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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大五實習輔導教師與初任專輔教師（簡稱新手輔導工作者）為對象，著眼輔導與諮商專

業督導之專業支持面向為焦點，提供以自我覺察督導模式（以下簡稱 SASM）為架構之個別督導，
並理解其受督經驗與歷程。研究典範為質性研究，現象學為研究取向，以現象學主題分析為資料

分析方法。研究參與者共招募 10位國中小新手輔導工作者，包括 3位大五實習輔導教師、3位國
小初任專輔教師、4位國中初任專輔教師。研究參與者於研究歷程接受 3次 SASM之個別督導以
及 4次研究訪談以理解其受督經驗與歷程。經現象學主題分析，研究結果為以下四個主題呈現：
輔導諮商專業發展需求、SASM督導歷程、SASM整體受督經驗、知覺 SASM督導者之回應方式。
依據本研究結果進行討論，提供輔導諮商教育訓練、專任輔導教師督導實務、未來督導研究提出

具體建議。

關鍵詞：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大五實習輔導老師、初任專任輔導教師、受

督經驗、個別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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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專任輔導教師（下文簡稱專輔教師）在《學生輔導法》2014年通過並施行後（「學生
輔導法」，2014），成為學校專責輔導工作之重要人員。而教育政策法令推行的同時，師資培育端
尚待接軌，王煜凱與吳忻哿（2018）認為教育實習階段之實習內涵仍以教學為主，少有包含專輔教
師之輔導工作內涵，因此實習階段能夠應用大學階段所學之機會極為有限。宋宥賢等人（2018）聚
焦國中小初任專輔教師職前培訓方案之參與經驗，發現培訓課程需要增加與實務現場接軌之課程安
排。亦有研究聚焦初任國中小專輔教師工作經驗，結果指出初任國中小專輔教師常見之工作困境之
一為缺少專業成長資源（梁雅賀，2014），且此一現象更是國中小輔導工作場域的常態（林世欣
等人，2021）。就算是諮商專業督導發展多年的美國，直至近年亦不難發現，廣泛將諮商專業督
導推展至服務於學校輔導工作者之所在場域仍有一段距離（Dunn, 2004; Perera-Diltz & Mason, 2012; 
Sandifer et al., 2019）。可見相關研究皆指出國中小專輔教師之職前培訓課程、實習階段、初任階段
為輔導專業發展關鍵期，持續資源挹注須視為必然，培育與後續督導資源則是尚待連結。是以，本
初探研究嘗試使用當前少見之個別督導形式提供專業成長資源，探究大五教育實習綜合活動領域輔
導專長教師（以下簡稱實習輔導教師）以及國中小初任專輔教師（以下簡稱新手學校輔導工作者）
接受自我覺察督導模式（Self-awareness Supervision Model，以下簡稱 SASM）個別督導之受督經驗。

（一）專輔教師之專業發展

專輔教師專業發展未有相關專論著述；借用當前治療師專業發展最為人熟知，Stoltenberg與
McNeill（2010）提出之專業發展階段，其分為第 1、2、3階段，以及高度統整的 3i（integrative）
階段。第 1階段常定位於初進入專業領域之治療師，具備高度助人動機，實務經驗逐步充實，並依
賴督導支持，督導歷程需有架構得以依循，晤談歷程常出現表現焦慮等狀態；第 2階段則在具備自
信與缺乏信心兩端，以及專業依賴與自主之間尋找定位；第 3階段治療師則多呈現自主，在某些少
數情境仍需要依賴與督導者討論；最後的第 3統整階段治療師已建立專業認同，在各個面向呈現自
主。以 Stoltenberg與McNeill之發展階段，本研究對象之實習輔導教師與國中小初任專輔教師對應
於第 1到第 2階段。
就臺灣輔導教師養成架構，大五教育實習是成為專輔教師之重要訓練階段。承接大學層級之學

習主軸，為精熟輔導諮商理論與技術以及學校輔導知能裝備，大五實習側重教育實習，透過「浸泡」
於學校場域，亦能同步貼近並完成學校輔導實務之觀察學習。此外，視實習機構而定，國中實習輔
導教師多數有機會至輔導室接案（王煜凱、吳忻哿，2018）。初任專輔教師（1—3年資）則逐步形
成自身學校輔導諮商工作架構，以及精熟系統合作。專輔教師年資持續累積，進階／資深專輔教師
則形成自身系統工作藍圖，也可能成為初任專輔教師之督導者或諮詢者（林世欣等人，2021；林淑
華、吳芝儀等人，2020）。研究者以下圖 1彙整上述研究結果，呈現學校輔導工作者從大學層級學
習開始，大五實習階段、初任專輔教師至進階／資深專輔教師之專業學習與專業發展任務。

圖 1
專輔教師之專業學習與專業發展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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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手階段專業學習與成長是永續專業發展基石，當前以國中小專輔教師為對象之研究，
僅有林世欣等人（2021）聚焦初任國小專輔導教師，大五教育實習階段之輔導專業發展相關研究仍
付之闕如。是以，本初探研究以大五教育實習輔導教師與國中小初任專輔教師為研究對象，探究其
接受諮商專業個別督導之督導經驗，希冀提供專輔教師專業成長樣貌之前端（新手階段）圖像。

（二）專輔教師之專業成長需求與督導現況

1. 繁複工作內涵需要專業討論與持續定位

新手輔導工作者是從大五實習至初任階段所「定位」之專輔教師角色，其專業成長議題尚待探
究。國中小專輔教師皆面臨專業角色定位挑戰，王煜凱與吳忻哿（2018）指出大五實習階段之實習
內涵側重教學，未能與專輔教師之工作內涵對接為專輔教師訓練之挑戰。在國小階段，教學科目仍
是不分科的「包班制」為主。長久以來，輔導工作在大量以教學為主的國小現場被稀釋；《學生輔
導法》設置國小專輔教師角色，從不分科的包班制，到專輔教師的獨立角色，專輔教師自身的專業
角色定位，以及國小各行政處室與班級導師如何理解專輔教師角色，須融入校園脈絡所帶來的衝擊
仍持續上演中（吳美金，2013；沈雅婷，2016）。「輔導活動」已國中階段「分科教學」的課程之一，
過去國中輔導教師以課程教師身份為主，需授課「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課程（「師資培育之
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2021）。然而，在《學生輔導法》規範下之學校輔導工
作推動，是以專任專職為主。因此，無論對國中小專輔教師，政策面皆是將「教學角色」的教師與「學
校輔導角色」的教師身分正式分流。以下就專輔教師工作內涵與督導需求探究新手輔導工作者之專
業成長需求。

101學年度國中小專輔教師正式納入教師員額編制，近年碩士論文研究針對初任專輔教師工
作經驗進行探究，多數聚焦於工作壓力、工作困境，以及其因應策略（吳美金，2013；沈雅婷，
2016）。研究結果顯示，國中小初任專輔教師多呈現中等程度的工作壓力知覺，其困境多與「角色
任務不清楚、工作負荷量大、系統合作困難」有關（吳美金，2013）。國中小初任專輔教師面對上
述困境時，因應方式多為尋求個人支持與持續專業學習，而缺少督導資源與專業支持正是專輔教師
的工作困境現象之一（許育光，2011）。綜上所述，法令政策明訂校園輔導人力進駐之法源依據，
輔導專業於國中小校園多年後終能「正名」之餘，隨之而來的配套需求則須密切留意。

2. 受督需求涵蓋個案工作知能與專業成長發展

國中小專輔教師工作困境的相關研究均指出，督導支持是工作現場迫切需要的專業資源，而缺
乏符合需求的督導資源是專輔教師工作困境之一（林世欣等人，2021）。綜整專輔教師受督需求研
究發現，督導需求比例分別以個案、家長、系統工作為最；輔導教師之理想督導形式，為固定聚會
的區域性同儕團體督導，期待由具備學校輔導工作實務經驗的督導者，提供提供專業支持、引導自
我覺察、諮詢、教導與建議，及監督與評量之餘（江艾穎，2014；林淑華等人，2017；柯雅瓊，
2009；謝佑君，2017），甚至需要提升系統合作能力與因應突發之危機處遇（林世欣等人，2021）
等能力裝備。從上述相關研究得知，國中小專輔教師（包含高中職）的受督需求最高的仍是個案工
作的專業知能，而「個案工作」包括與學生、學生家長，以及相關系統工作；另外，自我覺察的提
升與專業支持，亦是專輔教師持續專業成長的另一重要面向。再切換到受督經驗面向，側重專業賦
能，並展現於個人內在、人際互動，以及行為等三個正向層面，進而提升諮商專業成效（許維素、
蔡秀玲，2008；楊雅雯，2009）。

