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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擬透過探討國小駐校諮商心理師之有效介入策略，以初步建構適合國小校園之駐校諮

商心理工作策略。研究參與者係邀請 12 位參與國小校園服務方案之諮商心理師及其一組成

功案例（即實際接受服務之受輔兒童及其級任教師、家長）自願參與本研究。研究發現：（1）

與兒童生態系統合作是駐校諮商師認為進駐國小校園的有效工作策略，亦即，除對受輔兒童

提供諮商服務外，需同時邀請兒童重要關係人（如家長和教師）合作協助兒童；（2）與兒童

工作的有效諮商策略包括：運用遊戲或活動與受輔兒童建立關係、評估兒童適應問題、協助

兒童表達情緒和需求、賦能正向行為、以及討論問題行為和改善策略等；（3）與生態系統工

作的有效諮商策略包括：尋求合作、協助瞭解兒童心理與需求、以同理的態度與其合作、促

進合作對象的覺察和改變、給予適度支持/鼓勵與賦能、及建立共通的目標和輔導策略等。

最後，本研究針對國小輔導實務工作、教育訓練與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生態諮商、共識質化分析、國小輔導、駐校諮商心理師、諮商效能 

維持與促進學童在校的良好學習與生活適應，是教育與學校輔導工作者的基本重要課題。學童的

生活適應與其許多的心理功能有關，具有良好的生活適應有助於他們快樂地學習與健康成長；相反地，

如果學童生活適應不良，則可能在心理健康、學業表現、社交生活、甚至身體健康上出現困擾或障礙，

影響其在校的學習與適應（劉焜輝，民 74）。理想的國小輔導工作涵蓋三級預防的概念，除由第一線教

師負責初級輔導預防工作外，如果校內能擁有其他更專業的輔導人員從事次級與三級的預防輔導工

作，如此不但能達到及早介入、防患於未然的學校輔導工作功能，達到落實國小輔導工作之責，也是

對於國人心理健康預防工作最為經濟的投資（王麗斐、趙曉美，民 94）。 

 
                                                       
∗ 本研究係整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研究「臺北市試辦諮商心理師國小校園駐區服務方案成效評估」與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教育評鑑與發展研究中心的「兒童情緒管理情境式評量工具之編製與應用」（研究計畫編號：95E0012-01-07
）之部分研究資料，經重新分析改寫而成。若對本文有任何指教與回饋，歡迎來信與本文之通訊作者王麗斐教授聯

繫，住址為臺北市 106 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Email：lfwang@ntnu.edu.tw。

本論文部份資料曾於 2006 年 6 月於英國愛丁堡「37th Annual Meeting for the Society of Psychotherapy Research」中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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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國國小輔導工作的發展，可算是國內學校輔導工作起步最慢、也最被輕忽的一環（王麗斐，

民 91；王麗斐、林美珠、王文秀、田秀蘭、林幸台，民 94；林美珠，民 89）。雖然自民國 72 年起國小

即依法設立輔導室，然而近二十年來的國小輔導工作推動，卻一直無法展現其應有之功能，探究其關

鍵因素，主要來自於輔導專業概念被淺薄化、法令未能落實、輔導人力與校園需求不符、以及輔導人

員的培育與遴用未能緊密結合等等因素的影響所致（王麗斐、趙曉美，民 94），其中又以專業人力不符

校園需求最常被詬病（王麗斐，民 91；林美珠，民 89；林美珠、王麗斐、田秀蘭、王文秀、林幸台，

民 88；林家興，民 91）。 
雖然近年來教育部積極推動「輔導人人有責」的概念，透過各式短期輔導知能研習，廣為培養學

校教師的基本輔導概念（林美珠，民 89；王麗斐、趙曉美，民 94），然而由於國內長期未落實國民教

育法對遴聘小學輔導室人員專業資格的規範，再加上民國 83 年起，教育主管單位開放小學輔導室人員

的遴選標準，不要求其具備輔導專業背景（鄭崇趁，民 83），使得國小輔導工作越來越走向行政化與活

動化，對校園中需要輔導專業協助的學童，反而因時間與專業人力的缺乏，無法提供適切的協助（王

麗斐、趙曉美，民 94；趙曉美、潘淑芬，民 92）。 
值得重視的是，無論國內外，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均出現日趨嚴重與低齡化的現象（王麗斐，民

