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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49年，國民政府來臺後，各軍事院校教

育就在60多年前開始鳴槍起跑。近年來，由於

全球化、資訊化、市場化的浪潮，造成社會變

遷快速與資訊爆炸，無形中衝擊著每一所軍事

院校。雖然，處在這樣一個動態演變、混亂多

元的年代。然而，軍事院校的教育目的，仍然

承襲過往的方式，藉由「訓練」來自社會不同

的群體、帶著不同的需求、擁有與軍人矛盾和

對立思想的社會青年，祈使渠等高中應屆畢業

生（四年制的軍校正期生）、大學以上畢業的

學生們（專業軍官、大學儲備軍官），在接受

軍校教育後，能在思想、知識、行為等等，蛻

變成具備初級軍官能力的目標。

普遍認知，一般民間大學充斥著動態多元

的資訊、自由風潮。反觀軍事院校不同於一般

的民間大學，軍校相對較為封閉、缺乏彈性。

然而，相對於軍隊各個單位，軍校相對就開放

許多。原因在於，軍校本身連結著許多龐大

而複雜的組織系統，如行政團隊（校部、友軍

單位、司令部）、教學團隊（教學單位、軍事

訓練友軍單位）、學習團體（社團、校際交

流）、社區團體（里、社區、民間團體）等

各種次系統的情境下，產生彼此之間的交互

影響。基於此，研究動機認為「混沌理論」

（Chaos Theory）很適合用來解析，剛從民間

社會，初步踏入海軍軍官學校的學生－四年制

軍官養成教育的正期班。其初級軍官型塑過

程，是如何從一個較複雜的社會系統，經過海

軍官校基本學養、本職學能的孕育，無形中發

展成為一位優秀合格的海軍初級軍官。誠如

Henry Adams所說：「有序培養習慣，混沌塑

造生命。」文末筆者嘗試，針對專業軍官、大

學儲備軍官等初級軍官之型塑過程，提出個人

建議與看法。這對現代教育所提倡的「以人為

本」、注重創造性培養的教育改革也有很大的

幫助。

貳、「混沌理論」之意涵

「混沌理論」是20世紀末自然科學領域的

一項偉大科學革命。它與相對論與量子力學同

被列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現和科學傳世之作。

它不僅是重要的理論，更是研究非線性系統

中，內在隨機項的變動，所引起的一種貌似無

規則，實則有規則的複雜現象的重要工具，也

是線性－非線性思維方式轉變的理論基礎。可

以說，混沌無處不在，儘管它在一些系統中表

現不明顯，但它確實存在於所有系統。誠如克

里克（Cleick）指出：「自然界一些模式空間

排列有序，但時間演化上可能無序，反之亦

然。」因此，混沌概念的提出，使得人們能將

許多複雜現象看作是有目的、有結構的行為，

而不再是某種外來的偶然性行為。

一、「混沌理論」之源起

「混沌」英文是chaos，人們常會從語義習

慣中去解釋「混沌」，然後將「混沌」與完全

混亂、偶然和無政府狀態聯想在一起。現代漢

語詞典對混沌作了兩種解釋，一是指宇宙形成

以前模糊一團的景象；二是形容糊裡糊塗、無

知無識的樣子。其實，「混沌」是一種關於過

程的科學，而不是關於狀態的科學；是一種關

於演化的科學，而不是關於存在的科學。誠如

《易經》宇宙論及古希臘哲學家對於宇宙之源

起皆持混沌論，主張宇宙是由混沌之初逐漸形

成現今有條不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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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資訊化、市場化的浪潮，造成社會變遷快速與資訊爆炸，無形中衝擊著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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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而今，不論是東西方的人們，都試圖

