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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3 世界防溺大會由國際救生總會（International Life Saving Federation）主辦，澳

洲皇家水上救生協會（Royal Life Saving Australia）為共同主辦單位，世界衛生組織

（WHO）為共同贊助單位，並獲得彭博慈善的贊助資源，本屆有來自 51 個國家、超

過 450 名防溺、救生和水域安全領域人士參加，主議程 3 日共舉行 12 場次研討會，

討論議題涵括全球和區域防溺政策、游泳教學、氣候變遷、災難預防、海岸管理、救

生員與救生器材、兒童防溺、流行病學及水域休憩管理等，議題可謂相當多元。 

本署歷年積極推動學生水域活動安全教育及減少學生溺水人數，近年除建立學生

溺水通報機制外，更委託專家學者開發防溺課程模組、推廣親水體驗池、補助縣市政

府辦理游泳教學課程及開放水域體驗活動，以多元方式深化學生水域安全宣導。我國

每年皆有學者參與世界防溺大會，參與國際學術及專業社群討論，有助游泳教學及水

域安全專案執行。2023 年共有 6 名學者、2 名研究生、1 名專案助理及 1 名本署行政

人員參加世界防溺大會，除進行口頭及海報發表外，亦與其他國家政府官員、學者、

民間組織及業者進行交流，瞭解及比較各國執行經驗，對學術發展及政策執行皆有所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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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與目的 

一、 臺灣是個海島國家，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為打造成為一個生態、安全、

繁榮的優質海洋國家，政府於 107 年成立海洋委員會，作為海洋政策的統

合機關；108 年公布《海洋基本法》，提出海洋事務政策方向並明定每年 6

月 8 日為國家海洋日；109 年發布《國家海洋政策白皮書》，作為政府海洋

施政藍圖，並推出「向海致敬」政策，以「開放、透明、服務、教育及責

任」為主軸，推動「淨海（清淨海洋）、知海（知道海洋）、近海（親近海

洋）及進海（進入海洋）」4 大內涵工作，鼓勵人民親近海洋、向海學習。 

二、 配合向海致敬政策，教育部體育署主責「教育」面向，鼓勵學校安排活動，

讓孩子從小慢慢地接近海，做好準備自己負責、自主管理。全國水域以朝

向開放為原則，依據風險評估決定開放程度並對外明確公告，不再是樹立

警告標示一律禁止，同時鼓勵國人了解落實自主管理、責任承擔的精神。

推動向海致敬政策的同時，「防溺」也是重要的配套工作。 

三、 教育部體育署推動學生防溺政策，主要工作內容有防溺教育宣導、推動游

泳教學、改善游泳教學環境、推廣開放水域活動及建立救生員證書制度等。

執行成效關鍵指標之一為學生溺水率，近 10 年（113 至 112 年度）學生

溺水死亡人數分別為為 33 例、32 例、22 例、26 例、17 例、19 例、21 例、

16 例、19 例及 16 例，整體呈現下降趨勢。另一個關鍵指標是游泳教學實

施率，111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正式課程有實施游泳教學比率為 65.46％，

已逐漸走出疫情影響逐步正常化，惟各縣市因幅員大小、教學資源等因素，

仍存在相當大的歧異性 

四、 2023 年世界防溺大會有來自 51 個國家、超過 450 名防溺、救生和水域安

全領域人士參加，研討會議程涵括廣泛，更有許多機會探討區域及環境差

異下的防溺實務、藉由跨國、跨領域討論交換意見，作為各國執行防溺措

施之參考依據。此外，本屆大會參與者來自政府機關、民間組織、學術單

位及商業團體，瞭解來自不同領域推動防溺工作的動機、方法及限制，可

打破本位思考模式，有助以多元面向促成降低溺水率的政策目的。 

五、 本次出國計畫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 借鏡防溺發展較為完善之國家，檢討我國現行作法，發展適合我國



 

 4

之防溺制度框架。 

（二） 瞭解各國推動防溺工作現況及困難，反思我國是否亦遭遇類似困境，

作為政策執行檢討依據。 

（三） 瞭解各國防溺相關學術研究趨勢，作為爾後政府機關與學術單位合

作之參考模式。 

（四） 與各國各領域推動防溺工作實務人士交流，建立未來進一步參訪及

經驗交流可行管道。 

 

貳、 過程 

一、 主要參加人員 

服務單位／職稱 性別 姓名 備註 

國立台灣大學／教授 男 康正男 執行學生水域

安全鑽石計畫 台北市立大學／教授 女 許瓊云 

台北市立大學／教授 男 陳伯儀 

國立屏東大學／教授 男 巫昌陽 

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副秘書長 女 莊淑婷 

淡江大學 男 黃谷臣 蒐集救生員制

度相關資料 

教育部體育署 (學校體育組)／科長 男 王力恆  

二、 參加會議行程 

日期 地點 行程內容 

12/2-12/4 澳洲伯斯 本屆世界防溺大會正式會議開始前，另有

防溺政策工作防、伯斯當地水域安全設施

參訪等行程，部分參與學者自費報名參加 

12/4（一） 桃園→澳洲伯斯 本署人員搭乘華航班機，自澳洲布里斯本

轉機，於 4 日下午抵達會議舉辦地點澳洲

伯斯 

12/5（二） 澳洲伯斯 正式會議第一日 

1. 海報發表 

2. 開幕典禮 

3. 全體會議：全球防溺策略與地方行動

倡儀 

4. 分組專題研討會共 15 場 

5. 全體會議：未來防溺策略-平等、救溺

與游泳教學 

6. 歡迎招待會 

12/5（三） 澳洲伯斯 正式會議第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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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報發表 

