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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優化實務在職訓練教官(On-Job-Training-Instructor, 下稱OJTI)的培訓方式，飛航服務總

臺特辦理「航管實務在職訓練(OJT)教官教學技巧研習課程」，於盧森堡的歐洲空中航行安全

組織(EUROCONTROL)訓練中心，進行為期2週的訓練，實地了解歐洲地區OJTI的培訓狀況，

並詳細紀錄訓練過程、課程內容及心得收穫，以為本總臺未來設計、優化OJTI訓練，及增進

在職訓練品質方面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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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 

1990年6月歐洲空中航行安全組織（EUROCONTROL）在盧森堡舉辦了探討飛航管制員

（Air traffic control officer, 下稱ATCO）在職訓練（On-Job-Training, 下稱OJT）相關事務的國際

論壇，隨之成立了專家小組（Specialist group），以提供有關「組織並實踐具協調性的OJT」、「挑

選、訓練和評核OJT教練 （Coach）」、「使用現代培訓工具和方法論，以最大程度優化ATCO

訓練」等事項的意見及建議。 

關於上述遴選和培訓在職訓練教官OJTI之意見及建議，獲得EUROCONTROL認可，在持

續多年的發展下，於1995年發布名為「Air Traffic Controller Training at Operational Units」的報告，

並在1999年修訂後，成為日後歐盟各會員國執行ATCO在職訓練指導方針。首屆OJTI培訓課程

是由來自EUROCONTROL、法國、德國、愛爾蘭、瑞士和英國的訓練專家，透過各項工作小

組聯合開發而成，並在1994年12月由EUROCONTROL於盧森堡正式推出。 

1998 年 EUROCONTROL 進一步成立「在職訓練教官用戶小組」（OJTI User Group），於

每年召開會議，其任務為：監管當前 OJTI 訓練課程的執行狀況、審查當前課程內容、開

發 OJTI 複訓課程（Refresher course）等，並於 2002 年新增專門開發「目標導向格式」

（Objective-based format）」專案工作小組；2004 年完成「飛航管制員共同核心內容和培訓

目標指南」（Common Core Content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for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簡稱

CCC）；2007 年改良「訓練技巧」（Training Techniques）課程內容，強化「示範」（Demonstration）

和「解釋」（Explanation）的重要性，強調「教練式提問」（Questioning）和「引導學生反饋」

（Talk through）的能力。 



 4 

貳、目的 

EUROCONTROL自90年代起，便長年耕耘於ATCO的訓練領域，在歐盟完善制度監管下，

不斷與時俱進，從未刻舟求劍，因此相關師資在經驗及能力上，可說獨步全球。為優化OJTI

的培訓方式，本總臺辦理之「航管實務在職訓練(OJT)教官教學技巧研習課程」，於盧森堡的

EUROCONTROL訓練中心進行為期兩週的OJTI訓練，以為本總臺未來設計、優化OJTI訓練及

增進OJT訓練品質提供參考方向。 

臺北飛航情報區在 107 年的飛航服務總架次，繼 106 年以後再創下歷史新高，已超過

了 175.6 萬、桃園國際機場起降架次逾 25.7 萬，桃園國際機場刻正持續進行各項新建及

擴建工程，以因應未來航機增長之容量。臺北飛航情報區的飛航管制員們所面對的壓力與

挑戰不亞於世界任何國家，但在未能加入 ICAO 等國際組織的情況下，各項訓練制度要跟

上國際社會的腳步，有賴於更加積極地參與如 EUROCONTROL 這般品質及多樣性兼具的

訓練機構辦理的訓練課程，除了直接獲取最正統、全面的課程內容外，更可藉此機會與來

自其他不同國家的 ATCO 們交流，進而使參訓效益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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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 程 

一、 行程紀要 

本次行程原擬於 11 月 13 日(週日)下午抵達盧森堡，14 日(週一)開始展開為期兩週的課

程，但由於長榮航空公司班機調度，臨時變更行程於 12 日(週六)提前抵達，本案出國行程

如下表： 

17 日行程紀要 

111 年 11 月 11 日至

111 年 11 月 12 日 搭乘長榮航空公司班機（BR87）至巴黎，隨後轉機至盧森堡 

111 年 11 月 12 日至

111 年 11 月 13 日 

下午搭乘盧森堡航空班機（LG8012）抵達盧森堡，前往下榻飯店 

111 年 11 月 14 日至

111 年 11 月 18 日 週一至週五參加訓練課程 

111 年 11 月 19 日至

111 年 11 月 20 日 與其他 ATCO 交流 

111 年 11 月 21 日至

111 年 11 月 25 日 

週一至週五參加訓練課程 

 

