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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以 ADDIE 系統化教學模式進行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之方案規

劃，針對現行兵科見學課程進行探討。再以半結構式訪談瞭解十位研究對象（兩位政戰

學院教育人員、五位後備指揮部承辦兵科見學相關人員、三位政戰學院學生）的學習（教

育訓練）需求，作為方案設計的的依據，接著運用 ADDIE 系統化教學模式的分析、設

計、發展、應用、評鑑五步驟進行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規劃。在分析步驟，透過

訪談瞭解研究對象在兵科見學課程的需求；在設計步驟，依照研究對象的需求，進行課

程的設定、訂定課程目標及課程內容；在發展步驟，依照課程內容發展每項課程的教學

策略及授課方式；在應用步驟，因本研究所規劃之方案並不會實際進行，僅配合評鑑步

驟的形成性評鑑，檢視課程實施的狀況，做為修改方案的依據；在評鑑步驟，運用

Kirkpatrick四階層評估模式，針對每項課程設定評量指標及評量方法，作為評量方案成

效的工具。本研究完成之「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規劃在八週的時間內，安排四

個接訓單位，共計 34 項課程、44 項課程目標、84 項學習標的及 142 項課程內容，供學

校及部隊爾後規劃兵科見學課程時參考。

關鍵詞：兵科見學、軍校教育、ADDIE 模式、方案設計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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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based on the ADDIE systematic mode to plan the branch training course of Fu

Hsing Kang College, NDU. Then us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o understand the learning

(education or training) needs of ten research objects (two education cadre of Fu Hsing Kang

college, five officers of the Armed Forces Reserve Command and three cadets graduated from

Fu Hsing Kang college), as a basis of the branch training course program, then use the five

steps of the ADDIE systematic model to plan the the branch training course program. In the

analysis step,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the research objects from interviews. In the design step,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 research object, set the course, the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urse

content. In the development step, develop teaching strategiey and teaching method from each

course content. In the implementation step, because the branch training course program will

not actually be carried out, only the formative evaluation of the evaluation step will be used to

review the status of the course implementation as the basis for modifying the branch training

course program. In the evaluation step, use Kirkpatrick's four-level evaluation model to set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evaluation methods for each course as a tool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gram. The "branch training course program" completed in the study is

planned to arrange four training units in a period of eight weeks, a total of 34 courses, 44

course objectives, 84 learning targets and 142 course contents for military academy and the

army will later refer to it when planning the branch training course.

Keywords: Branch Training, Military Academy Education, ADDIE Model, Program Design
and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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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方案設計與評估如何應用在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

程。本章內容主要區分研究背景、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等三節來進行論述。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軍校教育旨在培養國軍幹部，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的教育宗旨為「培養允文允武，具

有政治作戰專業，人文關懷理念及軍事社會科學素養之忠貞國軍幹部，厚植精神戰力，

發揮團結三軍、戰勝敵人之功能」，教育宗旨即闡明軍校教育及訓練學生成為國軍政戰

軍官是學校的教育目標。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欲培養學生成為具備「領導管理」、「輔導

服務」、「溝通協調」、「解決問題」、「研究分析」、「思辨創造」與「團隊合作」

等七項能力的政戰幹部（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政戰學院】，2018）。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在畢業任官後，須至國軍各基層部隊中擔任排長、輔導長或

政戰官等職務。因為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在任官後是基層軍官幹部，在部隊當中是領

導者的角色，負有管理士官、兵的責任。因此，學校教育學生如何成為一位優質的政戰

幹部就顯得相當重要。「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是許多學校以及教育人員的自我期許，

由此可見教育是多麼重要。好的教育除了要有良好的教育師資之外，完善的課程內容更

是教育人才的利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學校教育如能運用良好的課程規劃，

加上優良師資教育學生，將能使學生學習更加事半功倍。

國軍軍事院校存在目的在於培養國軍幹部，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教育目的在於培養國

軍政戰軍官。軍校教育除學年教育之專業學識與一般民間大學相同外，另有如暑訓期間

依學生年級的不同，分別安排學生至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學習「班、排級戰鬥教練」課

程，以及至國軍各基層部隊學習「兵科見學」課程。兵科見學課程目的在於「為使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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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政戰學院學生能夠在畢業任官前瞭解部隊任務特性，降低畢業任官後，於部隊服務

時可能產生之心理恐懼」（政戰學院，2016a）。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安排學生在大學三

年級升四年級的暑期，依照軍種抽籤結果，分發至各軍種基層部隊單位中進行「兵科見

學」，兵科見學課程的內涵在於讓學生親身體驗基層連隊排長及輔導長實務工作，藉由

跟隨部隊按表操課，以及參與各項部隊活動，使學生瞭解部隊之任務特性、編組型態及

例行勤務執行概況等部隊實務工作。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實施方式為接訓單位在接訓前，依照單位任務

特性及各項部隊實務工作設計課表，學生在兵科見學期間依照設計好的課表學習。並安

排單位內之政戰幹部擔任學生在兵科見學期間的輔導人，協助學生學習「兵科見學」課

程及生活輔導。課程內容以戰備整備、駐地（專精）訓練、衛哨勤務、體能戰技訓測、

後勤危安、政戰實務、部隊招募、軍紀安全及內部管理等各項部隊實務工作排定課表，

並於兵科見學課程結束後辦理綜合座談，由部隊的政戰主管與學生進行問題討論及經驗

分享。兵科見學課程計畫中明訂，學生配合部隊每日課程作息，按表操課，部隊不得分

配學生擔任值日或支援幕僚辦公（政戰學院，2016a）。由計畫可見，學校及部隊規定

接訓單位不得安排學生負責或執行已排定之課表課程外的公差勤務。但依研究者自身過

去擔任輔導人之經驗，對於擔任輔導人之幹部而言，除教導與協助學生學習兵科見學課

程及生活輔導外，輔導人更有自身原有職務上所負責的工作需要執行。儘管「兵科見學」

課程對於輔導人而言，即是輔導人本應負責之任務，而且「兵科見學」課程是一項非常

態性的工作，每年的兵科見學課程可能因時間、接訓單位任務、以及學生的眷駐地等種

種因素，而影響兵科見學課程的規劃。對接訓單位而言，並非每年都會有兵科見學課程

的任務；對輔導人而言，可能因人員職務調整的關係，導致每年擔任輔導人之政戰幹部

不盡然都是同一人，這也容易造成幹部在擔任輔導人的經驗上參差不齊，甚至有些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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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足夠的經驗擔任輔導人，卻因為職位的關係，必須擔任兵科見學課程的輔導人。如

果擔任輔導人會造成幹部工作上的負擔，即有可能影響輔導人在教學上的品質與效果。

因此，若能在兵科見學課程進行之前，先針對輔導人的資格與條件進行篩選，將能提高

兵科見學課程的成效。基於上述所論，研究者認為兵科見學課程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輔

導人工作上的額外負擔。輔導人該如何在執行自身原有職務上工作的同時，擔任兵科見

學課程的輔導人，並在同時執行此兩項工作之間取得平衡，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研究者自身為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畢業生，畢業分發至部隊服務，先後歷練輔導長、

動員連絡官及心理輔導官等職。研究者曾於民國 103年時以學生身分至北區後備指揮部

及新北市後備指揮部學習「兵科見學」課程，又於民國 107年服務於南區後備部隊訓練

中心擔任心輔官時，擔任學生「兵科見學」課程之輔導人。由於研究者曾是學習「兵科

見學」課程之學生，亦曾是擔任「兵科見學」課程之輔導人，以研究者主觀感受認為，

研究者認為現行「兵科見學」課程可能無法有效幫助學生學習未來在部隊工作時所需的

各項能力。因此，若能仔細檢視現行「兵科見學」課程是否能夠真正使學生瞭解未來畢

業分發至基層部隊中的工作概況，瞭解造成這樣問題的成因所在，進而修正「兵科見學」

課程內容，將有助於「兵科見學」課程成效提升。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於暑期訓練期間至國軍各基層部隊學習「兵科見學」課程，

「兵科見學」課程概況為學生實際到基層部隊中，透過參與部隊生活，瞭解基層部隊現

況。在見學期間，接訓單位安排單位內之政戰幹部（輔導長、政戰幕僚）擔任輔導人，

負責學生的學習課程及生活輔導。「兵科見學」課程對於接訓單位的人員來說被視為一

項任務，接訓單位會指派幹部擔任學生見學期間的輔導人，依照排定之課表，教育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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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執行各項部隊工作，使學生瞭解部隊現況及任務特性。「兵科見學」之課表排定是

由國防部政戰局授權各軍種司令部（指揮部）排定，各軍種司令部（指揮部）依國防部

頒「國防部政戰局針對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指導要點」排定課表，課表編排以基層部

隊實務工作為核心，駐地訓練為基準，結合部隊駐地（專精）及戰備任務訓練，採「統

一課表、異地同時、實際參與」方式實施，見習內容以戰備整備、駐地（專精）訓練、

衛哨勤務、體能戰技訓測、後勤危安、政戰實務、部隊招募、軍紀安全及內部管理等課

程為主軸，並於見習後辦理綜合座談問題研討，以收見習成效（政戰學院，2016a）。

依上述計畫，學生「兵科見學」課程內容十分廣泛，幾乎囊括部隊中所有工作項目，卻

未詳細述明輔導人應如何教導學生學習部隊實務工作，僅要求接訓單位挑選優秀幹部帶

領見習及經驗傳授。依研究者自身經驗，如輔導人能夠將「兵科見學」任務以積極、正

向的態度去教育學生，將「兵科見學」視為一項培養未來軍官幹部的任務，能使學生在

「兵科見學」期間獲益良多，使學生提早接觸部隊，瞭解部隊現況，進而提升學生未來

在部隊的工作能力；反之，若輔導人將「兵科見學」任務視為一項麻煩，不願意教導學

生部隊實務工作，就可能使得學生學習狀況不佳，甚而導致學生對於未來畢業至部隊服

務產生迷惘，更甚是抗拒至部隊服務的心態。所以，研究者認為，輔導人所抱持的態度

與學生的學習成效有密切關係。

「兵科見學」課程是學生在就學期間少數能夠接觸到基層部隊的時間，其主要的目

的在於使學生在畢業任官至部隊服務前，對於部隊的工作概況及任務特性能有一定程度

的瞭解。若能有效提升「兵科見學」課程成效，將有助於培養學生成為優秀政戰幹部，

以符合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之教育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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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為了有效提升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成效，本研究運用方案設計與評

估應用於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探討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兵科見學」

課程的學習成效是否能夠有效地運用在未來的部隊實務工作上。透過瞭解學生的學習需

求，作為方案設計的依據，設計出一套「兵科見學」教育訓練方案。因此，本研究目的

如下：

一、瞭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現況。

二、探討學校、部隊及學生對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內容的學習（教育訓

練）需求。

三、設計一套具有評量方法的「兵科見學」教育訓練方案，作為學校及部隊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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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是以方案設計與評估之概念應用於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因

此，本章節主要針對研究主題所涉及之相關理論及概念進行探討與分析。本章共分四節

針對文獻進行探討，第一節為「兵科見學課程的意涵」；第二節「教育訓練方案的類型」；

第三節「方案設計與評估」；第四節「方案設計與評估在兵科見學上的運用」，依序後

續分述。

第一節 兵科見學課程的意涵

壹、兵科見學課程現況

軍校教育以培養國軍幹部為教育目的，國防大學政戰學院辦學旨在培養國軍政戰軍

官幹部。政戰學院學生畢業除取得學士學位外，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規定，以

少尉官階任用（政戰學院，2016b）。也就是說，軍校學生在大學畢業時不僅會和民間

大學學生一般成為取得學士學位，同時也會成為一名少尉軍官。

國軍部隊是具有深度科層化的組織，在部隊單位中，軍官負有領導與管理士官兵之

責（黃晟哲，2019）。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在畢業任官之後，都會在基層部隊擔任輔

導長的職務，負責執行政戰實務工作，以及協助主官管理士官、兵。部隊要求學生甫自

學校畢業就要擔任主管職，對於一個初官來說是相當沉重的責任，學生要能成為一位優

秀的領導與管理人才，仰賴優良的教育與訓練。何騏竹（2013）指出，軍校教育一方面

以部隊實務之「軍事訓練」為教育主軸；一方面又要以「高等教育」為主軸，培養學生

兼具表達溝通、道德思維、批判思考的能力。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所規劃的學生教育課程

範圍包含「入伍訓練」、「學年教育（含軍人特質課程）」、「暑期教育（軍事訓練及

政戰專業課程）」及「敦睦遠航訓練（海軍）」等教育階段，除「學年教育（含軍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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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課程）」與一般民間大學之高等教育大抵相同外，另外針對軍事訓練設計「入伍訓練」、

「暑期教育（軍事訓練及政戰專業課程）」及「敦睦遠航訓練（海軍）」等學習課程，

本研究主題「兵科見學」課程係屬「暑期教育（軍事訓練及政戰專業課程）」的一環。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教育中的「暑期教育（軍事訓練及政戰專業課程）」是指學

校運用學年教育以外的暑期時間，安排學生至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及各基層部隊中進行

軍事訓練。依照學生年級的不同，安排學生至不同部隊中學習，如二、三年級學生會至

陸軍步兵訓練指揮部學習「班、排級戰鬥教練」課程；四年級學生依軍種抽籤結果，分

派至各軍種司令部（指揮部）基層單位學習「兵科見學」課程，瞭解基層部隊工作概況。

在國防部「軍事訓練課程暨兵科見學」課程計畫中，參與課程的對象包含陸軍官校、

陸軍專科學校、國防大學、國防醫學院及空軍官校等國軍基礎軍事院校之學生，兵科見

學課程係指各軍事院校依學校之軍種特性分派所屬學生至國軍各基層部隊見學。現行國

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係依照學生軍種抽籤結果，分派至各軍種司令部（指

揮部）基層單位進行為期八週之「兵科見學」課程，課程內容則由各軍種司令部（指揮

部）依國防部所訂之國防部政戰局針對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指導要點進行課程排定。

兵科見學課程是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之「暑期教育（軍事訓練及政戰專業課程）」課

程之一環，內容是依照國防部規劃之軍校學生「軍事訓練課程暨兵科見學」計畫，安排

大學部三年級升四年級的學生於暑訓期間至國軍各基層部隊中進行兵科見學課程訓練，

透過實際參與部隊生活，體驗部隊工作環境，使學生對未來畢業分發至部隊報到的工作

環境有一定程度的認識與瞭解（國防部，2015）。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大學部 108

年班學生「兵科見學」計畫（2016a）中明訂，兵科見學課程目的在於「為使學生先期

瞭解部隊任務，降低爾後於部隊服務恐懼，進而激勵於分科教育強化兵科軍事學能，以

精進任官職能。」而兵科見學課程的構想為「以基層部隊工作為核心，駐地訓練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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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部隊駐地（專精）及戰備任務訓練，見習內容以戰備整備、駐地（專精）訓練衛哨

勤務、體能戰技訓測、後勤危安、政戰實務、部隊招募、軍紀安全及內部管理等課程為

主軸。」由計畫中可見，國防部規劃兵科見學課程僅列出學生於見學期間應學習之部隊

實務工作的學習項目，並於兵科見學課程結束後，安排見學單位之政戰主管與學生進行

座談，彼此針對兵科見學課程進行心得討論及建議，並未明定出一個評量學生在兵科見

學課程中學習狀況的具體方法；再者，接訓單位會在兵科見學課程期間，安排政戰幹部

擔任學生的輔導人（政戰處長、營、連輔導長、政戰官、心輔官）負責教育學生學習即

生活輔導。現行「兵科見學」課程中，亦未針對輔導人進行評量，僅由輔導人之上級主

管針對輔導人進行工作上的考核。研究者認為，若能針對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中的學習

過程進行有效的評量，有助於學校及部隊瞭解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的學習情形。

兵科見學課程內容依「國防部政戰局針對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指導要點」規定，

課目區分軍事課程及政戰實務課程，軍事課程包含「課前準備」、「戰備任務」、「衛

哨勤務訓練」、「裝備保養」、「後勤危安」、「人員招募」、「軍紀安全」、及「內

部管理」等八項；政戰實務課程包含「基層部隊政治作戰訓練」、「基層部隊榮團會工

作作法」、「政戰工作紀要填載介紹」、「國軍心理衛生工作暨評量系統介紹」、「部

隊文康活動介紹、策劃及實作」、「莒光日教育具體作法」、「政教視聽器材管理與運

用」、「安全調查資料填註與實作」、「基層新聞工作作法介紹及新聞稿寫作」等九項，

軍事課程及政戰實務課程共計十七項學習課目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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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國防部政戰局針對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指導要點

課目 見習要項

軍事

課程

課前準備 1.本日課程檢討 2.翌日課程分配

戰備任務
1.戰備任務交接 2.戰備課程 3.戰鬥手板調製與運用 4.戰備狀況兵

推

衛哨勤務訓練 1.衛哨勤務規定 2.各種狀況推演

裝備保養
1.各類裝備一級保養 2.二級廠運作 3.營區整體安全防護演練 4.實
兵演練

後勤危安
1.械彈暨特定軍品管理 2.鍋爐及危險機工具管理 3.膳食勤務 4.行
車安全

人員招募
1.改善生活環境與品質 2.部隊型態與特性介紹 3.部隊待遇與福利

4.升遷管道與在職進修

軍紀安全
1.官兵申訴處理流程 2.保障官兵合法權益做法 3.貫徹命令實施規定

4.軍紀教育與軍紀指示 5.違紀態樣與處理要領 6.軍紀安全評核做法

內部管理
1.門禁管制與人員管理做法 2.值星勤務 3.管教具體做法 4.環境設

施維護

政戰

實務

課程

基層部隊政治作戰訓練
單位應配合戰備任務訓練週，依任務特性設置政戰相關狀況結合想

定，透過狀況誘導及實作方式實施。

基層部隊榮團會工作作法

單位應由連輔導長負責會議籌建、召開及建（決）議案件管制執行

等事宜，會前指導主席如何主持及開好會議，會中從旁協助會議進

行。

政戰工作紀要填載介紹 單位應由連輔導長從旁指導政戰工作紀要填載方式及要領。

國軍心理衛生工作暨評量

系統介紹

單位應由心輔官結合部隊特性，排定適應部隊生活、壓力調適及自

傷防治等課程；另針對國軍現行身心評量系統予以介紹。

部隊文康活動介紹、策劃

及實作

單位應由連輔導長結合部隊特性，策劃相關文康活動，並從中指導

各項要領，以提升官兵士氣。

莒光日教育具體作法
單位應依國軍莒光日教學實施要點，完成相關教學整備、場地規劃

及輔教活動等事宜。

政教視聽器材管理與運用
針對單位政教視聽器材應就帳籍管理、操作方式及保養等要領，予

以介紹。

安全調查資料填註與實作
單位應由保防官結合部隊特性排定相關保防安全課程，尤以安全調

查資料填註與實作為主。

基層新聞工作作法介紹及

新聞稿寫作

針對單位特殊活動或事蹟撰擬新聞稿，並指導寫作要領，以提升投

稿成效。

綜合座談 1.學生見習心得分享 2.問題研討與解答

資料來源：國防大學政戰學院（2016a）

後備指揮部依上述指導要點結合單位特性，設計兵科見學課程課表，安排學生於各

地區後備指揮部、縣市後備指揮部及各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進行見習，見習時間分別

為一週、兩週及五週，共計八週的兵科見學課程，後備指揮部組織架構圖如「圖 2-1-1」。

由於地區後備指揮部及縣市後備指揮部是屬機關單位1，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是屬教

1 部隊型態區分：戰鬥部隊、戰鬥支援部隊、支援部隊、機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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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練單位，以「兵科見學」課程之時間來看，後備指揮部安排較多時間在地區後備部

隊訓練中心，顯見後備指揮部是希望學生能多瞭解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的單位任務及

特性，才會安排學生在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見學五週，地區後備指揮部及縣市後備指

揮部則分別只有一週與兩週的時間。

圖 2-1-1 後備指揮部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國防部後備指揮部（2020）

因此，本研究嘗試運用方案設計與評估概念導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

藉由文獻探討瞭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現況，透過訪談瞭解學校、部隊及學

生對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的學習（教育訓練）內容需求，進而建立系統化教

學模式。

綜上所述，研究者透過「國防部政戰局針對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指導要點」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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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指揮部所排定的課表發現，現行後備指揮部依單位特性所設計的課程並無法全部整理

歸納至「國防部政戰局針對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指導要點」所規定的軍事課程及政戰

實務課程之十七項學習課目當中，以 108年班學生「兵科見學」課程為例，在八週的課

程中，課程共計 256小時，軍事課程佔 28小時；政戰實務課程佔 92小時；其他類課程

佔 136 小時。由此可見，其他類課程時數約佔全部課程時數 54%，軍事課程時數約為

10%，政戰實務課程時數約為 36%。由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時數配當可知，現行兵科見

學課程內容著重於學生實際配合部隊行動，藉由輔導人的說明與講解，使學生瞭解部隊

工作環境。其原因可能是國防部所訂之學習項目是供各軍種司令部（指揮部）在設計課

表時的參考依據，課表內容主要還是應配合單位任務及特性進行設計。

貳、教育與訓練的意涵

現有參與「兵科見學」課程的相關組織（人員）共有三者，分別是學校、部隊及學

生。對學校而言，這是教育及訓練學生的課程；對部隊而言，這是教育與訓練未來一年

會到自己組織內工作的基層政戰幹部；對學生而言，這是必須修習的課程，同時也可視

為在畢業後到部隊服務前的職前訓練；因此，研究者認為，「兵科見學」課程充滿教育

與訓練性質，以下就教育與訓練的概念進行探討。

依據韋氏辭典的解釋，「教育」（education）是指「為傳授或獲得知識，和發展合

理且具判斷力的過程或行為，藉由教導、訓練或學習所產生的結果，教育的目的在於發

展知識與能力。」；而「訓練」（training）則是指「教導個人練習事物的原理，亦即教

導某人行為或方法的過程。」（韋氏辭典，2019）由此可知，教育與訓練都是透過教導

或傳授知識、態度、行為及技能的過程。

在人力資源管理概念中，學者經常將教育（education）、訓練（training）、發展

（development）三個概念一起討論。Miller（1987）認為訓練、教育、發展三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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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以時間點作為區隔的基礎。訓練的重點在於所學現學現用、可得到技能與行為的

發展及符合特殊的工作任務需求與當前需要；教育的重點置於學習的未來應用、知識與

態度的發展及學習處理未知的狀況；發展則著重於組織的預期需要與任務要求，並兼顧

長、短期的具體目的。Nadler & Wiggs（1986）指出，教育以未來的工作為重點，運用

所學於未來工作上，學習成效較不易評量；訓練以現在的工作為重點，運用所學於當前

工作上，訓練成效較容易評量；發展則著重於組織或個人的成長，在工作上可能完全用

不上，且成效較不易評量。Lawrie（1990）則具體指出教育、訓練及發展的目的不同，

教育以增進員工的知識為目的，訓練是為改變工作技能，發展則是轉換員工的態度。

綜上學者所述，教育、訓練及發展三者概念的定義雖不盡相同，卻也並非完全不同，

三者的意涵有其相互重疊之處，也就是說，各有其異同之處。在許多研究及文獻當中，

也有許多學者將教育、訓練及發展視為同義詞。Laird, Holton & Naquin（2003）指出，

教育、訓練及發展在企業界的運用上並未有明顯且具體的分開，並且經常是同時使用的。

現行國軍部隊也經常將教育與訓練統稱為「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是指具有專業經驗的

人，以教學或訓練的方法使學習者學習某特定知識、技能進而改變其行為或技巧（李隆

盛、黃同圳，2000）。在國軍部隊中，「教育」經常運用於學校單位，對象則是學生；

「訓練」的對象則運用於一般部隊，其對象則是組織內人員，卻也經常將「教育」與「訓

練」同時運用。黃英忠（1989）認為教育、訓練及發展三者所涵蓋的範圍皆相當廣泛，

教育、訓練與發展雖有範圍大小分別、字義上的區別、概念上的差異。但在實際運用上

無法明確區分，因為三者之目標有其共通性與一致性，以企業組織來說，三者應同時進

行，以推動組織與個人之發展為目的。國內外學者對於教育訓練的定義有詳細的說明，

整理如「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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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教育訓練的定義

年代 學者 教育訓練之定義

1961 McGehee & Thayer
訓練是指企業為了提高員工在執行某個特定職務所必要的知識、技能及

態度；而教育則指個人一般知識、能力之培養，為較長期、廣泛且客觀

之能力發展。

1970 Campbell & Dunnette
訓練為使個體的知識、態度或技能產生永久性改變的一種有計劃性之學

習歷程。

1982 Robbins
訓練係指一種學習經驗，尋求個人在能力上有相對持久的改變，以增進

工作績效。

1989 Gilley & Eggland
教育是使員工對未來工作能夠增加績效、接受更多職責或指派新任務而

提供之學習；至於訓練則是為了對有工作增加績效所提供的學習。

1991 Mathis & Jackson
訓練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因而使人們獲得技能、觀念或態度而幫助目標的

達成。

1985 謝安田
訓練是一種過程，它能改善員工從事某項工作的技術與能力；此過程是

由一系列連續不斷的活動所組成，而非一蹴即成。

1985 張潤書

教育訓練是指各組織為適應業務及培育人才需要，對所屬人員運用學習心

理，採用訓練、進修、考察等方式，予以有計劃的增進所需學識技能，減少個別

差異，以期人員能勝任現職工作，及將來擔任更重要職務。

1989 郭芳煜
教育訓練就是經由連續而系統的發展計劃，以增進工作人員的知識和技

術，改善工作人員的態度，進而提高工作效率與生產力。

1989 黃英忠
教育是為工作上或業務上的需要而培養個人的技能或知識；訓練是特定

性的塑造，著重於技能與方法上的鍛鍊。

2000 方昭明

訓練是指企業為了提高員工在執行某各特定職務所必要之知識、

技能及態度或培養其解決問題能力的一切活動；而教育是指個人一般知識與能

力培養，當然也包括專門知識，技能及生活環境的適應能力培養，較長期、

廣泛且客觀能力之發展。

資料來源：陸瑞瑾（1999）、謝佩宜（2009）、本研究整理

參、小結

綜上所述，雖然學者間的看法有所不同，將教育、訓練及發展三者視為同義詞與否，

端看研究者如何界定與定義。本研究主題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是屬於國

軍教育訓練的一環，儘管國軍部隊在培養人力資源時所辦理的各項活動（如受訓、講習、

研討會）經常會將教育與訓練統稱為「教育訓練」，但「兵科見學」課程有其特殊性，

研究者認為可以將教育、訓練及發展三者做出適當的區別。因此，綜合上述學者論點，

研究者認為，教育、訓練及發展都是在組織運用一系列的教育訓練活動，使人員學習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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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專業，增進或改善其知識、態度、技能及行為，進而提高組織與人員績效的框架中。