2. 全體會議：未來防溺策略-移民、氣候

變遷、災難與非洲議題 

3. 分組專題研討會共 24 場 

4. 晚宴（需額外付費報名） 

12/5（四） 澳洲伯斯 正式會議第三日 

1. 海報發表 

2. 分組研討會共 10 場 

3. 全體會議：以「零」為目標 

4. 閉幕典禮 

12/（六） 澳洲伯斯→桃園 本署人員搭乘華航班機，於雪梨轉機返回

桃園機場。 

三、 參加會議過程 

本次出席會議與教育部體育署辦理「112 年水域安全鑽石計畫」之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或相關計畫大專院校教師隨同，並參與口頭及海報發表。參與成員協

助本署執行學生水域安全宣導與資訊蒐集分析、各級學校游泳課程推動、各級學

校游泳池整建維修及親水體驗池推廣等相關工作，皆與本次大會討論議題有所關

聯。另高雄科技大學亦有兩名研究生自費報名，參與海報發表分享我國開放水域

體驗活動推廣現況。本次會議各成員依其職責及工作任務蒐集相關資訊，做為我

國未來推動水域安全及游泳教學相關計畫之助力。 

本屆大會主辦地點為伯斯會展中心，該中心由西澳省政府出資開發，2004 年

開始營運，佔地 1,600 平方公尺，包含 2,500 席座位的主會議聽、6 個獨立展覽空

間及 23 間會議室，最多可容納 5,000 人參加的大型活動。活動租用主會議廳、展

覽迴廊和 7 間會議室。本屆大會由澳洲皇家救生協會（RLSS）和海浪救生協會

（SLSA）共同承辦，澳洲旅遊部、伯斯商展公司（Business Event Perth）和彭博慈

善提供贊助資源，結合產、官、學界資源，經歷 10 個月的籌備期完成。 

(一) 第一日會議 

1. 海報發表： 

本階段共有38件海報發表論文，康正男／Huang Po-Hao共同發表「推

動水域安全大眾關注及行銷策略」（Improve public awareness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for water safety），內容為112年我國配合世界防溺日辦理水域

安全嘉年華及水域安全記者會成果，以及運用通訊軟體LINE 推播水域

安全知識及beacon技術提醒接近危險水域成效。研究結論提及，水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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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推廣對象以年輕族群為主，使用短影音有容易吸引注意、易散播等特

點，對於向年輕族群推廣水域安全有正面助益。 

海報發表安排在開幕典禮前的8：00-8：30間，第一日交流情形不算

熱絡。 

2. 開幕典禮： 

大會安排在地原住民特色音樂表演開場後，輪流由國際救生總會

Graham Ford主席及西澳大利亞省教育、原住民事務及多元文化事務部

長Hon Dr Tony Buti部長致歡迎詞。Buti部長除了提到該省政府對於本次

大會舉辦的協助以外，也分享西澳教育系統推動防溺工作現況，以及在

地情境所面臨的挑戰。其中原住民議題是該省努力的重點。 

3. 全體會議：全球防溺策略與地方行動倡儀 

第 一 段 主 題 演 講 ， 邀 請 WHO 健 康 與 社 會 決 定 因 素 部 門 David 

Meddings博士，內容主要報告WHO的防溺工作成果。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的Joanne Vincenten短講演說，提到降低兒童溺水率，安全的

場域、安全的遊程安排及安全的救援技巧三者缺一不可，她在演說中強

調許多人輕忽環境的重要性，即便是儲水罐都可能造成兒童溺斃 在不

同國家的環境中，卻不一定會受到重視，值得透過跨國經驗交流和民間

資源協助，改善這個問題。 

下個階段進行防溺策略的跨國交流討論，接續邀請來自WHO歐洲

分部的Jonathon Passmore、巴林救生協會的Ebrahium Al Khalifa、烏干達

學者Frederick Oporia、美國疾管署Tessa Clemens、泛美健康協會的Catarina 

Queiroga、孟加拉傷害預防研究中心的Aminur Rahman以及泰國疾管署的

Suchada Gerdmongkolgan，分享該國防溺策略和挑戰，記述重點如下： 

(1) WHO歐洲分部Jonathon Passmore引用歐盟數據指出5-14歲青少年

和少年致死原因，溺水死亡為排名第三，移民及酒精濫用是二

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酒精濫用或許可透過社會協助機制改善，移

民則涉及複雜的國際議題，短期內不易達到成效。 

(2) 巴林救生協會Ebrahium Al Khalifa分享該國救生員培訓制度分為

「泳池推廣」、「初階海灘救生員」、「志願救生員」及「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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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員」四階段，並與醫療、國防、社福等機制相互合作。 

