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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各篇評論均經匿名雙審通過

　　校園本是學生安心學習與穩定成長的園地，然而近年來越來越不平靜，傷

害和犯罪事件層出不窮，學生輔導事務變得越來越繁雜、甚至嚴重危害生命安

全，從內部校長、導師到輔導教師及專任輔導人員、學者專家等，各有不同的

職責與任務，以共同協助學生渡過學習生涯中的學業身心負擔、身心性向探索

與學習安置，及人際關係衝突到同儕霸凌等複雜的身心傷害問題。因此，學校

輔導人力的配置、任務安排與上下內外合作等生態關係，攸關各級學校能否滿

足從課程、教學到三級防治等的輔導任務。

　　《學生輔導法》（2014）第10條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23年修訂

公布《補助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置輔導教師實施要點》可以看到，預計

到2025年，國中小視班級數設置「專任」輔導教師一到九人不等，兼任教師

則降至0人。看得出政策上輔導教師需要逐年才能補足專任師資。另外從《學

生輔導法》（2014）第7條可見得學校輔導工作，第一線面對所有學生的導

師和任課老師在輔導上更有其敏覺面對學生的迫切需求，輔導人力充足和適

時發揮功用則是重要的基礎。

　　本期主題為「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共刊登主題評論18篇，投稿

者來自幼教、國中小、補校到大學院校等各類各級學校教授學者和現場實務教

育工作者，探討與評論的面向包括：學校輔導人力設置與分工的現況與問題、

城鄉地區校園實務上的輔導人力需求與缺口等。另也有自由評論9篇、專論1

篇，各篇皆展現不同教育現場的多元需求、反思與發聲，耐人品味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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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主編序 

校園原本是學生安心學習與穩定成長的園地，然而近年來校園越來越不平靜，傷害和犯罪

事件層出不窮，學生輔導事務變得越來越繁雜、甚至嚴重危害生命安全，從內部校長、導師、

任課老師，到輔導教師及專任輔導人員，到外部社工、學者專家等，各有不同的職責與任務，

以共同協助學生渡過學習生涯中的學業身心負擔、身心性向探索與學習安置，以及人際關係衝

突到同儕霸凌等複雜的身心傷害問題。因此，學校輔導人力的配置、任務安排與上下內外合作

等生態關係，攸關各級學校能否滿足從課程、教學到三級防治等的輔導任務。 

《學生輔導法》（2014）第 10 條對於高中以下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員額編制定為國小每 24

班增置一人、國中每 15 班增置一人、高中每 12 班增置一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023

年修訂公布《補助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置輔導教師實施要點》，其附件國中小「專任及兼

任輔導教師逐年配置基準表」可以看到，國中小從 2012 年起 43 班以上學校和離島 24 班以上

學校可設「專任」輔導教師一人，「兼任」教師則視學校大小，編制由一人到六人不等；預計

到 2025 年，國中小視班級數設置「專任」輔導教師一到九人不等，兼任教師則降至 0 人。看

得出政策上輔導教師需要逐年才能補足專任師資。 

《學生輔導法》（2014）第 7 條提到「學校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均負學生輔導之

責任。」可見得學校輔導工作，第一線面對所有學生的導師和任課老師在輔導上更有其敏覺面

對學生的迫切需求，輔導人力關涉到輔導的上下溝通、合作與協調等生態，是否能符合和承擔

當前個別化的學生身心、家庭和學習狀況等各種需求，輔導人力充足和適時發揮功用則是重要

的基礎。 

本期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的主題為「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共刊登主題評論 18 篇，

投稿者來自幼教、國小、國中、高中職、補校到大學院校等各類各級學校教授學者，和現場實

務教育工作者，探討與評論的面向包括：學校輔導人力設置與分工的現況與問題、城鄉地區校

園實務上的輔導人力需求與缺口、各級學校對專/兼輔導人力和包含特教融合教育等的專業發

展與角色、各級學校輔導人力與學校整體生態系統合作之現況與困境突破，以及對於《學生輔

導法》和相關法規在學校輔導人力方面修訂的務實期待等。另也有自由評論 9 篇、專論 1 篇，

不論主題評論、自由評論或專論，各篇皆展現不同教育現場的多元需求、反思與發聲，耐人品

味與反思。 

感謝關心「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的專家、學者、現場實務工作者及利害關係人士，

於本期評論此一重要議題，提供了多元的寶貴建言，期待這些聲音能喚起大家的關切，對於學

校輔導人力方面的相關法規修訂和政策制定，能有更務實而回應校園需求的發展方向。 

第十三卷第三期輪值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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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國教實施國中小學校輔導工作之現況與展望 
魏麗敏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諮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兼任教授 

臺中市第二屆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 

臺灣輔導諮商學會常務理事 

 

一、緣起 

我國自 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開始有指導活動（輔導活動）課程，輔

導工作由過去的課程實施，擴展到學生心理問題的個別諮商及輔導活動方案的推

展，學生能主動求助輔導室，一改過往認為有問題的人才接受輔導的觀念；此後，

過去由一般教師上輔導活動課程的負擔亦透過立法設立輔導室，有兼任輔導專業

人力的編制及授課的分工。1991 年教育部實施《輔導工作六年計畫》，一方面規

範所有教師需全面參與輔導知能研習，另一方面亦積極培育專業輔導人才；1998

年教育部進一步推動《教訓輔三合一實驗方案》，全國教師繼續接受進階班研習，

具有輔導理念及能力,並開始參與認輔工作（田秀蘭、盧鴻文，2018）。當時國民

中小學由兼任輔導人員加上認輔教師擔任輔導工作，要兼顧教學與輔導工作負荷

量極為繁重。2001 年《心理師法》通過，培育專業諮商心理師及臨床心理師，然

而多在大專院校及輔導機構服務。2004 年起教育部全面實施九年一貫教育，將

輔導活動更名為綜合活動學習領域，國中則分為輔導、家政、童軍進行學生輔導

工作，仍由學校兼任輔導人力及認輔教師推動輔導相關工作（教育部，2018）。

張木榮（2004）研究指出，當時認輔教師所感受的輔導困境，以認輔資源不足、

認輔角色與教師角色衝突最高，尤其認輔教師感受到社會大環境之負面影響，讓

認輔工作缺乏成效、輔導評鑑過於注重書面資料，與缺乏適當的輔導時段等為困

擾程度最高的前三名，尤其女性教師壓力顯著高於男性的認輔教師，認輔因應策

略以採取問題解決最重要，而最少使用的因應策略則是尋求支持協助，可知當時

輔導工作以立即解決學生問題為優先，遇到困難卻鮮少求助，產生只短期處理學

生問題的消極態度。 

2010 年發生國中校園霸淩事件及 2014 年臺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為輔導工

作帶來了巨大的衝擊，這兩大社會事件中，前者導致《國民教育法》（教育部，

2016）第 10 條的修正，國小二十四班以上、國中二十一班以上每校增置一人，

並規定縣市政府應在國中小二十校以下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於五年內完成國中

小專任輔導教師設置；後者促成《國中小及縣市政府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辦法》

（教育部，2018）及學生輔導法（教育部，2014）的通過，明訂各縣市應設學生

輔導諮商中心，各校建置專任輔導教師和專任專業輔導人員（王川玉、葉一舵

2017），此措施讓心理師等專業輔導人員得以進入學校及機構實施三級輔導，各

校亦有專任輔導教師之設置。直至 111 學年度國中專任輔導教師已有 1,316 人

（男 237 人，女 1,079 人），國小專任輔導教師則有 2,748 人（男 484 人，女 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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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育部，2024）。2014 年教育部公布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強調

落實適性揚才核心理念，應提供學生適性教育及做好適性輔導，引導學生多元適

性發展及確保學近幾年教育當局強化學校輔導人力資源，協助學校輔導體制中各

相關輔導人力認識自身的角色定位、職掌與功能，形成合作團隊，強化學校生態

中行政人員、導師、輔導教師、家長之間的橫向聯繫以及增加與校外輔導資源網

絡之間的縱向合作與個案轉介，以有效整合和運用輔導資源，發展學校三級輔導

工作之運作模式與合作策略（教育部，2023），至此輔導工作蓬勃發展，影響至

為深遠。 

二、國中小學校輔導工作實施現況、困境與因應 

自教育部公布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後，學校輔導人力大為增加，輔

導三級預防亦蓬勃開展，然而政府輔導措施、輔導人員的工作勞務及角色分工等

未能落實，亦產生困擾亟待釐清，茲分述如下: 

(一) 當前國中小學校輔導工作實施現況 

李佩姍與方惠生（2022）研究發現：專任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的設置，

提供專業學生個別諮商與輔導、團體輔導、中輟輔導、網絡連結及資源運用等，

並能在重大危機事件時提供快速因應的危機心理介入服務，使專業輔導人員制度

更受肯定與重視；然而這些新業務亦使得輔導教師需同時身兼行政、班級輔導及

個別輔導學生心理健康等不同任務，工作十分繁重。許育光（2011）研究也發現，

輔導老師難以定位自己的專業角色，而輔導行政工作的負擔及人力的缺乏，也令

輔導老師感受到困境與倦怠，專業熱情逐漸消耗殆盡。林郁倫等人（2024）研究

指出，學校輔導之主要困境來自學生家庭的溝通與介入、處室合作與輔導室同仁

合作問題、工作熱忱耗竭、系統性困境等，而校方對專輔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之

期待、心理師的諮商效能、系統整合能力、情境能力及合作模式與合作關係等均

存在角色定位與期待差異的情況下，產生專業與工作釐清、需求與供給的共識等

問題。黃碧汝（2024）進一步調查指出，專任輔導教師的角色衝突、角色與人格

間的衝突與自我調適達顯著負相關，且男性的專任輔導教師在角色衝突方面皆顯

著高於女性專任輔導教師；邱彥禎（2016）研究亦認為男性輔導教師可能因人數

較少，且被主管認為較女性有充足的體能與體力，使其背負更大的期許與工作負

擔等；楊珮菱（2014）研究發現學士學歷之輔導教師在角色衝突的知覺上顯著高

於碩士學歷之教師，蘇祖賢（2020）研究則發現年資越高者在角色衝突上的知覺

越低；黃碧汝（2024）研究亦指出服務年資 7 年以上專任輔導教師的尋求支持程

度，顯著高於服務未達 1 年者，可知輔導工作資歷越久越有經驗處理相關問題與

尋求支援等因應方式，值得教育輔導當局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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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輔導工作實施的困境 

Githaiga（2016）研究發現學校輔導人員面對的挑戰與壓力，包括缺乏諮商

時間（58.3%）、缺乏諮商辦公室（50%）、對輔導工作的消極態度（41.7%）、

缺乏家長合作（41.7%）等，其他如長官不支持、缺乏被肯定、沒有暢議權及其

他行政職責的負擔等，影響輔導的績效；李竑毅（2020）研究中亦發現，同時擔

任多種職務造成國小專任輔導教師在工作陷入角色衝突的困境，邱雅芝（2023）

指出專任輔導教師為輔導工作當中系統合作之主要執行者，因此家長與主管的支

持能堅定其輔導工作處遇之判斷與積極態度。John（2022）研究發現當今學校輔

導人員面臨的困境包括學生言行紀律不佳、家長常為孩子辯護與訓輔人員衝突、

黨派政客的干涉及專業輔導員和設施的不足等都讓教師輔導員和管理人員在管

理學生紀律方面面臨極大的挑戰。 

(三) 面對學校輔導工作困境因應的策略 

Lazarus 與 Folkman（1984）研究即指出，當個人遇到困境時，其個人特質、

情緒調適、問題焦點之及穩定的環境支持等，能讓個人得到放鬆及生理、心理之

健康與生活之滿足，可知自身的情緒與專業層面之效能，以及外在環境的應對能

力是因應衝突與困境重要的一環；Saleh（2009）研究發現，專任輔導教師在應對

角色衝突時，其因應策略主要為尋求他人建議、以不同角度思考問題以及尋求他

人的支持等；Beltman 等人（2011）研究則指出，當教師面臨困境時，其自我調

適技巧、專業反思、成長以及技巧的精進等是重要的保護因子；Bain（2012）研

究亦發現當輔導員面對學校主要諮商工作如心理健康問題、家庭和社區、學生的

成就、領導力和技術上的問題時，其自我肯定、功能開展和專業道德涵養會增進

其與專業能力與建立聯繫資源等支持系統，可知學校輔導工作需要輔導者個人、

學校及社會支持與系統合作方能，開展學生潛能，激發自信心與實踐力，提升輔

導績效，達到預防重於治療輔導目標。 

三、增進國中小學校輔導工作績效的實施方法 

自教育部（2014）公布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來，教育當局本著關

照教育普及、關懷弱勢及菁英教育三大面向，規劃多元方案，積極扶助弱勢學生，

並依據學生性向、興趣及能力，因材施教，期能成就每一位學生、提升教育品質

和國家的競爭力，以增進臺灣積極因應時代變革的挑戰力、競爭力與實踐力，已

有顯著成效。然而建立友善校園及零體罰環境，加強學生全人和輔導專業發展，

透過改革和創新，維護校園安全，致力於建立更民主多元、人格健全、國際競爭

力的教育輔導體系等，已為刻不容緩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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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出國中小學校輔導工作的改進與建議： 

(一) 教育當局另設置學生輔導司 

建議教育部另設置學生輔導司，已強化學生輔導重要法案與事件處遇的即時

性，民國 31 年教育部設置訓育委員會，設常務委員一人及委員若干人並分訓輔、

軍事教育、童子軍教育之督導及學生自治團體之指導及學生身心發展狀況三組執

行學生訓導與輔導相關活動，然本法於民國 103 年 01 月廢止後，雖於 103 年 11

月公布《學生輔導法》，亦僅規範輔導人員及各校應設輔導諮詢會等條文。而教

育部成立的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亦以學生事務暨校園安全防護為主，其中之

學生輔導科亦以大專校輔導為主；教育部國教署亦僅設學務校安組負責師生安全

及校園霸凌防治等學務工作，遇到新北市某高關懷國中生自觀護所返校後即涉持

彈簧刀攻擊被害學生遭割喉致死，則加以檢討高關懷學生的違禁品檢查機制與流

程是否在少年法院裁定交付返回社區而進入學校的，少年保護官、少年調查官、

少年輔導委員會以及學校輔導體制是否漏接，此亡羊補牢方式將造成校園更多危

機事件與無辜生命傷亡，故建議於教育部或國教署成立專責學校輔導司或相關輔

導部門，主導重要法令及重大校園事件處遇的領頭羊：著重預防重於治療，以長

期規畫輔導三級預防工作，並確實評鑑與督導各級對高關懷學生輔導措施，務期

輔導專業人力落實學校各項預防與處遇事件，方能防範未然，還給學生安全的校

園學習環境。 

(二) 建立中小學學校輔導員合作機制 

教育當局建立中小學學校輔導員合作機制，可統籌學校輔導工作人員包括主

管、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分工模式，進行系統合作與關懷輔導人員身心及督

導輔導業務。如 Šteh 等人（2023）即針對美國、加拿大及澳大利亞的幼兒園到十

二年級學生（K–12）提出學校輔導工作合作模式（School Guidance Work 

Cooperation Model，見圖 1）。認為學校輔導員擁有獨特的資格和技能，可以實

施全面的學校諮詢計劃，滿足學前班至 12 年級學生的學術、職業和社交/情緒發

展需求。 

由圖一可知，此模式包含領導力（leadership）、公平（equity）倡議（advocacy）、

合作（collaboration）、問責制（accountability）和系統變革（systemic chang）這

六個主題貫穿康乃狄克州綜合學校輔導員模式中（Connecticut Comprehensive 

School Counselor Framework，CCSCF）中，此模式從輔導人員職責的定義建立規

範，在由建立、實施、監控、資料提供、評估、行動與宣導中明確且更積極地描

述學校輔導員的工作。其能在具體規範中增進學校輔導員輔導學生朝向學業、職

業和社交/情緒發展等三大主題邁進，這些領域可促進學生成長心態和行為，增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3），頁 01-09 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 主題評論 

 

第 5 頁 

強其學習歷程，並支持所有學生的未來學術、生涯和社交人際成功而完成學生最

終輔導目標，成就其美好人生，此模式可作為國內學生輔導工作規畫之參考。 

圖 1 Šteh 等人（2023）學校輔導工作合作模式（School Guidance Work Cooperation Model） 
資料來源：Šteh, B., Mažgon, J., & Gregorčič, P. M. (2023). Some Aspects of School Counsellor–Teacher Collabo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 Teaching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22(2), 207-227. 

目前國內僅有民間輔導專業人員成立的臺灣輔導諮商學會、臺灣諮商心理學

會及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為主要輔導機關，遇到學生重大議題或

重大法規制訂十，皆需各自派員參加表達意見以力促修法，常勞心勞力未盡其功，

如政府整合相關單位建立合作機制，必可立即處遇相關如自殺、霸凌等重大案件，

方可收預防重於治療之成效。 

(三) 以換證方式定期增強現職輔導專業人員之輔導知能 

目前專業心理師執業規定，應每六年接受繼續教育之課程積分達一八零點以

上方能換證並繼續執業，內容包含輔導專業課程、專業倫理心理師法、精神衛生

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兒童褔利法等專業法規，使其不斷精

進，並能積極參與最新輔導知能及實務，建議學校輔導人員亦能以換證方式不斷

成長與學習。 

(四) 加強學校行政支持與輔導人員職務公平分配協調勞務均衡 

研究發現專任輔導教師與學校主管在輔導專業服務、保密與行政負擔、角色

定位不清晰常引發衝突。因此，建議各校輔導團隊成員能相互協調合作，建立有

效的溝通機制，如定期輔導會議、工作坊或系統合作會議等，提供專任輔導教師

與學校行政人員、教學團隊進行深入溝通之機會，釐清彼此間的職務分配，以及

期待與角色定位，以降低專任輔導教師及專任輔導人員在角色上之衝突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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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重視職場性別平等文化 

黃碧汝（2024）研究發現男性專輔人員的角色衝突知覺顯著大於女性，尤其

目前男女性別比例差異約為 5：1，專任輔導者在性別上存在不平衡之處。故建議

學校行政單位可運用多元方式，提升校園當中性別平等之意識，包含同工同酬制

度、性別平等主題培訓、性別平等的支援社群與研習活動及適切的心理支持與專

業知能交流等，提供不同性別同仁參與各類研習、學術活動或專業培訓之機會，

以降低性別角色衝突勞逸不均感受，增進學校性別融合與服務效能。 

(六) 設立專任輔導導師（mentor）師徒及督導制度 

蘇祖賢（2020）研究發現較資深的專任輔導者在角色衝突知覺較初任者為低，

而其主動尋求支持向度亦較資淺者為高，因此建議能建立區域性師徒及督導制

度，如教師輔導專業成長團體、輔導實務專業分享計畫或定期經驗交流活動，讓

初任輔導人員及早適應忙碌且多變的校園事件，並請資深專任輔導者與初任者進

行專業知識的交流與傳承，在分享輔導經歷當中累積初任輔導者的寶貴經驗。此

外，主管機關亦應編列經費定期邀請學者專家巡迴督導，協助實務輔導工作者分

享個案輔導困境，並給予支持與專業協助，讓他們能夠即時進行問題處遇，減少

挫折感，恢復健全身心及增進危機處遇能力。 

(七) 建立政府、社區、家長及學校網絡 

當前學校輔導工作的兩大困難，一為家庭、學校、社區三大層面之間未能密

切配合；二為學校之輔導人員與教師、行政人員在從事輔導工作時，未能交互支

援、分工合作，以致輔導工作績效不如預期，因此建立政府、社區、家長及學校

聯繫網絡，隨時掌握個案動向及身心狀況，進行周延的三級預防實為當務之急。

建議各縣市政府成立學生輔導網絡處，整合各級機關、學生諮商中心、學校主管、

教師、學務人員及輔導人員之力量，結合各項輔導資源共同投入，進行高關懷學

生及三級預防牢不可破之聯繫網，方能防止校園暴力事件再度發生，達到發展重

於預防，預防勝於治療的目標。 

四、結語 

面對日新月異的學生問題及全球犯罪越來越嚴重的浪潮，學生輔導工作的革

新與變通已是刻不容緩之務，近年來政府更積極投入輔導人力的增置，感謝教育

部至今已於 48 班以上之國小逐步完成第二位專任輔導教師之編制，並且於 55 班

以上之國小設有一位駐校專業輔導人員，國教署（2022）報告指出專業輔導人員

至距 2023 年擬定應聘總數已達八成。顯示國小專任輔導人員逐漸增多，可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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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擔勞務，然而前述人力專業分工不均、中央整合機構有待建立、性別平權及專

業成長、輔導網絡建置與積極聯繫等仍有待加強。期待政府與相關機構、學校、

社區、輔導專業人員加強聯繫與系統合作，多加鼓勵與推廣，落實系統觀點與專

業資源整合、建置開發潛能、營造前瞻友善的安心校園之目標，實為學生輔導最

大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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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輔導工作人力的問題反思到因應思辨 
田秀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特聘教授兼教育學院院長 

刑志彬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2023 年 12 月底在新北市某國中發生校園安全重大事件，引起社會各界的關

注，教育部（2023）新聞稿指出：「教育部非常重視對於學生心理健康及校園安

全，依據學生輔導法規定，應視學生狀況，提供發展性、介入性或處遇性的三級

輔導服務機制，從學校校長、教師到專業輔導人力協助安排輔導相關課程，教育

部也自 106年起逐年增加輔導教師人力，112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聘用輔導

教師 5,004人，專輔人員如心理師、社工師 650人。未來也會持續增補輔導人力

資源需求，來提供學校更完善的學習環境。」，教育當局規劃高級中學以下促進

校園人員的輔導知能並持續增聘輔導人力，作為提升學生心理健康的途徑之一，

除此之外，大專校院將調整輔導人力與學生的配置，從 1 比 1,200，降至 1 比 900

（許維寧，2024），代表目前各級學校現有的輔導人力無法滿足學生心理健康的

需求，持續提升校園輔導人力的品質與數量。在此脈絡之下，本文擬爬梳國內目

前各級學校輔導人力的現況與問題，最後，對於有關單位提出後續人力調整與政

策規劃可參考之意見。 

二、學校輔導人力的現況探究 

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7 條：「學校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均負學生輔導

之責任。」，具體來說，只要是學校教師都是納編於學生輔導人力的範疇，而依

循學生輔導工作三級架構的發展性、介入性、處遇性輔導執行相關輔導角色、功

能，形成國內各級學校輔導工作的推展架構，因此，探究學校輔導人力的現況需

從此架構論述，才能促進對輔導人力現況更通盤的理解。首先，如學生輔導法第

12 條所述：「學校教師，負責執行發展性輔導措施，並協助介入性及處遇性輔導

措施；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輔導教師，並應負責執行介入性輔導措施。」，因此，

談論學校輔導人力除了輔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之外，也應該要納入負責執行發

展性輔導的學校校長、教師，在所有學生族群中歸屬在發展性輔導的占比有百分

之八十的學生（教育部，2020a，p.15；教育部，2020b，p.10；教育部，2020c，

p.17；教育部，2020d，p.19），發展性輔導在整體學校輔導工作的推動上具有其

關鍵的重要性角色。 

國內現行的專業人員培育制度而言，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為大學本科系畢業

或者修畢輔導專業學分者，並領有小學或中學教師證、或專長證書者擔任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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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彬等人，2021），搭配學生輔導法第 10 條員額編制規範，回應早期學校輔導工

作三大困境之一的輔導教師人力不足（刑志彬、許育光，2014），只是專任輔導

教師涉及經費與相關資源龐大，仍有待落實，如以中學的專任輔導教師為例，田

秀蘭和盧鴻文（2018）提到，由於輔導人力採逐年編置，無法立刻增置小校或偏

鄉的輔導人力，加上補助撥款的速度不一、輔導空間的不足、資源分配有限等困

境。 

專業輔導人員（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於 2011 年開始普

遍聘任於全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及 55 班以上學校設置至少一名（李佩珊、方惠

生，2022），目前各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對專業輔導人員背景不盡相同，像是

根據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2011）心理師組人數多於社工師組、而臺南市學

生輔導諮商中心（2017）則是社工師組人數多於心理組；而服務模式存在縣市特

殊性，駐校模式、巡迴模式、借調模式等，也各自有其優點與限制（刑志彬、許

育光，2014）。不過，至少在相關法規制定與資源補助之下，逐步讓專業輔導人

員參與學校輔導工作並且回應學校場域的實務需求。 

綜上而論，國內學校輔導人力已明文立法進行法制化，初步的學校輔導工作

架構亦制度化，回顧 2011 年學生輔導法通過迄今逾 13 年，逐步聘用專任輔導教

師、專業輔導人員，補足過往學校輔導工作推展上人力不足的缺口，且隨著校園

重大安全事件發生，本文擬提出當前學校輔導人力相關問題，並進一步探究可行

之道。 

三、學校輔導人力的問題與因應 

專業人力養成涉及專業培育、實務發揮、在職培訓、制度探究等四面向，以

下依序進行當前學校輔導人力問題論述與因應說明： 

(一) 專業培育需貼近學校場域需求 

學校輔導人力專業培育回應學校場域的多元需求，舉例中學的培育制度來

說，田秀蘭和盧鴻文（2018）認為，職前培育及教師資格認證的分軌嘗試，將使

學校輔導室在輔導教學、輔導行政及個別諮商工作上能有更為系統性的分工，只

是當中仍有多數課程重疊，諸如輔導諮商理論基礎、輔導方法技術、健康心理與

生涯適性學習輔導、倫理法規、系統合作及危機處遇與資源整合等。而許育光和

刑志彬（2019）提到，學校心理師的專業培訓對比美國國家學校心理師學會的核

心能力訓練，在國內諮商心理或者臨床心理培育學術機構之心理師，普遍以修習

過「介入和發展社會與生活層面心理健康的技巧」、「研究與方案評鑑」，及「介

入和發展支持性的教學技巧」佔最多，而仍有其他課程訓練仍有未完備之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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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專業培訓須更具有彈性避免課程重疊，可以依據學校場域需求、或參考其他

先進國家培育課程進行調整，將學校輔導人力學以致用。 

(二) 實務發揮模式與角色定位尚需釐清 

越來越多文獻探討學校輔導工作的系統合作，有專業輔導人員的經驗差異

（陳婉真等人，2021）、也有專任輔導教師的合作觀點與感受（江守峻等人，2020；

陳婉真等人，2018），以專業輔導人員為例，李佩珊和方惠生（2022）也曾提出，

專業輔導人員的工作，其是否確實在學校領域發揮效能？是否與其他跨專業人員

合作？是否成為不同專業及系統的橋樑？仍需要持續精進與專業管理，發展出適

配性的運作模式，而當在跨專業的合作中，如果不夠瞭解彼此專業內涵與定位，

會造成對彼此的誤解與摩擦，進而導致合作系統僵化或無法有效運用專業資源及

提供適切服務（Taylor & Adelman, 2000）。因此，即便目前逐步補足相關學校輔

導人力，各級輔導人力的角色與功能定位、抑或校外體制的各縣市學生輔導諮商

中心如何提供學校場域專業的服務，成為學校輔導人力服務模式與功能發揮之困

境，建議可透過個案研討、案例分享進行系統合作的討論。同時，學校輔導人力

對於專業認同、彼此了解，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三) 學校輔導人力在職能力提升制度仍待確立 

學校輔導人力面對學生問題日趨複雜，而在職培訓課程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其中督導制度更是直接攸關輔導人力的能力提升，像是美國諮商與相關教育學程

認可委員會（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Counseling and Related Educational 

Programs, CACREP，2016）提到學校諮商員培訓過程裡，藉由督導制度的協助之

下，在實習機構進行理論的應用與諮商技巧的發展。只是國內外皆有學校輔導人

力具有督導需求無法滿足的情況，國外如文獻（Duncan et al., 2014；Oberman, 

2005；Page et al., 2001；Perera-Diltz & Mason, 2012；Rutter, 2007；Somody et al., 

2008；Wilkerson, 2006），國內則舉例研究（田秀蘭、盧鴻文，2018）指出，中學

輔導教師在督導方面，目前督導制度尚未成熟，一方面是經費問題，另一方面是

專業訓練機會不多，督導品質不夠。目前國內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已著手進行學

校輔導督導認證名單提供學校專任輔導教師更專業的選擇；而專業輔導人員亦有

相關學會的督導認證名單，心理師專業如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臺灣諮商心理學

會，社工師專業則是有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進行督導認證與相關人才資料

庫。 

(四) 學校輔導人力絕非僅有專任輔導教師和專業輔導人員 

國內絕大部分的研究都是針對專任輔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進行輔導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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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等探究，但是如前述學生輔導法的輔導架構，談論學校輔導人力應納入負責

發展性輔導的學校校長、教師，因為發展性輔導所占比學生族群有百分之八十。

舉例來說，系統合作是學校輔導人力必備能力，往往遇到困難是其他合作人員或

教師無系統合作的概念（Fan et al., 2023），因此，建議有效納入學校校長、一般

教師投入於發展性輔導，才能預防學生落入介入性與處遇性輔導的可能性，但是

目前過多輔導成敗的責任由學校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承擔，也忽略學生輔導

工作系統內人員彼此的分工與合作。校園輔導工作宜朝全方位的概念發展具體合

作模式。 

四、結語 

學校輔導工作攸關於學生心理健康妥適發展、甚或影響學校教學任務，而隨

著社會關注與立法修訂之後，有越來越多學校輔導人力投入於各級學校輔導工

作，一方面主管政府機關可以看重輔導角色、分配資源，同時，學校輔導人力也

需在社會期待之下，協助學校場域解決實務困境。本文爬梳國內輔導工作架構，

並提出專業培育、實務發揮、在職培訓、制度探究等人力困境，透過培訓課程調

整、系統角色定位、督導制度落實、納入教師協助等因應觀點，作為與相關領域

學者、實務工作者對話之參考，企盼拋磚引玉、建構更完善學校輔導人力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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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輔導專業人力再提升 
王智弘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教授兼本土諮商心理學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校園割喉事件的發生讓大家感到驚愕與遺憾，也對少年觀護、中介教育與學

校輔導人力的議題產生重大的關切，其中有關學校輔導專業人力的問題其實早已

引發廣泛而深入的討論，特別是與學校輔導人力配置的議題息息相關，審閱民國

103 年公告施行的《學生輔導法》（以下簡稱學輔法）條文內容，其中第 22 條即

已明訂：「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有關專任輔導教師及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之配置規定，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一日起逐年增加，並自 106 年起由中央主管機關每五

年進行檢討」，該法施行至今年已邁入第十年，自 106 年起也邁入第七年，學校

輔導人力配置的檢討與調整，不論法規面或者現實面，都有迫切需加以處理的必

要。筆者在大專院校長期擔任學校輔導專業人力的教學與訓練工作，並且曾借調

至彰化縣政府擔任教育處處長一職，對學校輔導人力不足的現況感受深刻，聽聞

校園割喉事件心中恍如刀割，為校園學子與學校輔導工作深感憂心。 

有關《學生輔導法》的修法工作，臺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心理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與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已有達成共識之修法建議版本（諮商輔導界學公會

學生輔導法修法草案，2023），以下參照該草案之內涵，就《學生輔導法》之修

法重點關乎專業人力需求部分，探討如下： 

一、強化學生輔諮中心專業人力 

為因應數量日益增多而問題日益嚴重的學生心理問題與校園危機事件，宜以

正式編制方式取代臨時任務編組之現況。筆者彰化縣政府教育處長任內與「學生

輔導諮商中心」有密切接觸與合作經驗，可清楚認知其對學校輔導工作的重要性

與必要性，給予正式編制並強化其專業人力確實必要，企盼行政院、教育部與立

法院能透過此次學輔法的修法予以落實。 

二、增置學校輔導專業輔導人員 

有關學輔法第十一條之修訂，修法草案主張：「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其班級數

達四十班以上者，應至少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一人，並得視實際需要置兼任輔導

人員若干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應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其所轄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數合計十五校以下者，置一人，十五校至三十校者，置二人，三十一

校以上者以此類推。專科以上學校學生九百人以下者，應置業輔導人員至少一人；

超過九百人者，以滿九百人置專業輔導人員一人為原則，未滿九百人而餘數達四

百五十人以上者，得視務需求，增置一人。」學校輔導工作的專業人力，包含「專

任輔導教師」與「專業輔導人員」，就現況而言，對前者而言，中央政府應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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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教育預算以支持地方政府得以聘足各校依法編列之「專任輔導教師」，並須

有增置人力之規畫，方能因應學生心理輔導工作日益加重之需要；對後者而言，

增置「專業輔導人員」人力以協助校園因應嚴重學生問題與校園危機事件，更有

燃眉之急。 

三、強化專業輔導人員督導制度 

該草案建議新增第十一條之一以建立督導制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

關得就轄內之專業輔導人員，每七人至多擇一人擔任督導人員。但轄內之專業輔

導人員總數未滿七人者，得視實際需要擇一人擔任督導人員」。為提升專業輔導

人員的實務能力，並促成其持續之專業成長，建立督導制度確實有其必要。 

四、提高專任輔導教師人力配置 

緣於本文所關切者在人力提升之議題，上述該草案中其他相關之修法重點不

再贅述，惟此一草案尚有未能提及者，則為學校專任輔導教師之員額編制問題，

由於都市之集中化與少子女化問題日益明顯，學輔法第十條之人力規劃宜因應多

數非都會型學校班級數減少的趨勢，而適度調整班級數之級距，因小校行政人力

不足，專任輔導教師多要協助更多行政事務，小校之專任輔導教師人力需求比大

校更為殷切，而隨著社會與校園文化氛圍丕變，學生問題之多元化、複雜性與嚴

重度，均不可同日而語。校園割喉事件猶如冰山一角。無論小校或大校學生輔導

工作之難度與負荷量均在不斷增長，調整校園專任輔導教師人員配置亦應同時加

以考慮。筆者援提學輔法第十四條之修正條文如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輔

導教師員額編制如下：一、國民小學十八班以下者，置一人，十九班以上者，每

十八班增置一人。二、國民中學十二班以下者，置一人，十三班以上者，每十二

班增置一人。三、高級中等學校九班以下者，置一人，十班以上者，每九班增置

一人。」 

五、確認輔導行政主管人員專業背景 

隨著校園學生心理問題層出不窮與校園危機事件不斷發生，校園割喉事件帶

來的寒意頓覺履霜堅冰至、一葉可知秋，校園性平事件與自傷事件本已層出不窮，

非僅輔導專業人員，輔導行政主管人員的專業背景需求也越來越強，特別是大學

階段各校輔導行政主管人員常未具助人專業背景與未經輔導專業知能訓練，輔導

工作之嚴峻挑戰豈能僅憑教職人員之愛心與熱情以為因應，主管高教業務之教育

部與各大學院校宜慎重考量此等議題，援提因應之策略以：在大學階段之輔導行

政主管宜聘請有助人專業相關背景之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或聘請具助人專業相

關背景與執照之職員或專業輔導人員兼任，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則宜考慮委由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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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背景之教師兼任，或由專任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兼任。此等輔導行政人

員具助人專業背景之修法，除可由《學生輔導法》修法予以明訂之外，因大學法

（2019 修）第十四條第二款「國立大學各級行政主管人員，得遴聘教學或研究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並於各校組織規程定之。」故大學法與各校組織規程亦

宜加以修訂，以提供「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任職行政主管人員之適法性，提供醫

事人員與專業輔導人員之任職空間，以擴增大學聘任具專業背景輔導行政人員之

彈性。 

道德經（余培林，1994）有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危機常蘊

含著轉機，921 大地震催生了《心理師法》（2020 修），而八德國中霸凌事件催生

了《學生輔導法》（2014），校園割喉事件的發生雖讓人心痛，但是適時的檢討校

安工作的維護措施，進行《學生輔導法》的修訂工作，以充實和調整學校輔導工

作的專業人力，也算是亡羊補牢的具體可行作法，社會變遷快速，對校園的衝擊

不言可喻，學校輔導工作的難度與挑戰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有賴教育政策、輔

導專業能及時加以因應，或躍在淵，關鍵時刻應有明智決策，方能好好維護學生

在校園中安全、健康的學習與成長，善保國家社會發展的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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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專任輔導教師的專業發展：困境與因應策略 
彭文松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系博士生 

桃園市大園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游錦雲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一、前言 

自實施九年義務教育開始，國民中學階段於 1972 年設立有「國民中學指導

活動課程標準」，在這基礎上，教育部於 1984 年修訂了「國民中學輔導活動課程

標準」，明確規範國民中學輔導工作的目標。為了加強學校輔導工作的成效，於

1973 年頒佈了「高級中學學生評量與輔導工作實施要點」，作為高級中學實施輔

導工作的依據。然而，大專院校及國小階段在輔導工作方面起步較晚，於 1976

年訂定「專科以上學校設置學生輔導委員會暨學生輔導中心實施要點」及「專科

以上學校設置學生心理衛生中心實施要點」。至於國民小學，則是在 1975 年的

「國民小學課程標準」修訂中增列輔導活動項目，並於 1978 年全面實施學校輔

導活動。經過短短十餘年的發展，臺灣教育環境中的輔導工作目標與課程標準都

已建立了完整的架構。從 1970-1980 年代致力於各階段輔導制度的建立、1990 年

代進行全面推展、2000 年代著重輔導效能的提升，而進入 21 世紀後，則更強調

多元整合與轉型本土化的歷程（王川玉、葉一舵，2017）。 

2010 年桃園縣（現桃園市）國中發生嚴重校園霸凌事件，最終導致校長停職

調查，為了亡羊補牢，立法院於 2011 火速通過《國民教育法》第 10 條修正案，

明文規範國中小輔導室的組織與編制，並於 2012 年首度招考國小專任輔導教師

一職，至此國小首次有「輔導教師」一職，使國小的輔導工作得以專業化的發展。

而 2014 年北捷隨機殺人事件的發生更加速《學生輔導法》的立法通過，進一步

加強了學校輔導組織與人力的設置。 

近年來隨著影音社群媒體的普及，資訊傳播速度增快，再加上 COVID-19 疫

情的影響，小學兒童在生活與情緒適應上面臨更多的議題及挑戰。根據兒福聯盟

（2023）進行的生活滿意度調查，研究發現臺灣兒童與青少年主觀生活滿意度平

均值為 73.5 分，屬於「中等快樂」，主觀生活滿意度 60 分以上者佔 79.1%，與學

齡兒童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中的世界平

均相差 8.9%，調查中也發現兒童的身心狀況、身體健康、睡眠不足與運動不足

等因素造成內在的情緒壓力，社會支持系統也相對匱乏，學習與同儕互動的議題

進一步影響兒少的心理健康。衛福部（2023）公布的 2022 年國人死因統計結果

顯示，10-19 歲青少年的自殺死亡率近 10 年來逐步攀升，尤其是 10-14 歲的自殺

死亡率更是相較於 2013 年增加了五倍之多。面對兒童心理健康議題的惡化，小

學輔導教師在第一線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對於協助兒童度過心理風暴發揮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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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然而，國小輔導教師一職已經發展超過十年以上，因此如何進一步強化專

業實務工作能力、釐清自身定位、進行系統合作、評估倫理議題能力並做好自身

的情緒調節，已然成為輔導教師需要面對的專業發展趨勢。這是為了迎合社會對

輔導教師的期望，同時能夠為孩子們營造更多的心理空間。 

二、 國小專任輔導教師專業發展面臨的困境 

國小專任輔導教師是小學輔導專業工作中重要的成員與第一線人力，也是最

能夠發揮輔導專業的角色，然而，在設置國小專任輔導教師的這 10 多年間，越

來越多研究顯示其專業發展面臨以下困境： 

(一) 專業實務工作能力 

許育光（2013）指出國小輔導教師實務工作經驗未必豐富，在個案概念化能

力上需要督導協助，此能力也衍生出介入處遇策略的判斷，個案到底是需要從個

別輔導/諮商介入還是從團體輔導/諮商介入，不同領域的判斷會有不同的結果。

當介入策略決定後，又因為實務技術運用能力不足導致輔導效能不佳。再者，國

小輔導教師處理的個案多數為非自願個案，在效能不佳、介入策略不夠多元的狀

況下，很難建立輔導同盟關係。郭宗林（2016）也發現國小輔導教師擔心自己對

兒童的處遇經驗不足、自身的專業能力會導致輔導效能不高。或是擔心在給家長、

導師建議時因為自身沒有相關的經驗，會影響到建議的實用性以及被對方接納的

可能性。此外，隨著時代的轉變，學生輔導議題的多樣態與複雜度增加許多，例

如：網路霸凌、性霸凌、性剝削議題，發生的年齡逐年下降，而疫情也導致更多

社交問題、生活適應與拒學等問題，這一切都考驗著輔導教師如何有效運用輔導

策略，以達到協助學生身心健康的目標。 

國小輔導教師在學校如何展現自己的專業，關係著學生的福祉以及輔導教師

的專業認同，但是輔導教師的相關師培系統在職前培訓的內容未必能夠符合實務

工作所需，如：在法規中要求情緒障礙學生需要經過六個月輔導期才能進行特教

鑑定，但師資培育過程中，並未針對這些能力、知識進行培育；而國小學童並未

有完全自主能力，個案周邊有關的人員都需要一起同心協力合作幫助個案身心健

康，輔導教師的系統合作能力更為重要，可惜在師資培育過程中也相對欠缺相關

訓練，但這些都是輔導教師工作的日常，如能增加相關訓練與知能提升，可以提

升輔導教師的專業認同。 

(二) 自我角色定位 

蕭伃眞（2018）指出輔導教師在初進入校園時，通常尚未明確了解其主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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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及功能，以及在校園中如何發揮功能。此外，輔導教師具有雙重身份，既是「教

師身份」，也扮演「輔導人員」的角色，如何清楚劃分這兩個角色並非易事。在

小學的工作中，輔導教師往往需要在輔導角色中兼具教育功能，這也影響了他們

對自身角色定位的看法。特別是具備心理師資格的輔導教師，常常在輔導人員與

教師角色中產生衝突。 

另外，由於輔導教師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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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聘任，因此國內多數縣市不允許輔導教師轉任

其他普通教師或行政教師（如：新北市、南投縣等），長期待在同一個職位可以

累積豐富的實務經驗，但也可能造成輔導教師出現工作停滯感。有志於多元發展

的輔導教師，只能持續擔任輔導教師角色，與其他教師不同，無法透過組長、主

任、校長等生涯發展途徑，進而運用專業的輔導經驗和理念，影響更多人或參與

政策制定，以產生更大的影響力。因此，這種狀況可能導致輔導教師因工作久了

而產生對職業、職位的倦怠感。 

(三) 系統合作不易 

系統合作是指在組織內，兩個以上的成員間有結構和規劃的進行工作，藉此

促進組織工作效率，而輔導教師的系統合作則是指學校行政教師、輔導老師、導

師、特教老師等共同制訂目標，執行輔導介入處遇策略。在輔導教師的工作環節

中是重要且頻率很高的工作內容，但不同的專業常會出現溝通上的困難，如與特

殊教育教師，可能存在專業知識差異，阻礙有效的跨專業合作，尤其在理解學生

需求和提供介入策略上則會出現專業不同，方法不同的爭議，探究其背後可能是

自我專業認同與工作效能感的差異所造成的。此外，最常出現系統合作困難的問

題在於溝通上的差異，曾明君（2019）指出不同專業合作涉及不同領域的專業術

語與概念，導致在學生輔導介入策略上產生溝通障礙，使得輔導教師難以清晰表

達自己的需求或理解其他專業人員的建議。這樣的情況容易在需要共同參與計畫

的規劃和執行時，引發協同工作的複雜性與爭端，並衍生資源分配、時間管理、

雙方合作意願等問題。 

(四) 情緒勞務與工作壓力調適 

情緒勞務係指個體在工作場域中與他人互動時，展現符合專業表現與互動對

象所期待的情緒狀態，必須控制或調節自身情緒所需付出的心力，以期達到個人

或職場期待的工作表現。劉玉萍（2018）針對國小專任輔導教師的情緒勞務議題

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國小專任輔導教師在專業承諾中的「留業意願」得分最低，

進一步探究其原因為「挫折感太重」、「業務太繁雜」、「學校不重視輔導工作」、

「無法明顯看到輔導成效」等。謝曜任（2017）指出國小輔導教師壓力來自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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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負擔沉重、專業能力要求高、角色期待多且混淆、組織融合與專業分工的兩難，

以及人際關係的複雜性。有時學校會要求輔導教師協助一些非專業諮商之外的工

作，這可能會導致諮商服務的時間被壓縮，並對輔導教師的服務品質產生影響。 

(五) 倫理議題的處理 

國小輔導教師在與兒童工作時，通常需要進行跨專業的系統合作，然而，雙

師（導師與輔導教師）之間的雙重關係使得輔導教師在保密議題上必須謹慎，需

要平衡個案隱私和系統成員的知情需求，這成為輔導教師實務工作中的難題。其

次，個案在學校中經常可以接觸到輔導教師，如何保持適當的界線，或是個案在

行為出現問題時，輔導教師應該先行處理還是由其他行政人員先行處理，也是輔

導教師在學校系統中進退兩難的問題。再者，輔導教師常面臨保密與隱私的困境，

特別是當學生的問題牽涉到家庭或個人隱私時。在考量提供支持與保護學生隱私

之間，也可能會出現倫理議題。 

當輔導教師在輔導個案時，遇到個案的議題與家庭或學校期望發生衝突時，

如何平衡各方期望也會使輔導教師在諮商倫理判斷上感受到壓力，尤其是當不同

方的期望相互矛盾時。由於學校諮商面臨的倫理衝突與在機構諮商時面對的倫理

議題不同，而且國小輔導教師服務的對象缺乏自主決策能力，因此在諮商倫理的

界線更難以拿捏。 

三、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討論之國小輔導教師專業發展現況及困境，以下提出幾個提出下列

