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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游泳玟案之坦忘，目標與栗

 文．吳龍山

 壹、前善面環海更甚。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易言

 「游泳能力」是先進國家進步的重要指標之之，水是不可或缺之資源，但也可能造成重大

 一，除了可增強體魄、自救與救人，並可減少溺水傷害，如何趨吉避凶，長久以來是人類不變的

 死亡事件之發生。環觀美、英、澳及日木等國，無生存法則，更凸顯水上安全之重要。

 不重視此項技能之培養。我國因傳統觀念、經濟等三、進步:人人皆會游泳、低溺水死亡人數，乃先

 因素，長久以來游泳運動尚未受到應有之重視(行進國家進步指標之一，故「游泳能力」為健全

 政院體育委員會，2009)。基此，我國游泳政策之國民基本技能。

 理念、目標與策略，近年來參酌各國作法、評析國基此，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lla)希冀「泳

 內現況與面臨問題，規劃自99年起正式啟動「泳起起來!專案」以政策領航，啟動再造，普及游泳風

 來!專案」，以邁向「健康國家、健康城市、健康氣、強化國民體質為核心，讓全民享受學習游泳之

 國民」之願景。樂，並達到人溺己溺、自救救人的終極目標。木文

 易官之，「泳起來!專案」之推動乃看眼於進茲就美、澳、英、日等國相關游泳措施、我國游泳

 步的國家，除了經濟繁榮、人民衣食豐厚外，更重運動現況探討，以及「泳起來!專案」之理念、目

 要的是人民「健康樂活」的生活品質，期使我國游標與策略分項說明，俾進一步架構我國游泳政策未

 泳政策及國民游泳能力，能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來之願景。

 此外，更莫基於三項理念(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2009)   :貳、美澳英日帕關游泳措施

 一、健康:「健康是永恆的課題」，擁有健康就擁近年來，世界各國均十分重視游泳能力的培

 有一切，而游泳係全身性、有氧性運動，學習育，並紛紛提出游泳推動措施與建構檢測標準。例

 過程較不易受到傷害，因此政府應致力推動如:日木游泳是基木運動能力;德國將游泳納入

 「游泳」運動，並讓民眾喜愛此項運動。青少年資格考、入大學泳測;英國訂有「游泳憲

 二、安全:「人」與「水」唇齒相依，尤其臺灣四章」，挹注資金、確保小學生會游泳;法國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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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人L上^．」9O。山^i汽羊斤巧iE云己

 「人人皆會游泳」行動力案;澳洲人民享有交通安為2，000公尺;而學校泳池設施，計有31,780座，

 排、游泳門票補助方案等(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教平均每10萬學生有188座，高出我國455座的近20

 育部、國防部、內政部、海巡署，2009)，使國民倍(如圖^)。相較於我國與日木國、高中及小學

 會游泳的比例維持在高普遍率水準。泳池數量，呈現極端正反三角形比例(如圖2) -

 一、日巫游泳運動措施主要的差異在於:日木小學每10萬學童擁有泳池

 日木將游泳列為最基木的運動能力之一，國小比例為我國的37倍;日木小學泳池數量20,080座，

 階段即採循序漸進方式，由玩水開始接觸，後學習泳池擁有率為87.0% ;而臺灣小學泳池數量僅128

 漂浮，再逐步學會游泳運動。國中階段1、2年級為座，泳池擁有率為4．8% (fiT政院體育委員會等，

 必修課程，三年級為選修課程;軍人的游泳能力檢2009) O

 測標準，自衛隊實施一般泳訓，特戰部隊檢測標準

 扮日本:學校泳池31,780座，平均每10萬學生188座必英國: 3,^00座(公立十學校泳池);平均每10萬學生40．5座

 卜法國: 2,^81座(公立十學校泳池);平均每10萬學生14．5座如中華民國:學校泳池455座，平均每10萬學生9．6座

 3,000座31,780座

 2,081座

 455座

中華民國法國英國日本

二

 ▲圖丁各國學校泳池數量比例圖

 JAPAN R.O．C，

 (^03^,^89座) ^t373^)