(3) 烏干達學者Frederick Oporia分享該國2023年所擬定的五年防溺

策略計畫，羅列中央及地方政府、教育、水上運輸、民間組織、

社區、財務、水域環境、漁業、觀光、警政及軍方等多方面的工

作內容。 

(4) 美國疾管署代表Tessa Clemens分享美國的水域安全行動方案

（2023-2032），該計畫是從社區、地方政府到州層級的合作方

案，內容涵括實證研究和具體方案，並提出「防陷落防觸電

（BEE）」、「數據監控（DS）」、「救生衣與漂浮物（LJ）」、

「救援（Res CPR）」、「救生員與戒護（LG SUP）」及「水域

與游泳能力（WS WC）」六個關鍵領域，希望能全面提升美國

的水域環境安全。 

(5) 泰國公衛部門代表Suchada Gerdmongkolgan分享該國2006-2024年

間防溺政策的演變與成果，2006年防溺工作成為民眾關注議題，

隔年成立兒童防溺委員會，開始推行防溺計畫及導入教育資源；

2011年開始從立法規範著手防制，2018年由國家訂定20年行動方

案，並開始利用科技術新和數位學習資源。經過多年的努力，

泰國兒童溺斃數從2006年的1,482例降到2022年的666例，未來希

望藉由國家及聯合國的計畫支援，建構在地化的支援網路，2037

年以低於250例為目標。Gerdmongkolgan的演講中有分享該國鄉

村地區使用親水體驗池的經驗，會後本署人員主動進行進一步

交流，她提到泰國鄉村游泳資源嚴重不足，游泳池建置率甚至

不及百分之一，但卻有許多危險的開放水域，利用親水體驗池

教導自救技巧，是適合該國情境的可行方案。 

本場次的第三階段，邀請4位澳洲當地學者或民間團體代表分享澳

洲及西澳地區的防溺工作現況，討論重點著重於海岸防溺與巡守。澳洲

有相當長的海岸線，加上戶外活動風氣盛行，是防溺的重點與挑戰，該

國主要救生團體為皇家救生協會及海浪救生協會，皆有設立救生站及

成熟的救生員培訓計畫，協助政府辦理防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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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午分組專題研討會： 

本時段共有8場分組研討會同時進行，本署人員參加「政策：國家協

力」場次，共有6位口頭發表者，以依序報告、統一問答的方式進行，

後續場次亦同。節錄本場次重點如下： 

(1)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Stephen Beerman等人發表加拿大防溺

計畫及其六年初期成果。加拿大2016年啟動防溺協作計畫，試圖

結合學者、政府、NGO、公民社會、產業、媒體、醫護和海巡、

保險業等資源，聚焦議題有1-4歲幼童防溺、偏遠／極寒地區防

溺、酒精濫用和原住民議題等，研究者強調統合過程中，政府

仍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2) 越南勞動及社會事務部Hoa Vu Thi Kim等人共同發表越南跨部

會合作推動兒童防溺經驗。越南2021年通過兒童保護十年計畫，

由勞動及社會事務部主政，健康部負責數據分析、教育部負責

教材研擬與執行、農業與鄉村發展部負責天災防治、公共安全

部負責水上運輸安全。講者強調彈性的合作機制、共享的價值

觀、基於事實的倡議行動及長期政策規劃，是執行成敗的關鍵。 

(3) 新加坡運動部的Delphine Fong報告該國水域安全的多元取向，新

加坡位處亞熱帶，游泳運動競技成績及人口近年成長快速，2023

年新加坡擁有25座公立游泳池和1500座私營游泳池，該國政府

與主要參與者（場館經營者、民間組織等）合作維護水域安全，

主要措施有建立標準化規範（游泳及開放水域設施標準）、人員

訓練、運用創新科技及建立獎賞機制等。政府除了投資游泳運

動推廣，也扮演整合資源的角色。發表結束後，本署人員與Fong

進一步交流，詢問新加坡的體育制度和投入現況。Sport Singapore

是隸屬於新加坡文化、通訊與青年部的組織，其營運和經費皆

來自官方，總部所在大樓與新加坡奧會和重要單項協會共同營

運。Fong表示近年新加坡政府投注相當多資源推廣全民運動，

台灣制度有部分相似之處，值得進一步參訪交流。 

(4) 有兩位講者分享挪威的防溺經驗，皆不約而同提到挪威水上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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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協會發揮重要的影響力。2007年該會受挪威教育部之邀，協助

編寫游泳及自救教材，內容包含安全行為、游泳教學、風險評

估及救生，並建議游泳和自救教學應該在戶外進行。該建言於

2020年得到實現，挪威體育課程正式納入戶外進行的游泳和自

救知識與技巧。 

(5) 尼泊爾學者Bhagabati Sedain分享推動防溺的機會和挑戰，和前面

發表的已開發國家相較，該國甚至缺乏全國性的防溺計畫和可

靠的統計數據，只能推估每年溺斃人數約1500例。講者建議的可

行方案，是引進國際組織的力量，和地方政府或團體合作，推

動防溺工作。 

5. 下午分組專題研討會： 

本時段共有7場分組研討會同時進行，本署人員參加「游泳教學」場

次，共有6位口頭發表者，節錄本場次重點如下： 

(1)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學者William Ramos發布對於1至3歲兒童進行

自主游泳能力教學（即不藉助大人和浮具）的成果，並與大人

陪同的游泳課程進行分析比較。 

(2) 澳洲皇家救生協會Penny Larsen介紹澳洲1999年開始發展的國家

游泳教學與水域安全綱要，其內容包含知識-理解、技術-能力及

態度-行為三大要素，並區分為基礎、進階及應用三階段，已涵

蓋全學齡的游泳教學。由各民間團體組成的澳洲水安委員會

（Australia Water Safety Council）建議6歲、12歲和17歲訂定檢核

點，掌握學生水安知識與能力。 

(3) 德國救生協會的Christoph Freudenhammer發表該國數據分析及跨

組織合作推動游泳教學的情形。德國也有發展完整的游泳教學

架構，但學生的基本游泳能力呈現下降情形，可能的原因是大

眾關注度低，以及課程教太快等因素。 

(4) 愛爾蘭水域安全協會（WSI）的Brendan Mc Grath分享該國推動水

安教育的情形，其計畫是以全民為對象，並與游泳競技區隔。 

(5) Vandana Shah分享世界衛生組織協助越南公立學校推動防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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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以「長期計畫」、「統一教材」的方式，與越南教育部合