建議： 

(一) 增加師資培育中的實際教學經驗 

謝曜任（2019）建議國小輔導教師的師資培育應強調實務與問題解決取向的

教學模式，讓未來的輔導教師能夠有更多的經驗累積，特別是考慮國小輔導教師

需要大量的系統合作，如何培養師培生具有系統合作觀點以利後續輔導工作進行

尤為重要。許育光（2021）指出諮詢能力的培育在學校輔導專業工作者的專業發

揮上至為關鍵；諮詢能力有助於輔導教師在系統合作運作中確立自身位置並因應

系統的要求。此外，對於輔導教師是否需要經歷過導師職位的歷練這個問題，值

得深入思考。有經歷過導師職位的輔導教師可能在學校行政流程、系統合作以及

親師溝通等方面更具優勢。這些經歷不僅使其對學校運作有更深入的理解，亦有

助於更有效地協調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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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前培訓與在職訓練的專業化與專責化 

李佩珊、宋宥賢、王麗斐與洪瑞兒（2017）指出初任輔導人員職前訓練的重

要性，並提倡以輔導人員的需求為出發點進行設計、規劃課程，且培訓課程由單

一專責單位進行規劃，才能整體評估訓練成效。輔導教師面臨廣泛且多元的業務

和議題，因此在職後持續進修強化自身面對學生議題的處遇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唯有透過持續不斷的進修學習，才能減少輔導教師的情緒勞務與專業耗能。然而，

目前各縣市政府對於輔導教師的在職訓練主要集中在督導，而其他相關的研習和

工作坊相對較少，這可能導致輔導教師在處理複雜個案時感到缺乏有效的支持，

也難以應對多元的議題。 

(三) 學校輔導行政專業化 

國小輔導行政人員多數非輔導相關背景，這使得輔導教師在進行專業處遇時

有時需要協助教導其他行政人員，這不僅增加了輔導教師的工作負擔，而有些輔

導教師資歷尚淺，可能也不敢與輔導行政人員討論交流處理方法。若是國小輔導

行政能夠專業化，可使輔導教師更專注處理個案的議題，同時也為輔導教師提供

轉任輔導行政人員的機會，開啟不同的生涯發展道路，進而逐步增加學校輔導人

才的建立與流動。 

(四) 建構輔導教師的支持系統 

輔導教師在學校往往需要獨自應對各種挑戰，因此建立一個良好的支持體系

變得至關重要。為了實現更好的輔導成效，輔導教師的支持系統可從內部與外部

兩方面來進行，以下分別說明： 

1. 內部系統 

內部支持系統在分工合作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學校內部建立明確的

分工系統，使輔導教師與學校同仁間有明確的權責劃分，彼此各司其職，以提升

輔導工作效能；其次，建立良好的家校合作機制：若學校輔導系統與家中主要照

顧者能夠共享相同的教育、輔導策略與目標，雙方共同協助學生，將會使學生的

情緒與行為有所改善，使其在校園適應更為良好；最後，引入外部資源：若能增

加心理師、社工師、醫師等其他專業人員進入校園，擴大輔導教師的資源網絡，

一方面可增進輔導教師的專業知能，另一方面能更精準地判斷學生所需的介入策

略，減少錯誤介入策略而導致錯失黃金期。這樣的系統建構可促進互相支持的文

化氣氛，使輔導老師在面對挑戰時能夠更有效地提供學生所需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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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部系統 

外部支持系統在督導和協助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首先，輔導教師可以尋求

外部督導的協助。外部督導能夠跳脫學校文化的框架，提供輔導教師新的視角，

使輔導老師能夠更全面、超然地看待問題，不再受限於眼前的問題。在督導的過

程中，也能賦予輔導老師動力，維持其專業發展；其次，輔導教師可尋求外部機

構的協助，當面臨處理複雜或困難的學生情況時，可以轉介到各縣市學生輔導諮

商中心，或是附近的諮商所、治療所、醫療院所等外部機構尋求協助，承認自身

的困境有助於學生及早獲得協助，此時輔導教師扮演個案管理師的角色，成為外

部機構與學校內部溝通的橋樑。 

透過以上策略的整合，可以建立一個互相支持、合作無間的輔導教師支持體

系，有助於提高他們在協助國小兒童議題上的效能，同時避免耗盡自身的熱情。 

四、結語 

近期學校重大事件頻傳，又適逢《學生輔導法》修法之際，如果能夠藉此機

會重新檢視目前校園輔導行政運作、輔導教師的培訓與在職教育、輔導工作範疇

以及身心照顧等議題，將有助於讓那些有心留在輔導工作崗位上陪伴孩子走一段

路的輔導教師，能夠心無旁騖地專注在自身工作上。這樣的專業投入與合作努力

才能提升兒童的幸福感，同時也確切地提升輔導工作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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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險少年的危機與轉機－校園割喉案的輔導省思 
劉玉玲 

銘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謝子陽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副教授 

 

一、前言 

長久以來校園一向被視為是高度穩定的組織體，危機的出現機率相對比較

少，不過隨著社會快速變遷發展的不斷衝擊下，校園安全已受到嚴重的挑戰，若

是意外突然爆發時，那麼校園成員將會措手不及，進而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和不

幸。新北市國中割頸致死案，受害男學生關注班上的安全，一句話引來殺機。學

生在眾目睽睽下，於校園中遭遇受到喋血暴力而逝去寶貴生命，此為校園重大安

全事件。警政署 2021 年統計數據發現，近 8 年間青少年人口（12 歲以上至未滿

24 歲）銳減 81 萬，但青少年嫌疑犯卻增加 16%，從 2014 年 3.6 萬人增至 2021

年 4.2 萬人。換言之，青少年變少，卻有更多人觸法，使得「青少年犯罪人口率」

8 年攀升 47%，即使近兩年疫情導致社會活動減少，該比率仍持續上升。青少年

案件日益增加，不僅危害治安也耗費社會資源（聯合報，2022）。 

(一) 政府對行為偏差但尚未觸法「曝險少年」的合作輔導 

2019 年，立法院通過修正《少年事件處理法》，行為偏差但尚未觸法的「曝

險少年」，將減少司法介入，改由各縣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少輔會）透過

教育及社福體系給予輔導。《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3 條列出偏差行為少年的「曝

險事由」，包括：(1)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2)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

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3)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國內

外的實證研究顯示，部分觸法少年進入司法審理體系後，會有再犯可能，反覆犯

罪形成惡性循環。政府提出解方，未來對於瀕臨犯罪的少年，將採「行政輔導先

行」，由地方的「少年輔導委員會」（少輔會）給予輔導。2022 年 09 月 14 日全國

法規資料庫發布《少年輔導委員會設置及輔導實施辦法》，2023 年 7 月 1 日正式

上路。各縣市「少年輔導委員會」（少輔會）有不同類型的「曝險少年」需要輔

導，逐步聘用專職社工督導及社工師，專業人力與服務量能逐漸完整，並不是問

題。然針對少年輔導議題，學校、警察、社會局、地院少年法庭等單位各有職責，

專業典範大不相同，如何進行事前的釐清與討論，合作上達成共識，將是進行輔

導工作前的重要之務。 

教育部於 2024 年為協助學校依教師法規定，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

法》，並落實教育基本法規定，於 113 年 2 月 5 日臺教學（二）字第 1132800520

號函修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以積極維護學生之學習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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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且維護校園安全與教學秩序。與本文有關

的條文是第二十六條的修正「針對多次違規且輔導無效之學生召開班親會時，實

務上常發生決議排擠違規學生，無法提出有效輔導管教措施之情形，復依教育基

本法第二條第三項明定，為實現教育目的，國家、教育機構、教師、父母應負協

助之責任；家庭教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亦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學生有重大

違規事件，應即通知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並提供相關家庭教育諮

商或輔導等服務。 

(二) 「曝險少年」回歸學校現況 

2023 年 2 月豐原高中 7 名師長對一名高二生公開且非法執行搜身、搜書包、

栽贓各項罪名等行為，導致學生輕生致死。這個案例引起學校正視校園安全檢查

之限制。教育部修正「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部分條文，

如第二十八條有關搜查學生身體及私人物品之限制與第二十九條有關校園安全

檢查之限制。113 年 2 月 5 日臺教學（二）字第 1132800520 號函修相關內容「第

二十九條校園安全檢查之限制，有關校園安全之必要檢查分為兩款，第一款適用

對象為特定身分學生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第二款適用對象為特定身分學

生以外之學生。前者若發現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者，無須經緊急會商之程

序；後者則就特定身分以外之學生，認有涉嫌犯罪或攜帶第三十一點第一項各款

及第二項第一款所列違法或違禁物品時，經學校緊急會商程序，認為該生有危害

他人生命、身體之虞時，應進行之必要檢查。緊急會商係由學務處與校長、接獲

通報之教職員工、導師或家長代表（原則為家長會代表）進行，至導師與家長代

表擇一邀請參加。 

前述涉割喉案少年攜帶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如彈簧刀），少年觸法

行為，不能對外說明，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83 條，任何人不得於媒體、資訊或

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少年保護事件或少年刑事案件之記事或照片，使閱者足

以知悉少年為接受調查、審理或刑事案件被告，違反規定最高可處 6 月徒刑。少

年若涉最輕本刑為 5 年以上徒刑之罪，將會移送地檢署偵查，比照刑案處置。青

少年因觸法進入司法體系，若在矯正機關未獲妥善輔導，反而接觸不同類型的犯

罪人際網絡，容易一再觸法形成「旋轉門效應」。法務部統計，少年再犯罪率高

達 25%，這群少年未獲足夠導正和援助，一旦走上中輟、車手及幫派之路就很難

回到正軌。事實上，才從觀護所出來，直接進入學校是有疑慮的。目前我國少年

觀護所收容「曝險少年」的時間最長為 2 個月，必要時可延長 1 個月，然而時間

過短，難以達到輔導成效。國內目前收容少年犯的矯正機關有誠正、敦品、勵志、

明陽等 4 所中學。其中誠正、敦品、勵志以感化教育為主，收容犯罪但不受處罰

未負刑責的少年。而明陽則專門收容犯重刑的少年，管教相對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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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從矯正學校或少觀所出來的學生，重返校園後容易被學校貼標籤，因

此，學生的前科紀錄被刻意保護隱匿。當導師也不知情的情況下，將不同孩子融

合式且無差別的置處在同一個環境，「會有來一匹狼，影響其他小羊」的風險。

學校端若沒有發揮「守門人」關懷力量，或是校方的人力或專業的危機意識預防

犯罪，讓校園安全有漏洞，學生很容易走回頭路，行為偏差更厲害，增加再犯風

險。因此，如何連結教育輔導資源，矯正少年性格，協助非行少年是重要課題。 

當前的青少年輔導工作不僅需要愛心與耐心，它更需要專業能力。亦即，從

事青少年的教學者，除了必須裝備輔導學生應有的方法與策略，更重要的是，要

幫助學生解放其所受的限制。有現場教師反應，老師對於學生回到學校持樂觀態

度，教育發揮力量，監獄就不會擁擠。若學生願意信任師長，學校可以發揮輔導

機制，但也需要家庭或其他社會資源密切配合。一旦，學生離開校園遇到其他負

向因子，少年血氣方剛易被影響。有偏差行為的學生很容易與偏差同儕接觸，不

僅影響了他們對社會規範的價值觀，同時習得了使用非法手段解決問題，進一步

惡化青少年偏差行為。青少年時期是發生最多偏差行為的階段，也是初次出現偏

差行為的高峰期。基於上述原因，以下從微觀角度探究青少年議題。 

二、同理前額葉尚在發育中的青少年 

早期青少年大腦前額葉發育未完全，直到 20 歲以後才會告一段落（Giedd, 

2008、、2015），影響情緒發展與理性判斷、。科學研究者Giedd經由磁共振造影、（MRI）

的研究發現，大腦負責控制衝動與情緒有關前額葉皮質區、（prefrontal cortex）在

青春期時功能逐漸強化、，要到 20 幾歲時才會成熟、（Giedd,1999、；2003）、。有些青

少年一方面控制中心前額葉皮質區還沒有發育完成、，另一方面、，處於發展中的形

式運思期、、社會認知與道德的認知都尚未成熟、，情緒受到荷爾蒙分泌的影響易衝

動、、走極端、、強說愁的傾向、。不論是想像觀眾、、個人神話或彌賽亞情節等現象、，

許多時候不但大人無法勸之以理、，他們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青少年心理學之父

斯坦利·霍爾（Granville Stanley Hall）稱青春期雖為狂暴與衝突（turbulence and 

conflict）、、風暴與壓力、（storm and stress），但也是再生期、（new birth），需要、「愛」、

「謹慎」（reverence）、「服務」的態度引導他們、（劉玉玲、，2016）。基於上述的事

實、，要求青少年展現出像成人一般的理性思考並不容易、。如何協助發展中的青少

年有良好的環境以利健全的人格發展、，家庭、、學校與社會、，甚至國家體系扮演撫

育、、教育與培育的重要角色、。隨著離婚率的提高、，單親家庭或失功能家庭增加時、，

學校與社會要艱負的責任可想而知。 

三、關注文化脈絡下的「弱勢」青少年 

長期以來，我國對有關弱勢學生的學習與輔導，採用「缺陷模式」（def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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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的觀點來看待弱勢學習者，認為貧窮就是弱勢，學習弱勢來源主要有身

心障礙者、、家庭貧困者、、偏遠地區者、。協助弱勢成為各先進國家實現社會公平與

正義的重要手段。雖然我們的教育系統強調多元智能，鼓勵學生多元發展。 

對於高 IQ 低學習成就者或有偏差行為的青少年、，幫助有限、。Revital 和 Haviv

（2023）研究發現、，COVID-19 後、，對世界各地數百萬人造成了廣泛的傷害、、情

緒困擾和憂鬱、、家庭暴力、、青少年偏差行為現象增加、。Çevik、、Ata 和 Çevik、（2020）

研究顯示校園中的霸凌和受害行為增加、，與網路電玩的殺掠和犯罪殺人、、分屍影

片的報導、，青少年的好奇和模仿、，造成學校輔導疲於奔命與或倦怠、，家長網路監

控有限、，體力充沛與好動的孩子總是有方法找到漏洞或管道宣洩被壓抑的情緒、。 

Ruby Payne（2005）所寫的《理解貧困的一種框架》（A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Poverty）一書提倡從「累加模式」（additive model）的觀點，協助

教室中的八種貧困。分別是經濟上、情緒上、心智能力上、性靈上（spiritual）、

身體上、支持系統、情感關係上、對隱藏規則的知識，說明如下：(1)經濟上

（financial）：指這個人是否有足夠的錢，可以得到想要的東西。聯合報（2022）

文中指出經濟最弱勢的低收入戶進入兒少矯正機構相對較少、，反而是、「中低收入

戶」孩子犯罪率最高、，其次才是高收入與低收入戶、。這些孩子經濟能力不高不低、，

羨慕別人物質條件，「如果愛慕虛榮，又遭到引誘就會走偏」。 (2)情緒上

（emotional）：指這個人是否具有掌控情緒的能力？尤其當他遇到不如意的事，

這種內在的心理資源會決定他究竟是採取傷害性的自毀行為來因應？亦或採取

建設住的方式面對？許多觸法少年並非經濟弱勢、，有些來自破碎家庭、，包括雙親

離異、、父親早逝或入獄服刑、、有些來自父母疏於陪伴的雙親家庭、、以桃園少年之

家為例，約 4 成觸法少年來自新住民家庭，都有溺愛和以金錢滿足孩子的問題

（聯合報、，2022）。(3)心智能力上、（mental）、：指這個人是否具有基本的讀寫算能

力以應付日常事務？青少年可能由於過動、、智能不足未獲妥善對待、，與父母及同

學相處不融洽、，即可能往校外發展、，遭到幫派吸收、。(4)性靈上、（spiritual）、：指這

個人是否能夠超越世俗層面，找到精神層次上的意義與解脫？ (5)身體上

（physical）、：指這個人是否擁有健全的身體健康與自主的行動能力？(6)支持系統

（support systems）：指這個人是否擁有來自朋友、家庭或任何方面的外在資源，

使他在有急難時，能夠立即得到這些支援系統的協助？ (7)情感關係上

（relationships /role models）、：指這個人是否擁有來自長者的照料與關愛、，使他們

產生情感上的依附？(8)對隱藏規則的知識（knowledge of hidden rules）：指這個

人是否擁有瞭解不同族群團體的知識？。其中，一些未曾言明的「隱藏規則」

（hidden rules）在運作時、，他若不能瞭解這些隱藏規則、，將嚴重阻礙了他跨越貧

窮、，脫離弱勢、。Payne 堅信脫離弱勢最快的方式、，便是透過教育的力量、，尤其是

透過師生間情感上的依附關係來影響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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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視青少年的危機與犯罪議題 

少年離開矯正機構並復歸社會之後，剛開始前三個月是關鍵期，需要有支持

的力量，仍然需要社會福利網絡協助，包括就學、就業及生活輔導；否則有再犯

可能。實有必要暸解，青少年犯罪的個體因素。常言道：「可惡之人，其背後必

有可憐之處」。美國對青少年罪犯的研究，經常是在社會科學及心理學範疇中運

作，而且不少在於引證主流社會對少年偏差行為既有的定見。Jacobs 等人（2020）

對再犯少年（juvenile reoffending）研究顯示犯罪少年具有負面自我形象、低自尊、

反社會態度、情緒化及拒絕接受支持等特質，也缺乏家庭關心及支援。也有研究

指出犯罪少年在思考內容上較有局限（rigid）、多為外在導向型（externally 

oriented），他們的認知技巧也有缺陷、易衝動、自我中心，只能進行具體思考、

抽象思考能力差，以致於無法了解他人的思考方法及用同理心去了解他人的感受

（Ozkan,2016；Rode, 2014）。Hays（2022）研究指出少年犯罪與「思維錯誤」

（thinking error），個人感到自己是沒有價值的、無法享有話語權，把自己想成是

好人或受害者、缺乏信任他人、不在乎他人對自己的形象、自我中心、冷漠及對

他人懷有敵意等。2011 年 17 歲的廖姓少年持制式手槍殺害地方角頭。許多看到

這位曾是古錐仔（小可愛）的國小老師與同學，甚是驚訝他的變化有如此之大。

廖姓少年指出是教育害了他，老師知道其父母離婚之後爸爸染上毒品，被判刑入

獄，老師不喜歡他。國中時期漸有中輟現象與偏差行為，進而加入幫派與犯罪。

由於犯案當時未滿 18 歲，被重判有期徒刑 30 年。初期在少年觀護所服刑，後來

曾移轉位於高雄的明陽中學，成年後則至臺中監獄繼續服刑，服刑期間一路完成

高中、大學。 

國內外的實證研究顯示，青少年偏差或犯罪的案例，是因欠缺獲得自我肯定

資源的機會，所以需要透過犯罪去抒發得不到這些資源的壓力。這些青少年都不

常、或甚至從未曾從父母或學校處得到自我肯定的資源，大部分也曾被看成是思

考能力有局限、不容易掌握抽象思維、不容易相信人及自我形象低落等。Hirschi

在《少年犯罪原因論》提出的「社會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又稱為

「社會鍵理論」（social bondstheory）被廣泛用來解釋各種犯罪和偏差行為（譚子

文、董旭英、張博文，2015）。Hirschi（1969）認為人性本惡，天生是非道德的動

物，都有犯罪的自然傾向。因此 Hirschi 提出「人們為何守法、為何不犯罪?」才

是須要回答的問題。Hirschi 認為青少年犯罪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社會鍵（social 

bonds）被減弱或被打破的結果。社會鍵的四因子分別是依附、承諾、參與，以及

信念。個人透過社會化的過程，會與外在的他人和社會機構（如家庭、學校、朋

友、宗教、法律、警察等）建立起強度不一的社會鍵，而這個存在於個人與社會

之間的社會鍵，對個人是否會犯罪、是否會守法、是否會有偏差行為，會產生重

要的影響。國外的實證研究顯示，當中又以「依附」和「承諾」這兩個社會鍵解

釋力最高（周愫嫻，曹立群，2007；Jiang,& D'Apolito, 2016；Venta & Newli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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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d, Bernard & Snipes, 2002）。 

郭玲玲、洪瑄、董旭英（2021）的研究提出了警訊，透過 ZINB 迴歸模型的

分析發現，青少年依附關係並非觸發偏差行為的成因，而是抑制偏差行為頻率的

重要因素。偏差青少年的行為會受到依附關係的影響，有了愈健全的依附關係，

特別是家庭依附，愈能約束偏差青少年之行為舉止。接觸偏差同儕對青少年偏差

行為所影響的層面最為深廣，不僅刺激偏差行為的發生，也加劇偏差青少年的行

為頻率。最後，性別與大型學校皆對偏差行為發生與否以及發生頻率有正向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女生的偏差行為比男生更容易被觸，而男生及大型學校學生則有

較多偏差行為。青少年時期所出現的偏差行為，因男、女生而有不同的取向，女

生比男生更容易出現偏差行為，頻率卻低於男生，相對的，男生偏差行為的嚴重

性與持續性則高於女生。在大型學校中，由於學生較多，容易產生被忽略的感覺，

導致違反規範行為的產生。 

五、學校輔導人力不足情況下，如何發揮輔導機制協助或陪伴青少年

渡過狂飆期 

(一) 學校可提供更多元的學習內容、人際互動與遵守紀律的機會 

學校過度重視升學、考試，難以安排、提供多元適性的課程與活動或心理支

持時，老師與青少年的關係也將止於「教」與「被教」的工具性關係，青少年難

以獲得情感依附。在大型學校中，由於學生較多，容易產生被忽略的感覺，導致

違反規範行為的產生。導師及任科老師需多觀察及關懷學生，注意學生行為的變

化，多給予照顧，讓學生產生依附感，進而降低偏差行為的發生。對於需要輔導

與管教的學生，鼓勵校方開授多元的高關懷課程、技藝班，加強學生的三級輔導

措施。 

對於輔導與管教無效或學生明顯不服管教，已經明顯妨礙現場教學活動時，

為免影響其他學生之受教權，並防止危害擴大。實務上執行輔導管教人員尚包括

學務創新人員，運動教練包括專任或兼任，相關教師需提高危機意識，可要求學

務處或輔導處（室）派員協助，將學生帶離現場，使其轉換心情。情況急迫時，

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虞者，並得強制帶離，以防止危害之發生。將學生帶離

現場後，並不適宜前往其他班級，可往其他適當場所（如體育場）等，以符實需。 

(二) 學校應視學生之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發展性、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 

依照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教師在輔導與管教學生過程中，為

提供必要協助，維護學生安全，應依要點所列法律及其相關法規辦理通報，並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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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義務。當學校知悉學生因家庭因素，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或學生之法定

代理人因忽視教養，致學生有偏差行為、受保護管束處分或刑之宣告時，應視學

生個案情狀進行通報，由各主管機關提供必要之親職教育輔導與諮詢、救助、安

置或其他福利服務。教師若接獲外界對學校所訂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建議，應適時向學校反映，並由學校通盤考量後，決議是否修正 

(三) 正視學生偏差誘因，協助學習尋求正向的管道取得因應資 

學校輔導，應多關注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負面事件，例如失去至親、

家人罹患重病、經濟困難、課業困擾等。學校在關鍵時刻提供協助和輔導，幫助

青少年學習尋求正向的管道取得因應資源，有助於降低偏差行為的發生和嚴重

性。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或少年事件處理法等相關規定，學校知悉學

生因家庭因素，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或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因忽視教養，致學

生有偏差行為、受保護管束處分或刑之宣告時，應視學生個案情狀進行通報，並

由各主管機關提供必要之親職教育輔導與諮詢、救助、安置或其他福利服務。 

(四) 尊重青少年的性別不同，施予差異化與適性教育 

依《學生輔導法》之規定，學校應視學生之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發展性輔

導、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三級輔導，並由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推動學生輔

導工作，爰有關學生之追蹤輔導及長期輔導應依《學生輔導法》及相關法令處理。

學校輔導工作者、教師或相關校安人員對青少年的關注，應尊重青少年的性別不

同，多瞭解其想法及面對的困擾，給予適當的輔助與引導，對於女生應著重於防

制其偏差行為的發生，對於男生則應重視降低偏差行為的發生頻率。 

(五) 跨專業合作團隊的形成、主動形成合作團隊與處遇共識 

鼓勵專業角色與分工、以及駐點經驗與責任區經驗的合作差異性，面對系統

合作的核心信念，開放的警政、少輔會與學校合作信念、積極的家長合作信念、

整體的個案系統信念。在跨域的觀點下，理解、尊重與同理合作效能的因子：負

向合作經驗因子與正向合作經驗因子。藉由分析研究對象的寶貴經驗，有助於合

作模式與歷程的呈現，亦同時提醒相關之實務工作者、學習者、研究者、服務機

構與政府單位，共同關注實務工作之脈絡，為未來的青少年發展議題持續努力。 

六、結語 

學校對於來自「脆弱家庭」如，家庭因貧窮、犯罪、失業、物質濫用、未成

年親職、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照顧、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險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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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問題，造成物質、生理、心理、環境的脆弱性，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

庭，倘學校經評估該家庭難以期待發揮輔導管教功能時，應聯繫社政單位協助處

理或尋求其他校內外保護資源。為因應實務上法定代理人，如因特殊事由致不能

或難以行使親權或監護權（如行方不明、入監服刑、家暴等情事）時，宜由實際

照顧者代為扮演法定代理人之角色。教育責任不僅限於國家、學校和教師，家長

亦應負起責任。且就學生輔導管教問題而言，學校與家長間應為「夥伴協力關係」，

共同承擔學生輔導與管教之責任。鼓勵家長陪伴但不干涉、支持但不縱容、溝通

但不訓斥的共處方式，鞏固彼此情感上的連結，緊密的家庭關係，可避免孩子趨

向偏差同儕以尋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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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專任輔導教師制度推動之現況與期許 
黃傳永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教授 

 

一、 前言 

2023 年底新北土城發生校園割頸案，使得校園安全問題再次受到社會大眾

的輿論與重視。連帶地社會大眾亦不禁想著，這些孩子究竟怎麼了？當最為安全

的學校校園也讓人惶惶不安的同時，我們可以怎麼協助這些可能正走在一條心靈

暗黑路上的孩子們？每一種反社會行為都是一種求救信號，可能都是孩子在說著

「來看看我破碎的心」！而這也就是溫尼考特認為的「反社會傾向是一種希望的

象徵」（周仁宇、周佳音譯，2023）。或許有人會認為這孩子惡性重大，但若以一

個仍在發展中的孩子而言，我想環境的不利因素的確是造成其無法好好安住在其

內心的重大原因。 

如同張春興（1994）所言，社會問題根源於家庭、顯現於學校、惡化於社會。

從此觀點言之，學校是孩子進入社會的前哨站，如何能協助身處各種不同價值觀

衝擊之下的學生有效因應個人健全之身心發展，並學習因應並調適各類挑戰的能

力，除有賴於家庭、社會共同負起責任外，學校教師能否發揮輔導功能，在學生

成長過程中，提供更為適切的協助，以減緩學生個人問題日後的惡化（黃傳永，

2021）。 

二、 國小專任輔導教師的歷史變遷與現況 

學校專任輔導教師也是在因應此時代潮流之下而有了其正式法源依據，走入

校園之中成為守護孩子心靈健康的一員。教育部在 2013 年將國民小學學校輔導

工作透過 WISER 模式分為三級，以更為確立學校教育人員分層負責的概念。其

中，初級發展性輔導包括像是：班級輔導、校園宣導、支援行政輔導工作的推動；

二級介入性輔導工作像是：個別諮商、團體輔導、親師合作、心理測驗、個案會

議、輔導紀錄、輔特合作、成效評估；三級處遇性輔導工作像是：校外專業人力

資源合作與分工、跨專業個案管理、跨專業個案會議、成效追蹤等。而從民國 103

年《學生輔導法》的公布，輔導專業邁向法制化，專任輔導教師正式進入校園，

發揮專業輔導知能至今剛好滿十年，回顧這十年，個人剛好也在新北市擔任國小

專任輔導教師的督導，看著這群認真又投入的專輔教師是值得為他們鼓鼓掌的，

畢竟在校園中一個新的職位、新的身份，要得到校園中師生的認同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而時代的變遷又來得太快，過往的管教態度已大多不再適用現今的教育場

景，因之無論是學校主管單位或是家長都希望孩子在行為或情緒上若出現適應上

的困難時，往往都期待能提供專業輔導的協助。因此，這些年來校園裡轉介到專

輔教師接受輔導的學生案量幾乎是成倍數的成長，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與負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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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也因此有許多目前在擔任專任輔導教師的研究論文會以專任輔導教師

的壓力調適與因應為題來進行論述。 

對於學校而言，專輔教師是這十年才逐漸出現在校園中，不論是學校的教師、

家長甚至孩子們都在摸索這份新的職務的老師模樣究竟為何?這份多樣性可以從

宋宥賢（2016）整理出專輔教師的七種角色職責來進行理解，這裡面包涵了支援

者、宣導者、公共關係者、領導者、直接服務提供者、評估者、資源整合與協調

者。從上述的角色來看，不可不謂「包山包海」。換言之，學校及社會大眾對專

任輔導教師是有很高的期待的，而往往過高的期待，若沒有適當的因應策略就容

易會帶來過多的壓力與隨後而來對工作熱情的耗損。蔡佩慈（2021）提出專輔教

師工作壓力與來源大致上有以下項：工作負荷過重、系統合作與組織融合不易、

角色期待過多且定位不清、人際關係與其他壓力。當然其也提出了在面對此種種

挑戰時的看法，像是減輕專輔教師工作負擔、組織的對話與系統合作、建立專輔

教師在學校的品牌與口碑、角色定位與工作職掌的釐清、人際關係的調適與整理、

自我增能、其他壓力調適方法等建議。 

三、對學校輔導工作的期許 

就上述對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壓力與解決之道算是蠻完善的陳述。但總體來

看，還是可以分為制度層面及個人層面兩個向度。在制度面的部分我想在減輕專

輔教師工作負擔、組織的對話與系統合作、以及角色定位與工作職掌的釐清這三

個部分是行政單位可以協助的部分，而建立專輔教師在學校的品牌與口碑、人際

關係的調適與整理、自我增能、其他壓力調適方法則較屬於個人專業精進及壓力

調適的部分。而在此，我想提出的是貫穿此兩個層面的因素則是校園環境中有於

輔導知能的普及性。就如同黃傳永（2021）所提出的，就教學現場而言，第一線

的教師才是校園輔導成功與否最基本之要素。三級輔導的精神就在於希望全校每

一位教師均能敏覺於需要輔導的學生，有其一定的判斷力，何時是需要轉介到二

級介入性輔導甚或三級處遇性輔導工作。但目前實務現場的狀況很多是第一線的

教師對於輔導未能有豐富的知能，而缺乏輔導專業知能則會反應在處理學生行為

或情緒問題上顯得沒有自信，往往就直接一通電話到輔導室請輔導老師過去處

理，或是寫連絡簿通知學生家長孩子今天又做了什麼「壞事」請家長嚴加管教。

而後者的處理方式，往往會造成日後親師溝通間的緊張，對於學生的學習與行為

助益其實不大！因之，增進一般教師自我輔導知能是可以有效因應在教學現場中

學生的行為與情緒問題的辨識與進一步因應，但若沒有輔導知能則較會處於被動

的狀態，隨時處於需要支援的角色，其實對教學而言也是一種挫敗，長期而言對

教師個人的教學生涯會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 

若進一步探究，落實教師輔導知能則能促進制度面的流暢。由於行政、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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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輔導專業內容畢竟仍是有些許差異。目前實務的現況是在處理學生行為、情緒

問題的認知與處理上學校行政、一般教師與輔導教師可能會因為所受專業背景之

不同、對於處理之流程或對學生輔導之成效有所差異，因而造成彼此溝通的過程

中耗費太多心力，以致於聽到許多輔導老師常說是「心累」而不是人累。做事情

往往都不難，難的都是與人的溝通，因之，若能普及校園內教師的輔導知能，相

信必能促進彼此之間的理解與對話，讓校園中每位老師各司其位各司其職，真正

創造一個個友善校園，讓每一間學校都可以成為孩子成長過程中心靈安心停泊的

港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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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服務現況及展望 
柯雅齡 

臺北市立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根據特教統計年報指出 111 學年度學前階段身心障礙幼兒共計 25,742 人，

安置於幼兒園普通班共計 24,199 位，佔身心障礙幼兒人數之 93.1%（教育部，

2022），可知特教幼兒以安置普通班級為主，而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以下簡稱

幼兒園教師）具備幼教專業，然面對班級中不同需求之幼兒，實需借重學前特教

巡迴輔導教師（以下簡稱巡輔教師）之特教專業，並與之合作討論教學策略，以

支持幼兒參與學習。2016 年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United Nation, 2016）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及 CRPD 第四號一

般性意見對融合教育有相當明確之定義及期待做法，側重確保所有學生充分及有

效參與。而「美國幼兒教育協會」與「特殊兒童協會幼兒分會」（DEC/NAEYC, 

2009）聯合聲明融合立場，強調兒童必須有機會參與學習活動和環境，獲得足夠

支持下有意義地參與學習活動。《特殊教育法》（2023）將巡迴輔導列為特教班級

型態之一，支持幼兒園教師實施融合教育，然各縣市作法不一。巡輔教師主要服

務對象為何？該致力於指導幼兒以提升其個別能力？或積極與幼兒園教師溝通

合作，讓幼兒可在自然情境中獲得支持及學習機會？對幼兒而言，孰為有意義之

學習？可真正協助幼兒參與學習？為此，筆者重新審視國內學前巡輔實施現況，

釐出服務現況及融合教育思惟之未來展望。 

二、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服務現況 

1997 年《特殊教育法》修法正式開啟國內融合教育之篇章，學前巡輔服務因

應而生，透過巡輔教師、幼兒園教師及其他專業人員共同合作協助安置於幼兒園

之特殊需求幼兒，以落實融合教育精神與成效。依據《特殊教育法》明訂各縣市

擬定身心障礙學生巡迴輔導實施計畫，然學前階段教學型態有別於其他教育階

段，部分縣市另訂學前階段巡迴輔導實施計畫，茲根據所蒐集到的九個縣市（臺

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南投縣、彰化縣、宜蘭縣、臺東縣、金門縣）

之學前階段實施計畫，依其服務對象、服務內容及服務型態，整理說明如下： 

(一) 服務對象 

九個縣市主要服務對象皆為就讀幼兒園經鑑定之特教幼兒（金門縣教育處，

2022；宜蘭縣教育處，2024；南投縣教育處，2022；桃園市教育局，2023：新北

市教育局，2021；新竹縣教育處，2023；彰化縣教育處，2018；臺北市教育局，

2022；臺東縣教育處，2021）；大多縣市亦包含就讀幼兒園之疑似特教幼兒，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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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臺北市、桃園市、南投縣及臺東縣，通常巡輔教師會入班協助教師發現疑似特

教幼兒，必要時給予轉介前之輔導策略；而新北市不僅於提供特教幼兒服務，還

包含特教幼兒就讀幼兒園之其他幼生，意指巡輔教師應與幼兒園教師充分合作，

讓「所有幼兒」皆獲得學習保障。另外，新北市、金門縣則考量因長期住院以致

未能就學之 2 歲至入國小前幼兒亦為服務對象。除就讀幼兒園之特教幼兒，各縣

市主要服務對象也包含教保服務人員及家長，視為重要的合作夥伴。 

(二) 服務內容 

依據《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2023）第 2 條指出

各級主管機關應提供學校、幼兒園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及幼兒評量支持服務、教學

支持服務及行政支持服務。分述如下： 

1. 評量支持服務 

《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2023）明訂評量支持服

務包含篩選、鑑定、教育及支持服務需求評估、安置適切性評估等。針對評量支

持服務之作法，桃園市指出應協助幼兒園教師進行疑似特教幼兒之發現與評估；

臺北市及臺東縣則視需求為特教幼兒進行教育評估；新北市則載明評估幼兒起點

能力。綜覽各縣市實施計畫中提及評量支持服務內容較少，主要為巡輔教師協助

幼兒園教師發現疑似幼兒，且對特教幼兒進行教育評估或重新鑑定，及起點能力

評估，以作為 IEP 擬定及教學輔導依據。 

2. 教學支持服務 

《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2023）明訂教學支持服

務包含課程教學設計與調整、教材、教法、教具、班級經營、情緒及行為輔導及

學習評量等。各縣市皆認為巡輔教師應與幼兒園教師共同擬訂、執行及調整特教

幼兒 IEP，新北市、南投縣及臺東縣則具體敘明應將 IEP 融入作息。多數縣市說

明應採團隊合作方式，評估特教幼兒在班級學習適應情況，提供教學輔導策略、

示範或協同教學，以促進幼兒的參與；而桃園市、新北市則敘明應與幼兒園教師

討論幼生適應情形、行為問題之解決策略等；彰化縣及臺東縣則認為提供疑似生

轉介前策略之必要，而新北市則提及給予幼兒園教師情感上的支持，教師教學遇

困境時，給予同理、支持與回饋，對於教師合宜處理方式給予肯定。確實教師在

平日支持幼兒學習，本身也是需要獲得專業人員之支持及指導，會更有信心及能

力協助幼兒（Dinnebeil et al., 2019）。 

各縣市皆認為巡輔服務非僅關注特教幼兒之 IEP，與幼兒園教師及團隊成員

於自然情境中共同支持幼兒參與班級課程與教學亦是必要。然實際情況，巡輔教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3），頁 38-43 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 主題評論 

 

第 40 頁 

師仍著重於 IEP 擬定及個別執行教學，較難與幼兒園教師共同討論課程與教學，

除幼兒園教師對融合教育理解及個人意願外，另與巡輔教師之專業訓練有關，對

於幼教課程理解及合作經驗較為不足，這部分仍需要各縣市主管單位透過在職訓

練課程，巡輔教師須瞭解符合幼教課綱精神之統整性課程設計、以遊戲為取向之

教學型態，才有機會與幼兒園教師充分合作，提供合宜之教學支持服務。 

3. 行政支持服務 

《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與專業團隊設置及實施辦法》（2023）指出行政支持服

務：行政運作輔導、實施指導或示例、資源整合、教師專業發展等。各縣市皆提

供幼兒園特殊教育行政相關資訊，給予行政諮詢及協助，如鑑定安置、轉銜等；

臺東縣則載明應協助 IEP 審查及特教通報網操作等；大多縣市認為協助教師建立

幼兒學習及輔導資料之必要；而新北市則需協助幼兒園申請相關專業團隊、臨時

助理人員、教育輔具或相關支持性服務，並與幼兒園教師共同指導助理人員。所

有縣市都有提供家長親職教育資訊及協助親師溝通；南投縣則特別提及提供幼兒

家長知悉相關法令，且提供社區相關人員諮詢服務。 

可見各縣市在行政支持服務是相當多元，包括鑑定安置、轉銜、特教通報網

操作，協助建立幼兒學習及輔導資料，並視幼兒需要提供社會福利及醫療等資源。

新北市則包括協助幼兒園申請及培訓助理人員，及申請特教幼兒所需之相關支持

性服務。大多縣市認為家長親職教育及親師溝通是必要的，且需要給予相關社福

及醫療資訊，亦可呼應《特殊教育法》（2023）增訂幼兒園應提供特殊教育學生

家庭諮詢、輔導、親職教育及轉介等支持服務。 

(三) 服務型態 

不同縣市皆提及每一幼兒園單次服務時間至少半日為原則，確實巡輔教師若

能入班半日較能理解幼兒在班級參與情況。而臺東縣則載明巡迴輔導應採取合作

諮詢模式，入班觀察協助、跨專業合作為原則，另得視幼兒個別需求提供入班協

同與示範教學之服務。新竹縣則指出巡輔應以間接服務為優先考量，授課抽離時

間不宜連續排課超過 2 節。就實際情況，大多縣市巡迴輔導排課方式仍以節數計

算，採取固定節數服務之巡輔教師，較難看見幼兒的真實且完整表現，則無法與

幼兒園教師較多合作，而選擇在該時段對幼兒進行直接教學。 

Odom 等人（1999）提出巡迴輔導主要兩種型態：一是巡輔教師直接為幼兒

提供服務，針對 IEP 進行教學；另一種是巡輔教師提供教師諮詢及支持，是幫助

教師在巡輔教師未到訪時，仍可隨時提供幼兒學習機會（引自 Dinnebeil et al., 

2006）。儘管如此，國外研究發現巡輔教師多採取直接服務，與班級教師諮詢時

間最少（Ascetta et al., 2023；Dinnebeil et al., 2006）。國內巡輔服務亦是如此，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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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諮詢作為服務選項之一，仍認為應直接對幼兒進行教學，或是巡輔教師未完全

理解「合作諮詢」意涵及作法，誤以為入班觀察及諮詢即是合作諮詢，以致幼兒

園教師對於巡迴輔導作法有所誤解，仍待專業培訓課程釐清，才能讓教師理解且

相信，採取合作諮詢對於幼兒學習較有助益。 

從九個縣市學前階段實施計畫得知，巡輔教師主要服務對象為特教幼兒，部

分縣市服務疑似特教幼兒或因長期住院未能就學的幼兒。除幼兒外，幼兒園教師

及家長皆視為重要合作夥伴。服務內容各縣市皆提供多元之行政支持服務，在評

量支持及教學支持服務相較不足，儘管強調與幼兒園教師合作之重要，但仍侷限

於 IEP 擬定及實施，較難思考整體的教學實施及調整。至於服務型態，各縣市迥

然不同，盡管大多縣市認為巡輔教師應提供教師諮詢及支持，實際情況仍以直接

教學為主。而巡輔教師的入班觀察及諮詢作法，與幼兒園教師的合作型態與期待

實有落差，需透過專業培訓課程釐清，提升服務效能。 

三、學前特殊教育巡迴輔導之未來展望 

依據學前巡迴輔導服務對象、服務型態及服務內容，基於融合教育思維提出

對於以下三點： 

(一) 以所有幼兒為服務對象 

國際審查委員會（IRC）（2022）關切我國誤認為融合教育僅針對身心障礙學

生，並於 CRPD 第二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建議，應確保所有學習者在同一系統

內充分參與；且應將促進融合教育的責任從特殊教育轉移到普通教育。因此，巡

輔教師服務對象是所有幼兒，非僅於特教幼兒，與幼兒園教師合作照顧好班級中

每一名幼兒。劉學融、盧明（2023）亦認為服務對象應由身心障礙幼兒至全體幼

兒。確實就目前幼兒園師生比高、幼兒個別差異頗大、教師在班級經營及教學極

具挑戰，需巡輔教師入班共同考量不同幼兒之學習特質，思考合宜的輔導策略及

執行，讓每一名幼兒在班級中皆獲得歸屬感及學習保障。 

(二) 以合作諮詢模式取代直接服務 

《特殊教育法》（2023）第 30 條、第 31 條提及應加強普通班教師與特教老

師之合作，以團隊合作方式給予特教幼兒適當教學輔導。研究發現巡輔教師與教

師的聯繫愈多，愈支持教師，學生可獲得更多學習機會（Luckner, & Howell, 2002）。

而教育部（2019）「108-112 學年度學前特殊教育推動計畫」將強化巡輔服務的間

接服務和合作諮詢功能列為實施要點，讓幼兒園教師獲得較多支持，幼兒亦能獲

得更多學習機會。且如 McWilliam（2002）所言，對於幼兒有意義的學習是在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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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團隊人員訪視之間的日常；而非巡輔教師實際到訪的時間，那僅能提供幼兒短

暫且片段的學習經驗；劉學融、盧明（2023）認為基於融合思維，巡輔教師宜在

原班級教學脈絡下，以合作和溝通方式提供服務支援。可知，巡輔教師與幼兒園

教師共同在自然情境看見幼兒的需求，方能提供幼兒有意義的學習經驗。 

(三) 與幼兒園教師在幼教課程基礎上，實踐通用設計學習（UDL）於融合情境 

CRPD 對融合教育的期待為在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 UD）精神下，提

供合理調整措施，以協助所有學生獲得公平且適性之學習機會。呼應 CRPD 期

待，《特殊教育法》（2023）加入通用設計精神，然國際審查委員會（IRC）留意

到臺灣尚未完全準備好在教育系統應用通用設計學習（Universal Design Learning, 

UDL）的概念，非僅是針對身心障礙學習者。目前巡輔教師所提供的教學支持服

務多以特教幼兒 IEP 擬定、實施及評量為主，應多理解幼教課程，與幼兒園教師

共同規劃差異化之環境及教學、將 IEP 嵌入每日作息的學習活動，提供特教幼兒

更多的學習機會，才能有系統有層次的讓所有幼兒獲得學習機會，以實踐 UDL

於融合情境。 

四、結語 

目前各縣市皆編制巡輔教師服務於幼兒園，若仍拘泥於直接教學，與幼兒園

教師及相關專業人員各自分工，依舊未能解決現場困境，難發揮融合教育成效。

融合教育應回歸幼教情境，揚棄過多教師主導、一致性的團體教學型態，巡輔教

師與幼兒園教師共同規劃多層次環境及教學型態，為幼兒提供能主動探索、參與

學習的環境。為此，巡輔教師獲得足夠專業支持和指導是必要的，才能與團隊成

員共同支持每一名幼兒參與學習（Dinnebeil et al., 2006；Dinnebeil et al., 2019），

師培學校應重視師資生融合專業知能，習得符合教學現場所需之素養能力，培育

出願意接受挑戰，積極尋求溝通及合作管道之巡輔教師，以確保所有幼兒皆能在

被支持及接納的環境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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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輔導教師人力增加後的輔導工作效能提升 
謝曜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近年來臺灣隨著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學校問題的複雜化，也使得校園越來

