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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團基金所支援的事業，包括全民運動、

專業運動、學校體育、運動工作者福利事

業、運動設施的基礎建設及運動產業融資

等，而其中對學校體育的支援，包括強化學

校運動部及支援體育學校二大重點。另外，

為了讓國民體育振興基金能夠持續順利運

作，「國民體育振興公團」亦負擔起開源的

任務，承辦了多項有利於基金募集的事業，

以保持基金來源不虞匱乏。目前承辦事業可

分為運動博奕事業與奧運會飯店二大部分，

而運動博奕事業的項目有：（一）賽艇、

（二）自由車比賽、（三）及運動彩券等。

根據該公團的資料顯示，自 1989 年

至 2002 年 14 年間，該公團已使用了 9,929

億韓元（約合台幣 331 億）在支援各項體

育運動的推展上（Seoul Olympic Sports 

Promotion Foundation, 2006）， 至 2008

年為止則已支援 2 兆 2164 億韓元，而在

2009 至 2011 年間，更增加支援基金達 1

兆 7836 億韓元在各項體育運動的推展工作

上（Korea Sports Promotion Foundation, 

2012），其已成為影響韓國體育運動發展

最重要的民間組織。

結語

學校是孕育優秀人才的重要根基，由

本文可知，韓國在學校運動人才培育方面，

乃透過科學化的基層選材機制，及早篩選

出適合培育的年幼運動員，其次，透過各

級學校運動代表隊的扶植，以擴大運動人

才層面；此外，透過大韓體育會的選訓，

不僅著重在正選優秀選手的培育，對於候

補選手亦仍持續給予關注及培訓，不放棄

任何的可能；另外，藉由體育專業學校及

大學的體育專業科系的設置，建立訓練及

學業學習兼顧的學習環境，此提供運動選

手升學輔導的銜接管道。韓國所建構的系

統化的學校運動人才培育體系，再加上國

民振興公團基金的經費奧援，為其國家的

運動人才發展奠下了良好的基礎，更是成

就其躋身為運動大國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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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學校體育的教育價值
看拔河和競技啦啦隊運動

本期中心主題同時論及拔河運動及競

技啦啦隊，希望在學校體育樂趣、多元且

具體適能效果的前提下，除了較具規模的

田徑運動、技擊運動、球類運動及水上運

動外，讓學校體育的內容能有深度及廣度

的提昇，如此才能使學生在學習與熟練中

體會運動的樂趣，進而增進運動的頻率並

養成終身運動的習慣。

國力和體力奠基於運動教育

2012 倫敦奧運剛剛於 8 月落幕，中華

代表團僅得一銀一銅的成績，所謂「體力

即國力」（羅旭壯，2012），體育主管機

關在各界檢討的聲浪中，勢必承受相當的

壓力。雖然如此，相信民主社會的台灣仍

以全民與競技運動雙軸並進政策理念為圭

臬。希望在奧運奪牌仍是全民的願望，具

體而言，發展奪牌潛力的運動項目、結合

體育產官學系統式的培育、甚或輔導企業

贊助運動選手等，均是積極有效的策略（曾

慧青，2012）。但是，國力和體力的基礎

仍然是奠基於全民運動的豐厚實力。鑑於

國內運動人口的有待提升（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2011），連馬總統都數度在不同的

