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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人員職前訓練考評研究

黃晶瑩 1)

(接受刊載日期 中華民國84年5月 17 日)

摘要:農業推廣為農業發展中重要的一環，我國農業推廣工作主要由農業推廣人員予以承擔，惟

慶會推廣人員多為高中職學棠，其素質有待提昇，因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農林廳自四十五年度開

始即實施農業推廣人員的職前訓練，惟此訓練之情況如何並未有人進行考評研究，有鑑於此，本研

究以決策促進模式中的CIPP模式針對該職前訓練計畫之執行進行系統性的考評。資料來自相關機糟

的檔案資料及參訪iI者的意見，能主義於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參訓者以八十四年度第一期參訓人員三十

九人為對象﹒

分析的結果顯示就計查結糟視之，該計畫緣起的描述乃配合環境的變遷而能清楚地顯現出書十蜜

的重要性、訓練目的多能配合環境的變遷及國家的需求作詢盤，惟有些目的較抽象不易測量。此外

，有部份對象的資格並不符合參訪iI條件，計畫投入方面首先計葷的組織安排是簡化而有效率的，並

且可以增進政府機關與農會的互動。農政決策機關一直車視本書十蜜的推動，經費的補助逐年成長，

經費的支出也屬合理。各機關的人力資源多能勝任。場地設備和住宿安排均很好，膳食的安排稍差

強人意;計萱執行過程方面，樣，本對各方面授課內容、講師的教學及課程時程、時間安排均有中上

程度的滿意度，比較之下輔助材料、內容的適宜性、教師提供討論的機會、引起學習動機、觀摩食

習課程時間的安排稍差;至於計盒成果方面，參訓者多能遂到訓練目的，也多認為所學的可以應用

於實際推廣工作上。

經由上面的發現，本研究認為農業推廣人員的職業訓練受農業決策機關所重視，其執行成果也

能與訓練目的具很高的符合性，因此建議此訓練計章應持續推動，惟對訓練目的的描述室更具體化

，參訪11人員宜根據資格條件的規定審核，訓練課程在講授-觀態及實習時間之安排方面可作調塾，

此外講師對於課程內容及輔助材料的準備、提供學員討論的機會及引起學習動機等方面若能稍作改

進的話，則計，蜜的推動將更臻完美﹒

關鍵詞-職前訓練、決策促進模式、 CIPP模式。

1 )國立中興大學農業推廣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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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推廣為農業發展中重要的一環，無論

中外文獻皆明確提示農業推廣對農業和鄉村發

展的貢獻， Mosher就會認為農業推廣工作是促

成農業起飛，創建現代化鄉村結構的重要因素

，缺乏有效的農業推廣工作成果，不只將停滯

農業發展，更將帶來鄉村社會的貧困災難，所

以如何辦好農業推廣工作，已成為發展農業和

鄉村社會的基本要件(蕭崑彬， 1991 )。在我

國農業行政體制下農業推廣的重任由農業推廣

人員予以承擔，換言之，農業推廣人員乃扮演

農民教師的角色，而欲能勝任此項工作，推廣

人員必需具備充分的推廣知識和技能，然而鄉

鎮農會的農業推廣人員中，高中或高職畢業者

約有三分之二左右(呂學儀， 1986) 。顯見就

正式教育的觀點視之，基層農會推廣人員的素

質有加以提昇的必要，故需輔以訓練計畫的實

施以補充其知識和技能，就正如呂學儀( 1986 

)所謂的“農業推廣人員之培育、訓練、進修

要加強，以提高其素質"。

有鑑於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暨農林廳予

以政策性的決定辦理農業推廣人員之相關訓練

，最主要的包括推廣人員的職前訓練及在職訓
練，前者係以新進農漁會辦理農漁業推廣工作

之人員及農漁會其他部門新調至推廣股服輯之

推廣員為主，訓練課程的安排著重在增進農業

推廣人員對農業政策之瞭解，並加強其對農業

推廣工作的內涵與方法的認識以及人際關係、

領導統御、心理建設等知能。至於在職訓練的

目的則在於促使農業推廣人員新知識的獲得以

及舊技術的更新，以提高其辦理農業推廣工作

的士氣與效率(顫淑鈴 ， 1991) 

上述二類訓練計畫以前者的意義尤其重大

，因其在於針對新進農會推廣人員或轉任人員

給予啟蒙教育，引導其進入農業推廣的殿堂，

農業推廣人員職前訓練考評研究

而且此訓練計畫自四十五年度即開始實施，每

年度調訓數十人甚至上百人，受訓期間也長連

二至四個星期，就理論上而言，此種訓轍如果

對象得宜、訓練內容和方式恰當的話，將能切

實地協助參訓人員建立推廣理念，並獲得基本

的推廣知識和技能，引導其日後扮演稱職推廣

員的角色。但事實是否如此，頗值得進一步探

討，因此激起本研究的動機，嘗試站在考評的

觀點審視該職前訓練計畫的執行情況，以提供

決策機構日後延續或修訂該職前訓練計畫，甚

至於規劃推動相關訓練之參考，連至UBeely (1978 

)所謂的“考評為有系統收集和解釋證據，以

對一個活動的價值予以判斷，並對未來相關的

活動有較好的政策裁決" ，因此，本研究選擇

了決策促進模式(Decision-facilitation models) 

