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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楷世學竺游泳能力提升計畫
 之目槓茉^

 文．葉公鼎、莊淑婷

 查、前善貳、學主游泳政策的變革

 對民眾生命財產之保護，是我國憲法精學生游泳計畫的核心目的在於使學生生命更有保

 神規定政府應有的貴任。職是之故，政府對障，讓更多學生能夠安全快樂的學習游泳，進而學習各項

 於民眾之生命權，除了主動保護之外，更應水域運動，展現臺灣海洋島國應有的水上活力(教育部，

 透過各種管道的宣導與強化，間接產生使民2010)^

 眾生命安全處於免受威脅的效果。其中，教教育部自民國90年起推動游泳教學政策，以4年為一

 育就是一個良好的途徑。透過學校系統的教期，完成了提升學生游泳能力中程計畫與推動學生游泳能

 育與觀念建立，可使我國國民的生命更有保力方案，計畫內容以提升游泳教學人數為核心目標。

 障。從97年度推動學生游泳能力方案計畫期滿後，98年

 此外，臺灣每年溺水死亡的人數約有50教育部將推動學生游泳的計畫目標與名稱變更為「學生游

 餘名，與歐美先進國家比擬相對較多。因此泳能力121」，就已經明確訂出游泳計畫的3項目標，分

 各種因為親水而易發生危險的因素應該防範別是貿施游泳教學校數逐年成長10%、學生溺水死亡人數

 於未然。教育部近年來推展學生游泳能力提逐年下降20%、學生上游泳課人數逐年成長10% 0

 升計畫，亦以保障民眾的生命權為出發，灌99年與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共同規劃12年長程計畫，

 輸各級學生在四面環海，水域場合眾多的臺推動「泳起來專案一提升學生游泳能力檢測合格率及游

 灣地區，須有正確的水域安全觀念。如此可泳池新改建行動力案」(以下簡稱提升學生游泳能力力

 使溺水事件減少，我國的新生代國民須其有案)。

 游泳進而從事水域運動的能力、鍛鍊自我強為達上述目標外，對於推動游泳教學的硬體設施條

 健體魄，讓休閒生活更豐富，使我國的國民件一游泳池也應該予以強化。因此木案亦強調游泳池質

 褐扯得以比擬歐美先進國家，以提升我國的量的提升，以下將就現階段教育部「提升學生游泳能力方

 形象。案」的目標與策略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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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教盲部游泳帕問政策

計主名稱寺吋于年份

 d是升學生游泳能力中程計莖"90-93年。

 推動學生游泳能力方案94-97年

 教育苦什補助日民中小李興建教牟9孚封吋也貸方&計主驥皂6年哇色．7．．

 教育苦什補助推動學校坊打扛及水域運動貸施要玷97年迄今

 李生游泳能力^2^計主籐羽'
 提升李生游泳能力檢測合格率及游泳池新改建行99年-110年

動方案

 (^資^^來源:作者整理^^

""""^""""^""@V@

 參、提升學壬游泳能力方案目傭與預期校游泳師資，以充賓師資專業，提升教學知

 效益能。

 依據提升學生游泳能力方案內容，教育部預

 期透過方案與策略的推動，能達到以下五項預期效肆、推動策略

 益。一、修訂教官部補助國民中小學興建教學游泳池寸

 一、提升檢測合格率:每年畢業學生檢測合格率施計芭

 增加3．25%，從99年42%提升至110年80%依據98年度教育部學校體育統計年報的統計

 學會率數據，目前全國約有452座學校游泳池，僅佔全國

 二、改善硬體設施:優先活化現有445座游泳學校數的10.68%，且游泳池多設置在大學及高中

 池，並逐年改建溫水設施及新建2 5Xl  5公職，而國小游泳池設置率僅4．81%，約每20個學校

 尺溫水泳池，預計12年現有游泳池冷改溫僅口個學校校內設置游泳池。而游泳池是推行游泳

 150座及新建溫水游泳池^^0座，游泳池比率教學的必備硬體設施，若希望提升賓施游泳教學之

 提升至15%。學校數，就必須增加此硬體設施的建置。

 三、降低學生溺水死亡率:每10萬名學生溺水從96年教育部公告，「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