越不平靜，違規偏差、成癮濫用、暴力違法、霸凌性平等校園安全議題也經常層

出不窮，使得學校輔導工作越來越受到重視，同時輔導校師的職責加深（教育部，

2020a）。輔導教師在學校有著提升學校輔導效能的重要功能，除了輔導教師人力

的增加之外，如何增進輔導工作效能，以因應現在校園的輔導需求，也是教育輔

導人員所關注的要點。 

二、學校輔導人力現況 

(一) 輔導教師的業務職掌、專業能力與工作困境 

輔導校師的工作任務依照《學生輔導法》第 12 條的規定如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之輔導教師，並應負責執行介入性輔導措施。而介入性輔導工作如《學生輔

導法》第 6 條所規定，即是針對經發展性輔導仍無法有效滿足其需求，或適應欠

佳、重複發生問題行為，或遭受重大創傷經驗等學生，依其個別化需求訂定輔導

方案或計畫，提供諮詢、個別諮商及小團體輔導等措施，並提供評估轉介機制，

進行個案管理及輔導。此外教育部（2020b）在學生輔導工作手冊提到專任輔導

教師工作職掌：實施個別諮商與輔導；規劃執行個別介入性輔導議題；小團體輔

導；提供家長和教師諮詢；參與輔導團隊會議或個案輔導會議；撰寫維護個案輔

導紀錄；匯送每月之個案輔導月報表；提供宣導服務；協助學校危機事件後的心

理輔導工作；個案管理；支援輔導工作業務；參加輔導專業知能研習；接受專業

督導；建構以學校為本位之輔導資源網絡；參與校內輔導團隊的運作。由此可見，

輔導教師需具備：個案評估、個案紀錄、個別輔導、諮詢、小團體輔導、班級輔

導、個案管理、系統合作、危機處理等專業能力（教育部 2020c；謝曜任，2013）。 

然而因應學校的生態變化，目前輔導教師的有更多的壓力與困境，其中包含

輔導政策不完備、學校未清楚規劃、外界不切實際的期待、輔導教師角色定位不

明確及工作情境的模糊（宋宥賢、林顯明，2017；鄭雅靜、林秀勤、鄭雅丰，2018），

此外專業輔導能不足（郭宗林，2016；張瑞華，2015；林淑華、田秀蘭、吳寶嘉，

2017）、壓力與情緒勞務過重（劉玉萍，2018）等議題。許多學者也認為輔導教

師在師培養成所修習的課程，在處理學校實務工作的問題時，專業能力不一定足

夠（許育光，2013；許維素、朱素芬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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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導政策提升輔導教師人力編制 

為了降低學校輔導工作的困境，我國逐年增加學校輔導教師人力，《學生輔

導法》第 10 條對於高中以下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員額編制定為國小每 24 班增置一

人、國中每 15 班增置一人、高中每 12 班增置一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2023 年修訂公布「補助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置輔導教師實施要點」，其附件

國中小「專任及兼任輔導教師逐年配置基準表」可以看到，國中小從 2012 年起

43 班以上學校和離島 24 班以上學校可設「專任」輔導教師一人，「兼任」教師

則視學校大小，編制由一人到六人不等；預計到 2025 年，國中小視班級數設置

「專任」輔導教師一到九人不等，兼任教師則降至 0 人。看得出輔導教師需要逐

年才能補足專任師資，而這是有關學校輔導人力中輔導教師員額的政策。 

雖然輔導教師的人力因政策得以提升，然而輔導教師若是沒有足夠的專業能

力來因應學校輔導工作的困境，學校的輔導問題可能也是無法有效的解決，因此

如果在提高輔導教師人力資源之餘，也同時提升輔導教師的專業的效能，雙方面

同時進展，則學校輔導工作的功能可能可以有更好的發揮。 

三、 提升輔導教師效能的策略 

(一) 深化輔導教師的督導與專業成長機制 

對於學校的輔導工作來說，輔導教師的專業可以帶動全校輔導能力提升（謝

曜任，2017a），然而輔導教師的效能需要長期校園系統合作與支持，方能逐年發

揮專業成效（謝曜任，2017b），因此各縣市完善的督導機制對於輔導教師的專業

效能、專業能力與系統合作功能就顯得重要（許育光，2013），藉由督導的歷程，

幫助輔導教師處理個案困境、化解系統合作難題、提供團隊支持等效用，讓輔導

教師的專業可以不斷在學校深耕發展，並且在這個歷程當中不斷的在專業與自我

的統整，建構校園更有效能的三級輔導系統（謝曜任，2017a），另一個部分協助

輔導教師建構長期專業成長的機制也非常重要，除了透過專業進修研習之外，對

於有效能的輔導工作模式的學習與傳承，輔導校師的工作壓力與情緒勞務議題的

研究、輔導教師生涯發展的探討，都可以讓實務現場的輔導教師更有效能發揮長

期永續的輔導專業。甚至如果能更進一步的努力，把有效能的輔導素養提前到師

培的養成課程來實施，讓尚未進入職場的輔導教師可以提前培育，則可以更長期

建置輔導教師專業的效能（Hsieh & Lee, 2019；Wu & Lin & Hsieh 2019）。 

(二) 藉由系統合作，輔導教師建構人文關懷的校園輔導文化 

學校輔導工作是人影響人的歷程，輔導教師透過每日的實務工作，長期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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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升學校系統的輔導功能，其中系統合作是輔導教師很重要的工作策略（王

麗斐、杜淑芬、趙曉美，2008；王麗斐、杜淑芬，2009；趙文滔，2013；趙文滔，

2015）。學校教育本身即具有發展性輔導的功能，特別是《學生輔導法》第 7 條

提到「學校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均負學生輔導之責任。」輔導教師藉由

系統合作啟動學校人員對於輔導議題的關心重視，建構校園人文關懷的輔導文

化，讓教育人員更具備同理心與輔導素養，讓學校教育的日常，本身就具備三級

輔導療癒的效果。 

(三) 因應危機個案的校園輔導增能 

所謂的危機，亦即是超越了一般狀所所能因應，校園危機個案通常是檢視學

校輔導效能的重要時機（謝曜任，2017b）。若是處理不當讓危機產生或者是擴大，

對於未來的系統也會產生不良的影響，因此對於校園危機個案的提前預防與增

能，可以幫助校園系統提升輔導能力，降低未來危機個案的傷害，並且輔導系統

也可以藉由危機個案處理的歷程，引進專業資源，提升系統合作的效能，化危機

為轉機，增進全校的輔導效能。 

(四) 藉由持續輔導歷程與結果檢視，建構有效學校輔導工作模式 

《學生輔導法》2014 年立法至今已經 10 年，這 10 年當中學校輔導工作的

生態有著很大的改變（教育部，2020c）。因應學校生態的多樣性，學校輔導工作

的工作模式也有著不同的方式，例如對於大型千人以上的都會型學校與小型 6 班

以下的偏鄉學校的學校輔導工作的模式會有所不同；另外因為單位不同系統合作

方式也會有差異性，不論是校園以外的跨專業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警政、社福合

作或者是校內與特教、導師、學務的合作等；接著也有可能是針對不同校園重要

議題校園校平霸凌、兒少權益、違法犯罪、濫用成癮、或各種新興議題的處理等

等，上述的狀況實務工作者與研究者可以逐步建構有效的輔導模式，並且透過督

導、職前訓練、專業訓練等方式讓有效的輔導機制可以不斷傳承，讓輔導工作的

效能可以不斷累積經驗而提升。 

四、結語 

輔導教師人力與專業的增進，可以提升學校輔導工作的效能，促進學生在學

習、生活與生涯的適應功能（教育部，2020b）。現在的學校學生即是未來的國家

公民，學生心理素質的良窳關係到未來國民的品質，學校輔導工作就是提升學生

心理素質的重要策略（謝曜任，2023），因應輔導法增加輔導教師人力之外，若

能協助全校輔導專業素質的提升，讓學生踏出校園變成後，可以變成國家的好公

民。期待現在輔導校師人力的提升與學校輔導工作的努力，能為未來國家公民的

心理素質與幸福感長期帶來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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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學校心理師專業服務模式與趨勢 

評析我國學校輔導人力的問題與改進 
王素芸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近年來各級學校學生憂鬱盛行率、自殺率逐年攀升，學生對於學校輔導資源

的需求愈形迫切，但尋求資源時卻又常遇到困境。由一群關注教育議題與改革之

高中生與大學生所組成「臺灣一滴優教育協會」又稱 EdYouth，該學生團體在 2024

年初提出「校園心輔政策白皮書」六大訴求，其中之一就是儘速完成《學生輔導

法》修法，中學階段專任輔導教師編制調整為每 12 班一人，大學輔導人員調整

為 1：800（聯合報，2024）。學生的訴求反映出我國學校輔導工作人力問題確為

當務之急。然而，除了人力不足外，其實還面臨輔導人員間職責分工不清、工作

內涵未能普及廣泛層面等問題，值得同時檢討改進。 

相較於臺灣，在學校心理健康促進方面，美國設置有「學校心理師」或稱「學

校心理學家」（school psychologists），其學校心理專業相對成熟，且近年為因應需

求而改變服務模式，值得我國改進各級學校輔導人力問題時參考借鏡。 

二、美國「學校心理師」專業服務模式新近趨勢 

美國學校心理師原本長期以來採取「以學生為中心」的直接服務（direct 

service）模式（Susan & Terry, 2000；Hughes et al., 2020）。此外，其工作一直與美

國的特殊教育運動相關，使其工作範圍受限於特殊教育的安置、評估和診斷，難

以參與諮詢、干預、預防、教職員培訓、跨機構合作、計劃開發和評估以及研究

（Nastasi, 2004）。Conoley 與 Gutkin（1995）指出學校心理忽略了生理、心理、

社會模式的興起。 

基於此，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在 2002 年的學

校心理未來展望研討會（School Psychology Futures Conferences）表示，在學校工

作的心理專業人員其服務模式應走向「全校性的系統改變」（school-wide system 

change），由個案中心的「醫療模式」轉為「公共衛生」模式，主張學校心理學服

務應圍繞學生的生態系統，服務應是間接的（indirect）、以成人為中心（adult-

focused）。為了要有效地支持學生，通常有必要與在學生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

成年人合作，透過對家長及老師的間接服務來促進學生的福祉（Bettina-Müller et 

al., 2021；Gutkin & Curtis, 2008；Sheridan & D'Amato, 2003）。二十多年後，Conoley

等人（2020）重新審視當時的論點，依然認同此種在美國逐漸被廣泛採行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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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校心理師服務採取新的「公衛模式」，關注「社會」而不是「個人」，

重點是「預防」而不是「介入」。此模式的假設與 Urie Bronfenbrenner 提出的生態

系統觀點一致，認為個體和系統是相互影響的，一個人的疾病可能會威脅他人的

健康（Dowdy, Ritchey & Kamphaus, 2010）。基於公共衛生宜有的早期介入與預

防，學校透過定期、主動進行的全面篩檢，及早識別學生的學業或心理健康問題，

心理健康服務從後台轉向前台，從只有風險最高的學生接受服務，轉移到所有學

生都接受篩檢、心理健康教育及相關諮詢資源。這種例行性的檢查不僅有助去除

污名化，還可以收集全校範圍內有關心理健康和行為問題的數據，幫助確定心理健

康問題的發生率和盛行率，有利於學校心理師制訂未來的行動方針

（VanDerHeyden et al., 2007；Levitt et al., 2007；Rossen & Cowan, 2014）。而儘早

進行的介入，把握早療黃金期，也有機會改善大多數面臨情緒和行為問題風險的

兒童和青少年未被識別和治療的狀況（Kataoka et al., 2002；Mills et al., 2006）。 

觀察美國學校輔導體系此種服務模式的改變，輔導教師與學校心理師呈現較

明顯的分工。輔導教師針對學生提供服務，以個別諮商或帶小團體方式，提供一

般行為輔導諮詢，以及教育和職業發展建議，幫助學生理解所在處境及克服社會

挑戰，評估解決對學業有負面影響的行為問題，促進和發展學習技能，並與學生

合作實現生涯目標以及特殊個案的報告及轉介等，但較少與老師和家庭進行互

動。而學校心理師則是學生、教師和家庭間的聯絡橋樑，關注學業、心理健康問

題以及改善學生整體福祉的實施流程，並與學校學術主管密切合作。由此可知，

學校心理師的服務大部分是「間接性」的，主要互動者為教師、家長、學術主管

等，負責全校性學業及心理健康促進整體計畫，透過課程培訓教職員掌握社交情

緒行為、應對學生的適切技巧，以及幫助教職員更有知能進行學生心理行為評估、

特殊生診斷及個別化計畫擬訂、提高學習策略，以及因應與預防危機等。 

三、我國學校輔導人力問題評析與啟發 

參考美國學校心理師服務模式的新近趨勢，對於我國學校輔導人力問題有若

干啟發。 

第一，我國學校輔導人力主要是輔導教師以及專任輔導教師，若干在學校服

務、協助學校輔導工作推展的心理師，其專業乃是「諮商心理師」或「臨床心理

師」。此二類心理師不論是培訓過程、實習場域、服務對象，都和「學校心理師」

有所不同。許育光、刑志彬（2019）針對國內 33 所大專校院 40 個「諮商心理」、

「臨床心理」相關碩士級課程內涵進行分析，對照美國學校心理師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NASP）規範之實務能力，發現相關度並不高，

無法涵蓋學校心理所需的「實務評估轉介」、「系統介入層面」及「學校實務服務

基礎」等能力，恐有未必適任的問題。心理或教育領域有必要專門培育在學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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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學校心理師，而非僅是由臨床或諮商心理師兼任。 

第二，初級輔導訴求以校長為首帶領全體學校教職員推動全校性的初級預防

或發展性輔導，全體教職員對於學校輔導推展均負有責任（宋宥賢，2017）。但

是校長多半並非心理輔導專業背景，學校輔導工作傳統上又相對不重視初級預

防，亟需有學校心理師做為專責人員，協助校長更有系統的推動預防性的初級輔

導，以期引導學生能有適切的學習與行為表現，降低學生發生難以解決的問題的

機率，節省耗時又費力的介入性輔導之負擔。 

第三，除了關注學生之外，全校性心理健康方案同時要照顧教職員的身心健

康，以及教導教職員輔導管教知能。研究顯示，為全校學生提供正向行為支持

（School Wide Positive Behavior Support, SWPBS）的價值，可以支持學生社會情

緒發展（Hunter, 2003；Horner et al., 2002）；更有研究顯示，如學校裡的成人擁有

心理健康知能，能夠更有效地使學生在學業和生活中發揮潛能（Rossen & Cowan, 

2014），均可因此而降低成本較高的二級輔導等需求。然而，我國目前的學校輔

導工作，教職員層面的身心健康之照顧以及輔導管教知能之教導，相較於課程教

學素養的增進，並未獲得太多的重視，也亟待有學校心理師專責關注並發展之。 

四、結語 

我國輔導人力存在著若干問題，最常被提及的是人力比例不足、負擔過重。

但是學校心理健康的真正改善或提升，不會也不應該以僱用更多輔導人員而達

成。學校輔導工作事實上還面臨著學校心理師由臨床或諮商心理師兼任，未能適

切滿足學校需求，相對輕忽全校初級輔導之預防性功能，以及照顧教職員身心健

康、教導教職員輔導管教知能等努力。而美國的學校心理師制度及其新近服務模

式的轉變，則有希望解決前述的問題。 

建議我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能借鏡美國學校心理師制度以及其新近服務模

式，未來設置並培育專業的學校心理師，專責協助校長以公共衛生模式，規劃執

行全校性健康促進方案，包含更實質的預防性初級輔導、定期心理健康篩檢、對

教職員的間接服務等方式，並和全校教職員一起努力實踐，共同營造健康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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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輔導系統之困境與因應 
黎士鳴 

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張喆 

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研究生 

 

一、前言 

教育部自 113 年元月 1 日起，先以調增補助經費方式，支持大專校院專業輔

導人力從依照《學生輔導法》規定之 1 比 1,200 提高到 1 比 900。顯現出當前大

專院校對於學生心理健康之重視，也凸顯出大專院校輔導人力不足之現況。國內

大多數的大學生正處於 18-25 歲間之「成年初顯期」（emerging adulthood），此時

期的個體嘗試扮演成人的角色，但未能真正獨立，不論在感情或是工作、學習的

發展都在探索與不穩定的狀態（Arnett, 2000）。對於大學生而言，上大學之後，

人際互動、角色扮演與責任承擔都比青少年時期來得複雜；並且需要花很多時間

進行「探索認同」，需要多方探索世界並增加新的體驗，繼而對自己形成內在穩

定的自我認同（Arnett, 2016；Li, et al.,2020；陳杏容，2021）。近期，針對 95,860

名美國大學生進行調查發現，44%有憂鬱症狀、37%有焦慮症狀，另外，37%曾

經求助於學生輔導中心（Mitchell, 2023）；顯現出當前大學生的心理健康需要更

多關切，更凸顯大專院校校園輔導工作之重要性。 

根據教育部發展的本土之「WISER-2.0 模式」三級輔導運作模式，其中之「W」

代表初級發展性輔導工作核心概念，以全校性原則（Whole school principle）、智

慧性原則（Working smart principle），以及雙贏原則（Win-win principle）之 3 個

W 原則；「ISE」代表二級介入性輔導工作核心概念，分別為重視個別化介入（I：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系統合作（S：System collaboration）和持續性評估

（E：on-going Evaluation）等核心原則；「R」代表三級處遇性輔導工作核心概念，

係指須整合校園內外之多元資源（R：Resource integration），且強調「持續性評

估」工作原則，需要一套持續評估的系統（教育部，2019b）。 

新世代之校園輔導工作一方面要協助大學生面對成人初顯期的發展議題，另

一方面要協助同學適應未來的新世代（包含：科技帶來的網癮議題），同時還要

推展校內三級預防之工作。面對當前校園多元議題與多工需求之挑戰，跨單位合

作將是重要任務。調查研究發現增聘之輔導人力有利於促進輔導工作之系統合作

與建立跨專業輔導團隊（陳斐娟、陳易芬、何凱維，2022），本文將從學生輔導

工作之系統合作以及如何發揮校園特色來提升校園輔導工作之量能，以解決當前

大專輔導系統人力不足與多重功能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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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困境與組織系統合作 

Chien（2007）對臺灣大專校院的心理輔導中心評估發現，輔導中心工作人

員資格、人力分配及工作量是各校學生輔導中心面臨的主要困境。在近期全國性

的調查中，發現部分學校專任輔導（專輔）人員角色、任務已不單僅在諮商輔導

單位中，包含職涯、資源教室，甚至其他外部單位也運用專輔人力的專業角色，

部分學校諮商輔導單位專輔人力，因考量業務及輔導對象屬性，也同時支援校內

不同單位，有部分學校透過諮商輔導與職涯發展、就業輔導等單位合併方式運用

專輔人力（陳斐娟等人，2022）。 

教育部（2019a）資料顯示大專輔導工作所面對之挑戰與日俱增，其所需處

理的不僅只是諮商室中的晤談，個案管理與系統合作網絡之建置亦成為近年各校

工作重點之一，建立校園完善求助網絡，包括人際關係網絡，以及學校組織的系

統合作網絡是當務之急（陳斐娟等人，2022）。面對人力不足以及服務多元化的

現況與困境，如何推動系統合作將是大專輔導工作之因應策略。近期調查發現跨

系統合作包含「合作支持」、「專業協助」與「學校融入」之三大層面，發現心理

師在專業協助與學校融入兩層面在實際展現上有進步的空間（陳婉真、江守峻、

林傳陽、洪雅鳳，2021）。 

面對當前大專院校學生輔導工作之多樣性與人力量能不足之困境，跨系統合

作將是重要的策略，以心理健康促進模式為例，在國內的研究中發現親近自然、

規律運動與休閒活動是心理健康三元素（Li, et al.,2020），大專院校可透過學生諮

商中心、衛生保健組、體育中心、課外活動組等以主題式來進行跨單位之合作（圖

1）。透過單位間的專業合作、資源共享以及主題性活動等策略，來循序漸進地提

升校內師生心理健康，進一步建構幸福友善校園。 

 

圖 1 主題式跨單位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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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近自然」在地輔導之運用 

研究發現處於成人初顯期之大學生，若能夠發揮實驗性、專注自我等心理元

素，可以提升心理健康。在校園內，除了建立一般性的機制讓青年多方嘗試有益

身心的活動，探索與培養嗜好，針對貧困大學生可能更需要強化鼓勵，並協助降

低他們在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礙，這樣方能確保他們跟其他青年有一樣的機會

（陳杏容，2021）。以東華大學為例，透過學務處衛保組、學生諮商中心以及相

關系所（如：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等），透過跨單位的合作提供更多的機會，讓

每個同學皆有機會探索自我與體驗人生。親近自然之相關介入不只是可改善大學

生之身心健康（Obeng, Kangas, Stamm, & Tolvanen, 2023），亦可以改善當前科技

時代下的網路成癮問題（黎士鳴、黃譯鋒、林義傑，2023），另外，近期的諮商

模式也開始從諮商室走入自然情境，諮商師與個案一起走入自然更深化治療效果

（Cooley, Jones, Kurtz,& Robertson, 2020）。 

東華大學座落在花東縱谷平原上的壽豐鄉，地勢寬廣平坦，空氣清新，景色

秀麗宜人，以在地特色親近自然生活型態（Li, et al., 2020），以成群結隊（Group）、

反思自我（Reflection）、彼此增能（Empowerment）、情緒調節（Emotion）、融入

自然（Nature）等五大元素，彙整成發展 GREEN 模式來推展心理健康促進活動

（黎士鳴、黃譯鋒、陳進鴻、蘇庭萱和楊雅惠，2023），包含：鯉魚潭踩船趣、

健康生活健走日（陳進鴻、黎士鳴，2023）與親近自然山海行（黃譯鋒、黎士鳴，

2023）等，透過跨單位之合作，以在地化之親近自然策略來推動校園心理健康促

進。面對當前科技新世代之大學生，在考量輔導人力與心理健康促進量能上，透

過以 GREEN 模式為基礎之親近自然活動可作為校內輔導特色工作之一（圖 2）。 

 

圖 2 親近自然-GREEN 模式 

另外，參照 2019 年「WISER-2.0 模式」所強調的持續性評估，東華大學以

高教深耕計畫來發展幸福校園模式，並且開發幸福指數評估透過QR cord或WEB

來檢視個體當下之幸福指數並且提供相關的建議（圖 3）。除此之外，在每場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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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活動中皆採用幸福指標來進行自我檢視與成效分析（圖 4）。校園輔導工作

不只是傳統的一對一服務，亦可以採用科技輔助來強化心理健康普及化

（Mitchell, 2023）。 

 
圖 3 幸福指數介面 

 
圖 4 幸福指標分析 

四、結論與建議 

親近自然有利於改善個體之身心健康，特別是在後疫情時代，更是與個體身

心健康提升有密切之關係（Grau-Ruiz, Løvoll & Dyrdal, 2024），而在大學輔導系

統推展相關活動，更需要考量學生特性與人力支援，特別是戶外活動之風險控管

以及學生體驗後的學習成長，如何從單純的旅遊體驗昇華至心理健康促進，其中

GREEN 模式（圖 2）的應用將是關鍵元素。如何將 GREEN 模式中的五大元素-

成群結隊、反思自我、彼此增能、情緒調節以及融入自然整合到校內活動中，將

需要透過學諮中心的專業設計、生輔組的安全協助、學務處相關單位（包含:衛保

組、課活組）的推動、體育中心的支援以及校方的經費挹注等跨單位的合作（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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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當前大學生的多樣性以及環境快速變遷，針對大專院校園輔導工作比過

去更具挑戰性，除了傳統輔導輔導模式外，更重視系統性的整體校園服務

（Mitchell, 2023）。然學校輔導工作的分工與自主性相當高，若無法合作，容易

淪為各自為政的局面，無法帶動整體的運作（林萬億、黃韻如，2010）；反之，

若能產生跨專業合作模式，將更能提供大專院校整體性與廣泛性的服務綜效，在

推動中需要注意以下的重點： 

1. 服務多元化：針對學生的需求與校園輔導人力需求得多樣性，服務學生的形

式需要多元化，除了傳統的面對面的會談模式，親近自然可以作為另一種治

療模式（Cooley, et al.,2020；黎士鳴等人，2023）。 

2. 合作系統化：雖然校園輔導人力提升，但是距離符合學生之需求遠遠不足，

面對當前的限制可透過跨單位的系統性合作，整合相關資源來一起建構健康

友善之校園。 

3. 在地特色化：善加利用校園資源，針對校園特色發展主題性的輔導方案，如：

親近自然（黎士鳴、黃譯鋒、林義傑，2023）或來聊天（Mitchell, 2023），讓

同學更加融入校園生活，也增加同學對於學校之認同感，感受到自己活在幸

福校園中。 

高等教育機構之輔導工作，在人力不足的現況下。可透過校內團隊合作，提

供多元個別服務、主題性與校園特色之三級預防策略。從個體需求、專業合作到

校園環境等多層次，透過系統合作來突破當前輔導困境創造幸福健康友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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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處遇性輔導人員於學校輔導工作之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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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許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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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近來校園學生暴力事件引起全國關注，針對高關懷對象的輔導措施與管教作

為、校安問題，以至校園二級與三級專業輔導人力不足問題，均再次引發檢討。

學校輔導工作日益繁重，除輔導諮商與生涯輔導外，依《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

協助教務單位配合實施教育輔導，與學務單位配合實施生活輔導等，涵蓋集體式

輔導教育工作至個需性之個人輔導計畫，均朝向更全面的學生輔導範疇。然而隨

著專任輔導教師之增置，校內教師對於學生輔導投以更多專業期待，致使初級輔

導工作外放，加以專業輔導人員之投入，使得輔導分工容易混淆。本文擬針對三

級處遇性輔導中專業輔導人員於校園服務之現況，探究教育政策法源、分析與建

議。 

二、 輔導三級制之教育政策法源 

2011年《國民教育法》第 10條修正條文頒布之專任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

員增置條款，敦促學校輔導工作制度化，以分層管理與執行。《學生輔導法》也

闡明：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

導之三級輔導。其所定三級輔導內容涵蓋：「(1)發展性輔導：為促進學生心理健

康、社會適應及適性發展，針對全校學生，訂定學校輔導工作計畫，實施生活輔

導、學習輔導及生涯輔導相關措施；(2)介入性輔導：針對發展性輔導仍無法有效

滿足其需求，或適應欠佳、重複發生問題行為，或遭受重大創傷經驗等學生，依

其個別化需求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提供諮詢、個別諮商及小團體輔導等措施，

並提供評估轉介機制，進行個案管理及輔導；(3)處遇性輔導：針對介入性輔導仍

無法有效協助，或嚴重適應困難、行為偏差，或重大違規行為等學生，配合特殊

需求，結合心理治療、社會工作、家庭輔導、職能治療、法律服務、精神醫療等

各類專業服務。」可見三級輔導之各層級任務與輔導重點範疇。 

被稱為教育部三級輔導 2.0 版之 WISER 模式明示，初級發展性輔導（W）

係屬全校性、做得來與雙方得利及智慧原則：透過全校、班級與支援三層級共同

合作達成。二級介入性輔導（ISE）則屬個別化介入、系統合作與評估，主要協

助超出導師輔導能力範疇之學生，為輔導處室主責。三級處遇性輔導（R）為資

源整合，已屬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督責，協助超出校內輔導資源可及之學生（王麗

斐、趙容嬋，2018）。即針對個案狀況可透過如家庭教育中心、特殊教育資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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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警政、社政、衛政、法政、勞政系統及在地社區資源（如宗教慈善團體、非

營利組織機構）等運用以協助學生、家庭及學校。 

三、專業輔導人員之教育政策法源與服務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以下簡

稱專輔人員設置辦法），其所稱專業輔導人員，係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

管機關依《學生輔導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偏遠地區學校教

育發展條例》規定聘用之專任專業輔導人員或社會工作人員，其應具臨床心理師、

諮商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並由各該主管機關視

實際需要統籌調派，同時應受知能培訓、配置規劃、督導機制及績效考核。 

依上述專輔人員設置辦法其主要服務對象為學校具正式學籍之學生及二歲

以上就讀幼兒園之幼兒。服務內容涵蓋：主要服務對象之「學習權益維護及學習

適應促進、其家庭及社會環境之評估與協助、心理評估、輔導諮商及資源轉介服

務等」；同時涵蓋對次要服務對象：「教育人員、教保服務人員、父母、監護人或

其他實際照顧學生與幼兒之人、學校及幼兒園等提供專業輔導諮詢及協助，以及

其他由學校主管機關指派與學生及幼兒輔導或兒少保護相關之工作。」另《教育

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直轄市與縣（市）政府置專業輔導

人員實施要點》闡明，專業輔導人員應提供學生心理評估、輔導諮商及資源轉介

服務，尤以對偏差行為及嚴重適應困難學生之危機處理、專業諮詢與預防為重。 

此外，偏遠地區專業輔導人員須因應偏遠地區學生輔導需求，結合學校輔導

人力及社區資源，提供學生及家庭必要之服務，同時協助學校辦理《偏遠地區學

校教育發展條例》第十三條相關事務，亦即得「結合該地區其他自治行政、教育、

文化、衛生、環保、社政、農政、原住民、災害防救之單位或機關（構）、非營

利組織等，相互支援與集中運用，其責任與義務須協助發揮學校之教育、文化及

社會功能」，可見其服務範圍之廣，實屬不易。 

四、專業輔導人員之資源限制與實務困境 

(一) 專業輔導人員人力配置 

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11 條第 1 款「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視實際需要置專

任專業輔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若干人，其班級數達五十五班以上者，應至少置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一人。」及第 11 條第 2 款「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主管機關應置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其所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數合計二十校以下者，置一人，二

十一校至四十校者，置二人，四十一校以上者以此類推。」筆者所了解之國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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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規模 86班及鄰近國小 B校 67班、國小 C校 123班、高中 D校 96班，均為班

級數達五十五班以上學校，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員額應為 4人，實際專業輔導人員

-學校心理師僅為 1人駐區。另輔以專業輔導人員-學校社工師之人力現況，同上

之國小 A 校規模 86 班及鄰近國小 B 校 67 班、高中 D 校 96 班為一校群，實際

學校社工師亦僅為 1人駐區。雖滿足「…其所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數合計二十校

以下者，置一人…」之共聘條件，但仍不及滿足第 11 條第 1 款之員額條件。都

會區學校問題樣態複雜多元，同樣易有家庭教育功能不彰、價值觀偏頗、嚴重偏

差行為與嚴重學習及人際或情緒問題，該校群僅有 2人的三級輔導人力（學校心

理師與學校社工師各 1）如何有效負擔與服務 249班中樣態最困難與最複雜之個

案量？ 

各縣市人力配置不足可能因素涵蓋：原即不足額聘任之區域實務負擔過重，

導致更少專業輔導人員願意投入，而導致區域負擔過重的因素也可能與三級輔導

派案、分案不均相關。再者，心理師與社工師之專業領域不同、預定解決之主訴

問題也具差異，若將專業輔導人員之員額併計，恐不利輔導工作之有效推動，亦

無法減輕其工作負擔。另外，專業輔導人員為約聘制度，一年一聘之薪資結構與

保障不若二級專任輔導教師或其他公職人員，致使願意委身校園心理師與社工師

之意願更加薄弱。 

(二) 三級輔導制度與分責 

現今學生問題樣態多元及家長意識高漲，校內教師容易倚賴輔導專業，尤其

仍對個案轉介流程不甚清楚，誤以爲所有學生問題均須透過開案予以個別輔導，

弱化初級輔導責任；除了教師，家長也可能嚴重化學生問題，認為孩子均應享有

二級或三級輔導人力之專業協助，而向學校提出要求。另外，專業輔導人員配置

由各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以下簡稱輔諮中心）統籌，可為駐區、駐校或巡迴

模式，然各縣市輔諮中心分案模式不一，有以駐點負責該區校群之所有案量、有

以總案量數盡力平均分配之統派模式，若以駐點負責該區之所有案量而言，則專

業輔導人員容易負擔不均。另外在分區各自負責之情況下，容易衍生二級未充分

評估、紀錄，即因案情似乎複雜便轉三級輔導；亦或二級專任輔導教師以其正職、

資深之姿，凌駕三級專業輔導人員之判斷與合作方式。 

(三)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之定位 

輔諮中心之組織架構、任務職掌及人員配置、運作機制，各縣市被賦予得因

時因地制宜，通常涵蓋有專任輔導教師督導、學校心理師督導、學校社工師督導，

或其他如適性輔導組、人力督導組、個案管理組等職務，除人力投入、經費差異

外，各縣市輔諮中心之服務範疇與合作模式，與該中心之主任、督導對其定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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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哪些議題才屬於專業輔導人員應介入即為定位項目之一，如「支援學校教師

及學生家長專業諮詢服務」，雖似符合社工師之服務範疇，惟易與家庭教育中心

之諮詢輔導、親職教育諮詢服務等範疇重疊，是否應屬於家庭教育中心彰顯之功

能？另家庭親職功能不彰，亦有賴社政機構如社福社工、家防中心社工或心衛社

工等積極掌握與介入，若輔諮中心對於學校心理師與社工師之任務定位不明，實

易混淆其專業責任。 

五、建議與結語 

(一) 專業輔導人力之聘用與任務 

專業輔導人力投入不足，有其背後許多因素相互牽扯，據筆者訪談了解，採

一年一聘之約聘制度、無法享有公職人員薪資結構、持續升等與退休保障之福利，

均是其打退堂鼓之主要因素，希冀政府為推展學校專業輔導人力到位，應切實考

量改聘為公職人員之可行性。而各縣市輔諮中心定位與任務分派亦影響專業輔導

人員選擇縣市就職之因，縣市不足額聘任人員反映於學校專業輔導需求之生師

比，便是影響親師生享有之輔導權益，亦影響專業輔導人員的工作負荷度，實需

各縣市輔諮中心共同關切與因應。另針對專業輔導人力之投注，不若其他教育資

源投入之數據統計一般明晰可循，茲如教育經費（各級學校經常門與資本門預算

支出數）之投入、校地校舍設施、圖書館資源、各級學校基本概況（含教師學歷）

等，均能從政府機構之統計結果提要分析報表中詳見（統計處，2023）。學生輔

導專業人力既已逐步增置入各校，尤以社會樣態改變，輔導需求日增之現況，期

盼也能從如各級學校基本概況中，知曉各縣市政府對於輔導專業之重視與人力聘

用、配置之進程資訊。 

(二) 強化初級輔導知能與輔導三級制 

初級輔導為全校性之基層輔導，預防做得好，治療即減少，全面照顧好學生

基礎輔導需求，推展至二級、三級輔導之個案需求量便能減低。校長、教師及專

業輔導人員均負學生輔導之責任，尤以《中華民國教師專業標準指引》與《中華

民國教師專業素養指引-終身學習的教師圖像》均敘明教師「專業力」中涵蓋學生

輔導，顯見初級輔導為教師之責任與專業。於此，建議學校針對各校環境、家長

社經背景與學生需求先行評估、了解，定期辦理普及性與符應學校需求之基礎增

能、預防辨識、介入輔導等三階段之教師輔導知能研習：如班級經營技巧、正向

管教、兒少權益、性平教育、生命教育、網路成癮、網路安全防治、自殺自傷防

治等主題，進而到案例研討、需求辨識、網絡合作等工作坊，除提升教師敏覺性、

提供教師專業支持外，並強調輔導三級制之流程與分層任務，亦強化跨處室支援，

如輔特、學輔、親師支持系統，以有效相互合作；同時輔導處室對於二級轉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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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之個案需求，應經過介入性輔導之努力、審慎評估與紀錄，有效轉銜諮商與工

作樣態，以求二、三級之良好合作，為親師生共同努力。 

(三) 檢視橫向資源整合之需 

依據《教育基本法》國家應予保障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

人格發展權，並使學生不受任何體罰及霸凌行為，造成身心之侵害。為維護學生

的各項權益與身心發展，輔導三級制具重要之責。因應日益提升的嚴重偏差行為

案件、心理諮商與親職教養等專業服務需求，專業輔導人員角色更顯重要，然而

部分專業輔導人員入校服務意願低落，人員更迭頻繁，均需要我們共同關切與檢

視整體制度，建議如家庭教育中心或少輔會，比照如衛生福利部與各縣市政府衛

生局，能增置公職之心理師或社工師以為諮詢服務與輔導，彰顯各政府單位之角

色差異與服務內涵，讓學校專業輔導人員專責於主要服務對象及其相關人員上，

也讓各單位能各司其職，讓三級處遇性輔導善盡資源整合、橫向聯繫、合作之責

任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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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實施融合教育下教師之輔導現況與困境 
邱美容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 

劉筱惠 

桃園市瑞埔國小校長 

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教育部（2017）頒布《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提到，教保服務人員面對

特殊需求幼兒，需視幼兒喜好和需要，提供個別教學或引介相關支持性服務並訂

定個別化的教育計劃，以協助幼兒成長。宣崇慧、曹純瓊（2021）揭示，幼托整

合向下延伸至 2 歲，特殊教育服務對象也涵蓋 2 至 6 歲幼兒。依據《特殊教育

法》第 20 條揭示教保服務人員應主動發掘特殊需求幼兒並經由法定代理人同意

後，協助申請並提供特殊教育相關支持性服務。 

筆者現處幼教現場觀察發現，許多幼兒在幼兒園適應不良及學習狀況不佳，

由教保服務人員主動發覺為疑似生，然申請相關支持性服務必須經過家長同意，

每當與家長溝通孩子的狀況企欲為孩子申請相關支持性的服務需求時，不但造成

教保服務人員造成的壓力，並容易引起親師的誤會，導致融合教育執行的困難。 

二、融合教育下的教學現況 

筆者畢業後進入幼教現場多年，大多以帶小、中、大班為主，2019 年開始也

有帶兩歲專班的經驗。綜合 2 至 6 歲帶班之相關經驗，提出幼兒園實施融合教育

之現場觀察如下：  

(一) 班級經營層面 

每每開學初，入園時間一到，教保服務人員就要繃緊神經，不但要迎接幼兒

焦慮的情緒，還要安撫家長擔憂的心情。課室裡，教保服務人員經常要處理幼兒

生理的需求及情緒的失控，還要注意特殊幼兒的突發狀況及可能的攻擊行為。待

幼兒逐漸適應學校環境後又出現其他行為與問題，諸如挑食、不喝水、相互搶玩

具等，又或是遇到不順心、不想做的事情都用哭或是生氣方式來表達，因此教保

服務人員常需要消耗許多時間在安慰及輔導幼兒的問題與行為；在如此情境下，

教保服務人員經常處於手忙腳亂、焦頭爛額，無法有太多心思進行教學。以幼兒

園實施融合教育的現況來看，在班級內，一位教保服務人員專門照護特生，一位

帶領全部幼兒學習已是普遍幼教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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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規劃層面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在課程規劃上除了是課程的引導者，也是學習資源的提

供者。而融合教育強調尊重個體差異，依幼兒的需要提供適當的支持和資源，以

幫助特殊需求幼兒充分和一般幼生參與幼兒園學習活動（高宜芝，2023）。因此，

教保服務人員在課程設計及環境規劃(學習區)必須以混齡教學、融合教育為主要

考量，尤其課程的進程既要顧及幼兒的能力適時調整課程內容，且要關照特殊幼

兒的個別需求並提供適切的資源輔助，當幼兒年齡差距甚大且特殊幼兒無法融入

例行時間情況下，往往造成教保服務人員在課程規劃上的壓力與困擾。 

(三) 資源支持層面 

根據特殊教育法第一章第三條：「特殊學生種類有十三項智能障礙、視覺障

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腦性麻痺、身體病弱、情緒行為障礙、學

習障礙、自閉症、多重障礙、發展遲緩、其他障礙，須經由專業評估鑑定之需要。」

多項特生類別對於未有特教專業背景的教保服務人員來說，提供專業知能來認識

並瞭解特殊幼兒的學習問題與教學方法是當務之急，而提供必要的輔助器材與教

材更是不可或缺的。當然，人力資源普遍不足幾乎是所有現場教保服務人員共同

的心聲。 

(四) 親師溝通層面 

大多數家長對於幼兒發展特徵不是很瞭解，往往入園後經由教保服務人員一

段時間的照護及觀察發現幼兒需要相關特殊支持服務，然而通報的階段必須得到

家長的同意，但幾乎家長都認為幼兒年齡小，再多些時間觀察、或是擔心被貼上

特生的標籤而拒絕通報。每每與家長溝通幼兒狀況需要相關特殊資源輔助對現場

教保服務人員來說，不但心理壓力大且怕引起家長不悅或傷到家長的心理，甚至

造成親師誤會。 

三、融合教育下的輔導困境 

宣崇慧、曹純瓊在《特殊幼兒教育導論》（2021）中提及，融合教育在實際

上充滿困難與挑戰許多來自執行層面上的問題，包括對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的受限

以及對特殊幼兒個別化特質的不瞭解。由此可知，融合教育更是與幼兒周遭環境

中的原生家庭、幼兒園以及社會資源環境等，都會影響融合教育的品質，在此針

對實施融合教育在各項環境中會面臨的困境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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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班級經營困難 

雷明枝（2017）提及，融合教育對教保服務人員在班級經營上無法投入太多

心思在教學上，教學進程也必須要做大幅的調整。由此可知，融合教育會增加班

級經營的難度，特殊需求幼兒的行為和學習風格與一般幼兒不同，需要額外的管

理和支持，也影響幼生學習品質。 

(二) 專業知能不足 

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對特殊需求幼兒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受限，因此難以訂

定個別教育計畫 (IEP)，以提供特殊教育和支持服務，包括特殊教育課程、輔助

技術、輔導服務、語言治療、聽力治療等。 

(三) 支持系統待整 

高宜芝、王欣宜（2005）提及融合教育相關人力、物力資源的不足及限制與

缺乏彈性，導致在現實情境中難以得到相關性支持。融合教育需要提供額外的支

持和資源，例如特殊教育老師、特教助理員、輔具、課程設計和教學方法等，而

這些資源都會受到限制，導致無法充分支持特殊需求幼兒的教育。 

(四) 家長參與有限 

家長在融合教育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大多數的家長發現幼兒與同儕發展或

學習上的落差，會合理解釋為孩子長大就會好的觀念或是教保服務人員班級經營

的問題（宣崇慧、曹純瓊，2021）。家長面對特殊需求幼兒的理解和支持，會受

到社會感觀的影響，擔心子女會因身心障礙的稱謂而影響教育權益。 

四、融合教育輔導困境之改善 

融合教育是現今學前特殊教育的安置與趨勢，將特殊需求幼兒與一般幼兒在

相同環境接受相同學習（高宜芝、王欣宜，2005）。此種教育方式強調尊重個體

差異並促進幼兒社會互動，學習相互了解和尊重。於此，為了有效實施融合教育，

針對融合教育所面臨的問題提出以下建議。 

(一) 安置固定學前特教教師 

在幼兒園所安置學前特教教師，除了可幫助教保服務人員認識、瞭解特殊需

求幼兒學習問題與教學方法，也可提供輔助器材或協助申請相關資源，必要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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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供家長專業建議與諮詢。 

(二) 增加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知能培訓 

提高教保服務人員對特殊需求幼兒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培訓教保服務人員，

評估特殊需求幼兒的學習進度和融合效果，並根據評估結果訂定個別教學計劃

(IEP)和調整相關支持服務。 

(三) 放寬申請特教助理員門檻 

融合教育人力不足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特殊需求幼兒需要大量的支持和

關注。因此，降低申請特教助理員門檻不只是滿足特殊需求學生的需要，同時減

輕教保服務人員班級經營的負擔。 

(四) 開設相關課程促進家長參與支持 

提供家長相關特殊需求幼兒教育和支持的課程，以增進家長的自信和理解。

促進家長對融合教育的參與，同時積極建立幼兒園與家庭合作關係，以支持特殊

需求幼兒的學習和發展。 

五、結語 

目前臺灣因幼托整合和融合教育趨勢，具有特殊需求幼兒在普通班級就讀的

幼生人數持續增加當中（曾淑賢，2021）。然而，融合教育在教學現況中，相關

配套措施與專業支持系統有許多的不足與缺乏，導致教學現場教育人員仍有許多

實際執行上的問題需要克服（陳書婷，2018）；尤其在實際教學現場中，第一線

人員面臨許多的困難和挑戰，包括教保服務人員教學困擾形成工作壓力、家長的

觀念不足以及缺乏相關性支持性服務等問題都亟需解決。因此，更多的支持和資

源來幫助幼兒園和教保服務人員實施融合教育，以確保每個幼兒都能夠得到適當

的支持和關注，是政府在行政措施與政策擬定上必須更貼近實務考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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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新課綱實施後高中輔導人力現況與問題評析 
廖純英 

臺北市立南港高中校長 

陳清誥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退休校長 

 

