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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準則編撰經驗談－以戰術教官經驗為例 

作者/曾達勝少校 

 
提要 
 

一、「軍事準則」涵蓋戰略、戰鬥、戰技及軍事事務推行各層面，

建構成完整系統，區分為要綱、教則、教範、手冊等，主要效

用是指導本軍作戰運用與教育、訓練、管理均有依據以供遵循。 

二、「軍事準則」是依據建軍規劃構想與各項戰備需要律定之行為

準據與規範，其參考資料主要為部隊編裝表、共軍相對階層對

我之威脅、以往使用的舊準則、美軍的準則與防衛作戰演訓、

戰術戰法研究的成果，雖然資料來源有很多可以參考，但是如

何擷取精華作有效率的編輯，編纂出具有高度參考價值準則，

是非常重要的。 

三、準則不容許有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疑慮，也不可以讓讀者產

生理解或詮釋上的誤失，故必須提升主編的軍事素養與編纂經

驗，善用簡單易懂之軍語來表達理念，納入有事實與根據的作

戰參數，讓讀者思維貫通、方便記憶；因此，編纂功力強弱端

賴編撰小組熱情投入、發揮所長之努力與用心。 

 

 

 

 

關鍵詞：國軍準則、兵監(中心)、經驗分享。 

 

陸軍官校正90年班，步兵訓練指揮部正規班345期；曾任

排長、後勤官、連長；現任步兵訓練指揮部戰術教官組專

業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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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準則是部隊作戰經驗的累積，其內容包含成功與失敗案例，作戰

中獲得的經驗與教訓，可強化戰力與生存力；國軍久訓未戰，缺乏實

際作戰經驗，現今負責準則編纂之作者均無實戰經驗，層級多為少校

階幹部，部隊歷練有限(未歷練營級主官與具備陸軍指參學歷)，因此

，需要參考以往準則內容與美軍相關資料，使準則能夠符合實戰要求

，這是準則編修者必須確認的事實；因此，準則編纂需考慮體系發展

、縱向銜接與橫向協調，使聯合戰力作最有效率規範與運用；作者本

此理念盼將經驗有效傳承達到集思廣益效能，協助未來負責編修準則

教官克服困難，以確保準則之適用性。 

 

貳、窒礙問題 

國軍現役軍人大部分無實戰經驗，僅能以先期前輩經驗教訓、舊

的準則與美軍公開的相關資料當參考，對於大部份編纂教官編纂準則

時會發生經驗不足情事，通常無法將編纂計畫中的條文與規範融會貫

通，以致內容無法達到要求標準，容易產生進度延宕，茲將相關問題

探討如下： 

一、準則不易融入實際作戰經驗： 

本軍久訓未戰，不易將實際作戰成功與失敗經驗融入準則之中，

作戰實務與參數大部份是由測考、演訓、兵棋推演中取得，作戰需

要之參數是否能夠與實戰相互吻合；因此，準則的內容在作戰中有

關於作戰指導與行動依據，是否經得起實戰的檢驗，這是未來仍有

再研議空間。 

二、美軍作戰經驗未能轉化成我準則內容： 

本軍每年均選派優秀幹部至美國軍事院校參加軍售班相關專長

班隊受訓，以利學習美軍實戰知識與經驗；美軍自參戰以來至近期

的波斯灣戰爭均為境外攻勢作戰，因有實際作戰經驗，可以從作戰

中持續精進準則內容；但是本軍是國境內的防衛作戰，兩國在編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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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存在差異、任務也不同，軍事思想有一定的落差，雖然我們從傳

