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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水社会体育指导员（初级）国家职业技能鉴定

实操考务工作指南

体育行业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是由各省（区市）体育行业职业

技能鉴定站（以下简称鉴定站）在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

导中心（以下简称总局职鉴指导中心）指导下，依据《国家职业

技能标准》（2020 年版）及国家职业资格考核实施细则内容要

求具体实施的。

考务工作是鉴定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是保证鉴定质量的重要

手段。为规范潜水指导员鉴定工作，保证潜水项目鉴定考务组织

管理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总局职鉴指导中心依据《潜水社

会体育指导员（初级）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实施细则》（以下

简称细则），制定本指南。

一、考评组管理

考评组由获得潜水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资质的正式考评员，

鉴定站考务人员，实操考场协助人员组成，约为 5—6 人。其中

考评员 3 人，考务人员 1—2 人，实操考场协助人员 1—2 人。

（一）考评组的委派聘请

1.考评员由各鉴定站选派，并负担相应交通、食宿、考评费

等，共三名考评员，并确定一人为考评组长，考评组长需向总局

职鉴指导中心报备；

2.考务人员由鉴定站自行委派；

3.实操考场协助人员由考务人员与考核场地提前确定。

（二）考评组分工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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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评组长：担任批次鉴定考核工作主考官，根据职业标准

和《细则》要求统筹考核安排，解决考核争端，把控考核质量，

实施考核流程，分配考核岗位任务等；

2.考评员：担任批次鉴定考核工作考评组评分员，根据职业

标准和《细则》执行考核评分任务；协助完成其他安排的考核事

项任务；

3.考务人员：负责本鉴定批次具体组织工作；负责与实操场

地各项事宜的对接；负责考核材料的制作、携带保管，考核现场

的组织协调、场地、装备准备，做好考核检录工作；组织抽签维

护考场秩序；监督考评工作等。

4.实操场地协助人员：负责与鉴定站考务人员对接和联络考

务工作事项；负责考场装备准备和管理工作；负责考生召集、通

知、纪律管理工作；负责考核期间场地整体协调工作。

（三）考评组工作规范

1.职业规范：遵守职业道德，严格执行考核标准，不提示考

核内容，遵循严肃、认真、公平、公正准则，态度端正；

2.行为规范：准时到位到岗，自觉认真，考评员须独立评分，

做到工作中不接打电话、不无故中途离席、不与无关人员交谈、

使用规范性语言，考评前 12 小时之内不得饮酒；

3.仪表规范：配戴考评员、考务员工作证卡，站姿挺立，坐

姿端正，禁止工作中抽烟、掀衣等影响考评工作形象的行为。

二、实操考核管理

（一）实操考场要求

1.实操考场由场地方按《细则》要求至少提前一天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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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场地需符合 GB19079.10-2013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

求第 10 部分:潜水场所的要求，最大深度≥1.8 米，≤2.5 米。

1.1 考核时，保证至少三条泳道，考试区域与对外开放区域

间隔至少 1 条泳道（蹼泳考核时，泳道要求尽量多）；

1.2 室外实操场地，如遇影响安全的天气状况，如雷暴、大

雨等，须中止考评，待天气好转后方可继续进行。

2.考试场地应划分为考试区域、抽签备考区域、候考区域、

紧急医疗区域及救生岗位，各区域张贴或悬挂醒目示意标志，并

在考试区域及候考区域摆放好考评用桌椅；

3.实操考试期间，考场内应安排安全保障人员（救生人员）

2 名；

4.实操开考前一天（或前一天晚上），须将考生及考评员水

肺装备在候考区域按考生考号统一排放整齐。

（二）考核管理

1.实操考核科目包括：心肺复苏，水下屏气潜泳、水面蹼泳，

基本技术组合，救援，教学指导能力。

2.考务人员需提前准备好如下实操考核文件及工具。

序号 文件或工具 数量 备注

1 实操签到表 1 张

2 健康承诺书 按考生人数准备

3 各考核科目评分表 据考生人数准备

4 塑封评分表、水下手写板、铅笔 3 套

5 水笔、手写托板（文件夹板） 3 套

6 考生号码袖标（有魔术贴，可伸缩） 按考生人数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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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秒表 3 个

