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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軍政治教育，肇始於黃埔建軍之初，在依據需要、順應時代中與時俱進，軍隊一向是國家安定與發展的基石，在現今政

府大力推動政治改革、經濟發展的結果，社會日益多元化、自由化，民主政治亦逐次落實。在社會發生重大變遷之際，多

元思維與價值觀念，必然對重視傳統與強調服從與紀律的國軍，造成巨大的衝擊， 國軍要在多元社會中建構所應具備的價

值體系與信念，自然有賴行之有年，用以凝聚符合軍隊價值與信念的政治教育，做為鞏固全軍團結，培養無形（精神）戰

力重要機制的國軍政治教育。 本論文認為國軍藝宣大隊透過戲劇、影視、美術、音樂、綜藝節目方式，結合時代脈動，官

兵需求，在考量娛樂效果同時，融入各軍種傳統軍風，在政（法）令宣導、政府政策上，以七○％娛樂、三○％宣教方式

，於寓教於樂中產生潛移默化效果，實質上已具有政治教育功能。 本論文也認為藝宣大隊隨時代變遷，在編制、人物力精

簡的情 況下，遂行當前的各項任務，仍需以專業化、精緻化、優質化、公開化的藝術工作團隊自許，更需不斷學習、成長

，將教育與實用結合，培養軍中藝術專業人才，才能因應時代的需求，為國軍文宣工作注入新動力。國防部業管單位應思

考將將現行政治教育四大領域：思想教育、精神教育、國是共識教育、生活倫理，加入「藝術人文教育」，為國軍「藝宣

工作」定位，同時建立一套一貫制的藝宣政策，透過養成教育、專長訓練、實務經驗，才能真正發揮藝宣之功能，以延續

先人的成果，迎接新時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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