 高校64. 5%^(3,^456座^-高中24. 1^(115座)

f?g72.4X(7f653fl[)) fBI    " fgj'17.6X(13pg)

[/JvP877o%(20, 08010) V (lj/jv4.8%(128&)

 ▲圖2我國與日本國、高中及小學泳池數量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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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澳洲游泳運動措施及潛泳25碼之能力(林長銑，2010)。另36^的美

 澳洲推廣習泳措施概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國公立游泳池全年無休;三分之一的學生所就讀的

 段為適應水性，內容包括:安全下水、全身沒入學校擁有游泳池(7T政院體育委員會，20llb)   O

 水中、水中睜眼、水中吐氣、被他人救助時該怎凹、英國游泳運動措施

 麼做、背著浮具漂浮、水中站立、無輔助情況下英國的習泳措施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包含

 在水中步行、安全離開水池等。第二階段為水中培養自信、水中漂浮和搖樁式划水、各種方式水中

 感覺培養，包括:身體滑入水中、由仰浮換成站漂浮練習、出發及入水力式、提高浮力。第二階段

 立姿勢、搖嚕動作練習、自救游泳姿勢、被他人進入游泳檢定證明(只涉及14歲以上青少年游泳

 救助時的游法練習、撿水中物、利用簡易浮具游者)，包含了游泳能力、救生能力、安全游泳能力

 泳。第三階段為熟悉水性，包括:站池邊出發、等3大項目。在英國游泳能力學習中，特別注重水

 採用搖樁式划水練習各種方式前進、救生法練中救生技巧的培養，讓學生知道如何自救、救助溺

 習、利用器具，做牽拉動作、潛泳練習、背著浮水者及學會被他人救助時如何配合救生員的水中拖

 其採用兩種以上游泳式游50公尺。第四階段為較帶。另外，也相當重視搖嚕式划水技巧，此技術對

 高階的游泳、潛泳、救溺、自救技巧，包括:站自救游泳技巧的掌握及自我水中平衡的培養有密切

 立池邊出發、腳向搖檜式划水前進、雙膝收至胸關係(林長銑，2010)。相較於其他歐美國家，英

 前，頭露出水面，用搖檜式划水使身體沿縱軸做國的「游泳憲章」更加強調習泳者自信心的建立，

 旋轉動作、著裝游泳，利用各種游泳方式練習、從初學者心理著手、培養自信心、排除學習游泳心

 利用浮其救助溺水者練習、在深水中潛泳，尋找理障礙，達到游泳教學的目標(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池底物品後撿起來、安全漂浮等(叢寶麗、蔣徐等，2009)   0

 萬' 200^)   O

 三、美國游泳運動措施參、我國游泳運動現況探討

 在美國學習游泳之基礎階段包括:直立漂臺灣四面環海，擁有絕佳地理環境，早期因

 浮、仰浮、搖檜式划水、初步學習仰泳、俯浮、國防限制等因素，未能有效利用現有豐沛之水域資

 原地瞪漂、水母漂、打水划水動作、套上潛水用源，政府相關單位對推展民眾水上休閒活動，相對

 的呼吸管練習呼吸、水中練習呼吸、游泳等。而未積極主動制定相關措施，致游泳能力不足，溺水

 在美國軍人游泳檢測標準中，以美國海軍游泳測率偏高令人憂慮，探討原因如下:

 驗為例，欲成為一位美國海軍，基木必須擁有跳一、泳池設施不足、城鄉分佈不均

 水、不拘泳姿游畢50碼以及維持5分鐘俯仰之三依據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教育部(2009)統

 項能力。若要成為游泳教官，更必須擁有四式計，國內目前尚有1464^鄉鎮沒有泳池設施(中南

 (蛙式、自由式、仰式、蝶式)的專精能力、以部占61%、東部及離島占21^)   ; 2,000人以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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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7至^^^年沸水結果人數統計表