一、前言 

108新課綱施行，其課程目標聚焦在培養學生面對未來生活素養與能力，促

使高中育才與大學選才具連動性且環環相扣。學習歷程檔案完整記錄學生三年學

習軌跡，在大學考招制度下成為重要的備審資料，為了協助學生能順利在三年完

成學習歷程檔案，各校除了課程諮詢教師協助學生外，輔導教師在生涯輔導、生

涯規劃及指導學習歷程檔案扮演越來越重要角色，相對加劇輔導教師工作負擔。 

現代社會多元，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身心適應問題、情感問題、同儕關係

問題糾結，自傷、自殺比例逐年攀升，凡此種種皆須輔導教師即時介入協助與處

遇，故而大幅加重高中輔導人員負擔與壓力。2023 年 12 月 25 日新北市校園發

生攻擊事件（割頸案）震驚全國，引發各界對於校園安全及輔導人力議題的討論，

教育部遂於 113年 1月 4日召開校園安全諮詢會議，決議應提早完成輔導教師人

力資源增補作業以提升輔導資源量能（教育部，2024）。值此 108 新課綱實施將

近五年之際，教育部重視輔導人力不足問題，更顯學生輔導工作的重要性。故此，

本文即針對高中輔導人力於 108新課綱實施後的現況與問題進行評析，期望能在

校園生態文化與社會緊密關聯的時刻，提出建言以供各界參考。 

二、高中輔導工作現況與困境分析 

現代社會快速變遷，學生身心發展，受到數位化、社會化、同儕關係與家庭

社經因素影響。由生態系統角度觀之，輔導教師須在個別學校生態文化情境脈絡

中，針對生涯發展、心理社會情緒以及學習困難等需求，提供學生「一二級」服

務，以及針對「三級」特殊處境學生的學習困難引進校內外資源，整合各方力量

提供介入與處遇機制。然而這樣的理想狀態，卻因為學校現場實際輔導工作的種

種樣態所造成的困境而難以達成。以下就目前高中輔導教師工作現況與困境進行

分析︰ 

(一) 學生問題日益增多，嚴重心理疾病及自傷自殺個案增加，輔導人力不足 

高中階段是心理問題好發的時期，學生問題樣態繁多，包含偏差行為、學習

困擾、生涯探索、適應困難、親子互動、師生相處、情感困擾、網路沉迷、自傷

自殺行為、人際困擾、精神疾病等。此外，臺灣近年面臨年輕族群自殺死亡率上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3），頁 72-77 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 主題評論 

 

第 73 頁 

升問題（張奕涵等人，2020），依據衛生福利部 2021 年度統計資料，2016 年至

2021年間，我國具學生身份而有自殺企圖被通報人次逐年上升，以 2020年為例，

高中學齡層（15至 17歲）佔 81.3%（衛生福利部，2021），在嚴重心理疾病及自

傷自殺個案增加的情形下，輔導與處遇自傷自殺個案成為輔導教師無法承受之

重，當輔導人力不足時，將直接影響輔導工作的品質。 

(二) 高中輔導教師編制量能無法滿足學生輔導工作需求 

依據教育部修正之《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教育部，2023）第 11條規定，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員額編制之計算方式如下：高級中等學校班級

數十二班以下者，置一人，十三班至二十四班者，置二人，二十五班以上者以此

類推。」就現行高中輔導教師編制而言，以每班 35 人計每位教師需負擔 420 位

學生的一級輔導工作，加上個案學生越來越多，各種問題層出不窮，需要提供固

定二級輔導工作（例如定期晤談、高關懷）的學生個案數越來越多，個案問題類

別相對複雜，因此輔導教師的負擔越來越大，輔導教師根本不足以應付龐大的工

作量。此外，輔導教師尚須有人必須承擔輔導組長及主任等行政工作，這些行政

工作職務幾乎是零鐘點，因此，他們所遺留下來的輔導班級，將分配給其他專任

輔導教師承接，以筆者學校的輔導教師而言，每位專任輔導教師實際應負擔的一

級輔導的實際責任班級數超過 14 班 490 人，相對的其所面對的個案數亦同步增

加，負擔實在沉重。 

(三) 高中輔導教師身份多元，角色轉換過程易造成輔導教師工作壓力 

高中輔導教師角色多元，包括個案評估者、個案管理者、面對家長教師間的

溝通協調者（麥麗蓉&蔡秀玲，2004），108課綱實施後業務角色增加，包含生涯

輔導工作者、學習歷程檔案管理者等業務。故此，輔導教師多元的角色，除了工

作量能太大造成壓力，在角色轉換過程亦造成輔導教師心理負擔。 

當校園個案問題越來越複雜時，校園中輔導工作的範圍與內容勢必更為擴大

與多元。例如，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或

處遇性輔導的三級輔導。而在《學生輔導法》（教育部，2023）第 12條「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之輔導教師，並應負責執行介入性輔導措施。」可知學校輔導人員具

有規劃、執行或協助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以及協助處遇性輔導的責任。此外，

第 21 條亦訂出「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生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應發揮親職

之教育功能，相對承擔輔導責任，配合學校參與學生輔導相關活動，提供學校必

要之協助。」可見高中輔導工作，必須促進學校與家庭間的合作關係，共同承擔

學生輔導工作的規劃與執行。由此觀之，學校輔導教師除了需承擔三級輔導工作

外，在發展性輔導與介入性輔導過程中，尚須面對家長，必須致力與家長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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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合作取得其信任與配合，甚至有可能因輔導觀點不同而遭受質疑輔導能力。 

(四) 108課綱實施後，學生生涯輔導需求增加，輔導教師必須負擔原有生涯規劃

課程及生涯輔導的雙重工作量 

學生的生涯探索活動及課程都由輔導老師執行，除了要進行的興趣測驗，性

向測驗，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測與解釋之外，還有必修 1學分的生涯規劃課程。

108課綱強調學生的自我探索與自主學習，以筆者學校而言，新增 2學分的加深

加廣選修-未來想像與生涯進路課程，以及自主學習課程，這些新增加的課程及

學生生涯探索需求，讓原本已滿載個案輔導工作的輔導老師疲於備課及與學生談

話或是晤談。就生涯規劃課程與生涯輔導而言，包含高一的學習生活適應與班群

選擇；高二的學習方式、內容態度調整，以及深化學習投入生涯規畫歷程；高三

的面對及因應升學考試壓力與志願選填、升學路徑選擇等議題，皆需要輔導教師

協助學生進行生涯探索，降低並協助學生查找大學學系資訊，了解校系特色與差

異，對未來前途的想像以及聚焦於定向選擇與決定，讓學生更能專注在思考、評

估自身條件，輔導教師必須即時提供學生評估、給予回饋、建議提醒等，甚至客

製化專屬一對一的服務與協助。由於高中輔導教師與學生的關係更為緊密，導致

學生面對未來生涯選擇時，仰賴輔導教師的陪伴與釐清自己的興趣性向、以及作

出選擇判斷，因此，輔導教師在生涯輔導更居重要地位。 

誠如上述，新課綱強調適性教育，但制定過程未能有效釐清學生真實需求及

面臨困難，導致出現學生的學習疲勞狀況，影響學生身心健康甚鉅，需要投入更

多輔導人力資源以協助學生身心發展。凡此種種皆增加輔導教師工作量與壓力。

新課綱的實施使得生涯探索更加重要，但相關的改變及調整，絕大部份的責任卻

落在輔導教師身上，除壓縮輔導老師最重要的學生輔導本職工作外，亦無法深化

學生的生涯探索。新課綱實施後，過去高一升上高二的選組輔導，轉型成選班群

輔導，輔導教師必需更深入了解各班群的差異以及對應的大學學群校系，這些與

過去選擇大學校系時，不分學校，只需了解自然組及社會組的差異有很大不同，

因此新課綱實施增加了選班群輔導的困難度。雖然教育部為了學習歷程檔案及校

系選擇過程，增置課程諮詢教師以協助學生完成相關資料上傳工作，然而課程諮

詢教師的工作內容並未涵蓋校系選擇與指導生涯發展。輔導老師除原本高三學生

審查資料指導外，增加了學習歷程檔案上傳工作的指導與提醒，無異加劇輔導教

師壓力。 

(五) 高中輔導教師輪替兼任行政工作流動率高，無法提供個案穩定支持與協助 

在高中輔導室的組織編制內，輔導教師需兼任行政工作，除了輔導主任職缺

可以增聘代理教師補足員額之外，其他組長位置是無法有員額另聘代理或是代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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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取代原有輔導教師所應負擔的工作。因此教育現場普遍會出現行政工作由校

內正式輔導教師輪替擔任的現象。學校專輔教師除了須協助開設高中的生涯規劃

課程外，在 108課綱體制下，輔導教師基於需要認識所有高一新生及生涯學群介

紹，有些輔導教師還得協助開設其他多元選修或是加深加廣課程，導致輔導教師

既要忙於行政工作，還要找出空餘時間備課，恐難專心於個案管理與協助。此外，

輔導行政輪替的結果，導致直接在服務個案的時間只能被壓縮或排在最後，導致

個案被迫的轉換專輔教師，無法提供個案穩定的信任關係。勢必要將個案轉移給

其他教師接手，對於個案穩定輔導的延續性，亦難以達成。 

(六) 學創人力進場重構教訓輔關係，其輔導專業量能無法有效與輔導教師合作 

從生態網絡系統角度觀之，過去高中端的輔導工作需與學務處的教官及教務

處的教師合作，形成一個有機的教訓輔三合一系統。在教官逐步退出高中校園後，

學務創新人員進駐取代教官工作並轉型成為學校校安人力資源，教訓輔關係也面

臨新的重構機會與新的挑戰。過去當學生發生外顯偏差行為問題時，除導師第一

線面對外，還有輔導教官可以提供協助與管教，並與輔導教師合作扮演白臉黑臉

角色，以矯正學生偏差行為，如今教官逐漸退出校園，學務創新人員進場取代，

其所負擔的工作，大多在於校園安全巡查、各種業務（例如校安通報、防災教育、

交通安全等）的陳報與資料彙整，若要像過去輔導教官一樣協助輔導學生、關懷

學生，包含掌握學生身心與家庭狀況、與家長溝通技巧，則學創人力專業訓練是

否足夠有待評估，此皆使專輔教師負擔更多發展性輔導工作，無法專心致力於「諮

商輔導」以及主責「介入性或處遇性輔導」，影響輔導工作品質。 

三、因應新課綱的輔導人力問題的策略與建議 

(一) 增加輔導教師編制比例以提升輔導品質 

筆者針對臺北市公立高中 20 位校長所做調查，以開放式問卷詢問現行輔導

教師編制是否足夠，僅二位 49班規模純高中校長及一位實驗中學校長認為足夠，

其他皆認為不足夠。再追問認為不足夠者，建議應該是幾班配置一位輔導教師較

適合，其中認為應該三個班配一位專輔教師者有 1人，六個班者有 2人，八個班

者有 3 人，十個班者有 5 人，認為應該視個案量隨時調整者 3 人，無意見者 3

人。可見，大多數校長認為應該要調整編制比例，方能負擔大量的個案數與輔導

工作。 

(二) 因應課綱考招需求，學校應開出生涯規劃教師員額，以承擔生涯輔導工作 

以筆者調查臺北市公立高中為例，僅有兩所 49 班規模學校以及一所實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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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開出生涯規劃教師員額，其他學校皆未開出生涯規劃課教師員額。究其原因，

乃因為 49 班學校的授課時數方足以滿足一位專任教師的鐘點數，較小規模學校

即使開出生涯規劃教師，仍將會因為時數不夠而加開更多的多元選修或其他彈性

時數的課程，增加備課工作量，因此，目前在無法滿足教師基本鐘點時數的狀況

下無法開出員額。以筆者所調查的臺北市 20 位高中校長意見，認為應該開出生

涯規劃課程教師員額者達 10 位，經交叉比對發現，認為不需要開出員額者，皆

認為須調整輔導教師的編制，其中以 10 班一位教師者佔最多數，可見即使認為

不用開出生涯規劃課教師員額，也必須是在調整輔導教師編制比例的原則下方為

可行。生涯規劃已經是高中重要的升學與生涯輔導的關鍵課程，實應給予完整的

師資授課，並承擔生涯規劃與大學校系選填指導的工作，因此建議可以彈性給予

開設生涯規劃課程教師降低基本鐘點數，而其差額以進行個案學生生涯輔導時數

取代，即可滿足基本鐘點的要求，並同步兼顧生涯規劃課程與生涯輔導的專業性。 

(三) 學校應建立完善的輔導網絡，以建構健全的輔導機制 

因應課綱發展趨勢以及師生關係的改變，輔導教師介入性輔導，其實是對於

學生輔導與關懷，班級經營與管理，佔有非常關鍵的角色功能。好的輔導教師既

能協助導師班級經營、課堂管理，對於學生校園生活的關懷，穩定學生情感與情

緒具關鍵地位，更可以與其他處室合作規劃全校性的發展性輔導方案，例如生命

體驗、人際互動、溝通表達、性別（性）平等意識、自傷自殺防治、學習方法、

生涯與升學準備等，乃至升大學模擬面試、選填志願等，可見一位優秀的專輔教

師的工作負荷量是非常高的。為有效介入與處遇特殊個案學生的需求，應建構更

有效的輔導網絡，將校內外資源整合，暢通各種合作管道，讓個案的管理更為有

效，提供的服務與關懷更為快速，因此，建立系統性的輔導資源網絡實為重要。 

(四) 應提供輔導教師足夠的支持系統，以發揮心理輔導功能 

在學生問題多元的時代，輔導教師面對個案不能單打獨鬥，應該以團隊合作

的方式，提供輔導教師支持系統，共同解決學生問題。因此，輔導教師倘能參與

學校政策的規劃與執行，則可促進輔導教師建立良好的人際網絡，與導師、家長、

行政建立合作網絡，共同面對學生問題，在學校文化脈絡下幫助學生生涯規劃，

整合和應用各方資源以提昇學生的心理健康和生活品質，更需要仰賴與各種角色

連結，包含導師、教官、家長等發揮其應有的功能，以便加強學生心理健康。 

(五) 應加強家庭教育功能，降低學生偏差行為所消耗社會成本，以減低輔導教師

負擔 

新北市校園割頸案事件造成社會大眾對於校園安全的疑慮，因此讓輔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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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再度被重視，然而，學生的偏差行為因素多元，絕非學校輔導教師所能獨

力承擔和解決。社會關注的高關懷對象，應該透過整合跨局處資源，在高關懷個

案學生回歸學校前能有中途的過渡模式，讓學校輔導工作獲得完整的支持與協

助，社會大眾更應重視家庭教育功能，對於親職教育質量的提升更應從基礎做起，

才能正本清源，與學校輔導工作緊密結合，形成良好的輔導關懷支持系統，協助

所有學生有健全的身心發展。 

四、結語 

本文針對 108新課綱實施後，學校輔導工作的轉變與輔導人力資源量能的變

化進行分析與論述，認為新課綱所重視的生涯規劃，因應考招連動後生涯輔導，

加上學習歷程檔案的業務、行政輪替的師資不足現象，升學選填志願服務等，皆

導致輔導人力不足情形更為嚴重，輔導教師無法專注於諮商晤談的輔導與關懷。 

對於輔導人力不足現象，建議應調整輔導教師編制以回應學生需求，其次建

議開設生涯規劃課的教師員額，以專門服務學生有關大學選填志願以及生涯規劃

的相關生涯輔導工作。此外，應建構整全完善的輔導網絡，建立完整有效的三級

輔導支持系統。最後我們認為提供輔導教師完善的支持系統，同時加強家庭教育

功能，方能使輔導教師無後顧之憂，全心全意地發揮輔導功能，滿足學生身心健

康與發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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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校園專任輔導教師制度面面觀 
羅珮瑜 

新北市立大觀國民中學校長 

教育部及新北市學生輔導諮詢會第 3、4 屆委員 

 

一、 前言 

2010 年 12 月，桃園某國中發生校園霸凌事件，促成 2011 年修正《國民教

育法》第 10 條，增置學校專任輔導教師及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各界討論多年的

《學生輔導法》在社會大眾的關注下，亦於 2014 年頒布施行。時至 111 學年度

已有專任輔導教師人數為國小 1,432 人、國中 1,316 人。法令的規範及各縣市教

育主管機關積極進用專任輔導教師，可說明學校現場對輔導專業人力的需求及重

視。而歷經十餘年的推動，國中校園輔導人力配置與運用是否確能符合實際需

求？筆者曾任國中輔導教師，擔任校長後，亦長期協助縣市專任輔導教師甄試、

督導等工作，本文從學生輔導法談專任輔導教師制度，分析國中專輔導師現況、

問題，並試提出個人建議。 

二、 人數補足就是解方？談國中專任輔導教師現況與問題 

(一) 專任輔導教師甄選資格及專業知能 

國中原有「輔導活動科教師」編制，負責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科課程，擔

任兼任輔導教師，協助個案輔導。自 101 學年度開始，學校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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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配置專任輔導

教師。惟檢視現今專任輔導教師學歷，部分並非心理諮商輔導相關科系畢業，僅

修習第二專長學分（大約 30 至 40 學分）取得輔導教師證書，即可參加各縣市專

任輔導教師甄選。相較於心理諮商輔導相關科系多年且大量諮商輔導理論、實務

實習、專業督導之專業訓練，以第二專長取得輔導教師證書者，其專業訓練及諮

商經驗相對薄弱。雖法令規定，專任輔導教師甄選須包含輔導工作實作考評方式，

但 10 至 20 分鐘的諮商情境模擬甄試亦難確保可選出具備諮商輔導專業及熱忱

之專輔教師。 

(二) 專任輔導教師專業增能及督導機制 

我們期待專輔教師是「專業」人士，必須具備專業知能、享有專業自主權、

接受判斷專業行動之責任、追求專業成長、符應專業倫理規範、運用專業知能從

事專業服務。就如醫師依醫師法規範，應接受繼續教育，並每六年提出完成繼續

教育證明文件，辦理執業執照更新。依《學生輔導法》第 14 條，初任輔導教師

需完成至少四十小時之職前基礎培訓課程：其後每年應接受在職進修課程至少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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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時。另依《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職前基礎培訓課程，得包括輔

導相關法規、網絡合作、兒童及少年保護、性別平等教育等共同課程，及依各該

身分修習所需之個別專業課程；在職訓練課程得包括專業倫理與法規、學生輔導

實務與理論及學生輔導重大議題等範疇。但各縣市對於專輔教師專業進修及培訓

課程之規範不一，以新北市為例，系統規劃專輔教師前三年需進行專業督導、行

政督導及同儕督導，寒暑假需參加學生輔導諮商專業議題研習或工作坊。但亦有

縣市並未依專輔教師需求規劃進修研習，僅併同輔導活動科辦理研習。專輔教師

每年研習時數是否符合學生輔導法規範，亦無稽核審查機制。故專輔教師是否符

合「專業人士」之規準，有待檢討。 

(三) 專任輔導教師績效考核及退場機制 

依《學生輔導法》第 17 條：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對於因業務而知悉或

持有他人之秘密，負保密義務，不得洩漏。為符保密原則及諮商輔導需求，專輔

教師於個別諮商室與案主進行諮商，無法透過觀課等方式，實地檢視其輔導策略

是否合宜有效，僅能從個案紀錄了解輔導過程中個案主訴之事實資訊、輔導者對

案主的心理評估、介入之處遇方法、輔導計劃等，判斷是否確能掌握案主需求、

提出有效策略並促進案主成長。曾有學校輔導行政人員表示，專輔教師因案主不

配合晤談，竟讓諮商過程變成案主手遊上網時間；另有專輔教師因個案晤談次數

未達縣市規定，將一次紀錄拆成兩次呈現。是以，為提升輔導教師品質及輔導工

作成效，實應建立專輔教師績效考核及不適任退場機制。112 年 12 月，新北市發

生國三生在校園遭同學割頸喪生事件，各界再度討論學校輔導工作的重要性，教

育部表示將持續增加專業輔導人員。筆者認為，除關心專輔教師「量」的增加，

更應該重視「質」的提升以及其他專業輔導人員的系統合作。 

(四) 專業輔導教師落實運用及生涯轉換 

曾有學校輔導主任反應，學校接連聘用專輔，沒多久即轉任一般教師。專輔

錄取率比一般教師高，卻變成獲聘一般教師的跳板。然後，學校繼續缺專輔教師、

繼續新聘專輔教師。近幾年因少子女化及教師年金制度影響，各縣市國中教師缺

額減少，唯因政策及學校需求，仍能開出較多專任輔導教師缺額，吸引部分待業、

代理教師，進修輔導第二專長取得輔導活動科教師證，參與專輔教師甄選。然專

輔教師甄選需求及應考科目（筆試、口試、輔導工作實作）與其他科目教師甄選

項目（筆試、口試、試教）不同。雖專輔教師需具備輔導活動科教師證或其他科

目教師證，但能否於學校有相關教師缺額時，要求轉任其他科目教師，造成專輔

教師出缺，影響學生輔導工作之執行？實有待商榷。專輔教師有生涯轉換之需求，

是否應重新參加該專長領域教師甄選？若以先佔專輔教師缺額，再於學校其他科

目出缺時轉任學校編制內他科教師，是否符合專輔教師甄選之原意？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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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業輔導教師工作地區差異及分配 

依《學生輔導法》第 10 條，國中每十五班置專任輔導教師一人。試想：3 班、

不到百名學生的學校，和 15 班、三百多名學生的學校，都是由一名專輔負責所

有學生輔導工作，是否合理？另偏鄉及都會學校的學生家庭組成、師生互動、學

習與行為樣態等各異，專輔教師需處理的個案類型及數量也大不同。以班級數編

配專輔教師人數應有調整之必要。另外，學生校外偏差行為及家庭照顧失能日益

嚴重，除學校輔導教師外，需要校內外系統合作。依學生輔導法第 11 條，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得視實際需要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及義務輔導人員若干人，然觀諸

各縣市社工師及心理師數量不足，難以因應學校個案服務需求。 

三、面對問題回歸初衷－因應策略與建議 

國中校園輔導人力配置與運用面臨種種現實挑戰，從專任輔導教師的甄試到

專業增能，到績效考核與工作地區的分配，每一環節都需要更深入的省思與調整。

筆者試提出下列建議： 

1. 有關國民中學專任輔導教師之資格，建議應進行修法。針對非輔導、諮商、

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但具輔導活動教師證書之教師，加強諮商輔導理論及

實務課程時數，並有學校輔導工作實務經驗證明。同時應落實管考職前基

礎培訓課程及在職訓練課程法令規定，提升專輔教師專業知能及專業角色

功能。 

2. 教育主管機關應建立全國專任輔導教師績效考核及退場機制標準，確保各

縣市專輔教師專業職能，亦應避免不適任專輔教師透過介聘他校或外縣市，

致使學生輔導工作未能確有成效。 

3. 專輔教師因學生輔導工作而置，學校編制內一般學科(含輔導活動科)教師主

要以教學為主。是以，兩者的甄選項目亦有輔導工作實作與試教的差別。因

此，專輔教師轉任編制內一般學科教師似有疑義。但若為提供專輔教師生

涯轉換或專業晉升，建議可建立「專輔教師督導」職務，讓資深且有績效之

專輔教師擔任同儕督導角色，協助新進或專業待提升之專輔教師。 

4. 以生態系統概念，盤點學生問題樣態，依區域需求和學生行為問題樣態，由

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統籌調整專輔教師配置，並增加專業輔導人員（社

工師、心理師）人數，以符學生輔導需求。 

綜上所述，只有在各方面都得到有效改進的情況下，國中校園輔導體系才能

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為學生提供更全面、專業的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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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彼此神隊友－ 

專任輔導教師與學校輔導室之系統合作模式初探 
林妙穗 

臺中市南屯區大新國民小學專任教師 

馬任賢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校長 

 

一、前言 

專任輔導教師對於學校而言，這角色的存在既新穎又陌生，師生對專任輔導

教師一職所能發揮的功能充滿期待。專任輔導教師的主要工作任務是負責於校內

執行介入性輔導措施，此外尚須與校內外其他資源合作，校內包括各處室行政人

員、導師等，校外則可能有縣市學生諮商輔導中心督導、社工師、心理師、醫師

或社福、警政單位等。本文特別關注專任輔導教師與學校輔導室的系統合作，以

下茲就專任輔導教師與輔導行政教師的屬性差異，及系統合作的重要性進行討

論。 

二、專任輔導教師與輔導行政教師屬性差異 

(一) 養成教育與聘用資格不同 

關於專任輔導教師以及輔導行政教師的專業養成與聘用資格，有著不同路

徑：專任輔導教師的聘用資格係依《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規定，以國民小學專

任輔導教師為例，自 106 學年度起，應具有國民小學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而

取得證書至少需要相關學系所（輔導、諮商或心理）必備科目與選備科目共計至

少 26 學分。而校內輔導主任、輔導組長係由校長依照《國民教育法》第 21 條的

規定，遴聘具有輔導熱忱及專業知能教師擔任之，然於學校行政實務上，初任的

輔導主任、輔導組長雖然同樣也需完成 40 小時職前基礎培訓課程，但並不一定

具有輔導相關背景或學歷。而在這樣的養成歷程差異之中，更凸顯學校輔導室內

不同職務教師間充分對話溝通、訂定清楚工作程序、區分業務流程與分工的重要

性。 

(二) 職前培訓研習可分流進行 

宋宥賢、李佩珊、張聖杰（2018）分析初任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職前培訓方

案的參與經驗與需求評估後，提出雙軌式訓練理念，也就是專任輔導教師與輔導

行政教師於某些課程中分別就各自主責的業務項目及需求，分流參加職前培訓研

習。例如針對輔導行政教師，可強化整體輔導計畫的規劃、實施、人事協調能力，

而輔導教師可著重個案輔導知能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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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行政系統合作的重要性 

鄭雅靜、林秀勤、鄭雅丰（2018）點出專任輔導教師工作上的不容易－專任

輔導教師的職務專業性強且繁重；謝政廷（2016）亦有深入的觀察－受輔個案議

題錯綜複雜、相關人事物盤根錯節，專任輔導教師對資源的連結與整合，是常見

的難題；蔡佩慈（2021）調查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現況，發現不同縣市的國小專

任輔導教師皆反映工作負荷過重、系統合作不易、角色期待過多與定位不清、專

業支持度不足等而導致工作壓力。 

而談及專業助人者的系統合作相關議題，許多學者（趙文滔、陳德茂，2017；

趙文滔、謝政廷、謝曜任、梁淑娟、林淑卿、吳柄緯、呂伯杰，2021）討論了專

任輔導教師與心理師或社工師、與導師和家長等的溝通、協商、合作、協力以及

衝突、困境乃至如何克服，但對專任輔導教師而言，最近在眼前的隊友、互動最

密切、業務往來最頻繁當屬同校的輔導行政教師，包括輔導主任、輔導組長、資

料組長、特教組長等教師，關於校內輔導行政系統合作的相關研究較少（曾明君，

2019），但專任輔導教師與輔導行政教師的合作成效、分工默契卻能直接影響學

校輔導工作，需更加審慎為之。 

四、建議與結語 

蕭怡君（2022）建議建立輔導教師支持資源網絡，落實專業分工與系統合作，

以調適工作壓力，降低職業倦怠。而在學校輔導工作的執行中，以專任輔導教師

與輔導行政教師的合作最為密切，但由於雙方的工作內容分配與彼此之間學理背

景的不同（曾明君，2019），本文針對專任輔導教師與校內輔導行政教師的系統

合作，提出以下建議： 

(一) 積極建立關係 

專輔教師可積極與同事建立友善關係，並以《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內容

為參考，主動說明工作範疇，讓學校成員瞭解專任輔導教師的職掌與限制，減少

彼此間的認知落差，或者被同事誤解為推託事情，方能對專任輔導教師建立合理

的期待（鄭雅靜、林秀勤、鄭雅丰，2018）。 

(二) 先盤點後規劃 

由學校輔導室輔導行政教師協同專任輔導教師，一起找尋相關資料、回憶過

往經驗、訪問資深教師等，瞭解學校過去針對師生心理健康、性別平等教育、情

緒教育、反霸凌、網路成癮防制、校園危機事件的安心輔導等一級或二級輔導工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3），頁 82-85 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 主題評論 

 

第 84 頁 

作的執行經驗，共同進行活動或資源的盤點。接著以一到二個完整學年度為單位，

規劃未來可點狀或帶狀推動的大團體宣導、班級輔導、小團體輔導，亦可製作輔

導活動書面宣傳品，搭配輔導室網站的更新或設立 Facebook 粉絲專頁，讓學校

家長、教師與學生更易親近輔導團隊。 

(三) 妥為明確分工 

專任輔導教師與輔導行政教師共同討論，將輔導工作進行明確分工，並整合

不同系統的資源，這是讓個案獲益很重要的途徑。更細緻的，可以搭配詳細的轉

介、通報、系統合作流程圖呈現（鄭雅靜、林秀勤、鄭雅丰，2018），避免專任

輔導教師與導師的職責、各處室工作之間有模糊或三不管地帶。 

(四) 進行個案管理 

可安排固定時間或不定期辦理個案會議，專任輔導教師與輔導行政教師分別

就學校輔導工作以及個案輔導等業務，進行狀況報告、進度彙整以及工作檢討，

雙方都能更為理解彼此工作內容與辛苦所在，也更有能力適時支援、相互補位。 

(五) 協助各方瞭解 

將學生轉介至輔導室的教師，常期待專任輔導教師可以快速解決個案問題，

唯個案問題常需要專任輔導教師與系統互動合作，耗費時日與能量，無法立竿見

影，需要付出長時間的陪伴與關懷（鄭雅靜、林秀勤、鄭雅丰，2018），外界若

有質疑專任輔導教師工作績效的批評聲音，不僅需要專任輔導教師適時說明，也

需要輔導行政教師挺身支持。又或者與個案相關的教師，動輒將情緒行為失控的

個案直接交給輔導室，誤以為自己不需為個案在校的狀況負起指導或安撫的責

任。上述情況可由輔導行政教師與校內教師溝通，使其理解自身亦為學校三級輔

導工作的重要一環，與輔導室充分合作。 

(六) 跨校交流互動 

可與鄰近學區、社區屬性相近或班級數、學生數規模差不多的學校，進行跨

校的互動。在遵守專業倫理、保密協定的前提下，幾所學校的專任輔導教師與輔

導行政教師一同進行學校輔導工作計畫擬定、輔導活動安排與執行、特殊事件處

理等經驗分享，甚至共聘專家學者進行輔導專業增能研習，突破校際邊界，共組

學習型組織。 

本文初步探討了專任輔導教師與輔導行政教師的背景差異，並提出合作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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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策略建議。輔導室成員若能展現更佳的專業素質與團隊精神，成為彼此的神

隊友，將使學校輔導工作順利推動，照顧好全校師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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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國小輔導人力困境 
蒲瑰璇 

臺東縣豐榮國民小學專任輔導教師 

臺東大學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一、前言 

去（112）年新北市發生震驚全臺的校園割喉案，讓社會大眾感到驚訝和難

過；另一方面，在一所偏鄉小學，曾發生過霸凌案件的小六生，拿椅子怒砸老師，

導致老師腦震盪。在現今社會新聞事件中，可以看見國中小學生狀況與問題日趨

複雜，校園霸凌、性騷擾性侵害、自殺自傷或中輟拒學等事件層出不窮，而在這

些事件之後，後續的輔導措施介入才是重點，校園中的輔導人力背負著沉重的任

務，再者，學生的心理健康也愈來愈受到學校的重視，校園的輔導人力更是被各

界賦予期待，冀望能妥善照顧學生的身心靈。 

二、偏鄉國小輔導人力現況 

依《學生輔導法》第 10 條規定，國小 24 班以下置一名專任輔導教師（以下

簡稱專輔教師）；國中 15 班以下置一名專輔教師（全國法規資料庫，201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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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國民小學專任及兼任輔導教師逐年配置基準表，清楚訂定了每年按照班級數，

來配置多少專輔教師或兼輔教師，在民國 112 年也修法通過以合聘專輔的方式來

滿足未達配置標準的學校之輔導人力需求。 

依照此配置的基準表來看，今年國小班級數達 13 班以上（離島縣市 10 班以

上）的可以配置一名專輔教師、一名兼輔教師，12 班以下的是兩名兼輔教師，6

班以下則是一名兼輔教師。依照教育部 111 學年度的國民中小學校概況統計資

料，全臺共有 2,626 所小學，班級數不到 13 班的學校就有 1,447 所（教育部，

2022），以臺東縣為例，目前有 89 所小學，而未達 13 班則無法配置到專輔教師

的學校就有 73 所，這些學校的二級輔導工作由兼輔教師承擔。 

三、 偏鄉國小輔導人力實務困境 

偏鄉地區的學生背景異質性高，多有隔代教養、原住民或新住民子女、單親

或重組家庭，或是中低收入戶的弱勢家庭，有時家長忙於工作，或是教養觀念不

同，未必重視孩子教育。家庭教養功能較不彰，學童的學習或管教責任多仰賴學

校、老師協助，也因此部分學童因為家長有時疏於關心子女而衍伸出行為問題。

再者，現今社會風氣與價值觀與過去大有不同，以及現行的法律規範對學生的權

益與保護非常重視，同時也限制了老師管教學生的權力。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3），頁 86-89 

 

第 87 頁 

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 主題評論 

 
(一) 包山包海的專輔教師 

在偏鄉，因為學校規模的關係，並不是每所配有專輔教師的學校都設有輔導

處（室），因此有的專輔教師的座位被設置在學務處，讓專輔教師的角色與定位

更模糊，有時候還得面臨在第一時間處理偏差行為學生的窘境。然而，近年來，

可以發現不少新聞案件，讓校園中的老師在管教學生的態度上，有更多的擔心，

甚至容易有消極的心態，此外，教育部國教署在 2020 年發布的 7 歲以上未滿 12

歲偏差行為學生預防與輔導實施方案，使得學校對於偏差行為學生的處理更加謹

慎小心外，更是加重了專輔教師的責任。 

(二) 合聘專輔的兩難 

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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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項提到合聘專輔教師以兩校為原則，一週三日於主聘學校服務，

二日於從聘學校服務，難以兼顧兩校的所發生的臨時狀況，有時候常會面臨到人

在從聘學校，但主聘學校的個案出了狀況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給予協助的困境。

另外，合聘專輔的時間被壓縮，在個案晤談、班級輔導、導師談話或是會議的安

排上都很難找到適合的時間，難以充分落實二級輔導的工作。 

(三) 兼輔教師聘任困難 

目前兼輔教師的輔導工作有個案輔導與紀錄撰寫、小團體輔導與紀錄撰寫、

專業諮詢、參與輔導相關會議與研習、危機事件的班級、團體或個案輔導等等（王

麗斐主編，2020）。在偏鄉小學的教師，因為人力不足的關係，教師經常身兼多

職。實務上，兼輔教師多由導師兼任，而導師班級級務繁重，很難有多餘的心力

去關懷個案、找個案談話並填寫輔導紀錄，還要帶領小團體輔導或是班級宣導更

是讓兼輔教師難以負荷，因此在偏鄉國小教師願意擔任兼輔的意願都不高。 

(四) 兼輔教師角色衝突與輔導知能缺乏 

上一段提到，兼輔教師經常由導師兼任，導師在班級經營需要以比較強制性

或比較權威態度來管理班級，而兼輔教師則需要以較溫暖、關懷的態度陪伴個案，

在個案晤談時也容易有難以轉換角色的衝突情況；另外，導師專業在於教學，雖

然過去有修習過輔導學分，但輔導的實務經驗不多，不熟悉諮商輔導的談話技巧，

比較沒有辦法好好的同理、陪伴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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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 

(一) 善用個案會議或個案研討會共同研擬輔導策略 

要協助個案穩定、適應，並非靠專輔教師單打獨鬥就能夠做到，需要跟個案

系統共作，透過個案研討會或個案會議，召集個案系統的重要他人、校內外資源

或專業人士，例如各縣市教育局（處）的輔諮中心心理師，並且邀請家長參與，

共同研擬、集思廣益對個案的輔導策略與措施，也能透過會議讓系統清楚了解彼

此合作的方向，也能明白專輔教師的角色與定位，共同承擔責任。 

(二) 定期舉辦輔導增能工作坊或團體督導 

在偏鄉小校，二級輔導只能靠兼輔教師獨撐，許多時候兼輔教師可能也會感

到孤立無援，不曉得該如何接住個案，因此建議善用各縣市教育局（處）輔諮中

心的資源，透過各鄉鎮的駐點心理師，集結鄰近學校的兼輔教師們，舉辦定期團

體督導或工作坊，提供專業諮詢、輔導知能培訓；抑或心理師定期且主動到各校

服務，給予輔導實務上的專業建議，如此可提高兼輔教師的專業知能，也可以在

學校轉介三級個案前及早給予協助，降低轉介為三級個案的可能性。 

(三) 彈性調整兼輔教師的工作量與減課節數 

繁重的二級輔導工作，讓原本就要顧及班級事務的兼輔教師難以全面性的執

行輔導的職責。若能讓兼輔教師以接個案輔導為主，並彈性的調整減課節數，或

許就能讓兼輔教師有足夠的心力陪伴個案並確實完成輔導紀錄，以及還能有充裕

的時間與各鄉鎮的駐點心理師或其他專兼輔夥伴進行專業討論，提升兼輔教師的

動力。 

(四) 加強學校與家長的聯繫，強化家長教養功能 

偏鄉國小可以連結校外資源，例如各縣市教育局（處）的家庭教育中心、兒

福聯盟或家扶基金會的資源，積極鼓勵家長的參與和合作，邀請家長參與輔導會

議。學校透過經常舉辦親職教育講座、工作坊等活動，協助家長強化親子教養功

能，讓家長了解親職教育的重要性，協助家長有能力陪伴孩子的成長。 

(五) 落實認輔制度 

《學生輔導法》第 7 條提到校長、教師與專業輔導人員，均負學生輔導之責

任。在達成一校一專輔之前，只有兼輔教師的偏鄉小學更應該落實認輔制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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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介入關懷有需要的學生，降低二級輔導的個案量，讓專兼輔教師專注於更需要

被幫助的個案。目前認輔教師為無給職，除了教育局（處）給予敘獎鼓勵外，校

內可訂定適當可行的措施，以鼓勵教師擔任認輔教師，例如擔任認輔教師可減少

輪值導護的次數。 

五、結語 

筆者相信會成為教師，一定是願意關懷學生、重視學生需求，但若是單靠少

數教師承擔起輔導責任，必不能將輔導工作落實得更全面，也容易削弱教師的熱

忱。而偏鄉國小的輔導人力與資源都相對匱乏，但學生的輔導需求不能夠被忽視，

需要多方的努力與合作，連結校內外資源以及家長的積極參與，期待政府機關能

夠給予偏鄉小學的輔導人力足夠的支持，共同維護學生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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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以臺北市完全中學為例 
李承恩 

臺北市幼華高中教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在職專班 

 

一、前言 

為因應中小學端輔導人力的不足，101年後陸續於中小學開設「專任輔導教

師」進入學校協助輔導工作，至今已有近十多年了，綜觀教育現場，似乎在各校

的輔導人力資源仍有力不從心的現象產生。加上近期發生的校園喋血事件，又讓

「輔導」議題浮上檯面。到底這十多年設置「專任輔導教師」是否真正有減緩校

內輔導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本文根據筆者曾擔任完全中學（以下簡稱「完中」）

輔導教師之經驗，說明臺北市完全中學輔導人力現況與問題。 

二、學校輔導人力之問題 

(一) 輔導教師自我角色定義不明確 

在專任輔導教師制度實施之前，大多數的輔導活動科教師身兼輔導活動課程

教學及學生個別輔導諮商工作；專任輔導教師聘任制度上路後，各縣市陸續廢除

「兼任輔導教師」的身份，分別以「輔導活動教師」及「專任輔導教師」進行輔

導活動課程的教授與學生個別輔導諮商工作。唯臺北市仍保有「兼任輔導教師」

的制度存在，對於輔導課程與輔導諮商工作須自行取得平衡；且部分完中會利用

國中部現有的專任輔導教師編制而不另行聘任高中專任輔導教師，因此國中專任

輔導教師會被要求協助管理高中個案或者協助特教生的處遇，再加上需要協助推

動輔導室的行政業務、教育宣導講座等，進而造成國中專任輔導教師對於自我角

色認同上經常有不明確的感受出現且深感權責界線不清。 

(二) 雙語政策影響課程品質 

近年來，雙語政策的雷厲風行之下，各縣市往往對於所謂的非考科科目要求

進行雙語的課程教授與公開觀課，輔導活動課往往也被列入其中，輔導活動課程

是一門很有溫度的課程，能夠陪伴學生面臨現階段所遇到的困境，提供適當面對

與解決問題的方法。然而當融入雙語教學時，往往剝奪了課程中可以帶給學生情

意方面的認知，當一些專有名詞或者是課堂指令使用英語時，讓學生或多或少都

有產生一種疏離感，無疑在輔導課程上打了很大的折扣。同時，在雙語的備課上，

不像其他主科有多位老師可以進行討論與觀摩，加上雙語政策合作的大學不同，

實施的方針也不盡相同，造成校與校之間的橫向連結無法緊密，且輔導教師往往

需額外花費時間進行實體或線上的雙語課程的研習，又加上學生輔導法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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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項規定：「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每年應接受在職進

修課程至少十八小時。」因此，雙語教育無疑也是對於現任輔導教師的一大壓力

來源。 

(三) 學校人員輔導知能不足 

學生輔導法第 14條第 4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每年應接受輔導知

能在職進修課程至少三小時。」往往校內辦理的輔導知能研習，大多現場的教師，

能真正聽演講的實在不多，往往簽到後不是直接離席，或中途離席不再回來，僅

少部分教師能聽到最後。全校教師真正有具備輔導知能的人數又有多少呢?又教

育現場上，學生若有個別行為問題時，導師往往忽略其自身應該是輔導層級的最

先防線，但常常會直接請生教組及該班輔導老師協助處理，無形中也打亂了輔導

層級的概念。 

(四) 輔導個案數日益增加 

隨著科技時代的發達，學生們的行為問題漸漸浮現出來，個案數量逐年提升。

近幾年，最常處理的學生行為事件是因為網路成癮進而衍生出網路霸凌、交友等

問題，學生沉溺於網路世界中，不願來學校讀書，或因霸凌等問題，不敢進班、

進校，輔導老師必須針對學生不來學校的狀況，需開個案會議一起商討如何協助

個案，以及學習方面及成績評量等，但往往開個案會議，必須都與行政主管、導

師、該班任課老師協調好出席時間，才能順利將會議進行，會後還需針對會議決

議的方式著手個案學生的處置，以及繕寫會議紀錄以留備查。但，往往個案會議

不會只開一場，加上每位輔導老師身上所分配到的個案是不少的，常常也導致教

育現場的輔導老師有力不從心之感。 

(五) 內部與外部資源的整合不易 

當輔導室開完個案會議時，校長或輔導主任會先以內部商討的決議結果請輔

導教師進行後續的處理，嚴重的個案須再引進外部資源，如：心理師、社工、醫

師等專業單位來協助共同處理，但外部資源的引進，往往需要事先安排與規劃且

過程繁瑣，有時無法立即提供協助，且外部資源的支援，也需經過家長的同意方

能運用，而輔導老師須扮演中間的聯繫角色。 

三、結語 

綜上所述，專輔制度的產生，雖在教育現場上注入一股活水，但對於各縣市

以及每所學校的文化與編制而言，現在的輔導人員仍顯著的感受到課程的變革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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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校內行政的支援壓力、個案處置與轉銜的壓力以及責任的分工權責界線不明

等。中央單位及各地方政府，需著實全盤檢視輔導人力問題外，更要傾聽第一線

學校輔導人力的心聲與需求，對於輔導工作上能給予更明確的幫助，同時也要好

好照顧第一線的輔導人員，並非真正遇到問題後才究責，這樣無疑是抹煞了基層

輔導人員對於校園輔導工作的專心投入與熱情。 

參考文獻 

◼ 林子翔（2018）。國中專任輔導教師實施生涯輔導工作困境與因應策略。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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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進修部輔導人力之問題與建議 
黃佩莉 

東華大學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多元文化教育所博士生 

現職國立學校進修部輔導教師 

 

一、前言 

《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員額編制標準》於 2008年 3月 10日修正發布，其中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自 2008 年 8 月 1 日生效施行。自此，高中職進修學校

輔導教師由每十六班以上得置輔導教師一人修改為每十五班以下置一人；十六班

至三十一班置二人；三十二班至四十七班置三人；四十八班以上置四人。因而，

從 2009 年起，全國國立學校高中職進修學校接連開缺聘任專任輔導教師，協助

進修學校推動學生輔導事務。 

自 2014 年 8 月 1 日教育部施行《高級中等教育法》後，高中職進修學校陸

續轉型為進修部，並於 2018年 7月 16日為因應 2014年 11月 12 日制定公布之

《學生輔導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專任輔導教師員額編制中，並無明

定進修部至少應置輔導教師一人之規定，教育部遂於「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

員額編制標準第七條、第十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中，以進修部轉型為學校一部

別且未有獨立員額編制，故將進修部專任輔導教師員額編制計算之班級數日夜合

併計算。 

教育部此舉對於本身為一名在高職進修部服務 8 年之第一線進修部輔導教

師的筆者而言，感到非常無力。因日間部與進修部輔導工作所推動三級學生輔導

機制因日間部及進修部的學生屬性不同，在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工作及轉介

處遇性輔導工作時皆有其不同之分工現況，因此筆者將以進修部輔導教師立場進

行分享。 

二、進修部輔導工作現況 

筆者所在進修部於民國 99 學年度聘任第一位專任輔導教師起迄今，歷經三

位專任輔導教師，輔導工作並未因學生上課時數較短而有所減量，反而因學生年

齡、組成背景等要素皆與日間部迥然不同，故在輔導工作的推動上，有其特殊主

體性。 

進修部學生組成多元，除經濟（多數為經濟弱勢、普通、小康、極少數富裕）、

多元性別（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族群（閩南人、客家人、原住

民-阿美族、太魯閣族、布農族、新住民）、階級、文化、地域（本地人、金門、

高雄、桃園等縣市）、疾病（憂鬱症、躁鬱症、焦慮症、癌症、身體病弱、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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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要素之特性差異，增加進修部輔導工作推動之困難度。 

