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式过马路即兴评述 中国式过马路教
学反思(优秀11篇)

创新创造，引领未来一个好的企业标语应该具备独特性，与
众不同的创意能够让企业脱颖而出。如果你正在苦恼如何设
计一个与众不同的企业标语，不妨听听以下的建议和案例。

中国式过马路即兴评述篇一

《中国式过马路》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的第一单元的内容，主
要讲述什么是中国式过马路？通过学习知道中国式过马路现
象的原因，并提出一些建议，学会编写简单明了的倡议书。
从中懂得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

这一课是实习生任纪兰执教的第一课。这是综合实践课，主
要让学生在生活中了解现象，学习知识。课前，任老师让学
生走上街头，观察人们是怎么过马路的，以唤起学生的生活
实践。学生很快融入课堂，投入到学习中，都能结合生活经
验谈出对“中国式过马路”的理解，课堂气氛热烈。这一现
象是怎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任老师的引导下，学生
善于发现，勤于思考，找到了许多可行的原因：人们安全意
识薄弱、随大流、交通知识缺乏、等不及……这可见其课前
做足功夫，课堂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此学生也提出
了很多合理的建议，让人们更加安全的出行。一段交通视频，
一张张交通图片，更加说明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加深了学生
的印象。最后在任老师的带领下，学生和老师发出倡议，安
全出行，遵守交通规则，从我做起。

通过本的学习，孩子们能通过上网、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等
方式收集与“中国式过马路”相关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归
纳整理，找到产生“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一
些建议。加工整理学生实地观察到的现象；设计一份调查问
卷，并能进行实地调查。对调查问卷进行整理分析；并整理



出中国式过马路的原因；编写一份简单的倡议书。完成了本
课的教学目标，效果良好。

不足：

1、上课过于紧张，走动频繁，不能关注学生的表现。

2、课堂语言不严谨，口语化的语言较多。

3、课堂纪律有待于提高，方法要灵活。

中国式过马路即兴评述篇二

这个寒假，我们八年级三班团支部开展了一次社会调查，调
查的内容是中国式过马路。

中国式过马路，是网友对部分中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
调侃，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出现
这种现象是大家受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影响，从而不顾
及交通安全。“中国式过马路”一经网络传播，立刻引发网
友对交通、国民素质和安全的讨论。北京市公安局12月6日宣
布，从即日起至3月份，将会同相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发起
交通、治安、环境三大秩序突出问题集中管理整治专项工作，
不仅仅是针对中国式过马路问题。

我们分成三路分别在燕山立交桥由北向南方向，燕子山路和
文化东路十字路口处，燕文东路和文化东路十字路口处“埋
伏”起来，分别计算时间，人数和所占百分比。

结果使我们大吃一惊，在短短几分钟里，燕山立交桥由北向
南方向有13人闯红灯，占15%；燕子山路和文化东路十字路口
处有18人，占13%；燕文东路和文化东路十字路口处有10人，
占35%。



下一篇：年后的雪作文600字

中国式过马路即兴评述篇三

中国式过马路就是网友对部分中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
调侃,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出现这种
现象是大家受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影响，从而不顾及交
通安全。

有一次，我走在北京科技馆的红绿灯那里的时候，有一个人
就等了几个人之后闯红灯过马路。有一位司机正好开车准备
过路口，那几个闯红灯过马路的行人恰好从他车前经过，那
位司机赶快刹车，之后那几个闯红灯的人就跑了。如果不是
我亲眼看见，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种事情会在北京发生。事
实上，这种中国式过马路的行为在全国各个城市均发生。在
通辽，这种事情是很常见的。就在今天，我在姥姥家门口等
红绿灯的时候，对面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拉着手闯红灯，对
面还有好几个人在红灯的情况下闯过去，我又向周围看了看，
这时绿灯亮了，我的右侧有个人又闯了过去，有一辆车差点
就撞上他了，可是那个人还是向前走，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
象，这时，又有一辆车开过来又要撞上他的时候，他又躲开
了，这时绿灯亮了，那个人又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走了过来。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闯红灯的人没有安全感。