8 哨子、蜂鸣器（或叮咚棒） 各 1个

9 卷尺（至少 15 米） 1 个

10 档案袋及封条、胶水 1 套

11 支架式白板 1 个

12 水上、水下录像设备（含存储卡和电池） 2 套

3.考评组成员确定后，须由考评组长组织，召开至少一次线

上工作会议，掌握考生情况、实操场地、考评装备等相关问题，

研讨考核安排，考评员与考务员就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沟通。

开考前一天，须由考务员组织，召开线下考评工作会议（见

习考评员须参加），检查考核文件及工具是否齐备，检查考场设

备是否满足考核需求；明确职责分工，确定考核流程，统一考核

要求。由考评组长在考试当天向考生宣读考核安排。

4.考评组凭工作证件进入考场考试区域，考生凭准考证进入

候考区域，由考务人员检录进入考场，禁止无关人员进入考场。

（三）考评装备

包括考生装备、考评员装备和其他设备。

1.考生装备

由考生自备或由考核场地提供，确保每位考生有自己独立使

用的考试潜水装备，装备数量不得少于考生数量，并配备足够的

气瓶和配重。考生的潜水装备需满足考评需要，没有满足考评所

需潜水装备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考评过程中，如考生装备出现

问题，由考生自行承担后果。

考生装备清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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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面镜、呼吸管、脚蹼；②潜水服（非必需）、潜水靴（非

必需）；③浮力调整装置；④呼吸调节器（附有备用二级）；⑤

仪表组（压力、深度）；⑥气瓶；⑦配重系统；⑧水下计时器；

⑨水面定位浮标（SMB)及线轮组。

2.考评员装备

考评员装备由考核场地提供（如考评员自备需提前与鉴定站

和考核场地方确认）。

3.其他考评设备

3.1 心肺复苏用假人模型及配套装备（包括地垫、消毒酒精、

CPR 一次性呼吸膜或清洁纱布）；

3.2 水面浮漂（标识物）9 个（含垂直于池底的绳索与重物）；

3.3 水上水下录像设备（含存储卡和电池）2 套，分别配 2

块电池。

（四）实操考核人数

一组考评员实操考核人数一般不超过 24 人/天。

（五）场地检查和装备确认

实操考核前一天，考评组须在考务人员的组织下，在线下考

评工作会议期间，由考评员进行场地检查和考评装备确认。

1.场地检查需落实场地深度标准；

2.考务人员、实操场地协助人员将考评装备逐一向三名考评

员确认无误后，由三名考评员同时在考评装备清单确认表（见附

件）上签字确认。

注.考评装备清单确认表作为考试实施文件材料上传。

三、实操考核组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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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考核由考评组提前确定好分工安排，实操考试过程使用

录像设备录像，考核完毕由考务人员统一留存保管。

（一）达标项目

1.心肺复苏

场地方负责准备符合考核要求的场地、心肺复苏评分表、秒

表、人体模型和配套装备。考核前考务员对考生进行检录，由考

评组长向考生进行心肺复苏考评说明。

考评组每次对一位考生进行考评，考评组三位考评员须同时

现场独立评分，三人的平均分是考生的最终得分。

考务员组织考生有序进入考试场地，候考考生和完成考试的

考生不得进入或停留在考试区域。

注.持游泳救生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经考评员现场审核通

过后可免考心肺复苏。出现考生不及格情况，考评组及时沟通。

2.水下屏气潜泳和水面蹼泳

考核前考务员对考生进行检录，考评组对场地布置进行考前

确认，由考评组长向考生进行 25 米屏气和水面蹼泳考评说明。

以组为单位，按考生考号顺序分别对应泳道，考务员组织考

生依次有序进入泳道，候考考生和完成考试的考生不得进入或停

留在泳池内。

以长度为 50 米的泳池为例

总游动距离为 4 个往返，须在 25 米处设置水下和水面都可

识别的明显标志，利于考生和考评员对 25 米屏气距离做出判定，

水面标志物不得影响考生水面蹼泳。

25 米屏气考评阶段考评员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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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出发阶段，三名考评员都位于出发端，由 1 号考评员负责

