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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某囡仔真讚-2024年臺灣女孩日表演」活動 

結案報告 
 

一、活動宗旨： 

本館為響應臺灣女孩日，打破性別歧視，並增進民眾對於性別平等的認識

與瞭解，故辦理「查某囡仔真讚-2024年臺灣女孩日表演」活動。 

二、活動內容 (時間、地點、參與者) 

(一) 活動內容：邀請國立體育大學進行跆拳道、頭角原住民文化藝術團表演 

113年10月12日（星期六）下午4時20分至5時，於本館映池南側由國立體育

大學進行女性運動員的跆拳道表演；另外也邀請曾參加賽德克巴萊電影臨

演的頭角原住民文化藝術團，由團長雅尤子米諾魯組織不同部落、不同族

群的青年們，展現原住民傳統文化的舞蹈、歌唱，帶著觀眾們領略原住民

傳統文化之美，並與現場觀眾進行跆拳道教學互動及邀請現場觀眾參與歌

舞表演，共同分享歡樂的氣氛。 

(二) 時間：113年10月12日（星期六）下午4時20分至5時 

(三) 地點：本館映池南側 

(四) 表演者：國立體育大學女性運動員、頭角原住民文化藝術團  

(五) 活動介紹： 

    當日由國立體育大學進行跆拳道表演，該校曾於112年國慶大會在總統

府前廣場表演，今天特別帶來青春奔放、卓越傳承的表演，包含跆拳道品

勢及武術表演，除呈現專業的演出，也破除過往對跆拳道運動的性別刻板

印象，讓大眾可以看見女性在各類領域發光，同時也鼓勵不同性別皆可勇

於挑戰自我、追求卓越。 

    另邀請來自各個不同部落及不同族群的原住民青年，因為熱愛原住民

文化所組成的«頭角原住民文化藝術團»，該團曾參加賽德克巴萊電影臨演、

台中市藝術節展演、 世界大學運動會選手村升旗典禮展演等，由團長雅尤

子米諾魯組織不同部落、不同族群的青年們，展現原住民傳統文化的舞蹈、

歌唱，帶著觀眾們領略原住民傳統文化之美。 

     

三、宣傳及執行過程(圖文說明) 

(一) 宣傳過程： 

1. 本計畫目標群眾為ㄧ般大眾。宣傳方式主要係透過本館網站、並由推

廣服務組製作文宣於館內外張貼及電子看板公告週知，於辦理活動當

日並透過廣播加強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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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過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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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角原住民文化藝術團及國立體育大學跆拳道表演與館長王蘭生合影 

 

國立體育大學進行女性運動員的跆拳道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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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德克巴萊電影臨演的頭角原住民文化藝術團進行表演 

 

四、資源整合情形(跨單位合作) 

洽請區公所廣為邀請附近里民，踴躍參加本館「查某囡仔真讚-2024年臺灣

女孩日表演」活動。 

五、活動成效(質化與量化兼具，統計分析說明) 

(一)參與人數：觀賞國立體育大學進行之跆拳道表演及頭角原住民文化藝術團

進行之原住民傳統文化舞蹈、歌唱表演，現場參與觀眾約500人。 

(二) 觀眾回饋： 

    1、觀看表演人數500人。填寫國立國父紀念「2024女孩日滿意度調查」問券

收回92份。 

2、本次參加觀眾主要由以下管道獲得本活動相關訊息(可複選) 

    (1)本館官網34人(2)本館 Facebook/IG 14人(3)親友介紹24人(4)其他31人 

  3、10月12日女子跆拳道表演和原住民表演內容：共收回92份問券，摘述如

下： 

    (1)對女子跆拳道表演內容的滿意度：非常滿意46人，滿意14人，無意見者 

       32人。 

(2)對原住民表演內容的滿意度：非常滿意48人，滿意14人，無意見者 

   30人。 

(3) 聽眾性別比例：男26人、女58(填寫問券男、女生比率)，未勾選8人。 

(4) 聽眾年齡層比例：14歲以下4位、15-19歲6位、20-29歲11位、30-39歲21 

    位、40-49歲25位、50-59歲6位、60-64歲7位、65歲以上9位，未勾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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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位。 

(三)成效： 

1. 觀賞國立體育大學進行跆拳道表演，除呈現專業的演出，也破除過往對跆

拳道運動的性別刻板印象，讓大眾可以看見女性在各類領域發光，同時也

鼓勵不同性別皆可勇於挑戰自我、追求卓越。 

2. 觀賞來自各個不同部落及不同族群的原住民青年，因為熱愛原住民文化所

組成的«頭角原住民文化藝術團»，由團長雅尤子米諾魯組織不同部落、不

同族群的青年們，展現原住民傳統文化的舞蹈、歌唱，帶著觀眾們領略原

住民傳統文化之美。 

3. 表演者於表演結束後與現場觀眾進行跆拳道教學互動及邀請現場觀眾參與

歌舞表演，有助於觀眾學習如何強身健體並加強對於性別平等的認識與瞭

解。 

六、檢討與建議 

本次為響應臺灣女孩日，打破性別歧視，並增進民眾對於性別平等的認識與

瞭解，邀請國立體育大學進行跆拳道表演及頭角原住民文化藝術團進行原住

民傳統文化舞蹈、歌唱表演，有助於提升觀眾對於性別平等的認識與瞭解，

建議未來持續辦理，檢討建議如下： 

(一)觀眾男性與女性比例約1:2.2，活動前加強宣導將有助於增加男性觀眾

觀賞之比例。 

(二)可增加工作人員人數，向民眾解釋問卷調查內容，有助於提升觀眾對於

活動的認識與了解。 

七、摘要表 (創新/深耕擇一填寫) 

    非創新或深耕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