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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近年來社會變遷快速，傳統家庭結構

及功能均受到很大的衝擊，且青少年身心尚

未成熟，易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而出現偏差

行為，諸如逃家、輟學、恐嚇、藥物濫用、

自殺、未婚懷孕…等問題比率大為增加，突

顯出現代青少年所面臨之困境（楊瑞珠、連

廷嘉，2004），亦使整體教育環境變得更加

複雜而多元。有鑑於此，教育部（2008）頒

布了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增置國中小輔

導教師實施要點，國中部分於99學年度增置

專任與兼任輔導教師，期望具輔導專長之教

師，在減低授課時數的情況下投入學生輔導

工作，協助適應困難及行為偏差學生，使其

順利成長與發展。

輔導教師人力的充實，對於學校輔導工

作確實帶來很大的助益。然而，在學生輔導

需求不斷提早出現的情況下，輔導工作勢必

得面臨更多的挑戰。關心輔導工作之學者專

家們紛紛提出呼籲，希望能儘早介入處理，

發揮預防之功效，以免未來付出更大的社會

成本（王麗斐、趙曉美，2005）。故積極加

強學校輔導工作的專業性、增進輔導教師的

專業成長就愈顯重要。而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可說是促進輔導教師專業成長的有效策略，

不僅可增強成員的專業知能，亦可使社群成

員獲得情緒上的支持，以提昇輔導工作的成

效。

本研究所探討之個案學校自99學年度

起，即由校內輔導教師自發性地組織了專業

學習社群，透過研討提昇輔導知能，並在這

個相互支持的團體下共同成長。本研究主要

在探討個案學校之輔導教師，如何在專業學

習社群的運作下，達成專業成長的目標，並

將在社群中的反思與學習，實際應用於認輔

工作上，以提升學校輔導工作品質。

二、研究方法

互動性質的研究採用面對面的技術，

來蒐集人們的資料，而研究者根據人們所提

供的意義，來詮釋現象（王文科、王智弘，

2002）。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法，以99學年

度某台中市立國民中學為研究場域。該校自

99學年度教育部推動增置國中輔導教師政策

後，即按規定設置了專任與兼任輔導教師，

並自發性地成立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

員透過每週的研討，共同學習與成長。

該社群參加成員有六人，分別是輔導主

任、輔導組長及四位輔導教師。研究者選取

該校參加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之二位關

鍵個案為研究對象。進行訪談之前，研究者

先以訪談同意書說明研究之目的，訪談資料

均以匿名方式處理，並遵守研究倫理。二位

教師均為輔導相關科系畢業，訪談對象資料

如表1：

國中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個案研究
魏琬蓉／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生

表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教學年資

10年

14年

女

女

T1

T2 

任教科目

綜合活動

綜合活動

擔任職務

專任輔導教師、專任教師、社群召集人

兼任輔導教師、國一導師、綜合領域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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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進行訪談之前，均先徵得受訪

者同意，於正式訪談時利用錄音筆採全程錄

音的方式，並於訪談結束後將錄音檔全部謄

寫為逐字稿。在分析之前，先按照訪談對象

與逐字稿行數進行編碼。在編碼方式上，訪

談內容以參與者代號－行號的方式呈現，如

T1-055，表示引用第一位參與者訪談逐字稿

第55行文字內容。

三、研究發現與討論

輔導教師在從事認輔工作的過程中，

需耐心地傾聽個案的問題與需求，給予適當

的回饋，故需有強大的心靈能量與團隊支持

力量，才足以面對各種的挑戰。本研究主要

是透過訪談二位參與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輔

導教師，以期瞭解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

運作情形，以及成員們在社群中的成長與省

思。

在專業學習社群成效的評估上，Hord
與Sommers（2008）主張，可從三個面向加

以探討：1.專業社群本身的運作上。2.專業

學習社群成員對於所學之運用情形。3.專業

學習社群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

本文參考以上論述並根據所獲得的研究

資料，將研究發現分四個部分進行說明及討

論。　　　　　　　　　　　　　　　　　

（一）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緣起

關於個案學校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

立的背景，分述如下：

1.成員自發性地組成並參與社群

社群能長久運作的主要秘訣，在於社群

成員是否發自內心的主動性（張新仁、王瓊

珠、馮莉雅主編，2009）。個案學校社群成

立的背景主要是因教育部推動「輔導教師人

力運用計畫」，在99學年度起，校內正式設

置了輔導教師，T1教師提到當初自發性地組

成專業學習社群的想法：

2.邀請行政人員共同參與

學校行政人員若能積極地參與社群的

專業成長活動，可激勵社群其他成員的士氣

（張新仁主編，2011）。

行政人員若能以合作夥伴的角色，共同

參與專業學習社群，會使社群成員感受到被

重視，且能適時地提供有效的行政支援。

3.獲得學校行政體系的全力支持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常面臨的問題包括：

共同研討的時間難覓、相關場地、資源、設

備不足等，這些都需要行政體系的協助才能

順利克服。高博銓（2011）就提到，教師社

群要成功運作，往往需要學校的配合。

　 　