以時間因素及內涵界定，研究者認為，教育著重在學習未來工作，學習內涵較偏重於知

識及態度等概念性的技能；訓練則著重在現在工作上所需的技能，學習內涵偏重於技巧、

行為等操作性的技能；發展則是著眼於未來組織與人員的成長，其成效較不易評量。

第二節 教育訓練方案的類型

壹、「兵科見學」課程與教育訓練的關係

「兵科見學」課程對於學校而言，是教育學生的課程之一；對於部隊而言，是教育

訓練未來組織內人員的一種職前訓練。「兵科見學」課程的性質與民間學校之學生實習

課程及企業組織的員工教育訓練相似，「兵科見學」課程與民間學校實習課程相同之處

在於兩者皆是提供學生實際至職場環境中學習，學習未來在工作職場上能夠運用的知識

與技能，相異之處在於「兵科見學」課程非大學法所規範之大學生所應修習取得學分的

課程，而是學校安排學生於學年教育以外的時間至部隊中進行實習。「兵科見學」課程

的性質與企業組織教育訓練的職前訓練相似，皆是人員在進入職場前瞭解未來工作場域

及學習未來工作時能夠運用的知識與技能，相異之處則在於「兵科見學」課程的對象是

學生，並不會在完成「兵科見學」課程後即進入職場工作。

貳、民間學校實習課程與教育訓練

民間學校實習課程是一種學校與產業之間相互合作的關係，我國民間學校實習課程

始於 1954年政府頒布「建教合作實施方案」後，學校與產業之間開始合作，提供學生

在學校學習理論，在產業中應用理論於實務工作上的學習環境（陳姿樺，2010）。實習

課程是學生的學習環境自學校轉換到職場的重要過渡期（Ross, Beggs, & Young，2011）。

實習課程是指學校利用產業資源，使學生的學習環境由學校轉移到工作職場，以增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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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習成效的一種教育方案（楊朝祥，1985）。校外實習課程是以技術及職業教育為學

習導向，具有明確教育訓練計畫的建教合作方案，要求企業機構的工作場域訓練與學校

密切聯繫，同時應有教師連絡員及現場指導員負責整體教育及訓練計畫之協調、執行、

督導及有關學習評量之工作（徐恆鑑，2007）。因此，校外實習可以定義為：「依據學

校所制定的實習辦法，學生在學期間（包括寒、暑假）取得實習學分（必修或選修），

到相關職場環境工作（正職或兼職）一段時間」（蔡欣蓓、林宜玄，2009）。實習課程

取得學分與否，即是「兵科見學」課程與民間學校實習課程之間的差異，這也是「兵科

見學」課程與民間學校實習課程不同之處。

參、企業組織教育訓練

在一般企業組織中，為提高或達成企業組織績效，企業組織經常辦理員工的教育訓

練。在企業組織中，需要的是能隨時因應環境變化而做出反應的人才，企業除了要挑選

合適的人才外，也要透過教育訓練才能使員工盡快的適應企業文化及工作環境，同時透

過教育訓練，改善員工的工作績效，進而達成企業的經營目標。而企業對員工進行訓練

的目的不外下列幾點（廖旻儀，2016）：

一、給予新進員工始業訓練使其適應工作。

二、維持員工的工作能力和績效。

三、提高員工的工作能力和績效。

四、培養員工接受新工作能力。

五、調和員工信念和價值觀。

由此可見，企業組織針對員工進行的教育訓練亦包含教育、訓練及發展的概念，並

且企業組織通常以訓練為出發點，經由不斷且重複的練習，增進員工的操作性技能，進

而教育員工專業知識、態度等概念性技能，最後發展員工的信念及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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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如以時間作為區分，可分為職前訓練（before-the-job training）、在職訓練

（on-the-job training）以及職外訓練（off-the-job training）。所謂職前訓練是指針對就

任或即將就任新職位的人員所設計的訓練活動；在職訓練指針對人員現有職務上的工作

專業知能所設計的訓練活動；而職外訓練則是指人員離開工作崗位所進行的訓練活動，

如參加研討會、訓練課程及學校進修等（張緯良，2003）。本研究主題國防大學政戰學

院「兵科見學」課程是針對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之大學部三年級學生所設計，安排學生至

未來可能派任的單位進行教育訓練活動。「兵科見學」課程就如同企業組織之職前訓練，

皆是針對人員未來即將派任的職位進行教育訓練活動設計，期使學生能提早瞭解未來工

作場域及環境。

肆、小結

過去探討教育訓練方案的的研究多是學校等教育單位針對教師或學生之教學（學

習）需求進行研究，進而設計教育方案。近年來，人力資源管理概念興起，有關教育訓

練之研究發展至企業界，許多領域的產業針對產業特性及組織需求進行研究探討，研究

者將過去教育訓練方案的研究整理如「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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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教育訓練方案研究

年代 學者 題目 研究方法 研究模式

2000 李啓誠
國立大學推動教師教育訓練

之需求分析
文獻分析法、訪談法 需求評估

2006 陳志銘
汽車板金從業人員教育訓練

需求之研究

專家訪談法、問卷調

查法
需求評估

2009 林秀珠
消防人員教育訓練與需求之

研究－以台東縣為例
問卷調查法 需求評估

2009 謝佩宜
銀行保險理專教育訓練課程

規劃之研究
德菲法 課程設計

2010 王永才

壽險業務人員教育訓練態度

與其教育訓練滿意度、認同

度及績效關係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 方案評鑑

2011 吳志偉

原住民「阿美族族語」課程

設計與發展－以一所都市國

小為例

行動研究法 課程設計

2012 李怡真、高毓秀
護理臨床教師教育訓練需求

評估
問卷調查法 需求評估

2014
林昌榮、賴彩惠、

古琳翔、邱慧菁、

鄭淑芬

加盟店新進人員之教育訓練

問題―以真鍋咖啡為例
個案研究法 方案評鑑

2014 蔡淑靜
台灣社會企業教育訓練挑戰

之探討
半結構式訪談法 需求評估

2015 顏佳雯
品德教育教學模式融入國中

綜合活動之課程設計研究
本位研究法 課程設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藉由探討目前實施的「兵科見學」課程、民間學校實習課程及企業組織教育訓練三

者之間的關係，研究者將「兵科見學」課程、民間學校實習課程及企業組織教育訓練依

教育、訓練、發展、場域、時間取得學分與否作比較。

以教育、訓練、發展三者比較，在教育方面，「兵科見學」課程與民間學校實習課

程重視學習者學習態度及認知，企業組織教育訓練則較不重視；在訓練方面，民間學校

實習課程與企業組織教育訓練重視學習者學習操作性技能，「兵科見學」課程則較不重

視；在發展方面，「兵科見學」課程、民間學校實習課程及企業組織教育訓練三者皆較

不重視學習者的未來發展。

以學習場域區分，「兵科見學」課程與民間學校實習課程皆是在學習者未來工作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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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進行，企業組織教育訓練則是依教育訓練的內容而定，可能在組織內或組織內進行。

研究者整理如「表 2-2-2」

表 2-2-2 「兵科見學」課程、民間學校實習課程、及企業組織教育訓練比較

「兵科見學」課程 民間學校實習課程 企業組織教育訓練

教育 重視學生學習態度及認知 重視學生學習態度及認知
較不重視員工學習態度及

認知

訓練 較不重視學生操作性技能 重視學生學習操作性技能 重視員工學習操作性技能

發展 較不重視學生未來發展 較不重視學生未來發展 較不重視員工未來發展

場域 未來工作場域（部隊）
未來工作場域

（學科相關產業）
企業組織內/外

時間 暑假 階梯式、輪調式、寒暑假 依企業組織規定

取得學分與否 否 是 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方案設計與評估

壹、方案設計的意涵

方案設計（program design）指的是運用一系列的行動程序，包括瞭解參與者的問題

與需求為何，評估該問題的嚴重性與急迫性，瞭解與分析產生該問題的因果假設，進而

提出與決定相關的策略方案，進行方案系統架構的設計，評鑑參與者問題與需求的改善

程度，並追蹤該方案的長期效果（Kettner, Moroney and Martin,2013）。Popper（1959）

認為，方案是為達成預期的結果而進行的一系列活動。也就是說，一個完整方案的流程，

具備規劃階段、執行階段、評鑑階段等三個階段（錢淑芬、楊文婷，2012），且運用資

源來執行方案活動，是一種連續性的過程。

關於方案設計與評估的文獻當中，專家學者將整個方案設計的步驟、程序、流程有

不同的說明，論述的方式也不盡相同。魏惠娟（2005）指出，自 1960年以來，許多文

獻已經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方案模型，但是許多模型並沒有說明其應用方法，各學者所提

出的模型與模型之間也缺乏比較，不過若是從模型的內涵檢視，可以肯定的是方案的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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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面很廣，不同的模型都包括下列的內涵：目標的設定、需求的評估、學習環境的設計、

執行與評鑑等。儘管各模型不盡相同，但各模型的內涵大致是相同的，模型的內涵可能

會因方案主題的不同，方案設計者考量方案主題的特性，而選擇最適合的方案模型進行

方案設計。

方案的理論與內涵存在於方案的規劃模式中，所謂模式可以是一套理論，或者是一

組簡化的實施程序，用來解釋抽象的概念或釐清複雜的現象（魏惠娟，2007）。一般而

言，方案設計的過程強調系統性的概念，Senge（2006）認為設計方案時，運用系統化

概念有助於釐清複雜現象，協助方案設計者以具體的方式呈現抽象的概念。而方案設計

中的系統模型內涵是：「方案是一個連續性的過程，一個由方案設計者、目標學習者、

社區意見領袖及特殊利益團體等共同合作的過程；方案設計主要的目標是要利用經過組

織及設計之後所形成有意義的學習經驗，來改變或增進學習者的態度、知識或競爭力，

進而提升社會整體的素質。具體而言，方案設計是一個包含規劃、設計執行及評估，進

而達到目標的過程。方案規劃的理論內涵存在於眾多的規劃模式中，所謂模式是一套理

論或一組實施程序的簡化形式，有助於用來解釋抽象的概念或釐清複雜的現象（魏惠娟，

2007）。

本研究是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為研究主題，「兵科見學」課程可

視為學校教育的課程之一，亦可視為教育方案的一種。李美穗（2013）認為一個教育發

展方案的內涵與流程，可包括：方案需求與價值、方案設計與組織、方案內容與實施、

及方案評估與發展等四個面向，其說明如下：

一、方案需求與價值：瞭解參與者的需求、規劃者的理念、方案的願景與目標。

二、方案設計與組織：方案策略的發展與選擇、方案執行的組織與分工、參與方案的對

象、方案所需的經費、支持的措施。



20

三、方案內容與實施：決定方案的內容與主題、擬定方案執行的策略、方案實施的方式、

方案實施的期程。

四、方案評估與發展：參與者對方案的評估、教育行政單位對方案的評估、方案改進與

發展。

方案過程中從問題界定、需求評估、設定目標、內容設計、方案執行，一直到方案

的評鑑，是一個連續性的過程，方案規劃者在檢視方案時，需不斷確認每個步驟之間的

關係。要檢視方案中連續性過程中的某一步驟並不容易，但透過系統化的方式，可以使

方案規劃者更簡單的瞭解方案過程。方案過程包括規劃、執行和評鑑等三個階段。在規

劃階段，方案規劃者需進行問題界定、需求評估、內容設計，包含方案如何進行及如何

評鑑等規劃工作。現行「兵科見學」課程在設計課程內容時，是以國防部政戰局訂定的

公文計畫為依據，並未完整進行需求評估，針對學習者的學習成效評量僅是見學單位的

政戰主管以自身的觀察，對學生的學習狀況進行評分，尚未具有完整的評鑑方法。若將

現行「兵科見學」課程視為教育訓練方案，「兵科見學」課程自規劃階段的需求評估開

始，就應該瞭解組織與學習者的需求，進而設計課程內容，最後在評鑑階段檢視現行「兵

科見學」課程的教學成效。

在執行階段，則是依規劃階段所完成的方案內容進行實施。在方案完成執行階段後，

最後的評鑑階段依照檢視執行階段進行的內容，是否有達到規劃階段所設定的成效與目

標。

貳、方案評估的意涵

方案評估（program evaluation）是指運用系統化的資料蒐集與分析，判斷方案執行

過程是否達到方案目標（翁慧圓，2016）。在方案執行後，瞭解方案的產出與影響，瞭

解方案達成目標的過程與其所帶來的改變，將是檢視方案良莠的關鍵，甚至是作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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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與預算的有力依據。林秉賢（2016）認為方案評估的目的有三：交負責信公評、方

案執行改善、服務知識累積。在眾多的評估模式中，教育訓練方案最常使用的評估模式

是 Kirkpatrick 四階層評估模式，此模式有四個階層，其階層由低到高分別為：反應

（reaction）、學習（learning）、行為（behavior）、成果（results），每一階層皆有其

重要性，低階層的訓練成結果亦會影響高階層的訓練結果，四階層包含，其內涵如下（李

隆盛，2008）：

一、反應階層

評估學習者對訓練方案的滿意度，包含學習者對於課程的反應或態度，如課程主題、

講師的授課方式及口語表達技巧等。在反應階層，評鑑的重點在於學習者的反應與態度，

評鑑的方式通常會使用問卷調查法進行。在問卷中，可運用開放性問題和封閉性問題來

瞭解學習者的反應及態度。

二、學習階層

此階層主要評鑑學習者透過教育訓練後，所習得知識與技能的程度，也就是學習者

是否有學習到教育訓練之前所不知道的知識或技能，並且瞭解學習者學習與吸收教育訓

練課程的程度為何。如瞭解部隊中每一項工作該如何執行，工作的重點與要項為何，都

是，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中可學習到的知識或技能。評鑑的方法通常會使用前測

（pretest）和後測（post test）來對照學習者在知識與技能上的改變。

三、行為階層

評估學習者是否將訓練習得的知識與技能運用於工作上，其工作行為是否有所改

變。Kirkpatrick提出四個在進行評鑑之前所要有的必要條件：

（一）學習者必須有想要改變的欲望。

（二）學習者必須知道要做甚麼以及如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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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者必須在好的氣氛下工作。

（四）學習者會因為改變而被獎賞。

四、成果階層

評估焦點著重在實際的成果效益上，即是訓練成果能為組織及個人帶來多大的效益

與貢獻。

參、系統化教學模式

本研究係運用方案設計與評估概念應用於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嘗

試建立系統化教學模式，瞭解現行「兵科見學」課程之執行成效，進而提出具有系統化

教學模式之「兵科見學」教育訓練方案，有效達成教育目標。系統化教學設計是具有條

理化及邏輯概念特性的教學設計模式，此設計模式不但可以分析教學問題，也能夠依照

學習者的特性，設計出適合的教學活動，並透過檢驗及評量，不斷修正教學問題，進而

完成教學目標（彭孟璇，2009）。系統化教學模式有許多不同的模式，如 Dick和 Carey

的教學設計模式、Kemp的教學設計觀點以及情境化設計教學等，它們都具有相同的構

成要素，僅是在模式流程的圖示會有所不同。系統化教學模式包含分析（analysis）、

設計（design）、發展（development）、應用（implementation）、評鑑（evaluation）

等五個步驟，簡稱 ADDIE 模式。

系統化教學模式是由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design,ID）模式發展而來，其來源已不

可考，Molenda（2003）認為 ADDIE 模式是用於描述教學設計（ID）的系統性方法，

實際上與教學系統發展（instructional systems development,ISD）同義，ADDIE 模式並沒

有明確的作者，是經由學術研究慢慢發展而來，並且在教學設計的領域上，學者們共用

的一個學術術語。系統化教學模式中目前最常用的即是 ADDIE 模式，近年來國內許多

學者都運用 ADDIE 系統化教學模式進行教育訓練課程方案設計的研究，研究者整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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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表 2-3-1 運用 ADDIE 系統化教學模式進行之研究

年代 學者 研究題目

2011 林佳蓉、陳莉莉、林曉薇
應用多媒體繪本與故事臉教學於國小輕度智能障礙學童閱讀理解

之個案研究

2012 葉嘉修 以 ADDIE 模式發展足球教學之研究－以台中一中為例

2014 劉鈺楷、林佳蓉 以 ADDIE 模式發展漫畫識讀教學方案之研究

2016 劉璟頤
以 ADDIE 模式所設計的新進人員數位教材之概念建構-美妝保養

產業為例

2018 王季香 專業華語教材的編寫與實務―以《越南工廠華語通》為例

2018 盧秀琴、林毓哲
國小教師開發「昆蟲桌遊教具」以增強學童「沈浸經驗、科學過

程技能」

2018 謝明德、趙義隆 運用 ADDIE 建構工業 4.0 產業自動化控制人才職能導向課程

2019
柯幸芳、吳淑芬、蔣玉滿、

郭美玲
運用 ADDIE 教學模式提升新進護理人員腸造口照護完整率

2019 張秀華、黃仲楷、林純如 大學校園智慧零售實作場域之人才培育個案研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DDIE 系統化教學模式透過分析、設計、發展、應用、評鑑五步驟融入教育訓練方

案中，並分析學習者的需求，設計符合學習者能力的教學活動及學習策略，發展教學材

料，實施教學活動，最後內容設計及教學成果進行評鑑，評鑑又可分成形成性評鑑及總

結性評鑑，進而修正教學方案的內容。以下說明 ADDIE 模式五步驟的內容

（Molenda,2003）：

一、分析步驟

分析步驟是教學模式的首要步驟，也是教學模式的基礎，在此步驟的工作包含需求

評估、工作分析，主要的目的在於確定學習目標，作為設計課程的依據與基礎。

二、設計步驟

設計步驟是依據分析步驟所得到的資料，進行資料分析後，設計出教學策略。在此

步驟必須決定如何達成分析步驟所得到的教學目標。

三、發展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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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步驟在於完成教學課程所需的教案，確認教學策略及教學素材等。

四、應用步驟

應用步驟即是使經過分析、設計、發展步驟的教學課程實際進行，透過教育訓練的

過程，反覆檢視教學活動的結果。

五、評鑑步驟

評鑑步驟在於評估教學成效、學習者的滿意度及教學的品質等。評鑑又可分成形成

性評鑑及總結性評鑑。

肆、小結

本研究以方案設計與評估導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針對現行「兵

科見學」課程進行探討與問題分析。在方案設計與評估中，規劃方案時，需求評估是規

劃方案的首要步驟，針對研究問題及參與者進行需求分析，瞭解問題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再針對需求評估結果，進行資源盤點、訂定方案目的及目標、選定方案策略，完成方案

設計後，考慮方案實施之限制因素，執行選定策略，最後針對方案成效進行評估，作為

方案改進與發展之依據。因此，本研究的首要步驟就是進行需求評估，研究者先針對現

行「兵科見學」課程進行資料整理與問題分析，瞭解學校、部隊及學生對國防大學政戰

學院「兵科見學」課程的學習（教育訓練）內容需求，進而提出具有系統化教學模式之

「兵科見學」教育訓練方案，提供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及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在未來規劃學

生「兵科見學」課程時參考，使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方案能夠符合學校、

部隊及學生之學習需求。

隨著方案進行，必須透過方案評估，瞭解方案實施之成效，另一方面也要依據方案

評估來修改方案內容。本研究因時間因素限制，研究者在完成「兵科見學」教育訓練方

案規劃後，無法實際進行執行與評鑑階段，因此，執行與評鑑這兩個階段不在本研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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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範圍內，有賴未來研究進行。本研究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規劃階段，

將完成問題界定、需求評估、方案內容設計、評鑑規劃等工作。

第四節 方案設計與評估在兵科見學上的運用

研究者嘗試以 ADDIE 模式應用於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期能建立

系統化教學模式。在方案規劃階段，透過問題分析及需求評估，瞭解「兵科見學」課程

現況及學習（教育訓練）需求，進而建立目標，作為方案設計的依據。本研究將 ADDIE

模式的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發展（development）、應用（implementation）、

評鑑（evaluation）等五個步驟導入國防大學「兵科見學」課程方案的規劃階段，茲說

明如下：

壹、分析步驟

分析步驟的首要工作是進行需求評估，本研究是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

課程為研究主題，研究對象有三者，包含政戰學院教育人員（院部高勤官、學生大隊隊

職官、院部幕僚）、後備指揮部承辦兵科見學相關人員（政戰主任、政綜組組長、政戰

官或曾經擔任「兵科見學」課程輔導人之政戰幹部）及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曾經參

與「兵科見學」課程的人）。人力資源教育訓練的作用在於經由建立人員能力的措施與

方法，來達到提升組織人力資源素質及效能，然而在規劃訓練方案時，應辦理何種訓練、

訓練實施的頻率、訓練課程的內涵等，必須依據訓練需求來作決定。也就是說，訓練的

規劃與實施必須與實際的需求緊密配合，惟有如此，投入訓練的資源才能獲得最有效的

運用，並發揮最大的效能（張瑞濱、賀立行，2003）。研究者擬透過訪談，瞭解研究對

象的需求分別為何，再進行分析，作為設計方案之依據。在政府組織及民間企業組織的

人力資源部門經常可見教育訓練方案的進行，其主要目的在於運用一系列的教育訓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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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使人員學習某種特定專業，增進或改善其知識、態度、技能及行為，進而提高組織

與人員的績效。在設計教育訓練方案之前，必須先針對需求作分析，瞭解組織及人員的

期待與現行狀況的差異，也就是瞭解需求為何？作為設計方案的依據。

教育訓練方案的需求評估，學者們經常運用McGehee & Thayer（1961）提出的訓練

需求分析模式，在評估需求時，可依三個層次進行分析，其層級包含組織分析

（organization analysis）、工作分析（job analysis）及人員分析（worker analysis），茲

說明如下：

一、組織分析

組織分析旨在確認組織目標，確認方案目標是否與組織發展方向一致，並檢視組織

內所擁有且可以提供訓練用的資源，及瞭解組織決策者是否支持教育訓練方案活動

（Goldstein，1993）。與本研究「兵科見學」課程有關的組織有二，即為學校及部隊，

就「兵科見學」課程而言，學校及部隊的教育訓練目標應是相同的，即為培養學生具備

畢業任官後在部隊服務應有之知識、態度及技能。但組織資源有限，教育訓練方案的進

行都需要投入資源，如人力、時間、金錢等，在資源考量下，組織未必願意將資源投入

教育訓練。本研究擬透過訪談，瞭解教育人員及後備指揮部承辦兵科見學相關人員對「兵

科見學」課程之教育訓練需求，確認學校及部隊的目標，並瞭解組織對「兵科見學」課

程的實施看法。

二、工作分析

工作分析又可稱為任務分析（task analysis），是指瞭解工作職務的內容、標準，以

及達成工作目標所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Goldstein（1993）認為，工作分析是為了瞭解

完成某項特定工作時所需的作業項目及績效目標，對組織中的某項特定工作進行資料蒐

集，作為決定如何訓練人員完成工作的依據。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在畢業任官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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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基層政戰軍官，且多會在基層部隊擔任排長及輔導長的角色，其工作內容除政戰實

務工作外，亦須協助單位主官執行軍事任務及管理一般勤務工作。「兵科見學」課程的

目的就在於使學生瞭解部隊工作概況，透過實際參與的方式，學習在部隊中工作時所應

具備的知識及技能。研究者認為，基層政戰軍官的工作可區分為軍事及政戰工作，「兵

科見學」課程亦可將學習課目依軍事及政戰區分，再將軍事課程及政戰課程以一般部隊

分類工作的方式區分，軍事課程包含「參一（人事）」、「參二（情報）」、「參三（訓

練）」、「參四（後勤）」及「其他類」；政戰課程則包含「政一（政戰綜合）」、「政

二（文宣心戰）」、「政三（軍紀監察）」、「政四（保防安全）」及「政五（民事福

利服務）」。透過訪談及問卷調查，針對每一個工作項目，瞭解工作項目的重要性與必

要性，依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排序，作為設計方案課程的依據。

三、人員分析

Goldstein（1993）認為人員分析的重點不在確認人員需要何種的知識、技能與態度，

而在評估人員在執行工作時所需的知識、技能與態度程度如何，也就是個人工作表現的

成效如何。總之，人員分析關心兩個問題：組織中誰需要被訓練，以及他們需要何種訓

練。人員分析旨在分析人員的個人特性及產生績效差距的原因，瞭解人員現況與預期目

標之間的落差，也就是瞭解人員在工作上所具備的知識、技能與態度的程度如何？本研

究主題「兵科見學」課程的主要對象為擔任輔導人之政戰幹部及政戰學院學生，因此，

本研究在分析階段會透過訪談法，瞭解輔導人及學生在工作上所應具備的知識、技能與

態度。

在進行訪談之前，須先針對「兵科見學」課程的現況進行問題分析，研究者以「國

防部政戰局針對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指導要點」學習課目及「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接訓

政治作戰學院學生兵科見學」之課目進行整理分析，由現行為期八週的「兵科見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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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課表進行整理，並依照見習的單位（區分縣市後備指揮部、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

及地區後備指揮部等三個單位）特性所設計的課表進行課程的歸納整理。研究者發現，

現行後備指揮部依單位特性所設計的課程並無法全部整理歸納至「國防部政戰局針對政

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指導要點」所規定的軍事課程及政戰實務課程之十七項學習課目當

