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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啦啦隊是一項美國發明的運動，在美國有 380 萬參與者，被認可與學校

有關的活動（Bettis & Adams, 2006），青少年啦啦隊員被視為美國偶像（ 

SooHoo, Reel, and Pearce, 2011），啦啦隊是美國發展最快的運動之一，啦啦

隊員在大學發展運動形象中發揮作用，參與啦啦隊能以積極的方式影響青少

年和年輕人（Raabe & Readdy, 2016）。在英國，啦啦隊成為一種流行的學校

體育活動（Lamb & Priyadharshini, 2013）。Chappell（1997）指出，學生在

參加啦啦隊活動之後可以獲得一些正面效果，像是自信、榮譽感和提升自我形

象。啦啦隊運動可以增進學生體適能、自信心、團隊合作、領導能力等個人成

長（張育銓，1999），競技啦啦隊運動是強調個人發展以及團隊合作的競技運

動項目，強調團隊合作、宜人性、外向性及開放性，隊友之間在訓練期間的助

人及支持行為對於長期正向文化的培養相當重要（溫麗香、卓世鏞，2013），

啦啦隊運動包含競技啦啦隊與舞蹈啦啦隊，在我國各級學校已愈來愈常見與普

遍，以社團或運動代表隊等課外活動型態發展中，甚至已有多所體育校院科系

成立正式代表隊運作，筆者希望透過自身經驗來探討與挖掘啦啦隊運動所能夠

教校園啦啦隊運動促進青少年正向發展
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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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學生的正向發展有哪些？藉此讓學校教職員或教練進一步認識啦啦隊對於

青少年正向發展與身體素養的培育所具有的效益。

啦啦隊如促進青少年正向發展與成長

筆者整理過去臺灣許多學者研究發現，啦啦隊運動至少有七個層面有助於

青少年成長：分別是增進體適能、建立自信心、強化情緒管理、培養團隊合作、

養成積極態度、增進領導能力與社交能力。

一、增進體適能

啦啦隊強調多項運動基本能力的培養，發展孩童的運動技能，對孩童的平

衡性、柔軟性、敏捷性及協調能力等體適能訓練有所助益（張育銓，1999；蔡

佳蓉，2004）。

二、自信心

學生參與啦啦隊的練習與比賽，可以訓練並提升他們的自信心（簡彩完、

黃長發，2009；林芳宜，2001），許多表演活動更是增加學生自信心的絕佳

機會。

三、情緒智力與管理

參與啦啦隊運動對於學生心理素質和情緒管理有所幫助（熊鴻鈞，

2008），團體社團活動可提升學生情緒智力與情緒管理能力（王嘉淳、廖志華、

林青輝，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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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團隊合作

啦啦隊活動的參與，讓學生有強烈的團隊凝聚力（鄭麗媛、麥秀英，

2002），啦啦隊重視團隊默契與團體合作（蔡榮捷，2012），學習團隊凝聚

力、團隊效能與團隊氣氛，增進同儕合作的團體精神價值（許秋玫、賴茂盛，

2013），啦啦隊的技巧與騰翻訓練可以相互保護達到合作學習之效果（郭齡雅，

2013）。

五、正面積極態度

啦啦隊選手比較可能主動表現出助人及利他的行為（溫麗香、卓世鏞，

2013），啦啦隊有助養成運動習慣、增進個人表現力、爭取班級榮譽、增進對

學校認同感（鄭麗媛、麥秀英，2002），啦啦隊員須保持樂觀、熱情之正面積

極態度（凃佳妮、王金蓮、郭銘勻、陳怡芝，2017）。

六、領導能力

參與啦啦隊可以培養學生在面臨衝突情境時，擔任調和、溝通角色（熊鴻

鈞，2008），在啦啦舞蹈隊的互動過程中，可以增加團隊領導行為（林幼萍，

2010）。

七、社交能力

參與啦啦隊的學生社交圓融技巧特別明顯（黃美華、莊淑蘭，2013），學

生藉由觀賞他組表演而習得尊重、增加待人處事能力（吳易璇，2014），啦啦

隊是男女合作之團隊，更有可能透過長時間練習與相處獲得人際間之應對能力

（王嘉淳、廖志華、林青輝，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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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隊運動的特性與優點

啦啦隊運動具備了一般運動項目的優點之外，本身的獨特性具有以下三大

優點：

一、團隊運動的特性：啦啦隊最重視團隊合作

蔡佳容（2004）指出參與啦啦隊的練習與比賽除了可以享受身體的運動之

外，還有相當多的優點。最明顯的是在情意層面上產生的團隊精神。凃佳妮、

王金蓮、郭銘勻、陳怡芝（2017）指出，啦啦舞蹈擁有共同的目標與精神，除

了能夠達到鼓舞士氣、娛樂觀眾的效果外，亦必須具備責任感及團隊合作的精

神。蔡榮捷（2012）認為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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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媛、麥秀英（2002）發現啦啦隊活動的參與，

