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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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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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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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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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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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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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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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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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策略計有下列二項子計畫：  

（一）「網路教學資源充實與賽事推廣」計畫 

（二）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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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教學資源充實與賽事推廣」計畫 

(一)各項平臺專區整體性規劃與統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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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擴增「歷年資料區」網站區塊，包含 12個以上競賽項目之錦標賽成績、影片、章

程、相關消息與其他內容。 

(四)持續維護 Facebook粉絲團一個。 

(五)設計民俗體育系列活動的平面文宣一個。 

(六)專案績效進行賽事推廣：撰寫新聞稿並刊登 20件以上。 

 

二、辦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計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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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辦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一場，競賽項目 12大項，參賽隊數 1,300隊，參

賽人次共 4,500人次以上。 

(三) 辦理「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2場。 

(四) 推動各縣市辦理民俗體育相關競賽或研習活動 4個，共 800人以上參加。 

(五) 舉辦下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12個競賽項目

的賽事規劃、裁判培訓、規則修正之會議與研討活動。 

 



 6 

【子計畫一】「網路教學資源充實與賽事推廣」計畫 

一、 計畫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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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110年 5月止網站瀏覽人數已達 1,173餘萬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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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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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經由體育署多年的支持，民俗體育的札根與推動已經有一定的成果，而如何將這成

果讓更多人來共享，應有賴網路與各種賽事推廣，所以除了持續『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充

實外，賽事推廣也是本計畫另外一個重點。 

藉由賽事推廣來加強民俗體育的推動與發展，以利教育部體育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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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俗體育教學資源網』充實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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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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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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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維護並充實更新『新聞專區』： 

匯集各類媒體對於民俗體育的相關報導，讓參與民俗體育教學者或愛好者隨時掌握

民俗體育的最新時事、動態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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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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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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本身技藝。 

6.維護並充實『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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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彙整蒐錄過去推動民俗體育的相關資料、民俗體育之文字與影音教材及民俗體

育研究等相關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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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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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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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重點擬致力於內容汰舊換新，整理與去除無法使用的過舊資料。並開展民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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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資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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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資料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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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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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上述這些網路平台區塊，也將召開專家學者會議，希望能更契合使用者的便利性，

再加以整體性規劃與統整。 

三、 教育部資通安全防護措施 

(一) 依據體育署「IMS-4-009.01資通安全管理作業說明書(範本)」，訂定資通安全作業說明

書，並據以執行相關資通安全作業。 

(二) 為加強資通安全之防護，將購置安全性更高之防毒軟體，避免駭客入侵，防止被植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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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或惡意程式。 

(三) 加強資通安全之管理，強化工作人員資通安全教育。 

(四) 降低網頁登入上傳資料之風險，預定將發展學校上傳資料作業移至管理頁面操作，減低

風險。賽事報名作業系統僅於報名期間開放，其餘時間關閉，讓教學資源網平時只處於

提供瀏覽的狀態。 

四、 進行各種賽事推廣部分 

(一)透過網路宣傳體育署所辦理的民俗體育系列活動，例如利用： youtube、Facebook活動

粉絲頁、民俗體育資源網等，可將體育署所辦理的民俗體育相關的資訊公佈宣傳，除了

將過去的活動相關影像剪輯外，亦可將活動最新資訊、公告事項和報名資訊連結，以提

供活動的辦理情形。目前，雖民俗體育現今紮根工作已有一定的成果，惟鮮少相關的推

廣活動，期以透過網路的宣傳活動，吸引更多群眾的參與。 

(二)維護 Facebook粉絲團：預定於報名開始前 2週，指定專人管理，大量貼文吸引粉絲按讚

分享，並不定時辦理抽獎、雙方互動的相關活動，藉以提升粉絲的數量，主力活動會至

賽後 1個月截止。平時則定時貼文分享，保持互動，持續粉絲團的營運。按讚的粉絲越

多，代表著粉絲專頁能獲得更多民俗體育愛好者的關注，並得以接收到「全國各級學校

民俗體育競賽」的相關訊息，進而尋求管道報名參賽，對於民俗體育的推廣及延續是一

大助益。 

(三)設計民俗體育系列活動的平面文宣內容，鼓勵各界報名參加民俗體育系列活動，同時說

明報名及參與方式。（並在民俗體育資源網以及 Facebook活動粉絲頁廣為宣傳發送） 

(四)專案績效進行賽事推廣：民俗體育的競賽內容，實際上都富有吸引人目光的表演特色，

為了讓精彩賽事能讓更多人看見，且讓參賽者能更積極的表現自我，將根據報名參賽情

況、賽事進行精彩內容及成績表現等，撰寫新聞稿(包括賽前、賽期 4天共計 5篇或更

多)並刊登 20件以上。 

五、 預期成果 

(一)各項平臺專區整體性規劃與統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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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擴增「歷年資料區」網站區塊，包含 12個以上競賽項目之錦標賽成績、影片、章

