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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瓊云  臺北市立大學水上運動學系教授

郭威聖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專員

救生員認證與培訓 

前言

我國為四面環海之國家，

湖泊溪河密布，國人戲水、親水

的機會相當多。此外，我國屬亞

熱帶氣候地區，整年約莫有六個

月左右的時間適合從事水域活

動，故為維護民眾在水域活動的

安全，救生員的訓練與設置更顯

重要。本文茲就我國救生員訓練

的發展、證照制度及檢定現況三

個部分做概略介紹，並提出未來

在救生員制度方向作為建議。

我國救生員訓練之發展

我國之水域救生員起源可

以回溯到民國33年，當時由中華

民國紅十字總會邀請英國籍水上

安全救生教練教授水上安全救生

技術，民國50年邀請美籍高級救

生教練協助發展水上安全救生課

程，並於民國52年開辦首屆水上

安全救生員訓練班及救生教練

班，自此爾後的救生員均由國內

教練自行訓練。之後，陸續於民

國54年成立中華民國海軍水中爆

破隊退伍人員協會、民國59年成

立中華民國水上救生總會（簡稱

救總），目前已更名為中華民

國水上救生協會；民國80年成立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民國82

年成立中華海浪救生總會，及民

國89年成立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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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等救生訓練單位（邱國峰，

2004）。 

目前，要在各游泳池或開

放水域執業之救生員，須擁有由

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

署）審定的授證認可單位所授予

的證書（體育署救生員檢定合格

證明）。這些救生員授證認可單

位除了可以辦理救生員檢定及發

證之外，同時也依其成立宗旨培

訓救生員，茲將各單位招訓救生

員之規定及訓練內容整理歸納如

下：

一、年齡規定：除中華海浪救生

總會規定15歲以上就可以參

加外，其他的單位都是16年

歲以上（若要參加體育署

救生檢定則須年滿18歲）。

二、學歷規定：除中華民國紅

十字會總會及臺灣慧行志

工救生游泳協會沒特別規

定外，其他單位都需要國

中以上學歷，其中又以中

華民國海軍水中爆破隊退

伍人員協會需要高中畢業

或是同等學歷之要求為最

高。

三、入訓測驗：除中華民國紅十

字會總會需在12分鐘內游完

400公尺（含蛙泳100公尺、

捷泳100公尺、自選泳式200

公尺）及潛泳20公尺以上之

能力外，其他單位都是測

驗200公尺游泳（捷泳、蛙

泳各100公尺），男性必須

於5分鐘內，女性於5-6分鐘

內完成。

四、訓練內容及時數：我國救

生員培訓的內容，綜覽各

單 位 所 開 設 的 課 程 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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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游泳池法規及法律常

識 、 救 生 概 論 、 基 本 救

生、自救法、救生游泳、

入水法、浮潛與搜救、防

衛法、接近法、解脫法、

帶人法、起岸法、舟艇安

全、河海救生、救生器材

操作、求生法及急救訓練

等，總訓練時數在40小時

至85小時之間不等（許瓊

云、陳堅錐、郭威聖、謝

至琳，2016）。

我國救生員證照制度之介紹

如前所述，我國救生員證

照起始已久，民國50年代即有救

生員之訓練與證照制度。救生員

訓練推廣初期，以民間組織中華

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及中華民國水

上救生總會為二大主要組織，之

後有許多水域救生相關團體陸續

成立，且成立宗旨及任務之一均

涵蓋培訓救生員及授予證照。

國民體育法第十一條第二

項及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

中，均有明訂「中央主管機關應

建立體育專業人員之進修及檢

定制度。」、「本法第十一條

所稱體育專業人員，指曾受體

育專業教育或訓練之水域救生

員……。」又，民國98年7月國

內消保團體，抽查國內七個縣市

37家泳池業者，發現救生員不合

格比例超標，高達32％，不合格

原因有：救生員素質良莠不齊、

授證協會過多、救生員證照效期

過期，甚至無照執業等情形（許

瓊云、簡燕青，2011）。為解決

此一亂象及保障泳客戲水安全，

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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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救生員學／術科測驗項目、方式及評分基準

