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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輔導教師師資生的專業素養培育困境之探討 
謝曜任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近年來由於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學生問題越趨複雜，適應困難年齡下降，讓

國小學校的輔導工作受到重視，從國教法第十條的修法及學生輔導法的立法，都

說明學校輔導工作的重要性。因為從國小時期就能開始重視兒童的教育與輔導，

就能達到早期發現早期預防的成效，在問題單純較易處理時介入，比較容易達成

目標，降低未來問題的複雜與困難。然而兒童的學校輔導工作難度是高的，要能

因應兒童的發展需求，也要能跟兒童直接工作，更需要系統合作的能力（王麗斐、

杜淑芬、趙曉美，2008；王麗斐、杜淑芬，2009）。因此國小輔導教師的培育就

值得重視，學生輔導法以及教育部（2013）國民小學學生輔導工作手冊，都詳細

說明了國小輔導教師的工作職掌，主要以介入性輔導工作為主，然而修習國小師

資培育的加註 26 學分的輔導專長的師培生，在取得證照後，是否就具備了輔導

專業的素養，具備處理學校介入性輔導工作的能力，值得關注與探討。 

二、本文 

國小實務現場的輔導教師需要具備那些專業素養，一直是大家所關心的。本

文將就國小輔導教師所需的專業素養、國小輔導教師培育的困境作說明，並提出

改善建議。 

(一) 國小專任輔導教師需具備的專業素養  

在探討輔導教師的專業素養之前，需要先瞭解國小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內

容，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12 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輔導教師，並應負責執行介

入性輔導措施。而介入性輔導工作如學生輔導法第 6 條所規定，即是針對經發展

性輔導仍無法有效滿足其需求，或適應欠佳、重複發生問題行為，或遭受重大創

傷經驗等學生，依其個別化需求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提供諮詢、個別諮商及小

團體輔導等措施，並提供評估轉介機制，進行個案管理及輔導。此外教育部

（2013：33-34）在國民小學學生輔導工作手冊提到專任輔導教師工作職掌：實

施個別諮商與輔導；規劃執行個別介入性輔導議題；小團體輔導；提供家長和教

師諮詢；參與輔導團隊會議或個案輔導會議；撰寫維護個案輔導紀錄；匯送每月

之個案輔導月報表；提供宣導服務；協助學校危機事件後的心理輔導工作；個案

管理；支援輔導工作業務；參加輔導專業知能研習；接受專業督導；建構以學校

為本位之輔導資源網絡；參與校內輔導團隊的運作。由此可見，專任輔導老師需

具備：個案評估、個案紀錄、個別輔導、諮詢、小團體輔導、班級輔導、個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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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統合作、危機處理等專業素養（教育部 2013；謝曜任，2013）。 

然而目前實務現場，專任輔導教師的壓力與工作挑戰更大，包含政策不完

備、定位不清楚及工作不明確（鄭雅靜、林秀勤、鄭雅丰，2018），許多專輔教

師認為自身專業知能不足（郭宗林，2016；張瑞華，2015）。由此可見實務現場

輔導教師有很多工作壓力與困境，許多研究者也認為學校輔導人員的在學校修習

的課程，不一定有足夠的專業素養來處理學校實務工作的問題（許育光，2013；
許維素、朱素芬 2009）。顯見在輔導教師師資培育過程中，在專業素養部分仍有

很大成長空間。 

(二) 國小輔導教師師資生專業素養培育困境 

據「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之規定：自 106 學年度起，專任輔導教師資格必

須是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包括輔系及雙主修），且具合格國民小

學教師證書，並有加註輔導專長教師證書，才具有專輔教師聘任資格（全國法規

資料庫，2015）。教育部於 101 年 4 月 30 日修正發布「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

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暨「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專門

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師培生加註 26 輔導學分對於國小輔導教師的定義，必

備的 10 學分包含：學校輔導工作、諮商理論與技術概論、兒童適應問題與輔導、

危機管理、輔導工作實務與專業成長，以及包含兒童心理學等選備科目 16 學分

（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2015）。因為必備科目僅有 5 科，學者認為對於專

業程度的要求過低，較難符合實務工作上的需求（吳芝儀，2016）。 

由於國小輔導教師的實務專業能力要求很高，並且師培生需要取得教師資格

並有加註輔導專長證書，因此在教育與輔導雙重專業的要求下，在輔導專業素養

的培育上有下述困境： 

1. 需同時修習教育學分及輔導學分 

    修習 26 輔導學分的師培生，在養成的階段，除了修習教育學分之外，也需

要修習輔導學分，並完成本科系的學分規定，因此修習的學分數很多，課業的負

擔與要求相對增加，加重了課業壓力，因此目前輔導教師師培生的養成歷程中重

教學而輕輔導，的確是對輔導教師專業素養的一大挑戰（吳芝儀，2016）。 

2. 輔導與教育雙重實習的負擔與壓力 

    在大學階段的輔導教師師培生，除了需要教育實習之外，同時也需要進行學

校輔導工作實習，面對著雙重實習的挑戰，同一時間除了要學習教學班級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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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之外，也需要進行個案、小團體與班級輔導的實習，同一時間要完成教育實