統上即是以美軍思考邏輯與理則為主要範疇，以強化本軍作戰效能，

但要削足適履是極困難的事，因為受訓人員要具有高度軍事素養與

對美軍深入認識與瞭解，才可以將美軍軍事準則精要內化融合謂為

我用，更重要的是該員需要適職派遣，業務要與作戰訓練或準則編

修有關才有機會作適度的發表，尤其是對於一個中校或者是少校階

層幹部而言困難度是相當高的。 

三、準則尚未完全轉化為聯合作戰型態： 

C4ISR 系統和遠距精準打擊的作戰模式，使科技成為主導聯合

作戰成功重要因素之一，如何確保聯合作戰達成情資共享、指管綿

密形成優勢作為、有效運用兵力與火力使戰力集注於重要決戰地區

等；本軍部分準則內容仍存有傳統作戰痕跡，雖然部份內容會探討

到防衛作戰相關事宜，但是對於聯合偵蒐、指管、火力、情報等，

尚未完整將高科技與高技術武器裝備、戰術戰法等轉化為聯合作戰

型態，這也是編纂教官應特別要重視的部分。 

四、較難呈現多元作戰方式： 

共軍的新武器及新裝備如：新型戰、甲、砲車、無人攻擊機、

巡弋飛彈、UAV、氣墊船、電磁脈衝彈、武裝直昇機、自動尋標武器、

敵我識別系統等均會改變作戰環境與方式；然已往之正面、包圍、

突穿、迂迴等四種攻擊基本方式，防禦之陣地防禦與機動防禦等能

否滿足作戰基本概念，藉由此概念再延伸相關作戰實務有部分未納

入準則中，這都值得各編纂教官深入研究的。 

五、編撰者學、經歷與寫作經驗： 

(一)編撰者學、經歷： 

編撰初期僅能參考各編纂教官於部隊擔任基層幹部時的實務經

驗實施研討，並須藉由教官平時的教學經驗及到部隊實施的戰備

測考、部隊輔訪、接裝測考中發掘問題，提供準則研修意見，以

適應部隊現況與未來軍事事務推行，並兼顧未來作戰需求。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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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才能纂寫一本有高度參考價值的準則，這其中除主、協、助編

自己本身要具備一定的戰術專業素養與國學基礎，才能將各項問

題有效克服與完整表達。 

(二)撰寫軍事論文稿件的經驗累積： 

撰寫軍事論文稿件經驗累積是非常重要的，讓寫作成為生活中

的習慣，經常動手撰寫論文並研究學術書刊與兵科季刊的文章，

觀察與分析不同準則的編撰理念、精髓、表達方式、結構、脈絡

等，比較容易達到提筆疾書的境界，方能確保準則言簡意賅，內

容洗鍊易懂之要求。 

 

参、考慮事項 

主編在表達創作理念或研究成果時應重視準則的結構，就針對步

兵準則而言，因讀者是職業軍人，且是以電子刊物或書本發行又無法

上架銷售，因此準則內容要表達是以步兵部隊現況與作戰實務為主軸

，要達到簡單、明確、易懂且具有針對性，步兵幹部都能融會貫通運

用自如，故作者要全方位思考確保整體效能發揮為目標，特需注意事

項如下： 

一、掌握初稿完成時間： 

主編教官自接任編撰準則的任務，需確遵準則期程管制，何時

完成編修大綱，從現任教官中挑選出學、經歷符合此次新編準則層

級的教官實施編撰並完成編修作業組的主編、助編、協編人員選定，

完成初、複審的編組表，研討準則綱目的結構，完成各級審查後，

才能確定編審進度預訂表，並依照編審進度完成初審、複審、聯合

審查、審定作業與教準部最後校稿後以完整書稿呈報。 

二、確定部隊使用層級： 

機步部隊成軍後歷經戰備兵棋推演、準則驗證與戰力評鑑，作

戰參數已相繼的獲得，經由機步旅的準則頒布，各級依照層級完成

機步營、連、排與班的準則；編纂時必須研究敵軍與我軍相對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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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裝與戰術戰法實施全般性的討論，針對現役部隊的作戰需求，經