Chiang與 Su（2017）訪談 10位國中小專輔教師生涯敘說研究發現，專輔教師進入學校輔導系
統，隨著輔導年資累積，專業成長需求亦有不同；整體而言，初任國中小專輔教師需要專業資源支
持與督導。對照各縣市專輔教師資源有限之督導現況，仍以團體督導為主要形式。而團體督導之督
導者多以大專校院教師、專家學者，少有學校輔導現場之實務工作者（林世欣等人，2021；黃婉如，
2016）。有關國中小專輔教師專業督導，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4條，高中以下學校主管機關設置
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任務其中之一為「協助辦理專業輔導人員與輔導教師之研習與督導工作。」
（「學生輔導法」，2014）。從林淑華、吳芝儀等人（2020）研究結果可知，團體督導對於專輔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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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成長協助有限，且督導者若不熟悉學校輔導現場實務工作，督導討論內容或有脫離學校輔導
脈絡之虞，難以回應專輔教師需求。是以，《學生輔導法》在專輔教師督導需求之規劃美意，仍難
直接回應專輔教師的專業成長需求。
若以當前國內輔導教師受督經驗，無論是焦點解決團體督導、SASM、以及連續性個案討論式

團體督導等模式，其共通點在於受督者都認為自我覺察之提升是受督歷程獲得重要的專業成長（李
宛芸，2011；林淑華、田秀蘭等人，2020；黃婉如，2016；楊雅雯，2009；謝佑君，2017；蘇盈儀，
2007）。因此，自我覺察是學校輔導教師接受督導過程，啟動專業成長與知能精進的基礎，SASM
更是緊扣此一關鍵，在督導歷程強調聚焦受督者對於諮商歷程、與當事人關係互動，以及身為助人
專業工作者角色之覺察。
由於國內當前尚未探究新手階段學校輔導工作者之受督經驗，上述研究回顧可知國中小初任專

輔教師皆有需要接受督導以及專業資源之需求。再者，大五實習輔導教師已進入學校輔導與學生輔
導晤談，卻無明定大五實習輔導教師接受專業督導之相關規定。本研究立場為尊崇校園工作脈絡如
何形成與傳承，期望以此為基礎，在督導歷程聆聽與整合，讓新手階段輔導工作者之專業知能持續
成長與統整。是以，本研究基於初探性質，提供個別督導之專業成長資源，嘗試以 SASM為督導架
構，以探究大五實習輔導老師與國中小初任專輔教師之接受自 SASM之個別督導經驗。以下說明嘗
試以 SASM做為提供新手輔導工作者個別督導架構之考量。

（三）符合新手學校輔導工作者督導需求督導架構之初探：嘗試以自我覺察為焦點

自 1960年代以來國外發展眾多諮商督導模式，Bernard與 Goodyear（2018）將督導模式劃分為
以下三大類型：（1）以諮商理論為督導理論，如：動力取向、人本關係取向、系統觀點、後現代
取向等諮商理論；（2）督導發展理論：以 Stoltenberg（1981）提出的整合發展取向最為著稱；（3）
以督導理論進行督導：包含 Bernard的區辨模式（Bernard, 1979）、Holloway發展的 SAS（Holloway, 
2016）、臺灣在地發展的循環督導模式（蕭文，1999）、SASM（陳金燕，2003）等，皆廣為諮商
領域督導所用。
近年來美國學校諮商員學會提出的 ASCA National Model（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2019），接續發展之 comprehensive school counseling programs（CSCPs）實施於全
美校園，為美國重要的學校諮商工作模式。回應 CSCPs，Luke 與 Bernard（2006）以區辨模式
（discrimination model）為基礎，提出「學校諮商督導模式」（the school counseling supervision 
model, SCSM），將原有 3個督導角色（教師、諮詢者、諮商員）與 3個督導技巧（介入、概念化、
個人化），再擴充 4個 CSCPs介入向度（大團體介入、諮商與諮詢、個別與團體建議、規劃協調
與評估），形成 3x3x4的督導結構，以對應 ASCA模式之服務與因應學校輔導的需要。借鏡美國學
校諮商模式，諮商督導模式因應學校場域之延伸與調整（Luke & Bernard, 2006; Miller & Dollarhide, 
2006）恰能說明一般諮商督導應用於學校諮商脈絡需要微調。
臺灣的學校輔導督導亦有其獨特樣貌，跨處室、專業團隊合作，以及學校行政倫理與相關法

規也需納入共同考量⋯⋯等等。國內以學校輔導教師為對象，所發展出的督導模式主要有：焦點
解決督導（許維素、游于萱，2017；許維素、蔡秀玲，2008）、SASM（陳金燕，2003；蘇盈儀，
2007，2015）、連續性個案討論式團體督導（賀孝銘，2005，引自李宛芸，2011，頁 31）。

1. 「 自我覺察」 為專業訓練與當前督導模式關注之共同焦點

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能力已是諮商與輔導助人專業必備之基本知能。亦即，受訓者
需要發展並提升自我覺察能力，方能為後續輔導諮商領域學習奠下基礎（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 2014; Dowden et al., 2014; Hansen, 2009; Pieterse et al., 2013）。國外學者 Pieterse
等人（2013）也認為自我覺察是重要概念，卻苦無以此概念為主軸的訓練模式，因而提出「自我覺
察發展訓練（self-awareness development）」。就諮商輔導專業發展與訓練而言，輔導諮商工作者之
「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為其重要核心，亦即，輔導諮商工作者具自知之明，方能時時覺知
輔導諮商歷程的自身狀態，而諮商員／師維持高度自我覺察的同時，逐步催化當事人對自身困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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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之覺察，從而發揮諮商效能（陳金燕，2001，2003；蘇盈儀，2007）。
當前常見督導模式也顯見自我覺察之重要性，當前最常為督導者使用 Bernard（1979）之區辨督

導模式，也開始重視督導歷程當中提升受督者之自我覺察 （Dunlap, 2017）。Stoltenberg以自我／
他人覺察、動機、與自主性，作為評估專業發展的重要向度之一（Stoltenberg & McNeill, 2010）。
以系統取向督導架構而言，受督者的「學習任務（learning tasks）」之一是為情緒覺察（Holloway, 
2016）。顯見國外督導模式之建立與發展，「自我覺察」實為督導架構、內涵，或是核心要素之一。

2. 提升新手輔導工作者之自我覺察：以 SASM為架構之嘗試

承上，自我覺察是為輔導諮商核心專業知能之一，新手階段輔導諮商工作者初入實務現場維
持高度自我覺察視為首要；而當前各個督導模式亦重視受督者之自我覺察能力（Holloway, 2016; 
Stoltenberg & McNeill, 2010），故自我覺察是與新手輔導工作者進行督導時之首要督導任務。
國內學者陳金燕早於 1988年之博士論文提出臺灣在地諮商模式──「自知之明諮商模式（self-

knowledge counseling model）（Chen, 1988）；接續於 2003年提出SASM，督導主軸以催化受督者「自
我覺察」其自身，督導目標則是提升受督者之自我覺察（陳金燕，2001，2003）。當前研究已有應
用 SASM於大學部層級諮商實習課程，做為課程之督導模式，研究結果發現學生自我覺察與反思能
力皆有提升，且遷移至諮商情境與日常人我互動（姜兆眉等人，2020；姜兆眉、蘇盈儀，2019）。

SASM以儒道哲學為理論發展基礎，督導主軸重視受督者之「自知之明」，藉由蘇格拉底式問
話，多面向催化受督者反思與覺察（陳金燕，2001，2003）。SASM之操作包含督導焦點與督導策
略（圖 2），此模式督導焦點包括：諮商歷程、諮商取向，以及諮商專業成長。亦即，隨著督導對
話歷程，催化受督者進行覺察，諮商歷程是受督者反思諮商互動與當事人的互動樣貌、關係，以及
狀態變化；諮商取向為受督者於督導歷程思考個人的諮商取向，從特定取向的選擇，以及使用策略
與選取的諮商取向一致程度；最後，個人成長與專業成長的討論則包括專業部分與個人成長等內
涵。督導策略包含：「彼時彼刻」與「此時此刻」的覺察；覺察線索的偵查、體驗與解讀；以「抽
離」角度反觀自我；覺察源頭的探索—對象與事件；個人價值觀與諮商取向的檢視。有別於當前督
導模式，SASM的特色在於以受督者所選取的諮商理論取向為主軸，催化受督者之覺察（陳金燕，
2003）。
基於上述覺察焦點與策略，蘇盈儀（2007）依據研究成果結合將 SASM之督導流程，簡述如下：

受督者在進入督導之前，與督導者先行督導前對話，確認督導架構與理論使用、督導需求，以及督
導知情同意等訊息，此時部分對話的形式，即以 SASM之架構進行對話。確認進入督導關係後，在
歷次督導前提供提案說明，並於督導對話先以簡要說明案例與確認督導需求開始，督導者將視與受
督者的對話脈絡，關注與停留的焦點，使用相對應催化覺察策略。在此架構下，受督者於晤談歷程、
與當事人互動，身為諮商員／晤談者／個人角色的成長，以及其選擇的諮商理論／策略／技術進行
覺察。
綜上所述，SASM為臺灣學者發展在地督導模式之一，是以受督者為中心，相信受督者是與當