中，以 108年班學生「兵科見學」課程為例，在八週的課程中，課程共計 256小時，軍

事課程佔 28小時；政戰實務課程佔 92小時；其他類課程佔 136小時。由此可見，其他

類課程時數約佔全部課程時數 54%，軍事課程時數約為 10%，政戰實務課程時數約為

36%。由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時數配當可知，現行「兵科見學」課程內容著重於學

生實際配合部隊行動，藉由輔導人的說明與講解，使學生瞭解部隊工作環境。其原因可

能是國防部所訂之學習項目是供各軍種司令部（指揮部）在設計課表時的參考依據，課

表內容主要還是應配合單位任務及特性進行設計。再者，從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方

式及課表來看，後備指揮部在設計課程時以配合部隊任務為主，並由輔導人藉由經驗分

享的方式進行授課，因此，研究者認為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設計是讓學生學習知識

及態度為主，較不重視操作性的技能學習。

由於兵科見學課程之主要目的在於使學生瞭解部隊環境及工作內容，所以現今「兵

科見學」課程進行的方式是由單位之政戰幹部擔任輔導人，負責教育學生，並依照課表

所排定之課程進行講授及經驗傳授。本研究主題「兵科見學」課程的參與者是國防大學

政戰學院的學生，未來都會在部隊當中擔任排長、輔導長等職務，排長及輔導長在一般

基層連隊當中又是管理者的角色，是士官、兵的表率。由於部隊任務繁重，政戰幹部在

部隊當中所要執行的工作除政戰實務工作外，同時亦須協助主官執行軍事任務及管理一

般勤務工作，因此，研究對象的需求評估不應只有針對學習課程科目進行分析，再依訪

談的資料進行分析，瞭解研究對象的需求，據以設定「兵科見學」課程方案的目標，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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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設計方案內容。

貳、設計步驟

在設計（design）步驟，依照受訪者的學習需求或教育訓練需求，進行課程的設計，

依照後備指揮部、地區指揮部、縣市指揮部及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等四個單位，設計

共 34項課程，並訂定 44項課程目標、84項學習標的及 142項課程內容。

參、發展步驟

在發展（development）步驟，設定八週的「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後備指

揮部見學三日，課程時數共 14小時；地區指揮部見學五日，課程時數共 32小時；縣市

指揮部見學七日，課程時數共 37小時；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見學 25日，課程時數共

150小時），並設定每項課程的教學策略及授課方式。

肆、應用步驟

在應用（implementation）步驟，囿於時間因素限制，「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

案」並不會實際進行。因此，在應用步驟僅配合評鑑步驟的形成性評鑑，檢視課程實施

的狀況，做為修改方案的依據。

伍、評鑑步驟

在評鑑（evaluation）步驟，建立課程的評量指標與評量方法，進行形成性評鑑與總

結性評鑑，並完成評量學生學習態度的評分表，用以瞭解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

練方案」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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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旨在於瞭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現況，進而探討學校、部

隊及學生對「兵科見學」課程的學習（教育訓練）內容需求，最後運用方案設計與評估

概念導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建立系統化教學模式，供國防部後備指

揮部及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在未來規劃學生「兵科見學」課程時參考，使國防大學政戰學

院「兵科見學」課程方案能夠符合學校、部隊及學生之學習需求。因此，本章共分三節

針對研究設計作論述，分別為第一節「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方法」；第三節「研

究倫理」，依序後續分述。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研究者嘗試以方案設計角度瞭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現況，進而探

討學校、部隊及學生對「兵科見學」課程的學習（教育訓練）內容需求，最後運用方案

設計與評估概念導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建立系統化教學模式。研究

者將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視為教育訓練方案，一個完整方案的流程，具

備規劃階段、執行階段、評鑑階段等三個階段。囿於時間因素限制，研究者無法實際進

行執行與評鑑階段，因此，執行與評鑑這兩個階段不在本研究探討範圍內。在規劃階段，

研究者運用 ADDIE 系統化教學模式進行方案規劃，就 ADDIE 系統化教學模式之五步

驟說明如下（Molenda,2003）：

一、分析步驟

研究者透過文獻探討，瞭解「兵科見學」課程的現況及問題界定，接著透過訪談進

行需求評估，瞭解研究對象（區分學校的教育人員、後備指揮部的承辦人及輔導人、曾

參與兵科見學的學生等三類對象）對於兵科見學課程的學習需求或教育訓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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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計步驟

研究者針對訪談所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依照受訪者的學習需求或教育訓練需求，

進行課程的設定、訂定課程目標及課程內容。

三、發展步驟

依照設計步驟所設定的課程、課程目標、及課程內容發展出每一項課程的教學策略

及授課方式。

四、應用步驟

在應用（implementation）步驟，囿於時間因素限制，本研究所完成之「兵科見學課

程教育訓練方案」並不會實際進行。因此，在應用步驟僅配合評鑑步驟的形成性評鑑，

檢視課程實施的狀況，做為修改方案的依據。

五、評鑑步驟

在評鑑（evaluation）步驟，針對方案進行的過程，提出成效評量指標跟評量方法，

最後完成「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初步規劃。評鑑階段貫穿整個方案的始末，

評鑑分為形成性評鑑與總結性評鑑，研究者擬用 Kirkpatrick四階層評估模式針對「兵科

見學」教育訓練方案進行評鑑。

方案在完成規劃階段後，接著進行的是執行與評鑑兩階段，在執行階段，依照規劃

好的教育訓練方案進行實施；在評鑑階段，針對方案所設定的目標及過程進行評量工作，

檢視方案成效。囿於時間因素限制，研究者在規劃「兵科見學」教育訓練方案時，會規

劃如何執行與如何評鑑，也就是在 ADDIE 系統化教學模式之分析及設計步驟後，接續

規劃發展、應用及評鑑步驟。因此，研究者無法實際進行方案的執行與評鑑階段，執行

與評鑑這兩個階段不在本研究探討範圍內，有賴未來研究進行。本研究僅針對執行與評

鑑階段完成規劃。本研究架構如「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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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壹、研究方法的選擇

本研究主題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是屬學校和部隊共同辦理的教育訓

練方案。在過去的教育訓練方案研究中，研究者在進行需求評估的研究時，經常以問卷

調查法進行量化研究，透過客觀的統計數據說明教育訓練需求，如楊惠君（2016）在其

研究「美容醫學從業人員教育訓練需求評估之探討」中以描述性統計及單因子變異數分

析等方式進行需求評估。本研究是以國防部後備指揮部之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

課程為例，由於每年分發至國防部後備指揮部之政戰學院學生人數約三至四人，加上本

研究對象之政戰學院教育人員及後備指揮部承辦兵科見學相關人員為數不多，運用訪談

法進行質性研究，以彌補進行量化研究時因資料不夠豐富的缺點。質性訪談主要著重於

受訪者個人的感受、對生活和經驗的陳述，研究者藉由與受訪者的對話，瞭解及解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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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個人對社會事實的認知（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訪談是一種研究性的

交談，藉由研究者透過口頭上的談話方式，從受訪者蒐集第一手資料的方法，因此訪談

是研究者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時相當受用的方法（陳向明，2002）。研究者透過訪談，瞭

解研究對象對「兵科見學」課程的看法及經驗，有助於研究者以不同視角瞭解「兵科見

學」課程。簡春安、鄒平儀（1998）認為相較於量化研究的重點在於驗證，質性研究的

重點在於探索。目前尚未有與本研究主題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相關之研

究，本研究是屬探索性研究。因此，本研究擬用質性研究進行，透過訪談，瞭解研究對

象對「兵科見學」課程的看法，並將訪談資料進行歸納分析，確認研究參與者的實際需

求，作為本研究設計方案時的依據。

貳、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是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為研究主題，研究對象的選取採立

意取樣，研究對象有三類人員，包含政戰學院教育人員（院部高勤官、學生大隊隊職官、

院部幕僚）、後備指揮部承辦兵科見學相關人員（政戰主任、政綜組組長、政戰官或曾

經擔任「兵科見學」課程輔導人之政戰幹部）及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曾經參與「兵

科見學」課程的人員）。從上述三類人員中尋找條件符合的人員進行訪談，瞭解研究對

象在兵科見學課程的學習（教育訓練）需求為何，作為「兵科見學教育訓練方案」設計

的依據。

隨著研究的進行，本研究共訪談十位研究對象，三類研究對象的挑選原則及具備條

件以下說明及整理如「表 3-1-1」

一、政戰學院教育人員

本研究共訪談兩位政戰學院教育人員，皆曾經擔任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的隊職幹

部，亦曾經過學生學習兵科見學課程。惟現任的隊職幹部都剛到任不久，且去年並未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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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兵科見學課程，導致現任隊職幹部未具備曾經過學生學習兵科見學課程的經驗，因此

在此類研究對象的選取，選擇前任隊職幹部作為訪談對象。

二、後備指揮部承辦兵科見學相關人員

本研究共訪談五位後備指揮部承辦兵科見學相關人員，在後備指揮部中，與兵科見

學課程較為相關的人員有兩者，即為兵科見學課程的承辦人與輔導人。五位研究對象當

中，包含兩位兵科見學課程承辦人及三位兵科見學課程輔導人，兩位承辦人都曾承辦過

兵科見學課程，並曾設計過兵科見學課程的課表；三位輔導人亦曾經擔任兵科見學課程

的輔導人，且曾經親自學習兵科見學課程。

三、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

本研究共訪談三位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研究對象都曾學習過後備指揮部的兵科

見學課程，並且因服務年資較淺（任官未滿三年），並未擔任過兵科見學課程的輔導人。

表 3-1-1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類別 參與次數 職務 訪談日期

A
後備指揮部承辦兵科見學相關人員

（承辦人）
3次 前承辦人 2/23（日）

B
後備指揮部承辦兵科見學相關人員

（承辦人）
2次 現任承辦人 2/13（四）

C
後備指揮部承辦兵科見學相關人員

（輔導人）
2次 輔導長 2/7（五）

D
後備指揮部承辦兵科見學相關人員

（輔導人）
2次 心輔官 2/13（四）

E
後備指揮部承辦兵科見學相關人員

（輔導人）
1次 輔導長 2/8（六）

F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 1次 保防官 2/15（六）

G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 1次 輔導長 3/16（一）

H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 1次 輔導長 2/28（五）

I 政戰學院教育人員 5次 前隊長 3/5（四）

J 政戰學院教育人員 2次 前輔導長 3/25（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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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研究者自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畢業分發部隊後，曾在後備指揮部擔任輔導長、動員連

絡官及心輔官等職務，研究者在擔任心輔官期間，曾擔任「兵科見學」課程的輔導人，

負責學生於「兵科見學」期間的學習與生活作息，研究者亦在學生時期曾參加過「兵科

見學」課程。研究者嘗試以自身經驗出發，瞭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現

況，藉由文獻探討與訪談，瞭解學校、部隊及學生對「兵科見學」課程內容的學習（教

育訓練）需求。在研究者實際參與「兵科見學」課程時，經歷過學生及輔導人的角色，

研究者認為，現行「兵科見學」課程可使學生瞭解部隊任務特性，惟學生對於各項工作

項目的學習成效有限。因此，研究者嘗試以方案設計角度瞭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

見學」課程現況，進而探討學校、部隊及學生對「兵科見學」課程的學習（教育訓練）

內容需求，最後運用方案設計與評估概念導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建

立系統化教學模式。研究者以 ADDIE系統化教學模式之五步驟說明本研究工具及方法，

茲分述如下：（訪談大綱如附錄二）

一、分析步驟

(一)需求評估

研究者以自身經驗出發，瞭解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現況，藉由文獻

探討與訪談，瞭解學校、部隊及學生對「兵科見學」課程內容的學習（教育訓練）需求。

研究者欲瞭解的需求可區分為二：學校與部隊的教育訓練需求、輔導人與學生教育學習

需求。透過訪談瞭解上述兩者需求的異同之處，進而修正現行「兵科見學」課程內容的

依據，接著進行課程內容設計。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進行需求評估，針對組織分析、工作分析及人員分析等三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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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訪談，瞭解受訪者對於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看法、「兵科見學」課程的授課方

式、組織的期待與學生的需求是否有落差、以及受訪者對於「兵科見學」課程的建議。

(三)資料分析

研究者運用組織分析、工作分析及人員分析理論進行訪談，瞭解受訪者的看法與經

驗，進行需求評估，作為課程設計的依據，進而設計課程。

二、設計步驟

設計步驟區分訂定目標、課程設計、檢視目標達成與否三階段，依序說明如下：

(一)訂定目標

「兵科見學」課程的目的在於使學生瞭解部隊工作概況，本研究將以需求評估的結

果作為設定課程目標的依據。就組織分析而言，使學生瞭解組織沿革、組織架構、及組

織單位任務特性來瞭解組織目標是否達成；工作分析而言，使學生瞭解每一項學習課目

在部隊工作時「該如何進行？」、「各項準則的規定如何？」、「及如何操作？」等知

識與技能；人員分析而言，則是瞭解輔導人與學生對於「兵科見學」課程的學習態度，

有主動積極的態度就能提高「兵科見學」課程的學習成效。

(二)課程設計

研究者認為，課程設計應以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為基礎，將需求評估的結果作為

修改方案的依據。國防部政戰局規定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授課方式是以經驗傳授的

方式進行，研究者將在訪談時，瞭解受訪者對於授課方式的看法，作為設計時調整或維

持的參考。另外，學習項目的時數配當、課程內容、教案、教材、以及地點等皆是研究

者在設計方案時所應考量的要項。

(三)檢視目標達成與否

在完成需求評估及目標訂定後，研究者開始著手進行「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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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設計，除了設計課程的方式與內容外，規劃如何針對方案成效進行評鑑亦是規劃階段

的重點。在方案執行與評鑑階段，針對在設計步驟時所設定的目標進行檢視，檢視目標

是否達成，可作為評鑑的結果與修改方案的依據。

三、發展步驟

準備在「兵科見學」教育訓練方案中會使用到的教材、教案、場地與評量工具，為

方案的實施做好準備。

四、應用步驟

即是方案正式實施，按照擬定好的策略與計畫進行教學，教學者可在方案實施之前

先行進行試教，以利教學過程順暢。由於本研究僅進行「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的規劃工作，因此，實施步驟不在本研究探討範圍內。

五、評鑑步驟

評鑑階段貫穿整個方案的始末，評鑑分為形成性評鑑與總結性評鑑，研究者擬用

Kirkpatrick四階層評估模式針對「兵科見學」教育訓練方案進行評鑑。Kirkpatrick四階

層評估模式，此模式有四個階層，其層級由低到高分別為：反應（reaction）、學習

（learning）、行為（behavior）、成果（results），每一階層皆有其重要性，低階層的

訓練成結果亦會影響高階層的訓練結果。透過 Kirkpatrick 四階層評估模式針對學生在

「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學習成效進行評鑑。

第三節 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是研究者在研究中皆會面臨的議題，研究者必須在研究過程中保障研究參

與者的權利，研究者將參考專家學者所訂定之倫理規範，並在研究過程中遵守相關研究

倫理（簡正鎰，2005；簡春安、鄒平儀，1998），其研究倫理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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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志願參與以及知後同意（voluntary participation and informed consent）

在研究進行前，由研究者親自向研究參與者簡單說明研究主題，並徵求研究參與者

同意。在訪談進行前，研究者向受訪者詳細說明本研究的研究主題、研究目的、資料蒐

集和分析的方式、以及受訪者的權利、義務，以確保研究參與者是在志願之情況下參與

研究。

二、不可傷害原則（no harm to participants）

由於本研究重點在於瞭解受訪者的經驗與看法，囿於本研究主題兵科見學課程是屬

國軍教育訓練之一環，若受訪者的看法與組織期待有所衝突，可能會造成組織對受訪者

的觀感產生影響，因此研究者必須盡可能提供安全之表達空間，讓受訪者能夠表達自己

的意見，同時也謹慎地避免因參與研究而可能受到的傷害。

三、匿名化處理（anonymity）

基於保護研究參與者的立場，本研究對於研究參與者姓名恪守匿名化原則處理，故

於本研究中訪談內容均經過處理，研究參與者姓名不會出現在文章中，僅以研究參與者

姓名的職務表示。如逐字稿的編碼若是（B5-1-3）則代表研究對象 B針對第五個問題所

表達的第三個意見，若是（B7-2-1）則代表研究者在與研究對象 B訪談的過程中，針對

第七個問題所表達的第一個意見。

四、保密原則（confidentiality）

研究參與者提供之資訊均予以保密，並妥善保管。由於參與者均為軍人，發表之意

見些許會涉及單位主官（管），因此研究參與者所提供之敏感性資訊均予以保密，並且

將研究對象的身分及個人資訊相互連結的程度減到最低。在研究過程中所有相關訪談資

料皆由研究者謹慎保管，並視為機密不可對外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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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本研究透過訪談瞭解研究對象的經驗與看法，並運用 ADDIE 系統化教學模式，進

行「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規劃工作，針對方案課程、課程目標、課程內容、

授課方式、及課程成效評量進行規劃，最終完成「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一個完整的方案流程通常具備規劃階段、執行階段、評鑑階段等三個階段。囿於時

間因素限制，研究者無法實際進行執行與評鑑階段因此，執行與評鑑這兩個階段不在本

研究探討範圍內。在規劃階段，本研究運用 ADDIE 系統化教學模式進行「兵科見學課

程教育訓練方案」的規劃。ADDIE 系統化教學模式具有分析（analysis）、設計（design）、

發展（development）、應用（implementation）、評鑑（evaluation）等五個步驟。在分

析（analysis）步驟，研究者分析訪談逐字稿，瞭解研究對象（區分學校的教育人員、

後備指揮部的承辦人及輔導人、曾參與兵科見學的學生等三類對象）對於兵科見學課程

的學習需求或教育訓練需求。在設計（design）步驟，依照受訪者的學習需求或教育訓

練需求，進行課程的設定、訂定課程目標及課程內容。在發展（development）步驟，

依照設計步驟所設定的課程、課程目標、及課程內容發展出每一項課程的教學策略及授

課方式。在應用（implementation）步驟，囿於時間因素限制，本研究所完成之「兵科

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並不會實際進行。因此，在應用步驟僅配合評鑑步驟的形成性

評鑑，檢視課程實施的狀況，做為修改方案的依據。在評鑑（evaluation）步驟，針對

方案進行的過程，提出成效評量指標跟評量方法，最後完成「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

案」的規劃工作。研究過程及步驟依序分述。

第一節 設定課程

本研究以 ADDIE 系統化教學模式，進行「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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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方案時首要進行的是分析步驟，研究者以文獻探討及訪談進行需求評估，瞭解三類

研究對象對於兵科見學課程的學習需求或教育訓練需求，作為設計課程的依據。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是由各軍種司令部（指揮部）依國防部政戰局所頒

布之指導要點，並依各軍種司令部（指揮部）單位任務特性修訂。

我們後備指揮部在設計兵科見學的原則，因為我們後備指揮部區分成三大部分，第一

個是我們基層的縣市指揮部，第二個是上一階的地區指揮部，然後最後就是我們的指

揮部。（A1-1-1）

設計課程的依據，第一當然是依照國防部政戰局的指導要點，接下來就是按照我們，

結合單位的現況，請單位再做個別的調整，按照見習單位的課程去做設計。（B6-1-1）

後備指揮部現行兵科見學課程設計是由後備指揮部責成其下轄所屬之接訓單位排

定，接訓單位配合兵科見學期程及單位任務進行排定。現行兵科見學課程安排學生至後

備指揮部下轄之地區指揮部、縣市指揮部及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等三單位進行見學，

在現行兵科見學八週的期程中，學生先至縣市指揮部見學兩週、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

五週，最後至地區指揮部一週。

以我們後備指揮部的經驗來講，我們可能會著重在軍事類的那方面，因為軍事類可能

是軍事訓練役跟教召這一塊。（A9-1-1）

後備指揮部認為見學內容應以教育召集訓練及軍事訓練役的見學為主，所以在時間

的安排上會以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為主，縣市指揮部次之，最後由地區指揮部之政戰

主任為兵科見學做總結。課程的設計是以國防部政戰局的指導要點及單位任務特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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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大致可區分軍事課程及政戰實務課程，現行兵科見學課程表請參閱「附錄一」。

那八週的話應該就是擴大，縣市兩週、地區一週，其他的就召訓中心。我們以召訓中

心的課程為主軸。（B5-1-2）

在設計兵科見學的課程時，首要考量的因素為「由哪些單位接訓？」及「每個單位

的時數多寡？」，目前兵科見學的單位有地區指揮部、縣市指揮部及地區後備部隊訓練

中心等三單位。

基本上我們一開始會朝向這個方向去，可是最主要還是要看長官的任務需求，就像我

們先到指揮部，可能這些長官，或是這些承參可以先教育他們兩到三天，讓他們有一

個依循的方向。（A11-1-1）

我的建議就一個，先去總部、再去地區、再去縣市。（E9-1-1）

在訪談的過程中，許多受訪者都提到可以將後備指揮部納入兵科見學課程，自最高

層級的後備指揮部開始見學，並由後備指揮部政戰主任及各處（組）長對學生做任務提

示，使學生在見學時能清楚瞭解學習目標，有助於學生瞭解長官的期待及計畫制定的原

因。因此，研究者在設計兵科見學課程時會將後備指揮部納入見學單位。在時間上的安

排上，仍以現行兵科見學八週（40日）設計為原則，並調整期程為後備指揮部三日、

縣市指揮部七日、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 25日、地區指揮部五日。在決定接訓單位及

時間的安排後，應開始思考「該上什麼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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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們就在討論，因為我們區分縣市指揮部、地區跟指揮部這三大層級，因為那時

候就一直討論說我們先到哪一個層級，哪個層級上完課，然後在到哪個層級。對阿，

有時候因為要因應任務的狀況去做個調整，可是基本上，在我們承辦人的立場，我們

還是希望他們到指揮部來，先知道，譬如說，我每一項，從政戰的四大，政戰綜合然

後文宣、眷服、保防，他們在做什麼。還有我們的後服工作在做什麼，讓他們知道一

個規定跟一個規範之後，然後我們到地區指揮部，地區指揮部這些承參，相對應我們

大指揮部政策頒布下來，他們要怎樣去推行跟制定，然後最後去基層驗證說，我們大

指揮部制定下來的這種規定，到底在縣市指揮部有沒有辦法去推行，他們是不是真的

依照這個政策來去執行，這樣我覺得才會讓學生比較有個方向。（A4-1-1）

這些課表的制定就是讓他們實際去跑一次教召的流程，譬如說從一開始的整備，然後

包含召員實際過來，召員實際過來，晚上還是有一些政戰課程，還是有莒光日，還是

有一些活動，包含慶生會，這都是這些政戰初官要去幫忙去負責的。（A6-1-5）

那可能就是在第一天第二天會有一些人員移動的部分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不可能說部

隊要操課了，見習官還沒到，叫部隊等見習官，這是不可能的。應該是見習官配合部

隊操課作息這樣才對。（B6-1-3）

課程應配合接訓單位當下的工作及任務進行設計，即「部隊在做什麼，學生就做什

麼」，並且相同的課程會因為單位特性的不同，造成工作內容不盡相同，例如：地區指

揮部與縣市指揮部的心輔工作會因為層級的不同，導致工作內容不同。在兵科見學課程

當中，學生所學習的課程內容可能會因為不同層級的單位而有所差異。因此，研究者在

課程的安排上，以現行兵科見學的課程進行調整，並依照見學單位區分課程並逐一說明

如下：

壹、後備指揮部

後備指揮部屬於制定計畫的單位，承接國防部的命令並頒布計畫供下級單位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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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兵科見學而言，後備指揮部決定整個課程的內容，並提供課程的方向。

要先去指揮部，先去計劃單位，因為她才知道接下來要做的所有核心價值，沒有核心

做的只是片面。（E3-1-2）

我覺得在兵科見學前，如果有一個教官告訴我們說在兵科見學這八周，一定會遇到什

麼樣的課程，或是說覺得我們在這八周內要學習到什麼，就給我們一個明確的方向，

我覺得這個對於學生在未來八周是有幫助的。（F7-1-1）

對阿，我覺得任何事情都要有大概，如果說能達到最好的，就知道說他哪裡做錯，才

不會說他今天教了你奇怪的東西，就算他實際面是這樣做，但是你知道規定是怎樣。

（H9-1-1）

學生若能先到後備指揮部見學，瞭解計畫制定的緣由，將能夠使學生在學習時更明

確知道「自己該學些什麼？」，有助於提升兵科見學的學習成效。因此，研究者認為可

安排與後備指揮部政戰部門相關的處、組進行任務介紹，作為學生在後備指揮部學習的

課程，其課程包含：政戰綜合組任務介紹、文宣心戰組任務介紹、保防安全組任務介紹、

軍紀監察組任務介紹、軍眷服務組任務介紹、動員管理處任務介紹、本部連任務介紹及

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等八項課程。

貳、地區指揮部

地區指揮部承接後備指揮部的命令執行任務，並負有管理督導轄屬縣市指揮部及地

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之責。

我們會按照他的眷駐地去安排見習單位，這是可以讓他放假比較早回家，這是我們在

分配人員的部分，之後也會銜接說，任官來的時候也是按照眷駐地去分發。（A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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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行兵科見學課程中，依照長官指導，為使學生休假往返方便，安排學生至離眷

駐地最近之地區進行見學，如眷駐地在新北市之學生則安排至北區後備指揮部、新北市

後備指揮部及北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進行見學，並安排地區指揮部作為學生在兵科見學

中的最後一個單位，責成地區指揮部在兵科見學中擔任督導者的角色，並在見學最後一

日由地區指揮部政戰主任透過座談，瞭解學生在見學期間的學習成效。

因地區指揮部是屬機關單位，工作任務多為制定計畫及彙整、督導下級所屬單位。

因此，研究者認為可就與政戰部門相關之承辦參謀業務職掌介紹作為地區指揮部的兵科

見學課程，其課程包含：政戰戰備整備、政戰綜合業務、心輔工作、新聞工作、保防安

全工作、文宣工作、軍紀監察工作、民事福利服務工作、後備軍人輔導組織、勤務隊任

務介紹及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等 11項課程。

參、縣市指揮部

縣市指揮部是後備指揮部中的基層單位，平時負責執行教育召集訓練、勤務召集訓

練等動員任務。分發至後備指揮部任職的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畢業生多會於縣市指揮部擔

