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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據 2010 年公布並於 2021 年修正的《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

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置輔導教師實施要點》，可得知國小兼任輔導教師自民國 120
年全部成為專任制度後，即消失、退場。此政策似乎顯示本文探討「國小兼輔教

師」的輔導困境與督導介入失去重要性和價值性。不過，研究者仍希冀從幾個面

向提醒讀者思忖此類輔導工作者，在學校輔導系統存續的必要性，也期待藉由本

文的探討及呼籲提供政策倡議的參考。 

    首先，就消極面而言，縱然相關研究明確指出國小兼輔教師有輔導知能缺乏

與成效不彰、制度任用無法回應實務需求、及學校體制的不友善等造成的輔導困

境（林秀俐，2015；許育光，2011，2013；楊淑晴、陳俞余、江佳勳，2019）。
但至少，於民國 120 年前，尚未補足專任輔導教師的學校中，國小兼輔教師仍在

學校輔導制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相關主管單位須投注資源培育並提升此

類輔導工作者的專業能力。另外，就積極面而言，在國小場域的輔導運作中，系

統合作通常直接或間接影響到整體的輔導成效（趙文滔，2015；趙文滔、陳德茂，

2017），因而，不同輔導人力間的互動、交流及支持，能使系統合作發揮最大的

功效，有益於國小輔導體制的運作與推展。所以，國小兼輔教師人力的配置，能

藉增加輔導人力，而引入不同的觀點、視框及資源，活化學校輔導工作的進行。 

    最後，就政策層面而言，此政策施行邏輯是逐年遞減國小兼輔教師的員額配

置，專任輔導教師隨著班級數而增加員額。以比例分配原則而言，此政策看似理

所當然，且順理成章，不過，若未考慮不同區域的學生輔導議題或輔導樣貌，此

政策仍有其不足之處。以研究者先前所在的地方政府轄內學校為例，偏遠學校的

學生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心力和資源，才能協助學生和其家庭能發展得更好。因

此，若只是一直減少國小兼任輔導教師員額，並依班級比例原則增加專輔教師員

額，並不能呼應不同區域學校的輔導需求。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不管是從聘齊專任輔導教師過渡期的消極面、學校輔

導制度系統合作間互動、支持的積極面，或政策制定能因地制宜的面向，國小兼

任輔導教師有其存續的價值性，除了呼籲相關主管機關更加重視此類輔導工作者

外，也突顯本文探究議題的重要性和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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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小兼輔教師之輔導困境 

    依據研究者本人對於學校輔導現場的觀察，及相關文獻的閱讀、理解與整理。

有關國小兼輔教師輔導困境之影響因素，可概括為兩點，茲分述於下： 

(一) 法規制度的美麗與哀愁 

    若以立法與專業產生間的關聯性之歷史觀之，臺灣有蠻多專業及專業人士的

存在，多少都和法源制度建立密切相關，像是教師和教師法、心理師和心理師法

及醫師和醫師法等。而法規制度的建立創造某專業的榮景，也帶來可能的缺失，

以本研究探究的對象-國小兼輔教師而言，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教育部於 2008 年根據國民教育法規，開始補助各縣市地方政府於國小端，

增設減課 2～4 節課的兼任輔導教師，爾後隨著專任輔導教師及專任專業輔導人

員的增設，而調整相關規定，使得兼任輔導教師的制度更加完備（王麗斐主編，

2013）。而現有兼任輔導教師減授 6 節課，聘任資格上不能由主任或組長擔任，

但是 6 班（含）以下如有困難者，經與教育局報備且同意後，就不再此限（林秀

俐，2015）。 

    雖然在制度及人力配置上更加完備，但是仍有很多的問題產生，因為在實務

現場上可以看到人力不斷更迭及無人想當的窘境。主要是兼輔教師所執行的業務

頗為繁重，即便減鐘點，可能擔任的意願也不高。即便，兼輔教師不用專職從事

學生輔導的工作，但是執行的內容與專任輔導教師無異，難怪此職位乏人問津，

還需要輔導行政人員再三請託，才有人願意擔任。即使有人願意擔任，也因為同

時有教學工作或是擔任導師，而無法兼顧，在此光景下，學生輔導工作的品質一

定會受到影響，原先立法的美意，也因實務現場的因地制宜，而推行不佳。 

(二) 是教師，也是「輔導」教師，雙重身分難兩全 

    再者，雖然兼任輔導教師有相關輔導知能，但是主要身分是教師，對於輔導

的概念及實務落實上有困難。那個困難除了是知能和技能上的難外，也有雙重身

分難兼顧的難。前者主要體現的是國小兼輔教師往往因為本職非專責輔導學生，

所以，相關的輔導概念或介入認知上所知不多，因此並不能有效的處理學生的問

題。依據許育光（2013）針對國小輔導教師的困境研究，即可窺見此端睨，多數

的輔導教師對於案主問題的界定和介入策略上無法深入，因而即便有心投入，也

有困境多端的處境。另外，雙重身分的角色更讓此困境倍加艱難，主要是國小兼

輔教師的本職工作是教師，通常此身分較以權威或指導性的方式和學生互動，當

要轉換成「輔導」所謂非權威或引導、協助探索的角色時，不只國小兼輔教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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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會轉換困難，而受輔學生也會認知失調，致使輔導過程產生無法順利進行的困

