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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與未來建議

教育部學生水域運動發展策略 

前言

臺灣四面環海，相對的民

眾與學童接觸水域的機會也較內

陸國家多，同時擁有豐富的海岸

地形與水域資源，可發展多樣性

水域遊憩活動，具有推動水域運

動之潛力（許旻棋、許富淑，

2007）。而行政院從2001年發布

「海洋白皮書」、2004年「國家

海洋政策綱領」、2007年教育部

公布「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可見海洋教育的重要性（張育

瑞、馬義傑，2009），與發展水

域運動的企圖心。

近 年 來 暑 假 在 墾 丁 或 澎

湖、綠島等水域不乏看到年輕朋

友從事衝浪、浮潛、風浪板等水

域運動，而水域運動之所以受年

輕人喜愛，是因為開放水域豐富

多變，水域運動又多屬於刺激性

與新鮮感較高的活動，因此從事

各項水域運動時，應具備接觸水

域運動之基礎能力，才能提升水

域運動之安全性（許旻棋、許富

淑，2007）。

而暖身活動、水域自救、

救生技能、基礎泳技此四大部分

就是從事各項水域運動時應具備

的基礎技能（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2005），唯有提升學生游泳

與自救能力才能鼓勵更多的學生

參與水域運動，因此教育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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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推動泳起來專案計畫，透

過新整建學校游泳池充實游泳與

自救教學之硬體資源，另補助縣

市游泳與自救教學經費，提高游

泳與自救教學人數與師資，並透

過教育宣導灌輸學生水域安全觀

念，減少溺水意外的發生，多重

管道就是期望提升學生游泳與自

救的能力以提升參與水域運動的

機會。

以下將針對2010年泳起來專

案計畫至今，游泳與水域運動推

動現況與成效進行討論，並提出

後續發展水域運動之建議。

教育部游泳與水域運動推動現

況與成效

一、游泳教學強調自救能力的培

養

教育部首次推動游泳能力

分級標準，將學生的游泳能力結

合海中生物分為十級，級數愈高

代表學生的游泳能力愈佳；另教

育部2001年訂定「提升學生游泳

能力中程計畫」，以國小游完15

公尺，國、高中（職）游完25公

尺（須會換氣）為學生游泳能力

的鑑定標準（教育部，2010）；

2008年修正發布之「普通高級中

學課程綱要」，將高中職的游泳

標準提高至游完50公尺及具備求

生技能等。2009年將學生游泳能

力分級標準修正為「全國中、小

學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基本指

標」，除將原本的10級分級改為

5級外，最大的不同在於將自救

能力納入指標，於游泳教學課程

加強落實自救能力的培養，不再

只是一味的強調學生游泳能力的

提升，以加強學生的水域安全觀

念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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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水域安全宣導降低學生

溺水人數

對應教育部學生游泳政策

的推動軌跡與學生溺水死亡數據

可以發現，教育部從2001年開始

推動游泳教學政策，期望透過

計畫推動提升學生游泳能力，

因此2005～2008年期間，溺水人

數雖有下降，但人數卻仍高達60

餘人，直至2009年教育部「游泳

121」計畫中首次將提升水域安

全納入游泳教學策略，2010年推

動的泳起來專案更是將降低溺水

列為計畫的核心目標之一，學生

溺水人數開始大幅下降，從教育

部的游泳水域安全策略轉變，加

強水域安全宣導，提倡救溺五

步、防溺十招的宣傳策略，對應

2009～2015年學生溺水死亡人數

後發現，學生溺水死亡人數逐年

 
 

圖 1 2005～2015年學生溺水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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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2005～2015年學生溺水死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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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2015年已下降至22人，相

