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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我國 2014 年實施《學生輔導法》，學校輔導工作邁向法制化，2015 年臺灣

輔導與諮商學會通過「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作為執行學校輔導工作的參考，

而此倫理守則兼顧心理輔導工作的倫理規範，也考量了學校輔導工作的特性與內

涵（洪莉竹，2013），並經由專業學會的討論通過，與《學生輔導法》的精神相

呼應。《學生輔導法》實施後，學校三級輔導工作受到全面的重視，但實施過程

也遇到倫理困境，本文將針探討國小學校輔導工作中的倫理困境，並提出因應策

略，供國小學校輔導工作者參考。 

二、 國小輔導工作的倫理困境 

國小輔導工作中常遇到的倫理議題包含：非自願個案的諮商同意、父母同意

權、保密、雙重關係與角色衝突、輔導資料的運用等五個輔導倫理議題，以下就

每個議題的倫理困境加以探究。 

(一) 非自願個案 

學生的自主權是重要的倫理議題，但國小學童為未成年，其自主權是有限制

的（洪莉竹，2016），學校在介入輔導時，不只需取得個案同意，也須尊重父母

或監護人的決定權（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5）。但是學校提供輔導服務時，

通常是教師或家長依教育目的、學生適應發展需求進行評估，較少考慮學生相對

的自主選擇權，因此造成非自願個案。 

調查研究也發現多數學童未被真實的告知被轉介的原因（杜淑芬、王麗斐，

2016），有的輔導教師為順利進行輔導工作，可能以擔任小幫手的名義與受輔學

生建立關係（王麗斐、吳盈瑩，2020），此一方式雖然順利讓學生受輔，但卻未

進行知情同意，忽視了受輔學生「知的權利」，與學校輔導工作倫理相悖。 

另外，校園事件的處理結果，例如：霸凌事件、性平事件、危機事件都將輔

導措施視為學校必要之作為。《學生輔導法》明訂學校對有輔導需求之學生，應

主動提供輔導資源，雖然「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中認為只要「依法令規定、

特殊或危急情況下，得依專業判斷先行介入」（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5），此

類學生雖有被輔導的需求，但接受輔導的意願低落，可能造成輔導效能不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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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其他人員卻要求不能終止對其輔導，將輔導工作視為行為矯正的策略（洪莉

竹，2008）。 

(二) 父母同意權 

國小學生皆未成年，在接受輔導服務時，需徵求父母或監護人對學生受輔的

同意。洪莉竹（2008）研究發現，如果學校的輔導作為都要經過家長同意，也可

能耽誤處理時效，阻礙輔導工作的進行。雖然《學生輔導法》提及家長應配合學

校，但是對於不願意配合的家長，易讓學校輔導工作窒礙難行。 

(三) 保密與通報 

保密是很重要的輔導倫理守則，能促進輔導關係，《學生輔導法》對保密也

有相關規範，但在校園生態系統的團隊合作中，對於學生隱私權採團隊保密，但

資訊分享常成為衝突點（趙文滔、陳德茂，2017）。以團隊方式維持保密，輔導

人員為了兼顧行政倫理及合作關係，也會分享訊息給輔導團隊成員（洪莉竹，

2008），但國小輔導主任與組長不一定具輔導專業背景（杜淑芬、王麗斐，2016），

不見得了解保密對輔導關係的重要性，因此影響其遵守保密的倫理規範（洪莉竹，

2008）。 

另外，教育人員具有法定通報責任，當遇到學生請求保密時，輔導人員即面

臨是否要遵守保密倫理、維護諮商關係的挑戰，此時則面臨諮商關係、法律責任、

當事人福祉之間的權衡（洪莉竹，2011）。 

(四) 雙重關係與角色衝突的倫理困境 

國小輔導人員，兼具教師身分，易因雙重關係造成角色衝突，當身為輔導者

時，尊重學生決定，避免過多成員價值觀涉入，但身為教師時，則又需教導正確

行為及價值觀（洪莉竹，2008），這些差異，易使學生產生疑慮和矛盾（邱競平，

2010；葉盈麗，2016），對於輔導關係與輔導效能都具有挑戰，甚至影響學生之

身心發展。若輔導人員被通知出席性平或霸凌相關會議，或被指派進行事件的了

解，都易造成學生角色混淆與二度傷害（李柏融，2019）。 

雙重角色讓學校輔導人員陷入輔導倫理與組織倫理的兩難困境（洪莉竹，

2011），輔導教師在管教或接納的兩難情境下，又需兼顧在系統合作的行政從屬

關係與同事關係，面對學生的教育關係以及輔導關係（洪莉竹，2011；陳婉真等

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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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輔導資料運用 

