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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育光"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輔導教師之實務培訓與督導需求，研究招募共30住

 當前擔任國小教師且兼任輔導教師、並實際從事接案之成員，進行兩個各四

 次、每次160分鐘之督導團體，且於每次督導團體前邀請成員提出其督導需

 求。研究針對所得之督導需求描述，採內容分析與類別歸類方式進行資料分

 析，並以現象摘要方式呈現各概念範疇之描述文本。發現輔導教師期望獲得督

 導研討的焦點包括:學生特定議題的處理、諮商輔導歷程實務、家長與教師諮

 詢工作、體系建構與團隊資源議題，以及個人專業發展狀態。研究統整上述實

 務困境與督導需求，朝國小輔導教師之專業服務介入、體制運作與角色職責，

 和個人專業發展促進等三個面向進行探討，並針對督導實務和未來研究提出相

 關建議。

 關鍵詞:諮商督導、國小輔導教師、學校諮商、學校諮商師、團體督導

 許育光: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k=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KevmnQ^ail.nh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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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育光國小輔導教師實務培訓與督導需求

 國小輔導教師Z實務t。"言川且且督導目弓三尺初杉芒 、口/+、而

許育光

 壹、緒論

 一、國小輔導體制與人力專業之實務困境

 隨著學生間題的複雜化與低鹼化、社會急遽變遷、學童問題行為日益嚴重的趨

 勢，國小輔導工作有越來越被需要與被重視的趨向(王麗斐、趙曉美，2005;陳為堅，

 2004 ;趙曉美、王麗斐，2006)。然而，在長期缺乏體制建構的背景下，國民小學輔

 導工作之體制、人力、運作規劃、分工整合和團隊建構等困乏，逐漸成為受關注的重

 要教育議題，且國小輔導工作應朝人力專業化發展亦是近期許多學者之共同觀點(王

 文秀、施香如、林維芬、許育光、連廷嘉，201l ;趙曉美、王麗斐，2007)。因長期

 未落實聘任其有輔導專業知能之教師擔任，雖然設有輔導處室，卻往往無法發揮輔導

 專業;致使整體能夠投人輔導工作之人力上付之闕如，更難談得上有系統的專業提升

 或督導訓練(王麗斐，趙曉美，2005)。另一方面，在學生問題數量增加，輔導工作

 繁重之需求下，國小學生輔導人員之專業有待提升，始能在各級心理預防和介人工作

 上有效發揮其功能，並創建更其效能的團隊(王文秀等人，2011)。因此，國中小學

 校輔導人員素質之提昇應是體制建構中極為重要的課題，值得加以探究和釐清。

 針對輔導需求與專業度需要顯著增加，教育部已於2008年4月之行政公函(台

 國四字第0970048340A號)，重新指示各級國民小學校應於校內設置輔導教師，且擔

 任輔導工作之輔導教師得減授部分時數之授課，始能有相對的時間投人兒童個案輔導

 工作;此一政策具體顯示當前輔導人員之缺乏，以及其在國小教育現場進行輔導諮商

 服務之需要性，然而此批受校方遴選而出任兼任輔導教師之諮商輔導人員，其專業能

 力與實務輔導能力，實有待加以了解或關注其專業發展議題。

 與此背景脈絡和高度輔導需求有關，王文秀等人(2011)受教育部委託針對學校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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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體制於全國各區進行八個焦點團體，分別邀請一般教師、輔導教師、教師團體、家長

 團體、校長團體、政府代表與民間團體代表各1-2人參與，發現當前輔導教師之困境有

 下述幾點:其一，輔導教師之界定、邀請與投人之困難，形成有專業背景卻不願意投人，

 而學校普遍的缺乏具專業背景之輔導人員;其二，輔導教師專任與專業化有其困難，輔

 導教師應採專任方式設立，且輔導教師專業度仍有待提升和培訓;其三，學校輔導空間

 昔遍簡陋、困窘，也是造成專業無法發揮的直接困境;其四，學校輔導行政系統專業度

 與穩定性長期不足，上級管理者如校長或輔導主任往往非相關專業，對輔導的推行和延

 續常產生極大的衝擊或阻力也是相關的困境。針對其中第二點的輔導教師專任方式設立

 之呼籲，著眼於校園霸凌事件之嚴重和學童之高度輔導需求，立法院已於民國^00年1

 月^2日三讀通過《國民教育法》修正案，明訂未來輔導教師朝向專職實缺聘任規劃;

 24班以上的國小、各國中應設專任輔導教師，百轄縣市政府與55班以上國中小學，皆

 需設專任的專業輔導人員(包含心理師或社工師)，新推行的輔導教師制度，預計從10I

 年8月起，五年內增聘1754位正式職缺之輔導老師(101教職網，2011)。從此一政策

 的變革來看，輔導教師雖開始朝向專職聘任，但其專業度、投人意願、督導與培育之支

 持體系、輛導空間和設備，以及行政系統的變動性與支持不足，仍可能是未來的困境，

 仍應從此些角度來探討輔導教師實務上的專業培育和督導需求。

 回顧與綜合國內學者對輔導人員的困境探討，可發現大致聚焦於脯導教師人力不

 足、法令末規範輔導人員之專業知能、以及輔導教師需兼責教學工作等三個重要的輔導

 實務與困境議題(王麗斐、趙曉美，2005 ;吳芝儀，2005 ;林美珠，200^;林家興、洪

 雅琴，2002 ;張麗鳳，2005 ;廖鳳池，2005)。刑志彬(2009)亦整理相關研究(林美

 珠，2000 ;王麗斐、趙曉美，2005)，指出輔導困境之關鍵原因，主要來自於輛導專業

 概念被淺薄化、法令執行未落實、輔導人力與需求不相符合、及輔導人員遴選與任用的

 問題等，而其中最為可議的部份乃是輔導人力質與量均嚴重不足的部分。若從未來五年

 將逐步聘任且專職輔導教師之趨勢來看，其培育和在職督導應可為最為重要的課題，值

 得加以探討和研議;在輔導人力素質、環境支援、資源條件和專業度等條件都有待建構

 之際，深度了解輔導教師實務之培育和督導需求，顯得更形重要而急需探究。

 二、國小輔導教師專業發展與督導需求

 「督導」對諮商脯導人員之專業發展是一個相當關鍵的要素( Campbe^^, 2000 ) l

 以美國為例學校諮商輔導人員( Schoo^ Counse^or)在實務工作上若能有專業臨床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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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其生涯滿意度、生涯確認與承諾威、以及自我效能等有相當關鍵的預測效力

