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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的應有態度 

林瑞昌 

 

 

現職：台北縣大成國小校長，並擔任台北縣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團研究員、國北

師院國教系兼任講師。 

學歷：目前於國北師院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班進修中。 

經歷：曾任台北縣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團召集人、國立教育資料館媒體委員、台

北縣政府教育局輔導員、國小教師、主任等。 

專長：領域為綜合活動領域課程、校長領導、兒童發展等。曾參與多項研究案。 

刊登在教育類期刊的著作：有「社會變遷與師生關係」、「五育均衡的榮譽制度」、

「三階段的教師成長模式」、「活化兒童生命力」、「從尊重與關懷的角度

看原住民學生學校適應問題」、「為本位課程覓源頭」、「大成國小環境教

育政策─品格與環境教育的大融合」、「綜合活動在學校本位課程中的定

位與運作」、「大成國小課程改革的使命與道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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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的應有態度 

林瑞昌 
台北縣大成國小校長 

一、前言 

輔導員是兼具教育及輔導專業的人員，工作屬性在將自己的專業與人分享，幫

助第一線教師做好教學工作，促成學生的學習發展及國家課程與教學政策的推展。

在強調教師專業自主的時代，每所學校及每一位教師都有自身的教育經營理念及方

法，教師多少也具備一些教育的專業及輔導知能，要對這樣的對象進行輔導，是一

項很大的挑戰。輔導員的專業能力是否被教師接受？所運用的輔導策略是否合宜？

都是要思考的問題及面對的挑戰。再者，各縣市目前的輔導員，都有其教師的本職，

輔導工作屬兼任性質，以部份時間到各校進行巡迴輔導、課程與教學支援，以及經

營個人的專業成長、行動研究等任務；這些對本職工作就很吃力的輔導員而言，是

一種很大的壓力，面對這龐大工作壓力，輔導員該如何調整自己？兼顧兩方面的工

作？教育是百年大計，輔導員若能發揮大的影響力，對於國家整體的教育品質，是

一種很強的助力。因此，輔導員也是一種具有道德使命的工作。 

總之，輔導員的工作性質，是專業、助人、部份時間、具有道德使命、有挑戰

性的，與受輔導的教師之間具平等關係。在這樣的工作性質下，輔導員應該要有怎

樣的工作態度，才能真正幫助自己及他人、在這條路上順利前進？是本文主要探討

的焦點。 

二、輔導員的應有態度 

筆者八十九、九十學年度借調教育局，承辦英語教學業務，與台北縣英語教學

輔導團有合作的經驗；九十一學年度有緣擔任台北縣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團召集人的

工作，親眼目賭輔導員的工作態度。他們除了具備專業能力及學習意願外，對工作

的執著、服務的熱忱，以及輔導團隊的認同度，都是令人非常敬佩及感動的。與他

們共事，有一股積極、正向的力量。從他們身上，讓我對輔導員工作態度有很深的

體會。 

態度(attitude)為何？對輔導員行為及輔導效果的影響力為何？從學理來看，態

度是個體對人、對事、對周圍的世界所持有的一種具有持久性與一致性的傾向。是



46 初任縣市輔導員實務手冊  

 