過持續的研討與驗證，才能讓部隊戰訓時有適合的準則可資運用。 

三、瞭解敵、我軍編裝： 

編撰準則直前，要依照準則使用的層級，瞭解敵軍、我軍相關

層級部隊編裝與戰術運用，才能研究「因地制宜、因敵致勝」克制

敵軍的戰術，新編準則若為機步班的層級，就必須針對共軍相對機

步班(排、連高兩階)的編裝、載具與武器等深入探討，以充分瞭解

作戰時，敵軍上級作戰支援能量，使基層幹部在狀況處置時，對於

出現在戰場上之增援部隊，能有效認識敵軍增援部隊類型，作先期

有計畫的應變措施。 

四、正確使用軍語與名稱： 

目前本軍機步部隊所使用的 CM33 裝甲人員運輸車或共軍的新式

ZBD-09 8x8 輪式裝甲車其乘載戰鬥人員、車裝武器、彈藥攜行量、

戰術與戰法運用部分，編撰教官應有正確的瞭解與認知；例如：國

軍 M2-QCB 式 50 重機槍，美軍名稱為 M2-QCB 0.50 英吋重機槍，同

一種武器卻有不同名稱，準則必須以武器、裝備操作手冊中所使用

之名稱為主，尤其資訊發達，幹部經常有機會參閱許多網路資料與

軍事書籍，易將將民間的用語，當成軍語來使用，將會造成幹部認

知上的錯誤與混淆。 

五、準則內容言簡意賅： 

準則中傳達的理念或概要是明確而單純的，不可一個標題之下

要表達數種觀念或思維，所以在表達上越單純越好，表達單一主題，

則能更加深入該領域；對於不同類型內容，則依其類型再實施分類，

使讀者在閱讀上能產生區隔與層次感，達到簡單易懂的要求。 

 

肆、準備工作 

編撰準則其準備工作是嚴謹的，區分「前置作業」、「計畫執行

」等二階段執行，周詳準備將可達到確實、周延、適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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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下層級相互銜接： 

新編準則最重要是掌握發行對象與部隊層級，步兵所編撰之準

則其主要對象是機步、步兵、反裝甲部隊等；並應考量協同作戰時

相互配合之相關兵科軍、士官具備之專業知識；其中最重要的戰術、

戰鬥、戰技、戰具視其不同層級，應由上級對下級逐級指導，下級

對上級的指導要項要有達成任務的積極作為，方能確保準則能相互

連貫與銜接，作有系統的表述，才不會發生脫節情事。 

二、條文研究範圍： 

準則條文要確定目標與範圍，主編要編撰適合部隊運用的準則，

最重要的是將部隊演訓與平時教學授課過程中的疑慮，透過理念、

數據、圖或表來闡述，要強化其深度與意涵，使讀者在閱讀時能夠

鎖定實際需要條文內容。 

 

三、編撰任務編組： 

研究準則發展體系時，應考量每年度編修類型與數量，同時預

先培養主編教官使其有心理準備，儘早展開先期作業，並召開編撰

準備會議，挑選教學經驗豐富與部隊經歷符合之教官擔任助編與協

編，並將全組主任教官納入編組，協助教官實施編審作業，完善的

準備工作是奠定編修成效的基礎；實施編修作業時即可依循計畫管

制，依期程完成要求進度與品質。 

四、擬定編纂構想： 

為達成「準則」指導戰術運用之目的，以「聯合作戰」為核心，

藉準則發展、驗證回饋、管理與運用等程序與流程，檢討準則是否

可以滿足未來戰訓需求，並藉各項演訓參數，賡續執行準則修編，

精進準則發展工作、明確劃分準則編撰(修)權責，實施準則研編，

再依編審作業程序，全程管制嚴格執行，期使未來備戰工作有所遵

循。 

五、編纂作業階段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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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之準則要依照其特性以專案編組方式實施編修作業；