中的CIPP模式，針對該職前訓練的結構、投入

、過程及結果進行一有系統的完整考評，希望

考評的結果可以提供予決策制訂的參考。

文獻探討

考評( Evaluation )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有所

不同，有系統而正式的考評，始於中國的文官

考試制度，而古希臘羅馬在其教育系統中亦使

用考試來評斷(黃政傑， 1990) 。是故，最早

期的考評觀念被視同為測驗，一直到了一九二

0 、三0年代仍是如此的看法。

到了四0年代， Tyler比較、探討受入學規

定限制與不受限制的高中生在進入大學後的表

現差異時主張“考評"是一種過程，基本上是

在確定課程與教學方案實際達到教育目標的程

度為何。其學生H. Taba則指出 ，考評的意義在

於確定學生行為改變的內容， 並與原定目標代

表的價值相比較，以求出教育目標的達成度為

何。也就是視考評為表現和目標間一致性的確

定(黃政傑，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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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為因應民主時代潮流，大量公共投

資的增加用以增進人民福利，是故許多發展性

計畫出現在行政管理、社區發展、環境保育、

農業發展與推廣等領域(吳聰賢， 1988) ，但

計畫施行的成果是否能滿足原先預期的目標，

自然為大眾所關切，考評研究也因此更加蓬勃

起來，各種新的觀念紛紛出現，考評研究的定

義也被賦予新的解釋。認為考評的意義是在系

統性的檢視現行方案在執行期間所造成的結果

，目的在於提供此方案修正的參考以及有助于

日後相關芳案的形成與推動 (Cronbach et al , 

1980) ，也就是經由特定的人對方案的執行與

影響，進行其活動、特性及產出等資訊的系統

性收集與分析。用以減少不確定性、增進效率

及有助決策 (Patton， 1987) 

因此，視考評為系統化的描述、取得和提

供有用資料，以利計董事前的規劃，執行過程

的修正與事後的檢討，確保計畫的真正切合需

要，並用來檢討一項決策或各項變通方案的歷

程 (Stufflebeam et al, 1971) 將會是具整合性且

清楚的定義。為了落實上述考評理念，教育學

家及行政學者於是發展出各種不同的考評模式

，以針對政策或計量進行不同重點的考評研究

。 其中最主要的包括如目標獲得、強調投入的

判斷、強調成果的判斷、決策促進及自然探究

等五種模式 (Popham ， 1988) 。目標獲得模式

僅止于對計畫目標的達成程度進行比較輿認識

，故此顯研究的結果對於方案改善的用處幫助

不大，而且其資訊的範圍過窄而不足以建構出

評斷方案價值的基礎;強調投入與成果的判斷

模式被批評為傳統式考評的缺失，因其只重視

計畫的兩端而使得計葷的執行階段淪為所謂的

“黑箱作業" (Madey , 1982 ;黃政傑， 1990) 

。另一方面，它們所強調的事前標準設定將無

法因應計畫執行階段所須的調整， 因此對計畫

改進之貢獻有限;而自然式評斷模式( Na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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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tic models) 乃強調連用參與式的觀察、深度