作施行。 

(6) 葡萄牙學者Susana Soares發表該國水安素養及教學評量工具的

發展，講者強調若無合理可行的教學工具，素養導向教學成果

將大打折扣。目前發展的方向是產出大量情境測驗、互動課程

和影音課程等，協助游泳教學執行。 

6. 全體會議：未來防溺策略-平等、救溺與游泳教學。 

本場次分三階段進行，主題分別為平等、救溺和教學，並非採主題

式發表，而是直接以綜合座談的方式進行。 

(1) 有關平等議題，邀請來自美國、紐西蘭和孟加拉的講者，討論

聚焦在如何提升發展中國家或弱勢族群（如歐美國家的原住民、

非裔人士等）的防溺成果。以美國為例，64％的黑人學生不會游

泳，西班牙裔學生溺水率是白人三倍，原住民的比率則更高。

來自歐美國家的講者認為賦權（empowerment）是有效的協助方

式，但不一定能獲得發展中國家人士的認同。 

(2) 有關救援議題，邀請澳洲和日本救生協會人士分享經驗，討論

時仍然圍繞在「如何促進平等」的概念上，例如從事救生員的

性別比例、救生器材完善度的城鄉差距等。會談中也提到流行

的人工智慧議題，共識是人工智慧無法取代傳統救生員。 

(3) 有關教學議題，邀請越南、澳洲和美國的講者交流。各國救生

協會皆有發展游泳和救生教材制度，但游泳設施設備的差異，

仍然大大影響游泳教育推行成效。 

7. 歡迎招待會： 

第一日議程結束後，於展場室外空間舉行歡迎酒會，提供簡單酒水

讓與會人員自由交流。過程中認識澳洲泳池業者McGrath先生，他的公

司在伯斯經營私人泳池營建工作，當地居民擁有私人庭院比率高，許多

人會在家裡建置私人游泳池，McGrath即協助申請執照及建築工作。本

次隨行的台灣體育運動管理學會人員，亦協助本署辦理學校游泳池整

建計畫審查，未來應會有進一步聯繫交流，瞭解和比較國外泳池建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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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技術與經驗。另外也認識來自馬來西亞、目前在西澳省環境部門工作

的Jared Chong先生，他就職的部門負責轄內泳池（和所有蓄水設施）的

登記管理工作，該省2023年底剛修正相關要求規範。Chong提到西澳目

前有開發商進行大規模水上樂園計畫，建置室內衝浪場館，他正在研擬

及協調開發計畫的池體管理事宜。 

(二) 第二日會議 

1. 海報發表： 

本階段共有41件海報發表論文，台北市立大學許瓊云教授和陳伯儀

教授共同發表「國家防溺政策的整合行銷傳播策略」（Let’s launch a 

campaign: Initiating a national drowning prevention policy with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strategy），提到我國近十年推動防溺有所成果，

卻亦遭遇瓶頸，進一步推動防溺資訊中心計畫（即「Make a W. I. S. H., 

Water Information & Safety Hub」，執行內容包含「數據評估」（measurement）：

以實際數據評估政策推動；「倡儀」（advocacy）：2019年開始辦理的

水安嘉年華及影音宣導，試圖觸及所有目標族群；「知識」（knowledge）：

開發水域安全教材；「教育」（education）：建置數位學習平台。研究

者認為，政府推動上述工作，確實有助於降低學生溺水率。 

2. 全體會議：未來防溺策略-移民、氣候變遷、災難與非洲議題： 

第一段邀請海浪救生協會John Baker主席進行主題演講。澳洲海岸

線長、衝浪運動盛行，隨之而來的人員傷亡也較多。講者以國際組織的

共同責任為出發點，主責澳洲的海岸救援工作。澳洲衝浪協會有超過19

萬名會員、314個衝浪俱樂部，救授人力以志工為主，每年執行超過1萬

次的救援任務。澳洲海浪救生協會對致力於國際推廣工作，特別是協助

亞洲、大洋洲國家的救援人力培訓。 

第二階段主題是氣候變遷與災害救援，講者一為澳洲新南威爾新大

學的William Koon教授，分析熱浪、洪水、乾旱、水資源匱乏及所拌隨

而來的貧窮和社會問題，都會造成溺水事件增多和救援困難，解決之道

是更精確的數據分析和跨國合作。第二位講者Julia Black替聯合國處理

移民協助計畫，2014年迄今，已有近6萬名移民死於跨國移動途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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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3萬7千人是溺水死亡，是歐洲國家嚴肅的道德議題，聯合國的的研究