111 年 11 月 26 日 
凌晨搭乘盧森堡航空公司班機（LG8011）前往巴黎轉機 

中午搭乘長榮航空公司班機（BR88）返回台灣 

111 年 11 月 27 日 下午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二、 訓練課表 

EUROCONTROL 設計的 OJTI 訓練課程含大量的模擬機實作演練，為確保訓練品質不受

人數影響，限制人員上限 12 名，因此經常快速額滿。本次有幸參與的訓練計有 9 名學員，分

別來自盧森堡塔臺 2 名、斯洛維尼亞塔臺 2 名、新加坡訓練單位 3 名及我們臺灣 1 名，課表

如下圖 1 所示，理論課的部分一天大致有 3 堂不同主題的課程，學員必須在 2~3 天的短時間

內密集消化 11 堂理論課內容，並於課程結束隔天進行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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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訓練課表 圖 1：訓練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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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訓練環境 

EUROCONTROL 訓練中心距盧森堡機場約 15 分鐘、離市中心約 30 分鐘車程，路面電車

及公車皆可抵達，且盧森堡全境內的大眾運輸工具皆免費，十分便利。訓練中心為 3 層樓建

築，1 樓為大廳及模擬機室，2 樓為圖書室及訓練教室，3 樓為員工辦公室，餐廳則位於地下

1 樓，供餐時間為 12 時 15 分開始，周邊沒有其他餐廳，僅街角有一輛快餐車。訓練中心環境

十分簡潔，但可容納的人數卻十分驚人，在參訓的次日(15 日) ，據稱有 500 人同時在訓練中

心內活動，也由於該中心訓練業務蓬勃緣故，週遭飯店的價位普遍偏高，訓練旺季更可能一

房難求，甚至講師都曾面臨未及早訂房只能住民宿的窘境。 

本課程除了首三日的理論課程於訓練教室進行外，其餘時間除卻考試(含筆試及術科考

評)，皆於模擬機室進行模擬實作演練。 

 

 

 

 

 

 

圖 2：訓練中心樓層圖 

圖 4：訓練中心後門外觀 圖 3：訓練中心正門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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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訓練教室內部及上課狀況 

圖 6：廊道內視角 圖 5：2樓廊道(兩側皆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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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內 容 

一、 理論課程：每日訓練情形記述 

EUROCONTROL 經驗豐富的講師，對回答各式各樣的問題應付自如，講師在首日對我提出

的諸多疑問一一闡述、解答，雖然因此造成隔日的授課時程變得更加緊湊，但也顯示他們對

於學員的需求知無不言且充滿熱忱。每日訓練課程及心得收穫概述如下： 

（一） 第一天理論課程：Coaching Theory、Learning theory、Regulatory requirement 

1. 教練原理(Coaching theory): 介紹了教練(下稱 Coaching)的原理、原則，這

堂課程對我而言最大的收穫，是釐清了自己過去對於 Coaching如何應用在航管

教學環境的疑惑，那就是：「Coaching 雖然理想，但是跟直接下指導棋的方式

(Teaching/Instructing) 比起來十分耗時，在緊湊的管制環境下提倡 Coaching

是否是不切實際的理想？」。 

根據講師的解釋及課程簡報架構，他們是用「課前簡報」(下稱 Brief)跟「課

後簡報」(下稱 Debrief)來解決這個問題，也就是在席位上不需要做完整的

coaching，重點放在提出恰當的引導式提問(Probe Question)即可，一對一的

詳細 Coaching可以待到 Debrief時再完整執行。 

2. 學習理論(Learning theory):講師首先從行為學的理論來定義什麼是「學習」

(Learning)，講師選擇採用的定義是：「Learning is a relatively permanent 

change in behaviour brought about by an experience」(學習是經由經驗而

得的行為永久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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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此定義我提出一個討論議題：如果將學習定義成透過「經驗」獲得行為的