一種內在心理歷程，也是人格的一部份。態度包含認知、情感、行為三種成份；認

知是個體對於對象的想法，如事實、知識與信念；情感是個體對於對象的所有情緒

以及情感方面的評價；行為是個體對於態度對象的行為傾向，三者之間是互相影響

的。(張春興，1991)因此，探討輔導員的態度，要從其人格特質著手。輔導員態度

的對象，除了教師外，對於教育專業、輔導工作的態度，都會影響輔導員任務的執

行，也是值得著墨的一部份。態度的認知、情感及行動三部份，用在輔導員的態度

上；輔導員對於教師的看法、了解、對於教育的信念；對教師、教學工作的感覺，

以及對他們的行動等，都屬於態度的一部份。 

根據上述的內容分析，以下分成「輔導員的人格特質」、「對於教育專業的態

度」、「對於輔導工作的態度」、「對於教師的態度」等四部份來說明：身為一位輔導

員，應該具有的態度內涵。 

(一)正向人格做為輔導態度的基礎 

輔導員的工作，需要不斷與人接觸，行為舉止受到許多人關注，怎樣的

人格特質有助於工作推展？參考馮觀富(1997)的觀點，將一般輔導員被期望

的人格特質整理如下： 

1.對輔導員的工作感到興趣 

輔導員的主要工作之一，在協助教師解決問題，但教師及教育的問題

很複雜，並不容易處理及解決。且輔導員本身有自己的本職工作，輔導工

作是一種額外付出；認同這份工作，才能做得愉快。如果能把付出當成一

種興趣，熱愛幫助人、熱愛教育工作，也就是在認知、情感及行動上，都

對輔導員的工作表示正向支持，將會成為一個快樂的輔導員。 

2.身心成熟、情緒穩定 

輔導員服務的對象是教師，在教師群中不乏經驗豐富或學歷較高者，

且有些教師並非自願接受輔導。輔導的基礎在受輔導者有輔導的需求，但

輔導員所面對的對象，不一定認為本身有被輔導的需要。因此，現場會看

到有些教師接受度低，或反而以質疑的態度面對輔導員。遇到這樣的狀態，

輔導員應該以身心成熟及穩定情緒的態度面對，理解受輔導教師的心情及

工作的辛勞，以專業涵養說服教師，才能得到教師的尊重。 

3.對人真誠、對事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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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調學校為本、教育自主的時代中，每個學校及教師面對的問題不

同。身為輔導員雖然接受到一些新訊息，也有一些成功的經驗，但這些經

驗並不一定能直接轉移給教師。且輔導員採用巡迴輔導方式，與教師不一

定熟悉，在輔導過程中不容易被教師接納。但人是有感情的，輔導員需要

以尊重的態度、真誠的心面對教師，與教師建立良好、互信的關係，才能

談進一步的輔導。其次，對於輔導學校問題結構內涵、整體教育走向要有

敏感度，才能洞察學校問題之所在、理解教師所面對的問題，並提出合適

之建議。 

4.強韌的活動力及持續力 

輔導團是任務編組，與學校之間並沒有隸屬關係，在短時間的輔導過

程中，若沒有強韌的活動力，很難帶動現場氣氛，吸引教師的注意力，使

輔導效果打折。且在輔導過程中面對挫折是常有的事，以強韌的態度，勇

於面對問題、積極解決問題，才能讓輔導工作繼續下去。活動力及持續力

的基礎，則是建立在個人的專業能力，以及對輔導領域的了解及信心上，

自己有信心才能說服教師產生信心。 

5.喜歡分享，勇於面對挑戰 

輔導是一種分享的工作，在分享的過程中會得到許多鼓勵，但難免也

會有一些挑戰，特別是面對具有經驗的教師，挑戰性又比一般人員大。擔

任輔導員需將分享做為個人價值的一部份，樂於與別人分享。面對現場教

師五花八門的問題，以謙虛的態度、分享的精神，站在專業的立場幫助老

師成長，軟化教師的心。並隨時接受挑戰，與教師一起面對問題、解決問

題。 

(二)自許為專業人員，具有專業的信念及風範 

我國近幾年積極推動教育改革，教育在不斷進步及成長中，教師工作的

重要性及專業自主空間，也逐漸受到重視。輔導員做為教師的協助者，是專

業人員中的專業人員，更應自許為專業者，以專業的信念及信心執行工作。

專業信念及信心的來源，是不斷的成長及學習，努力吸收新知，並在付出中

驗證所學。輔導員雖然需要花費一些時間做助人工作，但也因工作關係，有

更多機會與教育行政單位、學術界、各校優良教師接觸。更比一般教師有較

多機會獲得教育上的新潮流、新理念，以及各校的優良案例。只要有心學習，

輔導員是可以走在時代前端。面對專業自主的教師，輔導員要透過服務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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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產出，建立個人的專業形象，讓教師產生信心，心服於您。並透過幫助教