計畫和通報機制，希望能降低人命損失。 

第三階段討論非洲議題，邀請來自埃及、南非、烏干達和迦納的代

表討論非洲的防溺困境，各國有其環境脈絡，但資料不足是一大共同困

境。 

3. 上午分組專題研討會： 

本時段共有7場分組研討會同時進行，本署人員參加「游泳能力建

構」場次，有6位口頭發表者，節錄本場次重點如下： 

(1) 來自紐西蘭的Kevin Moran發表「入水能力」相關研究，高收入

國家的溺水案例有許多是因為不當入水（跳水、戲水等）所致，

針對幼童或城人進行良好的訓練和教育，成效相當顯著。 

(2) 另一位紐西蘭講者Teresa Stanley有關紐西蘭成人游泳能力的研

究發現，實際認知和真實能力存在很大的落差，也是造成成人

溺水的一大原因，奧克蘭防溺協會所發展的水域能力圖，列出

入水、呼吸、漂浮、定向等15項核心能力，是相當好的檢核工具

指標。北市大許瓊云老師會後指出，國內也有類似概念發展水

域素養能力，應用於游泳和水安教學。 

(3) 德國學者Ilka Staub介紹德國全學童水域素養計畫（aquatic literacy 

for all children, ALFIC）提出十項獨立技巧，也是相當類似的概

念，並已發展出完整的評量和教學體系。 

(4) 葡萄牙學者Liliana Oliveira介紹該國推行的3S（救援saving、游泳

swimming和技巧skills）概念，並以該國案例分析指出，4歲幼童

學習漂浮容易遭遇瓶頸，6-7歲學童常會高估自身游泳能力。 

(5) 來自法國救生團體的William Barker說明該組織針對4-6歲兒童進

行的游泳教學計畫，內容為8個階段各40分鐘的課程，可在學校

課程內、外進行，著重於使用浮具和深水體驗，共投入1,000名

人力進行10萬人次教學，講者認為對於降低該國學童溺水率有

正面助益。 

4. 下午第一場分組專題研討會： 



 

 13

本時段共有8場分組研討會同時進行，本署人員參加「政策議程」場

次，有6位口頭發表者，節錄本場次重點如下： 

(1) 西澳省健康部的Amy Hunter介紹該省2022-26年的「健康促進策

略架構」（HPSF），並以此為基準討論防溺策略和成效。其計

畫執行是以「改善環境」及「賦能」為訴求，找出高風險族群與

環境中的危險因子，對症下藥尋求解方。 

(2) 台灣大學康正男教授發表「部分國家水域安全政策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policy of water safety in selected countries of 

the world），首先介紹我國近十年水域安全政策內容及推動成果，

從2009年的泳起來計畫，到現行游泳教學、設施改善及開放水域

推廣併行，政府投注預算儘量彌平游泳教學城鄉差距，並開發

水域安全教材與宣導計畫，達成學生溺水率減少75％以上的成

就。接著就所蒐集資料，比較孟加拉、加拿大、英國、南非和紐

西蘭等不同收入國家的水域安全政策，儘管各國實行重點有所

差異，利用社群媒體宣傳、建立公開平台卻是共同趨勢，政府

間跨層級合作、跨國合作及跨界合作，將是未來可以著手的方

向。發表後的綜合討論階段，有參與者質疑分析比較國家政府

資源投入情形的真實性，惟因時間倉促講者未能充分回應。本

次參與會議，有其他場次發生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代表意

見不合的情形，亦有尼泊爾代表主動詢問是否有可能補助該國

推廣防溺經費，確實能感受到國家發展差異階段所面臨的不同

問題。 

(3) 日本救生協會國際推廣部門的Yasuko Nakagawa分享推動跨政府

部門合作的成果，日本四面環海又喜好泡澡文化，致使溺水率

偏高，2020年有7,333個溺斃案例。日本救生協會為了蒐集溺水

相關數據，涉及厚生勞動省、國土交通省的海上保安廳、警察

廳、總務省消防廳等4個部門，另邀集文部科學省體育廳、消費

者政策會議等單位，與民間單位共同召開研商會議。會後本署

人員詢問跨部會資料的正確性以及宣導防溺的具體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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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agawa表示確實缺乏國家統一數據，不同部會提供的資料可

能重複，蒐集後需進行進一步比對。該會也已著手開發線上宣

導防溺教材，提供學生和一般大眾使用。 

(4) 中國疾管署的Xiao Deng報告中國的兒童防溺政策，中國以十年

期計畫目標，2021-30年的兒童政策設定70個政策目標和89個衡

量指標，降低兒童溺水率首度納入其中。初步成果為，2020-21

年兒童溺水死已率減少2.66％，發表人強調是國家政策推動的成

功案例。 

(5) Martin Neale介紹紐西蘭的「安全游泳計畫」，該計畫始於2016年，

因大眾關注海灘戲水安全和疾病預防而發起，由奧克蘭議會、

政府和水上救生組織共同合作，建構即時線上資訊平台，標註

各海灘氣溫、潮汐、海浪及是否配有救生員、急救聯繫單位及

危險性等資訊，值得國內借鏡參考。 

5. 下午第二場分組專題研討會： 

本時段共有8場分組研討會同時進行，本署人員參加「游泳評量工

具」場次，有6位口頭發表者，節錄本場次重點如下： 

(1) 匈牙利學者Zsófia Kovács發表對於6-12歲水域素養能力的評量工

具研究，並提到相關領域研究仍有進步空間，才能推論何種教

學方法更有助於預防溺水。 

(2) Hannah Calverley發表影響澳洲維多利亞省學童游泳能力的研究，

儘管澳洲有發展游泳能力指標，卻有為數不少的12歲學童沒辦

法達成，分析影響系統性因素有父母態度、家庭環境、接觸水

域活動機會等，並建議學校應加以掌握據以加強游泳教學。 

(3) Arja Sääkslahti介紹芬蘭疫情對學童游泳能力的影響，2016年六年

級學童能完成200公尺游泳的比率為76％，2022年大幅下隆為55

％，疫情前一至六年級有實施游泳教學的比率皆有75％以上，

2020年大幅下降至5成左右，至2022年仍未完全恢復。疫情影響

下，有某個年段的人口游泳能力不足，將是未來防溺的隱憂。

此外，研究者也發現游泳技能存在性別差異，值得進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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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ina Nyitrai的發表檢討澳洲的游泳教學，亦存在「教授游泳技巧