（二）輔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情形

社群的運作模式要能符合教師專業成

長的需求，才能真正提升教師專業知能與技

巧。個案學校輔導教師專業社群的運作，大

致分為三個部分：

我是覺得說在運作的過程中需要

有一個團隊的力量而不是單打獨

鬥，所以我們應該要每個禮拜一

起來學習。（T1-012）

不管是專任輔導老師或兼任輔導

老師，我們都希望她們在「專業

能力」上面能夠繼續增長，然後

在「助人的動力」上面有源源不

絕的熱情跟活力，所以就想要成

立這樣的學習社群。(T1-016)

我們的校長、主任、組長都對我們

很好，只要是我們提出來的建議，

他們都會全力的支持我們，讓我們

覺得這份工作有得到尊重與愛護，

對我們這個社群的運作非常有幫

助。（T1-041）

我覺得主任、組長都蠻支持的，開

會都會到，感覺還蠻重要的這樣。

（T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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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排固定時間研討

個案學校輔導室在開學前即與教務處聯

繫，安排輔導教師共同的空堂時段：

2.輪流擔任引言人

余冠英（2008）認為學習團隊的運作若

能由成員輪流擔任引言人，不僅可以分擔召

集人的工作與壓力，亦可使成員體會規劃社

群運作之甘苦。個案學校的專業社群運作方

式大致是由社群成員輪流擔任引言人，為大

家做報告，然後再由成員共同討論、分享。

3.外聘專家學者協助

學校若能聘請校外的專家學者來協助，

不但可以開拓新的視野，亦能協助教師找出

盲點，讓成員在專業上更為精進。個案學校

曾邀請一位輔導諮商博士，分享助人的技

巧：

受訪教師在研習中，感受到助人的專

業技巧固然重要，但助人者的專業熱忱與使

命感更是不可或缺的。同時也提醒輔導教師

們，在從事助人工作之前，自己需先做好準

備與調適，瞭解到自身的侷限性，以避免面

臨專業耗竭的危機。

另外，個案學校亦曾邀請一位學識與實

務經驗相當豐富的專家，蒞校進行園藝治療

的理論介紹並進行實務操作，並開放全校老

師參與。老師們在研習後更藉由關心彼此的

植物，而拉近了同事間的距離，同時亦有老

師將栽植運用到班級經營上，配合母親節活

動引導學生體驗生命的歷程。而專業社群的

輔導教師們在參與之後，亦將園藝治療的理

念運用在認輔工作上，得到了許多正向的回

饋。

林老師他提供的，主要是說當輔

導老師之前，你自己心理上的準

備與調適，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

上個學期我們總共討論的主題

有：焦點解決模式、園藝治療、

藝術治療、還有ADHD的專題研

討，由社群成員輪流擔任會議的

帶領者與紀錄者。在學期末的時

候呢，還有做「凝聚共識」還有

「展望未來」的相關心靈交流跟

支持的活動，對老師的幫助都還

蠻大的。

下學期的時候我們就改變一些學

習方式，就是由每位輔導老師輪

流提出個案的問題，然後大家集

思廣益，把每個人所想到的輔

導策略貢獻出來，然後再統整成

「個案大補帖」。（T1-024）

我們本年度社群的運作方式是每個

禮拜開會一次，會中主要做「個

案討論」與「專業研討」。（T1-

023）

每一次去聽，都會再重新省思自

己怎麼去看待自己的學 生，還有

怎麼看待自己。（T2-014） 

我覺得應該是有一些鼓勵跟啟發

的作用吧!因為林老師他本身也非

常有親和，對於心理輔導工作也

是有一份使命感，讓我們覺說：

哇!原來專業輔導人員是具有這麼

遠大的抱負，希望可以幫助一些

心靈受傷的人。另外也讓我們老

師體會到要幫助一個人是非常不

容易的。妳如果沒有靠近他的心

妳是沒有辦法幫他的，我覺得這

個影響比助人技巧更重要，我覺

得那是更高階的。（T1-059）

我覺得對學生的影響還蠻多的耶，

就是他們可以透過植物..我覺得就

是可以做班上的園藝治療，情緒上

或者是一些他們自己生命歷程的領

悟上。然後對個案的部分…個案其

實就是有一個活動，有一個取代諮

商室裡面晤談的一種活動。（T2-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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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老師認為園藝治療具一定的功效，

