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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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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