以各種不同角度和方式去詮釋這個世界。直到

量子力學和混沌理論典範發跡之時，才發現原

來真相並非永恆不變的，而且工具發明的速度

可能永遠跟不上欲探討對象的改變幅度，解釋

永遠有其限制。1963年，氣象學家愛德華．洛

倫斯（Edward Lorenz）在一個偶然情況下發

現，氣象預測中一個微小的資料誤差，會帶來

與原來截然不同的結果，在經對多方面進行研

究後，率先提出混沌的概念。1984年，普里高

津（Prigogine）及史登格斯（Stengers）將

混沌相關概念匯集成論；1987年，詹姆斯．格

列克（James Gleick）出版《混沌理論：新科

學的誕生》一書後，開始帶動混沌理論的研究

風潮；而西麗寇（Cziko）更是將混沌理論應

用於教育研究的先鋒。

「混沌理論」分為兩大派別，其一是主張混

沌現象發生於產生秩序的前兆，兩者之間相互

呼應，而非互相排斥；另一則是強調在混沌狀

態中即隱藏著秩序，兩者並無先後秩序之別。

無論派別為何，1990年代以後，「混沌理論」

對科學就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尤其與傳統理念

大相逕庭的基本假定。它成了新的科學典範，

否定了巨觀世界拉普拉斯（Laplace）的決定

型因果律。「混沌理論」提供「非線性」典範

（nonlinear paradigm）的思考方式，強調混

沌和秩序共存的概念，主張以整體、全面和變

易的角度與心態，去看待事件和現象。綜上顯

見，科學家們發現「混沌理論」的一些新的模

式、新的結構、新的秩序模式，也明白在無秩

序中隱藏著潛在的秩序。

二、「混沌理論」之特徵

混沌運動的背後隱含著一系列的內在規律，

「混沌理論」的科學性和創新性，使它成為21

世紀科學（包括教育科學）研究的理論基礎。

「混沌理論」有自己的關鍵特徵，透過這些特

徵來解釋「混沌理論」本身。本文從研究需要

出發對以下幾個「混沌理論」關鍵特徵做初步

探討如后：

（一）耗散結構

耗散結構（dissipative structure）是一

個開放系統，隨著內部能量的消長，必須隨時

與外部交會而產生新形態。在耗散結構中存著

不同的次系統，其關係乃屬非線性。系統內的

非線性變因（內隨機變因）是混沌產生的根

本。具有內隨機變因的系統我們稱之為非線性

系統（混沌系統），否則就是線性系統。耗散

結構也非穩定系統，有時會陷入混沌暴亂的情

境，基本上，它是一種不穩定到崩潰再到重組

的更新過程。耗散結構是「混沌理論」對於現

存系統特性的主張。

（二）蝴蝶效應

「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又稱

為敏感於初始條件（sensitivity to initial 

conditions），即對整個系統的發展和蛻變，

對微小初始條件有相當程度的敏感，系統的變

遷是非線性和難以預期的。其次，敏感於初始

條件，具有積極創造的成分，可促使系統因時

空變異，締造出適宜的系統型態，免於系統崩

潰的危機。

（三）奇特吸引子

吸引子本身是穩定的，即使系統稍微變動，

它也改變不大，它仍控制著初始條件的運動

特徵。不管初始條件是什麼，當它們接近吸

引子時，其狀態就會穩定下來。奇特吸引子

（stranger attractor）的特性是，震動外邊

有嘈雜與不規則的小幅度出現，但系統在總的

行為上仍顯示出長期穩定性。奇特吸引子具有

無窮嵌套的自相似結構，從層次關係上看，部

分與整體具有結構上的相似形，並具有真正動

態系統空間內的普遍特徵──整體穩定而局部

不穩定。

（四）回饋機制

回饋的作用，就是通過進行一些使現存狀

態產生不穩定的操作，與引人新的模式，來

放大系統偏差。換言之，回饋機制（feedback 

mechanism）產出的結果回饋到系統而成為新

的輸入，形成回饋圈（feedback loop），當

系統外部環境或測量量尺變動時，將引發系統

產生自我組織（self-organizing）和轉變，

使混沌狀態逐漸變成穩定狀態。

三、「混沌理論」之啟示

（一）耗散結構之啟示

以開放的系統規劃，結合內、外不同學習資

源體系，隨著運用（應用）頻率的消長，自然

產生不同的使用強弱度，並隨時間與空間的遷

移，形成其適合的運作體系或產生新的應用型

態。

（二）蝴蝶效應之啟示

關注起始點的條件，因為其影響對系統的發

展與改變往往是不可預期的，如階層的文化、

授權的程度、資訊的正確性之判斷等。上述這

些都需要以實際狀況與需求出發，考慮多種可

能，以確保學習資訊及品質，以避免學習系統

崩潰的危機。

（三）奇特吸引子之啟示

由於吸引子的行為是非線性且混沌不明的，

