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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學校民俗體育計畫 

民風運動稱傳統 

俗套流行新潮風 

體壇推展全民動 

育英作才體教功 

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一）憲法規定教育的目標在於「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自治精神，國民道德，健全體格，科

學及生活智能。」確立發展國民之民族精神與健全體格是為我國教育之基本要務，故本

國傳統固有的民俗體育，有其傳承發揚的價值與協助達成憲法所規定的教育目標之功效

與重要性。 

（二）從國民體育法的相關條文中，更可發現其重要性：第一條：國民體育之實施，以鍛鍊國

民健全體育，培養國民道德，發揚民族精神及充實國民生活為宗旨。第三條:國民體

育，對我國固有之優良體育活動，應加以倡導及推廣。及國民體育法施行細則修正條

文第三條：本法第三條所定我國固有之優良體育活動，指國術、舞龍、舞獅、扯鈴、

跳繩、踢毽、划龍舟、跳鼓陣及其他民俗體育活動等條文更可確立民俗體育，應在國

民體育教育中加以倡導及推廣。 

（三）各種現行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也明列民俗體育各種課程。 

二、民俗體育的重要性與發展瓶頸 

（一）異域風情、地域文化： 

每個國家或地域因自然環境及氣候之不同，當地的人們為求生存，會發展出不同的

生活形式及形態，因而在不同的地域間產生不同的人文景觀及文化，這些不同的人文景

觀及文化中，亦含括了各式各樣的身體活動或運動型態。這些身體活動或運動型態不僅

是不同地域住民的生活型態的展現，亦是不同地域文化精神透過身體活動型式的展演，

其不僅表達了當地住民宇宙觀，更藉身體展演表達了人的價值。是以，這些身體活動可

以說是當地文化的濃縮菁華，亦是不同地域文化的展示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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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四百年前開始進入文字記載的時代，歷經荷西、明鄭、滿清、日治及國府等

時期的治理，不斷地有不同的文化在不同時期流入島內，是以島上滙聚了多元的文化，

同時也因為此種多元的文化，使臺灣民間的生命力生生不息。臺灣的這股生生不息的力

量，不僅呈現在語言和飲食的多元與融合上，更呈現在多樣及精緻化的身體活動及身體

展演上。這些身體活動展演或儀式不僅維持著傳統文化的傳承工作，更重要的是這些身

體活動的展演和儀式在全球化的文化單一化中，具有識別地域差異及活化身分認同的功

效，是以有必要加以保持及承續。 

（二）政府推動、深根教育： 

這些具有本土地域性格的民俗傳統文化，在近幾十年來的文化界及學術界均獲得了

不少的重視和進行傳承工作，如較靜態的傳統音樂、戲曲、工藝、美術…等，且已頗有

成效。而政府提倡屬動態傳統文化的民俗體育，逐年推動的政策雖然有：1975年教育

部頒布「普遍推行民俗體育活動」的法令，通令全國各級學校加強進行民俗體育活動，

並列入運動會等對外表演活動項目(戴佩琪，2006)。 

體育司也從 1976年至 1978年，在學校方面推動跳繩、踼毽成為國小的課間活動，

而教育廳要落實民俗體育競賽的舉辦，因此也刺激民俗體育團隊的產生。1991年起由

於鄉土化的影響，教育部國教司二科將國民中小學推展傳統藝術教育列為其業務重點，

民俗體育整體性發展借身於傳統藝術計畫中，露出實質的經費補助之曙光。1999年體

委會為進行全國體育會議並修改國民體育法，委託臺南大學進行「民俗體育現況與發展

策略」基礎研究，規畫出民俗體育願景。臺南大學自 2000年度起至 2004年度止，即起

草及執行教育部委託之「發展民俗體育中程計畫」，推廣民俗體育活動的努力不遺餘力。 

（三）國際本土、雙軸並進： 

同時世界文化的發展，將朝本土化、國際化兩個主軸加以深刻化。並本國所實施

的學校課程，也以國際性與本土性，做為課程規畫向度，故體育課程中的本土性項目的

實施，將漸趨殷切。 

尤以同文同種的中國大陸在現今環境中，已大幅提升其對民族傳統體育領域之重視

程度，例如： 

1.『民族傳統體育』學科是當今中國大陸一級學科『體育學』下屬的四個分支學科之一。 

2.中國大陸體育博士學位授予權：體育教育訓練學、運動人體科學、體育人文社會學、

民族傳統體育學，也僅此 4個二級學科。 

所以如何將屬於自己的民俗傳統體育，使其有效率的進入學校，也應是現階段所

應著重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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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靜態發揚、動態失衡： 