 			97年98年																									
 @															卜													

 月份人數	一'	一	一	一	5	6	一	8	一"	一	11	""一	回		月份	1	2	"""一	一	一	6	「	一	一	一'	11	12	回1
 1哇生	"一	一	一	一""	匕	刃	I 71 |	57	一	41	16	一	422		斥夏	16	了	T	"一	一	"一0	T	一	T	一	百	17	452
 1匡竺	一'	一	"一	二	刁9	51	二一	匕	一	12	三	"一	305		斥三	12	12	T	一	一"	佔	T	一	"一	一	17	16	352
 1匡竺	上	二	上	土	2	3	三	2	二	2	0	匕	28		戶瓦	1	1	T	一	一'	1	T	一"	"""'一	一"	3	2	同1

 I m\	32	卜	59	41	85	仙」@	卜	另	卜	55	41	35	755		卜	卜	卜	心	卜	叫	1叫	114	你	76	38	卜	35	
 																												

 立							屯近一	一							『)""					300肆			一					
 『															""一一"一""													

 月份	T	斤	一3	一4	一5	6	一7 一	一8一	一匕	一叨一	一H一	一氾一	回		月份	一工一	一N一	一卜	4	一5 一	6	一□	一8」	一卜	一巴	一H」	一皿一	回片
 1斥三	19	7	叮	斤	卜	38	T	一刃	卜	卜	一LO一	一吃一			^溺斃	一叫	一叨一	2井		一咄一	臣		L」			「」	二	
 1存三	14	16	叮	T	卜	37	夕	7	卜	19	了	「Q			休三	4	一丁一	10		一羽一	回						一二	
 林店乙	1	0	4	0	0	2	2	5	5	1	@	0			F歹	3	0	1		一4 一	1							

 I m%\	卜	坍	37	38	58	卜	仙	75	卜	卜	@@	m			卜	21	17	35	1	一	卜							271
 二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20^^ )。消防機關執行救溺勤務統計。

