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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地利用督導—初探督導前的準備訓練對受督導者

進入諮商督導過程的影響內涵 

許韶玲  蕭  文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暸解受督導者接受督導前的準備訓練對其進入諮商督導過程的影響，為達此目的，

本研究對四位從未有任何被督導經驗的實習諮商心理師，施予十八小時六單元的準備訓練，隨即安

排他們接受六次督導，於督導過程中再透過自編的自陳式問卷與個別訪談，以暸解準備訓練對他們

進入督導後之學習所產生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督導前的準備訓練提供受督導者一個重要的轉換

過程，協助他們順利地從督導外過度到督導內，整體而言，對受督導者進入督導過程的學習有相當

正向的影響，不僅增進受督導者參與督導的能力，亦提升他們投入督導的程度。前者包括：增進對

督導的正向態度、增進參與督導的準備度、以及增進督導關係的互動能力。後者則包括：提升投入

督導的意願與能力、提升督導前的投入、以及提升督導過程中的投入。其中，在十八小時的訓練課

程中又以「對督導的認識與瞭解」最具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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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多數受督導者均在缺乏對督導過程了解的

情況下進入督導關係，雖然督導是被預期的，

然而受督導者卻鮮少對此一經驗作任何準備

(Berger & Buchholz, 1993; Vespia, Heck-
man-Stone, &Delworth, 2002)。Bahrick、Russell
與 Salmi(1991)也提出類似的看法，他們指出，

雖然準諮商師通常接受諮商理論與實務方面的

課程，然而對於預期的被督導經驗，他們卻是

所知有限，以至於在進入督導關係時，多對督

導過程缺乏認識，並因此限制督導互動的有效

性。Olk 與 Friedlander(1992)的研究亦已發現當

受督導者出現角色採取上的困難時，對督導的

滿意度較低。  
似乎在要求受督導者進入督導關係前有一

個隱含的假設：受督導者有能力自己學會如何

參與督導並從中獲益。然而「好的諮商師」不

必然是「好的督導者」之觀點已被許多學者所

重視與強調 (Bernard & Goodyear, 2004)。好的

諮商師所需具備的能力與好的督導者是不同的

；同樣的道理，受督導者所具備的學業能力並

不 能 保 證 就 具 有 被 督 導 的 能 力 (Berger & 
Buchholz, 1993)，前者早已受到廣泛的注意，

許多學者也針對督導者的訓練與再訓作了許多

探究與努力 (王文秀、徐西森、連廷嘉，2006; 
Watkins, 2013)。然而後者卻沒有這麼幸運，在

督導制度行之多年的今天，卻少有人關注到此

一問題 (Crocket, 2002)，時至今日，大多數受督

導者仍在缺乏適當準備的情況下進入督導關係

(Vespia et al., 2002; Wolfe, 2010) ，

Whitman(2001)研究中多數的受督導者便指出

他們在督導前完全沒有任何相關的準備，他將

實務工作者開展其專業旅程時，卻不知道如何

使用督導的情況，比擬成一個即將啟程到陌生

之地的旅人卻不知道如何使用地圖。  
雖然督導者乃是決定督導品質的重要關鍵

，針對督導者所作的教育訓練的確相當重要，

然而畢竟督導是由兩人的互動關係所構成，受

督導者更是學習的主體，因此，如果能在關注

督導者的同時，也將受督導者納入考慮，勢必

對受督導者於督導關係中的學習有更多正向影

響。張淑芬、廖鳳池（2007）便發現受督導者

對督導結盟歷程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與貢獻，且

督導關係的發展歷程乃具有互動的本質。因此

，忽略受督導者這一方顯然並不明智，畢竟督

導的責任應由督導者與受督導者雙方共同承擔

，更何況成為一個有能力的實務工作者，最終

的責任乃在受督導者身上。  
根據研究發現，當督導者與受督導者之間

發生衝突時，受督導者傾向期待督導者能找出

衝突並主動與之討論，如果督導者並未察覺與

處理，受督導者將花較多的時間與精力隱藏這

個衝突 (Moskowitz& Rupert, 1983; Nelson & 
Friedlander, 2001)，許韶玲（2007）的研究也

發現，受督導者對其隱藏的訊息普遍期待督導

者能察覺並主動詢問，督導者若未察覺與處理

，受督導者傾向保留訊息。這個現象除了與受

督導者在督導關係權力差異或懸殊下的順從底

蘊有關之外、受督導者對督導架構 /關係的缺乏

了解是另一項重要因素，因此，增進受督導者

對督導的認識與了解、以及協助他們探索其對

督導者權威角色的投射並以順從的姿態回應督

導關係的現象（蔡曉雯、郭麗安、楊明磊，2010
），乃是提升督導效能的重要關鍵。  

此外，其他學者則聚焦於受督導者角色採

取 上 的 困 難 對 督 導 過 程 的 阻 礙 (Ladany& 
Friedlander, 1995; Olk& Friedlander, 1992)。當

受督導者在對督導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進到督導

關係時，必定無法了解自己在督導情境中應扮

演的角色，Olk與Friedlander已發現此種特別容

易發生在初始受督導者身上的角色模糊 (role 
ambiguity)可預測對督導較差的滿意度。換言之

，受督導者是否能有效扮演好其角色，對促進

督導的創造性過程也很重要 (Abiddin, 2008)。  
而在受督導者隱而未說的研究中也發現，

受督導者在督導過程中揭露與諮商有關的重要

資料是督導能否有效的重要關鍵 (許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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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b; Alonso &Rutan, 1988; Ladany, Ellis & 
Friedlander, 1999; Yamartino, 1998; Yourman& 
Farber, 1996)，然而這並不表示受督導者在督

導情境中是以開放的態度揭露相關資訊。在真

實的督導關係中，受督導者可能因著各種不同

的因素而有意或無意的保留或隱藏某些訊息 (
許韶玲，2004a、2005、2007；West & Clark,2004)
，Murphy 與 Wright(2005)便發現，隱藏訊息不

揭露是受督導者對權力的使用方式之一，受督

導者經常在恐懼揭露與獲得新資訊之間感到掙

扎 (Starr et al., 2012)，因此如何增進受督導者

揭露的意願與行為顯然是提升督導成效的重要

關鍵。  
再從比較積極的角度來看，根據研究發現

，某些受督導者的特質或態度有助於督導中的

學習 (Rodenhauser, Rudisill, & Painter, 1989; 
Vespia et al., 2002)，因此，如果受督導者能對

這些特質或態度有更多瞭解將能從督導中獲益

更多。Rodenhauser 等人從督導者的觀點檢視此

一問題，結果發現受督導者心理的開放度、值

得信賴的程度、心理結構的完善度、興趣與喜

好、動機與進取心、熱誠與盼望、幽默感、人

際的好奇、彈性、同理、冒險的意願、智力的

開放、閱讀的習慣與知識根基的發展、較少的

防衛、自省、對回饋的接受能力、以及揭露的

意願等都是有助於受督導者於督導過程中學習

的因素。Vespia 等人則同時從督導者與受督導

者的角度了解有利於督導中學習的受督導者行

為，結果發現受督導者的成長意願、對個人行

為負責、主動參與督導、對個別差異的尊重與

了解、以及在適當時機要求協助等，最被督導

雙方所看重。  
根據研究者從事督導工作的經驗也發現，

除了特質的因素之外，受督導者於督導前是否

聽過錄音檔或看過錄影資料、是否在接案後對

自己或接案過程做過檢討或反省、以及是否接

受自己負有督導成功與否的部份責任等均會對

督導的進行產生部份影響。關於這方面，也有

學者持類似的看法，Bordin(1983)便指出，在督

導前受督導者對自己接案的回顧是很有價值的

。換言之，的確有些事項會影響受督導者於督

導過程中的學習，諸如：受督導者的準備與學

習意願、態度、以及行為等，這些也暗示了受

督導者督導前準備訓練的潛在價值。  
Crocket (2002)也注意到受督導者在缺乏

足夠督導資訊的情況下，難以與督導者建構合

作式的督導關係，Abiddin(2008)同樣主張受督

導者和督導者一樣，都需要對督導有一定的認

識，如此參與督導的雙方才能在督導過程中清

楚的討論彼此的期待，並降低督導關係中的潛

在問題，最終達到具創造性的督導歷程。

Pearson(2004)更是直接為文提出諸多策略協助

受督導者如何在督導前與督導過程 (督導內與

督導間 )中做好適切的準備與參與，以達到對督

導關係最有效的利用。Carroll與Gilbert (2005)
更撰寫了給受督導者閱讀的專書，回應受督導

者長期在督導關係中缺乏足夠資訊的處境。  
總括言之，被督導經驗乃是有效助人者的

必經之途，然而多數受督導者卻在對督導過程

一無所知或一知半解的情況下進入督導關係，

加上許多帶給受督導者困惑或焦慮的因素更令

督導學習過程受到阻礙，使得受督導者一路行

來總有跌跌撞撞之感。然而督導中的學習應該

可以更平坦、更順暢，督導的學習效果也應該

可以更有效、更深入。站在學習成效的角度，

當然期待被督導經驗的學習效果能夠發揮到最

大，雖然影響專業學習的因素很多，然而協助

受督導者在進入督導關係前作好適切的準備，

以發揮督導學習的最大效果卻是目前諮商教育

者可積極投入的一個重要面向。  
截至目前為止，與受督導者進入督導前準

備有關的實證研究只有三個，其中Bahrick等人

(1991)是最早投入此議題的學者，他們主要探

討受督導者進入督導前對督導模式的瞭解，對

其進入督導後的學習所產生的影響，研究結果

發現受督導者在接受角色導入 (role induction)
後（其所指的角色導入乃是讓受督導者在進入

督導前觀看J. M. Bernard區辨模式的十分鐘錄

影帶，主要乃在介紹督導者的三個角色與督導

的三個焦點），對督導過程有較清晰的概念、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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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督導者所扮演的角色、較能暸解並表達個

