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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这一素质教育背景之下提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一个健康的体魄是发展的根基，当前体育运动也

成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随即，浙江省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人人会游泳”这一政策，随之，在浙江省各

级各类中小学，体育成为了一门必修课，大批以青少年儿童游泳培训作为主要内容的游泳培训机构如雨

后春笋般出现在市场中，但是这种行业趋势的热潮下，游泳培训市场的过快发展也引发了许多问题，例

如：少儿游泳培训安全性、质量及游泳教员无证上岗等诸多的问题。因此，本文将聚焦于杭州游泳培训

行业，以滨江区作为调查范围，把游泳培训机构、学员家长做为主要对象，围绕少儿初学者这个中心，

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以及访谈法进行现状研究与分析，发现少儿游泳培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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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current quality education background, it i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 healthy body is the foundation of development. Sports have also be-
come the focus of many people, immediately. The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of Zhe-
jiang province issued the policy of “everyone can swim”. Thereupon, in all kind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Zhejiang Province, sports became a compulsory course. A large number of 
swimming training institutions with the main content of adolescent and children swimming 
training have sprung up in the market. But with this industry trend, the excessively rapid devel-
opment of the swimming training market has also caused many problems, for example: children’s 
swimming training safety, quality and swimming teachers without a license and many other prob-
lems.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Hangzhou swimming training industry, with Binjiang as 
the investigation scope, the swimming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students’ parents as the main ob-
ject, around the center of children beginners, using literature metho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method for the present situation research and analysis, fou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children’s swimming training,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reasonable sug-
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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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浙江省地处江南水乡，雨季洪水多发，学生溺水事件时有发生，2020 年 8 月 11 日，浙江省杭州市

就发生了一起 6 岁儿童在参加游泳培训的过程中溺水的事件。为了减少溺水事件的发生，2003 年，浙江

省相关部门出台了人人会游泳这一政策，随即，游泳科目便顺其自然成为了浙江省中小学升学考试项目

中的一项内容，浙江省儿童青少年游泳人口与日俱增。尤其近几年来，浙江省内业余游泳行业发展迅速，

已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而浙江省内各地区相比较，杭州、温州的业余游泳在省内则更是处于绝对的优

势。 
滨江区作为杭州市下辖范围，位于钱塘江南岸，地理位置带来了丰富水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

安全隐患。因此夏季来临时游泳培训就显得更为重要。同时近年来游泳在全国有偿训练的基本普及，游

泳培训由政府独办，转变为社会办，学校办，企业办，个人办，广泛吸引了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和技术，

滨江区的少儿游泳培训的行业态势更是形成了一个百花怒放的时局[1]。但是由于这种态势的快速催生下，

现阶段滨江区的游泳培训市场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游泳培训过程中安全保障、培训机构水质卫生环境问

题、相关培训工作人员资质是否具备？因此，本文将聚焦于滨江区的游泳培训，以少儿初学者为主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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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进行现状调查与分析，发现少儿游泳培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完善滨江区乃至整个杭州市少儿游

泳培训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促进该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滨江区 36 个游泳场馆为总体研究对象，并从中随机抽取 10 游泳场馆为个案样本进行研究，通过

对上述游泳场馆游泳设施、培训的情况来分析滨江区游泳场馆目前存在的不足；在抽取的游泳培训机构

中通过问卷的形式向家长收集信息，了解当前游泳培训在家长中的认知。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课题研究的需要，整理和研究国内外和浙江省对于游泳培训工作的开展情况，通过关键词检索

的方式查找相关内容作为本研究的切人点。 

2.2.2. 问卷调查法 
通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检索的数据和内容进行归类整理。其中向滨江区随机抽取的 10 个游泳

场馆，共发放调查问卷 76 份，根本目的在于充分的了解当地开展游泳培训的实际发展状况，后期共回收

有效问卷 65 份，回收率 85.5%；向少儿家长发放问卷 115 分，了解家长对当前游泳培训的认识，后期回

收有效问卷 100 分，回收率为 87%。 

2.2.3. 数理统计研究法 
利用专业的统计软件如 WPS、Microsoft (微软)等，对搜集到的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归纳处理和统计分

