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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中 心 論 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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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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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三雄，1997）。八人制拔河運動，是

依據出場比賽八位選手的體重總和來分級

比賽，依據世界拔河總會技術手冊的規定

按體重分級，計區分為八個級別，比賽前

必需過磅，參賽人數固定，以八個人下場

比賽為主，此八人之體重總和不得超過該

比賽之級別，場地及器材都有明文規定。

八人制拔河運動之發展

英國人稱拔河運動為 Tug of War。現

在國際也是使用這個名稱。大辭典記載有兩

種意思，一為對抗兩者之間的「決鬥」之意，

另一個意思為「拔河比賽」之意。Tug 為拉

的意思，War 為戰鬥比賽競賽之意。Tug of 

War 的意思是偉大的力，不屈不撓努力拉的

比賽。現在稱為 Tug of War Sports 為拔河

運動競技之意（郭志輝，2004）。

國際拔河運動及比賽都以室外為主（圖

1），以歐洲地區最為興盛；當時愛好拔河運

動以英國最先倡導，之後愛爾蘭、瑞典、西

班牙、瑞士、義大利、等 14 個國家為主，相

繼組成全國性拔河協會，而且每年都有較大

規模的拔河活動。並於 1960 年代成立國際拔

河聯盟（Tug of War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TWIF），除統一室外的拔河規則，並陸續舉

辦各項國際性的拔河競賽（圖 2）。

l964 年 TWIF 在瑞士舉行第一屆歐洲

拔河錦標賽。1975 年 TWIF 於荷蘭舉辦首

屆世界錦標賽。1980 年 12 月日本國家拔

河聯盟正式成立，以國際拔河總會所制定

規則為依據，制定日本拔河聯盟室內比賽

的規則。

國際拔河總會鑑於日本拔河聯盟室內

比賽規則的優點，於 1982 年提案，國際比

圖2 國際性室外競技拔河比賽

賽也在室內硬地板舉行。1988 年 10 月，

日本在歧埠舉行日英拔河親善大會，共 8

國參加，這次國際親善大賽，將 TWIF 室外

規則，修訂為室內比賽規則。並於 1989 年

4 月將 TWIF 的規則正式修訂為含有室內的

比賽規則。1990 年在荷蘭舉行世界錦標賽

時，採用室內的比賽規則，在室內場地進

行比賽。（謝和龍，2001）

台灣八人制拔河運動之發展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會（1992 年 8 月 31

日成立）成立之前，已有部分縣市成立拔河

委員會，以東部及北部為最多數；當時擔

任台北市體育會理事長吳文達於 1990 年 5

月 14 日率先促成台北市體育會拔河運動委

員會的成立，聘請吳慶國擔任第一屆主任委

員，同年吳文達率團到日本訪問（圖 3）並

參加日本主辦的全國級裁判教練講習會，吳

理事長認為八人制拔河運動及比賽，不受天

候、環境、場地影響，並強調體力、耐力、

技巧及團隊默契，更要有良好的配備，缺一

不可，是一項非常不錯的新興體育運動項

目，認為非常適合台灣發展，便積極著手引

進台灣。

有赴日本參與國際拔河比賽的寶貴經

驗及多數縣市委員會陸續成立之後，吳文

達先生於 1992 年 8 月又率團到日本觀摩考

察八人制拔河運動的推展，有實務經驗，

質與量兼具等良好契機下，吳文達便與多

位熱心拔河運動的人士著手籌劃組織中華

民國拔河運動協會，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

工作，於 1992 年 8 月 31 日在台北市聯勤

圖3 創會之初由吳文達理事長率領重要幹部參訪日本全國大賽，右起：李

竹圍、郭志輝、名古屋理事長田中先生、吳文達先生、吳慶國先生

圖4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成立大會

手冊（日期：1992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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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官俱樂部正式成立「中華民國拔河運動