 ( Bagger^y & Osborn, 2006 j ;根據Gysbers和Henderson (2006)的調查顯示，依循美

 國學校諮商師學會(^merican Schoo^ Counse^or Assoc^at^on, ASC^)所提出之全國學

 校諮商工作模式中的反應性服務(^esponsive SerV^ce )，其包括個別諮商、小團體諮商

 輔導、諮詢、轉介等工作，在現職學校諮商師的工作時間約佔總額的25-40九，顯示

 需要處理嚴重心理健康困擾議題學生的需求和負荷極大;且在服務對象上更涉及學

 生、家長、教師、和行政人員等層次;而工作任務的困境上，也包含大量個案處理與

 管理、危機或困難個案的介人、組織文化變動性高、外在要求與賦予責任加重，以及

 必須面對檢核與評鑑( DeMato & Curc^o, 2004 )。整體來看，顯見美國擔任輔導工作的

 學校諮商師在諮商心理服務專業能力上，有其專業工作與發展的重要需求。另一方

 面，學校諮商人員實務督導之內涵，除了諮商輔導實務之外，尚還包含學校輔導方案

 之建構、融人輔導於班級教學、班級輔導、小團體輔導，以及學校輔導行政規劃和領

 導等議題(^^nton & Deu^sch^e, 2006 )，可見其除了專業發展與實務的需求之外，在實

 際督導介人層面，其多元性與議題的多樣性也極高。

 然而，相關調查研究卻指出，儘管需求性和重要性極高，但是從學校畢業之後，

 美國學校諮商人員卻很少有機會和資源接受督導(^^tter, 2007 ; So^nody, He^lderso^],

 Cook, & za^brano, 2008) ;根據Page ^ p^etrza^與Su^nOn (200^)針對學校諮商師全

 國大量樣本的調查顯示，僅有13%的學校諮商師接受個別的臨床督導，參與團體督導

 的比率也只有^^%。相關學者即指出此一缺乏督導的現況，是美國學校諮商師專業發

 展當前的重要問題(^hr^st^an-Dunn, t998 ; McMahon & Patton, 2000 ; page et a^.,

 200I ; S^nk, 2005)，也建議宜增加或致力於對於不同型態之個別或團體督導模式，進

 行發展或研究( L^nton & Deu^sch^e, 2006 ; Rutter, 2007 ; Somody et a^．^ 2008 ) g

 而在學校諮商師的督導需求議題上，Shecht^nan和W^rzberger (1999)曾發展和

 修訂一份「督導需求問卷」(^eeds比r Superv^s^on questionnaire )，邀集兩位教授和三位

 學校諮商員督導將所有題項歸類至想探討之對象、介人議題內容、介人模式以及衝突

 之應對等四個領域;然而因台灣當前學校輔導教師之職責和實務內涵，與美國等發展

 多年之國家在實質上明顯不同，美國學校諮商師學會(ASCA)所提出的訓練要求等

 國外之實際專業養成背景，與台灣當前尚未明確培訓的學校輔導教師，在專業度上也

 差異懸殊，該量表恐無法明確反映當前輔導教師培育和督導之需求，實需要更基本的

 從本土經驗加以調查著手;且以美國已具備專業培育體系和學會等資源的背景

 上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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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強化學校諮商師的督導，台灣目前輔導教師若採專職聘任，其在職督導需求更是

 當前刻不容緩，急需加以探究的課題。

 三、研究焦點與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旨在了解國小輔導教師在接受督導歷程申所呈現的督導需求;採團

 體督導方式，收集與分析輔導教師於參與督導過程所提報出來期待進行督導之焦點。

 本研究所指之國民小學輔導教師，為九+A年度各校依據教育部標準所設立之減授兩

 鐘點之兼任輔導教師。而所界定之「督導需求」為輔導教師實際於督導團體中提出其

 實務督導關切議題之內容和類別。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取向與設計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在設計上為輔導教師實際於督導過程中可能呈現之需求，採實務督導團體

 進行，以兩個各進行四次，每次約160分鐘之輔導教師督導團體為樣本，邀請參與者

 於來參與督導團體前，寫下預期於該次督導團體提出來探討之實務議題，研究針對此

 些待解決議題進行分析，以探究學校輔導教師之實際督導需求。研究在分析資料上採

 取對重要意義現象描述為主，脯以概念內涵分類和簡要的描述統計，來建構對輔導教

 師專業培育和督導需求的了解。相較於採問卷或訪談方式進行督導需求之收集，本研

 究考慮當前輔導教師普遍缺乏相關實務訓練或較為生疏，若採系統性抽樣調查和分

 析，所得的結論可能呈現較為籠統或抽象，則本研究設計上以實務歷程參與經驗為

 主，且著重於探討因實際困境而觸發的督導需求。

 (二)督導團體進行方式與取向

 L^nton和Deusch^e (2006)從學校諮商師的需求為焦點，認為有四種類型的團

 體督導能夠接近或符合其需求，分別為結構性團體督導、系統性的同擠督導團體、個

 案呈現模式的同擠督導團體、以及結構性的同擠諮詢模式團體。然而，這些模式在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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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上都以「如何進行督導團體」的方法為主，而非「在團體中如何督導」的概念來建

 構，其中前者為程序歷程的「督導團體進行方式」，後者則為「督導內涵」的議題。

 承上，本研究在督導團體進行方式上，採取較廣泛被使用之個案呈現取向的團體督導

 (Ho^^oway, 1988 ; McAuliffe, 1992)作為依據，在團體進行或督導程序歷程方式上，

 採取邀請參與者提案且能平均的於個案討論後給予成員回饋或相關提問;對於在督導

 團體中所能呈現的議題或談論的話題，督導者並不作特定限制，但對於提案和相互討

 論等分享，督導者則有架構的設定其結構。而在帶領的風格和督導關係上，Proctor

 ( 2000 )曾提出權威型態( author^tat^ve )、參與型態( Partic^pat^v^)、共同合作

 (^o-operat^v^)，以及同擠型態(Peer)等四類型的督導團體;從當前國小輔導教師在

 諮商輔導工作上缺乏實務經驗之狀況考慮，較為教導性或諮詢導向的督導介人方式，

 可能是較為適合其專業發展階段(^toltenberg, 1981)，但在團體督導的情境中，促進

 參與的受督導者加人分享與提供多元觀點的參與，也應對提案人和參與者都有正面的

 助益。因之，在歷程進行則同時較為強調督導者在初期的教導和諮詢角色，逐漸輔以

 著重於同擠提供相關經驗與介人策略之多元思考互動。

 而在「督導內涵」方面，相關國內學者曾針對國小輔導教師之工作內涵進行調查

 或探究，發現包含如兒童的生活、人際、學業、家庭有關範圍之初級預防輔導、個別

 或團體諮商、測驗與篩選評估、個案管理、危機處理，以及教師、家長之諮詢或是轉

 介等工作，都被認為、或被廣為期待是輔導教師的主要工作(王文秀等人，2011 ;教

 育部，2009)。近期相關研究顯示，外部心理師等專家進人學校系統之工作方式，均

 建立在一個寬廣、多元且著重系統資源連結的心理服務內涵上，即看重學校輔導與兒

 童心理諮商工作中生態系統與脈絡性處遇的重要(王麗斐、仕淑芬、趙曉美，2008 ;

 許育光，2008)。王麗斐、仕淑芬(^00^)也指出，國小輔導教師在生態諮商模式中

 的「中介系統」功能，包括透過溝通、聯繫、協調重要他人與校內外資源，共同參與

 協助受輔兒童的工作，且能與諮商心理師進行多方的合作。綜上所述，有別於傳統著

 重於精微諮商督導之理念，學校輔導教師之督導內涵應放置在一個更寬廣的、著重生

 態系統之架構上。

 本研究即依循此理念，從下列幾個方面來設定團體督導之工作:其一，在督導團

 體歷程方面，初期除進行相互認識、接案狀況了解、校內個案處理與資源了解之外，

 也針對輔導教師的接案模式、評估方式、接案方法選擇、資源連結、紀錄撰寫、系統

 溝通等狀況進行了解，並提供相關的指導和訊息;其二，在受督導成員開始提出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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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研討時，除了進行個別評估與診斷、問題概念化、輔導介人模式與諮商策略等之