析，为本研究提供数理支持。 

2.2.4. 访谈法 
为了进一步详细掌握滨江区游泳馆的基本情况，为了获得更准确有效的信息，我们对滨江区的部分

游泳培训机构进行了实地走访，并对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及现场设施进行了考查，同时对考查情况进行

了记录，以便得出更加准确具体的研究结论。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滨江区少儿游泳培训市场现状 

3.1.1. 游泳培训场馆基础设施现状 
对于游泳运动来说，游泳场馆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与其他运动存在很大的不同，游泳对游泳场馆的

要求是相对较高的，如果想在此开展游泳培训，其中场馆的硬件设施就必须达到相应的国家标准。而泳

池的设计是否满足相关的标准，通过这一问题的权衡也能够直观的了解当前这一游泳馆的规模和规范程

度。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正规游泳池，长标准为 50 米，宽为 21 米(有 8 个泳道，每道宽 2.5 米，边道

另加 0.5 米)。二是：短池，长为 25 米，宽为 21 米。三是：奥运会、世界锦标赛场地池，长为 50 米，宽

为 25 米。然而经过实际调查，我们发现很多游泳场馆单方面强调可利用面积，很多游泳池都是一些褊狭

而且深度过深的小池子。另外，在我们访问的多家游泳场馆中，很多场所的照明设施设计也存在一定的

不合理性，有些游泳场馆内存在安全隐患的边缘灯光要求达不到国标的最低照明要求，甚至还存在应急

照明设备缺失或配备数量不够的情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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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游泳场馆卫生质量现状 
游泳馆的水质要求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在游泳池水质标准中，水质的感官性必须要良好，且

不能含有病原微生物以及危害人体的化学物质。而在 2020 年杭州市开展游泳馆场所水质检查中，两个批

次抽取的 370 家游泳馆中就有 42 家水质不合格，其中就包括滨江市的 5 家游泳馆，不合格项目主要集中

在尿素、游离性余氯、菌落总数等几个指标上。 

3.1.3. 游泳场馆救生设施现状 
国家在相关标准中进行说明：游泳场馆的设计务必要准备充分的救生器材，对于人工游泳池必须涉

及到救生圈、救生杆等救生器材。在颁布的各项规定中都涉及到与此相关的内容，必须设置急救室，且

急救室需要配有氧气袋、救护床、急救药品和器材，救护器材必须摆放在显眼的位置方便出现意外情况

可以第一时间找到并使用[3]。基于调研发现，滨江区的游泳场馆都配有救生圈等救生设施且可以保证救

生岗位上都设置了长度 2.5 米以上的救生杆，同时每个泳池也都会配备必要的救生药品。但在救护板和

护颈套这一配备设施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在我们走访的 10 家培训就够中，配备上述所提到的

救生器材的场馆数量极少。另外，这些配有救生设施的场馆所配备的救生设施质量标准不一，有部分场

馆的救生设备质量达不到国家要求的救生设备规定。 

3.1.4. 游泳场馆聘用游泳培训教员和救生员现状 
据统计，在中国，溺水是 14 岁以下儿童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意外溺水死亡事件占儿童意外死亡事

件的 57%，而 14 岁以下儿童溺水死亡的概率则占据了全部溺水死亡事件的 56.4%。因此对于少儿游泳培

训来说，安全更是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而其中游泳教员和救生员得资是否能够达到国家要求的标准，

也是在保证少儿在游泳培训过程中基本安全性的关键所在。 
调查之前，通过网络咨询了解了一些情况，一般游泳场馆在招聘游泳教员和救生员时都会要求其拥

有相关证件，然而通过实地调查，我们了解到，很多培训机构中都存在无证上岗的情况，特别是夏季，

由于旺季造成的对游泳教员需求翻倍增加的情况，许多游泳场馆出于保障人手谋求经济利益这一角度更

是降低了对师资力量的门槛和要求，甚至会临时应聘一些兼职的游泳教员，这在潜意识中就影响了滨江

区少儿游泳培训的市场规范及标准，以至于造成很多市面上的少儿游泳培训不符合基本的要求，安全隐

患无形中增加。 

3.1.5. 游泳场馆安全警告标示的设置现状 
案例：2018 年 7 月 21 日，一 7 岁男童趁暑假期间到杭州与父母团聚，结果不幸溺水身亡。事后调

查发现男孩溺水身亡的池塘并未设置安全警告标示。游泳培训机构虽然不像室外的游泳场所一样需要极

高的安全保障，但它同样也需要设置安全警告标志，这是预防安全事故发生的重要保障。在浙江地区游

泳管理条例中也明确说明，游泳馆必须设置明确的安全警告标识且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能够被人第一眼