協會」（大會手冊如圖 4）。由吳文達當選

第一任理事長，謝文水擔任秘書長；成立

初期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理事長吳文達，

為使拔河運動風氣能迅速推廣，在台灣播

下萌芽種子，制定優渥獎勵措施並積極鼓

勵各縣市成立委員會，其措施如表 1。

 1997 年正當拔河運動推廣熱潮時，卻

於 10 月發生台北市萬人拔河斷臂事件（註

2），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為導正全國關

注拔河運動事件之正確觀念及消弭負面之反

應，技術主任委員蔡三雄立即向教育部體育

司提出拔河運動競賽暨注意安全手冊（圖

5），避免拔河活動及比賽遭到負面效果，

影響推動與發展。

表 1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推廣獎勵措施一覽表

項次 積極作為及制定措施  時間 / 備註

1 成立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1992.08.31

2 鼓勵各縣市成立拔河委員會（贈送拔河繩及發展基金 10 萬元）  1992 起

3 舉辦全國裁判教練研習（提供住宿及用餐）  1992.11.06

4 帶團前往日本神戶觀摩日本全國暨國際拔河邀請賽  1993.08.22

5
舉辦全國性比賽（參賽隊伍各隊補助車馬費 2000 元、提供比賽日便當、贈送

參賽每人紀念衫）
 1993 起

6 聘請日本全國拔河協會技術委員到台灣指導  1993 起

圖5 拔河運動競賽暨注意安全手冊

（日期：1997年10月29日）

圖6 媒體報導：不要因拔河事件而因噎廢食，應注意繩索保養及安全

宣導

圖7 中小學推廣室內競技拔河比賽 圖8 「一人一運動，一校一團隊」之倡導，讓彰化縣

明倫國中拔河運動成為學校體育傳統運動團隊

1998 年 7 月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理

事長吳文達與技術主委蔡三雄，兩位將「配

合教育部體育司推展各級學校拔河活動」政

策推展書，親自送至教育部體育司，希望不

要因拔河斷臂事件而因噎廢食（圖 6），只

要政策推行正確，八人制拔河運動是值得在

校園深根推廣；教育部隨即於8月1日以「台

（87）體（一）字第 87085134 號」函，委

託台北市立南港高工承辦「教育部 87 學年

度全國各級學校拔河比賽。

台北市立南港高工將近一年的籌備、

規劃與賽會的執行，於 87 學年度、1999 年

3 月 23 ～ 24 日在該校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教

育部首次委託辦理之「全國各級學校八人制

拔河總決賽」（如圖 7）。這場首次由教育

部主辦之總決賽創下全國 1,087 支各級學校

拔河隊伍參加比賽的輝煌紀錄。

2000 年起因場地負荷考量，教育部將

此活動委託國立體育學院（今國立體育大

學）辦理，並於第一年承辦工作檢討建議，

認為除拔河比賽外應包含裁判、教練的師資

培育，將「拔河比賽」擴大規劃成「拔河活

動」專案，以加速我國各級學校拔河運動的

推動與技術的提升。

拔河運動目前已成為校園中十分普及

性之運動種類也廣受學生及家長的喜愛加上

其具有團體合作與公平競爭之教育意涵其頗

為適合其校園中推廣（如圖 8）。「一人一

運動，一校一團隊」，是教育部推動多元校

園活動中，最主要的校園體育政策之一，而

室內八人制拔河運動，則是這項政策下，教

育部最支持的團隊運動項目，並且是校園內

非亞奧運的項目中，從普及推廣到競技運動

技術水平不斷提高，最快速、也是最成功的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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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官俱樂部正式成立「中華民國拔河運動