筆者所服務學校進修部輔導工作業務主要可分為： 

(一) 發展性輔導 

1. 講座宣導 

教育部《學生輔導法》第 6條第 2項第 1款中明定，為促進學生心理健康、

社會適應及適性發展，針對全校學生，訂定學校輔導工作計畫，實施生活輔導、

學習輔導及生涯輔導相關措施。以筆者所服務學校進修部，依據進修部學生特性

及其需求，每學年皆會辦理生命教育、特殊教育暨融合教育、家庭教育、性別平

等教育、職涯探索等各類講座，提升進修部學生尊重生命及理解多元差異、增進

學生親子間良性之溝通互動、提升學生之家庭教育知能、提升學生性別平等教育

意識、為進修部學生營造安全、安心且多元的校園學習環境。 

2. 學習輔導 

在學習輔導上，依據個別學生需求，進行學生學習策略量表施測，協助學生

找出自己學習上之困境及提供其改進學習策略之諮詢服務。 

3. 生涯輔導 

在生涯輔導上，除邀請優秀校友返校與進修部學弟妹分享其就學及就業經

歷，以期達到鼓勵學弟妹積極向上，提高進修部學生學習動機。同時進行教育部

青年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宣導及調查有意願參與之高三學生，協助其進行線上系統

帳號開通、申請資料撰寫諮詢、職缺公告後之系統操作介紹、求職面試技巧諮詢

服務。亦透過職涯探索講座，針對高三學生畢業後求職需求，向校外勞動部就業

服務站申請合作計畫，邀請符合學生就業需求之各行業達人至校園分享其職場工

作圖像，舉例來說，當高三學生表示畢業後想考海巡署，筆者就會邀請在地海巡

署小隊長至校內分享其從事海巡服務之工作內容、薪資待遇等實務經驗，提供進

修部學生生涯多元選擇。 

4. 升學輔導 

針對進修部高三學生進行升學輔導，除協助有意願參加技職繁星之高三學生

諮詢服務，依學生需求，協助原住民專班、大專校院進修部等獨招、學測大學個

人申請、統測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備審資料製作諮詢、模擬面試練習。 

筆者亦邀請鄰近大專院校進修部至校進行校系宣導，協助有意願參加日間部

考試之學生參與輔導室辦理之大專院校原住民專班講座、校園博覽會參觀。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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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畢業後想至新竹科學園區半工半讀之高三學生，邀請竹科上市公司與國立大學

產學合作班之宣導人員至進修部介紹，安排線上面試時間，使學生能在校內進行

面試。 

5. 課程教學 

進修部在 108 課綱調整前，筆者需擔任服務學校進修部生命教育、生涯規

劃、人際關係課程任教。曾連續三學年上學期每周授課 11 節次，同時仍須負責

輔導行政、發展性及介入性輔導及進修部特殊教育業務。108課綱課程調整後，

筆者目前授課生涯規劃課程，並依照授課班級學生屬性，進行興趣測驗量表及大

學學系探索量表等量表施測和解析。並依照各班學生需求進行主題式班級輔導或

提供小團體輔導等服務，並擔任綜合領域學科召集人。 

(二) 介入性輔導 

教育部《學生輔導法》第 6條第 2項第 2款中明定，針對發展性輔導仍無法

有效滿足其需求，或適應欠佳、重複發生問題行為，或遭受重大創傷經驗等學生，

依其個別化需求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提供諮詢、個別諮商及小團體輔導等措施，

並提供評估轉介機制，進行個案管理及輔導。筆者目前服務之進修部學生年齡層

橫跨 15歲至 70歲，除國中端轉銜系統轉銜至高級中等學校之需長期列冊追蹤輔

導之高風險學生外。非應屆畢業學生在就讀本校前可能曾就讀多所學校日間部及

進修部、少數學生在進入本校前曾有拒學行為發生，亦有少數學生為特殊教育學

生，除領有鑑輔會鑑定證明學生外，亦有學生領有社政體系之身心障礙證明文件，

少數在它校適應不良學生，可能原本就有憂鬱症或躁鬱症等情緒行為，皆為筆者

提供介入性輔導之對象。 

在服務進修部學生這八年間，筆者看見進修部學生無論年齡長幼，多數皆須

半工半讀負擔家計，即便他們有很強的生命韌性，但在面臨生命議題時，因其生

命歷程的豐富及多元，在與憂鬱及情緒行為疾患共處的過程中，其情緒耗能和所

需輔導教師陪伴之心理需求並非量化資料可描述及呈現和表達的。 

(三) 處遇性輔導 

教育部《學生輔導法》第 6條第 2項第 3款中明定：針對介入性輔導仍無法

有效協助，或嚴重適應困難、行為偏差，或重大違規行為等學生，配合其特殊需

求，結合心理治療、社會工作、家庭輔導、職能治療、法律服務、精神醫療等各

類專業服務。 

在服務進修部學生這八年間，有些學生因長期支持系統匱乏及不足，需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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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性輔導階段，除召開個案會議協助學生在校穩定就學，與進修部導師與家長

保持密切聯繫，並至學生家家訪及陪同學生就醫，結合醫療和社政資源，期能讓

不同年齡層之進修部處遇性輔導學生能定在校求學，順利畢業取得技術型高中學

歷，迎向其人生旅途之下一站。 

(四) 輔導行政 

1. 特殊教育 

由於進修部僅筆者一名輔導教師，故進修部特殊教育學生之特教業務亦由筆

者負責，依照特殊教育法規定定期召開新舊特殊生 IEP及轉銜會議、整合領有鑑

輔會鑑定證明之特殊教育學生的 IEP 及協助進修部特殊教育學生跨階段鑑定資

料蒐集及彙整、疑似生通報及鑑定資料整理，根據個別特殊生需求協助申請巡迴

輔導教師專業服務，並協助高三特殊教育學生報考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

試及生涯輔導、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等進修部特殊教育業務。同時亦需視學生狀

況及需求召開進修部個案會議，連結校內外教育資源，協助個案學生穩定就學。 

2. 其他服務 

包含輔導股長訓練、教育部輔導行政資料填報、出席各類會議（如輔導工作

委員會、家庭教育委員會、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進修部部務會議等會議）、支

援進修部各組活動、法定教育人員責任通報等。 

特別是有 24 小時通報時效限制的學生高危事件（校園性別事件、家暴、自

殺防治等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身為進修部輔導教師的筆者，是第一道通報窗

口，與導師及任課老師皆有多年合作經驗與默契，遇有學生需進行責任通報事項

上，筆者需身兼多職，除穩定被通報學生之情緒外，亦需協助進行社政通報及視

情況與家長、學務組進行溝通和保持聯繫管道暢通。 

三、結語 

綜上所述，可知進修部輔導工作不因進修部班級數、學生人數及學生上課時

數較日間部學生少及短而有所減少，且因進修部學生年齡層分布廣及學生屬性多

元，所需提供之介入性輔導、生涯輔導、生涯規劃課程皆與日間部有所差異。 

但從教育部在 2014 年 11月 12日制定發布《學生輔導法》及 2015 年 10月

15 日制定發布《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2023 年 12 月 29 日修正發布《學生輔

導法施行細則》後，卻將進修部輔導教師人力與日間部輔導教師人力合併計算，

忽略了全國各高級中等學校日間部輔導業務及進修校所面臨學生問題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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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日間部輔導工作所需負責業務因教育部政策變化而逐年增加，除學生輔

導法中明列三級輔導外、108課綱生涯規劃課程授課、配合推動宣導教育部兒童

權利公約、人權兩公約、身心障礙公約等。身為輔導室同時亦為進修部一員的進

修部輔導教師，卻因日間部與進修部輔導教師人力合併計算，在日間部無法增加

員額聘任時，該如何在承載現有進修部輔導業務下亦能進行日間部輔導工作之支

援？需要每一位進修部輔導教師依據各校現有組織文化及己身狀態與輔導主任

進行溝通討論以取得平衡，若教育部能考慮高級中等學校日間部及進修部屬性不

同，再次修改《學生輔導法》及其施行細則，將日間部及進修部輔導人力分開計

算，方能解燃眉之急。 

參考文獻 

◼ 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員額編制標準（2024）（2008年3月10日修正）。取自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80060 

◼ 高級中等教育法（2024）（2021年5月26日修正）。取自https://law.moj.gov.tw/ 

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43 

◼ 學生輔導法（2024）（2014年11月12日修正）。取自https://law.moj.gov.tw/Law 

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58 

◼ 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2024）（2023年12月29日修正）。取自https://law.moj.gov. 

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7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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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目標教育文獻之計量分析 
陳思欣、溫筑暄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生 

 

一、前言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永續發展概念逐漸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焦點。聯合國於

2000 年的千禧年發展目標中，將永續發展確立為核心目標之一。然而，至 2015

年發現這些目標未完全實現，故聯合國進一步強化了永續發展的重要性，並提出

與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相關的具體目標，這些目標為全球發展提供了更全面的

視角，強調跨領域整合的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WCED, 1987）的發表，指出無節制

增長對地球資源的消耗風險，並提倡經濟成長與環境平衡的結合。此外，亦強調

永續發展與資源耗竭、食品安全危機及過度消費之間的緊密聯繫。隨著時間的發

展，永續發展觀念與全球化相結合，科學界意識到解決環境問題需採用跨學科、

多維度和整體性的方法。 

在 1992 年的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會議中，教育被強調為永續發展的關鍵， 

特別是批判性教育之角色，以培養公眾意識和社會責任，使永續發展觀念更加全

面。Mendoza-Cavazos（2016）進一步提出，永續經濟增長應與環境保護結合，並

與人民福祉、社會正義及各領域的公平性（如健康、教育、管理、能源、農業、

環境和性別）相關聯。因此，教育在全球永續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永續發展的全球性、跨學科性和多層次特質被視為實現全面社會福祉和永續 

發展目標的關鍵因素。本研究認為，實現變革的關鍵在於重視永續發展目標 4，

尤其在目標 4.7，強調透過高品質的教育實現包容性和批判性教育的重要性，並

著重理論與實踐教育在推動永續發展和生活方式上的作用。可見，教育對於永續

性、公民參與和社會責任的實現將至關重要。其中，高等教育扮演著推動此種變

革的角色，既包括培育未來的領導者，也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為了深入理解教

育與永續發展之間的關聯與發展趨勢，本研究透過文獻計量分析進行探討，以供

教育界參考。 

二、文獻計量分析 

(一) 研究工具及方法 

在第一階段，本研究於 2024 年 1 月 1 日進行搜索，如圖 1 所示。選擇 Scopus

學術平臺作為文獻檢索的工具，主要是因其收錄了符合最高標準的期刊，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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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社會科學文獻，能夠有效地檢索到大部分相關的研究成果。 

在第二階段，本研究聚焦該領域的社會科學文獻（見圖 1）。由於永續發展目

標於 2015 年 9 月由聯合國大會通過，在此年份後才具體規劃行動事項，因此本

文將搜索範圍限制在此年及其後的文獻-即 2015 年至 2023 年間，進而分析這些

目標在多大程度上對教育領域的科學知識產生貢獻。同時，考慮到英語是主要的

國際科學語言，但僅關注英語文獻可能會有其局限性，因此本文將所有語言的文

獻都包括在搜索範圍之內。 

在第三階段，本研究選擇進行關鍵詞的共現性分析（co-occurrence analysis），

將各種目標物件中共同出現的資訊進行定量化分析（Ding, 2001），其能夠量化多

個關鍵詞同時出現的文獻次數，有助於我們識別研究主題。接著，利用 Vosviewer 

1.6.20 工具，在最初檢索到的 7,211 篇文獻中，共出現 11,118 個關鍵詞，並藉由

設定至少 20 次共現的閾值，篩選出最終 73 個關鍵詞。 

在第四階段，本研究創建了文獻計量的可視化分析圖譜。在進行聚類分析的

基礎上，利用 VOS 視圖技術進行製圖，從而在圖譜中以視覺化的形式展示了基

於科學製圖的不同聚類分佈。這些聚類代表不同的研究主題，其分類係依據各自

生成的權重和屬性匯聚成每個聚類的特徵。 

圖 1 近年來出版數量的演變 

(二) 文獻計量可視化分析 

根據 Vosviewer 1.6.20 可視化圖譜呈現，出現次數超過 20 次的 73 個關鍵詞，

可確定為 7 個聚類，根據這些聚類反映所分析之文獻追求的研究方向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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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其分類為：(1)第一聚類：COVID-19 與永續發展；(2)第二聚類：永續

發展面臨的挑戰；(3)第三聚類：影響永續發展的因素；(4)第四聚類：教育與永續

發展；(5)第五聚類：高等教育與永續發展；(6)第六聚類：生態環境與旅遊的永續

發展；(7)第七聚類：循環經濟與工業 4.0 對永續發展的影響。下圖（圖 2）概述

此七個聚類的相互關係，以及每個聚類相關的主題。 

圖 2 七個聚類的概述

 

在可視化圖譜中，每個圓圈聚點為一個關鍵詞，其大小由所佔據的權重決定。

一個關鍵詞的權重愈高，其聚點圓圈就愈大。每一個聚點的顏色由該關鍵詞所屬

之聚類而定。 

1. 第一聚類的分析：COVID-19 與永續發展 

本聚類主要以 COVID-19 對全球，特別是開發中國家，達成永續發展目標所

造成之影響與損害為主題。下表（表 1）列出對第一聚類分析後得到的數據，顯

示了最常使用的十五個標籤及其權重。 

Table 1.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luster 1 

Label Weight <Links> 
Weight <Total Link 

Strength> 

Weight 

<Occurrences> 

Covid-19 48 185 121 

Africa 30 7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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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equality 30 77 46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8 41 46 

Poverty 29 65 45 

United Nations 25 80 36 

Human rights 26 63 33 

Inequality 29 55 33 

Ghana 17 32 30 

Development 25 47 29 

Sub-Saharan 

Africa 
15 33 29 

Well-being 17 35 25 

Equity 22 33 22 

Pandemic 18 36 20 

Policy 20 37 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Shulla 等人（2021）的研究指出，自 2020 年初以來，COVID-19 引發的全球

危機可能會損害世界對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的承諾。尤其發展中國家更易受到

COVID-19 的影響，其中部分原因是在實現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方面缺

乏國際支持，因此發展中國家必須找到創新的政策，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實現

永續性和發展目標（Barbier & Burgess, 2020）。 

2. 第二聚類的分析：永續發展面臨的挑戰 

本聚類文章以永續發展可能面臨的挑戰，包括氣候變化與糧食安全為主題。

下表（表 2）列出對第二聚類分析後得到的數據，顯示了最常使用的十四個標籤

及其權重。 

Table 2.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luster 2 

Label Weight <Links> 
Weight<Total 

Link Strength> 

Weight 

<Occurren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57 232 315 

Climate change 46 167 115 

Agenda 2030 40 107 63 

Food security 27 77 63 

Indicators 22 59 42 

Resilience 21 54 37 

SDG 11 17 27 35 

India 22 38 34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15 33 29 

Urbanization 15 32 27 

Ecosystem services 11 2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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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cities 17 34 23 

Remote sensing 15 23 20 

Urban planning 15 23 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Núñez-Sánchez 與 Valente（2023）的研究指出，瞭解氣候變化和永續發展在

中等義務教育和中學畢業會考新課程中的普遍性，對西班牙教育界至關重要，且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在應對氣候變化與促進永續發展方面的作用被明確視為此階

段的目標。此外，糧食安全亦是一項全球性挑戰，其與多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

包括永續發展目標 1：「消除貧困」、永續發展目標 2：「終止饑餓」、永續發展目

標 3：「良好健康與社會福利」、永續發展目標 13：「氣候行動」，以及永續發展目

標 15：「陸域生態」相一致，故亦是須關注之議題（Pandey & Pandey, 2023)。 

3. 第三聚類的分析：影響永續發展的因素 

本聚類文章多在探討政府、能源、社會、環境、經濟等因素對永續發展的

影響，以及如何有效促進永續發展目標之達成。下表（表 3）列出對第三聚類

分析後得到的數據，顯示了最常使用的十二個標籤及其權重。 

Table 3.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luster 3 

Label Weight <Links> 
Weight<Total Link 

Strength> 

Weight 

<Occurren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67 1314 1535 

Governance 30 97 53 

Renewable energy 28 70 53 

Developing countries 21 52 42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19 71 40 

Economic growth 21 40 32 

Bangladesh 20 39 25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13 40 25 

Tourism 18 38 23 

Social sustainability 14 23 20 

Stakeholders 16 34 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Weiland 等人（2021）探討永續發展目標如何啟動社會轉型，為此，所有政

治層面（全球、地區、國家、次國家）、不同社會領域（政治、社會和經濟），以

及不同部門（能源、交通、食品等）之間的合作必不可少。此外，Ullah 等人（2023）

的研究結果表明，在發展中國家，金融科技、環境稅和政府治理對能源轉型有明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3），頁 98-108 

 

自由評論 

 

第 103 頁 

顯的正面影響，然而全球化、通貨膨脹、COVID-19 與城市化的因素則對能源轉

型產生負面影響。 

4. 第四聚類的分析：教育與永續發展 

本聚類文章旨在探討教育及教師對達成永續發展目標的影響與重要性。下

表（表 4）列出對第四聚類分析後得到的數據，顯示了最常使用的九個標籤及

其權重。 

Table 4.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luster 4 

Label Weight <Links> 
Weight <Total 

Link Strength> 

Weight 

<Occurrences> 

SDGs 66 346 285 

2030 agenda 45 212 169 

Education 38 124 7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16 26 37 

Gender 14 35 28 

Global south 17 31 24 

Water 18 39 24 

Citizen science 14 32 22 

Energy 19 43 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García 等人（2020）表示，優質教育被認為是確保永續發展之最強大、最有

效的驅動力之一，可應用於正規與非正規的各種教育環境，並能為公眾帶來多種

益處。Smaniotto 等人（2022）亦指出，教育可加速實現永續發展目標，且教師扮

演著核心角色。此外，Méndez 等人（2022）的研究進一步顯示，提高教師、學

生與學校的數位化能力有助於實現 2030 年議程的永續發展目標 4，因此提高教

師的數位化能力作為其培訓的一部分非常重要。 

5. 第五聚類的分析：高等教育與永續發展 

本聚類文章聚焦於高等教育在永續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與任務，以

及其實踐永續發展目標的具體作為。下表（表 5）列出對第五聚類分析後得到的

數據，顯示了最常使用的九個標籤及其權重。 

Table 5.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luster 5 

Label Weight <Links> 
Weight <Total 

Link Strength> 

Weight 

<Occurrences> 

Higher education 34 166 98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8 96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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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29 41 50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9 57 33 

Innovation 18 47 31 

Machine learning 16 34 26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21 54 25 

Quality education 20 45 24 

SDG 4 17 36 2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Saitua-Iribar 等人（2020）指出，在 2030 年議程的框架內，大學是永續發展

轉型過程中的關鍵力量，並分析在大學環境中透過協作學習對提高學生的知識水

準，以及對永續發展目標（SDGs）重視程度的作用。Merma-Molina 等人（2023）

的研究則表示，多數大學皆致力於實現永續發展目標（SDG），如西班牙的阿利

坎特大學設計了一系列的策略將其目標具體化。另外，高等教育機構亦逐漸開發

多學科的永續發展教育方法，並實施以學生為中心及問題導向的教學方式，以提

高學生的參與度與滿意度（Sierra & Suárez-Collado, 2021）。 

6. 第六聚類的分析：生態環境與旅遊的永續發展 

本聚類文章主要對永續發展的概念進行文獻計量分析，並針對生態環境與旅

遊的永續發展進行研究與說明。下表（表 6）列出對第六聚類分析後得到的數據，

顯示了最常使用的七個標籤及其權重。 

Table 6.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luster 6 

Label Weight <Links> 
Weight <Total 

Link Strength> 

Weight 

<Occurren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67 459 366 

Bibliometric analysis 21 59 38 

Environment 25 69 38 

China 17 28 33 

Sustainable tourism 14 43 29 

Content analysis 18 36 21 

Energy transition 14 31 2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Kumar 等人（2022）的研究利用 VOSviewer 軟體對 Scopus 資料庫中所收集

的資料進行研究，結果發現"Anaerobic Digestion"、"Environment"、"LCA"與

"Sustainability"是作者使用最多的關鍵字；且美國與中國等國家是實現永續發展

目標 13（氣候行動）的主要貢獻者。為了深入瞭解中國生態環境面臨的挑戰，

Wei 等人（2023）對生態環境永續發展（SED）進行科學量化的評估，並指導政

策的制定與實施。此外，Palazzo 等人（2022）指出，旅遊業永續發展的概念在全

球範圍內逐漸發展，並將環境、社會、經濟和文化問題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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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七聚類的分析：循環經濟與工業 4.0 對永續發展的影響 

本聚類文章主要探討循環經濟與工業 4.0 對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影響。下表

（表 7）列出對第七聚類分析後得到的數據，顯示了最常使用的七個標籤及其權

重。 

Table 7.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luster 7 

Label Weight <Links> 
Weight <Total 

Link Strength> 

Weight 

<Occurrences> 

Sustainability 70 584 387 

SDG 54 201 175 

Circular economy 26 82 61 

Covid-19 pandemic 12 29 28 

European Union 20 41 22 

Industry 4.0 13 36 22 

University 23 46 21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Rodríguez-Antón 等人（2022）指出，循環經濟被視為實現永續發展目標（SDGs）

的工具，並分析在 2030 年議程和歐盟循環經濟的背景下，循環經濟與永續發展

目標之間的互動關係。然而，COVID-19 使歐盟實現 2030 年議程的難度大幅增

加，故 Brzyska 與 Szamrej-Baran（2023)的研究評估了歐盟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

進展，並利用統計方法比較COVID-19流行前後永續發展目標的實施情形。此外，

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為工業制定了明確目標，然而工業 4.0 技術對實現

永續發展目標（SDG）的影響尚未得到確切或系統的研究，因此 Mabkhot 等人

（2021）研究了工業 4.0 技術對永續發展目標的影響，結果表明大多數工業 4.0

技術都能為實現此議程做出積極貢獻。 

三、結論與建議 

有鑑於 2015 年永續發展目標於全球具有重大影響力，本研究透過對科學研

究文獻計量學的可視化分析，深入瞭解永續發展目標的當前狀況，探索與永續性

相關之科學文獻中的研究脈絡，並從教育視角出發，考察其對永續發展的影響。

此方法有助於引導日後關於永續性的研究方向，並理解永續發展目標與教育之間

的關聯，以及這些目標對高等教育機構的重要性。本研究希望初構永續發展與教

育間的理論框架，為實踐者與決策者提供重要洞察，以助於制定及調整策略，實

現教育領域的永續性。 

然而，本研究尚存一定之侷限性。首先，選擇 Scopus 資料庫作為主要文章

來源可能存在英語語言偏見，故建議未來之研究者可考慮使用不同資料庫以獲取

更多元的視角。其次，本研究所涵蓋的文章範圍僅限於 2015 至 2023 年，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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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限制。因此，目前的分析應視為初步探索，未來的研究者可延續此主題，將

新出版之文獻一併納入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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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填鴨式教育」 
賴光真 

東吳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許多人批評臺灣的教育是所謂的「填鴨式教育」，即使自己不開口這樣指摘，

聽到他人如此批評，可能也是默認同意之。然而，何謂填鴨？何謂填鴨式教育？

而臺灣的教育是否確為填鴨式的教育？這些都有必要理解與思辨。 

一、填鴨式教育 

    要討論填鴨式教育，首先應知悉何謂填鴨。填鴨，是指某些不肖鴨農或鴨商

在活鴨臨將賣出前夕，將極為廉價的食材製成泥糊，使用注射器強灌到鴨子胃裡。

這樣的灌食，並不指望鴨子能夠消化那些食材長成鴨肉，只求在磅秤時能增加重

量，將泥糊當鴨肉賣，以獲得更好的價錢。 

    基於這樣的語源典故，所謂填鴨式教育應該是指「教師強塞大量內容，訓令

學生死記硬背，不求學生理解，只求能夠在考試中獲取高分的教育方式」。若填

鴨式教育確實如此定義，那麼臺灣教育現場的教師真的都是實施填鴨式教育嗎？

或許不能保證絕對沒有，吾人也不必否認臺灣教師的教學多數仍然趨向精粹主

義，採取教師中心，重視考試或升學績效，但絕大多數教師應該都不會認為自己

教學是有如填鴨般的不求學生理解，只是一味的強迫灌輸，要學生盲目的練習；

而任何一個世代或年齡層的民眾，想必也指不出自己過往或現在的受教歷程，有

哪位老師真的是完全不講解說明原理，不指望學生理解，只逼學生死記硬背，能

夠應付考試、獲取高分或及格通過即可。 

二、人云亦云的教育語彙 

    眾人把填鴨式教育掛在嘴邊批評臺灣教育，應該是未經明確思辨的跟隨他人

咒罵而已。吾人不應不假思索的盲目批評，有許多哲學的討論都對此提出告誡。 

    近代客觀哲學之父、英國經驗主義開創者培根在《新工具》一書提出「四偶

像」說，提醒人們應凡事宜以親身經驗為憑據，避免受到先入為主觀念之影響。

眾人信口而出的填鴨式教育相關評論，顯然就出現了其中「市場偶像」(Idol of the 

Market)所指的人云亦云現象。 

    哲學中的觀念分析學派強調要清晰定義或釐清語言或觀念，否則將會發生無

謂的爭論，或者讓問題的討論、研究或處理，從源頭就出現了歧異偏差。此外，

此學派重要學者Israel Scheffler警惕人們要注意「口號」，因為口號經常是簡化甚

至誇張扭曲了某種觀念或事實，然後用表面化、激進化的語彙來宣傳鼓吹特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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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人們被情緒性的喚起，未經理智分析，很快的就接受甚至擁護了這些口號（林

逢祺，1994）。填鴨式教育此一語彙雖然說不上是特定人士用以鼓動某種風潮而

提出的口號，但人們對填鴨式教育缺乏清晰的認識與界定，就經常不假思索的濫

用，確實也不符理性釐清教育語言的要求。 

三、問題的癥結 

    人們以填鴨式教育批評臺灣的教育，有其可議之處，但是事出必有因，其來

必有自，臺灣的教育應該有某些類似填鴨的現象，才會導致這樣的批評。究其緣

由，問題癥結並不難知覺。 

    由於臺灣教育始終無法擺脫考試領導教學的現實，而且考試相當程度還是趨

向或侷限於客觀測驗形式，難以實施批判思考、創造力或解決問題能力取向的考

試評量，因此臺灣的老師即使致力教導學生理解知識、原理原則，掌握大概念，

學得各式各樣的基本能力或核心素養，但是為求學生在考試評量中有良好的表

現，並且也深信所謂的能力或素養仍然需要大量的練習方能精熟，因此總會要求

學生做又多又廣的學習與反覆練習。 

    除了基層教師塞入了大量內容，國家層級的教育規劃也經常如此。課綱的修

訂或教育政策的推出，經常顯現出主事者因為窺知國際現在倡議、流行些什麼，

害怕在國際評比中落人之後，或者無法抵擋眾多壓力團體的訴求，因此不斷地添

加更多新的內涵到課綱或學校教育中，要求學校或教師規劃課程、實施教學，造

成課程超載(over-loading)現象。 

    教學可用的時間之餅無法做大，為求容納新加入的內涵，許多科目的授課時

數被削減，而刪減的內容並未相稱於削減的時數，單位時間內的教學內容反而變

得更多，壓縮簡化的教材，學習難度反而變得更高，再加上深知不易指望學生自

主學習，學生中心的教學耗時費力且績效不彰，因此對學生考試或升學績效表現

仍念茲在茲的教師，大多仍然選擇在有限時間內努力的以直接教學法教授大量的

內容，並且安排課堂與課後諸多的練習。迫於教學進度，以及班級內學生程度落

差懸殊，教師沒有太多時間可以慢慢啟發、慢慢引導，從容不迫的耐心等待，確

保每一位學生都跟上來，而學生即使未能學會，也被迫要完成學習、接受評量並

轉移至新的單元。凡此種種，教師即使無意填鴨，但學生卻總有被填鴨之感。 

四、結語 

    持平而論，臺灣的教育不是填鴨式的教育，填鴨教育的批評對教師並不盡公

平，說填鴨，未免也太沉重。面對不當的批評，教師或許只能無奈發出「予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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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鴨』哉？予不得已也」的喟嘆。 

    臺灣教育出現類似填鴨式教育的現象，肇因於吾人在既有教育體制以及重視

升學考試績效的環境脈絡下，期望學生學習越來越多知能。這樣的問題要尋求解

決，牽涉到的結構至廣、層次至深，無論是社會文化的轉變、教育成就思維的轉

型、教育體制的變革，乃至於課程綱要制訂研修時，能充分慎思課程超載問題，

並對學習內涵做審慎取捨等，沒有一個堪稱容易解決，而且也只能「肉食者謀之」，

教育體系內的升斗小民難以撼動或置喙。但在解決之前，先釐清臺灣教育究竟是

不是填鴨教育，以及出現類似填鴨教育現象的癥結何在，或許比較能讓問題獲得

正確的認識與界定，從而尋求可能的有效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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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評量的概念及其在大學教育上的應用 
林乃慧 

長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孫國華 

長榮大學創新應用管理學系教授 

 

一、前言 

在當今教育發展與改革的浪潮中，學習評量、評量技術與評量的方法也變得

越來越重要。其中近來受到教育學者們的重視的就是適性評量。適性評量主要通

過受試者的實際表現，自動調整評量的難度和內容，以提供更精確的評量結果。

適性評量不僅在教育領域有關，也可以應用於職業、臨床、社會科學、體育和醫

療的各種領域上。本文將探討適性評量的定義，分析其理論基礎，以及應用在大

學教育上可能和價值。 

二、適性評量的意義 

適性評量（Adaptive Assessment）是一種評量方法，根據評量對象的實際表

現，自動調整評量的難度和內容，以更精確地測量其能力、知識或技能的表現程

度。這種評量方法旨在根據受試者的回答情況，如果受試者表現優秀，則會提供

更具挑戰性的問題，如果受試者表現不佳，提供比較容易的問題，以利於確認受

試者的能力下限。適性評量通常使用計算機化的工具和演算法來實現個別化的評

量過程。適性評量是一種重要的教育工具，它基於學習者的需求和表現調整評估

內容和方法，以提供個性化的學習體驗（廖富哲，2015）。 

因此適性評量可以根據學習者的特定需求和能力，調整評量內容和難度水

平，進而為每個學習者提供獨特的測量與評鑑，以確保評量結果能夠更加準確，

而且更具有價值（Shute & Zapata-Rivera, 2012）。適性評量的特點包括：(1)個別

化：適性評量根據每位受試者的起點和進度，為他們提供合適的評量內容，以確

保評量的公平性和有效性。(2)適應性：根據學習者的回答和表現，適性評量可以

調整評量問題的難度，以確保評量不過於簡單或過於困難。(3)即時回饋：適性評

量通常提供即時回饋，幫助學習者了解他們的表現，並提供相關的學習建議。(4) 

數據參照：這種評量方法賴於數據分析，以了解學習者的需求並調整評量。(5)測

量工具：適性評量可以用於不同類型的評量，包括測驗、作業、考試等。 

總之，適性評量的目的是透過動態的學習分析以提供更精確的評量結果，從

而精確了解學習者的知識和技能水準，並為學習者提供個別化的學習建議和策

略。因此，適性評量確實能夠優化教育過程，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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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性評量的理論基礎 

適性評量的理論基礎涉及到心理學和教育學等領域的多種理論和概念。茲分

析如下： 

(一) 多元智能理論（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 

由加德納（Howard Gardner）提出，該理論主張人類具有多種不同的智能，

包括語言智能、邏輯數學智能、空間智能、肢體動覺智能、音樂智能、人際關係

智能、自省智能與自然智能等。適性評量透過多元智能理論，根據學習者的多元

智慧特點，提供個別化的評量體驗（Gardner,1993）。評量工具可以根據學生的優

勢和不足來調整，以更全面地了解他們的潛力和需求。 

(二) 認知學習論（Cognitive Learning Theory） 

認知學習論和適性評量之間存在密切相關，因為認知學習論提供了有關學習

過程、知識建構和認知發展的理論基礎，而適性評量運用這些理論原則來改進評

量的有效性和個別化。所以，在設計適性評量時，可以根據認知學習理論的原則

來考慮學習者的需求和特點，以確保評量工具是個別化、有效的，並有助於學習

者的認知發展和知識建構。 

(三) 評量理論（Assessment Theories） 

評量理論是設計和實施有效評量工具和方法的基礎，以確保評量的公平性、

可靠性和有效性。評量理論提供了基礎架構，確保評量工具能夠準確地測量學習

者的特質和能力，並為他們提供有價值的回饋和評量結果。適性評量需要基於這

些評量理論的準則，來確保測量工具的可靠性和效度。總之，評量理論提供了評

量工具開發和評量過程的重要理論基礎，並確保評量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適性評

量是在評量理論的指導下設計，以更好地滿足學習者的需求，提供個別化的評量

體驗，並支持他們的學習和發展。這種綜合方法有助於改進教育和評量，提高學

習者的學術成就。 

(四) 學習分析（Learning Analytics） 

學習分析是一個新興領域，透過電腦科技與人工智能分析，基於學習者回饋

的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來理解學習者的表現和需求。適性評量可以應用學習分析

的方法，更有效率地實施個別化教學（陳文瀚、林佳瑞、謝杰棋，2019）。學習

分析可以在適性評量中確保評量工具更貼近學習者的實際狀況，提供更有效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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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化評估，或者針對每一位學習者打造個人專屬且適性的個別化測驗。這將會進

一步提高教育的個別化和有效性，同時也有助於提高學習者的學術成就。 

適性評量的理論基礎是多元的，它結合了心理學、教育學和技術等多個領域

的理論和方法，以實現更好地理解學習者，並提供個別化的教育和評量，更好地

满足學習者的需求。 

四、適性評量在大學教育上的應用 

適性評量基於學習者的需求和表現調整評估內容和方法，以提供個別化與差

異化的學習檢驗。因此，適性評量相當適用於大學教育，達成因材施教與有教無

類的教育理想，茲說明如下： 

(一) 個別化的學習 

大學教師可以在教學之前，透過適性評量來評估學生的先備知識和起點行

為，以幫助學生擬訂個別化的學習計劃（李美玲、林群霖，2016）。這能夠確保

學生在進入課程時處於適當的學習起點，增進教學效率，並提供相應的學習資源，

既能補救程度落後的學生學習基本要求，也能提升較優學生的深碗學習。 

(二) 課程的規劃與設計 

適性評量可以提供即時的回饋，讓教師與學生了解學習狀況，從而及時調整

課程內容或行動方案。大學課程的規劃與設計可以運用適性評量，以確保評量工

具和問題的難度與課程目標相符，這將會助於提高課程的有效性，並確保學生學

習能夠達到預期的課程目標。 

(三) 學習進度監控與掌握 

根據評估結果，適性評量可以動態調整評量的難度或內容，確保評量工具能

夠適應個體的學習進度和能力水準，讓評量更具彈性和靈活性。適性評量工具也

可以用於監控學生在課程中的學習進度。教師和學校可以根據評估結果提供及時

的回饋和支持，以幫助學生克服學習障礙。目前亞洲大學資訊科學系已建立線上

適性評量系統，協助科學探索課程的線上學習、線上適性評量與診斷，強調透過

操作與嘗試錯誤來學習，並在過程中記錄學生學習歷程並進行多元化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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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習資源的有效分配 

適性評量根據學生個別的能力和需求調整評量內容，使得評量更貼近個體的

實際水準，更精確地衡量其能力和學習進度，同時也能因應個別差異，提供不同

種類與程度的課程教材和學習資源。避免學生學習時間成本的浪費，增進學習的

速率與效果。因此，大學可以使用適性評量來更有效地分配學習資源，以確保有

需要的學生得到加深且加廣的學習支持，並提高他們的學術成就。 

總之，適性評量在大學教育中可以提供有價值的工具和數據，以支持個體學

生和學校的成功。它有助於提供更個別化的教育體驗，提高學術成就，並確保學

生在大學環境中取得成功。 

五、結語 

適性評量基於學習者的需求和表現來調整評量的內容和方法，進而提供個別

化與差異化的學習，在大學教育中，適性評量的應用有助於提高學習者的學術成

就和教學效果。總結來說，適性評量在大學教育中有助於實現更個別化的學習環

境，提高學習者的學術成就，並支持教學和教育改進。雖然，適性評量需要大量

的人力物力支援，加上教師也需要教育心理與測驗評量的相關專業知識和能力，

在現實的教育環境下略顯困難，然現在已有部分學校教師投入，相信更多的研究

與教學實證會不斷出現，讓適性評量的應用更為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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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科技教育融入工程設計的重要性與課程規劃建議 
陳柔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受到社會經濟環境對人才的需求影響，美國提出 21 世紀須具備的能力，包

括批判性思維、溝通能力、團隊合作、創造與創新（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 2019）。為了提升人民的競爭力進行教育改革，將跨領域的整合式教育落

實於各階段學校，其中的一門科目為工程教育，目的之一為鼓勵學生就讀工程相

關科系，並從事相關職業，提高美國工程師的比例（America Competes Act, 2007）。

我國則是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中，將工程相關的學習內容加進高中科技領域的生

活科技課程中，以工程設計為主的專題教學，希望提升學生整合知識與探究思考

的能力，並學習工程導向的設計與製作（教育部，2018）。然而，新的學習內容

增加教師教學的挑戰與學生學習方式的轉變，課程內容的規劃與教師教學方式皆

須有所調整，得以符合新課綱中學生的學習目標。本篇旨在探討美國 K-12 工程

教育委員會提出之三個通用原則與工程設計教育所培育之能力，將其與我國高中

工程設計學習內容及學習表現對照，提出高中融入工程設計教育的重要性與課程

規劃建議。 

二、本文 

(一) 科技教育融入工程設計的重要性 

工程教育主要為應用數學與科學原理進行教學，而工程設計為工程教育中可

以做為解決實務問題所應用的方法。Wicklein（2006）提出將工程教育帶入 K-12

進行教學的五個理由是：(1)工程設計比技術教育更容易被理解和重視；(2)工程

設計將技術教育提升至較高的學術水平；(3)工程設計為課程提供架構；(4)工程

設計能整合數學、科學與技術；(5)工程為學生提供職業選擇。基於這五個理由，

支持工程設計與技術教育結合，透過工程設計讓技術教育的價值提升，同時達到

推展工程教育的目標。經過審查現有的相關課程、計畫與研究，美國 K-12 工程

教育委員會確立K-12 工程教育的四個目標：(1)培養工程素養；(2)通過整合 STEM

領域中的概念和實踐來提高數學及科學成就；(3)作為大學與未來職業的預備；(4)

為少部分學生，就讀高等教育的工程課程做準備（NASEM, 2020）。在 K-12 階段

實施的工程教育並非是將學生視如工程師，而是培養學生具備工程相關概念，能

夠與實際生活做連結，並成為 21 世紀所需人才。 

根據美國 K-12 工程教育委員會提出的三個工程教育通用原則：(1)K-12 工程

教育應強調工程設計；(2)K-12 工程教育應納入重要教學內容，發展數學、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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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技術的知能；(3)K-12 工程教育應促進工程心智習慣（Katehi, Pearson, & Feder, 

2009）。Grubbs 與 Huffman（2018）將其繪製成三個工程素養維度，分別為：(1)

工程思維：學生應具備的工程思考習慣；(2)工程技能：學生應實踐的技術及能力；

(3)工程知識：學生應學習的知識。以這三個工程素養維度為框架，規劃學生在學

習工程下的目標與表現，可以提升學生對工程的基本概念與培養學生在執行工程

活動下應具備的思維習慣。我國工程教育相關課程實施於高中階段，同樣著重於

工程設計，提升學生整合應用相關學科知識的能力。 

Grubbs 與 Huffman（2018）將多篇文獻中所提及對工程素養三個維度的想法

整理成以下表 1，可得知學生在經過工程教育後，應具備的能力為何，且同時為

教師規劃教學活動時應思考讓學生學習到的目標。 

表 1 Grubbs 等（2018）三個工程素養維度內容想法 

工程知識 工程技能 工程思維習慣 

工程設計是一個解決問題或

實現目標的方法 
限制條件下設計 系統化思考 

科技是人類文化的基本象徵 使用工具和材料 創造性思維 

工程學 工程識圖與製圖 溝通協調 

STEM 整合應用 開發物理模型或原型 積極樂觀 

工程標準和規範 研究與調查 最佳化 

工程與社會 技術寫作 重複循環 

 數學推理與計算 互動合作 

 專案管理 道德倫理考量 

  執行功能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Grubbs 等提出的三個工程素養維度內容自行整理。 

我國高中生活科技必修課程及加深加廣選修課所規劃的「工程設計專題」課

程，皆是以專題製作為主的實作活動。除了培養學生具備科技素養外，專題課程

整合應用跨領域知識，工程設計流程訓練學生解決問題，再加上團隊合作增加彼

此有效溝通互動的機會，上述皆與批判性思考、團隊合作、創造性抽象思維等 21

世紀重要能力相關。將我國高中階段的學習表現與三個維度做整理得出表 2，可

看出學習表現的內容與三個工程素養是有相對應的，透過工程設計課程，我國高

中學生應具有以下工程素養與能力。 

表 2 我國高中階段的學習表現與三個工程素養維度 

學習表現 工程知識 工程技能 工程思維習慣 

透過工程設計流程體

會工程的本質 

工程設計是一個解

決問題或實現目標

的方法 

 

1. 系統化思考 

2. 最佳化 

3. 重複循環 

工程設計與實作 

1.工程設計是一個

解決問題或實現目

標的方法 

2.STEM 整合應用 

1.限制條件下設計 

2.使用工具和材料 

3.工程識圖與製圖 

4.開發物理模型或原型 

1.創造性思維 

2.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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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機構與結構、機

電整合與控制等工程

問題 

工程學 數學推理與計算  

評估、反思工程與社

會互動關係 
工程與社會  道德倫理考量 

理解科技、工程、科學

及數學的互動關係 
STEM 整合應用   

資源整合、計畫管理、

有效溝通與團隊合作

的能力 

 專案管理 
1.溝通協調 

2.互動合作 

善用科技知能、創造

思考，以及解決問題

的能力 

STEM 整合應用  
1.創造性思維 

2.執行功能 

工程設計與進行探究

實驗、分析與解釋數

據的能力 

1.工程設計是一個

解決問題或實現目

標的方法 

2.STEM 整合應用 

1.研究與調查 

2.數學推理與計算 
 

正確的科技觀念和態

度，及對科技研究與

發展的興趣 

工程與社會  積極樂觀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我國高中階段的學習表現與三個工程素養維度內容自行整理。 

從表 1 和表 2 的比較可得出，我國高中生經過工程設計學習培養的能力與

Grubbs 與 Huffman（2018）將多篇文獻中所提及對工程素養三個維度的想法有所

對應，符合國際趨勢，而我國高中工程設計課程要能培養學生這些能力，需要相

對的課程內容。 

(二) 科技教育融入工程設計課程的現況與建議 

目前高中科技教育融入工程設計學習已實施四年左右，教學現場仍存在一些

問題，以下針對目前科技教育融入工程設計的現況提出課程規劃建議。 

1. 教師專業能力不同 

生活科技教師有本科系畢業或他系畢業再加科專業等，教師的專業不同，導

致學生有純學習理論知識，也有僅實作課程，無理論教學，缺少知識與技能的整

合。可以增加教師參加教師研習的意願，讓教師重視工程設計課程與培養工程設

計課程規劃的能力，也可以透過協作教學，讓不同領域的教師共同規劃課程，如：

物理科、資訊科技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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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先備知識不同 

