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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以全職實習的諮商心理師與其實習機構的專業督導者為研究對象，想要瞭

解其實習與接受專業督導的情況。本研究聯繫 158 個單位，有 95 個單位同意參與，回覆率 60.13%，

發出 180 組配對問卷，回收資料整理，獲得 103 組配對樣本，共 206 份有效問卷，問卷回收率為

57.22%。本研究調查實習諮商心理師的實習項目與時數、不同場域的實習諮商心理師在實務項目

與接案問題類型、在接受督導的情況、雙方對督導關係滿意度、督導者採用的督導方式。結果發

現，實習心理師平均每週個案量為 7.76 人時，個別諮商一年平均為 285.10 人時；每週平均接受

督導 1.5 小時。不同場域實習心理師在下列實作項目；「婚姻與家庭諮商」、「初談」、「教學與工

作坊」、「心理衛生推廣工作」、「入班座談」等有顯著的差異。擔任專業督導者，執業年資 10 年

以上最多，占 67.9%，督導者年資 5-10 年為多；督導者個人諮商理論學派，前三項分別為關係及

經驗取向（35.9%）、後現代取向（20.4%）以及動力取向（14.6%）。醫療場域的督導者年資較淺

於社區與學校場域，提供的督導時數卻較高；督導者與實習心理師對督導關係皆是滿意的；督導

者在評量時會因不同學派而有顯著差異，關係及體驗取向的督導者評分高於認知行為取向的督導

者。本研究除了調查實習現況，對調查結果與內涵進行分析與討論，並針對未來研究與實務訓練

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全職實習、專業督導者、督導方式、實習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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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心理師是國內新興的醫事人員，諮商心理師的養成教育包括學校系所的專業課程與全職

駐地實習訓練。2001 年心理師法公布實施，其中第二條規定，諮商心理師的考試資格之一是經實

習至少一年成績及格，這個規定與諮商心理實習制度密切相關。Neimeyer、Bowman 與 Stewavt
（2001）認為全職實習是諮商心理師從學科訓練跨越到專業實務的重要關鍵。國內諮商心理師的

訓練大多參考美國，但美國心理師全職實習訓練屬於博士層級，不同於國內界定為碩士層級（林

家興、林旻沛、黃佩娟、胡薇瑄、江信男，2015），其最早討論實習目的、方式與認證，是開始於

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1987 年 Gainesville 會議後確認所有 APA
認可的諮商心理師訓練課程都應包括對全職實習的認証（Laughlin & Worley, 1991）。美國的發展早

期偏重討論全職實習制度、實習機構的認証、選擇，後來討論議題轉向重視實習心理師的專業發

展、因應經驗，到督導內涵與評量制度，近年則關注全職實習效能。國內關注實習心理師專業能

力發展的文獻仍然有限（許文耀、張素凰，2008；許雅涵、藍玉玲、陳畹蘭，2016）。 
台灣心理師法通過迄今已有 18 年，心理師法一開始並無規定詳細的實習細節，2002 年考試院

發布了心理師考試規則第七條，訂定實習機構與個別督導時數。2011 年行政院衛生署增訂發布心

理師法實施細則之第 1-1 到 1-7 條，規範實習機構、實習項目、時數與督導資格。在這些規範下，

究竟國內諮商心理師全職實習之實務運作的情形如何？國內調查實習心理師的現況為數很少，黃

佩娟、林家興與張吟慈等人（2010）曾以 157 名實習諮商心理師為研究對象，調查其實習工作項

目、時間分配、服務對象與問題類型與臨床督導實施現況。每週實習時數為 33.76 小時，接案有

6.85 小時/週。雖然，目前由台灣諮商與輔導學會與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共同審查實習機構，但其網

路平台無法統計或看到各機構安排諮商實習之實施情況。教育部雖曾委託龍華科技大學設計「大

專校院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與實習機構媒合試辦平臺」，但迄今尚未正式上線實施（林家興，林烝

增，2018）。在缺乏一個整合實習相關實施情況之平台下，實習諮商心理師的實施與執行現況仍需

要有研究投入探討、調查。 
繼黃佩娟等人（2010）的研究之後，尚未有人針對諮商心理師全職實習現況進行調查研究。

關於心理師執業現況，林家興（2000）建議每三到五年即應進行一次調查，以作為諮商心理師人

力與專業服務規劃之參考。若要評估國內實習制度與執行情況，亦有必要調查實習心理師實習現

況。諮商心理師執業原本以學校為主的情況，已開始明顯下降，諮商心理師職場選擇擴大到非學

校場域，諮商心理師執業場域朝向心理諮商所、醫療院所增加（林家興，2014）。在這樣情況下，

實習心理師的實習單位是否也從學校移動到社區單位、諮商所與醫療院所實習？ 
黃佩娟等人（2010）以實習心理師為研究對象，但未同時探討督導者現況，國內關於督導者

的資料更是缺乏，哪些督導者在培訓實務現場的受督者？這些督導者的背景與進行督導情況為

何？此為本研究希望能回答的問題。 
研究者整理國內外實習諮商心理師實習之相關文獻，以目前已知的實證情況，來提出本研究

希望探討問題。 

一、不同場域的實習情況與項目 

國內目前有關全職實習的相關規範，包括在政府部門的規範，以及學會組織所制定內容整理

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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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國內諮商心理師實習相關制定單位與內容 
時間 單位 制定內容 

2009/9/19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公告《諮商心理

實習及實習機構審查辦法》，並與台

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共同審查 

實習生資格 
實習內容 
實習機構條件 
實習課程教師與實習機構督導資格 
考核方式 

2011/6/28 衛生署增訂發布心理師法實施細

則，第 1-1~1-7 規範 
實習機構 
實習項目 
實習時數 
督導資格 

 
美國「諮商及相關教育課程認可委員會」（CACREP）負責辦理碩士層級諮商師的培育課程的

認證，其有關實習內容與時數如表 2： 

表 2  美國 CACREP 與台灣諮商全職實習時數規範 
項目 美國 CACREP（2009） 台灣心理師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2011）

直接服務個案 240 小時 360 小時 
總時數 600 小時 1500 小時 
個別督導 每週一小時督導（個別或三人以下） 至少 50 小時 
返校督導 每週 1.5 小時 每週1-3小時 