然；細察近一、二十年來，靜態傳統文化在文化界及學術界的龐大資源與經費挹注

下，已有長足進步，可是被畫歸所謂傳統體育或民俗體育範疇，屬文化界陪襯腳色的動

態身體文化活動：舞龍、舞獅、宋江陣、跳鼓、高蹺、踢毽、跳繩、流星、砌磚、撥拉

棒、陀螺、滾鐵環…等則尚無法與其他靜態傳統文化齊頭並進、等量齊觀，因而造成動

靜態傳統文化失衡的現象。雖然民俗體育已在國民體育法第三條中加以立法保護並提

倡，並部份已納入國中小的課程及課外活動中，然而各級學校民俗體育教學項目與活動

仍分布極不均勻。 

（五）六大面向、落實之難 

根據臺南大學研究團隊蒐羅分析相關研究指出，民俗體育在學校落實推廣上面臨

了以下六大面向之問題：  

1.師資養成與培育 

2.輔導與評鑑 

3.教材與教具 

4.研究與發展 

5.進修與培訓 

6.活動與訊息 

三、現階段學校推行民俗體育所處環境與困境的解決之道 

所以如何重視國際的交流和合作，注意吸收和借鑒國際重要的發展趨勢與經驗， 應也

為國內現階段所應注重之要項。 

因此針對國內學校民俗體育六大面向問題發展瓶頸，本校研究團隊認為本期推展重

點，應由「活絡各級學校」入手，藉以解決：師資養成與培育、輔導與評鑑、教材與教具、

研究與發展、進修與培訓、活動與訊息等六大面向問題，來加速與優質化國內學校民俗體育

之發展。本期執行重點，聚焦在「活絡各級學校」主軸上，以解決現今六大面向問題之急迫

性瓶頸。推展策略計有四項子計畫：  

（一）民俗體育網路教學資源維護與充實計畫 

（二）各縣市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計畫 

（三）各縣市民俗體育教師培訓計畫 

（四）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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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結構與職掌 

 

【本專案計畫三層次之組織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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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績效指標 

一、「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維護與充實計畫 

（一）14項平臺專區繼續整合與維護，並充實資料庫內容。 

（二）擴增『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教學教材資料庫』：1.文字教材區、2.影音教材區、3.優

秀團隊表演影音區、4.民俗體育相關研究論文區，共計再增加 50筆以上。 

（三）擴增『法規專區』，共計再增加 10筆以上。 

（四）擴增『相關連結』－民俗體育相關網站，共計再增加 10筆以上。 

（五）持續擴增「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網站區塊之學校數目與內容。 

（六）持續擴增「歷年資料區」網站區塊之學校數目與內容。 

二、辦理「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計畫： 

（一）邀集我國北、中、南各一所大學擔任「106學年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負責教學

輔導、教材研發及籌組青年教學團，有系統輔導本年度之民俗體育重點學校，協助重

點學校克服教學或資訊蒐集困境，精進民俗體育教學成效。 

（二）「106學年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以區域為框架，甄選並輔導 30所「民俗體育教學

發展學校」，並產出教材上傳『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以供各界使用。 

（三）「106學年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組織青年教學團並依各「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

需求，由專家學者帶領青年教學團成員前往指導授課，以取教學成效及師資傳承雙贏

績效。 

（四）延續「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校內班級為單位的民俗體育競賽績效成果，共 500班

12,000人次比賽。 

（五）協助「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將民俗體育納入體育課程、課間、課餘、課後及彈性課

程內實施。 

（六）本年度推展項目包括:跳繩、扯鈴、鼓藝、舞龍、雜技(砌磚、撥拉棒及流星球等..)、

陀螺及踢毽，各「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擇 1項以上運動列入該校推展項目。 

（七）本年度以各「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能夠培育出表演團隊為辦理本子計畫之績效核心，

冀望能培育出共 6所(北中南區)以上具舞台表演能力之藝術表演團隊，並於學年度結

束前辦理成果發表會，供各區師生交流、經驗傳承及成效驗收。 

三、辦理「民俗體育教師培訓」計畫： 

（一）發展跳繩、扯鈴、鼓藝、舞龍、雜技(砌磚、撥拉棒及流星球等..)、陀螺及踢毽等教材

與教法，並舉辦 10場次「區域民俗體育教師研習」，2場次「全國民俗體育教師研習」，

預計 500人次以上之民俗體育教師參加培訓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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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區域民俗體育教師研習」每區每場次需針對 3個運動項目以上辦理研習，並以民俗體

