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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陀螺技藝在民俗體育推展政策的推波助瀾下，逐漸發展其民俗體育

樣貌。當陀螺開始進入民俗體育之範疇，其規則、器材、場地、評分方

式隨之標準化。1992年第一屆劉永和盃的擲準形式，為現今陀螺競賽之

雛形。具規範性的陀螺競賽出現後，陀螺活動始朝運動化發展，且其競

賽方式以擲準為主要表現形式。2012年，陀螺競賽於第三屆時被納入「全

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項目，此項比賽仿現代西方運動競賽型式，

制定公平、公正、公開的競技規則，訂定陀螺競賽章程，禮聘比賽裁判

長，及現場 3位比賽裁判。該競賽編排技巧性動作，除基本定點投擲外，

縮小標的物的面積大小、高度及距離，提升陀螺投擲技術。此類比賽的

施行使陀螺活動成為以比賽為中心的民俗體育，逐步地向現代運動傳布

模式趨近，呈現運動文化的特質（詹韻鈴、歐宗明、蔡宗信，2015）。 

在官方認可及授意下，陀螺活動在校園中以課程及比賽的形式廣泛

地被推廣，競賽形式逐漸成為選手們表現的舞臺，原先的童玩已被改頭

換貌地變成了民俗體育競賽。陀螺活動當今以現代運動形式存在於競賽

當中，自 2013年起所發展的陀螺競賽，在歷經十年的推展後，又當是何

種樣貌？又競賽發展離不開團隊的參與，陀螺團隊存在再哪裡、怎麼存

在、如何存在等相關問題將使我們得以釐清其發展概況。 

是以，本研究旨在探討全國各級民俗體育競賽陀螺項目之推展。採

文本分析法輔以訪談法，選定參與 110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

賽中 16隊團隊，進行分析。本研究首先探討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陀螺項目 2013-2021 年間之陀螺競賽發展概況，而後探析民俗體育競賽

陀螺項目發展概況與團隊發展之關係，進而反思陀螺運動推廣之發展。 
 

貳、競賽規則之演變 

一、陀螺競賽辦法之轉變 

陀螺競賽賽制，乃陀螺競賽項目組別之基礎，各項細則之轉變，主

要影響陀螺團隊之組成。陀螺競賽發展在學制、比賽時間、比賽場地部

分未有改變。陀螺競賽規範之轉變，對陀螺競賽技術發展有直接影響性。

歷來競賽發展中，在陀螺尺寸、比賽服裝、比賽方式、計時方式、注意

事項上皆未改變。其改變主要出現在陀螺架、評分動作、同分評定方式

與評分方式上。 

 

二、陀螺團隊推動情形 

歷來民俗體育競賽陀螺隊伍及其參與年份，自 2013-2021 年陀螺競

賽辦理的 9年期間共 54隊，參與年份從 1年到 9年的隊伍情形分布依序

為 16、12、9、5、5、2、2、2、1 隊。其中參與年份佔比最多的為參與

1年，共 16隊；最少的為參與 9年，僅 1隊。參與 4年到參與 5年的隊

伍在整體而言降最多，為 4 隊，顯示團隊發展能否穩定參賽的重要的分

水嶺為第 5 年。參與年份顯示學校對於競賽之認同與意願，後續可針對

團隊持續投入競賽之動機進行訪談。觀察歷年團隊隊伍數，自 2013-2021

年陀螺競賽分布依序為 14、18、19、14、17、18、20、24、19隊。 

歷來參與隊伍數部分，以 2020年參加隊伍最多、2013與 2016年隊

伍最少。其中，2020年民俗體育中心首次在網路粉絲專頁行銷上做了努

力，廣告效益佳或與團隊數增加有關；2016 年與 2021 年隊伍數較前年

減少，或與規則變革、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有關。 

歸納各區各學制團隊概況，陀螺發展以屏東地區團隊合計 32隊為最

多，且明顯多於各地團隊，同時該區又以高中最多。隨後則以台中次多。 

從各級學校陀螺團隊來看，以大專團隊有 4隊、高中團隊有 22隊、

國中團隊有 16 隊、國小團隊有 13 隊。整體而言由下至上發展呈倒金字

塔型，顯示陀螺團隊發展，除由下至上學區的銜續外，尚有擴散傳布情

況。 

 