识别。因此，我们走访了滨江区的 10 个游泳培训机构，发现 10 家虽然都有设置各种安全警告标识，但

标识的数量和摆放位置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有 2 家游泳馆的安全标识存在问题，1 家游泳馆只有一块安

全警告标识且设置在了入场的地方，警告牌的油漆已经掉落，甚至于有一些广告通知的纸片贴于警告牌

上，掩盖住了警告牌的警示语。另外有 1 家酒店游泳场馆警告标识的摆放位置不容易发现，且标识较小，

只有一张 A4 纸的大小，很难被察觉到，不能够真正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3.1.6. 游泳场馆紧急事故处理预案的配置情况现状 
案例：2020 年，7 月 21 日晚，金色蓝庭小区内一 5 岁男童小区泳池内溺水身亡，导致事故发生的起

因是孩子落水时安全员没有及时发现，孩子于晚上 6 点 38 分溺水，安全员发现时间为晚上 6 点 4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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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及时发现孩子溺水，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游泳和其他的体育运动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自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需要保证参与人员具有一

定的技能，且有完善的设施保障安全，游泳场所在经营中必须随时预防意外的发生[4]，所以场馆内设置

紧急事故的处理预案是至关重要的，当面对突发情况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及时的处理。所以，

场馆应设立紧急事故处理预案，从而在后续面对事故发生过程中能够保证游泳者的安全性及生命健康，

对于突发安全事故的处理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在走访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选择为调查样本的 10 家游泳场馆中，基本都有设置紧急事故处理预

案，其中有 2 家游泳场馆没有设置紧急事故处理预案，有 1 家小区游泳池，另一家是酒店游泳池。但是

在调查的 10 家游泳场所中，绝大多数的游泳场所的场馆紧急事故处理预案都没有明确的紧急事故等级划

分和相关的处理预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滨江区游泳馆在设置过程中对于紧急事故的处理预案设计不

合理，没有引起根本性的重视，游泳场馆对这一维度需要引起高度的关注，特别是小区游泳场馆，由于

小区内的游泳场所管理比较混乱，所以场馆对于紧急事故的处理预案的重要性没有充分的认知。 

3.1.7. 游泳场馆工作人员对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现状 
案例：2020 年 8 月 14 日，一名 6 岁男童到杭州菲力伟健身游泳馆参加游泳培训，教练员换衣服过

程中孩子溺水身亡。记者了解到，孩子溺水时刻，该游泳机构 3 名安全员，另外还有一名巡视安全员在

岗，然而，由于安全员认为孩子就在眼皮底下不会出事，最终导致事故发生。 
游泳场馆的安全程度与工作人员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息息相关，在我们走访的过程中，我们对 10 个

游泳培训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随机询问，发现游泳场馆内的工作人员对游泳场馆安全意识的认识

有所不同，有部分工作人员认为游泳危险系数极高，每天都非常担心出事，时刻都在警惕；大多数的工

作人员认为虽然游泳容易发生安全事故，但是已经购买过保险，所以尽量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没必要

太担心；然而也有极少部分工作人员认为游泳场馆已经设置了安全警告标示，只要在培训之前告知游泳

者注意事项，之后责任不在自己[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游泳场馆工作人员对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待

提高。 

3.1.8. 少儿游泳培训教员学历以及拥有证书情况 
在游泳教培行业中，游泳教员专业技能和学历程度的高低，对少儿游泳培训也是存在很大的影响的，

由于少儿身心的特殊性，对游泳教员也有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针对少儿初学者，这就要求教员不仅要

教授其专业的技能，还要普及意外发生时的处理方法增强其救生能力。然而在我们调研中发现(表 1)，65
名游泳教练中，有 58%的教员学历是本科，其他的绝大多数都是专科、高中及以下学历；另外，对于证