事人工作之「專家」的督導模式。以增能受督者的督導立場，切合本研究重視國中小專輔教師自我
覺察提升，以及「增能國中小專輔教師」之出發點。國內實徵研究支持該督導模式應用於國中輔導
教師同儕督導成效，以及作為督導訓練的模式與架構（蘇盈儀，2007，2015）；惟前述研究對象以
具備數年輔導實務經驗之國中輔導教師為主，尚未涵括新手輔導工作者，且前述研究完成之時空背
景脈絡於《學生輔導法》頒布施行之前，現今新手階段專輔教師之專業成長需求與受督經驗尚待理
解。如同前述之美國學校諮商督導發展脈絡，延續著 CSCPs，Luke與 Bernard（2006）延伸以美國
當地發展之督導模式延伸，以回應全美學校諮商模式；本研究立基臺灣學校輔導系統脈絡，以「準」
專輔教師與初任國中小專輔教師為對象，嘗試使用臺灣在地 SASM於學校輔導場域。
是以，本研究聚焦新手階段輔導工作者，目的為探究大五實習輔導教師以及國中小初任專輔教

師接受 SASM個別督導之整體受督經驗。依據此目的，研究問題包括：接受 SASM個別督導當前
之輔導諮商專業發展需求、SASM督導歷程、接受 SASM個別督導整體經驗、以及知覺 SASM督
導者之回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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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SASM操作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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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引自《自我覺察督導模式訓練手冊：新手督導訓練（第二版）》（頁 47），蘇盈儀、姜兆眉、陳金燕，2021，雙
葉書廊。

方法

（一）研究典範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依循質性典範（鈕文英，2020；潘淑滿，2003；Creswell & Poth, 2018），重視社會現象
反映的脈絡訊息，認為因著時空脈絡遷移，現象所隱含之意義亦有所不同。因此，此典範引領著研
究者持續理解與探究研究參與者所描述之經驗意涵。
再者，本研究採取現象學（鈕文英，2020；Creswell & Poth, 2018）為研究取向，此取向提醒研

究者致力於描述研究參與者之受督經驗，以指向其受督經驗之本質。現象學強調的「懸置」先見（高
淑清，2008；鈕文英，2020；Creswell & Poth, 2018; Giorgi, 2006, 2009），更能時刻提醒研究者分
析研究資料之際，需將自身 SASM進行督導之經驗、學校輔導實務工作經驗⋯⋯等「先見」置於括
弧，貼近文本並以描述之語言，呈現研究參與者之接受 SASM之經驗。本研究使用現象學取向的主
題分析，分析方式請見「研究流程與步驟」之詳述（thematic analysis）（高淑清，2008；Braun & 
Clarke, 2006; Sundler et al., 2019）。

（二）研究流程與步驟

本研究透過網路專業社群與專業網絡公開招募，邀請「大五國中綜合活動領域科輔導活動專長
實習教師」以及「三年內專輔教師年資之國中小專輔教師」為研究參與者。研究參與者正式加入
研究，先行閱讀 SASM文獻（陳金燕，2003），初具 SASM理解以準備進入督導，而後接受 3次
SASM之個別督導，以及四次個別研究訪談。
考量本研究為初探性質，以及「培力增能」新手階段輔導工作者為立基，考量研究對象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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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是以學期為單位，本研究安排三次個別督導。再者，依據當前專輔教師研究，督導者熟悉學校
輔導場域方能回應受督者督導需求之關鍵（林世欣等人，2021；林淑華等人，2017；林淑華、田秀
蘭等人，2020），本研究邀請提供 SASM個督之督導者具備輔諮學會諮商心理與學校輔導專業督導
認證、現職為高中輔導教師、具備多年學校輔導實務與學校輔導督導實務，且熟悉 SASM。
研究流程如下：研究參與者於簽署研究知情同意書之後即進行第一次訪談，以了解參與研究動

機與對於接續三次個別督導之督導需求或期待。接續研究參與者將聯繫督導者開始進行 SASM個別
督導。第一次 SASM個別督導結束後即進行第二次訪談，此安排目的在於更能貼近捕捉與理解參與
者於個別督導歷程之經驗；接續進行第二次與第三次個別督導，三次個別督導結束後接受第三次訪
談，以理解三次 SASM個督經驗，在三次個督結束至少兩個月之後，接受第四次追蹤訪談。
待追縱訪談逐字稿謄錄與校對完成後，即進行編號，例如：IJGC_A_03_002表示第一位（A）

大五實習教師（intern junior high school guidance counselor, IJGC）於第三次訪談當中說的第二句
話。JEGC（junior elementary school guidance counselor, JEGC）為國小專輔教師，JJGC（junior high 
school guidance counselor, JJGC）為國中專輔教師。以下依序呈現資料分析步驟：第一，充分閱讀與
熟悉逐字稿文本：反覆閱讀每位研究參與者四次研究訪談，共 40份逐字稿文本，以求掌握每位參
與者受訓經驗整體脈絡。第二，切割意義單元：接續以每位參與者的四份逐字稿為單位，切割意義
單元，以了解整體脈絡當中的「部分」訊息。第三，產生初始編碼（initial codes）：接續針對每個
意義單元命名「初始編碼」，以掌握每個意義單元之中的主要訊息。例如：研究參與者 JEGC_A提
及接受 SASM個督後感受到自身情緒狀態波動大，需要平復，初始編碼命名為「督導結束後，情
緒還需要平復」。第四，將「初始編碼」跨案聚攏「類別」（categories）：在完成每個參與者之概
念命名之後，進行跨案聚攏，將參與者之間類似的初始編碼匯聚為類別。例如：JEGC_A與 JEGC_
B皆提及接受 SASM個督之後反思督導歷程，都經驗到覺察自身情緒狀態，故聚攏 JEGC_A與
JEGC_B 之初始編碼，命名為「能夠覺察與經驗情緒面向」。第五，將「類別」跨案聚攏為「主題」
（themes）：承上，將跨案產出的類別，就其類似的內涵聚攏為主題。例如：「能夠覺察與經驗情
緒面向」以及「貼近與聆聽的經驗」，聚攏為主題「SASM整體受督經驗」。在匯聚成主題的歷程
當中，研究者並反覆回到逐字稿脈絡，以確認主題之命名仍是貼近參與者之經驗脈絡，是為現象學
取向主題分析之「整體—部分—整體」之循環（高淑清，2008）。完成分析之後，即依據分析結果
完成書寫。

（三）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透過滾雪球策略，共招募 10位參與者，3位大五教育實習（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教
師、3位國小專輔教師（JEGC_B為代理專輔並甫取得諮商心理師證照）、以及 4位國中專輔教師
（JJGC_B為代理專輔並同時準備教師甄試，4位皆無諮商心理師證照）。 10位研究參與者皆為大
學畢業輔導本科系。整體而言接受督導的期間為 2018年 9月至 2019年 3月，訪談則是自 2018年 9
月至 2019年 7月之間。研究參與者相關背景資料以表 1呈現，以及表 2研究參與者接受研究訪談
與三次 SASM個別督導時程一覽表。

表 1
研究參與者背景資料

代號 專業身分／專輔教師年資 實習／任教學校 實習／任教學校區域

IJGC_A 大五實習教師 國中 北部

IJGC_B 大五實習教師 完全中學國中部 中部

IJGC_D 大五實習教師 完全中學國中部 北部

JEGC_A 專輔教師／ 1.5 國小 南部

JEGC_B （代理）專輔教師／ 0.5 國小 北部

JEGC_C 專輔教師／ 1.5 國小 北部

JJGC_A 專輔教師／ 1 國中 中部

JJGC_B （代理）專輔教師／ 1 國中 中部

JJGC_C 專輔教師／ 1 國中 中部

JJGC_D 專輔教師／ 1 完全中學國中部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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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參與者接受研究訪談與 SASM督導時程一覽表

代號 第一次訪談
第一次

SASM督導
第二次訪談 第二次與第三次 SASM督導 第三次訪談 第四次訪談

IJGC_A
IJGC_B
IJGC_D
JEGC_A
JEGC_B
JEGC_C
JJGC_A
JJGC_B
JJGC_C
JJGC_D

2018.09
2018.09
2018.09
2018.09
2018.09
2018.10
2018.09
2018.09
2018.09
2018.09

2018.11
2018.09
2018.12
2018.09
2018.12
2018.11
2018.12
2018.10
2018.10
2018.11

2018.11
2018.09
2018.12
2018.10
2018.12
2018.12
2018.12
2018.10
2018.10
2018.11

2018.12–2019.01
2018.10–2018.12
2018.12–2019.02
2018.11–2019.01
2019.01–2019.03
2018.12–2019.03
2019.01–2019.02
2018.11–2018.12
2018.11–2018.12
2018.12–2019.03