 死亡率以4年達成由1．08 (98年)降低至0．9學興建教學游泳池實施計畫」目的在補助國民中小

 (102年)的比率。學興建戶外冷水的教學游泳池補助金額上限為800

 四、照顧弱勢學生:優先提供游泳資源，每年協萬，99年修訂教育部補助金額，增加室內溫水游

 助五萬名弱勢學生學習游泳。泳池新建與冷改溫等項目，補助金額提高申請學校

 五、增進學校游泳師資知能:每年調訓900位學數相對提高，期望逐步達成110年增加現有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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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年	9^年	96年一	97年一	98年一"	99年

 冷改溫150座及新建溫水游泳池^50座，游泳池比率域活動意外事故處理參考流程、以多元化方式辦理

 提升至^5%的目標。水域活動安全宣導等;應變部分包含制止不當的水

 二、游泳池復生計卜域活動、即時通報溺水事件、災害搶救及緊急救護

 推動現有游泳池復生計畫以活化現有游泳池之等;復原部分包含協助處理醫療與保險、提供心理

 經營績效，內容包含現有學校游泳池經營績效評估諮商輔導、統計與分析溺水事件及改進等。

 與輔導、提高現有學校游泳池之經營績效、降低學整合各界資源與努力，99年學生溺水死亡人數

 校游泳池末對外開放數、修訂游泳池經營模式與經為43人，較去(98)年度降低13人，是近年來首次低

 驗分享、提高學校游泳池經營管理人員之知能等。於50人。

 99年度選定15所學校進行輔導，並辦理2場次的經

 營管理研習會，木項計畫100年將持續辦理，期望達

 到現有學校游泳池經營績效活化之目標。

 三、修訂教官部補助推動學腋游泳及水域運動莒施

要點

 99年修訂貿施要點主要在於取消各縣市學生游

 泳體驗營補助金額上限30萬之規定，擴大補助各縣

 市學生游泳體驗之經費，連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補
、

 助低收入家庭、原住民、偏遠、山地、離島地區及理11^，，三4-9窒丘羞:畫黨蕊、芷三*9:;望 資來源．教。部99，冰、足

學校無游泳池之國民中小學學校學生等弱勢族群享水域運動推廣賈縮十舀成果報告書

 有體驗游泳教學的人數超過5萬人，達到預期目標。五、學主溺水統計分析

 並辦理250場次的水域體驗活動，提供弱勢學生參與每到游泳季節，看到與學生溺水事件相關的

 游泳與水域活動之機會。100年再次修訂補助要點，新聞畫面，總是讓人不禁鼻酸，感嘆年輕生命的逝

 將師資培訓、守望員培訓、協同教練等經費列入補去，統計歷年游泳溺水死亡人數，不再於數字的高

 助項目，擴大補助經費與項目，希望能達到照顧弱低，而是希望透過事件的整理與分析，瞭解溺水事

 勢學生與提升游泳教學知能等目的。件發生因素，進而作為相關單位因應的參考。

 囚、建立水域安全綑教育部從97年度起就校安通報系統中取得

 於98年起教育部定期邀集交通部觀光局、行各校回報之學生溺水死亡事件加以分析，並回溯

 政院海巡署、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內政部消防署與94-96年度之資料，一一分析比對，再細究94-99年

 地方政府等相關單位召開水域安全會報，就學生溺度學生溺水事件發現，94-99年度學生溺水死亡人

 水事件進行檢討，以落賞預防、應變及復原措施，數共^t3T7人，以發生時閒分析，暑假7至8月間發

 預防部分包含提升及推廣自救與救生知能、訂定水生件數最高;共計^53件，佔全年的40.58%，炎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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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川STQ、「^^丕沁  心，

