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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隨著新世紀的來臨，時代更迭與變遷，

民俗體育的表演與推展走了樣，越來越多的

民俗推廣與表演以淪為商品，傳統技藝的地

位被爭華取寵的「變相特技」給取代了，然

在九一新課程中明確指出鄉土意識之培養，

而民俗技藝實為許多鄉土文化之精粹所集，

故在落實鄉土教育之時，傳統的民俗體育該

何去何從，值得省思。如何使台灣民俗體育

精緻化，擷取民俗體育中的精華加以推展，

是學校體育不可忽視的課題，因學校能完成

民俗體育之文化傳承。

貳、民俗體育發展沿革

民俗體育之發展，政府遷台之初，因非

亞奧運項目，故甚少受重視。

教育部即有「普遍推展民俗體育活動」

的指示，當年八月所公布的國小教育課程標

準中，即訂有鄉土教材的授課項目，包括舞

龍、舞獅集其他鄉土教材等，教育廳也在謝

東閔主席的倡導推廣下，努力提倡跳繩、踢

毽子、放風箏等三項目，且將一直在民間流

傳的傳統的體育活動，導入學校中發展傳

承。

近幾年來由於政治的解禁，本土化意識

抬頭，鄉土教育成為社會大眾需求的趨勢，

教育部亦回應這種現象，在民國八十年起實

施「國中小學傳統藝術教育的推展」，其實施

內容包括舞龍、舞獅、國術、扯鈴、跳繩、

踢毽子、民俗特技等，帶起鄉土文化的熱

潮，民俗體育蓬勃興盛起來，但由於推動年

限太短，根基相當脆弱，衍生諸多問題。

自民國八十九年起，教育部陸續訂定

「發展學校民俗體育中程計畫」，此計畫之總

目標為：推廣適合學校的民俗體育活動，研

發民俗體育教材，培訓民俗體育師資，培養

愛鄉愛土情懷，淨化社會大眾心靈。教育部

計畫於五年內以兩億元的經費來推廣學校民

俗體育，並已著手民俗體育種子教師的培

育。

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賦予學校極大的

教育自主空間，以建構學校本位課程。而民

俗體育活動最具本土文化色彩，將之納入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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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課程的健康與體育領域，可表現學校本位

課程的特色。　

參、民俗體育在教育上的意涵

（一）九年一貫課程的發展：

1.課程總綱綱要：

教育部八十七年九月三十日公佈之「國

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指出：

「跨世紀的九年一貫新課程應該培養具備人本

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

識，以及能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而鄉土

意識的培養，若能在鄉土教學中納入民俗體

育活動，則在多采多姿的民俗文化洗禮中，

自然孕育愛鄉土的情懷。

2.學校本位課程：

教部在推動課程改革的政策中，旨在賦

予學校更多的教育專業自主權，讓學校建構

富有特色的學校本位課程，使學校教育呈現

更多元化的面貌；而學校在建構本位課程的

同時，若能納入學區特有的民俗體育活動，

則學校教育更容易融入社區，學校特色更容

易表現。

（二）本土化與國際化的世界潮流：

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為提昇國家

的競爭力，世界各國莫不競相追求現代化與

國際化，在此同時，為了國家的永續發展，

又必須兼顧留根與紮的工作，這就是為什麼

在迎合國際潮流的時候，還要強調本土化的

理由。發揚固有的優良傳統文化，乃是追求

本土化的基本工作，而推展民俗體育活動正

是發揚固有優良文化的一個重要環節。

文化發展乃是動靜雙途並進，我國過去

發展傳統技藝偏向靜態的層面，導致整體傳

統文化的發展失去了平衡。未來我國整體傳

統文化能否均衡發展，端看發展民俗體育活

動的諸多瓶頸能否一一突破。

（三）文化優質化的世界趨勢：

文化的傳承不只是在於文化的保存，更

重要的是以積極的作為，讓文化擺脫呆板、

低俗的樣相，而變得更精緻、更優質。為達

此目的，就必須辦更多的民俗體育活動來吸

引社會大眾的注意，也須有更多的專家學者

參與研究工作，才能去蕪存菁。

（一）學生方面：

1.身心均衡成長：

過去傳統學習多重視智育發展，現階段

大多以記憶為主的知識在加入活動課程的協

調之後，解除了學生每天上學均是智育學習

的情境，使學生身心方面接受調適，讓學生

身心更健全，成長的環境更均衡。

2.提供休閒生活：

很多人一生的興趣都來自於小學階段的

培養，小時候接觸的事物往往跟著一生的記

憶，而小學正是人生的摸索期，如果在這個

階段能給學生更多的選擇，有助於轉化成個

人的興趣及習慣。

3.協助適性發展：

給予孩童多方面的涉獵，各方面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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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斷地修正及引導之下，使學生能找到自