習與學校輔導工作實習，挑戰與壓力不小。 

3. 國小學校輔導專業要求高 

    因為學校的兒童輔導工作難度很高，除了處理個案之外，也需要對系統工

作，工作內容從發展性、介入性到處遇性等細度，輔導策略也包含個別諮商、小

團體輔導、班級輔導、教師家長諮詢、個案管理、系統合作、危機處理等，因此

師培生需要更多專業課程的磨練。 

4. 缺乏對學校生態系統的理解 

    師資生除了缺乏直接跟兒童工作經驗之外，也缺乏對於學校生態與輔導工作

系統全面認識，導致對於個案的處理上面，缺乏個別化與系統化的工作能力，在

實務現場中很難發揮效能。 

5. 生涯未定向 

    有許多修習 26 學分的輔導教師，對於自己未來是否要成為一位輔導教師，

仍然有諸多不確定性。有的心理輔導諮商系的學生，原本想要成為專任輔導教

師，經過了教育實習的歷程，發現自己比較適合當一般教師；部分原本希望走專

輔路線的實習生，在教育實習之後，才發現自己並不適合走學校的教育路線，進

而改變自己原本的生涯規劃。 

(三) 國小輔導教師師資生專業素養培育建議 

由於輔導教師師資生專業素養培育的歷程中，需要學習輔導與教育雙專業，

並且有可能自身在生涯發展上尚有許多未定向，在輔導專業能力有很多尚在建

構，而對於學校的生態系統也不熟悉，因此在師資培育的歷程中有以下的建議： 

1. 增加學生對輔導教師的生涯探索與認識 

    鼓勵有志成為國小輔導教師的師資學生，在求學階段，多增加生涯方面的探

索與學習，了解自己的興趣性向與能力，以及了解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內容、待

遇以及生涯發展，學校也可以辦理相關的職涯講座，讓專任輔導教師來生涯經驗

分享，增進學生對於專任輔導教師的認識。 

2. 以實務與問題解決導向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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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以來師培課程重知識而輕實務（何縕琪、張景媛，2018），許多的實習

學生在考上專輔之後，接觸實務工作，發現以往在學校所學的理論與技術，在實

務現場難以發揮（Hsieh & Lee, 2019），因為在國小的專輔經常需要進行大量的系

統合作，會讓新任的專輔教師無法適應。因此，在大學時採用實務問題解決的教

學方式，運用國小實務現場的案例與實際問題來進行教學，可以培養學生更貼近

實務現場的專業能力（Wu,  Leen & Hsieh, 2019 ）。 

3. 運用體驗學習法 

    輔導人員是以自身的生命經驗為利器（曹中瑋，2009）。強化學生的自我覺

察，增進同理能力是重要的。同理心的訓練在輔導人員的養成的歷程當中是非常

重要的，協助學生能體驗個案的感受，發揮同理心，讓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就能覺

察自己的感受，提升學生的輔導技巧。 

4. 加強與國小輔導室專任輔導教師的產學合作 

    大學端在授課及實習過程中，可以與國小輔導室的專任輔導教師進行產學合

作，除了尋找適合的具專業的專任輔導教師擔任實習生的實習駐地督導外，也可

以邀請有經驗的專輔到學校進行學校輔導工作的分享，藉由產學合作加強大學端

與國小端的聯繫與溝通，可以讓學生輔導學習更具效能。在產學合作的過程，學

生可以培養輔導專業素養，國小也可以得到實習學生的幫助。 

5. 系統合作能力的培育 

    在國小輔導工作中系統合作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在學校的養成歷程當中，

就可以培育學生系統合作能力（趙文滔，2015；趙文滔；2018），另外也可以在

學生的生活中培育群性，以及跟別人互助合作的能力，也對於校園系統合作有幫

助（謝曜任，2017；謝曜任、劉玉萍、林奕秀，2017）。 

6. 協助師資生適性發展 

    由於國小專任輔導教師是高壓力的工作，也需要進行系統合作，在許多縣市

更是綁約，無法轉任一般教師，因此有意擔任輔導教師的師培生其人格特質與工

作之間的適配性就非常重要，需要願意投入，能與一般人建立關係。對於師培生

的性格過於內向退縮，跟人難建立正向關係，對於輔導沒有興趣與熱情者，在師

培的歷程需要更多的輔導，協助學生了解自己並調整，以期未來勝任學校輔導工

作，或是改變生涯，選擇更適合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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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國教法修法與學生輔導法立法，都不斷說明學校輔導工作重要性，而近幾

年國小輔導工作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由於國小學校輔導工作的困難程度非常高，

修習 26 輔導學分的師資生，由於本身專業素養不足，再加上對於學校生態系統

缺乏認識，很難在拿到證照後，能在實務現場發揮效能。若是未來要在輔導工作

展現功效，則在師資養成歷程中，並需要增加產學合作、實務訓練、系統合作。

讓國小輔導教師師資生的專業素養提升，用以發揮未來在國小學校輔導工作的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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