人的需求、也較有意願表達個人的擔心與關切

。  
另一個研究則是Whitman(2001)針對醫療

相關專業人員在督導前所做的90分鐘互動式單

次課程，他在課程中與受督導者討論八個主題

，分別是：過去的督導經驗、好的受督導者特

徵、好的督導者特徵、督導同意書 /契約、督導

問題的討論、平行歷程、督導中專業與個人議

題、以及學習被督導等，結果他發現，此一單

次課程幫助受督導者感覺更舒適、在督導中更

開放、並促使他們嘗試不同的督導模式。而受

督導者覺得較有助益的主題則是：好的督導者

特徵、督導問題的討論與督導同意書 /契約三部

分。  
最後，Barnes(2012)則以前後測設計探究受

督導者對督導過程的認識是否能改變其對督導

者的期待與對督導的態度，他將督導過程的教

科書閱讀、督導過程相關研究綱要與個案研究

應用的綜合教材，編成一週一單元，需四週完

成的線上課程，由受督導者自行在方便的時間

地點完成，研究結果發現受督導者對督導過程

的認識確實能改變對督導者與對自己角色責任

的期待，從本來將督導多數責任放在督導者身

上轉變成認為受督導者也應承擔同樣的責任、

並更同意督導目的乃為提升受督導者獨立自主

的合作關係；同時，對督導的態度也由較焦慮

與負向，轉變成較正向與有信心。從上述研究

可以發現，協助受督導者在進入督導前做好相

關的準備確實可以增進其在督導中的情緒舒適

度、對督導的態度更正向有信心，更能體認與

擔負起自己的角色責任、更能掌握督導過程、

並更願意自我揭露。  
然而如果從協助準諮商師適當扮演受督導

者角色，並有效使用督導關係的角度來看，

Bahrick等人 (1991)研究中，對督導模式的介紹

顯然並不足夠，Barnes(2012)僅聚焦於受督導者

對 督 導 過 程 的 瞭 解 亦 較 為 侷 限 ， 而

Whitman(2001)雖然在督導前的準備課程中有

較多主題的內涵，然而為何這些主題被納入在

其文中卻完全沒有說明或討論。事實上，截至

目前為止，哪些主題或內容應該被納入受督導

者 督 導 前 的 準 備 訓 練 ， 只 有 Berger 與

Buchholz(1993)以及許韶玲（2008）的專文論

述，他們嘗試透過文獻的整理，建構出初步的

督 導 前 準 備 架 構 ， 如 Pearson(2004) 與

Wolfe(2010)的觀察與論述，督導領域對此議題

的關注與研究時至今日仍是相當匱乏，是以本

研究乃欲以既有文獻作為督導前準備內涵的建

構基礎，並對從未有過被督導經驗的受督導者

施與此一準備訓練，再安排其進入督導關係，

以初步瞭解督導前準備訓練的提供對其進入督

導過程的學習所產生的影響。  
簡言之，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探

討的問題為：  
督導前準備訓練的提供，對受督導者於督

導過程中的學習所產生的影響內涵為何？  

貳、研究方法  

茲依序對研究方法 /設計、研究參與者、資

料蒐集方法、以及資料整理與分析分別予以說

明。  

一、研究設計  

由於目前尚未有實證研究聚焦於了解督導

前準備訓練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乃欲對督導前

準備訓練的影響內涵進行初探性的理解。為達

此目的，本研究乃透過質性研究方法中的開放

性問卷與深度晤談，從受督導者的角度回答本

研究的問題，以確實瞭解督導前的準備訓練對

受督導者進入督導過程的學習所產生的影響。  

（一）準備訓練方案架構與內涵的擬定  
本研究所採用的準備訓練方案主要依據

Berger 與 Buchholz(1993)以及許韶玲（2008）
兩篇文獻回顧所提出的向度與內涵、同時參酌

許韶玲（2003、2004a）分別從督導者與受督導

者角度所蒐集到的受督導者影響督導歷程與效

能的因素，加以統整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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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的方式是以 Berger 與 Buchholz(1993)
與許韶玲（2008）所提出的架構作為編碼表，

進行許韶玲（2003、2004a）論文中受督導者影

響因素的編碼，將相似之處聚攏、相異之處擴

增，以此方式最後形成表 1 的訓練架構與內涵

。  

（二）準備訓練方案的執行與實施  
在訓練方案的架構與內涵擬定好之後，隨

即安排受督導者接受督導前準備訓練課程，此

課程共計 6 單元，每單元 3 小時，合計 18 小時

，此一訓練乃安排在周末連續兩天進行，4 位

受督導者均全程參與，整個訓練過程乃由研究

者以小團體方式進行，每一個單元皆先以研究

者自行編擬之講義進行講授，其中，第一單元

認識督導模式部份並安排錄影帶觀看。在相關

概念與知識的講授過程，並鼓勵受訓者提出疑

問，講授完畢後再引導團體討論，以協助受訓

者充分理解課程內容，並進行個人經驗之探索

與整理。  

（三）於訓練過程，蒐集學習狀況之資料  
在訓練方案執行過程中，每一個學習單元

結束後，由研究者立即請受督導者填寫「自我

評量表」以瞭解受督導者的學習狀況。自我評

量表為一簡單的問卷，問卷內容主要為受督導

者對每一單元主題的學習情形、以及影響學習

的相關因素，以利了解受督導者對訓練課程的

吸收程度、以及影響其學習效果的正負向因素

，並得以排除因學習成效不佳對督導前準備訓

練影響內涵的干擾或混淆情形。  

（四）於訓練結束後，安排受督導者接受督導，

並蒐集影響內涵之資料  
在訓練課程結束後一週，隨即安排受督導

者接受連續六週，每週一小時的督導，其中第

一次督導的場面構成，由督導者簡單自我介紹

、說明督導次數與持續時間、並初步瞭解受督

導者的督導期待。督導過程中 4 位受督導者均

保持持續的接案。每次督導結束後，由受督導

者  

表 1 
督導前準備訓練方案的架構與內涵  
單元別  單元名稱  單元內涵  

一  認識督導（一）  1.暸解督導的意義。  
2.暸解督導的功能。  
3.暸解督導的模式。  
4.暸解督導的進行方式。  

二  認識督導（二）  1.暸解督導的目標。  
2.暸解督導關係的本質。  
3.暸解彼此的角色與責任。  

三  諮商師的發展歷程  1.暸解諮商師的發展階段及各個階段的相關特徵。  
2.暸解自己目前諮商能力的一般水準、困境與需求，並確立自己未來專業

成長的方向。  
3.評估自己專業認同的程度。  

四  焦慮與阻抗的探索  1.暸解初始諮商師一般的焦慮來源  
2.暸解焦慮是自然且普遍的現象。  
3.覺察引發個人焦慮的因素。  
4.暸解個人處理焦慮的習慣性因應方式。  
5.學習有效處理焦慮的方式。  

五  期待、疑惑與擔心的澄清

以及相關倫理議題的認

識  

1.暸解一般受督導者的期待、疑問或困惑、以及擔心。  
2.探索個人對督導的相關期待、疑問或困惑、以及擔心等。  
3.暸解與受督導者有關的倫理議題。  

六  如何進行有效的學習  1.暸解有助於學習的相關態度、行為、能力、以及相關注意事項。  
2.探索自己具備的相關態度、行為與能力、並決定願意執行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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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填寫一份自我評估問卷，自我評估問卷的

