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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監所常年教育是針對監獄、看守所、觀護所等基層管理人員，為增其專業知識，以提高刑事
矯治工作效能，而定期實施之在職進修訓練。由於晚近之刑罰思潮變遷，已一改傳統應報主
義理念，代之以教育刑之感化精神。因此，整個刑事矯治機構對於犯罪人的處遇，施以「行
刑科學化」的矯治措施，利用各種行為科學方法，以改善犯罪人過去之不道德的習性，使化
莠為良，而達到行刑目的。 
  
所以為配合現代刑罰教育刑精神，凡此「行刑科學化」的矯治技能，因「時」、「空」的演進，
而日新月異，尤其是處在今日知識爆發的科技整合環境，監所刑事矯治工作人員亦應隨「時」
隨「地」吸收各項新知，方能應付千變萬化之犯罪現象以及犯罪人複雜行為問題之挑戰。 
  
尤其是處監所第一線工作崗位之基層管理人員，必需充實本身專業知識與技能，溫故而知新，
在執行各項行刑措施時，始可事半功倍。 
  
監所戒護工作之基層管理員，由於勤務時間與工作環境的特殊，若欲加以集中調訓，施予專
業訓練及教育，尚有許多客觀因素之困難所限。因此，如何做好監所管理員在職中之「常年
教育」，即為當前刑事矯治機構的重要課題。 
  
貳、常年教育的實施 
依據「臺灣監所管理人員常年教育辦法」第四條規定：「監所管理員之常年教育分為學科、術
科二種，學科以採個別自修方式舉行，術科每週舉行一次，時間由各監所自行訂定。 
同法第十條：「常年教育之科目如下（一）學科(1)憲法(2)國父遺教(3)監獄學(4)監所實務(5)
監所法規（包括部院令行事項）(6)刑法概要(7)刑事訴訟法概要。（二）術科(1)軍事基本教練
(2)警衛技術（包括戒具使用擒拿柔道等）。 
  
從常年教育的涵義和性質來說，由於監所工作中牽涉到許多人，時、事、地、物等教育環境
互異的影響，自然與一般外界警員之常年教育的訓練方法，迥然不同。 
但從整個「教育學」觀點言，無論學科、術科之在職訓練，都必需配合「教育學」的理論來
實施，始能達到理想的教學成效，自不待言。 
  
另外，監所常年教育，既是根據部頒辦法來實施，故其訓練應是有目的的、有計劃的、上下
銜接的。在學科方面，其教材應就各科內容，配合各該單位之機構特徵，分章論節，建立永
久性之題庫，編輯成冊，俾供各管理員，個別自修。在術科方面，亦應擴充訓練場地與設備，
專人負責指導各類應用技能，特別注意各項「警技」之訓練，熟能生巧，所以其每週訓練進
度，應有長、短程之全盤訓練計劃，逐一實施，方能奏效。 
  
因此，監所常年教育的教學方法，是一種有系統的教學活動，為了有效地實現教學目的，各
負責學術科之指導以及任教人員，必需依據教學目標與管理員（學生）需要，選擇適當的教



材，印發講義，指導練習。 
  
由於監所戒護人員，有日勤、夜勤之工作性質劃分，所以常年教育之教學活動，不能依一般
學校之教學方法諸如「啟發教學法」、「練習教學法」、「思考教定法」、「欣賞教學法」、「發表
教學法」……等方法予以集中在教室實施。不過依據部頒之常年教育辦法第四條所載「學科
採個別自修方式舉行」，似可印證其學科教學活動，即能依一般教學法裡之「自學輔導法」來
實施。亦即各自指定研習內容，並指示管理員學習的方法，然後由他們自己練習，負責任教
者只站在輔導的地位。 
  
參、可供參考的作法 
「自學輔導法」的大前提就是「指定作業」，目前各監所常年教育對於學科的練習，大都由各
負責指導人員就該學科撰寫一些問答題，印發給管理員填寫，以現階段各監所之教學環境言
之，目前似乎亦僅能如此而為。 
  
然而，問答式的作業，若每次「千篇一律」的未能有系統、有計劃的選擇，身為學生的管理
員，是否能認真作答，用盡心思加以練習？還是「照單全收」，互相抄襲？ 
  
從教育學的理論觀點以言，撰擬問答式的作業，如果能論對「問題」的種類及性質作一番探
討與瞭解，懂得「發問」要領，以問題來刺激學生的思考，啟發他們的練習，亦可達到理想
的教育目標。 
  
筆者不揣鄙陋，特介紹下列五種「問題」，作為各監所常年教育學科習題之參考。 
一、一、認知的問題：這類問題，可賴學生的直接觀察發現，或認識即可回答。例如：1.受

刑人年齡在幾歲以下，應監禁於少年監獄？2.下列那些情況之受刑人應拒絕收監：①因
犯他罪在審理中者。②衰老、殘廢，不能自理生活者。③惡性重大顯有影響他人之虞者。
④懷胎五月以上或分娩未滿二月者。上述問題所包括的範圍很狹隘，回答時所用的思考
過程也較簡單，但可引發管理員作業練習時，直接自找答案的興趣。 