虽然现在闯红灯的人明显减少，但是我希望中国式过马路永
远从中国消失。

中国式过马路即兴评述篇四

调查背景：

如今中国式过马路的“美誉已经广为流传”，而部分人却不
以为然，依旧随大流式的闯



红灯过马路，为此我们小组在这方面进行了调查调查。

调查目的：

通过调查几个路口的不遵守交通规则人数比例，针对这些人
群提出建议，同时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调查方法：

实地观察。

调查时间：

**月至20**月。

小组分工：

……………………………………………………

调查问题：

随机访问的人行道处，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数比例是多少?

调查过程：

实地考察。

调查结果：

站前路与民主南路交叉口44%;

工业路与民主路交叉口37%(红灯80秒，绿灯60秒);

塔南路与工业路交叉口73%(红灯153秒，绿灯33秒)。



调查分析：

通过我组实地考察以及对数据的分析调查，得出了部分结论
如下：

1.红灯时间长对人们闯红灯的思想影响较大;

2.路口车辆的多少对人们闯红灯的思想有影响;

3.是否有人带头闯红灯决定了当前人们是否闯红灯;

4.交警的存在只对车辆起作用，而对人基本无威慑作用。

“中国式过马路”一直是我国的一大“精神污染”，而造成
这些污染的一大重要原因是人们的思想境界不够高以及危机
意识不够强;部分人心中只是为了赶时间而选择铤而走险，有
些家长甚至带着孩子一起闯红灯，这是一种极不正确的行为，
不但违反秩序，而且给孩子做了坏榜样，长此以往，对整个
国家的`发展是弊大于利的。

日本右派虽篡改历史，但是日本国家的人民素质确实世人皆
知的，日本人们可以做到千人避难离开时地上无垃圾，相比
这样高素质的国家在过马路时，并不会随大流的闯红灯，这
是国民个人素质的问题，也是国家教育宣传的问题。

但是我让大家注意，为什么中国式过马路在我们小时候并没
有报道，而是在近几年被扩大宣传，是因为当时媒体不在意，
还是媒体不够发达?这或许只是次要的原因，我所观察到的，
并非如此。

留心调查结果的括号部分，就会发现，为什么工业路与民主
路交叉口的比例要远小于塔南路与工业路交叉口?因为前者绿
灯时间有60秒，红灯仅仅多了20秒，而后者，绿灯仅30秒，
而红灯时间竟有2分30秒，这就意味着人们如果到路口的时间



不巧，就需要额外等待2分30秒的时间，这时间我们或许都会
等的不耐烦，别说我们，就算让交通局长自己过来，或许也
会不耐烦。

随着时代发展，城市化日益扩大，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车辆的普及率也升高了，车比人多这一交通现实使得红绿灯
在机动车道的分配必须增加，因而引起了交通灯的时间安排
的不合理。

绿灯时间过短而红灯时间却极长，人们本来急切地赶路心情
都被这红灯折磨的不能忍受，看到了有人闯红灯，跟上去也
是情有可原，媒体大力报道过马路的景象时，我却并没有见
过哪家媒体报道了红绿灯时间的问题。

调查结论与总结：

中国式过马路问题，不仅仅是国民素质的问题，更是在现代，
对国家在将科技投入社会使用时，合理使用与配置的考验。

中国式过马路即兴评述篇五

给违法现象贴上“中国式”的标签，凸显出网络时代公民的
一种另类表达风格，目的无非是通过这种“规律经验”总结
式的调侃，对现实中较为普遍的集体闯红灯现象予以揭露。
从正面意义看，这样的诙谐表达有助于引起公众对司空见惯
违法现象的关注，影响那些同样围观的违法者去改变自己。

网络时代，贴标签更多的是一种引人注目的传播策略，如此
才能收到引爆网络的奇效。例如就有人循着这种思路，总结出
“中国式跨栏”“中国式上车”等等。不过对于行人闯红灯
现象，“中国式”的标签贴得有些过于情绪化，反映出一些
网民对国人某种“劣根性”的偏见。