任輔導長或政戰官的角色。現行兵科見學課程是依據後備指揮部政戰主任指示，人員派

職時會考量眷駐地分發，學生在兵科見學時的單位就會是畢業分發的單位。因此，縣市

指揮部是現行兵科見學的第一個接訓單位。

因縣市指揮部與地區指揮部同屬機關單位，並且縣市指揮部必須執行教育召集訓

練、勤務召集訓練等動員任務，因此，在兵科見學課程的安排上，除了與政戰部門相關

的承辦參謀介紹職掌外，亦應包含縣市指揮部執行動員任務、後備軍人服務工作等課程，

其課程包含：政戰戰備整備、政戰綜合業務、心輔工作、新聞工作、保防安全工作、文

宣工作、軍紀監察工作、民事福利服務工作、後備軍人輔導組織及單位環境、部史館介

紹等十項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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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平時負責執行後備部隊教育召集訓練及軍事訓練役新兵訓

練等任務，由於縣市指揮部礙於場地因素限制，僅有勤務召集訓練會在自己部內執行，

教育召集訓練任務則是會到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實施，如高雄市後備指揮部的教育召

集訓練任務會在南部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實施。軍事訓練役新兵接訓任務以地區後備

部隊訓練中心為主要執行單位，並由各縣市指揮部的幹部支援，任職於縣市指揮部的輔

導長幾乎都會需要支援，擔任軍事訓練役新兵連隊的輔導長。

由於教育召集訓練任務及軍事訓練役的期程較長，教育召集訓練每一梯次為期一

週；軍事訓練役則為每梯次四個月。

那如果說這五週有配合到接訓的狀況，像是教召或是軍事訓練役的部分，那課程全部

會以他們那邊為主。（B5-1-3）

兵科見學課程時會配合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的教育召集訓練及軍事訓練役新兵

訓練任務進行課程的安排，並透過實地觀摩的方式，讓學生瞭解教育召集訓練及軍事訓

練役新兵訓練任務的執行狀況。因此，課程的設計會以教育召集訓練及軍事訓練役新兵

訓練任務為主，其課程包含：教育召集接訓整備、教育召集訓練觀摩、軍事訓練役接訓

整備、軍事訓練役觀摩及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等五項課程。「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

方案」課程如「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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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課程表

見學單位 課程名稱

後備指揮部

政戰綜合組任務介紹

文宣心戰組任務介紹

保防安全組任務介紹

軍紀監察組任務介紹

軍眷服務組任務介紹

動員管理處任務介紹

本部連任務介紹

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

地區指揮部

政戰戰備整備

政戰綜合業務

心輔工作

新聞工作

保防安全工作

文宣工作

軍紀監察工作

民事福利服務工作

後備軍人輔導組織

勤務隊任務介紹

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

縣市指揮部

政戰戰備整備

政戰綜合業務

心輔工作

新聞工作

保防安全工作

文宣工作

軍紀監察工作

民事福利服務工作

後備軍人輔導組織

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

教育召集接訓整備

教育召集訓練觀摩

軍事訓練役接訓整備

軍事訓練役觀摩

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小結

在本研究所規劃的「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中，在原有地區指揮部、縣市指

揮部及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等三個見學單位外，增加國防部後備指揮部為第一個見學

單位，並整理研究對象及研究者的想法設計課程，課程按照四個見學單位的部隊任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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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實務工作進行設計。「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設計四個見學單位，共計 34

項課程。

第二節 課程目標

在分析步驟，研究者依照研究對象的需求，設定四個見學單位共 34項課程後，緊

接著進行設計步驟，吳秉恩（1983）認為，教育訓練評鑑可視為評量績效的方法，藉由

方案預先設立的訓練目標，比較參訓者在訓練前後的差異，以瞭解參訓者對於訓練目標

的達成度。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目的在於「為使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能夠在畢業任官

前瞭解部隊任務特性，降低畢業任官後，於部隊服務時可能產生之心理恐懼」（政戰學

院，2016a），為達到此目的，後備指揮部設計一系列兵科見學課程，卻未明確訂出每

一項課程的課程目標。

所以這個輔導人到底要做什麼他自己要很明確知道。像我那時候在當輔導長，我覺得

我自己就不知道我要做什麼，我覺得那時候的我不知道要做什麼。（C7-1-2）

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由於未明確訂出課程目標，使得授課教官及學生在教學及學習時

會有「不知道要教（學）什麼」的狀況。因此，若能針對四個接訓單位共 34項課程，

明確訂出每一項課程的課程目標，將有助於提升授課教官的教學品質及學生的學習成

效。

所以學長你的建議是就兵科見學這個階段，學生先以輔導長的工作為主。（B7-2-1）

我從他們身上感受到的是這樣。我覺得妳們那時候也是這樣，就是，欸？學長你平常

都在做什麼？進來問題都是這個，但是我很難跟你講我平常都在做什麼？我就是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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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雜。沒有啦，一直都在做一些事情，但是這些東西對你們來說要怎麼去解釋，我

可以給你看，我都在做什麼，但是，這種東西很難解釋。（C2-1-3）

兵科見學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學生能夠在畢業分發之前，對部隊有個基本的認識，

能夠知道「部隊每天都在做什麼？」、「輔導長每天都在做什麼？」就可以了。

那兵科見學只有八週，我覺得要在這八週裡面教完所有部隊的事情，我覺得是比較難

的。（B7-1-3）

畢竟兵科見學只有八週的時間，至於要讓學生瞭解「每一項工作要怎麼執行？」就

有點強人所難。

比如說，我希望可以瞭解這個單位年度的重大任務是哪些，這些重大任務中那些是我

們主辦，哪些是我們協辦，那在辦理這些過程當中需要哪些東西，或者是哪些要點，

都可以先跟教官做一個初步的詢問，初步的概念。（B3-1-2）

因此，每一項課程的課程目標可以視為「讓學生對每一項工作有基本的認識」，至

於要如何瞭解學生在每一項課程的學習程度，可以針對每項課程目標設定具體且可測量

的學習標的，檢視學生是否達成學習標的，可以瞭解學生在每一項課程的學習成效。

由於兵科見學課程的課程目標多為介紹與說明部隊的工作狀況，因此研究者將學習

標的設定為學生能理解與知曉課程內容，「理解」與「知曉」的意義皆為「知道」，因

部隊工作內容大致可區分成有無正式書面資料，「理解」較「知曉」的涵義較為深入，

若該項工作內容是有正式書面資料，學習標的就會使用「理解」；反之，該項工作內容

沒有正式書面資料，則使用「知曉」。每項課程的課程目標及學習標的，依照見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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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順序，說明如下：

壹、後備指揮部

藉由與政戰部門工作相關的處、組的業務主管針對職掌範圍內的工作，對學生進行

任務介紹，使學生能夠從計畫層面瞭解後備指揮部。因此，學生在後備指揮部見學的課

程，包含政戰綜合組任務介紹、文宣心戰組任務介紹、保防安全組任務介紹、軍紀監察

組任務介紹、軍眷服務組任務介紹、動員管理處任務介紹、本部連任務介紹及單位環境、

部史館介紹等八項課程。以政戰綜合組任務介紹課程為例，課程目標即是介紹政戰綜合

組業務職掌範圍及說明年度重要工作等兩項，學習標的可以設定為學生能理解政戰綜合

組業務職掌範圍及知曉年度重要工作。後備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課程目標及學習標的

如「表 4-2-1」

表 4-2-1 後備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課程目標及學習標的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政戰綜合組任務介紹
1.介紹政戰綜合組業務職掌範圍

2.說明政戰綜合組年度重要工作

1.學生能理解政戰綜合組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政戰綜合組年度重要工作

文宣心戰組任務介紹
1.介紹文宣心戰組業務職掌範圍

2.說明文宣心戰組年度重要工作項目

1.學生能理解文宣心戰組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文宣心戰組年度重要工作

保防安全組任務介紹
1.介紹保防安全組業務職掌範圍

2.說明保防安全組年度重要工作項目

1.學生能理解保防安全組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保防安全組年度重要工作

軍紀監察組任務介紹
1.介紹軍紀監察組業務職掌範圍

2.說明軍紀監察組年度重要工作項目

1.學生能理解軍紀監察組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軍紀監察組年度重要工作

軍眷服務組任務介紹
1.介紹軍眷服務組業務職掌範圍

2.說明軍眷服務組年度重要工作項目

1.學生能理解軍眷服務組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軍眷服務組年度重要工作

動員管理處任務介紹
1.介紹動員管理處業務職掌範圍

2.說明動員管理處年度重要工作項目

1.學生能理解動員管理處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動員管理處年度重要工作

本部連任務介紹 介紹輔導長工作職掌範圍 學生能知曉輔導長工作職掌範圍

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
單位環境介紹

1.學生能知曉後備指揮部地理位置

2.學生能理解後備指揮部歷史沿革及組

織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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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地區指揮部

地區指揮部的兵科見學課程是由與政戰部門相關之承辦參謀擔任授課教官，課程內

容是介紹各參謀平時自身所負責之業務職掌，地區指揮部的課程包含：政戰戰備整備、

政戰綜合業務、心輔工作、新聞工作、保防安全工作、文宣工作、軍紀監察工作、民事

福利服務工作、後備軍人輔導組織、勤務隊任務介紹及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等 11項

課程。以心輔工作為例，課程目標即是介紹地區心輔官的業務職掌範圍，學習標的可以

設定為學生能理解地區心輔官業務職掌範圍、學生能理解 HRV 心律變異分析儀的操作流

程、學生能知曉如何運用評量工具等。地區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課程目標及學習標的

如「表 4-2-2」

表 4-2-2 地區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課程目標及學習標的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政戰戰備整備
說明地區指揮部政戰戰備整備業務整

備原則及流程

學生能理解地區指揮部政戰戰備整備要

項。

政戰綜合業務
介紹地區指揮部政戰綜合業務職掌範

圍

學生能理解政戰官業務職掌範圍

心輔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心輔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心輔官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 HRV心律變異分析儀的操

作流程

3.學生能理解如何運用評量工具

新聞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新聞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新聞官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如何撰寫新聞稿

3.學生知知曉播事件處理程序

保防安全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保防安全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保防官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保防四大工作及後備軍人

安全工作

文宣工作
1.說明地區指揮部文宣工作內容

2.介紹青溪新文藝協會

1.學生能理解莒光日教學流程

2.學生能知曉青溪新文藝協會組織

3.學生能理解金環獎具體作法

軍紀監察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軍紀監察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監察官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軍紀維護具體作法

民事福利服務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民事福利服務工作內

容

1.學生能理解眷地及單身退舍維管辦法

2.學生能理解懇親會具體作法

後備軍人輔導組織
1.介紹動員管理科業務職掌範圍

2.介紹後備軍人輔導組織

1.學生能理解動員連絡官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後備軍人輔導組織的組織

架構、歷史沿革、組織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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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2-2 地區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課程目標及學習標的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勤務隊任務介紹 介紹輔導長工作職掌範圍 學生能知曉輔導長工作職掌範圍

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
單位環境介紹

1.學生能知曉地區指揮部地理位置

2.學生能理解地區指揮部歷史沿革及組

織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縣市指揮部

因縣市指揮部是後備指揮部的基層單位，縣市指揮部必須執行教育召集訓練、勤務

召集訓練等動員任務，因此，縣市指揮部的兵科見學課程除了由與政戰部門相關之承辦

參謀擔任授課教官進行授課，介紹各參謀自身之業務職掌外，亦可讓學生實際參與各項

工作進行學習。縣市指揮部的兵科見學課程包含：政戰戰備整備、政戰綜合業務、心輔

工作、新聞工作、保防安全工作、文宣工作、軍紀監察工作、民事福利服務工作、後備

軍人輔導組織及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等十項課程。以後備軍人輔導組織為例，課程目

標即是介紹後備軍人服務科的業務職掌範圍及後備軍人輔導組織，學習標的可以設定為

學生能理解動員連絡官的業務職掌範圍、學生能知曉後備軍人輔導組織的組織架構、歷

史沿革、組織任務等。縣市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課程目標及學習標的如「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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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縣市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課程目標及學習標的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政戰戰備整備
說明縣市指揮部政戰戰備整備業務整

備原則及流程

學生能理解縣市指揮部政戰戰備整備要

項。

政戰綜合業務
介紹縣市指揮部政戰綜合業務職掌範

圍

學生能理解政戰官業務職掌範圍

心輔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心輔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心輔承辦人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如何完成官兵輔導紀錄冊

3.學生能理解如何運用評量工具

新聞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新聞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新聞承辦人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如何撰寫新聞稿

3.學生能知曉媒播事件處理程序

保防安全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保防安全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保防官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保防四大工作及後備軍人

安全工作

文宣工作
1.說明縣市指揮部文宣工作內容

2.介紹青溪新文藝協會

1.學生能理解莒光日教學流程

2.學生能知曉青溪新文藝協會組織

3.學生能理解金環獎具體作法

軍紀監察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軍紀監察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監察官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軍紀維護具體作法

民事福利服務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民事福利服務工作內

容

1.學生能理解眷地及單身退舍維管辦法

2.學生能理解懇親會具體作法

後備軍人輔導組織
1.介紹後備軍人服務科業務職掌範圍

2.介紹後備軍人輔導組織

1.學生能理解動員連絡官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後備軍人輔導組織的組織

架構、歷史沿革、組織任務

3.學生能知曉後備軍人輔導中心的實務

工作

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 單位環境介紹

1.學生能知曉縣市指揮部地理位置

2.學生能理解縣市指揮部歷史沿革及組

織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的兵科見學課程以教育召集訓練及軍事訓練役新兵訓練任

務為主，藉由讓學生實際參與各項工作進行學習，其課程包含：教育召集接訓整備、教

育召集訓練觀摩、軍事訓練役接訓整備、軍事訓練役觀摩及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等五

項課程。以教育召集訓練觀摩為例，課程目標即是介紹教育召集訓練流程，學習標的可

以設定為學生曾協助教召人員報到、學生曾觀摩教育召集現地戰術訓練等。地區後備部

隊訓練中心兵科見學課程、課程目標及學習標的如「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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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兵科見學課程、課程目標及學習標的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教育召集接訓整備 介紹教育召集接訓整備要項

1.學生知曉召集事務所開設流程（安全檢查、

系統報到、體檢、專長鑑定、單位分配等）

2.學生知曉軍械室軍械入庫相關規定（軍械數

量、擺放位置等）

3.學生知曉中山室精神布置相關規定（國旗、

國父遺像、國父遺囑、總統玉照擺放位置、

公佈欄內容、視聽康樂器材等）

4.學生知曉服裝調節站開設相關規定（地點、

服裝品項、服裝數量、開設時間）

5.學生知曉如何整理訓練急救器材（器材品項、

擺放位置）

教育召集訓練觀摩 介紹教育召集訓練流程

1.學生知曉教召人員報到流程

2.學生知曉教育召集現地戰術訓練內容

3.學生知曉教育召集機械訓練內容

4.學生知曉教育召集愛國教育內容

5.學生知曉教育召集實彈射擊訓練內容

軍事訓練役接訓整備 介紹軍事訓練役接訓整備要項

1.學生知曉軍械室軍械入庫相關規定（軍械數

量、擺放位置等）

2.學生知曉中山室精神布置相關規定（國旗、

國父遺像、國父遺囑、總統玉照擺放位置、

公佈欄內容、視聽康樂器材等）

3.學生知曉服裝調節站開設相關規定（地點、

服裝品項、服裝數量、開設時間）

4.學生知曉如何整理訓練急救器材（器材品項、

擺放位置）

5.學生知曉營站開設相關規定（營站地點、販

賣品項、販賣時間等）

軍事訓練役觀摩 介紹軍事訓練役訓練流程

1.學生知曉人員會銜作業流程

2.學生知曉如何篩檢九大類人員

3.學生知曉如何填註安全調查資料

4.學生知曉輔導個案處置要項

5.學生知曉如何批改大兵手記

6.學生知曉如何設計輔教活動

7.學生知曉如何遴選新兵福利委員

8.學生知曉單兵戰鬥教練訓練內容

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 單位環境介紹

1.學生能知曉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地理位置

2.學生能知曉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歷史沿革

及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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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在完成設定四個見學單位，共計 34 項課程後，依照研究對象及研究者的想法，針

對每項課程設定出課程目標及學習標的。由於課程目標經常是抽象且不易測量的，因此

必須在課程目標之下設定出具體且可測量的學習標的，以利後續成效評量工作的進行。

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中，針對四個見學單位，共計 34 項課程，設計 44

項課程目標，84 項學習標的。

第三節 課程內容

設計步驟是整個方案規劃的重點，在完成設定課程、課程目標之後，接著要進行的

是確定課程內容。因兵科見學的各項課程即是部隊中的各項工作，如「心輔工作內容說

明」課程即是使學生學習部隊的心理衛生工作如何執行。部隊中的各項工作都有其規定、

準則，要學習如何執行工作，應從瞭解法令規章的內容開始，瞭解規定為何，再透過實

際演練的方式進行，使學生能夠學習如何執行各項工作。現行兵科見學課程並未明確規

範課程內容，每項課程皆由授課教官憑藉自身經驗教導學生，現行作法有優點亦有缺點，

其優點是可以保留教學彈性，由授課教官依自身經驗進行教學，課程規劃者不針對課程

內容有所限制；反之，缺點是由於授課教官在教學時仍同時必須執行各項工作，可能為

了求快而導致忘了教導學生某些學習重點。

在設計好每一項課程、課程目標及課程標的後，必須確定課程內容，由於目前兵科

見學課程未明確訂出課程內容。

就是會要求地區指揮部，要先制定好課表，然後課表上面會框定說這門課實際的教官

是誰，譬如說這個縣市指揮部要上莒光日，這個授課教官可能就是他的輔導長，或是

如果我們講一些法規的制定就是他們的政戰官，或是他們的營輔導長或處長等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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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有一些軍事的課程，我們就找動員科的承參，針對見習人員來授課，基本上我們

授課人員都是以這個業務的承辦人為主。（A7-1-2）

授課教官的選定都是由與課程相對應的承辦參謀擔任，授課教官對於自身所負責之

業務理應相當熟悉，未明確訂出課程內容的原因在於給授課教官多些彈性，避免造成授

課教官教學上的困擾。

我們會請各個師資先把教案先制定，然後先發給他們，讓他們先看教案，可能一動一

動要怎麼做，讓他們知道說可能忘記了，還有個教案可以去翻，讓他們有個依循的方

向，這可能是我們以後可以跟指揮部或是大主任那邊可以建議的方向。（A8-1-4）

若能明確訂出每一項課程的課程內容是有助於授課教官及學生在學習上要學什麼。

課程內容須能呼應到課程目標，藉由檢視課程目標是否達成，作為評量課程內容適切與

否的依據。因此，研究者依照見學單位及單位特性設定課程內容如「表 4-3-1」至「表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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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後備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

政戰綜合組任務介紹
1.介紹政戰綜合組業務職掌範圍

2.說明政戰綜合組年度重要工作

1.各級政戰工作聯合督導策畫與執行

2.政戰戰備計畫研擬與修訂

3.政戰幹部本質學能鑑測

4.基層政戰實務工作策畫、執行與督導

5.政戰幹部講習

6.心輔工作

7.年度績優政戰主管選拔

8.年度各項模範選拔

文宣心戰組任務介紹
1.介紹文宣心戰組業務職掌範圍

2.說明文宣心戰組年度重要工作項目

1.新聞工作

2.報刊雜誌

3.心戰訓練

4.全民國防

5.專案活動

6.藝文工作

7.社團活動

8.文宣工作

保防安全組任務介紹
1.介紹保防安全組業務職掌範圍

2.說明保防安全組年度重要工作項目

1.保防教育

2.安全調查資料

3.保密工作

4.情報蒐集

5.後備軍人安全工作

軍紀監察組任務介紹
1.介紹軍紀監察組業務職掌範圍

2.說明軍紀監察組年度重要工作項目

1.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

2.軍紀檢討會

3.軍紀狀況掌握

4.採購案件督導、策畫及執行

5.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案件調查

軍眷服務組任務介紹
1.介紹軍眷服務組業務職掌範圍

2.說明軍眷服務組年度重要工作項目

1.眷村改建

2.眷服幹部講習

3.零星餘戶價售作業

4.空置眷地巡管

動員管理處任務介紹
1.介紹動員管理處業務職掌範圍

2.說明動員管理處年度重要工作項目

1.年度後服工作

2.備役將官參訪活動

3.後備軍人運動會

4.晉任表揚活動

5.輔導工作會議

6.輔導幹部委聘

7.輔導中心各級會報

本部連任務介紹 介紹輔導長工作職掌範圍 輔導長每日工作

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 單位環境介紹
後備指揮部地理位置、歷史沿革、組織

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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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地區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

政戰戰備整備
說明地區指揮部政戰戰備整備業務整

備原則及流程

1.地區指揮部政戰戰備整備要項

2.政戰戰備計畫研擬與修訂

政戰綜合業務
介紹地區指揮部政戰綜合業務職掌範

圍

1.政戰幹部本質學能鑑測

2.基層政戰實務工作策畫、執行與督導

3.政戰幹部講習

4.年度績優政戰主管選拔

5.年度各項模範選拔

心輔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心輔工作內容

1.心理衛生中心

2.心輔知能研討會

3.排、班級幹部心輔工作講習

4.心輔工作會報

新聞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新聞工作內容

1.新聞事務聯繫、協調

2.媒體採訪規劃與執行

3.新聞投稿

4.忠愛報、青溪雜誌報刊稿件彙整、審查

保防安全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保防安全工作內容

1.保防教育

2.安全調查資料

3.保密工作

4.情報蒐集

5.後備軍人安全工作

文宣工作
1.說明地區指揮部文宣工作內容

2.介紹青溪新文藝協會

1.政治教育

2.精神布置

3.月會及學術講演

4.軍歌競賽

軍紀監察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軍紀監察工作內容

1.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

2.軍紀檢討會

3.軍紀狀況掌握

4.採購案件督導、策畫及執行

5.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案件調查

民事福利服務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民事福利服務工作內

容

1.眷村改建

2.眷服幹部講習

3.零星餘戶價售作業

4.空置眷地巡管

5.懇親會

後備軍人輔導組織
1.介紹動員管理科業務職掌範圍

2.介紹後備軍人輔導組織

1.年度後服工作

2.備役將官參訪活動

3.後備軍人運動會

4.晉任表揚活動

5.輔導工作會議

6.輔導幹部委聘

7.輔導中心各級會報

勤務隊任務介紹 介紹輔導長工作職掌範圍 輔導長每日工作

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 單位環境介紹
地區指揮部地理位置、歷史沿革、組織

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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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縣市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

政戰戰備整備
說明縣市指揮部政戰戰備整備業務整

備原則及流程

1.縣市指揮部政戰戰備整備要項

2.政戰戰備計畫研擬與修訂

政戰綜合業務
介紹縣市指揮部政戰綜合業務職掌範

圍

1.政戰幹部本質學能鑑測

2.基層政戰實務工作策畫、執行與督導

3.政戰幹部講習

4.年度績優政戰主管選拔

5.年度各項模範選拔

心輔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心輔工作內容
1.心輔週報

2.官兵輔導紀錄冊

新聞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新聞工作內容

1.新聞事務聯繫、協調

2.媒體採訪規劃與執行

3.新聞投稿

4.忠愛報、青溪雜誌報刊投稿

保防安全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保防安全工作內容

1.保防教育

2.安全調查資料

3.保密工作

4.情報蒐集

5.後備軍人安全工作

文宣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文宣工作內容

介紹青溪新文藝協會

1.政治教育

2.精神布置

3.月會及學術講演

4.軍歌競賽

軍紀監察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軍紀監察工作內容

1.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

2.軍紀檢討會

3.軍紀狀況掌握

4.採購案件督導、策畫及執行

5.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案件調查

民事福利服務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民事福利服務工作內

容

1.眷村改建

2.眷服幹部講習

3.零星餘戶價售作業

4.空置眷地巡管

5.懇親會

後備軍人輔導組織
介紹後備軍人服務科業務職掌範圍

介紹後備軍人輔導組織

1.年度後服工作

2.備役將官參訪活動

3.後備軍人運動會

4.晉任表揚活動

5.輔導工作會議

6.輔導幹部委聘

7.輔導中心各級會報

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 單位環境介紹
縣市指揮部地理位置、歷史沿革、組織

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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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課程內容

教育召集接訓整備 介紹教育召集接訓整備要項 教育召集接訓整備

教育召集訓練觀摩 介紹教育召集訓練流程

1.教召人員報到

2.教育召集現地戰術訓練

3.教育召集機械訓練

4.教育召集愛國教育

5.教育召集實彈射擊訓練

軍事訓練役接訓整備 介紹軍事訓練役接訓整備要項 軍事訓練役接訓整備

軍事訓練役觀摩 介紹軍事訓練役訓練流程

1.人員會銜作業

2.篩檢九大類人員

3.安全調查資料填註作業

4.輔導個案處置

5.大兵手記

6.輔教活動

7.遴選新兵福利委員

8.單兵戰鬥教練訓練

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 單位環境介紹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地理位置、歷史

沿革、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規劃的「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課程的設計是配合見學單位的任務

特性及各項實務工作所設計，兵科見學課程的目的在於使學生能夠瞭解部隊工作的概

況，因此，課程內容即是部隊每日所執行的各項實務工作。由於兵科見學期程僅有八週

的時間，無法將每項部隊實務工作說明清楚，因此研究者在設定好的每項課程中，挑選

政戰初官較為相關的工作內容，作為「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課程內容。在

34 項課程中，設計共 142 項課程內容，供授課教官、輔導人及學生在教學（學習）上

的參考。

第四節 授課方式

在設計課程內容的同時，必須思考每一項課程的時數分配多寡，如何在有限的時間

內完成授課內容的教學，在此同時，也進入到 ADDIE 系統化教學模式的發展步驟，選

定教學策略是發展步驟必須完成的。決定教學策略的來源可以是教學目標、教材、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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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王文科，1994）。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授課方式是由接訓單位安排一位政戰幹部

