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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的原住民族擁有獨特的體育文化，許

多傳統運動項目承載著族群歷史與文

化價值，例如競舟、傳統射箭與負重等。為了推

廣與保存這些傳統體育，原住民族運動會（以下

簡稱「全原運」）成為重要的賽事平台，展現原

住民族的體育實力，並強化文化認同。然而，對

原住民族體育選手而言，他們不只是在競技場上

突破極限，更要在文化傳承與競技發展之間取得

平衡。全原運不僅影響他們的升學，也關係到競

技生涯的長遠規劃。

全原運與全中運在時間安排、競技規則及

選手發展方向上時常發生衝突，導致原住民族選

手在文化傳承與競技發展間面臨抉擇。體育中學

作為培育專業運動人才的關鍵機構，如何在課程

規劃、賽事安排與選手發展上取得平衡，使選手

既能積極參與原運、展現文化認同，又能在全國

賽事中追求卓越，成為當前體育教育領域的重要

課題。

原住民族學生運動員的挑戰
教練普遍支持選手參與賽事，但全中運作

為高中階段最重要的比賽，全原運的賽程安排可

能影響選手的訓練與備戰規劃。因此，教練在調

整出賽方式時，必須權衡選手的競技表現與體能

恢復。與新北市新北高中林克明及明德高中張勝

煇兩位教練及本校團隊教練討論，歸納出下列挑

戰：

一、賽事時間衝突與訓練負擔：新北高中

林克明教練與明德高中張勝煇教練皆指出，全原

運與全中運的賽程安排過於緊密，相隔不到一個

月，導致選手在短時間內必須備戰兩場重要賽

事，影響競技狀態與體能恢復，甚至增加運動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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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風險。例如，田徑、舉重等項目，選

手需要迅速調整訓練節奏，增加了訓練

難度；此外，短時間內連續參賽不僅影

響體能恢復，也可能壓縮選手的學業與

休息時間，進一步影響心理狀態、專項

訓練成效，甚至增加受傷風險。

二、比賽規則與訓練模式的差

異：全原運部分競技項目的規則與現行

體育訓練模式存在差異。例如，傳統射

箭與現代競技射箭在器材與技術要求上

截然不同，選手若需在短時間內適應不

同規則，可能影響競技穩定性與表現；

此外，傳統負重等原住民族競技項目並

非體育中學的日常訓練重點，若選手臨

時參賽，可能因準備不足影響發揮，甚

至增加運動傷害風險。

三、賽事分組方式影響高中選手

發展：目前全原運項目無規劃高中生組

別，而是納入公開組。新北高中林克明

教練指出，現行全原運未設高中組，使

高中選手須直接與成年選手競爭，無論

是身體素質或比賽經驗都存在明顯落

差，這對高中選手並不公平。在籃球與

棒球等對抗性強的項目中，高中生的身

體素質與成年選手相比仍有差距，可能

影響比賽信心與競技表現。

四、賽事定位的模糊性：若將全

原運視為競技體育的選拔標準，可能削弱其文化

傳承功能；反之，若僅強調文化屬性，則競技水

準恐無法提升，難以與全國賽事接軌。

發展策略與政策建議  
 一、優化賽事安排，避免時間衝突：體育

署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應檢討全原運與全中運的賽

程安排，適當調整賽程，使選手能夠在兩場賽事

之間獲得足夠恢復與調整時間，確保競技狀態，

同時降低疲勞與運動傷害風險。

二、調整賽事分組，保障公平競

爭：建議在原運中增設高中組，讓高

中生與同齡選手競爭，避免直接與成

年運動員對抗，確保競技公平性；如

此不僅能與全國重大賽事接軌，也能

讓選手的成績紀錄獲得官方認可，確

保其升學與未來發展的延續性。

三、調整競賽規則，貼合現代訓

練：針對傳統與現代競技差異較大的

項目，如射箭與足球，應明確區分賽

制，避免選手因規則變動影響專項發

展。部分傳統競技項目可評估訓練需

求，提供適應性賽制，降低選手的技

術適應負擔。

四、設立專項培育計畫，提供獎

助支持：政府與企業可設立原住民族

運動員培育計畫，提供專業訓練資

源、運動科學指導與升學優惠，並

鼓勵參與國內外高水準賽事，確保

優秀選手獲得長期支持與發展機會。  
五、建立跨部門溝通平台，凝聚

共識：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部、體

育署、學校與教練應建立長期對話機

制，共同研究原運與全中運的整合策

略，確保政策符合原住民族體育發展

的長遠需求，避免因政策不明確影響

選手成長與競技生涯。

結論
只要政策規劃完善，原住民族運動員不

必在文化傳承與競技發展、全原運與全中運之

間做出取捨，而能夠在兩者之間取得最佳平

衡，既展現文化自信，也能在國內外競技場上

發光發熱，成為台灣體壇的重要支柱。

原住民族傳統競技的意義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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