協會」（大會手冊如圖 4）。由吳文達當選

第一任理事長，謝文水擔任秘書長；成立

初期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理事長吳文達，

為使拔河運動風氣能迅速推廣，在台灣播

下萌芽種子，制定優渥獎勵措施並積極鼓

勵各縣市成立委員會，其措施如表 1。

 1997 年正當拔河運動推廣熱潮時，卻

於 10 月發生台北市萬人拔河斷臂事件（註

2），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為導正全國關

注拔河運動事件之正確觀念及消弭負面之反

應，技術主任委員蔡三雄立即向教育部體育

司提出拔河運動競賽暨注意安全手冊（圖

5），避免拔河活動及比賽遭到負面效果，

影響推動與發展。

表 1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推廣獎勵措施一覽表

項次 積極作為及制定措施  時間 / 備註

1 成立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  1992.08.31

2 鼓勵各縣市成立拔河委員會（贈送拔河繩及發展基金 10 萬元）  1992 起

3 舉辦全國裁判教練研習（提供住宿及用餐）  1992.11.06

4 帶團前往日本神戶觀摩日本全國暨國際拔河邀請賽  1993.08.22

5
舉辦全國性比賽（參賽隊伍各隊補助車馬費 2000 元、提供比賽日便當、贈送

參賽每人紀念衫）
 1993 起

6 聘請日本全國拔河協會技術委員到台灣指導  1993 起

圖5 拔河運動競賽暨注意安全手冊

（日期：1997年10月29日）

圖6 媒體報導：不要因拔河事件而因噎廢食，應注意繩索保養及安全

宣導

圖7 中小學推廣室內競技拔河比賽 圖8 「一人一運動，一校一團隊」之倡導，讓彰化縣

明倫國中拔河運動成為學校體育傳統運動團隊

1998 年 7 月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理

事長吳文達與技術主委蔡三雄，兩位將「配

合教育部體育司推展各級學校拔河活動」政

策推展書，親自送至教育部體育司，希望不

要因拔河斷臂事件而因噎廢食（圖 6），只

要政策推行正確，八人制拔河運動是值得在

校園深根推廣；教育部隨即於8月1日以「台

（87）體（一）字第 87085134 號」函，委

託台北市立南港高工承辦「教育部 87 學年

度全國各級學校拔河比賽。

台北市立南港高工將近一年的籌備、

規劃與賽會的執行，於 87 學年度、1999 年

3 月 23 ～ 24 日在該校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教

育部首次委託辦理之「全國各級學校八人制

拔河總決賽」（如圖 7）。這場首次由教育

部主辦之總決賽創下全國 1,087 支各級學校

拔河隊伍參加比賽的輝煌紀錄。

2000 年起因場地負荷考量，教育部將

此活動委託國立體育學院（今國立體育大

學）辦理，並於第一年承辦工作檢討建議，

認為除拔河比賽外應包含裁判、教練的師資

培育，將「拔河比賽」擴大規劃成「拔河活

動」專案，以加速我國各級學校拔河運動的

推動與技術的提升。

拔河運動目前已成為校園中十分普及

性之運動種類也廣受學生及家長的喜愛加上

其具有團體合作與公平競爭之教育意涵其頗

為適合其校園中推廣（如圖 8）。「一人一

運動，一校一團隊」，是教育部推動多元校

園活動中，最主要的校園體育政策之一，而

室內八人制拔河運動，則是這項政策下，教

育部最支持的團隊運動項目，並且是校園內

非亞奧運的項目中，從普及推廣到競技運動

技術水平不斷提高，最快速、也是最成功的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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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第一屆全國拔河錦標賽台中市現代族拔河隊 圖10 義勇消防人員競技大賽：八人制拔河賽