 
由這些規範可知實習訓練對培育諮商心理師的重要，在這樣的規範下，目前實習諮商心理師

在全職實習項目與時數現況如何？林家興（2014）調查諮商心理師每週平均接案 10.51 小時，實習

心理師每週接案 6.85 小時（黃佩娟等人，2010）。本研究進行調查，以了解全職實習工作現況，檢

視是否符合目前規範，以作為全職實習的訓練、未來實務發展以及研究議題等參考，並提出相關

建議。 

二、不同場域的實習情況與項目 

全職實習工作的實作，因實習場域不同會有不同的工作項目（黃佩娟，2012），探究實習心理

師的工作項目，有助於瞭解全職諮商實習內容與專業能力養成。許韶玲、劉淑瀅（2008）在深度

訪談受督者，認為三場域服務對象明顯有差異，但是直接服務工作的內涵差異不大。 
目前國內實習諮商心理師分佈在哪些單位實習呢？目前實習機構由台灣諮商與輔導學會、臺

灣諮商心理學會二單位認證審查，每年約有 107 所單位提出申請，各場域單位申請的情況如如表 3。 

 

 

 

 



278 教 育 心 理 學 報  

表 3  2010 至 2017 年度通過學會審查的諮商心理實習機構(家數)統計表 
年度 學校場域 社區場域 醫院場域 小計 
2010 91.0% 14.0% 13.0%  118 
2011 72.0% 16.0% 20.0%  108 
2012 64.0% 15.0% 14.0%  093 
2013 72.0% 21.0% 16.0%  109 
2014 86.0% 20.0% 13.0%  119 
2015 68.0% 18.0% 08.0%  094 
2016 78.0% 19.0% 10.0%  107 
2017 74.0% 23.0% 12.0%  109 

年度平均 75.6% 18.3% 13.3%  107.1 
百分比 70.5% 17.1% 12.4%  100% 

資料引自：林家興、林烝增（2018）：諮商心理師培訓制度的回饋與省思。載於蕭文、田秀蘭（主編），

台灣輔導一甲子（pp. 235-271）。心理出版社。 
 
在不同場域機構實習，實習心理師服務的個案問題類型有所不同，黃佩娟等人（2010）提出

五類型問題（發展性問題、精神官能症、精神病、危機與創傷、生理問題）在不同場域皆達顯著

差異。發展性問題與創傷個案的問題類型是實習諮商心理師普遍會接觸到的問題類型。其中以發

展性問題而言，社區機構（95%）與學校(93.7%)高於醫療機構(59.3%)。危機與創傷問題，在社區

機構比例最高（80%），其次是醫療機構（66.7%），最後是學校（48.6%）。 

三、督導情況 

喬虹（2018）提出實習諮商心理師未通過駐地實習考驗之情況時有所聞，唯國內尚缺乏這類

的研究。Gaubatz 與 Vera（2006）研究指出根據同輩的報告有 21%的受督者有專業能力問題；他們

另針對碩士班教師調查，預估有 8.9%的學生有專業能力問題。朱美娟、范嵐欣（2017）提到系所

教師需要辨識與處理學生的專業能力問題，但國內仍無相關研究。要探討這些問題，也需牽涉到

督導者的評量，目前並沒有足夠研究瞭解在實習機構，是哪些背景的諮商心理師在擔任全職實習

諮商心理師的督導與評估工作？本研究希望聚焦來探討督導現況。 
在 2002 年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原中國輔導學會）制定「諮商心理實習課程辦法」，全職實

習督導者應受過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訓練，並需為具諮商心理師或臨床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執照

後二年有臨床工作經驗者。臨床實務督導得由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督導，但諮商心理師個別

督導時數不得少於總個別督導時數的二分之一。到了 2011 年，衛生署修訂心理師法施行細則時，

第 1-5 條第二項規定修改為全職實習應於執業達二年以上之諮商心理師指導下為之。執照後兩年即

可以擔任督導者，應為基本條件，督導者應該接受相關訓練和累積督導經驗才符合專業倫理（林

家興、林烝增，2018）。實際上全職實習督導的情況是否如此，需要透過調查加以瞭解。 
至於，不同督導者都用哪些方式在進行督導呢？是個別督導？還是團體督導？許雅涵等人

（2016）發現實習臨床心理師的督導平均 5.67 小時。督導在「衡鑑能力」養成教育，最常用的方

法，包括個案實例討論、實作演練、觀摩學習、實習心理師報告以及文獻閱讀。 
關於諮商理論背景，在林家興等人（2008）調查，諮商心理師的學派最多為折衷學派（39.17%）、

其次為認知取向（15.67%）、個人中心取向（14.75%）、心理動力取向（11.52%）；2014 年的調查

結果為折衷取向占 24.4%、心理動力取向占 13.6%、個人中心占 12.5%、認知行為取向占 12.5%、

焦點解決短期取向占 12.2%。台灣諮商理論取向相當多元，沒有由某一個取向主導（田秀蘭，2018）。

在實務現場，擔任實習心理師的督導者，是否有以哪個取向為主嗎？ 
綜合上述研究動機和文獻探討，研究者提出本研究所欲回答的研究問題如下： 
1. 實習諮商心理師的實習項目與時數為何？ 
2. 不同場域的實習諮商心理師在實務項目與接案問題類型有否差異？ 
3. 不同場域的實習諮商心理師在接受督導的情況有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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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擔任督導者的諮商理論背景為何？ 
5. 雙方對督導關係滿意度為何？ 
6. 督導者採用哪些方式進行督導？ 
本研究之實習諮商心理師係指為國內外大學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修習全職實習課

程，正進行全職實習的研究生。「全職實習」係指以全職連續為之，於合格實習機構，在督導下所

進行之實作訓練，本研究招募時以 106 學年實習者，在機構實習半年以上者為對象。以下簡稱實

習諮商心理師或受督者。 
本研究之督導者係指受聘於下列實習機構，包括 1. 醫療場域；2. 社區場域，例如基金會等社

福機構之諮商單位、私人開業心理諮商所／治療所、企業公司、中央或地方政府單位、矯正機關

（如監獄、戒治所）、法院或軍警之諮商單位；3. 學校場域，例如大專校院學生諮商中心、縣市政

府學生輔導諮商中心、中小學校輔導室。本研究之督導者為擔任全職實習心理師之專業督導，包

括專任及外聘兼任，定期與受督者針對接案工作進行督導，不包含行政督導者。本研究所指督導

者諮商理論，係參考邱珍琬（2012）理論分類調整，類型分為動力取向（包括精神分析學派、新

佛洛伊德、自我心理學、客體關係理論、自體心理學）、關係及體驗取向（包括人本、阿德勒、完

形、存在主義）、行為認知取向（包括認知、行為、理情、溝通分析與現實治療）、後現代取向（敘

事、焦點解決短期與合作取向）、整合（折衷）取向等。 

方法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法，設計「實習諮商心理師實習現況問卷」，以瞭解國內諮商心師實習的