實務上也看到許多認輔個案在園藝治療中，

放下了在諮商室晤談的束縛感，更能敞開心

胸，面對自己的問題。因此，輔導教師們利

用學校的一塊小空地，開創出屬於輔導教師

與認輔學生的「心靈花園」。

　 　 　 　 　 　 　

（三）輔導教師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中的成

　　　長與省思

參與教師專業社群的教師們究竟在當中

獲得了哪些成長?對輔導教師在認輔工作上

究竟帶來了什麼樣的意義呢？以下歸納出三

點並分別做說明。

1.同儕合作學習，增長專業知能

知識的分享，是學習社群的重要特色。

行政人員及教師透過學習社群的平等對話及

經驗分享之人際互動歷程，不斷地吸取新

知，不但能提升教學成效，亦能將學習成果

回饋到學生身上。

 
2.凝聚團體共識，攜手面對挑戰

輔導，是一項助人的工作。在幫助他人

之前，自己要先充實專業能力。而一群人一

起學習，讓人感覺不孤單，透過組織得到支

持，讓自己更有力量前進。

T1教師則認為在參與專業社群後，讓

自己在工作上更有衝勁與能量：

 
3.協助學生學習，型塑優質文化

針對個案研討的部分，由引言人拋出個

案的問題，再由社群成員透過專業對話，共

謀解決問題的方法。

T2老師因身兼導師與輔導教師，深切

感受到在認輔工作這個部分，因為有團隊的

力量，讓自己在面對困難時有討論的對象，

行政體系也可適時地伸出援手。而在導師工

作的部分，因為沒有這樣的專業學習社群組

織，只透過例行性的導師會報，難以在實質

上幫助導師或給予精神上的支持與關懷。

像我們就去學校的資源回收場旁做

了一個「心靈花園」。我們會去那

邊上課，然後有很多學生在那個花

園裡，也比較能夠呢打開自己的心

房，真的也幫助到很多學生，也幫

助到老師自己。有時候我下課的時

候也會去澆澆水，然後 感 覺 自 己

就得到療癒了。（T1-085）

我覺得對我來說，可以跟相同領域

的人一塊學習跟成長，是一件很幸

福的事！因為我們擁有共同的學習

背景、我們使用相同的語言，而且

我們是在做利益他人的工作、一起

同甘共苦、而且呢一起心靈成長。

這些事情對我而言，是充滿樂趣與

美的感受的。（T1-092）

我覺得有這樣一個團體總比妳一

個人單打獨鬥是好的。一群人就

算聚在一起沒有做什麼事情，可

是我覺得它本身就是一種力量。

當然透過裡面個案的討論和經驗

上的分享，在實務工作上都會有

一些成長跟省思。（T2-042）

我們每個禮拜都在討論，每個禮

拜都在學習，讓我看到其實每一

位成員都有非常深厚的學習能

力，還有很珍貴、獨特的生命經

驗，那也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學

習社群，我們才有機會彼此交

流，讓我感受到，在專業與心靈

的交流之下，我們的心更靠近。

（T1-108）

我覺得那個思考角度就會變很寬

廣，就可以看到每個人不同的介入

觀點。（T2-049）

可以聽到別人的經驗，就會知道別

人怎麼做這樣。……遇到困難的時

候也覺得可以去問其他人，會討

論，可能會比較找出一些方向。

（T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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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輔導教師對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想法