 外，亦著重於此一個案系統生態(例如:班級同擠與師生互動、家庭手足與親于關係、

 社區階層與文化種族議題等)脈絡的理解，並從學校處室行政資源、外部教育與心理

 協助資源、社區警政司法社工資源等之討論和連結。

 二、研究對象招募與倫理考量

 籌組的兩個督導團體，由研究者擔任團體督導者，成員共計包含30名國小輔導

 教師。研究者為諮商輔導博士層級畢業之諮商師，具碩士後兒童輔導與諮商相關實務

 經驗十二年以上，於博士班階段曾接受督導相關實務訓練，且於諮商輔導系所開設諮

 商實習課程，多年受聘為縣市學生諮商中心之督導。督導團體成員採由縣市教育處公

 告後自由報名方式招募，且於報名前告知此為一研究情境之督導團體，在初次督導團

 體前加以說明資料使用與匿名之處理，並邀請成員簽具同意函;研究除致贈參與研究

 之禮品外，亦邀請參與者留下電子郵件以便能於發表後獲知相關研究結果。本研究之

 參與對象皆為國小輔導教師，其中兩團體之組成各包括15位成員，其中男性7位、

 女性23位，年齡介於26-47歲之間，服務年資平均4．25年;兩團體成員之目前身分

 為輔導教師者22位、認輛教師7位、輔導室組長者上位;學歷為專科者1位、大學

 畢比、碩士進修申5位、碩士畢業6位;在輔導工作經驗上尚無經驗者4位、一年以

 內之經驗者12位、一年至五年以內者7位、五年以上者7位。

 三、研究工具

 研究運用自行設計的開放式問卷，邀請參與者在參與督導團體前先行填寫「待解

 決議題提案表」，該問卷除基本資料外，詢問受督導者參與此次督導團體待解決的問

 題有哪些，邀請受督導者能寫下其所關切的議題;問卷未限定受督導者提出議題之類

 別、字數或內容屬性，僅於開放欄位標示1．、2．、3．等標號，邀請參與者填寫其所關

 切之實務議題，採較為開放的方式蒐集受督導者的相關需求。

 四、研究程序與資料分析

 研究者依據擬定之督導團體運作方式，進行兩個各四次之團體督導，扣除中場休

 息後每次上下兩段落各約80分鐘，共計各有八個段落包含於四次團體督導中，於每

 次督導結束後收回該次參與者所撰寫的待解決問題描述。資料整理上先對於參與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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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進行編碼，第一組數碼為參與者編號，分為A、B兩個團體，依成員順序編碼;

 第二組數碼為督導團體之次數，分別為0^~04 ;第三組數碼為其問題描述之序號，依

 序為01 ^ 02等，若遇到一段描述有兩個以上之概念，則在區分為a、b、c等，依序

 類推。例如:「A5-02-^^」表示團體A的5號參與者，在第二次督導團體之第一個待

 解決問題申的第一個意義概念。

 研究接著依循現象學的理念，採內容分析方式先進行分類，再做意義現象的描

 述，其步驟如T : Ul)文本摘要^^升究者先挑選一份文稿由兩位編碼員(諮商所碩二研

 究生)進行類別摘要嘗試，檢核遇不一致時納人研究者和核對者(諮商所碩士全職實

 習研究生)進行討論，確認從「對象/焦點一主題/內容」等文字意義摘要原則，例

 如摘要為「家長-不願配合」等，之後分別進行個描述之文意摘要。(2)編碼架構形成一

 對於進行完成的摘要資料，由研究者與兩位編碼員選定不同成員共10份資料進行初

 步分類的討論，形成暫時架構，並納人核對者檢視後，再由編碼員逐步將其他資料進

 行分類編碼，遇無法歸類則納人研究者共同重新檢視，並形成類別分類之標題，例如:

 「班級輔導與氣氛協助建構」等概念範疇。(3)編碼架構擴充與歸類一對於各個概念範

 疇歸納，針對無法歸類部份納人檢核者進行討論，最後擴充歸類，且共將輔導教師之

 督導需求歸納為五個類別;並針對五個類別之次數進行簡要的描述統計摘要。(4)現象

 描述文撰寫一按照上述歸納類別，分別依據類別摘要，將相似的經驗現象凝聚，撰寫

 現象描述文，如結果所示。

 參、矽干究結果

 針對輔導教師參與團體督導前所提出之關切議題進行分析，略去語意不清、空白

 或戚謝辭令等無關陳述後，共分析156個陳述單位。研究發現輔導教師之督導需求可

 分為五個層面，其累計次數和佔總數之百分比分別為:學生特定議題處理(^=57,

 37%)、諮商輔導歷程實務(11=33^21%)、家長與教師諮詢工作(n=^^,25%)、體系建

 ;資源議題(n=14, 9%)、以及個人專業狀態(n=13, 8%)。四次團體所提出之

 i與百分比分別為:第一次(n=40, 25.64%)、第二次(n=30, 19.23%)、第

 三次(n=30, 19.23%)、第四次(n=56, 35.9%)。綜合比較各層面需求於各次團體之呈

 現次數發現:在第一次團體提出最多的前兩類需求為學生特定議題處理(n=l2)與諮

107



代
騷

命

戶

承

照

 —?-學生特定議題處理

 ．餾．諮商輔導歷程實務

 一一"家長與教師諮詢工

作

 一沁一。體系建構與團隊資

源

 @七@個人專業狀態

督導團體進行次數

 圖1輔導教師於各次督導團體提出之需求類別次數折線圖

108

 教育實踐與研究，第24卷第2期

 商輔導歷程實務(rl=I0)，第二次團體為諮商輔導歷程實務(n=g)與家長與教師諮詢

 工作(n=8)，第三次為家長與教師諮詢^fF (n=l1)與學生特定議題處理(n=l0) l

 第四次為學生特定議題處理(n=29)與家長與教師諮詢工作(n=^3);各督導需求層

 面於各次團體之次數和總合、百分比等如下表1，而其各次次數變化如下圖1所示。

 以下結果描述即針對分析所得五個層面之輔導教師督導需求進行說明。

 表1各督導需求層面於各吹團體之次數、總合與百分比一覽表

 督導需求層面人團體次數	一	一	一一一	"一四	""^^"口"A計	一""百分比
 學生特定議題處埋	12	一@	10	29	57	37%
 諮商輔導歷程實務	10	八口二	@	凡止	33	21%
 家長與教師諮詢工作	@	ooo	兀止	13	39	25%
 體系建構與團隊資源議題	@	@	@	1	14	9%
 個人專業狀態	6一	4一	一	2一	13一	8%
 合計40 30 30 56 15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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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學生特定議題處理

(-

 輔導教師對於危機狀況的處理，提出自傷以及受創兩方面的困境和督導需求。自

 傷危機方面，如何辨別與處理個案的危機性(A5-02-^^^、如何處理自傷行為(B6-04-4;

 A6-^^^2)，以及如何抒解因家庭問題所生之情緒、轉移個案注意力或減少自傷等

 (B6-04-3^; B^^I-04-1)，都是關注的焦點。個案的創傷議題方面，包括遭到性侵的個

 案，其經驗是否該進一步詢問(Bg-0l-^)、是否須經常前去輔導(B13-01-2f)等，而

 受性侵個案的輔導目標應如何設定(B5-01-1)、哀傷議題的評估輔導或輔導介人

 (A7-02-5 ; B2-04-1)也都是輔導老師所關切之議題。

 (二)偏差行為處理

 行為偏差個案的輔導是輔導老師在督導上需要接受協助的重要議題(B2-04-1) 7

 包括已經嚴重到違反校規和規範，以及輕微的千擾行為兩類。嚴重的問題包含:複雜

 的網路交友、離家出走、翹家、電話費增高或電話濫用、飆車等現象(A2-03-1 ;

 A2-02-1 ; A^-03-^ ; Al2-03-1 )，以及關於偷竊行為、說謊、網路成癮等個案的輔導

 (A2-0l-1 ; Ag-03-1 ; B14-03-1 ; B6-04-1 ; A6-03-1 ; B6-04-3a ; B6-04-2e) 1更嚴重

 者如暴力傾向、傷害他人、因偏差行為而進出警局，長期無明顯改善狀況者，以及校

 園暴力行為、勒索、恐嚇取財的個案之輔導等(B7-0l-^^ B6-04-3^^ 814-0r-l ; B6-04-3c ;

 B6-04-2a)。另外程度上較輕微的困境，則為個案學習狀況不佳且有偏差行為者、家庭

 欠缺應有功能、在網路上擺放不雅照片、愛唱反調、因模仿他人而出現偏差行為的個

 案等(B6-04-3b ;   A^3-04-1 ; B6-04-3d ; B6-04-2d) ;偏差行為的多樣化常使得輔導

 老師對於如何因應的方法上有不少需要討論與協助之處。

 (三)情緒與精神問題處理

 面對個案的情緒失控問題也是輔導老師戚到棘手，需要督導協助之處。當個案本

 身敏咸度較高，易動怒或流淚、因情緒失控而傷人、與人起衝突、出現攻擊行為

 (B8-02-1 ; A6-04-1 ; B^-04-2 ; A^2-04-1)，或者容易發脾氣，情緒管理能力差而導

 致人際關係不良、如何面對個案情緒失控、如何與個案建立關係，或教導情緒管理、

 協助情緒抒發(^^-04-5 ; B^-04-3 ; BlO-04-la)，甚至是與父母離婚問題有關之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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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BlO-01-1)，都是輔導上的困境。另外，如何處理精神官能症之學生個案，也是

 輔導老師戚到困難的問題(A6-0l-r)?