永久改變，那麼會不會造成人們只專注在「解決已知問題」的經驗培養？但飛

航管制員(下稱 ATCO)們不可能在訓練過程中實際「經驗」所有未來生涯中可能

發生的事，所以 ATCO 的”Learning”不應該是透過有限的經驗去產生足以解決

無限可能的行為才對嗎？ATCO和其他工作不同的地方在於，ATCO的價值在發揮

「解決未知問題」的能力，而不是熟知已知問題的能力。 

講師十分同意，也分享了自己在克羅埃西亞擔任管制員時曾面臨無線電、平面

通訊與航管自動化系統全部失效的生涯經歷，藉此經歷來闡述航管工作的本

質，並補充說明了”work as imagined(WAI)”、”work as done(WAD)”、”work 

as descript”跟”work as appose”的概念(備註 1)。這個議題十分值得各國

的管理單位深思，因為再優良的管理制度觸及到的層面都只是”Work as 

descript”，然而這在本質上只是工作的冰山一角而已。再者，ATCO的工作與

飛機駕駛員截然不同，因此可標準化的程度也相差甚遠，任何意圖把飛航管理

程序(ATMP)變成執行清單(Check list)的思維，都很可能是有害而無益的。 

課程中有一段提到飛航管制的工作(ATC tasks)是這麼說的：” Working on the 

fine line between safety and efficiency makes ATC very complex and makes 

the work of an air traffic controller a sustained effort to find optimal 

solutions.” (飛航管制員的工作之所以非常複雜，是因要在安全和效率平衡

間，持續致力尋求最佳解決之道) 。這段話很好的說明了飛航管制(下稱 ATC)

這個工作追求的是一種平衡，而不是絕對標準。 

3. 歐盟規範(Regulatory requirement)：雖然講師自嘲這堂課只有律師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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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倒是覺得如入寶山，因為關於能力本位訓練(Competency Based Training, 

CBT)、訓練計畫(Unit Training Plan，下稱 UTP)的設計，講義內容中列舉許

多具有參考價值的網址連結(備註 2)可作為我們未來推動的借鏡。 

而藉此課程也得知歐洲除了 OJTI 之外，還有針對模擬機訓練教官(Synthetic 

Training Device Instructor, 下稱 STDI)的法規限制，兩者在限制條件上有

些許不同：OJTI必須要有 2年以上的執業經驗、單位執照有效，同時在帶學生

前還要確保有 6 個月的執業經驗(休假不計)，並且通過 OJTI 的訓練及考核

(Assessment)；STDI 則沒有上述 6個月的限制，因此退休人士可以擔任。 

（二） 第二天理論課程：Communictaion、Briefing、Demonstration and Involvement、

Monitoring, Interven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Human behavior in training。 

1. 溝通理論(Communication)：此課程與本總臺現有 OJTI 課程的相關內容差異不

大，我們現有課程甚至著墨更多、更完整，故不多加記述。但是個人認為值得

借鏡的概念在強調 OJTI 與學生在同一件工作上的心理狀態不同，這點雙方很難

自覺，因此 OJTI需要小心自己在無意間成為干擾源，如下圖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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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課前簡報(Prepare and Brief)：如前所述，EUROCONTROL 所發展的這堂 OJTI

訓練，是以 Coaching 為基本核心，因此在這個核心下，Brief環節便十分關鍵，

這個環節的目的是使 OJTI 在席位開始前準備好自己、也準備好學生(圖 9) 。

OJTI 必須參考學生過去的表現(來自其他教官的評量報告) ，及 UTP 來設計當

次訓練的適當目標與行為標準(圖 10)；必須對學生明確表述當次席位所預期的

行為表現、達成標準，以及自己將會採用的教練方式，透過雙向的對話來對齊

雙方對於目標的認知。而透過這個環節，將同時使 OJTI 及學生雙方在每次席位

的訓練過程中更具覺察力，繼而讓自己對於過程中的收穫與不足體會更深。 

 

 

 

 

圖 8：簡報摘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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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示範與授權參與(Demonstration and Involvement)：示範指的是由 OJTI 全權