訪談、個案研究、文件內容分析及歷史回湖等

方式 (Dehar， M.A. et al, 1993 ;黃政傑， 1990 

) ， 可謂是種重視質的資料收集方式。此種模

式易淪為較主觀的判斷;相較之下，決策促進

模式(弘cision-facilitation models) 中的CIPP模

式，包括了結構 (Context) 、投入 (Input) 、

過程(Process) 及成果 (Product) 等四項連貫

性的考評，成為研究者公推頗周全的考評模式

CIPP模式中關於計畫結構的考評是對環境

的界定與描述，包含實施機構及考評對象的背

景及要求的認知，以確認出可能滿足需求的方

式。亦即需先對現實環境及存在問題進行認識

，然後針對對象的需要所建立的計畫目標進行

考評，視其是否能符合參與對象的需求;計畫

投入的考評主要是在資源遠用的確定上，進行

對方案之經費執行、人員、進度、機構等項目

的評估，亦需包括推動機關的規劃情況以及執

行單位實際執行情形;計畫過程的考評主要在

評估執行階段的實際活動，找出執行上的問題

，用以指出計畫的結構、投入等階段是否連到

預期目標，供作計畫調整的參考 。 所以它具有

監督的功能，因為它可供執行人員了解計畫所

推行的活動是否已編離預期的目標，並能儘早

修正，避免資源浪費。所以，其主要功能在於

提供定期的回饋給負實實施計畫內容的人，作

用為發掘方案設計在施行上出現的缺點或是實

際施行上與原先設計不同的部份，以及經由過

程的研究紀錄來作為日後分析問題之用;計畫

成果的考評冒在測量和解釋教學計畫達到的結

果，並可與計畫結構、投入及過程的相關訊息

予以聯繫，找出影響因素並提出建議，以協助

決策者決定此一方案是否應終止、修正或繼續

。 (Stufflebeam et al, 1971 ;吳聰賢， 1988 ; 黃

政傑 ，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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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CIPP的周全性，因此成為本研究探用 課程安排情況。

的依據模式。 目計量執行成果方面

方法與步驟

t 經由上述研究理念及文獻探討，本研究針

對農業推廣人員職前訓練的計畫結構( Context 

)、投入( Input) 、過程 (Process) 和成果(

即“uct) 等方面進行考評，具體而言，各方面

的考評重點如下:

付計畫結構方面

1. 探討該計童對現實環境的描述是否切實，

是否正確描述待解決問題，是否顯現計畫

之重要性。

2 . 探討訓練目標是否符合實際之重要問題，

是否清晰具體、切實可行，是否可觀察或

可測量。

3. 探討對象之背景是否符合計畫目標，對象

的參與情況如何。

4.探討訓練目標就個體而言，是否符合參加

者的需求，就整體而言，是否符合國家現

階段農業發展的需求。

。計畫投入方面

1. 探討計畫推動的組織安排和督導系統。

2.探討經費來諒的掌握、管理、運用等狀況

是否合理。

3. 探討該訓練計畫的人力資源是否充足。

4. 探討教學場地設備、膳宿安排等是否適宜

日計量執行過程方面

1 . 探討該訓練授課內容的邏輯性、充分性、

難易程度及講義和輔助教材的適宜度。

2 . 探討講師引起學習動機之能力、具有之教

學熱恆、表達能力及教學方法、提供學員

參與討論等方面之情況。

3.探討該訓練時程安排、訓練總時數及各種

1. 探討參訓者參加訓練後的收種情洗。

2.探討參訓者認為訓練的收種可應用於日後

推廣工作之情況。

3.探討參訓者認為該訓練計畫內容與其期待

的符合情況。

資料的收集，在計畫結構和計畫投入方面

大部份的資料來自農委會、農林廳及台糖訓練

中心等規劃、推動及執行該職前訓練相關人員

的檔案資料，小部份資料，如推廣人員參訓情

況及參訓人員對教學場地設備、膳宿之滿意情

況等資料則來自參訓者的實際問答，而關於過

程考評和成果考評的相關資料則主要來自參訓

者的回答。換言之，本研究之資料主要來自檔

案資料以及參訓學員的問卷訪問，其中檔案資

料由於不甚完整，因此影響本研究在結構和投

入方面無法自計量開始執行至目前作很完整的

考評，只能就有資料部份進行評估，至於參訓

學員的問卷訪問方面，主要考慮時間落差以及

受訓完後的外力干擾問題，因此僅選擇八十四

年度第一期參訓學員三十九人作為樣本進行調

查。問卷表包括二部份，第一部份為個別課程

的考評，主要針對教材內容和講師教學方面，

每位學員每門課後即填寫乙份考評表，第二部

份則為針對整體訓練課程時間安排、場地設備

、工作人員服務態度、食宿安排之滿意程度以

及對整體訓練班的收種情況等表示意見。

本研究問卷表的設計兼顧文獻和專家訪問

之過程始予以擬定 ，所以具有足夠的專家效度

，此外，若自考評的內部和外部效度之觀點視

之，本研究的文獻資料完全是針對訓練計查者

，應該真有足夠的內部效度 ，至於所以選擇八

十四年第一期參訓者為對象 ，主要也係考慮到

這些對象第一次接觸到此評估計畫，同時訓練

一結束即進行考評，免除一些外力的平擾，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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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掌握考評的內部效度，此外，因為職前訓練

每年均會舉辦，本考評意見可提供予來年推動

訓練時之參考，因此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外部

效度。

上述獲得之資料一部份作敘述性的分析，

男一部份則以次數和百分比作統計整理後再予

評估。

結果、討論與建議

付計宜結構的考評

首先探討計畫是否正確描述待解決問題

，是否顯現計畫之重要性。據文獻資料的了

解，七十一至七十三年度計畫緣起為 r 農

業推廣人員之重要任藹，係將農業試驗研究

之成果及新的農業知識技能傳授給農民，使

能有效應用於農場經營與改善生活，促進本

省農業現代化，除加強推廣人員陣容外，計

畫舉辦二種訓練工作，一為就職訓練、一為

在職訓練。 J 七十五年度計畫緣起改為:

