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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陸、文官行政中立訓練之方式、方法、時機及期程 

　　學習知識、技能及態度，從學習內容之取得途徑而言，可分

(1)視距外學習：指應用科技，透過網際網路、遠距教學(與其他

訓練結合)進行學習；(2)面對面學習：指講員與學員面對面傳授

知識、技能、經驗或透過視聽教學學習；(3)自行閱讀：指自行就

指定之教材加以研讀後，進行心得寫作或提出書面報告。比較具

體之實施方法包括：(1)講演；(2)座談(個案討論)；(3)網路教學；

(4)上網蒐集資訊；(5)閱讀指定教材、心得寫作報告；(6)角色扮

演；(7)觀摩示範；(8)視聽教學等項。各項方法之優缺點/限制，

參見下表五。

表五：具體實施方法之優缺點/限制分析 

實施方法 優 點 缺 點 / 限 制 
演講(理論原
則 、 案 例 解
析) 

1.可以同時對多數人講授。 

2.訓練時間容易彈性調整。 

3.對初學者而言，能獲得架構
性或基礎性內涵。 

4.受訓人員可以輕鬆聽講，不
似座談、角色扮演具有準備
之壓力。 

1. 聽課者被動學習。 

2. 因講授者、聽講人數、時間等限制，訓練
效果受到限制。 

3. 聽講人員較多時，講授者與聽講人員互
動機會較為不足，不能深入討論。 

4.學員實際參與度低，訓練可能流於形式。

座談(個案討
論) 

1. 可針對特定議題進行深入討
論。 

2. 有助於形成共識或多數意見。
 

3. 提供腦力激盪機會，進而產
生新的議題或解決方案。 

4. 受訓人員參與度較高。 

5. 對政務人員及高級文官而言，
座談為比較可行之方式。 

1. 可能無法就行政中立涵蓋範圍有一整體
性之認識。 

2. 在欠缺有效引導情況下，可能流於抒發
己見之情形。 

3. 每一分組座談人數不能太多，才能進行
廣泛深入交換意見，而非發表意見。 



網路教學 1. 有設備之機關學校可就地施
訓，免除受訓人員之差旅
成本、精神體力負擔。 

2. 可以同時對數個機關之公務
人員施訓。 

3.除設備之固定成本外，節省
人事、師資費用。 

必須以培訓所及機關學校有此一設備人力
為前提。 

上 網 蒐 集 資
訊 

1. 公務人員能隨時蒐集到需要
之資訊。 

2. 節省受訓學員之差旅成本。 

3. 在強制要求下，能於短時間
內完成訓練工作。 

1. 必須培訓所或保訓會設立入口網站為前
提，且資料庫豐富及有能力隨時更新資
料庫內容。 

2. 老一輩公務人員可能不諳電腦使用技能，
而影響學習效果。 

閱 讀 指 定 教
材 ， 心 得 寫
作報告 

1. 教材選擇得宜，有助於瞭解
基本概念、知識。 

2. 公務人員得隨時抽空閱讀教
材。 

3. 心得寫作有助於開發公務人
員心智能力。 

4. 教材可充當救濟手冊，提供
相關指引。 

1. 公務人員厭於心得寫作，而以應付了事。
 

2. 評閱心得寫作為一鉅大工程。 

3. 欠缺回應之功能。 

角色扮演 1. 有助於提昇對實際角色之理
解。 

2. 提昇或熟悉應對、操作技能。

3. 易為具熱烈參與感及情緒較
濃學員之喜好。 

1. 演練情境中的「權力」因素不具實質威脅
性，可以盡情挑戰；但實境中之「權
力」具實質威脅性，不可挑戰。 

2.情境多變，培訓所或保訓會至多能設計
典型之情境，其他情境仍賴公務人員個
人處理能力之培養。

觀 摩
示範 

1. 有助於瞭解案件之實際情境。 
2. 從他人發生實際情境得到啟發。 

實際情境難以即時觀摩，亦難以還原複
製，「權力」行使之真正動機，難以探求
 



視 聽
教學 

1. 大量製作視聽教材發給機關或個人，可
同時對多數人進行教學；個人亦可自
行學習。 

2. 訓練時間之安排比較具有彈性。 

3. 不必動員大批人員到指定場所訓練。 

4. 一次錄製，無限使用，節省成本。 

1. 除非內容具有吸引力，否則很難引起
公務人員自發學習之意願。 

2. 講授者與聽講人員無互動機會。 

3. 學員實際參與度低，訓練可能流於形
式。 

*「觀摩」可包括保訓會審理涉及文官中立之復審、申訴案件時，邀請或開放公務
人員旁聽；保訓會或培訓所舉行示範教學，舉辦推動行政中立之成果展，或舉辦
行政中立研討會，邀請或開放公務人員參與討論或聆聽之類。 

　　值得再提醒者為：以上所列訓練方式及具體實施方法，沒

有單獨一項可以片面獨攬知識、技能或態度之傳授。有些知識、

技能、價值態度必須親身經歷才能學得到，有些聽講已足；有些

需要團體互動學習，有些則可單憑個人之力完成。但訓練規劃者

必須注意其所採取之方式及方法，能回應工作需求，有助於解

決實務問題。即訓練方式及方法之選擇，應配合教學內容、教材

設計、訓練對象、教學設備彈性運作。此外，為進行持續訓練及

有效利用有限之訓練資源，保訓會或培訓所應將教學內容掛載

於網站或製作成光碟片、磁碟片或錄影帶，以供重複使用；或編

印成書面教材(包括以活潑輕鬆之卡通式教材)，以供有需要或興

趣者使用。

　


	二、具體實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