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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柒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柔道運動在日據時期就已傳入台灣，所以說我國柔道運動的發展

起步的非常早，幾乎全國各地都可以見到柔道運動的蹤跡，其中又以

台中縣柔道運動在近代的發展最為興盛，在國小部分有后里國小連續

取得全國中正盃柔道錦標賽的男女冠軍，國中、高中部分有豐東國中、

豐原國中與嘉陽高中，這些學校也是全國柔道錦標賽中的常勝軍，勝

制在台灣區運動會與現在全國運動會中大部分獲得優勝的選手有都

是來自台中縣，可是這些輝煌的歷史紀錄，卻鮮少有相關書籍與議題

提到台中縣的柔道運動發展經過，經過筆者的訪問與資料收集，由台

中縣各位柔道前輩與老師的口中得知，台中縣柔道運動的發展可以得

到以下結論： 

一、社會型態的發展（柔道館） 

    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在社會型態（柔道館）發展的非常早，從日

據時期就有張銀淮老師推動的后里柔道館，後來又有陳再乞老師的台

中港柔道館、林鉎煙老師的豐原柔道館、郭定宗老師成立的大甲柔道

館、以及黃萬春老師推動的東勢鎮柔道館，這些柔道館的成立，奠定

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推動的基礎，也為台中縣培養許多柔道運動的人

才，可惜的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柔道館的發展逐漸沒落，有許多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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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館都因此而無法經營，目前只剩陳再乞老師的台中港柔道館還在努

力經營。 

    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的基礎就建立在這些柔道館上，許多推動發

展台中縣柔道運動的前輩、老師都是由這些柔道館所培養出來的好手，

但是因為社會型態的變遷，柔道館因為經費、學生來源與大眾的認同

等各種因素之下無法再繼續的經營下去，這些愛好柔道運動的老師、

前輩轉而支持柔道運動的發展，在推動與發展台中縣柔道運動上繼續

努力著。 

二、學校型態的發展 

    台中縣柔道運動的發展在柔道館逐漸無法經營之後，走入學校柔

道的發展，當時最早發展的是內埔國小，因為當時擔任后里柔道館館

長的洪萬春老師為因應柔道館型態的沒落，找上當時擔任內埔國小教

師的黃修次老師共同推動起來，希望藉由學校的學生來源穩定來推動

台中縣柔道運動，台中縣柔道才因此轉入學校發展，後來因為黃修次

老師轉調至后里國小，內埔國小柔道的退動就落到洪萬春老師、李文

漢老師與呂文進老師身上，而后里國小的柔道運動也才開始推動發展，

後來又因為學生畢業後沒有銜接的學校，讓學生能夠再繼續柔道運動

的學習訓練，後來在李成顯老師、黃修次老師與縣內多位老師的努力

推動之下，豐東國中、后里國中、嘉陽高中、豐原高商、后綜中學等



 

251 
 

學校因此而成立推動柔道隊或體育班，然後富春國小、葫蘆墩國小的

柔道隊也接著成立，後來更有豐原國中、后綜中學的柔道隊與體育班

的成立，台中縣學校柔道發展的雛形就此奠定，也讓更多從事柔道運

動的學生能夠升學之外，也能再繼續參與柔道的訓練。 

    台中縣柔道運動之所以能夠如此蓬勃的發展，就是在社會型態

（柔道館）發展時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至後來發展到學校型態時，在

各位前輩、老師共同的努力推動發展之下，才能夠有今日台中縣柔道

如此輝煌的成績，這也是台中縣柔道運動之所以能夠在國內柔道運動

發展上領先其他縣市，獲得如此優異的表現的原因。 

三、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貢獻的人物 

    台中縣柔道運動之所以能夠如此蓬勃的發展，最重要的就是「人」，

在推動台中縣柔道運動上，台中港柔道館的陳再乞老師功勞最大，以

陳老師八十幾歲的高齡，卻對柔道運動非常的執著，每年舉辦台中港

小學柔道錦標賽，自己籌募比賽經費、發邀請函、尋找日本學校參與

比賽，這樣的精神與對柔道運動的推展是值得我們這些柔道後輩學

習。 

    另外對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推動有貢獻的人就屬賴茂雄老師與

李成顯老師，他們兩位在擔任台中縣柔道委員會理事長時對台中縣柔

道運動的推展盡心盡力，舉凡向縣政府要各校柔道運動發展經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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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經費，兩位老師都是大聲向縣政府開口，讓台中縣柔道運動的推動

發展能夠有今日的輝煌成就，要屬兩位老師功勞最大。 

    還有在推動各級學校柔道運動的發展上，黃修次老師、蔡勝良老

師、王淑婷老師，所帶領的后里國小、豐東國中、嘉陽高中都在全國

柔道錦標賽有獲得團體連霸的紀錄，這都是三位老師認真努力的成果，

當然也不能忘記其他在推動與發展台中縣柔道運動的老師，后綜中學

陳俊卿老師、豐原高商李政龍老師、后里國中李青忠老師、豐原國中

劉志鑫老師、黃志仁老師、內埔國小李青政老師、富春國小呂耀宗老

師等對於台中縣各級學校柔道運動的推動發展都是非常有貢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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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繼續收集有關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相關之文獻資料，以補充本

研究論文不足之處，如台中縣柔道委員會的起源與發展，其他

鄉鎮柔道運動的起源與發展，如沙鹿鎮、潭子鄉柔道館的發展

與人物研究。並加強各鄉鎮柔道運動組織之沿革、社會型態（柔

道館）的發展、各級學校柔道運動的推展與沿革、與推動柔道

運動相關之人、事、物之研究，並加強柔道運動史學的研究探

討。 

二、 加強台中縣各鄉鎮柔道運動推展相關人士之口述歷史研究，在

台中縣尚有許多推動柔道運動的前輩，如林鉎煙老師、張銀淮

等早期推動台中縣柔道運動相關人物或其後代之訪談，以充實

台中縣柔道運動發展之內涵。 

三、 繼續研究台灣各地區各個時期柔道運動起源與發展，以完善台

灣柔道運動起源與發展之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