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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中小学校亟待开设“游泳课”

记者 张同建
通讯员 梁兆坤

加大对学校游泳池、馆等

体育教育设施的建设投入

李连清委员表示，当前，聊城

市大部分中小学校还未开展游泳
课程专项培训，学校针对游泳救
生救援知识技能的普及还需进一
步提高，经调查聊城市大多数的
中小学生还未能掌握游泳技能。

李连清委员建议，一是借助
聊城江北水城优势，加大合规游
泳场所建设。聊城市具有东昌湖
有利地理条件，水资源丰富，但城
区内游泳馆数量较少，建议合理
选定近水区规划修建游泳池；游
泳场所可借鉴南方城市的先进经
验，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引入
社会资本、社会力量投资建设学校
游泳池(馆)，依托本市具有实力的
企业，采用建设开发、教育培训一
条龙模式，对学生实行免费或低收
费政策，尽可能惠及更多中小学
生。在规范化方面，相关部门均需
对游泳场所进行备案管理，并定期
督查排除安全隐患，同时加大对非
合规场所游泳处罚力度。

二是加强游泳技能培训普及
力度。加大提倡游泳培训的宣传
力度，让更多学生家长意识到游
泳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家长
可引导孩子去安全正规场所学习
游泳，掌握游泳技能。建议把“游泳
课程”纳入中小学生必修课，在专
业人员的带领下普及游泳知识及
技能。同时教育系统将学校游泳
课程落实情况纳入校长、班主任、
科任教师防溺水工作责任考评内
容，执行责任倒查制度。对没有落
实游泳进课堂的，严格追究责任。

建议教育、体育行政主管部

门要制定并落实游泳教师配置计
划，实行游泳教师持证上岗。为解
决弥补学校游泳课教育资源的不
足，也可以通过不同方式集中组
织培训各学校的体育老师，以保
证游泳课程师资力量。

三是积极举办高水平国内外
游泳赛事。利用“江北水城”独特
的自然条件，逐步申请举办国内
外各种高水平游泳赛事。这样既
可以增强聊城游泳爱好者之间的
交流与互动，提高聊城游泳运动
的发展和市民健康水平。还可把
全国、全球游泳爱好者引进来，把
聊城特色水城推出去，通过打造

“游泳名城”，在全国叫响聊城水
城品牌、水城特色。

把游泳教练纳入培训计划

推进“游泳课进校园”

今年9月，聊城市教育和体育
局答复，近年来，市教体局聚焦政
策落实、补齐短板，大力探索推进
体教融合工作。

开齐开足体育课程。全市各
中小学校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将
健康教育课纳入教学计划，开齐
开足《体育与健康》课，小学1-2年
级每周4节，3-9年级每周3节，普
通高中每周 2 节，开课率达到
100%。鼓励设置项目“超市”，以
满足学生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建立“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
专项运动技能”教学模式，使学生
至少熟练掌握1项运动技能。

加强队伍建设。各学校体育
教师虽基本都是正规体育专业毕
业，但由于所学专业不同，并不一
定都掌握游泳技巧。为切实推进

“游泳课进校园”工作，市教体局
将把游泳教练纳入培训计划，为
有条件的学校开展游泳教学储备
师资力量。

加强宣传教育。充分利用校
园广播、宣传栏、黑板报、微信公
众平台等媒介对广大师生开展广
泛的游泳急救常识宣传，同时利
用“防灾减灾日”“世界急救日”等
重大纪念日宣传相关知识，提高
师生自我游泳急救意识和能力。

丰富赛事活动。5月25日-28

日，成功举办中国聊城·江北水城
龙舟公开赛，国家体育总局社会
体育指导中心和中国龙舟协会将
作为本次赛事支持单位，对打造
富有聊城地域特色的龙舟精品赛
事品牌将有很大的助推作用。4月
份，成功举办聊城市第一届学生
(青少年)运动会暨全市中小学生
体育联赛，来自全市各中小学校
的234名运动员同场经济，本次比
赛的组别分为高中男子、女子组，
初中男子、女子组，小学男子、女
子组的50米、100自由泳，蝶泳4×
50接力赛等比赛项目。目前正在
积极筹备聊城市第三届运动会游
泳项目的赛前准备工作。

聊城市政协十四届二
次会议期间，市政协委员
李连清提交《关于我市大
力推动游泳课程进校园的
建议》，他在提案中指出

“根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
部相关统计数据，2022年
我国有5 . 7万人因溺水死
亡，其中少年儿童溺水死
亡人数占总溺亡人数的
56 . 04%，溺水已是我国1-
1 4岁儿童死亡的首因”。
2010年至2012年，聊城市连
续三年溺水事件发生次数
都超过100起，分别是160
起、119起、145起。且近几
年，溺水事件发生次数也
居高不下。其中，2019年发
生溺水事件109起；2020年
发生溺水事件149起。

聊城市政协委员李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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