執掌席位，同時間一邊示範正確的行為，一邊說明心中思路的教學方法；而授

權參與，是在示範的過程中，適度地授權某些工項(Tasks)讓學生參與其中。 

這堂課讓我破除了對於 OJT 的思維框架：據我的經驗及觀察，過去及現在的主

流 OJT教學方法都著重在「多讓學生自己做」，因此在學生的訓練過程裡，其實

幾乎沒有機會觀看自己教官的管制表現，而是全面仰賴教官的口述指導，並自

圖 9：課程簡報摘錄-事前準備 

圖 10：課程簡報摘錄-目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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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從教官的要求中去體會他究竟意欲何為。 

但透過這堂課讓我發現，這是因為我們大部分的人都被「要讓學生自己親手做

才叫 OJT」的思維給框住了，實際上「示範」也是訓練的一種工具、一種手段，

不但能夠應用在訓練初期，更適用於學生的撞牆期。因為除了親自練習之外，

觀摩也是 OJT 重要的一環，問題是當我們在觀摩他人的時候，通常只能看到外

顯行為而無法直觀其背後的思路，而透過示範則可以很好解決這個問題。 

4. 監控、干預與導正錯誤(Monitoring, Interven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

在強調「學生自己親手做」的 OJT思維下，OJTI還會產生一種「避免干預學生

作為」的傾向，但這堂課讓我學到，其實干預(Intervention)的形式很多，包

含提問引導(Question)、糾正錯誤(Error Correction)、直接指示(Instruction)

及接手(Takeover)，而不是只有接手這一種形式。 

換句話說，適時的干預應被視為幫助學生的訓練手段，而不應被視作剝奪學生

訓練機會或是打擊學生信心的行為，讓學生自己摸索問題，反而可能使問題升

級到不得不接手(Takeover)的機會提高。 

以下是 5種干預的方式及時機說明： 

(1) 引導提問(Question)：目的在引導學生覺察(Awareness)問題，分為開放

式(Open)、引導式(Probing)及封閉式(Closed)提問(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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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糾正錯誤(Error Correction)：錯誤的糾正時機包含預防(Prevent)、即

刻(Immediately)、延遲(Delay)及置之不理(Do nothing)4 種(圖 12、13)。 

(3) 直接指示(Instruction)：當觀察到學生的反應明顯從預劃(Proactive)

轉為被動應對(Reactive)時，代表此時更適合直接指示而非引導提問。 

(4) 接手(Takeover)：接手的時機包含學生請求、超出可容忍的安全邊際(包

含教官或學生)以及當訓練價值明顯降低或不復存在時，這些情況下 OJTI

都應該果斷的接手。 

圖 11：課程簡報摘錄-提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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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習動機理論(Human behavior in learning)：主要在講動機理論以及戰逃反

應等簡單的心理學理論，然而這堂課令我印象深刻的倒不是課程內容，而是不

論講師或是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們講到航管工作時所顯露的自豪目光，這樣一

種樂在工作並引以為傲的態度，在臺灣職場是相對少見的情景。 

圖 12：課程簡報摘錄-Delay 

圖 13：課程簡報摘錄-Do 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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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天理論課程：Debriefing and Feedback、Stress management、Report 

writing。 

1. 課後簡報(Debrief)：如果將 Brief比喻成運動前暖身的話，那 Debrief便可對

應為收操了，透過這堂課不但更瞭解 Debrief 的意義，同時也獲知如何架構一

場實用的 Debrief內容。 

Debrief的主要目的(圖 14)在於讓人認清自己的長處跟短處，OJTI透過這個對

話過程來協助學生認清自己跟目標之間的具體差距，具體步驟如下： 

(1) Set the trainee at ease 

(2) Ask his opinion about his performance 

(3) Discuss the trainee’s strength 

(4) Discuss the trainee’s weakness 

(5) Review the main points 

(6) Agree on any remedial action 

(7) Give clear overall assessment 

(8) Allow questions 

(9) End on an encouraging note 

如果時間不夠的話，也可以執行簡化的版本，只執行上述的第 2、3、4、7、8

等步驟，但不論長短最重要的是達到” the trainee must be left in no doubt 

as to how they have performed during the training session” (必須讓學生

對自己在訓練過程的表現沒有疑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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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給予反饋(Giving feedback)：給予反饋的步驟說明如下(圖 15、16) 