91；趙曉美、王麗斐、楊國如，民 95；Roberts, Attkisson, & Rosenblatt, 1998; Thompson, 1995）。例如，

美國研究顯示至少有 20%以上的兒童具有嚴重的情緒與行為問題，需要加以協助（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1; Vanderbleek, 2004）。我國的調查報告也顯示，有超過 40%的國小學童

覺得自己不快樂、生活很無聊、覺得自己不受歡迎、遇到挫折傾向於選擇放棄、甚至有 30%以上的學

童否認自己的價值（兒童福利聯盟，民 93）。教育部於民國 93 年的調查更發現在 10 至 18 歲的學生當

中，已有 9%的學生曾罹患重度憂鬱症，更有高達 14%的學生曾有過自殺念頭，而實際有過自殺行為的

學生也有 3%之多（陳為堅，民 93）。根據內政部兒童局（民 96）之統計，12 歲以下兒童受虐之保護案

件人數已逐年增高，由民國 89 年之 4,093 人增加至民國 95 年之 6,990 人，五年內成長約 1.71 倍。 
此外，根據鄭安伶（民 91）運用質性研究法深度訪談六位國小級任教師和四位輔導教師對學生輔

導及學校輔導工作之觀點，結果發現教師對學校輔導工作的評價多持負面的觀點，認為輔導室雖具有

支援協助的功能、但功能不彰，且無法獲得學生與教師之肯定或主動前來求助。趙曉美與潘淑芬（民

92）針對臺北市國小輔導室的調查，亦發現約有逾三分之一家庭功能不彰之適應欠佳學童尚未受到注

意或建立輔導檔案。上述這些現象除了凸顯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困境日趨嚴重、年齡降低、以及未獲得

適當照顧的問題，同時也顯現我國國小輔導室的功能有待積極加強。 
因此，如何強化國小次級與三級的學校輔導工作，已是許多關心國小輔導工作的學者專家所關注

的重點。不少學者提出應重新思考與定義國小輔導工作內涵、適度調整其功能與角色的呼籲；特別為

了因應日趨複雜與低齡化之學童心理健康問題，且鑑於學童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學校，學者們更建議未

來可考慮將社區心理健康資源引入校園，其目的就是希望強化學校輔導工作的功能，使其滿足校園對

輔導工作的需求，達到強化次級與三級學校輔導工作之服務效能（王麗斐、趙曉美，民 94；林美珠，

民 89；林家興，民 92；Adelman & Taylor, 2002; Green & Keys, 2001; Gysbers & Hendenson, 1994; Keys & 
Lockhart, 2000; Keys, Bemak & Lockhart, 1998; Paisely & McHahon, 2001）。 

在這些作法中，以轉介學生到社區心理衛生資源的方式最為普遍、也最常被討論到。然而，在他

們的後續成效評估研究中發現到，這些因罹患心理問題、且被轉介至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接受次級或三

級諮商輔導服務的兒童、青少年當中，約有 40%-60%提早終止服務、或只參與一次或兩次就中斷服務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2001; Vanderbleak, 2004）。這些阻礙他們使用心理健康

服務的因素，包括交通上的問題、財務的困難、家人陪同的不便、兒童心理健康專業人員的匱乏、長

達兩個月的等待期、以及對心理疾病污名化等原因（Adelman & Taylor, 2002; Vanderbleek, 2004; We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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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rose, & Lewis, 2006; Weist & Ghuman, 2002）。 
因此，為了排除上述阻礙心理健康服務實施的可能障礙，更有效率服務行為偏差與嚴重適應不良

的兒童和青少年，「擴大學校心理健康（Expanded School Mental Health）」或「以學校為基地的心理健

康服務方案（School-Based Mental Health Services）」的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方案乃應運而生（Brown, 

2006; Rones & Hoagwood, 2000; Weist, Ambrose, & Lewis, 2006; Weist, Myers, Hastings, Ghuman, & Han , 
1999）。他們透過駐校服務的方式，也就是由學校或教育機關聘請心理專業人員（包括心理學家、社工

師或其他人員）到校提供輔助性質的服務，例如協助學校輔導人員對適應困難學童或有特殊需要兒童

提供心理健康服務，同時結合家庭、學校、社區機構（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的參與，為學區內兒童