類別 學科 術科

游泳
池救
生員

一、救生概論。
二、游泳池安全常識。
三、急救。

基本能力

一、救生四式游法（擡頭捷泳、擡頭蛙
泳、側泳、救生仰泳）分別各游50
公尺，5分30秒內完成。

二、仰漂及踩水各3分鐘。

救援能力

一、徒手游泳25公尺，潛入水底拉起假
人後，帶假人游泳25公尺，1分40
秒內完成。

二、徒手潛泳20公尺。

急救能力
心肺復甦術、異物哽塞處理、復甦姿
勢、水域脊椎受傷處理、體外自動心臟
去顫器（A.E.D）操作

開放
水域
救生
員

一、救生概論。
二、開放水域安全常

識。
三、急救。

開放水域游泳300公尺，8分30秒內完成。
二、救援板救援300公尺，8分30秒內完成。
三、浮標救援300公尺，9分鐘內完成。
四、救援艇救援300公尺，6分鐘內完成。
五、心肺復甦術、異物哽塞處理、復甦姿勢、脊椎

受傷處理。

應注
意事
項

一、開放水域救生員檢定科目之操作方法正確程度與操作時間多寡，因其應有
技能種類，其等技術正確程度評定為合格基準與否等，得由相關專業團
體於實施計畫提出規劃構想供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審議，
而其經體育署審定通過後列入各該受認可團體應遵守義務範圍。其未經
體育署認可者，不得辦理此部分（例如：開放水域救生員）檢定工作。

二、術科檢定當時，應全程錄影存證。
三、游泳池救生員檢定場地，水深應部分達180公分以上，踩水及仰漂應於深

水區實施（離島地區如尚無部分達180公分以上游泳池前，則至少須於現
有泳池深水區施測）。

四、術科所需檢定器材應符合或高於國際救生總會公布之規格與作業程序之要
求。

      例如：假人灌水後重量須達37公斤以上，且應置於深度180公分處；實施
CPR需以儀器功能足以呈現檢出效果，而非僅以模擬施作。

五、開放水域救生員術科測驗於溪河實施檢定時，應加考繩索省力系統裝置。
六、審酌水域救生之特性要求，科目間具有重要之關聯，單項不及格者不得補

考，應於下一梯次重新參與檢定。
七、學科採「是非、選擇」題型各25題，合計50題應試時間50分為原則；例外

情形由受認可團體敘明原因及擬予延長時間陳報體育署。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署（2014）。



本期主題  |  i s s u e028

體委會）於民國98年召集國內水

域安全領域學者專家及各救生協

會團體共同研擬制定「救生員授

證管理辦法」，並於99年2月正

式發布公告，隨即於5月審議評

定授證認可團體，體委會委由授

證認可團體辦理救生員檢定測驗

及證照管理事宜。

民國99年公布之「救生員授

證管理辦法」於民國103年修改

為「救生員資格檢定辦法」，內

容包括法令依據、名詞定義、救

生員類別及業務範圍、年齡限

制、犯罪限制、申請資格、收費

標準、檢定科目、證照效期、救

生員工作倫理、廢止資格、申請

授證認可團體事宜等，共有17條

條文。

現行辦法中規範，參加體

育署救生員檢定之應檢人須年滿

18歲，且無傷害或妨害性自主等

犯罪記錄，救生員證照分為游泳

池與開放水域救生員二類，報考

開放水域救生員檢定者，必須先

具備游泳池救生員證，應檢人須

通過學科及術科測驗，成績及格

者授予證照，效期為期三年，期

限屆滿前得參與累計24小時，複

訓合格者，證書效期得以展延。

表1（編註：27頁）為體育署公

告之救生員檢定科目表。

我國救生員檢定現況

自有救生員檢定辦法發布

開始，授證認可團體每年在全國

各地辦理約200至300場次的游泳

池或開放水域救生員檢定，每年

核發的游泳池救生員證約3000多

張，開放水域救生員證則有900

多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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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受體育署委託辦理