「本省農業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遷

，發生極大的變化，不但農業所得較其他行

業偏低，且因工商部門吸收農村勞力，使農

業勞動人口逐年降低，而農業勞力由於量的

外流及質的老化，故急需培育高素質之農村

青年及核心農民投入農業行列，以承擔今後

農建重責，而對今後農建人員之就職訓練、

農業技術諮詢及推廣教育活動更極待加強辦

理。 J 七十六年度改為: r增進新進農業

推廣人員對各項農業政策之瞭解，以利政令

之推行，並灌輸其對工作方法與工作態度應

有之認識，以加強其指導能力，俾利配合加

速農村建設， 提高農民所得。 J 七十七年

度則強調 r增進新進農(漁)業推廣人員

對各項農(漁)業政策之瞭解，以利政令之

推行，並灌輸其對工作方法與工作態度應有

qu 
吋
i

之認識，以加強其指導能力，俾利配合加速

農村建設，提高農民所得。 J 七十八至七

十九年度修訂為﹒「遵奉 李總統登輝先生

指示『加強輔導農會推廣人員深入基層服務

農民』、『農業要保護，農民更要照顧』

『主動落實服聲農民，閱價農民』而擬訂，

以期改進現階段農(漁)業推廣教育工作協

助農(漁)業發展，農村建設及農民福利等

有關問題，並落實農業推廣工作。 J .八十

一年度計畫緣起則強調提高農業推廣工作人

員知能及工作熱誠，加強現階段農業推廣工

作，以協助農民解決農業與生活等有關問題

。 J ;八十二至八十四年度的重點在於: r 

藉由教育訓練提供農業推廣工作人員自我充

實與成長的機會，增進農業推廣工作指導能

力，以培育具有高效率的二十一世紀農民。

」。

由上述關於計畫緣起的說明，可見該計

畫實際上係配合著外界環境的變遷而予以變

遷，在七0年代初期強調農業推廣人員的任

務在於農業技術的移轉;七0年代中期則開

始強調農業推廣人員的任務在於培育高素質

的農村青年及核心農民投入農業行列，然後

再強調推廣人員應有正確的方法及工作態度

，以配合加速農村建設之腳步;七0年代後

期則有感於農民為弱勢團體而強調農業推廣

教育工作以協助農業發展、農村建設及農民

福利等有關問題;至八0年代則強調提供農

業推廣人員自我充實和成長的機會，以培育

二十一世紀的農民。由此可見該計畫緣起的

描述係配合著環境的變遷而能清楚地顯現出

計畫的重要性。

在上述計畫緣起之下，七0年代初期的

計畫目標在於使新任推廣人員能充分瞭解農

業推廣教育內容及方法，以期有效指導農民

，七0年代中期及後期則強調增進推廣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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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推廣技術興農業經營管理知能，承搪核心