學生的先備知識不同容易產生教師教學上的困難，可以安排學生分組活動，

讓學生針對課程活動相互討論，補充彼此對於課程活動的相關知識。根據 Atman

等人（2013）研究指出，在工程設計過程中，界定需求與蒐集資料相當重要，國

中階段的設計製作流程是讓學生透過失敗學習經驗，但工程設計目標則在避免失

敗。因此，工程設計教育的課程安排中，讓學生有充分時間進行問題與需求的界

定及相關資料蒐集，為學習重點之一。 

3. 工程設計未落實在教學中 

以工程設計為主的專題課程為培養學生以工程師的思考程序解決問題，但教

師往往已經為學生規劃好所有製作流程，缺少讓學生思考及創造解決方法的機

會。讓學生在進行工程設計的過程中可以加強以下要點：(1)在深入研究設計細節

之前，先充分確定問題的範圍；(2)在問題界定期間及在整個設計過程中，適時收

集設計所需的資訊；(3)明白問題解決的重要影響因素。教師與其評論學生成果的

優劣，不如讓多種設計（解決方法）存在，並藉由討論以引導學生思考，讓學生

得以建立學習經驗，且能以不同從業者角度進行想像設計。 

三、結語 

我國高中生活科技課程將工程設計融入教學，培養學生具備工程思維習慣、

工程知識與技能，學會將工程概念運用於解決問題上，工程設計融入科技教育帶

給學生不僅是學術上知識的積累、將知識統整轉化應用的機會，也培養學生自主

學習能力。除了以工程設計流程規劃教學內容外，預測分析也是工程設計相當重

要的一個步驟，透過數學與科學的原理、知識，計算分析其可行性以便之後選擇

最適當的解決方案。經工程設計學習後學生能提升識別需求及影響方案成功的因

素，同時透過工程設計流程訓練學生系統化的思考，在分析預測階段提升批判性

思維，上述能夠讓學生學習到的能力，皆為 21 世紀人才所需具備的。 

課程的規劃為目前現職教師在推動工程設計的挑戰之一，而學習表現中提到

讓學生理解工程本質、探究分析並解決工程問題等，基於工程思維找尋解決方案、

處理工程問題，從工程師專業角度進行思考，確定問題的範圍、蒐集所需資料及

關注重要因素為工程設計時首要著重的步驟。工程設計流程為一個循環的過程，

當測試結果不符合需求，則需進行評估並修正，讓學生在此重複循環的過程不會

產生疲勞厭倦的最好方式，即是讓他們避免失敗。若在資料蒐集與預測分析部分

讓學生進行充分的探討與準備，而教師也適時引導學生往正確的方向思考，即可

減少在測試時遇到的失敗機率。若要培養學生具備工程思維習慣，工程設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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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要讓學生進行以上流程，除了增加學生對工程設計的認知，不再是設計製作流

程的試誤學習，也可減少學生過程中可能會失敗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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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國中階段學校端推行科技與科學相關競賽 

現況省思與建議 
許書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碩士生 

 

一、前言 

108 課綱強調跨領域整合，其中科技與科學競賽是一個很好的載體，除了幫

助學校推廣招生，更重要的是，可以提升學生的素養與升學競爭力。伍建學與洪

國勳（2002）便曾說明科技競賽能藉由問題解決的學習模式，從中學習真實生活

所需的知識、技能與能力；魏明通（2002）也提及科展的目的是激發兒童對於科

學研究的興趣，讓其在動腦想、動手做、動口說的過程中建構科學概念及使用科

學方法。由此可見學生參加科技與科學競賽無疑是有益且具有價值的，為此許多

學校紛紛強力推行、參加科技與科學的相關競賽，然而卻隱藏著種種困難和挑戰。 

本文將聚焦於學校端推行科技與科學競賽時的現況，從多個角度分析這些考

量的成因和影響，提供未來改善的方向，使科技與科學競賽能在學校中發揮更大

的作用，為學生的成長和發展提供更有價值的支持。 

二、實施現況與考量 

本人於完全中學擔任生活科技教師，同時兼任設備組長近三年，帶隊參賽十

餘次，對於在國中階段學校端推行科技與科學相關競賽中所需要考量的重點，有

一定的了解與感受。以下從人員、經費、時間、競賽性質等不同面向加以說明。 

(一) 參賽人員意願 

以國中學生來說，現今繁重的升學壓力，會拉低學生的參與意願及動力。與

高中階段不同的是，高中獲獎至少有利於未來升學（特殊選才、推甄面試），國

中現行的會考制度，多元的優秀表現並不會影響入學績分計算，且現有比賽的獎

金也不足以吸引學生。上述幾點除了影響學生的意願，也影響家長的配合度，加

大了招募困難的問題。指導教師部分，舉辦或參與競賽需要教師願意投入大量的

時間和精力，包括組織、指導、監督等各方面的工作。但教師往往已經承擔了繁

重的教學工作或行政工作而分身乏術，且辛辛苦苦花了幾十幾百個小時加班帶學

生參賽，也不一定能夠得獎。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3），頁 121-124 

 

自由評論 

 

第 122 頁 

(二) 經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技與科學競賽代表需要不斷的實驗與實作練習，

如果沒有科技中心或相應計畫經費的挹注，那在競賽練習中，工具與材料的缺失，

以及教師指導教學鐘點費的不足，會大大影響訓練的效率與成效。 

(三) 時間 

訓練或實驗需要大量的時間，國中階段的課程不像高中有自主學習、彈性課

程等時間，只能使用午休與課後的練習，訓練時間如何不影響課業，也是學生、

教師與家長會考量的重點。 

(四) 獎勵 

現行競賽的學生獎金通常以禮卷的型式發放，且金額不高，對學生吸引力不

足；教師部分，則通常不會給予帶隊教師獎金，需靠各校基金會自行發放。另外

教師嘉獎部分依教育部標準，市賽前三名也只能記嘉獎一至二次。故在競賽獎金

與各校內獎勵不足的狀況下，也會降低參加的意願。 

(五) 行政人員 

學校的行政人員，因員額關係，每人負擔的行政事務愈加繁重，一旦有學生、

教師、家長提出想參加某某某競賽，行政人員可能會因不願增加自身業務，而拒

絕承辦相關事宜，甚至杯葛請購的流程；亦或是校內會計對於經費的核銷過程過

於繁瑣嚴格，也會降低行政人員承辦競賽的意願。故承辦人的支持與否，也會對

該競賽的推行造成直接的影響。 

(六) 競賽難度 

以生活科技競賽為例，題目設計漸漸超出教師教導與學生教材學習的範圍

（陳韋志，2010）。而從近期得獎的科展作品題目判斷，有愈來愈艱深的趨勢，故

競賽難度也會讓教師考量自己是否有能力指導，甚至因此卻步。 

(七) 賽制 

不論什麼比賽，優秀的學校得獎重覆率會較高，以新北市生活科技競賽來說，

新北市總共 99 所國中，三年（109-111 學年度）累積共 27 個獎項（每年特優三

名、優等三名、佳作三名），卻只有 12 所學校得獎（因重覆得獎），且有 6 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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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校得獎兩年或以上；再以新北市科學展覽競賽來說，五年（106-110 學年度）

共 81 個獎項，僅有 27 所得獎學校，且有 15 所（55%）得獎學校得獎兩年或以

上。在這樣的情況下，會讓之前沒參賽過的學校為之卻步，避免花費大量時間、

人力、經費卻最後一場空。 

三、結論與建議 

在前述的背景下，我們需要深入思考學校推行科技與科學競賽的現實困境，

從關鍵去找出解決的方法。從上述可見，所有考量皆圍繞在「學生、家長、教師、

行政」四方人員的積極度。如要改善現況，需從競賽主辦方、會考制度、社會觀

念等等去改變。下面筆者便單就學校端所能可以做的改變，提出幾點想法： 

(一) 展示作品鼓勵參賽學生 

競賽得獎後，學校通常會重新於朝會或集會重新頒獎，也讓學生獲得成就感；

但沒有獲獎，便無聲無息。故筆者認為，即使學生未獲獎，也應該提供一個場域

與時間，來展示他們的競賽作品或成果並得到表揚，展示可以依照作品型態決定，

是以動態或靜態的方法來呈現；時間上則可以搭配校慶、週集會等來達到最大的

推廣效益。讓其它未參賽的學生，也感受到同學的成長以及對比賽的憧憬，使參

賽學生感受出就算沒有得獎，代表學校參賽就已經是非常榮譽的事，慢慢改變學

校環境對於競賽的氛圍，相信久而久之，學生與家長的積極度亦會提升。 

(二) 提供教師相關研習或社群活動 

現行競賽漸漸往跨領域多元主題發展，如果一項競賽總是只由一位教師帶

領，極容易感受到疲憊，訓練也可能相對片面。故老師的共同參與是非常重要的，

讓有帶隊經驗的教師於研究會或社群活動分享，並讓多位教師一齊參與，可以減

少教師們的負擔，也增加信心。 

(三) 增加獎勵制度 

從現行制度來看，對於帶隊教師的獎勵是相對較少的，對行政更是少之又少，

如果該次競賽失利，則師生的辛勞只能全數落空，如果能從校內基金會或其它經

費著手，不論得獎與否，皆有相對應的獎勵與補助，也可以提高其參加意願。 

(四) 肯定未獲獎之師生 

競賽總會有輸贏，即便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也不一定每一次都能斬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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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練習過程中，可以藉由校園各式公告提升參賽師生的曝光率，或是校長主任

對於隊伍的口頭鼓勵，都會對帶隊教師與參賽學生有著巨大的鼓舞。即便最後比

賽失利，也應該要有舞臺讓學生展現自己的努力；其次，也要讓參賽師生記錄下

準備與競賽過程的心得與歷程，無論成功或失敗，重點在於經驗的傳承，除了提

升自我認同，也讓學校未來有著更深厚的積累去爭取更好的成績。 

不論什麼方式，目的就是要利用多元的方式鼓勵學生與教師，不要給予「有

得獎的明年就需要一直得；一直沒得獎的就不值得被投資」的壓力，畢竟不論學

生或帶隊教師，都會有第一次，需要培養經驗的時候。希望目前對於推行科技與

科學競賽感到困難的學校，能在本文中獲得一些參考與想法，一齊投入科學與科

技競賽當中，得到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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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教學策略中運用分組教學之探討－ 

以生活科技為例 
徐守芹 

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研究生 

 

一、前言 

生活科技領域之課程目標在培養學生的科技素養、創意性思考、問題解決等

高層次思考的能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2018），所以教育現場經常

採用「問題解決教學策略」進行授課，希望提升學生在面對非結構性問題時能有

良好的能力與態度。生活科技「問題解決教學策略」包含了七個步驟，分別為：

界定問題、發展初步構想、收集多元資料、構思解決問題的方案、挑選最佳方案、

規劃完整製作步驟並完成製作、與進行測試評估與改善（游光昭、林坤誼、范斯

淳、楊雅茹，2020）。學生可以依據所具備的知識和技巧，循序漸進地一步一步

跟著上述步驟解決問題，而教師透過觀察學生，在他們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或關鍵

的步驟給予適當的補充。但是在檢視此教學策略時會發現，教師大多會採用小組

進行授課，學生需討論與分工來完成任務。然而教師大多著重在科技能力的培養，

至於小組是如何組成、以及小組內應如何合作卻鮮少著墨。因此，教師必須了解

合作學習需具備哪些重要的條件，才能在實施分組教學時以更細緻的設計，精確

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態，並適時提供協助，最終達到「問題解決教學策略」所要完

成的教學目標。本文將釐清團隊合作的機制，並提出在問題解決教學策略下使用

分組教學時須注意的要點，作為分組教學實施的參考。 

二、小組合作成功的機制 

了解合作的機制是十分重要的，單純將團隊成員聚集在一起共同執行任務，

並不會自動產生有效的結果（Mathie & Rapp, 2009）。Nokes-Malach, Richey 和

Gadgil(2015)指出影響合作的因素可分為認知和社交兩個層面。以下將以這兩個

面向討論造成合作成功的機制，確認小組合作中有那些該注意的重要事項。 

從認知方面來說，想要順利達成合作就必須達到以下的條件：(1)小組成員具

有共同的基本知識；(2)小組成員具有互補的知識；且(3)能夠共同建構出新的集

體認知模式（Laughlin,2003; Nokes-Malach et al., 2015）。在小組共同建構新的認

知模式的過程中，低知識的成員會幫助高知識的成員打破固著的想法，反之，高

知識的成員則會幫助低知識的成員拓展認知的程度（Wiley, 1998）。透過合作能

幫助小組有更多的認知資源來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案或糾正錯誤，並打破舊有的思

路。然而，小組在協調認知、轉換思考策略或是方法的過程中，也會因為各個小

組成員的差異造成認知的負荷，而且合作時成員間亦會相互干擾彼此對知識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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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的檢索（Laughlin, Zander, Knievel & Tan, 2003; Nokes-Malach et al., 2015）。 

從社交方面來說，Van den Bossche, Gijselaers, Segers 與 Kirschner（2006）指

出有正向的人際關係信念是團隊學習的條件，正向的人際關係信念包含相互依

賴、任務凝聚力、團隊效能以及心理安全。(1)相互依賴是指：成員是否依賴其他

成員獲得資訊與建議，以及成員是否能從其他成員的行動獲得對任務目標的回

饋。(2)任務凝聚力是指：成員是否對任務有共同的目標與積極性，而成員是否喜

歡所屬的團隊並不影響凝聚力。(3)團隊效能則是：成員對團隊是否有信心，是否

覺得團隊能完成任務。(4)心理安全則是：對團隊精神上的信任，比如明白團隊中

沒有人會故意傷害自己或是了解在團隊中冒險是安全的。若成員沒有正向的人際

關係信念，就有可能產生不積極或是害怕被小組成員批評等現象，造成合作失敗。

綜合以上所述，成功的團隊合作需要具備許多條件，整理如表 1，方便讀者參考。 

表 1  成功合作的機制與條件 

層面 條件 成功機制 

認知 

(1)小組成員具有共同的基本知識 
共同的先備知識可以增加小組成員檢

索與任務相關知識的可能性 

(2)小組成員具有互補的知識 互補的知識能拓展群體的認知空間 

(3)能夠共同建構出新的集體認知模式 
擴大的團隊認知空間能提供更多思考

的面向 

社交 

(1)相互依賴 
在獲得資訊、建議及對任務目標的回

饋上互相依賴 

(2)任務凝聚力 對任務有共同的目標與積極性 

(3)團隊效能 對團隊有信心能夠完成任務 

(4)心理安全 對團隊有精神上的信任 
資料來源：整理自 Laughlin,2003; Van den Bossche et al., 2006; Nokes-Malach et al., 2015。 

三、分組教學成功的機制 

在分組教學方面，Panitz（1999）提出教師執行合作學習的五個成功機制，

包含：(1)積極的相互依賴，讓學生認為他們需要彼此來完成小組的任務；(2)促進

學生幫助彼此的學習，引導學生互相幫助、分享和鼓勵；(3)個別績效，每位學生

的個人表現都會經常被教師評估，學生需要對自己負責；(4)提升學生人際交往和

小組技能，使學生具備和使用社交技能；(5)需要特定規劃時間供小組討論合作的

狀況。 

Panitz（1999）認為合作學習主要由教師掌控，雖然有許多學習者小組分析

和省察的機制，但基本方法是以教師為中心。因此，教師可以通過切割資源，使

每位成員僅獲得部分資訊，或者進行角色分配而使小組成員相互依賴。實施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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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機制，激勵小組成員互相幫助，或者建立共同學習目標，促進小組成員互相

協助處理問題。教師可以通過對每位學生進行單獨測試或隨機選擇小組中的成員

詢問等策略，建立個別績效機制，督促學生對自己負責。教師可以像教授專業知

識一樣地教授合作及社交技能，包括領導力、決策制定、信任建立、溝通能力和

衝突管理等。另外，教師可以安排小組討論時間，讓小組成員實際互動、社交、

與相互回饋等。 

四、「問題解決教學策略」中運用分組教學成功機制的建議 

若要運用分組教學的方式來實施「問題解決教學策略」，教師需要更細心地

設計教學活動和分組，使分組合作順利進行。綜合前述，在分組前應有前置步驟，

包括：(1)需要對學生的認知及社交上的能力進行了解，才能根據學生特質安排分

組教學，並且應盡可能確保各小組能夠符合合作成功的條件（參見表 1），才能

落實分組的意義。(2)為使學生提升人際交往與小組合作能力，教師可以先行教授

領導力、信任建立、溝通能力和衝突管理等，使學生在小組內能夠實際運用社交

技能。(3)課程安排時，務必預留時間供小組討論合作的狀況，讓小組成員實際互

動、社交、與相互回饋等。至於分組，在小組人數上，應視教學活動設計而定；

而小組成員的構成，為了使小組成員具有互補的知識，以拓展更大的認知空間，

建議盡量採用異質分組。 

分組之後，實施「問題解決教學策略」的前三個步驟：界定問題、發展初步

構想、和收集多元資料是小組合作的磨合期，在此期間，小組成員最重要的是建

立社交層面的正向信念，並且在認知層面上了解彼此具備哪些本次活動中相關的

知識與技能。教師可以通過分派角色、切割資源，使每個成員僅獲得部分資訊，

促使小組成員相互依賴，另外，實施小組獎勵機制或者建立共同學習目標，鼓勵

小組成員互相幫助。 

在接下來的步驟：構思解決問題的方案、挑選最佳方案、規劃完整製作步驟

與完成製作，在這些過程中教師可以透過與學生討論過去的經驗使他們喚醒更多

記憶，並給予小組討論的時間，增加小組成員檢索與任務相關知識的可能性。同

時教師可規範學生統合用語，並允許更改定義內容，如此不僅能減少小組成員間

對資訊及記憶檢索的干擾情形，亦可讓教師了解各小組認知情況，幫助學生組織

小組共同的認知空間，並在其中尋找最佳解決問題的方案與步驟。另外，教師需

要給予小組時間調整合作的狀況，並規範小組建構合作準則，例如：使學生列出

至少三個有助於小組成功的行為準則，或是在原有的準則添加的新的規定，使小

組下次合作能夠更加成功（Moguel, Tchounikine & Tricot, 2011）。 

「問題解決教學策略」的最後步驟：進行測試評估與改善，在這個階段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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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進行小組討論合作的狀況，讓小組成員分享感受與相互回饋，更重要是提出可

以改進的事項，並將合作的經驗帶入下次的合作活動中。 

五、結語 

俗話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成功的小組分配是分組教學成功的基石，

成功的分組教學才能落實「問題解決教學策略」。生活科技學科希冀培養學生科

技素養，擁有整合知識及應用的能力，也能夠培養解決問題及團隊合作的能力。

本文提供了小組合作成功的條件與機制，希望教師在「問題解決教學策略」的每

個步驟中能有效的運用分組教學成功機制的建議。促進學生學習並運用合作的方

式解決問題，而不是以「分工」的方式完成作業（林坤誼，2008）。最終能夠幫

助教師實踐素養導向的教學，培養學生合作互助的精神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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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緒學習融入輔導活動之實作與啟發－ 

以國小高年級綜合活動領域為例 
林秀玲 

臺灣師範大學科教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一、前言 

隨著資訊爆炸的全球化時代來臨，疫情席捲世界各地的此時，歷史上從未有

如此刻，迫切讓我們的孩子需要為快速變化的社會做好準備，各種嚴峻的挑戰也

越來越考驗著學生的情緒表現。有 PISA（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之父稱號的安德烈斯（Andreas Schleicher）曾在《世界水準：如何構

建 21 世紀的優秀學校系統》書中對當前教育提出反省（Schleicher, 2018）：「當前

教育的危機在於不到 10%的學生能學習或展現與他人合作的能力」，安德烈斯疾

呼各級教育行政，應正視當前課程對於人際、情緒、社會互動等涉獵不足的問題。 

當前的臺灣學生，在 PISA 教育評比中學科成就表現雖佳，但在動機、自信

心以及生活意義感等情意面向則相對低落。以 2018 年 PISA 成績為例，臺灣學

生在數學成績名列全球前五，閱讀、科學也排名都在前段班，但諷刺的是，臺灣

學生卻高居「害怕失敗」的第一名；其中，女學生又比男學生害怕失敗，鄰近的

亞洲國家如新加坡、香港、澳門也有類似的狀況。根據兒福聯盟於 2020 年調查

臺灣學生網路霸凌現況結果顯示（兒福聯盟，2020），有高達八成的兒少曾經遭遇

排擠，三成的兒少會感到沮喪，與人互動感到憂慮與緊張，最令師長憂慮的，有

一成的孩子曾經動過自殺、自傷的念頭。層出不窮的校園安全問題，提醒各界更

積極思考，應該花更多力氣投入於開發學生的情緒調節、社會互動、創造性思維、

解決問題的能力和人際關係等議題，最重要是積極輔導下一代的團隊合作意識。 

起源於美國的 SEL 課程方案（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亦稱 SEL、社交情

緒學習），核心內涵包括自我覺察、自我管理、社會覺察、人際關係、負責任的

決定等，近二十年來已逐漸獲得許多先進國家的認同，除了發源地美國之外，其

他例如英國、澳洲、新加坡等，更是將其五大核心置入教育總綱架構。SEL 課程

方案所牽涉的範圍很廣，包含個體如何認識自己、如何看待他人，以及在環境中

與他人互動，其實與個人的身心發展、健康議題、社會活動都有關係，也正符合

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改革方向。有鑑於各界期待能將 SEL 課程方案

導入正式教育架構與輔導活動，本研究將透過課程實踐與轉化，探討社會情緒學

習融入課程活動之經驗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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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情緒學習之方案設計 

SEL 課程方案的主要教學目標有以下五項：協助學生能夠認識並接納自我情

緒，以了解自我；協助學生能夠控制自我情緒並管理自我情緒；協助學生能夠體

察他人情緒，並學習接納他人情緒；協助學生能夠與人合作，化解人際衝突；協

助學生能夠做好負責任的決定。根據 CASEL「課業、社交與情緒學習組織」

（CASEL,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2019）整

理，好的 SEL 課程方案需要具備以下五個特色：融合 SAFE 精神（CASEL, 2003）、

提供支持的環境、培養教學能力、對公平、正義、創傷敏感、提供合理的目標，

如下圖一所示。 

圖 1 社會情緒學習方案特色 
資料來源：引自 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CASEL). (2003).Safe and Sound: 

An Educational Leader's Guide to Evidence-Based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 Programs.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505372.pdf) 

(一) 融合 SAFE 精神 

根據 CASEL 所提的 SAFE 指標（CASEL, 2003），方案應具備以下四個特色： 

1. 循序漸進（Sequenced, S）：教學時能清楚地命名並為兒童提供 SEL 詞彙，面

對剛接觸情緒課程的孩子，課程設計需調整難易度，從簡單到困難，並可以

用重複、堆疊的技巧，確保孩子學習。 

2. 積極參與（Active, A） ：在示範時能表達希望在孩子身上看到的技能和態度，

老師確保孩子在課程內、教室外對於社會情緒學習有感，並積極在生活中練

習。 

社會情
緒學習
方案特

色

融合SAFE：
強調知情意

學習

提供支持的
環境：結合
正向教育活

動

培養教學能
力：師生共

同學習

對公平、正
義、創傷敏
感：重視個

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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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融入
生活大量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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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注投入（Focused, F）：在實踐時能為孩子提供練習與行動的機會，專注和

投入能使社會情緒學習有更好的學習效果。 

4. 直接明確（Explicit, E）：老師能花時間與孩子討論挑戰出現時要如何使用 SEL

解決問題，讓同學明白學習情緒教育的好處，像是能帶來什麼樣的幫助，應

用在什麼地方。 

(二) 提供支持的環境 

方案應重視教師能與兒童一起約定社會規範，並提供正向積極、安全支持的

環境，透過好的學習文化來促進兒童展現 SEL 行為。 

(三) 培養教學能力 

方案有賴教師提升自身的社會情緒學習能力，透過教師 SEL 課程方案的持

續整合，將持續對學生發揮影響力與幫助。 

(四) 對公平、正義、創傷敏感 

方案應充分考慮兒童學習、生活和成長的環境和環境，並確保文化上的公平，

有助於消彌各種背景文化所造成的不平等。 

(五) 提供合理的目標 

方案會提供一系列合理的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有助於學生追求學習與生活

上的成功經驗。 

三、社會情緒學習之方案成效 

本研究透過自編之「社會情緒學習方案」研究發現，搭配綜合活動之教學，

因融入社會情緒學習，對學生在以下面向發揮具體的輔導成效：自我覺察、自我

管理、社會覺察、人際關係、負責任的決定，以下就此五面向分別說明。 

(一) 深入自我覺察有助於檢查偏見 

自我覺察活動包括：「識別和表達你的情緒、認識到自己的優勢和挑戰、擁

有準確的自我認知，指導學生覺察情緒的變化，培養正向思考的態度」。在系列

活動中發現當與學生討論到「為什麼自我覺察很重要？」時，可以深入到「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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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曾經對自己的行為感到不安」、「我為什麼如此生氣？」；透過「情緒大舞台」、

「那些關於我的特質」讓孩子可以學習對情緒命名，研究者與教學者能明確定義

並示範相關技能。透過自我覺察的課程，有助於學生檢查自己的偏見，質疑自己

的動機，並停下來評估自己的情緒反應。 

(二) 加強自主管理可應付升學壓力 

自主管理活動包括：「控制衝動、有效管理壓力、設定和實現目標，指導學

生探索與開發自我潛能，學習如何善用資源」。在系列活動中發現自主管理對學

生幫助很大，因為學生需不斷使用自主管理技巧來應付越來越有壓力的高年級挑

戰，不論在教室中、生活上，學生所面臨的各種障礙不僅會影響學習動機，也會

影響各種學習表現。除此之外，老師讓學生知道自己也正在學習和練習「自我管

理」技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透過將學生視為發展社會情緒學習的伙伴，將有助

於學生確認到需要更長的時間來練習自主管理。 

(三) 引導社會覺察有助情緒敏感度 

社會覺察活動包括：「培養同理心、理解其他觀點、尊重多樣性和理解社會

規範的能力，指導學生覺察自己的人際溝通方式，培養同理心」。在系列活動中

發現社會覺察不只是要學生對別人好，而是要幫助學生知道如何了解他人並尊重

其他觀點、價值觀、文化和差異，在引導學生說明自己的家庭文化過程中，也有

助於學生展現對他人的情緒敏感度，幫助學生更能夠關懷同理人我的感受、理解

社會的系統運作，對即將畢業的六年級學生，在 SEL 教育中所學到的知識、技

能、情意，都有助於強化內在的發展，讓學生邁向新的學習里程碑。 

(四) 師生共同練習人際關係技巧 

人際關係活動包括：「有效溝通、學習傾聽、抵抗壓力、解決衝突等」。在系

列活動中發現「人際關係」將有助於學生練習與他人建立聯繫，學習如何建立人

際關係技巧是一項艱苦的工作，如果沒有練習，我們通常會依賴直覺的情緒來應

對所有人際關係。以「慈心祝福」、「正念傾聽」、「賞識的力量」活動為例，老師

必須願意把學生當成真誠人際關係互動的對象，他們才能更有勇氣去改變過去的

行為模式，老師的參與能鼓勵高年級孩子表現出為他人喝采的習慣，使用合宜的

互動與溝通技巧，並應用於日常生活。 

(五) 教師示範如何落實負責任的決定 

負責任的決定活動包括：「識別和分析問題和情況、解決問題、評估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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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行為、為自己的行為及其結果承擔道德責任」。在系列活動中發現，「負責

任的決定」對學生來說是很關鍵的一步，老師讓學生了解如何做出好的決定，可

透過親身示範的方法，與學生分享自己的決策過程，並解釋其背後的「原因」，

這樣的歷程有助於提供班上學生成功的榜樣，鼓舞學生如何預防危機、保護自己，

並以創新思考方式，解決生活問題。 

四、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透過社會情緒學習，能清楚地為兒童提供 SEL 概念、詞彙、以及適

合臺灣課程的活動方案。國外研究發現（Jones et al., 2018），有效的 SEL 課程方

案，老師是推動社會情緒學習最重要的引擎，因為他們可以交錯使用教學、示範、

練習、討論等技巧，融入 SAFE 精神，提供學生最符合日常生活的學習。本經驗

可為後續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以下經驗： 

(一) 融合 SAFE 精神：強調知情意同步學習 

 本研究設計之課程，依序設計了「情緒大舞台」、「那些關於我的特質」、「壓

力在哪裡」、「換位思考」、「同理心地圖」、「慈心祝福」、「賞識的力量」、「正念行

動」、「幸福摩天輪」等十個課程，呼應 Durlak 等人在 2011 提出的（Durlak et al., 

2011），需符合 SEL 課程方案五大核心理念及 SAFE 的精神。以「自我覺察」為

例，「情緒大舞台」、「那些關於我的特質」讓孩子可以學習對情緒命名；以「自

我管理」為例，「壓力在哪裡」、「換位思考」有助於學生確認到需要更長的時間

來練習控制衝動與有效管理壓力；以「社會覺察」為例，「同理心地圖」、「慈心

祝福」幫助學生同理人我的感受、理解社會的系統運作；以「人際關係」為例，

「慈心祝福」、「賞識的力量」活動，都能鼓勵高年級孩子表現出為他人喝采的習

慣；最後在「負責任的決定」課程中，學生透過「正念行動」、「幸福摩天輪」，

反思如何運用這些技能與技巧來解決生活中問題，促進團體的和諧。 

(二) 提供支持的環境：將正向教育活動融入班經生活中 

 來自人群與環境的鼓勵，能促進學生大量練習 SEL 技巧，班級所營造的正

向氛圍，也能讓學生相處更融洽。將 SEL 技巧融入班經生活中，可提升學生的

情緒靈敏度，讓學生更願意表達情緒狀態，不但有助於降低焦慮，也能讓學生對

班級活動更願意參與，找到融入團體生活的方式。本結果也呼應國外研究

（LaRusso et al., 2009），除了在教室內提供 SEL 課程方案來支持學生，也要考慮

非正式的學習中或是教室外的活動，提供學生更多的心理支持，打造學校環境成

為一個安全、積極、有利於學習，將使得 SEL 課程方案更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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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養教學能力：SEL 課程方案是師生共同學習的幸福學 

 老師親身示範社會情緒學習的技能，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Oberle & 

Schonert-Reichl, 2017）。學生的學習成果不只來自個人的改變，經由老師真誠的

分享與說明，學生可在老師的分享中發現，哪些技巧對生活真實有效，此結果可

呼應國外研究，老師很少有機會提升自己的 SEL（Lopes et al., 2005），老師若願

意對學生展示自己如何使用 SEL，將能營造更正向的課堂環境（Jones & Bouffard，

2012）。幫助學生學習 SEL 技能和提升老師個人的 SEL 技能，對於提升教學效能

是相輔相成的，當老師願意跟著學生共同實踐 SEL 教育時，效果更佳顯著（Jones 

& Bouffard, 2012）。 

(四) 透過 SEL 教育提升學校教育中公平、正義與尊重個別差異 

 SEL 課程方案重視自我探索的特質，有助於不同文化背景或不同程度的學生

透過練習完成對自我的探索。透過 SEL 課程方案，學生學會如何守住自己原則，

溫和地拒絕他人，並說明原因，在表達情緒時，不會引發人際衝突，當學生學會

拒絕的能力，就能並清楚表達我訊息，提升自己對公平、正義的敏感並做出負責

任的決定。SEL 跨學科的輔導特質，更有助於幫助社經地位低落或是文化不利的

兒童，掌握住「可教時刻」，將可強化學生的心理韌性，並有助於尊重個別差異。

SEL 不只對學習有關，也能因為 SEL 課程方案支持學生要培養對自己的文化敏

感以及實踐正義的行動，尋求與人積極溝通的正向循環（Jones & Bouffard, 2012）。 

(五) 提供合理的目標：融入生活大量練習 

 國外研究發現，SEL 課程方案包含一系列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Bailey et al., 

2019），前者可幫助學生在目前的求學環境中適應更加良好，後者則希望引導學

生發展出對自己人生長期的規劃。本研究也證實，大多數學生能運用 SEL 技巧

學習調節情緒，例如：呼吸調整、閉眼調息、放慢動作、學習靜心放鬆、轉移注

意力等。將 SEL 技巧融入班級生活後，能明顯降低班級內的人際衝突，因為學

生更能評估和反思自己的行為的後果、為自己的決定及其結果承擔道德責任。 

五、結語 

 綜上所述，將 SEL 課程方案融入輔導活動並提供大量練習的正向環境，確

實能為教學取得有意義的成果，並改善不同程度的學生在自我覺察、自主管理、

社會覺察、人際關係、負責任的決定之綜合表現，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與整體幸

福感，進而將十二年國教「自發、互動、共好」的目標，化為真實生活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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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團隊運動的指導經驗談合作學習指導 
王金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理事 

 

一、前言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是泛指兩人以上，透過正向互動促進彼此學

習的概稱，它又可分為許多不同的型態，如：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 Teams-

Achievement Divisions, STAD）、共同學習法（Learning Together）、團體探究去（Group 

Investigation）、拼圖法（Jigsaw）等（王金國，2016）。無論國內外，已有許多研

究證實合作學習有助於學生的學習（黃寶園、林世華，2002；Johnson & Johnson, 

2014），它也是國內教育相關系所研究生熱門的研究主題。雖然它是熱門的研究

主題，也被證實有助於提高學習成就、增進學習動機、人際技巧，但在教學現場

中卻不見得是教室中常見的教學型態。推論其因，教師不常使用合作學習的原因

除了擔心課程進度上不完、不熟悉如何進行合作學習外，另一個原因是教師在合

作學習中獲得的負向經驗大於正向經驗，例如：課堂秩序不好、學生互動不佳等。

林秀玲、張聖翎、吳相儀（2021）研究發現一般教師在合作學習實踐中遇到的主

要困境，包括合作前期之對話困境、合作中期的共事困境及合作後期的共識困境。

另外，對多數學生來說，合作學習並不是他們熟悉的學習方式，學生在合作學習

中表現不佳，主要原因是教師未指導學生如何參與合作學習或教學活動設計設計

不佳所致（王金國、孫台鼎，2014；林秀玲、張聖翎、吳相儀，2021）。另外，

筆者以實際參與中小學教師進行合作學習之共備觀議課為基礎，發現中小學教師

在指導學生參與合作學習上欠缺整體架構，此現象值得關注並應提出相應的解決

建議。 

合作學習是團隊的活動，為了讓讀者能掌握要如何指導學生參與合作學習，

本文擬運用團隊運動（Team Sport）的指導經驗來闡述合作學習的指導，以提供

中小學教師在指導學生參與合作學習時之參考。本文所指的合作學習指導，指的

是中小學教師指導學生使用合作學習進行語文、數學、社會、自然科學…等學習

領域之內容與方法。 

二、團隊運動的定義、優點與特色 

團隊運動指的是由兩位或兩位以上運動員組隊，並藉由互相合作以達成共同

目標的運動，我國中小學校園常見的團隊運動包括：躲避球、排球、棒球、籃球、

羽球雙打、網球雙打、桌球雙打等。團隊運動的焦點不是個人，而是團隊的合作

（Health Hub,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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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團隊運動有許多好處，包括：促進身體及心理健康、可培養合作、

互動、溝通及社會技巧、可發展出運動場合外的友誼，也可以增進獨立思考、處

理失望和失落等許多重要的生活技能（Health Hub, 2023）。 

團隊運動有別於個人運動，隊員除了需要知道該項運動的規則外，尚需具備

該項運動的基本技能，另外，團隊運動需要隊員之間的分工、合作與默契。易言

之，隊員除了自己本身的能力外，還需具備與其他隊員合作的能力。團隊運動中

的這三項概念，可做為教師推動合作學習之參考。 

三、從團隊運動類推到合作學習的指導 

運動團隊若要有好的表現常需要借重教練的指導及不斷地練習，指導的項目

包括前述的「運動規則」、「個人技能」及隊員間的「合作方式與程序」。若把團

隊運動的指導經驗類推到教室中的合作學習，則合作學習的指導可包括「合作規

則」、「合作技巧」與「合作方式與程序」（如圖 1）。 

圖 1 合作學習指導的項目 

(一) 合作規則的建立與實踐 

修過「班級經營」這門課的人都知道，建立班級常規在班級經營中是很重要

的一個主題。合作學習與個別式學習很大的不同點是小組的形成與組員的互動，

既然有小組的形成，小組的規則就顯得相當重要，它就等同於團隊運動中的規則，

它讓每位運動員知道哪些行為是合適的，哪些行為是不被接受的。 

合作規則（也可稱為「我們的約定」）可仿班規訂定的程序，讓學生共同訂

定哪些項目是大家必須共同遵守的。例如：進行合作學習時，每位組員都要積極

參與、每位組員都有公平的參與機會、組員要彼此幫助。 

合作

方式與程序

合作
技巧

合作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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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規則訂定後，教師除了在進行合作學習前帶領學生複習外，也可將合作

規則製成桌牌，立在小組桌上，也可以製成海報張貼在教室牆上，以提醒學生遵

守這些規則。另外，教師也可以設計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活動，讓學生

檢視自己及組員是否有遵守這些規則。 

(二) 合作技巧的指導 

1. 合作技巧的意義與重要性 

合作技巧指的是與人合作及互動時，個人表現有助於彼此合作及互動的行

為。許多研究合作學習的學者都曾倡導合作技巧在合作學習中的重要性，也希望

教師在實施合作學習時予以重視。例如：美國學者 David W. Johnson 及 Roger T. 

Johnson 即曾提出合作學習的五大基本要素，內容包括：積極互賴（positive 

interdependence）、個別責任（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面對面助長性互動（face-

to-face promotive interaction）、人際與小組技巧（interpersonal and small group skills）

及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Johnson & Johnson, 2014, 2018），其中一項就是

人際與小組技巧。另一位倡導合作學習的美國學者 Spancer Kagan 也主張實施合

作學習要指導社會技巧（social skills），這是成功實施合作學習的七個關鍵之一。

另外六個成功的關鍵分別是合作學習的結構（structures）、形成小組（teams）、班

級經營、小組建立活動、班級建立活動、落實 PIES 四原則（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積極互賴、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個別責任、equal participation／均等參與、

simultaneous interaction／同時互動）（Kagan, 2023）。 

合作技巧在合作學習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有助於合作學習的進行，讓學生在

合作學習中獲得正向的學習經驗，若要學生更有效地參與合作學習，則教師需要

指導並讓學生熟練合作技巧。 

2. 合作技巧的類別 

合作技巧很多，不同學者的分類方式也很多。張新仁、黃永和、汪履維、王

金國與林美惠（2013）曾列出十項重要的合作技巧，如下表。 

表 1 重要的合作技巧 

技巧名稱 說明 

專注 參與合作學習時，不做其他事 

傾聽 聽人發表意見，能注視著說話的人，不插嘴 

輪流發言 讓每個人都有公平發表意見的機會 

掌握時間 能設定並提醒時間限制 

切合主題 能針對主題發言，避免離題 

主動分享 能樂於分享自己的法與搜集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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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幫助 能適時協助組員；遇有困難時能主動求助 

互相鼓勵 能鼓勵同學參與小組活動，能欣賞組員的表現 

對事不對人 不人身攻擊，就事論事 

達成共識 組員有不同看法時，能在充分討論後，協調出可以相互理解或共同認可的意見 

引自：張新仁、黃永和、汪履維、王金國與林美惠（2013，p.18） 

合作技巧除了前述類別外，也可從小組成員角色（如主持人、計時者、記錄

者、發表者等）來指導。教師若不指導，學生不會知道小組的主持人、計時者、

記錄者或發表者的工作是什麼，以及該如何適切扮演好前述這些角色。因此，教

師也要從小組成員角色的角度來指導學生合作技巧。例如：指導學生擔任主持人

時，要指導他如何邀請組員發言、重述組員的重點及讚美組員。指導學生擔任紀

錄時，要指導他怎麼請組員說話大聲一些、怎麼重述組員的發言內容或確認組員

的意見。 

3. 合作技巧的指導 

教師除了本身要認識合作技巧外，也要知道如何指導學生培養合作技巧。具

體的作法包括：說明該技巧的實際內涵（展現該技巧的語言及非語言訊息的外顯

行為）與重要性、提供範例（教師可以自己示範或運用線上影片協助學生瞭解），

提供學生練習機會，另外，教師也應安排合作學習的團體歷程（group processing）

活動，讓學生知道自己及別人在合作學習中做的比較好及尚待加強的技巧。 

合作技巧的指導與學習，應該包括認知（知道合作學習的重要及該如何表

現）、實踐（能實際展現）及情意（喜歡合作）面向。合作技巧需要藉由實際練

習來熟練。值得留意的是，即使教師重視合作技巧並實際指導學生合作技巧（例

如：別人在發言時，專心聆聽打不打斷；討論時，對事不對人；在聽完組員的發

表後，可以給組員讚美），學生也不見得很快就具備合作這些技巧。教師要把時

間因素納入，等待學生因練習而逐漸熟悉這些技巧的運用。 

(三) 合作方式與程序的指導 

合作方式與程序就像桌遊的玩法一樣，每位參與桌遊的人，必須先知道怎麼

玩，才能進行。以合作學習來說，合作學習有不同型態與步驟，例如：配對輪流

分享（Rally Robin）、小組輪流分享（Round Robin），教師必須讓學生知道合作學

習該如何進行。當學生知道合作程序，才能知道怎麼參與。 

合作方式與程序的指導除了口頭講解外，最好能將步驟明確呈現出來（也可

製成海報張貼在教室牆壁上），另外，教師實際示範或提供影片示範也很好，教

師可視學生背景調整指導方式，凡有助於學生瞭解合作方式與程序的設計（或活

動）均是可採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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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合作學習是一項值得推動的教學策略，推行合作學習的同時，也要指導學生

如何參與合作學習。筆者以實際參與中小學教師進行合作學習之共備觀議課為基

礎，發現中小學教師在指導學生參與合作學習上欠缺整體架構。對此，本文建議

教師可借用團隊運動的指導經驗，類推到合作學習的指導。 

團隊運動的選手需要知道該項運動的規則、具備基本技巧，也需要知道與隊

員合作的方式與程序。相同的概念，若要學生愉快且有效率地參與合作學習，則

教師須指導學生合作規則、合作技巧及合作方式與程序。只不過，教學是一個整

體的活動，實施合作學習除了規則、技巧、方式與程序的指導外，尚須留意其他

配套措施，例如：提供學習鷹架（如引導、示範、圖示…）、要有良好的班級經

營、要落實合作學習的基本要素、要重視學習原理與專業倫理，以及讓學生在合

作學習中，正向經驗大於負向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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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認知處理觀點評論生成式 AI 對學習的影響 
顏榮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自從人類文明轉變成以位元型態透過科技無遠弗屆的快速傳播，知識積累的

速度即邁入近似指數成長的發展樣態。人工智慧領域學者 Kurzweil（2005）闡述

未來科技社會時指出：當知識創新的速度逼近指數曲線平行縱軸的臨界點，或是

人工智慧發展至具備形式上的創作或創新知識的能力時，代表人類文明跨越數千

年來的軌跡、邁向全新知識典範的科技奇點（The Singularity）就不遠了。 

2022 年秋，美國人工智慧研究實驗室 OpenAI，推出了基於自然語言處理與

深度學習技術之生成式人工智慧（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以下簡稱生成

式 AI）聊天機器人-ChatGPT。短短數月，生成式 AI 高階的語言理解與幾乎無所

不知的應答能力，不僅能自行生成新聞、小說、劇本等各種文案，也能針對科學、

數學及各類程式語言千奇百怪的問題，提供可能不完全正確但令人滿意的答案。

更令人驚嘆的是 ChatGPT 還能結合如 DALL-E、Midjourney 等第三方應用程式

與外掛軟體，以自然語言對話的方式進行角色、頭像、簡報、繪本、動畫及影片

等素材的生成創作。人工智慧不僅在數據分析及語音、影像的辨識領域持續快速

精準進化，還能拓展文學及藝術領域的創作想像空間，同時也引發各級教師開始

將生成式科技應用於教育現場的熱烈討論。 

然而，AI 世代科技快速發展對人類教育與學習的影響，全然都是正面且令

人雀躍的訊息嗎？學術界影響力著稱的嚴謹期刊，逐漸出現對於新科技影響使用

者的認知記憶與創意發想提出不同觀點的質疑（Sparrow, Liu, & Wegner, 2011; 

Kahn & Martinez, 2020; Brucks & Levav, 2022）。其中如過度使用網路搜尋工具所

引發的 Google 效應（Google Effect），似乎會讓學童因資訊取得容易而過度提升

其自我效能，誤以為搜尋得到的資訊即為學習到的知識，不知愈容易搜尋取得的

資訊，數位失憶（Digital Amnesia）發生的疑慮愈高（Dirin, Alamäki & Suomala, 

2019）。而 ChatGPT 取代搜尋引擎成為學習的新寵，因其能以自然語言對話的方

式，更直接的提供原本仍需學習者自行篩選決策後才能獲得的問題解答。然而，

運用 AI 科技輔助教學與學習，究竟是有效提升學習效率與創意，還是反成濫用

取巧鈍化思考的原罪？究竟是引導更深層的探究學習，還是引發記憶與練習是多

餘的負面學習態度？這恐非謹慎使用與不要過度依賴的倡議之詞就能釐清。本文

嘗試從認知處理的觀點，評論 AI 應用對學習的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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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技是否改變大腦認知學習的資訊處理模式 

(一) 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認知處理模型 

Atkinson 與 Shiffrin（1968）的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認知處理模型，描述學習

者的感官記憶如何從感知外在環境的訊息，因注意而篩選部分訊息進入短期記憶

中執行轉化，接著不斷地複誦維持訊息的強度、再經由練習與精熟學習的認知處

理，將同化調適後的知識儲存到可能不易衰減的長期記憶中，以備未來面臨類似

情境需要時，能檢索提取長期記憶中相關的知識與線索出來應用。這整個認知處

理的架構與歷程，是後續人類認知學習與教學設計的重要理論基礎。 

 
圖 1 Atkinson 與 Shiffrin 的短期記憶與長期記憶認知處理模型 

資料來源：(Atkinson & Shiffrin, 1968) 

在 Atkinson 與 Shiffrin 的長、短期記憶學習模型中，影響教學與學習成果的

重要因素為：(1)教學引導能否成功吸引學習者的「注意」，幫助學習者從眾多的

感官知覺中，篩選有利學習的訊息進入短期記憶中；(2)教學活動能否提供學習者

持續與訊息內容的互動及反覆練習，以便將「精熟學習」後的知識儲存到長期記

憶中；(3)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形成概念的「正確性」，是否存在誤解或迷思概念