程、相關消息與其他內容。 

(四)持續維護 Facebook粉絲團一個。 

(五)設計民俗體育系列活動的平面文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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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案績效進行賽事推廣：撰寫新聞稿並刊登 20件以上。 

 

【子計畫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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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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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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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9學年度比賽項目有 12大項，共計 282賽組，逾 2,300隊報名，超過 7,300人次選

手參賽，本項賽事已成為全國歷來民俗體育競賽中項目最多、參賽隊數及人次最多的民俗體育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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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傳承促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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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口增加：競賽之舉辦，讓民眾擁有多樣化的休閒選擇；多項賽事的辦理讓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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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藉此激勵參與者之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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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場：(賽程預計四天完成) 

1. 競賽項目：扯鈴、跳繩、踢毽、陀螺、舞龍、醒獅、臺客獅、武陣、文陣、砌磚、

流星球、撥拉棒共計 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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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預定比賽時間/地點: 

比賽時間 地點 項目 

11月 27日 
吳鳳科技大學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號) 

踢毽、撥拉棒 

砌磚、流星球 

11月 28日 
吳鳳科技大學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號) 

醒獅、臺客獅

文陣、舞龍 

12月 4日 
國立臺南大學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 
扯鈴、跳繩 

12月 5日 
國立臺南大學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 

扯鈴、陀螺 

武陣、跳繩 

※跳繩項目近 2年參賽人次快速增加，為使賽事進行順利，賽程規劃由 1天增設

為 2天。 

3.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於今年 5月因社區感染進入三級警戒，日前雖有紓緩現象，但

屆時賽事的舉辦將依據中央政府防疫指揮中心之防疫政策辦理。 

（二）辦理『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二場，預計在全國賽所舉行的 12個競賽項目 282賽

組中，選出競賽性觀賞性較強的賽組，以特優級成績前二隊，在競賽當天下午『民俗

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中，進行各賽組的金質獎爭奪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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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將以我國經常獲得世界冠軍，舞龍、舞獅、扯鈴、跳

繩項目為主體。 

2. 首先於辦理的『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中，選出競賽性觀賞性較強的賽組，

以特優級成績前二隊，在競賽當天下午『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進行各賽組的

金質獎爭奪賽。 

3. 預定比賽時間/地點: 

比賽時間 地點 項目 

11月 28日 
吳鳳科技大學旭光中心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號) 

舞龍、醒獅、臺

客獅 

12月 5日 
國立臺南大學中山館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號) 
扯鈴、跳繩 

4. 為了加強民俗體育的推廣，讓全國民眾有更多機會接觸及欣賞民俗體育賽事，希望

能以電視轉播或網路直播方式進行。 

5. 配合南向政策，如能順利邀請國際優秀隊伍前來參加賽會，將於『民俗體育全國賽

菁英決賽』中，以表演賽性質跟國內優秀參賽隊伍同台競技，以增進國際賽會經

驗、技術交流並擴大國際能見度與友誼。但今年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屆時將視

疫情狀況及中央政策開放程度再行評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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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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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大項。 

4. 辦理『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二場，期望能配合電視轉播或網路直播，預計分

二個時段共 4小時。 

5. 專案績效進行賽事推廣： 

（1）新聞稿撰寫並刊登。 

（2）透過「民俗體育資源網」網路平臺發佈相關訊息。 

（3）設置臉書（facebook）活動的粉絲頁，將相關的資訊公佈宣傳。 

（4）發文告知各級學校。 

6. 賽後將進行『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12個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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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工作檢討會議，修正下屆辦理流程與前置工作事項。 

7. 舉辦下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12個競賽

項目的賽事規劃、裁判培訓、規則修正之會議與研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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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規則辦法。 

2. 協助辦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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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鼓勵團隊參加『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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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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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辦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一場，競賽項目 12大項，參賽隊數 1,300隊，參

賽人次共 4,500人次以上。 

(三) 辦理「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2場。 

(四) 推動各縣市辦理民俗體育相關競賽或研習活動 4個，共 800人以上參加。 

(五) 舉辦下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民俗體育全國賽菁英決賽』，12個競賽項目

的賽事規劃、裁判培訓、規則修正之會議與研討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