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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軍訓制度改進」是教育部各項重要施政改革規劃其中之一，邀集學者專家分組進行研議，內容包含現行軍訓教官升遷、

晉用人事法規及制度、軍訓課程改進及其師資培育事項、國防通識課程師資法制化等議題，其中將軍訓教官定位為教學者

，勢必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目前軍訓教官在校園從事軍訓教學，協助校園安全、生活輔導工作。其角色功能也隨著時代潮

流、社會環境變遷有所轉變，尤其協助校園安全、生活輔導的表現，獲得學校、家長、學生肯定。未來軍訓教官定位為教

育者後，如何調整角色定位融入校園文化，本研究重點。 本研究經過專家小組成員三回合的問卷顯示，對軍訓制度改進雖

抱持正面態度，但面對變革仍有不安。其中國防通識課程師資法制化，現有軍訓教官必須透過一定程序，取得合格教師資

格，受教師法及其相關法規的規範，以建立教學上專業，贏得尊重，更有助於以教學者角色，融入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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