台灣八人制拔河運動之現況

拔河運動具有體重分級、規則明確、比

賽節奏快、不受場地、年齡及性別限制等幾

項特色，以運動的觀點來看，以往一些以體

重分級的運動項目，東方人皆有優異的成績

表現，例如角力、跆拳道、柔道、舉重、健

力等，八人制拔河運動正是有此特性，顯示

拔河運動非常適合國人且具有發展潛力的一

項運動。

台灣室內八人制拔河運動目前主要大

型比賽有：全國拔河錦標賽 1993 年元月 9

日開始（圖 9）、教育部全國各級學校聯賽

1999 年開始、全國體委盃 2000 年 5 月 27

日開始、全民運動會 2000 年開始兩年舉辦

一次、原住民運動會 2004 年開始、全國義

消競技大賽中八人制拔河賽（圖 10）、統

一發票盃（1994 ～ 1996 年）由台北市稅捐

稽徵處主辦，共舉辦三屆，在當時也是國內

主要比賽盛事。室外拔河目前主要大型比賽

有：全國拔河錦標賽、教育部全國聯賽。主

要參與國際拔河競賽為：世界室內拔河錦標

賽（每兩年舉辦一次，舉辦時間約在二月）、

世界室外拔河錦標賽（每兩年舉辦一次，舉

辦時間約在九月）、世界運動會（每四年舉

辦一次）、亞洲拔河錦標賽（從第三屆開始，

每兩年舉辦一次）。

一、室內八人制拔河運動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推展初期是以

室內八人制拔河運動為主，因資訊取得容

易及學習對象均以日本隊伍為主，而且協

會與日本體育交流互動頻繁，其專項訓練

方法及技術層面容易學習，相對室外拔河

運動技術層面、相關資訊欠缺、草地養護

不易、台灣氣候炎熱等諸多因素阻礙其發

展，都是仰賴協會部分補助並鼓勵優秀隊

伍參加國際賽事而已，所以室內拔河運動

為初期主要發展項目。

國際八人制拔河比賽規則的重新制

定，兼具了運動競賽應有的公平競爭條件，

成為國際間備受重視的競技運動項目之一。

2004 年 11 月第五屆亞洲盃桃園室內拔河

錦標賽（圖 11），台灣女子室內拔河代表

隊榮獲金牌，突破我們在亞洲賽女子拔河

成績，顯示我們的選手已具備國際賽競爭

實力。2005 年第七屆德國杜易司堡世界運

動會正式競賽項目中，女子拔河代表隊更

獲得 520 公斤級金牌，使台灣女子組室內

競技拔河 520 公斤級（圖 12），晉升世界

級拔河強國之列。2006 年愛爾蘭世界室內

拔河錦標賽，台灣男、女代表隊分獲世界

第五名與世界冠軍，男子組成績突破 2004

年在英格蘭世界第六名成績，女子隊持續

維持世界金牌之優異成績。2008 年在澳門

舉行的亞洲盃室內拔河錦標賽，台灣女子

代表隊持續維持亞洲第一排名，男子代表

隊終於躍進亞洲第二，僅次於日本而獲得

銀牌，此更顯示台灣男子代表隊也已具備

參與世界級室內拔河國際賽的條件。2009

年在高雄舉行之第八屆世界運動會正式競

賽項目中，台灣女子拔河代表隊（圖 13）

再次獲得 520 公斤級后座；爾後兩屆 2010

年（圖 14）、2012 年的世界盃錦標賽，以

景美女中為班底的景美聯隊，也蟬聯世界

圖11 2004年11月13日第五屆亞洲盃錦標賽在桃園，

右起為裁判長郭志輝、審判長井田先生、蔡三

雄教練

圖12 台灣代表隊參加2005年世界運動會拔河比賽實況

圖13 台灣代表隊參加2009年世界運動會室內拔河錦標

賽比賽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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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第一屆全國拔河錦標賽台中市現代族拔河隊 圖10 義勇消防人員競技大賽：八人制拔河賽