農業培育及各類農業推廣工作，至八0年代

的計畫目標則在於培養新進農業推廣人員對

於總體農業推廣環境的認識，積極的工作態

度及足夠的推廣技術'以提昇工作效果。將

此目標與上述計畫緯起相呼應，在七0年代

初期強調農業推廣人員的任務在於農業技術

的移轉時，訓練的目標在於使新任推廣工作

人員充分瞭解農業推廣教育內容和方法，如

此的目標確能符合實際之需求，也確實可行

，但其在測量芳面則存在實質的困難，因為

所謂的“充分暸解"並非很具體的字眼，而

農業推廣教育內容和方法範圈也非常地廣泛

，不可能在幾星期的時間即讓參訓者全然了

解;七0年代中期及後期在計畫緣起方面是

不同的，前者強調推廣人員的任請在培育高

素質的農村青年及核心農民，後者則在強調

弱勢團體的扶持，因此農業推廣人員的訓練

目的應該有所不同，至於此段時期的訓練目

的關於增進推廣人員的推廣技術興農業經營

管理知能及承擔核心農民的培育工作等均為

可測量的;至於八0年代的背景在於提供農

業推廣人員自我充實和成長機會，在此緣起

之下的訓練目標訂定為培養新進農業推廣人

員對總體農業推廣環境的認識，積極的工作

態度及足夠的推廣技術是恰當的，惟此訓練

農業推廣人員戰前訓練考評研究

目標較為抽象，不易測量。

關於訓練對象芳面，七十五年度和七十

六年度規定各級農會新進推廣人員凡於近二

年內未經農業推廣有關訓練者，均需接受二

週之推廣技術基礎訓練:七十七年度則修改

為 : 凡於近二年內經由參加農桶會新進人員

統一考試及格聘用或由其他部門調任，符合

「台灣省農業推廣實施辦法」資格之合格推

廣人員，未曾接受本項訓練者;此資格沿用

至八十一年度再度修改為:凡於近二年內經

由參加農會新進人員統一考試及格聘用，或

由其他部門調任，符合「農會人事管理辦法

」及「台灣省農業推廣實施辦法」規定資格

之合格農業推廣人員，且未曾接受本項訓練

者。此資格一直沿用至目前，由上述規定看

來，資格限制有越來越嚴謹的趨勢，而此資

格規定應能符合計畫目標，以新進農業推廣

人員為參訓對象。然即或如此，對於那些原

本為推廣人員，調職至農會其他部門，二年

後再回到推廣股的人員而言，仍產生重複受

訓之情事。此外，以八十四年度第一期之參

訓者為例，在三十九位參訓者中有二人其主

要工作為其他部門工作而非推廣股工作，換

言之，此二人應不符合資格參加受訓。

此外若自參訓者推廣工作年資視之，則

發見近十一位 (282% )的參訓者其推廣工作

表一 八十至八十三年度推廣人員職前訓練之參與情況表
Table 1: Participation of extension agents in entry training (1991-1994) 

年 度
預定人數 參訓人數 結業人數 參與率(%) 達成率 (96 ) 

(A) (B) (C) (B/A) (C/B) 

80 110 92 91 84 99 

81 110 94 94 85 100 

82 110 76 74 69 97 

83 110 7S 73 68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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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為二年以上，此與資格的限制也有所出

入。因此，若嚴格按照資格限制篩選參訓人

員的話，此十一人應更早接受訓練，以確實

符合二年內之資格限制。

至於對象之參與情說，由裹一可看出八

十至八十三年度預定人數、參訓人數及結訓

人數情況，其中資料顯示此四年的參與率並

非很高，最高僅達85% '可能計畫本身尚不

具充分的誘因，或是並沒有那麼多的訓練需

求，比較之下，達成事則高得多，四年來均

超過95% '顯示訓練的內容對參訓者有足夠

的吸引力，或是此計畫具有約束力，因此參

訓者必需予以完成。

。計畫投λ的考評

此部分主要在考評計畫的資棋運用情況

，包括行政、人力、經費和設備資梅等的安

排使用，首先本計畫的組離包括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省政府農林廳、省農會及訓練機構

等，農委會主要負責督導計畫的進行，農林

廳負責主辦並管制計畫，省農會負責招訓事

宜，至於訓練機關早期是在省農會天母講習

所及經濟部現代化職業訓練中心、七十五及

七十六年度委由台糖訓練中心、七十七年度

則由廣訓協會、七十八年度自農試所、七十

九年度迄今則又委由台糖訓練中心辦理訓練

事宜。各機關工作任聲如下:農委會負責審

核農林廳提送之計量，與農林廳及訓練機關

共同研訂課程內容及講師安排、核撥鱷費、

於訓練結束時開檢討會以督導計畫的執行;

農林廳則負責研提計畫書送農賽會核定，並

與農委會及訓練機關開會研訂課程內容及講

師安排、核撥經費至訓練機關、興農委會、

訓練機關進行期末檢討並提交訓練結果至農

委會;省農會主要負責行文各農漁會推薦參

訓名單，並負責初步的篩選工作;至於訓練

機關的主要任窮則為與農委會及農林廳開會

KU 
可

-
4

研訂課程內容及確定講師安排、辦理學員報

到、講師聯繫、課程執行與調整、學員上課

督導、膳宿安排以及結訓測驗、證書發放、

送交結訓報告(包括學員對課程的評估)並

與農委會及農林廳進行期末檢討等。一般而

言，此項計畫已具有完整的組轍基髓，也能

清楚地劃分各相關機關的工作範圈，在此分

工中各機關有獨立負責之事，也有必需分工

合作之處。換言之，各相關機關各司其實，

但仍不失其闊的聯繫協調。此外，另一特點

為本計畫乃結合政府機關和農民團體共同合

作，自農委會至農林廳，由農林廳轉到省農

會，然後是各基層農會，此特點顯現出在行

政運作上是簡化而有效率的，蓋因在政府行

政體制上省略了縣(市)政府和鄉鎮公所，

簡化了行政程序。而讓基層農會和省農會參

與乃因參哥tr對象為基層農會推廣員，因著此

計畫的執行強化基層農會與省農會間的溝通

聯繫，無疑地係在農會的垂直溝通聯繫給了

強有力的助力。總而言之，本計畫組織安排

的督導系統是簡化而有效率的，除了表現出

政府機構間以及農會間的垂直聯結功能外，

並且也表現出政府機構興農會闊的合作模式

在計量的經費方面，表二首先顯示出七

十五至八十四年度間各年度訓練經費數額及

經費來源之情況，前二年度經費來自農林廳

，七十七年度以後則來自轟委會，經費數額

雖然七十六年度較七十五年度稍有下降，然

七十七年度以後至目前呈現逐年成長之趨勢

，尤其八十年度經費較之七十九年度聽增一

百餘萬，其表耍的原因在於自八十年度開始

訓練期間自二星期調整為四星期之故，此經

費八十三年度達最高峰，為二百四十二萬元

，由此可見中央農業政策一直支持辦理此項

計畫。此外由於七十五、七十六年度係由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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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農業推廣人員職前訓練經費預算情況表