2019.01
2019.01
2019.02
2019.01
2019.03
2019.04
2019.03
2018.12
2019.04
2019.04

2019.04
2019.04
2019.04
2019.07
2019.06
2019.07
2019.07
2019.07
2019.07
2019.06

（四）研究工具

1. 研究團隊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典範，研究者是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第一作者具備超過十年以上諮商專
業背景訓練與實務工作經驗，任教於大學相關科系，具有諮商心理師證照、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
商心理與學校輔導督導認證。具多年諮商督導實務經驗，於本研究之角色為執行研究訪談與資料分
析。第二作者為現職高中輔導老師，具備多年學校輔導實務與學校督導實務經驗，並熟悉 SASM之
運用，擔任本研究之督導者，提供研究參與者三次 SASM之個別督導；在結束所有研究參與者之個
別督導之後協助資料分析。第三作者為資深國中專輔教師，曾接受 SASM個別督導，具備參與質性
研究計畫之經驗，於本研究任務為協助資料分析。

2.訪談題綱

本研究參與半結構深度訪談，訪談題綱作為研究者進行訪談時之提醒，以下簡要呈現四次研究
訪綱。

（1）第一次訪談訪綱。 身為受督者，請談談過去被督導的經驗？請談談督導需求以及專業成長之
期待？您對於「自我覺察」理解為何？您對於 SASM的理論基礎之理解為何？對於接下來開始接受
督導，對於即將進入一段督導關係，有何期待與想法？

（2）第二次訪談訪綱。 身為受督者，接受 SASM後，整體的感覺與想法？ 接受 SASM之督導，
您對於輔導晤談歷程的發現與理解為何？ 接受 SASM之督導，對於您輔導實務的影響為何？

（3）第三次訪談訪綱。 身為受督者，接受 SASM之督導三次後，整體的感覺與想法？接受 SASM
之督導三次後，您對於輔導晤談歷程的發現與理解為何？接受 SASM之督導三次後，對於您輔導實
務的影響為何？  從受督者的角色而言，您認為 SASM之督導是否符合您身為初任專輔教師的專業、
個人成長之需求？

（4）第四次訪談訪綱。 身為受督者，接受 SASM之督導後，現在整體來說，您的感覺與想法？ 接
受 SASM之督導後，對於您輔導實務的影響為何？ 接受 SASM之督導後，對於您專業成長的影響
為何？ 接受 SASM之督導後，對於您個人成長的影響為何？ 從受督者的角色而言，您認為 SASM
之督導是否符合您身為初任專輔教師的專業、個人成長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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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嚴謹性

質性研究典範有符合其思維脈絡而規範的研究嚴謹性，是以，多數學者們提出以下概念用以
檢核研究嚴謹性，確實性、可轉換性、可靠性（鈕文英，2020；Morrow, 2005, 2007）。以確實性
（credibility）而言，本研究資料分析遵循現象學主題分析之步驟（高淑清，2008），並於資料分析
後進行三角校正，以確認資料分析之確實。依據前述資料分析，完成意義單元切割之後，進行第一
次討論以確認意義單元切割有所共識；接續進行每份逐字稿之初始編碼，完成之後再進行第二次討
論確認初始編碼命名有所共識；後續進行跨案聚攏形成類別後，進行第三次討論，研究團隊成員同
意聚攏結果與命名後，接續進行彙整為主題，最後進行第四次討論以確定「主題」。
轉換性（transferability）的部分，本研究涵蓋當前學校輔導領域之新手階段專輔教師，包含大

五實習、國小與國中場域，研究設計為接受三次 SASM之個別督導，其中以四次研究訪談探究其受
督歷程，以本研究之招募研究對象與整體研究設計，亦具備高度可轉換性。再者，研究者於整體研
究歷程，持續紀錄研究訪談與整體研究進度，具備相當程度之可靠性（dependability）。近年來，
亦有學者提出觸媒效度（catalytic validity）（Baines, 2007; Koro-Ljungberg, 2008），用以提醒質性
研究者思考執行質性研究所帶來之社會益處，據以審慎使用研究資源與權力；是以，本研究提供三
次個別督導，希冀研究參與者能於參與研究歷程感受到增能，亦回應本研究之初衷：「培力與增能
新手階段之學校輔導工作者」。

（六）研究倫理議題之考量與具體作為

本研究取得第一作者任職學校之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研究倫理審查審核通過後，方進行研究。
第一作者於研究歷程並未擔任督導者，主因是研究倫理界線之考量：若研究者兼具督導者身分，基
於督導關係本質為權力差異，尤其研究對象為新手階段學校輔導工作者，即便向研究參與者（受督
者）詳盡說明研究流程，依然難以減少權力不對等之督導關係與動力的疑慮。為維護研究參與者（受
督者）能夠在督導歷程充分體驗此模式之督導、訪談歷程相對地自在表達其受督經驗，研究者維持
在訪談與資料分析之角色，與督導者角色切割，亦有助於研究資料之蒐集與呈現。
由於研究團隊成員之第二作者擔任督導者與協助研究資料分析，第一作者向研究參與者說明第

二作者在結束所有研究參與者之個別督導之後，才會接觸已化名與編碼之研究資料，以讓研究參與
者能放心投身督導歷程。

結果

此段落以四個主題呈現研究參與者接受 SASM個別督導之受督經驗：輔導諮商專業發展需求、
SASM督導歷程、SASM整體受督經驗，以及知覺 SASM督導者之回應方式。質性資料分析重視代
表性與整體性，此四個主題皆是聚攏至少六位研究參與者（包括大五實習輔導教師與國中小專輔教
師）訪談資料之研究結果，囿於篇幅僅呈現一至二位研究參與者資料。

（一）輔導諮商專業發展需求

研究參與者表示參與研究的初衷為希望能夠釐清專業定位，以及新手階段需要透過討論瞭解個
人專業成長的狀態。

1. 專業自信與定位的關注

研究參與者認為，新手階段之主要任務為逐步建立專業自信，知悉當前專業發展仍在起步，與
個案工作的能力不足並力求充實。在接案歷程感受到身為新手輔導工作者的狀態，如無力、焦慮、
壓力等。同時學習從接案所見所感，嘗試對照評估諮商晤談效能，以及持續思考「個案的改變」究
竟是個案抑或是專輔教師該承接與擔負責任的比重，從而釐清並建立面對學校輔導工作的定位，以
及專業信心。



教 育 心 理 學 報646

「⋯⋯身為一個新手專輔教師的自卑感，對於那個我知道，自己現在還沒有那麼多能力可
以去幫助他（個案）⋯⋯我就會覺得好像有一部份，也是他的問題。就是在那個自己的能
力不足，跟沒辦法為個案做什麼之中，好像⋯⋯有很大的無力，跟不知道該把責任歸屬在
哪裡。」（IJGC_A_01_086）

「我就覺得現在（初任）接受督導是最好的選擇，一開始的時候一定會覺得蠻挫折的，信
心會蠻不足的，如果有人適時的給一點指引或是分享之類，就會覺得說那以後在做的時候
就會比較得心應手一點。」（JJGC_C_01_030）

2. 引領成長與討論的需求

研究參與者表示身為新手輔導工作者（包含大五實習老師以及初任國中小專輔教師），延續求
學階段的受訓型態，希望能快速跟上所處工作場域的步調，專業準備度提高，能即時接軌的期待，
實需資深專業同儕引領，以彈性調整實務因應的狀況。此外，在輔導諮商專業向度共同討論，其內
涵鎖定在諮商取向實作、晤談歷程的梳理。就近即能獲取並得以詢問或討論的督導角色，在專業上
隨著經驗累積並受到支持。

「我現在想到的就是（參與研究並接受督導）可以讓接案更順利。我沒有什麼想像。就
可能比如說我跟個案晤談的時候可以⋯⋯卡關的時候可以有一個方向之類的。」（IJGC_
D_01_98-99）

「我會覺得其實就我們很需要有這樣子的角色，就是因為你真的剛進去學校，然後很多不
管是你要接觸 ...可能同事或是導師或是家長，就是完全是一個沒有任何經驗，⋯⋯可能如
果平常想要問學校老師，可是自己又會覺得不太好意思之類的，對，但是可以就是如果新
任老師如果身邊有一個這樣的角色的話，會覺得就是有一種好像被幫助的感覺。」（JJGC_
D_02_056）

（二）SASM督導歷程  

研究參與者描述接受三次 SASM個別督導歷程，分為進入 SASM督導的先前預備、以受督者
為中心之督導聚焦、得以循序漸進的督導架構等三面向呈現。

1. 進入 SASM督導的先前預備

研究參與者表示即使在學習儲備階段，督導經驗仍是相當有限，預備投入的整體狀態是期待與
忐忑為多，期待深化討論並能促進專業成長的目標得以達成，忐忑則是SASM督導仍是以想像為多。
於是在行動上，除了詢問具正式接受過督導經驗的學習階段同儕，帶著系統思考以綜觀諮商歷程的
期待，皆提到閱讀 SASM文獻幫助自身初步理解 SASM內涵，督導歷程具脈絡的討論，進行督導
的流程與步驟，了解是以受督者為中心的討論，並進一步試著想像督導歷程會如何在各督導焦點與
督導策略間引導覺察，並非一無所知下進入 SASM督導歷程。