 大型學校，有297所學校尚無泳池，且全國學二、全民游泳能力推動之困境

 校有泳池比率，臺北市即占43%，其中15縣市(一)教學人力及素質良莠不齊

 更低至10%，此與先進國家相較落差顯著。而(二)鍛鍊與能力檢測標準不一

 從國內中小學、高中「畢業生」游泳合格率僅(三)課程與教學質量區隔不清

 42%，擴及所有在學學生更低至13%，中南部地(四)泳池維護與經營管理不善

 區，因長期區域發展造成資源分配不均，致學(五)活動與運動參與動機缺乏

 童喪失學習游泳權益等，均是造成我國學童溺(六)數量及區域分布城鄉失衡

 斃死亡率居高不下之成因。根據內政部消防署(七)環境及水質水溫維持不易

 (201l^ ^防機關執行救溺勤務統計，近三年(A)溺水死亡之案件層出不窮

 來國人每年平均溺水人數高達743人次。如表1 (九)水域之安全維護管理困難

 所示。( + )城鄉型態之差異導致風險

第四十卷

第三期



^C^S Ifa   IIIt^^
一口

，、

乙

 TOPlC，夕少-涉旦門口

 三、問題評析師游泳專業知能及提升教師游泳教學熱

 (-)學泳年齡未獲重視、能力未早紮根。情(改善不入泳池態度)。

 (二)游泳教學人力質與量影響學習成果。2．改善與新建游泳池:冷變溫;定期檢

 (三)泳池量不足、分布不均阻學習權利。驗水質及改善相關設施滿足必要需求

 (四)泳池設施不佳、衛生品質尚待改善。(如:增加淋浴、更衣空閒及泳池底部

 (五)法規與資訊，不利泳池經管與維護。距離標示…等);新建泳池。

 (六)城鄉生活型態差異，影響運動選擇。3．教育宣傳:建立游泳教學教材、創新教

 (七^t政首長認知與家長觀念仍須強化。學力法;研訂檢測合格等級標準;推動

 綜上，美、日、英、澳等國，游泳運動皆列為游泳學習月、推動家庭游泳學習日;國

 學校體育課程中最受重視之運動技能之一，除可有際游泳教學論壇等;辦理班際游泳對

 效增進健康體能外，在低運動傷害及大運動量雙重抗賽、全國游泳大隊接力賽(隨機抽

 效果下，游泳成為現代人終身參與之休閒運動項目樣)。

 最佳選擇。而水域活動之安全及維護成為各國重視、4．健全輔導考核機制:強化水域安全通報

 之議題，每年投入大量人力與資源，落實各項水域系統;實施評鑑、輔導與獎懲制度。

 安全保護，使民眾能在安全無虞的環境下，盡情享5．推動游泳教學力案:彈性調整游泳教學

 受水域休閒娛樂。反觀我國在全民游泳能力以及泳課程、實施小班制游泳教學;實施課後

 池設施數量上仍有未逮，長遠而言亦弱化了國民參輔導教學(有泳池學校) ;辦理寒暑假

 與多元水域活動的機會。游泳研習(無泳池學校) ;健全游泳能

 力檢測系統。
""""