台灣八人制拔河運動之現況

拔河運動具有體重分級、規則明確、比

賽節奏快、不受場地、年齡及性別限制等幾

項特色，以運動的觀點來看，以往一些以體

重分級的運動項目，東方人皆有優異的成績

表現，例如角力、跆拳道、柔道、舉重、健

力等，八人制拔河運動正是有此特性，顯示

拔河運動非常適合國人且具有發展潛力的一

項運動。

台灣室內八人制拔河運動目前主要大

型比賽有：全國拔河錦標賽 1993 年元月 9

日開始（圖 9）、教育部全國各級學校聯賽

1999 年開始、全國體委盃 2000 年 5 月 27

日開始、全民運動會 2000 年開始兩年舉辦

一次、原住民運動會 2004 年開始、全國義

消競技大賽中八人制拔河賽（圖 10）、統

一發票盃（1994 ～ 1996 年）由台北市稅捐

稽徵處主辦，共舉辦三屆，在當時也是國內

主要比賽盛事。室外拔河目前主要大型比賽

有：全國拔河錦標賽、教育部全國聯賽。主

要參與國際拔河競賽為：世界室內拔河錦標

賽（每兩年舉辦一次，舉辦時間約在二月）、

世界室外拔河錦標賽（每兩年舉辦一次，舉

辦時間約在九月）、世界運動會（每四年舉

辦一次）、亞洲拔河錦標賽（從第三屆開始，

每兩年舉辦一次）。

一、室內八人制拔河運動

中華民國拔河運動協會推展初期是以

室內八人制拔河運動為主，因資訊取得容

易及學習對象均以日本隊伍為主，而且協

會與日本體育交流互動頻繁，其專項訓練

方法及技術層面容易學習，相對室外拔河

運動技術層面、相關資訊欠缺、草地養護

不易、台灣氣候炎熱等諸多因素阻礙其發

展，都是仰賴協會部分補助並鼓勵優秀隊

伍參加國際賽事而已，所以室內拔河運動

為初期主要發展項目。

國際八人制拔河比賽規則的重新制

定，兼具了運動競賽應有的公平競爭條件，

成為國際間備受重視的競技運動項目之一。

2004 年 11 月第五屆亞洲盃桃園室內拔河

錦標賽（圖 11），台灣女子室內拔河代表

隊榮獲金牌，突破我們在亞洲賽女子拔河

成績，顯示我們的選手已具備國際賽競爭

實力。2005 年第七屆德國杜易司堡世界運

動會正式競賽項目中，女子拔河代表隊更

獲得 520 公斤級金牌，使台灣女子組室內

競技拔河 520 公斤級（圖 12），晉升世界

級拔河強國之列。2006 年愛爾蘭世界室內

拔河錦標賽，台灣男、女代表隊分獲世界

第五名與世界冠軍，男子組成績突破 2004

年在英格蘭世界第六名成績，女子隊持續

維持世界金牌之優異成績。2008 年在澳門

舉行的亞洲盃室內拔河錦標賽，台灣女子

代表隊持續維持亞洲第一排名，男子代表

隊終於躍進亞洲第二，僅次於日本而獲得

銀牌，此更顯示台灣男子代表隊也已具備

參與世界級室內拔河國際賽的條件。2009

年在高雄舉行之第八屆世界運動會正式競

賽項目中，台灣女子拔河代表隊（圖 13）

再次獲得 520 公斤級后座；爾後兩屆 2010

年（圖 14）、2012 年的世界盃錦標賽，以

景美女中為班底的景美聯隊，也蟬聯世界

圖11 2004年11月13日第五屆亞洲盃錦標賽在桃園，

右起為裁判長郭志輝、審判長井田先生、蔡三

雄教練

圖12 台灣代表隊參加2005年世界運動會拔河比賽實況

圖13 台灣代表隊參加2009年世界運動會室內拔河錦標

賽比賽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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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標賽后座；2012 年台灣參加在蘇格蘭舉