參、競賽與團隊發展關係之探究 

團隊得以參與競賽，有其背後支撐條件。本研究訪談各參賽團隊運

作樣態與銜續情況與參賽動機與相關影響因素如下： 

 

 

 

一、團隊組訓 

各參賽團隊投入陀螺競賽之組訓樣態不盡相同，依推展陀螺項目負

責人分類，概可分為校內與校外。校內部份，主要由校方相關人員推動，

各校分別透過社團活動、校本課程、早自修、下課時間、午休時間、週

六集訓等時段進行陀螺教學與組訓。各校各時段之組訓，各有運作方法。

陀螺項目的組訓方法並非單一性，檢視各隊發展狀態與訓練計畫，會以

循序漸進方式推動，而產生混合性。校外部份，以放學後、假日時間進

行訓練，由推展陀螺教練進行組訓，透過學校協助報名競賽。 

二、團隊銜續 

陀螺項目銜續與否，是陀螺項目持續推展的重要因素。全國民俗體

育競賽雖係以學校為單位進行競賽，然並非所有學校具校內團隊，抑或

是有課程推動陀螺運動之發展，故團隊銜續除由校方主導外，亦有與校

方協助之情形。校方主導部分，係包含社團承接與校方組訓。當校方本

身無陀螺團隊，原陀螺隊學生升學後欲繼續參與競賽，學生或教練便會

與校方溝通協助報名競賽，其訓練交由原教練或學生自行訓練，由校方

統整有意願參加陀螺競賽者一同報名。通過與調查及與各隊訪談中發現，

越至國高中學制，校方主導的情形則越少，顯現陀螺被視為學校競技運

動的延續性動能有漸弱之情形。 

三、參賽因素 

參賽動機部份，此競賽具升學加分效益、提供學生參賽機會，校方

願意支持、教練用心推廣等力量推動下，陀螺團隊得以投入競賽。規則

部分，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以擲準形式為主要發展項目，與各隊

所參加陀螺相關競賽如主委盃、議長盃、縣運進行之形式差異不大。值

得注意的是，陀螺發展以屏東地區團隊最多，又訪談中屏東地區團隊除

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外，尚有地方盃賽予以競賽平台，這些平台

的建立，使陀螺項目得以建立其目標，可能是屏東地區團隊得以建立的

原因之一。 

四、競賽發展驅力與問題 

自團隊組訓、團隊銜續與參賽因素觀其推展。國小端期主要在校方

主導下，透過校內課程、社團組訓投入競賽。至國中端階段，分別透過

校方主導、校方協助方式，以社團、老師募集組訓團隊投入競賽。至高

中階段，則少有校方主導形式，主要皆以校方協助形式，由學生與校方

提出報名，以校外教練或學生自主訓練方式投入競賽。綜上所述，驅動

投入陀螺競賽之首要因子為推動者與參與者。為有效推展陀螺項目，首

先應於國小端持續擴大參與社群，使陀螺項目紮根，有助提升項目之銜

續性；陀螺相關競賽的辦理，不僅提供陀螺團隊運作目標，更是陀螺團

隊得以建立的命脈之一。未來應可深入了解國高中學生為何願意繼續投

入陀螺項目，針對國高中端之銜續研擬相關推展方案，使更多陀螺專長

升學者有機會投入競賽。 

 

肆、結論 

時至今日，陀螺活動從童玩遊戲到民俗競賽，其活動形式已然不同，

在特定人士的推廣與發揚下，逐漸形構其樣貌。日常民間活動，不復見

陀螺童玩遊戲之景象，是以民俗體育競賽的舞台尤為重要。考察陀螺團

隊參與情形，發現減少團體賽人數提升學校團隊參與比賽意願，各校投

入競賽組訓情形不盡相同，越至國高中學制校方主導的情形則越少，競

賽具效益具回饋性，在校方支持、教練堅持等力量推動下，陀螺團隊得

以投入競賽。本研究自競賽與團隊端探析陀螺團隊參賽情形，梳理競賽

制度演變與團隊參賽與運作之成因，有助釐清競賽推廣之現況。陀螺活

動的競技運動樣態，已然發展出獨有運作形式，後續研究應可延伸至其

他相關民俗體育項目，以探索前現代運動發展至現代運動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