分配泳道、发令，3 名考评员同时计时以及判定考生出发是否犯

规。

②考生出发后，考评员工作位置在 25 米处两侧，重点判定

考生游动犯规、屏气游动距离和出水位置。出现犯规情况时，考

评员应记录位置及犯规情况。

水面蹼泳阶段考评员分工：

①1 号考评员（考评组长）工作位置在出发端，判定考生折

返情况和考生游动距离记录。

②2 号考评员工作位置在出发端和 50 米转身端之间，巡视

判定考生的犯规情况和考生游动距离记录。

③3 号考评员工作位置在 50 米转身端，判定考生转身犯规

和考生游动距离记录。

④由 3 名考评员同时用秒表计时。1 号考评员为主计时，2、

3 为辅助计时。计时采用到时停表的方法，无需记录达标者的用

时。只判定达标或不达标。由考评组长统一登记考核情况，对不

达标考生标注原因。

（二）基本技术及救援

考生按照签到表顺序确定考号，并佩戴考生号码袖标（魔术

贴式，戴于考生左上臂）。

考核开始前十五分钟，由考务员使用抽签小程序（自行使用

微信创建）或抽签卡片随机抽取一名考生代表，由该名考生代表

使用抽签小程序（自行使用微信创建）或抽签卡片抽取本次考核

的基本技术组合题签号和救援题签号。考试场地需根据基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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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和救援题签由考评员、考场协助人员在十分钟内完成考核场

地安排布置。

1.基本技术组合考核

考评组可根据考评的实际情况，经考评组商定，由考评组长

确定，每次安排不多于三名考生同时展示技巧，三名考评员同时

打分。

2.救援考核

由考务人员将所有考生以组为单位，按考号顺序每 6 名考生

为一组进行分组，每次由 6 名考生搭配考核（其中 1、3、5 号一

条泳道，2、4、6 号一条泳道，中间隔一条水线），分为考试人

员、接应人员（协助捡拾并整理掉落装备）、被救援对象（潜入

水下，俯卧或仰卧于池底）。

1 号考生准备完毕，大声报出自己考号，考评员确认后发出

“1 号考生，开始”指令。考生开始救援考试，考评组长开始计

时，考评员认真观察，独立评分，及时记录。1 号考生完成考核

后举手示意，2 号考生大声报出考号，开始考试。具体顺序如下：

①1 号考生考试，3 号考生为岸上接应人员，5 号考生为被

救援对象；

②1 号开始考试时，2 号考生起点准备，4 号考生为岸上接

应人员，6 号考生为被救援对象；

③2 号开始考试时，3 号考生起点准备，5 号考生为岸上接

应人员，1 号考生为被救援对象；

④3 号开始考试时，4 号考生起点准备，6 号考生为岸上接

应人员，2 号考生为被救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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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4 号开始考试时，5 号考生起点准备，1 号考生为岸上接

应人员，3 号考生为被救援对象；

⑥5 号开始考试时，6 号考生起点准备，2 号考生为岸上接

应人员，4 号考生为被救援对象。

救援考核每名考生限时 3 分钟内完成。

6 名考生考试搭配顺序

救援考生 接应人员 被救援对象

1 3 5

2 4 6

3 5 1

4 6 2

5 1 3

6 2 4

第一组 6 人考核过程中，下一组 6 人按以上顺序提前准备。

注：如出现考生不及格情况，考评组及时沟通。

（三）教学指导能力

1.连贯考核法

考生根据考号顺序，按指定扮演学员轮换方法，由考务员组

织考生逐一提前 15 分钟抽签、备考。1 号考生考核时，倒数第

1-4 号考生担任陆上学员，倒数 5-8 号考生着装担任水下学员；

当 1 号考生完成考试后，到陆上扮演学员，陆上倒数第 4 号考生

着装进入水中扮演学员，水下倒数第 8 号学员卸装上岸备考，如

此轮流按序号进行安排。以一个批次 20 名考生为例。

1 号开始考试，陆上学员 20 号、19 号、18 号；水下学员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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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16 号、15 号。