「準則編審指導委員會」為準則發展、研編之指導單位，教準部遵

照司令部所頒編修實施計畫，指導、協調、管制各相關執行編纂作

業如期如質完成，階段區分如下： 

(一)前置作業階段： 

兵監(中心)須從初始「研究評估年度新(編)修準則」至「編修

構想及綱目審定」與「確定年度準則編修計畫項目」等步驟，管

制完成各項作業，作為準則編修方向、準則配賦、編纂期程管制、

預算運用與獎勵等依據，以奠定準則編審基礎。 

(二)計畫執行階段： 

兵監(中心)須從準則「書稿編撰」至「完成印頒」等步驟，管

制完成各項編審作業，落實準則書稿逐級審查，充分發揮審查機

制，以確保準則編修如期、如質完成印頒。 

(三)特別規定： 

1.準則配發標準： 

兵監單位於擬訂「編修指導」時，應依各使用單位實際需要檢

討「準則配賦標準」，核算基本配賦數(如旅、營、連級或主協

編人員等)，作為「準則配賦表」之依據。 

2.主編資格要求： 

為提升準則編審標準，各編撰單位應審慎考量主編資格，確依

主編教官學、經歷，填寫於「準則編審執行單位編組」備考欄內，

以利審查。擔任主編人員須完成離(調)職管制，不可隨意更動，

避免影響準則編修作業；若主編發生異動人事調整時，無法持續

完成編撰工作，單位應先行完成接續執行規劃，並呈報業管單位

核備。 

(四)準則編審期程預劃： 

兵監(中心)應依計畫規定印頒時間為基準，提前 3 個月作為前

置作業時間，以完成審定為原則，視準則內容繁簡、難易適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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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複審、初審與編修作業時限，以達到按期程完成編修任務。 

(五)聯合審查作業要求： 

準則編修在各作業階段時，均應依內容及屬性函請司令部相關

處、室及有關單位(指揮部、機關、部隊、學校、廠庫)業管及友

軍單位，提供審查意見及政策指導，使其更加周延。 

六、編撰資料蒐集： 

蒐集資料應包含各新式武器與裝備的運用，參考上級或相關兵

監編撰準則之理念、精髓、表達方式、結構、脈絡與歷年相關類型

層準則審查作業時之指導要項等，並透過整理、分類與注釋完整記

錄。 

七、大綱擬定： 

準則要表達的要義涵蓋範圍廣泛，要掌握重點與範圍，所有綱

目均要環繞主題重點，讓幹部能夠簡單快速的閱讀相關條文。部隊

使用層級的不同會有不同的大綱格式，營、連、排及班層級的不同，

格式也會不同；要綱、教則、教範或手冊所呈現的方式也會有所差

異；主編可視部隊現況適時調整，以利大綱的結構能夠嚴謹與完整。 

八、條文表達程序： 

條文表達部分，就以攻擊章節實施說明，條文內容的表達須依

照攻擊作戰的階段來循序漸進，攻擊區分攻擊準備與攻擊實施兩階

段，內容說明就須以攻擊準備的進入集結地區、接敵運動與分進、

展開等實施分項敘述；另待通過攻擊發起線後即為攻擊實施的開始，

又區分為：攻擊前進、衝鋒、陣內戰、鞏固與整頓及擴張戰果等順

序分別敘述，必須符合作戰程序，以求完整周延，才能讓讀者有依

據可循。 

 

伍、精進作法 

經歷數次準則編纂任務，在此期間與相關專業教官對準則內容意

見交換，發現若干編纂作業時未注意到的問題，在此提供下列相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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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要求標準給往後的編纂教官作為參考，避免再發生相同的錯誤，也