Ta,ble 2: Financial support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agents entry training program. (1986-1995) 

年 度
農委會

(千元)

75 。
76 。
77 440 

78 480 

79 770 

80 1792 

81 1860 

82 2073 

83 2422 

84 2136 

林廳補助經費，故經費直接由農林廳撥付至

訓練機關，七十七年度以後則由於經費來自

農委會，在撥款方面多了一道程序，先由農

委會將款項撥至農林廳，再由農林廳撥付給

訓練機關，撥款時問不一定，視農委會及農

林廳之作業程序而定。總而言之，農政主管

機關一直很重視此項計畫的推動，經費一直

在成長，且由於經費單純地來自農政機關，

並無縣政府和農會的配合款，因此撥款程序

較簡化，也較易於符合實際計畫執行的進度

衰。此外，該經費主要在支付講師的鐘點、

交通費、講義印刷費以及學員的膳宿費用等

，均為合理的支出 。

至於訓練計畫的人力資諒方面，在農委

會、農林廳、省農會、各基層農會及訓練機

構均有承辦人員負責辦理相關業麓，在人力

資諒的運用上並無太大問題 ， 惟訓練機關 ，

目前係台糖訓練中心有一專人負責該訓練相

農林廳 i口~ 計

(千元) (千元)

500 500 

440 440 

。 440 

。 480 

。 770 

。 1792 

。 1860 

。 2073 

。 2422 

。 2136 

關事宜，惟該人員除辦理本訓練計畫外，尚

負責其他業務. .因此在訓練執行期間有負荷

繁重之情況。

關於教學場地設備、膳宿安排之情況則

以樣本的意見進行考評(詳見表三) .從表

三資料顯示樣本對教學場地設備有相當高的

滿意度，三十九個人中有二十人表示滿意，

十九個人表示很滿意;對於膳食方面有二人

表示不滿意，一人表示無意見，其餘則各一

半表示滿意及很滿意，至於住宿安排方面，

並沒有人表示很不滿意及不滿意，一人表示

無意見，十七個人表示滿意，餘二十一個人

則表示很滿意，總而言之 ，就八十四年度的

情況而言，訓練機關在教學場地以及住宿的

安排均很好，比較之下， 膳食的安排稍差強

人意。
己計量執行過程的考評

因為本研究乃針對推廣員的職前訓練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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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考評，因此計畫執行過程的主要活動為訓

練計畫的內容，包括授課內容、講師的教學

情況及訓練時數、課程時間的安排等，下面

即針對此幾方面進行考評，考評意見乃來自

八十四年度第一期三十九位參訓學員，每位

學員對每門課程的單獨考評加以統計後得到

表四之資料，該表上滿意度的分數在測量上

介於1分至5分之間( 1分的滿意度最低 '5分

一 17一

最高) ，統計後的結果顯示出所有樣本對各

方面授課內容的滿意度均超過3分，換言之，

樣本對授課內容的邏輯性、完整性、適宜性

、講義以及輔助材料的適宜度等均傾向中上

的滿意程度，比較之下，對輔助材料適宜度

的滿意情況較差，其次為內容的適宜度、講

義的適宜度、內容的邏輯性，最滿意的為內

容的完整性。

表三 樣本對教學場地設備、膳宿之滿意度分佈表

Table 3: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equipment and lodging arrangements. 

滿 意 度一人數

項 自
(%) 

很不滿意 不滿意 無意見 滿 意 很滿意

教學場地設備 。 。
(0.0 ) (0.0 ) 

膳食安排 。 2 
(0.0 ) (5.1 ) 

住宿安排 。 。
(0.0) ( 0.0) 

表四 樣本對各方面授課內容滿意度分佈表

Table 4: The satisfaction of curriculum contents. 

滿

項 目

3.1-3.5分 3.6-4.0分

內容的邏輯性 。 8 
( 0.0) (20.5 ) 

內容的完整性
。 7 

( 0.0) ( 17.9) 

內容的適宜性 2 9 
( 5. 1) (23.1 ) 

講義的適宜度 1 9 
( 2.6) (23.1) 

輔助材料的適 4 12 
宜度 ( 10.3) (30.8 ) 

。 20 19 

(0.0) (5 1.3) ( 48.7) 

18 18 
(2.6 ) (46.2 ) (46.2 ) 

17 21 
(2.6) (43.6 ) (53.8 ) 

意 廈一人數

(%) 

4.1-4.5分 4.6分以上

20 11 
(5 1.3) (28.2 ) 

21 11 
(53.9 ) ( 28.2) 

20 8 
(5 1.3) (20.5 ) 

22 7 
(56 .4 ) ( 17.9 ) 

17 6 
(43.6 ) ( 15.3 ) 

l口:>. 計

39 
(100.0 ) 

39 
(100.0 ) 

39 
(100.0 ) 

ß-司 計

39 
(100.0 ) 

39 
(100.0 ) 

39 
(100.0 ) 

39 
(100.0 ) 

39 
(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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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樣本對講師教學各方面情況滿意度分佈表

Table 5: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styles. 