擔任學生的輔導人，負責學生在見學期間的學習及生活輔導。每項課程安排其相對應之

業務承辦人為授課教官，因此，在某些政戰實務課程，輔導人可能同時是授課教官（因

輔導人之業務職掌而有所不同）。藉由授課教官以自身業務職掌範圍及自身經驗進行說

明，使學生瞭解每一項工作的業務職掌範圍、工作流程及注意事項等。

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授課方式大致可分成兩種：講述法及體驗教學法。講述法是授

課教官以自身工作經驗、工作規定向學生說明部隊工作該如何執行；體驗教學法則是配

合部隊工作時，讓學生實際參與部隊工作，使其知曉部隊如何執行各項工作。由於地區

指揮部及縣市指揮部屬於，工作內容多屬公文簽辦等工作，因此學生於地區指揮部及縣

市指揮部見學時，授課教官多會於辦公室內以講述法的方式進行業務說明；體驗教學法

則較適合學生配合部隊運作，如教育召集訓練任務及軍事訓練役新兵訓練任務等，藉由

學生跟著授課教官實際參與部隊執行任務，讓學生實際操作的方式進行教學，使學生的

印象能更加深刻。由此可見，體驗教學法的授課方式較適用於縣市指揮部及地區後備部

隊訓練中心，授課時數也因配合部隊任務進行學習與操作，較業務說明方式來的多。

研究者在規劃每一項課程的授課方式時，授課地點及時數分配是影響授課方式的主

要因素。由於後備指揮部、地區指揮部及縣市指揮部皆屬機關單位，其授課方式多為講

述法的方式進行；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及縣市指揮部的部分課程，如教育召集訓練任

務及勤務召集訓練任務等課程，則是以體驗教學法的方式進行。接著，研究者將現行兵

科見學的授課方式進行調整，關於調整後的兵科見學課程天數安排（後備指揮部三天、

縣市指揮部七天、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 25天、地區指揮部五天），後面將依照四個

見學單位區分，說明如下：

壹、後備指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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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後備指揮部有三天的時間，每天以早上 08時至 12時、下午 14時至 16時為

可以上課的時間，故每日可用於上課的時間為六個小時，後備指揮部三天可上課的時間

即為 18小時，考量學生自學校移動到後備指揮部以及自後備指揮部移動到縣市指揮部

的會銜作業及交通時間等因素，必須扣除第一日的上午四小時及第三日的下午兩小時。

所剩 12小時可分配政戰綜合組任務介紹、文宣心戰組任務介紹、保防安全組任務介紹、

軍紀監察組任務介紹、軍眷服務組任務介紹、動員管理處任務介紹等六項課程各兩個小

時的上課時間，至於本部連任務介紹、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兩項課程可在晚上利用一

個小時由本部連輔導長進行授課。後備指揮部授課方式及時數分配如「表 4-4-1」

表 4-4-1 後備指揮部課程授課方式、時數分配表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授課方式 課程時數配當 授課教官

政戰綜合組

任務介紹

1.各級政戰工作聯合督導策畫與執行

2.政戰戰備計畫研擬與修訂

3.政戰幹部本質學能鑑測

4.基層政戰實務工作策畫、執行與督導

5.政戰幹部講習

6.心輔工作

7.年度績優政戰主管選拔

8.年度各項模範選拔

講 述 法 -
簡報說明

2小時 業務主管

文宣心戰組

任務介紹

1.新聞工作

2.報刊雜誌

3.心戰訓練

4.全民國防

5.專案活動

6.藝文工作

7.社團活動

8.文宣工作

講 述 法 -
簡報說明

2小時 業務主管

保防安全組

任務介紹

1.保防教育

2.安全調查資料

3.保密工作

4.情報蒐集

5.後備軍人安全工作

講 述 法 -
簡報說明

2小時 業務主管

軍紀監察組

任務介紹

1.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

2.軍紀檢討會

3.軍紀狀況掌握

4.採購案件督導、策畫及執行

5.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案件調查

講 述 法 -
簡報說明

2小時 業務主管

軍眷服務組

任務介紹

1.眷村改建

2.眷服幹部講習

3.零星餘戶價售作業

4.空置眷地巡管

講 述 法 -
簡報說明

2小時 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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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4-2 後備指揮部課程授課方式、時數分配表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授課方式 課程時數配當 授課教官

動員管理處

任務介紹

1.年度後服工作

2.備役將官參訪活動

3.後備軍人運動會

4.晉任表揚活動

5.輔導工作會議

6.輔導幹部委聘

7.輔導中心各級會報

講 述 法 -
簡報說明

2小時 業務主管

本部連任務

介紹
輔導長每日工作

體驗教學

法 - 現 地

參觀、說

明討論

1小時 本部連輔導長

單位環境、部

史館介紹

後備指揮部地理位置、歷史沿革、組織

架構

體驗教學

法 - 現 地

參觀、說

明討論

1小時 本部連輔導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地區指揮部

地區指揮部是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的最後一個接訓單位，計有五日共 30小時。由

於地區指揮部工作性質與縣市指揮部相似，不同之處只在於地區指揮部需彙整各縣市指

揮部所呈報的資料。因僅有地區指揮部有心輔官及新聞官，各縣市指揮部的心輔工作及

新聞工作是由兼辦參謀所負責。所以學生在地區指揮部的見學課程會以心輔工作和新聞

工作為主。地區指揮部授課方式及時數分配如「表 4-4-2」

表 4-4-3 地區指揮部課程授課方式、時數分配表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授課方式 課程時數配當 授課教官

政戰戰備整

備

1.地區指揮部政戰戰備整備要項

2.政戰戰備計畫研擬與修訂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2小時 政戰官

政戰綜合業

務

1.政戰幹部本質學能鑑測

2.基層政戰實務工作策畫、執行與督導

3.政戰幹部講習

4.年度績優政戰主管選拔

5.年度各項模範選拔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3小時 政戰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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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4-4 地區指揮部課程授課方式、時數分配表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授課方式 課程時數配當 授課教官

心輔工作

1.心理衛生中心

2.心輔知能研討會

3.排、班級幹部心輔工作講習

4.心輔工作會報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體驗教學

法 - 儀 器

操作練習

5小時 心輔官

新聞工作

1.新聞事務聯繫、協調

2.媒體採訪規劃與執行

3.新聞投稿

4.忠愛報、青溪雜誌報刊稿件彙整、審查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體驗教學

法 - 撰 寫

新聞稿練

習

4小時 新聞官

保防安全工

作

1.保防教育

2.安全調查資料

3.保密工作

4.情報蒐集

5.後備軍人安全工作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3小時 保防官

文宣工作

1.政治教育

2.精神布置

3.月會及學術講演

4.軍歌競賽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4小時 新聞官

軍紀監察工

作

1.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

2.軍紀檢討會

3.軍紀狀況掌握

4.採購案件督導、策畫及執行

5.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案件調查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3小時 監察官

民事福利服

務工作

1.眷村改建

2.眷服幹部講習

3.零星餘戶價售作業

4.空置眷地巡管

5.懇親會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3小時 政戰官

後備軍人輔

導組織

1.年度後服工作

2.備役將官參訪活動

3.後備軍人運動會

4.晉任表揚活動

5.輔導工作會議

6.輔導幹部委聘

7.輔導中心各級會報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3小時

動員科長、動員

連絡官

勤務隊任務

介紹
輔導長每日工作

體驗教學

法 - 現 地

參觀、說

明討論

1小時 勤務隊輔導長

單位環境、部

史館介紹

地區指揮部地理位置、歷史沿革、組織

架構

體驗教學

法 - 現 地

參觀、說

明討論

1小時 勤務隊輔導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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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縣市指揮部

縣市指揮部是學生在完成後備指揮部課程後見學的單位，計有七日共 42小時。在

縣市指揮部安排的十項課程中，政戰綜合業務、心輔工作、新聞工作、保防安全工作、

文宣工作、軍紀監察工作、民事福利服務工作等七項課程各分配四個小時，共 28小時；

由於縣市指揮部的政戰戰備整備通常由較資深的政戰幹部負責，較少由初官負責，政戰

戰備整備課程的時數安排兩個小時即可讓學生有初步認識；另外，後備軍人輔導組織是

縣市指揮部的主要工作，可以安排一天（六小時）的時間由後服科長及動員連絡官帶著

學生至各輔導中心瞭解後備軍人輔導組織，上述九項課程共 36小時。若見學期間內，

縣市指揮部有勤務召集訓練任務，可安排一天時間，讓學生實際參與、觀摩勤務召集任

務。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可在晚上利用一小時由連輔導長進行授課。縣市指揮部授課

方式及時數分配如「表 4-4-3」

表 4-4-5 縣市指揮部課程授課方式、時數分配表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授課方式 課程時數配當 授課教官

政戰戰備整

備

1.地區指揮部政戰戰備整備要項

2.政戰戰備計畫研擬與修訂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2小時 承辦參謀

政戰綜合業

務

1.政戰幹部本質學能鑑測

2.基層政戰實務工作策畫、執行與督導

3.政戰幹部講習

4.年度績優政戰主管選拔

5.年度各項模範選拔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4小時 承辦參謀

心輔工作
1.心輔週報

2.官兵輔導紀錄冊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4小時 承辦參謀

新聞工作

1.新聞事務聯繫、協調

2.媒體採訪規劃與執行

3.新聞投稿

4.忠愛報、青溪雜誌報刊投稿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體驗教學

法 - 撰 寫

新聞稿練

習

4小時 承辦參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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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4-6 縣市指揮部課程授課方式、時數分配表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授課方式 課程時數配當 授課教官

保防安全工

作

1.保防教育

2.安全調查資料

3.保密工作

4.情報蒐集

5.後備軍人安全工作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4小時 保防官

文宣工作

1.政治教育

2.精神布置

3.月會及學術講演

4.軍歌競賽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4小時 承辦參謀

軍紀監察工

作

1.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

2.軍紀檢討會

3.軍紀狀況掌握

4.採購案件督導、策畫及執行

5.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案件調查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4小時 監察官

民事福利服

務工作

1.眷村改建

2.眷服幹部講習

3.零星餘戶價售作業

4.空置眷地巡管

5.懇親會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4小時 承辦參謀

後備軍人輔

導組織

1.年度後服工作

2.備役將官參訪活動

3.後備軍人運動會

4.晉任表揚活動

5.輔導工作會議

6.輔導幹部委聘

7.輔導中心各級會報

講 述 法 -
教則、規

定說明

體驗教學

法 - 現 地

參觀、說

明討論

6小時 後服科長

單位環境、部

史館介紹

縣市指揮部地理位置、歷史沿革、組織

架構

體驗教學

法 - 現 地

參觀、說

明討論

1小時 連輔導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是整個兵科見學的重點，學生在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見學

有五週共 25日的時間，主要見學課程為教育召集訓練及軍事訓練役等兩項工作。此兩

項工作又可區分成接訓前準備以及執行工作兩個部分，教育召集訓練為期一週，學生可

隨著部隊見學，接訓前準備也是相當重要，可由見學單位的值星官帶著學生一起執行準

備工作。因此，可安排兩週的時間讓學生參與教育召集訓練的準備工作及執行工作；軍

事訓練役為期四個月，礙於時間因素，學生不能完整參與軍事訓練役，研究者認為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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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一週時間，讓學生協助接訓前準備工作，接著兩週的時間配合接訓連隊的輔導長，學

習軍事訓練役工作。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則可配合教育召集訓練及軍事訓練役體驗教

學時由值星官或連輔導長進行授課。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授課方式及時數分配如「表

4-4-4」

表 4-4-7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課程授課方式、時數分配表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授課方式 課程時數配當 授課教官

教育召集接

訓整備
教育召集接訓整備

體驗教學

法 - 協 助

執行、說

明討論

1週 值星官

教育召集訓

練觀摩

1.教召人員報到

2.教育召集現地戰術訓練

3.教育召集機械訓練

4.教育召集愛國教育

5.教育召集實彈射擊訓練

體驗教學

法 - 協 助

執行、說

明討論

1週 值星官

軍事訓練役

接訓整備
軍事訓練役接訓整備

體驗教學

法 - 協 助

執行、說

明討論

1週 連輔導長

軍事訓練役

觀摩

1.人員會銜作業

2.篩檢九大類人員

3.安全調查資料填註作業

4.輔導個案處置

5.大兵手記

6.輔教活動

7.遴選新兵福利委員

8.單兵戰鬥教練訓練

體驗教學

法 - 協 助

執行、說

明討論

2週 連輔導長

單位環境、部

史館介紹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地理位置、歷史

沿革、組織架構

體驗教學

法 - 現 地

參觀、說

明討論

值星官、連輔導

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小結

在設計「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課程內容的同時，必須考量單位任務特性及

授課人員的需求，選擇教學時能夠明確的讓學生瞭解課程內容。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都認

為現有的授課方式(講述法及體驗教學法)可符合授課教官及輔導人在教學時的需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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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授課方式與現有兵科見學課程相同，本研究僅針對

每一項課程訂定出授課方式，供授課教官及輔導人參考。

第五節 成效評量

在課程的發展步驟，確認教學策略之後，接著要進行的是方案的應用步驟。不過，

由於本研究囿於時間因素限制，雖然已完成「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規劃，但

是尚無法將完成規劃的方案予以實際執行。因此，關於方案成效評鑑這部分，本研究在

應用步驟僅以完成形成性評鑑的規畫為主。形成性評鑑的目的，在於檢視課程實施的狀

況，作為收集成效評鑑之相關資料以提供日後改善方案的修正參考。接著，後面將說明

在成效評鑑步驟，如何針對方案進行的過程，提出成效評量指標跟評量方法。

Scriven（1967）將評鑑分為形成性評鑑與總結性評鑑兩種，兩種評鑑以評鑑的時間

點作為區分。形成性評鑑主要是針對方案在實施的過程中，針對方案的需求評估、方案

設計、方案實施等項目進行評鑑，主要目的在於瞭解方案實施過程中的缺點，提供方案

規劃者進行修正方案；總結性評鑑則是在方案實施過後，針對方案成效與價值進行評鑑，

提供方案決策者瞭解方案成效的資訊，作為後續方案參考的依據。

在現行兵科見學課程中所做的評鑑工作，目前僅由接訓單位的政戰主管對每一位學

生完成「學生兵科見學考評表」，考評內容包含學生在兵科見學期間的「思想品德」、

「學習態度」、「工作才能」、「政戰工作實務學習」、「軍事課程實務學習」等五項

考核項目進行考評。考評方式是政戰主管針對上述五項考核項目在考評表上寫下學生的

學習狀況及見學期間的優缺點，同時對每項考核項目給分，「思想品德」佔 10%、「學

習態度」佔 10%、「工作才能」佔 10%、「政戰工作實務學習」佔 25%、「軍事課程實

務學習」佔 45%，合計 100%。同時也要求每位學生在每個見學單位都完成見學之後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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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心得寫作，作為兵科見學課程評鑑學生學習成效的方式。

「學生兵科見學考評表」是由國防部政戰局所頒發給各軍種司令部（指揮部），因

此考評的方式若要進行修正，必須向國防部政戰局建議後才能進行修正。

因為是政戰局頒發下來的，如果我們可以聚焦說，他的考核項目有五大方向，第一個

思想品德，學習態度，工作才能，政戰實務的工作，還有軍事課程實務的學習，這五

大方面。可是比較空洞啦，我們可以把他制定再更細，譬如說思想品德上面，是有哪

一些言論不好啊，或是學習態度不好等等，工作才能有沒有主動積極，有沒有主動地

去幫別人，譬如說不會像現在的考核表比較自由心證。（A12-1-1）

考評的方式若能避免政戰主管以自由心證的方式進行考評，將能使學習成效更為客

觀。研究者認為，若能針對每一項課程訂定目標，再藉由評鑑的方式檢視學習成效，有

助於學校、後備指揮部及學生更加瞭解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的學習成效。

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評鑑工作屬於總結性評鑑，並未針對課程的實施過程進行形成

性評鑑。後備指揮部每年在兵科見學課程結束之後，透過地區指揮部的政戰主任與學生

進行意見分享與討論，來瞭解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期間的學習狀況。

目前是依據副主任的指導都有在做這方面的更新。（A14-1-2）

由此可見，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修改、調整，是依照後備指揮部的長官主觀想法而

來。本研究嘗試針對「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過程與成效，進行形成性評鑑與

總結性評鑑，目的在於使兵科見學課程經過每年的實施與修正，能夠更符合學校、後備

指揮部及學生的需求。接著，後面將對「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形成性評鑑與總

結性評鑑，說明如下：

壹、形成性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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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評鑑是在方案進行中所進行的評鑑工作，目的在於瞭解方案進行的過程品質

與效果如何，是否有達到過程目標，進而提供資訊給授課教官參考，再進行教學過程的

改進。由於「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在後備指揮部、地區指揮部及縣市指揮部的

時間較短，不適合進行形成性評鑑。因此，「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僅針對地區

後備部隊訓練中心的課程進行形成性評鑑。

學生在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見學的時間共有五週，見學的課程計有「教育召集接

訓整備」、「教育召集訓練觀摩」、「軍事訓練役接訓整備」、「軍事訓練役觀摩」、

「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等五項課程。其中「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課程是利用夜

間時間進行教學，課程時間較為彈性，故不進行形成性評鑑。形成性評鑑是在方案的過

程中進行評鑑，目的在於瞭解方案的進行情形並收集相關資料，作為成效評鑑與日後改

善方案的修正參考。在課程目標之下訂出過程目標，檢視過程目標達成與否，來瞭解學

生在每一項課程的學習情形。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中，進行形成性評鑑的

接訓單位是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以及進行形成性評鑑的課程為「教育召集接訓整

備」、「教育召集訓練觀摩」、「軍事訓練役接訓整備」、「軍事訓練役觀摩」等四項

課程。因此，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會有四項過程目標，過程目標即是每一項課程的課

程目標。

為瞭解學生在每一項課程的學習情形，研究者針對每一項課程設定出課程目標，在

課程目標之下訂出學習標的。「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課程目標與學習標的通

常是較為抽象、不容易測量的，因此必須將學習標的轉化成可測量的評量指標。為了要

瞭解學習標的是否達成，可以運用評量方法與檢視評量指標是否達成，來瞭解學生在每

一項課程學習標的達成情形。因此，研究者必須針對每一項課程的學習標的建立評量指

標與設計測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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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課程學習標的主要在於讓學生能夠理解或知

曉課程內容，因部隊工作內容大致可區分成有無正式書面資料，「理解」較「知曉」的

涵義較為深入，若該項工作內容是有正式書面資料，學習標的就會使用「理解」；反之，

該項工作內容沒有正式書面資料，則使用「知曉」。例如「教育召集訓練觀摩」課程計

有五項學習標的，皆是讓學生能夠知曉課程內容，如果是透過測驗法來評量學生的學習

成效，可將評量指標設定成「每位學生回答測驗題目的答對率達 90%」，並針對每一項

學習標的分別設計兩題測驗題，五項學習標的總計有十題測驗題。學生若能全部答對十

題測驗題，表示學生對「教育召集訓練觀摩」的課程內容能夠大致知曉，也就是說這門

課程的五項學習標的算是已經達成。若評量指標設定為在十題測驗題當中能達出八題，

其中答錯的兩題可能出現在同一項學習標的，這樣就代表學生未能達成該項學習標的，

也就是說五項學習標的僅達成四項。若學生在十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九題，表示學生在

這五項學習標的的學習結果中，僅有一項學習標的未完全達成，但該項學習標的尚能達

成二分之一。在十題測驗題當中，將評量指標設為答對九題的原因是為了保留評量成效

的彈性，學生在測驗時難免因緊張或忘記，導致答題錯誤，因此學生在十題測驗題當中

若能答對九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因「教育召集接訓整備」、「教育召集訓練觀摩」、「軍事訓練役接訓整備」、「軍

事訓練役觀摩」等四項課程，其實就是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的教育召集訓練和軍事訓

練役等兩項任務，所以進行形成性評鑑時，應在完成接訓整備任務時進行第一次評量，

瞭解學生在完成一週的接訓整備任務後，學生在該項任務的學習成效如何。接著，再完

成整個教育召集訓練任務後，進行第二次的測驗，再去比較兩次測驗之間的差異，即可

瞭解學生的學習情形。例如教育召集訓練的第一次評量就可在學生完成「教育召集接訓

整備」課程後實施，再經過「教育召集訓練觀摩」課程之後進行第二次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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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課程的形成性評鑑都是運用測驗法進行評量，在進行評量之

前，授課教官應先行針對每項課程的評量方法設計題目，並由政戰主管於每週課程結束

後，學生休假前進行評量，這樣可使政戰主管瞭解學生當週的學習情形，對於學生在學

習上不清楚的地方也可加以釐清，同時也方便政戰主管日後進行學生的學習成效總評。

關於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課程的形成性評鑑，請參閱「表 4-5-1」

表 4-5-1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課程形成性評鑑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教育召集接訓

整備

介紹教育召

集接訓整備

要項

1.學生知曉召集事務所開設流程（安

全檢查、系統報到、體檢、專長鑑

定、單位分配等）

2.學生知曉軍械室軍械入庫相關規

定（軍械數量、擺放位置等）

3.學生知曉中山室精神布置相關規

定（國旗、國父遺像、國父遺囑、

總統玉照擺放位置、公佈欄內容、

視聽康樂器材等）

4.學生知曉服裝調節站開設相關規

定（地點、服裝品項、服裝數量、

開設時間）

5.學生知曉如何整理訓練急救器材

（器材品項、擺放位置）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

標的分別設計兩

題測驗題，共有五

項學習標的，總計

有十題測驗題。學

生在十題測驗題

當中能答出九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

成學習目標

教育召集訓練

觀摩

介紹教育召

集訓練流程

1.學生知曉教召人員報到流程

2.學生知曉教育召集現地戰術訓練

內容

3.學生知曉教育召集機械訓練內容

4.學生知曉教育召集愛國教育內容

5.學生知曉教育召集實彈射擊訓練

內容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

標的分別設計兩

題測驗題，共有五

項學習標的，總計

有十題測驗題。學

生在十題測驗題

當中能答出九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

成學習目標



72

(續)表 4-5-1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課程形成性評鑑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軍事訓練役接

訓整備

介紹軍事訓

練役接訓整

備要項

1.學生知曉軍械室軍械入庫相關規

定（軍械數量、擺放位置等）

2.學生知曉中山室精神布置相關規

定（國旗、國父遺像、國父遺囑、

總統玉照擺放位置、公佈欄內容、

視聽康樂器材等）

3.學生知曉服裝調節站開設相關規

定（地點、服裝品項、服裝數量、

開設時間）

4.學生知曉如何整理訓練急救器材

（器材品項、擺放位置）

5.學生知曉營站開設相關規定（營站

地點、販賣品項、販賣時間等）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

標的分別設計兩

題測驗題，共有五

項學習標的，總計

有十題測驗題。學

生在十題測驗題

當中能答出九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

成學習目標

軍事訓練役觀

摩

介紹軍事訓

練役訓練流

程

1.學生知曉人員會銜作業流程

2.學生知曉如何篩檢九大類人員

3.學生知曉如何填註安全調查資料

4.學生知曉輔導個案處置要項

5.學生知曉如何批改大兵手記

6.學生知曉如何設計輔教活動

7.學生知曉如何遴選新兵福利委員

8.學生知曉單兵戰鬥教練訓練內容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

標的分別設計兩

題測驗題，共有八

項學習標的，總計

有 16 題測驗題。

學生在 16 題測驗

題當中能答出 15
題，即可認為學生

達成學習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總結性評鑑

形成性評鑑的重點，著重在瞭解方案實施過程中，過程目標的達成情形及影響目標

未能達成的可能原因，提供方案規劃者日後修正方案的參考。總結性評鑑則是在方案實

施過後，針對方案成效與價值進行評鑑，提供方案決策者瞭解方案的最後成效、整體性

成效的資訊，作為後續改進方案的參考依據。Stufflebeam（1983）認為評鑑的功能在於

「改進（improve）」而不在「證明（prove）」。因此，若能針對「兵科見學課程教育

訓練方案」進行有效的評鑑工作，將有助於方案的改進，同時也能讓學校、後備指揮部

更加瞭解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學習成效。

課程評鑑應基於課程目標，並作為其依循的根據，因此，課程目標是課程設計的依

據，亦為課程評鑑的基準（陳如山、黃政傑，1992）。兵科見學課程評鑑的主要目的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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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欲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如何，就應該檢視課程目標是否達成，

也就是說課程評鑑的目的在於瞭解學生在每一項課程的學習成效如何。為了瞭解學生在

每一項課程的學習成效如何，除了針對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的四項課程進行形成性評

鑑外，在總結性評鑑亦應該針對「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四個接訓單位共計

34項課程，進行總結性評鑑。

一、後備指揮部

後備指揮部的課程計有「政戰綜合組任務介紹」等八項課程，課程目標多為介紹及

說明相關工作內容，主要目的為了讓學生能夠理解或知曉課程內容，例如「政戰綜合組

任務介紹」計有兩項學習標的，如透過測驗法來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可將評量指標設

定成「每位學生回答測驗題目的答對率達 80%」，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習標的分別設

計三題、兩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計有五題測驗題。學生若能全部答對五題

測驗題，表示學生對「政戰綜合組任務介紹」的課程內容能夠大致知曉，也就是說這門

課程的兩項學習標的算是已經達成。若評量指標設定為在五題測驗題當中能達出三題，

其中答錯的兩題可能出現在同一項學習標的，這樣就代表學生未能達成該項學習標的，

也就是說兩項學習標的僅達成一項。若學生在五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表示學生在

這兩項學習標的的學習結果中，僅有一項學習標的未完全達成，但該項學習標的尚能達

成三分之二或是二分之一。在五題測驗題當中，將評量指標設為答對四題的原因是為了

保留評量成效的彈性，學生在測驗時難免因緊張或忘記，導致答題錯誤，因此學生在五

題測驗題當中若能答對四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文宣心戰組任務介紹」、

「保防安全組任務介紹」、「軍紀監察組任務介紹」、「軍眷服務組任務介紹」、「動

員管理處任務介紹」等五項課程的評量指標和評量方法同上述說明。

「本部連任務介紹」課程計有一項學習標的，如透過討論問答法來評量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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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可將評量指標設定成「每位學生回答問答題目的答對率達 80%」，針對學習標的