育相關裁判規則、民俗體育教師教學知能及民俗體育教學觀摩等課程授課，有效為教

師增能並擴大區域民俗體育教師之數量，研習活動需結合教育部教師在職進修網登錄

課程，核發研習時數。 

（三）「全國民俗體育教師研習」以證照取得、課程建構能力及運動科學相關知能為主，並結

合教育部教師在職進修網登錄課程，核發研習時數。 

（四）「區域民俗體育教師研習」應編撰研習教材手冊並將電子檔案上傳『民俗體育教學資源

網』，以供各界參考使用。 

四、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計畫 

（一）專案績效進行媒體宣傳：撰寫新聞稿發至各報章、雜誌、電視、網路等媒體，共刊登

20件以上。 

（二）進行臺灣民俗體育項目最全面性之競賽。並進行以文陣、武陣項目分類之競賽，來契合

臺灣二、三百年來，以文、武陣做為分類之傳統，讓各級學校人員能更清楚認識，臺

灣民俗體育的傳統文化實際項目與內涵。 

（三）辦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一場，競賽項目 11大項，參賽隊數 800隊，參賽

人數共 3000人以上。 

（四）推動各縣市辦理民俗體育相關競賽與研習活動（不含本期主要推動項目之競賽與研習）

4個，共 800人以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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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一】「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維護與充實計畫 

一、計畫背景 

目前「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共計十四項專區平臺，內容如下： 

（一）『發展計畫區』 

（二）『最新消息區』 

（三）『新聞專區』 

（四）『研習系統』 

（五）『民俗體育競賽專區』 

（六）『活動花絮區』 

（七）『法規專區』 

（八）『教學教材資料庫』 

（九）『師資團隊資料庫』 

（十）『演出團隊媒合平台』 

（十一）『民俗體育發展學校』 

（十二）『留言與意見交流區』 

（十三）『相關連結』 

（十四）『歷年資料區』 

『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現已為國內民俗體育，最多人瀏覽與擷取資源之最重要網站。

但因建置內容仍須分期分段加以充實，尤以『教材資源資料庫』、『師資人力及團隊資料庫』

此二個資料庫，如何逐步的將臺灣二、三十以來各地政府學校單位與民間各團體，許多推展

經驗及優質民俗體育文化與技藝的影音文字及師資團隊之成果，持續加以蒐整，透過「民俗

體育教學資源網」，提供各地單位彼此資源互相分享交流，應為現階段之重點。來加強民俗體

育的推動與發展，以利教育部推動民俗體育紮根工作，促進長程發展，奠定永續發展基礎。 

二、計畫目的  

（一）全國各級學校教師能利用「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瞭解教育部推動各項民俗體育計畫

及方向，並獲得最新民俗體育相關之資訊。 

（二）全國各級學校教師能利用「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以利瞭解各項民俗體育之相關規則

及修正之最新訊息。 

（三）持續維護並充實「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以利各級學校推動民俗體育教學有豐富的教

材資源，讓教師透過民俗體育教學媒體及教材自我學習；並加以運用與查詢民俗體育

影音、書籍教材，以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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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續維護並充實「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以利各級學校推動民俗體育教學，有豐富師

資人力資訊以解決各地師資問題，並能了解各地團隊概況之資訊供各界參考使用，以

維護民俗體育此種非物質文化財的保存。 

（五）透過「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即時解決教師教學疑惑，提昇民俗體育之教學品質。 

（六）充實『歷年資料區』，將過去歷年的資料及成果，建置於『歷年資料區』以便了解及比

較。 

（七）持續擴增「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網站區塊之學校數目與內容。以供上傳推展歷程與

成果，並使各界能資源共享。 

三、計畫實施對象 

（一）全國各級學校教師與學生。 

（二）社會各界一般民眾與團體。 

四、計畫內容 

（一）透過「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推動小組，並定期召開小組會議，推動「民俗體育教學資

源網」計畫。 

（二）透過已建置的「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的民俗體育網路平臺，結合原有的資源再加以擴

充，持續維護並充實，本年度網路平臺大綱包括以下十四項： 

1.維護並充實『發展計畫』： 

宣導民俗體育各項推展計畫以利新知與政令計畫之推展。 

2.維護並充實『最新消息』區： 

讓參與民俗體育教學者隨時掌握民俗體育的最新消息。 

3.維護並充實更新『新聞專區』： 

公布各項相關民俗體育活動之訊息，讓參與民俗體育教學及活動者隨時掌握民俗體

育活動的最新消息。 

4.維護並充實『研習系統』： 

公布各項相關研習訊息，提供網路報名系統，支援各項研習辦理以及聯繫事宜。 

5.維護並充實『民俗體育競賽專區』： 

將每年辦理之「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成立一個專屬區，公布相關的比賽報

名、成績、章程、新聞、各隊伍比賽影片及活動成果訊息，讓民俗體育比賽活動讓

更多人了解及欣賞，各團隊也可藉此觀摩其他隊伍比賽技藝內容，增進本隊的技

藝。 

6.維護並充實『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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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相關的研習、比賽及活動成果訊息，讓民俗體育活動讓更多人了解及欣賞。 