滿

項 目

3.1-3.5分 3.6-4.0分

引起學習動機 3 6 
能力 (7.7) ( 15 .4) 

教學熱忱 。 2 
(0.0 ) ( 5.1) 

表達能力 。 4 
(0.0 ) ( 10.3) 

教學方法 。 9 
(0.0 ) (23.1 ) 

提供討論機會 3 11 
(7.7 ) (28.2 ) 

至於對講師教學方面的考評，可由表五

看出樣本對於講師引起學員學習動機之能力

、講師的教學熱恆、表達能力、教學方法及

上課時提供予學員討論的機會等方面亦均有

中上滿意度的評價(因為在 1至5分之間所有

的評價均在3分以上) ，若個別視之，則發現

學員對講師的教學熟能有最好的評價，其次

為講師的表達能力，再依序為講師的教學方

法，比較上學員對講師引起學員學習學習動

機的能力和提供于學員討論的機會之滿意度

較差。

學員對訓練時程、訓練總時數及各種課

程時間安排之滿意度如表六所示，從表上資

料可以看出雖有較高比例樣本對於訓練時程

及課程相關時間安排上認為滿意或很滿意，

但仍有部份樣本表示無意見、不滿意，甚或

很不滿意，尤其對觀摩課程總時數的看法則

有高連十三人 (373% )表示不滿意，二人(

5.1% )表示很不滿意，對實習課程總時數的

農業推廣人員戰前訓練考評研究

意 度一人數
(%) 

4.1-4.5分 4.6分以上 正口』 計

21 9 39 
(53.8 ) (23.1 ) (100.0 ) 

16 21 39 
(4 1.0 ) (53.9 ) (100.0 ) 

20 15 39 
(5 1.2) (38.5 ) (100.0 ) 

20 10 39 
(5 1.3) (25.6 ) (100.0 ) 

20 5 39 
(5 1.3) ( 12.8) (100.0 ) 

看法也分別有十二人及二人表示不滿意或很

不滿意。換言之，學員對實習和觀摩的時間

安排比較上較不滿意，綜合上述計畫執行過

程的考評，顯示出就參訓者的角度視之，課

程內容(包括邏輯性、完整性、適宜性)及

講義、輔助材料均不錯，教師的教學熱恆、

表達能力及在教學方法等亦均良好，健在訓

練時程、課程時間安排方面可再稍作改進。

的計畫執行成果考評

本計畫執行近四十年，其對新進的農業

推廣人員應有不少助益，惟限於時間及資料

的限制，本文謹以八十四年度第一期三十九

位學員參加訓練後回答的收種情況、此收種

應用於日後推廣工作的情況、以及訓練計畫

內容與其期待的符合情況作為解釋本計畫的

成果。

參訓者對此訓練計畫的收種情況如表七

所示，表上之項目乃配合著訓練計畫之目的

，此三項之檢討可作為訓練計畫成效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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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樣本對訓練時程、課程時間安排滿意程度分佈表

Table 6: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raining period and curriculum time schedule arrangemen t. 

滿 意 度一人數

項 目 (%) 

很不滿意 不滿意 無意見 滿 意 很滿意 A口c>.. 計

訓練時程之安排 5 3 25 5 39 
(2.6 ) ( 12.8) ( 7.7) (64 .1 ) ( 12.8) (100.0 ) 

訓練總時數 6 8 20 4 39 
(2.6) ( 15 .4) (20.5 ) (5 1.3) (10.3 ) (100.0 ) 

演講課程總時數 。 5 9 22 3 39 
(0.0) ( 12.8) (23 .1 ) (56 .4 ) ( 7.7) (100.0 ) 

實習課程總時數 2 12 5 19 39 
(5.1 ) ( 30.8) ( 12.8) (48.7 ) ( 2.6) (100.0 ) 

觀摩課程總時數 2 13 9 12 3 39 
(5.1 ) (37.3 ) (23.1) ( 30.8) ( 7.7) (100.0 ) 

一一一一 .... 

表七樣本對訓練計畫收種情況分佈表

Table 7: The outcome of the entry training program. 