可以增加教官在編纂準則時的順暢度及完整度。 

一、強化實戰模擬累積經驗數據： 

目前步兵高價值裝備均配賦模擬器可供驗證與運用，尤其是戰

鬥教練時運用雷射接戰系統、戰甲車模擬器與各式射擊模擬器所獲

得的數據，來修正現行作戰參數，雖無實際作戰經驗，但利用現有

各式模擬器來強化部隊實戰模擬的經驗，並將其經驗累積成有參考

價值的數據，這也是編撰準則時參考的重要資料。 

二、融合美軍與相關國家作戰經驗： 

本軍的作戰方式部分是參考美軍的作戰經驗，而美軍都是以境

外攻勢作戰為主，其實本軍更應融合與美軍作戰之相對國家抗衡經

驗，例如美、伊戰爭，伊拉克如何去抵抗美軍的地面作戰，伊拉克

雖然戰敗，但探究其戰敗的原因，本軍在戰備上是不是也有這些問

題，深值研究與借鏡。另可參考美軍退役將領的回憶錄，例如：伊

拉克戰爭美軍總指揮官湯米弗蘭克斯上將回憶錄(美國士兵)中寫了

很多有關於戰役中的作戰方式均可作為本軍的參考資料，故準則的

內容可將其相關作戰經驗轉化為我軍準則編修時重要參考，以降低

未來防衛作戰時的戰損。 

三、準則強化軍、兵種聯合作戰能量： 

步兵現行準則大部分是單一兵科協同作戰的思維，其內容對於

強化軍、兵種聯合作戰的概念，未來在準則編撰初期應納編海、空

軍與陸戰隊教官一同研討，並適時將準則書稿內容轉頒至有關軍、

兵種部隊實施驗證，以強化兵科準則對於軍、兵種聯合作戰的概念。 

四、增加運用彈性適應突發狀況： 

部分準則內容易陷入舊準則格式與內容的約制，而影響修正的

精度，要完成適用的準則，必須將新武器、新裝備、新觀念、新思

維都要納入，研究其新的戰術戰法與運用上的彈性，方能適應作戰

時因新的變數加入戰爭中而產生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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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節、款、條區分要領： 

初次編撰準則時，對於如何區分章、節、款、條一直無法抓到

訣竅，經多次深入研析實施計畫後，才瞭解編撰大綱時需將第一章

總則、第一節通則、第一款要則與第一條要旨等相關規範依序納入

準則中，才可按要求標準完成各章、節、款、條的敘述。 

六、總則、通則、要則及要旨撰寫要領： 

總則為全書之首章或某篇之首章，通則為章之首節，要則為節

之首章，要旨為節、款之首條；總則下不宜接通則，通則下不宜接

要則，要則下不宜接要旨；若無記述之必要，可不勉強設計此一標

題。 

 

七、圖、表格製作： 

製作各章節圖、表時，首先需將圖、表所要闡述的內容確實瞭

解後才能律定標題，確立標題後，依其主題製作內容與選定底圖，

並開始依序繪製各式圖、表： 

(一)作戰圖：(如圖 1) 

首先需確定使用底圖範圍，瞭解攻擊、防禦、搜索、尖兵、哨

各類課程內容，再參考陸軍基本戰術圖解中所規定的格式，集結

地區符號的呈現、攻擊發起線與統制線的標示、攻擊發起時間(日

/時/分/秒/時區/月/年)的繪製要領、行軍序列的隊形、攻擊及行

軍目標的選定、兵棋符號長寬比例為 5：8、戰鬥地境線的延伸等，

都需依照標準格式來繪製，其間要經過逐級的審查，持續的修訂

最終才完成各類作戰要圖。 

 

 

  圖 1 作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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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二)示意圖：(如圖 2) 

以圖示的方式作表達，主在說明內容較為複雜的事物、原理及

具體輪廓而繪製成的略圖，使讀者加深其印象，增加腦海記憶，

並於作戰時間不足時，可依其印象先期繪製示意圖後，待時間允

許時，再行重新調整繪製適合此次作戰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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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示意圖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三)圖文表格：(如表 1)  

圖文表格說明時，必須依照格式完成，文字敘述內容必須能說

明圖例所要表達之意涵，若平時文字敘述有關於作戰戰力、空間、

時間等作戰相關要項不易說明清楚時，可先以繪圖的方式來呈現，

也就是可讓閱讀者看完後可瞭解內容全貌後，再研究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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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圖文表格                  

機 步 1 營 指 揮 官 初 步 作 戰 企 圖 圖 解 

任務 

營任旅之掩護部隊，先期出發控領西螺溪

上橋樑與南岸要點，相機殲敵一部，削弱

敵戰力，掩護旅主力機動與攻擊展開，以

利爾後作戰。 

繪製人 

 

重要 

行動 

(KT) 

1.先敵機動。 

2.偵察。 

3.確保。 

4. 制壓與火力支

援。 

5.殲敵。 

 

所望 

戰果 

控領西螺溪上橋樑

與南岸要點，相機

殲敵一部，削弱敵

戰力。 

初步作 

戰概念 

營以開創旅主力機動空間為目的，以一部任掩護部隊先

期出發，控領西螺溪上橋樑及南岸要點，以積極行動，

偵搜並摧毀敵軍重要資材遲滯敵軍進展，機動間若與敵

遭遇，先敵佔領地形要點，相機殲敵一部削弱其戰力，

掩護旅主力機動與攻擊展開，以利爾後作戰。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四)文字表格：(如表 2) 