书的拥有情况，65 名教员中，没有等级证书的教员比重高达 34%，而且游泳教员证等级普遍都是终极及

以下，高级的少之又少，由此不难看出，在无证书的教员占有很大比例的情况下，少儿游泳培训市场当

前存在的安全隐患是不容忽略的。 
 

Table 1.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s and certificates of children’s swimming training teachers in Binjiang District 
表 1. 滨江区少儿游泳培训教员学历以及拥有证书情况表 

基本情况 具体情况 人数 百分比(%) 

游泳教员证书等级 

无 22 34 

初级 18 28 

中级 24 37 

高级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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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游泳教员 

高中及以下 11 17 

专科 15 23 

本科 38 58 

硕士 1 2 

3.1.9. 滨江区少儿游泳培训教员证书与执教情况 
游泳教员的聘任的规范性取决于教员证书的齐全程度，游泳教员的无证上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人手不足为场馆带来的运营问题，但是也会给少儿游泳培训带来诸多的问题和隐患；另外，游泳教员

自身的教学经验，也会对游泳培训的教学成果造成影响，如果游泳教员具有相对丰富的经验，那么在少

儿学习游泳过程中会更加得心应手。然而在调查过程中(表 2)，我们却发现竟有 42.3%的游泳教员是无证

上岗，对于少儿游泳培训来说，无疑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患。没有证书，就相当于教员在意外情况处理

上没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意想不到的伤害事故，教员和经营场馆很大程度上就不能保证正确

及时且高效率的救生。 
 

Table 2. Certificates and teaching status of swimming teachers in Binjiang District 
表 2. 滨江区游泳教员拥有证书与执教情况 

拥有证书 人数比例(%) 值教年限 人数比例(%) 

两证 24 3 12 

一证 34 2 24 

无证 42 1 32 

无 0 32 

两证：游泳救生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3.1.10. 滨江区少儿游泳培训教员年龄结构 
游泳是一项在水中进行运动，相对于其他运动而言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它要求游泳技术是要迎合

流体力学和人的基本生理特点，这也就要求作为游泳教员，必须要掌握相关的理论基础。而在我们的调

查过程中(表 3)，我们发现滨江区游泳培训机构里的教员年龄大多数都在 21~30 岁这个区间内，而且在我

们调查的这部分教员中，绝大部分教员的从教经历都非常短，多数以 1~2 年的初级教员为主，有的甚至

是兼职。 
 

Table 3. The age structure of children’s swimming training teachers in Binjiang District 
表 3. 滨江区少儿游泳培训教员年龄结构表 

教员年龄 人数 百分比 

20 岁以下 11 17 

21~30 岁 44 68 

31~40 岁 6 9 

41~50 岁 4 6 

3.1.11. 滨江区游泳教练员的来源分析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滨江区的游泳教练员的来源途径有很多。调查的 65 项运动和其他运动有着本

质性的不同，它是在水中进行的，危险系数比较高，因此更需要教员关爱学员；第三，品德过关。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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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也会对学员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第四，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需要达标；第五，

具备教学组织管理得能力。 
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很多游泳培训机构中的教员大多数都只是游泳爱好者，并不是符合任职

的资格，他们很多都只是在大学期间接触过一些游泳训练，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而后也只是经过简

单的培训后并开始担任游泳教员，缺乏相应理论知识，综合素质达不到作为一个合格教员的标准，很多

会游不会教。而且很大一部分教员由于没有教学经验，在教学过程中，教学组织能力差，课堂秩序混乱。 

3.2. 滨江区少儿游泳培训学员家长相关调查 

3.2.1. 滨江市学员家长对少儿游泳培训的消费认知 
随着“人人会游泳”这一政策的出台，浙江省各级各类中小学纷纷将游泳作为当下体育的必修课，

由此引发一批以儿童青少年游泳培训作为主营业务的游泳培训机构产生。原本作为强身健体的运动突然

升级成为升学考试中的必修项，促使学生家长开始重视对孩子在游泳上的培训。 
据杭州市 2019 年杭州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的调研。如表 4，我们的调查将滨江区参与这一培训的

