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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許瓊云

 壹、前言年，提出打造運動島計畫，並將「泳起來!專案」

 我國近幾年來，為使國人能有接觸水域活動列為重點推展項目，讓各縣市政府提出計畫推動游

 的機會與提升游泳能力，無論是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泳運動及水域相關活動，目的就是要鼓勵全民參與

 (以下簡稱體委會)或教育部在推動學校教育及全游泳運動，進而從事其他水域休閒活動，並培養國

 民運動時，均將游泳、水域活動技能與水上安全教人水域安全觀念及自救救人技能，讓國人能在親

 育列為政策執行重點，主要目的是要讓全國的民眾水、樂水、活水的同時也注重安全。

 與學生。能具備基木的游泳能力。此外，臺灣四面

 環海，河J^^溪水隨處可見，民眾接觸開放水域機會貳、我國水域政策與實施狀況

 頗多，民眾除了擁有游泳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有回顧我國游泳與水域運動之推展政策，教育部

 水域安全自救與救人的能力，以降低在從事游泳運(2009)於民國89年起，陸續推出「提升學生游

 動及水域休閒活動時，溺水意外事件的發生。泳能力中程計畫」; 92年推出「推動學生水域運動

 以教育部於民國99年所公布的游泳相關數據顯方案」^ 94年「確立海洋臺灣的推動體系一推動學

 示，以世界先進國家來看，在游泳設施部分，平均生游泳能力方案」^ 96^97年公布「教育部補助國

 每十萬名學生所能使用的游泳池比例，日木是188民中小學興建教學游泳池實施計畫」及「教育部補

 座、英國是40．5座、法國是14．5座，而臺灣只有9．6助推動學校游泳及水域運動實施要點」; 98年提出

 座。另外，在溺水比例部分，根據WHO (200l )「學生游泳能力12侍十畫」^ 99年配合體委會推動

 的統計，0。14歲兒童每十萬人口溺水死亡率，南韓「泳起來!專案」計畫至今，這11年來，投注許多

 是1．5、日木是0．6、澳洲是0．5、英國是0．1，而我國經費、人力、物力等資源在學校教育方面，除了讓

 則高達1．8 (教育部，2010)。與這些國家相較起學生能有良好的學習游泳技能的環境，同時，也加

 來，溺水死亡率偏高，也因此讓政府高層及相關單強水上安全救生知識的灌輸及其他水域活動的體驗

 位不得不重視此一現象。為使國人及學生在游泳能學習等。以下就教育部所推動的水域相關計畫與概

 力提升，減少戲水意外事件發生，體委會於民國99況做一簡單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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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教育部推動水域活動計舀一費表

 回	推動期程	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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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倡導校園水域運動風氣。

 5功口強國內推動學生水域運動環境之整備。

 6功口強推動學生水域運動之資源整合與行銷

確立海洋臺灣的推

 動G系一推動學生

游泳能力方案

 94^97年  策略:

 1．新整建學校游泳池。

 2．提升游泳池使用績效。

 3．鼓勵民間業者策略聯盟合作提供學生游泳資源

 4．培訓游泳教學指導人才。

 5．檢測學生游泳能力。

 6．成立指導委員會及輔導小組。

教育部補助國民中

小學興建教學游泳

池實施計畫

 96土仁弘  目標:

 1．提高學生自救與游泳知識及技能，將水母漂、十字漂及仰漂

 列為游泳教學優先課程，達到畢業前國小學生能游15公尺，

 國中生能游25公尺，並其有換氣能力。

 2，養成學生親水能力，加強學生水上安全教育與宣導，提升學

 生水上安全認知及自救、救人之技能。

 3．養成學生游泳運動習慣，豐富學生休閒運動內涵。

教育部補助推動學

校游泳及水域運動

實施要點

 97年。  目的:

 1，培養學生游泳能力，並提升水中安全認知及自救能力。

 2．擴展學生水域運動體驗學習機會，養成學生將水域運動列為

 終生運動之選擇。

 3．選擇在區域及地理相關環境合適之學校，整合資源建立區域

 性水域運動特色。

 學生游泳能力121

計圭 。旦

 98土仁仁~  目標:

 1，實施游泳教學校數逐年成長^^96 0

 2．學生溺水死亡人數逐年下降20% 0

 3．學生上游泳課人數逐年成長^^% 0

 策略:

 1．強化水域安全。

 2，增進游泳及自救能力計畫。

 3．提升游泳教學比例計畫。

 16□民儘育季刊



 二三^^上工S 出

 配合「泳起來!專

 案」推動「提升學

生游泳能力檢測合

格率及游泳池新改

 建行動方案」

 99^^^2年  目標:

 1．重視學生生命權與健康權，持續逐年降低學生溺水死亡率。

 2，縮短游泳資源城鄉差距，推動偏遠及中南部地區優先活化、

 改建及新建學校游泳池。

 3．保障弱勢學生學習游泳權益。

 4．嚴格審查縣市政府提出申請及配套措施。

 5．善用民間游泳資源，鼓勵學校與優良民間游泳池經營業者合

 作，保障學生學習游泳機會。

 ▲資料來源:教育部體育司

""~*"""""