創造一個容易親近與便於使用的心理健康服務環境。 
在這些實施的方案中，最著名的一個例子就是巴爾迪摩市（Baltimore City）所實施的「駐校心理

健康方案」（Flaherty, Weist, & Warner,1996; Walrath, Bruns, Anderson, Siegel, & Weist, 2004; Weist, 
Ambrose, & Lewis, 2006）。在過去十數年裡，他們透過政府、學區和霍普金斯大學、馬里蘭大學的合作，

於該市 44%的公立學校設置了心理專業人員駐校服務，提供的服務內容包括心理衡鑑、預防宣導、個

案管理以及個別和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Walrath et al., 2004）。根據 Walrath 等學者的評估報告指出，

在 1997-1998 年之間，參與巴爾迪摩市「駐校心理健康方案」的 182 所公立學校共服務超過十萬人次學

生，其中 58%是國小學童，其餘才是其他各級學校的學生（Walrath et al., 2004）。同時，許多針對這類

型方案所進行的評估研究顯示：這種將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引進校園的作法，能有效協助具有情緒和心

理適應困難的兒童與青少年解決問題。此一模式目前已越來越普遍地被美國各州所採用（Adelman & 
Taylor, 2000; Flaherty & Weist, 1999; Nabors & Reynolds, 2000; Weist et al., 2005）。 

此外，根據 Rone & Hoagwood（2000）針對 47 篇駐校心理健康服務方案研究所進行的回顧性研究

中發現：這種駐校式的心理健康方案有助於學生的各種情緒和行為問題的改善，其最重要價值在於容

易接近，特別是可以服務低社經地位和心理問題未達嚴重程度的兒童及青少年，讓他們及早獲得協助、

增進心理健康（林家興，民 91；Armbruster & Lichtman, 1999; Weist et al., 2005; Weist et al.,1999）。而

Geierstanger, Amaral, Mansour, & Walters（2004）回顧 1993 年到 2003 年間七項有關駐校心理健康方案

與學業成就的相關研究，結果發現在 13 項學業成就（包括出席率、升級率、畢業率、學分數、渴望受

教育…等）的指標當中，7 項研究中有 6 項研究結果得到正相關。顯示駐校式的心理健康服務方案不僅

有效協助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也能促進兒童的學業成就與表現。 
至於我國的狀況，在過去十餘年當中，也曾經嘗試辦理過幾種校園的心理健康專業服務方案，其

中包括將社會工作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等等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引進中小校園的作法，方案評

估的結果也多呈現正面肯定的效果（林家興、洪雅琴，民 90；徐堅璽、吳英璋，民 92；翁毓秀、王文

瑛，民 91；馮燕、林家興，民 90；趙曉美等人，民 95）。民國九十年，國內諮商心理師的國家證照正

式誕生，在社會日趨重視諮商輔導的專業化，以及國小學童的心理健康問題日增下，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於 93 年期間試辦「諮商心理師國小校園駐區服務方案」。實施後發現，該方案能發揮「有效協助兒

童」、「紓解教師壓力，增進輔導知能」、「協助學校輔導室發揮功能」、以及「提供家長具體而有效的引

導」等功能；同時，所有使用過此方案之學校輔導人員、教師、與家長皆對此方案表達高達八成的滿

意度，使用率亦高達九成五；成效不但符合原先規劃，甚至部份成效超過原先所預期（趙曉美等人，

民 95）。 
不過無論國內外在這些方案實施的研究裡，均側重在實施成果之評估，至於這些方案得以成功之

因素，特別是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如何進行方能發揮成效，則甚少被探討。因此，為探究諮商心理師進

駐國小校園的有效諮商策略，本研究特邀請參與「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國小校園駐區服務方案」的諮商

心理師及一組他們所認定「成功」的輔導案例（包括兒童本人、家長、級任教師或其他輔導人員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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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接受諮商服務之對象）進行個別深度訪談，以了解這些諮商心理師進駐國小校園之有效介入策略，

以作為初步建構適合國小校園之專業諮商心理工作策略之參考。這裡的「成功」案例係指由諮商心理

師推薦一組具諮商成效、且其印象最深刻的實際案例為受訪對象。這裡的諮商心理師，本研究特稱為

「國小駐校諮商心理師」（以下簡稱駐校諮商師），係指具國家證照且每週部分時間前往各國小提供諮

商專業服務之諮商心理師。資料的分析將以駐校諮商師的訪談資料為主，「成功」案例的訪談資料為輔，

特別是藉由對「成功」案例的訪談，作為瞭解駐校諮商師諮商介入策略效能之參考。整體而言，本研

究之具體研究問題為：諮商心理師進駐國小校園，他們的有效諮商介入策略為何？ 

 