家庭收入情况进行分类：12 万元/年以下的低收入家庭、12~50 万元/年的中等收入家庭、50 万/年以上为

高收入家庭。通过调查，我们得出：滨江区参与游戏这一运动培训学员家庭收入在 12 万元以下的有 13
人，占比 13%；参与游戏这一运动培训学员的家庭收入为 12~50 万元的有 56 人，占比 56%；参与游戏

这一运动培训学员的家庭收入在 50 万以上的有 31 人，占比 31%；通过这一调研可以看出，滨江区参与

游戏这一运动培训学员的家庭基本是以中等及中等以上的水平为主，具有相当的经济条件为孩子参加此

项培训买单。 
 

Table 4. The family income of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swimming training 
表 4. 参加游泳培训学员的家庭收入情况 

收入 人数 百分比(%) 

12 万元/年以下 13 13 

12~50 万元/年 56 56 

50 万/年以上 31 31 

3.2.2. 家长了解游泳培训的途径情况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多样化、获取信息的途径便捷高效化，曾经的纸

媒作为唯一的获取信息的途径，如今已经演变为微博、微信、电视广告、社交媒体等多种途径。如表 5，
在我们调查的 100 名学生家长中，有 46 名家长表示他们是从网络获途径获取游泳培训信息的；而有 24
名家长表示他们是通过朋友介绍途径获取的，占总人数的 24%；还有 10 名家长则是通过传单海报的途径

获取信息报名的占总人数的 10%；另外，还有 14 名家长是亲自上门到培训机构了解游泳培训信息的；而

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信息的家长有 6 人，占总人数的 6%。由此可以看出，网络是家长获取相关信息的主要

途径，其次是通过朋友介绍和阅览传单海报，除此之外有也有部分家长是亲自到培训机构了解。 
 

Table 5. Ways for parents of trainees to obtain swimming training information 
表 5. 学员家长获取游泳培训信息的途径 

宣传方式 使用频率 使用率(%) 

网站宣传 20 20 

社交媒体平台 26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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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宣传单、海报 10 10 

朋友介绍 24 24 

到店了解 6 6 

3.2.3. 滨江区少儿游泳培训学员家长让少儿参与培训的目的 
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高，人们选择运动方式的目的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6]。在我们的调查过程

中，我们发现很多家长在为少儿选择的时候会综合权衡，这些维度包括：锻炼身体，促进身体发育；通

过游泳培养意志力及竞争意识；作为生存技能；游泳可以帮助孩子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多一种选择；当

然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升学考试。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表 6)，滨江区很多家长报名的首要目的

是为了让孩子锻炼身体，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前体胖儿越来越多，很多家长基于这一方式想让孩子

减肥，增强孩子的健康能力。另外也有一部分家长认为，游泳作为孩子升学考试的必修项，给孩子报培

训班能够给孩子在升学考试中提升竞争力。 
 

Table 6. The purpose of the students’ parents in choosing swimming training for their children 
表 6. 学员家长为少儿选择游泳培训的目的 

动机 人数 百分比(%) 

锻炼身体、增强体魄 31 31 

培养意志品质 16 16 

学会一种技能 21 21 

孩子的兴趣 22 22 

应付升学考试，增强竞争力 10 10 

3.2.4. 滨江区少儿游泳培训学员家长的满意度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家长对培训结果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的技能掌握程度，及教员在

这一过程中教学方法和亲和度。调查过程中，很多家长表示满意度取决于教员的培训方法，当然绝大部

分家长的满意度还是基于孩子是否已经掌握游泳技能这一维度，在孩子是否掌握技能这个维度之上，还

有一部分家长还会考量游泳教员的培训态度是否亲以及是否过于关注教学效果，忽视孩子的主观感受。 

4. 滨江区少儿游泳培训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4.1. 管理部门对培训机构的管理不到位  

通过调研也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滨江区游泳培训机构很多都规模较小，而且培训质量不高，甚至

还有些机构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培训的质量也不能让人信服。这些小规模的培机构设备相对落后、教员