內容為不同訓練主題及其影響，主要目的乃在

暸解訓練課程的影響來源（單元別）與影響內

涵。同時在第二次督導（督導進行的「前段」）

、第四次督導（督導進行的「中段」）、以及第

六次督導（督導進行的「後段」），受督導者填

寫完自我評估問卷後，再輔以個別訪談，以加

深問卷資料的內涵與深度。  

二、研究參與者  

本研究所需的參與者包括：接受督導前準

備訓練並完成六次督導的受督導者、以及提供

諮商督導的督導者，以下即針對研究對象的選

取方式予以說明。  
在受督導者部分，研究者乃針對中部某大

學諮商輔導所，先行調查符合選取標準的名單

—目前就讀於諮商輔導所碩士班，從未有過任

何被督導經驗（個別督導）的準諮商心理師（

不限定其課堂上個案研討與團體督導的經驗）

，再以邀請函徵求有意願的參與者。督導者部

分，研究者先行調查該所符合選取標準的名單

—目前就讀諮商輔導所博士班，並已修習過督

導理論與實務課程，同時具備一年以上督導實

務經驗者，再親自直接邀請，徵求其參與研究

的意願。最後，共選取督導者 4 名、受督導者

4 名，總計 8 名。其中，督導配對的形成，主

要依據彼此時間的交集。由於 4 組督導配對的

產生是由研究者招募而得，因此督導者並沒有

評量受督導者之責，此為本研究中督導關係的

重要脈絡。  
其中，督導者均為女性，年齡主要分布在

30-35 歲之間，諮商年資均分布在 6-10 年，督

導年資則多分布在 1-5 年。受督導者部份，有

3 位女性，1 位男性，年齡均分佈在 20-25 歲之

間，諮商年資則均在 1 年以內。  

三、資料搜集方法  

由於本研究旨在瞭解受督導者接受督導前

的準備訓練對其進入督導過程的影響內涵，因

此所需搜集的資料包括受督導者於訓練過程的

學習狀況與督導前準備訓練的影響內涵。前者

乃以研究者自行設計的自我評量表蒐集；後者

則以研究者自行設計的自我評估問卷與個別訪

談予以搜集。茲分述如下：  

（一）自陳式問卷  
本研究的自陳式問卷包括自我評量表與自

我評估問卷。前者乃在瞭解受督導者於督導中

的學習狀況，後者則在了解督導前準備訓練的

影響內涵。  
訓練過程中，於每一單元訓練結束後，研

究者即發下自我評量表請受督導者填寫。自我

評量表的設計乃是條列出六個學習單元及其學

習目標（例如：第一單元第四個評量項目是「

在本單元學習之後，我可以瞭解督導的進行方

式」），請受督導者由 1 到 10 勾選出其暸解程度

，再請受督導者說明影響其學習成效的正負向

因素。  
自我評估問卷則是在督導開始後，請受督

導者於每次督導結束後立即填寫。自我評估問

卷的填寫乃是請受督導者針對每個學習單元的

影響進行勾選，選項有二，分別是沒有影響與

有影響兩大類，如果受督導者勾選後者，則再

請其說明影響內涵。問卷題目的設計乃是詢問

受督導者各個單元內涵的認識或瞭解對其參與

督導過程的影響情形，以第二單元為例，評量

項目之ㄧ是「對督導關係本質的瞭解對我於督

導情境中的影響為何？」。  

（二）個別訪談  
除了在每次督導結束後，以自我評估問卷

暸解督導前準備訓練的影響內涵與影響來源之

外，本研究還透過個別訪談，補充問卷資料的

不足，並加深其內涵。在第二、四、六次督導

結束，受督導者填寫完自我評估問卷後，研究

者再對受督導者進行訪談，除了補足與加深問

卷資料的內容之外，並請受督導者就督導前準

備訓練的影響內涵進行整體的描述。平均每次

訪談約為 30 分鐘，訪談焦點主要集中在訓練課

程對該次督導的影響，並透過對其督導中狀況

的詢問作為訪談切入點，以協助受督導者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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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回應督導前準備訓練的影響內涵。茲將訪談

大綱條列如下：  
1.請你談談今天在督導中的狀況？  
2.在督導前的準備訓練中，有沒有哪部分

的課程對你今天在督導中的學習有影響？  
3.整體而言，要你用幾句話描述準備訓練

對今天督導過程的影響，你會怎麼說？  

四、資料整理與分析  

在資料搜集完畢後，即著手資料的整理與

分析，以下即針對這兩部分予以說明。  

（一）資料整理  
研究者將錄製的訪談錄音檔進行資料備份

，並將備份帶交由謄稿工讀生進行逐字稿謄錄

。在正式謄錄前，研究者發給每位工讀生一份

示範稿，並給予謄稿訓練。逐字稿謄錄原則為

逐字謄錄，並盡量保留受訪者語氣。  
至於編碼部分，自我評估問卷乃以 Q 表示

，並依序根據「受督導者別、督導次數別、單

元別、以及題數別」將每一段開放性問句資料

編碼，例如：「Q-1-2-3-4」代表「第一位受督

導者於第二次督導第三個訓練單元第四個學習

目標的自我評估問卷所填寫的內容」。個別訪談

則是以 S 代表受督導者，由於共有 4 位受督導

者，因此，根據 4 位受督導者接受督導的時間

順序分別給予 1-4 的編號，並以 2、4、6 呈現

督導次數別，而對話亦從 01 開始，因此 S-3-4-66
代表第 3 位受督導者在第 4 次督導後訪談的第

66 句對話。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乃以自我評估問卷與訪談逐字稿為

主要分析資料，並以開放編碼 (open coding) 
(Corbin & Strauss, 2008)進行資料分析。研究者

詳閱每一份自我評估問卷與訪談逐字稿，並將

每次的訪談資料與受督導者於該次督導所填寫

的自我評估問卷視同一份完整資料。資料分析

過程，乃是先以整份資料為單位瀏覽一遍，再

仔細閱讀數遍，直至對該份文稿有整體性概念

與架構後，再逐字、逐句閱讀每一個段落，找

出資料所涵蓋的概念或因素，以此原則將每一

文稿分析完畢。之後，如 Corbin 與 Strauss 所

闡釋的，再根據概念間的關聯與相似性，以概

念化程度更高的命名予以群聚，以形成類別，

以此方式將所有文稿分析完畢。  
在質性研究中，資料的可靠性與確實性是

資料品質的重要判準。由於研究者為當然的資

料分析者，因此再邀請一位協同編碼者，由兩

人分別進行資料編碼，再一起比較與討論編碼

結果，以增加研究結果的確實性與可靠性。本

研究的協同編碼者任教於大學，修習過「質性

研究」，且已完成多篇質性研究論文。於資料分

析過程，在與協同編碼者共同分析與討論 5 份

文本資料後，研究者已能逐漸修正主觀與盲點

，因此之後的資料分析工作便由研究者獨立完

成。  

參、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部分將依序呈現受督導者於準備

訓練過程中的學習情形、以及督導前的準備訓

練對受督導者進入督導過程的學習所產生的影

響。  

一、受督導者於準備訓練過程中的學習情形  

為瞭解受督導者在準備訓練過程中的學習

狀況，他們在每單元課程結束後，立即填寫一

份自我評量表，除了透過數字瞭解他們在六個

學習單元，各項學習目標的達成狀況外，亦再

藉由開放性問句瞭解影響其各項學習狀況的正

、負向因素，茲將這部份資料分析與統整的結

果說明如下。  

（一）整體學習狀況  
S1、S2、S3、以及 S4 等四位受督導者在

六個單元的平均學習目標達成指數分別是：

9.38、9.66、8.10 與 9.75(1-10)，換言之，除了

S3 之外，其餘 3 位均在 9.00 以上。雖然 S3 的

學習狀況為四位中最差的，然而整體言之，四

位受督導者的平均目標達成指數均在 8.00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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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中 S1 在六個單元的目標達成指數分別

是 9.25、9.75、8.80、9.17、9.60 與 9.66；S2
分別是 9.25、10.00、9.60、9.50、9.60 與 9.88
；S3 則是 9.00、8.50、7.80、7.83、8.40 與 7.63
；最後，S4 分別是 9.75、10.00、9.00、10.00
、9.60、10.00。是以整體觀之，四位受督導者