卻缺乏水域安全知識」的情形，並建議使用RAEE評量工具

（refuse, assist, effective, efficient）予以改善。 

(5) 日本應慶義塾大學Takashi Toriumi教授發表對於日本非體育科

系大學生游泳能力的研究，評估方式並非游泳運動能力，而是

在深水、淺水、著衣等情境下適應能力，評估結果發現依舊存

在性別差異，值得進一步探討。 

6. 參觀設展攤位： 

本日行程尚有空閒，參觀開放區域的設展攤位，本屆除了承辦單位

澳洲皇家救生協會及海浪救生協會以外，尚有孟加拉傷害預防與研究

中心、Laerdal公司（製作CPR訓練器材）、Red Rescue公司（販售救授器

材）、Restube公司（販賣浮具救援器材）、Ruth Lee公司（販售救援訓練

器材）、AngleEye（販售泳池監控器材）及西澳省政府航海交通安全部

門等。泳池監控器材詢問度相對較高，但畢竟大會非以商展為目的，設

攤主要為行銷推廣知名度。國內對於泳池監控系統也有相當多討論，亦

有研究單位和私人公司開發相關器材，未來發展值得關注。 

7. 當日另有晚宴，屬額外付費慈善募款性質，本署人員未參加。 

(三) 第三日會議 

1. 海報發表： 

本階段共有34件海報發表論文，高科大丁國垣教授指導研究生共同

發表「開放水域安全知識技巧教學：台灣經驗案例」（Education in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open water safety: a training experience in Taiwan），

介紹本署委托開放水域計畫的行前教育實施內容及成果。屏科大巫昌

陽教授和林春汝共同發表「學生溺水風險管理策略探討：2018-2020年媒

體報導範例」（Discussion on strategies for risk management of drowning among 

students in Taiwan: 2018-2020 media reports as an example），運用風險管理

理論和SWOT分析等工具，探討學生防溺推動現況及後續政策建議。 

2. 上午第一場分組專題研討會： 

本時段共有8場分組研討會同時進行，本署人員參加「泳池救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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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有5位口頭發表者，節錄本場次重點如下： 

(1) 英國學者Jenny Smith以分組實驗的方式分析泳池救生員的戒護

行為，研究結果認為救生員不可能完全監視泳池內的所有動態，

實務執勤經驗對於以有效率的方式戒護是有正面助益的。 

(2) 澳洲皇家救生協會的Shaun Jackson發表救生員高階救授技巧的

研究，提及救生員進階段巧訓練，包括掃描式監看、定位、和回

應技巧，並以設計課程模組的方式協助救生員在職訓練，內容

包含監護練習、反應測驗和知識課程等，顯見澳洲對在職救生

員訓練的重視。 

(3) 丹麥海浪救生協會的Simon Bro Andersen介紹迷你救生塔的推動

成果，丹麥境內已設置50個救生塔，有瞭望功能並備有基本救

授器材，可適用於游泳池和開放水域，對於戒護和救生員教育

皆有助益。 

(4) 英國皇家救生協會的Brooke Cherfils分析跨國承認救生員制度的

可行性，大英國協國家已在推動證書整合方案，惟面臨救援教

學內容不同、期程不同及管理制度不同等諸多困難。世界各國

普遍面臨救生員人力不足的問題，但不會用冒然躁進的制度應

對。 

(5) Jenny Smith發表對於泳池救生員視線分析的研究，並對現行的

10-20法則（即救生員有10秒的時間認識危險、20秒的時間趕到

溺者身邊）提出反思。 

3. 上午第二場分組專題研討會： 

本時段共有6場分組研討會同時進行，本署人員參加「水域安全教

學計畫」場次，有6位口頭發表者，節錄本場次重點如下： 

(1) 南澳海浪救生協會的Natasha Hudoba，介紹該會針對特定高風險

社區的防溺計畫。發表者認為，並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准的防

溺計畫，而是應就在地需求提供協助。 

(2) 日本救生協會的Takayuki Matsumoto介紹針對青少年及兒童設計

的線上水安教育課程，並於現場播放成果短片，內容幽默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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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現場熱烈迴響。 

(3) Graham Buckley分享在越南鄉村地區推動開放水域教學的成果

和困境；Laura Withers分享在人口稀少的澳洲北領地推動防溺宣

導成果，皆以實務經驗作為主要內容。 

(4) 西澳教育部的Liam Smyth發表該省推動防溺專案計畫，西澳學童

每年註冊人數約20萬人，約有180座開放游泳設施，超過1,000名

游泳教學師資，計畫致力於降低5-14歲兒童溺水率，在兩大協會

的協助之下，成效頗佳。該省推動的游泳教育課程，有在學前

及學校課程推動的「游泳實習課」（非公立學校另酌收費用），

也有課外進行的夏令營活動，政府投注資源以多元形式提升全

民游泳能力。 

4. 下午分組專題研討會： 

本時段共有6場分組研討會同時進行，本署人員參加「游泳教學」場

次，有6位口頭發表者，節錄本場次重點如下： 

(1) 本場次分享內容多為實務教學或科學研究成果，來自挪威運動

科學院Torill Hindmarch分享適合新手的游泳教學，英國學者Clare 

Eglin發表針對無經驗者游泳教學浮水能力的研究，並輔以圖示

教材或影片，現場有部分具教學實務的教師，提出交流討論意

見。 

(2) Chris Button介紹紐西蘭MoveWell組織推動遊戲中心導向的游泳

教學，其核心概念是強調人與環境的互動，培養複雜的動作機

制及對環境的感知。在遊戲進行的過程中，為了適應環境或達

成任務，參對者會更有效率的使用身體能力，並適著難度增加

而習得所需技能。 

(3) Torill Hindmarch從教育學的角度出發，分析嬰兒游泳教學的型式

轉變，有越來越多游泳教學將嬰兒視為可自主動作的主體

（subject）而非客體（object），然而政策和普遍觀念並非馬上就

能大幅轉變。 

(4) Hilde Elise Hansen介紹所任職機構2019年至2022年在瑞典間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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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障人士游泳教學的成果，許多身障人士接觸游泳的方式是學