實際現況與督導者督導情形，以下就研究對象、研究工具、資料收集與分析分別說明。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107 年有招收全職實習心理師並通過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與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共同

審查的實習機構作為樣本，包括分佈北、中、南、東地區的學校、社區與醫療等領域的機構，共

136 所實習機構參與研究。此外也於網頁搜尋有招募實習諮商心理師的機構，但未向學會申請實習

審查的單位，包括社區諮商中心、學校諮商中心與醫院、診所等 22 所。本研究共邀請 158 個單位，

獲得 95 間單位回覆參與意願，約有 60.13%單位同意參與。每個單位 1-4 組實習心理師與督導者，

徵得督導者與實習諮商心理師同意後，發放問卷共 180 組配對，360 份問卷，回收整理資料，排除

無效問卷後，回收有效配對樣本共有 103 組配對，206 份有效問卷，本研究問卷回收率為 57.22%。 
研究參與者之一為實習諮商心理師，以女性為多，占 75.7%，大學就讀本科系有 51.5%，51.0%

以上沒有全職工作經驗，在學校場域實習為多，占 75.7%；其次在社區，占 17.5%；醫院最少，占

6.8%。專業督導者來源部分，96.2%的專業督導者由機構提供。實習諮商心理師的平均年齡為 29.9
歲，平均修習 45.9 學分，平均學校成績 86.64。詳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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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實習諮商心理師基本資料摘要表（N = 103） 
變項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5 24.30 
女 78 75.70 

大學相關科系 

本科 53 51.50 
相關 18 17.50 

非相關 32 31.10 

督導者來源 機構提供 98 96.20 
（N = 102） 機構外找 4 3.80 

工作年資 
無 53 51.00 
有諮商相關年資 22 21.60 
有非諮商年資 28 27.50 

場域 
學校 78 75.70 
醫療 7 6.80 
社區 18 17.50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年齡 29.88 6.55 56 24.00 
學分數 45.88 10.37 73 23.00 
學校平均成績 86.64 9.71 94 76.66 

 
另一研究參與者為實習機構的專業督導者，其背景資料整理如表 5，以女性督導者為多，占

74.5%；年齡以 40-45 歲為多，占 42.9%；學歷以碩士為多，占 75.7%；執登單位以學校為多，占

67.0%，執照以諮商心理師最多，占 98%，有 53.8%沒有申請學會督導者資格認證，執業年資以 10
年以上為多，占 67.9%，督導者年資以 5-9 年為最多，占 44.4%，其次為 2-4 年，占 18.2%，1-2 年

與 11-15 皆占 14.1%。督導者最常使用的學派以「關係及經驗取向」最高，占 35.9%，其次為後現

代取向，占 20.4%，再其次為動力取向，占 14.6%，認知行為取向占 13.6%。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使用工具為研究者自編問卷，依照研究對象分為實習諮商心理師版，

與專業督導者版兩種版本。本問卷的指導語如下：「謝謝您願意參與本研究，填寫問卷，本研究由

研究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林家興老師指導博士生林烝增進行，這份問卷

希望能了解實習階段的諮商心理師的現況，您的填答，非常有助於我們了解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

情況，希望對國內心理師養成教育與訓練有助益」。分別由上受督者、督導者各自填寫。問卷包括

基本資料與現況問題，說明如下： 
（一）基本資料 
實習諮商心理師版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大學相關科系與否、督導者聘用方式、實習

場域、目前學分數、學業平均成績。專業督導者版的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學歷、執登場域、

執照、督導者資格認證、執業年資、擔任督導年資、學派等八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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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專業督導者之背景資料摘要表（N = 106） 
變項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7 25.5
女 79 74.5

年齡（N = 105） 
30-39 28 26.7
40-49 45 42.9
> 50 32 30.5

學歷 
大學 3 2.8
碩士 80 75.5
博士 23 21.7

執登場域 
學校 71 67.0
醫療 10 9.4
社區 25 23.6

執照 
諮商心理師 104 98.0
臨床心理師 2 2.0

督導者資格認證 

無 57 53.8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 15 14.3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 31 27.2
其他 3 2.8

執業年資 
4-9 34 32.1
10 以上 72 67.9

督導年資（N = 99） 

1-2 14 14.1
2-4 18 18.2
4-9 44 44.4
10-15 14 14.1
> 16 9 9.1

學派（N = 105） 

動力取向 15 14.6

關係及體驗取向 37 35.9

認知行為取向 14 13.6

後現代取向 21 20.4

家庭取向 6 5.8

整合取向 10 9.7

 
（二）實習現況與督導現況 
實習現況調查問題，包括：實習參與的實務工作項目、每週平均實習個案量、個案問題類別、

每週接受督導時數、督導者來源、與督導關係滿意程度、督導方式與內容、預估一年實習服務總

時數、預估一年接受督導時數、碩班修習學分數、平均成績，總共十一題。 
督導現況調查問題，包括：督導者使用諮商理論學派、督導時數、與受督者關係滿意程度、

督導方式與內容、對受督者的評分。題目總共五題。 

其中，受督者與督導者各自填寫督導關係滿意度，採四等級評量，包括很滿意、滿意、還可

以、不滿意，分別為 4、3、2、1 分予以計分；學校平均成績，滿分為 100 分，若實習心理師學校

分數填寫為 GPA 等級分數（A、A＋、B…），研究者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成績等第計算方式轉

化為百分數。受督者與督導者分別填寫督導進行的方式，包括個別督導、團體督導、討論接案錄

音（影）帶、討論逐字稿、討論書面報接案報告、口頭討論、討論別人的逐字稿、其他等，採用

複選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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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程序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計畫通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後實施，於 107 年 3 月到 5 月進

行施測，發函說明本研究目的、進行方式、流程，獲得機構同意後，請機構負責實習業務老師再

轉給實習諮商心理師、專業督導者。本研究邀請函及問卷的調查時間為該實習諮商心理師在全職

（駐地）實習一年結束前的階段。 
研究者將問卷寄至實習機構後，請實習諮商心理師自己評量後，進行彌封，專業督導者評量

實習心理師後，進行彌封，再交由業務承辦人，使用研究者所附回郵信封掛號寄回。邀請過程當

中，先以專任督導者為優先邀請，發現國內實習單位專任督導者仍占少數，因此，也邀請兼任專

業督導者參與研究。實習諮商心理師以實習半年以上者為對象，上下學期不同督導者未進行邀請。 
本研究量表，採不具名作答，研究者依機構流水碼編碼，以 SR、SE 序號進行實習諮商心理

