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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最根本的理念探討，我國學生游泳與水域運動之推動，係基於

國家海洋政策的導引，此方面從2000年開始有重大的變革。教育部為

配合「海洋國家」政策，在2000年開始規劃推動提升中小學生游泳能

力、養成親水能力與游泳運動習慣之「提升學生游泳能力中程計畫」

（教育部，2000），並於2003年進一步提出「推動學生水域運動方

案」（教育部，2003），開啟校園學生游泳能力與水域運動風氣之推

動。現階段教育部對游泳與水域運動之推動，旨在落實行政院於2006

年公布之「海洋政策白皮書」及教育部於2007年公布之「海洋教育政

策白皮書」政策中所研擬的「海洋教育執行計畫」，並提出「教育部補

助推動學校游泳及水域運動計畫」，致使教育部推動學生水域運動之計

畫得以延續。而自2010年起教育部特配合國家整體「泳起來專案」，

接續推動「提升學生游泳能力檢測合格率及游泳池新改建行動方案」。

由歷年執行的計畫可見教育部積極落實國家政策，對於學生親水能力的

養成及校園水域運動風氣的提升甚為重視。上述政策推動之理念，從早

期以配合海洋國家與海洋教育政策進行游泳與水域運動的規劃，至當前

強調以保障生命權（實施游泳教學）與海洋國家（推動水域運動）進行

推動；亦即政府推動學生游泳教學政策之方向，由以往訓練學生具備游

泳能力，逐漸轉變為強調水域安全、溺水自救或救人的觀念。

校園游泳與水域運動推動的方向業已確認，但在整體推動與成效

上仍存在著問題與改進空間，以下將就推動現況與未來發展進行探討。

現況評析

從政策面的評估可以發現，教育部推動「泳起來專案計畫」政策

說帖中有三項重點（教育部，2010）：一、學生溺水死亡率雖逐年

降低但仍高於先進國家。以每10萬名學生溺水死亡率，我國從2005

年1.6、2006年1.31、2007年1.14、2008年1.24降至2009年

的1.08，仍高於日本的0.6、澳洲的0.5、英國的0.1等國家；二、學

校游泳池數量不足、分布不均、城鄉差距大。以平均每10萬名學生擁

有學校游泳池數量，我國為9.6座，相較法國14座、英國40座及鄰近

日本188座為低；三、游泳教學政策缺乏長期與整體規劃。教育部自

2002年起即陸續推動學生游泳能力中程計畫，惟囿於預算及軟硬體建

設，統計2009年度各級學校應屆畢業生學會游泳（國小15公尺、國

中25公尺及高中以上50公尺）平均僅占42%，比率偏低，並缺乏長

期系統化整體性規劃及管考機制。

另外從實務面發現，過去游泳教學的內容著重在游泳能力的養

成，以及培養水域運動參與興趣，以符合政策推動之目標。但以目前校

園游泳池數量不足的前提下，無法全面落實游泳教學，導致學生學習游

圖1  學生游泳能力檢測標準

資料來源：引自行政院體育委員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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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的人口無法普及，進而影響整體游泳教學成效規劃，以致現行游泳與

