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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現代化的發展，全球化快速進行，使得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交流變得容易，臺

灣使得心理諮商中原本習以為常的脈絡、價值觀與服務體系等方面，需要不斷思

考可能遇到的衝擊與轉變。 

時至今日，後現代主義與多元文化概念的演進，從原本以備受壓抑的族群為

起頭，逐漸走向強調不同個體之特殊性與多元聲音的發聲。也就是說，多元文化

諮商的精神不限於為了弱勢族群出力，而是一種對於身而為人的重視（張建成，

2014）。在筆者的理解裡，習慣將其稱之為「一人一世界」的核心精神，意指我

們都有自己的世界與價值觀，也影響著我們所看到的外界。 

在諮商專業的發展裡，多元文化諮商已成為諮商發展逐漸走向專業化的重要

里程。過往的心理治療理論，看重個體內在的轉變與歷程，認為探索心理內在的

衝突與認知的轉變，可以解決案主的問題並獲得改變。然而，多元文化諮商的出

現，將更多視角聚焦在個體所處環境與文化脈絡的彼此影響，逐漸讓心理從業人

員陪著案主們「走出」諮商室，看見外在文化因素與自身內在因素的交互作用，

而非僅聚焦於自身是問題的根源（Fontes, 2005），亦看見在類似文化下的群體也

同樣面對著相似的困境，可讓案主們獲得普同感，能夠更有動力嘗試創造改變，

提升身心健康的品質。 

對於多元文化與不同聲音的重視，可呼應教育部（2016）的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新課程綱要（簡稱 108 課綱），強調自發、互動、共好的態度與精神，培養

尊重、合作、主動學習的素養。在此素養導向的概念下，突顯培養師生之接納與

尊重態度的重要性。然而，在學校輔導現場中，筆者不時可見師生們在面對彼此

差異時，所導致的誤會與爭執，卻缺少願意提出並雙方溝通的機會與意願。嚴重

者，容易發生同學間的排擠、師生間的申訴、以及校園內的性別事件等法律事件。 

因此，引領著筆者思考多元文化諮商的核心和 108 課綱的精神必然存在可相

互學習與互利之處，以及多元文化諮商如何在高中的輔導現場落地生根？如何提

供多元學生適切的輔導與諮商服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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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文化諮商之意涵 

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帶動多元文化思潮的產生，逐漸重視個體間的差異，以

及所處時空與環境和個體的交互作用。多元文化主義與心理諮商的結合，使心理

諮商迎來全新面貌，多元文化諮商遂形成諮商專業發展的第四勢力。多元文化諮

商的精神強調環境和文化對個體的影響，舉凡性別、性傾向、社經地位、教育背

景、價值觀、家庭文化等都是多元文化諮商重視的範圍。在 1998 年，Sue 等人說

明多元文化諮商需具備的特色，包括：多元世界觀、包容、尊重、正義與平等、

了解文化脈絡的影響等 11 種內涵，以及心理師需省思自身的態度、知識、技巧

等層面，形成適切的文化介入（Sue, Lin, Torino, Capodilupo, & Rivera, 2009）。 

在輔導與諮商的實務現場，心理從業人員每天都需面對不同的案主，不斷地

考驗心理師的多元文化諮商能力。每個人皆存有自己的文化與家庭等因素所形成

的價值觀，要能夠覺察並調整，以至於可在保有自身觀點的同時，又能夠開放的

與他人討論不同的價值觀，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從 Chao、Wei、Good 和