主觀知覺上對準備訓練課程所欲傳遞的訊息，

均有不錯的吸收與理解。  

（二）影響學習狀況的因素  
在有助於受督導者對訓練課程的理解上，

共分析出兩類因素，分別是：課程資料與進行

方式。在課程資料部份，受督導者提到，訓練

課程的編排方式、資料的豐富、以及實例的提

供對他們幫助很大。而訓練者的講述清楚與特

別強調等因素亦加強了他們對課程的吸收；在

進行方式部份，引導思考、腦力激盪、相互討

論、以及說明解釋等方式特別有助於學習。其

中，又以訓練課程所提供的講義影響最大。在

負向影響因素方面，欠缺實際的被督導經驗則

是最大的負向因素。  

二、督導前的準備訓練對受督導者進入督導

過程的影響內涵  

在將問卷資料與訪談結果予以歸納整理後

發現，督導前的準備訓練對受督導者於督導過

程中的學習有相當正向的影響。正向影響乃指

有利於受督導者於督導過程中學習的因素，本

研究共分析出兩大影響內涵，分別是：「增進參

與督導的能力」與「提升投入督導的程度」，前

者指涉參與督導能力的增加，因此受督導者主

觀知覺到任何更有能力參與督導的陳述，均被

歸納在此類別中；後者則是指稱受督導者更積

極主動投入督導所採取的行動，因此，與實際

投入督導有關行動的提升，均被歸納在此一類

別。其中，從受督導者提及的次數與內涵來看

，又以「增進參與督導的能力」影響最大。雖

然準備訓練亦有部分的負面影響，然而這個影

響主要乃因增進受督導者的自我期許與責任意

識而產生的學習焦慮，相較於正向影響，這部

份的影響佔極小的比例。為便於瞭解上述影響

內涵所來自的訓練單元，在結果的描述上，將

同時呈現出受督導者在問卷與訪談結果所指出

的影響來源。  
整體而言，督導前的準備訓練提供受督導

者所需的轉換，一方面幫助他們順利從督導外

過渡到督導內，並有能力在督導前後做較快的

切換，另一方面也讓他們對督導中可能發生的

事情較有心理準備，例如：督導的進行方式、

彼此的互動關係、以及督導中可能的學習與限

制。  
S3 很傳神的描繪出這樣的經驗，他說：「

…，我會覺得說督導，就是說這個督導這間房

間裡面是一個世界，然後出去外面又是不同一

個世界，（嗯嗯）那我假如說沒有準備課程，那

個事先那課程的話，我就會覺得我是從外面那

個世界這樣直接就被丟、丟進來這個世界，可

是假如說中間有一個轉換機制的話，可能說就

不會感覺到是被丟進來的，是覺得說自己是慢

慢的被推進來的這樣子，嗯。」(S-3-4-35)。S1
亦提到督導前的準備訓練讓她得以很快的「進

入狀況」，並在督導中工作 (S-1-6-12)。  
以下即針對「增進參與督導的能力」與「

提升投入督導的程度」兩項影響內涵分別予以

說明。  

（一）增進參與督導的能力  
增進參與督導的能力涵蓋 3 大向度 7 項內

涵，分別是：增進對督導的正向態度、增進參

與督導的準備度、以及增進督導關係的互動能

力。涵蓋的內涵分別是：1.增進對督導的正向

看法與合理期待、2.增進對督導抱持開放彈性

的態度、3.增進與督導者互動的能力、4.增進

對督導互動過程的個人覺察、5.增進對個人能

力現況的了解與接納、6.增進督導前準備的能

力 7.增進情緒處理能力並能擁有較佳的情緒狀

態。茲將上述內涵及其影響來源摘錄於表 2。  
1.增進對督導的正向態度  
(1)增進對督導的正向看法與合理期待  

受督導者指出，督導前的準備訓練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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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對督導持正向看法，並對督導者持正向合

理的期待。在對督導持正向看法方面，他們肯

定督導對專業成長的重要性，也相信督導可以

增進他們的專業能力。S1 就提到，「我比較能

瞭解與肯定我能從督導中學習。」 (Q-1-3-1-1)

，S2 也指出，「…，那其實督導真的就是幫助

我去釐清，而不是要去評價我，…我覺得那個

觀念會讓我…，還有去看督導的時候都會比較

好，…」(S-2-2-49) 

表 2 
增進參與督導能力的內涵及其影響來源  
影響內涵    影響來源  單元別  
1.增進對

督導的正

向態度  

(1)增進對督導的

正向看法與合理

期待  

a.對督導持正向看

法  
對督導意義、功能與目標的暸解。  （一）（二）  

  b.對督導者持正向

合理的期待  
對督導功能、彼此角色與責任、以及有

助於學習的相關態度之瞭解。  
（一）（二）  
（六）  

 (2)增進對督導抱

持開放彈性的學

習態度  

 對督導功能與有助於學習的態度與相關

事項的暸解、以及對督導與自己有正向

期許。  

（一）（六）  

2.增進參

與督導的

準備度  

(1)增進對個人能

力現況的了解與

接納  

a.瞭解自己的專業

需求  
對目前能力水準、困境與需求、以及未

來成長方向的暸解、以及對督導目標的

暸解。  

（一）（三）  

  b.增加對個人能力

現狀的接納  
對諮商師發展階段與各個階段相關特徵

的瞭解。  
（三）  

 (2)增進督導前準

備的能力  
 對督導模式、彼此角色與責任、督導相

關期待、疑問、困惑與擔心、以及對有

助於學習的行為之瞭解。  

（一）（二）  
（五）（六）  

 (3)增進情緒處理

能力並能擁有較

佳的情緒狀態  

a.增進處理情緒的

能力  
對初始諮商師普遍焦慮現象的暸解、對

自己可能焦慮的原因與習慣性因應方式

的探索、以及較清楚可以如何因應焦慮

情緒。  

（四）  

  b.擁有較佳的情緒

狀態  
對督導過程與可能發生的狀況有較清楚

的瞭解、澄清了對督導的一些疑慮與擔

心、瞭解焦慮乃屬正常現象並知悉自己

可以有的因應之道。  

（一）（二）  
（三）（四）  
（五）（六）  

3.增進督

導關係

的互動

能力  

(1)增進與督導者

互動的能力  
a.能與督導者建立

良好的關係  
對督導關係本質與彼此角色責任的暸解

。  
（二）  

  b.清楚督導者會在

哪些地方協助自

己  

對督導意義與功能的暸解，並澄清了對  
督導的相關期待、疑惑或困惑、以及擔

心等。  

（一）（五）  

  c.知道自己在督導

中可以談些什麼

或作些什麼  

對督導意義、功能、目標、彼此角色與

責任、督導關係本質、有助於督導學習

的行為、以及對目前能力水準、困境需  
求、以及未來專業成長方向的瞭解對督  

（一）（二）  
（三）（六）  

  d.瞭解督導者話語

的意義及其背後

的意圖，並能較

快做出反應  

導模式、目標、以及進行方式的瞭解。  （一）（二）  

 (2)增進對督導互

動過程的個人覺

察  

 對督導模式的暸解、對焦慮是一個普遍

現象的認知、對初始諮商師焦慮來源與

阻抗行為的暸解、對個人處理焦慮的習

慣性因應方式的探索、以及對有助於學

習的能力之瞭解。  

（一）（四）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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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督導者持正向合理的期待方面，由於