「閱讀（SASM督導文獻）後的經驗是我覺得蠻平易近人的，就那些問題真的會讓我去想，
譬如為什麼會提這個案嗎？⋯⋯我的想法是什麼，然後我的擔心又是什麼，所以我自己覺
得這個經驗是好的，會幫我去發現為什麼這類型的個案，會讓我可能會感到擔心，會感到
焦慮，然後又會再反思我自己，我自己的個人的議題，⋯⋯可能哪些類型的個案可能觸動
到一些自己個人的議題，然後去發掘那個議題對我跟個案之間的影響是什麼。」（JJGC_
B_02_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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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受督者為中心之督導聚焦

研究參與者提及 SASM之督導對話是以受督者為中心，督導討論立於輔導工作者具備知能為基
礎及起點的綜整，確認與覺察諮商歷程彼時個人與專業角色的所知所感，看見之時也再回到輔導工
作者的身分整裝進入諮商歷程。

「（SASM）就是先了解我為什麼要走這條路，然後幫助我更釐清自己對這條路上，其
實是有期待、想要成長，之後再簡短的幫助我，從這個個案去討論我可以怎麼樣跟自己
對話。然後在跟個案晤談的同時，又可以鼓勵自己，欣賞自己做得好的地方。」（IJGC_
B_02_010）

3. 得以循序漸進的督導歷程架構

研究參與者提及三次個別督導架構明確，自即將進入督導的第一次對話，確認準備度與知情同
意，到正式進入督導對話，皆置於督導架構當中並得以依循。初始進入督導問話具開放性，研究參
與者 JJGC_B、JJGC_A則是提到督導之初，即使在知悉督導架構，卻不甚熟悉督導對話，而略感吃
力並出現未能暢談的感受。隨著定位於自我覺察的狀態，並自覺身處督導流程的哪一個段落，而熟
悉 SASM督導問話後，逐步深入聚焦自身於諮商狀態，進而清楚定位。 

「我覺得督導完後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我覺得這三次有種循序漸進，就是一次比一次更進
階，初階、中階沒有上完就是很難再下一階。像第一次在討論定位，所以我覺得第一次的
釐清很重要，讓我看得更清楚過去帶著怎樣的自己，然後現在在這個位置上發揮。再來第
二、三次我覺得就是更進入這個位置裡面⋯⋯。」（JEGC_B_03_029）

「⋯⋯雖然他（督導者）一開始會問很多問題，然後在第一、二次的時候，我也會覺得好
多問題，就是不太知道怎麼回答，尤其是那個時候，會不太熟悉很開放式的問題，就是
面對這個，你感覺怎麼樣，然後就覺得，哇，好開放⋯⋯太開放的感覺是什麼意思，然
後後來發現原來講什麼，都是算我的感覺這樣，我就可以比較能自在的回答。」（JJGC_
A_04_049）

（三）SASM整體受督經驗

研究參與者描述 SASM整體受督經驗包括，被肯定的感受、跟隨與聆聽、覺察情緒、可以反思
與回觀過程及述說個人想法。

1. 整體感受為受到肯定與持續激盪

研究參與者感受到接受督導過程是正向，也是受到肯定的，主要來自接受督導過程可以持續思
考與覺察，不斷地覺察在個案工作得以想到如何持續工作的策略與方法，透過督導者的回應與發問，
在思考與覺察之餘，而獲得在個案工作上的信心。

「我覺得督導有一部份在肯定我說，怎麼有辦法在五分鐘就想到可以接續怎麼跟個案一起
工作。我覺得，這句話讓我得到蠻大的肯定，就是督導好像覺得我怎麼可以想那麼快。」
（JJGC_A_02_017）

「前兩次的時候會覺得⋯⋯還蠻增能自己的感覺，好像比較有一點信心⋯⋯其實自己原來
可以，因為我就會覺得說，我已經想不到其他方法，可是在督導的時候就會覺得說，我怎
麼又想到新的方式，對，就腦袋自己會出現很多東西。」（JJGC_C_03_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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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督導歷程是貼近與聆聽的經驗

研究參與者感受到在督導歷程敘說困境或是困惑之處，督導者態度平靜的仔細傾聽，是貼近且
了解督導過程敘述的內涵，彷彿了解自身是如何思考的，在督導者問話或是反映的時刻，並不會因
為督導歷程的停留而感受到中斷。在督導互動充分受到聽取的過程，並一同面對並前進，而感受的
自我賦能。

「我覺得她（督導者）很 follow我的狀態，她會打斷我，可是我發現她的打斷並不會讓我
覺得不舒服，反而我覺得她是有跟緊我的，雖然打斷，可是我覺得我的感覺都持續在跑，
然後很流暢，並不會被打斷就整個就斷掉。當下我被打斷我就有這樣的感覺，就是覺得還
是很順的、那個感覺一直就持續在延續。當下我就有這種感覺了。」（JEGC_B_02_029）

「⋯⋯我覺得我就是我⋯⋯我是一個比較感情比較豐富的人，對。所以就是當自己的困境
有被聽到的時候，然後有一個人帶著你一起往前走的感覺，⋯⋯就是像是在你旁邊，然後
跟著你一起往前走，去往一個，去面對那個困難，然後讓自己去思考說，那個困難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是蠻有力量的。」（JJGC_C_03_090）

3. 受督時刻能夠覺察與經驗情緒面向

研究參與者表示，在三次督導歷程，能夠感受亦覺察自身的情緒狀態；尤其當前督導多以團體
形式為主，鮮少有個別督導安排，當有機會進行個督，能夠停留在情緒覺察是難得的經驗。

「我沒有接受過個督，對，所以我那時候覺察到自己的情緒是⋯⋯很緊張，然後講話會有
點結巴，沒有辦法這麼順。然後再來就是我會有一點恐懼。（督導）當下就知道了，我在
坐下來跟他聊的時候我就知道了，而且很明顯。」（JEGC_A_02_016）

4. 督導當下得以反思此時與回觀彼時

研究參與者認為藉由督導歷程得以回顧諮商歷程，於督導當下彼時彼刻的回觀，而能看見自己
諮商晤談當下未能發現之處。

「我覺得其實還⋯⋯過程中還蠻好的，因為她有帶我去就是回顧我在諮商的那個歷程，然
後就會發現其實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JJGC_D_02_002）

5. 督導架構提供細緻與充分述說空間

研究參與者表示在 SASM歷程，有機會清楚細數諮商脈絡的空間，暢所欲言之時，把自己想說
的說清楚，進而整理想法，看見描述的內涵，如何敘說的覺察，以及促進諮商歷程與個案工作的理
解。

「因為我是新手，所以我覺得那個當下我比較混亂一點，⋯⋯沒有一個可以好好釐清、整
理自己想法的機會。可是透過督導的過程會讓我去看到我介入模式的脈絡，然後我是怎麼
去看待這個個案，怎麼理解這個個案的。」（JJGC_C_03_001）

（四）知覺 SASM督導者之回應技術

研究參與者表示接受三次 SASM個別督導歷程，認為督導者主要有四個回應技術，包括：跟隨、
釐清、提問、與回饋反映。



自我覺察督導模式個督受督經驗 649

1. 跟隨

研究參與者表示，督導者於督導對話歷程多以「跟隨」的方式進行對話，也就是以跟隨式聆聽
為對話基調，督導者跟緊並邀請受督者多加描述個人的理解與想法，隨著描述越來越豐富，督導者
邀請受督者再持續地說，讓受督者說得更完整。

「⋯⋯因為我一開始講個案的時候，我會跟一直跟督導講，我不知道可以用甚麼理論，
或我不知道怎麼講他的問題，然後督導（者）就會說，先用我的想法講，先用我的語言
講，⋯⋯先把我自己弄清楚了，然後我就可以再搭上一些理論，就變成有一個跟別人一樣
共通的語言。這個過程，其實我有跟督導（者）說，然後督導（者）就說，這也是個有趣
的發現這樣。」（JEGC_C_03_019）

2. 釐清

研究參與者提及督導者在督導歷程多以「釐清」此技巧，釐清同時也是一種姿態，在督導對話
處於不斷的澄清互動，若受督者對自身描述感到不清楚的地方，督導者及時與之澄清與確認，藉此
協助受督者清明。進而確認其督導歷程之受督者定位。

「然後我們第二次的時候還滿多談到跟我自己有關的，自己的跟自己有關的事情。然後那
時候是在想說，到底這樣到底是可不可以的，但是老師後來也有跟我澄清其實這樣子就是
在談我自己其實也有一部份是跟督導有關。」（IJGC_D_03_003-2）

3. 提問

研究參與者多提到督導者於三次督導對話，多以「提問」進行，提問是聚焦、連結的路徑，而
提問能引來多角度進行思考，或是為受督者帶來發現，其覺察面向則藉問話持續深化。

「⋯⋯我有印象好像是老師有問我說，是有沒有可能他（個案）是不是就真的很累⋯⋯就
覺得好像也是有這個可能⋯⋯然後就會⋯⋯就是慢慢看見有一些就是我一直在覺得自己做
不好的地方，然後可以幫我看見那個，好像⋯⋯好像都不是，沒有全部都是我的責任或是
全部都是我的錯覺。」（IJGC_D_02_057–058）

