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體育署籲線上學習水安知識 兩大網路平台防疫兼防溺 

▲體育署召開例行記者會說明防疫兼防溺，左起為全民組呂忠仁組長、學校組蔡忠益組長、林哲宏副署

長及綜規組劉姿君組長。（圖／體育署，下同） 

每年端午節至暑假期間皆為學生溺水高峰期，時序入夏且逢防疫停課期間，教育部體育署今(10)日呼籲

各縣市政府仍應持續水域活動安全宣導，並提供「海域遊憩平台一站式網站」以及「學生水域運動安全

網」網路資源，讓老師及家長可帶領學生線上認識臺灣多元的水域活動，以及水域安全的知識。 

體育署表示，根據教育部校安中心通報資料統計，100至 109 年的學生溺水死亡總數為 278人，其中

暑假期間 6月至 8月份，溺水死亡學生為 155人，占學生溺水死亡占學生溺水死亡 56%，其中，7月

份占比高達 20%。 

此外，學生溺水事件發生場域主要是在溪河流、海邊等開放水域，去(109)年發生溺水事故 19位學生，

其中 11人是在溪河流、3人是在海邊、3人是在水池；今(109)年發生溺水事故的 7位學生，3人是在

溪河流、1人在海邊發生意外。 

今(110)年 5起的學生溺水事件中，主要原因是結伴至未設置救生員的開放性水域，體育署提醒「未知

水域就是危險水域」。 

為配合行政院水域開放政策及建立學生水域活動風險觀念，行政院海洋委員會與體育署分別建置「海域

遊憩平台一站式網站」以及「學生水域運動安全網」。 



去(109)年 7月 1日上線的「海域遊憩活動一站式服務資訊平臺」，有海域遊憩法令、海域遊憩設施、海

域海情、海域遊憩區公告等開放資料，內容相當豐富。點選「海情海象」，還可透過攝影機看到台南黃金

海岸、花蓮七星潭、台東三仙台、馬祖等十幾處海岸的海況影像，以及海面天氣、潮汐預報、水質等等

資訊；「海域遊憩」選單，則可找到各種水域活動、遊憩景點，例如點選金樽海港週邊海域，則可看到該

地點適合游泳、衝浪、潛水、釣魚的季節，以及該地的相關設備。 

 
 

體育署建置多年的「學生水域運動安全網」，提供水域安全知識、水安地圖、學生溺水資料分析、全臺

學生重複溺水地點與學生水域安全活動公告等，並提供各縣市水域安全的懶人包，方便各縣市政府提供

各校線上教學使用。 

例如點選「水安地圖」，即可看到重複發生學生溺水死亡意外之水域，新北市烏來山區發生溺水意外的

年份最多，尤應注意。「統計數據」，則提供各年度溺水分析資料；對小學老師來說，最實用的是「水

安知識站」，裡面有示範學校的防溺救溺、水上安全標誌認知、心肺復甦術、環境及天候評估等教學教

材及學習評量可供參考。 

此外，體育署將提供新的「水域安全告示牌」的設計建議，提供給各水域主管機關設計參考，例如，增

加水域安全相關資訊的「QR Code」，並註明該水域特性及危險標示、救援編號、禁止事項。提供清楚

的水域特性標示，能讓學生及民眾於暑假參與水域活動時，更容易瞭解水域環境特性，更便利地評估水

域活動風險與安全，也更容易在發生溺水事件時，獲得及時有效地救援。 

水域活動是學生最喜愛的戶外活動之一，但若輕忽水域安全，則容易發生溺水事故。現階段因應新冠肺

炎疫情，游泳池及海域已暫停開放，但是面對炎炎的夏日豔陽，學生依舊會想玩水消暑，體育署呼籲縣



市政府、學校及家長，防疫不忘防溺，才能全面守護學生安全。未來疫情趨緩時，共同遵守水域安全規

範，選擇有救生員駐守的水域戲水，才能玩得盡興又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