与一些法治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闯红灯的现象比较严重，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就是中国人所独有，
像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一些城市，行人闯红灯也
很普遍。可是在“丑陋的中国人”认知中，即便是世界许多
国家普遍存在不良现象，也容易被贴上“中国式”的标签。

贴标签当然是网民的自由，我们关注的焦点不是标签本身，
而是其背后的民众情绪。“中国式过马路”之所以引起热议，
乃在于其凸显了现代化背景下民众的心态，情绪化的表达将
焦点集中在国人漠视交通规则的劣根性上，并产生一种“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焦虑。相反，对于原本应该成为讨论
主题的严格交通执法，却极可能被舆论所忽略。

说到底，公民良好出行习惯的养成，遵守交通规则文明操守
的形成，虽然与个人的品德修养相关，但根本上依赖于严格
执法塑造的公民社会环境。忽视这一点，在公共传播领域中
动辄打上“中国式”的标签，极可能造成偏见性的误解，干
扰公众对解决违法现象的信心与方向。就此而言，集体闯红
灯的行为当批，但“中国式”的标签不宜泛滥。有关“中国
式过马路”的微博引起热议，“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
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条微博一天内被近10
万网友转发，并且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中国式过马路即兴评述篇六

“站好了，又闯红灯，听见没有停下！”可是那位被叫住的
人先是左顾右盼，看到没车后大摇大摆地骑电动车飞速地窜
到了对边！这是中国街头经常出现的交警话语和过路人的做
法，这也被外国人贴上了中国人过马路，也称“中国式过马
路”。

马路，原本是为了人们可以安全地通过，不被“飞”来的车
给伤害而建造的，现在却成为人们在上面的最大杀手。每年
因为闯红灯而死了不少人。对于这些闯红灯人的提问，他们
的回答大致相同并且九牛一毛，“我赶时间”，“这一分钟



太长了，我有急事等不了”......难道这一分钟比命还宝贵。
这一分钟是省下了，但你损失的是比这一分钟多了不知多少
倍的时间。千万不要闯红灯了，不要再“中国式过马路”了，
要让马路成为我们的“生命绿色通道”，不要成为我们
的“死亡之路"。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古代，我们
中国还被称为“礼仪之邦”，当时被中国承担了这一美誉，
各个国家都把中国当做文化典范来学习。各种遵守规则，讲
礼仪的事在古代中国层出不穷，如程门立雪、孔融让
梨......都彰显了在古代中国作为“礼仪之邦”所表现出来
的风度和礼仪。但在现在的“中国式过马路”却在这上面抹
了黑，许多外国人都不认可我们中国现在还作为“礼仪之
邦”，为了守护我们祖先留下的“礼仪之邦”的美誉，请不
要再“中国式过马路”了。

在国外，难道就没有人闯红灯了。有的，只不过在这个国家
比较少罢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严重。当外国人闯红灯
时，他们会说“中国式过马路”，在前面加上“中国式”这
个标签。这不仅是损失了我们中国国人的尊严，还给中国在
国际社会上带来了很不好的负面影响，使一些国家在这方面
对中国有一些看法。如今我们已经迈入新时代，所有人民都
在全力奔向全面小康。但如果没有文明的小康，就不是全面
的小康。所以让我们杜绝“中国式过马路”，让我们奔向有
文明的全面小康。

总之，公民要养成文明出行的习惯，遵守交通规则，执法人
员严格执法，减少闯红灯的现象，减少国人闯红灯的次数，将
“中国式"这个影响我们形象的标签彻底地打掉，让人们正常地
“过马路”。希望不会再出现“中国式过马路”这个名词了。

中国式过马路即兴评述篇七

4月21日，三明市区各红绿灯路口、主次干道交通路口、斑马



线等重点交通场所，处处可见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夹，手
举小红旗和“请您文明过马路”、“行人过马路请走斑马
线”等牌子的志愿者。这是该市组织志愿者开展的“拒绝中
国式过马路·我带头、我劝导”活动。活动呈现五大特点：