師的過程，驗證及提昇自已的專業能力。 

在專業的風範上，首先自己要能帶頭做。也就是對於自己要推銷出去的

教育理念或教學策略，先在自己的職場中實踐，再將所得到的良好經驗與教

師分享。將自己認為好的，可以做得成功的經驗與教師分享，是一種具有道

德、價值的行為；如果將自己認為好，卻沒有經過驗證的內容，強力推銷給

教師，造成教師的誤用，其實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其次，面對教師，要能

不藏私，將所學、所得真誠的傳達給他人。輔導員因為職責的關係，得到許

多教育資訊，也被認定需要推展這些教育理念，若輔導員只將這些訊息留在

自己身上，其實也是一種未盡職責的做法。所以，不藏私、盡量分享是身為

輔導團員的職責，也是一種風範。 

(三)視輔導工作為榮耀，以服務為人生觀 

輔導員除了具有專業能力外，在情意方面，還要有服務的熱忱，將服務

做為人生價值觀的一部份，把擔任輔導員當做一件光榮的事，這樣的價值觀

將成為工作的動力。輔導員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投入很多時間及精力，但

不一定得到對等的回饋，有時尚會面臨一些挫折或遭到排斥；在執行工作

時，有時也會影響到本職的工作，班級學生家長是否能接受？服務學校校

長、主任或同事也不一定能體會及支持這份辛勞，有時更會影響到家庭的生

活。在這樣的困境下，如果沒有將服務做為重要的信念，會支持不下去的。

因此，要先調整自己，將輔導工作視為一種榮耀，面對任何問題才能樂觀以

對。 

除了服務的熱忱外，要透過不斷自我反省、自我對話，反省自己的輔導

價值觀，並思考是否認同及熱愛輔導員這份職務。想想自己為什麼要參加輔

導團？輔導團的工作內容是否符合自己的個性？對於工作的信心有多少？

期待從輔導工作中獲得什麼？若覺得自己認同輔導工作，熱愛輔導工作，則

擔任輔導員將讓自己的生命更加發亮，否則是在浪費自己的生命。 

(四)視教師為夥伴，彼此建立共信關係 

在強調學校本位的同時，每個學校的文化、特色、教師特性、周遭環境

等都不同，很難有一體適用的方法用在每一所學校。面對這種狀況，輔導員

不能以示範、教導的心態進行輔導，應該從協助者的角度，深入瞭解學校的

問題及需求，運用雙方同意的輔導策略，比較可能被學校所接受，達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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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效果。若冒然以指導者的立場，要求學校改變，將得不到學校的認同，

也就無法達到輔導的效果及用意。 

面對教師也是一樣，輔導團的運作採巡迴方式，與教師接觸的時間很

短，在短時間要能深入了解教師，得到教師的認同並給予合適的建議，確實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要更加尊重教師，盡量從教師的角度，了解他們

的問題及需求，與他們一同面對問題、尋求解決之道。千萬不能以指導者的

態度進行評論，或要求教師進行改變。輔導員本職是教師，被認同的角色也

是教師(更具有專業的教師)，做為教師的夥伴、與教師建立共信關係，是進

入輔導的重要因素。 

三、結語─輔導是價值實踐的過程 

態度是人格的一部份，受個人價值觀影響。因此，一位輔導員對於輔導的態度，

可以說是價值觀實踐的過程。在輔導的過程中，不管在認知、情感或行動上，都受

個人價值之影響。輔導員所協助的對象，是教育第一線上的教師，教師工作的重要

性無庸置疑，輔導員的工作更顯示出道德的使命。面對這樣的道德使命，輔導員最

重要的態度，要不斷反省自己的價值系統。個人所信仰的教育理念為何？所認同的

課程及教學想法為何？所認為輔導員的角色價值為何？在輔導的過程中，個人所抱

持的態度及價值為何？進行輔導後，對教師的影響為何？這些問題，都應該要深入

思考。 

輔導員的工作雖是一項任務，需要無私的付出。但也是一種責任，輔導員在進

行輔導工作時，無法避免個人價值的進入。因此在態度上，不斷省思自己的價值正

當性，是輔導工作是否具有價值的重要基礎。 

參考書目 

張春興(1991)。張氏心理學辭典。台北：東華。 

馮觀富(1997)。輔導原理與實務。台北：心理。 
 
 
 
 
 
 
 
 



50 初任縣市輔導員實務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