救生員檢定的救生團體有九個單

位，這些單位分別是中華民國紅

十字會總會、中華民國水上救生

協會、中華民國海軍水中爆破隊

退伍人員協會、中華民國水中運

動協會、中華民國游泳救生協

會、中華海浪救生總會、中華民

國水域訓練檢定協會、臺灣慧行

志工救生游泳協會，以及中華民

國海上救生協會。這些單位都是

經過體育署審定認可，就救生員

檢定與複訓實施章則及程序、審

甄資格與工作人員分配、場地設

施、器材及設備、推廣水域救生

業務實績、過去辦理救生員檢定

績效及網頁建置情形等項目進行

評定。而且，體育署亦委由臺北

圖1　救生員檢定：長背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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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大學之救生員檢定制度執行

小組（以下簡稱執行小組），執

行辦理「救生員檢定授證制度相

關事務訪視輔導專案」，專案工

作內容包括：籌組執行小組及訪

視輔導委員執行檢定實地訪視、

辦理申請「救生員資格檢定團

體」認可審定說明會、輔導受認

可團體落實約定事項內容、訪視

業務相關會議之規劃、「救生員

授證資訊專網」維護及更新、辦

理救生員檢定授證訪視輔導、受

認可團體審甄人員研習營、辦理

受認可團體觀摩交流研習及隨機

抽測等。為能順利推動與落實救

生員檢定制度，體育署委由執行

小組特別建置「教育部體育署救

生員授證資訊網站」，將法令相

圖2　救生員檢定：CPR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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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定及公告、徵才資訊、救生

員檢定相關資訊、檢定流程與日

程表、救生員及審甄資料庫、影

音宣導等藉由此一資訊平臺將救

生員檢定制度及相關資訊廣為民

眾所知及查詢。

圖3　教育部體育署救生員資訊網站

圖4　救生員檢定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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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與結語

自民國99年實施救生員檢定

制度至今已進入第七年，這段期

間，在救生員檢定科目、檢定評

分標準、檢定流程、訪視機制、

救生員證照管理及審甄增能等各

方面均有所修訂及規範，同時，

為確保各單位執行救生員檢定的

品質，執行小組亦辦理隨機抽

測，以檢視在職救生員之拯溺能

力，故救生員檢定授證情形均有

所改善及明顯進步。但為能讓我

國救生員檢定機制及救生員的能

力素質再為提升精進，提出以下

建議供未來執行之參考：

一、目前有九個單位受體育署委

託辦理救生員檢定授證業

務，相較其他國家，我國

的檢定授證單位過多，檢

定流程與檢測難有一致標

準，故有關救生員檢定授

證業務認可團體審議，及

檢定相關規範，宜再做研

議修訂。

二、現行的救生員檢定科目多為

單一操作，與實際救溺與

時效上有所落差，故在檢

定科目及合格標準上宜參

考國外救生員檢定之做法

修訂。

三、各授證單位之審甄應予以考

核，審甄除應具備體育署

所訂之條件資格外，對於

檢定的執行操作宜有考核

評估機制，以維護保障救

生員檢定之品質。   

四、近幾年所辦理的救生員檢定

多以游泳池救生員占大多

數。以今年為例，統計截

至10月底為止，共辦理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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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救生員檢定，而游泳池

救生員檢定有208場，開放

水域救生員檢定僅有61場，

二者比例懸殊，故未來宜

加強辦理開放水域救生員

檢定場次，以符合市場需

求。

五、宜多辦理救生員檢定訓練等

相關增能研習，以提升國

內救生員之品質，確保泳

客戲水安全，減少溺水事

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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