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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我們的生活與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是在

平靜的水域下，卻隱藏著險惡的暗流，造成每年都有不少人因為溺水而身亡。然

而，這些溺水身亡的背後，同時也代表著一個個家庭的不幸與破碎。為了避免這

些憾事再次發生，有必要從教育端著手改善。故本文針對國小學生在水域安全學

習上所遇到的困境，提出教學上的挑戰及改善方式，期許我國的學生能夠快樂的

出門戲水，平平安安的回家。我們無法永遠陪在孩子身邊，與其教導他們不要靠

近埤塘、溪水與海邊，讓他們增加對水域環境安全的了解，以及增加自救技巧，

才是真正有效降低溺水事件的方法。 

二、水域安全學習的問題 

(一) 游泳自救相關教材較少 

教學游泳時，評分的標準只有規定游泳技能的標準，在自救方面並沒有相關

的規定，因此在教學時，教練的教學只會注重在游泳技巧上。除此之外，自救相

關的教學教材不多，而且資料都較老舊，因此在推廣的效果上較不明顯。 

(二) 教學時間的不足 

有游泳池的學校會透過資源分享的方式，讓無游泳池的學校前往上課，但是

在師生的移動過程中，加上學生對自己的游泳能力不清楚，在分完組別之後，授

課時間被壓縮，再加上需要預留返校的時間，造成教學時間的不足，也影響了學

生的學習成效。 

(三) 自救能力指標不明確 

自救能力在 2009 年「游起來」專案被加入游泳教學，但是學生學習自救能

力的標準並未做到全方面的考量，與實際自救時所需的能力不全然相同，直到

2021 年 9 月 27 日教育部公告了新的修正指標。在這十年以上的時間裡，由於教

學指標的不明確，和自救的教學與學習內容都一成不變，因此學習成效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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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解決之道 

針對上述三項水域安全學習的問題，本文提出以下解決策略。 

(一) 改變自救能力的教學內容與方法 

1. 授課地點移至安全的開放水域 

除了在游泳池的平靜水域下學習自救技巧外，亦可在安全的開放水域下學

習。到真實的環境中，能讓學生了解不同水域的差異，更能實際感受與平靜水域

的不同。在游泳教學中，也能在戶外課程中導入海洋教育，進行深度且多元的學

習。 

2. 帶領學生實際學習如何自救 

每年學校都會宣導水域安全，然而帶領學生實際學習如何自救，對於學生的

幫助更大。在不同水域下，須尋找什麼物品製作浮具及漂浮技巧的要領，這些都

需要實際操演，透過情境模擬，讓學生能夠用身體感受，才能避免在發生意外的

當下不知所措，並且一輩子受用。 

3. 製作新版水域安全宣導影片 

目前網路上的游泳安全宣導影片，大多都是早期製作的，影片畫質及內容都

較為老舊，對於學生的吸引力偏低。若能將宣導影片重新錄製，分為動畫及真人

示範，並針對不同年級的學生製作不同的學習內容，對於學生學習成效將能有所

提升。 

(二) 增加多元化的學習方式 

1. 透過數位學習建立自救基礎 

現今科技越來越進步，可將自救能力製作成可互動的網路遊戲，或是架設數

位學習網站，使學習內容變得生動有趣，並且不會受到游泳池的限制。只要擁有

可以上網的載具，就能進行學習，讓學習資源不因地區受限，並能讓教師們共享

教材。 

2. 各校彈性課程可規劃游泳自救教學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簡稱 108 課綱或新課綱）規定的彈

性課程，強調各校可自行規劃能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且具適性發展之課程，因此，

各校可將游泳自救課程規劃進彈性學習時間，以讓學生有更足夠的時間實際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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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了解水域的特性，和在戶外戲水時應該注意的事項。 

(三) 推行自救能力的學習指標與落實 

1. 大力推動新課綱標準的教學內容 

新的自救標準由教育部於 2021 年 9 月 27 日修正，學習內容與早期的標準有

顯著差異，這個改變對於自救能力有明顯的幫助，同時也需要體育老師及游泳教

練們的推廣，在教學時將自救納入學習的一部分，讓學習不再只著重游泳技巧，

自救能力將是學習的重要一環。 

2. 體育老師及游泳教練進行增能研習 

規定體育老師及游泳教練參加自救的增能研習，學習新的教學方式，除了讓

游泳教練及體育老師了解指標內容，並且能夠協同教學，了解指標後方能設計符

合指標的課程內容給學生。 

3. 定期評鑑學生的學習成效 

除了教學外，透過形成性或總結式評量，可以知道學生的學習狀況，並給予

適性教導和即時修正教學內容。自救能力不是單一技能，而是多方面的知識與技

巧，透過練習與測驗，讓學習變得更加確實。 

五、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身為海島之子，如何與河川、海洋相處，是一輩子的事。我們擁有豐富的水

域資源，可以善用這項優勢，積極推廣游泳及自救能力，與其害怕水、不敢接近，

從小建立對水域的正確觀念，更能減少溺水之相關事件，期待學校及相關單位能

盡早達成，並落實自救能力的教學，同時讓學生們能夠開心的戲水，享受與水同

樂的童年。 

(二) 建議 

為了改善水域安全學習的困境，筆者對於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國民小學、體

育教師與游泳協同教練、非體育專長教師及家長提出幾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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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的建議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規定各校每學期要有固定堂數的游泳課，同時增加游泳

專業教練的名額，並將自救標準納入測驗項目，才能真正落實專業教學。無游泳

池之學校，則要協助尋找可供上課場地的游泳池，不要讓偏遠成為水域安全學習

漠視的原因之一，並補助交通經費給各校，讓學生有交通工具抵達校外泳池上課。 

2. 對國民小學的建議 

國民小學應規定體育老師及協同教練進行增能研習，從中學習最新的自救方

式和了解危險水域的範圍。並建議學校在規劃校訂課程時，能將水域安全納入彈

性學習課程中，以增加學童對水域安全認知的學習時間。 

3. 對體育教師與游泳協同教練的建議 

體育教師與游泳協同教練應在課堂中實際讓學生學習自救、讓學生自製浮具

和用人造波浪的方式模擬開放水域的水流，除了能使自救基礎更扎實，更能避免

學生在溺水時驚慌失措。沒下水的學生，則由體育老師教導自救動作及浮具製作，

即使沒下水，學習也不落後。 

4. 對非體育專長教師的建議 

非體育專長教師在平時教學中，建議可以多蒐集與水域安全相關影片給學生

觀看，適時融入課堂中，透過平日的宣導與提醒，能加深學生辨別不同水域場所

需符合之安全規範，並學會選擇適合戲水的場域進行水上活動。體育教師、游泳

協同教練和非體育專長教師互相合作，才能避免溺水事件再次發生。 

5. 對家長的建議 

建議家長應讓孩子從小對水不要產生恐懼感，從洗澡時陪伴孩子認識水、了

解水是什麼，建立初步對水的信任感，即使不小心嗆到，也應立即給予鼓勵，而

非讓孩子獨自面對水的恐懼感。教學時經常遇見學生在小時候時嗆到水，因而在

日後學習游泳時產生排斥，如果家長能在早期陪伴孩子，讓孩子先愛上水，對孩

子學習游泳上有很大的幫助，也有助於自救能力的發展。針對家長也同時需要擁

有正確的水域安全教育，如溪釣場所、戲水環境的選擇與遇難時的解決方式，都

是需要更進一步的教育，以降低溺水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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