所以規劃與推動階段，需時時留意，找到組織

中的奇特吸引子，或許在系統中有一個或多個

潛規則，它們都將成為影響系統運作的重要因

素。

（四）回饋機制之啟示

學習活動需能產出結果，可能回饋到另一系

統成為先備資訊（知識），也可能連結到另一



014  

N A V A L  O F F I C E R  

015  

思維的  學術的  人文的

海 軍 軍 官

No.3
Vol.37

從「混沌理論」探究海軍初級軍官軍事學養之型塑過程－以海軍官校為例

系統整合成新的資訊（知識）；並需能同時重

視正回饋和負反饋，同時，為把此機制運作導

向預定的目標，必須對所有偏離目標的行為加

以調節和控制。

參、海官校學生軍事素養與基本

能力之培養過程

海軍軍官學校教育以「哲學、科學、兵學」

為內涵，旨在培養學生能迅速接受及運用海軍

新興載台，裝備、武器、偵蒐器與有關之情監

偵系統，使渠等具備前瞻海軍科技發展之遠

見。並以能陶冶學生具有領導統御及組織、科

技運用及發展、推理分析及表達、身心健全及

調適、海軍基礎作戰等基本核心能力為教育目

標。同時，考量職場、任務及角色之特性，設

計完整的學系教育、全人教育、品德教育及軍

事訓練，意在為海軍培育具有海洋人文素養的

優秀指揮官人才。是故，海官校教育除一般大

學課程及領導統御的基本技能外，更要學習海

軍的專業知識。簡言之，海官校四年的嚴格養

成教育，其中透過學習幹部制度，學習與觀察

被管理，以及從初級管理者至不同階層學習幹

部管理的實務與技巧。有關海官校學生四年的

軍事素養與基本能力之培養，分述如后：

一、入伍訓－蛻變的開始

軍校聯合入伍訓練是以陸軍官校為起點，入

伍的第一天，所有人換上迷彩服。之後，到集

合場排隊剪頭髮，讓原本多樣化的髮型「萬殊

仍歸一本」，即大家一個接一個地剪一樣的髮

型－三分頭。這段入伍訓練，是將平民氣息轉

變成軍人氣質的重要歷程，也是正式踏上軍旅

生涯的第一步。八週的入伍訓練課程，有生活

教育與軍事教育之要求，課程安排包括：調適

教育、軍人武德、認識共軍、愛國教育，以及

一般課程、兵器課程、戰術課程、心戰課程等

基本軍事訓練課程。目的在使這群入伍生建立

軍人基本的本職學能、國家觀念，與熟悉相關

軍事基本戰術動作，置重點於使這群入伍生能

成功的由「民轉變成軍」。

此外，入伍訓千滋百味，如三分鐘刷牙、洗

臉、漱口、戰鬥澡；一塊可以洗頭髮、擦遍全

身的美琪香皂；「頭上插滿草，山上滿地跑」

的室外偽裝課；還有令人感到震憾的打靶和手

榴彈投擲、一堆要背誦的口令詞與唱不完的軍

歌、夜間照明要領、汽油彈與火磚製作、不斷

地行軍、震撼教育（入伍訓中的震撼教育，如

圖1）等。

入伍訓練雖說是訓練入伍生體力、耐力和

從民轉軍的一個痛苦過程，但它其實也有些

「簡單的幸福」，如：每週六安排到中正堂看

電影、偶爾會上營站吃零食、三軍九校院慰問

時有難得的飲料和零食、期待看到家人的懇親

會等。八週的入伍訓練，入伍的海軍官校生們

「從懵懂、稚嫩到軍人氣質初現」。除透過訓

練在外表上學得了當一個軍人的基本能力外，

在心智上的磨練過程中，也逐漸地成長，散發

出軍人氣質。

二、新生隊到老生隊

海官入伍生在入伍訓八個禮拜期間，受到各

種壓力與限制的環境下，學會了如何忍耐、瞭

解了服從、明白了互相幫助，終至體會團結合

作的重要，並開始建立「年班精神」。入伍結

訓後，海官入伍生穿著白丙坐著軍用巴士回到

海軍官校報到（海官入伍生完成入伍訓練後回

到學校，如圖2）。此時，他們已經是一個從

一開始懵懵懂懂的民人，轉變成具有軍人氣質

的軍校生。

（一）新生隊

圖1　入伍訓中的震撼教育

海官入伍生回海軍官校後，舉行「進校儀

式」，包含「升旗（年班旗）及授徽（校徽）

之禮」。新生在校旗隊、軍樂隊，及全體四年

級的引領下進入校門，二年級夾道歡迎，先由

校長在「精忠巨桅」主持一～四年級年班旗

升旗典禮，後由總隊長於中正台前主持校徽授

予典禮，在其左胸授予校徽與肩上階級後，他

們即為海軍官校一年級「新生」（總隊長為入

伍結訓的海官生授徽，如圖3）。從接下校徽

那刻起，各種規矩都要重來，陪伴著「新生」

的就只有遵從、服從上級。他們集中在一起，

圖2　海官入伍生完成入伍訓練後回到學校

圖3　總隊長為入伍結訓的海官生授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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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新生隊」。「新生隊」有許多紀律、禮