一是面广人多。

市区469个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区级文明单位、文明学校
近3000名志愿者参与活动。

二是线长点多。

志愿者在49个社区、11个红绿灯路口和30多条主次干道上的
交通路口、斑马线、公交站点及广场、公园等近400个点开展
活动。

三是内容丰富。

市区各红绿灯路口等重点地段志愿者，对行人、非机动车不
文明行为进行劝阻和引导工作，协助民警维护交通秩序、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劝阻和监督“中国式过马路”的不文
明行为；市区主次干道的交通路口、斑马线上志愿者，劝导
市民过马路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出
行的良好习惯。

四是形式多样。

参与劝导活动的志愿者统一着装，通过开展文明交通行为引
导，开展文明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志愿者在劝导活动中共纠
正不文明交通行为300多次。

五是氛围浓厚。

各级文明单广泛利用led和宣传栏等其他阵地，开展“拒绝中



国式过马路·我带头、我劝导”活动的宣传报道，市级主要
新闻媒体派出记者，对这一活动进行现场采访报道，营造浓
厚的舆论氛围，进一步扩大文明交通志愿服务的影响力。

中国式过马路即兴评述篇八

《中国式过马路》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的第一单元的内容，主
要讲述什么是中国式过马路？通过学习知道中国式过马路现
象的原因，并提出一些建议，学会编写简单明了的倡议书。
从中懂得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

在任老师的引导下，学生善于发现，勤于思考，找到了许多
可行的原因：人们安全意识薄弱、随大流、交通知识缺乏、
等不及,这可见其课前做足功夫，课堂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就此学生也提出了很多合理的建议，让人们更加安全的
出行。一段交通视频，一张张交通图片，更加说明交通安全
的重要性，加深了学生的印象。最后在任老师的带领下，学
生和老师发出倡议，安全出行，遵守交通规则，从我做起。

通过本的学习，孩子们能通过上网、实地考察和问卷调查等
方式收集与“中国式过马路”相关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归
纳整理，找到产生“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原因，并提出一
些建议。加工整理学生实地观察到的现象；设计一份调查问
卷，并能进行实地调查。对调查问卷进行整理分析；并整理
出中国式过马路的原因；编写一份简单的倡议书。完成了本
课的教学目标，效果良好。

1、上课过于紧张，走动频繁，不能关注学生的表现。

2、课堂语言不严谨，口语化的语言较多。

3、课堂纪律有待于提高，方法要灵活。



中国式过马路即兴评述篇九

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行人一般闯红灯都是怀有从众心理、存有侥幸心理、没有安
全意识等的原因。

闯红灯的现象危害非常大，有这样的数据：在中国，交通事
故每死亡四个人中三个人是交通弱者，司机的死亡率
占13、4%，行人和骑自行车的死亡率达45%。

闯红灯首先是害人，比如：一天我放学回家在路口等待红灯
变成绿灯时，在这短短的1分钟里，我看到了许多事情，一辆
电瓶车在路口等待绿灯，但在这时，一辆大货车闯红灯，转
弯后向电瓶车方向驶去，电瓶车立马准备躲闪，但速度比不
上大货车，顿时，电瓶车就爆开了，电瓶车主被撞飞好几米
就不动了，倒是大货车没有任何事。

我呆了1秒后立刻往后跑，才没让电瓶车爆出的碎片扎到我。

其次是害己，我上次看了一篇报道：一名女子带着年仅三岁
的孩子闯红灯，一辆大货车经过，母女当场毙命。

唉，这是多么血淋淋的教训呀！

当车速为60公里/小时，车辆每秒行进多少米？17米。

如果车子时速80公里/小时，根据人体反应时间来算，是躲不
过这场劫难的呀！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新闻：一个老人家过马
路时，忽略了红绿灯，看到马路上空无一车，就径直走了过
去一辆大货车以120码的速度冲了过去。