 (四)人際溝通與，清咸議題處理

 個案的人際與溝通問題，是另一個輔導老師咸到不易處理的議題，包括學生的依

 賴行為或人際關係不佳問題(BlO-04-lb)、或者個案人際關係困難(B7-03-2)、難以

 開口說話的問題(B^^-04-2a)，或是哭泣、自我隔離、不願與他人互動(BIl-04-2b) ^

 在與他人互動時強烈的情緒回應(B6-04-2b);另一方面，情咸問題與溝通又該如何介

 人輔導(A^^2-04-3)，也是輔導老師所關心，如何進行兩性教育或學生輔導約談

 (B1-03-4b)等也是咸到棘手的部份。

 輔導老師對於其有發展障礙的個案亦咸到有所困難，特別是牽涉到生理層面難以

 控制的狀態，例如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DHD) Ti案雖已服藥，仍難阻止其行為

 (B14-02-1)，此外個案的就醫與服藥問題(A13-03-4)、人際關係及溝通互動技巧差

 (AI3-03-2a)等問題，較難掌握訊息和處理。亞斯伯格症個案(A^2-02-1)，也是輔

 導教師不易著手處理的類型。再者，關於學習障礙個案鑑定及處遇，也是實務上的一

 個難題，包括如何留意個案的學習狀態，甚至進一步的鑑定，確認問題後再介人

 (B8-04-^ ; B^^-04-3b ; B^^-04-2c)等。對於學習問題的輔導，例如不願進人課堂學

 習(Bl2-01-1)、學習態度消極或編造藉^ (AI-01-2a)、為其課業問題前來尋求輔導

 (Al2-0^-^)，此些學習輔導問題亦是輔導老師反映較困難的部分。

 一、諮 一"

 (一)個案問題評估與安置轉銜

 輔導老師他反映在輔導個案時所遇到對於問題評估的困難，例如如何歸類問題以

 及與學校人員溝通(Bl3-04-2)，又該如何了解個案問題並協助他(BI3-0l-1)，都是

 輔導老師在實際面臨輔導過程的實務困難。而也有個案聲稱遇到靈異事件時，該如何

 判斷或鑑別(B5-04-2a ; B5-04-2b ; B5-04-3a)。此外，對於個案的轉介或轉銜的訊息

 不清，也讓輔導老師產生矛盾的心情(^^5-02-2);而更加棘手的還有非自願個案的狀

 況或潛在診斷不明瞭，處理上十分困難，且容易致使輔導教師傾向放棄或盡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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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02-1 ; A4-02-3)^

 (二)輔導目標設定

 在蹄導目標的設定上，輔導老師們雖然認為不同的問題應有不同的目標設定，但

 是設定目標上仍面臨一些困難，例如有家庭問題的個案，是應該將輔導目標放在建立

 個案自倍上，還是促進其與家人有效的溝通(B5-04-1)，另外若是個案有生理需求，

 是否應先協助個案能正常用餐與保持衛生(B5-02-^)。在學校與學業表現上，增進個

 案與導師關係是否也是重要目標(B2-04-3j，輔導老師是否有責任與個案一同訂定適

 當的考試目標，逐步提升學業表現(Al4-03-1)。至於偏差行為個案的目標設定，輔

 導老師則相當疑惑，因為個案所牽涉的問題層面太多，輔導老師顯得無法釐清可工作

 部分，難以在訓導或導師的多重期待下，設定適當的目標去執行(B^4-04-1 ;B3-01-2)^

 (三)輔導方式與介人策略

 架構的維持與設定對輔導諮商工作是重要的，但輔導老師對於次數的設定和判斷

 常咸到困惑(A^-04-2) ;而對於個案在輔導時間之外所發生的問題，是否應加以介人

 或應維持諮商架構，在其他非輔導時間，是否涉人個案問題而交由導師處理為佳，也

 是一個重要的掙扎和考慮(A7-0I-^a; A7-01-Ib)。在輔導介人的方式與歷程上，輔導

 老師們也很需要針對不同個案而能了解有效的處遇模式(Bl5-0l-1)，並且希望對於抗

 拒的個案，可以找到一些方法與其溝通(A7-03-1)。在輔導策略、方式、媒材的選擇

 上，有輔導老師坦承自己對於困難個案，只能用說教的方式進行輔導，咸到十分欠缺

 專業(B6-0^-1) ;對於諸如陣發性爆怒的個案，期望能知道如何冷卻情緒，或能學會

 進行遊戲治療(B^-04-^) ;對於喪親個案則進行哀傷蹄導，也希望能知道如何藉助各

 種媒材來介人(B^-04-4 ) o

 (四)輔導倫理與價值困境

 在諮商介人的價值觀上，輔導老師們也遇到有不同價值觀的家長及個案，彼此會

 因價值觀的落差而產生衝突，面臨是否要去改變或是如何改正個案價值觀而感到困擾

 (B5-04-3b ; Bg-03-1 ; Bg-02-^ )。但也有輔導老師考慮到，當輔導人員與個案價值觀

 不同時，是否先進行關係的同盟是重要的(Bll-03-Ia)，以降低衝突產生的可能。此

 外，關於保密議題雖亦為諮商歷程重要的原則，輔導老師也困惑於是否應保持一些模

 糊空間(Al-01-2d)，以方便在保密例外的處理上能有足夠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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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輔導紀錄撰寫

 在輔導記錄的撰寫上，輔導老師們期待了解是否有參照的格式，因為對於實務的

 熟悉度不足，欠缺指引和訓練，包括初步評估記錄、各次記錄與結案記錄等，對國小

 輔導教師都是極大的困難(A7-02-1)   o

 (六)結案與成效評估

 在結案處理的議題上，輔導老師會對於如何判斷結案或是進行結案，咸到十分焦

 慮(A^-02-^)，同時也會對於輔導目標是否達成咸到懷疑(B13-01-2e)。有輔導老師

 在評估輔導成效時考慮到，是否達成轉介期待，例如能夠準時繳交作業，或是與導師

 的衝突亦減少許多，就是結案的依據(A14-02-1)，但也有輔導老師對於輔導是否具

 有成效上，以及影響成效的可能因素，感到十分困惑(A3-02-1)^

 (七)團體諮商與輔導工作

 有輔導老師亦提到對於團體諮商輔導的困境，在團體輔導的招募與篩選上，不知

 道該如何篩選適合的團體成員等(Al-01-2b)，顯示除了個別工作模式外，團體工作

 也是輔導教師所面臨的實務挑戰。

 三、家長與教師諮詢工作

 (-)家庭失能與介人困境

 個案的問題經常無法只解決個案本身的困難，在涉及家庭問題時，家庭介人是輔

 導老師深戚無能為力之處。從研究結果發現，輔導教師認為學生的問題多半來自家

 庭，而家庭系統未能改變時，輔導效果有限(A9-01-1)，或者家長反而阻礙了孩童問

 題解決(A10-02-1)，都使得輔導老師無法有效作為。而面對家庭功能不彰，輔導教

 師的困境則包含不知如何協助失功能的個案家長(A3-04-1)、對個案學習狀況不佳也

 束手無策(A3-04-2) ;以及家長面對老師更有指責或歇斯底里的反應、對學生偷竊說

 謊問題傾向姑息時，也會讓輔導老師咸到無力且對於輔導內涵感到困惑(B6-02-1 ;