貌、責任、團結必須學習，如：每日升降國旗

的時間；走路時手掌要攤平伸直；遇最高標準

的內務要求；不鏽鋼洗手台要用菜瓜布跟鹽酸

刷到可以看到自己的長相；地板的每一寸（含

床腳、桌腳）都要打蠟；每個地方要準備3－5

張校閱衛生紙（一般衛生紙對摺三次後，用熨

斗燙過，並將多餘的邊剪除，形成小長方型衛

生紙）供校閱者檢察；用餐時間，部隊集合，

還要由學長帶隊唱歌答數進餐廳；學長姐最常

處罰學弟妹的，就是繞跑資陽艦一圈。這些要

求，目的是要從生活中的每一個習慣和行為，

將這些新生由內而外徹底改變成為一位官校學

生。

為輔導新生，學生總隊由最高年班中挑選

品學兼優、富有愛心及熱忱的學長（姐）擔

任學習幹部。主要目的在幫助新生「奠基、定

型」，使這一群新生，從基本的軍服穿著、行

進姿態、清潔保養要求等開始（新生隊學習幹

部教導新生整理服儀，如圖4）。在嚴格的教

育及規律生活中，能迅速瞭解海軍官校，並且

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來適應環境。

新生生活教育是海軍官校四年生活中，甚至

是未來海軍生涯，相當重要的階段。新生在校

除接受一般課程與軍事訓練外，藉由日常生活

的形式規範，由內而外、潛移默化的方式，培

養成為未來海軍幹部的人格、儀態及精神。

（二）老生隊

新生隊解散後，新生被編配到學生總隊各中

隊，成為「老生隊」的最低年班。各中隊有獨

立的生活區域，以年班混合編隊為原則，寢室

內4人為一間，有不同年級學生，又依照年班

高低稱「室老大」、「室老二」、「室老么」

等。混合編排主要目的，在使各年級學長、

學弟都能彼此認識，學的是態度，培養的是情

感。也就是說，培養階級倫理，進而培養年班

及錨鍊精神。

在中隊的生活中，學長照顧學弟，學弟尊

敬學長，學長與學弟間食同、住同、作息同、

甘苦同。高年級學長除可在不影響常規作息的

情況下，採取簡短而重點的機會教育方式外；

無形中培養年班間良好的人際關係，明白應對

進退的禮節，瞭解被領導人的心態及培養服從

性。所以，每一位在「老生隊」中，在適度的

壓力過程中塑造責任、服從與榮譽信念。所學

習到的待人處事態度，都是將來畢業後服務艦

隊的基礎。

軍校一年級掛的是「血汗槓」，除了課堂

壓力外，許多公差必須由低年級擔任，學習服

從，同時也訓練體力與耐心，如：陸操課訓練

軍人儀態、氣質；體能訓練各員體能和體力；

精神十二要項(雄壯、威武、嚴肅、剛直、安

靜、堅強、確實、速捷、沉著、忍耐、機警、

勇敢)；一年級暑訓時，學生們要學習游泳、

操舟、駛帆等海上生活技能科目（一升二的暑

訓學生須完成泳訓測驗，如圖5）。

三、磨練與成長

在人的成長過程中，「知識和體魄」缺一

不可。海官生升上二年級之後，即能升任為

學長。雖然升任學長這個身分，生活中少了許

多保養工作，自己運用的時間也增加了許多。

所以，各系開始傳授專業的課程，使在自己選

擇的知識領域中，更上層樓。對於喜愛的社團

活動，可以更盡心盡力的去發揮所長，發揮創

意。此外，也要開始思考自己的未來走向，並

於學年結束時，選擇海軍、陸戰分組。

升任學長，在二年級海官生內心裡，皆能體

驗到當學長的榮耀。但同時也須要學習如何輔

導、管理學弟的技巧，這是一般課業上所學不

到的經驗。二年級海官生要學會自理能力和意

志，學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也要慢慢學習照

顧身邊的人。因此，二年級海官生要能獨自面

對問題，自我反省、自強不息，發揮潛能與人

相處、逆境解難、自律守紀，都是成長過程中

必須培養的良好品質。

四、領導能力培養

（一）學習領導－三年級

三年級是學生進階的橋樑，掛上第3條金色

的槓，責任與義務亦隨之增加，次高年班除了

必須輔佐最高年班學習幹部，為他們分擔部分

所賦予的任務外，更要輔導一、二年級的學弟

妹們的諸多學習歷程。學習領導技巧與規劃工

作的思維，利於最高班遠航訓練期間，擔任代

理學習幹部工作。

學習領導的三年級學生必須要面對別人不會

有的壓力，而成功度過多重角色挑戰的關鍵，

就是知道何時該戴上哪一頂帽子，然後享受這

樣的挑戰（海官校三年級多重角色挑戰，如

圖6）。領導是需要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好的能圖5　一升二的暑訓學生須完成泳訓測驗

圖4　新生隊學習幹部教導新生整理服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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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通常被要求以有限的時間與資源，去處理