的情形；(4)學習者所學到的知識概念，是否適當的與長期記憶中的舊有知識「產

生連結」，形成日後方便提取使用的關聯線索；(5)在問題情境中需要檢索相關知

識作為問題解決的素材時，能成功從長期記憶體中「喚起」過去相關的經驗與知

識；(6)短期記憶能成功從眾多訊息中篩選有助於解決問題的線索，經由教師的引

導或同儕的互動，模仿、嘗試、假設與驗證而完成學習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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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kinson 與 Shiffrin 的認知處理模型，雖能解釋個體在大腦中資訊處理的過

程，但卻未清楚描述人與人間或人與環境間的知識互動與建構。於是從教學設計

的理論發展來看，當人類發展邁入社會化的群體活動時，個體的認知學習歷程也

因考量不同的環境變數而有偏向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或社會

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的不同典範轉移，如觀察及楷模學習、替代學

習、近側發展區、鷹架學習、合作學習等（Bandura & Walters, 1977; Bruffee, 1999; 

Shabani, Khatib & Ebadi, 2010）。這些學習理論所衍生的教學方法及教學策略相

當豐富，數十年來成為教育體系所遵行的方法與原則。然而本文的重心並非在回

顧過去這些成熟教學設計的策略與方法，而是試圖聚焦於「科技應用」快速融入

人類生活後，學習與教學的典範是否產生轉變。 

(二) 搜尋引擎及交換記憶可能改變人類學習與記憶的關係 

人類知識因傳播科技的發展，創新積累的量體愈來愈大、更新速度也愈來愈

快。隨著知識的汰舊換新加速，生活中所需應用到的新知識與新能力，也愈來愈

難在學校制度中完整養成。於是扮演資訊快速傳播的網路科技，轉型成替代個體

篩選有用訊息的搜尋機制，似乎形成更錯綜復雜的科技輔助記憶模式。「凡事問

Google」與「凡事問臉書」代表的是網路世代問題解決的新樣態，逐漸從長期記

憶的個人舊知識與舊經驗中釋放。前者代表的是問題解決的知識與線索，可從搜

尋引擎的管道大部分取得；而後者則代表問題解決的方法（程序性知識），也有

可能從社群媒體的互動中得到足夠的提示與啟發。科技應用發展至此，社群媒體

所形成的知識體系脈絡，似乎比花力氣記憶到大腦長期記憶中的功能性高。於是，

年輕學子對學校教育的學習不免產生疑惑，相對於從自媒體與社群所獲得的訊息

來源，教科書出版品的學習素材為何總是相對僵固與不足？評估個人學習的績效

為何仍是以背誦及記憶至大腦的知識為衡量標準？科技世代人類在新知識不斷

創新的世界中漫遊，為何有意義的學習不是指當需要的時候，能快速且正確的從

各種管道檢索取得所需的即時知識，從而解決問題的能力？ 

交換記憶（Transactive Memory）係指一種群體合作的記憶分享與解決問題

方式的認知處理機制（Wegner, 1987）。由於新世代面臨的挑戰日趨複雜，個體愈

來愈難僅憑一己之記憶與能力來解決生活中的各種問題。以研究者而言，早已習

慣將所有聯絡人的電話交給手機通訊錄；即使是日常非常熟悉的路徑，開車時仍

習慣用導航 App 規劃路線，以便處理接收車友回饋的突發訊息；處理計畫團隊

的專案進度與代辦事項，必須登入團隊分享的 Notion 工作區，以便掌控最新進

度與最新內容；查閱全系教學與公務的即時資訊，必須開啟全系教職員所共有分

享的雲端硬碟，那裡存放著眾人共同編輯與整理的即時文件。生活中類似這種將

部分記憶存放在外部儲存空間、需要時再經由分享協作取得所需資訊的交換記憶

機制，早已隨著科技的發展成為人類生活中佔比愈來愈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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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交換記憶的機制，個體只需記憶「需要什麼資訊去哪裡找」即可，不僅

能減輕個人的記憶負擔，更能提高團隊整體的記憶與運作效能。然而，這個交換

記憶的認知處理歷程，與原有個體的認知處理有何差異？學者指出：交換記憶的

形成過程仍類似個人的認知處理模式，同樣包括編碼、儲存和檢索等三個階段

（Wegner, Giuliano & Hertel, 1985; Wegner, 1987）。在編碼階段，團隊成員藉由溝

通互動瞭解彼此的專長，並進行明確的責任分工；儲存階段，資訊會依據專業分

工的結果，自動儲存於相對應成員的記憶中；而在檢索階段，當團隊成員需要某

領域資訊協助其解決問題時，只需知道該資訊存放在哪個交換記憶中，如何檢索

取得即可，並不需要將這麼多的資訊量全部記憶到個體的長期記憶中。 

從科技如何影響學習的角度思辨之，搜尋引擎與交換記憶的科技演進，似乎

逐漸淡化個人認知歷程中記憶與儲存的重要性，而將學習重點聚焦在高層次的思

考、提取與應用，而 ChatGPT 似乎更深化了這種轉變。生成式 AI 的誕生像是團

隊中出現了一位無所不知的「萬事通博士（Dr. Know）」，原本的分工編碼與儲存，

被機器學習與大量的訓練語料庫所取代，而學習的重心被引導至如何給予 AI 明

確的任務、情境、意圖、角色、句型與回饋等「提示詞」，就能有效率的取得接

近正確答案的回應。然而，真實生活的知識應用並非單純的記憶提取而已，高層

次的應用轉化、假設驗證、反思調適與複雜的問題解決，生成式 AI 同樣能取代

人類的認知學習而發展出面對各種情境與價值取捨的判斷能力？ 

研究者假設：原始的認知處理模型中，人類學習的目的在將知識記憶至長期

記憶區中，以便遇到問題時能提取出來解決問題。而生成式 AI 正在逐步建構的

新典範則是透過機器學習建立一個在個體記憶之外，能 24 小時隨時待命檢索的

大型交換記憶（而且還在持續成長精進中），或許有朝一日真能讓學習者節省反

覆的練習與複誦的時間，克服記憶可能衰減、遺忘或彼此干擾的問題，只需專注

在學習如何運用這個科技輔助記憶，就能獲得基礎教育階段多數教學目標所要傳

授的記憶性知識，而學習的重心將更聚焦在高階的思考辯證與問題解決能力的養

成。據此，從基礎教育師資培育者的思辨觀之，當生成式 AI 的知識提取人人垂

手可得，基層教育的教學將面臨什麼樣的挑戰？當教學現場全面使用生成式 AI

時，對學習又可能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三、生成式 AI 對學習的可能影響 

Prensky（2005）將誕生於數位科技應用已相當普及的世代稱之為「數位原住

民（Digital Natives）」，以便區隔成年後才學習使用數位科技的數位移民。研究者

曾實際參與全國中小學教師科技領域的共備會議活動，發現自從 ChatGPT 誕生

之後，已有相當多熱血的基層教師將生成式 AI 導入教學現場中，而主管教育科

技的官方行政單位，也迫不及待地以政策引導來推動各式 AI 教學的應用。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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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將生成式 AI 應用於繪圖、語言學習、作文、簡報等各個領域學習的教案設

計愈來愈豐富，在基礎教育階段就開始使用新科技進行學習的「AI 原住民（AI 

Natives）」世代也隱然形成。本文在探討科技世代人類學習與認知處理模式的可

能轉變後，嘗試以這種轉變作為教學實踐者的自我省思，評述生成式 AI 對學習

潛在影響的個人淺見。 

(一) 對學習的潛在正面影響 

1. 長短期記憶與交換記憶的雙軌學習模式 

人工智慧的發展除非突破腦機介面（Brain-Computer Interface）的限制，能讓

外部記憶與腦神經進行整合式的認知處理，否則現階段人類學習與記憶的運作模

式，仍將以大腦長短期記憶與科技輔助型態之交換記憶雙軌並行處理為主。然隨

著具備生成式 AI 機制的數位平台、工具、軟體愈來愈普及，中小學學生也慢慢

習慣將外部運作的交換記憶融入個人的學習模式中，科技應用能力會因此而逐漸

成為學習的基本素養，AIPC 與 AI 行動載具或許將成為未來學習的標準配備。目

前全國各縣市積極發展的智慧學習、酷課雲、親師生平台、科技輔助適性與自主

學習等，事實上皆可視為雙軌運作的外部輔助交換記憶系統。未來，當基層教育

導入 AI 資源的學習成效與創新應用愈來愈普及，傳統講述式的教學內容與強調

標準答案的記憶式評量，勢必接受嚴肅的挑戰。而科技探究、運算思維、問題解

決等強調高階思考能力的科學過程技能（Science Process Skill），則可能成為 AI

世代基礎素養教育所重視的核心能力。 

2. 自然語言互動的專屬個人化學習助理 

學校制度起源於教育普及與工業時代快速人力養成的需求，由於過度注重社

會化與標準化，有時難免會刻意忽視學習者個別的興趣與熱情（Robinson & 

Aronica, 2009）。受限於生師比，學校教師並無法隨時對每位學生的疑惑提供個

別化的指導，也很難依據個別的學習需求調整全班的教學內容與進度。從學習者

的角度來看，即時滿足與解答學習者在歷程中所產生的疑問，才是最佳的教學成

效。生成式 AI 具備自然語言的對話機制，透過簡易的提示語教學，教師能將

ChatGPT 轉換成課堂中提供個別化回饋的差異化教學助理，再透過引導學生對

AI 答案保有存疑的態度與驗證其正確性的教學，生成式 AI 提供適性學習的潛藏

效益令人期待（Wu & Tsai, 2022）。研究者曾觀摩運用生成式 AI 輔助學科教學

的公開授課，親身觀察國小五年級學生與 AI 互動時的專注與熱情，當學生發現

AI 真的有問必答且能即時回應他的疑惑時，那種興奮與追根究底的態度，像是

打開了某種學習的枷鎖，令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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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入 AI 機制的學習夥伴與數位雙生 

科技在輔助學習上除了扮演工具性的角色外，還可能扮演引導探究、諮商輔

導、學習夥伴（Learning Companion）、數位學伴（Digital Companions for Learning）

等不同面向的角色（Chou, Chan & Lin, 2003; Guan, Mou & Jiang, 2020）。從社會

學習的理念觀之，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觀察與模仿的對象，不僅僅來自於教師的

專家楷模學習（Expert Modeling），更多可能來自於學習夥伴所產生的同儕楷模

（Peer Modeling）效應。生成式 AI 跨越過去二十年來智慧型教學系統（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ITS）的發展瓶頸，已能初步建構學習者專屬的智慧型虛擬導師、

學習同伴或數位助理等豐富的 AI 輔助學習原型。若再加上虛擬科技日趨成熟的

發展，未來結合虛實混合實境的技術，創造類似學習分身的數位雙生（Digital 

Twin）系統並非遙不可及。或許在不久的將來，行動載具搭戴能隨時提取生成式

AI 回應訊息的個人智慧型虛擬助理，將取代生生有平板成為新的政策亮點！ 

4. 跨語言與跨領域的資源豐富性與可及性 

語言是認知發展的基礎，是思維辯證的表達形式，同時也是跨文化學習的隔

閡與橋樑（Piaget, 2005）。受限於語言及文化的隔閡，人類知識的傳播有相當長

的歷史，仍須透過翻譯來獲取跨文化的知識內容。ChatGPT 以其自然語言的檢索

方式及龐大訓練語料庫的機器學習，能夠簡便的提供跨語言與跨領域的豐富資

源，也能夠輕易針對不同語言進行各種文本格式的轉換，提供跨領域學習的對話

與整合應用，這無疑解鎖多數因語言的隔閡所形成的學習障礙，讓學習聚焦在內

容的理解思辨而非拘泥於文字的表像意義。此外，再加上生成式的繪圖、影像、

文案等創意發想的加乘效果與應用，AI 跨越語言及領域知識的探索邊界，讓學

習者的視野從學校教育的軟硬體限制中釋放，其深遠的影響難以評估。然值得留

意的是，目前生成式 AI 的應用有收費版本的差異與限制，所幸基礎教育的知識

檢索與應用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仍容易取得，未來在教學上的應用熱潮持續

延燒，是否產生因 AI 可及性所造成的數位落差是需特別重視的議題。 

(二) 對學習的潛在負面影響 

1. 過度依賴的負面學習態度 

Google 效應係指學習者對前述科技輔助交換記憶所取得的訊息，往往具體

內容是什麼很模糊，但卻較能記憶訊息存放的位置與檢索方法（Sparrow, Liu, & 

Wegner, 2011）。進一步的研究發現：愈依賴從搜尋引擎或其它科技輔助管道取得

訊息的學習者，對個人認知學習能力評價的自我效能愈高，但不一定能反應在其

學習成就上（Ward, 2021），亦即過度依賴 AI 容易讓學習者對自己的學習成效產

生誤判的自信。因此，生成式 AI 的教學設計若僅強調科技在檢索取得解答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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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可能反讓學習者認為學習過程太輕鬆而降低投入心力的努力程度。應用 AI

的教學若僅偏重如何修飾提示語以獲得精確的答案或完美的圖片生成，則當科技

的新奇性與趣味性消退後，學習者能否對學習目標的內容產生有意義的學習仍有

疑慮。研究者建議運用 AI 的教學，必須理解學習的認知處理歷程具備內部長短

期記憶與外部交換記憶的雙軌機制，學習的重心並非單純的知識提取與成果生

成，而是熟悉如何運用科技工具進行轉化與驗證，進而完成連結或重構學習者問

題解決的知識體系。教師必須釐清教學設計中學習任務的目的與運用 AI 的必要

性，思考如何促進學習者內在認知處理與外部交換記憶的統整能力，並避免過度

依賴 AI 引發的負面動機、錯誤自信與消極態度。 

2. 高層次思考能力的弱化 

生成式 AI 透過對話提供大量易於取得學習任務解答的資訊，這可能對想藉

由作業或專題來提升學習者發展問題解決與高層次思考能力的教學設計落空。從

認知處理的歷程來看，人類問題解決與高階思考能力的發展，是從不斷的嘗試錯

誤與實作練習中逐漸積累而來。過度依賴 AI 工具快速提供解答的使用方式，可

能反成阻礙學習者發展高階思考能力的原因。因此，運用生成式 AI 的提問詞教

學不應成為 AI 教學的內容主軸，如何運用科技工具與方法解決日常生活複雜問

題的科技思維才是重點。研究者認為未來生成式 AI 的自然語言對話機制，必然

導入個別化使用習慣與偏好的對話意圖（Dialogue Intent）優化演算法機制，現階

段的提示語教學需求在新的版本可能不復存在。但如何在雙軌記憶並行運作的認

知處理過程中，促進學習者的批判思維、溝通技巧、團隊合作、創造力與問題解

決能力等 5C 能力，應該會成為 AI 世代更重要的教學設計核心。 

3. 誤信提取資訊的正確性 

生成式 AI 的運作邏輯是依據提問的內容，從機器學習的訓練資料庫中逐字

逐句的透過機率運算串接出回應的內容。藉由 ChatGPT 生成創意性的文案、圖

片或作品，若產出成果強調的是創意則不會有內容正確性的問題；但若提問生成

的是有明確答案的知識內容時，ChatGPT 發生張冠李戴的謬誤則無法避免。舉例

而言，研究者要求針對特定關鍵詞提供相關參考文獻，ChatGPT 的運算會依機率

組合學者姓名、文章篇名及出版刊物等訊息，提供乍看似乎合理的文獻資源，然

當進一步查核時就會發現多數文獻皆是虛構不存在的。此外，由於原始機器學習

的訓練資料可能存在篩選上的偏差或是冷門領域的語料不足，生成式 AI 也被證

實可能存在種族及性別上的偏見問題（Zou & Schiebinger, 2018）。因此，導入生

成式 AI 的教學設計，教師必須理解 AI 的局限性與可能發生的謬誤，教學活動必

須建立學習者對 AI 提供的知識內容抱持質疑的態度，並培養查核求證的使用方

法與習慣，以避免誤信 AI 所提供的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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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降低團隊合作與同儕楷模的機會 

ChatGPT 具備跨越領域及語言限制的知識檢索能力，相當適合做為差異化

教學設計時，提供個別化與適性化的輔助學習工具。研究者從實際蒐集的各類生

成式 AI 教學設計中發現：或許是強調科技輔助學習的功能，生成式 AI 的教學設

計型態多數較偏向 AI 工具的使用，而較少從教學活動設計中運用 AI 來促進團

隊參與及合作共創的機會。而在 AI 的實際觀摩教學中，研究者也發現不少學習

者傾向比較喜歡與 AI 問答互動，而非與課堂上的教師互動。因此，研究者歸納

融入生成式 AI 的教學，透過科技輔助提供適性互動的對話機制，應能有效降低

學習者向老師發問的焦慮，提高學習的參與及投入程度，但過度使用 AI 則有可

能導致降低與教師及同儕真實互動的疑慮。建議教師設計課堂學習任務時，思考

如何平衡個別學習機會與團隊合作共創的比例，除能發揮前述楷模學習的成效，

又能促進學習者內在認知與外在交換記憶雙軌的統整運作。 

四、結語 

時值 OpenAI 的生成技術再進化，已能透過文字的描述生成角色及場景均相

當細膩逼真的短影片，這勢必又引發社會大眾與各領域的應用熱潮。然而，生成

式 AI 也面臨愈來愈多機器學習訓練資料的版權訴訟，包含紐約時報的時事新聞、

著名書籍作者及圖片影音藝術家等不同媒體形式著作權的集體法律告訴，雖然世

界各國 AI 法律條文的修法進度完全跟不上 AI 應用擴散的腳步，但從教育現場

的教學活動來看，教什麼、如何教與如何避免誤用、濫用，卻是教學設計者責無

旁貸的責任。 

邁入 AI 新紀元，世界各國競相在基礎教育上投注更多的 AI 資源與政策引

導，使得融入 AI 內容與方法的課程與教學設計將成為教育改革的創新潮流。本

文以從事基礎教育師資培育的工作者角度，從巨觀的認知處理觀點評論生成式

AI 對學習的可能影響，並反思基礎教育的教學設計與內容應如何轉換，以因應

新世代 AI 原民的學習需求。僅以野人獻曝的心情，期盼各方賢達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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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性別平等的訴求已為普世價值，綜觀我國大法官關於性別平等的幾號解釋與

判決，雖然在論理過程上，仍有不足的地方，但從立法形成空間的介入、直接針

對立法裁量宣告違憲，以及大法官在表決上的共識度而言，在在展現了大法官捍

衛性別平等的決心。對於性別平等的探討，除了從法理基礎出發外，進一步討論

憲法對於性別平等的保障與其內涵，本文以為，透過比較法的經驗，亦可從中有

更多的收穫，礙於篇幅，暫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實務案例來探討美國法上的發

展，希冀從中得到一些啟發。 

就實務而言，我國大法官相關解釋的作出，肯認了現行的法律規定確實存有

性別歧視，除應該消除這些歧視，更應建制一個更符合性別平等精神與原則的法

律。從大法官釋字第 365 號解釋到 112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不但促使相關法律

規定的一再修正，而使得社會中的性別地位獲得改善外，在其他領域上，亦開始

意識到性別平等的必要性與急迫性，使性別平等不再只是個口號，而是真正落實

於我國法制當中。 

性別平等本來就不是一個簡單容易的事情，畢竟，差異確實存在，然而，平

等的真諦不在於差異是什麼，而是在於如何看待這些差異。 

關鍵詞：性別平等、實質平等、客觀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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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mand for gender equality has become a universal value. Looking at the 

interpretations and judgments of our country’s justices on gender equality,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in the reasoning process, intervention in the legislative 

formation space and direct legislative discretion are declared unconstitutional. , as well 

as the justice’s consensus in voting, it shows the justice’s determination to defend 

gender equality. For the discussion of gender equality, in addition to starting from the 

legal basis, we will further discuss the protection and connot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in 

the Constitution.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more can be gained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comparative law. Due to the length, we will focus o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time 

being. We will use the practical cases of the Federal Supreme Court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law, hoping to get some inspiration from them. 

In terms of practice, the relevant interpretations made by our country's justices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current legal provisions do contain gender discrimination. In 

addition to eliminating these discriminations, a law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at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spirit and principles of gender equality. From the Supreme Court 

Interpretation No. 365 to the Constitutional Judgment No. 1 in 112, not only did the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be revised repeatedly, which not only improved the gender 

status in society, but also began to realize gender in other fields.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equality make gender equality no longer just a slogan, but truly implemented 

in our country's legal system. 

Gender equality is not a simple and easy issue. After all, differences do exist. 

However, the true meaning of equality does not lie in what the differences are, but in 

how to treat these differences. 

Keywords：Gender Equality, Substantive Equality, Objective Legal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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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

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如此，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即成憲法層次上的一項

基本原則，憲法明文禁止基於男女性別差異而有違憲可能性的差別待遇（雷文玫，

2000）。其次，為了確保男女間的實質平等，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亦

規定：「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

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 

揆諸國際，1979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消除對女性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其內

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

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

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性別平等的訴求已成為普世價

值（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法展基金會，2011）。 

本文以為，對於性別平等議題的探討，除了在憲法層次保障上的討論外，應

可由國外的經驗來看待性別平等，從國外的實際案例出發，以不同的視野先來觀

察，才不至於使得性別平等的討論過於狹隘。 

至於我國在性別平等的司法實務上，主要可從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所做出的相

關解釋來做檢驗。透過大法官的解釋，除了多次申明保障男女實質平等的立場，

亦促使相關法律的修正（雷文玫，2000），也因此，大法官解釋在我國關於性別

平等的議題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然而，大法官一系列的解釋，雖然對於消除性別歧視及促進兩性平權具有一

定的貢獻，但其中的論證卻也殘存了一些問題，而備受學者質疑與批判（雷文玫，

2000；陳宜倩，2006；廖元豪，2008）。故期望透過以上的探討，可以更精確的

了解性別平等的真諦，並重新檢視我國大法官解釋在性別平等議題上的缺失。 

貳、性別平等的憲法保障 

一、性別平等的法理基礎 

人的性別除了在生理構造上的不同外，亦是經過自我成長、發展及社會化互

動歷程建構而成，在實際的社會裡存在各種多樣的性別主體。過去因社會景況或

性別刻板印象，不僅限制了群體人格自由開展和決定，也造成了性別的歧視與偏

見（洪泉湖，2005）。為了能夠消除傳統上各種性別不平等的拘束，使每個人平

等生活，社會存有各種不同的現實狀態，而達到合乎公平正義的整合狀態，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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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尋求性別平等的法理基礎。 

(一) 人類共通性論 

從人類共通性的角度而論，主張每一性別的平等，縱使現實社會中每個人分

屬不同的性別，展現了不同的性別特質，也不能忽視所有性別個體都是人類的一

份子，應該不分性別一律擁有基本的人類本質，因此其認為所有性別主體是平等

的。而以人類共通性論性別平等法理基礎的具體內容又可分有能力平等說、社會

慾望平等說（Russell, 1991；葛斯/朱霞譯，1995；范欣蘋，2009）。 

(二) 社會需要性論 

此理論係由社會需要性的觀點來切入，其認為平等在性質上是一種社會的思

想或制度，全體人類若要能在社會中和平相處，長久發展存續下去，就必須避免

歧視或傷害同樣是構成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弱勢或少數性別群體。也就是說，以

社會的發展需要而言，任何一個性別主體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也因此來要求所

有性別必須平等。其具體內容包括有社會任務平等說、避免社會弊害平等說（Mill, 

1997；張宏誠，2002；范欣蘋，2009）。 

(三) 自然科學的法則 

以自然科學的法則作為性別平等的法理基礎則提到，人類仍是地球上生物的

一種，性別平等的依據無可避免會蘊藏自然界形成的法則。而此自然法則因其性

質必須是普遍且一致的定律，對不同性別個體所產生作用的法則，就不能有性別

上的差異，受自然法則所影響的社會法則也應該是性別平等的。會對人類一切行

為發聲功效的規範或拘束，必然不應因性別的相異而有所不同，每個性別主體在

法則普遍的特性下都應該是平等的（李鴻禧，1995；范欣蘋，2009）。 

二、憲法對性別平等的保障及內涵 

依據我國憲法第 7 條以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的規定，明顯可看出

性別平等在我國憲法中的重要性，同屬憲法所保障的人民基本權（許育典，2023）。

性別平等為憲法所保障的人民基本權，以人的自我實現為本質核心，憲法對性別

平等予以保障，就是為了維護每一個人的自我實現都能獲得最大可能範圍的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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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觀面保障 

過去，平等只是被視為一項解釋憲法的原則，屬於客觀法規範的作用，意思

是在個别權利行使範圍內，平等只有反射利益。二次大戰之後，平等已逐漸被認

為具有主觀權利的性質。換句話說，平等是人民實質上的權利，一旦此權利遭受

侵害，可以請求法律上的救濟（法治斌、董保城，2021）。就此而言，性別平等

係為憲法第 7 條所保障的基本權，同時兼具主觀權利與客觀法規範的本質。 

既然性别平等權具備主觀權利的性質，則基本權的主觀權利面向，最主要的

功能乃是防禦權的作用，這也是基本權所具有的最原始功能，意指基本權賦予人

民一種法的地位，在國家侵犯到其受基本權所保護的法益時，得請求國家停止其

侵害，藉以達成防衛國家恣意干預的目的（許宗力，2007）。因此，基於性别平

等權作為主觀的公法上防禦權，可推導出憲法上性別平等在主觀面的保障內涵：

當國家公權力對性别作出不合理的差別處遇，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的性別平等權

時，人民得直接根據憲法第 7 條性别平等的規定，請求國家排除不法的侵犯。也

就是說，人民是性別平等權的基本權主體，可要求宣告侵害其性别平等權的法律

或命命為違憲、無效，或請求廢棄侵犯該權利的行政處分、司法裁判，甚至是停

止其他國家行為。 

(二) 客觀面保障 

1. 性別的實質平等 

憲法第 7 條所揭示是追求性別實質平等的保障，因此，國家對於弱勢或少數

性別族群因社會結構性的性別偏見，長期遭受各種不利的際遇，有義務必須提供

積極的方法來改善這些性别群體的處境，如任由社會結構性的歧視持續存在，將

威脅或危害到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李孝悌，2003）。在承認人民得自由開展與決

定其人格的憲政國家中，透過考量乃至平衡相異性別主體在實現形式上同等權利

的不同條件，以開創或確保所有人都獲得平等實現自我的機會，使所有人在法律

上與事實上享有平等的權利。 

性别實質平等的保障，進一步體現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的規定中，

國家權力包括行政、立法及司法等政府機關，負有永續地追求性別平權的福祉和

消除性別歧視，以落實性别實質平等的保護義務。至於達成這些目標的手段、過

程與方法，則屬開放性，具有自由形成的空間，其中最重要的即為立法權。憲法

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亦具有憲法委託的性質，首要規範對象是國家的立法機

關，促使立法者遇傳統的性別觀念與現今維護個人自我實現的憲法核心價值相衝

突時，應制定或修改消除性别歧視與保護性別平權的相關法律，例如：民法親屬

編性别不平等條文的修正、制定性別平等教育法，形成一套法律規範的制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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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立法機關踐行性別實質平等保障的具體表現，同時凸顯出性别平等權制度性保

障的客觀法功能（曾文欣，2004；葛克昌，2002）。 

2. 性別平等作為客觀法規範 

性别平等權既然是基本權之一，在作為憲法基本價值決定的同時，則成為拘

束立法權、行政權及司法權的客觀價值秩序。因此，性别平等權可作為一項客觀

法規範，使所有國家權力的運作必須遵循性别平等原則的要求（許育典，2023）。

首先，依憲法第 7 條明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

平等」可知，對立法的拘束而言，係指法律制定的平等。立法者在不違反憲法的

前提下，基於目的性的考量，得廣泛地立法；行政權與司法權又以法律為其行為

的依據，性別平等原則不僅約束執行法律的行政與司法機關，更可拘束立法者應

遵守此一原則，禁止在没有任何正當合理的事由下，對任何個人為性别歧視的立

法行為。立法内容如有違背性别平等原則，即屬違憲的無效法律。 

其次，當行政與司法權依法擁有自我形成空間時，才有造成性别不平等的可

能性。以行政權來說，主要出現在法規構成要件的專業判斷餘地及法律效果的裁

量部分；但是，此裁量權的行使並非任由行政機關恣意地決定，而須具有實質明

確及充分使人民確信的理由，且該理由合乎基本權、法治國原則等等憲法基本價

值才可。例如：行政機關就性别平等教育法第 13 條：「學校之招生及就學許

可……。但基於歷史傳統、特定教育目標或其他非因性別因素之正當理由，經該

管主管機關核准而設置之學校、班級、課程者，不在此限。」為判斷裁量時，該

行政決定當然受性別平等權保障的約束。同樣地，法院對性別平等原則的要求，

也應自我拘束，因為司法為合憲秩序確保的最後防線，司法權的執行在此更應受

到法律正義的制約（李惠宗，2022；法治斌、董保城，2021；陳慈陽，2016）。 

參、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性別平等的審查標準 

我國憲法實務在性別平等議題上，透過多則大法官解釋的作成，就解釋結果

而言，確實引發社會與法律層面對性別平等的省思、解構及重組。然而，就其解

釋與論理過程，仍有許多不同聲音的質疑與批判。本文以為，或可藉由比較法上

的方式，來檢視我國在司法實務上對於性別平等究竟還缺乏什麼樣的思考？本文

即透過美國最高聯邦法院的兩則判決，從案例事實中看美國法院對性別平等的審

查（雷文玫，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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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ississippi University for Women v. Hogan 

(一) 事實 

上訴人 Hogan 是一名持有護士執照但沒有護理系大學文憑的職業男性護士。

1979 年其向受密西西比州州政府資助的密西西比女子大學護理學院申請入學，

雖然他符合入學資格，但是因為他是男性而被該校拒絕入學。該大學允許其旁聽，

但無法獲得學分。Hogan 因此提出訴訟，主張密西西比女子大學護理學院只准女

性入學的政策違反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平等保護條款的規定。聯邦地方法

院認為密西西比女子大學為女子專有大學，其與該州為提供女性學生人口最多元

化的教育機會間有合理關聯性，且此政策比較以往單性學校教育能提供學生獨特

教育的教育理念一致，並非任意武斷的政策，因而拒絕上訴人的要求。聯邦上訴

法院則推翻聯邦地方法院的判決，認為聯邦地方法院採用錯誤的審查基準來審查

此案的合憲性，其正確的審查標準應為由州政府應負較重的責任來證明密西西比

女子大學以性別作為入學分類的政策與州政府想要達到的重要目的有密切關聯

性。然而，州政府並未盡到較重的舉證責任，來證明此一關聯性，故判決該入學

政策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賦予上訴人的平等保護權利，而撤銷聯邦地方法

院的判決，並發回聯邦地方法院根據聯邦上訴法院的要求更審。聯邦最高法院決

定受理此案件，並確認聯邦上訴法院的判決（林利芝，2003）。 

(二) 判決 

密西西比州州政府所資助的密西西比女子大學護理學院禁止男性進入該專

業護理學院就讀的入學政策，違反了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平等保護條款的

規定。 

(三) 理由 

1. 密西西比女子大學的入學政策，關於歧視男性而非女性的作法，並不會使該

政策免於受到聯邦憲法第 14 條平等保護條款的審查，或降低審查該政策合憲

性的審查標準。 

2. 政府若意欲使其所制定的以性別做分類的法規合憲，則政府須善盡舉證責任

來證明其有以性別分類極具說服力的重大正當理由。至少其必須證明以性別

分類是為了促進政府的重大利益，而採用的歧視方法與政府為達到該重大利

益的目的有密切關聯性，才算是善盡政府的舉證責任。 

(1) 被告主張，該入學政策是為了要補償女性所受到的歧視，進而保障女性。

法院認為，在相當有限的情況下，假如某性別分類的規定是特意為了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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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被不當歧視的性別的成員，則偏愛某種性別的性別分類可被允許。但

若政府僅係提出該性別分類釋善意和有補償性目的來作為分類的理由，

則並不能完全阻卻法官探究政府採用該分類的真正目的。 

(2) 密西西比女子大學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女性欠缺在護理專業方面訓練的機

會，或女性一直在護理專業無法晉身領導階級。事實上，在密西西比女

子大學設立前，取得護理系文憑的人數超過 9 成以上皆係女性，醫院理

所聘僱的護理人員也多為女性，在其開始招生後，被醫院聘僱的有照護

士將近 98%為女性。密西西比女大學不准男性入學的政策，似乎是為了

要繼續維持護士是女性專屬工作的陳腐觀念，而非是為了要補償女性所

面對的歧視性障礙。因此，密西西比女子大學並無法證明其主張的善意

且補償女性的目的，係其不准男性就讀的真正目的。 

(3) 密西西比女子大學允許男性旁聽課程的政策，大大削弱州政府所提出女

性因為男性的出現而受到歧視的主張。無可辯駁的紀錄顯示，允許男性

旁聽課程，並沒有影響老師的教學方式，亦沒有影響女性學生的課堂表

現，即使在男女皆收的護理學院理，男性亦沒有支配或控制課堂上課的

情況。總之，此項紀錄與密西西比女子大學教育目的的主張明顯不符。 

(4) 密西西比女子大學並無法舉證其採取性別分類的入學政策與州政府意欲

補償女性的目的有密切且直接的關聯性，法院認為，其無法提出該入學

分類政策合憲的極具說服力的重大正當理由，因此，該入學政策違反聯

邦憲法第 14 條的規定，而應宣告違憲。 

二、U.S. v. Virginia 

(一) 事實 

維吉尼亞軍校（VMI）在維吉尼亞州十五所高等教育機構中，係唯一招生單

一性別學生的學校，並受州政府的經費補助，也受州議會的監督。又 VMI 國民

兵訓練課程的目標及軍校的施行方式並非絕對不適合女性，且其培育領袖人才的

著名課程，也吸引不少女性想入學，然而 VMI 堅持只收男性，使得女性們均不

得其門而入。1990 年，首席檢察官因一名想進入 VMI 就讀卻被拒絕的高中女生

提出告訴，美國聯邦政府遂對維吉尼亞州與 VMI 提起訴訟，主張 VMI 只招收男

生的規定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的平等保護條款。地方法院駁回原告之訴，

認為該校專收男性的入學政策並未違憲。聯邦政府不服地方法院的判決，向上訴

法院提起上訴。1992 年，聯邦第四巡迴上訴法院廢棄並發回地方法院的判決，在

其發回意旨中，上訴法院要求州政府及 VMI 必須自以下三種措施中擇一施行：

一、接受女性入學並且調整 VMI 的課程，二、為女性設立另一所平行學校及課

程，三、完全私立化，不得再接受州政府的補助。因此 VMI 決定為女性創設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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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平行學校，即「維吉尼亞女子領導學院」（VWIL），但提供不同的課程及教

育方式。1994 年，聯邦地方法院判決認為這項女子學校的課程計畫符合上訴法

院上述發回判決的意旨以及聯邦憲法平等保障的要求，故僅命被告盡快進行此項

計畫。但聯邦政府不服，再度上訴。1995 年上訴法院維持地方法院的上述判決，

聯邦政府不服，要求上訴法院全體法官對本案再開辯論，但被拒絕，聯邦政府因

此向聯邦最高法院聲請發移審令，聯邦最高法院同意並進行實體審查（徐慧怡，

2001；黃昭元，2003）。 

(二) 判決 

維持前上訴法院的判決，廢棄後上訴法院的判決，並發回下級法院更審。法

院認為：(1)州政府就 VMI 排除女性修讀公民/軍人課程而違反平等保護條款者，

未能提出具說服力的理由；(2)州政府為女性於其他學院開設個別課程所提出的

方案，在實質上並不提供兩性同時受教的利益，以致滿足平等保護的評價；(3)採

用實質比較的方式以審查補救方案屬明顯錯誤。 

(三) 理由 

1. 由於過往歷史對性別的歧視，故對官方否認基於性別所享有權利及機會的政

策，將受到進一步審查。法院一再重申，只要因性別的緣故，法律或政府政

策拒絕女性，即違反平等保護條款。基於性別所為的分類，並非以此差異作

為排除單一性別的理由，其乃係用來補償婦女因處於經濟上弱勢所受的損害，

也增加平等就業的機會與增進國民智能的發展，但此項分類不能用來創設或

使婦女永遠處於法律、社會或經濟上的弱勢地位。衡量本案，州政府排除女

性就讀 VMI 的政策，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14 條平等保護規定。 

2. 當事人欲採取依性別分類的政策時，必須有極具說服力的正當理由，即採取

的行為須被證明其乃為達到政府的重要目標，且其手段必須與達成該目標有

實質性的關聯。 

(1) 被告主張單一性別教育提供重要的教育利益，且有助於教學方式的多元

化。法院固然同意多樣化可以是一項重要的政府目的，但這必須是真實

存在的政府目的，而非僅係為了合理化某種特定行為所編造的說詞，單

單口頭上的主張，並無法阻止法院進一步探求真正的政府目的為何。而

從 VMI 當初設立的歷史，或之後該校的運作經過來看，都無法證明多樣

性的確曾是該校設立的目的之一。 

(2) 1839 年 VMI 設立之初，根本就沒有平等考慮男性與女性的教育機會。

蓋當時，許多人認為大學教育對女性而言是危險的，這會妨礙到生育功

能。不只為 VMI 只收男性學生，其他頗負盛名的大學也是如此。18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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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州參議院曾經決議要求研究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但並未立即

實施。直到 1884 年，維州才開始設立專收女性的學校，並於 1970 年代

中期後，改為男女合校，即使是維州頂尖維吉尼亞大學，亦改為男女合

校，至此，維州已無純女性的公立大學，但仍有純男性的 VMI。 

(3) 被告主張，維州沒有純女性的大學是歷史的異常，因此純男性大學的存

在反可增加其教育機會的多樣性。然法院認為，此項結果是故意的，而

非異常。蓋維州一開始即排除女性於高等教育之外，然後才設立專校，

卻使該等女子大學的資源及地位都遠不如男子學校，最後才將單一性別

的學校轉為男女合校。 

(4) 1990 年前後，維州廢止州內關於個別機構只招收單一性別的規定，並再

次確認在維持自主性及多元性時，將提供寬廣入學途徑的政策，從而無

論現在或過去歷史，都無法支持 VMI 透過單一性別的選擇來追求多樣性

的教育目標。相反的，VMI 的目的就是要專為男性提供一項獨特的教育

利益，因此被告無法舉證其學校設立確實存有一重要的政府目的。 

(5) 被告再主張，VMI 的教育方法並不適合女性，而一旦招收女性，勢必要

修正其教育方法，並破壞原先設計的課程，從而男性學生將喪失原先可

得到的獨特教育機會，女性學生也因課程的必然修正，而無法獲得類似

的教育機會。法院固然無從否定 VMI 招收女性勢必要採取某些調整措

施，如：住宿安排集體能訓練計畫，然而透過專家證詞指出，「有些」女

性的確能勝任所有該學校所要求的個別項目，且能達到該學校目前對男

性學生所要求的體能標準，因此，無論是培訓國民的目標，或其所採取

的特殊教育方法，均非天生不適合女性。 

(6) 法院認為，不應僅依據男性或女性的平均能力或偏好，就採取性別的分

類。亦即，不能以對男性或女性的角色、能力的既定印象，而排除任何

有能力的個人。且教育本來就非一體適用的事業，本案爭點即在於，VMI

得否合憲地拒絕有意願即有能力的女性，接受該校所提供的獨特訓練及

其附隨機會。 

(7) 被告又主張，允許女性入學，會降低 VMI 的水準，破壞其系統，甚至摧

毀整個學校。惟法院認為，過去法學院、醫學院對於開放予女性就讀或

女性要求進入警界時都曾發生類似的顧慮，但都沒有實證得以證實上述

說法。相反的，女性就讀聯邦軍事學院及參與美國軍隊的成功案例顯示，

VMI 的顧慮其實是對未來將無法保有穩固地位的恐懼。 

(8) VMI保國衛民的立校宗旨固然偉大，但應可容許女性參與達成此一目標。

本案完全不考慮個別能力，而範疇性地排除女性的作法，並無法實質地

促進此目標。又 VMI 並無法提出非常具說服力的正當理由來正當化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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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分類，其聲稱的目標與採取的歧視性分類，並不具有緊密的關聯性，

故為違憲。 

3. 救濟方案的性質，在於能緊密契合因違憲侵害造成損失的彌補，不但須盡可

能消除過去違憲所造成的傷害，並且要能禁止將來發生類似的歧視情事。 

(1) 維州不改變 VMI 僅招收男性的政策，而為女性開設分別課程，並強調維

吉尼亞女子領導學院，是一個平行計畫。 

(2) 法院檢視該平行計畫所設計的課程認為，無論在有形或無形設施上，都

無法與現存 VMI 比擬，這所學校並不強調軍事教育，學生也不是住在軍

營宿舍，亦無須穿著制服，其也沒有採取逆境式教學，體能訓練強度也

遠遜於 VMI，所提供的科系課程也較少，聘用教師的學位及人數、硬體

設備、整體學校財源都明顯不足於維州軍校，校友的人際網路及影響力

明顯薄弱。綜合上述，新設立的女子學校根本無法與已有 150 多年歷史

的 VMI 相比。 

(3) 被告主張，兩校的差異是基於兩性的心理及社會差異而來，係反應兩性

之間的真實差異，然而法院認為，有關「女性就是這樣」或「預測什麼

適合大多數女性」的一般化看法，早已不能用來正當化對於那些平均範

圍外女性的差別待遇。認定這兩所學校是否相當以及判斷補救措施是否

合憲時，應以這些有能力並有意願接受 VMI 所實施的軍事教育的女性為

標準，而不是全部女性的群體。 

(4) 維州所提出的補救措施並不足以匡正其違憲，其亦未提出非常具說服力

的正當理由而可排除那些合格女性接受 VMI 式的特別訓練，因而此補救

方案並無法滿足平等保護的評價。 

三、審查標準的整合 

(一) 重要的政府目的 

從個案中可得知，法院對於差別待遇是否合憲，首先是去檢驗因性別而為的

差別待遇，其目的究竟為何？並且，該目的必須係「重要的」始該當之。惟何謂

重要的政府目的，則可分作以下幾點。 

1. 基於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而來的目的，不能算是合憲目的；基於真實差異而

來的目的，可以合憲。經常強調關於性別能力、社會角色等的刻板印象，都

只是一種以偏概全的陳腐、過度的一般化。即便法律表面上其實是有利於女

性的，但仍不免於違憲（徐慧怡，2001）。雖然法院強調性別刻板印象絕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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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的政府目的，但卻也不否認男女之間確實存有某些天生而無法改變的差異，

因此，基於兩性間的真實差異而來的目的，會係合憲的政府目的（徐慧怡，

2001）。然而，刻板印象與真實差異的區別，一直是實務上的難題。所謂真實

差異必須是完全符合性別特徵，亦即，全部或所有男性或女性皆是如此，而

不能有例外；然若不能完全吻合，即便性別分類標準確實涵蓋絕大多數的男

性或女性，也經常被認為是一種刻板印象（徐慧怡，2001）。因此，兩性在統

計上的差異，即便有經驗上的真實性，都是一種過度一般化的論點，而非基

於至兩性的真實差異，此種統計並不能因此就成為以性別為個人適合性或能

力的代稱，其並非所謂本質上的絕對差異，反而比較接近社會角色式的人為

差異（徐慧怡，2001）。此種以偏概全的不精確分類，正是憲法平等保障所需

克服的障礙。 

2. 補償女性過去所受歧視的損害而為的政府目的，可算是合憲的重要政府目的

（徐慧怡，2001）。補償女性在過去遭受歧視的損害而採取性別分類的優惠性

差別待遇，此種善意的補償目的，可以合憲。惟基於此點而來的性別分類，

卻不能因此強化向來對於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即便其後果對女性有利，此

意外效果也非立法的本來目的，故不足以成為合憲的性別分類。 

3. 涉及性別平等的訴訟中，被告經常主張其目的係為補償女性過去所受歧視的

損害或增進兩性實質平等，因此法院一再強調，任何政府目的都必須是真實

目的，若僅係在立法後，面臨訴訟挑戰時才提出的事後說詞，即不能算是合

憲目的（徐慧怡，2001）。 

(二) 採性別分類須有重大正當理由且其手段與目標有實質性的關聯 

目的審查之後，法院接著必須對手段與目的間的關聯性進行審查，可分為以

下幾點說明： 

1. 具體檢驗分類手段的實際負面後果，舉例言之，如在 Mississippi University for 

Women v. Hogan 一案中，法院即認為密西西比女子大學既然也讓男性旁聽課

程，顯然兩性同校對女性學習的教育效果不會有任何負面影響，因此認為手

段與目的間不具實質關聯性（徐慧怡，2001）。 

2. 兩性在統計上的差異，不應過度一般化。如前所述，平均值的顯示並不足以

代表全體或成為有能力的個人的代稱。誠然，政府也曾提出有實證的統計數

字來支持兩性的差異，並藉此主張其採性別分類的手段與目的間確實具有實

質關聯性。法院並未完全否定此類統計資料的使用，但也會進一步考察這些

統計上的差異是否被過度的一般化。即便統計資料可以支持假設，但這或許

是過度的假設，而其效果也只會強化「有關男性與女性相對能力的過時印象」

（徐慧怡，2001）。如在 U.S. v. Virginia 一案中，VMI 在補救方案中另設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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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的維吉尼亞女子領導學院，但其課程與 VMI 不能相提並論，其一再