 B^Tl-02-1 ; Al-04-Ia ; B8-0l-l ; A3-04-2c)。此外，因為高關懷個案、蹺家的個案難度

 高(Bl3-01-2c)，使得輔導老師面臨高度挑戰，期望了解如何提供良好的陪伴

 (B6-04-2c)，或者如何分工、轉介或是與社工合作(Bll-03-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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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家長溝通與諮詢困難

 輔導老師們除了對於個案的輔導可進行情緒管理、同理心訓練，以及提供教師諮

 詢之外，也希望能了解該如何對家長進行諮詢、如何與個案親人溝通協議、以及告知

 個案家人目前個案的處置方式，以便父母提供協助(Al-04-lb ; Bg-04-1 ; Bl-03-1b ;

 B3-0l-1)。輔導老師們目前對於如何對家長進行溝通與諮詢工作方向，常戚到困難且

 有困惑的(A2-04-1)，一方面輔導老師對於該如何介人家庭咸到難以拿捏(B7-02-1) 1

 另一方面則是家長拒絕配合協助、不願配合個案的評估及處理(B7-04-^ ; B2-02-1 ;

 ̂^4-04-1 ; A^4-04-2)，而使得彼此的溝通協調發生困難。另外，在家長不願配合評估

 或鑑定上，輔導老師期待學校可出面協助，例如去函告知相關訊息(B^^-04-3a)，顯

 示對此照會鑑定或諮詢事宜，在資源和實務面呈現高度的困難。

 (三)親師與師生衝突介人

 輔導教師之另外一個輛導困境是當教師與家長發生衝突時，如何處理與協調的困

 難(A5-03-1)。除了親師衝突的處理外，師生衝突則是另外一個問題，有時個案因情

 緒處理的問題，而與導師發生關係緊張的狀況，輔導教師亦需要介人處理(A4-01-^)^

 而有時在師生衝突的問題裡，不能確定究竟問題源於個案或是導師(A^^-0^-^)，亦使

 得輔導老師處在中間覺得立場或角色、方向均十分迷恫。

 (四)教師諮詢與溝通協助

 研究結果也發現班級導師在面對個案問題時，確實需要專業的協助，此時輔導老

 師所提供諮詢的協助即有相當必要，例如ADHD個案情緒不穩而致使老師咸到厭煩，

 老師的情緒反而造成更多影響(B^^-0^-^ )，或者老師因千擾而難以進行教學

 (B6-03-1)，此時老師是需要學習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緒，或理解偏差行為個案之成因，

 或是運用示範來加以指導等，都是輔導教師咸到關切且為難的(A13-03-2c ;

 ̂^2-02-^a ; A3-04-2b)。此外，輔導教師也希望知道如何與導師討論個案，或者如何

 輔導亞斯伯格兒童等各類型問題，提供資訊或加以澄清相關概念(A4-03-1;Ag-02-1)?

 (五)班級輔導與氛圍協助建構

 輔導教師也反映，許多個案輔導工作非常需要班級能有接納氛圍的建構，例如過

 動症個案需協助同學增加包容與理解(B^-02-^)，將有助於個案在班級上的人際關係。

 此外，班級輔導在處理人際關係上，應減低同擠排斥或誤解(B7-03-1 ; BI-03-1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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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導師有能力思考班級經營與促進同擠人際關係的策略(Bl-03-4a)也相當重要，

 另外，如何協助解決學生彼此之競爭心態及與被排擠問題(B13-03-1 ; Bl3-03-3)，也

 都是輔導老師常面臨需解決的輔導問題。

 四、

 (-)輔導定位與行政協調困境

 參與團體督導之輔導老師，對於有關輔導效益及其優先性有不少困惑存在，例如

 偏差的個案，是直接輔導還是由訓導處處置為佳(AI-01-2c)、面對瀕臨中輟的孩子到

 底自己能提供何種協助(A10-02-2)、當個案的問題來自於家庭時，該如何著力與介

 人(B2-03-1a) ;此外在工作內涵上，應該投人哪些其他^^F (A3-0l-1)，這些問題都

 讓輔導老師咸到自己的定位困難。而在輔導行政工作上也今輔導老師威受到不少困境

 與倦怠咸，例如對於輔導業務咸到陌生(B^-0I-1 )、訪視該協助準備哪些資料

 (A3-03-1)、以及面對輔導工作的評鑑訪視戚覺到厭煩或質疑其無效性(A10-03-1)

 等，都使得輔導老師工作熱情可能消減，值得在督導中加以討論或釐清。

 (二)輔導資源與人力匱乏

 輔導工作除了輔導老師本身的付出之外，尚需許多協助的資源一起投人，然而學

 校卻可能面臨欠缺經費，無法聘請相關專業人員或是特教助理人員來協助處理，如過

 動兒在班上造成之困擾(A13-03-1 ; A13-03^2b)。另外在面對瀕臨中輟的學生時，學

 校體系缺乏替代教育的模式執行，常讓人在現行教育體制申深威無力(A13-02-1)?

 在引進校外的諮商協助資源上，輔導教師也反映其限制，對於影響個案上課權益、班

 級經營或授課等，也難以有清楚的運作或解套(BI3-01-2d)?

 (三)團隊溝通與合作

 輔導教師也認為，輔導工作團隊的溝通協調不容忽視，包括專業人員之間該如何

 協調(A5-02-lb)，而轉介者期待諮商能有快速效能時，輔導老師如何因應與排解此

 期待下的壓力(A^-0^-^)，又如何與轉介者進行有效的溝通與協調(B13-04-1)，凡此

 皆為輔導老師在面對團隊運作時需要同時思考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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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人專業狀態

 (-)自信與意願低落

 從研究資料中的回應也發現，輔導老師承接此一職務或工作之意願不高，常是被

 迫兼任的(A10-04-1)，有些老師則是對於自己是否有專業能力欠缺自信，擔心自己

 的輔導能力不足，無法提供協助(A10-01-^)，甚至因為離開學習時間久遠，而完全

 沒有信心能夠協助個案(Bl3-01-2a)。輔導老師除了對於如何介入個案問題感到困惑

 且缺乏信心(Bl3-02-1)，在面對輔導工作的多樣性要求，例如如何進行家長溝通、教

 師諮詢、系統與關係衝突的處理，以及非自願或無意願個案該如何協助的議題，深戚

 困難和打98 (Ag-04-3 ; A6-02-1 ; B5-03-1 ) o

 (二)角色衝突議題

 身為學校的兼任輔導老師，具有許多角色上的衝突，包括輔導教師與個案間的角

 色彼此有衝突(B9-02-2)、輔導與行政工作內容會產生衝突(A5-01-1)、以及輔導與

 訓導之間也會有角色上的衝突(Bl5-02-1)，使輔導老師面臨多方挑戰，協調各種角色

 的一致性成為輔導當中的重要工作。

 (三)研習與專業支持期待

 由於輔導老師普遍反映自己的專業自信與能力皆不足，因而對於輔導研習與提升

 自我專業能力有所期待，他們期待知道接受哪方面的輔導研習對自己有幫助

 (B^-0^-2)，也希望透過研習提升自己的輔導知能與諮詢能力(Bl3-01-2b ;

Al4-01-1)^

 肆、討論

 研究先針對各層面之督導需求與團體督導歷程進行，初探各層面需求與團體督導

 實務潛在的關連性。此外，若從實際執行層面來看，輔導教師之督導需求可分為其一

 為專業介人服務方面，包括「直接接案實務」(研究結果之一、二部份)，以及「系統

 工作與資源連結」(研究結果第三部份) ;其二則為專業支持與發展方面，主要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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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自己的專業角色和狀態等「專業發展」議題(研究結果之四、五部份)。茲分述