方   法 

一、研究參與者 

整體而言，本研究計有 37 人同意參與本研究，駐校諮商師和其對應的工作對象如表 1 所示：合計

有 12 名駐校諮商師；其中，女性 11 位、男性 1 位，11 位具證照之諮商心理師、1 位為具報考資格之

心理諮商員（由於本方案於民國 93 年試辦時，「心理師法」通過方兩年，國內具證照之諮商心理師仍

相當有限，此名未具諮商心理師證照資格之心理諮商者已從事兒童諮商工作逾 10 年，故仍邀請其參與

本研究）。駐校諮商師工作年資平均為 10.00 年（SD＝2.83；最短 6.00 年、最長 14.00 年）。至於案例

方面，計有 8 名受輔兒童（4 男、4 女；其中高年級有 3 位、中年級 3 位，低年級 2 位；年齡 M=10.33，

SD＝1.72）、9 名家長（1 父、8 母；其中大專程度以上者 6 位、高中程度 3 位；年齡 M =39.44，SD＝

4.45）、以及 8 名級任教師（1 男、7 女；年齡 M =33.25，SD＝10.11）。所有參與「受輔」歷程的教師

與家長均參與本研究；受輔兒童部分則有四名兒童因未獲得家長同意參與研究而未進行訪談，其受輔

經驗與成效之評估改透過訪談家長或/和級任教師來瞭解。 
在晤談次數方面，12 位駐校諮商師與兒童進行晤談的次數介於 3 至 10 次之間，其平均次數為 6.83

次（SD =2.17）。研究顯示：在這 12 組被認定「成功」案例的組別中，沒有一組是駐校諮商師單獨與兒

童工作，也就是所有駐校諮商師所提供之「成功」案例，均同時採取與家長工作（4 組）、與教師工作

（3 組），或同時與家長教師一起工作（5 組）等三種型態的諮商服務。若以合作對象而言，參與諮商

歷程的家長計有九位，他們與駐校諮商師的工作次數介於 1 至 3 次；而教師則有八位參與，除一位教

師晤談次數為 10 次，其餘均集中在 1 至 3 次之間。關於與學校教師工作的方式，駐校諮商師除與教師

進行個別會談外，也採取其他形式工作：其中，有一位採用個案研討形式，邀集學校輔導相關人員針

對兒童問題進行個案研討；一位則邀請認輔志工擔任協同輔導員，結合訓練與諮詢的工作方式，以利

結案後該名志工具有繼續輔導該案主的專業能力；另一位則因考量受輔兒童對諮商服務需求性偏高，

因此透過諮詢與督導的方式，整合認輔志工的資源、形成合作團隊。 

 
表 1  本研究十二組駐校諮商師工作對象之晤談次數與受訪對象 

兒童 家長 教師 
代號 年級 主訴問題 實際晤

談次數

接受研

究訪談

實際晤

談次數

接受研

究訪談

實際晤

談次數

接受研 
究訪談 

備註 

A 6 人際關係 5 次 ○ 2 次 ○ 2 次 ○  
B 2 人際、行為問題 5 次 ○ 2 次 ○ 2 次 ○  
C 4 人際關係 7 次 ○ 3 次 ○   ＊ 
D 2 行為偏差 8 次    2 次 ○  
E 3 自殺意念 3 次 ○ 3 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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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續）  
F 6 行為偏差 9 次 ○   1 次 ○ G 
G 4 心理調適 10 次 ○   10 次 ○  
H 6 家庭/人際 10 次  2 次 ○ 1 次 ○ V；＊ 
I 4 拒學 7 次  2 次 ○    
J 6 行為偏差 6 次  2 次 ○    
K 2 人際關係 7 次 ○ 3 次 ○ 3 次 ○  
L 6 人際、行為問題 5 次 ○ 1 次 ○ 3 次 ○ ＊ 

平均次數  6.83 次  2.22 次  2.92 次   
註：○表示參與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其中四位兒童因未能取得家長同意參與研究，故未受訪。方格內的數字代

表駐校諮商師與工作對象工作的次數。 
「備註欄」之 G 代表採個案研討會談型式工作；V 代表參與晤談之教師為認輔志工；＊表示駐校諮商師在與

兒童工作時，全部或部分運用親子聯合會談。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係採一對一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因此針對不同身分別的研究參與者（包括駐校諮商師、級