7.維護並充實『法規專區』： 

讓全國了解各項民俗體育運動相關之規則及最新修正之訊息。 

8.維護並充實『教學教材資料庫』： 

（1）持續彙整蒐錄過去推動民俗體育的相關資料，包含文字或影音檔，逐步建置在

「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以利各級學校教師搜尋。 

（2）持續擴充彙整蒐錄剪輯民俗體育之文字及影音教材：二、三十以來各地政府學

校單位與民間各團體，皆不遺餘力維護推廣各項民俗體育活動，有許多推展經驗及

優質民俗體育文化與技藝的影音文字之成果；例如：扯鈴、踢毽、跳繩、陀螺、舞

龍、舞獅、跳鼓陣、高蹺陣、宋江陣、原住民舞蹈等，將收集內容交由推動小組召

開會議，以考量著作權、影音清晰程度、各界需求等問題，選擇較適合內容與項目，

進行影音轉檔與剪輯，以便置入教學教材資料庫供各界使用。 

（3）持續擴充將民俗體育之教材及研究等相關資料，分別建立教材檔案管理區、影

音檔管理區及研究相關檔案區，並透過網路分享傳送，供各級學校上傳與下載各項

資訊，分享各項資源。 

9.維護並充實『師資與團隊資料庫』： 

現今對於各縣市學校的民俗體育師資人力及團隊，已初步置入全國師資及團隊人力資

料庫，對於了解各縣市學校師資團隊特色與分布情形已大致成形，已經可讓學校推動

民俗體育教學時，有足夠資訊可聘請師資及瞭解全國之民俗體育團隊分佈概況。而本

期重點擬致力於完整的建置學校層面師資人力及團隊資料，並深入開展民間層面的師

資人力及團隊資料，以供各界參考希望能使現存於各層級之無形文化財產發揮更大功

效。 

10.維護並充實『歷年資料區』： 

將過去歷年的民俗體育競賽成績、章程、新聞、各隊伍比賽影片及活動成果訊息資

料，建置於『歷年資料區』以便各界了解及比較。 

11.維護並充實建置『留言討論』區： 

透過社群討論及意見交流，互相解決問題，以暢通辦理民俗體育各級單位之窗口。 

12.維護並充實『網站相關連結』系統： 

經由本網站可連結至其他相關的民俗體育網站，以方便大眾資料搜尋。 

13.維護並充實「演出媒合平台區」以提供具優秀表現之民俗體育學校團隊演出的機會，

並與相關的「師資團隊資料庫」作密切的整合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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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持續擴增「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網站區塊之學校數目與內容。以供上傳推展歷

程與成果，並使各界能資源共享。 

五、各層級分工具體策略 

（一）民俗體育發展中心層面：持續維護及充實「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 

（二）各縣市政府層面：鼓勵輔導團、各級學校及「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填報各項資料，

來將推展成果展示，供各界分享： 

1.教材（文字檔及影音檔）。 

2.教學設計之教案。 

3.民俗體育師資人力。 

4.各級學校民俗體育團隊。 

5.各級學校之民俗體育運動人口。 

（三）各級學校層面： 

1.學校配合填報系統填報相關資料。 

2.教師利用『民俗體育網路資源網』之教材（文字檔及影音檔）及教學設計之教案，在

民俗體育教學專業能力自我增能；並能活化教學，提升學生的學習，落實推動民俗

體育教學。 

3.教師利用「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了解推動民俗體育之計畫及相關訊息。 

4.教師利用「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分享教學經驗及意見交流。 

六、預期成果 

（一）14項平臺專區繼續整合與維護，並充實資料庫內容。 

（二）擴增『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教學教材資料庫』：1.文字教材區、2.影音教材區、3.優

秀團隊表演影音區、4.民俗體育相關研究論文區，共計再增加 50筆以上。 

（三）擴增『法規專區』，共計再增加 10筆以上。 

（四）擴增『相關連結』－民俗體育相關網站，共計再增加 10筆以上。 

（五）持續擴增「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網站區塊之學校數目與內容。 

（六）持續擴增「歷年資料區」網站區塊之學校數目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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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二】辦理「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計畫 

一、計畫背景 

105學年度推展學校民俗體育專案計畫子計畫二部分邀請 4所輔導大學(國立體育大學、明道

大學、大葉大學及台南大學)協助 5個縣市(宜蘭縣、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及台南市)30所「民

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推動民俗體育運動。105學年度「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辦理校內班級為

單位的民俗體育競賽共有 503班 13254人次參加比賽，並推動教育部 SH150政策，將民俗體育納入

學校體育課程、課間、課餘、課後及彈性課程內實施，推展成果斐然。本年度將邀請北、中、南各

1所輔導大學擔任「106學年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協助輔導「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106

學年度「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將由民俗體育發展中心發函各縣市國民中、小學校報名參加甄