 如下。

 對於輔導教師在督導團體中提出之需求比例進行初步探討可發現，需求最高的依

 序為學生特定議題處理(n=57,37%)、家長與教師諮詢工作(n=39,25%)和諮商輔導

 歷程實務(n=33,21%)，顯示在接案和處理學生間題之實務需求仍為輔導教師很重要

 的督導關注焦點，且針對家長與教師之系統協助工作，也是輔導教師實務關注的重

 點。從各層面督導需求提出之次數上可發現，輔導教師仍著力於關注如何處理特定議

 題之學生，以及實務上如何進行個案諮商輔導，且前者對於需要較多先備知識與間題

 評估判斷能力的需求顯示較高，且兩者在第四次督導團體均較為升高，顯示實務上期

 待的殷切。此外，在家長與教師之系統介人工作之督導需求在四次團體中持平的保持

 一定的比例，也顯示輔導教師在實務上面對系統處遇工作有其特定的需求。而系統支

 持的層面，體系建構與資源運用在前三次督導團體呈現有其需求，但在第四次即減

 少，此可能與相關與議題在前三次已獲得討論，或是從他校之經驗初步獲得訊息上的

 一^六
 父汀﹂。

 而從團體發展理論探討提出需求數量的歷程變化，第四次(n=56,35.9%)較前三

 次(平均約33次)大幅的提出較多需求督導需求，顯示督導團體或許經歷前面三次

 開始階段的熟悉和轉換階段的磨合，包括對於目標與方向、自我受督導者角色，以及

 對於督導者和參與團體成為成員等角色的認知，而能開始朝向較多的工作與嘗試

 ( L^nton & DeuschIe, 200^)。因此，本研究所進行的督導團體在次數上可能過少，在

 受督導者可能嘗試開始進人較有效能的實務工作時即告結束，未來在餞組相關督導團

 體時宜加以考慮其進行次數和效能。

 再者，與受督導者個人狀態有關的需求，在一、二次團體有輔導教師提出，但在

 三、四次則明顯減少，此現象亦可能與團體發展歷程之安全與信任戚較為建立，或與

 在前兩次獲得支持和分享等有關，讓受督導者能開始較為朝向關注實務工作、服務對

 象與場境^ So^ody等學者(2008)提及督導者應留意與關注學校諮商師的專業發展，

 因輔導工作中的行政體系、資源連結、學生議題、系統因素和實務工作等壓力繁重，

 輔導者個人的狀態和專業發展很需要支持與適時的釐清，因此在督導團體中某種程度

 的談論、分享與支持仍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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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輔導教師「百接接案實務」之督導需求探究

 從專業能力的角度來看，Miller (1990)所提出的臨床能力(^lin^cal Competenc^)

 模式，共分為「知道」(知識)、「知道如何做」(應用知識於其體情境的能力)、「表現

 出怎樣做」(表現為使用知識於其體行動的能力)、以及「行動」(專業能力融人專業

 者每日的活動)等四個階層的能力結構。從本研究輔導教師接案實務之督導需求可發

 現，輔導教師對於如何接案、選擇接案模式、評估、撰寫紀錄、評估成效、進行次數

 或歷程的設定等，基本上都充滿了疑惑和未知;則在專業發展程度上應較接近Mlller

 (1990)所提及的第一或第二層次的能力，著重於了解「知識」，或是學習「應用知

 識於具體情境」之能力，在受督導程度的掌握上，應著重於接近諮商師發展模式所提

 出的第一階段的發展歷程(Hogan, 1964)，特質上傾向於在督導關係中呈現較為依賴，

 或頂多停留於依賴過渡到自我之衝突狀態( Sto^tenberg, 1981)?

 從實際接案的流程來分析國小輔導教師在專業介人服務上的需求，可發現對於議

 題界定、介人焦點與模式選擇等，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督導需求要項。在議題上諸如危

 機辨識與憂鬱自傷議題、偏差行為處理、情緒與精神問題、人際溝通與情咸議題，以

 及發展障礙與學習問題等，此一部分較接近「知識」和「情境應用」的層面，可考慮

 運用相關課程或案例探討補足。而在實務操作上，對於個案問題如何評估與安置轉銜

 等，與測驗或心理評量有關的概念，也是期待探討的部份。然而，此部分的培育和養

 成常需要較為廣泛且長期的訓練，恐非短時間可快速培育，若參考和整合當前美國學

 校諮商師學會(ASCA)和國家學校心理師學會(NSpA)對自身專業的界定，可發現

 對於測驗衡鑑與診斷諮詢等工作，較定位於博士層級且受過紮實訓練的學校心理師，

 回觀目前國內開始在國中小聘用專任心理師之現況，未來對於國內輔導教師專業內涵

 與培育理念之探討，應加以考慮專業分工與合作之可能性。

 整合研究結果可發現，兒童青少年適應問題與診斷(現象層面/wha^)，以及個

 案評估與轉介(處遇層面/how)，此兩個進人諮商輔導前的實務判斷層面均有高度的

 需求，而此些能力實與先備知識和個案概念化有關。另一個受到關注的部份則為實務

 介人之諮商、諮詢或輔導等歷程，且基本上包含個別諮商與輔導實務、團體實務，相

 對的也牽涉到支撐此工作的輔導行政文書、接案紀錄，或是實務檢核、成效評估之工

 作。從M^l^er (1990)「知道」與「知道如何作」的層次來看，當前輔導教師之訓練應

 以在職訓練或培育養成學程，有系統的補足此些基本實務概念;而在實務督導的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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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則可著重於具體「表現出怎樣做」之能力上加以促進，意即督導層次的焦點應朝

 向更多的檢核/評量、支持/分享發展，而非僅限於建議/教導、諮詢、示範等指導

 的功能執行(Ho^^oway, 1995)，始能在功能上將督導在整個培育層面的價值突顯出來。

 三、輔導教師「系統工作與資源連結」之督導需求探究

 (-)家長與教師諮詢之系統工作

 面對家長或教師重要他人，以及能夠運用校內外體系來進行資源的連結，是本研

 究發現與系統介人工作相關的兩個重要主軸。家長或教師是兒童成長環境中的重要他

 人，家庭、學校和社區則同樣是孩童成長的重要環境;王文秀等人(2011)透過各縣

 市的多元專業人員和家長之焦點團體訪談，發現對於輔導教師的期待是要具備專業性

 且專任擔任外，在校園內除進行諮商與輔導工作外，也要對學生進行系統互動的觀察

 與了解，並協助校內外的資源整合。近期透過實地的訪談研究亦發現，生態系統觀的

 學校心理介人處遇，是非常重要且能有效協助兒童青少年(王麗斐等人，2008 ;王麗

 斐、杜淑芬，2009)，不論是學校輔導行政人員或校外前來協助的心理師，若能具備

 生態系統觀點之視野，且採用系統介人之工作模式，能有助於提升協助孩童心理課題

 之效能。

 針對學校諮詢工作，本研究發現國小輔導教師在督導過程中，咸到困難而亟欲於

 督導中提出的諮詢實務議題分別為「家庭父母諮詢」、「親師溝通介人」和「教師諮

 詢與協助」等三類。其中家庭父母諮詢尚還包括家庭失能的評估或處遇，與社工資源

 的導人有關，另一方面的家長溝通與諮詢，則相當需要親職教育或家庭諮商的相關實

 務能力;而教師諮詢部分，協助班級輔導和氛圍建構，則很需要輔導老師本身有很豐

 富的教學和班級領導經驗，且能熟悉個案行為功能的分析，在人斑觀察學生行為或師

 生互動時，能提供明確而具體的概念。此外，讓輔導教師戚到困難的，尚還包括介人

 親師(老師與家長)或師生(老師與學生)之間的衝突，要能涉人原本可能緊張、有

 所紛爭或衝突的關係，嘗試去傾聽和處理雙方面的看法，且能拉近距離或促進合作與

 改變;可見諮詢工作有其高度的專業要求和難度。

 國內學者曾對於國小輔導師資培育模式進行整合性之實徵研究，也指出諮詢工作

 能力也是輔導教師重要的專業能力之一(林幸台、王麗斐、王文秀、田秀蘭、林美珠，

 2003)。另一方面，近期研究也指出協助學校進行諮商輔導的外聘駐校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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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能著重於學童家庭或班級適應等生態系統之介人，進行相關的諮詢工作，為有效且