設計五題問答題。學生若能全部答對五題問答題，表示學生對「本部連任務介紹」的課

程內容能夠大致知曉，也就是說這門課程的學習標的算是已經達成。若評量指標設定為

在五題問答題當中能達出三題，僅能說明學生僅能達成學習標的的五分之三，學生未能

大致知曉輔導長工作職掌範圍，這樣就代表學生未能達成該項學習標的。在五題問答題

當中，將評量指標設為答對四題的原因是為了保留評量成效的彈性，學生在問答時難免

因緊張或忘記，導致答題錯誤，因此學生在五題問答題當中若能答對四題，即可認為學

生達成學習目標。

「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計有兩項學習標的，如透過討論問答法來評量學生的學

習成效，可將評量指標設定成「每位學生回答問答題目的答對率達 100%」，針對學習

標的設計三題問答題。因「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課程是透過體驗教學法進行，並運

用問答討論法進行評量，且課程內容較為簡易，學生若有認真學習，將能輕鬆達出三題

問答題。因此，學生若能全部答對三題問答題，表示學生對「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

的課程內容能夠大致知曉，也就是說這門課程的學習標的算是已經達成。關於後備指揮

部課程的總結性評鑑，請參閱「表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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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2 後備指揮部課程總結性評鑑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政戰綜合組

任務介紹

1.介紹政戰綜合

組業務職掌範

圍

2.說明政戰綜合

組年度重要工

作

1.學生能理解政戰綜合組

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政戰綜合組

年度重要工作

每位學生回答

測驗題目的答

對率達 80%

測驗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

習標的分別設計三題、

兩題測驗題，共有五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五題

測驗題。學生在五題測

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

習目標

文宣心戰組

任務介紹

1.介紹文宣心戰

組業務職掌範

圍

2.說明文宣心戰

組年度重要工

作項目

1.學生能理解文宣心戰組

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文宣心戰組

年度重要工作

每位學生回答

測驗題目的答

對率達 80%

測驗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

習標的分別設計三題、

兩題測驗題，共有五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五題

測驗題。學生在五題測

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

習目標

保防安全組

任務介紹

1.介紹保防安全

組業務職掌範

圍

2.說明保防安全

組年度重要工

作項目

1.學生能理解保防安全組

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保防安全組

年度重要工作

每位學生回答

測驗題目的答

對率達 80%

測驗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

習標的分別設計三題、

兩題測驗題，共有五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五題

測驗題。學生在五題測

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

習目標

軍紀監察組

任務介紹

1.介紹軍紀監察

組業務職掌範

圍

2.說明軍紀監察

組年度重要工

作項目

1.學生能理解軍紀監察組

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軍紀監察組

年度重要工作

每位學生回答

測驗題目的答

對率達 80%

測驗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

習標的分別設計三題、

兩題測驗題，共有五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五題

測驗題。學生在五題測

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

習目標

軍眷服務組

任務介紹

1.介紹軍眷服務

組業務職掌範

圍

2.說明軍眷服務

組年度重要工

作項目

1.學生能理解軍眷服務組

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軍眷服務組

年度重要工作

每位學生回答

測驗題目的答

對率達 80%

測驗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

習標的分別設計三題、

兩題測驗題，共有五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五題

測驗題。學生在五題測

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

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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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5-2 後備指揮部課程總結性評鑑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動員管理處

任務介紹

1.介紹動員管理

處業務職掌範

圍

2.說明動員管理

處年度重要工

作項目

1.學生能理解動員管理處

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動員管理處

年度重要工作

每位學生回答

測驗題目的答

對率達 80%

測驗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

習標的分別設計三題、

兩題測驗題，共有五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五題

測驗題。學生在五題測

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

習目標

本部連任務

介紹

介紹輔導長工作

職掌範圍

學生能知曉輔導長工作

職掌範圍

每位學生回答

問答題目的答

對率達 80%

討論問答法

針對學習標的設計五

題問答題，共有一項學

習標的，總計五題問答

題。學生在五題問答題

當中能答出四題，即可

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

標

單位環境、部

史館介紹
單位環境介紹

1.學生能知曉後備指揮部

地理位置

2.學生能理解後備指揮部

歷史沿革及組織架構

每位學生回答

測驗題目的答

對率達 100%

問答討論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

習標的分別設計一題、

兩題測驗題，共有兩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三題

測驗題。學生在三題測

驗題當中能全數答出，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

習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地區指揮部

地區指揮部的課程計有「政戰戰備整備」等 11項課程，課程目標多為介紹及說明

相關工作內容，主要目的為了讓學生能夠理解或知曉課程內容，例如「政戰戰備整備」

課程計有一項學習標的，如透過測驗法來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可將評量指標設定成「每

位學生回答測驗題目的答對率達 80%」，針對學習標的設計五題測驗題，共有一項學習

標的，總計有五題測驗題。學生若能全部答對五題測驗題，表示學生對「政戰戰備整備」

的課程內容能夠大致知曉，也就是說這門課程的學習標的算是已經達成。若評量指標設

定為在五題測驗題當中能達出三題，僅能說明學生僅能達成學習標的的五分之三，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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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理解地區指揮部政戰戰備整備要項，這樣就代表學生未能達成該項學習標的。在五

題測驗題當中，將評量指標設為答對四題的原因是為了保留評量成效的彈性，學生在問

答時難免因緊張或忘記，導致答題錯誤，因此學生在五題測驗題當中若能答對四題，即

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政戰綜合業務」課程的評量指標和評量方法同上述說明。

「心輔工作」課程計有三項學習標的，如透過測驗法及操作練習法來評量學生的學

習成效，可將評量指標設定成「每位學生回答測驗題目的答對率達 75%，且完成練習題」，

針對第一、三項學習標的設計兩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計四題測驗題。另外

針對第二項學習標的，設計一題練習題，共計四題測驗題及一題練習題，共五項題目。

學生若能全部答對四題測驗題，且完成練習題，表示學生對「心輔工作」的課程內容能

夠大致理解，也就是說這門課程的學習標的算是已經達成。若評量指標設定為在四題測

驗題當中能達出兩題，其中答錯的兩題可能出現在同一項學習標的，這樣就代表學生未

能達成該項學習標的，也就是說兩項學習標的僅達成一項。若學生在四題測驗題當中能

答出三題，表示學生在這兩項學習標的的學習結果中，僅有一項學習標的未完全達成，

但該項學習標的尚能達成二分之一。在四題測驗題當中，將評量指標設為答對三題的原

因是為了保留評量成效的彈性，學生在測驗時難免因緊張或忘記，導致答題錯誤，因此

學生在四題測驗題當中若能答對三題，且完成練習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新

聞工作」課程的評量指標和評量方法同上述說明。

「保防安全工作」課程計有兩項學習標的，皆是讓學生能夠理解與知曉課程內容，

如果是透過測驗法來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可將評量指標設定成「每位學生回答測驗題

目的答對率達 90%」，並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計五題測驗題，兩項學習標的總計

有十題測驗題。學生若能全部答對十題測驗題，表示學生對「保防安全工作」的課程內

容能夠大致知曉，也就是說這門課程的兩項學習標的算是已經達成。若學生在十題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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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當中能答出九題，表示學生在這兩項學習標的的學習結果中，僅有一項學習標的未完

全達成，但該項學習標的尚能達成五分之四。在十題測驗題當中，將評量指標設為答對

九題的原因是為了保留評量成效的彈性，學生在測驗時難免因緊張或忘記，導致答題錯

誤，因此學生在十題測驗題當中若能答對九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文宣工

作」、「軍紀監察工作」、「民事福利服務工作」、「後備軍人輔導組織」等四項課程

的評量指標及評量方法同上述說明。

「勤務隊任務介紹」及「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的課程評量指標及評量方法同後

備指揮部的「本部連任務介紹」及「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關於地區指揮部課程的

總結性評鑑，請參閱「表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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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地區指揮部課程總結性評鑑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政戰戰備

整備

說明地區指揮部

政戰戰備整備業

務整備原則及流

程

學生能理解地區指揮部

政戰戰備整備要項。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80%

測驗法

針對學習標的設計五題測驗

題，共有一項學習標的，總

計五題測驗題。學生在五題

測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即

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政戰綜合

業務

介紹地區指揮部

政戰綜合業務職

掌範圍

學生能理解政戰官業務

職掌範圍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80%

測驗法

針對學習標的設計五題測驗

題，共有一項學習標的，總

計五題測驗題。學生在五題

測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即

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心輔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

心輔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心輔官業

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 HRV心律

變異分析儀的操作流

程

3.學生能理解如何運用

評量工具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75%，且完成

練習題

測驗法、操作練習法

針對第一、三項學習標的設

計兩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

習標的，總計四題測驗題。

另外針對第二項學習標的，

設計一題練習題。共計四題

測驗題及一題練習題，共五

項題目，學生在四題測驗題

當中能答出三題與完成練習

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

目標

新聞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

新聞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新聞官業

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如何撰寫

新聞稿

3.學生知知曉播事件處

理程序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75%，且完成

練習題

測驗法、操作練習法

針對第一、三項學習標的設

計兩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

習標的，總計四題測驗題。

另外針對第二項學習標的，

設計一題練習題。共計四題

測驗題及一題練習題，共五

項題目，學生在四題測驗題

當中能答出三題與完成練習

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

目標

保防安全

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

保防安全工作內

容

1.學生能理解保防官業

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保防四大

工作及後備軍人安全

工作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

計五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

習標的，總計有十題測驗題。

學生在十題測驗題當中能答

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

學習目標

文宣工作

1.說明地區指揮部

文宣工作內容

2.介紹青溪新文藝

協會

1.學生能理解莒光日教

學流程

2.學生能知曉青溪新文

藝協會組織

3.學生能理解金環獎具

體作法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90%

測驗法

針對第一、三項學習標的各

設計四題測驗題，第二項學

習標的設計兩題測驗題，共

有三項學習標的，總計有十

題測驗題。學生在十題測驗

題當中能答出九題，即可認

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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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5-3 地區指揮部課程總結性評鑑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軍紀監察

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

軍紀監察工作內

容

1.學生能理解監察官業

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軍紀維護

具體作法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

計五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

習標的，總計有十題測驗題。

學生在十題測驗題當中能答

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

學習目標

民事福利

服務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

民事福利服務工

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眷地及單

身退舍維管辦法

2.學生能理解懇親會具

體作法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

計五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

習標的，總計有十題測驗題。

學生在十題測驗題當中能答

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

學習目標

後備軍人

輔導組織

1.介紹動員管理科

業務職掌範圍

2.介紹後備軍人輔

導組織

1.學生能理解動員連絡

官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後備軍人

輔導組織的組織架構、

歷史沿革、組織任務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

計五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

習標的，總計有十題測驗題。

學生在十題測驗題當中能答

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

學習目標

勤務隊任

務介紹

介紹輔導長工作

職掌範圍

學生能知曉輔導長工作

職掌範圍

每位學生回

答問答題目

的答對率達

80%

討論問答法

針對學習標的設計五題問答

題，共有一項學習標的，總

計五題問答題。學生在五題

問答題當中能答出四題，即

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單位環境、

部史館介

紹

單位環境介紹

1.學生能知曉地區指揮

部地理位置

2.學生能理解地區指揮

部歷史沿革及組織架

構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100%

問答討論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習標

的分別設計一題、兩題測驗

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

計有三題測驗題。學生在三

題測驗題當中能全數答出，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縣市指揮部

縣市指揮部的課程計有「政戰戰備整備」等十項課程，課程目標多為介紹及說明相

關工作內容，主要目的為了讓學生能夠理解或知曉課程內容，且縣市指揮部的課程幾乎

與地區指揮部相似，只有「心輔工作」及「後備軍人輔導組織」不同，其餘「政戰戰備

整備」、「政戰綜合業務」、「新聞工作」、「保防安全工作」、「文宣工作」、「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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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監察工作」「民事福利服務工作」、「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等八項課程的評量指

標與評量方法皆與地區指揮部的課程相同。

「心輔工作」課程計有三項學習標的，如透過測驗法來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可將

評量指標設定成「每位學生回答測驗題目的答對率達 90%」，針對第一、三項學習標的

設計四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計八題測驗題。另外針對第二項學習標的，設

計兩題練習題，共計兩題測驗題。共三項學習標的，總計十題測驗題。學生若能全部答

對十題測驗題，表示學生對「心輔工作」的課程內容能夠大致理解，也就是說這門課程

的學習標的算是已經達成。若評量指標設定為在十題測驗題當中能達出八題，其中答錯

的兩題可能出現在同一項學習標的，這樣就代表學生未能達成該項學習標的，也就是說

三項學習標的僅達成兩項。若學生在十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九題，表示學生在這三項學

習標的的學習結果中，僅有一項學習標的未完全達成，但該項學習標的尚能達成四分之

三或二分之一。在十題測驗題當中，將評量指標設為答對九題的原因是為了保留評量成

效的彈性，學生在測驗時難免因緊張或忘記，導致答題錯誤，因此學生在十題測驗題當

中若能答對九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後備軍人輔導組織」課程計有三項學習標的，如透過測驗法及討論問答法來評量

學生的學習成效，可將評量指標設定成「每位學生回答測驗題目的答對率達 87.5%，且

答出問答題」，針對第一、二項學習標的設計四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計八

題測驗題。另外針對第三項學習標的，設計一題問答題，共計八題測驗題及一題問答題，

共九項題目。學生若能全部答對八題測驗題，且答出問答題，表示學生對「後備軍人輔

導組織」的課程內容能夠大致理解，也就是說這門課程的學習標的算是已經達成。若評

量指標設定為在八題測驗題當中能達出六題，其中答錯的兩題可能出現在同一項學習標

的，這樣就代表學生未能達成該項學習標的，也就是說兩項學習標的僅達成一項。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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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八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七題，表示學生在這兩項學習標的的學習結果中，僅有一項

學習標的未完全達成，但該項學習標的尚能達成四分之三。在八題測驗題當中，將評量

指標設為答對七題的原因是為了保留評量成效的彈性，學生在測驗時難免因緊張或忘

記，導致答題錯誤，因此學生在八題測驗題當中若能答對七題，且完成練習題，即可認

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關於縣市指揮部課程的總結性評鑑，請參閱「表 4-5-4」

表 4-5-4 縣市指揮部課程總結性評鑑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政戰戰備

整備

說明縣市指揮部

政戰戰備整備業

務整備原則及流

程

學生能理解縣市指揮部

政戰戰備整備要項。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80%

測驗法

針對學習標的設計五題測驗

題，共有一項學習標的，總

計五題測驗題。學生在五題

測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即

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政戰綜合

業務

介紹縣市指揮部

政戰綜合業務職

掌範圍

學生能理解政戰官業務

職掌範圍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80%

測驗法

針對學習標的設計五題測驗

題，共有一項學習標的，總

計五題測驗題。學生在五題

測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即

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心輔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

心輔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心輔承辦

人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如何完成

官兵輔導紀錄冊

3.學生能理解如何運用

評量工具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90%

測驗法

針對第一、三項學習標的各

設計四題測驗題，第二項學

習標的設計兩題測驗題，共

有三項學習標的，總計有十

題測驗題。學生在十題測驗

題當中能答出九題，即可認

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新聞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

新聞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新聞承辦

人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如何撰寫

新聞稿

3.學生能知曉媒播事件

處理程序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75%，且完成

練習題

測驗法、操作練習法

針對第一、三項學習標的設

計兩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

習標的，總計四題測驗題。

另外針對第二項學習標的，

設計一題練習題。共計四題

測驗題及一題練習題，共五

項題目，學生在四題測驗題

當中能答出三題與完成練習

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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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5-5 縣市指揮部課程總結性評鑑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保防安全

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

保防安全工作內

容

1.學生能理解保防官業

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保防四大

工作及後備軍人安全

工作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

計五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

習標的，總計有十題測驗題。

學生在十題測驗題當中能答

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

學習目標

文宣工作

1.說明縣市指揮部

文宣工作內容

2.介紹青溪新文藝

協會

1.學生能理解莒光日教

學流程

2.學生能知曉青溪新文

藝協會組織

3.學生能理解金環獎具

體作法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90%

測驗法

針對第一、三項學習標的各

設計四題測驗題，第二項學

習標的設計兩題測驗題，共

有三項學習標的，總計有十

題測驗題。學生在十題測驗

題當中能答出九題，即可認

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軍紀監察

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

軍紀監察工作內

容

1.學生能理解監察官業

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軍紀維護

具體作法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

計五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

習標的，總計有十題測驗題。

學生在十題測驗題當中能答

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

學習目標

民事福利

服務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

民事福利服務工

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眷地及單

身退舍維管辦法

2.學生能理解懇親會具

體作法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

計五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

習標的，總計有十題測驗題。

學生在十題測驗題當中能答

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

學習目標

後備軍人

輔導組織

1.介紹後備軍人服

務科業務職掌範

圍

2.介紹後備軍人輔

導組織

1.學生能理解動員連絡

官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後備軍人

輔導組織的組織架構、

歷史沿革、組織任務

3.學生能知曉後備軍人

輔導中心的實務工作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87.5%，且答

出問答題。

測驗法、討論問答法

針對第一、二項學習標的各

設計四題測驗題，共有兩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八題測驗

題。另外針對第三項學習標

的設計一題問答題。學生在

八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七

題，且答出問答題，即可認

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單位環境、

部史館介

紹

單位環境介紹

1.學生能知曉縣市指揮

部地理位置

2.學生能理解縣市指揮

部歷史沿革及組織架

構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100%

問答討論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習標

的分別設計一題、兩題測驗

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

計有三題測驗題。學生在三

題測驗題當中能全數答出，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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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的課程計有「教育召集接訓整備」等五項課程，課程目標多

為介紹及說明相關工作內容，主要目的為了讓學生能夠理解或知曉課程內容，例如「教

育召集接訓整備」計有五項學習標的，如透過測驗法來評量學生的學習成效，因地區後

備部隊訓練中心的「教育召集接訓整備」、「教育召集訓練觀摩」、「軍事訓練役接訓

整備」、「軍事訓練役觀摩」等四項課程有經過形成性評鑑，在總結性評鑑可將評量指

標設定成「每位學生回答測驗題目的答對率達 100%」，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計

兩題測驗題，共有五項學習標的，總計有十題測驗題。學生在十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十

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關於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課程的總結性評鑑，請參

閱「表 4-5-5」

表 4-5-5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課程總結性評鑑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教育召集接

訓整備

介紹教育召集接

訓整備要項

1.學生知曉召集事務所開設流程

（安全檢查、系統報到、體檢、

專長鑑定、單位分配等）

2.學生知曉軍械室軍械入庫相關

規定（軍械數量、擺放位置等）

3.學生知曉中山室精神布置相關

規定（國旗、國父遺像、國父

遺囑、總統玉照擺放位置、公

佈欄內容、視聽康樂器材等）

4.學生知曉服裝調節站開設相關

規定（地點、服裝品項、服裝

數量、開設時間）

5.學生知曉如何整理訓練急救器

材（器材品項、擺放位置）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10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

標的分別設計兩

題測驗題，共有五

項學習標的，總計

有十題測驗題。學

生在十題測驗題

當中能答出十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

成學習目標

教育召集訓

練觀摩

介紹教育召集訓

練流程

1.學生知曉教召人員報到流程

2.學生知曉教育召集現地戰術訓

練內容

3.學生知曉教育召集機械訓練內

容

4.學生知曉教育召集愛國教育內

容

5.學生知曉教育召集實彈射擊訓

練內容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10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

標的分別設計兩

題測驗題，共有五

項學習標的，總計

有十題測驗題。學

生在十題測驗題

當中能答出十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

成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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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5-5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課程總結性評鑑

課程名稱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軍事訓練役

接訓整備

介紹軍事訓練役

接訓整備要項

1.學生知曉軍械室軍械入庫相關

規定（軍械數量、擺放位置等）

2.學生知曉中山室精神布置相關

規定（國旗、國父遺像、國父

遺囑、總統玉照擺放位置、公

佈欄內容、視聽康樂器材等）

3.學生知曉服裝調節站開設相關

規定（地點、服裝品項、服裝

數量、開設時間）

4.學生知曉如何整理訓練急救器

材（器材品項、擺放位置）

5.學生知曉營站開設相關規定

（營站地點、販賣品項、販賣

時間等）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10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

標的分別設計兩

題測驗題，共有五

項學習標的，總計

有十題測驗題。學

生在十題測驗題

當中能答出十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

成學習目標

軍事訓練役

觀摩

介紹軍事訓練役

訓練流程

1.學生知曉人員會銜作業流程

2.學生知曉如何篩檢九大類人員

3.學生知曉如何填註安全調查資

料

4.學生知曉輔導個案處置要項

5.學生知曉如何批改大兵手記

6.學生知曉如何設計輔教活動

7.學生知曉如何遴選新兵福利委

員

8.學生知曉單兵戰鬥教練訓練內

容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10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

標的分別設計兩

題測驗題，共有八

項學習標的，總計

有 16 題測驗題。

學生在 16 題測驗

題當中能答出 16
題，即可認為學生

達成學習目標

單位環境、部

史館介紹
單位環境介紹

1.學生能知曉地區後備部隊訓練

中心地理位置

2.學生能知曉地區後備部隊訓練

中心歷史沿革及組織架構

每位學生回

答測驗題目

的答對率達

100%

問答討論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

項學習標的分別

設計一題、兩題測

驗題，共有兩項學

習標的，總計有三

題測驗題。學生在

三題測驗題當中

能全數答出，即可

認為學生達成學

習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小結

課程進行之後，需進行課程評量工作，才能夠瞭解課程的成效如何。本研究「兵科

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依照每項課程的課程目標、課程內容及授課方式，設定每項課

程的評量指標與評量方法，使部隊及學校能夠真正瞭解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的學習情形

及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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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學習成效總評

教育訓練方案評鑑依照評鑑項目的不同，可區分成訓練方案評鑑與訓練結果評鑑兩

種，訓練方案評鑑包含方案需求評鑑、方案設計評鑑、方案執行評鑑、方案滿意度評鑑

等；訓練結果評鑑則包含訓練成果評鑑、訓練成效評鑑、組織效益評鑑等（吳明哲，2006）。

本研究針對「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課程進行形成性評鑑與總結性評鑑，目的

是瞭解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中的學習成效，本研究是屬訓練結果評鑑

的訓練成果評鑑。

訓練成果評鑑是指在教育訓練方案結束後，對於學習者在知識、技能、態度或是其

他身心狀態的改變情況所進行的探討（吳明哲，2006）。訓練成果評鑑的意涵恰與

Kirkpatrick 四階層評估模式中的學習（learning）階層相同，本研究針對「兵科見學課

程教育訓練方案」的每項課程訂定課程目標、評量指標和評量方法，檢視學生在知識與

技能上的學習情形。另外，為了檢視學生在態度上的學習情形，可瞭解授課教官觀察學

生在課程上的學習情形，在課程評分表上進行滿意度評分與簡述學生學習情形。

輔導人員是說，晚上她們有問題的時候可以給一些意見回饋，或是我們會要求

他們寫心得報告，然後由這些輔導長來看，他的心得報告可能有提一些問題，

由他們來做一些解答，基本上後備指揮部的排法，有些課程可能他的輔導人就

是教官，可是有些課程我們是以這一項課程的承辦人當作他的教官，因為基本

上承辦人對於相關的法規命令他是最知道的。（A7-1-3）

對阿，我覺得可以藉由發言或是寫心得來評會比較好（C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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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讓學生撰寫兵科見學學習心得，一方面可以讓學生記憶更深刻，二方面也是讓

學校隊職官和接訓單位的政戰主管瞭解學生的學習情形。因此，藉由撰寫學習心得與瞭

解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課程上的學習情形，可作為評鑑學生學習態度的方式。因「兵科

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每項課程的授課教官不盡相同，若由每位授課教官針對自己所

負責的課程進行滿意度評分，評分表的填註流程可能會過於繁複，因此研究者認為，評

分表可由接訓單位的政戰主管填寫，理由有以下三點：第一，由政戰主管填寫評分表可

避免多位授課教官輪流填寫同一表格，導致完成時間延宕。第二，透過政戰主管詢問授

課教官對學生上課情形的觀察，具有督導授課教官的效果。第三，政戰主管經由詢問授

課教官，瞭解學生在每項課程的學習情形，有助於政戰主管更加瞭解學生的學習情形。

本研究針對每項課程設計評量指標與評量方法，便於後備指揮部在進行「兵科見學

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評量工作時能夠以客觀的角度，瞭解學生在每項課程的學習情形。

另外，藉由政戰主管填寫滿意度評分表的方式，對學生在每項課程的學習態度進行評分，

此為主觀的角度進行的評分。透過主、客觀的評分方式，完成各項評分工作，有利於學

校瞭解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中的學習情形。「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學生學習情

形評分表請參閱「表 4-6-1」至「表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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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後備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學生學習情形評分表

【填答說明】本評分表採五點量表，請您在瞭解學生在每項課程的學習情形後，進行填答，並簡單敘述

學生的學習情形

見學單位：後備指揮部 填表人：政戰主管

題

號
問卷題目 簡述學生學習情形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無

意

見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政戰綜合組任務介紹」

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2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文宣心戰組任務介紹」

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3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保防安全組任務介紹」

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4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軍紀監察組任務介紹」

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5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軍眷服務組任務介紹」

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6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動員管理處任務介紹」

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7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本部連任務介紹」課

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8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單位環境、部史館介

紹」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填表人簽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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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 地區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學生學習情形評分表