行的世界盃拔河錦標賽，榮獲五金二銀的輝

煌成績，令人興奮和讚賞，台灣自從 1996

年參加荷蘭的世界盃拔河錦標賽以來，此次

參賽的隊伍最多，成績最佳，這都歸功全國

協會的帶領及辛勤帶隊的教練、不畏辛苦的

選手們還有背後支持的校長、師長、家長後

援會等的支助（蔡三雄，2012）。

二、室外八人制拔河運動

台灣對室外賽的資訊與接觸在推展初

期是一知半解，迫切需要室外賽的訊息及相

關技術等；1996 年 9 月台灣首次參加荷蘭

國際世界盃室外拔河錦標賽（圖 15），由

甫獲亞洲盃第二名及第四名之師大隊與福特

隊合組一隊參加，雖然比賽結果不盡理想，

但也使台灣對國際室外拔河賽有更進一步認

識。2000 年美國明尼蘇達州世界室外拔河

錦標賽，協會二度派隊參賽，由於當時參賽

選手為高中組優秀選手，但參加組別為成人

組，在經驗與技術上還是不如歐、美強國。

2001 年 9 月第三次派隊參加瑞士歐洲

室外拔河錦標賽，雖歷經五年後的參賽，但

部分選手與教練都是初次參賽，在規則不了

解狀況下，選手於比賽未開始時遭主審裁

判給予警告乙次，原因為室外拔河賽在開始

圖14 台灣代表隊參加2010年世界盃室內拔河錦標賽比賽實況

前，僅能以支撐腳對地面鑿一凹洞，用以支

撐身體。故，此次的參賽除彌補五年來對室

外拔河的相關規則訊息外，更將歐洲強國訓

練模式、器材裝備等訊息引導回國。在相隔

瑞士歐洲室外拔河錦標賽的一年期間，台灣

對室外拔河用手膠、器材裝備等，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財力研發，使台灣男子隊在參

加 2002 年南非國際室外拔河錦標賽 560 公

斤量級，榮獲第六名，立下台灣在室外拔河

發展的基礎。

台灣於 2004 年爭取到 2009 年世界運

動會主辦權，在此機緣下，台灣於 2007 年

第五次派隊參加英國國際室外拔河錦標賽，

由於此次為參與 Under 23 青年組，我國青

年選手對室外拔河了解不多（皆為室內拔河

選手），對於室外拔河技術仍於學習階段，

因此成績不盡理想。2008 年參加瑞典國際

室外拔河錦標賽（需為前六名才有參加世界

運動會資格），此屆錦標賽為爭取 2009 年

高雄世界運動會男子室外拔河參與資格賽

（圖 16），此時台灣室外拔河專用鞋研發、

拔河用手膠、相關器材等均已完善趨近歐

美，可惜仍無法突破台灣在國際室外拔河競

賽成績。

圖15 台灣代表隊首次參加荷蘭國際世界盃室外拔河錦標賽比賽激烈戰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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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標賽后座；2012 年台灣參加在蘇格蘭舉

行的世界盃拔河錦標賽，榮獲五金二銀的輝

煌成績，令人興奮和讚賞，台灣自從 1996

年參加荷蘭的世界盃拔河錦標賽以來，此次

參賽的隊伍最多，成績最佳，這都歸功全國

協會的帶領及辛勤帶隊的教練、不畏辛苦的

選手們還有背後支持的校長、師長、家長後

援會等的支助（蔡三雄，2012）。

二、室外八人制拔河運動

台灣對室外賽的資訊與接觸在推展初

期是一知半解，迫切需要室外賽的訊息及相

關技術等；1996 年 9 月台灣首次參加荷蘭

國際世界盃室外拔河錦標賽（圖 15），由

甫獲亞洲盃第二名及第四名之師大隊與福特

隊合組一隊參加，雖然比賽結果不盡理想，

但也使台灣對國際室外拔河賽有更進一步認

識。2000 年美國明尼蘇達州世界室外拔河

錦標賽，協會二度派隊參賽，由於當時參賽

選手為高中組優秀選手，但參加組別為成人

組，在經驗與技術上還是不如歐、美強國。

2001 年 9 月第三次派隊參加瑞士歐洲

室外拔河錦標賽，雖歷經五年後的參賽，但

部分選手與教練都是初次參賽，在規則不了

解狀況下，選手於比賽未開始時遭主審裁

判給予警告乙次，原因為室外拔河賽在開始

圖14 台灣代表隊參加2010年世界盃室內拔河錦標賽比賽實況

前，僅能以支撐腳對地面鑿一凹洞，用以支

撐身體。故，此次的參賽除彌補五年來對室

外拔河的相關規則訊息外，更將歐洲強國訓

練模式、器材裝備等訊息引導回國。在相隔

瑞士歐洲室外拔河錦標賽的一年期間，台灣

對室外拔河用手膠、器材裝備等，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財力研發，使台灣男子隊在參