較於先進國家，臺灣對於學生溺

水防治已毫不遜色，可見教育部

游泳水域安全政策已出現一些執

行成效（圖1）。

三、親水體驗池改善游泳池不足

的問題

游泳池是進行游泳與自救

教學所需的硬體設施， 2 0 1 0 -

2012年度教育部共計補助21所學

校新建教學游泳池，雖已略微提

昇游泳池座數，但全臺游泳池比

例仍舊偏低，根據教育部體育署

體育統計年報的資料顯示103學

年度學校游泳池計494座，除以

全臺學校總數之比率為11.58%，

即便不考慮縣市地理環境限制、

交通距離與游泳池規模等問題，

10校共用1座學校游泳池，在游

泳教學課程安排與規劃上，卻有

其執行上之困難，足以顯見游泳

池資源之不足。以縣市區分，各

縣市學校游泳池數量以臺北市

150座最高，佔全國總游泳池數

的30.18％，臺北市學校總數311

校，約2校即有1校有游泳池，可

見游泳池分布不均。

依據20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

算決議，自2013年度起不得新建

游泳池，在學校游泳池資源仍舊

不足且不均之情形下，不得新建

游泳池，游泳池將僅剩冷改溫與

整建維修之補助，透過冷改溫與

整建維修，可提高現有游泳池使

用率，提高游泳池使用月分，稍

解游泳池不足的問題，但游泳池

不均卻無法改善。且如何在有限

的游泳池資源下持續推動游泳與

自救能力教學也將是一大考驗。

四、學生水域運動推廣與補助

教育部於2008年訂定「教育

部體育署補助推動學校游泳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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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運動實施要點」，補助各級

學校辦理水域運動觀摩及研討

（習）、區域性水域體驗推廣活

動等經常門經費外，另補助學校

充實與更新水域運動體驗場地及

設備等資本門經費，鼓勵學校發

展水域運動特色，並推廣學生游

泳與水域運動。補助的水域運動

項目包括風浪板、獨木舟、浮

潛、輕艇、輕艇水球、水肺潛

水、衝浪、溯溪、帆船、西式划

船、水上芭蕾、水球、蹼泳、跳

水及其他新興水域運動。

討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的推廣成效，為

後續推廣水域運動提出以下幾點

討論與建議。

一、推動親水體驗池以改善游泳

池資源不足

為改善游泳池資源不足不

均的問題，教育部於2015年推動

親水體驗池，一個7公尺×3公尺

左右的組裝式且具有簡易過濾功

能的水池，適合偏鄉地區無游泳

池的學生人數較少的學校進行游

泳與自救能力教學，節省拉車到

市區游泳池上游泳課所需的車程

時間與交通費，例如臺東縣綠島

公館國小就利用親水體驗池教導

水域安全技能，待學生學會水域

安全技能後，再到港口等開放水

域進行潛水課程，發展學校水域

運動特色。

二、加強學生開放水域的安全觀

念

學生在從事水域運動時多

在於溪河流、海洋、湖泊等開放

水域，而游泳池及遊樂園區屬於

封閉水域、水流穩定、水深差異

小且外在影響較少（蔡進雄、

曾慶裕，2015）。相較於封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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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溪河流、海洋、湖泊等開放

水域因為地形與水流的變化多，

危險因子也比較多，溪河流的部

分有暗流、漩渦，海洋的部分

則必須注意離岸流等（Ishikawa, 

Komine, Aoki, & Okabe, 2014; Pax-

ton & Collins, 2014），不同類型

的水域特性就應該有不同的安全

知識，因此水域運動課程與宣導

內容中除教導學生各項水域運動

需具備的水域安全知識外，也應

加強溪河流、海洋、湖泊等開放

水域的安全觀念。此外學校應針

對學校鄰近之水域類型加強宣

導，使學生具備各項水域安全知

識並了解水域特性，才能有效提

高學生於開放水域參與水域運動

危險認知能力，以降低參與水域

運動的風險。

三、評估並補助適合發展水域運

動之學校

每年水域運動補助經費需

視教育部體育署經費狀況，採競

爭型的方式，評選後選出優良的

申請計畫予以補助，雖然有助於

各校更加積極研擬具特色的水域

運動爭取經費，但因為經費有限

部分學校無法獲得補助容易造成

水域運動的推廣無法延續，無法

養成學生水域運動的技能與習

慣，建議應該採取更加積極的策

略，例如選定具有發展水域運動

潛力之學校，針對學校整體條件

與需求進行評估後，選擇適合發

展的水域運動項目，持續補助學

校辦理水域運動的體驗或培訓課

程與充實水域運動器材設施等經

費並加強輔導以掌控水域運動推

廣的品質，也更能推動區域學校

水域運動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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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如何讓學生參與水域運動

時可以玩得開心又安心，先決條

件就是必須使學生具備基礎的游

泳技能、完整的水域安全技能與

觀念、在教育部多年的推動下，

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提升，學生

溺水意外減少，後續建議教育部

可修正相關策略，加強水域運動

的推廣，以提高學生參與水域運

動的機會，養成運動的終身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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