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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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