選，並經委員會審查 30所具有發展潛能且學校行政全力支持之學校，共同推動 106學年度學校民

俗體育運動。同時為了避免民俗體育教學師資呈現斷層現象，亦將延續 105學年所推動之青年教師

團，由專家學者帶領青年學子親臨發展學校協助教學並提供諮詢輔導，讓學校之民俗體育教學更

具效率，青年學子教學經驗更為豐富。 

二、計畫目的  

（一）邀請我國北、中、南各 1所大學擔任「106學年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負責教學

輔導、教材研發及籌組青年教學團。 

（二）甄選 30所「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推展跳繩、扯鈴、鼓藝、舞龍、雜技(砌磚、撥

拉棒及流星球等..)、陀螺及踢毽等運動項目。 

（三）組織青年教學團並至發展學校指導授課。 

（四）依據《國民體育法》第六條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並應安

排學生在校期間，除體育課程時數外，每日參與體育活動之時間，每週應達一百五十

分鐘以上。」協助「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將民俗體育納入體育課程、課間、課餘、

課後及彈性課程內實施。 

（五）培育具舞台表演能力之藝術表演團隊。 

三、計畫實施對象 

（一）我國北、中、南共 3所大學。 

（二）獲甄選之 30所「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師生(函知全國各級學校申請並召開委員會選

出 30所民俗體育發展學校)。 

四、計畫內容 

（一）教育部體育署授權「民俗體育發展中心」邀請我國北、中、南各 1所大學擔任「106學

年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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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6學年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負責教學輔導、教材研發及籌組青年教學團。輔

導團依分工編組為 1.行政工作群、2.專家學者群、3.青年教學群。 

（三）「106學年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以區域為框架，甄選並輔導 30所「民俗體育教學

發展學校」，並產出教材上傳『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其中，北區由國立體育大學負

責輔導苗栗縣以北之「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中區由私立大葉大學負責輔導台中

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之「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南區由國立台南大學負責

輔導嘉義縣以南之「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 

（四）青年教學團應依各「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需求(推展項目、時間)，由專家學者帶領

青年教學團成員前往指導授課，以取教學成效及師資傳承雙贏績效。 

（五）鼓勵「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辦理以校內班級為單位的民俗體育競賽，每校每一學年

至少辦理 1次班際競賽層級以上之賽事。 

（六）輔導「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於學期中召開體育委員會，將民俗體育納入該校體育課

程、課間、課餘、課後及彈性課程內實施。 

（七）各「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選擇跳繩、扯鈴、鼓藝、舞龍、雜技(砌磚、撥拉棒及流

星球等..)、陀螺及踢毽等民俗體育運動項目(擇 1項以上)，作為該校之推展項目。 

（七）各校應積極培育具舞台表演能力之藝術表演團隊，並於學年度結束前參加「民俗體育發

展中心」辦理之成果發表會，擴展學子視野、促師生交流、經驗傳承及成效驗收。 

五、各層級分工及具體策略 

 

 

 

  

 

 

 

 

 

 

 

 

 

中彰投雲區學校 苗 栗以 北學 校 嘉 義以 南學 校 

共計 30所學校(含國小、國中、高中、大學) 

教學、訓練、推展、教材產出、藝術展演、班際競賽、SH150 

民俗體育發展中心 

1. 行政工作 

2. 專家學者 

3. 青年教學

團 

1. 行政工作 

2. 專家學者 

3. 青年教學

團 

1. 行政工作 

2. 專家學者 

3. 青年教學

團 

國立體育大學 私立大葉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行政協助 

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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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體育署： 

1.指導民俗體育發展中心推動 106學年民俗體育專案計畫相關教學訓練、競賽活動及師

資培訓等行政事務。 

2.行政支援各項活動，如公文轉發、縣市政府事務協調及其他需公權力輔助事項。 

3.督導考核「民俗體育發展中心」、「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及「民俗體育教學發

展學校」所執行之各項工作與成果。 

（二）民俗體育發展中心： 

1.邀集 3所大學擔任「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並甄選本年度 30所重點發展學校。 

2.彙整「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之意見與執行需求，尋求教育部體育署行政協助。 

3.於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中，建構本年度「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及「民俗體育教

學發展學校」網站區塊，供推展歷程與成果資料上傳。 

4.協助「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與「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完成本計畫績效指標。 

5.辦理「民俗體育推展成果發表會」，以便能交換推展工作心得與經驗。 

6.補助款項額度分配與經費使用方式說明，並於學年度結束前完成經費核銷。 

7.結案報告書撰寫、報告與印製。 

（三）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 

1.三所大學擔任「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並邀集工作團隊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辦理