任教師與家長、以及受輔兒童）設計三種訪談大綱：其中駐校諮商師的訪談重點在於了解他們與其一

組「成功」個案的實際有效介入策略；針對級任教師與家長部份，除了解他們對於兒童接受諮商服務

的成效評估外，也瞭解他們與駐校諮商師工作的實際體驗；至於受輔兒童，則瞭解他們的實際晤談經

驗與收穫。此外，因考慮兒童年齡和思考能力的限制，除在訪談問卷的用語儘可能簡化外，訪談之初

並透過探詢受訪兒童是否能說出駐校諮商師的姓（名）、諮商時間和地點等方式，以確認兒童是否有能

力說明其受輔經驗。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在原先設計時，擬採用駐校諮商師與其「成功案例」配對方式進行訪談研究，但在實際進

行研究時，因在執行研究倫理、徵求受訪者同意時，發生部分受輔兒童因無法獲得其家長同意而未能

參與本研究之限制；同時也考量到本研究為國內首次探索駐校諮商師的有效諮商策略，為避免資料呈

現過於龐雜、造成不必要的喧賓奪主現象，經過研究團隊討論後，在資料分析與呈現上，調整為目前

這種以諮商師訪談的內容分析為主要研究結果，受輔對象的訪談資料為輔助性資料，作為補充說明、

確認或解釋主要研究結果的「多重方法研究設計（Multi-method design; Morse, 2003）」；也就是主要以

「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國小校園駐區服務方案」之駐校諮商師的訪談為研究主軸，並以其受輔案例作為

輔助性說明的研究策略（Greene, Caracelli, Valerie, & Graham, 1989）。 
在訪談過程方面，於 94 年初「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國小校園服務方案」試辦方案一結束時，本研究

即著手邀請參與該計畫之駐校諮商師及其一組成功案例參與本研究，結果共有 10 組駐校諮商師及其個

案（受輔兒童 6 名、家長 7 名、以及級任教師 6 名）參與本研究。訪談員則為兩位就讀諮商心理的博

士班研究生，同時也是具證照之諮商心理師、曾經參與上述試辦方案。 
在資料分析部份，駐校諮商師的訪談資料轉謄為逐字稿後，本研究係採 Hill 及其同僚（Hill, 

Thompson, & Williams, 1997; Hill, Knox, Thompson, Williams, Hess, & Ladany, 2005）所發展的「共識質

化研究（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以下簡稱 CQR）」程序進行資料分析：也就是先由一位研究

者將已被謄成逐字稿之訪談資料參考研究問題訂出主要領域（domain），並以兩份逐字稿進行初步檢驗

分類，直到主要領域架構獲得所有研究者同意後確立。接下來進行核心概念分析，作法類似於上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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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領域架構的建立流程，先由兩份逐字稿分析起，爾後形成初始核心概念架構，接下來再依據此架

構，對所有逐字稿進行主要領域和初始核心概念架構的資料分析。分類過程同時透過另一位研究者逐

句審核分類的合理性與周延性、進行討論、回饋、乃至於共識達成。最後，再由第三位研究者擔任審

查員，對資料進行審核（Audit）與提供回饋。研究結果在三位研究者達共識後正式確定。 
在駐校諮商師有效諮商策略分析架構建立後，研究者再分別從受輔兒童、家長和級任教師的訪談

資料中，擷取可對應於諮商師策略的感受、經驗或影響相關資料，加以歸類於上述的主要領域當中。

例如，全體諮商師均提到與兒童建立關係的重要性，研究者即分別從受輔兒童、家長和級任教師訪談

中，標記出他們對兒童與諮商師關係建立以及對諮商接受程度的資料，並進行資料歸類與分析。 
關於本研究信效度的檢核部份，在效度方面，本研究採用三角檢證方式進行。除邀請研究參與者

針對逐字稿進行正確度確認外，於文本資料分析後，亦邀請研究參與者針對分析結果進行同意度確認，

以檢核文本內容分析的效度。至於信度部份，本研究參考 CQR 的建議（Hill et al., 1997），進行資料飽

和度的檢核，也就是先將 94 年 1-3 月訪談之 10 組案例資料進行分析、建立分析架構，爾後於 95 年 12
月再次訪談二組案例，來檢核此分析架構的穩定程度，結果發現新增加的兩組資料，並未改變原先分