(1) 確認自己的狀態是否適合執行 Coaching：教官也是人、也有情緒，因此

提醒 OJTI 們在 debrief、給反饋前優先確認自己的狀態，我認為是一個

很棒、很重要的概念。 

(2) 盡量「及時」地給予反饋，但只限於雙方都處於適當的狀態之下：OJT

不論體力上或精神上都是很耗能的，因此確認自己的苦口婆心、金玉良

言是在能被對方妥善吸收的時機傳遞，對於 OJTI 來說是很重要的，除此

之外也可以避免自己的情緒受到對方的冷淡反應所影響，進而破壞後續

關係。 

(3) 著重在具體的行為，保持真誠與事實導向(Authentic & factual)：人性

習慣用「行為」去判斷他人的動機，卻用「動機」來解釋自己的動機。舉個

日常生活的例子來說，我們會覺得對方看我手機的行為代表不信任我，但是

圖 14：課程簡報摘錄-Debriefing rea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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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對方手機卻是因為我需要安全感。 

而要克服這個人性偏誤最好的辦法，是養成先「判斷對方的行為就好」，然

後再「詢問對方動機」的習慣，根據我個人的經驗，詢問的結果往往都會和

原本預想的動機不一樣。 

(4) 注意力放在學生「做了什麼」，而不是「沒做什麼」：OJTI 太容易專注在

未來式，那些學生應該要做到而沒做到的事。這固然沒錯，但卻忽略了，

OJTI得先把「現在」修好才有預想中的未來，因此與其一直告訴學生「應

該做什麼」，不如先回過頭來看「他現在做了什麼」。 

OJTI的目標應該放在改變學生「現在的行為模式」，否則用固定的模式是

不可能輸出不同結果、得到好的合理的未來。 

(5) 避免資訊超載：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沒有人能一次吸收太多資訊，給

予過多資訊，不但浪費彼此的時間，更可能耗損彼此的信任。 

(6) 透過對話或提問，確認學生理解的事情和你想表達的是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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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課程簡報摘錄- Giving Feedback 

 

 

 

 

 

 

 

 

 

 

 

 

 

 

 

 

 

 

 

 

3. 壓力管理 (Stress Management)：壓力不總是壞事，適度的壓力反而有助於表現

（圖 17-Yerkes & Dodson,1908)，但這道理卻鮮少有人能成功地使壓力維持在「適

圖 15：課程簡報摘錄- Giving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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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壓力與表現關係圖- Yerkes & Dodson,1908 

度」，這堂課提供給 OJTI 們的三種預防壓力的方法是： 

 

 

 

 

 

 

 

 

(1) 提升自信(Self-confidence)：協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建立高而合理 

(High but realistic)的自信，這裡新加坡同學提出了一個引發全場共

鳴的問題，「如果學生過度自信(over confident)該如何」？ 

這個提問充分顯示了 COVID-19對 OJT訓練的影響是全球規模的，我認為

這問題大概只能透過落實能力本位訓練(CBT)加以緩解，透過 CBT強調客

觀事實、具體結果的精神以弭平 OJTI跟學生雙方對合理的認知。 

(2) 創造正面的學習環境(Posi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這指的不是一

昧稱讚、誇獎學生而不指出過錯的環境，而是使學生可以預期自己能從

OJTI獲得客觀、有效、值得信賴的反饋，以及充分支持的環境。 

(3) 清楚的訓練流程(Clear training process)：使學生能夠對於訓練過程、

訓練表現標準有清楚的認知。 

 

4. 撰寫訓練報告(Writing report)：這堂課說明了 EUROCONTROL 所使用的 2種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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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其目的、使用場合跟撰寫的原則。  