師與專業督導者配對，請研究對象各自填寫後彌封寄回，以確保填答者隱私與資料， 
問卷回收後刪除無效問卷，正式研究有效樣本有 103 組「實習諮商心理師-專業督導者」配對

樣本。所有問卷資料整理輸入後，以電腦套裝軟體 SPSS 23.0 中文版，計算次數、百分比、卡方檢

定、變異數檢定、共變數分析等，以分析本研究所要瞭解的現況與問題。 

結果 

本研究依照研究問題，將研究結果整理呈現，首先為實習諮商心理師的情況，其次是呈現專

業督導者的情況。 

一、實習諮商心理師的實習項目與時數 

實習諮商心理師實習內容與時數，如表 6，平均每週個案量為 7.76 人次，個別諮商一年平均

為 285.10 人次、團體諮商時數一年平均為 48.72 小時、工作坊時數一年平均為 19.56 小時；每週平

均接受督導 1.5 小時，一年接受個別督導平均為 55.51 小時，一年接受團體督導平均為 36.18 小時。

綜合以上，均達到心理師法實施細則的規範。 

表 6 實習心理師的實習項目與時數 
項目 平均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個案量時數／週 7.76 1.80 15  4  
接受督導時數／週 1.50 .57 3  1  
團體諮商時數／年 48.72 44.43 240  0  
工作坊時數／年 19.56 31.07 130  0  
團體督導時數／年 36.18 34.43 150  0  
學分數 45.88 10.37 73  23  
學校平均成績 86.64 9.71 94  76  
個別諮商時數／年 285.10 70.77 507  112  
個別督導時數／年 55.51 21.47 200  23  

 
實習諮商心理師在全職實習一年內，實習項目 100%有實作個別諮商，91.3%有實作團體輔導，

84.5%有實作心理衛生推廣活動，83.5%有實作初談工作。98.1%的實習心理師有處理過生活適應問

題的個案，79.6%的實習心理師有處理過發展性問題的個案，32%的實習心理師有處理過精神官能

症的個案。詳如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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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實習心理師實作項目與接案問題類型之描述統計 

實務項目 次數 百分比 
個別諮商 103 100.0  
團體輔導 94 91.3  
危機處理 31 30.1  
婚姻與家庭 10 9.7  
諮詢 70 68.0  
初談 86 83.5  
心理衡鑑 69 67.0  
教學或工作坊 54 52.4  
心理衛生推廣 87 84.5  
入班座談 45 43.7  
接案問題類型 次數 百分比 
發展性問題 82 79.6  
生活適應問題 101 98.1  
危機與創傷問題 32 31.1  
精神官能症 33 32.0  
精神病 8 7.8  
其他 26 25.3  

二、不同場域的實習諮商心理師在實務項目與接案問題類型的交叉分析 

將不同場域與實務工作項目進行交叉分析，如表 8，經卡方檢定結果，「婚姻與家庭諮商」工

作項目在不同場域有顯著差異，χ2 = 33.52，p < .05；「初談」工作項目在不同場域有達顯著差異，

χ2 = 6.58，p < .05；「教學與工作坊」項目在不同場域有顯著差異，χ2 = 7.90，p < .05，「心理衛生推

廣工作」在不同場域有顯著差異，χ2 = 13.85，p < .05；「入班座談」在不同場域有顯著差異，χ2 = 
21.20，p < .001。顯然，不同場域實習心理師在實作項目與接案問題類型有所不同，在醫療場域實

習的諮商心理師有較高的機會實作婚姻與家庭諮商，學校場域實習的諮商心理師，實作「初談」、

「心理衛生推廣」、「教學與工作坊」與「入班座談」等項目高於醫院與社區場域。 

表 8 不同場域與實作項目之交叉分析結果 

實務工作項目 
學校 

有／無（%） 
醫療 

有／無（%） 
社區 

有／無（%） 
DF χ2 

團體輔導 73(70.9)/05(04.9) 5(4.9)/2(1.9) 16(15.5)/02(01.9) 2 4.11***
危機處理 27(26.2)/51(49.5) 1(1.0)/6(5.8) 3(02.9)/15(14.6) 2 3.31***
婚姻與家庭諮商 3(02.9)/75(72.8) 5(4.9)/2(1.9) 2(01.9)/16(15.5) 2 33.52***
諮詢 52(50.5)/26(25.2) 5(4.9)/2(1.9) 13(12.6)/05(04.9) 2 .25***
初談 69(67.0)/09(08.7) 4(3.9)/3(2.9) 13(12.6)/05(04.9) 2 6.58***
心理衡鑑 57(55.3)/02(20.4) 4(3.9)/3(2.9) 8(07.8)/10(09.7) 2 5.75***
教學、工作坊 47(45.6)/11(30.1) 2(1.9)/5(4.9) 5(04.9)/13(10.6) 2 7.90***
心理衛生推廣 71(68.9)/07(06.8) 3(2.9)/4(3.9) 13(12.6)/05(04.9) 2 13.85***
入班座談 44(42.7)/34(33.0) 0(0.0)/7(6.8) 1(01.0)/07(16.5) 2 21.20***

註：不同場域都有個別諮商，所以無交叉比較 

*p < .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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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同場域與接案問題類型，交叉分析結果如表 9，經卡方檢定得知，發展性問題會因不同場

域而有顯著差異，χ2 = 8.06，p < .05；生活適應性問題會因不同場域而有顯著差異，χ2 = 6.21，p < .05。
其他問題類型並沒有因場域不同而有差異。 

表 9 不同場域與接案問題類型之交叉分析結果 

項目問題類型 學校 
有／無（%）

醫療 
有／無（%）

社區 
有／無（%） 

DF χ2 

發展性問題 68(65.4)/11(10.60) 4(3.8)/3(2.9) 11(10.6)/07(06.7) 2 8.06* 
生活適應問題 78(75.0)/01(01.00) 6(5.8)/1(1.0) 18(17.3)/00(00.0) 2 6.21* 
危機與創傷 23(22.1)/56(53.80) 2(1.9)/5(4.8) 07(06.7)/11(10.6) 2 .68 
精神官能症 26(25.0)/53(51.03) 3(2.9)/4(3.8) 04(03.8)/14(13.5) 2 1.20 
精神病 05(05.8)/73(70.20) 1(1.0)/6(5.8) 01(01.0)/17(16.3) 2 .55 
其他 16(15.4)/62(59.40) 2(1.9)/5(4.8) 06(05.8)/11(10.6) 2 6.88 

*p < .05. 
 