加 2002 年南非國際室外拔河錦標賽 560 公

斤量級，榮獲第六名，立下台灣在室外拔河

發展的基礎。

台灣於 2004 年爭取到 2009 年世界運

動會主辦權，在此機緣下，台灣於 2007 年

第五次派隊參加英國國際室外拔河錦標賽，

由於此次為參與 Under 23 青年組，我國青

年選手對室外拔河了解不多（皆為室內拔河

選手），對於室外拔河技術仍於學習階段，

因此成績不盡理想。2008 年參加瑞典國際

室外拔河錦標賽（需為前六名才有參加世界

運動會資格），此屆錦標賽為爭取 2009 年

高雄世界運動會男子室外拔河參與資格賽

（圖 16），此時台灣室外拔河專用鞋研發、

拔河用手膠、相關器材等均已完善趨近歐

美，可惜仍無法突破台灣在國際室外拔河競

賽成績。

圖15 台灣代表隊首次參加荷蘭國際世界盃室外拔河錦標賽比賽激烈戰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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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要有良好的運動發展，需要依靠優質

的行政資源及政策支持，在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教育部體育司、中華民國拔河運動

協會相關政策與經費補助推動下，培育三

級制教練與裁判之證照，建構各縣市都有

優質之拔河運動團隊，奠定地方各級學校

基層拔河運動發展。國內現階段一年中有

多場室內外全國錦標賽，每場均有各級學

校之比賽，以及兩年一次的全民運動會，

使選手有足夠展現競技實力的舞台，能以

比賽刺激帶動拔河運動風氣，提升國內八

人制拔河運動競技水準，讓拔河運動在台

灣蔚為風氣並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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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2009年世界運動會室外拔河錦標賽比賽拉拔實況

成長背景

蔡三雄牧師（圖 1）生於 1952（民國 41）年，

出生於嘉義縣布袋鎮，後來遷居台南市；蔡牧師小

時候個子不高且體弱多病，曾因身體不適休學半年，

常常羨慕他人強健體魄；中學階段，選擇具有優良

運動風氣的私立長榮中學，增加運動鍛練自己的體

魄，也曾經是足球和橄欖球學校代表隊。台南神學

院神學道學碩士畢業後，擔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

師（1981 ～ 2001），曾轉任埔里基督教醫院牧師

（2001～2005），現任職私立淡江中學校牧部主任。

求學階段，蔡牧師感受到因接觸運動使身體

有更不同的體認，自覺想探索另一種阻力運動訓練

之感受；高一時經健身老師葉文章先生指導，到辛

建明老師的健身院從事舉重訓練，原本瘦皮猴的身

材變成 90 公斤的體格，19 歲開始參加舉重比賽；

高中畢業後，受到上帝的選召，於是獻身就讀神學

院，但對於舉重、健美運動的熱愛與訓練從不間

斷，1990 年間曾代表台南市參加台灣區運動會健

美及舉重項目的比賽，均獲得不錯之成績（陳正

雄，2010）。

陳正雄  彰化縣明倫國民中學總務主任

蔡三雄的拔河人生──用慈繩愛索
推展八人制拔河運動的牧師

圖1 蔡三雄牧師攝於日本名古屋

註 1： 台灣省政府勞工運動會於 70 ～ 80 年代之運動

會拔河賽，因傳統拔河比賽競爭激烈常有不必要

之紛爭，其後之裁判工作，均由省立體專（今國

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舉重隊負責執行；研究者

曾於 80 年代擔任 2 屆之比賽裁判，發現傳統拔

河運動在場地規則訂定過於簡化下衍生之許多問

題，而造成比賽時嚴重之紛爭。

註 2： 1997 年 10 月 25 日由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文教

基金會所主辦「力拔山河──台北秋天萬人拔

河」主辦單位未詳細考量拔河繩能承受之總拉

力，讓千餘人一起拉拔，而發生主繩斷裂造成

39 人輕重傷之不幸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