相關行政、文書與溝通協調工作。。 

2.邀集專家學者定期召開工作會議及教學工作坊，討論教學、教材與師資培育等相關

議題。 

3.遴選「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本年度除國民中小學學校外，得接受大專院校申請辦

理。 

4.籌組青年教學團並指導青年團成員至「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進行實務教學，並利

用教學工作坊檢討教學成效。 

5.協助「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將民俗體育納入體育課程、課間、課餘、課後及彈

性課程內。 

6.協助「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辦理校內民俗體育班際比賽。 

7.協助相關單位舉辦縣市民俗體育競賽時，將本年度推展重點納入比賽項目中，並鼓

勵「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參與比賽。 

8.各輔導團負責統整各區之推展成果，並協助「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將資料上傳民

俗體育發展中心建構之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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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各輔導團彙整各區經費使用單據、會議記錄及各項經費支出憑證，送交民俗體育發

展中心核銷。 

10.各輔導大學遴選 2隊以上優秀技藝團隊參加「民俗體育推展成果發表會」並擔綱演

出，以能交換推展工作心得與經驗。 

（四）各級學校： 

1.各校選擇跳繩、扯鈴、鼓藝、舞龍、雜技(砌磚、撥拉棒及流星球等..)、陀螺及踢

毽等一個項目以上運動，作為 106學年推展項目。 

2.各校召開體育委員會並訂定將民俗體育納入體育課程、課間、課餘、課後及彈性課

程內之實施要點、校內民俗體育班際比賽辦法等。 

3.將民俗體育融入體育教學或課間活動，甚成立社團或校隊，使體育教學多元化，提

高學生學習興趣，也給予學生一個展演的空間，落實民俗體育教學。 

4.鼓勵學生參與校內、縣市內（或跨縣市聯合鄰近區域）民俗體育競賽。 

5.積極培養具舞台表演能力之藝術表演團隊。 

6.教師利用「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的教材自我學習，並研發教材及教學方法創新教

學。 

六、預期成果 

（一）以北、中、南做區域劃分，邀集 3所大學擔任「106學年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 

（二）成功甄選並輔導 30所「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並產出教材上傳『民俗體育教學資

源網』，以供各界使用。 

（三）籌組青年教學團並依各「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需求，由專家學者帶領青年教學團成

員前往指導授課，以取教學成效及師資傳承雙贏績效。 

（四）本年度「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所辦理之校內班級為單位的民俗體育競賽，共 500班

12,000人次以上參加。 

（五）各「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均將民俗體育納入體育課程、課間、課餘、課後及彈性課

程內實施。 

（六）培育出 6所(北中南區)以上具舞台表演能力之技藝表演團隊，於學年度結束前參加成果

發表會並擔綱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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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三】辦理「民俗體育教師培訓」計畫 

一、計畫背景 

教育部「105 學年度推展學校民俗體育專案計畫」子計畫三透過辦理「跳繩」、「踢毽」、「扯鈴」、

「雜技」研習活動供教師參與，提升了教師教學技術與能力，讓教師能在學校各項課程與課餘中實

施民俗體育教學活動，豐富了我國傳統文化，達到維護發揚固有民俗體育技藝之目的。105 學年度

辦理「各縣市民俗體育教師培訓」共 13 場次並有 552 人次教師參加培訓研習。106 學年起將以區

域及全國規模的整合方式辦理「民俗體育教師培訓」，每場次需安排運動科學相關知能、民俗體育

相關裁判規則、民俗體育教師教學知能及民俗體育教學觀摩等課程授課，為教師增能並擴大區域民

俗體育教師之數量，以提升民俗體育師資水準。 

二、計畫目的 

（一）透過區域及全國「民俗體育教師培訓計畫」研習，使各級學校有足夠的民俗體育師資，

讓學校能將民俗體育納入體育教學內容，並發展多元化及趣味化的民俗體育運動項目

與規則，期使民俗體育教學能落實於各級學校的體育教學中。 

（二）鼓勵「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及縣市各級學校教師參加研習，使之有能力將民俗體育

納入學校的體育課程、課間、課餘、課後及彈性課程內實施。 

三、計畫實施對象 

（一）30所「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教師。 

（二）各級學校或民間單位對民俗體育教學有興趣者。 

（三）鼓勵高級中等學校及大專院校青年學子參加。 

四、計畫內容 

（一）發展跳繩、扯鈴、鼓藝、舞龍、雜技(砌磚、撥拉棒及流星球等..)、陀螺及踢毽等教

材，並舉辦 10場次「區域民俗體育教師研習」及 2場次「全國民俗體育教師研習」。 

（二）區域「民俗體育教師研習」及全國「民俗體育教師研習」由北中南三所大學辦理；辦理

時間、地點及涵蓋縣市數視實務操作狀況而定。區域「民俗體育教師研習」若參加研習

之人數不足或特殊因素考量，得併其他區域辦理。 

（三）辦理「民俗體育教師研習」時，應安排運動科學相關知能、民俗體育相關裁判規則、民

俗體育教師教學知能及民俗體育教學觀摩等課程授課。 

（四）所舉辦之「民俗體育教師研習」活動，應結合教育部教師在職進修網登錄課程，核發研

習時數、丙級裁判或教練研習證書。 

（五）「民俗體育教師研習」均應編撰研習教材手冊並將電子檔案上傳『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