「討論督導（者）就問說，我看到學生的表現是怎麼樣？那這個表現代表的意思？就我的
觀點裡是什麼？那這個觀點會不會影響我在對學生的判斷？」（JEGC_C_02_008-2）

4. 回饋與反映

研究參與者記得督導者於督導提供回饋與反映，也就是「回應」給受督者於督導歷程對於受督
者的理解，此回饋與反映亦再回到其諮商歷程的反思。透過回饋與反映再次看見自身角色的展現，
並核對與再思，擴充與深化自我認識的內涵。

「⋯⋯會看我做了什麼，也會反映這好像是我的一種風格，⋯⋯會回饋給我說，⋯⋯我會
想要看到這個人的完整性，因為我會覺得晤談不是就在一個諮商室裡面，陪伴個案的過程
中，可能有時候我會帶他出去走一走，可能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一些狀態⋯⋯督導（者）其
實會給我這樣子的回饋。」（JJGC_B_03_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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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本段落進行討論並同時對應當前督導實務工作者運用之督導模式，以及與
相關研究對話。先以新手輔導工作者督導主軸需求為專業定焦、新手輔導工作者督導需求、勾勒新
手輔導工作者之督導對話地圖，接續再思嘗試以 SASM為督導架構與新手階段受督者進行督導，最
後說明本研究限制與學校輔導督導實務與研究之建議。

（一）新手輔導工作者督導主軸需求為專業定焦 

從研究結果可知，新手階段輔導工作者需要於複雜多向度學校脈絡系統定位輔導專業角色、工
作與任務，亦呼應過往專輔教師督導需求之研究發現（林世欣等人，2021；許育光，2011）。是以，
新手階段輔導工作者進入督導歷程，不僅是以「個案討論」層面為督導需求，亦需要回應新手階段
逐步形塑之專輔教師角色與工作內涵，新手輔導工作者方能進一步發展與學校內外之系統連結。
依據研究結果，初任國中小專輔教師甫完成大學畢業進入職場，在學校場域定位自身專業角色，

且具備一套可上手的輔導工作架構與模式，是迫切發展之專業成長任務。而此專業成長需求亦顯現
於督導歷程，SASM督導者關照新手輔導工作者之需求，以受督者為中心的對話位置，於督導對話
歷程進行催化，以協助受督者自行澄清，逐步成形自身輔導工作架構與模式，並同步建立輔導專業
主體性，此研究結果恰能呼應當前輔導工作者專業成長需求（江艾穎，2014；沈雅婷，2016）。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近年國中小專輔工作處境與受督需求之研究發現，多是與系統合作相關

（江艾穎，2014；許育光，2011），本研究之初任國中小專輔教師於三次個別督導討論，多是專業
角色定位以及與個案晤談歷程為主，系統合作相關內容出現比例較少。此現象若以 Stoltenberg的專
業發展階段理解（Stoltenberg & McNeill, 2010），初任專輔教師在「自我／他人覺察」架構，以停
留在「自我」的覺察檢視比例較高，反映在初任專輔教師需要先定位「自身」專業角色，釐清其角
色任務、專業準備度；若以 SASM之督導架構與督導焦點，首重受督者自身之自我覺察，在諮商歷
程、個人成長與專業成長、諮商理論／策略技術三大督導焦點，受督者多將眼光放在如何與個案互
動，從而影響到諮商歷程，自身反觀對照他人與系統的眼光開展之中。恰能回應SASM所強調之「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概念（陳金燕，2003），新手輔導工作者在完成學業學習階段，即是接觸
輔導實務工作並磨合所學，在進入督導將磨合而來的困惑、衝擊，或是需要梳理之處進行檢視與覺
察，而新手輔導工作者更具焦在個人／專業角色如何做到與持續投入每一個諮商晤談的現場，此發
現與專業發展階段理論所稱不謀而合。
綜合上述，初任國中小專輔教師需先定位自身專業角色為「非授課的教育人員」，其專業實踐

有別於過往師資培育歷程教學元素的培養，同時建構以個案與其重要他人工作為主的學校輔導工作
架構與模式，並掌握宏觀（系統工作）微觀（個案工作）兼具之專業成見，是以，對應 SASM督導
（陳金燕，2003），諮商歷程是為主要焦點，並增進諮商專業歷程。
對照於美國學者 Luke與 Bernard（2006）呼應美國在地學校諮商模式而提出的學校諮商督導模

式（SCSM），SCSM著重學校諮商督導模式之督導內涵；如同 SCSM，本研究也立基於臺灣學校
輔導以及其專業養成脈絡，專輔教師專業角色（身兼教育人員與輔導員）與工作內涵（輔導實務為
主、班級輔導或教學為輔）之獨特；惟不同於 SCSM著重的督導內涵與面向，SASM聚焦於受督者
「自身」，以及督導目的為提升其自我覺察，是為此督導模式之最大特色，是以，藉由研究發現看
見新手階段輔導工作者於該階段專業發展任務之一，是為定位清楚專業角色以作為接續勾勒自身學
校輔導工作圖像之基礎。
最後，不少研究參與者於訪談結束後，表示本研究之督導者熟悉也具備學校輔導工作經驗，也

於督導對話過程中充分感受到被支持與理解之對話經驗，此部分雖未能呈現於此次研究資料，卻也
再次呼應了當前專輔教師督導需求之一即是督導者需熟悉學校脈絡（林世欣等人，2021；林淑華、
吳芝儀等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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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ASM回應新手輔導工作者之督導需求

本初探研究以個別督導形式提供督導，不同於當前多以團體督導進行方式，提供新手輔導工作
者 SASM個別督導。依據研究結果，新手輔導工作者之督導需求關照個人專業狀態以及對應新手專
業發展階段進行下列討論。

1. 關照個人專業狀態為先

從研究結果可知研究參與者接受 SASM個別督導經驗到「正向、貼近、聆聽」，多表示為正向
經驗。這部分呼應 Bernard（1979）區辨模式，督導者具備三個角色之一為「諮商師」，亦即督導
者以諮商師的角色提供支持，新手輔導工作者能在受到關照的督導關係，暫留在個人化的督導焦點
進行討論。再者，研究參與者於 SASM個別督導歷程覺察到情緒面向，亦呼應 Holloway（2016）
系統取向督導模式，受督者學習任務其中之一為「情緒覺察」，督導者提供催化受督者情緒覺察之
空間，讓受督者得以經驗其身為輔導工作者的情緒與狀態。接續，研究參與者因著當前感受專業自
信尚待建立，而希望藉由研究提供的個別督導，能夠提升自身專業知能，正能對應 Stoltenberg與
McNeill（2010）提出的整合發展督導，第二階段專業發展特徵之一為缺少信心，SASM督導者如同
整合發展模式之督導者，以催化者的角色引領受督者覺察自身專業狀態與持續定位，看見其專業建
構從而建立專業自信。研究者彙整此次研究結果對應當前國外督導模式，彙整如表 3。依據研究結
果，以圖 2之 SASM操作概念圖，新手階段輔導工作者之督導焦點多為「個人與專業發展」。

表 3
新手輔導工作者知覺 SASM個別督導經驗與其他督導模式之對應

SASM 區辨督導模式 系統取向督導 整合發展督導

督導聚焦之面向
督導焦點：

個人與專業發展

督導焦點：

個人化

學習任務：

情緒覺察

第二階段專業發展：

缺少信心

督導者角色或功能 催化者 諮商師 情緒支持與分享 催化者

2. 對應新手專業發展階段開啟對話

研究參與者印象深刻之受督經驗為督導者的「跟隨與聆聽」，此研究結果類似於運用 SASM於
實習課程督導歷程（姜兆眉等人，2020；姜兆眉、蘇盈儀，2019）之研究結果。此發現呼應 SASM
重要前提之一即是：相信每個人都有自我覺察能力，也就是「自知之明」（陳金燕，2003）。基於
此假設，SASM督導者呈現之姿態是以「聆聽」為主，於督導對話歷程「跟隨」受督者欲談之方向。
再者，研究參與者知覺督導者多是以引導、澄清、提問為主，SASM的五個督導策略即是不同

角度的提問，以催化受督者於情緒、想法、生理感官等不同面向之覺察（陳金燕，2003）。在此次
研究發現，新手輔導工作者多在督導歷程體驗「情緒」層面的覺察，研究者認為這部分確實對應
Stoltenberg與McNeill（2010）第 1與第 2階段助人工作者之專業發展階段，身處表現焦慮的狀態，
情緒感受自然就成為較容易被覺察之面向。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受督者知覺 SASM督導者是以「澄清、引導、提問」為主，但以 SASM