因为大卡车主也认为路上没人。



老人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瞬间被碾压在车底下了。

让给我们一起，共创美丽家园，再也不闯红灯了吧！

中国式过马路即兴评述篇十

中国式过马路，是网友对部分中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
调侃，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下面是
小编为你带来的论中国式过马路高三作文 ，欢迎阅读。

说起“中国式过马路”，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次，
我也体验了一会“中国式过马路”

今天我盼望已久的暑假终于到来了。好事成双，妈妈说要带
我去买几件新衣服，乐得我一蹦三尺高。难得她有如此雅兴，
那我就奉陪到底。

出了家门，马路上依旧是灰尘遮天蔽日，车轮声不绝于耳。
我和妈妈掩住口鼻，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了红绿灯旁。

红绿灯那儿已有一些人在等候了，我们在那儿等了不久，一
个把头发染成黄色的青年走过来，左右看看无车便迈着轻快
的步子悠闲地走了过去。我以谴责的目光看着他，他却依旧
我行我素，不以为然。我无言以对。

“发什么愣呢，快走吧。”妈妈扯了一下我的手，催促道。
我回过神：“可现在是红灯啊！”我抗议着。妈妈笑
了：“小傻瓜，现在没有车，正好人多，不赶快走，还在那
儿傻等啊？”同行的几个人也以奇怪的目光看着我，我赶紧
闭上了嘴。

我再也没有心情逛街了，之后的时光都味如嚼蜡。



回到家里，我开始深思：“中国式过马路”损人且不利己，
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消失呢？

中国的公路，也叫做马路。

关于马路我听到过这样一个幽默的故事，在一次新闻采访中，
一位美国记者采访周总理时，用中文故意羞辱周总理：“为
什么你们中国的路叫马路？难道是因为专门给马走的吗？”
周总理从容不迫，面带微笑地说：“因为我们中国走的是马
克思主义道路，所以叫马路。”那位美国记者当场脸红，羞
愧不如。其实现式公路是由英格兰人约翰。马卡丹设计的，
流传到中国时，俗称“马路”。

过马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了解的事，无非是红灯停绿灯行。
但是，最近杂志流传着一种“中国式过马路”。所谓中国式
过马路，是网友对部分中国人集体闯红灯现象的一种调侃，即
“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出现这种现象
是大家受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影响，从而不顾及交通安
全。

对此我感到一丝不解，我国是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
国，况且文明出行不是我们一直所提倡的吗？待到周末，我
决定去亲自体验一下。上车时一切安好，没有任何差错。不
过十四五分钟过后，还真就堵车了。原因是绿灯亮了，司机
正准备发车，对面路口出现了一群不太愿意等车的人们，凑
够一撮人就朝着另一个路口走去。司机怕闹出事故所以决定
等等，这一等不要紧，后面的车辆一直向前挤唯恐再等一轮。
就这样，车塞车，人塞人，不一会的工夫就堵起车来。幸好
有交警，疏通了堵车风波后。终于到了站，发现对面就是我
想买书的书市。可是车辆太多，闯红灯的也有不少。等了许
久竟也鬼使神差的加入一群人闯了过去。跳进书海，翻腾了
许久也没有找到我想要的答案，大概在这飞快发展的经济时
代，太多人重视时间，哪怕是一小会也会害怕失去，在回家
的路上又有一起交通事故，因此又发生了堵车。



有些网友评：“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心里觉得别人都走了，
自己再等的话就一傻帽，就这样每个人抱着这同一想法就造
成了红绿灯虚设的情景。很多中国人本来就喜欢从众，而难
以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中国人的公民素质还需提高。中国
人从内心至今对法治观念淡薄。一人不敢行事，人多了就天
生有一种从众心理，即便违法也心怀侥幸，别人不遭自己也
不会遭。法治伦理未融入自己内心，缺乏国民素质的基本认
识和认同，只希望别人做到对自己则网开一面。”

也许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人人等一等，不仅时间
的作用发挥得越来越大，而且安全也不会弃我们而去。

回家的路上，晴朗的天空下是一张张告示牌：“红灯短暂，
生命无限。”