(1) 形成性評量表(Formative assessment)：據我的理解，這類似於本總臺

現行的每週評量表，主要差別在於此評量表是「每天」而不是每週；而

根據私下與新加坡同學的聊天內容得知，新加坡甚至是「每次輪值席位」

都撰寫一份。 

形成性(Formative)評量，是將重點放在學生養成、型塑上面的評量，因

此在報告格式上，提倡以申論形式(Essay)，而不是我們現行的查檢表式

(checklist)格式。這差異也十分讓人理解，畢竟他們提倡的是

Coaching，而雙方的深度互動，顯然是無法反映在一體適用表格上的打

勾就夠的。然雖如此提倡，實際上每個會員國採用的方式都各自不同，

和我們一樣格式的國家想必也是有的。 

(2) 總結性評量表(Summative assessment)：類似於我們的考核評量表，由

考評官填寫而不是 OJTI，這點也和總臺現行制度一致。不過講師補充說

明 EUROCONTROL 正準備修法，未來朝向改由 OJTI 來執行，畢竟 OJTI 是

最瞭解受試者狀況的人，由外界人士憑一面之緣下的觀察來考核有些不

切實際，再加上考核官出差旅費及人力資源應用等層面，也是促成修法

的考量。 

(3) 保存及取用方式：此堂課我所提出的問題是，每天交形成性報告的話，數

量一定相當驚人，那麼是由誰保管、保管於何處呢？畢竟還要考量所有

OJTI、學生跟訓練管理人員(Training Manager)都要能取用的現實條件。

據講師的回答看來，各會員國可以有自己的方式，例如有的是由學生保

管，這樣一來換教官的時候教官便可直接向學生索取；有的是放在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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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桌子上，人人可以取用；也有朝向電子化發展的國家。 

（四）  第四天訓練課程：測驗(筆試)及模擬機訓練簡介 

1. 筆試測驗：上午利用電腦進行理論課程的線上測驗，及格成績 75分，而在作答

完畢後，電腦會立刻計算成績並顯示結果。 

2. 模擬機訓練介紹：下午介紹後續模擬機訓練將使用的空域及相關程序(附件 1)。 

二、 模擬機課程：訓練情形概要 

這 10 天的課程中，個人最感到驚艷的在於採用模擬機及虛擬空域來融入訓練的設計概

念 ， 透 過 實 體 環 境 及 虛 擬 的 空 域 來 讓 OJTI 們 實 際 練 習 Prepare 、 Brief 、

Monitor/Demostration 、Debrief 等完整過程；虛擬一個簡化但陌生的航路管制中心(名稱

Coach radar)並讓學員分組、輪流擔任「學生」、「OJTI」、「駕駛員」等不同角色，再由

3位講師們分別於各組的演練過程中從旁觀察、給予講評。藉此方式不僅能讓未來的 OJTI們

實際練習理論課程中收穫的各種知識，發展自己的 Coaching技巧，更能藉由陌生的空域、程

序跟角色，一舉讓所有人「穿上學習者的鞋」，於無形之中達成「換位思考」的效果。 

（一）  模擬機環境說明：模擬機環境配合分組方式最多可以容納 12 人，因此這個課

程的開課上限是 12人，環境及設備如下列各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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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模擬機環境 

 

 

 

 

 

 

 

 

 

 

 

（二）  執行方式說明：從訓練第 5天開始便持續不斷地模擬演練，直到第 9天模擬機

訓練結束前，每人都將經過同等份量的練習並完成 2 次的考評，再以 2次的平

均成績做為最終的術科成績，訓練過程有以下幾點特色。 

1. 人員分組更替、每次練習題目不重複：學生們每天分為 A、B、C 三組，每組 3

人輪流擔任學生、OJTI跟駕駛員，而每次擔任上述角色時所使用的題目也不同，

因此不會有任一題目重複出現三遍，以此確保學生的學習品質不會因為先後順

圖 18：模擬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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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每日分組輪值表 

序而受到影響。 

2. 題目難度逐日升高：題目的難度會隨著日子而逐漸增加，而學生們每日的分組

也會更替，每個人需要依據當日的分組輪值表在各組間移動(圖 20)，藉此可確

保每個人都能接受同樣數量跟強度的練習，也可以觀摩其他人的演練狀況。 

 

 

 

 

 

 

 

 

 

 

 

3. 訓練輔助文件完備：現場備有 Brief 及 Debrief 的空白範本、參考文件跟每個

學生角色的形成性評量表(如下列圖示)，讓學員們可以完整的演練整個 OJT 流

程，並在範本的輔助之下不斷地練習，進而熟悉 Coaching 的各項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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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各項輔助文件擺放於模擬機室中央，可供隨時取用 

圖 22：每個人的『形成性評量表』置於一處，供擔任 OJTI 者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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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訓練效果心得：雖然我具備 OJTI經驗，但在這樣特殊設計的模擬機環境下，並