 四、泳起來!專案的策略與指膜6．廣納民間資源:建立游泳產業輔導機

 「泳起來!專案」之願景在於「全民享游泳、制、推動游泳教室(教練)認證制度、

 大家泳起來」。透過相關法規制度、專業人力培發行學生游泳教育券、鼓勵民間參與游

 育、以及結合民間力量等，改善全國游泳環境、提泳教育、評估游泳教室學習效果。

 升全民游泳能力，並推動新、整建游泳池工程等，7．強化泳池營運功能:調查泳池營運現

 俾加強學生、警消、各軍種、海巡人員游泳能力之況、培訓泳池經營人才。

 提升，達成「健康樂活」生活之願景。具體執行策(二)中程策略

 略與指標，簡述如下^ 1．游泳列為重要政務、納入重大教育政

 一、執行策略策。

 (一)近程策略2．首長、校長及國軍將領，其游泳能力。

 1．整合人力資源:增進班級導師、體育教3．定期調查與鼓勵全民學泳意願。

 10曰民品育季刊冬品拮尉



 上三A^^^Ld4^上匕，;二日丕激叨特扛H匕刮

 4．研究學校泳池以校務基金運作自給自足。6．游泳融入城鄉活動，豐富民眾生活

 5．建置游泳網路平臺，加強資訊服務。內容。

 6．建置游泳能力評估及促進系統。7，職場泳池普及化，職工定期參與游

 7．完善游泳專業人力養成制度。泳學習。

 8，強化軍中、警校訓練機構游泳設施。8．形塑游泳文化，營造游泳風潮，創

 9．制定水域輔導與獎懲相關規範。造附加價值(健康、減重、心理、

 10．學泳城市排行榜調查。人際關係、人格發展…等)。

 川．軍、警消、海巡游泳能力調查。二、專案指幅

 12．新建低耗能泳池，降低營運成木。98年12月29日，總統召開第3次「泳起

 (三)長程策略來!專案」會議，指示分期分年推動(行政院

 1．均衡城鄉泳池設施，方便民眾學泳。體育委員會等，2009)。此專案主要目標在於

 2．分區配置適當比例泳池，人人樂於學泳。營造優質游泳環境、提升全民游泳能力，以及

 3．建立泳池營運管理成木效益評估系統。形塑親水樂活文化。具體近、中、長程目標分

 4．制定輔導及獎勵民間泳池業者措施。成紮根期(99年-102年)、成長期(103年-106

 5．研發精良輔助器材，增強參與意願。年)、以及永續期( 107年-112年)。

 紮根期99-102--;成長期103-106;:銷鑲麒:姐貼另舛

提升全民游泳能力形塑親水樂活文化

 、^

提升呈水力市 互鸞化簍墮簍雙實蠶-4，培育彎質人力資源1．全面提升游泳能力
 "、'2．加強學生能念測2啦區連結多元活動

 3，強化自救知能教學3強化囂鑿體能戰技
 4．提升泳池營運效能4"全冤癬三能男調杳3．形塑親水樂活文化 ，，。冰﹄一

 5．新建改善泳池設施5．游泳辯力評估系統4．鼠雙責與亨業升值
^^^^^^gR 6，優質環境服務升級"6推廣叔申安全教育-5．均衡設施水續發展

 70活化游泳教材教法-;"。

 泳起來!專案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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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匕自市資巴吝哥^^:．…+:.遣葬裝韶蔑烹義輩獸瞎

 顯轟蠶，刊﹂煞譁叫…，璃"，":;::"-
 落實肯皂力檢j具^^^^*L^:鑒走粟葦書蠶雞掣"學

^"^""""""""^@@^"@@""""^^"

 。一------一、．-----，-．--．-．--------一-----一

 ""'寸改圭學校泳池50座
 ，，學校游泳池畫"．^P   2滿霆學校鯊箔50座

 ""-，．．，--．，，^，一--口斗-闔砍學採泳池催赴陣甩率-

 。""""逆竺L』"。;:;;:::，，
 @@-一^^";3．強丫﹂泳池營運管理效能

 型塑親水丕出王釘．十寸．加強全民游泳教育及安全推廣
 @@--^一一．．．2．鼓勵辦理各類親水樂活活動

 掛坡全檢測計J-^ ^:豔要駕漾體窒蔑雇饑辭"

 熬勵多空學郵。-．^\三籮籠豔觀蠶釀

 伍、其體作法及效益

 一、具體作法

 臺灣地形特殊，河」^^水流湍急多變，導致夏季溺水事件頻傳，唯有積極輔導興建游泳池，才能提供良好

 且安全之水上運動場所，滿足國人對游泳運動之需求。泳起來!專案之推動策略具體作法及長程效益，如下

 軍警體能戰瞬…+，:.離龔萬豔品簾古窮罰蟲榔

 泳起來!專案其體作法架帷回

 二、長帷效益

指標效益

 提升檢測合格學生80%、軍人85%、馨察80%、消防90%、海巡95%

 建構優質環境全國淦水泳池比例降至20%、學校冷水泳池比例降為^^%

 普及泳池設施學校泳池605座、國中小泳池比例提升至^^%

 活化服務能量游泳池服務承載量每年總人數1，200萬人

提升教學效果增進游泳學習樂趣

辦理宣導活動形塑游泳運動文化

建立安全環境降低溺水死亡事件

深植民間資源發展游泳教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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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睦、結語咸信專案之推動將有助於兒童、學生、軍、警

 我國游泳政策之發展，經參酌國外游泳措消、海巡人員及民眾有更多親水與樂水的機會，進

 施、評析國內環境，自99年規劃而推動「泳一步讓水域活動成為休閒生活的選項。誠然，我國

 起來!專案」。從宏觀面的政策訂定、乃至因傳統觀念、經濟等因素，長久以來游泳運動一直

 中觀面的組織強化、再到微觀面的專業人才末受到應有之重視，因此從懼水，轉為樂水、親水

 培育、泳池改善及與建，希冀透過政府與民與愛水將是一希望工程，如何讓游泳運動走進千家

 間的共同參與，達到提升學生及軍、警消、萬戶，讓國人樂在戲水，享受把汗水趕出體外的舒

 海巡人員游泳檢測合格率、建構優質游泳環暢，除須落實「泳起來!專案」各項策略與指標、

 境、普及游泳設施、活化泳池服務能量、增發揮各階段之效益，更需要學校、機關、企業及

 加游泳教學效果、深植民間游泳資源、形塑團體共同努力，才能讓我國游泳政策邁向永續發展

 游泳運動文化，進而降低國人溺水死亡事之願景。(作者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全民運動處處

 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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