至於，不同場域實習諮商心理師在個案量部分，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單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

如表 10，經變異數檢定，F = 1.44，p > .05，表示不同場域實習個案量並無顯著差異；個別諮商時

數部分，經變異數檢定，F = 1.06，p > .05，表示不同場域實習，個案諮商時數並無顯著差異；工

作坊時數部分，經變異數檢定，F = 1.05，p > .05，表示不同場域實習，工作坊時數並無顯著差異。

團體諮商時數，經變異數檢定，F = 4.96，p < .01，進一步分析事後檢定，如表 11，在社區場域實

習諮商心理師的團體諮商時數高於學校場域，也高於醫院場域。 

表 10 不同場域團體諮商時數之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 
項目 機構類型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團體諮商時數 
學校 
醫院 
社區 

78 
07 
18 

45.42 
20.14 
74.11 

37.05 
17.89 
66.65 

表 11 不同場域團體諮商時數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目 變異來源 平方和 DF 均方 F 事後比較 

團體諮商時數 
組間 
組內 
總計 

18169.16 
183140.17 
445778.50 

2
100
103

9084.58 
1831.40 

4.960** 3 > 1 
3 > 2 

註：1 =學校，2 =醫院，3 =社區 
**p < .01. 

 
不同場域的實習諮商心理師在每週督導時數，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12，經變異數檢定，F = 

6.79，p < .01，有顯著差異，如表 13，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學校場域督導時數高於社區，醫院場

域督導時數也高於社區場域。 

表 12 不同場域在每週受督時數之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 
項目 機構類型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每週受督時數 
學校 
醫院 
社區 

78 
07 
18 

1.58 
1.86 
1.12 

.56 

.7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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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不同場域在每週受督時數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目 變異來源 平方和 DF 均方 F 事後比較 

每週受督時數 
組間 
組內 
總計 

3.90 
28.67 

269.44 

002 
100 
103 

1.95 
0.29 

6.79** 1 > 3 
2 > 3 

註：1 =校，2 =醫院，3 =社區 
**p < .01. 

 
不同場域實習諮商心理師之團體督導時數平均數、標準差如表 14，經變異數檢定，F = 3.46，

p < .05，如表 15，表示不同場域實習團體督導時數有顯著差異，但進一步事後比較並無差異。 

表 14 不同場域在一年團督時數之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 
項目 機構類型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一年團督時數 
學校 
醫院 
社區 

78 
07 
18 

31.63 
61.29 
46.17 

28.62 
46.56 
46.67 

表 15 不同場域在一年團督時數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 
項目 變異來源 平方和 DF 均方 F 事後比較 

一年團督時數 
組間 
組內 
總計 

007823.35 
113120.65 
255803.50 

002 
100 
103 

3911.67 
1131.21 

3.46*  

*p < .05. 

三、督導現況 

本研究探討關於實習諮商心理師在實習機構，由專業督導者進行督導的現況，包括督導關係

滿意度，以及督導者採用哪些方式進行督導等。 
從表 16，可以看出 92.8%的督導者對於督導關係感到「滿意」或「很滿意」，實習心理師則有

85.5%感到「很滿意」或「滿意」，實習心理師感到「不滿意」占 3.9%，督導者感到「不滿意」則

占 1%。所有的研究參與者，都有進行個別督導，雙方最常使用的督導方式為個案報告與口頭討論、

其次為使用逐字稿、錄音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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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實習心理師與督導者對督導關係與督導方式調查結果摘要表 
督導   （N = 106） 實習諮商心理師  （N = 103）

項目 內容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督導關係滿意度 

很滿意 029 027.2 052 050.5 
滿意 069 065.6 036 035.0 

還可以 007 006.6 011 010.7 
不滿意 001 001.9 004 003.9 

督導方式與內容 

個別督導 106 100.0 103 100.0 

團體督導 030 033.0 051 049.5 

討論錄音檔 042 042.5 032 031.1 

逐字稿 054 050.9 050 048.5 

個案報告 074 060.8 066 064.1 

口頭討論 060 060.3 076 073.8 

討論其他人的個案 002 001.9 013 012.6 

註：實習心理師有 3 份遺失值 

 

研究者控制全體受督者之學業成績做為標準化之參考對照控制後進行共變數分析，因受督者

的平均分數和督導者的理論學派並無交互作用（F = 1.583、p = 0.175），從表 17 得知平均分數的 F 
= 8.287、p = 0.005，學派的 F = 2.322、p = 0.05，表示督導者的評分在不同學派、不同實習生的平

均分數而有顯著差異，關係及體驗取向督導者評分高於認知行為取向。督導者採用學派的調整後

平均數、調整後標準差，如表 18。 

表 17  督導者評分在學派、學業成績的共變數分析摘要表（N = 90） 

項目 類型 III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事後比較

截距 006297.83 01 6297.83 319.41* 2 > 3 
學派 000228.92 05 0045.78 002.32*  

學業成績 000163.39 01 0163.39 *08.29*  
誤差 001636.50 83 0019.72  
總計 690109.50 90  

註：1 =動力取向、2 =關係及體驗取向、3 =認知行為取向、4 =後現代取向、5 =家庭系統取向、6 =整合

取向 
*p < .05. 

表 18 不同學派督導者對實習諮商心理師評分的調整平均數、標準差摘要表（N = 90） 
項目 學派 人數 調整後平均數 調整後標準差 

督導者總評分 1. 動力取向 14 88.07 1.93 

2. 關係及體驗取向 32 89.19 0.79 

3. 認知行為取向 13 84.69 1.23 

4. 後現代取向 18 87.89 1.06 

5. 家庭取向 05 86.81 1.99 

6. 整合取向 08 85.28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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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建議 

本節就研究結果進行討論，包括全職實習現況、督導現況，並且針對本研究的限制予以說明，

進一步提出對未來研究與實務上的建議。 

一、實習心理師實習現況之討論 

（一）社區實習比例提高、醫療場域實習比例需要提升 
本研究調查 107 年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以女性為多，占 75.7%，平均 29.88 歲，大學本科系占