教学水平和最终的培训质量没有保障，另外这些培训机构还存在泳池水质卫生不达标的情况。这些小规

模游泳培训机构的继续经营势必会影响滨江区游泳培训市场朝着规范有序、健康卫生的方向发展，影响

着消费者的利益，因此继续相关政府不能的监管。 

4.2. 游泳培训机构经营模式不规范 

调查发现，滨江区的许多游泳场所都是通过对外承包产权来经营的。虽然近几年游泳培训行业发展

态势迅速，许多地产公司在进行小区规划时，常常会把是否配有休闲设施作为一大标准，游泳场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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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规划之一，但是许多物业公司对于专业设施设置和管理工作要求一知半解，这就会导致游泳场所

被闲置，于是，物业公司为了合理高效的利用资源就会将本小区游泳池通过承包的方式经营。然而这样

的做法又会导致游泳场所的经营得不到规范化管理，特别是在聘请管理人员这一维度缺乏稳定、高质量

的管理队伍，没有明晰的产权责任。 

4.3. 培训内容单一、缺乏对初学者自救等游泳安全知识的灌输  

游泳这一项目和其他体育项目不同自身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具备良好的游泳安全知识是非常有必要

的；而对于培训机构来说传授基本游泳技能的同时给学员教授游泳安全方面的知识更是必要的。而在实

地考查中，我们发现，滨江区的大多数游泳培训机构的教学内容主要传授学生游泳的技巧为主，缺乏对

初学者安全知识和意外情况处理的教授。对于初学者来说，不熟悉水性是学习游泳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

困难，由于心理对水的恐惧，使得初学者在学习游泳的过程中会比其他人学习游泳存在的安全隐患要更

大，因此教授初学者自救技能是十分必要的。 

4.4. 滨江区游泳培训机构缺乏专业管理人员  

通过调研还发现，滨江区游泳培训机构的管理人员的学历绝大部分都是专科或者本科，而且在这些

管理者中，极少数是对口专业毕业，相对缺乏市场经营和管理的理论知识与经验。另外，很多的经营管

理人员一人身兼数职，既负责招生，又负责教学，甚至还自己管理游泳水质等，这种情况导致了滨江区

游泳培训机构没有设置合理的部门，没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很难做游泳培训机构科学合理、全面规范的

运行与管理。 

4.5. 滨江区游泳培训市场产品价格缺乏统一标准 

作为影响消费者消费导向的重要因素，产品价格是否合理直接对最终的购买意向和行为造成影响，

另外也会对产品所在市场的发展形成影响。调查中，我们发现滨江区游泳培训市场收费标准不统一，许

多培训机构的产品定价都是基于自身主观意愿而定的。而且在这些游泳培训机构中，存在着以价格竞争

来争夺市场的情况，通过底价格竞争来营销，培训机构就得在成本上进行缩减，这样就可能是泳池标准

达不到国家标准的情况出现，对于滨江区游泳培训市场的健康、长远发展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4.6. 游泳培训机构的课程内容单一、课时安排不合理 

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滨江区的游泳培训机构普遍都存在以下共同特点：第一，培训课

程安排不合理，淡旺季安排不一样，夏季课程安排频次紧密且每节课课时标准不一，有时根据训练量来

规定课时，有时则规定为每个课时为一个小时；第二，滨江区培训班培训内容基本趋同，内容主要都是

初学蛙泳、巩固蛙泳、自由泳等；第三，在游泳培训高峰期，许多培训班都存在超员的现象，有的时候

一个游泳培训班容量甚至达到 20 到 30 人。第四，许多游泳培训班缺乏对理论知识、兴趣爱好、游泳救

生知识，以及游泳卫生知识的教学。 

4.7. 游泳培训机构没有对场馆内设施定期检查维护的明确规定 

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滨江区大多数的游泳培训机构没有对管内设施定期检查维护的明确

规定，不少场馆仅仅只是在进入游泳旺季前才会对场馆内的各项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而且检查维护的

周期普遍过长，基本上要间隔 3 周以上才会进行维护，在查阅个别游泳培训机构游泳场馆管理条例时，

我们也发现这些文件中并未清晰明确的涉及到对场馆设施后期维护与监督的相关内容，由此也可以看出，

当前滨江区的游泳培训机构对场馆设施检查与维护的没有提高重视度，至此，其安全性也不能得到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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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保障。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1.1. 滨江区少儿游泳培训教员招聘的门槛相对较低 
滨江区的游泳培训机构中，许多教员学历、证书、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甚至许多培训教员并未经过

