 

表 3-9 意外事故受傷部位統計表 

 
表 3-10 自行車意外事故地點統計表  

表 3-11 安全帽對自行車的重要性統計表 

 

表 3-12 戴安全帽的原因統計表 

 

表 3-13 不戴安全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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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宣導對你的幫助統計表 

 

    根據上面的統計分析，我們發現在宣導過後，同學對於安全帽的認知與態度有以下的結果： 

   （一）高年級大約有 81％的學生有騎過自行車，但只有 36％的學生有自己專屬的安全帽， 

         只有 49％的人有使用過安全帽。 

   （二）有 70％的學生帶半罩式安全帽（橢圓長型），戴全罩式安全帽的比率不高。 

   （三）在購買安全帽時，大約有 38％的學生會考慮安全性，有 26％的人會考慮功能性，顯示 

         學生在購買安全帽時，會先瞭解安全帽後才買。 

   （四）學生發生自行車意外的次數以一次以下最多（50％），而 5 次以上的比率偏高（25％）。 

   （五）學生發生自行車意外的原因以滑倒（40％）比率最高，其次為撞到物體與擦撞。 

   （六）在意外事故中，學生受傷的部位的比率，以手臂最多（30％），其次為大腿、小腿。而臉 

         頰受傷次數為 0，頭部也僅佔 3％，這與我們實驗的結果非常接近。 

   （七）高達 95％的學生認為自行車安全帽對騎士的安全是重要的，而且有 70％的學生會因安 

         為了要保護頭部而戴安全帽。另外，只有 4％的學生會認為安全帽沒有用而不戴安全帽， 

         這顯示大家都非常肯定安全帽的保護作用。 

   （八）在分享的內容中，每個主題給予同學的幫助都接近 20％以上，顯示我們宣導確實能夠增 

         加對自行車安全帽的認知。 

 

四、我們的建議 

 

    在進完研究之後，我們提出以下的建議： 

 

   （一）隨著電動自行車的普及，很多學生都會選擇為代步工具，然而電動自行車的速度比自行 

         車快，危險的情形也大為增加。因此日後可以針對電動自行車的意外事故情形與受傷部 

         位進行研究。 

   （二）由於在模擬自行車意外事故時，是將實驗人偶的雙手綁在車子的把手上，這會限制人偶 

         摔車時的動作，因此應該會與實際的情形有差別，日後可以採取網路蒐集資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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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網路上徵求自行車騎士填寫問卷，分享自己摔車的經驗，然後進行分析。 

   （三）我們發現騎士受傷的部位是以肩胛骨最為嚴重，其次為腿部與手部，這表示除了自行車 

         安全帽之外，也應該多宣導騎士也注重其它護具的保護，以提供騎士更多的安全。 

   （四）學校仍有很多同學沒有建立起對於自行車安全帽的正確觀念與態度，因此我們會建議學 

         校應該要常常宣導自行車安全帽的重要性。 

   （五）在安全帽的類型上，如果只是當作一般道路上的交通工具，使用半罩式安全帽就足以提 

         供足夠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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