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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根據 2 0 1 4年世界衛

生組織（W o r l d  H e a l t h 

Organization，WHO）全

球溺水報告中指出，溺水在

世界各地已是孩童與年輕族

群的10大死因之一，有過半

數的傷亡人數是發生在25歲

以下。在臺灣，根據2018

年行政院主計總處和教育部

體育署針對國人和學生溺水

死亡人數統計，近10年溺

水平均死亡人數為386人，其中學生溺水平均死亡

人數為39人，佔全國溺水死亡的9.89%（許瓊云，

2019）。再者，從近2年教育部體育署（2017和

2018）學生溺水事件分析中發現，學生發生溺水事

件主要場域是海、溪、河流，且多處偏鄉地區，參

與活動的類型以自行結伴出遊的戲水行為佔多數。

從上述統計資料發現，在溺水事件中，學生是需要

關注的族群，尤其在偏鄉的戶外環境。

過去，臺灣體育主管機關（體育司、體育委員

會及現行的體育署）從2000年起就陸續推動提升

學生游泳能力及校園水域運動發展計畫，也陸續建

置水域安全網、水域安全宣導（防溺10招、救溺5

步、簡易陸上救援等內容）、游泳師資增能及游泳

守望員制度等措施（莊鑫裕，2017），由學校教

育紮根，建構學生基礎游泳能力，積極推動水域運

動，以增進學生對「水」的認識。現在，自108學

年起即將施行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是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

發展的主軸，並將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其中健康

與體育領域已將游泳列入挑戰型體育課程並明訂游

泳能力指標，其教學內容除基礎游泳與自救技能

外，還增列水域安全知能，如：游泳池安全與衛生

常識、戶外戲水安全知識、岸邊救生步驟、安全活

動水域的辨識、水上安全等。此外，海洋教育是融

入各領域課程的重大議題之一，其海洋教育目標應

以發展「親海、愛海、知海」的新運動與新文化，

培養一般國民的海洋通識素養為主軸，實施方式可

藉由海洋飲食、生態旅遊及休閒活動開始進行，讓

文／莊鑫裕、李大麟

強化我國學生水域安全知能之
措施與策略

戶外水域大多暗藏危機。（圖片提供／李大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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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親近海洋、感受海洋（許明欽、李坤崇、羅綸

新，2008）。臺灣教育單位針對學生游泳能力與水

域運動政策經過多年的積極作為，實施游泳教學的

學校比例大幅提升，學生溺水死亡人數逐年下降，

政策施行已見成效。

然而，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06學年度學校體育

統計年報，在正式課程中實施游泳教學的學校數

為2,587校，全國高級中等（含）以下學校總數為

3,836校，實施游泳教學比例為67.44%，但從另一

項體育統計的資料發現，高中職（含）以下有游泳

池學校數為402校，校內設置游泳池的學校比例約

為10.47%，兩項數據分析比較後發現有84.46%實施

游泳教學的學校，無法在校內游泳池進行游泳教學

（莊淑婷，2019），也就是說，臺灣有8成以上學

校是透過校外公私立游泳池或其他場域進行游泳教

學，相對而言，未實施校外游泳教學的學校比例約

為2成，而未實施校外游泳教學與溺水死亡人數的關

係是呈現顯著相關（許瓊云，2019）。再者，依作

者多年擔任體育署游泳教學訪視委員的經驗發現，

未實施校外游泳教學的學校多為偏鄉地區學校，其

原因可能與教學場域、游泳師資、交通、器材設備

不足有關。此外，根據教育部體育署學生溺水事件

分析（2017、2018）發現，學生死亡人數仍有26人

和17人。雖然政策推動已見成效，但尚有部分偏鄉

地區學校和學生仍然面臨溺水的威脅，每一學生溺

水事件的發生，是家庭、社會和經濟的重大損失，

更是海洋國家的一大諷刺，此議題需要被更多關

注。

貳、 水域安全政策現況分析及問題評析

教育部體育署於2000年起透過「提升學生游

泳能力中程計畫」、「確立海洋臺灣的推動體系─

推動學生游泳能力方案」、「泳起來專案之提升學

生游泳能力檢測合格率方案」等措施，推動提升學

生游泳與自救能力。更於2009年首次將「降低學生

溺水人數」列為計畫指標，強調學生應具有長時間

游泳及水中自救的能力，並陸續建置水域安全網、

水域安全宣導（防溺10招、救溺5步、簡易陸上救

援等內容）、游泳師資增能及游泳守望員制度等作

法，期望提升學生水域安全知能。多年下來，政策

依原有基礎進行滾動式調整，因此，就過去執行上

的問題與現在十二年國教的推行提出評析。

一、教學內容偏重游泳技能

學生上課地點不同，師資來源也會有所不

同。從105學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中，高中

職（含）以下校內設置游泳池的學校比例約為

10.47%，也就是說，有近9成學校學生須至校外

學習游泳。在校內實施游泳與自救教學之學校，

水域休閒運動教學。（圖片提供／莊鑫裕） 深水游泳教學。（圖片提供／莊鑫裕）岸上救援教學。（圖片提供／莊鑫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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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領域課綱中，游泳課的教學內容，除明列