境。 

三、團體督導之適用性與介入策略 

    本文的「團體督導」（以下簡稱團督）是指國小兼輔教師為團體成員，然後

由一位資深的諮商輔導專業人員擔任團督者。過程中主要透過提案討論，成員輪

流提出遇到的輔導困境，接著透過團體討論的方式，增進成員對此輔導困境的認

知和理解，並思索解決之道。相關研究指出參與成員在團督中，透過經驗交流、

分享能體認多元個案的輔導方式，提供替代學習的機會，以增進輔導知能、提升

輔導技能，另外，也能增進對於團體過程與動力介入的理解（許維素、蔡秀玲，

2008；Kaufman, 2010）。接下來，研究者將分別從團督的適用性和介入策略，來

加以說明，以回應本文的探究焦點。 

(一) 團督的適用性 

    此部分將從兼輔人數眾多，宜考量時間和成本、專業發展狀態，替代及多元

學習有其重要性，及協助參與成員能習得督導技巧而能自我督導等三個層面來說

明。 

1. 兼輔人數眾多，宜考量時間和成本 

    一般而言，各縣市的國小兼任輔導教師人數是眾多的。再者，依據前面所述，

兼任輔導教師也有教學工作，甚至導師工作需要兼顧，因此，他們並不一定會針

對學生進行每周固定一次，一次一節課的個別輔導晤談。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

若進行個別督導形式的話，或許會有未具足夠輔導素材進行討論，因而，考量到

國小兼任輔導教師的人數和輔導學生頻率，團督的形式較符合其需求。 

2. 專業發展狀態，替代及多元學習有其重要性 

    從相關研究論述中，可發現學校兼輔教師在建立關係及輔導目標設定上即會

出現困境（形志彬、許育光，2014；許育光，2011，2013），由此部分，可知曉

兼輔教師在專業發展階段上，尚屬初階的諮商輔導工作者。若從發展取向督導模

式觀之，國小兼輔教師近似統整發展督導模式（Integrated Developmental Model, 
IDM）中第一階段受督者的狀態（Bernard & Goodyear, 2014）。此階段的受督者

需要明確、具體且結構化的教導、建議或技術演練等方式，以促進其專業能力的

提升。在團督中，督導者可藉由角色扮演或三人小組演練的方式，協助兼輔教師

透過觀察、模仿的替代學習方式，習得輔導專業的知能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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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助參與成員能習得督導技巧而能自我督導 