讓學生有強烈的團隊凝聚力或班級向心力。溫麗香、卓世鏞（2013）研究啦啦

隊是強調團隊合作的運動項目，外向特質、親和性、嚴謹性高的啦啦隊選手比

較可能主動表現出助人及利他行為。

二、男女混合運動的特性：啦啦隊有助性別平等概念

教育部體育署（2016）推廣女性參與體育運動白皮書指出：促進性別平

等，重視學齡女性運動共同參與，藉由運動促成女性身體健康及心理、社會層

面的健全發展，為近年備受關注的議題。運動達成女性培力並提升自信、自尊、

領導力等，皆被看作女性從事運動的正向助益。男女混合運動可以成為促進學

校性別平等的重要舞台（Walseth, Engebretsen & Elvebakk, 2018）。擁有混合

性別團隊成員的經驗可以對男性和女性參與者的性別表現產生漸進的影響，

支持了混合性別運動的教育和變革潛力的論點（Priyadharshini & Pressland, 

2016）。啦啦隊員透過以自己的方式使啦啦隊成為一項運動來挑戰負面的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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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印象。這些女孩擁有強大的啦啦隊長形象—融合了女性氣質和運動能力的形

象。她們通過保留啦啦隊員的女性標誌，同時專注於競爭角色而不是支持角色

（Amy Moritz, 2011）。與男性相比，女性對自己在啦啦隊及其各種子任務中

的能力更有信心，而且啦啦隊員對她們的運動的性別刻板印像比非啦啦隊員要

少。此外，兩性的啦啦隊員都意識到其他人的刻板印象，但認為啦啦隊其任務

比非啦啦隊員更加性別中立（Clifton and Gill, 1994）。

王嘉淳、廖志華、林青輝（2011）參與競技啦啦隊之學生有較好的情緒調

適能力與社交圓融技巧，競技啦啦隊講求男女團隊合作，此特殊性更使得參與

學生能透過與異性互動及團隊分工讓社交圓融技能更加完備。

圖 1 啦啦隊是強調團隊合作的運動項目（比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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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鴻鈞（2008）研究中發現，在運動參與、心理素質和情緒管理方面，女

性隊員的表現優於男性隊員，尤其在面臨衝突情境時，擔任調和、溝通角色的，

往往是資深的女性隊員。啦啦隊可謂國內現今兩性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運動項

目之一，除了兩性共同參與、組織成員眾多、運動內容豐富等因素外，其技巧

操作須有兩性頻繁的身體接觸，為其獨特之處。

圖 2男女混合運動可以成為促進學校性別平等的重要舞台（比賽照片）

三、表演型運動：啦啦隊適合校內外各項表演活動

郭銘勻、曾慶裕（2008）指出，啦啦隊運動從 1997 年開始成為高峰期，

這股熱潮延續至今從不退燒，各級學校、工商業團體紛紛喜愛這項新鮮、活力、

熱情的運動，民間企業團體也喜愛聘請啦啦隊團體作為活動表演項目。吳易璇

（2014）研究啦啦隊使學生自編舞蹈之精采程度大幅提升，且學生能藉由觀

賞他組表演而習得尊重與瞭解如何鑑賞，並體認到團隊合作的重要性。簡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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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長發（2009）提到在慶典、社團活動等重大的集會中，啦啦隊表演可達到大

會高潮和助興的目的。

教育部體育署 104 年 9 月 5 日在中正紀念堂廣場舉辦「i 運動大熱門 - 體

育表演會」，為臺灣第一次大型戶外國家級體育表演會，邀請頂尖體育表演團

隊包括中華啦啦隊配合體育表演會共同演出，啦啦隊項目更是連續 6 年受邀擔

任表演節目。

除了校園內許多表演活動應接不暇之外，筆者經驗過去曾經帶領啦啦隊參

與國內許多重大活動開幕表演活動；如全中運、全大運、全國運動會、國慶表

演、臺灣燈會、聽障奧運、國家體育表演會等重大節慶與全國賽事開閉幕等表

演活動，對於青少年的表演經驗累積與自信心培養非常有幫助，對於學校運動

團隊的建立更具有特色與代表性。

圖 3 校內外與重大節慶活動，啦啦隊表演美不勝收（比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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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長發（2009）提到在慶典、社團活動等重大的集會中，啦啦隊表演可達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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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隊運動進修研習與比賽活動機會