習泳姿、前進一段距離，發表者推動的教學方法，是試著在水

上找尋律動、刺激神經，藉由認知的改變適應水性。發表者表

示，在挪威已有超過450名身障人士用此教學法學習游泳，並且

養成長期的運動習慣。 

5. 全體會議及閉幕典禮 

最後一場全體會議以較輕鬆的方式進行，開場時逐一唱名參與國家，

讓所有參與者有機會熱情互動。閉幕典禮並未安排主題演講，邀請三位

發表者進行20分鐘綜合座談，內容仍圍繞在「以零為目標」的成果與阻

礙。本屆會議特別貢獻獎頒發給美國的Mariko Rooks，她的發表主題關

切身障權益、多元價值、移民議題和平等權，正是本屆大會著重的主題。

最後宣布下屆大會將在北非摩洛哥舉行，全體合照後活動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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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首日開幕典禮，國際救生總會

Graham Ford 主席致歡迎詞 

 
圖 2 首日全體會議綜合討論，邀請跨國

討論防溺工作的「平等」議題。 

 
圖 3 我國與會人員與泰國疾管署 Suchada 

Gerdmongkolgan（右二）會後交流並合影 

 
圖 4 我國與會人員與新加坡運動部的

Delphine Fong（中）會後交流並合影 

圖 5 歡迎晚宴，圖中為澳洲泳池業者

McGrath 先生 

 
圖 6 來自馬來西亞的 Jared Chong 先生，

現任職於澳洲西澳省政府，負責游泳池硬

體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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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台大康正男教授口頭發表後，與同

場發表者進行綜合詢答 

 
圖 8 日本救生協會的 Yasuko Nakagawa

小姐，自由交流時向本署人員展示所開

發的線上水安宣導教材，風格精美 

 
圖 9 閉幕典禮的橋段之一，分享大會期

間的留言便條紙，由此可看出主辦單位重

視的議題 

 
圖 10 閉幕典禮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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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 

     本屆非體育署人員首次參加世界防溺大會，亦非首次與水域活動發展先進

國家交流。近年我國學生溺水率呈下降趨勢，顯現我國近年推動學生游泳教學及

水域安全宣導已有初步成果。然而，藉由聆聽主題發表、與各國相關領域優秀工

作者交流，仍能察覺本署辦理相關工作值得借鏡之處，本次參與會議心得如下： 

一、跨部門資源整合是各國皆會遭遇的課題： 

本屆研討會有多個專場在討論政府間跨部門合作，以及政府與民間單

位合作議題。防溺涉及衛服、教育、體育、災防甚至國防議題，從資料蒐集、

預算編列到計畫擬定，都會有不同的困難要克服。本屆研討會所接觸或聆聽

發表的各國政府相關人員，主要來自衛服或教育部門，以「促進兒童福利」

為計畫宗旨，但如涉及水域管制或救災人員調派，則需要其他部門人力支援。 

以我國現況而言，本署召開跨縣市學生水域安全會報，除各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外，亦邀請內政部、農業部、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觀光局）、

海洋委員會、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國家海洋研究院等水域相關研究或場

地主管機關出席，部分縣市亦會定期召開水域安全會議。我國已建立跨部會

聯繫管道，惟資源能否有效整合運用，則得視議題性質而定。至於與民間團

體合作方面，本署防溺計畫多與大專院校合作，民間團體則以出席會議諮詢

為主。 

二、先進國家民間資源投入豐沛： 

以整體趨勢而言，世界各國不論貧富，都願意投注預算推動防溺，也都

樂意與民間組織合作。先進國家（如紐、澳、日）救生團體可提出詳實計畫

及具體貢獻內容報告，甚至協助政府建立游泳教學計畫；開發中國家則有許

多仰賴國際組織的協助，卻普遍面臨基礎資料不足的困境。以澳洲水上救生

及海浪救生協會為例，本屆參與發表主題函括救生實務、游泳教學、救生員

制度及跨國合作計畫等，顯見該會具有強大的資源及組織能力。 

我國有水上救生協會及海浪救生總會 2 個國際組織會員，亦有參加研

討會前的國際組織會員大會，卻未參與後續的研討會議程，無法與先進國家

的救生團體充分接軌，稍嫌可惜。 

三、推動數位教材僅為防溺工作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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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新媒體發達時代，亦有許多國家開發線上防溺或宣導教材，希望藉