強調，兩校差異係基於男女的心理及社會差異而來，是反映真實差異的所在。

惟法院認為，VMI 仍係以一般化的看法做出此項決定，它的結果仍然是：「預

測什麼適合大多數的女性」，更何況，VMI 也從未主張過其教育方法式和大多

數男性，那為何要對少數男性提供此種軍事教育方式？ 

(三) 其他省思 

1. 反歧視原則與反壓迫原則 

美國法上對平等權的論述，通常透過中介原則，以便法院可以具體化憲法平

等權的內涵。而最常出現的兩項原則即係反歧視原則和反壓迫原則（徐慧怡，

2001）。 

(1) 反歧視原則 

著重法律上是否有差別待遇，接著探究系爭差別待遇是否合理（廖元豪，

2008），容許政府對於性別分類標準的適用，但必須能實質反映性別差異，

至於此分類是否會造成什麼歷史或結構性的損害，並非其關心的重點（徐慧

怡，2001），它傾向於維護當代社會的價值（廖元豪，2008）。通常，此一原

則表現出一種對稱觀點，適用性別中性的用語，並概稱性別平等與歧視（徐

慧怡，2001）。 

(2) 反壓迫原則 

此原則強調社會正義與群體壓迫，以平等權做為武器，挑戰社會主流群

體對其他群體的壓迫、貶抑、宰制（廖元豪，2008）。簡單來說，它重視政

府行為對於女性的敵意，尤其是具有歷史的長期歧視與負面刻板印象，它比

較不重視是否有何差異，反而比較重視差別待遇的結果，尤其是對弱勢一方

的損害。它通常表現出不對稱的觀點，強調女性歧視與平等對待（徐慧怡，

2001）。從而，無論分類標準為何，只要受益人是結構上的弱勢族群，那麼

此種措施現然沒有要造成任何集體壓迫的效果，而不會被認為侵犯平等權

（廖元豪，2008）。 

比較兩者，反壓迫原則可說是實質平等的具體深化，而反歧視原則則較接近

形式平等（徐慧怡，2001）。 

在 U.S. v. Virginia 一案中，多數意見強調，要判斷系爭差別待遇是否合憲，

不應只看兩性間有無生理等真實差異，也不應採取差異論的論述方式，而更要看

此性別分類的真實目的是否基於刻板印象，或其實際效果是否會造成整體女性是

比較差勁的性別的次等公民效果（徐慧怡，2001；黃昭元，2003）。從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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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反壓迫原則的體現。 

2. 差異論與男性價值 

採取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的平等觀念，其係以判斷事物異同為前提，那

麼判斷的標準為何？判斷表面上而言，是以歷史傳統結構中的正常與良善為標

準，但這些標準大多是男性標準。這樣無異是以男性的標準去評價女性，使得其

維護的平等，不過是在複製男性的標準（倪伯萱，2001）。因此差異論忽視了父

權結構對女性造成的不利益，在給予平等前，卻要求女性必須站在與男性相同的

地位，才能和男性競爭，對女性並不公平，並且，這無異是要求女性去追求並符

合男性價值，這不會是真正的平等（黃昭元，2003）。 

3. 不利於女性與不利於男性的審查基準 

從本文所引述的兩個案例中可看出，一則是不利於女性（女性不得就讀軍

校）；一則是不利於男性（男性不得就讀護理系），可以想像的是，審查基準可不

可以因為不利於誰的性別，來決定寬嚴標準？從女性弱勢地位的角度觀之，對於

不利於男性（利於女性）的措施，應該要採較為寬鬆的審查基準，誠如 Mississippi 

University for Women v. Hogan 一案，大法官 Powell 和 Rehnquist 的不同意見書即

表示：「採多數意見的大法官們錯誤的認定適用歧視女性的平等保護中級審查標

準也同樣適用於保障女性入學的本案件」。但從美國實務上的觀察發現，雖然法

院並不反對給與女性優惠性待遇，但對於審查密度上，並不會因為利於女性而放

寬（雷文玫，2000）。本文以為，女性的弱勢地位，並無法與長期的歧視脫鉤，

既然補償女性過去受到的歧視之損害可以成為一項重要的政府目的，那麼對於利

於女性的差別待遇作較為寬鬆的審查，並不為過，蓋女性的遭遇對於男性是不曾

存在的，其立足點儼然不為相同；若仍採取嚴格的審查，那結果可能是延續了不

平等的存在，不過，若係表面上看起來中性（甚至看起來有利於女性）但結果卻

是不利於女性時，則仍應適用較為嚴格的審查模式（雷文玫，2000）。因此，本

文以為，上述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顯然忽略了結果面的不利於女性，蓋此一入

學標準，只是延續了護士比較適合女性的刻板印象。又本文必須強調，利於女性

的差別待遇必須小心的進行，至少不應被濫用，畢竟，不能利用一個平等創造另

一個不平等。 

肆、我國大法官解釋的重新檢視 

我國於憲法層次上有關於性別平等的規範，除了憲法第 7 條的規定外，尚包

括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的規定，從而，憲法增修條文是否對憲法第 7 條

產生一定的影響，進而影響了大法官進行性別平等審查的態度，這或許是在檢視

我國大法官關於性別平等解釋前，所必須釐清的。本段以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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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項作為開端，接著再進行學說上對於大法官相關解釋的批判。 

一、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的意義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有兩個特色：(1)側重對於女性的保障，而非禁

止男女差別待遇而已。(2)要求國家積極消除現存的不平等，促進實質平等。國家

必須實質性介入，促能真正促進性別的實質平等（葛克昌，2002）。 

如此可得知，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側重的是政府行為對於女性的實

際影響，其強調國家必須積極介入，矯正社會權力結構的宰制現象，以追求性別

的實質平等。換言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對憲法第 7 條的影響是，就

性別平等而言，憲法所要求的平等是反壓迫的、實質性的、重效果面的（黃昭元，

2003）。 

二、我國大法官關於「性別平等」的解釋 

我國法學界有關於性別平等的討論，過去大多集中於民法親屬編及性別工作

的平等，本文以基本人權為探討焦點，不將範圍侷限於特定領域，而是將研究方

向置於一較上位的概念，亦即，並非單就個別領域來檢視性別平等，而係就性別

平等所應代表的解釋及意涵作一整體性的理解。 

檢視大法官歷年作出的多號解釋與判決，即成為本文研究對象的依循脈絡。

對於性別平等的概念，應可由大法官解釋為出發，故本文先對相關的大法官解釋

與判決為介紹，至於關於大法官解釋上所產生的疑慮與學者的批判，則留待後續

章節說明，先予敘明。 

(一) 釋字第 365 號：養兒育女誰作主（李孝悌，2003） 

舊民法第 1089 條規定：「關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不一致時，由

父行使之。」此規定使父親享有親權的優先權利，然其規定非因生理的本質特性、

能力的差異、個性的不同，僅因男女有別，即以父為行使親權優先順序的唯一標

準，未顧及為母者行使意思立場，顯然歧視女性，自與父母應平等行使親權並負

擔義務的現今法律思維與價值觀相背馳，而違反憲法第 7 條的規定（楊慧英，

1998）。 

1994 年，大法官作成本號解釋，其解釋文僅簡單提及：「民法第 1089 條，關

於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規定部分，與憲法

第 7 條人民無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9 條第 5 項消除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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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之意旨不符，應予檢討修正」。唯其解釋理由書則多有說明：「…因性別而為

之差別規定僅於特殊例外之情形，方為憲法之所許，而此種特殊例外之情形，必

須基於男女生理上之差異或因此差異所生之社會生活功能角色上之不同，始足相

當…民法第 1089 條之規定，制定於憲法頒行前中華民國 19 年，有其傳統文化習

俗及當時社會環境之原因。惟因教育普及，男女接受教育之機會已趨均等，就業

情況改變，婦女從事各種行業之機會，與男性幾無軒輊，前述民法關於父母意思

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規定，…否則，形成爭執時，未能兼顧母之立場，而授予

父最後決定權，自與男女平等原則相違，亦與當前婦女於家庭生活中實際享有之

地位並不相稱…就此問題，應基於兩性平等原則及兼顧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規定其解決途徑，諸如父母協調不成時，將最後決定權委諸最近尊親屬或親屬會

議或由家事法庭裁判，…」。 

本號解釋可謂我國釋憲機關明確宣示憲法第 7 條男女平等原則應具體規定

於法律規定的歷史性創舉（楊慧英，1998），且亦提供了依性別而為差別待遇，

必須係基於男女生理上之差異或因此差異所生之社會生活功能角色上之不同的

基準，對於落實性別平等，開創了新的契機。 

(二) 釋字第 410 號：妳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 

舊民法 1017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聯合財產中，夫之原有財產及不屬於

妻之原有財產部分，為夫所有。由妻之原有財產所生之孳息，其所有權歸屬於夫。」

此不合理的規定雖於 1985 年作出修正，然依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 1 條，新法因

不溯及既往，故只保障了 1985 年以後結婚的婦女，在此之前結婚的婦女，仍必

須忍受該等不平等待遇。 

1996 年，大法官對此作出本號解釋，其首先說明：「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 1

條之規定，旨在尊重民法親屬編施行前或修正前原已存在之法律秩序，以維護法

安定之要求，同時對於原已發生之法律秩序認不應仍繼續維持或須變更者，則於

該施行法設特別規定，以資調和，與憲法並無牴觸。」後再表示：「基於憲法第

7 條男女平等原則之考量，民法第 1017 條已於 1985 年 6 月 3 日予以修正。由於

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對於民法第 1017 條夫妻聯合財產所有權歸屬之修正，…由夫

繼續享有權利，未能貫徹憲法保障男女平等之意旨。對於民法親屬編修正前已發

生現尚存在之聯合財產中，不屬於夫之原有財產及妻之原有財產部分，應如何處

理，俾符男女平等原則，有關機關應儘速於民法親屬編施行法之相關規定檢討修

正」。 

同年立法院即迅速通過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 6 條之 1，使新法原則上也適用

到 1985 年以前結婚的夫妻，以示對於男女平等保障（雷文玫，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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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釋字第 452 號：嫁雞隨雞，雞狗隨狗 

舊民法第 1002 條規定：「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贅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

其但書雖設有例外規定，然若協議不成，仍依原則行使。又此一規定，在婚姻關

係發生危機或破裂時，相同住所的設定化身為法院認定履行同居義務、有無惡意

拋棄的客觀證據，從而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贅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便成為是否

構成違反男女平等的爭點。 

1998 年，大法官作出相關解釋，其解釋理由書謂：「…雖其但書為尊重夫妻

間設定住所之意願，規定在嫁娶婚，夫妻得約定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在招贅婚

得約定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惟如夫或贅夫之妻拒絕為約定或雙方協議不成時，

即須以其一方設定之住所為住所。不啻因性別暨該婚姻為嫁娶婚或招贅婚而於法

律上為差別之規定，授與夫或贅夫之妻最後決定權。按人民有居住之自由，乃指

人民有選擇其住所之自主權。…夫妻互負同居之義務，固為民法第 1001 條前段

所明定，惟民法並未強制規定自然人應設定住所，且未明定應以住所為夫妻履行

同居義務之唯一處所。是夫妻履行同居義務之處所並不以住所為限。鑑諸現今教

育普及，男女接受教育之機會均等，…若夫或贅夫之妻拒不約定住所，則依民法

第 1002 條前段規定，他方配偶即須以其一方設定之住所為住所，未能兼顧他方

選擇住所之權利及具體個案之特殊情況，與憲法上平等及比例原則尚有未符…又

夫妻住所之設定與夫妻應履行同居之義務，尚有不同，夫妻縱未設定住所，仍應

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互負履行同居之義務，要屬當然」。 

本號解釋公布後，立法院修正規定，改以「夫妻之住所，由雙方共同協議之，

未唯協議或協議不成時，得聲請法院定之」，學者多認為此修正規定符合保障男

女平等的意旨（楊慧英，1998）。 

(四) 釋字第 457 號：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 

民法繼承編在制定的時候，並未針對出嫁的女兒另設規定，從而，女性與男

性一樣享有平等繼承父母遺產的權利。惟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輔導委員會所發布

的房舍土地處理要點卻規定，榮民身故後，已出嫁的女兒不得承繼配耕給榮民的

土地與房舍，然兒子則未設條件，均得繼承之，因而引發違反男女平等的疑義。 

1998 年，大法官作出本號解釋，其解釋理由書言：「主管機關若出於照顧遺

眷之特別目的，使其繼續使用、耕作原分配房舍暨土地，則應考量眷屬之範圍應

否及於子女，…使具相同法律上身分地位者，得享同等照顧，依男女平等原則，

妥為規劃。上開房舍土地處理要點第 4 點第 3 項，其中規定限於榮民之子，無視

其有無謀生能力及輔導必要，又不問結婚與否，均得繼承其權利。姑不論農場耕

地之配耕可否作為繼承之標的，竟僅以性別及已否結婚，對特定女性為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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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男女平等原則有違」。 

依大法官解釋的意旨，是否使其子女繼續使用土地與房舍，應依謀生、耕作

能力，是否確有繼續輔導之必要為判斷基準，而非以性別及結婚與否作為判斷。

並且，大法官解釋的宣告，等同再度確立女性平等繼承父母財產的權利，貫徹男

女平等原則。 

(五) 釋字第 807 號：更辛苦的媽媽們 

勞動基準法第 49 條第 1 項原規定：「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之時間內工作。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

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不在此限：(1)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2)無大眾運輸

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文義上似以保障婦女無夜間

工作的危險與生理負擔為考量，對於婦女夜間工作時間的限制。 

大法官於 2021 年作出本號解釋，認為系爭規定因屬有違憲法第 7 條性別平

等權的疑慮，參照大法官釋字第 365 號解釋中首次提出憲法中有關性別平等的審

查標準：「因性別而為之差別規定僅於特殊例外之情形，方為憲法之所許，而此

種特殊例外之情形，必須基於男女生理上之差異或因為此種差異所生之社會生活

功能角色上之不同，始足相當。」由此可見，憲法保障人民的平等權，並不當然

禁止國家為差別待遇。惟法規規範如採取性別的分類而形成差別待遇，因係以難

以改變的個人特徵、歷史性或系統性的刻板印象等可疑分類，為差別待遇的標準，

其立法目的須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所為差別待遇的手段，與目的的達成間具有

實質關聯，始符合憲法平等權保障的意旨。 

釋字第 807 號解釋作成後，勞基法第 49 條第 1 項的規定即因違反憲法第 7

條保障性別平等的意旨而立即失效。從而，在完成修法之前，並無限制女性不得

於夜間工作的法律規定，企業施行女性夜間工作制度亦無須取得工會或勞資會議

同意，主管機關勞動部後續則應依解釋文意旨，就相關法律作填補修正。 

依照解釋意旨，可以知道大法官認為：(1)不應一律禁止女性勞工不得於夜間

工作；(2)對於保護女性夜間人身安全，國家應採取各種可能的安全保護措施，例

如課予雇主必要時提供夜間工作女性勞工交通工具或宿舍的義務；(3)不應以工

會或勞資會議的同意作為女性勞工夜間工作的前提。未來若有相關修法，可以期

待會以此為修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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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12 年憲判字第 1 號：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 2 

祭祀公業條例裡有關派下員的 2 項規定，皆以性別作為差別待遇的分類標

準，這涉及了難以改變的個人特徵，使設立人的女兒及其直系血親卑親屬無法或

難以成為派下員，亦不得參與祭祀公業相關事務的決定與推展，明顯限制了女性

派下員的繼承人取得派下權的資格，有違反憲法第 7 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

第 6 項消除性別歧視的爭議（許育典，2023）。 

憲法法庭於 2023 年作成 112 年憲判字第 1 號判決，明確指出：「祭祀公業條

例第 4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無規約或規約

未規定者，派下員為設立人及其男系子孫（含養子）。』暨同條第 2 項規定：『派

下員無男系子孫，其女子未出嫁者，得為派下員。該女子招贅夫或未招贅生有男

子或收養男子冠母姓者，該男子亦得為派下員。』未涵蓋設立人其餘女系子孫部

分，牴觸憲法第 7 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上開祭祀公業設立人之女系子孫，尚

未列為派下員者，均得檢具其為設立人直系血親卑親屬之證明，請求該祭祀公業

列為派下員，並自請求之日起，享有為該祭祀公業派下員之權利及負擔其義

務，…」 

在本號判決中，憲法法庭認為：系爭規定是以性別為分類標準，已對婦女形

成差別待遇，因係以個人難以改變的歷史性刻板印象可疑分類，為差別待遇的標

準，是就其合憲性本庭應以中度標準審查之，即其目的須為重要公益，其分類與

目的間須具實質關聯，始符憲法第 7 條規定。其次，祭祀公業條例第 4 條的立法

理由稱：「一、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多設立於民國以前，且祭祀公業

祀產並非自然人之遺產，其派下權之繼承不同於一般遺產之繼承，其派下員之資

格係依照宗祧繼承之舊慣所約定。…。二、基於尊重傳統習俗及法律不溯既往之

原則……無規約或規約未規定者，派下員為設立人及其男系子孫（含養子）。派

下員無男系子孫，其女子未出嫁者，得為派下員。該女子招贅夫或未招贅生有男

子或收養男子冠母姓者，該男子亦得為派下員。」即系爭規定的目的乃在於尊重

傳統宗祧繼承之舊慣及遵守法律不溯既往原則（許育典，2023）。 

大法官的多號解釋，對於我國法關於性別平等的發展，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力，藉由大法官解釋的作成，也促使性別平等的概念能真正落實與法律之中，就

此而言，大法官的解釋，確實功不可沒。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3），頁 154-177 

 

專論文章 

 

第 173 頁 

三、對於大法官解釋的評析 

(一) 釋字中實質平等的意涵 

大法官在進行性別平等的違憲審查時，多以促進男女實質平等的精神進行，

至於這樣的審查與一般平等有何不同，則未見大法官說明（雷文玫，2000）。而

所謂實質平等的檢查步驟，釋字第 211 號解釋提供了解答。而觀察大法官的解釋

中，即非常強調斟酌立法目的與事物性質而為合理差別待遇，從而，我國大法官

的實質平等，比較美國法，或許比較相當於英語文獻中的形式平等（廖元豪，

2008）。然而，若僅將實質平等當作純粹的合理差別待遇，那麼可能與憲法增修

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的意旨不相符，而無從促進弱勢團體社會地位的事實上平等。 

(二) 審查基準與理由 

釋字第 365 號解釋，提出一個作為性別平等時所必須遵從的基準，亦即，差

別待遇限於基於男女生理上的差異或因此差異所生的社會生活功能角色上的不

同，因此，男女縱有其它差異，亦不得作為差別待遇的依據。然而此標準到底應

如何運作？這些標準具體指稱的到底是什麼？大法官則未有說明。從美國法來

看，美國法院對於雖然有生理差異的依據，但其結果會對女性造成特別不利的差

別待遇，仍會宣告違憲或非關生理差異的差別待遇但仍可能合憲的情形（雷文玫，

2000），因此我國大法官為何以此為基準，又該如何運作此基準，便值得探究。

然而，大法官在解釋中從未明白指出立法者進行差別待遇的理由，因此無從區辨

大法官是以什麼為比較標準，認定男女在該事務上有無差異（雷文玫，2000）。 

另外，生理差異與因之所生的社會生活功能角色，在區分上可能隱藏著困難

及恣意的風險，然而此部分判斷卻又與是否可合理進行差別待遇密不可分，都還

必須大法官進一步的釐清與說明。不過，最為人所詬病的是，於釋字第 365 號解

釋理由書所提及到宣告舊民法違憲的理由：「…因教育普及，男女接受教育之機

會已趨均等，就業情況改變，婦女從事各種行業之機會，與男性幾無軒輊，前述

民法關於父母意思不一致時，由父行使之規定，形成爭執時，未能兼顧母之立場，

而授予父最後決定權，自與男女平等原則相違，亦與當前婦女於家庭生活中實際

享有之地位並不相稱」。此是否意謂，社會地位沒有提升，就很有可能被允許差

別待遇的存在？這似乎表示著，女性必須先能自行掙脫傳統的不平等，取得與男

性相同的地位與能力，才能要求相同的對待（黃昭元，2003）。這是否又與憲法

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的意旨相違背，值得深思。而針對大法官的說明，有學

者也不禁提出質疑：到底大法官是基於男女何種客觀價值作為標準，而進行實質

審查？抑或是基於婦女在實際社會中權力的提升，而要求法律必須與時俱進，所

進行的一種形式審查而已（雷文玫，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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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性別是否影響審查標準？誠如前述美國法介紹，對於是否因為性別不

同，而對於不利於男性與不利於女性得差別待遇進行不同的審查標準，美國法上

傾向應一視同仁。而就我國法上的觀察，性別平等的審查，通常發生在不利於女

性的情形，故尚無從得知大法官的看法。惟參照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6 項的

規定，特別保障婦女，進而確保了補償、救濟女性的目的合憲性及本文於前章節

所提及的理由，本文以為，放寬對於有利於女性的差別待遇的審查，才能真正調

整不同性別的社會地位，也才符合實質平等的精神，但仍必須注意，不能過度不

利於男性，反而造就了另一個不平等現象。 

(三) 目的與手段的關聯性 

大法官若不曾針對立法理由作探究，那是否可得知立法目的究為何？以釋字

第 365 號解釋為例，雖然大法官未直接說明，但仍隱約有探究立法目的意識。子

女最佳利益或可作為民法第 1089 條的立法目的，然而，子女最佳利益是否需要

以教育、知識、能力、地位為基礎，卻認為與子女的親密情感、對子女的了解貼

心，不是不可或缺的理由（黃昭元，2003）？究竟子女最佳利益的立法目的與教

育程度、就業機會相較於其他特質更具有關聯性，未見大法官說明。甚至有學者

認為，若由女性在家中實際地位觀之，因為社會上一般普遍現象是男女工作機會

日趨均等，但關於子女教養家務操持仍以女性為主，則親權行使也許應由母親優

先行使才對，但大法官未說明便下了親權應由夫妻平分的結論，似乎仍在維護男

性的地位，充其量只是不作任何差別待遇的形式平等（陳宜倩，2006）。 

伍、結論 

綜觀我國大法官關於性別平等的幾號解釋與判決，雖然在論理過程上，仍有

不足的地方，但從立法形成空間的介入、直接針對立法裁量宣告違憲，以及大法

官在表決上的共識度而言（雷文玫，2000），在在展現了大法官捍衛性別平等的

決心。就結果而言，相關解釋的作出，高度肯認了法律確實存有性別歧視，除應

該消除這些歧視，更應建制一個性別平等的法律。經由大法官釋字第 365 號至

112 年憲判字第 1 號，不但促使民法親屬編的一再修正，而使得家庭中的性別地

位獲得改善外，在其他領域上，亦開始意識到性別平等的必要性與急迫性（洪淑

禎、賴芳玉，2003），使性別平等不再只是個口號，而是真正落實於我國法制當

中。 

而學者對於大法官解釋所提出的質疑，本文以為，透過比較法的經驗，亦可

從中學習，礙於篇幅，暫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實務案例來探討美國法上的發展，

希冀從中得到一些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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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在法律面言，其實相當複雜；在事實面言，似乎也可能被忽略而不

自知！尤其是，對於性別歧視還可能沒有察覺。那很有可能是因為想到性別時，

無可避免地經常以男女有別當作思考起點。而身為女性，對於性別平等一事，事

實上並不當然視為理所當然，相反的，女性擁有今天的地位，是透過長期的爭取

而來，雖然，這本來就應該是屬於女性的。然而，對於利於女性的優惠性待遇措

施，本文仍以為，必須小心謹慎的進行，否則，對於男性過於不利，不就等同再

次形成了一個不平等。 

最後，性別平等本來就不是一個簡單容易的事情，畢竟，差異確實存在，然

而，平等的真諦不在於差異是什麼，而是在於如何看待這些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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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0日 01日訂定 

2015年 03月 16日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2015年 9月 5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2019年 4月 26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2022年 2月 17日理監事會議修訂通過 

 

壹、 本刊宗旨 

本刊為「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刊物，旨在評論教育政策與實務，

促進教育改革。本刊採電子期刊方式，每月一日發行一期。刊物內

容分成「評論文章」、「專論文章」、「交流與回應」與「學術動

態報導」等四專區。 

貳、 刊物投稿說明 

各專區分類說明如下： 

一、 評論文章：內含「主題評論」和「自由評論」。前

者由作者依各期主題撰稿，並由主編約稿和公開

徵稿；後者不限題目，由作者自由發揮，亦兼採約

稿和徵稿方式。 

二、 專論文章：不限題目，凡與教育相關之量化及質性

實徵研究、理論論述之文章均可，內容須具評論見

解與建議，採徵稿方式。 

三、 交流與回應：係由作者針對過往於本刊發表之文

章，提出回應、見解或看法，採徵稿方式。 

四、 學術動態報導：針對國內外學術動態之報導文章，

採徵稿方式。 

同一期刊物中，相同之作者投稿至各專區之文章數量至多以一

篇為限，全數專區之投稿文章數量加總不得超過兩篇以上。敬請各

位教育先進惠賜鴻文，以光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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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文章長度及格式 

一、 「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字數：一般為 1,000 到 3,000 字，長文以不超過 4,500

字為原則。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第六版

格式撰寫。 

二、 「專論文章」字數：中文稿字數以每篇 10,000至 15,000

字為原則，最長請勿超過 20,000 字；英文稿字數每篇

以 10,000 字以內為原則。字數計算包含中英文摘要、

參考書目與圖表。如有附註及參考文獻，請依照 APA

第六版格式撰寫。 

肆、 投稿費用與刊登 

一、 「專論文章」投稿經本刊形式審查通過後，即進行實

質審查，採匿名雙審方式，審查通過者安排刊登。 

二、 費用說明：為促進本刊永續經營與維護學術品質之需

要，自行投稿者需繳交下列費用： 

         (一)「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須繳交投稿費，中文稿件 2,500 字以下每篇 1,500

元，2,500 字以上每篇 2,000 元。英文稿件 1,500

字以下每篇 1,500 元，1,500 字以上每篇 2,000 元。 

         (二)「專論文章」每篇投稿須繳交稿件處理費 1,500 元

（含形式審查費 500 元和行政處理費 1,000 元）

及實質審查費 2,000 元，合計 3,500 元。 

三、 退費說明： 

          (一)「評論文章」、「交流與回應」、「學術動態報導」

收費後即不予退費。曾投稿本刊但未獲刊登稿件，

重新投稿時須再次繳費。 

          (二)「專論文章」凡形式審查未通過者，本刊不再進行

實質審查，將退還行政處理費 1,000 元和實質審

查費 2,000 元。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3），頁 178-181 稿約 

 

第  180  頁 

 

四、 匯款方式： 

(一)投稿人請於投稿同時，將費用（手續費自付）匯

款至本學會，以利辦理各項審稿作業。本會帳戶：中

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0571072 戶名：「臺

灣教育評論學會 方志華」。 

(二)匯款可採金融機構臨櫃、存提款機，或網路等方式

匯款。 

(三)請於投稿時一併檢附匯款單據或匯款資訊之影像

（註明「投稿篇名」與「審查費用」字樣）檔，以電子

郵件方式寄送本會信箱 E-mail：ateroffice@gmail.com。

本會將於確認無需退費時開立以匯款人為抬頭之收據，

如需以投稿人服務單位為抬頭及列明統一編號時需一

併註明。 

伍、 審查及文責 

一、 本刊發表的文稿均安排雙向匿名學術審查，稿件隨到隨

審，通過後即安排儘速刊登。本刊提供社會各界教育評

論之平台，所有刊登文稿均不另致稿酬。本刊發表的評

論，屬於作者自己的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二、 所有投稿皆須經過形式審查，字數或格式不符者，先退

請作者修正後，才送出審查。 

三、 請勿一稿多投（同時投至兩種以上刊物，或文稿已於其

他刊物發表，卻又投至本刊者）。凡一稿多投者，一律

不予刊登。 

四、 本刊委員對刊登文章有刪改權（僅限於文字及格式，不

涉及內容語意的修改） 

五、 請勿抄襲或侵犯他人著作權。凡涉及著作權或言論責任

糾紛者，悉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陸、 文稿刊載及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投稿本刊經由審查同意刊載者，請由本學會網站

(http://www.ater.org.tw/)或各期刊物下載填寫「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文

mailto: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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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刊載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寄送下列地址：100234 臺

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

灣教育評論學會】收 

柒、 投稿及其它連絡  

投稿或相關事項聯繫請 Email 至 ateroffice@gmail.com【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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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三卷第四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各級學校 SDGs 之落實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三卷第四期將於 2024年 4月 1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4年 2月 25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聯合國於 2015 年舉行「聯合國發展高峰會」，發佈了 2030 年永續發展目

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提供了全球性的行動框架，旨在解

決環境、經濟、社會等方面的挑戰，並促使各國共同合作實現可持續發展。面對

全球變遷及危機，教育機構應該以 SDGs 為指導，培養學生具備解決複雜問題、

推動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我國呼應此趨勢，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依循「2050 世界願景」提出臺

灣六大轉型領域，並召集各部會於 2019 年研擬出「臺灣永續發展目標」。教育

部也銜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近十年推動的永續發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Development，ESD），呼籲各級政府透過學校教育加強推動永續發展

教育，並成立永續循環校園探索及示範計畫推動辦公室，委託專業團隊編撰「永

續發展目標（SDGs）教育手冊」，作為推動新課綱變革的重要參考。 

大學、中學、小學在落實 SDGs 的策略，應具不同學階之特性。例如，大學

可透過跨學科的課程、研究專案，結合淨零碳排，讓學生深入了解 SDGs 的背後

原理；中學可透過課堂活動、社區參與，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小學可透過遊

戲化教學、實地體驗，啟發孩童對環境保護的興趣等。本期的評論主題，希望廣

邀各界教育先進。提出對於 SDGs 落實在各級學校的課程融入具體策略、可行校

務發展方向、以及可能的實施困難與挑戰之寶貴意見。所涵蓋之教育階段不限於

中小學教育，也包含高等教育、技職教育，以及師資培育等相關領域，提出關於

實現此全球重要目標之卓見。 

第十三卷第四期 輪值主編 

蔡進雄 

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員 

阮孝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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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三卷第五期 

評論主題背景及撰稿重點說明 

一、 本期主題 

數位教學之政策與檢討 

二、 截稿及發行日期 

本刊第十三卷第五期將於 2024年 5月 1日發行，截稿日為 2024年 3月 25日。 

三、 本期評論主題及撰稿重點說明 

隨著科技的快速發展，數位教學已經成為現代教育領域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元

素。在臺灣，近幾年來在政府投入大量資源的挹注下，相關計畫與補助讓教學現

場更有機會進行數位教學。從學校課室到線上學習平台，數位載具與平台已經深

刻地改變了學習和教學方式。政府和學術機構也一直在積極制定政策和法規，以

應對這一變革。本期主題的目標是探討各種政策和策略如何影響和塑造數位教

學，以及針對現行政策的檢討和建議。因此，本期刊將關注以下主題，但不限於： 

1. 數位學習政策的影響：探討政府和機構制定的政策對學校、教育機構、教師

和學生的實際影響。這包括政策對載具使用、課程設計、教學方法、資源分

配和學習成果的影響。 

2. 數位教學的可及性：探討數位教學在不同地區和社會經濟背景下的可及性問

題，並提出改進可及性的建議。 

3. 數位教學的效能和挑戰：探討數位教學工具和平台的效能評估，以及數位教

學可能面臨的挑戰，如數位落差、健康和隱私問題。 

4. 師資培育的做法：新科技與新平台進行到教學現場後，應探討如何有效的增

進現場教師的教學知能，亦也需要從職前師資培育階段培養師資生的數位教

學素養。 

5. 數位學習教育政策的未來展望： 邀請您分享您對未來教育政策和數位教學趨

勢的見解，以及您的建議和預測。 

第十三卷第五期 輪值主編 

李雅婷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吳聲毅 

國立屏東大學 STEM 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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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第十三卷各期主題 
 

第十三卷第一期：高等教育招生問題 第十三卷第七期：技職教育群科分類檢討 

出版日期：2024 年 01 月 01 日 出版日期：2024 年 07 月 01 日 

  

第十三卷第二期：準公共化幼兒園政策之現況 

                與問題 

第十三卷第八期：疫情後校園之轉變 

出版日期：2024 年 02 月 01 日 出版日期：2024 年 08 月 01 日 

  

第十三卷第三期：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  第十三卷第九期：幼教到高教雙語教育之推動 

出版日期：2024 年 03 月 01 日 出版日期：2024 年 09 月 01 日 

  

第十三卷第四期：各級學校 SDGs 之落實 第十三卷第十期：學術倫理之挑戰與因應 

出版日期：2024 年 04 月 01 日 出版日期：2024 年 10 月 01 日 

  

第十三卷第五期：數位教學之政策與檢討 第十三卷第十一期：AI 對於教育之衝擊與因應 

出版日期：2024 年 05 月 01 日 出版日期：2024 年 11 月 01 日 

  

第十三卷第六期：國高中本土語文之實施 第十三卷第十二期：公費師培生制度之檢討 

出版日期：2024 年 06 月 01 日 出版日期：2024 年 12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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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刊載非專屬1授權書、公開展示授權同意書 
101年01月06日第1次編輯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02月26日第1次臺評學會秘書處會議修正通過 

 

本人（即撰稿人）於《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發表之書面或數位形式文章。 

壹、立同意書人（以下簡稱「立書人」）謹此同意將本人著作之文稿全文資料，非專屬、無償

授權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做下述利用，以提升臺灣教育評論月刊研究產出之能見度與使

用率： 

一、將立書人之文稿摘要或全文，公開展示、重複刊載於臺灣教育評論學會之網頁。 

二、如立書人文稿接受刊載，同意以書面或是數位方式出版。 

三、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合理

使用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列印等資料庫銷售或提供服務之行為。 

四、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五、將立書人之文稿授權於第三方資料庫系統，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透過網路公開

傳輸、授權讀者線上檢索、閱覽、下載及列印等行為，且為符合各資料庫之系統需

求，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六、如上述資料庫業者所製作之衍生性產品涉及商業性使用時，立書人同意將衍生之權

利金全數捐贈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務及出版基金使用。 

貳、立書人保證本文稿為其所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書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

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隱私權之情事。若有任何第三人對立書人之作品或相關說明文

件主張侵害其權利或涉及侵權之爭議，立書人願自行擔負所有賠償及法律責任，與臺灣

教育評論學會無涉。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簽約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 

此致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立同意書人(主要作者)姓名：                     （敬請親筆簽名
2
） 

所屬機構：□無   □有：                        

職    稱：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號碼（公/私/手機）：（  ）         /（  ）         / 

電子郵件信箱： 

戶籍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基於上述主要作者的簽署，他/她代表其他共同作者（如有）謹此聲明： 

一、擁有代表其他共同作者的權利簽署本授權同意書。 

二、本文稿的作者（或作者們）及專利權持有者。 

三、保證文稿不會導致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牽涉或承受任何因違反版權或專利權的法律訴訟、追討或索

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非專屬授權：係指作者將上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之部分權利非獨家授權臺評月刊。本刊物所採取的是「非專屬授權」，以保障作者對上

列著作之著作權及衍生著作權。 
2 為避免授權爭議，敬請作者填寫本文件，並於姓名處以親筆簽名後，以下列方式提供授權書。(1)傳真，傳真號碼：(02)2311-6264 (請註明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收)。(2)掃描或攝影，電郵地址：ateroffice@gmail.com。(3)郵寄：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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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投稿資料表 
 

投稿

日期 
民   國                 年                  月                   日 

投稿

期別 

民 國    年    月 ， 第   期 

該期主題名稱： 

投稿

類別 

□主題評論   □自由評論  □交流與回應  □學術動態報導  □專論文章 

＊刊登說明：審查通過之稿件，依期程修改完畢且格式正確者，「主題評論」

依投稿期別刊登；其餘類別由編輯部排定刊登期別。 

字數 （各類文章含參考文獻字數，專論以 20,000 字為限，其餘類別勿超過 4,500 字） 

題目  

作  者  資  料 

第一

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第二

作者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作者簡介 

 

聯絡資訊 TEL： 

FAX： 

E-mail： 

Address： 

□□□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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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撰寫體例與格式 

壹、 章節層次 

一、 

（一）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1. 

（1）括號為全形新明細體 

               

貳、 標點符號 

請用新式標點符號。「」用於平常引號；『』用於引號中的引號；《》用於書名；

〈 〉用於篇名或論文名。惟正文中，古籍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

如《淮南子．天文篇》。 

 

參、 凡人名、專有名詞之外來語，請以括弧（）加註原文。凡引註的年代一律

標以公元。 

 

肆、 圖表呈現方式 

以全文為單位編號，編號以阿拉伯數字撰寫，之後空一格加上圖表標題。表之編

號與標題在表「上方」，圖之編號與標題在圖「下方」。圖表一律用黑白圖檔，

不可用彩色圖檔。 

 

伍、 參考文獻標註格式 

依 APA 手冊--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9).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Washington, DC: Author--所訂格

式。 

一、文中簡註格式 

本節「引用」一詞係指參考（reference），作者、年代之後「不必」加註頁碼（參

見下文說明）。倘係直接引用（quotation），則直接引用部分需加引號（40 字以

內時），或全段縮入兩格（40 字以上時），並在作者、年代之後加註頁碼，如：

（艾偉，2005，頁 3），或（Watson, 1918, p.44）。 

（一）引用論文時 

1.根據艾偉（1995）的研究…… 

2.根據以往中國學者（艾偉，1995）的研究…… 

3.根據 Watson（1913）的研究……200  

（二）引用專書時 

1.艾偉（1995）曾指出…… 

2.有的學者（艾偉，1995）認為…… 

3.Watson（1925）曾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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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的學者（Watson, 1925）認為…… 

（三）如同一作者在同年度有兩本書或兩篇文章出版時，請在年代後用 a、b、c

等符號標明，例如：（艾偉，1995a），或（Watson, 1918a）。文末參考文獻寫

法亦同。 

（四）如引用同一作者在不同年度的作品時 

1.學者黃政傑（1987、1989、1991）認為…… 

2.學者 Apple（1979, 1986, 1996）曾指出…… 

（五）一位以上五位（含）以下作者時，第一次引用請列出所有作者，之後僅列

出第一作者，六位（含）作者以上，僅需列出第一作者： 

1.有的學者（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2001）認為……（譚光鼎等，2001）…… 

2.（Bowe, Ball, & Gold, 1992）…….（Bowe et al., 1992）…… 

二、文末列註格式 

（一）如中英文資料都有，中文在前，英文（或其他外文）在後。 

（二）中文資料之排列以著者姓氏筆劃為序，英文則按姓氏之字母先後為準。 

（三）請在中文書名、中文期刊論文名稱及卷數採用黑體。請參閱(八)實例 1.(1)、

2.(1)和 3.(1)。 

（四）外文書名與論文名稱，其全名之第一字母須大寫外，其餘皆小寫。請參閱

(八)實例 1.(2)和 2.(2)。 

（五）請將外文書名排印成斜體字。請參閱(九)實例 1.(2)，和 2.(2)。 

（六）外文期刊須寫全名，重要字母均須大寫，並請將期刊名稱及卷數排印成斜

體字。請參閱(八)實例 3.(2)和 3.(3)。 

（七）關於編輯、翻譯的書籍，及學位論文、網路資料之列註體例，請參考(八)

實例 4、5、6、7、8。 

（八）實例 

1.書籍的作者僅一人時 

蘇薌雨（1960）。心理學新論。臺北：大中國。 

Guilford, J. P. (1967). The nature of human intelligence. New York, NY: 

McGraw-Hill. 

2.書籍的作者為二人(含)以上時 

楊國樞、文崇一、吳聰賢、李亦園（1978）。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臺北：東

華。  

Mussen, P. H., Conger, J. J., & Kagan, J. (1974). Child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Y: Harper & Row. 

3.期刊論文 

蘇建文（1978）。親子間態度一致性與青少年生活適應。師大教育心理學報，11，

25-35。 

Watson, J. B. (1913). 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Psychological Review, 

5(20), 158-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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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hman, I. J., & Phillips, S. E. (1987). A survey of state teacher-competency 

examination programs.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Issues and Practice, 7(1), 14-18. 

4.編輯的書籍 

林清江主編（1981）。比較教育。臺北：五南。 

Letheridge, S., & Cannon, C. R. (Eds.). (1980). Bilingual education: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New York, NY: Praeger. 

5.編輯書籍中之一章/篇 

黃政傑、張嘉育（2005）。社會價值重建課程理念與改革途徑。載於中華民國課

程與教學學會主編，社會價值重建的課程與教學（頁 1-19）。高雄市：復文。 

Kahn, J. V. (1984). Cognitive training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language of 

profoundly retarded children. In J. M. Berg (Ed.), Perspectives and progress in mental 

retardation (pp. 211-219). Baltimore, MD: University Park. 

6.翻譯的書籍 

黃光雄編譯（1989）。教育評鑑的模式（D. L. Stufflebeam 和 A. J. Shinkfield 原

著，1985 年出版）。臺北：師大書苑。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1) 

7.學位論文 

（1）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

育研究所博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論文系統。（系統編號 078NTNU2331019）  

（2）中文學位論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王玉麟（2008）。邁向全球化頂尖大學政策規劃指標建構之研究（臺北市立教育

大學教育學系博士論文）。取自  

    

http://163.21.239.2.autorpa.tmue.edu.tw:81/cgi-bin/cdrfb3/tmtcgsweb.cgi?o=dtmtccdr  

（3）中文學位論文格式（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歐用生（1990）。我國國民小學社會科「潛在課程」分析（未出版之博士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臺北。 

（4）英文學位論文格式（來自收取費用之資料庫）  

McNiel, D. S. (2006). Meaning through narrative: A personal narrative discussing 

growing up with an alcoholic mother(Master’s thesis). Available from ProQuest 

Dissertation and Theses database. (UMI No. 1434728) 

（5）英文學位論文格式（來自學校資料庫）  

Adams, R. J. (1973).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evaluation of instru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ohiolink.edu/etd 

（6）英文學位論文格式（DAI 論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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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baum, L. G. (2005). Three studies of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xture 

amplification, motion representation, and figure-ground segregation.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Section B.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65(10), 5428.  

（7）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國內，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Wilfley, D. E. (1989). Interpersonal analyses of bulimia: Morma-weight and obes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 Columbia. 

（8）英文學位論文格式（美國以外之地區，未出版之個別學位論文）  

Almeida, D. M. (1990).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family work: Consequences for 

fathers’ stress and father-child relation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Canada. 

8.網路資料：當不知出版年代時，中文以（無日期）英文以(n.d.)標示： 

林 清 江 （ 無 日期 ）。 國 民 教 育 九 年 一貫 課 程 規 劃 專 案 報告 。取 自

http://www.mihjh.cyc.edu.tw/wwwsearch/%E4%B9%9D%E5%B9%B4%E4%B8%8

0%E8%B2%AB/9class.htm 

Newman, K. (n.d.). A pilot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blem based learning, learning, teaching support network-01 special report 2. 

Retrieved fromhttp://www.ltsn-01.ac.uk/docs/pbl_report.pdf 

 

 

 

謝誌：本撰寫體例與格式微修自〈課程與教學季刊撰寫體例及格式〉，感謝該季

刊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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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論學會】會員入會說明 

    本會經內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十月二日臺內社字第 1000008763 號函准

予立案，茲公開徵求會員。 

壹、臺評學會宗旨 

    本會依法成立、非以營利為目的的社會團體，以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之評

析、研究與建言，提升本領域之學術地位為宗旨。本會任務如下： 

一、 從事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學術研究。 

二、 辦理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座談及研討。 

三、 發表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提供改革之建言。 

四、 建立教育政策與實務評論之對話平臺。 

貳、臺評學會入會資格 

一、 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年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書，並繳交會費後，

經理事會通過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長期贊助本會工作之個人。 

參、會費繳交標準 

一、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第一年僅須繳入會費，免常年會費。 

二、 常年會費：個人會員新臺幣壹仟元。個人會員一次達壹萬元以上者，得永久

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肆、入會及繳交會費方式 

一、 入會申請：請填寫入會申請書，入會申請書可至本會網站下載

（http://www.ater.org.tw/） 

1. 郵寄：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

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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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真：(02) 2311-6264（請註明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收） 

3. 電郵 ：ateroffice@gmail.com（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二、 會費繳交方式： 

1. 匯款：局號 0001222  帳號 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論學會 方 志 華  

2. 轉帳：中華郵政代號 700  帳號 0001222-0571072 

伍、臺評學會聯繫資訊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電話：(02) 2311-3040 轉 8422  傳真：(02) 2311-6264 

會址：100234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 

 

mailto: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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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入會申請書 

申請類別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性    別  身份證字號  

學    歷  畢業學校系所  

現    職  

經    歷  

學術專長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電    話 
公： 手機  

宅： E-mail  

入會管道 

(可複選) 

□師長推薦與介紹：推薦人                

□參加本學會活動(如：本學會年會、論壇)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金額 

□常年會費：1,000元 x              年=             元 

□永久會費：            元（單次繳交會費達一萬元以上者，得永久保有本會會員資格）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止，共     年) 

繳費方式 

□匯款 

 局號：0001222    帳號：0571072    戶名：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方志華 

□轉帳 

 中華郵政代號：700    帳號：0001222 0571072 

收     據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若不需繕寫收據抬頭，此處請填入：「免填」) 

會籍登錄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籍別 起訖時間 會員證號碼 

□常年會員 

□永久會員 

自       年       月 

至       年       月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本表後，請採以下任一方式繳回本會，謝謝您! 

(1) 郵寄：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臺灣教育評論學會】編輯室收 

(2)  傳真：(02) 2311-6264 (請註明王芳婷助理收) 

(3)  電郵：ateroffice@gmail.com  (主旨請寫：「申請加入臺評學會」) 

 



www.a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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