己喜歡的領域。透過活動課程的實施，學生

能隨著自己的個性發展，最後走出來的路，

一定能比由大人強迫加壓的結果來的更有發

揮，也更能符合學生的自由意願。

4.增進人際關係：

活動課程的實施，大多以打破班級的方

式進行，在活動過程的進行中，自然而然擴

大自己的人際交往，透過彼此合作的方式，

以瞭解人際間的相處。

（二）教師方面：

1.發揮個別專長：

目前小學教師多採包班制，教的是大致

相同的科目，除非有特殊的專長，配合學校

有特殊的需要，才會給教師展現的機會，許

多教師的才藝便因此埋沒了。藉由活動課程

的安排，教師可依自己的專長成立社團，發

掘每一位教師獨特專長。

2.相互學習觀摩：

教師可藉由觀摩的機會學習多方不同的

領域，經由彼此的經驗交流，一方可吸收其

他專長，另方面亦可激勵自己。

3.減輕訓練負擔：

現階段的國小教育，有相當多的時間和

人力都投注在比賽上，一項項的比賽，有時

甚至耽誤了正常課程，導致失去原本的美

意。如果活動課程能配合比賽項目，適切融

入教學之中，學上較不會有壓力，教師也較

不會被時間所牽拌，亦可避免為比賽而訓練

的錯誤觀念不斷地在學校重演。

4.提供多元評量：

多元智慧觀念漸受重視的現代，學科中

心的思想已被多元的概念取代。活動課程提

供了學生多元學習的管道，在教師方面自然

也必須提升評量的多元性。

「民俗體育」泛指具有地方風情、風俗習

慣、歷史淵源等文化特色或因各項民俗祭典

而產生的體育活動或表演行為，而中國自古

流傳之民俗技藝相當廣博，加以皆各具地方

特色，故目前並無嚴格劃分其種類，國民小

學鄉土體育教學資料教師研習會作了一概括

歸類：

（一） 原住民舞蹈

（二） 原住民傳統運動

（三） 跳鼓陣

（四） 王船舞

（五） 舞獅

（六） 國術

（七） 客家舞蹈

（八） 童玩

肆、民俗體育面臨之問題

茲就相關文獻與實證研究所提之民俗體

育面臨之各方問題，予於歸納彙整於下：

目前國內缺乏探討民俗體育教學方法的

專書，民俗體育教學學術研討會未能舉辦，

民俗體育課程、教材方面的統整有待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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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雖極力發展如扯鈴、踢見、跳繩、舞

龍、舞獅等教材，以及團隊訓練、民間習俗

技法的演示錄影帶。然而尚未能從歷史沿

革、發展背景、運動特色、類型、特殊技

法、動作範例與流程、器具製造、發展趨勢

與展望等向度，發展系列統整的教材。

國內實施體育評量，僅側重西方體育，

為納入中華民族的民俗體育，更為納入台灣

原住民的民俗體育，使的國中小幾乎忘了民

俗體育的存在。在推動鄉土體育政策的同

時，亟需透過輔導與評鑑的工作，形成重要

的支援與支持系統，使學校鄉土體育活動邁

向專業化成長。

民國六十年代，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政

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探討「中國民間傳統藝

術」，出版一系列論文集，文集收錄的論文偏

重靜態的工藝、美術、音樂、與戲曲，而將

民俗體育列入雜技項目中，對於動態的傳統

身體運動文化未曾深入加以闡述，極易誤導

社會大眾誤認為傳統技藝僅止於工藝、美

術、音樂、戲曲而已，而使民俗體育難以擠

身學校教育或學術殿堂。

國內教師在職進修管道雖然甚多，但是

有關民俗體育方面進修機會卻是絕無僅有，

這也就是學校內民俗體育的教學活動一師難

求。加上考察的機會甚少，無法吸取世界主

要國家發展民俗體育的寶貴經驗，藉以促進

國內民俗體育活動的優質化，凡此，皆使得

民俗體育的推廣與發展停滯不前。

民俗體育活動受到忽視，民俗體育訊息

貧乏，是推展民俗體育的最大困境。

伍、未來發展策略與建議

根據目前國內推展民俗體育的若干問題

與困境，並配合相關之文獻與研究，茲將民

俗體育未來之發展策略與概要之建議歸納如

下：

學校推展民俗體育的意義除了文化傳承

外，具有適應社會之需求，奠定文化建設之

基礎，匡正社會社會風氣與促進教育目標之

實現，推展工作力求各方面有效配合力克全

功。

在教學方面，九年一貫課程的實施，賦

予學校極大的教育專業自主空間，以建構學

校本位課程，而民俗體育活動最具本土文化

色彩，將之納入統整課程的健康與體育，正

可表現學校本位課程的特色。在教材方面，

積極各類教學研習，邀集專家學者編定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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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學指引光碟、錄影帶、資訊網站等