多種變化的優先次序。如果他們只能夠做一件

事情，或者是只願意做一件事情，他們就沒辦

法往上爬而成為一位優秀的領袖。

（二）責任傳承－四年級

經過三年的學習，成為學校最高年班，必須

延續前期學長們所交接下來的傳統。擔任學習

幹部，除了是培養個人處事的能力與對事情的

見解外，最主要的是，在畢業之前，為自己的

領導統御能力紮下基礎。四年級的生活重點，

不僅是在課業上，亦在國際觀的建立上。遠航

訓練是官校四年教育的總驗收，也是畢業前，

體驗海上生活必經之路。

海軍官校畢業的學生具有3種身分：軍官、

學士、半個外交官。遠航支隊在各停泊拜訪的

港口舉行公開的晚會，讓這群半個外交官們，

能學習歷練基本的社交禮節。航向遙遠的國

度，代表國家敦睦邦交之際，學生個個散發海

軍軍官應有的瀟灑與禮貌，展現軍人儀態與高

度涵養。航向遙遠的國度，使海官人在學校所

學的，能夠與海上航行的實務融合，是海官人

畢業前的一項重責大任。

授階是軍校生重要環節，是每個軍人軍旅

生涯中的重要一刻。四年官校生活，將每一位

海官人培育成勇於擔當、具自我管理能力、正

確人生價值觀、領導能力、抗壓能力、時間管

理能力、忍耐力和團隊精神的海軍軍官。而每

位畢業生也都充分的展現自信，軍官的氣度與

些許的自負與驕傲，他們有能力、也有勇氣犧

牲自己，為他人奉獻，為團隊奉獻，為國家奉

獻。

肆、海軍初級軍官養成過程之啟

發

海軍官學校長期以來，就是培育海軍初級

領導軍官的重鎮。海官校面對詭譎多變的外

部環境挑戰，以及依據海軍軍種特性，海官校

的教育和訓練方式，無法避免地需要隨之演

變，用以平衡來自不同的需求、化解矛盾和對

立。誠如「混沌理論」學者約克（Yorke）所

言：「混沌是一種有結構、有規則的系統，

它的紊亂只是表象；簡言之，混沌是『亂中有

序』。」因此，基本上，「混沌理論」對瞭

解、探究海官校的教育和軍事訓練是有所啟發

的。

一、「混沌理論」與海軍初級軍官養成之關聯

「混沌」是一種關於「過程和演化」的科

學。「混沌理論」揭示我們：「世界是確定

的、必然的、有序的，但同時又是隨機的、偶

然的、無序的；有序的運動會產生無序，無序

的運動又包含著更高層次的有序；一種有序狀

態的失序可以允許以相當不同的方式來產生新

的秩序，而且無序能帶來更大的複雜性、創造

性以及最終是有序本身，同時並不是所有的有

序都是有價值的或好的，所以，簡單的對立的

說法如『失序是壞的和有序是好的』應該被避

免。」

海官校如何在複雜的現實環境下，以「混

沌理論」之系統，培訓官校一至四年級學生，

自官校畢業後，進入海軍職場時，能達到無縫

接軌，如海軍職場所需要的工作之相關資訊、

知識、工具等，均能達到海軍各單位（組織）

之績效指標。表1內容概要說明「混沌理論」

與海軍初級軍官養成之間的關聯性（「混沌理

論」與海軍初級軍官養成之關聯，如表1）。

二、海軍其它初級軍官來源之省思

海軍初級軍官的組成，主要有海軍官校接受

四年制軍官養成教育之正期班畢業生，招生對

象主要為學校推薦、個人申請、登記入學（中

正預校畢業生），以上均須通過大學學測或統

測，合於錄取標準的高中畢業生、後備役士官

及替代役備役人員等；其次，為海軍專業預備

軍官班，招收對象係具大專學歷的社會青年、

在營士官、後備役士官兵及替代役備役人員，

入校後接受52週基礎教育，包含官校的生活管

理，技校的銜接教育（含艦艇見習訓練），均

須期滿成績合格；第三，為大學儲備軍官訓練

團（ROTC），即民間大學（學院）修業期限為

四年制一、二、三年級，或五年制二、三、四

年級，或六年制三、四、五年級之在學學生，

始符合招考資格者，經自辦甄選及委託民校甄

選錄取後，平時修業期間在其原大學上課，利

用學年教育期間每週六及寒暑假接受軍事基礎

訓練（含海軍軍事專業課程及艦訓）。

一般民間學校僅在使學生獲得必要的軍事

基本常識。因此，在軍事內容的訂定上，則較

為簡易，如民間高中的軍事課程，是以一般軍

事常識及軍事技能為主，包含軍隊基本教練、

一般軍事常識、步槍兵器訓練、基本軍事訓練

及戰技訓練等5種單元。而大專院校的軍事課

程，則以較深入的認知性軍事常識為主，包含

軍事體制組織與軍隊領導等層面。然而，由於

國家環境與社會變遷，使得學生接受軍事訓練

的強制性逐漸轉弱，訓練標準與嚴格程度益趨

圖6　海官校三年級多重角色挑戰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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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鬆，因而使軍事文化的色彩相對逐漸褪脫。

