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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in military commence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rmy, and it is amend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mand

and the times. The army is always the critical foundation of the nation stable and progress. As the result of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ociety is becoming diverse and liberal, and the democracy is practiced progressively. While the

material changes in the society, the diverse thoughts and values inevitably will impact on the military, which has been respecting the

traditions and emphasizing the obedience and disciplines all the time. The military depends on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to form the

system of values and the article of faith, to consolidate the services and to develop the spiritual capability. This thesis deems the Army

Art and Propaganda Battalion applies dramas, films, arts, music and entertainments to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to propagate the

government decrees and policies. It combines of the current trends and military demands, integrat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s of the

Services, in the way of 70% entertainment and 30% advocating, to change and influence the military unobtrusively and

imperceptibly. We also convince that despite the changes of the time and the compression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Army Art and

Propaganda Battalion still have to be professional, refined, high-qualified and open, to conduct the current mission. The members

also have to learn and grow unceasingly, to integrate the education and practicality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military profession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should consider that the current four mainly areas of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education,

spirits education, national common consensus, ethics and morals) should be enriched by the art and cultural education, to establish

the orientation for the military art and propaganda. At the same time, there should be a consistent policy for the art and propaganda

mission, on the strength of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raining, practical experience, to manifest their functions, to carry on the efforts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s, and to accept the new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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