場合鼓勵民眾多運動，所以政府以行政力

大力充實運動相關軟硬體設施，實為刻不

容緩的大事。而學校體育作為培育身體教

育的搖籃，更應以系統化的課程與教學活

動實踐全民運動的理想，並深化運動教育

的價值到社會每個角落。

有目的的運動變成有意義的運動

日本學者佐藤學因為推動「學習共同

體」的教育理念，近來在東亞國家的教育

界獲得很大的迴響，他認為東亞國家有「從

學習中逃走」的現象導致學力下降，有三

個問題非解決不可 : 「競爭教育要變成共生

教育、量的教育要變成質的教育、有目的

的教育變成有意義的教育。」（黃郁倫、

鐘啟泉，2012）作為教育一環的學校體育



016 017

Theme
中 心 論 壇 學校體育‧第 132 期‧2012 年 10 月號

當然不能置身度外，如何將體育課程成為

師生一體的學習共同體，從事肩負教育意

義的體育活動，而不是以奪牌為校爭光為

唯一目的的體育活動，成為學校體育教學

的挑戰。

近年來青春洋溢的競技啦啦隊運動

及在國際賽屢獲佳績的拔河運動，在各

級學校吸引學生的目光，許多社會資源

及教師也投入其中。上述兩個單項運動，

如推動得當正為顯著的案例，在其團隊

合作的動力下，引導成員精進個人的動

作技巧，並發展凝聚力成為團隊精神，

讓成功的經驗導引學習的歷程，以如此

運動教育的價值正是推動全民運動的推

手，以其樂趣、多元、增進體適能的特

性，值得學校體育活動推展，讓有目的

的運動變成有意義的運動。

競技啦啦隊的教育價值

從競技啦啦隊（cheerleading）之定義

中，可以清楚看見主要以結合團隊，配合

相關舞蹈編排、體操、特技和口號等高難

度動作，為提振他人之士氣而進行之有氧

運動。因此，推廣競技啦啦隊有其教育上

之意義，可從三方面來進行探討。

一、 認知方面：競技啦啦隊除能增加學

校體育的內容，更能在舞蹈欣賞、

美學概念、音樂的節奏性及安全教

育上有所助益。

二、 情意方面：競技啦啦隊是重視團隊

默契與合作的團體運動，滿足學生群

性的發展需求，並能鼓勵正向積極思

考、不畏艱難，樂於付出之態度。

三、 技能方面：競技啦啦隊是著重於技

巧性運動，強調多項的運動基本能

力的培養，可提供做為孩童發展運

動技能的內容，對國中小學孩童的

平衡性、柔軟性、敏捷性及協調能

力等要素的訓練有所助益。

台灣社會日漸西化，處事考量自身利

益為先，古有明訓：「三個臭皮匠，勝過

一個諸葛亮。」。現今處於知識經濟世代，

如何從地球村中脫穎而出，端靠一人之力

是不夠的，讓台灣學子從教育環境中學習

到團隊合作之重要，競技啦啦隊活動是最

佳選擇之一。

八人制拔河運動的教育價值 
從拔河運動（Tug of War sport）之定

義可知，參賽八個人必須同心協力、整合

彼此身心靈，配合整齊有力的動作技巧與

節奏性的後退步伐，使力量齊一的向後拉

拔；而且參賽人數須固定，又按體重分級，

場地及器材都有明確規定，訓練中特別注

重團隊精神與耐力、體力的培養。因此，

推廣八人制拔河運動有其教育上之意義，

可從三方面來進行探討。（蔡榮捷、陳正

雄，2010）

一、 認知方面：八人制拔河運動除能增

加學校體育的教學內容外，也可在

同儕默契培養、施力方向力學概念、

拉拔後退步伐的節奏性及運動安全

教育上有所助益。 

二、 情意方面：八人制拔河運動是一項

高度重視團隊精神與默契合作的團

體運動，能增進同儕間向心力，培

養團隊合作榮辱與共之尊嚴、互助、

榮譽感，啟發心靈精神層面教育意

義，並能激發潛在毅力、不畏艱難

之學習態度。 

三、 技能方面：八人制拔河運動是團隊

技巧性運動，強調多項運動結合的

能力培養，教材教法以適性化設計，

可提供學童發展運動技能的內容，

對中小學學童的用力技巧、肌力、

肌耐力，體力、敏捷性等的訓練有

相當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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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的培養與身心內在的修為，在教

育現場日漸受重視。現今社會之團體凝聚

與合作共事意願低落，群聚意識也逐漸式

微，學生們挫折容忍度普遍受檢討，藉由

八人制拔河運動提倡與帶動，從小培養團

隊合作之重要性，融入生活、技能、競技

等教育課題中，讓學生了解拔河運動也能

體會到尊嚴、互助、榮譽更深層之心靈體

認，使台灣學生從體育教育環境中學習到

八人同心、目標一致、團隊合作之重要，

所以拔河運動是最值得推廣的學校體育項

目之一。

建構學校本位體育特色

八人制拔河運動與競技啦啦隊，輾轉

從國外引進，經過有心人士的大力推廣、

付出心力並能享受其中，並發展出特有的

運動文化，成為近年來校園中受到學生們

喜愛的體育活動之一。雖有拔河的「斷臂

事件」或競技啦啦隊的「傷亡事故」等負

面因素發生，但因其運動教育的價值，與

其運動魅力的深厚，活動熱力仍在，有如浴

火鳳凰的淬鍊一般，仍邁步而行。學校體

育需要趣味、多元、生動活潑、適合學校

特性的運動項目，來填補學校建構校本體

育特色的各個面向與素材。八人制拔河與

競技啦啦隊運動，在學科間更有統整課程、

連結活動的效能，在全校性的運動會或是

校際競賽或聯誼中，更是眾人目光的焦點。

教育現場中，以動態省思、由下而上的「學

校本位課程」發展行之有年，在學生需要、

家長期望、學校條件、社區特性等相關因

素配合下，發展「學校本位課程」時，在

教師能力與專業背景條件下，並配合學校

願景與在地文化特色，期待具豐富教育價

值的八人制拔河與競技啦啦隊運動，成為

建構具教育價值的校本體育課程發展的一

部分，豐富學校體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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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八人制拔河運動發展與現況

前言

八人制拔河運動在未正式引進台灣之

前，傳統拔河運動及多數拔河比賽都在室

外運動場之草地上舉行、雖然趣味性高且

是整個活動之重頭戲，嘶吼叫喊加油聲不

斷，場面非常熱鬧，但是容易造成受傷及

不必要之紛爭（註 1），參賽隊伍都是臨時

成軍，沒有經過長時間訓練，也沒有正式

規則或技巧，只有簡單規定參賽人數、比

賽拉拔時間、拉拔距離，場地也無特殊選

擇及規範只要寬敞即可。

八人制拔河運動之定義

所謂八人制拔河運動，參賽人數固定，

按體重分級，場地及器材都有特殊規定，

必須八個人同心協力，配合呼吸及一定的

韻律共同參與，而且拔河比賽的意義，團

隊精神的耐力與協調力要比體力來的重要

圖1 室外競技拔河比賽吸引大批人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