多項輔助媒體，而優良較具應利用高科技製

作輕巧性、精緻性、實用又省錢的教具，供

學校採用，讓各類民俗體育的推廣薪傳活動

工作，更上一層樓。在輔導與評鑑方面，輔

導工作要落實，必循兩個管道進行，依是教

育行政管道，實施評鑑與獎勵；一事教育專

業的管道，提供諮商與輔導。

目前學校課程中的鄉土教材、團體活

動、聯課活動，皆由全體教師共同分擔，而

實際推展民俗體育的教師，亦多數非體育教

師，因民俗體育結合了音樂、工藝、美術、

舞蹈，故在師資培育上應採多元化的措施，

在師範院校、藝術學院、體育系所，加入選

修與必修課程，相關單位多舉辦分區分類民

俗種子教師及指導員研習營。再者，世界主

要國家發展民俗體育活動，已經累積了相當

寶貴的經驗足供我國發展民俗體育時的參

考，所以赴各國考察以吸取經驗，對於促進

國內民俗體育的優質化極有幫助。

學校在推展民俗體育時，可加強社區的

融入與認同，並運用社區資源，充分利用社

區場所，請教具民俗體育專長之地方人才。

在經費方面可爭取政府補助、家長會捐資、

社會工商捐資、學校支出、表演收入、宗教

寺廟贊助等社會資源。

欲期民俗體育永續發展，並活絡民俗體

育教學，最佳辦法是辦理各類民俗體育的活

動與競賽，以辦理親子民俗體育體驗營，在

責成各師資培育機構辦理輔導區民俗體育嘉

年華會活動，必能使民俗體育活動更形活

絡，責成各縣市辦理各類民俗體育競賽或表

演賽，除可倡導民俗體育的教學之外，可以

驗收民俗體育的推展成果。資訊的傳布與流

通，有助於活動的推展、教學的實施，故可

建構民俗體育指導小組的資訊網站。此外，

若能由縣市教育局或文化中心主導，每年挑

選代表性之民俗體育團隊做公開巡迴表演、

示範，除了提供互相學習觀摩的機會，更能

刺激技巧的提升，甚或組團到國外表演向國

際進軍。

陸、結語

民俗體育的推展肩負著文化傳承的重大

責任，亟需有共識的菁英們無怨無悔的付出

與研究；而民俗體育的推展工作學校固責無

旁貸，仍須社會積極的配合，始可收事半功

倍之效。國小推展民俗體育應以國小教育的

特質為依據，並兼顧兒童身心發展的程序，

擬定永續推展計畫。整個推展活動雖然免不

了存在著若干限制與困難，然仍力求突破，

如此方能使民俗體育落實於美化人生、淨化

心靈，而止於教化人心的最高境界。

探究現代人對自身鄉土的質疑，絕大多

數是因陌生而誤解，以致失去對鄉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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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為了化解這一層的誤解，我們要重新

認識鄉土文化的特質，切莫因社會價值觀的

改變，而盲從呼應對自己鄉土的否定；尤在

現代高科技發展下，往往對許多先進之品抱

有高度崇尚，對於一些傳統多給予粗俗、守

舊與落後之評論，其實鄉土並非如此，它是

一個國家甚或一個地區的文化精粹，這是我

們在探究鄉土文化之時所必須有的認知，有

了這一層的認知，才能徹底落實鄉土教育之

目的，將傳統文化加以傳承而綿延不絕，實

乃鄉土教育之最終鵠的。

課
程
與
教
學

參考資料

吳富德（民89）。推展學校民俗體育活動的策略。學校體育，10（6），13-18。

吳騰達（民84）。民俗體育範疇與特性之探討。國民體育季刊，24（3），78-84。

吳騰達（民89）。我國學校推展民俗體育的問題與對策。學校體育，10（6），26-30。

林瑞榮（民89）。國民小學鄉土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台北：師大書苑。

教育部（民88）。國民中小學推展傳統藝術教育實施要點。台北：教育部。

黃增川（民91）。舞獅活動課程實施之研究∼以宜蘭縣某國小為例。國立台北師範學院課程與

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詹俊成、詹彩琴（民89）。發展學校民俗體育中程計畫之介紹與展望。學校體育，10（6），67-

71。

劉偉龍（民90）。走訪民俗體育重鎮。學校體育，11（3），51-56。

蔡宗信（民89）。如何推動學校民俗體育之探析。學校體育，10（6），6-12。

蔡長啟（民84）。我國（台灣地區）鄉土體育之回顧與展望。國民體育季刊，24（3），4-11。

國立教育研究院：國民小學鄉土體育教學資料教師研習會。民91年11月2日，取自：

http://www.naer.edu.tw/study/sport/country/main.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