文字表格很單純就是以文字敘述表格化來說明內容，有時單純

文字說明無法表達清楚時，就以表格作對照再加入文字來敘述，

或者必須增加評分表時，就以加減分的方式來作對比的輔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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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獲得很有用的成效。 

 

表 2 文字表格 

（ 全 銜 ） 機 步 排 戰 鬥 射 擊 測 驗 評 分 表 

受測 

單位 
 

時間 

地點 
 

主官 

簽章 
 

區分 項目 評 分 標 準 配分 扣分 
得 

分 

所 見

事 實 

戰術

成績

50％ 

集 

結 

地 

區 

動 

作 

戰備檢查是否依程序實施？(未實施不給分；

程序錯誤或漏項，每項扣 1分) 
5  

  

是否依規定採取疏散掩蔽，並派出哨兵實施警

戒？(未實施不給分；未依要領操作，每項扣

1分) 

5  

武器、裝備、彈藥是否依規定攜行？(未攜行

不給分；漏項或不足，每項扣 1 分) 
5  

人員、車輛是否依規定實施偽裝？ 

(未完成不給分；未確實者，每項扣 1分) 
3  

命令下達是否按命令五段格式下達？(未實施

不給分；未依格式或漏項，每項扣 2分) 
10  

戰 

鬥 

指 

揮 

動 

作 

射擊時是否依排(班)長射擊口令實施射擊？

(未依要領實施或漏項，每次扣 1分) 
6  

狀況處置時是否適切？且將當前狀況及處置逐

級回報？(未依要領實施或漏項，每次扣 1分) 
6  

射擊陣地佔領是否符合戰鬥動作要領？ 

(未確實或不符合，每次扣 1分) 
4  

排長是否利用無線電話機及旗幟、聲、視號實

施各項指揮掌握？(未實施不給分；未確實或

不佳，每次扣 1分) 

6  

射擊

成效

50％ 

車

裝

武

器

射

擊 

40公厘榴

彈機槍射

擊成效 

距離 得分 小計 

30    

600M  

 
550M /   /   

500M 
/  /  

/ 

7.62公厘

同軸機槍

射擊成效 

距離 得分 小計 

20    350M /  /  / 
 

300M /  /  / 

合 計 100    

批示  成 績  

    資料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八、彙整審查意見： 

編纂準則主編教官通常會發生的問題，是審查時極短時間內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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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意會長官指導之真正意涵，通常會產生領會的程度與指導者的想

法有落差，其主要原因是撰寫教官本職學能問題與指導者在時間有

限下意見表達欠完整，令作者無法意會問題核心，以致容易遺漏或

誤解指導者問題的癥結點；這時主編最好解決問題的方法，是準備

一部錄音機，會後慢慢重覆的聽直到完全理解後再實施修訂作業，

因此，整理審查意見與修訂審查意見是一樣重要的。 

九、編輯與排版： 

回憶編纂第 1 本準則時，在審查會議中請作者於某個章節中需

增加圖片或表格以彰顯內容要義；修正作業時發現插入 1 張圖或表

格，會讓整個排版全部亂掉，歷經數次的研究與討論，發現 OFFICE

軟體可以設定相關格式，利於編纂排版。希望經由這篇文章能夠提

供未來負責編纂準則的教官排版作業時之參考。 

十、錯、別字修正： 

在編纂的同時也經由主、助、協編持續實施修正，各章節完成

後，可以協請部內相關受訓班隊實施校稿，士高班、官分班等班隊

針對連、排與班等階層準則，軍官正規班針對營階層準則實施條文

修訂與錯別字校正，書稿完成後再與上級編譯員實施校稿，自己的

底稿一定要保存妥當含電腦檔，以防書稿紙本突發不意遺損；另後

續修正應依各單位聯審意見迅速修正，修正後應再次實施校稿檢查，

直至發行為止。 

 

陸、心得體認與經驗分享 

一、周詳準備增加作業彈性： 

準則編纂主編很容易陷入一廂情願的想法，疏忽法令、規定、

要求標準、限制及其他主、客觀因素埋頭苦幹，所以必須在編纂前，

完成各項資料的蒐集，舉凡參考資料、部隊驗證狀況、新式武器效

能等，這些都是先前的重要準備工作，這樣有周詳的資料準備才可

以讓主編在編纂時如虎添翼，增加其作業時的彈性及運用。 



 