更清楚督導者的角色、功能、以及有助於學習

的態度，受督導者指出他們因而更瞭解督導者

在督導過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可以發揮的功

能、以及角色上可能的限制。例如 S4 便提到

她相信督導者能給予她最適當的協助。S1 也指

出她會知道、也會期待督導者有時候在她真的

不知道該怎麼做時，會扮演教師的角色。S3 甚

至因為對督導者角色的暸解，而能調整對其角

色的期待，他說：  

「可以調整對督導的期待，而不會有因不

適切的期待，造成事後的失望。」 (Q-3-2-1-2)
。  
(2)增進對督導抱持開放彈性的學習態度  

督導前的準備訓練協助受督導者認識督導

、以及了解有助於學習的態度與相關事項，因

此使得受督導者得以對督導抱持較開放彈性的

學習態度。例如 S1 便指出，「我知道我是抱著

來學習，來瞭解自己在諮商情境中的反應與表

現的心態來接受督導，…」，她在訪談中還提到

：「我就會、我就會讓自己抱著愉快的（笑）、

輕鬆、然後又充滿了，就是很想要學習的那種

的、的態度過來嘛。」 (Q-1-2-1-2&S-1-2-49) 
2.增進參與督導的準備度  
(1)增進對個人能力現況的了解與接納  

在對個人專業成長需求的瞭解上，由於對

督導目標的認識、對個人專業發展現況的暸解

、以及對未來專業發展方向的探索，受督導者

因此較清楚其專業需求與對督導的期待。S1 就

提到：「就是從上次到現在，我會覺得很有影響

的是讓我清楚的去知道說，嗯、諮商師他可以

去、在督導情境中，我可去去看我哪、哪些能

力，就是分成諮商歷程的、跟概念化的、跟自

我覺察的，那我就會比較知道說，像上次我就

會知道說，好，那我今天可能就看比較多概念

化，那今，然後這一次我就比較知道說，那我

可以去把逐字稿拿來，我們就可以去看那個技

術的部份，…。」 (S-1-2-05)。S2 也提到「就

期待上會希望督導幫我看一些我做些什麼（概

念化的部份為什麼做不起來）、怎麼做更好。」

(Q-2-3-5-1)。  
在增進受督導者對個人能力現況的接納方

面，受督導者指出他們更有能力接納自己目前

所屬的發展階段、能力有限的事實、所學可能

無法馬上用出來或不能進步很快的限制、以及

對督導可能的依賴。例如：S4 就提到：「今天

談到初始諮商師會遇到的問題，我腦海中就會

浮現那個表格，原先訓練課時，本來不會覺得

自己明確的屬於哪一階段，但在那一刻體驗比

較深，會願意去接納自己的位置。」(Q-4-4-3-1)
。S2 則感受到自己較能接納對督導者的依賴，

她說：「…，我會覺得說我如果沒有這樣的課的

話，我會覺得說那我這麼依賴督導，我會覺得

其實我會有一點點覺得自己怎麼這麼沒有用（

笑）。」 (S-2-6-63)。  
(2)增進督導前準備的能力  

因為督導前的準備訓練協助受督導者更了

解督導模式、彼此的角色責任、以及有助於學

習的行為、並澄清了他們對督導的相關期待、

疑問、困惑與擔心，因而得以增進受督導者督

導前準備的能力。他們較清楚如何著手督導前

的準備，對督導前的準備較有方向，也較清楚

準備的內容。例如 S2 指出：「…，而且知道準

備的時候可以去看那些問題。」(S-2-2-13)，S4
也提到：「嗯、我覺得像我之前要來的時候啊，

就是在挑那個錄音帶的時候，嗯、然後我覺得

我比較清楚說，今天我要來督導，那如果我要

讓我有收穫一些，那我可以去怎麼做我的預備

工作，然後我怎麼去調整我來之前的那個心態

吧！」 (S-4-2-14)。  
(3)增進情緒處理能力並能擁有較佳的情緒狀

態  
對初始諮商師普遍焦慮現象的認識、對自

己可能焦慮的原因與習慣性因應方式的探索、

以及對可以如何因應焦慮情緒的暸解，使得受

督導者增進處理個人情緒的能力。一方面他們

能適當的因應，另一方面也能避免不當的因應

。例如 S2 就提到：「…，我開始緊張的時候，

我就腦中一片空白，…，我就開始告訴自己，

我、我發現我有在告訴自己說，妳就盡量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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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不知道就說不知道，然後我從那時候開

始就比較好了。」 (S-2-2-03)。S1 也會在焦慮

的時候，告訴自己不要怕，這是正常的！  
除了增進情緒處理能力之外，由於訓練課

程中，協助受督導者對督導過程與可能發生的

狀況有較清楚的瞭解、澄清了對督導的一些疑

慮與擔心、瞭解與接納焦慮乃屬正常現象並知

悉自己可以有的因應之道，受督導者因而在督

導中能有較好的情緒狀態。除了降低不必要的

負向情緒，也增加一些正向情緒，前者包括：

降低緊張、焦慮、擔心、害怕、與困惑等情緒

，後者則包括感覺到比較放心與輕鬆自在等情

緒。  

例如 S2 提到：「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個人

有關，我覺得 18 個小時裡面，我覺得整個一

講起來最大、我覺得是讓我很放心。」「就是

包括說我知道督導大概是怎麼樣進行方式、那

我要提什麼樣的問題、我要怎麼樣的準備。嗯

、會讓我來這邊的時候，我比較不會那麼焦慮

，我知道我準備大概什麼樣的程度是可以了，

然後來這邊有不懂的問題還是可以講出來…
我覺得是那個學習的態度上面會讓我放心。」

(S-2-2-07&08)。  
3.增進督導關係的互動能力  
(1)增進與督導者互動的能力  

督導前的準備訓練增進受督導者與督導者

互動的能力，包括：能與督導者建立良好的關

係、清楚督導者會在哪些地方協助自己、知道

自己在督導中可以談些什麼或作些什麼、更能

瞭解督導者話語的意義及其背後的意圖，並較

快反應。  
a.能與督導者建立良好的關係  

由於督導前的準備訓練讓受督導者認識督

導關係的本質，因此使得他們較能接受督導關

係的互動與應對方式、較知道該如何與督導者

互動、以及經營彼此的關係。例如：C4 便提到

：「瞭解之後，不會對督導中的關係產生懷疑或

阻抗。因為瞭解之後，可以接受這樣的關係。

」(Q-4-2-2-3)，S1 在整理訓練課程對其影響時

也提到：「…包括對督導關係我覺得都有幫助，

因為那是一種我知道我可以去、去、去信任督

導說，他現在問我這個問題，他是有意圖的，

他是想幫助我的，…」(S-1-4-42)。  
b.清楚督導者會在哪些地方協助自己  

由於知道督導的意義與功能，並澄清了對

督導的相關期待、疑惑、以及擔心，因此受督

導者較清楚督導者會在哪些地方協助自己，S4

就提到：「瞭解督導者在督導過程中可以幫助我

在哪些方面有所學習。」(Q-4-1-1-2)。S2 也說

：「會知道她可以幫我釐清一些觀念、迷思。」

(Q-2-3-2-2)。  
c.知道自己在督導中可以談些什麼或作些什麼  

由於對督導相關概念的認識、對有助於督

導中學習的行為、以及對目前能力水準、困境

需求、以及未來專業成長方向的探索，受督導

者因而較知道在督導中可以有什麼行為，包括

：可以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S1 說：「強調督

導關係中的溝通部份，讓我知道可以主動提出

要求與問題。」 (Q-1-1-2-3)，S2 則指出：「我

知道可以問督導什麼事情、什麼問題。」

(Q-2-3-1-2)。S3 認為他因此不會偏離主題，也

不會作不相干的事。  
d.瞭解督導者話語的意義及其背後的意圖，並

較快反應  
於訓練課程提供了受督導者對督導目標

、模式、以及進行方式的相關概念與資訊，因

此讓他們在進入督導關係後，較瞭解督導者所

談的東西。他們指出，因為瞭解督導模式，所

以當督導者談到模式的議題時，不用去猜測或

發問，能很快在瞭解的基礎上繼續溝通；此外

，他們還說，當督導者提到準備、督導過程所

要進行的重點、以及可以在督導中如何表現時

，他們都能很快理解督導者所談的東西，也由

於較瞭解督導者所問的問題與背後的意圖，因

此較能有效運用督導者丟出的訊息。  
例如 S1 就對督導模式的介紹及其影

響有很清楚的描述，她說：「…，所以我

覺得有關督導三個技巧、模式的介紹、錄

影帶中的圖形介紹、以及強調引導式發問

的部份蠻重要的，讓我比較知道督導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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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題時，大概是想作什麼。」(Q-1-1-1-3)
。S2 則是對督導進行方式的暸解與影響

，有這樣的說明，她說：「比較清楚督導

將進行的督導方式，當她提到會比較注意

哪部份的東西時，我能一下子知道她在講

什麼。」(Q-2-3-1-4)。 

也因為這樣的暸解，使得受督導者得

以在督導中對督導者的介入，較快的做出

反應。他們指出，對督導者的引導可以很

快的整理、修正或統整，例如 S4 提到：「

…，我覺得還是那個就是之前那個模式，

還有那個進行方式的介、介紹，因為我會

覺得我很清楚他現在要我去做什麼，然後

一方面他可能就是丟的時候，我就可以去

整理我的東西。」 (S-4-2-07) 
(2)增進對督導互動過程的個人覺察  

由於在督導前的準備訓練中，對督導模式

的暸解、對焦慮是一個普遍現象的認知、對初

始諮商師焦慮來源與阻抗行為的暸解、對個人

處理焦慮的習慣性因應方式之探索、以及對有

助於學習的能力之瞭解，使得受督導者因而增

進對督導互動過程的個人覺察。覺察的層面包

括對督導關係、個人能力現況、個人緊張與焦

慮狀況、以及個人的習慣性因應方式。增進對

督導關係的覺察又包括覺察到自己對督導者的

依賴與對督導者的期許。另外，增進對自己緊

張與焦慮狀況的覺察又包括覺察到緊張與焦慮

的生理線索、緊張與焦慮的原因、以及個人習

慣性的因應方式。  
在對自己緊張與焦慮的狀態的覺察上，S2

就提到：「當談到有關個人部份時，我會知道

自己是擔心評價而緊張起來，…」(Q-2-5-4-1)
，S1 則提到對督導關係的覺察，她說：「…，

會比較覺察到自己對督導者的依賴， …」

(S-1-2-37)，她也在督導中覺察到對督導者的

期待，她說：「我會想到說課程裡面提到說，

嗯、被督導者其實是會希望督導者能有一些支

持跟認同的，這我覺今天、我今天在督導當中

，我就會想到這個，然後就會想到說嗯、我現

在是不是正在期待督導者給我一些贊同(笑)