Flores（2010）的研究可發現，對於提升多元文化諮商之相關知識較為簡單，透

過課程與講座即可達標。然而，要促進多元文化的覺察與態度，則需長時間累積，

且少數族群在覺察的提升較為顯著。因此，研究建議透過完善的多元文化覺察相

關訓練，採用多樣學習方式，增加與不同文化個體的互動經驗，以及深層的自我

反思並與人交流與討論，才能夠促進覺察與擴充自身觀點，並與他人想法產生交

織。此等學習對於主流社群更是需要。 

對於培養多元文化的意識與態度，文化謙卑（Cultural Humility）是一個重要

且值得參考的概念。其內涵包括五個重要概念（Foronda, Baptiste, Reinholdt, & 

Ousman, 2016）：(1)開放：以開放的態度去探索新的想法與事物，此為邁向文化

謙卑的重要第一步。(2)自我覺察：覺察自身的優劣勢、知識、價值觀、行為、外

表等。(3)去自我中心：保有誠實、謙虛、公平與尊重的態度面對他人，屏除專業

角色、權力與位階的不平等。(4)支持性互動：能存有的（being）與他人互動並產

生正向人際交換。(5)自我批判與反思：省思自身的想法、情緒與行為，此為畢生

需要持續思考與精緻化的歷程。 

此概念似乎可與個人中心治療法的概念相呼應，此治療法強調「如其所示」

的看待、同理心、真誠一致的態度並保持正向的回應。然而，在多元文化諮商的

範疇裡，更增添個體的開放與自我反思的歷程。由此可知，在多元文化諮商裡，

除了培養同理心與真誠態度外，強調與不同文化族群的互動經驗，培養尊重多元

聲音的精神亦是關鍵核心，如此才能有機會看見每個人的特色，使彼此活出原本

該有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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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文化諮商於高中輔導的現場 

高中階段是青少年充滿活力與培養人生態度的重要過程，也是尋找自我與建

立自我認同的關鍵時刻。在素養導向的教學概念裡，強調教師需引導學生思考、

創造、彼此合作、透過問題並找尋自身的解決方式。藉由此過程，促進學生逐漸

形成穩固的自我概念，建立友善支持網絡，了解自身優劣勢並能有所發揮（教育

部，2016）。也就是說，在高中階段，輔導教師致力於陪伴學生找到自身的目標，

走在期望的方向，能夠與他人培養良善互助關係，以達到共好的終極目標。 

然而，在實務現場裡，時常可以看到高中生因過度強調自身觀念的重要性，

拒絕他人想法，傾向站在指責和排斥的態度，形成爭鋒相對的局面，甚至容易嘲

諷或攻擊較為弱勢群體的學生，包括：陰柔特質、內向寡言、課業成績不佳、奇

怪偏好或行為、新住民、原住民等，最終演變成師生或同學間的排擠與衝突

（Bettner, 2020）。再者，時代與科技的日新月異，青少年可接觸新資的管道眾多，

在許多誘因的刺激下，易使其沈溺其中，形成獨特的次文化現象，包括：偏差行

為、網路或手機成癮、拒學等狀況（吳昭儀，2009），此些情形易形成師生與親

子間的壓力點。 

由此可知，面對青少年的獨特文化，需要在校園中建構多元文化諮商的精神，

以期能達到包容與尊重的校園氛圍。然而，在校園中推廣多元文化諮商概念實屬

不易，時常感覺隔靴搔癢，難以評估師生對此些概念的認知與執行狀況。在輔導

與教育的現場，輔導教師是提供關心、陪伴、教育、示範的重要角色，王千倖（2007）

發現在班級經營中，藉由漫畫、繪本、電影等多元媒材，可適切的引導師生間討

論與分享，培養教師的多元思考與批判，提升尊重多元價值觀的態度。因此，為

了促進友善校園氛圍與建立相互尊重與傾聽的人文素養，多元文化諮商的信念對

於高中的輔導現場應可發揮不錯的功效。在協助學生們培養同理心的同時，也透

過持續覺察與反思的過程，建立溝通的意願與管道。 

以下筆者嘗試思考與整理多元文化諮商之概念於高中輔導現場的實施與運

用。分點敘述如下： 

(一) 課程教學方面 

在高中教學現場，輔導教師需協助生涯規劃課程，順應 108 課綱內涵，包括：

探索學習、自我形塑、德行養成、素養陶冶、職業準備、社會參與等六個向度。

以此搭配素養導向的教學與學習，輔導教師可透過課堂引導，協助學生針對議題

進行討論與分享，鼓勵學生可勇敢的站於台前、拿起麥克風並表達自身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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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課程包含自我生命經驗、生涯價值觀、家庭文化因素、社會與教育