以供各界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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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層級分工及具體策略 

 

 

 

 

 

 

 

 

 

 

 

(一）教育部體育署： 

1.指導民俗體育發展中心推動 106學年民俗體育專案計畫相關師資培訓等行政事務。 

2.行政支援各項活動，如公文轉發、縣市政府事務協調及其他需公權力輔助事項。 

3.督導考核「民俗體育發展中心」、「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及「民俗體育教學發

展學校」所執行之各項工作與成果。 

（二）民俗體育發展中心： 

1.協助北中南 3所大學(106學年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擬訂區域民俗體育教師培

訓研習推動策略。 

2.協助北中南 3所大學(106學年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延聘講師辦理各項目教師研

習。 

（三）民俗體育專案計畫輔導團： 

1.擬訂區域及全國民俗體育教師培訓研習推動策略並辦理「民俗體育教師研習」活動。 

2.推派優良教師擔任「民俗體育教師研習」講師，提供經驗分享並傳授教學策略。 

3.建議各縣市或各級學校，利用「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的教材辦理各種民俗體育教師

培訓或相關類似研習活動，共同推動民俗體育。 

4.協助並鼓勵各級學校教師參加民俗體育教師培訓。 

（四）各級學校： 

1.鼓勵教師參加「民俗體育教師培訓計畫」以提升其教學能力及教學技術，並延續以往

推動民體育之發展。 

教育部體育署 

行政協助 

民俗體育發展中心 

區域/全國場次 區域/全國場次 區域場次 

國立體育大學 私立大葉大學 國立臺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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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教師參加研習後，應將所學融入體育課程、課間、課

餘、課後及彈性課程內實施民俗體育教學。 

3.鼓勵教師利用參加研習獲得之實際演練及技術，在學校積極推動民俗體育教學。 

4.鼓勵學校教師研發教材、創意教學，讓民俗體育趣味與多元化。 

六、預期成果 

（一）發展跳繩、扯鈴、鼓藝、舞龍、雜技(砌磚、撥拉棒及流星球等..)、陀螺及踢毽等教

材，並舉辦 12場次「民俗體育教師研習」預計 500人次以上之民俗體育教師參加培訓

研習。 

（二）參加「民俗體育教師研習」之教師獲得運動科學相關知能、民俗體育相關裁判規則、民

俗體育教師教學知能。 

（三）參加「民俗體育教師研習」之教師具備實務教學之操作能力。 

（四）「民俗體育教師研習」活動能結合教育部教師在職進修網課程登錄，參加教師可獲得研

習時數、丙級以上裁判或教練研習證書。 

（五）編撰研習教材手冊並將電子檔案上傳『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以供各界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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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四】辦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計畫 

一、計畫背景 

從國民體育法第三條：國民體育，對我國固有之優良體育活動，應加以倡導及推廣。及國民體

育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第三條：本法第三條所定我國固有之優良體育活動，指國術、舞龍、舞獅、

扯鈴、跳繩、踢毽子、划龍舟、跳鼓陣及其他民俗體育活動。可知對民俗體育的維護與推動應是全

面性的，也就是持續發揚已興盛項目，並保護扶植稀少衰退種類，以維護我國固有之民俗體育活動

種類與文化能永續長存。 

同時對已存在之團隊應舉辦競賽使選手有表演舞臺，以九十二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觀摩

競賽為例，共有 182隊、一千餘人近二千人參賽，此舉可刺激技術成長，引起興趣增加運動人口；

九十八學年度加入新推展的項目後，『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觀摩競賽』，更達到 1263隊次、5048

人次參賽，九十九學年度持續推展各項目後，『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觀摩競賽』，更達到 1079隊、