 實質協助個案環境的諮商策略(王麗斐等人，2008 ;王麗斐、杜淑芬，2009)。從學

 生與系統的需求，和上述研究可窺見，諮詢工作應為學校輔導相當重要的一環;然而，

 家長、教師或系統的諮詢工作，是否應由當前實際專業看似不足的輔導教師擔任，還

 是應以碩士層級、完成實習且取得證照的校外巡迴或派任的諮商心理師為主?還是應

 加以區分不同層次的諮詢能力或內容，針對輔導教師的諮詢能力加以界定和設定不同

 的期待。

 Crothers ^ Hughes及Mor^ne ( 200^)認為以學校為基礎的諮詢^^F (schoo^-based

 consu^tat^on )實可涵蓋心理衛生諮詢、行為諮詢等回應家長或教師需求的諮詢，也包

 含預防觀點事先進行體系的架構或倡導;除此之外，對於教師之教學需求所提供的教

 學課室情境之諮詢，以及另一個層次針對整個校園系統生態介人的組織與系統諮詢

 等，亦是重要的諮詢工作。本研究結果所發現的實務督導需求，主要仍聚焦於以提供

 家長或教師在學生行為管理，或心理衛生介人之個案處理上，較以實際個案處理之行

 為或親職、課室帶領等諮詢為主。然而，諮詢工作有其不同的深度和廣度，且也與既

 存的校內人際關係、權力或組織文化等有關，其所需要的專業能力，又融合兒童心理

 適應問題了解、評估與診斷、特殊兒童處理方式、家庭諮商會談、教師教學與課室管

 理，以及基本諮商之職能等，非短時間能夠養成。從應然的角度來說，督導和培育工

 作應加強輔導教師對諮詢工作的概念和了解，且對於個案處理以及與家長和教師進行

 專業諮詢的能力也應提升;當前台灣輔導相關科系，較少將諮詢相關科目放人培育課

 程或繼續教育之規劃中，且一般輔導教師對於諮詢工作亦咸陌生，實有必要研議提升

 學校輔導教師諮詢實務能力之課程或培育，對於諮詢能力的督導，也有待後續更進深

 的研究。

 (二)學校輔導體系與資源連結工作

 而針對輔導教師之實務內涵，王麗斐和杜淑芬(2009)發現其與校外前來協助之

 兼職性質的心理師，在分工合作上可分為中介系統工作( mnesosyste^ )和小系統工作

 ( m^crosystem )兩個層次，學校輔導教師著重於中介系統工作，包含諸如個案管理、

 分工機制建立、系統內資源運用、引進校外支援系統，和追蹤或分享個案資訊等，心

 理師則主要負賣主導諮商架構、並對受輔兒童的「生態系統」(兒童及其重要他人)

 進行小系統的^作。然而，該研究所沿用之合作模式受訪者主要來自能充分運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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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具備高素質心理師等外部專家的台北都會地區，且其學校輔導人員主要為承接

 駐區輔導學校業務之輔導處室主任或組長，以清楚的行政角色為主。相較之下，本研

 究參與對象主要為採減授鐘點進行個案實務之輔導教師，在職責和工作內涵上與王導

 行政之職責可能有所不同，在目前因教師課稅後聘任或現職教師轉任輔導之趨勢下，

 專任輔導教師是否需要負擔的工作內涵、培育養成和在職教育訓練或督導，以致於與

 其他專業人員之分工合作，都有待加以重新探討和建構。再者，本研究亦發現輔導體

 系或團隊運作為輔導教師專業發揮之重要基礎，相關的專業分工或體系政策建構應更

 為明確或加以界定;若此，督導者在實務上應加以留意受督導者所處的學校組織文化

 和資源條件，且個別化的引導或促進受督導者能運用既有資源和條件，創造體制局部

 變革的可能性，以逐步創造體制或建構團隊。

 四、輔導教師「專業發展」之督導需求探究

 對於「個人專業發展」方面，研究結果呈現輔導教師之困境尚包括自我裝備和專

 業自信均不足等狀況;對於督導和實務的進修需求高，在當前勉強進行實務工作之現

 場上，期待能有較為長期且直接督導之專業發展機會。自信低落、承接意願不足，以

 及角色衝突議題大抵都反映現行體制下，承接輔導教師此一職責的壓力和困境，值得

 進一步探討其原因或結構面的議題，而其背後對於輔導處室或行政單位無法提供支持

 的窘境，也反映國小學校輔導長期以來的問題和困難(林美珠，2000;張麗鳳，200^) 0

 王文秀等人(2011)從各縣市相關輔導人員、心理師、社工師、教師、校長、教育局

 處代表和家長等參與焦點團體受訪之成員經驗中，分析發現當前諸多輔導方案與政

 策，讓輔導處室在執行和方案推動上傾向於被動配合而無主動積極建構體制之動能，

 以及學生多元的問題與需求，採用不同方案來加以配套或切割等，常造成過於瑣碎、

 執行者缺乏專業、培訓後又高度流動而反覆重來、機制與程序因行政更替而變動，在

 研習頻仍卻又發散雜亂的情況下，輔導體系無法穩健發展。在穩定度不足的狀況下，

 專業發展與個人專業自信等建構顯得相當困難，值得後續對輔導體系建構和培育模式

 進行更多的探究;然而對於督導而言，在督導歷程中仍應留意專業自倍和角色衝突等

 議題的提出，且也應給予支持或提供團體督導成員分享和對話(L^nton & Deusch^e,

2006 ; So^ody et a^., 2008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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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輔導與諮

商歷程實務
親師溝通介人

 ̂教師諮詢/協助

輔導行政與成效評估

 問題界定與各類型個案/或

危機處理概念

個案評估與介人模式選擇

體
制
種

 五、輔導教師專業培育與督導需求之綜合討論

 統整五個層面之相關論述可發現國小輔導教師督導需求，實際上可分為下列三方

 面說明，相關的細部需求類別和內涵，如下圖2加以統整和架構，並針對各層面的需

 求分別陳述如下^(1)直接接案實務，包含:問題的界定和判斷、評估與模式選擇、個

 別諮商歷程實務與成效評iS o (2)系統工作與資源連結，其中生態系統的協助包含:父

 母家庭諮詢、教師諮詢協助，以及親師生溝通或衝突的介人;而資源連結部份則為處

 理輔導體制運作困境，與嘗試進行團隊溝通整合。(3)專業發展之督導需求，包含:專

 業自信與承接意願的提升與角色衝突的調適等。

介人焦點與

實務介人之

 諮商/諮詢/

行政與自我

實務檢核

直接接案實務系統工作與資源連結專業發展

 圖2國小輔導教師參與團體督導之實務督導需求分析示意圖

 然而承上述探討，督導應為專業輔導教師養成過程中進人實務場域的重要培育模

 式之一，某些專業知能應於培育歷程中漸次養成。若從專業養成觀點綜合探討輔導教

 師培育與督導需求，「問題界定與各類型個案處理」等與兒童青少年發展與診斷相關

 的知識(對於問題現象和原因有基本的理解)，而在執行輔導與介人方面，從個別、

 團體、家庭、系統以及實質輔導行政等處理，實值可包含「個別輔導與諮商」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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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案評估、目標設定、遊戲或多元媒材運用、歷程實務、結案與成效評估等)、「團

