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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輔導人力之現況與問題－以臺北市完全中學為例 
李承恩 

臺北市幼華高中教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在職專班 

 

一、前言 

為因應中小學端輔導人力的不足，101年後陸續於中小學開設「專任輔導教

師」進入學校協助輔導工作，至今已有近十多年了，綜觀教育現場，似乎在各校

的輔導人力資源仍有力不從心的現象產生。加上近期發生的校園喋血事件，又讓

「輔導」議題浮上檯面。到底這十多年設置「專任輔導教師」是否真正有減緩校

內輔導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本文根據筆者曾擔任完全中學（以下簡稱「完中」）

輔導教師之經驗，說明臺北市完全中學輔導人力現況與問題。 

二、學校輔導人力之問題 

(一) 輔導教師自我角色定義不明確 

在專任輔導教師制度實施之前，大多數的輔導活動科教師身兼輔導活動課程

教學及學生個別輔導諮商工作；專任輔導教師聘任制度上路後，各縣市陸續廢除

「兼任輔導教師」的身份，分別以「輔導活動教師」及「專任輔導教師」進行輔

導活動課程的教授與學生個別輔導諮商工作。唯臺北市仍保有「兼任輔導教師」

的制度存在，對於輔導課程與輔導諮商工作須自行取得平衡；且部分完中會利用

國中部現有的專任輔導教師編制而不另行聘任高中專任輔導教師，因此國中專任

輔導教師會被要求協助管理高中個案或者協助特教生的處遇，再加上需要協助推

動輔導室的行政業務、教育宣導講座等，進而造成國中專任輔導教師對於自我角

色認同上經常有不明確的感受出現且深感權責界線不清。 

(二) 雙語政策影響課程品質 

近年來，雙語政策的雷厲風行之下，各縣市往往對於所謂的非考科科目要求

進行雙語的課程教授與公開觀課，輔導活動課往往也被列入其中，輔導活動課程

是一門很有溫度的課程，能夠陪伴學生面臨現階段所遇到的困境，提供適當面對

與解決問題的方法。然而當融入雙語教學時，往往剝奪了課程中可以帶給學生情

意方面的認知，當一些專有名詞或者是課堂指令使用英語時，讓學生或多或少都

有產生一種疏離感，無疑在輔導課程上打了很大的折扣。同時，在雙語的備課上，

不像其他主科有多位老師可以進行討論與觀摩，加上雙語政策合作的大學不同，

實施的方針也不盡相同，造成校與校之間的橫向連結無法緊密，且輔導教師往往

需額外花費時間進行實體或線上的雙語課程的研習，又加上學生輔導法第 1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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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項規定：「輔導主任或組長、輔導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每年應接受在職進

修課程至少十八小時。」因此，雙語教育無疑也是對於現任輔導教師的一大壓力

來源。 

(三) 學校人員輔導知能不足 

學生輔導法第 14條第 4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每年應接受輔導知

能在職進修課程至少三小時。」往往校內辦理的輔導知能研習，大多現場的教師，

能真正聽演講的實在不多，往往簽到後不是直接離席，或中途離席不再回來，僅

少部分教師能聽到最後。全校教師真正有具備輔導知能的人數又有多少呢?又教

育現場上，學生若有個別行為問題時，導師往往忽略其自身應該是輔導層級的最

先防線，但常常會直接請生教組及該班輔導老師協助處理，無形中也打亂了輔導

層級的概念。 

(四) 輔導個案數日益增加 

隨著科技時代的發達，學生們的行為問題漸漸浮現出來，個案數量逐年提升。

近幾年，最常處理的學生行為事件是因為網路成癮進而衍生出網路霸凌、交友等

問題，學生沉溺於網路世界中，不願來學校讀書，或因霸凌等問題，不敢進班、

進校，輔導老師必須針對學生不來學校的狀況，需開個案會議一起商討如何協助

個案，以及學習方面及成績評量等，但往往開個案會議，必須都與行政主管、導

師、該班任課老師協調好出席時間，才能順利將會議進行，會後還需針對會議決

議的方式著手個案學生的處置，以及繕寫會議紀錄以留備查。但，往往個案會議

不會只開一場，加上每位輔導老師身上所分配到的個案是不少的，常常也導致教

育現場的輔導老師有力不從心之感。 

(五) 內部與外部資源的整合不易 

當輔導室開完個案會議時，校長或輔導主任會先以內部商討的決議結果請輔

導教師進行後續的處理，嚴重的個案須再引進外部資源，如：心理師、社工、醫

師等專業單位來協助共同處理，但外部資源的引進，往往需要事先安排與規劃且

過程繁瑣，有時無法立即提供協助，且外部資源的支援，也需經過家長的同意方

能運用，而輔導老師須扮演中間的聯繫角色。 

三、結語 

綜上所述，專輔制度的產生，雖在教育現場上注入一股活水，但對於各縣市

以及每所學校的文化與編制而言，現在的輔導人員仍顯著的感受到課程的變革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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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校內行政的支援壓力、個案處置與轉銜的壓力以及責任的分工權責界線不明

等。中央單位及各地方政府，需著實全盤檢視輔導人力問題外，更要傾聽第一線

學校輔導人力的心聲與需求，對於輔導工作上能給予更明確的幫助，同時也要好

好照顧第一線的輔導人員，並非真正遇到問題後才究責，這樣無疑是抹煞了基層

輔導人員對於校園輔導工作的專心投入與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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