二、二、記憶的問題：這類問題，若非直接翻閱法規尋找答案，則需靠他們個人的記憶，練
習作答。例如：1.依據法令規定，各級受刑人接見及寄發書信之次數如何？2.那類受刑人
應儘先獨居監禁？記憶性的問題，範圍還是很狹窄，其思考活動較上述認知問題稍微複
雜些，因為練習作答時，需在記憶中搜尋意象、定義、事實、或經驗等，所以一些年紀
較大的管理員，常苦於應付。 

三、三、輻合的問題：回答這類問題時，必須將各種事實、資料、知識等綜合起來，再加以
分析、解釋、比較、辨別，以求得一個正確的或最好的答案。例如：1.監獄與看守所有
何異同？2.受刑人入監時，為何要做健康檢查？若合於拒絕收監之條件時，對拒絕收監
之受刑人又應如何處理？輻合的問題較能啟發管理人員思考的活動，也可瞭解他們對監
所法令之認識的程度如何。 

四、四、輻射的問題：回答這類問題時，需運用預測、推斷、假設、求證等複雜思考活動。
例如：假設您晚上在監獄舍房輪值，發現某一監房引起火災時，如何緊急應變？2.面對
一個精神病患的受刑人（或被告），您如何去管教他？上述輻射類型的問題，所著重的是
多種可能性的答案，監所管理員練習解答此類問題時，可根據他們平時的勤務經驗，配
合法令規章，在情、理、法兼顧下，有許多不同的答案可循，當然，撰擬這類習題，可
減少他們許多依賴心，若抄襲別人作業，即容易發現。 

五、五、批判的問題：這類問題的答覆，需運用思考來綜合知識，分析資料，再加以判斷、



辨別、權衡、評價等程序，最後根據標準而決定最適合的答案。例如：1.在教能刑的理
念下，刑罰可否摒除應報主義思想？又現階段的監獄行刑措施，在刑法功能上究扮演何
種角色？2.票據犯是否宜免除刑罰制裁？請依已見述之。在每一年度的學科常年教育
中，批判性的習題，宜在年終撰擬，因為管理員不但要親自作答，且需運用深度的思考
過程，所以非擁有相當的法學基礎者，一旦碰到此類習題，必覺束手無策，瞠目結舌哩！ 

  
以上五類問題，監所管理員（學生），回答之際所需思考過程及深淺程度不同；一、二兩種簡
單而淺，第三種居中，四、五兩種複雜而深奧，擔任監所常年教育學科指導人員，在撰擬各
科習題時，可配合課程進度與管理員之程度，交互應用，如此的習題，相信不致過於死板，
而令「學生」們索然無味，對於建立永久性之題庫，出題時亦有所根據。 
  
關於監所常年教育術科的實施訓練，依據部頒辦法，目前各監所皆依該法第十條所載「警衛
技術」包括戒具使用、擒拿、柔道等項目，加以實施演練。而戒具之適用，依監獄行刑法第
二十二條規定，以腳鐐、手梏、聯鎖、捕繩四種為限。然而環顧全國各監所戒護人員所配帶
之警械，以警棍為最普遍，幾乎是「人手一棍」，因為它可自由伸縮，且容易隱藏 帶，而又
便於作防 用途，故常被引用為監所戒護上不可缺少之配備。 
  
可是，警棍非戒具，它又未被列入「警衛技術」項目內，所以很少監所去演練它，也就很少
有人懂得如何去使用警棍，萬一在監所事故中，需緊急運用警棍時，其打擊部位之限制、自
衛與制止之原則等問題，必然不知所措，更遑論去探討它了。 
  
因此，將來修改「常年教育辦法」時，宜增列「警棍」項目，方能配合實際需要。 
  
另外實施「警衛技術」訓練之師資問題，目前各監所幾乎皆以警官學校畢業生為教官，就地
取才。然而自民國六十年入校（即正科四十期）以後，警官學校即停止對獄政系（現改稱犯
罪防治系）同學授與柔道課程，除行政系等仍授予柔道外，一律以「摔角」技術代之。因之，
現服務於各監所官校生之中級幹部，習有柔道專長者，非常稀少。而「柔道」技術既是部頒
警衛技術不可或缺之一環，建議上級向警官學校洽請恢復授課，以培養日後在監所服務之「師
資」。亦或不然，將「警衛技術」中所定之柔道項目，改註以「柔道或摔角」，以為各監所實
施該項教育訓練之法理基礎。 
  
肆、結 語 
監所等刑事矯治機構，是一項專業工作，需要運用專業知識與技能，始能圓滿達成國家與法
律所賦予的任務。而監所管理員是執行國家刑罰權的基層工作人員，對於犯罪人的管教，除
付以愛心與耐心外，尚需具備相當的法學素養與行為矯治技能，因此，辦理監所常年教育訓
練的良窳，正是今日行刑教育成功與否的指針，吾人能不慎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