，對，譬如說期待督導者告訴我說嗯、她覺得

我有哪些優點這樣子。…」 (S-1-6-43)。  

（二）提升投入督導的程度  
除了增進參與督導的能力之外，接受督導

前的準備訓練亦提升了受督導者投入督導的程

度，此影響亦涵蓋 3 個向度，分別是：提升投

入督導的意願與能力、提升督導前的投入、以

及提升督導過程中的投入。此 3 向度涵蓋的內

涵包括：1.提高參與督導的意願與學習動機、

2.提高對自己的正向期許、3.確實執行督導前

的準備工作、4.以積極認真的態度參與督導、

5.對督導者的提問更願意思考與回答、6.能主

動表達自己在督導中的各種狀況。茲將上述內

涵及其影響來源摘述於表 3。  
1.提升投入督導的意願與能力  
(1)提高參與督導的意願與學習動機  

由於督導前的準備訓練增進受督導者對督

導的認識、對諮商師發展歷程的暸解、也讓他

們知道可以如何在督導中有效學習，因此提高

他們對督導的參與意願與學習動機。他們在準

備訓練課程後，更願意接受督導、更期待能從

督導中有所學習、更期盼專業能力的提升。例

如 S3 在受訪中提到：「…，我覺得假如說事前

沒有這個督導前的課程啦！然後就是單純的就

是叫我過來這邊接受六次督導，就會覺得可能

動機就比較不會那麼強烈。」 (S-3-6-29)，S2
亦認為訓練課程對她最大的幫助之一即是讓她

以更積極的態度在督導中學習。  
(2)提高對自己的正向期許  

由於督導前的準備訓練讓受督導者了解有

助於學習的能力與態度，他們因此提高對自我

的期許—期許自己更主動學習、具有良好的學

習態度與正向行為、更能發揮自己的能力、以

及在督導中保持覺察並適當處理自己的焦慮情

緒。例如 S1 指出：「會期許自己能把這些能力

發揮。」「我覺得第六單元的時候，就很強調那

個行為跟態度，…，就是會增強自己說正向的

，嗯、期勉自己要有正向的行為出現這樣子（

笑）。」 (Q-1-5-6-3&S-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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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督導前的投入－確實執行督導前的準備

工作  
受督導者指出，督導前的準備訓練激勵他

們更確實的做好督導前的準備工作，包括：在

督導前保持較好的狀況、提早到達督導地點、

特別注意錄音帶的挑選、同時也會在督導前先

行思考自己的問題與需求。例如 S1 會在督導

前花一些時間休息，以保持較好的精神狀況，

S4 也提到即使很累，也會讓自己盡量放鬆，S3
則以提早到達督導地點展現自己的投入。此外

，受督導者普遍都會特別注意錄音帶的挑選，

他們除了會考慮接案時間與督導時間的間隔之

外，也會盡量挑選持續晤談的個案。最後，所

有受督導者均提到，督導前準備訓練讓他們重

視督導前對問題與需求的思考與準備，他們會

在事前整理諮商中遭遇到的困難或問題、思考

自己的需求、以及對督導的期待，例如，S1 便

指出下課後、督導前，她都會事先作作一些功

課，她提到：「就是那個早上上完課，中午之後

，嗯..，就會知道接下來這段時間我都要準備

督導，然後就會在那邊想、想 、想、想我到底

要督什麼，也會趕快趁這個時間去回顧一下，

我上禮拜進來的狀況怎麼樣，然後我自己覺得

哪裏有問題，哪裡不太清楚。」(S-1-4-09)。  

表 3 
提升投入督導程度的內涵及其影響來源  

影響內涵   影響來源  單元別  
1.提升投入督

導的意願與

能力  

(1)提高參與督

導的意願與

學習動機  

對督導意義、彼此角色與責任、專業認

同對學習的影響、對專業認同的程度、

以及有助於學習的態度、行為與能力的

暸解  

（一）（二）（三）（六）  

 (2)對自己有正

向期許  
對有助於學習的能力與態度的暸解  （六）  

2.提升督導前

的投入  
確實執行督導

前的準備工作  
對督導目標、有助於學習的行為、態度

與相關注意事項、以及目前能力水準、

現況、需求與未來專業成長方向的暸解

（一）（三）（六）  

3.提升督導過

程中的投入  
(1)積極認真的

投入與參與  
對督導意義、功能、目標、督導模式、

督導進行方式、彼此角色與責任、督導

關係的本質、專業認同對學習的影響、

自己對專業認同的程度、目前能力水準

、困境、需求與未來專業成長方向、處

理焦慮的習慣性因應方式、可以如何面

對或處理自己的焦慮、以及有助於學習

的態度、行為、與相關事項的暸解  

（一）（二）（三）（四）  
（六）  

 (2)努力思考與

回答督導者

的問題  

知道督導者所使用的督導模式就是會

透過許多問題引導受督導者思考，也知

道這樣的引導方式有其目的，另一方面

，他們也對自己有一種責任感  

（一）（六）  

 (3)主動表達自

己的狀況  
對督導意義、進行方式、以及彼此角色

與責任的暸解，以及有心理準備接受隨

著督導的進展，可能出現新的期待、疑

問或擔心  

（一）（二）（五）  

 
3.提升督導過程中的投入  
(1)以積極認真的態度參與督導  

由於對督導意義、督導關係、諮商師發展

歷程、督導中的焦慮與因應、以及有助於學習

的態度、行為與相關事項的暸解，受督導者因

此抱持更積極認真的態度參與督導。S1 便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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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因為知道督導對專業成長的重要性，因此激

勵自己更努力在督導中學習，她說：「因為覺得

對自己有幫助，所以責成我自己努力堅持進行

督導，亦即提高自己的參與度。」 (Q-1-6-1-2)
。S2 也提到：「…，還有想到一部分是那個督

導跟受督導者的角色跟責任，對，因為我覺得

那個部份讓我知道說，我要怎麼樣積極去學，

對，我覺得如果我沒有上過那堂課，我可能就

覺得無所謂。」 (S-2-2-10)。  
(2)對督導者的提問更願意思考與回答  

受督導者指出因為在督導前的準備

訓練中，知道督導的目標，並暸解督導者

所使用的督導模式會透過許多問題引導

他們思考，也知道這樣的引導方式有其目

的，因此對自己有一份責任感，是以他們

在督導中對督導者提出的問題，會盡量努

力的思考與回答。S4 就提到，「我會蠻願

意去回答督導的問題，因為問問題是督導

中自然的狀態，…」(4-5-6-1)。S2 則指出

，「當督導在談到我身為諮商師的一些觀

念時，我會知道這是個人化的部份，所以

會比較認真去思考。」 (Q-2-4-2-1) 
(3)能主動表達自己在督導中的各種狀況  

由於在督導前的準備訓練中，受督導

者有機會了解督導的相關概念，也有心理

準備接受隨著督導的進展，自己可能出現

一些新的期待、疑問或擔心，使得受督導

者在督導中能主動對督導者表明自己的

各種狀況，包括主動向督導者說明自己的

能力現況、目前接案上的困境，同時他們

也會主動與督導者討論對督導的需求與

期待、甚至是一些疑問與擔心。  

例如 S2 提到：「我在督導時，我就跟

他說，我如果、我很容易緊張，可是我很

希望你，我有做不好的部份，你一定要講

，…我也告訴他，可是我做得好的地方，

你也要鼓勵我。」(S-2-2-66)。S4 也提到

：「我覺得可能是嗯、像有些，我覺得很

困惑或什麼的時候，我比較敢會去跟他提

，嗯、就是說我會覺得說是可以立即去做

處理的。」「嗯、或是說我真的就是不知

道，我也敢直接跟他說。」(S-4-2-09&10)
，她也認為自己更有能力提出自己的問題

與需求，她說：「我覺得是對於那個我自

己的需求，還有提出、去提出一些問題的

部份，我會覺得讓我就是不會這樣子害怕

啦、或是擔心 、…應該說我比較敢去表

達我的需求是什麼。」 (S-4-4-19)。  

（三）增加學習焦慮  
在不利於受督導者於督導中學習的因素中

，只分析出一個類別，就是「增加學習焦慮」

。雖然督導前準備訓練降低受督導者許多的情

緒負擔，包括：降低緊張、焦慮、擔心、害怕

、困惑、以及更加的放心與輕鬆自在。然而資

料分析結果卻指出，督導前的準備訓練也同時

增加他們的學習焦慮。  
在分析受督導者的問卷（認識督導二：瞭

解彼此的角色與責任、以及單元六如何進行有

效的學習：探索自己具備的相關態度、行為與

能力，並決定願意執行的事項）與訪談資料時

發現，督導前的準備訓練之所以造成他們的學

習焦慮，是因為準備訓練讓他們瞭解到自己的

角色責任，因此當自己沒有盡到該盡的責任時

，就更添焦慮情緒。例如 S4 就提到：「就是說

因為我會覺得說，我可能之前要有一些準備嘛

喔，那像我今天其實這一次來，之前都在弄考

試的事情，我沒有去對這個個案再整理一次或

是說再去 review 一下這個錄音帶，嗯，然後我

會覺得其實會去擔心啦，擔心說這個進行的過

程會不會不順利，…」 (S-4-4-11)。  
此外，準備訓練也使得受督導者對自己有

更高的期許，於是反而會有較高的焦慮，例如

S2 便指出：「因為會期待自己有更多有助學習

的行為，但覺得這次功課較忙，沒有做到我覺

得應該做到的部份，所以覺得有點壓力。」

(Q-2-3-6-2)，她還說我發現好像由於上了課會

比較希望自己更好，反而有較高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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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論  