 參、「打造運動島」計畫與「泳起來!四、每年新增專業游泳人才1600人、核發救生員

 專案J執行策略證照2000張、培養游泳池專業營運人員50
 。"入~

 有鑑於我國小學生會游泳的不到四成，中南人。

 部很多地力沒有游泳池，而且軍人及警察會游泳的五、學生游泳人數在民國102年達168萬人。

 人也不多，因此馬英九總統在民國98年9月27日宣「泳起來!」專案是由行政院體委會主導，教

 布「泳起來!」專案，讓愛運動的他，希望透過此育部配合辦理。體委會在執行「泳起來!」專案推

 一專案之推動，讓國人都有接觸游泳的機會，能與動期程分為近、中、長程三期，從99年起共推展

 他一樣會游泳、喜愛游泳，甚至把游泳當作終生運12年，每四年為一期。主要目的是擴增全民游泳人

 動。口、強化游泳自救知能、新建及改善游泳池設施、

 全民「泳起來!」專案與單車環島路網及全民建構優質游泳環境、進而提升營運服務品質、形塑

 體適能是體委會打造運動島計畫的三大主軸，歷經游泳運動風潮(林晉榮，2010)。而「泳起來!」

 總統府三次專案會議、體委會、國防部、教育部等第一期程(99^102年)的目標有四，說明如下:

 六次跨部會會議、三十一次小型會議，馬總統終於一、提升學生游泳能力:強化師資培訓、活化教

 在98年12月28日召開的「泳起來! J第三次專案會學課程、落實能力檢測。

 議中，決議通過12年78億元的專案經費，並於99年二、優化泳池設施:改善學校及社區游泳池。

 起實施(馬鈺龍，2009)。「泳起來!」專案主要三、全民享游泳:強化安全檢測、鼓勵多元學

 目標如下:習、形塑親水文化。

 一、提升全民游泳技能。四、軍警泳起來:透過游泳提升軍警體能及戰

 二、降低學生溺水死亡率。技。

 三、提高學生、軍人、警察、消防、海巡等族群「泳起來!」專案在99年的推動是在「打造運

 的游泳檢測合格率。動島之樂活運動島」計畫中執行，由各縣市政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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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活動計畫，由體委會審核並核撥經費，在全國行銷。

 二十五縣市進行全面性推動，執行的活動有游泳學三、運動社團建置輔導專案:成立打造運動島推

 習月、家庭學習日、各縣市校際游泳對抗賽、全國動小組、建置與輔導地力運動杜團、小聯盟

 青少年飆泳賽、「泳起來!軍警消海巡游泳競賽」及大聯盟成立與運作。

 及「泳起來!企業游泳挑戰賽」等，舉辦成果豐四、運動樂活島推廣專案:包括水域活動、單車

 碩，民眾反應熱烈。今(100)年體委會在打造運活動、地力特色、基層紮根運動、原住民運

 動島計畫執行部分，分為四個專案進行，各專案執動樂活推展、身心障礙運動樂活推展六大

 行項目內容分述如下:項。

 一、運動健身激勵專案:製頒運動健身獎章、其中運動樂活島推廣專案的水域活動即「泳

 國民體能檢測人員培訓、申辦國民體能檢起來!」專案，這部分除了延續去年的活動舉辦力

 測站、婦女運動瘦身班、幼兒運動指導式，今年更擴大其範圍，讓全民在去年的推展基礎

 班、銀髮運動指導班、農林漁牧運動推廣之下，能繼續參與今年各縣市所舉辦的各類水域活

 班。動，進而達到提升游泳運動人口、減少水域安全意

 二、運動樂趣快易通專案:擴增運動地圖平臺外事件之發生的目的。「泳起來!」專案的水域活

 功能、建置與維護運動地圖、運動島整體動推展主要分為七個子計畫執行，說明如下:

 表二打造運動島r泳起來! J專案內容一覽表

 :執行項目	執行內容	申請單位	蝴

 門芒i	'一中南部地區優先辦理。2．由縣市政府開設泳訓班，就以上對象實施「補助」及「補救」教學。^3．每期6天，每班以30人，教練與學員比例為1 : 15為原則。每縣市參酌人口數至少辦理6。16場。	縣市政府	30^80萬/每縣市
 家庭學習日	‧saw ?2JBfJj?a4000fl*JB (*HrfJ100-300fl*JB;&E)   '	KrfijBUft	50^90萬/每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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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螂專鱷

 mmmrn	1．配合教育部辦理協同游泳教學教練制度，國中小班級游泳教學除任課老師實施教學外，由具C級以上之游泳教練資格者或其他體育老師協助。2．教練與學員比例為1 : 15為原則。但可視學生能力或特殊情況Can身心障礙)調整。	卜縣巾政府一"	40^50萬/每縣市
 水域自救襯摩與宣導	^2．弓堂JL民眾與學生在「水域安全」及「自救」知能。3．每期一天，不得少於6小時，教練與學員比例為1:15為原則，每期補助1萬，每縣市至少籌辦30。50期。	縣市政府	30^50萬/每縣市至少辦30^50期
 城市青少年飆泳賽	一預賽:活動須在七月底前完成。競賽分為國小、國中、高中組及無泳池與有泳池學校組，以班為單位組隊參賽。	縣市政府	^^^30萬/每縣市
 	"一"""""""-"""決賽:延續去年的舉辦方式，委託全國性體育團體承辦。從地方預賽排序中隨機抽樣一個隊伍參加。	全國性體育團體	250萬元