資源等內涵，需要使用較多時間與學生們共同激盪。因此，巡迴咖啡館的討論方

式，對於促進學生們了解彼此觀點是個具實用性的教學。藉由與學生們討論生涯

選擇的影響因素，包括：年齡、性別、社會地位、薪水、升遷、貢獻性、冒險與

穩定等，再透過循環換組的分享，促進學生們了解彼此的觀點，以及多元的家庭

價值觀而評估不同的利弊得失（Sue et al., 2009）。 

透過不同觀點的激盪，主要在引導學生覺察自身觀點的文化背景因素，以平

等與尊重態度看待他人的想法，而不是以弱勢與偏差的概念在思考人我間的差異

（張建成，2014），保持開放態度，持續的思考各種因素對生涯抉擇的影響，找

出自己的亮點。在教學中，也可透過職業訪談活動，鼓勵學生間彼此討論出訪談

問題，主動與感興趣的職人聯繫。藉由實地訪談，促進學生與職場文化的沈浸體

驗，也透過與職人的對談，強化學生對該職業的認識，亦將自身與職人的價值觀

進行來回對話，皆是促進文化接觸機會的適切時機（Alexander, Kruczek, & 

Ponterotto, 2005）。 

多元文化諮商概念與教學課程的結合，可引導學生探索自身文化與價值觀的

影響，促進學生表達與傾聽自己與他人的觀點，學習包容與接納的尊重態度。與

課堂活動的結合，可以促進學生對不同文化的交流與體驗，透過過程中的合作以

及不同意見所激發出的火花，嘗試創造與創新。 

(二) 師生輔導方面 

在學校的輔導實務中，輔導教師需時常面對與傾聽和溝通有關的議題，尤其

以人際關係與衝突的議題最為顯著（Bettner, 2020）。除了理解學生的感受與難過

外，同時也是陪伴學生學習和理解自我與他人，達到良善溝通的互動關係。 

多元文化諮商可妥善的運用在與學生的輔導歷程，文化生態圖即是一個可以

適切應用的介入技巧（Shellenberger et al., 2007）。此技巧強調透過與案主以合作

方式共同繪製出文化觀點的生態圖，重視各系統間存在的文化因素對案主的影響

及互動，包括：性別、年紀、價值觀、歧視、權力等，旨在促進案主對自我狀態

的覺察，思考自身與外在文化環境間的關係，亦可透過繪製他人的文化生態圖，

達到理解他人的效果。 

筆者在輔導學生之人際衝突與家人溝通時，常會與學生共同繪製文化生態

圖，主要目的在透過身體動作與創意思考，引導學生轉換不同角度探討內外在因

素對自身的影響，促進自我覺察；亦可透過繪畫他人的文化生態圖，使學生更清

楚地發現彼此的不同立場以及原因，建立文化謙卑態度，結合角色扮演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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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互相理解。此可映照郭靜晃、邱貴玲與賴宏昇（2021）的研究結果，青少年

有屬於自己的次文化，當家庭的教養文化能有效與青少年對話並提供支持時，對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顯著相關，且可促進自我堅毅力，更有力量克服日常困境。

因此，多元文化諮商的文化生態圖不僅可以促進學生間對彼此文化的理解，透過

與學生的對話與討論，同時也增進教師與學生間的文化交流，亦可以此協助學生

找到與家人溝通的方式，提升歸屬感（曾貝露，2020）。 

透過文化生態圖的繪製，結合動態與視覺化的呈現，增添諮商過程的體驗層

次，有助於建立諮商關係，且視覺化的具體展現，可以使得諮商方向更加明確。

多元文化諮商強調共融的精神，尊重他人的世界觀，用多元且彈性的介入，促進

學生對自我的探索與了解，進而培養平等與尊重的人文素養。 

四、結語 

多元文化諮商的態度在於強調每個人都有保有自身觀點與文化的理由，與此

同時也需要培養好奇、了解與尊重他人文化的修養。在努力尋找與建立自我認同

的青少年階段，需要提供青少年更多的文化體驗機會，嘗試走出自己的舒適圈，

學習與不同觀點的人溝通，如此才能培養多元且彈性的視野，與人建立良好的合

作關係，形塑文化謙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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