“中国式过马路”简单的来说，就是凑够一群人，就可以走
了，和红绿灯不搭界。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但这往往会
发生交通事故。每年七万人丧生交通事故，八成因交通违法
导致，在这，就有一条新闻：在枣庄市，有三起是因为市民
骑电瓶车和摩托车乱闯红灯酿出悲剧。我不禁为此感到悲哀，
就是为了闯红灯，违法交通规则，这么活生生的人命就没了。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去闯红灯，就不怕被
罚款？甚至是失去生命？原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心里觉
得别人都走了，自己再等的话就一傻帽，就这样每个人抱着
这同一想法就造成了对红绿灯的视而不见，而且，中国人都
不愿一个人闯红灯，因为太过显眼，万一有事“孤家寡人”
一个没有帮手会很吃亏，但是现在有这么多的“战友”，随
随便便就能拉一个来垫底，出于侥幸的心理，正所谓“有福
同享，有难同当嘛，就算出了问题，也不怕。很多中国人本
来就喜欢跟随大众，而难以坚定自己的毅力，中国人的素质
需要提高。

人民的这种做法，是不文明的，不仅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危



及行人自身安全，也扰乱了交通秩序，大大影响了交通效率，
由此可见，闯红灯有着多么大的危害！

闯红灯这种不文明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社会上，在校读书
的学生，也常常会有此现象。学生只需学习，为何过个马路，
都要闯红灯？为此，我做了一些调查。有的学生是赶时间，
因为怕错过了某些事情；有的学生是长期闯红灯而引起的坏
习惯；有的学生是从众心理，因为看着别人都闯红灯直接走
了，而自己却还在这里傻傻的等着，会被别人称作是傻瓜的，
自尊心受到打击，面子上也过不去，干脆直接走；还有的学
生是觉得交通灯转换时间太长，没有这个耐心去等待。

这种“中国式过马路”着实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素质修养问题
和一个社会意识问题。

对于闯红灯这不文明的行为，我们需要加以重视起来，否则
又不知道会发生多少起悲剧事件。所以我在此给出一些建议：
1、多给人民讲一些交通规则，以及交通事故，让他们能够重
视起这个问题，珍爱自己的生命2改进交通信号灯的转变时间，
缩短时间，就不会让人觉得等不及3加强防范措施，闯红灯的
人要按照法律来处置。

中国式过马路即兴评述篇十一

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就是被人们热议
的中国式过马路。

我大概总结下。闯红灯有以下几种理由：一，是硬件问题，
家门口路特别宽，但红灯时间长，绿灯时间短。二，没有遵
守交通规则的意识，盲目从众、法不责从的心理在作怪。

当然，过马路闯红灯的理由有n种，可能怕迟到等等，应说是
迫不得已。所以就此，中国式过马路引起大家的`重视。



遵守交通规则，不光是对自己安全负责，还是对家庭、社会
的负责，如果一个国家，一年因闯红灯被撞死人数惊人，那
么这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好国家。使外国人听起来大吃一惊，
会影响本国的各方面发展。

过马路本是一件小时，却变得扩大化，但这也是真实的。近
期，一车撞死一个正闯红灯的人，司机开远灯，再加上速度
又快，以至于司机反应不过来。就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到
现在被撞者成了植物人。我们来分析下这个事故。首先是司
机在马路上在没雾开了远灯（规定是没雾时必须开近灯），
但其次被撞者没有走斑马线，没有等待那几十秒钟的红绿灯
吧！所以说，过马路我们要安全的渡过，它也是对我们生活
安全的保障。

现在也对此现象做出了措施。常见的就是罚款。虽然钱数没
有上百，但是需要的是大家对此事引起重视，杜绝中国式过
马路。

我们生活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都仿佛患上了急迫症，
很多人不愿等待。有时即便没事，人们也不愿意等待那几十
秒钟，这就是对生命最大的轻视。

当然，我相信，大多数爱自己，爱自己的生命，应让自我的
生命大放光彩，可不要因为过马路这种小事儿就失去了机会。

安全是生命的保障，杜绝中国式过马路是安全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