【填答說明】本評分表採五點量表，請您在瞭解學生在每項課程的學習情形後，進行填答，並簡單敘述

學生的學習情形

見學單位：地區指揮部 填表人：政戰主管

題

號
問卷題目 簡述學生學習情形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無

意

見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政戰戰備整備」課程

的學習情形，感到

2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政戰綜合業務」課程

的學習情形，感到

3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心輔工作」課程的學

習情形，感到

4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新聞工作」課程的學

習情形，感到

5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保防安全工作」課程

的學習情形，感到

6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文宣工作」課程的學

習情形，感到

7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軍紀監察工作」課程

的學習情形，感到

8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民事福利服務工作」

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9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後備軍人輔導組織」

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10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勤務隊任務介紹」課

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11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單位環境、部史館介

紹」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填表人簽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90

表 4-6-3 縣市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學生學習情形評分表

【填答說明】本評分表採五點量表，請您在瞭解學生在每項課程的學習情形後，進行填答，並簡單敘述

學生的學習情形

見學單位：縣市指揮部 填表人：政戰主管

題

號
問卷題目 簡述學生學習情形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無

意

見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政戰戰備整備」課程

的學習情形，感到

2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政戰綜合業務」課程

的學習情形，感到

3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心輔工作」課程的學

習情形，感到

4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新聞工作」課程的學

習情形，感到

5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保防安全工作」課程

的學習情形，感到

6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文宣工作」課程的學

習情形，感到

7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軍紀監察工作」課程

的學習情形，感到

8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民事福利服務工作」

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9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後備軍人輔導組織」

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10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單位環境、部史館介

紹」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填表人簽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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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4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學生學習情形評分表

【填答說明】本評分表採五點量表，請您在瞭解學生在每項課程的學習情形後，進行填答，並簡單敘述

學生的學習情形

見學單位：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 填表人：政戰主管

題

號
問卷題目 簡述學生學習情形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無

意

見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教育召集接訓整備」

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2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教育召集訓練觀摩」

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3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軍事訓練役接訓整備」

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4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軍事訓練役觀摩」課

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5
授課教官對於學生在「單位環境、部史館介

紹」課程的學習情形，感到

填表人簽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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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kpatrick四階層評估模式的行為（behavior）階層評鑑與成果（results）階層評鑑

是針對教育訓練方案實施過後所進行的評鑑工作，行為階層與成果階層的評鑑工作都是

在瞭解學生在學習「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過後的改變與影響。

在行為階層，主要是評鑑學生在行為上的改變，是否因「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

案」而增進未來在工作上的表現。若要進行行為階層的評鑑工作，可以在兵科見學課程

前後，運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評量方法，針對每一項課程進行評量，檢

視學生在學習兵科見學課程前後，學生對於每項課程的瞭解程度，比較學生學習前後的

差異。接著，在學生畢業任官後，到部隊服務滿半年時，配合後備指揮部年度政戰實務

工作督導，瞭解學生是否能將「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學習成果應用在工作上，

如此即可瞭解到學生在行為上的改變。「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所設計的課程都

是與政戰實務工作相關的課程，學生在畢業任官後，會開始負責某些與政戰實務工作相

關的工作，並不會負責到與「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所有課程相關的工作。因此，

在行為階層與成果階層僅適合針對學生到部隊服務之後，該學生所負責的工作進行評

鑑。

在成果階層，則是瞭解學生學習「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後，行為上的改變

對組織績效的影響程度。後備指揮部每年都會在年底時，進行年度政戰實務工作督導，

針對每一項政戰實務工作項目進行督導，評量每個單位的工作執行成效。如心輔工作會

有年終心理（衛生）工作督導，對部隊而言，年度督導的結果可視為組織績效。因此，

若要進行成果階層的評鑑工作，可以在學生學習「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後，瞭

解學生在自己工作上所負責業務的年度督導成效。若年度督導成效良好，則可認為「兵

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對於學生在工作表現是有幫助的。同時，提供方案決策者參

考，做為方案繼續或調整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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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本研究運用 ADDIE 系統化教學模式進行「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規劃工

作。在分析（analysis）步驟，研究者分析訪談逐字稿，瞭解研究對象（區分學校的教

育人員、後備指揮部的承辦人及輔導人、曾參與兵科見學的學生等三類對象）對於兵科

見學課程的學習需求或教育訓練需求。在設計（design）步驟，依照受訪者的學習需求

或教育訓練需求，進行課程的設計，依照後備指揮部、地區指揮部、縣市指揮部及地區

後備部隊訓練中心等四個單位，設計共 34項課程，並訂定 44項課程目標、84 項學習

標的及 142 項課程內容。在發展（development）步驟，設定八週的「兵科見學課程教

育訓練方案」（後備指揮部見學三日，課程時數共 14小時；地區指揮部見學五日，課

程時數共 32小時；縣市指揮部見學七日，課程時數共 37小時；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

見學 25日，課程時數共 150小時），並設定每項課程的教學策略及授課方式。在應用

（implementation）步驟，囿於時間因素限制，「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並不會

實際進行。因此，在應用步驟僅配合評鑑步驟的形成性評鑑，檢視課程實施的狀況，做

為修改方案的依據。在評鑑（evaluation）步驟，建立課程的評量指標與評量方法，進

行形成性評鑑與總結性評鑑，並完成評量學生學習態度的評分表，用以瞭解學生在「兵

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學習成效。「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整理如「表

4-7-1」至「表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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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1 後備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授課

方式

課程時

數配當

授課

教官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政戰綜合

組任務介

紹

1.各級政戰工作聯合督導策

畫與執行

2.政戰戰備計畫研擬與修訂

3.政戰幹部本質學能鑑測

4.基層政戰實務工作策畫、執

行與督導

5.政戰幹部講習

6.心輔工作

7.年度績優政戰主管選拔

8.年度各項模範選拔

1.介紹政戰綜合

組業務職掌範

圍

2.說明政戰綜合

組年度重要工

作

1.學生能理解政戰綜

合組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政戰綜

合組年度重要工作

講述法

-簡報

說明

2小時
業務

主管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80%

測驗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習標的分別

設計三題、兩題測驗題，共有五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五題測驗題。學

生在五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文宣心戰

組任務介

紹

1.新聞工作

2.報刊雜誌

3.心戰訓練

4.全民國防

5.專案活動

6.藝文工作

7.社團活動

8.文宣工作

1.介紹文宣心戰

組業務職掌範

圍

2.說明文宣心戰

組年度重要工

作項目

1.學生能理解文宣心

戰組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文宣心

戰組年度重要工作

講述法

-簡報

說明

2小時
業務

主管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80%

測驗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習標的分別

設計三題、兩題測驗題，共有五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五題測驗題。學

生在五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保防安全

組任務介

紹

1.保防教育

2.安全調查資料

3.保密工作

4.情報蒐集

5.後備軍人安全工作

1.介紹保防安全

組業務職掌範

圍

2.說明保防安全

組年度重要工

作項目

1.學生能理解保防安

全組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保防安

全組年度重要工作

講述法

-簡報

說明

2小時
業務

主管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80%

測驗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習標的分別

設計三題、兩題測驗題，共有五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五題測驗題。學

生在五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軍紀監察

組任務介

紹

1.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

2.軍紀檢討會

3.軍紀狀況掌握

4.採購案件督導、策畫及執行

5.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案件

調查

1.介紹軍紀監察

組業務職掌範

圍

2.說明軍紀監察

組年度重要工

作項目

1.學生能理解軍紀監

察組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軍紀監

察組年度重要工作

講述法

-簡報

說明

2小時
業務

主管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80%

測驗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習標的分別

設計三題、兩題測驗題，共有五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五題測驗題。學

生在五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95

(續)表 4-7-1 後備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授課

方式

課程時

數配當

授課

教官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軍眷服務

組任務介

紹

1.眷村改建

2.眷服幹部講習

3.零星餘戶價售作業

4.空置眷地巡管

1.介紹軍眷服務

組業務職掌範

圍

2.說明軍眷服務

組年度重要工

作項目

1.學生能理解軍眷服

務組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軍眷服

務組年度重要工作

講述法

-簡報

說明

2小時
業務

主管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80%

測驗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習標的分別

設計三題、兩題測驗題，共有五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五題測驗題。學

生在五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動員管理

處任務介

紹

1.年度後服工作

2.備役將官參訪活動

3.後備軍人運動會

4.晉任表揚活動

5.輔導工作會議

6.輔導幹部委聘

7.輔導中心各級會報

1.介紹動員管理

處業務職掌範

圍

2.說明動員管理

處年度重要工

作項目

1.學生能理解動員管

理處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動員管

理處年度重要工作

講述法

-簡報

說明

2小時
業務

主管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80%

測驗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習標的分別

設計三題、兩題測驗題，共有五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五題測驗題。學

生在五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四題，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本部連任

務介紹
輔導長每日工作

介紹輔導長工作

職掌範圍

學生能知曉輔導長工

作職掌範圍

體驗教

學法-
現地參

觀、說

明討論

1小時

本部

連輔

導長

每位學生

回答問答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80%

討論問答法

針對學習標的設計五題問答題，共

有一項學習標的，總計五題問答

題。學生在五題問答題當中能答出

四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單位環境、

部史館介

紹

後備指揮部地理位置、歷史沿

革、組織架構

單位環境介紹

1.學生能知曉後備指

揮部地理位置

2.學生能理解後備指

揮部歷史沿革及組

織架構

體驗教

學法-
現地參

觀、說

明討論

1小時

本部

連輔

導長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100%

問答討論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習標的分別

設計一題、兩題測驗題，共有兩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三題測驗題。學

生在三題測驗題當中能全數答出，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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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2 地區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授課

方式

課程時

數配當

授課

教官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政戰戰備

整備

1.地區指揮部政戰戰備整備

要項

2.政戰戰備計畫研擬與修訂

說明地區指揮部

政戰戰備整備業

務整備原則及流

程

學生能理解地區指揮

部政戰戰備整備要

項。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2小時
政戰

官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80%

測驗法

針對學習標的設計五題測驗題，共

有一項學習標的，總計五題測驗

題。學生在五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

四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政戰綜合

業務

1.政戰幹部本質學能鑑測

2.基層政戰實務工作策畫、執

行與督導

3.政戰幹部講習

4.年度績優政戰主管選拔

5.年度各項模範選拔

介紹地區指揮部

政戰綜合業務職

掌範圍

學生能理解政戰官業

務職掌範圍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3小時
政戰

官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80%

測驗法

針對學習標的設計五題測驗題，共

有一項學習標的，總計五題測驗

題。學生在五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

四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心輔工作

1.心理衛生中心

2.心輔知能研討會

3.排、班級幹部心輔工作講習

4.心輔工作會報

說明地區指揮部

心輔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心輔官

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 HRV心

律變異分析儀的操

作流程

3.學生能理解如何運

用評量工具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體驗教

學 法 -
儀器操

作練習

5小時
心輔

官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75%，且

完成練習

題

測驗法、操作練習法

針對第一、三項學習標的設計兩題

測驗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計

四題測驗題。另外針對第二項學習

標的，設計一題練習題。共計四題

測驗題及一題練習題，共五項題

目，學生在四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

三題與完成練習題，即可認為學生

達成學習目標

新聞工作

1.新聞事務聯繫、協調

2.媒體採訪規劃與執行

3.新聞投稿

4.忠愛報、青溪雜誌報刊稿件

彙整、審查

說明地區指揮部

新聞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新聞官

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如何撰

寫新聞稿

3.學生知知曉播事件

處理程序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體驗教

學 法 -
撰寫新

聞稿練

習

4小時
新聞

官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75%，且

完成練習

題

測驗法、操作練習法

針對第一、三項學習標的設計兩題

測驗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計

四題測驗題。另外針對第二項學習

標的，設計一題練習題。共計四題

測驗題及一題練習題，共五項題

目，學生在四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

三題與完成練習題，即可認為學生

達成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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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7-2 地區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授課

方式

課程時

數配當

授課

教官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保防安全

工作

1.保防教育

2.安全調查資料

3.保密工作

4.情報蒐集

5.後備軍人安全工作

說明地區指揮部

保防安全工作內

容

1.學生能理解保防官

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保防四

大工作及後備軍人

安全工作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3小時
保防

官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計五

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

計有十題測驗題。學生在十題測驗

題當中能答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

達成學習目標

文宣工作

1.政治教育

2.精神布置

3.月會及學術講演

4.軍歌競賽

1.說明地區指揮

部文宣工作內

容

2.介紹青溪新文

藝協會

1.學生能理解莒光日

教學流程

2.學生能知曉青溪新

文藝協會組織

3.學生能理解金環獎

具體作法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4小時
新聞

官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90%

測驗法

針對第一、三項學習標的各設計四

題測驗題，第二項學習標的設計兩

題測驗題，共有三項學習標的，總

計有十題測驗題。學生在十題測驗

題當中能答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

達成學習目標

軍紀監察

工作

1.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

2.軍紀檢討會

3.軍紀狀況掌握

4.採購案件督導、策畫及執行

5.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案件

調查

說明地區指揮部

軍紀監察工作內

容

1.學生能理解監察官

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軍紀維

護具體作法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3小時
監察

官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計五

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

計有十題測驗題。學生在十題測驗

題當中能答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

達成學習目標

民事福利

服務工作

1.眷村改建

2.眷服幹部講習

3.零星餘戶價售作業

4.空置眷地巡管

5.懇親會

說明地區指揮部

民事福利服務工

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眷地及

單身退舍維管辦法

2.學生能理解懇親會

具體作法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3小時
政戰

官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計五

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

計有十題測驗題。學生在十題測驗

題當中能答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

達成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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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7-2 地區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授課

方式

課程時

數配當

授課

教官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後備軍人

輔導組織

1.年度後服工作

2.備役將官參訪活動

3.後備軍人運動會

4.晉任表揚活動

5.輔導工作會議

6.輔導幹部委聘

7.輔導中心各級會報

1.介紹動員管理

科業務職掌範

圍

2.介紹後備軍人

輔導組織

1.學生能理解動員連

絡官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後備軍

人輔導組織的組織

架構、歷史沿革、組

織任務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3小時

動員

科長、

動員

連絡

官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計五

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

計有十題測驗題。學生在十題測驗

題當中能答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

達成學習目標

勤務隊任

務介紹
輔導長每日工作

介紹輔導長工作

職掌範圍

學生能知曉輔導長工

作職掌範圍

體驗教

學 法 -
現地參

觀、說

明討論

1小時

勤務

隊輔

導長

每位學生

回答問答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80%

討論問答法

針對學習標的設計五題問答題，共

有一項學習標的，總計五題問答

題。學生在五題問答題當中能答出

四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單位環境、

部史館介

紹

地區指揮部地理位置、歷史沿

革、組織架構

單位環境介紹

1.學生能知曉地區指

揮部地理位置

2.學生能理解地區指

揮部歷史沿革及組

織架構

體驗教

學 法 -
現地參

觀、說

明討論

1小時

勤務

隊輔

導長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100%

問答討論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習標的分別

設計一題、兩題測驗題，共有兩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三題測驗題。學

生在三題測驗題當中能全數答出，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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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3 縣市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授課

方式

課程時

數配當

授課

教官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政戰戰備

整備

1.縣市指揮部政戰戰備整備

要項

2.政戰戰備計畫研擬與修訂

說明縣市指揮部

政戰戰備整備業

務整備原則及流

程

學生能理解縣市指揮

部政戰戰備整備要

項。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2小時
承辦

參謀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80%

測驗法

針對學習標的設計五題測驗題，共

有一項學習標的，總計五題測驗

題。學生在五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

四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政戰綜合

業務

1.政戰幹部本質學能鑑測

2.基層政戰實務工作策畫、執

行與督導

3.政戰幹部講習

4.年度績優政戰主管選拔

5.年度各項模範選拔

介紹縣市指揮部

政戰綜合業務職

掌範圍

學生能理解政戰官業

務職掌範圍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4小時
承辦

參謀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80%

測驗法

針對學習標的設計五題測驗題，共

有一項學習標的，總計五題測驗

題。學生在五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

四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心輔工作
1.心輔週報

2.官兵輔導紀錄冊

說明縣市指揮部

心輔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心輔承

辦人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如何完

成官兵輔導紀錄冊

3.學生能理解如何運

用評量工具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4小時
承辦

參謀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90%

測驗法

針對第一、三項學習標的各設計四

題測驗題，第二項學習標的設計兩

題測驗題，共有三項學習標的，總

計有十題測驗題。學生在十題測驗

題當中能答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

達成學習目標

新聞工作

1.新聞事務聯繫、協調

2.媒體採訪規劃與執行

3.新聞投稿

4.忠愛報、青溪雜誌報刊投稿

說明縣市指揮部

新聞工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新聞承

辦人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知曉如何撰

寫新聞稿

3.學生能知曉媒播事

件處理程序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體驗教

學 法 -
撰寫新

聞稿練

習

4小時
承辦

參謀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75%，且

完成練習

題

測驗法、操作練習法

針對第一、三項學習標的設計兩題

測驗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計

四題測驗題。另外針對第二項學習

標的，設計一題練習題。共計四題

測驗題及一題練習題，共五項題

目，學生在四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

三題與完成練習題，即可認為學生

達成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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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7-3 縣市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授課

方式

課程時

數配當

授課

教官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保防安全

工作

1.保防教育

2.安全調查資料

3.保密工作

4.情報蒐集

5.後備軍人安全工作

說明縣市指揮部

保防安全工作內

容

1.學生能理解保防官

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保防四

大工作及後備軍人

安全工作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4小時
保防

官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計五

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

計有十題測驗題。學生在十題測驗

題當中能答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

達成學習目標

文宣工作

1.政治教育

2.精神布置

3.月會及學術講演

4.軍歌競賽

1.說明縣市指揮

部文宣工作內

容

2.介紹青溪新文

藝協會

1.學生能理解莒光日

教學流程

2.學生能知曉青溪新

文藝協會組織

3.學生能理解金環獎

具體作法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4小時
承辦

參謀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90%

測驗法

針對第一、三項學習標的各設計四

題測驗題，第二項學習標的設計兩

題測驗題，共有三項學習標的，總

計有十題測驗題。學生在十題測驗

題當中能答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

達成學習目標

軍紀監察

工作

1.軍風紀維護實施規定

2.軍紀檢討會

3.軍紀狀況掌握

4.採購案件督導、策畫及執行

5.官兵權益保障委員會案件

調查

說明縣市指揮部

軍紀監察工作內

容

1.學生能理解監察官

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軍紀維

護具體作法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4小時
監察

官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計五

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

計有十題測驗題。學生在十題測驗

題當中能答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

達成學習目標

民事福利

服務工作

1.眷村改建

2.眷服幹部講習

3.零星餘戶價售作業

4.空置眷地巡管

5.懇親會

說明縣市指揮部

民事福利服務工

作內容

1.學生能理解眷地及

單身退舍維管辦法

2.學生能理解懇親會

具體作法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4小時
承辦

參謀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9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別設計五

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

計有十題測驗題。學生在十題測驗

題當中能答出九題，即可認為學生

達成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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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7-3 縣市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授課

方式

課程時

數配當

授課

教官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後備軍人

輔導組織

1.年度後服工作

2.備役將官參訪活動

3.後備軍人運動會

4.晉任表揚活動

5.輔導工作會議

6.輔導幹部委聘

7.輔導中心各級會報

1.介紹後備軍人

服務科業務職

掌範圍

2.介紹後備軍人

輔導組織

1.學生能理解動員連

絡官業務職掌範圍

2.學生能理解後備軍

人輔導組織的組織

架構、歷史沿革、組

織任務

3.學生能知曉後備軍

人輔導中心的實務

工作

講述法

-教則、

規定說

明

體驗教

學 法 -
現地參

觀、說

明討論

6小時
後服

科長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87.5%，且

答出問答

題。

測驗法、討論問答法

針對第一、二項學習標的各設計四

題測驗題，共有兩項學習標的，總

計有八題測驗題。另外針對第三項

學習標的設計一題問答題。學生在

八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七題，且答

出問答題，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

目標

單位環境、

部史館介

紹

縣市指揮部地理位置、歷史沿

革、組織架構

單位環境介紹

1.學生能知曉縣市指

揮部地理位置

2.學生能理解縣市指

揮部歷史沿革及組

織架構

體驗教

學 法 -
現地參

觀、說

明討論

1小時
連輔

導長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100%

問答討論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習標的分別

設計一題、兩題測驗題，共有兩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三題測驗題。學

生在三題測驗題當中能全數答出，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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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4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授課

方式

課程時

數配當

授課

教官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教育召集

接訓整備
教育召集接訓整備

介紹教育

召集接訓

整備要項

1.學生知曉召集事務所開設流程（安全檢

查、系統報到、體檢、專長鑑定、單位

分配等）

2.學生知曉軍械室軍械入庫相關規定（軍

械數量、擺放位置等）

3.學生知曉中山室精神布置相關規定（國

旗、國父遺像、國父遺囑、總統玉照擺

放位置、公佈欄內容、視聽康樂器材等）

4.學生知曉服裝調節站開設相關規定（地

點、服裝品項、服裝數量、開設時間）

5.學生知曉如何整理訓練急救器材（器材

品項、擺放位置）

體驗教學

法 - 協 助

執行、說

明討論

1週 值星

官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10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

別設計兩題測驗題，共

有五項學習標的，總計

有十題測驗題。學生在

十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

十題，即可認為學生達

成學習目標

教育召集

訓練觀摩

1.教召人員報到

2.教育召集現地戰術訓

練

3.教育召集機械訓練

4.教育召集愛國教育

5.教育召集實彈射擊訓

練

介紹教育

召集訓練

流程

1.學生知曉教召人員報到流程

2.學生知曉教育召集現地戰術訓練內容

3.學生知曉教育召集機械訓練內容

4.學生知曉教育召集愛國教育內容

5.學生知曉教育召集實彈射擊訓練內容

體驗教學

法 - 協 助

執行、說

明討論

1週
值星

官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10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

別設計兩題測驗題，共

有五項學習標的，總計

有十題測驗題。學生在

十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

十題，即可認為學生達

成學習目標

軍事訓練

役接訓整

備

軍事訓練役接訓整備

介紹軍事

訓練役接

訓整備要

項

1.學生知曉軍械室軍械入庫相關規定（軍

械數量、擺放位置等）

2.學生知曉中山室精神布置相關規定（國

旗、國父遺像、國父遺囑、總統玉照擺

放位置、公佈欄內容、視聽康樂器材等）

3.學生知曉服裝調節站開設相關規定（地

點、服裝品項、服裝數量、開設時間）

4.學生知曉如何整理訓練急救器材（器材

品項、擺放位置）

5.學生知曉營站開設相關規定（營站地點、

販賣品項、販賣時間等）

體驗教學

法 - 協 助

執行、說

明討論

1週 連輔

導長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10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

別設計兩題測驗題，共

有五項學習標的，總計

有十題測驗題。學生在

十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

十題，即可認為學生達

成學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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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7-4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課程目標 學習標的
授課

方式

課程時

數配當

授課

教官
評量指標 評量方法

軍事訓練

役觀摩

1.人員會銜作業

2.篩檢九大類人員

3.安全調查資料填註作

業

4.輔導個案處置

5.大兵手記

6.輔教活動

7.遴選新兵福利委員

8.單兵戰鬥教練訓練

介紹軍事

訓練役訓

練流程

1.學生知曉人員會銜作業流程

2.學生知曉如何篩檢九大類人員

3.學生知曉如何填註安全調查資料

4.學生知曉輔導個案處置要項

5.學生知曉如何批改大兵手記

6.學生知曉如何設計輔教活動

7.學生知曉如何遴選新兵福利委員

8.學生知曉單兵戰鬥教練訓練內容

體驗教學

法 - 協 助

執行、說

明討論

2週 連輔

導長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100%

測驗法

針對每一項學習標的分

別設計兩題測驗題，共

有八項學習標的，總計

有 16題測驗題。學生在

16題測驗題當中能答出

16題，即可認為學生達

成學習目標

單位環境、

部史館介

紹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

心地理位置、歷史沿

革、組織架構

單位環境

介紹

1.學生能知曉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地理

位置

2.學生能知曉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歷史

沿革及組織架構

體驗教學

法 - 現 地

參觀、說

明討論

值星

官、

連輔

導長

每位學生

回答測驗

題目的答

對 率 達

100%

問答討論法

針對第一項、第二項學

習標的分別設計一題、

兩題測驗題，共有兩項

學習標的，總計有三題

測驗題。學生在三題測

驗題當中能全數答出，

即可認為學生達成學習

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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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將於下列章節，針對第四章「資料分析」的研究結果，歸納出本研究的結論，

並就現行兵科見學課程提出具體建議與看法，提供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及國防部後備指揮

部在未來進行兵科見學課程規劃之參考，以增進學生學習成效。

第一節 研究結果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三點：第一，瞭解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現況。第二，探討學校、

部隊及學生對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內容的學習（教育訓練）需求。第三，

設計一套具有評量方法的「兵科見學」教育訓練方案，作為學校及部隊的參考。以下將

說明本研究「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現況」、「學校、部隊及學生對於兵科見學課程內容

的學習（教育訓練）需求」、及「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之研究結果。

壹、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現況

本研究首先探討相關文獻後，運用人力資源管理中的組織分析、工作分析、人員分

析等理論，設計訪談大綱，再與十位研究對象進行訪談，瞭解研究對象對於兵科見學課

程的意見與想法。

兵科見學課程是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教育課程中「暑期教育（軍事訓練及政戰專

業課程）」的一環，其目的在於讓學生能夠在畢業分發部隊之前，先到基層部隊見學，

瞭解部隊的工作環境，進而精進任官職能。現行兵科見學課程依據國防部政戰局的指導，

在為期八週，共 256小時的課程當中，將部隊的任務工作按照三個接訓單位的任務特性，

設計共 89項課程，並透過接訓單位的政戰主管填寫考評表，評量學生在兵科見學期間

的學習狀況。考評內容包含學生在兵科見學期間的「思想品德」、「學習態度」、「工

作才能」、「政戰工作實務學習」、「軍事課程實務學習」等五項考核項目。考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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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戰主管針對上述五項考核項目在考評表上寫下學生的學習狀況及見學期間的優缺