第 59 頁，共 145頁 

 

二、多看書以融入戰場景況： 

作者在職進修畢業前有關於學術論文的撰寫，幸於任職教官期

間的準則編纂經驗，培養出閱讀軍事期刊與軍事著作的習慣，使研

究所的畢業論文能夠有效率的完成並取得碩士學位；建議未來新編

準則之教官應多閱讀相關戰史、專業著作與軍事刊物來提升自己的

本職學能，並將部隊歷練實務經驗與專業學能納入準則條文中，以

儘量符合準則的基本要求。 

三、指導意見應該確實領會： 

準則編纂期間通常會經過無數次的審查、研討與賡續的修正作

業才能完成書稿；逐級的審查與指導意見，有時會對作者激發出一

種新的啟發或思維，偶而會遇到瓶頸，但也因為有的審查意見具有

撥雲見日的功能，才可讓我融會貫通突破困難點，若發現意見相左

的情形，也是編纂教官討論的題材，千萬不要閉門造車，對於各級

審查意見，一定要經過深思熟慮後才可修訂及回覆審查意見。 

四、有問題要立即尋求解決： 

在編纂期間曾發現很多參考資料及數據和現行新式武器參數、

裝備形式有出入及異同的情形，千萬別陷入死胡同中，應該立即跟

相關編纂人員實施討論與研究，以尋求最適切的方式與答案來納入

相關準則條文中，必須取得相同的共識才能依期程完成編纂的任務；

在此建議往後的編纂教官在編修期間，一發現問題一定要立即提出

討論，別一相情願的封閉在自己腦海中而無進展，導致編纂進度延

宕。 

五、多重任務下心理的調適： 

擔任編修準則的教官，平時任務有授課、部隊輔訪、戰備測考、

新兵鑑測、接裝測考等；而準則編纂的主、助、協編教官，要在這

麼多重疊的任務中依期程完成編纂任務是很困難的，尤其是面對各

項任務接踵而來時的壓力，常會有不知所措的感覺，所以任務輕重

緩急的分配跟心態的調適是擔任準則編纂教官所必須努力去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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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必須擁有健全的心理素質作為後盾，才能依照期程規劃持續完成

相關的編纂任務。 

六、時間壓力下的任務調配： 

從新編準則的任務開始到完成書稿，這期間學會了如何利用現

有零碎空閒的時間來完成編纂任務，依照進度來完成編纂或把編纂

進度提前，雖然很辛苦，但卻有著很多的收穫，這也是準則編纂傳

承所獲得的寶貴經驗，這篇文章中敘述很多的時間運用規劃及窒礙

問題的解答，期待可作為往後準則編修教官實施編纂時的參考與依

據。 

七、堅定價值信念力求完美： 

軍旅生涯中，個人有幸負責編修準則，這也是我終身的驕傲，

編纂期間從各編修教官的編組、編修構想及大綱的擬定、條文內容

的修飾，一直到最後錯別字的修正，都是經過無數次的討論及反覆

的修正才能完成書稿，也因為準則的編纂工作，造就我個人凡事都

要做到最好、最棒的心態，而且又可將自身在基層部隊的經驗累積

運用在準則編纂的任務上，並提供部隊當作參考，最終讓自己成為

一個有堅定信念及完美的國軍軍官。 

 

柒、結語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者應嫻熟發行宗旨與部隊運用層級

，深入探討專業領域，專注學術研究項目、設定目標、詳實紀錄研究

過程，並將研究全般事宜由兵科專業研究轉為學術論文發表，而新編

準則絕不能陷入一廂情願的想法，須遵守準則編修規定與符合標準格

式，但最重要得就是準則內容要符合現今部隊作戰運用的需要，能有

啟發幹部戰術素養與部隊訓練，這才是實用的準則，更是奠定軍事行

動勝利的重要基礎，期待本篇文章可使未來新編準則的教官參考運用

，編纂出更能符合部隊實用性的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