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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組織的成敗，與領導者的領導特質息息相關，不同的領導者因相異的領導特質，將產生不同的領導效能。尤以國軍幹部對

於部屬的領導態度，將直接或間接影響國軍部隊士氣與工作成效，因此，為培養卓越的領導幹部，軍校教育致力於塑造適

當的領導特質，以期引領出高度的部隊領導效能。 陸軍官校在國內軍校中佔有龍頭領導地位，陸軍官校的教育制度與經驗

，也成為其它學校學習的對象。本文即以陸軍官校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陸軍官校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幹部制度，培養出

學生那些領導特質，進而探討領導特質與領導效能的關係。在領導效能方面採用陸軍官校軍事管理中心，學生管理能力考

核評鑑八個項目，在領導特質方面，本研究自行發展陸軍官校領導特質量表，針對陸軍官校學生進行問卷調查，亦以因素

分析萃取出八種領導特質，與前述領導效能八個項目進行比較。 研究發現，陸軍官校基於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幹部制度，

確能培養出八種領導特質，且與領導效能八個項目相互呼應，其中，「品德典範」的領導特質與「品德操守」領導效能呼

應程度最高，也是軍校生自評與他評程度最高的構面，可知品德實為陸軍官校培育領導人才最重要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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