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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權益。教育部體育署為保障偏遠地區學生受教權

益，特訂定「補助國民小學購置親水體驗池實施計

畫」，協助無法興建游泳池與學校周邊無適當游泳

池之學校購置親水體驗池，以推動親水體驗之游泳

與水域安全教學，提升學生水域安全知能，並降低

學生溺水死亡人數。

表1為我國各級學校游

泳池設置比率的分析，學校

游泳池明顯不足，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具有游泳池的學校

數平均僅為10.38%，在國民

小學更僅有5.70%的學校具

壹、前言

因立法院通過「泳起來專案」自

民國 102 年起不得新建學校游泳池之

決議，故目前我國在實施游泳教學相

關政策所面臨之困難，為無足夠游泳

池設施以供教學，多數學生即使想學

游泳卻因無場地可以使用而錯失學習

游泳的最佳時機。此外，無游泳池學

校為實施學生游泳及水中自救教學，

需調整原本上課時段與課程，並租交

通車到鄰近之游泳池上課，除繳交門

票、交通費、教練費、保險費等，更

因交通往返佔據太多課程的時間，既

費時又需龐大經費挹注。由於受限於

經費的限制，各校在執行時僅有部分

學生能享有上游泳課之措施，無法全校學生受惠。

又游泳教學屬學校課程，監察院也提出學校不得再

向學生及家長額外收取費用至校外上游泳課，部分

學校因而停辦校外游泳教學，導致嚴重影響學生受

推動偏鄉小校的游泳策略—
建置親水體驗池與巡迴教學
文／張家昌、黃谷臣

項目／學習階段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大專院校 總數

游泳池總數（座） 152 98 159 87 496

有游泳池學校數 150 98 154 65 467

學校總數 2630 732 511 157 4030

游泳池設置比率 5.70% 13.39% 30.14% 41.40% 11.59%

資料來源： 教育部體育署（2018）105學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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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國各級學校游泳池設置比率分析表

南投縣萬豐國小偏鄉親水體驗池活動。（提片提供／黃谷臣 ）



於此二年的試辦基礎，建構出親水體驗池計畫的樣

態，類型可概分為二；第一類為學校具有合適存置

空間，且師資無虞，在設置簡易的淋浴設施後可提

供做為游泳與自救教學者，建議向教育部體育署申

請於校內設置親水體驗池；第二類為學校無合適空

間可存置或師資、水源、電源有困難者，建議可申

請巡迴教學計畫，都可以提供偏鄉學童親水、學習

游泳與自救的機會。

貳、親水體驗池建置計畫

政府為保障偏遠地區學生受教權益，平衡各

區游泳教育資源，建立學童正確戲水觀念，將學習

游泳年齡向下延伸，針對往返校外游泳池交通時間

超過30分鐘以上之學校，提供設置親水體驗池的

申請，專案計畫提供的資源包括親水池池體的建置

（池體與過濾機組）、簡易淋浴間設置、水電費、

師資費用、救生器材及教學輔具等。民國105年計

有4縣市13所學校提出設置，民國106年有6縣市18

有游泳池，若從各縣市學校游泳池的比率分布情形

（教育部體育署，2018）更可看出存有城鄉差距的

現象，因此政策上如何協助無游泳池的學校推動游

泳及自救能力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親水體驗池的

專案所擬策略具有縮短城鄉差距、擴大水上安全教

育的影響面，並讓學生習泳年齡向下延伸等功能。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指出學校是學生接受游泳及自救能力最佳

機構（WHO, 2014），且在無游泳池的學校，可

利用攜帶式游泳池進行學生水中自救教學。有鑑於

此一國際作法，教育部體育署於104年委由國立彰

化師範大學進行試辦，於嘉義縣及台東縣試辦設置

親水體驗池，並於105年以移動式親水體驗池解決

偏鄉資源不足的問題，特挑選南投縣萬豐國小及新

北市三峽區成福國小進行試辦，由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選派具游泳教練資格的學生到兩所學校進行游泳

教學，期許建立正確戲水觀念，讓偏鄉學童重視水

域安全，以減少意外發生率（教育部，2016）。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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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各縣市學校游泳池分布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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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校提出設置，107年共有9縣