反觀，軍事院校因較具有完整的教化途徑

與內容，且軍事院校的總體機構性質，更加有

助於教化工作的進行與效果的提昇。因此，學

生達成軍事社會化的程度較高。同時，也較易

形塑軍人的角色人格，發展軍人必須具備的技

能和態度。這些技能和態度，都有利於其在未

來的軍旅生涯中，有較良好的職業適應與發展

能力。而一般民間學校學生，欠缺上述系統性

的軍事文化養成過程。無法在認知與行為上，

形成一套立即可與軍隊體制相互融通的文化內

涵。故在軍隊的生活上，需要較長的時間來學

習及適應。因此，從上述情形可知，軍校學生

所養成的軍事文化內涵，相較於民間學校學生

而言，要來得完整且符合軍事體制的需求。而

軍校學生具備完整良好的軍事文化內涵，一方

    內容

區分
主要內容 目的或意義 與「混沌理論」之關聯

入伍訓

「 民 轉 變 成

軍」的調適教

育 、 軍 人 武

德 、 認 識 共

軍 、 愛 國 教

育，以及一般

課程、兵器課

程 、 戰 術 課

程、心戰課程

等軍事訓練課

程。

1、目的在建立

軍人基本的

本質學能、

國家觀念，

與熟悉相關

軍事基本戰

術動作。

2、學得當一個

軍人的基本

能力。

1、耗散結構：入伍訓時，入伍生無法立即在認知與行為上融入軍事文化中。

此時的入伍訓練，兼顧內部的軍事訓練，以及外部的親屬溫情、適時的休

閒活動、心理輔導機制等。使入伍生逐步適應、融入軍隊體制。

2、蝴蝶效應：各軍種均相當重視入伍訓這起始點。此時著重在思想、態度、

行為符合基本軍人的標準。

3、奇特吸引子：意志不堅，萌生退意或職涯另有規劃者，避免其干擾有意完

成入伍訓者。此外，尚有思想、行為、態度無法達到軍隊標準者，會適時

給予懲戒。

4、回饋機制：透過各種機制反饋，如肝膽相照、生活狀況、榮團會、班排幹

部從旁觀察或適時指正等。使有偏差思想、行為、態度者，得以修正，讓

軍隊逐漸驅向穩定。

一年級

作息和集合時

間、生活輔導

規定、內務規

定、實習幹部

制度、衛哨勤

務、清潔保養

範圍、校訓、

校風、陸操課

程、基本禮節

動作、典禮儀

式 、 服 裝 儀

容、軍歌、口

號等。

1、透過抽象符

號、語音系

統等，影響

軍校生的思

想、行為和

態度。

2、透過物體、

手 勢 、 顏

色、圖案、

制度或規定

等，約束軍

校生行為和

態度。

1、耗散結構：入伍訓與官校生態迥異。入伍訓結束後，海官校會安排新生隊

統一管理。使海官新生能逐步融入海軍官校的文化中。此時新生，內部須

接受軍事訓練，外部透過親屬溫情、適時休閒活動、心理輔導機制、學長

關心鼓勵等。使新生逐步融入海官校這個大家庭。

2、蝴蝶效應：海軍各級長官相當重視官校新生這起始點。此時著重在軍人信

念、軍人價值內化、軍人角色認同等。意在使其思想、態度、行為能朝未

來領導幹部的角色、功能方向規範。

3、奇特吸引子：意志不堅，萌生退意或職涯另有規劃者，避免其干擾有意

完成學業者；另會透過隊職官、家屬支援、心輔機制、學習幹部等輔導作

為，予以慰留，以及解答其個人疑慮。此外，對軍校生角色認同不佳，或

行為規範不熟悉者，適時給予懲戒。

4、回饋機制：透過各種機制反饋，如肝膽相照、生活狀況、榮團會、學習幹

部從旁觀察或適時指正等。使其偏差思想、行為、態度等，得以修正，讓

單位逐漸驅向穩定。

二年級

升 任 為 學 長

後，少了許多

保養工作，各

系開始傳授專

業課程，學年

結束時，開始

選擇未來服務

的職場是在海

軍艦艇，或是

陸戰隊。

1、體驗當學

長，學習輔

導、管理學

弟的技巧。

2、二年級海官