2 号开始考试，1 号替换成为陆上学员，18 号替换为水下学

员，陆上学员 1 号、20 号、19 号；水下学员 18 号、17 号、16

号，15 号上岸返回候考区。

3 号开始考试，2 号替换成为陆上学员，19 号替换成为水中

学员陆上学员 1 号、2 号、20 号；水下学员 19 号、18 号、17

号。16 号上岸返回候考区。

4 号开始考试，3 号替换成为陆上学员，20 号替换为水下学

员，陆上学员 1 号、2 号、3 号；水下学员 20 号、19 号、18 号。

17 号上岸返回候考区。

5 号开始考试，4 号替换成陆上学员，3 号转换成水下学员。

陆上学员 4 号、1 号、2 号；水下学员 3 号、20 号、19 号。18

号上岸返回候考区。

6 号开始考试，5 号替换成为陆上学员，2 号替换为水下学

员，陆上学员 5 号、4 号、1 号；水下学员 2 号、3 号、20 号。

19 号上岸返回候考区。

7 号开始考试，6 号替换成为陆上学员，1 号替换为水下学

员，陆上学员 6 号、5 号、4 号；水下学员 3 号、2 号、1 号。

后续考生固定使用陆上学员 6 号、5 号、4 号；水下学员 3

号、2 号、1 号。

2.分解考核法

经考评组商定，考评组长决定，可将教学指导能力考核分解

为陆上考核环节和水下考核环节，所有考生完成陆上考核环节后，

再逐一进行水下考核，考评员对两个环节分别进行计时，每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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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总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

以一个批次 20 名考生为例。考生根据考号顺序，由考务员

组织考生逐一抽签、备考。

陆上考核部分：

考务员提前 15 分钟组织 1 号考生抽签、备考，提前 10 分钟

组织 2 号考生抽签、备考，提前 5 分钟组织 3 号考生抽签、备考，

由 18、19、20 号考生扮演陆上教学对象；

时间到，考务员将 1 号考生带到陆上教学考试区域，1 号考

生向考评员报出考核题签后，考核正式开始，考评员开始计时，

对考生陆上教学部分进行评分；

1 号考生开始考试时，考务员组织 4 号考生抽签、备考；

1 号考生陆上部分结束后，考务员将 2 号考生带到陆上教学

考试区域，2 号考生向考评员报出考核题签后，2 号考核正式开

始，考务员组织 5 号考生抽签、备考......依次循环。

...考务员将 11 号考生带到陆上教学考试区域，同时 1、2、

3 号考生替换 18、19、20 号考生为陆上教学对象。

水下考核环节：

陆上考核结束之前，1 号考生提前进入水下等候，陆上考核

全部完成后，考评员换装备下水，18、19、20 号考生为水下教

学对象。考生依次完成水下教学环节，考评员对水下环节进行打

分和计时；

11 号考生考试时，1、2、3 号考生替换 18、19、20 号考生

为后续水下教学对象。

注：考评组经商定后，提前确定一种考核方式。出现考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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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情况，考评组及时沟通。

（四）考核结束

1.考评员完成评分任务后，考评组长应组织考评员及时填写

实操评分表，核算考生成绩，检查评分内容是否漏填、错填、填

写不清晰等情况，如有更改，需在更改处签字确认。检查无误，

签署考评员姓名及考评日期。考评组长统一收集，并按序整理后，

交由考务人员封装，封装口须由考评员、考务人员签字，封装后

交由考务人员保管。

2.考务人员回收文具、秒表、多余表格等。

3.考评组长召集考评组对考核中出现问题、考核难点、重点

及有关事项进行总结，对于集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要与总局职鉴指

导中心沟通。

附件：1.潜水实操考评装备清单确认表

2.潜水社会体育指导员（初级）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

核实施细则解读



附件 1

潜水实操考评装备清单确认表

序号 考评装备、工具 数量 备注

1 考生潜水装备

2 考评员潜水装备

3
心肺复苏假人模型（包括地垫、消毒

酒精、CPR 一次性呼吸膜或清洁纱布）
2 套

4
水面浮漂或标识物（含垂直于池底的

绳索与重物）
9 个

5 水上水下录像设备（含电池） 2 套

6 哨子、蜂鸣器（或叮咚棒） 各 1 个

7 卷尺（至少 15 米） 1 个

8 支架式白板（含记号笔、板擦） 1 个

9 考生号码袖标

10 塑封评分表、水下书写板、铅笔 3 套

11 水笔、手写托板（文件夹板） 3 套

12 秒表 3 个

13 评分登记表

14 档案袋及封条、固体胶 1 套

考评员签字确认：



附件 2

潜水社会体育指导员（初级）国家职业技能鉴定

考核实施细则解读

内容 技术/环节 细则考核要点 解读

蹼

泳

着面镜、脚蹼、呼吸管，手扶

池壁，听到出发口令后出发。

准备出发时，考生与池壁应保持 3 点固定，躯

干垂直于池底。听到出发口令出发后，可以足

先式方式下潜，身体下蹲，头与躯干原地没水

后，水下蹬壁出发。

水下屏气潜泳至少 25 米 以头部越过 25 米线判定。

基

本

技

术

组

合

装备组装及

安全检查

2.“···出气口平面与背架

平行···”

