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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防部長湯部長曾指示：「軍人需有不斷上進的求知慾，這些都要從『終身學習』的領域裡獲得的。」為力行「終身學習

」，國防部特轉頒「國軍幹部終身學習實施規定」，自九十年起結合教育部推動「學習型社會」與勞委會所建構「國家證

照制度」，以學位、證照、專長為培訓目標，藉由「公餘、自費」原則，推展「軍官以攻讀碩士學位為主，獲取證照為輔

；士官以獲取技術證照為主，攻讀學位為輔」，使國軍幹部皆能習得第二專長。但國軍人才之獲得，多源於傳統之軍事學

校之培訓，加以平日戰訓任務之繁重，其整體人力品質如何提昇？及實施終身學習之現況為何？皆為本研究所需探討之目

標。 本文採質化研究中之探索性研究，以深度訪談法及輔助訪談法作為資料分析依據，研究對象則以憲兵志願役軍、士官

幹部階層為主，並將焦點集中在「使用者在學習前與學習中促進因素、阻礙因素」的層面，最後本文並提出相關建議，以

作為憲兵、甚至國軍相關單位提振本身「終身學習」風氣之參考依據，研究結論條列如下： 一、活化終身學習運用 二、

建立資訊管道 三、運用「教學點」設置 四、納入資績計分 五、恢復進修公費補助 六、建立本軍遠距教學體制 七、以終身

學習配合國軍人事分流 八、落實經管制度與調整基層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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