由多元管道降低溺水率。數位課程擬發揮影響力，勢必併同討論其宣傳行銷

管道，本屆我國參與海報及口頭發表者，有多篇以此為主題或涉及相關議題。

然而，蒐尋整場研討會內容，未見其他以社群媒體（social media）或行銷

（marketing）為主題之發表，實務上側重媒體行銷宣傳，似為我國防溺政策

特色之一。 

相較之下，「社區」（community）反而是多次出現的討論議題，亦有許多

來自澳洲或歐美國家的地方救生團體發表相關工作成果。以防溺工作的特

性而言，媒體宣導效果應有其侷限，擬建立完整的水域安全環境，仍需仰賴

地方政府或組織動員，建立教育及救災網絡。 

四、「進步議題」頗受國際組織重視： 

本屆研討會，「平等」是不斷被提及的議題，國際組織以平權為出發點，

特別重視嬰幼兒溺水率，並以此檢視各國防溺政策推動成效。此外，移民議

題和氣候變遷也被多次提及，因相關事件而造成的溺水意外，也是歐美國家

想要儘力避免的。 

然而，我國目前較少以上述觀點出發探討防溺政策推動成果，值得政府

部門規劃政策及學術部門界定研究主題時，評估納入未來研議方向的可行

性。 

五、先進國家水域安全及游泳教學研究主題相當多元： 

本屆研討會以公開徵件方式邀稿，大會已設定公共政策、教育、醫學、

社會文化等多面向主題。以本署與會人員較常參與的游泳教學相關場次為

例，發表主題除了教學方法與評量工具外，亦有針對嬰兒、幼兒及高齡者等

特定年齡層，以及特殊族群如身心障礙者和特定地區的游泳教學，進行深入

的分析和討論。 

我國 2010 年推動「泳起來專案」，致力於提升弱勢學生學習游泳權益，

推廣對象包含學生及全民。而在泳起來專案開始執行之前，我國對於游泳教

學的推動重點，已納入降低學生游泳教學比率及降低溺水人數，顯見關注焦

點逐漸從競技體育轉向全民推廣。然而，政策推行多年，學生游泳教學比率

成長有限，除硬體限制因素以外，國內體育教師對於游泳教學的投入及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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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亦有待提升，值得投入資源探究及循求改善提升方案。 

六、發展中國家亦努力推動適合該國環境的防溺政策： 

本次參與大會，除了學習防溺先進國家的作法外，亦有機會與越南、泰

國、孟加拉及中國與會代表交換意見，前述國家在鄉村地區推動防溺工作的

現況與困境，與我國部分縣市或偏鄉有些類似。在軟硬體資源明顯不足、或

是文化和家庭因素差異影響下，不能以同一套模式推動水域安全教育。 

以推動親水體驗池為例，泰國和越南與會代表皆有呈現執行成果，我國

親水體驗池推廣計畫已執行多年，惟實際執行學校數仍有限，值得與地方政

府討論原因，協助其解決現有困境。 

 

肆、建議事項 

    依據本次參與世界防溺大會心得與我國現今推動工作，建議可從優化防溺統

計數據、持續落實跨部會水域安全會報、與縣市政府合作提升學生游泳教學品質

實施率及與民間組織合作推動開放水域水域安全教育等 4 面向進行，說明如下： 

一、 優化防溺統計數據 

本署已建置「學生水域運動安全網」，可查詢 104 年迄今學生溺水數據

分析，除了基本的死亡人數和傷病人數外，亦有學校類別、性別、地點、場

域類型、學生身份、發生原因等進一步分析資料。相較於世界各國，我國政

府投注資源推動防溺事務，已處於一個不錯的立足點。未來可就統計數據進

行優化，搭配游泳教學實施相關數據，或結合場域主管機關資料，進行進一

步研析，提供中央及縣市政府推行防溺政策參考。 

二、 持續落實跨部會水域安全會報 

本次參與世界防溺大會，深刻理解跨部會溝通是各國都會面臨的難題，

許多國家有制定中長程防溺計畫，資源整合程度直接影響計畫成效。本署每

年固定召開 2 次跨部會／縣市水域安全會報，其中 1 次邀請縣市政府秘書

長層級與會，與地方政府合作降低學生溺水率。112 年間考量海域溺水人數

偏高，「離岸流」是不可忽視的隱形殺手，水安會報中邀請國家海洋研究院

提供相關研究資訊，亦請各縣市提出加強宣導方案，即為跨政府部門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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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未來，倘水安會報能提升主政層級，應可進一步帶動相關部會合作意

願，建構更完善的水域安全環境。 

三、 與縣市政府合作提升學生游泳教學品質與實施率 

本次世界防溺大會，對於游泳教學議題討論相當多元且深入，相較之下，

我國無論軟、硬體皆有成長空間。本署近年與縣市政府合作提升游泳教學實

施率，109 至 111 年間受疫情嚴重影響，111 學年度已回升至 65.46％，但仍

與先進國家（例如挪威小學一年級接近 100％）有不小落差。本署除持續協

助縣市政府改善游泳教學資源外，亦辦理游泳與自救教學教師增能工作坊，

提升現職體育教師對於游泳教學的認知與技能，期望能產生由下而上之推

力，普及全民水域安全教育。 

四、 與民間組織合作推動開放水域安全教育 

水域活動先進國家如澳洲和紐西蘭，民間組織所投入資源，是我國現今

難以企及的。此外，紐澳游泳教學普及化之外，亦著重開放水域體驗與教學，

方有機會導入水域相關完整認知與技能。我國 109 年起推動向海致敬政策，

出發點與水域活動先進國家一致，本署配合辦理開放水域教育中心計畫，亦

協助縣市政府辦理開放水域體驗活動及教師增能研習，未來可進一步強化

與民間組織合作機制，落實產官學合作機制，全面提升我國水域活動及安全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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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大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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