　　　與建議

社群的經營需要時間的醞釀、成員的投

入以及行政的支持才能展現成效。而個案學

校參與學習社群的教師，在社群運作將近一

年之後，對此表達了一些想法與建議：

1.依成員需求，調整社群運作時間頻

　　　率：

社群在運作上需有共同研討的時間，

而一般教師要處理的事務已相當繁雜，所以

在追求專業成長的同時，亦須顧慮成員的需

求。如T2教師因在本學期身兼學校數職的情

況下，每週一次的社群運作方式便會造成一

些負擔。

2.外聘專家學者、督導的需求：

柯雅瓊（2008）認為，輔導教師透過督

導可以提高工作動��，提升整體工作效能，

是提供專業支持與滋養的最佳方式：

3.多推廣並分享成功的經驗： 
受訪的兩位教師對目前輔導專業社群都

抱持正面的看法，T2教師感受到輔導工作團

隊力量的重要性：

而T 1教師更是認為，除了輔導教師

外，也可鼓勵不同領域的教師來共組學習社

群，以豐富自己的生命。

4.需有具號召能力、願意付出的「領頭

            羊」：

T1教師認為輔導主任、組長的行政事

務太過繁忙，所以便自願擔任社群「領頭

羊」的角色，並構思如何協助成員達到專業

成長的需求：

我覺得導師就比較沒有這種（團隊

支持力量）…，導師自己就算遇到

困難，也很難去透過導師會議可以

得到什麼，常是自己一個人在那邊

試。而透過社群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針對學生，我們可以著手的部分。

（T2-062）

我覺得輔導老師這個制度要走下去

就是要靠一群人，靠一個人是很辛

苦的，因為你要去幫助個案，其實

每次談完，不一定會有什麼正向回

饋，有時會覺得更累，心力更低，

它是需要靠一群人，這個制度才能

夠走得遠。輔導工作絕對不是只有

一個人做的事情，它必須是一個團

隊在做，運用很多的資源。（T2-

098）

建議（社群研討時間）兩個禮拜一

次，因為有的時候其實沒有什麼立

即性需要討論的個案。（T2-076）

專業部分我覺得可以由學校提供經

費，直接外聘講師。然後再來最好

就是有督導制度啦!我們可以做個

案的討論，可是我覺得我們討論來

討論去，可能會有一些瓶頸、盲

點，所以外聘部分除了專業的成長

之外，希望能包含督導的部分。

（T2-090）

可以把我們成功的經驗跟別人分

享，讓更多的老師來成立這樣的學

習社群 組織，而且我覺得不只是

輔導老師可以成立，包括就是比如

說老師有什麼喜歡學習的議題啊，

都可以成為學習的組織，讓自己的

生命更美好。（T1-152）

一個學習社群組織，都應該要有一

個人願意出來多做一點點事情…！

因為我覺得論「能力」呀，大家

的能力應該都是很好的，論「心

力」，每個人可能都不太一樣。所

以假設有一個人願意出來就是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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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研究者根據訪談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整

理出以下幾點結論與建議，以供參考：　　

（一）結論

本文主要以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呈

現個案學校輔導教師在專業學習社群的運作

下，個人成長的省思。茲針對主要的研究問

題提出以下結論：

1.專業學習社群可發揮同儕學習的功

效：由輔導教師組成的「教師專業學習社

群」使教師們可以互相討論、支援、打氣，

強化彼此的夥伴關係，而藉由團體智慧尋找

出有益於學生的策略，亦可減少教師間孤立

與隔閡。

2.召集人是社群運作的關鍵人物：學校

行政單位宜鼓勵有熱忱的教師擔任召集人，

除給予行政上的支持外，亦能透過研習或經

驗分享等方式強化召集人之相關知能，以利

社群之發展。

3.適時引用校外人力資源，以求突破性

的發展：適時地引進校外專業人力資源，可

減輕社群成員之負擔，亦能提供更專業的引

導，以較超然的立場協助社群成員點出盲

點，並共謀解決之道。

4.社群運作時間、頻率要符合成員需

求：社群運作的時間與頻率若能經由成員共

同討論，達成共識，較能避免成員負荷過重

而導致參與意願或投入程度降低的情形。

5.學校行政體系需支持並提供社群發展

的有利條件：行政人員以身作則，主動積極

地參與，瞭解教師工作上的困難與心聲，並

針對社群成員的需求，盡可能地提供各項行

政上的支援。　　　　　　　　　　　　　

（二）建議

本文屬於個案研究，僅針對個案學校輔

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之研究嘗試提出一些建

議以供參考。

1.由教師擔任召集人，實踐賦權增能及

分散領導之理念：在學校組織中，可將權力

適度釋放給社群領導者及參與教師，以培養

教師的教學領導力，由社群成員針對教學需

求來規劃討論主題，以求達成專業上的成

長。

2.召集志同道合的夥伴，共組學習社

群：社群成員不求多，推動小而美的社群規

模，將有助於較高頻率的專業對話，亦較易

凝聚組織共識。

3.落實同僚專業互享並發展相互激勵的

組織氣氛：藉由平等對話，使成員能突破既

有的心智模式，接納不同的聲音，使組織有

蛻變的可能性。

4.將專業學習社群的概念運用推廣到其

他領域或主題：在班級經營、品德教育、生

命教育等議題，以及各教學領域上均可嘗試

以學習社群的方式以提升教師的專業知能，

透過團隊力量將知識的種子傳播在校園中。

5.推廣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的成功經驗：

專業學習社群除需教師熱忱外，提供教師明

確的方法與指引亦相當重要。如教育部編製

之《中小學教師專業學習手冊》及《教師專

業學習社群─領頭羊葵花寶典》便是個很好

的開始，書中分享了許多經營成功的案例，

這對有心組織專業學習社群的教師們來說，

有很大的助益。

家多做一點點事情，然後他多花一

點點時間，我覺得每個學習社群組

織，應該都可以運作得很順利，而

且這個社群的人應該都能收穫滿

滿！感動滿滿！（T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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