 軍警消海巡游泳及救生技能大隊接力	mm ? mtbJ5W,mmmwmmwwmmm\\ ? m&#	縣市政府	20^30萬/每縣市
 	『'『一賽中增力口「地方組」，從地方預賽村仁序中隨機抽樣一個隊伍參力口。	全國性體育團體	200萬元
 端午龍舟競賽	配合端午節舉辦，每縣市以辦一場為原則。	縣市政府	^^^30萬/每縣市
 ▲資米4來源:體委會全民運動處^^0年打造運動島計畫(20^^ )

 此外，教育部(2000)在配合體委會「泳2009)。同時，亦優先提供游泳資源給弱勢團體及

 起來!」專案亦推動「提升學生游泳能力檢測合學生，並逐年提升游泳教學及水域活動指導人才之

 格率及游泳池新改建行動力案」。體育司規劃在人數，增進其教學與指導之專業及技能。預計結合

 12年預計補助新建150座游泳池，泳池冷改溫150全國各部會資源整體推動「泳起來!」專案後，至

 座;國小畢業學生能游15公尺，國中畢業學生能民國110年時，全國學生的游泳檢測合格率可從現

 游25公尺，高中畢業學生能游50公尺，學生通過在的42^升高至55^ ;軍人合格率自60%提升至65

 游泳檢測合格率每年提高3% (湯雅雯、薛荷玉，%，警察合格率自40%提高至48%，消防人員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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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自64%增加^1U70%，海巡人員合格率可從78%再升肆、結語

 高至85%，全國學習游泳的學生數從目前的120萬人經過去年打造運動島的推展及經驗，

 增加5U^68萬人。在硬體設施力面，除先活化現有之今(100)年全國22縣市政府均配合繼續推

 游泳池外，也編列8，9億經費在學校、軍警、社區等動執行該項政策，以水域活動部分來看，全

 新建或改建游泳池，屆時全國游泳池數將增至1202座國各縣市政府就提報了116項2015梯次的活

 (鄭亦晨，2009)。動，比起去年的388梯次，舉辦的活動種類

 體委會與教育部在這二年推動「泳起來!」專梯次更多，體委會及各縣市政府所投注的經

 案情形來看，其執行面已擴大至全國各階層。以往都費更為龐大，故「泳起來!專案」確實已是

 是教育部在學校教育體制內在推展游泳及水域運動，在全國做全面性推展。筆者亦有幸擔任「泳

 受惠者僅限於學生與教師居多，推廣層面有限。但自起來!專案」召集人，在進行活動訪視過程

 「泳起來!」專案推出以來，光是推展族群，就有學中，深深體會到各地力舉辦活動的熱忱，承

 生、軍人、警察、消防、海防、弱勢族群等;活動種辦單位之用心，參與情況熱絡。相信在政府

 類涵括游泳教學、家庭親子學習日、水域安全救生教高層的重視與支持，體委會及各基層單位的

 育、協同游泳教學、企業游泳賽、龍舟競賽等，活動積極推動之下，我國游泳人口大幅增加，人

 型態多元且全面，且落實在各縣市各鄉鎮或偏遠地區人都有水域安全的概念，並達到親水、樂

 舉辦，重視所有國民的健康權與運動權，讓以往城鄉水、活水的目標及「全民享游泳、大家泳起

 差距過大、游泳資源分配不均、長期缺乏整體規劃的來」的願景。(作者為臺北市立體育學院教

 現象得以改善，實為此「泳起來!」專案推動策略之授)

 一大變革。

參水考水文水獻

 o^e林晉榮(^ooo )   0 99年打造運動島計畫一泳起來!專案專題評析。99打造運動島計畫總檢討會會議手冊，p．43-46，行政院

 體育委員會。

 ̂?于政院體委會(20^^ )   O 100年^J造運動島計畫。
 ̂懿 ^^ ^ 2^^ ^。錢

 皺教育部G2^0磁鑿;墩育部推動「泳起來專案計畫」鞍策說市驊教育莒硝驚司。，彎、．．為

20

舜

 ，芒窯莒烹乙莒芸為"三于兮琵姦三三囂乏乞三鯊=三黑宦匕芙之器烹七釁襪縷籌洞灣"，贅鑾豔^^鑾辭^:舅爵-簽竺口蠻、&"
 繫蘇馬鈺鵑弘磯轍"i，2電花億全民「泳吐忠筵乙礫合芸蕊，;．鋅"．"。鑾鑾霉懿虜氮，三迂錘呻細灣鑿碑 淺寶雅叟鸞霰曦玉(20%鑾^鑲霸令讓鑾夷霧癱辭．。。磯禽．"．輟瀚饞

變籲攤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