 體輔導與諮商」、「家庭諮詢與教育」(包含失能家庭介人、家長諮詢、家庭教育等)、

 「教師諮詢與課室協助」(包括親師與師生衝突介人、教師心理衛生、課室協助或班

 級輔導，以及教師諮詢)，以及「輔導行政與體系建構」(包括紀錄撰寫、轉介與安

 置轉銜、行政協調、資源連結、團隊溝通合作等)等專業等先備知識，應可以是培育

 課程規劃的重點。且實務課程訓練應進階的著重於個別諮商輔導、團體諮商輔導，和

 家長教師諮詢等「知道如何做」(M^l^er, 1990)的嘗試操作層面加以規劃。

 從本研究結果與討論可發現，督導者可將焦點放在個別諮商輔導與家長教師諮詢

 此兩個實務層面，建構於「知道如何做」並加以促進其應用知識於具體情境「表現出

 怎樣做」的能力(MilIer, 1990)。在考慮受督導者若能力和實務較不足，可採較多的

 教導和示範，但仍應逐步朝向檢核與鼓勵專業獨立判斷的方向進行。在督導關注議題

 上，除了深人探討個案和介人實務之外，也應持續的留意脈絡與系統背景如家庭與班

 級環境等家長與教師介人之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督導初期應加以留意個別輔導教師

 所處的學校輔導體系或文什，以及其個人專業發展狀態，給予空間探討與努力調整或

 建構資源等可能性，也透過對話或分享給予適度的支持。

 伍、結論與建;

王三乏 研究結果發現，輔導教師之督導需求可分為學生特定議題處理、諮商輔導歷和

 務、家長與教師諮詢工作、體系建構與團隊資源議題、以及個人專業狀態等五個層面。

 而在督導實務焦點上^(1)直接接案實務可在輔導教師已具有先備的診斷知識和基本實

 務接案技能上，強化其對個案概念化、處遇模式思辨和獨立實務接案執行之能力;(^:

 在督導歷程中應留意個案系統工作，家長與教師諮詢與資源連結之需要，給予實際勒

 行層面的探討與協助;(3)督導也應留意受督者所處輔導體系及其本身專業發展狀態，

 給予適當的對話、探討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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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教師專業實務督導之可關注焦點

 在輔導教師的實務督導工作上，關注於輔導教師本身而非個案是重要的，在初期

 應留意輔導教師所處之學校輔導體系與運作，以及其自身的專業認同或自信狀態，協

 助探討與處理較為明顯的角色衝突或窒礙於行政體系之困境。而在百接接案實務上，

 不同狀況的類型和診斷類別等問題認識或概念化上，如何選擇適切的介人方式或是媒

 材，宜著重獨立思考方式與能力的建立，朝向進階的實務能力表現邁進。而在個別諮

 商歷程實務，督導者可著重關注受督導者輔導目標的設定之思維，或與倫理衝突相關

 的議題，亦引導受督導者逐漸發展獨立接案之能力。另一方面，研究發現在學校生態

 系統工作中，相當重要的為百接介入系統與環境的「諮詢」工作，例如父母家庭諮詢、

 教師諮詢協助，以及親師生溝通或衝突的介人等，均屬於生態系統的介人工作，因之

 在督導過程中，應能適時且多角度的留意與教師和家長有關之面向，從生態系統觀點

 擴展輔導教師從更多元的向度來協助學生。

 (二)輔導體制與系統協助流程之建構

 研究發現輔導老師在督導需求上，也提出與體制運作困難有關的困境和需求，包

 括如資源連結、輔導體制運作，和團隊溝通整合等，此些重要的工作在督導過程中雖

 可給予概念上的指引，但實質上卻較難僅從輔導教師個人去努力就可作到;因之除了

 在督導中增強輔導教師在行政流程運作的能力外，更建議應立即能全面檢討學校內部

 資源(校內輔導團隊)和外部資源(校外人力或各領域專家)的運用，例如心理師、

 社工師與輔導教師之專業分工等，或是個案轉介與合作模式，並參酌與整合相關調查

 或研究，從大環境面加以建構和改變，始能提升輔導教師之專業發揮空間。

 (三)輔導教師角色職責設定與專職專業丫匕

 從整體研究結果可發現，輔導教師在角色和職責上相當多元，且在專業的程度要

 求上極高，而所提出的需求更包括輔導諮商相關心理實務運用之內涵，與一般全面性

 或生活關懷的認輔制度有所不同;在現行兼任制度減授鐘點的制度下，呈現角色上極

 大的衝突與困難，且在心力和承接意願上明顯低落，在實質上又缺乏專業督導協助的

 狀況下，形成無法發揮其專業角色的窘境。各縣市政府層級應加以正視此間題，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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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能在經費和員額調配許可下，採專職仕聘任實質具備輔導專業之教師，擔任輔導教

 師此一重責，方能多角度的發展相關專業服務，提供學生、教師和家長相對應的輔助。

 未來針對專職國小教師全面的專業能力，系統性的定期給予相關在職訓練和講習

 實屬必要，更需要透過實務的督導，提供其支持和學習的資源，更強而有力的組護服

 務學生個案的品質。此外，在實務諮商輔導接案和團體輔導工作之外，輔導教師要能

 負擔更困難的諮詢工作，應考慮增加家庭諮商、課室學習觀察與教師諮詢等相關訓練

 課程。然而，綜觀本研究所發現之直接接案實務、系統工作與資源連結、專業發展等

 向度之需求，以及學校環境對輔導教師高度且全面性的期待，若缺乏長遠並紮實的專

 業訓練，實無法承擔此重責大任;在長期對輔導人員專業缺乏規劃和培育的現況下，

 現職輔導教師應接受完整輔導專業訓練，相關培育系所也應當思考在課程上能夠完

 整，例如納人家長與教師諮詢、兒童青少年診斷或個案探討、學校組織行政資源連結

 工作，或加強實務實習課程等，建構訓練專業輔導教師之課綱架構。

 (四)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本研究針對輔導教師督導需求進行初探性的研究，在近期輔導老師朝向專職聘任

 之政策下，未來其實務內涵、培育養成和在職督導等課題，以及與校外專業人員系統

 團隊合作之實務上，可能超越本研究聚焦於兼任減授鐘點之輔導教師的需求，值得進

 行更多的探究。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採開放問卷調查，雖能直接獲得對應於督導情境之資料，但

 深度上可能無法如訪談等方法深入，或是如大量問卷樣本的具備代表性;另外，本研

 究之參與教師之年資和專業度屬於經驗較為不足，可能儘反應初學或經驗者之需求;

 若要了解進階輔導教師之需求，未來研究應考慮樣本的組成。再者，本研究之資料儘

 觸及參與團體督導前所提出之需求，且次數上略顯不足，未來研究若能動態的探究團

 體督導後需求的滿足與否、從督導團體中獲得的助益，並延長次數後探討輔導教師實

 際專業學習之成長等議題，應能更加深人的了解輔導教師督導實務之要素。

 在研究設計上，未來亦可朝向輔導教師督導歷程之相關變項(諸如督導關係、督

 導策略或任務角色等更細緻的課題)之探究，建構或發展適切的督導模式，並驗證其

 效能和適用性。在政策和制度方面，國小輔導教師在現行制度下之專業實務發揮，仍

 存在很多的困境和問題，後續研究可更釐清輔導教師之實務困境與專業發展歷程。而

 對於團體督導之經驗，是否能從特定團體督導模式之發展並驗證其效益，也是未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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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可著力之重要議題。另一方面，校內學生個案轉介流程、脯導教師實務能力要求、

 負擔業務與職責，以及校內團隊連結和溝通、輔導教師與外部社工師或心理師等專家

 的分工合作等諸多議題和制度，都應為外來可加以探究之課題，以能促進學校輔導體

 制之健全，使能提供學童基本心理健康之支持和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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