指气瓶出气口与气瓶背架朝向一致，并非指二

者高度一致。

4.“···整体牢固性检查。” 删除“整体牢固性检查”此句话。

水面水肺装

备着装

考生在展示此技术时，不可携带任何配重系

统，包括腰带式和整合式。

无面镜潜游

3.“···除一只手可以触底

外，任何部位不能接触水底或

露出水面。”

“触底”，其目的是作为游动中视觉参考和保

护考生安全，不会导致身体上下起伏。不允许

考生借助手指触底来达到其他目的（例如将池

底作为支撑，以达到避免身体其他部位失控触

底的目的）。

从不断泄漏

的调节器呼

吸

3.“含住呼吸器咬嘴的一半，

低头，向未含住咬嘴的一侧转

头···。”

以面部转向左侧为例，此时口应含住咬嘴右

侧，让咬嘴左侧释放空气压力；若向右侧转头

则相反。

上升及深水

区出水

2.“··· 抬头，眼睛向游

动方向的前上方观察，踢动脚

蹼，以不超过 8- 10m/min
速率上升。···” 眼睛向游动上升方向观察，踢动脚蹼，以

8-12m/min 速率向斜上方游动 5米上升；但未

达 5 米（如图，5 米距离为水平方向测量距离）

之前，考生的任何身体部位不得露出水面。

3.“···游到扶梯边，依次

卸除配重、水肺装备、脚蹼后

上岸。”

本技术为考核卸下装备后，从泳池扶梯处爬梯

子上岸。如考核场地条件不允许，则根据考评

组统一意见，允许从池边其他位置上岸。

在水面口吹式建立浮力时，脚蹼踢动时可碰触

池底，但不得将池底作为支撑。



抽筋解除
2.“在中性浮力状态下完成，

不可触底。”

理解为“向下不可触底，向上允许轻微浮出水

面。”但不允许憋气上升浮出水面或因浮力过

大失控冲出水面。

中性浮力游

动，途中面

镜排水

当技术开始后，要求考生全程以水平俯卧姿势

完成考核。

坐姿后滚式

入水
1.考生坐在入水点处

理解为“模拟坐姿入水，身体入水前至少处于

半蹲姿势。”即降低身体重心，尽量接近水面。

紧急游泳上

升、水面口

吹建立浮力

2.“···缓慢踢动脚蹼，在

水面以下完成斜上游动至少

9 米后出水。”
“缓慢踢动脚蹼”指游动速度不超过 18 米/

分钟。对“斜上游动”的游动轨迹和角度不做

规定，但在到达 9 米（水平方向距离）之前，

考生的任何身体部位不得露出水面；在水面口

吹式建立浮力时，脚蹼踢动时可碰触池底，但

不得将池底作为支撑。

水下面镜、

脚蹼、呼吸

管脱、着装

完成此技术时，考生可佩戴配重系统。

调节器寻回 5.进行中性浮力调节。

移到步骤 1：本技术要求在中性浮力状态下完

成调节器寻回。（即以脚蹼尾部或膝关节为支

点形成的中性浮力状态）

水下水肺装

备卸装后出

水

3.“潜水员佩戴面镜、脚蹼、

呼吸管上升出水；”
上升过程中，无需口含住呼吸管。

救

援

水面建立浮

力

1.给浮力调整装置充气，移除

无反应潜水员配重，建立正浮

力。

救援潜水员先给自己的浮力调节器充气，同时

控制并保持无反应潜水员面部露出水面，再给

无反应潜水员浮力调整装置充气。如果无反应

潜水员面部出水后二次没水，该项不得分。

救援潜水员无需解除自己的配重。

救援呼吸 1.去掉面镜 包括无反应潜水员及救援潜水员的面镜。

拖带靠岸
途中开始卸除装备

指从上往下打开快卸扣，卸除无反应潜水员的

水肺装备。

装备卸除完毕 指水肺装备脱离无反应潜水员的身体。

教学

介绍 1.准备本次课所用器材 指考生所抽的题签中涉及到的器材。

陆上

练习
5.介绍手势运用 手势应与所抽的题签相对应。



指导

能力

水中

练习
3.教练示范动作位置恰当

“位置恰当”指教练示范的位置应保证学员看

到动作的所有细节和重点。

教学

控制
5.合理使用助手

助手不仅仅只是在介绍环节中，在潜水教学指

导各个环节中，也需要明确助手具体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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