一、督導前的準備訓練：進入督導前的一個

重要預備經驗  

任何個人在進入一個社會體系或組織之後

，通常必須經歷一段或長或短的歷程，以習得

此一體系或組織的文化或運作規則，此一過程

稱之為社會化歷程。Bahrick et al.(1991)便指出

，如果受督導者在缺乏對督導過程了解的情況

下進入督導關係，他們就必須靠著嘗試錯誤的

方式學習此一情境的運作規則。然而如果受督

導者能夠更明確的被告知什麼將被納入督導當

中，那麼社會化的階段可能較短、督導的品質

也會比較好。換言之，督導前的準備可以減少

受督導者在督導關係中嘗試錯誤的時間，而能

較快的進入狀況。是故，督導前的準備訓練可

以被看作是提早社會化的一個過程。  
本研究結果呼應這樣的看法，對 4 位受督

導者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預備經驗，協助情

境的切換，順利的從督導關係外過度到督導關

係內，不僅增進受督導者參與督導的能力，亦

提升他們投入督導的程度。換言之，本研究發

現提供 4 位受督導者督導前的準備訓練確實能

協助他們更有效利用督導，這樣的研究結果支

持 Abiddin(2008)、Crocket(2002)、Pearson(2004)
以及 Carroll 與 Gilbert(2005)等學者的看法，也

呼應 Bahrick 等人 (1991)以及 Whitman(2001)與
Barnes(2012)等學者的研究結果。  

二、「增進參與督導的能力」是最重要的影響

內涵  

本研究發現督導前的準備訓練，對 4 位受

督導者最重要的影響是「增進參與督導的能力

」與「提升投入督導的程度」，其中又以「增進

參與督導的能力」影響較大。在「增進參與督

導能力」所涵蓋的三個向度：「增進對督導的正

向態度」「增進參與督導的準備度」、以及「增

進督導關係的互動能力」中，又以「增進督導

關係的互動能力」影響最大。  

（一）增進對督導的正向態度  
Barnes(2012)研究中的受督導者因著對督

導的認識而對督導的態度由焦慮與負向轉變為

較正向並具信心，本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接

受督導前的準備訓練增進受督導者對督導的正

向看法。此外，本研究中的受督導者也因督導

前的準備訓練而對督導有更合理的期待、並對

督導抱持更開放彈性的學習態度，此兩項影響

內涵則並未在其他研究中發現。  

（二）增進參與督導的準備度  
增進參與督導的準備度涵蓋了三個內涵，

分別是：增進對個人能力現況的瞭解與接納、

增進督導前準備的能力、以及增進情緒處理能

力並擁有較佳的情緒狀態，事實上，這三者構

成了受督導者更有效參與並利用督導關係的基

礎，而此一影響內涵並未在其他研究中發現，

應與其他研究未提供與諮商師發展歷程、焦慮

與阻抗的探索、以及如何進行有效學習等主題

的訓練有關。  

（三）督導前的準備訓練增進受督導者於督導關

係中與督導者互動的能力，並有效促進督

導關係 /工作同盟的建立與發展。 

就「增進督導關係的互動能力」而言，督

導前的準備訓練使得 4 位受督導者更有能力與

督導者建立關係、更了解督導者會在哪些地方

協助自己、更清楚自己在督導中可以談些什麼

或作些什麼、也更能掌握督導者話語的意義及

其背後的意圖，並較快反應；同時，也因此增

進其對督導過程的個人覺察。可見，除了聚焦

於督導者的準備與訓練議題之外，透過協助受

督導者做好進入督導前的準備，也能增進其在

督導關係中與督導者互動的能力，並因此有能

力在督導關係中採取更積極主動的角色。  
督導關係或工作同盟一直是督導領域所關

注的重要議題，Bernard 與 Goodyear(2004)、
Holloway(1995)、以及 Ladany(2004)均指出良

好的督導關係是督導有效的重要基礎。督導關

係的品質或工作同盟的穩固與否已被發現與受

督導者對督導的滿意度有關 (連廷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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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os-S'anchez et al., 2002)。本研究發現，透

過督導前準備訓練的提供，能直接增進 4 位受

督導者與督導者互動的能力，並因此能有效提

升他們對督導過程的有效利用，此一結果呼應

Crocket(2002)的看法，提供受督導者適當的準

備確實可以提升其與督導者建立合作式督導關

係的能力，在諸多研究重複檢視與強調督導關

係的重要性之際 (Kennard, Stewart, & Gluck, 

1987; Ladany et al, 1999; Ladany& Friedlander, 
1995; Nelson & Friedlander, 2001)，未來督導實

務工作實應考慮如何協助與增進受督導者進入

督導前的準備，以有效促進督導關係或督導工

作同盟的建立。  

三、督導前準備訓練亦「提升受督導者投入

督導的程度」  

督導前的準備訓練不僅增進 4 位受督導者

參與督導的能力，亦提升他們投入督導的程度

。與「增進參與督導的能力」相較，「提升投入

督導程度」因為提升了受督導者對督導的投入

程度，因而其影響是更深入的。督導前的準備

訓練提升 4 位受督導者投入督導的意願與能力

、督導前的投入、以及督導過程中的投入，其

中，又以「提升於督導過程中的投入」為最普

遍。  
在提升投入督導的意願與能力上，我們發

現不僅提高受督導者參與督導的意願與學習動

機、亦提升了其對自我的期許；此外，在督導

前，他們會確實執行督導前的準備工作；另外

，在督導過程中，他們更積極認真的投入與參

與、更努力思考與回答督導者的問題、也更主

動在督導過程中表達自己的各種狀況。換言之

，督導前的準備訓練加深了受督導者對督導關

係與過程的投入，此一結果與 Bahrick 等人

(1991)以及 Whitman(2001)的研究結果一致，他

們都發現受督導者在督導前的準備有助於提升

其自我揭露的意願、並在督導中更為開放。  
其次，受督導者在督導中的參與度會影響

督導過程的進行與有效性，包括：受督導者在

督導前適度的準備與整理、以及督導過程中對

個人狀況的適度表達（許韶玲，2003、2004a）
。關於後者，許多研究發現受督導者在督導過

程中，揭露或表達自已、以及報告各項諮商資

料的意願與開放度是影響督導過程的重要因素

(Alonso &Rutan, 1988; Ladany, Hill, Corbett, & 
Nutt, 1996; Rodenhauser et al., 1989; Vespia et 
al., 2002; Yamartino, 1998; Yourman& Farber, 
1996)。整體而言，這樣的研究結果呼應了

Pearson(2004)的論述，唯有受督導者在督導前

、督導內與督導間準備度的提升，始能達到對

督導關係最有效的利用。  

四、「對督導的認識與瞭解」是最具影響力的

訓練內涵  

整體而言，六個單元的訓練課程都對受督

導者的學習有正向影響。從表2、表3以及訪談

整理中則一致發現，六個單元中最具影響力的

是前兩個單元，亦即對督導的認識與暸解。包

括：對督導的意義、功能、模式、進行方式、

目標、督導關係本質、以及彼此角色與責任的

認知與掌握。可見讓受督導者在一種「知的狀

況」下進入督導關係非常具有價值，這樣的研

究 結 果 支 持 Bahrick 等 人 (1991) 、 Berger 與

Buchholz(1993)、Crocket(2002)、Abiddin(2008)
、Pearson(2004)以及Vespia等人 (2002)的看法。

換言之，受督導者對督導暸解的程度確實會影

響受督導者在督導中的學習。  
Schauer、Seymour 與 Geen(1985)指出，督

導關係之所以平行於諮商關係是因為兩者都可

以被視為是隱含著期待與行為規則的社會系統

。根據諮商研究的發現，當個案有不適當的角

色期待時，他們較可能流失，因此，若督導中

有角色困難存在，一個相似的過程可能會發生

，雖然受督導者通常不會從督導中流失，然而

他們可能感到較不滿足、較無法接收督導者的

觀點，因此傷害了督導作為一個正向成長經驗

的可能 (Latorre, 1977)。根據研究發現，受督導

者角色採取上的困難的確與對督導的滿意度有

關 (Olk& Friedlander, 1992)，是以，受督導者對

督導過程的瞭解與掌握，對其在督導過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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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有很大的影響。  
其次，從表 2、表 3、以及訪談整理中也可