有關學生的輔導資料在從建立到銷毀的時間內，都應於以保密，並保存至學

生畢業或離校後十年。當遇到學校行政人員、升學後的國中、轉學的新學校，或

家長欲查閱輔導紀錄，讓學校輔導人員感到不安。 

三、 因應國小輔導工作倫理困境的策略 

以下針對非自願個案的諮商同意、父母同意權、保密、雙重關係與角色衝突、

輔導資料的運用等五個輔導倫理困境，提出相對應的因應策略，以及倫理決定的

策略。 

(一) 因應非自願個案的策略 

1. 以學生需求為依歸 

當學生自主權與受教權相衝突時，應以學生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學生正在

成長中，無法正確判斷對自身的優缺點，可以回歸學生心理需求加以評估。 

2. 與學生討論抗拒 

面對受輔學生的抗拒，輔導人員有的採取直接和受輔學生談「抗拒」（杜淑

芬、王麗斐，2016），尤其因為校園性平或霸凌事件而受輔的學生，很容易有不

好的連結，有的學生則是學生擔心接受輔導的標籤效應，這些都可與學生直接討

論抗拒的心理。 

3. 其他輔導管道介入 

當發現學生的抗拒已影響輔導成效，此時可從校園其他支持系統中尋找協助

管道（杜淑芬、王麗斐，2016），例如:由導師或認輔教師介入，是校園常見的作

法。 

(二) 因應父母同意權的策略 

1. 加強與家長溝通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雖賦與學校法令救濟的程序，但一般

學校仍是採取溝通取代法令的強加策略（杜淑芬、王麗斐，2016），期待將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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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為合作的對象，使其了解輔導策略與方法之目的及內涵，學生從輔導中可能的

獲益，以取得家長的合作與信任。 

2. 善用其他輔導資源 

根據《學生輔導法》及其施行細則，學校進行介入性輔導，雖無規定要取得

家長同意書方可進行之限制，當家長出現抗拒時，輔導人員可以抱持同理心，了

解其想法，避免陷入親師對立（趙文滔、陳德茂，2017），或善用其他發展性或

校外輔導資源。 

(三) 因應保密與通報的策略 

1. 分享最少量的必要訊息 

當必要與校園團隊分享輔導資訊時，仍要拿捏分享的界線，需考慮分享訊息

是否是對學生發展最有利的狀況，並重學生的自主權，輔導人員需主動告知學生

透露訊息的目的、透露的對象、內容及方式，分享程度則需視分享對象對兒童狀

況的投入程度而定（杜淑芬、王麗斐，2016），仍需遵守最少量、必要性的原則

進行訊息溝通，斟酌提供訊息揭露程度（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5），而非事

件細節。 

2. 說明保密例外 

輔導工作中合作最密切的為導師與家長，學生對於透露訊息給此二者又最為

擔心，因此在第一次介入輔導時，可以具體向學生說明保密的例外。另外，家長

有權知悉諮商內容是重要的（呂鳳鑾等人，2015），也應向學生說明，當有需要

通報是因為要引進更多資源協助學生，而非學生做錯事要被通報。 

(四) 因應雙重關係與角色衝突的策略 

1. 分案或排課避免造成雙重角色 

當輔導人力充足時，分案或排課時，若能避免雙重角色是最佳的作法。 

2. 和學生討論角色差異 

若真的無法避免雙重角色時，在進行輔導工作之初，透過歷程評論與學生討

論輔導人員在兩個角色的差異。 

3. 避免擔任學校事件調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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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行政人員避免指派輔導人員擔任校園事件的調查角色，以免影響諮商關

係，甚至造成學生身心受創（李柏融，2019），輔導人員也應予以婉拒。 

(五) 因應輔導資料運用的策略 

1. 以最少量的訊息溝通 

若需查閱輔導紀錄，應以最少量、必要性的原則進行訊息溝通。行政人員也

不應以行政督導之名，調閱原始輔導紀錄。 

2. 依據法規申請輔導資料 

有關學生升學或轉學，需移轉輔導資料時，需遵守教育部（2015）制定的《學

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的相關規定，注意學生隱私權的維護。有關家長調閱輔

導資料，依據相關法規，家長或監護人得向學校提出申請（王麗斐、吳盈瑩，2020），

仍應遵守最少量、必要性的揭露原則（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5）。 

(六) 倫理決定的策略 

學校輔導工作會因事件的情境脈絡、學校的生態文化等因素，讓倫理決定變

得不容易，G. Corey 等學者彙整了實務工作及相關研究後提出以下八大步驟，可

作為倫理決定時的參考：列出了確認問題或困境、釐清相關的潛在議題、檢閱相

關倫理守則、了解可運用的法律規章、尋求專業諮詢、思考各種可能採取的行動、

列舉和思考不同決定的可能結果及選擇最後適當的行動（修慧蘭等人譯，2019）。 

四、 結論 

在學校進行輔導工作，學生的福祉是倫理考量的核心，研究也顯示國小輔導

人員在做倫理判斷時，焦點放在案主的需求，重視案主福祉（何志平，1999；洪

莉竹，2016），但當出現倫理困境，沒有準則參考時，會擔心違反倫理規範，許

多輔導人員較常依過去經驗來處理倫理議題（洪莉竹，2008、2011、2016），然

而僅憑過去經驗難以跟上法律及社會環境的變革，因此更需要輔導人員貼近的覺

察自己在決策歷程中的價值觀與信念、條理的分析倫理困境與潛在的倫理議題及

法規、審慎的考量各方案的後果再行決策、並敦厚的回應事件相關人士（洪莉竹，

2013）。 

雖然，現今有《學生輔導法》及「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作為輔導專業工

作的依據，但各種倫理議題會因學校規模、學區特性、校園輔導人力的組成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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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輔學生特殊性…等等因素，而在執行法規與倫理守則過程中產生限制，因此確

定主要問題與潛在議題後，檢視倫理與法規、審慎評估後再進行倫理決策與行動，

對於因應學校輔導工作倫理困境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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