自救能力基本指標之訂定標準不及日本及歐美國家（如圖1）。如此前

提，對於現階段政策中之提升學生游泳能力，強化學生水域活動安全知

能與水中自救、救溺，以期降低學生溺水事件的發生，勢將造成推動上

的阻礙。而在校園游泳教學師資方面亦明顯不足，不少校園游泳教學必

須藉助於民間組織協助，才能配合推動現行各項游泳及水域運動政策。

而在水域運動之推動部分，教育部推動策略有系統的從過去補助

區域性具推動水域運動相關資源之大專院校，進行水域運動相關活動推

展方式的「推動學生水域運動方案」，直至現階段鼓勵及開放各級學校

及縣（市）政府自行或整合方式提出申請計畫爭取補助的「教育部補助

推動學校游泳及水域運動計畫」，已促使校園水域運動之推動在均衡各

區域發展、提升運動人口與參與機會、培訓種子教師及塑造水域運動特

色上，具有相當良好成效（如表1）。 

但在當前體育資源緊縮與排擠效應下，致使補助推動水域運動之

經費逐年下降，如何統整資源以落實政策推動與永續經營，是現階段相

當值得深入探討並提出規劃方案。

表1  2008-2010年教育部補助推動學校游泳及水域運動計畫 未來推動策略

現行校園游泳教學以「學生游泳能力121計畫」為主要方針，計

畫之執行策略包含：針對學生溺水事件進行統計與分析，以研擬相關預

防措施；修訂學生游泳能力分級標準，首重自救技能；定期邀集相關單

位召開水域安全會報，以建置水域安全網；製作水域安全教學影片與題

庫，辦理水域安全著色比賽及有獎徵答等校園宣導活動；另配合修訂游

泳教材教法，辦理教師培訓，提升救生相關知能等。由此策略足以明確

顯示校園游泳教學的重點在於提升游泳能力、水域安全知識以及自救、

救溺技能的養成，上述知識與能力彼此之間環環相扣，但在教學執行之

策略上各有其方法及重要性。面對當前提升校園游泳與水域運動參與人

口以及尊重生命權之政策導向，如何更有效地確實養成學生的親水與游

泳能力以確保參與安全及降低溺水事件，可從以下認知及技能層面上予

以強化。

一、提升安全知識

首先，在游泳教學之認知上，必需讓學生深刻認識惡水的可怕，

以增加學生的警覺性。學生親水能力的養成多數皆在游泳池進行，在

人、事、時、地、物皆適當的理想情境下，無法充分讓學生瞭解水的特

性，導致輕忽溺水發生的可能性。現行教育部歸納防溺、救溺的重要觀

念：救溺五步、防溺十招中，「救溺五步」是低風險到高風險的救溺方

式，利用叫、叫、伸、拋、划五個步驟進行救溺工作，明確闡述救溺過

程需先保護自己，第一時間務必大聲求援，利用周圍救生器材，切勿貿

然下水救人；而「防溺十招」旨在闡述從事水域活動時的安全注意事

項，例如：活動場域的合法性與安全性、適當的參與行為、個人身體

狀況評估，以及加強游泳漂浮技巧等，預防溺水事件發生（教育部，

2011）。上述觀念對於學生參與游泳及水域運動時的安全認知，具有

相當大的助益。這些知識必須落實於校園教育之中，除編列為游泳教學

內容之必授課程外，一般校園集會及生活教育亦需時時刻刻灌輸及宣導

給學生瞭解，以確實奠定學生對水域安全的認識。

資料來源：引自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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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水體驗

其次，在游泳技能的養成上，除了基本四式泳姿的教學外，自救

能力的強化將予以重視及落實。深水、激流體驗與著衣游泳在未來游泳

教學課程內應適時予以編列。深水體驗對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的確認具

有指標性的客觀評估標準，學生在無法站立於池底的情境，最能考驗其

親水能力，亦能模擬各種自救情境，讓學生深刻認識水域環境的多樣

性，以及確實對自我游泳能力的瞭解，對未來參與游泳及水域活動時，

不至於高估自我能力而貿然戲水。而激流體驗主要目的亦是讓學生實際

體驗水域環境的多樣與不確定性，藉由戶外體驗能夠讓學生明確瞭解開

放水域的特性與自我能力，亦能模擬各種救生課程，對於防溺與救溺的

知識與能力更能透過實務的操作予以落實。另外，著衣游泳的體驗課將

可讓學生瞭解正確參與水域活動的知識，避免因無知或輕忽適當個人裝

備的重要性而發生溺水意外；著衣游泳亦是救生訓練重要課程之一，可

藉由衣服製作浮具自救救人，因此在進階游泳教學與自救課程中，可適

時讓學生實際操作，以期奠定學生正確從事水域活動及救生的觀念。

三、成立區域游泳教學資源中心

在游泳及水域運動推動的機制上，經過教育部多年來有系統的推

動游泳及水域運動的各項方案後，以及配合大專院校相關水域運動系、

所之設立，已培養不少具指導能力的種子教師與指導員；若能適當規劃

並配合落實大學實施服務教育之政策，現階段之游泳與水域運動的推動

方式應已具備以區域資源整合的方式進行推動（黃仲凌，2010），亦

即成立區域游泳教學資源中心。現行教育部實施的「補助推動學校游泳

及水域運動實施要點」中的計畫目的亦已提出，透過選擇在區域及地理

相關環境合適之學校，整合資源建立區域性水域運動特色；此一概念若

能落實，對於未來學校各項游泳及水域運動之推廣，將扮演著相當重要

的關鍵地位，亦能提升效益及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

結語

因應國家海洋政策的推展，學生游泳能力的提升及水域運動的推

廣，不僅是當前校園體育運動推動的重要政策，而且攸關政府對人民生

命權的保障作為。水域運動的參與首重安全，如何有效的達成提升游泳

能力以及降低溺水事件的發生，必須從游泳教學的過程中予以實踐。

透過上述對校園游泳及水域運動現況的評析以及提出未來推動的

策略，預期將可有效達成現階段「學生游泳能力121計畫」中所設定

的相關指標。藉由落實游泳與水域安全知識的教育，將可有效避免因認

知不足、觀念錯誤及輕忽水域危險性所造成的意外，對於溺水事件的發

生將能有效予以降低。而游泳技能的教學應加強自救能力的養成，藉由

上述多元的體驗學習內容，將能讓學生充分瞭解自我游泳能力的程度以

及水域的特殊危險性，並能提供學生體驗各種水域的游泳情境及實際操

作各項自救與救溺演練的機會，這將有效提升學生真正的親水與游泳能

力，更能加強其對不同水域環境的認識，以提高參與水域活動的警覺

性。而在未來推動的機制上，若能選擇適當的學校建置游泳水域運動教

學資源中心，做系統性的整體規劃，將能使游泳及水域運動的執行更具

各項資源基礎，以有效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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