收

項 目

頗有收種 有收種

對總體農業推 9 24 
廣環境的認識 (23.1 ) (61.5) 

產生積極的工 7 21 
作態度 (17.9 ) ( 53.8) 

獲得足夠推廣 2 20 
技術 ( 5.1) (51.3) 

指標。表上的資料顯示本訓練對參訓學員最

大的收種在於對總體農業推廣環境的認識，

其次為產生積極的工作態度，再其次為獲得

足夠的推廣技術 。至於訓練的收穫應用於日

後推廣工作的情況，有二人 (5.1% )認為小

部分可以應用 ，十八人 (46.2% )認為部分

可以應用，十七人 (43.6% )認為大部分可以

應用，二人 ( 5.1% )認為全部可以應用，可

見就參訓者的觀點視之，本訓練的收種多少

種 '情 況一人數
(%) 

有點收種 無意見 無收穫 l曰> 計

6 。 。 39 
( 15.4) (0.0) (0.0) (100.0 ) 

10 。 39 
( 25.6) (2.6) (0.0) (100.0 ) 

13 3 1 39 
(37.3 ) (7.7) (2.6) (100.0 ) 

可應用於日後推廣工作上。此外，訓練計畫

內容與期待的符合情況表示無意見的有二人

(5.1%) ，表示尚符合著二十人 (513% ) 

表示很符合者十四人 (35.9%) ，另三人 (7.7

%)表示十分符合，從此觀點視之，此訓練

計畫並沒有讀太多參人員失望。

總而言之，本訓練計畫具有讀參訓人員對

總體農業推廣環境認識、 產生積極工作能度及

獲得推廣技術之功能，並且這些獲得也多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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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日後推廣工作上，訓練計畫亦多能符合

參訓學員的期待，因此可以說本訓練計畫的成

果還不錯。

本研究嚐試以CIPP模式針對農業推廣人員

的職前訓練計畫進行整體性的考評，惟基於文

獻資料的不足以及時間的限制，只能針對能收

集到的近年的文獻資料以及八十四年度第一期

參訓人員的調查資料進行分析。所幸即或如此

，仍能有若干發現提供參考，首先本研究發現

該職前訓練計童的推動能符合客觀和主觀環境

的需要，其推動過程中相關組織的配合和資輝

的運用均合理，且成果能與訓練目的具很高的

符合性，也廣獲參訓人員肯定，因此建議來年

應繼續推動，惟日後的推動在計畫目標的描述

農業推廣人員職前訓練考評研究

上應更具體化，也即應以可測量的名詞定義計

畫目標;參訓人員資格的認定上宜更嚴謹，也

即年資、工作條件等與原資格規定符合者始接

受施以訓練。此外，若訓練時程、訓練時間安

排方面能稍作改進，例如稍縮短訓練時間或採

多階段式的安排的話，則參訓人員較易於安排

其公務，減輕參訓時造成公聽不便的壓力。同

時若講師在輔助教材和內容方面以及引起動機

和提供討論的教學方式上也予以改進的話，最

主要者如增加實務和觀摩課程、純理論課程的

份量予以減輕、增加實務經驗的講師授課俾能

融合理論與實務等，則將更能吸引學習者的興

趣與參與，那麼對於計畫的推動將會更臻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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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extension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major 
work of agricultural extnesion agents. Because almost all agricultural extension agents graduated 
from senior high school or senior vo個tional high school, the quality of their educatioon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and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executed the entry training prograrn of agriculture extension agents from 1956. There hadn 't 
been a serious evaluation of the training prograrn. For that reason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prograrn by m闊的 of decision- facilication rnodels-CIPP rnodel. The data were frorn literature 
docurnents and p訂ticipants， but b缸ause the lirnitation of available rnaterials and time res回ints，

the total 39 participants of 1995 were the respresentatives of the sarnple. 
Context evalu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ogram was related too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and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grarn. The goals of training pro
gram can fit the needs of the whole ∞unt旬， although a few goals are too abstract to rnea
sure accurately. Ex臼pt for those situations, several participants did not fit the requirernent; ln
put evalu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arrangement of related oorganizations is efficient, and 臼n also 
油lprove the interaction arnong governrnent agencies and farn1ers' associations. Agricultural de
cision making agencies look to the program as an irnportant program and Financial support 
increases year by year, the expenditure is reasonable, also personnel are all qualified , the 
equiprnent and lodging arr個gernents are sufficient, but the meals need ωbe improved. pro自ss

evaluation indicates that generally speaking, although participants are all satisfied with curriculurn 
content, teaching styl臼 and aπangernent of time schedules, cornparatively, the preparation of 
aduio-visual rnaterial, the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nts in discussions, the increase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the 訂rangement of field trips can be irnproved; Product evaluation indicates 
that participants can attain the training goals, and apply their learnings to their works. 

By rneans of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en甘y training prograrn should be 
executed continuously, but in the meantime, if sorne improvernents can be rnade then the 
prograrn can be 郎郎uted much better. 
Key words: Entry 甘aining， Decision-facilitation rnodels, CIPP (Context, lnput, Process, Prod

uct) rn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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