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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輔導工作落實的重要性 

友善校園的推動，除了重視學務工作的紮實貫徹，也必須兼顧輔導工作的落

實，在進行全面性的各項工作宣導之外，也要重視個別性的學生需求，給予每一

位學生最妥適的關懷與照顧，除了課業學習的提升之外，更要能促進公平正義，

讓校園輔導工作落實，以確保輔導工作功能的彰顯，幫助每一位孩子學習，也陪

伴每一位孩子成長。 

二、現行學生輔導工作人力的教育政策法源 

根據國民教育法修正條文第十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應設輔導室或輔導教

師。輔導室置主任一人及輔導教師若干人，由校長遴選具有教育熱忱與專業知能

教師任之。輔導主任及輔導教師以專任為原則。前項專任輔導教師員額編制如下： 

一、國民小學二十四班以上者，置一人。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施行，

於五年內逐年完成設置。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得視實際需要另置專任專業輔導人

員及義務輔導人員若干人，其班級數達五十五班以上者，應至少置專任專業輔導

人員一人。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置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視實際需要統籌調派

之；其所屬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校數合計二十校以下者，置一人，二十一校至

四十校者，置二人， 四十一校以上者以此類推。 

就教育政策法源來檢視目前的學生輔導工作人力的配置，就學校端而言，只

要是二十四班以上的學校就會配置至少一位的輔導教師人力，就縣市教育局端而

言，會有專職的輔導人員配置，用以落實二級及三級輔導工作的落實。另外，每

一位級任老師或是科任老師則是負責一級輔導工作的進行。然而，就國民小學而

言，二十四班以下的學校，沒有專職的輔導教師人力配置，只能仰賴兼任輔導教

師來執行相關的輔導工作，或是由輔導室的行政人員來補足這樣的工作缺口，或

是由縣市層級的專任輔導工作人員以巡迴輔導的方式到各校來進行協助，或是學

校單位以需求陳報，局端再派人到校進行二級或三級輔導工作的方式來進行。 

三、國民小學輔導工作實務現況與困境 

就目前的教育現況來說，輔導工作實有必須落實推動的必要，然而考慮到實

際的情形，卻有些困境必須被關注、被討論。學校行政及班級事務繁雜，除了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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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要進行的各項工作之外，還得要依照公文辦理一些即時性或是政策性的工

