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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游泳政策回
 文．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游泳能力」是先進國家進步的重要指標之一，除了可增強體魄、自救與救人，並可減少溺水死亡事件

 之發生。臺灣四面環海，水域活動盛行，「游泳能力」在我國更顯重要，我國推動游泳政策，期望拉近國民

 與水的距離、增加泳池營運時間、強調服務品質，進而形塑出游泳的運動風氣，盼望游泳成為每個國民生活

 最基本的技能。

 木期國民體育季刊特別以我國推動游泳政策之回顧與展望為主題，從宏觀面的政策訂定、中觀面的組織

 強化，乃至微觀面的專業人才培育，透過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參與，進而建構優質游泳環境。

 木文在子題上包含範圍極廣，首先介紹「泳起來!專案」之理念、目標及策略，該專案乃基於健康、安

 全與進步三大理念，共分12年3階段進行，核心理念在於普及游泳風氣、強化國民體質，達到人溺己溺、自救

 救人的終極目標。具體策略包括提升學生及軍、警、消防、海巡人員游泳檢測合格率、普及游泳設施、活化

 泳池服務能量、提升游泳教學效果．、，．增進游泳學習樂趣，形塑游泳運動文化、深植民間游泳資源、發展游泳

 教育事業，:以及降低溺水死亡事件等效益。，。邁向千全民享游泳、大家泳起來口之願景。"

 ̂20^0年萬人泳渡日月潭。(圖人中華成泳會提供)

 4□民恆育季刊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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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t ^^^蝨， 國加入國際游泳總會的代表窗口，

 其推動全國游泳運動、辦理優秀選手

 培訓、善用全國的人力和資源，分區

 分組，盡可能在不同的城鎮來舉行比

 賽，而裁判和教練的研習與證照的頒

 發必須嚴謹，進而培育更優質之專業

 人才。人藉由「泳起來:」專案之執行，提升學生的游泳能力。以達降低學生渴豹K事件
 之發生。(圖/打造運動島計畫執行中污提供)

 此外，木文亦從不同群體角度分析

 「泳起來!專案」之成效，以學校系統而言，教育動是最佳水上安全教育，能減少溺斃事件發生並形

 部先後於民國90年至93年推動「提升學生游能力塑愛水風潮，由競技比賽改為全民健身運動，活動

 中程計畫」、96年訂定「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相當多元，著名之活動有泳渡日月潭、全民奧林匹

 興建教學游泳池實施計畫」、97年訂定「教育部克恆春海上長泳、綠島長泳、蘭陽海上長泳、泳渡

 補助推動學校游泳及水域運動實施要點」、98年石門水庫、搶灘料羅灣金門海上長泳、高雄西子灣

 公布「學生游泳能力12俑十畫」，並於99年起以12海上長泳、外木山長泳及日月潭國際萬人泳渡嘉年

 年長期規劃「泳起來!專案」，旨在提升檢測合格華等大型開放水域游泳活動，對於全民水域活動會

 率、改善硬體設施、降低學生溺水死亡率、照顧弱推廣，扮演引領之角色。

 勢學生，並增進學校游泳師資知能等各項目標為;最後，他山之石足以攻錯，當前已有許多運動

 國防部全力配合中央政府推動「泳起來!專案」，強國之政策供我國參考，如日木游泳是基木運動能

 陸續規劃完成「游泳管道訓練」等具體作法，現階力;德國將游泳納入青少年資格考、入大學泳測;

 段採取集中集宿管理，連續10日施訓方式進行;英國訂有「游泳憲章」，挹注資金、確保小學生會

 消防及海巡人員力面，均以提升游泳檢測合格率、游泳;法國設有「人人皆會游泳」行動方案;澳洲

 加強長泳及救生技能，以及增加游泳、救生訓練師人民享有交通安排、游泳門票補助方案等，在習取

 資為目標。藉由不同單位強調游泳之重要要，同時不同國家之優勢，融入我國之「泳起來!專案」執

 並行，定能達到各項指標效益。另外，消防署為落行，透過各部會攜手合作，共同研商，兼顧國人學

 實政策之績效，積極成立「泳起來!專案」輔導委習游泳「可近性」及「公平性」兩大原則，期許國

 員會，輔導地力消防局成立推動小組，已有效降低人從懼水，轉為樂水、親水與愛水，讓「愛水走進

 溺斃率。千家萬戶，民眾樂在戲水」，建構一個優質性的游

 在大型水域活動推廣面向，開放水域游泳活泳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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