督導理論而言，催化是為主要姿態，澄清與提問可視為督導者互動與對話之具體策略（陳金燕，
2003；蘇盈儀，2007）；因此，SASM督導者並非以「引導」為行動，與受督者認為之「引導」與
SASM督導者之「催化」有其落差。對於此落差，研究者認為，受督者描述之 SASM督導者的「引
導」，有可能來自於新手階段甫完成諮商學習，以及進入實務現場初始時期，很自然地使用「諮商」
語言辨識與命名「督導」歷程的經驗與互動。研究者嘗試以 SASM理論回應本研究受督者辨識督導
者的「引導」，就 SASM理論概念，仍是以受督者的自我覺察為主軸持續催化與深化其覺察面向之
督導行動。
從輔導諮商學習與教育的角度，新手輔導工作者需要的是搭鷹架式的督導形式，以新手實務工

作者專業學習為基礎，加上共同熟悉受督者所屬學校輔導工作脈絡，帶領與深化其思考，方能協助
進一步發展「帶著走」的專業工作模式與架構。如同 Soltenberg與McNeill（2010）所言，新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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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需要督導者提供訊息或是「正確答案」，方能確定自身實務工作「正確與否」。

（三）再思新手輔導工作者之 SASM受督經驗：新手階段受督者之督導對話地圖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新手階段輔導工作者之督導焦點，以及知覺督導者所使用之督導策略，對
應圖 2之 SASM操作概念圖，以圖 3呈現新手輔導工作者之 SASM督導焦點與督導策略對應圖。
圖 3粗體字為本次研究發現，以對應 SASM之督導焦點與督導策略。
首先，依據研究參與者表示進入督導前之督導需求為專業成長與定位，起始點是受督者督導需

求之「諮商專業成長」（圖 3左方以粗框顯示），而後進入 SASM個別督導之「諮商歷程」與「諮
商取向」督導焦點，三個督導焦點會依著督導對話脈絡流轉。
再者，中間雙箭頭表示藉由「對話」串聯受督者督導焦點與知覺之督導者督導策略，根據研究

參與者知覺督導者以「跟隨與提問」作為回應方式（以粗體字呈現）。督導關係與督導架構亦成為
三次個別督導對話之基礎。
最後，圖 3左方為研究參與者督導經驗與知覺督導者回應方式（粗體字且以粗框表示），以對

應圖 2之 SASM督導策略，受督者知覺督導者以「回饋」催化受督者抽離反觀諮商歷程、藉由「釐
清」協助整理個人價值觀與諮商取向、以「聆聽」理解受督者之「此時此刻／彼時彼刻」，以及「情
緒覺察」催化受督者偵查與解讀自身情緒狀態；由於此次結果少有「覺察源頭」相關資料，在考量
SASM理論呈現完整性之下，圖 3右方以虛線框呈現。以下詳細說明與討論。

圖 3
SASM與新手階段受督者：受督者督導焦點與知覺之督導策略對應圖

此時此刻／
彼時彼刻
聆聆聽聽

覺察線索偵
查與解讀
情情緒緒覺覺察察

覺察源頭抽離反觀
回回饋饋與與反反映映

諮商理論與
個人價值觀

釐釐清清 督導者：
SASM督導策略

對話
跟跟隨隨、、提提問問

1. 督督導導關關係係
2. 督督導導架架構構

諮商歷程：

諮諮商商互互動動交交織織

諮商取向：

知知其其然然，，知知其其
所所以以然然

諮商專業成長：
形形塑塑專專業業自自主主

受督者
（新手輔導工作者）：

SASM督導焦點

1. 從督導需求出發，自我覺察為路徑，催化形塑專業主體性

依據研究結果，使用 SASM與新手輔導工作者進行個別督導，澄清其督導需求，以進一步對應
SASM之督導焦點。此次研究發現，研究參與者表示專業信心與定位為督導需求，可對應於 SASM
督導焦點之「諮商專業成長」。
新手輔導工作者進入 SASM督導對話，從「找答案」為始，歷經到「看自己」是其重要督導歷

程經驗，此結果類似林淑華、田秀蘭等人（2020）研究發現，專輔教師於團督過程收穫之一即是深
化覺察狀態，同時呼應 Stoltenberg與McNeill（2010）於發展整合督導模式界定專業發展階段的第
1與第 2階段，逐步從「依賴」到「自主」。進一步，連結 SASM應用於諮商實習課程之行動研究
發現（姜兆眉等人，2020；姜兆眉、蘇盈儀，2019），於督導歷程催化受督者反思與回觀，看見當
事人狀態如何影響受督者，受督者又能於回過頭「看見」諮商歷程的個人情緒、想法、整體狀態，
在專業角色的流轉，或是與當事人的互動如何交織，催化受督者對於諮商互動以及個案狀態的看法，
能具備多元與相對完整的理解。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能夠扣連 SASM的理論立基點：「每個人都
有自我覺察之能力」，亦扣連輔導諮商專業的訓練基礎（Hansen, 2009; Pieterse et al., 2013），在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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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對話歷程催化與持續提升受督者之自我覺察能力與諮商效能。

2. 以對話與反思進行，仰賴督導關係之穩固

研究參與者表示接受SASM個別督導，如上述聚焦於自身狀態，不同於過往以個案為討論焦點，
多是從不習慣到逐步熟悉。此結果呼應過往 SASM受督者之經驗常是「對於提問，一開始不知道如
何回應」（姜兆眉等人，2020；姜兆眉、蘇盈儀，2019）。圖 3之中的雙箭頭，代表的即是督導者
與受督者之間的 SASM督導對話建立督導關係，讓受督者能夠逐步習慣 SASM督導架構。

SASM督導者多使用開放式問句，初始階段受督者需要停留覺察、思考，與反思自身狀態，也
因著 SASM督導者並不預設受督者的回應內容，而是以受督者為主體的進行對話，除了需要磨合，
也隨著督導關係熟悉，受督者在對話當中較能聽留覺察與思考。是以，遵循著 SASM是以受督者為
主體進行對話，督導者的催化亦同步關注受督者的回應狀態。

3. 以受督者為主體，催化述說經驗與判斷

研究參與者在 SASM督導歷程，與過往接受督導經驗不同為「有機會可以把自己想說的說清
楚」。從研究結果發現，SASM督導者主要多是使用 SASM督導策略的「此時此刻／彼時彼刻、覺
察線索偵查與解讀、諮商理論與個人價值觀、抽離反觀」四個督導策略（圖 3右方粗框標示處）以
催化受督者描述與回顧諮商歷程。
以圖 3右方「此時此刻／彼時彼刻」督導策略而言，參與者（受督者）知覺 SASM督導者「聆

聽」自身的敘說、整理與思考，因此於督導歷程得以聚焦於督導焦點之「諮商取向」（圖 3左方），
方能「知其然」進一步「知其所以然」。再者，研究參與者表示督導歷程藉由督導者的引導與催化，
偵測到諮商歷程自身的情緒，對應的即是圖 3右方的「覺察線索偵查與解讀」，參與者經驗「情緒
覺察」，而能深化理解個己於晤談歷程狀態，方能後設的理解諮商互動交織，包括：當事人來談時
的議題與狀態、自己作為輔導工作者專業角色的發揮、以及與當事人互動的作用。
研究參與者知覺督導者使用「釐清」，能對應 SASM督導策略之「諮商理論與個人價值觀」

（圖 3右方），督導者藉由提問持續釐清受督者諮商歷程之中的回應哪些是自己的個人價值觀，以
及這些價值觀點如何影響與個案互動。最後，研究參與者知覺督導者運用「回饋與反映」，可對應
SASM督導策略之「抽離反觀」，督導者回饋督導歷程的觀察，提供受督者從更後設的角度反觀自
身所言。
惟此次研究資料並未呈現出對應 SASM督導策略之「覺察源頭」（圖 3右方虛線框），就

SASM核心概念以受督者為主體（陳金燕，2003）而言，研究者認為可能為受督者於督導當中呈現
督導焦點與討論內容少有此覺察面向，亦可能是受督者對於督導者使用這部分策略尚未有清晰知
覺，故 SASM督導歷程之督導者運用與受督者知覺督導策略，兩者對照探究待未來研究探討。從此
發現可知，SASM五個督導策略再單次督導並非必然使用，仍是需以督導歷程與受督者對話，以及
討論內容為主軸，而使用督導策略催化受督者之覺察。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受督者藉由對話理解何以選擇特定諮商理論或是工作架構，亦即督導歷

程當中圖 3左方督導焦點與右方之督導策略實為來回動態循環，督導焦點帶動督導者使用督導策略
以深化督導焦點，接續運用同樣或不同督導策略催化受督者對於督導焦點之覺察。上述研究發現亦
呼應過往研究結果，督導歷程提供支持與理解對於新手階段輔導工作者之重要性，在於能有空間與
時間梳理清楚自身思考（黃婉如，2016）。上述此部分即是對應 SASM督導焦點之一的「諮商歷程」
（圖 3左方）。最後，研究結果發現參與者在督導過程感受正向，覺得被督導者聆聽與理解，而這
部分也呼應另一重要研究發現：「督導聚焦於受督者」，SASM督導話是以受督者為中心。