    國小兼輔教師在遇到輔導困境時，通常會自行上網查詢資料、閱讀專業書籍

或請益有輔導經驗的同事。這些訊息和資源來自多元的管道，因此考驗每位兼輔

教師篩選、過濾訊息和資源的能力，而在篩選、過濾完後，再進一步檢選適合自

身輔導實務困境的解決之道。前述的過程非常近似自我督導的過程，而國小兼輔

教師在團督過程中也能觀察、模仿學習到的督導方式，並內化在心中而能持續進

行自我督導，以持續提升個人的專業能力。 

    總結以上，考量國小兼輔教師的專業發展能力、輔導工作內容及潛在人數，

運用團督形式介入其輔導困境是適用的。 

(二) 團督的介入策略 

    接下來，研究者以自身擔任國小兼輔教師團督者之經驗，具體說明相關的介

入策略。為了便於說明，研究者將依序分學生、系統合作與其他等輔導困境說明

團督介入的策略。 

1. 學生輔導困境與團督介入策略 

    由於國小兼輔教師在實務現場上，往往被學生的問題點困住，看不清問題的

全貌，又急於問題解決，因而造成其輔導困境。因此，多數的兼輔教師在督導提

問時，多呈現其所看到的問題點，並希望可以知曉如何處理，在資料缺乏的情況

下，很難給出立即的建議和回饋，因此會從其所給予的訊息中多加探索，除了利

於後續的督導介入外，也促使兼輔教師能從不同面貌思索學生及學生的問題，而

不只是處於問題及解決的視框。 

    另外，兼輔教師雖然修過相關輔導學分，但工作上仍以教師角色為主，習慣

以教師的權威位置、角度觀看學生的議題。如此一來，會難以和學生建立關係並

設定符合學生需求的晤談目標，再加上缺乏輔導實務經驗的累積，所以，在初步

建立關係跟晤談目標設定即會遇到困難。基於此，在團督時，會詢問兼輔教師有

關學生對問題的認知跟看法，例如：「這個學生對於他的過動，有什麼想法呢？」，

以協助其從學生的角度建立關係，及設定晤談目標。 

2. 系統合作輔導困境與團督介入策略 

    在團督的過程中，會發現兼輔教師帶著學校看學生的觀點與家長溝通，易與

其形成對立的關係，而無法有效溝通。因此，研究者會舉自身先前工作時和家長

合作溝通的例子，藉由拆解和家長工作的訣竅，試著讓兼輔教師理解其中的介入

方式，並給予相關與家長合作的方法之建議。另外，兼輔教師在輔導案主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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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同樣也會面對學生導師的質疑和不認同，而影響到兼輔教師的情緒。此部分

的提問，研究者除了協助提問者對於問題的釐清外，也透過團體分享的方式協助

成員述說自身經驗，協助彼此互相支持。 

3. 其他輔導困境與團督介入策略 

    前面有提及國小兼輔教師非只有輔導的角色，也有一般教師的角色，因此，

團督過程會提及諸如兼輔教師的定位、輔導與教學角色的衝突及兼輔制度與相關

研習進修管道等等議題。這些提問不一定和學生直接輔導有相關，可能和兼輔教

師在組織系統的定位有關，此部分會採取讓團體成員互相詢問且彼此回饋的方式，

以使提問者能澄清相關的疑問。 

四、結語與建議 

    綜合上述，不管是從專任輔導教師尚不足、促進學校輔導制度系統間互動，

或政策制定能因地制宜等面向，都可得見國小兼輔教師在學校輔導系統中有其存

續的重要性。研究者也提及國小兼輔教師的輔導困境，及提出自身進行團督時所

運用的介入策略。最後，提出幾點建議，作為後續進行團督的參考。 

(一) 直接教導式介入與運用團體動力的討論分享並重 

    國小兼輔教師的輔導知能較薄弱，因此在督導過程中，需要給予較多明確的

指導和建議，而團督會同時有來自督導者或其他成員的經驗分享，除了督導者觀

點外，也可讓主要受督導者有替代和多元學習的經驗。 

(二) 非關學生輔導的討論能減輕參與人員內心的壓力，增進參與意願 

    研究者發現在團督中，參與成員會有輔導頻率不一及深淺度的不同，若以這

樣的直接服務方式進行個別督導的話，可能在督導執行時是有難度的。以本研究

為例，假若成員在個督時問到「兼輔制度及相關研習進修管道」時，可能討論的

豐富程度會較團督時低。此外，兼輔教師並不一定總是全然投入於輔導工作，太

過關注於輔導專業的討論會使參與成員壓力過大，因而，討論非關諮商輔導專業

的議題能減輕參與人員內心的壓力，增進參與意願。 

(三) 透過團督，提升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和學校行政人員的輔導行政知能 

    本文主要以「國小兼輔教師」為探究主體，探討團督對其輔導困境介入的適

用性。有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和學校行政人員的團督非本文探究焦點，只是依據

相關研究結果（許育光，2011，2013；楊淑晴等人，2019）及研究者擔任團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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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都可以看見國小兼輔教師的輔導困境和政策推行或組織對於輔導專業的

認知有關。因此，研究者在此提出個人淺見，說明透過團督提升上述行政人員在

輔導行政知能的相關執行方式，藉此拋磚引玉，期待後續能有更多的對話或探討，

希冀改善國小兼輔教師來自政策推行或組織認知的輔導困境。 

    研究者認為此部分可以劃分兩個層面來進行，茲分別敘述於下： 

1. 輔導行政人員和國小兼輔教師的雙向溝通 

    此兩類人員可共同參加團督的互動討論，透過團體討論的過程中，輔導行政

人員可釐清政策推行的利弊得失，也可促使兩類人員能雙向溝通和合作，除了減

少政策推行的阻礙外，也讓後續的學生輔導工作能順利進行。 

2. 輔導行政人員的內部團督 

    除了上述的團督進行外，輔導行政人員可定期舉行針對行政工作執行的討論、

諮詢。除了定期針對行政制定和執行面的討論和分享外，也能彼此諮詢並思考問

題解決之道。透過持續且循環式的對話，能建立更全面且完整的知識資料庫，以

讓後續輔導工作的推行更完善，以更嘉惠莘莘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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