作，若要學校在既有的人力的配置上再多加輔導工作人力的編制，再增加新的輔

導業務工作給每一位老師，就會顯得捉襟見肘，十分吃緊，畢竟輔導是專業，並

非每個人都能駕輕就熟，立即能上手，且需要有相關的輔導知能與專業訓練者才

能勝任。 

就行政層面來說，輔導屬性較為特別，但並非每一個學校都設有輔導室，編

制有輔導主任、輔導組長、專輔教師與兼輔教師，有些學校設置教導處或是學輔

處，輔導室的業務由其他處室來兼辦，學校裡也沒有合格的專業輔導人員，都是

由一般教師兼任輔導相關行政業務，頂多只是每年新學年度開始教育局調聘所有

的輔導業務相關工作人員進行短期的集訓，讓初任輔導業務工作人員補足法定時

數，在這樣的制度下，只能讓參訓的人員對輔導相關行政工作與政策有粗淺的認

識，較為深入的實務性問題還是無法立即解決，必須在新學年的業務推動中再自

行慢慢摸索或是尋求前任輔導工作主責人員的協助，或是尋求他校夥伴或是教育

局主管機關人員的協助，就此來完成各項工作。 

 就教學層面來說，在教學現場裡，許多老師並非都有輔導相關的知能，也

沒有機會像擔任輔導相關行政工作同仁一樣可以因為職務的關係而去參訓，有機

會增加輔導知能與輔導教學相關的實務教學經驗，課堂教學與學生輔導同等重

要，有時候學生因為情緒困擾，或是與同學相處不佳，都可能導致學習不力，或

是學習落後，甚至最後放棄學習；教師若是能在具有教學專業能力之外，更增加

輔導專業知能，則能即時的幫助學生在有需要協助時立即得到幫助，更能發揮三

級輔導制度中的一級輔導功能，就近協助，且更貼近學生的學習生活，因此，實

有必要幫助所有現場的教師提升輔導相關知能。 

四、學校輔導人力資源之限制與輔導工作落實可行的新方向與建議 

三級輔導重視的是層級之間的轉銜與無縫接軌，一級輔導若能做好，則能立

即給予學生協助，困難無法即時解決的輔導個案則可以轉介學校輔導室進行二級

輔導，學校可以透過小團輔或是個別諮商來幫助孩子，再藉由輔導紀錄與個案輔

導人員的專業對談，全面性地給予關注，一起來幫助孩子學習成長，真的棘手的

個案再轉介學生輔導中心專業心輔人員協助，如此一來可以發揮各級輔導的功

效，也可以在人力吃緊的情況下獲得有效的紓緩，並真正的幫助到孩子。 

筆者目前擔任小學輔導主任的工作，就此來談論一下目前各校的輔導人力的

配置。就筆者所在的縣市而言，為落實輔導工作的推動，落實三級輔導工作的推

行，確實發揮輔導效能，幫助每一個孩子，班級數十九班以上的學校得編制一位

專任輔導教師，若是十八班以下的學校得以兩校共聘的方式共聘一位專任輔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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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這樣的輔導教師的編制可能是實缺，也可能是代理教師缺。另外，各校亦會

聘請學校具有輔導專長或是輔導相關系所畢業之教師擔任兼任輔導教師，也分擔

繁重的輔導工作，針對個案的學生也會邀請認輔教師一起來協助學生的輔導工

作，藉此來發揮輔導效能，確實幫助學生。 

然而，教學現場要招聘輔導教師並不容易，遽聞某校為了要招聘一位共聘代

理輔導教師公告招聘具有資格的老師，竟公告多次而無人報名，最後透過多方管

道進行宣傳才得以有人來報名，最後才找到合適的輔導教師。輔導教師具有特殊

專業，較之一般普通教師在資格上更為嚴格，就師培機構培育輔導教師每年都有

一定人數獲取輔導專長教師證的老師，但是在實際的教學現場徵才竟如此困難，

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有些具有輔導專長教師轉投入一般教師的職缺徵聘，造成

輔導人力的短缺。另外，學校裡有些具有輔導專長的老師也選擇擔任行政工作或

是成為級任教師，更有在六年輔導教師工作期滿後轉任一般教師的情形，因而造

成輔導人力的短缺。 

為達到輔導教師人力到位，除了仰賴政策及考試制度的再審視之外，可以從

現有教師的增能著手，讓更多的老師可以從事兼任輔導教師的工作，擴大辦理輔

導知能研習，讓更多的老師學會初級的諮商與輔導技巧，或設計使用相關的輔導

活動於課堂之中，彰顯一級輔導的功能，可以有效的協助需要幫助的學生。 

沒有專輔教師配置的學校可以組織學生輔導專業社群，邀請專業的輔導教師

或是縣市層級的專輔人員到校分享經驗並給予諮詢服務，鼓勵班級導師、科任老

師或是行政同仁擔任認輔教師，主動的給予學生協助，從實務層面所遇到的困難

提出自己的解決策略，經驗交流資源共享。有專輔教師配置的學校則可以鼓勵專

輔教師進行案例分享，充分發揮二級輔導的效能，並進行經驗傳承，將輔導個案

的所採用的策略與進程與學校同仁分享，並以共學團或是學習型組織的方式進行

校內教師增能，讓負責一級輔導的老師也同時具有二級輔導工作的基本知能，並

順利進行銜接，讓人力資源充分運用，以落實輔導工作的進行。 

五、輔導人力配置到位有助於輔導工作的落實 

友善校園的推動，教訓輔必須三合一，除了著重學生的學習與日常表現之

外，也要落實輔導工作的推行，才能真正的幫助學生學習成長，為了讓學校的輔

導工作順利推動，首重人力配置的到位，次重相關人員素質與專業知能的提升，

因此實有必要再次檢視目前的輔導工作相關教育政策，以解決目前教育現場的困

境，且要針對目前在職的輔導行政人員、輔導教師、兼輔教師及其他人員進行輔

導知能的增能，讓老師可以對於教育政策更有掌握，也可以對於輔導實務工作更

有經驗，藉此來讓輔導工作落實，實現教育機會均等，幫助每一位孩子學習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