（四）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立於了解新手輔導工作者接受諮商專業督導的受督經驗與進行初步探究，使用 SASM作
為個別督導架構，以期拋磚引玉之效，未來研究也可持續探究其他督導模式之受督經驗。研究限制
為未有聚焦於行政督導面向，或是系統合作等應用。此外，尚未加入督導者將 SASM應用在校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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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之觀點，日後將進一步持續從不同工作主軸，以及 SASM督導者觀點進行研究。其次，本研究
為新手學校輔導工作者接受 SASM個督經驗之初探性研究，未能進一步對照分析國小、國中專輔教
師接受 SASM個督之差異，是後續進一步探究之方向。最後，如同當前專輔教師受督需求之一為系
統合作議題，SASM要如何以受督者「自我」覺察，與受督者討論「系統」合作歷程，亦值得持續
深究。
研究建議部分，以個別督導形式，提供新手階段輔導工作者相對充分的時間以及心理空間，得

以整理自身輔導實務工作的思考，以及對於個案的理解。如同林淑華、吳芝儀等人（2020）提出對
於專輔教師督導實務的建議，就當前各縣市學諮中心多是以團體督導形式進行每個月一次督導，就
當前督導資源安排與分配，或許能集中督導資源予新手階段輔導工作者，以個別督導的督導形式，
提供更具個人化的專業討論形式。未來若能針對 SASM受督者、督導者進行對偶研究，將更能進一
步理解「受督者知覺」、「督導者督導意圖與行動」有更為清楚之對應與對照。
其次，貼近受督者現場的督導回應是為必要，藉以協助新手階段輔導工作者透過陳述以梳理輔

導專業定位、角色、與任務，方能逐步形成自身學校輔導工作架構，並應用於所屬學校場域之文化
脈絡。
最後，架構專業成長資源網絡指日可待並持續推進。本次研究期程聚焦三次 SASM個別督導之

受督經驗，多處於督導關係建立與逐步熟悉階段，惟督導極富歷程性，側面得知隨著研究結束並未
中止個別專業督導的約定，希望藉由研究而能形成專業成長資源網絡的初衷已逐步推展，身為研究
者亦同時感到欣喜，亦為進行本研究之賦能立場的回應，希冀能循環相生共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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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enacted the Student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Act (SGCA) in 2014, which has been essential 
to protecting students’ right to receive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services and structuring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services 
in school settings. Additionally, the SGCA mandates that schools from elementary to postsecondary levels employ guidance 
counselors to fulfill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services. The SGCA also regulated the number of hired guidance counselors based 
on the number of classes or students. Preservice training for guidance counselors in Taiwan includes 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s 
and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training, which consist of one- to two-semester counseling practicums. After preservice training, 
the trainee guidance counselor must undertake a half-year-long education internship before taking the teacher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However, this education internship, which is crucial to equipping guidance counselors with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does not consist of a counseling internship. Therefore, guidance counselor interns often must seek opportunities to 
provide counseling sessions for students to maintain professional sensitivity, which are not included in the half-year internship 
program. Moreov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se interns is usually irregular. Thus, the half-year internship is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age that requires addressing.

For in-service training, guidance counselors receive group supervision once per month during the semester. However, a 
lack of individual supervision for guidance counselo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xists. Existing Taiwanes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novice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 guidance counselors encounter work stress, work role conflict, and the challenge 
of shaping a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meeting professional growth needs. Other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at in-service 
training and supervision do not meet novice guidance counselors’ needs for professional growth. In addition, novice guidance 
counselors require professional discussions and anchoring of their roles within schools. Specifically, their need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clude competency in working with clients and systematic collaboration. Given that a lack of resources exists for 
individual supervision, this research addressed guidance counselors’ need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y providing individual 
supervision.

Self-awareness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counseling professionals and is a focus of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counseling supervision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14; Dowden et al., 2014; Hansen, 2009; Pieterse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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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3). Thus, the individual supervision provided in this study involved using the Self-awareness Supervision Model (SASM) 
developed by Taiwanese scholar Dr. Chin-Yen Chen (Chen, 2003). The SASM aims to enhance supervisees’ self-awareness in 
counseling sessions and facilitate their role as counselors to enhance counseling effectiveness. Examples of research questions 
are as follows: What are guidance counselo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needs? What processes are involved in SASM 
supervision? What are the general experiences of receiving SASM individual supervision? How did the SASM supervisor 
respond as perceived by the guidance counselors?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experiences of intern guidance counselors and junior guidance counselors receiving SASM-
based individual supervision. The study employed a qualitative research paradigm and phenomenology in its research approach. 
After ethics approval was received, recruitment information was sent using professional networks and word of mouth. Ten 
novice school guidance practitioners were recruited, including three intern guidance counselors, three guidance counselors 
working in elementary schools, and four guidance counselors working in junior high schools. Research participants read the 
article (Chen, 2003) written by the scholar who developed the SASM before receiving three sessions of SASM-based individual 
supervision. The SASM supervisor for the research was a guidance counselor working at a senior high school with over 15 
years of experience, over 10 years of SASM supervisory experience, and a doctorate in counseling. Each participant participated 
in four research interviews, which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The first interview occurred after in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The second interview occurred after the first SASM supervision session. The third interview occurred after the third SASM 
supervision session. The fourth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2 months after the three SASM supervision sessions to follow up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SASM on the participants’ practices. The research data underwent thematic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presented using the following four sections: Current need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ASM 
supervision process, overall supervision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SASM, and perceived supervisor responses based on the 
SASM. Regard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needs, the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they should develop professional confidence 
and anchor their role as the guidance counselor in their school at the novice stage. Regarding the SASM supervision process, 
the participants mentioned that preparation for SASM supervision helped them ready themselves for conversation, experience 
supervisee-centered supervision, and clearly perceive the supervision structure in the SASM. Regarding the overall experience 
of the SASM, most participants expressed that they felt validated and had brainstormed during supervision. In addition,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they felt supported and listened to, were aware of emotions, could reflect on current and previous 
situations, and had sufficient space to say what they wanted to say during SASM supervision. Finally, regarding the perceived 
responses of SASM supervisors, the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they felt supervisor providing listening, clarification, questioning, 
feedback and ref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novice guidance counselors must discuss explicitly anchoring their professional role in 
school settings because guidance counselors are not assigned to teach, unlike their colleagues. Additionally, novice guidance 
counselors must gradually ensure their effectiveness to develop professional confidence. These findings echo Stoltenberg’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tages for novice practitioners, which primarily focus on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Stoltenberg & 
McNeill, 2010). Similarly to the School Counseling Supervision Model (SCSM) developed by Luke and Bernard (2006), 
the study’s findings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local contexts of school settings in Taiwan. However, different from the 
SCSM, which focuses on the context and dimensions of supervis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SASM focuses on supervisees and 
their awareness of the counseling process, interaction with clients, and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growth.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unlike in other supervision models, novice counselors mainly mentioned their concerns 
regarding personal growth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SASM individual supervision, which echoes the supervision 
focus on personalization in the discrimination model (Bernard, 1979). Additionall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participants 
exhibited awareness of their emotion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learning task for emotional awareness in the system approach 
to supervision (Holloway, 2016). As indicated by Stoltenberg and McNeill՚s (2010) development stages, novice practitioners 
usually require a clear structure while they develop autonom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novice school guidance practitioners 
continue to require information or guidance from a supervisor. It would be beneficial to novice practition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f their supervisors consider what supervisees already know as a basis for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supervisees. In 
order words, supervisors could employ what the novice supervisees know as scaffolding when conducting SASM supervision. 
Consideration of supervisees’ knowledge as a foundation for discussion might allow the needs of novice practitioners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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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ations of supervision to be met more effectively.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SASM focuses on novice supervisees’ supervisory expectations. Moreover, the SASM 

supervisor uses self-awareness to aid supervisees in shaping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Because the SASM is supervisee-
centered, supervisory conversation and discussion focus on supervisees’ self-awareness, which is dependent on the supervisory 
relationship.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SASM provides supervisees with space to organize their thoughts about 
counseling sessions, client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se discussions also facilitate reflection on their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and shap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This research was an exploratory stud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mpare the SASM supervisory experience of guidance 
counselors working at elementary and junior high schools. Furthermore, administration supervision and systematic collaboration 
were not addressed and could be a focus for future research. Regard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research for supervisory 
practices, individual supervision is more beneficial to novice practitioners than is group supervision because it addresses novice 
supervisees’ individual needs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articipants unexpectedly expressed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SASM-
based individual supervision with the supervisor,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method used in this research met the supervision 
and professional growth needs of the novice school guidance practitioners. This and future supervision research can contribute 
to the quality of counseling practice that protects clients’ welfare and wellbeing.

Keywords: Self-awareness Supervision Model, intern guidance counselors, novice guidance 
counselors, supervision experiences, individual supervi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