一、進修研習活動

各校老師或師資培育的準老師們若有興趣學習進修啦啦隊的教學指導或訓

練方法，啦啦隊單項協會與大專體總及高中體總每年都會固定舉辦相關研習活

動（如表 1），可以參考網站或臉書公告，定期參加進修研習。

表 1

我國啦啦隊運動年度進修研習活動列表 
表 1 我國啦啦隊運動年度進修研習活動列表	
 

辦理單位 進修研習活動 研習日期 

中 華 民 國 臺 灣

競 技 啦 啦 隊 協

會（中華啦協） 

2021 年全國啦啦隊夏季訓練營 每年 7 月 

2021 年全國啦啦隊指定動作教學研習會（15 場次） 每年 9-11 月 

2021 年全國啦啦隊騰翻訓練營（10 梯次） 每年 7-10 月 

110 年啦啦隊（競啦／舞啦）教練講習（A／B／C 級） 每年 1-3 次 

110 年啦啦隊（競啦／舞啦）裁判講習（A／B／C 級） 每年 1-3 次 

中 華 民 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體 育

總 會 （ 高 中 體

總） 

109 學年度中等學校啦啦隊研習營（北區／中區） 每年 11 月 

 

二、比賽活動機會

相關運動協會組織每年都固定辦理啦啦隊比賽活動（如表 2），比賽分組

從幼兒園到大學層級都有，比賽項目主要分為 2 大項（競啦與舞啦）；競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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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隊：男女混合組與女子組；舞蹈啦啦隊：彩球、嘻哈、爵士團體或雙人組。

競啦與舞啦都設有「指定動作」比賽組別，特別適合剛剛組隊或成軍不久的學

校隊伍參賽。

表 2

我國啦啦隊運動年度比賽活動列表
表 2 我國啦啦隊運動年度比賽活動列表	
 

辦理單位 比賽名稱 比賽日期 地點 

中 華 民 國 台 灣

競 技 啦 啦 隊 協

會（中華啦協） 

2021 年全國啦啦隊公開賽 110／4／24 高雄 

2021 年全國國民小學暨幼兒園啦啦隊

錦標賽 

110／7／3 新北 

2021 年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 110／7／4 新北 

2021 年全國啦啦隊挑戰賽 110／10／16 臺中 

2021 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110／12／17-19 臺北 

中 華 民 國 大 專

校 院 體 育 總 會

（大專體總） 

109 學年度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 110／5／22-23 臺中 

中 華 民 國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體 育

總 會 （ 高 中 體

總） 

109 學年度中等學校啦啦隊錦標賽 110／4／11-12 新北 

 

結語

國際大學體總（FISU）2018 年舉辦第一屆世界大學啦啦隊錦標賽，亞洲

大學體總（AUSF）2019 年舉辦首屆亞洲大學錦標賽，臺灣大專校院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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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亦首度增列啦啦隊示範項目。亞洲奧會（OCA）與國際奧會（IOC）

均開始注意到啦啦隊運動對於青少年與年輕人的吸引力與影響力。啦啦隊運動

除了具備一般運動所能帶給青少年正向發展之外，更能符合國際奧會（IOC）

2020 奧林匹克議題（Olympic Agenda 2020）的推動性別平等政策：鼓勵女性

運動員參賽，增加男女混合團體項目，使得啦啦隊是再適合不過的運動項目。

參加運動已被廣泛認為是一種有價值的體育活動，尤其是對兒童和青少年而言

（Pfeiffer and Wierenga, 2019）。

近年來啦啦隊已在國內展露頭角，除了重點單項運動活動外，啦啦隊活動

已成為全國各大專院校、中等學校熱愛的運動項目，成為現在最熱門的表演項

目及賽事活動之一（郭銘勻、曾慶裕，2008），競技啦啦隊有很多的正面意義，

對個人對各大專院校都具有效益（簡彩完、黃長發，2009）。啦啦隊形成一種

展現團結力的運動，現今參加啦啦隊已成為許多人在學生生活中共同的回憶，

使得啦啦隊在臺灣的學校體育中逐漸佔有一席之地，啦啦隊的發展日漸興盛、

蔚為一股潮流，成為台灣熱門運動之一（蔡榮捷、陳欣佑，2012）。

圖 4 啦啦隊運動帶給學生活力、自信與朝氣（比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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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熟悉的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在台北舉辦期間，增加了全國民眾對世

界大學運動會的認識，更是激勵了無數民眾的支持，那一場運動會所帶來的感

動，相信大家仍然記憶猶新！啦啦隊運動與其他運動項目一樣，在無形之中向

基層扎根成長，往中小學與幼兒園校園環境中開展茁壯，將持續影響更多青少

年與年輕學子的正向發展。

圖 5 啦啦隊運動將持續影響更多青少年的成長與正向發展（比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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