51.5%，31.1%為非相關科系。在黃佩娟等人（2010）調查進入諮商實習的研究生有 42.0%是本科

系學生，2018 年本研究調查本科系學生占 51.5%，這 8 年增加了 9.5%，可以看出本科系學生往研

究所就讀並實習準備考取執照的比例有增加。 
本研究調查督導者 96.2%為機構提供，少數為實習心理師自聘專業督導。但督導者經過專業學

會認證的比例，仍不到一半，有 14.1%的督導者其督導年資在二年以下。似乎在醫院裡的督導執業

年資較低，通常受督者在甄選實習機構時，並不知道督導者的條件與背景，若在實習機構的平台

上建立機構資料外，亦能註明督導者的性別、執登場域、理論取向、執業年資、督導年資、是否

具備認證等，對於選擇實習單位的受督者更有幫助。就如同 Hollway（1992）所發現，性別、理論

與專業經驗等因素都會影響被督導者的滿意度、口語反應與人際權力等。 
在實習之前具有相關諮商工作者占 21.6%，實習機構仍以學校為多（75.7%），其次在社區

（17.5%）、第三為醫院（6.8%）。這結果接近林家興、謝昀蓁、孫正大（2008）研究結果，大專院

校實習人數占全部實習總人數的七成。黃佩娟等人（2010）研究結果，學校場域實習者占 70.7%、

醫療場域占 16.6%，社區場域 1.9%，相較之下，實習諮商心理師在學校場域比例相近，但社區場

域實習從 1.9%增加到 17.5%，醫院場域實習比例則較八年前減少，可能原因，一來各地諮商所開

設數量在增加，實習機構申請諮商中心的比例也跟著提高，二來醫院場域的實習比例降低，可能

與醫院考量評鑑與人力有關，未能增加諮商實習名額。第三，衛生署在 2011 年修訂時心理師法施

行細則，第 1-5 條第二項規定修改為全職實習應於執業達二年以上之諮商心理師指導下為之，督導

者資格限定為諮商心理師時，亦也可能改變過去醫療機構由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擔任督導者，

若因缺少諮商心理師督導者亦有可能減少實習招收名額。 
（二）實習心理師處理個案問題類型以「生活適應問題」、「發展性問題」為多 
實習心理師從事的實習項目當中，本研究發現百分比最高的前五項為個別諮商、團體輔導、

心理衛生推廣、初談以及諮詢。處理個案問題當中，接觸百分比最高的個案以生活適應問題、發

展性問題為多，不同場域處理問題類型有所不同。本研究調查結果有 100%實習心理師實作個別諮

商、91.3%實習諮商心理師有進行團體輔導、83.5%實習諮商心理師有實作初談，84.%的實習諮商

心理師有實作心理衛生推廣。個案問題類別方面，98.1%的實習諮商心理師有處理生活適應問題，

79.6%實習諮商心理師有處理發展性問題，32.0%的實習諮商心理師有處理精神官能症。本研究結

果與黃佩娟等人（2010）相同。在三類機構場域實習，接觸問題依序為生活適應問題、發展性問

題、危機與創傷問題。對於想增加實作婚姻與家庭諮商的實習心理師選擇醫療場域有較高的機會，

希望實作初談、心理衛生推廣與教學、工作坊及入班座談的實習心理師選擇學校場域較多的操作

經驗。此結果可提供選擇實習場域的實習諮商心理師參考。 
（三）實習內容與時數符合規範標準 
本研究發現實習諮商心理師每週平均個案量有 7.76 小時，每週督導時數 1.5 小時，一年督導

平均 55.51 小時，個別諮商時數一年有 285.10 小時，團體諮商有 48.72 小時，工作坊 19.56 小時。

此結果高於 8 年前的調查資料（黃佩娟等人，2010），比 2010 年每週個案量 6.85 小時來得高，且

符合規範標準 7 小時；林胤國（2003）發現接案個別諮商時數對諮商心理師之實習品質有影響，



288 教 育 心 理 學 報  

7-10 小時的實習心理師在實務專業學習與整體實習經驗品質較高。接受團體諮商時數也高於 2010
年的 33.79 小時；督導時數也高於 2010 年的 41.96 小時。整體上直接服務時數為 323.38 小時。 

不同場域實習機構的直接服務時數雖然不同，但是平均數和心理師法實行細則十分接近；對

照美國 CACREP 碩士級諮商實習要求直接服務時數 240 小時，國內要求高很多，對於學校場域實

習時間 9 個月，個案量達成較不容易。本研究發現在醫院實習個案量最高，學校與社區稍低，醫

院實習個別諮商時數也是三個類別最高的；團體諮商時數在醫院平均只有 21.14 小時，與社區（74.11
小時）差距明顯。整體而言，實習諮商心理師各項時數與項目已相當符合法令規範標準，整體上

實習現況與法令規範相符，但有少數極端情況是實習諮商心理師的個別諮商時數很低，研究者建

議在實習開始前，學校系所、實習諮商心理師須與先實習機構討論個案量問題。這些極端值的實

習單位、受督者與督導者，除了系所教師須增加訪視外，若能透過個案研究則能進一步瞭解與探

討。 
（四）修習學分數高於系所要求 
學分數部分，心理師法考試規則第七條明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

心理考生須在就讀碩士以上學位期間，修習七領域的課程，每一領域至少修習一學科，每一學科

至多採計三學分，合計至少七學科二十一學分，本研究調查實習諮商心理師平均修習學分高達

45.88，最大值 73，最小值 23，多數諮商心理系所畢業學分普遍超過 35 學分，例如臺灣師範大學

36 學分、彰化師範大學 38 學分等，顯然要取得諮商心理師考試資格，除了得完成系所規定的領域

學分，還要修習考照規定的學分，本研究的實習心理師平均修習 46 學分，整體言，受督者的學校

課程學習與實務服務案量之現況都高於現有系所的規範。 

二、督導者背景與現況之討論 

（一）醫療單位督導者年資較淺，督導時數較高 
本研究蒐集 103 組督導者與受督者，擔任全職實習的專業督導者以女性為多，占 74.5%，以

40-45 歲為多，占 42.9%，碩士學歷有 75.7%，博士學歷有 21.7%，大學學歷有 2.8%。其中，98%
為諮商心理師，有 2%為臨床心理師。督導者資格經過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等