生要培養能

獨自面對問

題，逆境解

難、自律守

紀。

1、耗散結構：二年級生已能適應、融入海官校生活。此時的二年級生須接受

內部的專業課程、軍事訓練課程、陶冶品德健全人格、培養負責態度與團

體榮譽觀念，以及外部的社團、校際交流等交流，促進樂觀進取的生活態

度。

2、蝴蝶效應：二級生是專業課程、憲法、紀律觀念、國家意識、國防科學等

知識重要的起始點。此時著重陶冶軍人武德、涵養理性氣度、培養堅毅精

神等。意在使其思想、態度、行為開始具備未來領導幹部的角色、功能。

3、奇特吸引子：個人品格不佳、過於個人主義、缺少責任態度者，或行為規

範不熟悉者，會適時給予懲戒。

4、回饋機制：透過各種機制反饋，如肝膽相照、生活狀況、榮團會、學習幹

部從旁觀察或適時指正等。使其偏差思想、行為、態度等，得以修正，讓

單位逐漸驅向穩定。

表1　「混沌理論」與海軍初級軍官養成之關聯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三年級

責任與義務隨

之增加，輔佐

最高年班學習

幹部，分擔部

分所賦予的任

務。輔導一、

二年級的學弟

妹們諸多學習

歷程。

1、擔任代理

學習幹部工

作，學習領

導技巧與規

劃工作的思

維。

2、學習面對管

理壓力，享

受挑戰。

1、耗散結構：三年級生是各年班的學習對象，是四年級與一、二年級間的橋

樑。此時的三年級須接受內部的軍事知能，接觸軍事文化，建構軍事科學

知識，培養多元領導決策能力。對外部負責社團、校際交流等事務，培養

其管理與規劃能力。

2、蝴蝶效應：三年級是學習領導、輔導低年級等經驗的重要起始點。此時著

重在學習具備未來指揮軍官的能力。

3、奇特吸引子：個人品格不佳、過於個人主義、缺少責任態度者，或行為規

範不熟悉者，會適時給予懲戒或撤換職務。

4、回饋機制：透過各種機制反饋，如肝膽相照、生活狀況、榮團會、低年級

的反映等。高年級輔導或向隊職官適時反映，具偏差思想、行為、態度的

低學級學弟妹，使其得以修正，讓單位逐漸驅向穩定。

四年級

具自我管理、

正確人生價

值觀、領導能

力、抗壓能

力、時間管理

能力、忍耐力

和團隊精神的

海軍準初級軍

官。擔任學習

幹部，培養個

人處事能力與

見解，畢業

前，為自己的

領導統御能力

紮下基礎。

1、擔任學習幹

部工作，學

習領導技巧

與規劃工作

的思維。

2、學習面對管

理壓力，享

受挑戰，勇

於擔當。

1、耗散結構：四年級生是各年班的標竿。此時的四年級須接受內部的國際知

識、國際海洋法規等。對外體驗海上生活、接受遠航訓練總驗收、身負半

個外交官的責任、學習歷練基本的社交禮節等。

2、蝴蝶效應：四年級是準備擔任初級軍官、展現軍人儀態與高度涵養等的重

要起始點。此時著重在展現海軍軍官應有的指揮能力與禮貌。

3、奇特吸引子：個人品格不佳、過於個人主義、缺少責任態度者，或行為規

範不熟悉者，會適時給予懲戒或輔導指正。

4、回饋機制：透過各種機制反饋，如問卷、海上遠航訓練之表現、座談會

等，提出個人官校四年來的經驗、心得感想等，使官校有寶貴建議得以修

正問題，以利後續逐漸變成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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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混沌理論」探究海軍初級軍官軍事學養之型塑過程－以海軍官校為例