沒有因為既有經驗而顯得游刃有餘，反而在不同環境下重新體悟 OJTI 這個角

色。 

1. 正面認可的重要性：當第一次演練 OJTI 時，講師所給的建議是：「雖然妳在

Monitor 學生的過程中提問的時機跟問題都很好，但是既然學生（扮演者是新

加坡的老練管制員）都回答的很好，妳自己在 Debrief 時也稱讚對方講的很好，

那麼為什麼在整個 Monitor 的過程中卻都沒有聽到一句稱讚、肯定對方的隻字

圖 23：呼號及波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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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語呢？」；接著講師進一步說明：「在每一次提問得到很好回答時，都可以

簡單地說句 good、very well 等，讓對方當下知道思維或行為受到肯定，而不

是把稱讚或肯定留在做完席位後的 Debrief時才讓對方知道」。 

2. 自信大過能力的人性偏誤：在第一次演練示範解說(Demostraion)時，我受到過

去擔任 OJTI的經驗跟習慣影響，導致過度著重在示範跟解說上，而沒有好好地

兼顧工作量，於是在雷達引導的時候不小心把飛機帶到限航區裡頭了。這也充

份說明了自信大過於能力，是一種人性而不是學生獨有的問題，OJTI 同樣會有

這樣的盲點而且更難自覺。我就在飛機爬升率跟轉彎表現都完全不同的模擬機

環境下，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憑藉不合時宜的經驗進行判斷，因此而發生了誤

判。 

3. 直接指示（Instruction）跟接手（Takeover）的心理建設：關於 Instruction

跟 Takeover，自己過去一直沒能很好地把它們視作訓練手段而避免使用，透過

先前的理論課程已經讓自己覺察到了這個潛在問題，而在模擬演練的過程中則

是被講師精準地點了出來，在某次演練的 Debrief中，講師指出：「妳在剛剛的

過程中說了 2、3次『我觀察到妳開始有點緊張，但是別擔心，妳目前為止都做

的很好』來安撫學生，並且在某一次企圖說明某種解法之後，又說『I leave it 

to you, I let you decide it』。但是既然妳都觀察到她開始緊張了，那為什

麼不直接給 Instruction 來減輕她的壓力呢？為什麼堅持並強調讓她自己做決

定呢？」。這個對話過程讓我深刻的體認到，其實干預(Intervention)真的不等

同於施加壓力，適時且適當的干預反而可以是一種解除壓力的支持手段，一個

優秀的 OJTI是能夠微妙地平衡放手、干預跟接手這些技法組合的人，讓學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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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地維持在近側學習區(圖 23：Zone of Provimal Development,ZPD)，進而

獲得最好的學習成果。 

 

 

 

 

 

 

 

 

 

 

 

 

 

 

 

 

 

 

 

 

圖 24：近側學習區理論(ZPD) 

圖 25：模擬機訓練中擔任 OJTI收到的所有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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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經由本次 OJTI訓練，得知自己這兩年在總臺設計的 OJTI訓練，與 EUROCONTROL理論部

