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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深耕計畫112成果及113計畫書 

計畫編號

及名稱

C2-4 浮潛與水肺潛水專

業人才培育

計畫

負責人
林高正副教授

績效指標追蹤

指標
指標執行

概況說明
項目

編號
項目 衡量方式

112 
目標值 達成值

C2-4 
浮潛與水肺

潛水專業人

才培育

指導員證照課程場次數 1 1 
業於 112 年 10 月 14 日、

10 月 15 日及 10 月 21 日

辦理浮潛課程研習，輔

導學生考取浮潛指導員

證照，開拓水域相關職

場競爭力。

學生畢業前取得專業證照

數量
20 20 

建構專業水域活動教育訓

練單位，提升學生實習與

就業之機會  

臺灣本島東北角海域、南部墾丁海域、花

東海域、綠島、小琉球、蘭嶼、澎湖等海

域，近年來浮潛活動蓬勃發展。由此，浮

潛指導員 (教練) 人才隨之需求大量增

加。學生研修浮潛完整證照研習營後，於

實習期間或畢業後，即可選擇擔任休閒浮

潛活動教練指導員，以提升學生從事水域

活動工作之就業機會。  

112年執行成果說明 

目標與策略 配合國家「向海致敬」政策，推動「淨海」清淨海洋、「知海」知道海

洋、「近海」親近海洋、「進海」進入海洋，並因應社會對浮潛與水肺

潛水運動產業教練、指導人才需求日增趨勢，協助競技運動選手，培

養第二專長。透過此計劃課程、鼓勵跨領域進修，透過學術與產業實

務的結合，培訓符合浮潛與水肺潛水業界所需之專業指導人才。

成效 學生於研修浮潛與水肺潛水完整證照研習營後，於實習期間或畢業

後，就業可選擇擔任浮潛活動指導員、休閒潛水教練、離岸風機水下

潛水作業人員、報考海巡特考、消防特考、勞動部職業潛水技術士、

水下考古相關專業水域人才 (科學潛水人才)、中華民國海軍水中爆

破大隊、警察特考 (三等水上警察人員) 等相關職業。 
問題分析與精進 將持續以建構專業水域活動教育訓練單位為目標，並提升學生從事水

域活動實習與就業之機會。

依112年計畫執行經驗及檢討或人才培育策略，是否需調整第二階段(113年)指
標衡量方式內容?如需調整請填寫以下表格，調整結果將另行通知。 
調整項目

(編號) 
112 年原規劃 113 年調整 調整理由

C2-4.3 企業參訪 刪除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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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4  體驗營場次  因承辦人誤植指標，此為

執行策略，非績效指標設

定，故調整之。  

  

C2-4.5  體驗營由參與課程並取得

專業證照的學生策劃、行

銷與執行體驗營  

運用個人心得紀

錄，進行學習效

能之探究 
        
        

113年計畫書 

績效目標 

配合國家「向海致敬」政策，推動「淨海」清淨海洋、「知海」知道海洋、

「近海」親近海洋、「進海」進入海洋，並因應社會對浮潛與水肺潛水運

動產業教練、指導人才需求日增趨勢，協助競技運動選手，培養第二專

長。透過此計劃課程、鼓勵跨領域進修，透過學術與產業實務的結合，培

訓符合浮潛與水肺潛水業界所需之專業指導人才。 

策略 

1. 進行證照研習營與體驗營。  

2. 輔導考取證照。 

3. 落實活動規劃與設計。  

4. 企業參訪用以增進就業管道。 

5. 證照研習營與體驗營規劃與執行。 

預期成效 

學生於研修浮潛與水肺潛水完整證照研習營後，於實習期間或畢業後，就

業可選擇擔任浮潛活動指導員、休閒潛水教練、離岸風機水下潛水作業人

員、報考海巡特考、消防特考、勞動部職業潛水技術士、水下考古相關專

業水域人才 (科學潛水人才)、中華民國海軍水中爆破大隊、警察特考 (三

等水上警察人員) 等相關職業。 

1. 休閒浮潛活動教練指導員：台灣本島東北角海域、南部墾丁海域、花

東海域、綠島、小琉球、蘭嶼、澎湖等海域，近年來浮潛活動高度發

展，由此浮潛指導員 (教練) 人才隨之需求量大增。 

2. 休閒潛水活動教練人才：台灣本島東北角海域、南部墾丁海域、花東

海域、綠島、小琉球、蘭嶼、澎湖等海域，近年來潛水活動高度發展，

由此潛水教練人才隨之需求量大增。除此之外，國外潛水旅遊，例如

日本沖繩、菲律賓、澳洲、馬來西亞等潛水勝地，對於能用華語溝通

教學的潛水教練需求居高不下。 

3. 離岸風機水下潛水作業人員：離岸風電是重大國家建設，水下作業人

才需求量大是各海事公司極力尋求的人才職缺。 

亮點特色 
1. 專業課程：規劃浮潛與水肺潛水運動人才培養課程，包括核心課程

(專業知識、專業技能、水域安全與救護) 與服務管理課程 (活動規

劃、行銷、經營管理)，預計培育浮潛指導員與水肺潛水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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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以校內師生為優先，另開放名額給校友、以及全國重點發展學

校師生，達成資源共享目標。 

2. 海洋環境與水域安全教育：針對社區民眾與師生規劃與執行浮潛與

水肺潛水運動體驗營，可有效提升實務經驗，落實海洋活動推廣與

水域安全教育。 

3. 善盡社會責任：透過暑期浮潛及水肺潛水體驗活動的辦理，讓學生

整合所學，策劃社會服務活動，並提升學生參與公眾服務與善盡社

會責任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