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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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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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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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4，13（3），頁 86-89 

 

第 89 頁 

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 主題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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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