 的下午時段占8^.96% ;以發生水域來看，溪河流及六、加強水域安全宣導

 海等開放水域共占63.66%，有設置救生員的游泳池為提醒各界留意水域安全議題，每年度辦理

 與遊樂區，溺水人數相對較低，僅佔7.69% ;以事水域安全記者會，另外從去年度起擴大辦理水域

 件活動型態分析，學生自行結伴出遊即占72.14%，安全記者會，透過新聞的發送提醒家長、教師、學

 共計272件。依據上述數據分析，可約略勾勒出多數童在夏天來臨時，多多留心水域安全。並透過公益

 溺水事件之輪廓，大多是學生利用暑假期間7-8月炎託播的方式於溺水事件發生頻率較高的6-10月在重

 炎夏日午後，與三五同學結伴出遊，到溪河、湖邊視、中視、華視、民視、公視播放水域安全的宣

 戲水，而發生溺水。導影片高達1，000餘次(李心信、王俊權

 依據5年來的數據亦分析出學生容易溺水之水20^0)，希望加強學童水域安全的概念。

 域，包合臺北縣大豹溪等地詳如下圖說明，希望屆

 此提醒學生們在從事水域活動時，一定要選擇安全伍、現行政策富施的建議

 地點，避免前往危險水域戲水，公布學生溺水人數一、落茸各縣市政府的推動配台幟制

 與事件分析絕不是要引起恐慌，而是希望教師、家學生游泳能力提升計畫的推動，是教育部這

 長能加強學生溺水的宣導，避免溺水事件的發生。幾年全國性重點措施，其中有關每年游泳參與的

 94-99年學生數、學會游泳學生的比率、游泳池的普及率以
 學生溺水死亡人數較高之水域及溺水死亡的人數均予以列管。為使此計畫績效落

 台北吆三攸大豹溪貿，賓有賴各縣市政府的配合，例如積極配合輔導
桃固縣永安海蛀

 林園縣竹目海蛀卜弋，．^。。。、委員前往行政區內各校宣導，並了解業務承辦人員
"""

新竹縣內泄野溪

牛

金門縣后湖海淇

 咬J   Jr對本計畫的推動與認知狀況，協調解決無游泳池學

 百，校游泳教學的問題，尋覓理想可興整建游泳池的地

 點，或者加強宣導相關單位有關水域安全的重要性

 (等。如此，方能使各項推動的數據目標有效率地達

 /花茹縣秀姑岱溪到。
 二、加強各類從事游泳水域運動的風臉管理

 ̂當政府或學校單位，在因應各界人士從事游

 泳水域運動時可能發生的風險事件時的處理方式，

 建議參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9)制定之

乙

 「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2009)。將

 屏泉縣來義大峽合。可能的風險加以分類、評估出險的機率，及需採取

高社市旗津海取

屏泉縣塑丁海域

 資料來源:校固安全及災害事件即時通報網^20^1)

 的必要作為與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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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鼓勵帕閒產業的投入「零溺水」的理想目標，除上述產官學部門的投入

 政府業於木年度6月^3日通過運動產業發展獎外，更需學生與家長不到危險水域活動的配合，力

 助條例，其內容涵蓋許多可茲發展獎補助的運動產竟其功。

 業，及其輔導補助、優惠、減免稅賦或公司費用

 等。因此對於運動組織單位而言，不啻是一項大利睦、結語

 多。因此，各級學校、各類產業組織，均可以參考從90年迄今，10餘年的時間，教育部學生游

 引用，做為推動水域運動的支柱。泳能力政策，不只是計畫名稱與規模的改變，就計

 四、整台各類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力炭畫內容與目標來看，教育部學生游泳政策變革，計

 在推動提升學生游泳能力方面，若千學校教畫重點由游泳人數的提升，逐漸轉變為水域安全的

 學資源的不足，例如游泳池、救生員以及游泳教學宣導與溺水人數，從讓更多人有學習游泳的機會到

 人員的數量，可透過合法私人游泳池經營業者的支要教會學童如何安全自在的從事游泳等水域活動。

 援、未來將落成的國民運動中心游泳資源、各校種然而這些政策的推動需要長期整體的規劃與確賽執

 子教師培育等策略的賞施而予以改善。行游泳教學的推廣，才能看到具體成效。(作者葉

 在防制溺水事件方面，目前政府希望各校於公鼎為臺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理事長、莊淑婷為臺

 放暑假前，加強宣導水域安全的觀念。然而要達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副秘書長)

參水考水文水獻

 ̂^^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2009^。臺it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米李，b信、王俊權、李昱歡^20^0^。教育部「泳起來一學生水域安全教育」之推動策略與具體^故法。學校體育雙月刊，口^ .

2-^^ o

 x教育部^ 2009 )。教育部推動「泳起來專案計畫」政策說帖。姜±E市:教育部。

 ̂教育部^20^0^。教育部99年學生游泳首目力提升及水域運動推廣實施計爸成果報告書。^^b市:教育部。

 ̂痊浬體育運動管理學會^20^^ )   q99年學生游泳能力提升及水域運動推廣賞施計畫期末報告。衷±E市:惠溼體育運動管理學

 會。．
．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廿半月□時通報網^20^^^。鈕口年7月5日取自http:^柄蘇．m^c^edu^tw^viewite^.jsp?ite^id=O000000000^ 70^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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