基礎游泳技能外，還列入游泳池安全與衛生常

識、戶外戲水安全知識、水中自救方法、岸邊

救生步驟、安全活動水域的辨識、水上安全、

意外落水自救等知能，可是這些水域安全知能

並未列於現行游泳與自救能力的5級分級指標

中。

四、水域安全知能應實施評量

目前為止，體育署雖有辦理校園水域安全

宣導計畫，然學校由於行政作業或課程安排等

考量，常無法落實學生對於水域安全知能的參

與和理解，且迄今尚無水域安全宣導內容的評

量作為。

五、游泳課可融入海洋教育議題

十二年國教是以核心素養做為課程發展的

主軸，並將議題融入各學習領域，其中海洋教

育的學習主題與游泳課教學目標均明確列入游

泳技能和自救能力。因此，學生可透過在游泳

池的學習成果，在開放水域的海洋實踐，更能

強化學生水域安全的知能。

參、強化措施與執行策略

面對過去問題與現在趨勢，重

新審視教學內容、游泳與自救能力

指標，藉以強化現有游泳教學之問

題，提升學生水域安全知能，提出

以下6項強化措施，3項執行策略。

一、強化措施

（一）厚植游泳教學人力資

源

1. 學校游泳教學師資增能

2. 校外游泳教練增能

師資大多由校內教師擔任，校內教師經國家師資

培育機制，在教學上有其專業能力與素養；在校

外公私立游泳池的學校，師資來源多為游泳池聘

用之教練，教練資格皆為民間團體授予丙級（C

級）以上的教練，雖然各團體授證課程內容有

異，但大部分是著重在游泳四式（捷、蛙、仰及

蝶泳）技能的教學。因此，這些教練實施游泳教

學時，就容易以游泳技能學習為主，自救教學為

輔，甚至沒有進行自救教學。

二、交通往返壓縮教學時間

約有2成無游泳池的學校未實施游泳教

學，其中偏鄉地區學校可能是因游泳資源不足

和交通往返問題，實施游泳教學有困難。偏鄉

地區大多無游泳池，距鄰近游泳池也有相當距

離，若要到游泳池實施游泳教學，光交通往返

就大幅壓縮教學時間。

三、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指標需重新檢視

為提升學生游泳能力所制訂的全國學生游

泳與自救能力5級分級基本指標，其內容分為

游泳與自救能力2類，但在十二年國教健康與

體育署辦理水域活動體驗。（圖片提供／李大麟）

國
民
體
育
季
刊 198

期 

本期專題    Focus Topics



Focus Topics
N

a
tio

n
a

l Sp
o

rts Q
u

a
rte

rly   198

49

（二）設置游泳與自救教學中心學校

1. 中心學校提供師資、場地、器材、設備

共享資源

2. 中心學校協助選擇游泳池替代場域或方

案

（三）修訂學生游泳與自救教學指標

1. 增列課綱水域安全知能指標

2. 修訂游泳與自救教學指標

（四）充實游泳與自救教學內容與教法

1. 因應學生年段規劃游泳與自救教學教

法內容

2. 因應課堂節數規劃游泳與自救教學教

法內容

3. 因應低成就學生實施游泳與自救補救

教學

（五）落實游泳與自救能力評量

1. 實施游泳與自救能力多元評量

2. 實施水域安全知能評量

（六）鼓勵游泳課融入其他議題

二、 執行策略

（一）建立全國性教育單位相關會議機制

1. 全國教育局（處）與體健科長會議排

入專案議程

2. 全國各級校長會議排入專案議程

3. 定期舉辦各縣市游泳課程會議

（二）透過多元方式加強宣傳

1. 製作學生水域安全宣導影片

2. 製作學生水域安全宣導行動應用程式

（三）建置危險水域預警機制

1. 因應危機處理設置預警系統

2. 因應危險水域區段設置預警系統

肆、 結語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因身處四面環海的臺灣，

國人宜鼓勵以正確的知識與技能親近水域，因此，

學生時代養成正確的水域安全知能相對重要。

作者莊鑫裕為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副教授、李大

麟為國立清華大學體育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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