以發現第六單元「如何進行有效的學習」是繼

「對督導的認識與瞭解」之後，影響力排名第

二的單元，由於這個單元主要在協助受督導者

瞭解有助於學習的態度、行為、能力、以及相

關注意事項，並進一步協助其探索自己所具備

且願意執行的學習條件，對於增進受督導者參

與督導的能力與提升投入督導的程度都有極大

的貢獻。  
此外，第三單元「諮商師的發展歷程」同

樣對增進受督導者參與督導的能力與提升投入

督導的程度皆有助益。其中，前者最重要的影

響是讓受督導者瞭解自己的專業需求、並增加

對個人能力現狀的接納，而使得他們可以擁有

較佳的情緒狀態。另一個較小的影響則是因為

比較清楚督導者會在哪些地方協助自己；後者

則主要在提高受督導者參與督導的意願與學習

動機、確實執行督導前的準備工作、以及積極

認真的投入與參與。  
另外，雖然訓練課程特意開闢第四單元處

理焦慮議題，然而根據問卷資料與訪談資料的

分析發現，4 位受督導者「對督導相關概念的

認識與瞭解」已能有效降低其緊張焦慮等負向

情緒。而之後對「焦慮與阻抗的探索」則在增

進其有效管理情緒的能力上產生影響。換言之

，「對督導相關概念的認知」對受督導者情緒負

荷的降低貢獻極大，這樣的結果回應了 Bahrick
等人 (1991) 、 Berger 與 Buchholz(1993)以及

Goguen(1986)的觀察，他們指出由於多數受督

導者均在對督導缺乏了解的情況下進入督導關

係，因此對督導的目標、學習是如何產生的、

參與者雙方的角色與責任、可以在督導關係中

期待什麼、以及什麼結果是可預期的，均缺乏

認識，在此種未知或模糊的狀況下，受督導者

便很容易產生焦慮。本研究發現透過增進受督

導者對督導相關概念的暸解，確實能處理掉多

數的焦慮情緒。單元四「焦慮與阻抗的探索」

的影響力反而是在提升受督導者對督導互動過

程的覺察力、增進處理情緒的能力、以及降低

阻抗行為。換言之，降低模糊的確能降低焦慮

，提供受督導者「督導」相關的概念知識具有

極大的價值，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對焦慮與

阻抗的探討則深化了受督導者管理自己情緒的

能力。  
最後，單元五「期待、疑惑與擔心的澄清

以及相關倫理議題的認識」則是影響最小的單

元，在檢視影響內涵後可以發現，本單元所提

供的學習材料，4 位受督導者在前四單元的學

習中已大體知悉，因此，在學習完前四個單元

之後，他們已具備多數與督導相關面向的資訊

，此處所再澄清的期待、疑慮與擔心、以及督

導倫理議題，相對而言已多為他們所熟悉，因

此其影響乃相當有限。  

伍、研究限制  

一、受督導者參與研究的動機  

本研究的 4 名受督導者都有感於對督導過

程的缺乏了解，而想進一步認識督導的相關概

念，加上他們在接案上都有被督導的需求，而

本研究則能提供他們六次不須付費的督導，這

兩個因素可說是促成這 4 名受督導者參與本研

究的重要誘因。由於高度學習動機與被督導需

求，因此可能更正向影響督導前準備訓練對其

進入督導過程的影響，此為理解本研究結果時

須考量的狀況。  
二、研究者的多重角色  
研究者接受過督導理論與實務的完整訓練

、並一直以督導實務為重要的研究興趣與焦點

。由於研究者同時扮演督導前準備方案的訓練

者與研究結果的資料蒐集者 (包括實施問卷資

料與進行訪談 )，因此為避免雙重角色的影響，

本研究在資料蒐集過程，特別向受督導者說明

本研究為一初探性研究，因此對督導前準備訓

練的影響內涵持開放的態度，有可能沒有影響

；也有可能有影響，但影響可能是正向的、也

可能是負向的。透過這樣的說明，降低受督導

者要表現或提供「好消息」的壓力。而根據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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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蒐集結果也發現，受督導者確實能報導出負

面的影響內涵。至於此一作法是否能解決所有

受督導者訊息保留的現象則未能得知，此為本

研究的限制。  

陸、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協助受督導者認識與瞭解督導的相關概念

與知識是最具影響力的訓練內容，同時也是其

他訓練內容之所以能發揮影響力的重要基礎。

而整體研究結果顯示的則是督導前準備訓練的

重要價值，換言之，不僅是督導者需要督導訓

練，受督導者也需要督導前的準備。受督導者

在進入督導前的預備經驗的確對增進其參與督

導的能力與投入督導的程度有明顯的助益。然

而目前受督導者多數仍在缺乏暸解督導的情況

下進入督導關係，因此造成受督導者角色的模

糊與困難，並因此降低其參與及投入督導的意

願與能力。本研究發現督導前的準備訓練確實

有其存在的重要價值。  

二、建議  

（一）對諮商教育工作的建議  
1.受督導者在進入督導前應接受督導前的準備

訓練  
本研究發現督導前的準備訓練對受督導者

於督導過程中的學習助益極大，建議諮商教育

者在安排準諮商師正式接受督導前，應給予督

導前的準備訓練。提供他們督導相關概念的認

知、協助他們找出個人專業需求與困境、學習

適當焦慮情緒處理方法或策略、澄清對督導的

相關期待、疑惑與擔心、並告知相關督導倫理

議題、協助瞭解與養成任何有助於督導學習的

態度、行為、以及能力等，俾使督導的效能發

揮到最大。  
2.督導前準備訓練架構與內涵可適度刪減與統

整  
由於六個單元的課程中，單元四與五的影

響力相對較少，未來在訓練課程的設計上應可

刪除單元五，因為單元五處理的議題乃是單元

一、二可涵蓋與解決的，事實上，對督導的認

識應可同時涵蓋對倫理的認識、以及對相關期

待、疑惑與擔心的澄清。而單元三與四亦可考

慮整併，由於單元一、二已降低受督導者多數

的焦慮，因此單元四對焦慮處理的比重應可減

少。此外，單元三處理諮商師發展歷程的問題

，加上焦慮是新手階段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因

此這兩個單元應可整併濃縮成一個單元。如此

，六個單元即降為四個單元，如此一則降低訓

練時間的成本，二則更精練統整此一訓練架構

與內涵。  
3.如果礙於督導前準備訓練課程未能全面實施

，可考慮提供督導相關概念部份  
由於在六個單元中，對督導的認識（一）

（二）乃是全部訓練課程中對受督導者最具影

響力的內涵，因此建議未能全面實施督導前準

備訓練時，能考慮提供受督導者相關的督導概

念，包括：督導的意義、功能、模式、進行方

式、目標、督導關係的本質、以及雙方彼此的

角色與責任等，以協助受督導者更能參與並投

入督導關係。  
4.督導前準備訓練的實施可編擬相關的課程講

義  
從準備訓練實施的過程評量中可以發現，

本研究所編擬的課程講義是受督導者認定影響

其學習最重要的正向因素。換言之，在訓練過

程中，提供適當的課程講義資料，相當有助於

受督導者於訓練課程中的學習。因此，建議未

來實施督導前準備訓練時，能提供課程講義，

以增進其學習成效。  

（二）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在資料蒐集方面，建議增加從督導者的角度

，了解受督導者接受訓練的影響  
本研究乃是以受督導者的主觀知覺探討督

導前準備訓練的影響內涵，日後應可再納入督

導者的觀點，暸解督導者對接受過督導前準備

訓練的受督導者在督導中的參與與投入狀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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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情形。  
2.在研究方法方面，建議進行量化實證研究  

由於本研究乃一初探性研究，並以自陳式

量表與深度晤談進行資料搜集，經此一探究確

實發現督導前準備訓練對受督導者參與及投入

督導過程具正向影響。因此，建議未來研究應

可針對本研究的發現提出具體假設，以實驗設

計方法考驗有無接受準備訓練的準諮商師在參

與督導的能力、投入督導的程度、以及最後的

學習成效上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3.督導前準備訓練的實施方式之後續探討  

在本研究中，督導前的準備訓練乃以小團

體方式進行，此方式的優點之一是彼此有類似

狀況，因此提供許多情感支持，二則因為透過

自我探索、資料提供與討論方式進行，所獲得

的學習較為深入。然而此一方式必然較不符合

經濟效益，因此，日後此一訓課練程應以何種

方式進行，諸如：單方面資料或錄影器材的提

供、或單方面的講授是否可行，而這些方式與

互動性訓練方式，孰優孰劣亦值得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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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Effective Use of Supervision ―the effect of 

pre-supervision training on supervisees 

Hsu, Shao-Ling  Hsiao, Wen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pre-supervision training on supervisee learn-
ing. Four volunteer supervisees without prior supervisory experience were trained for 18 hours, 
after which they received 6 supervision sessions. In these sessions, self-report inventories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collect data on the effects of their preparation training on 
their supervision experience. The results showed many positive effects of pre-supervision train-
ing, including enhancing supervisee role and promot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supervision.By and 
large, itenabled supervisees to transition into the supervisory process more smoothly, and helped 
supervisees adapt more successfully to their role.In the pre-supervision training,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supervision were the most influential training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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