點，同時對每項考核項目給分，「思想品德」佔 10%、「學習態度」佔 10%、「工作才

能」佔 10%、「政戰工作實務學習」佔 25%、「軍事課程實務學習」佔 45%，合計 100%。

同時也要求每位學生在每個見學單位都完成見學之後必須完成心得寫作，作為兵科見學

課程評鑑學生學習成效的方式。

惟現行兵科見學課程因未設定每項課程的課程目標、課程內容、授課方法、評量方

法及評量指標，導致學校及部隊未能真正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本研究「兵科見

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設計四個見學單位，共計 34項課程，並訂定 44項課程目標、84

項學習標的及 142項課程內容，再依照每項課程的課程內容、課程目標及學習標的設計

出評量指標及評量方法，建立一套具有評量方法的「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貳、學校、部隊及學生對於兵科見學課程內容的學習（教育訓練）需求

本研究透過訪談，瞭解研究對象對於兵科見學課程的意見與想法，進而分析出三類

研究對象對於兵科見學課程內容的學習（教育訓練）需求，茲說明如下：

一、政戰學院教育人員

本研究共訪談兩位政戰學院教育人員，研究對象皆曾經擔任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

的隊職幹部，亦曾經過學生學習兵科見學課程。由於兵科見學課程是屬學校教育的一環，

但兵科見學課程是屬後備指揮部的任務，學生會依照後備指揮部的規劃，至後備指揮部

的下轄單位進行見學。由於隊職幹部並不會與學生一起至部隊見學，使得隊職幹部在瞭

解學生的學習情形時，僅能在兵科見學期間，透過電話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或是學生

在完成兵科見學課程之後，返回學校再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另外，現行兵科見學課程是透過見學單位的政戰主管針對學生的學習過程，完成考

評表，再由學生將考評表帶回學校，交由院部幕僚進行彙整，作為學生在「暑期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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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的依據。本研究透過訪談，瞭解隊職幹部的教育需求，在學生完成兵科見學課程，

返回學校之後，隊職幹部並不會看到考評表，這是較為可惜的地方。因此，隊職幹部若

能有更多的管道瞭解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的學習情形，更有助於增進學校培養學生未來

工作的能力。

二、後備指揮部承辦兵科見學相關人員

本研究共訪談五位後備指揮部承辦兵科見學相關人員，在後備指揮部中，與兵科見

學課程較為相關的人員有兩者，即為兵科見學課程的承辦人與輔導人。五位研究對象當

中，包含兩位兵科見學課程承辦人及三位兵科見學課程輔導人，研究對象皆曾經擔任後

備指揮部兵科見學課程的輔導人或輔導人。對於後備指揮部而言，兵科見學課程雖是一

項國防部所交辦的任務，同時也是組織訓練未來員工的方案，若能有效利用兵科見學課

程，將能提升組織員工的工作職能。

對於兵科見學課程的承辦人而言，承辦人負責整個兵科見學課程的規劃工作，課程

設計、訓練流程、人員分配等規劃工作都是由承辦人完成。因此承辦人在兵科見學課程

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本研究透過訪談，瞭解承辦人的訓練需求，承辦人在設計課程時，

會每年依照學生給的回饋與上級長官的指導，進行兵科見學課程的調整。現行兵科見學

課程在經過每年調整，參考組織決策者與方案使用者的需求進行調整，兵科見學課程的

成效能使後備指揮部及學生感到滿意。

對於兵科見學課程的輔導人而言，輔導人負責學生在見學期間的學習及生活輔導，

同時還會擔任某些政戰實務課程的授課教官。本研究透過訪談，瞭解輔導人的訓練需求，

因為現行兵科見學課程沒有針對每項課程設定課程目標，導致輔導人不清楚自己要講授

的課程內容，要讓學生瞭解到什麼程度，僅能以自身業務職掌範圍及自身經驗進行說明，

使學生瞭解每一項工作的業務職掌範圍、工作流程及注意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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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

本研究共訪談三位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學生，研究對象都曾學習過後備指揮部的兵科

見學課程。對於學生而言，兵科見學課程是整個軍校教育期間，能夠接觸到部隊實務工

作的唯一機會，而且是自己親身到未來工作的場域進行學習，可說是難得且必須把握的

學習機會。本研究透過訪談，瞭解學生的學習需求，因為學生從未親自到過後備指揮部，

對於後備指揮部可說是一無所知，因此學生對於後備指揮部工作場域的探索是模糊的，

僅能透過學校教師、隊職幹部或是家中長輩的描述來窺探一二。因此，學生的學習需求

即是瞭解後備指揮部的實務工作狀況，讓自己能夠在畢業任官之前，對未來工作的場域

有所瞭解。本研究透過訪談得知，學生對於自己在兵科見學課程中的學習是感到滿意的。

但是因為在兵科見學課程結束後，還有一年的時間，學生才會畢業，真正到部隊工作，

經常會讓學生到部隊工作後，回想兵科見學課程所學，才發現記得的並不多。因此，若

能有系統的學習，將能使學生發揮兵科見學課程所學，運用在實務工作上。

參、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本研究分析十位研究對象的訪談資料，並運用 ADDIE 系統化教學模式進行「兵科

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規劃工作，在分析（analysis）步驟，研究者分析訪談逐字稿，

瞭解研究對象（區分學校的教育人員、後備指揮部的承辦人及輔導人、曾參與兵科見學

的學生等三類對象）對於兵科見學課程的學習需求或教育訓練需求。在設計（design）

步驟，依照受訪者的學習需求或教育訓練需求，進行課程的設計，依照後備指揮部、地

區指揮部、縣市指揮部及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等四個單位，設計共 34項課程，並訂

定 44項課程目標、84項學習標的及 142項課程內容。在發展（development）步驟，設

定八週的「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後備指揮部見學三日，課程時數共 1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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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指揮部見學五日，課程時數共 32小時；縣市指揮部見學七日，課程時數共 37小時；

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見學 25日，課程時數共 150小時），並設定每項課程的教學策

略及授課方式。在應用（implementation）步驟，囿於時間因素限制，「兵科見學課程教

育訓練方案」並不會實際進行。因此，在應用步驟僅配合評鑑步驟的形成性評鑑，檢視

課程實施的狀況，做為修改方案的依據。在評鑑（evaluation）步驟，建立課程的評量指

標與評量方法，進行形成性評鑑與總結性評鑑，並完成評量學生學習態度的評分表，用

以瞭解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學習成效。

第二節 討論

本研究在完成「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規劃工作後，將研究結果做為基礎，

提出想法與討論，供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及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在未來進行兵科見學課程規

劃之參考，茲說明如下：

壹、增加國防部後備指揮部為接訓單位

現行兵科見學課程，每年都會依照後備指揮部長官的指導，以及參考學生見學之後

的回饋，進行下個年度兵科見學課程的調整。許多研究對象在訪談過程都建議將國防部

後備指揮部納入兵科見學課程的接訓單位，並作為第一個接訓單位。主要目的是希望在

見學剛開始，能夠讓學生瞭解整個後備指揮部的組織架構，並透過後備指揮部政戰主任

對學生進行任務提示，告知學生在見學期間的學習重點與注意事項。因此，在「兵科見

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當中，研究者將國防部後備指揮部納入兵科見學課程的第一個接

訓單位，並在國防部後備指揮部中設計「政戰綜合組任務介紹」、「文宣心戰組任務介

紹、「保防安全組任務介紹」、「軍紀監察組任務介紹」、「軍眷服務組任務介紹」、

「動員管理處任務介紹」、「本部連任務介紹」、「單位環境、部史館介紹」等八項課



109

程，供未來方案規畫時參考。

貳、輔導人選擇

在學習兵科見學課程之前，學生對於後備指揮部的任務特性、組織架構及工作性質

是不清楚的，甚至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因此，為了協助學生快速瞭解後備指揮部的任務

與環境，在兵科見學課程中，後備指揮部安排每個接訓單位都會有一位輔導人，負責學

生在見學期間的學習及生活輔導，學生若有任何問題都可詢問輔導人，所以輔導人在兵

科見學課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許多研究對象都認為，若輔導人帶著正向積極的態

度，教導學生學習，學生都會覺得獲益良多。反之，若輔導人抱持敷衍了事的態度，對

於學生的學習，不僅無益還徒增百害。因此，輔導人的選擇是規劃兵科見學課程時相當

重要的。

由於兵科見學課程的主要對象是學生，「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方案成效

應著眼於學生的學習情形，瞭解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學習成效。雖

然在方案規劃時，輔導人與授課教官的評量亦是值得討論的部分。許多研究對象認為，

針對輔導人及授課教官的評量，應著眼於組織對輔導人及授課教官在平時工作上的評

量，兵科見學課程則著重在學生的學習成效上。因此，「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

僅針對課程的課程內容、課程目標、授課方式進行規劃，提供輔導人及授課教官在教學

時參考運用。

參、學生的學習成效評量

現行兵科見學課程僅針對學生在見學期間的「思想品德」、「學習態度」、「工作

才能」、「政戰工作實務學習」、「軍事課程實務學習」等五項考核項目進行考評。如

此僅能作為學生曾經學習兵科見學課程的證明，未能實際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因此，

「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針對四個接訓單位，共計 34項課程設計評量指標與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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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方法。藉由評量工具檢視學生在每項課程的學習成效，一方面有助於學校及部隊瞭解

學生的學習成效及方案成效，二方面可做為接續評鑑或方案改進的依據。

現行兵科見學課程所進行的成效評量，是由接訓單位的政戰主管完成考評表，由學

生帶回學校，考評表並不會交由隊職幹部，而是直接由政戰學院的院部參謀進行彙整，

作為學生在暑期訓練期間的成績。由於部隊組織文化的影響，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成效

評量尚未被重視，導致部隊在評量方案成效時，可能會有流於形式的情況發生。如能明

確訂定評量方式，將有助於成效評量的進行，因此，「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設

計成上級督導下級（政戰主管詢問授課教官授課情形）的方式進行成效評量，避免成效

評量流於形式，未能評量出實際的方案成效。

由於現行兵科見學課程，隊職幹部不會經手考評表，研究對象表示，隊職幹部若能

在兵科見學課程結束後，看到學生的考評表，將有助於隊職幹部瞭解學生在兵科見學課

程中的學習情形，同時也可針對學生學習較差的部分，加強教育。因此，宜增加隊職幹

部在兵科見學課程中的參與性，讓隊職幹部能夠更加瞭解學生的學習情形。

肆、兵科見學的時間調整

現行兵科見學課程是安排在學生的暑期訓練期間進行，在見學課程結束之後，學生

還會經過一年的學年教育之後，才會真正畢業任官到部隊服務。因為過了一年，經常會

讓學生忘記自己在兵科見學課程中學了什麼。許多研究對象表示，若能像專業軍官班一

樣，在畢業任官之前進行兵科見學，就可以避免因時間因素影響，降低兵科見學的學習

成效。但是調整兵科見學課程的時間，必須經過國防部的同意，要考量的事情相當多，

本研究僅提出想法與建議，供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及國防部後備指揮部在規劃未來兵科見

學課程時參考。

伍、資源成本未納入方案考量



111

現行兵科見學課程所運用的資源成本可區分成有形的金錢成本與無形的人力成本，

在有形的金錢成本中，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期間支用國防大學的年度教育經費，每人每

日金額為新台幣 26元，在八週共 39天（扣除假日）的兵科見學課程中每人的經費是新

台幣 1,014 元，此項經費多支用於學生的差旅費。在無形的人力成本中，由部隊中的幹

部負責學生的教育學習，幹部的時間及薪餉亦是兵科見學課程中所投入，但是是看不到

的資源。國軍在辦理教育訓練課程時，往往忽略無形的資源投入，如果將兵科見學課程

中所運用的資源進行考量，牽涉的範圍相當廣泛，考量的層級就會提高到國防部，此為

本研究無法將資源投入的考量納入「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的原因。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為了瞭解研究對象的看法與經驗，採用質性訪談的方式作為研究方法，質性

研究本有其特質與限制，針對本研究的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提出以下說明：

壹、研究限制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屬於教育訓練方案規劃之研究，在資料蒐集方面以質性訪談法進行，囿於研

究對象的人數不多，未能以量化方式進行方案需求評估。因此，本研究所規劃的教育訓

練方案僅適用於後備指揮部，較不適合運用在各軍種司令部（指揮部）的兵科見學課程。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礙於時間、人力、經濟成本之限制因素，參與本研究的十位研究對象當中，

學校的教育人員僅針對學生的隊職幹部，以致無法涵蓋政戰學院的高勤官及承辦人員。

因此，隊職幹部的教育需求可能無法完全代表學校的教育需求。

三、方案應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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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屬於教育訓練方案規劃之研究，但是礙於時間因素限制，本研究所規劃之「兵

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無法在本學期的暑期訓練期間，實際應用於政戰學院學生兵

科見學課程。如果能夠將本研究規劃之「兵科見學課程教育訓練方案」實際應用，蒐集

相關評量資料，經過彙整分析，將能更加瞭解方案成效，提供方案規劃者及決策者更多

方案資訊。

貳、後續研究建議

一、方案執行與評鑑

本研究屬於教育訓練方案規劃之研究，囿於時間因素，方案未能實際執行與評鑑。

本研究若能實際執行與評鑑，使整個方案流程完整進行，有助於方案規劃者與決策者瞭

解方案實際成效。

二、政戰學院學生教育延伸

兵科見學課程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在畢業任官之前，對部隊有基本的認識。對於學

生學習部隊實務工作僅是初步學習，若要瞭解學生日後執行部隊實務工作的學習，宜針

對學生的學習歷程接續探討，如初官的「分科教育」及「在職教育」亦是值得研究探討

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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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現行兵科見學課程表

見學

單位
國防部政戰局針對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指導要點」學習課目（時數）

地區指

揮部

軍事課程

課前準備 戰備任務 衛哨勤務訓練 裝備保養 後勤危安 人員招募 軍紀安全 內部管理

休假離營及軍

法紀宣教（1）
軍紀監察工作

介紹及重點提

示（2）
政戰實務課程

基層部隊政治

作戰訓練

基層部隊榮團

會工作作法

政戰工作紀要

填載介紹

國軍心理衛生

工作暨評量系

統介紹

部隊文康活動

介紹、策劃及

實作

莒光日教育具

體作法

政教視聽器材

管理與運用

安全調查資料

填註與實作

基層新聞工作

作法介紹及新

聞稿寫作

政治作戰訓練

課程簡介（2）
莒光日電視教

學流程觀摩

（2）

保防安全工作

簡介（2）
文宣暨新聞工

作簡介（2）

其他類課程

指揮官約見慰

勉（2）

政戰主任工作

經驗傳授（2）
政戰副主任工

作經驗傳授（2）

基層政戰工作

簡介、如何做好

知官識兵及生

涯規劃（2）

官兵福利暨眷

服工作簡介（2）
基層連隊政戰

實務工作見習

（2）

國軍藝文工作

簡介（2）

本週見習課程

心得分享及座

談（2）

縣市指

揮部

軍事課程

課前準備 戰備任務 衛哨勤務訓練 裝備保養 後勤危安 人員招募 軍紀安全 內部管理

縣市指揮部演

訓任務簡介及

執行要領說明

軍械室械彈清

點暨裝備攜出

繳回實施作法

基層監察工作

暨官兵申訴案

件處理流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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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休假離營及軍

法紀宣教（2）
政戰實務課程

基層部隊政治

作戰訓練

基層部隊榮團

會工作作法

政戰工作紀要

填載介紹

國軍心理衛生

工作暨評量系

統介紹

部隊文康活動

介紹、策劃及

實作

莒光日教育具

體作法

政教視聽器材

管理與運用

安全調查資料

填註與實作

基層新聞工作

作法介紹及新

聞稿寫作

政治作戰訓練

-愛民教育簡

介（2）

政治作戰訓練

-榮譽團結會

作法簡介（2）

國軍身心狀況

量表施測、自

我傷害防治機

制 4

莒光日教學準

備研討會簡介

（2）

國軍保防工作

簡介及實務要

領（2）

新聞媒體輿情

反映實施要點

（2）

政治作戰訓練

-心理素質訓

練簡介（2）

莒光日電視教

學流程觀摩

（4）
基層文宣工作

簡介（2）

其他類課程

指揮官約

見慰勉（2）

單位任務

暨環境介

紹（2）

政戰處長

工作經驗

傳授（2）

官兵福利

暨軍眷服

務工作介

紹（2）

本週見習

課程心得

分享及座

談（4）

國軍藝文

工作簡介

（2）

動員業務

簡介（教勤

召業務）

（4）

後備軍人

教育召集

政戰整備

工作課程

簡介（2）

國軍財務

管理及注

意事項（2）

後備軍人

服務工作

簡介及實

務工作說

明（4）

國軍公文

書作業簡

介（2）

地區後

備隊訓

練中心

軍事課程

課前準備 戰備任務 衛哨勤務訓練 裝備保養 後勤危安 人員招募 軍紀安全 內部管理

軍事訓練役接

訓前整備說明

（2）

休假離營及軍

法紀宣教（5）

軍事訓練役接

訓期間政戰課

程相關資料整

備說明（2）

緊急事件處理、

危安預警防治

經驗分享（2）

軍事訓練役軍

紀安全維護工

作說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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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訓練役新

兵休假狀況掌

握收假驗尿執

行作法說明（2）
軍事訓練役新

兵收假驗尿實

況見習（2）
政戰實務課程

基層部隊政治

作戰訓練

基層部隊榮團

會工作作法

政戰工作紀要

填載介紹

國軍心理衛生

工作暨評量系

統介紹

部隊文康活動

介紹、策劃及

實作

莒光日教育具

體作法

政教視聽器材

管理與運用

安全調查資料

填註與實作

基層新聞工作

作法介紹及新

聞稿寫作

肝膽相照、戰

場抗壓及心理

素質課程簡介

（2）

軍事訓練役心

輔實務工作說

明及經驗分享

（4）

教育召集訓練

慶生餐會整備

及流程簡介

（2）

軍事訓練役莒

光日電視教學

暨愛國教育實

作見習（2）

基層部隊暨教

育召集期間保

防安全工作簡

介（2）

愛國教育流程

簡介（2）

軍事訓練役量

表施測重複檢

核實作見習

（4）

軍事訓練役懇

親會整備實況

見習（4）

莒光日電視教

學流程觀摩

（8）

軍事訓練役安

全調查工暨保

防安全工作說

明（2）
軍事訓練役量

表施測重複檢

核實作見習

（4）

軍事訓練役懇

親會整備內容

說明（2）

大兵手記撰寫

及查驗實況見

習（2）

軍事訓練役新

兵心輔量表施

測實作見習

（2）

軍事訓練役莒

光日電視教學

流程觀摩（2）

軍事訓練役列

管需關懷人員

輔導要項說明

（4）

大兵手記撰寫

及查驗說明

（2）

軍事訓練役心

輔量表施測及

軍事訓練役莒

光日電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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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檢核實作

說明（2）
暨愛國教育實

作見習（2）
國軍三級防處

機制及身心個

案轉介協處要

領說明（2）
軍事訓練役列

管個案輔導要

領說明（2）
軍事訓練役需

關懷人員篩選

實況見習（2）
軍事訓練役身

心個案醫療轉

介及驗退、停

役流程說明

（2）
其他類課程

中心主

任約見、

工作指

導及單

位介紹

（2）

本週見

習課程

心得分

享及座

談（10）

教育召

集訓練

政戰工

作整備

及經驗

傳授（4）

教育召

集訓練

幹部報

到流程

說明（2）

教育召

集訓練

保密安

全及資

通保密

檢查實

作說明

（2）

教育召

集訓練

伙食管

理作業

簡介（2）

教育召

集訓練

人員報

到流程

簡介及

安全維

護工作

說明（4）

教育召

集訓練

部隊解

召流程

暨安全

維護工

作簡介

（2）

軍事訓

練役委

商服務

工作說

明（2）

軍事訓

練役政

戰課程

授課方

式說明

（6）

軍事訓

練役開

訓典禮

整備說

明（2）

軍事訓

練役接

訓實況

見習

（50）

軍事訓

練役福

委遴選

及委商

服務實

況見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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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本研究是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為研究主題，研究目的在於瞭解國

防大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現況，進而探討學校、部隊及學生對「兵科見學」課

程的學習（教育訓練）內容需求，最後運用方案設計與評估概念導入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兵科見學」課程，建立系統化教學模式。研究者想藉由訪談方式，瞭解您對於國防大

學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的經驗與看法。以下是研究者針對現行「兵科見學」課程

運用組織分析、工作分析、人員分析三個層次進行問題界定，提供您在受訪時的參考。

一、組織分析

研究者自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大學部 108年班學生「兵科見學」計畫中得知「兵

科見學」課程目的在於「使學生先期瞭解部隊任務，降低爾後於部隊服務恐懼，進而激

勵於分科教育強化兵科軍事學能，以精進任官職能。」也就是說，組織目標即是透過「兵

科見學」課程使學生瞭解部隊工作概況。組織分析重點在於確認組織目標，研究者認為，

欲瞭解學生在「兵科見學」課程中瞭解部隊組織目標，可由組織沿革、組織架構及組織

任務性質等三個面相來瞭解。以研究者自身經驗來說，瞭解組織沿革、組織架構及組織

任務性質都是透過長官經驗分享的方式得知，若能透過有系統的教學，將有助於學生瞭

解組織目標。訪談問題如下：

(一)就您的經驗而言，現行「兵科見學」課程如何使學生瞭解組織目標？

(二)在「兵科見學」課程中，使學生瞭解組織目標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的重要程度如何？

二、工作分析

「兵科見學」課程的目的就在於使學生瞭解部隊工作概況，透過實際參與的方式，

學習在部隊中工作時所應具備的知識及技能。研究者以「國防部政戰局針對政戰學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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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見學課程指導要點」學習課目及「國防部後備指揮部接訓政治作戰學院學生兵科見學」

之課目進行整理分析，由現行為期八週的「兵科見學」課程之課表進行整理，並依照見

習的單位（區分縣市後備指揮部、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及地區後備指揮部等三個單位）

特性所設計的課表進行課程的歸納整理。研究者發現，現行後備指揮部依單位特性所設

計的課程並無法全部整理歸納至「國防部政戰局針對政戰學院兵科見學課程指導要點」

所規定的軍事課程及政戰實務課程之十七項學習課目當中，以 108年班學生「兵科見學」

課程為例，在八週的課程中，課程共計 256小時，軍事課程佔 28小時；政戰實務課程

佔 92小時；其他類課程佔 136小時。由此可見，其他類課程時數佔全部課程時數約 54%，

軍事課程時數約為 10%，政戰實務課程時數約為 36%。現行「兵科見學」課程內容著重

於學生實際配合部隊行動，藉由輔導人的說明與講解，使學生瞭解部隊工作環境。其原

因可能是國防部所訂之學習項目是供各軍種司令部（指揮部）在設計課表時的參考依據，

課表內容主要還是應配合單位任務及特性進行設計。再者，從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

方式及課表來看，後備指揮部在設計課程時以配合部隊任務為主，並由輔導人藉由經驗

分享的方式進行授課。研究者認為，在工作分析層次，研究者針對課程內容及授課方式

兩方面進行瞭解。在課程內容方面，基層政戰軍官的工作可區分為軍事及政戰工作，「兵

科見學」課程亦可將學習課目依軍事及政戰區分，再將軍事課程及政戰課程以一般部隊

分類工作的方式區分，軍事課程包含「參一（人事）」、「參二（情報）」、「參三（訓

練）」、「參四（後勤）」及「其他類」；政戰課程則包含「政一（政戰綜合）」、「政

二（文宣心戰）」、「政三（軍紀監察）」、「政四（保防安全）」及「政五（民事福

利服務）」。若以此分類方式進行課程設計將會較為週延；在授課方式方面，現行「兵

科見學」課程是由輔導人以經驗分享方式進行授課，研究者將藉由訪談，瞭解受訪者對

於課程授課方式的看法。訪談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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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行「兵科見學」課程內容設計的依據為何？

(二)現行「兵科見學」課程內容包含那些課目？

(三)現行「兵科見學」課程實施方式為何？

(四)請以您的經驗或看法，針對學習課目的重要性與必要性進行圈選：

學習課目 重要性 必要性

非 常

不 重

要

不 重

要

無 意

見

重要 非 常

重要

非 常

不 必

要

不 必

要

無 意

見

必要 非 常

必要

參一（人事） 1 2 3 4 5 1 2 3 4 5
參二（情報） 1 2 3 4 5 1 2 3 4 5
參三（訓練） 1 2 3 4 5 1 2 3 4 5
參四（後勤） 1 2 3 4 5 1 2 3 4 5
政一（政戰綜合） 1 2 3 4 5 1 2 3 4 5
政二（文宣心戰） 1 2 3 4 5 1 2 3 4 5
政三（軍紀監察） 1 2 3 4 5 1 2 3 4 5
政四（保防安全） 1 2 3 4 5 1 2 3 4 5
政五（民事福利服務） 1 2 3 4 5 1 2 3 4 5
其他類 1 2 3 4 5 1 2 3 4 5

(五)就您的看法而言，「兵科見學」課程內容可以做那些調整

(六)就您的看法而言，現行「兵科見學」課程的授課方式恰當與否？如須調整可以如何

調整？

三、人員分析

人員分析旨在評估人員在執行工作時所需的知識、技能與態度程度如何，也就是個

人工作表現的成效如何。總之，人員分析關心兩個問題：組織中誰需要被訓練，以及他

們需要何種訓練。由於現行「兵科見學」課程規定所有學生都必須參加，所以「誰需要

被訓練？」的問題就顯得不需要。因此，研究者在人員分析層次關心的是「學生需要何

種訓練？」由於學生在學期間幾乎沒有接觸部隊的機會，對於部隊的認知可說是零。因

此，研究者認為，人員分析層次主要在瞭解學生的學習需求，訪談問題如下：

(一)就您的經驗而言，學生參與現行「兵科見學」課程後，對於學生瞭解部隊任務特性

的程度如何？



127

(二)就您的經驗而言，學生參與現行「兵科見學」課程後，對於學生在未來工作時的助

益為何？

(三)就您的經驗而言，學生參與「兵科見學」課程在學生教育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四)就您的看法而言，您對「兵科見學」課程有何建議？


	柏宇論文封面
	審定書-已轉檔
	柏宇論文(無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