系统、专业的培训，而是无证上岗。 

5.1.2. 滨江区家长对参加游泳培训的认知 
滨江区许多家长让孩子接受这一培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和应对升学考试。 

5.1.3. 政府对少儿培训的监管力度不足 
滨江区相关政府部门对少儿游泳培训机构监督，少儿游泳培训机构经营随意性强，整个滨江区游泳

行业乱作一团。游泳培训行业缺乏监督管理。 

5.1.4. 滨江区游泳场馆硬件和软件设施存在不完善的情况 
主要表现场馆规模不达标、水质不达标以及照明光线不够等；而且有些游泳池深度过深，存在很大

的安全隐患。 

5.1.5. 游泳培训机构中的教员综合素质不高 
缺少规范的培训教员，教员综合业务水平不高、教学经验不足，不能调动少儿游泳的兴趣和积极性，

很多教员会游不会教。 

5.1.6. 少儿游泳培训教学内容单一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少儿游泳培训的教学内容单一；教学课程安排不合理；超员教学情况严重，缺

乏安全意识；缺少对初学者的安全知识教育。 

5.1.7. 滨江区游泳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对待安全问题的认识有待提高 
滨江区游泳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待安全问题的认识有待提高，部分游泳培训安全员安全意识不高，

没有意识到游泳溺水等安全事故发生的严峻性；另外由于部分场馆只关注自身的发展利益，部分游泳培

训机构的管理力度不高，游泳者的安全难以保证。 

5.1.8. 学员家长对于孩子参加游泳培训意识高、意愿强 
学员家长选择游泳培训基本是通过广告宣传和网络这一途径了解和报名，体育锻炼意识高，支持孩

子参加游泳培训的意愿强。 

5.2. 建议 

5.2.1. 加大政府对游泳培训机构的监管力度 
滨江区的相关政府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监管制度和游泳培训教员招聘标准以及考核制度。同

时加强相关优惠政策向游泳培训行业的倾斜，吸引相关投资注入游泳培训行业，保证游泳培训行业高质

量、健康卫生、规范有序的发展。 

5.2.2. 有关部门应当统一对游泳场馆设施的标准 
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少儿游泳培训班的管理力度，同时加大监管少儿游泳培训班的力度，针对部分场

馆泳所存在的问题，例如池水质差、灯光条件差、泳池规模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情况，要予以指出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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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规范游泳培训机构对教员的管理，进行岗前培训提升教员素质 
培训机构对少儿游泳进行培训的过程中要迎合当前的教育需求，注重全面发展，首先，对于培训教

员这一维度，在教员上岗前进行系统规范的培训，提升游泳教员自身综合素质和技能，同时建立合理的

奖惩机制，激励教员更好的进行教学工作。 

5.2.4. 游泳培训机构应当设置专业的课程体系 
针对少儿初学者，必须首先进行安全自救知识的教授，同时要严格控制班级教学人数。另外在培训

过程中，游泳教员要通过多种方式将课程内容打造的更加有趣味性，调动学员的兴趣和积极性。 

5.2.5. 加强游泳场馆设施的检查与维护 
游泳培训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应该熟知场馆的各项设施的使用方法及维护期限，定期进行检查，及

时更新老旧的设施设备，对于出现问题的设施第一时间进行维护和修整，从而避免出现意外事故。与此

同时，定期进行检查维修，制定科学的计划及管理规定，具体明确到个人来负责这一检查工作，从而确

保场馆能够达到国家的相关标准，保证培训过程中的安全性。 

5.2.6. 提高救生员、教练员的安全意识和专业水准 
在这一培训过程中，教练员和救生员都必须具有一定的操作能力和安全意识，从而在日常工作中避

免各类问题的发生，在出现紧急情况时能够理智、明确地作出科学的选择和处理，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是尽可能避免游泳场馆的损失，因此，游泳培训机构应该定期对教练员、救生员进

行安全意识和专业技能水平的培训及考核，以此提高救生员和教练员的安全意识及专业水准，减少安全

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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