市23所學校提出設置，至今總共

有9個縣市32所學校使用親水體驗

池教學。

親 水 體 驗 池 的 建 置 環 境

以閒置教室且容易管理的空間

為宜，目前引進體驗池的規格

為3m*7m*1.3m，空間需求為

5m*9m，較適合國小班級使用，

周邊需有給排水設施及淋浴空間，

申請學校應具設施維護管理及安全

管理計畫，內容含括水質管理、

器材管理維護、救生器材設置及

緊急應變處理機制等。除了體驗池設置學校之學童

學習游泳與自救活動外，亦可提供鄰近無泳池學校

使用，以達到資源共享之效益，各校只需安排好時

段，便能協同處理師資及場地等事宜。

過去幾年學校端提供很棒的經驗分享，例如

嘉義縣新塭國小從幼兒園即開始使用親水體驗池，

隨著水位高度而調整使用年級，將體驗池的功能發

揮至極致，在課程結束後，將含有餘氯的池水用來

清理排水溝渠，也徹底解決了蚊蟲孳生的環境問題

（自由時報，2018）。在校內設置親水體驗池非要

取代現行游泳教學策略，而是提供另一個可以提升

親水能力及培養基礎游泳能力的機會，透過體驗池

設施在學校進行如水中走路、水中閉氣等適應水性

活動及漂浮、仰漂等自救技能，為將來推動游泳教

學時有效降低時間與費用成本。

參、巡迴教學計畫

然而並非所有學校皆能提供適合場地來存置

親水體驗池，為解決偏鄉學校學生習泳之權益及教

學環境資源城鄉差距的問題，自106年起實施巡迴

教學計畫，以移動式親水體驗池結合大專院校服務

隊，進行國內各偏遠國民小學游泳與自救能力巡迴

教學，藉此加強國民小學學童水域安全觀念與自救

能力，避免游泳與戲水意外事件發生。

106-107年共辦理了15場巡迴教學，共計有8隊

民間暨大專服務隊、巡迴10縣市15所偏鄉小學，共

有511位偏鄉學童參與。由大專院校師生或民間游

泳救生專業團體組成服務隊，利用課間或暑假期間

赴偏遠且尚未實施游泳教學或設置親水體驗池學校

之國小實施親水體驗池巡迴教學，照顧更多偏鄉部

落及弱勢學童游泳教學機會。

針對接受服務的學校而言，巡迴教學主要提

供學生多元水域體驗活動外，透過水域安全教育的

實施，培養學生對水域環境警覺性及危機意識，以

建構學生對水域安全與防溺之正確觀念。對提供服

務的大專校院與救生團體而言，參與巡迴教學計畫

是提供現有資源，服務偏鄉以善盡社會責任，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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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與自救能力巡迴教學過程。（圖片提供／黃谷臣 ）



種種做法均期望藉此加強國民小學學童水域安全觀

念與自救能力，避免游泳與戲水意外事件發生。

據體育署（2018）的調查統計顯示，106學年

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尚未執行游泳教學計有885所

學校，其中國民小學佔有421所，可能因地處偏遠

交通不便而難以到校外游泳池進行游泳教學，學校

端可以考量於校內建置親水體驗池或申請巡迴教學

計畫，以解決無法赴校外實施游泳教學問題。未來

在執行面上仍有許多發展的空間，例如發展相關適

合親水體驗池的教材、培訓游泳師資等。期待能有

更多尚未實施游泳教學的學校透過體育署規劃的幾

個配套措施中，挑選適合學校操作的方案，來提供

學生親水及水中自救知能與技能教學，以維護學生

受教權利及降低溺水發生率。

作者張家昌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學系教授、黃

谷臣為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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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人文與社區的社會關懷的機會（中華日報，

2018）。

肆、結語

教育部為持續推動提升學生游泳及水域安全自

救能力，顧及偏鄉學生習泳之權益，解決教學環境

資源之城鄉差距，每年持續編列預算補助各縣市實

施學生游泳教學經費外，近年更以專款補助各偏遠

國民小學購置親水體驗池，以解決學生學習適應水

性與自救技能等問題。同時，派遣教學服務隊前往

無游泳池學校，搭建臨時性親水體驗池，以巡迴教

學方式增加學生學習游泳及親水體驗的機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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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水體驗池池體。（提片提供／黃谷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