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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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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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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