5398人次參賽，本項賽事已成為全國歷來民俗體育競賽中項目最多、參賽隊次及人數最多的民俗

體育賽事，也是各級學校民俗體育團隊所期盼之盛事。因此雖每年師資培育的民俗體育種類有所不

同，也應秉持著國民體育法中對民俗體育全面發揚與維護的重點精神，舉辦競賽時盡量顧及各項目

以刺激其成長。 

因此競賽的實施「相觀而善之謂摩」，除可激發學習者的動機，增加運動人口之外，更可發揮

觀摩學習之效益，再者可為發揮整體計畫驗收成果之效益，並可作為結合政府、協會、學校與社區

之橋樑，提供多元化學習管道，培養學生終身運動之習慣，以達維護我國固有之民俗體育活動能永

續長存之目的。 

二、計畫目的 

（一）選手人口持續：藉由競賽的辦理，讓參與民俗體育的選手更有表演舞臺，以此激勵選手

持續練習。也藉由各級學校競賽辦理，讓各階段選手有銜接之利，刺激

各項目團隊成長。 

（二）技術交流提升：活絡學校民俗體育之活動及檢驗技術提升之推展成效，藉競賽的舉辦，

使各界菁英會聚一堂，分享彼此心得、觀摩彼此技術，達到全面提升的

目標。 

（三）參與人口提升：競賽之舉辦，讓民眾擁有多樣化的休閒選擇；闖關遊戲的辦理讓參與人

口增加，並讓親子活動更密切。 

（四）激勵參與士氣：以獎勵優秀民俗體育選手或團隊，並藉此激勵參與人口士氣。 

（五）發揮搭橋成效：政府、協會、學校、家長與社區五方對話之效益，發揮推廣民俗體育之

加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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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點人才培育：激勵發掘優秀民俗體育選手或團隊，進行重點培育。 

（七）發展計畫驗收：整體驗收「民俗體育教學發展學校」、「各縣市民俗體育教師培訓計畫」

等相關計畫之成果。 

三、計畫實施對象 

（一）全國各級學校，對民俗體育有興趣之團隊。 

（二）全國各級學校家長，對民俗體育有興趣之群眾。 

四、計畫內容 

（一）辦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預定競賽項目 11項）： 

扯鈴、跳繩、踢毽、陀螺、舞龍、舞獅、武陣、文陣、砌磚、流星、撥拉棒。 

【備註】：以上各細項因考量參賽隊伍多寡，故僅列出本計畫一定辦理之競賽項目，

然發函各級學校報名之參賽規程細項中，也將置入高蹺陣、牛犁陣、車鼓陣、

水族陣、鼓陣、金獅陣、白鶴陣、旗陣、鼓陣、競技龍、夜光龍、傳統舞龍、

臺灣獅、醒獅、客家獅、圈、丟帽、轉盤、等項；如報名團隊過於稀少，再

經本計畫委員開會決議，是否刪除上列備註事項中之競賽項目。 

（二）106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預定辦理日期與地點： 

11月 25日明道大學舉辦：舞龍、舞獅、文陣。 

11月 26日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舉辦：流星球、撥拉棒、砌磚、踢毽、武陣。 

12月 2日、3日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舉辦：扯鈴、跳繩、陀螺。 

五、各層級分工具體策略 

（一）民俗體育發展中心層面： 

1.組織成立『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小組，訂定「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各項規則。 

2.利用「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辦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的各項報名填報。 

3.辦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競賽項目 11大項。 

4.專案績效進行媒體宣傳： 

（1）新聞稿撰寫發至各報章媒體。 

（2）透過網路平臺發佈相關訊息。 

（3）海報發送各相關單位張貼。 

（4）電視跑馬燈放送。 

（5）發文告知各級學校。 

（二）各縣市政府層面：協助臺南大學民俗體育發展中心，函轉公文協助高中職以下(含)學校



 20 

辦理各項推展學校民俗體育專案計畫。 

1.協助擬訂『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規則辦法。 

2.協助辦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各項競賽及活動。 

3.協助縣市內各相關單位辦理民俗體育各項相關競賽及活動。 

（三）各級學校層面： 

1.學校鼓勵民俗體育團隊參加『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2.學校鼓勵學生、家長、社區民眾，參與『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3.配合輔導計畫，輔導學校辦理各項民俗體育運動競賽或活動，教師從教學或成立社

團中鼓勵學生參加競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互相觀犘並提升技術。 

4.配合輔導計畫，輔導學校從教學或成立社團中鼓勵學生參加各項比賽或結合傳統藝

術，參加各縣市內傳統藝術展演及各項民俗體育運動競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互

相觀犘的機會，並給予學生一個展演的空間。 

六、預期成果 

（一）專案績效進行媒體宣傳：撰寫新聞稿發至各報章、雜誌、電視、網路等媒體，共刊登

20件以上。 

（二）進行臺灣民俗體育項目最全面性之競賽。並進行以文陣、武陣項目分類之競賽，來契合

臺灣二、三百年來，以文、武陣做為分類之傳統，讓各級學校人員能更清楚認識，臺

灣民俗體育的傳統文化實際項目與內涵。 

（三）辦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一場，競賽項目 11大項，參賽隊數 800隊，參賽

人數共 3000人以上。 

（四）推動各縣市辦理民俗體育相關競賽與研習活動（不含主要推動之項目與研習）4個，共

800人以上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