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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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