認證有 46.2%。未經認證者，不確定是否督導者有否受過督導訓練，未來研究可加以調查。執業年

資多為 10 年以上，占 67.9%；擔任督導者年資 5-9 年為多，占 44.4%，但 1-2 年督導年資者占 14.1%、

2-4 年者占 18.2%，換句話說，32.3%實習諮商心理師的督導者之督導年資少於 4 年，督導年資具

有 16 年以上資深者占 9.1%。 
建議各系所洽談實習合約時，可與實習單位就督導者的資格與年資等背景多進一步討論，心

理師法細則第 1-5 條第二項規定督導須為諮商心理師，年資為兩年，這規定僅是基本條件，建議應

該增加完成督導訓練等條件。實習機構應在實習資料、合約中註明督導者具備的相關資格，包括

相關學會認證、是否完成諮商督導之訓練，以及臨床經驗年資等，可讓受督者在選擇實習機構時

加以瞭解，保障實習權益。 
許雅涵等人（2016）調查實習臨床心理師的督導者以男性為多（57.9%），平均年齡為 39.84

歲，執業年資平均為 12 年，94.7%督導者在綜合醫院、5.3%在精神專科醫院，與本研究以諮商心

理師為主要督導者有所不同。本研究中不同場域機構的督導時數有顯著差異，醫院場域督導者時

數高於社區，學校場域督導時數也高於社區；社區場域督導者年資顯著高於於醫院督導者。可能，

過往執業諮商心理師執業場域多數在社區、學校場域，因此，學校場域的督導年資較為資深，醫

療場域為諮商心理師逐漸拓展的工作場域，在醫院擔任督導者年資較淺於社區與學校場域的督導

者。 
目前醫院諮商心理師普遍為專職督導者，學校與社區督導多數屬於外聘、兼任，可能因此因

素，本研究中醫療領域督導時數較社區、學校場域為高。在機構內有行政督導者與專業督導者，

本研究邀請學校的專業督導者填寫，有不少督導反應，身為外聘兼任督導者，並不全面地瞭解實

習諮商心理師在接案之外的情況，例如行政能力、入班座談、衛生推廣與工作態度等，在督導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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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中外聘督導者如何協助實習諮商心理師瞭解該組織、個案特性與次文化等，以及與行政督導者

的督導方式的合作、評估分工等，則需未來投入更多研究加以探討。 
（二）督導者與實習心理師互相滿意督導關係 
影響實習品質另一重要因素即是督導者。黃佩娟等人（2010）發現臨床督導者的實施方式不

因實習機構屬性不同而有差異。連廷嘉與徐西森（2003）配對訪談實習生與督導者，發現受督者

對於督導關係感覺到有位階性，存在者有高權力與低位階的模式，實習心理師期待督導關係以契

約為基礎，且有溫暖、支持與結構性；督導者認為督導關係應是有彈性的。本研究發現督導者與

實習心理師對督導關係皆是滿意的。詳細來看，實習心理師對督導關係感到「很滿意」占 50.5%，

督導者對督導關係感到「很滿意」占 27.2%；實習諮商心理師對關係感到「滿意」占 35%，督導

者對督導關係感到「滿意」占 65.6%。合併起來，九成二的督導者和八成五的實習心理師滿意彼此

的督導關係，這研究結果與黃佩娟等人（2010）、胡景妮（2007）發現相近。然而，實習心理師對

督導關係感到「不滿意」有 3.9%，督導者感到「不滿意」僅有 1.9%，不同於黃佩娟等人調查中實

習生對對社區場域督導者「不滿意」有 15%之情況。 
可能因本研究採配對進行，多數雙方皆願意參與前提下，督導關係偏向良好，雙方參與意願

不同，未能配對參與的，也值得未來以其他方式探究，例如質性訪談，更可以瞭解其督導關係滿

意度、督導評分等是否有不同。 
（三）督導進行方式 
所有參與研究的督導者皆採用個別督導，督導提出常用督導方式分別為個案報告（74%）、口

頭討論（60.3%）、逐字稿（50.9%）、討論錄音檔（42.5%）、團體督導（33%）。實習諮商心理師提

出最常接受督導的方式為口頭報告（73.6%）、個案報告（64.1%）、團體督導（49.5%）、逐字稿

（48.5%）、錄音檔（31.1%）。許雅涵等人（2016）也提出實習臨床心理師受益的督導方式包括督

導者示範、討論個案、實作演練、個案報告等。督導者應採用多種督導者方式，有助於培養實習

心理師的專業能力。 
（四）督導者評分 
帶領實習之督導者使用學派最高百分比的前三項分別為關係及經驗取向（35.9%）、後現代取

向（20.4%）以及動力取向（14.6%）。林家興等人（2008）、林家興（2014）年調查執業諮商心理

師以折衷取向為最高，認知取向、動力取向或個人中心取向次之，本研究則發現擔任督導者的理

論取向卻是以關係及經驗取向為最高，後現代取向次之，研究者認為這可能與不同場域、樣本選

取有關，也與治療理論之潮流趨勢有關，未來研究可加以探討。 
本研究發現關係及體驗取向的督導者評分與認知取向督導者評分有顯著差異，有可能全體受

督者的基本條件不相同、實習環境未進一步組內變異控制下，皆有可能造成評分的差異。因此，

研究者控制全體受督者之學業成績，做為標準化之參考對照控制後，進行共變數分析。關係及體

驗取向督導者對受督者的評分高於認知行為取向。兩組督導者評分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可以看出

關係與體驗取向督導者的評分大致介於 89.19+/-0.79，而認知行為取向督導者的評分大致介於

84.69+/-1.23。 
研究者認為可能情況為關係與體驗取向的督導者因為諮商哲學觀點，比較尊重受督者的主觀

經驗和彼此的關係，因此評分態度傾向於寬鬆，相對的，認知行為取向督導者的諮商哲學觀點比

較就事論事，重視嚴謹與實證，因此評分態度傾向於嚴格，因此才會出現評分差異的現象。 
（五）配對資料之比較 
張德聰、林烝增（2017）採用配對研究，對網路輔導服務中配對 44 組輔導員、個案與督導者，

探討三方的觀點，發現輔導員與督導觀點不同，輔導員的自評低於督導者評估。與在許雅涵等

（2016）研究發現受督者與督導者雙方的自我評量中有所差異，尤其雙方對「衡鑑技巧」、「心理

測驗學知識」缺乏一致性。在本研究調查資料中受督者、督導者填寫結果是一致的，配對資料中

督導者、受督者對督導關係的滿意度，在「很滿意」程度上，受督者有 50.5%，督導者則有 27.2%；

「滿意」程度，督導者有 65.6%，受督者則有 35%。 
在本研究調查資料中，受督者和督導者在心理師基礎能力的評量上，雙方的相關係數是 .26，

在功能能力的評量上，雙方的相關係數是 .30，都達到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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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對資料中，可以看到受督者提到督導進行方式中「討論他人個案」比例，比督導者填寫