分差異不大，感到十分振奮與寬慰。也期待未來總臺人力充足後，在自辦 OJTI 訓練上

能有更充裕的時間，更優質的環境進行課程，使本總臺的 OJTI 訓練效益，如 EUROCONTROL

般理論面與務實面兼備，成為總臺高水準飛航服務的堅強後盾。 

二、 關於訓練採用模擬機的部分，根據私訪新加坡同學表示，新加坡同樣利用模擬機進行

OJTI的模擬演練，但與歐洲特別設計「虛擬空域」的方式稍有不同，新加坡是使用現有

的塔臺或雷達模擬機，配合簡化後的題目來做演練，但會調換塔臺跟雷達背景的學員，

也就是讓塔臺管制的學員使用雷達環境，雷達管制的學員使用塔臺環境來演練 OJTI 的

角色，進而達到類似 EUROCONTROL 的換位思考效果。總臺雖與新加坡一樣兼具雷達模擬

機及塔臺模擬機的自訓環境，但若要開發類似新加坡的 OJTI 訓練課程，需要累積一定

數量接受過 EUROCONTROL OJTI 訓練、且通過認證的雷達管制與塔臺管制人員，並還需

要透過跨單位的專案合作才可能實現。 

三、 此次參與訓練，除了收穫 OJTI 各方面的知能外，在訓練設計方面也獲得了講師關於

EUROCONTROL 參考文件的指點(見註釋)，讓我們得以對 EUROCONTROL 的訓練設計概念、

訓練制度跟法規限制有較具體的參考依據，也期待日後總臺人員若有機會來訪或參訓時

再行深入了解。EUROCONTROL 為歐洲地區歷史悠久的管理單位，建有豐富的資料庫及清

晰的歷史發展脈絡，在 ASBU 的各項發展都有明確的指導文件及實體產出成果，若有機

會實地了解，勢必對總臺未來發展極具參考價值。 

四、 基於著作權及商業保密考量，課程簡報不便於本次出國報告內公開，但已將電子文件轉

交飛航業務室存查。對於未來本總臺 OJTI 訓練課程的發展與優化，短期仍以總臺現有

訓練規模因應，然而能否充分發揮模擬機的訓練效益，人力仍是主要關鍵。茲就課程設

計、題庫場景建置及教官之人力，建議未來可思考方向如下： 

1. 課程設計部分：在理論課程中，可透過先期訪談或問卷調查，增加與工作相關的實

例，使參訓者除了理論面能收獲心法之外，亦能與實務面產生更好的連結。 

2. 場景建置及訓練題庫製作：若能與各航管單位的模擬機管理人員或題庫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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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案合作的方式來建置 OJTI訓練情境，將可一方面達成航管單位間的水平交流，

一方面有助總臺培養未來的專案管理人才。 

3. OJTI 教官人力：我國若想建置與 EUROCONTROL 或新加坡相同規模的 OJTI 訓練，需

訓練一定規模的人員至相當程度方可適任，初期仍由現有人員擔任為宜，未來再評

估其妥適性及相關配套措施。若未來人力充足可安排專職教官時，建議參考新加坡

及 EUROCONTROL作法，專職教官每 6個月維持 20小時實際班務保持實務技能，其餘

時間則用於行政業務，以兼顧 OJT教學品質與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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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備註 

一、 縮語對照表 

OJT On Job Training 

OJTI On Job Training Instructor 

STDI Synthetic Training Device Instructor 

ATCO Air Traiffic Control Officer 

ATC Air Traiffic Control 

CCC Common Core Content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for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WAI Work As Imagined 

WAD Work As Done 

ATMP Air Traffic Management Procedure 

UTP Unit Training Plan 

CBT Competency Based Training 

ASBU Aviation System Block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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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考資料檢索 

1. EUROCONTROL HindSight magazine 第 25期：

https://www.eurocontrol.int/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files/hindsi

ght25.pdf 

2. EUROCONTROL 相關規定連結或文件名稱： 

ATCO Licences & Certificates：

https://www.easa.europa.eu/downloads/19632/en 

EASA Easy Access Rules for ATCO： 

https://www.easa.europa.eu/document-library/technical-publications/easy-

access-rules-atco 

An updated synthetic view on EU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in the fields of 

ATM/ANS and aerodroms： 

https://learningzone.eurocontrol.int/doc/seslex.htm 

EUROCONTROL ATC Refresher Training Manual + Matrix file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Unit training Plans T42 

OJTICourseSyllabus_Ed2.0-T40 

Air Traffic Controller Training at Operational Units-Refresher Course-T18 

Air Traffic Controller Training at Operational Units-T10 

ATCO Rating Training Performance Objectives 

Guidance for Developing ATCO Basic Training Plans 

https://www.eurocontrol.int/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files/hindsight25.pdf
https://www.eurocontrol.int/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files/hindsight25.pdf
https://www.easa.europa.eu/downloads/19632/en
https://www.easa.europa.eu/document-library/technical-publications/easy-access-rules-atco
https://www.easa.europa.eu/document-library/technical-publications/easy-access-rules-atco
https://learningzone.eurocontrol.int/doc/sesl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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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附件 

一、 Local Procedures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二、 OJTI 相關表格空白範本 

1. Preparation and Briefing 

2. Debriefing 

3. Formative assessmen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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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UROCONTROL OJTI Training 

「Local Procedures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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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UROCONTROL OJTI 相關表格空白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