面是其未來發展軍旅生涯的基本要素，同時也

是其適應軍隊生活必備的條件。

綜上顯見，海官校學生在進入軍隊體制前，

由於養成機構在組織文化上的引導與具體灌

輸，基本上均具有與體制相互融通的軍事文化

內涵。所以，較易適應海軍的生活。但是，一

般民間學校學生，由於性質上的不同，並無法

在求學的過程中，接受完整及深刻的海軍文化

薰陶。所以，在認知與行為上，仍受民間文化

所主導及影響。因此，當他們以專業預備軍官

班、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等管道進入海軍體制

後，由於和海軍文化的差異較大，產生「文化

震撼」（cultural shock）的現象，當然也較

為明顯。所以，也較不容易適應軍隊的生活。

伍、結論

對於絕大部分接受軍事徵召或透過職業選

擇，而進入軍事體制的人員來說，服役初期適

應軍隊生活的過程，極有可能是一種創傷的經

驗，而這種經驗過程一般稱為「文化震撼」現

象。依「混沌理論」在教育方面的應用得知，

教育的對象是人，人是一個體，隨時都在變

動；而教育過程歷經長期互動，且循一定的準

則。若依「混沌理論」，海軍初級軍官軍事學

養型塑之系統過程，容易產生無法預期的結

果，而這個結果可能是正面，也有可能是負

面。不論正面或負面，經長期觀察，可分析出

一些脈絡。依研究瞭解，海官校四年制軍官養

成教育之正期班畢業生，通常比較容易適應軍

隊生活。而透過專業預備軍官班、大學儲備軍

官訓練團等管道進入海軍體制之海軍初級軍

官，嚴格說來，其海軍初級軍官養成教育實為

不足。因此，本研究在考量海軍節約訓練成

本、增加感染吸收海軍文化、縮短新進人員適

應期、增進國防戰力的整體效益等方向考量，

提出個人建議與方法：

首先，提升海軍知能方面。海軍生涯是一

個歷程，對一個資淺軍官而言，或許一開始只

是個職業；隨著職務與歷練的發展，海軍將逐

漸成為他們的事業，乃至於志業；而唯一不變

的核心，則是一位稱職海軍軍官所需具備的全

方位知識、技能、責任心與榮譽感。因此，針

對專業軍官和大學儲備軍官之初級軍官，畢業

或結訓後，暫緩派任基層部隊或戰鬥部隊2-3

年，應以任務單純、壓力強度較緩的單位為優

先派任。同時，針對專業軍官和大學儲備軍官

之初級軍官，在任官後，設計安排海軍相關在

職訓練的學習課程內容與範疇。主要目的在協

助其適應軍隊生活為出發點，同時，也可以提

升其海軍知能的學習，如體認海軍文化，學習

領導統御能力，熟稔天文、航海、戰系、輪機

等基礎本職學能，以及具備海軍軍官應有的廣

度與深度，瞭解國際關係與區域安全形勢，以

及海軍在國家利益中扮演的角色等。就整體而

言，可讓專業軍官和大學儲備軍官之初級軍官

學習軍事知能課程外，也可在原有體制下，不

造成人力資源的短缺，亦可節約軍隊訓練成

本。對提昇海軍整體戰力，均具有正面的意

義。

其次，能力本位取向。軍校教育本身就一直

強調功能導向，即「為用而育、計畫培養」。

海軍是個科技軍種，招募來的專業軍官和大學

儲備軍官之初級軍官，本身都均學有專精，如

具備本科系的專業知識與技術、電腦與網路操

控能力、外語能力等等。其本身除須具備海軍

知能，提供共同互動的使用工具，如語言、符

號、文本能力、知識和資訊能力、運用科技

能力等外，理應體認到其與海官校四年制軍官

養成教育之正期班間的異質性、功能區別性、

角色差異性等。透過彼此之間的異質性社群互

動，解決彼此緊張、衝突關係，達到解決需

求、人才留用、彼此團結合作、各自適性發展

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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