更高，雖未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但團體督導與個別督導進行方式也可能不同。在美國 CACREP
督導時數有明訂個別或三人以下。本研究尚未蒐集受督者進行團督的方式與人數現況，未來研究

也增加蒐集，並且探討不同的督導方式對受督者專業能力的助益是否有差異。 

三、建議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對於實務工作與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一）實務建議 
本研究調查結果可供實務上參考，尚未實習的受督者，實習前可有助於瞭解國內實習現況，

不同場域的實習諮商心理師確實在實作項目上會有差異；擔任督導者可檢核自己與機構提供的督

導時數、督導方式等。實習單位差異，培訓的專業能力養成也不同。 
整體而言，實習場域除了學校，有朝向社區心理諮商所增加之現象，執業者往開業方向增加

也是趨勢，培育系所應適度調整相關課程，協助受督者培養執業能力，包括在開業所需的專業能

力，例如心理諮商所營運管理、社區民眾心理健康管理等課程。 
本研究發現醫療場域實習諮商心理師較其他場域更需要進行婚姻與家庭諮商，顯然在協助受

督者至醫療場域實習，培育系所需要在開課課程中調整所需專業能力，除了變態心理學、心理衡

鑑、生理回饋之外，亦需要加強受督者婚姻與家庭會談之相關課程。在學校場域實習，「初談」、「入

班座談」等項目高於其他場域，系所需要加強實習心理師初談技巧，以及帶領座談會與心理衛生

推廣能力，建議系所可辦理相關講座、演講，以提高實習諮商心理師相關實務經驗；甚至要求受

督者甄選實習前，除了在校內個案模擬演練評估、亦可辦理試講，講座見習、入班觀摩之場次。 
本研究發現關係及體驗取向督導者對受督者的評分高於認知行為取向，可提供受督者選擇督

導的參考，也可以做為督導者自我覺察的參考，提醒督導者檢視自己在評分時是否有過於寬鬆或

嚴格的傾向。 
目前各系所開設課程為符合諮商心理師學分認證仍是採課程本位，基於本研究發現，多元文

化、跨系統合作與溝通、諮詢、危機處理以及機構管理等課程，皆能協助實習諮商心理師與新手

心理師發展這些專業能力。建議系所在課程之外，為學生辦理的實務講座、工作坊主題能將上述

主題涵括進行增能。 
根據本研究調查，以醫院為實習場域的比例有降低的現象，建議培育系所學校可以個別與醫

療院所簽約，固定甄選、推薦受督者前往醫療院所實習，以穩定提供實習諮商心理師到醫療場域

實習的機會。此外，培育系所若能設計相關的實習機制，安排實習諮商心理師輪流於醫院、學校

與社區場域實習，將可促進實習諮商心理師在實習階段累積執業所需的專業能力。 
（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整體回收率接近六成，但是屬於醫療場域的配對樣本明顯比其他場域少，因此要將本

研究結果推論到醫療場域有其限制。未來研究若能提高醫療場域的實習諮商心理師與督導者的配

對樣本數量，並提高回收率，對不同場域比較進行更妥切的比較與推論。 
本研究在配對樣本時，專業督導者以外聘督導為多，專業督導者是專任內聘或兼任外聘是否

會影響其督導實施、進行方式與評估，也是未來可以探討。另，本研究的督導是以專業督導者為

對象，但實習諮商心理師在實作項目資料上，例如「初談」、「入班座談」、「教學與工作坊」等內

容時，專業督導者無法填答也是本研究之限制，但也反映出國內督導現行制度的問題，外聘兼任

專業督導者往往不瞭解受督者接案以外的間接服務與表現。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將行政督

導者納入研究樣本，並進一步比較專業督導者和行政督導者在督導關係、督導方式，以及實習心

理師專業能力評量上的差異。此外，配對樣本取得不易，本研究限於時間、成本，建議未來研究

可就配對資料進一步交叉分析與比較，可以對此主題進行更深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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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配對樣本進行，研究者認為願意參與本研究的配對樣本，其督導關係可能會比拒絕

參與本研究的配對樣本來得好，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思考如何增加督導關係比較不好的配對樣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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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urvey study investigated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internship training and the experiences of 

supervisors and interns in their supervision relationships.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intern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and their clinical supervisors. The researcher contacted 158 internship programs or sites, and 95 of them agre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Moreover, 36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to 180 pairs of supervisors and full-time intern psychologists. 

The exclusion of unmatched individual participants’ and invalid questionnaires provided a total of 103 usable supervision 

dyads, and 20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successfully. 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was 57.22%. The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to understand the variation in the allocation of training hours and assigned tasks as well as the chief complaints 

by clients across different training sites. The questionnaire also included items to investigate the experiences of interns while 

receiving supervision, the satisfaction levels pertaining to supervision for both supervisors and interns, and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r approaches adopted by the supervisor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a) the intern psychologist 

participants in this study reported an average client load of 7.76 h per week and 285.1 h annually, and the supervision hours 

were 1.5 h per week. (b) The appointed tasks and chief client complaints varied with the training sites. For instanc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across different sites on task items such as “couple and family counseling,” “intake,” 

“workshop and lecture,”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and “in-class outreach.” (c) In this study, 46.2% of the clinical 

supervisors recruited into the current study were accredited by the Taiwan Counseling Psychology Association or the Taiwan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Association, 67.9% of them had been in practic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e experience 

dur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as clinical supervisor ranged from 4 to 10 years. (d) The top-three most frequently adopte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re “experiential” (35.9%), “post-modernist” (20.4%), and “psychodynamic” (14.6%). (e) The 

supervisors in the medical settings were less experienced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the community or school setting. 

However, their supervision hours exceeded the hours of supervisors in the community or school setting. (f) Overall, both 

supervisors and intern psychologists reported a high level of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supervision experiences. Specifically, 

50.5% of the intern psychologists reported that they we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ir experiences of receiving supervision, 

and 35% of them reported that they were “satisfied.” Moreover, 27.25% of the supervisors reported that they we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ir experience of delivering supervision, and 65.6% of them reported that they were “satisfie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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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ors’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evaluation of interns’ performance and competence. 

Supervisors adopting a relational or experiential approach tend to rate interns higher on the scale than those who adopt a 

cognitive–behavioral orient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urvey were then analyzed and discussed. Based on our discussion, the 

implications on future research and clinical training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are described. 

KEY WORDS: Clinical supervision, Intern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Internship, 
Supervision ori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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