析架構，因此研究結果乃將此二組資料併入，形成最後的研究結果。 
在資料呈現方面，本研究係以駐校諮商師深度訪談結果為主軸，根據 CQR 的原則（Hill et al., 1997; 

Hill et al., 2005），對各個分類項目的發生頻率提供三種類別的界定：當全體研究參與者（或僅缺一）呈

現該類別反應時視為「全體」（General），如果該類別發生頻率超過一半的研究參與者稱之為「典型」

（Typical），若是低於一半（含）、但多於兩位時則歸類為「變異」（Variant），僅一位研究參與者提及之

類別則不列入研究結果呈現；至於與受輔兒童、教師、與家長的訪談內容，主要用以檢證駐校諮商師

所採用諮商介入策略之效能參考。此外，本研究亦參考 CQR 對結果呈現的建議（Hill et al., 1997; Hill et 
al., 2005），除如實呈現分類結果外，並將研究結果具「全體」與「典型」特性之類別加以整合，編寫

成駐校諮商師與兒童及其生態系統工作之基本歷程，具體呈現駐校諮商師的典型諮商工作策略。在文

本中，案例的陳述採用代碼表示。其中第一碼的英文字母代表案例別，共有 A 到 L 等十二組；第二碼

數字代表身份，1 是駐校諮商師，2 是兒童，3 是家長，4 是教師。其餘各碼代表逐字稿流水碼和研究

者所用的識別碼。 

 

結   果 

根據研究分析結果，本研究 12 組駐校諮商師所呈現的實際「成功」案例中，全體駐校諮商師除與

兒童直接工作外，皆嘗試與兒童的生態系統工作，也就是除與兒童會談外，亦同時與受輔兒童之家長、

級任教師或學校輔導室相關人員（如輔導主任、組長、或認輔義工）共同合作協助兒童。為了呈現駐

校諮商師與兒童及其生態系統合作的工作策略特性，茲將本部份研究結果分為下列三部分呈現：（1）

駐校諮商師與受輔兒童工作的有效介入策略；（2）駐校諮商師與生態系統工作的有效介入策略；（3）

駐校諮商師的典型諮商工作型態（pattern）。詳細研究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駐校諮商師服務國小校園的有效諮商工作策略 

駐校諮商師的工作對象 
工作項目 

兒童 級任教師 家長 
與兒童工作的有效策略    
運用遊戲或活動投其所好，以建立關係 全體   
對兒童行為或適應問題進行評估 全體   
同理並協助兒童表達情緒、困擾和需求 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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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續） 
賦能或鼓勵兒童的正向行為（empowering） 典型   
與兒童討論其問題行為與可行的改善策略 變異   
尊重兒童的自主能力 變異   
與兒童生態系統對象工作的有效策略    
尋求生態系統對象合作，包括蒐集兒童問題行為相關資訊、澄清諮商的功

能與目標等 
 全體 典型 

協助生態系統的對象瞭解兒童的心理與需求  典型 典型 
適度的支持/鼓勵與賦能生態系統的對象  典型 變異 
與生態系統的對象建立共識、形成共通的輔導目標/策略  典型 變異 
以同理和尊重的態度與生態系統的對象工作  變異 典型 
促使生態系統對象的覺察和改變  變異 典型 
註：本表所呈現的有效介入策略或技巧，係指駐校諮商師於訪談過程中，針對此一成功案例所報導的實際執行的

有效介入策略/技巧。 

 

一、駐校諮商師與受輔兒童工作的有效諮商策略 

本研究發現，駐校諮商師認為與受輔兒童工作的有效策略包括：（1）運用遊戲或活動投其所好，

以建立關係；（2）對兒童行為或適應問題進行評估；（3）同理並協助兒童表達情緒、困擾和需求；（4）

賦能或鼓勵兒童的正向行為；（5）與兒童討論其問題行為與可行的改善策略；（6）尊重兒童的自主能

力。 
在「運用遊戲或活動投其所好，以建立關係」方面，駐校諮商師的反應屬性為「全體」的。所有

駐校諮商師在述說其「成功」的與受輔兒童工作時，一致的指出：「建立關係」為其與兒童工作的第一

步，且均運用兒童有興趣的遊戲或活動，以達到建立關係的目的。這些活動或遊戲包括：繪畫、黏土、

繪本、躲貓貓、說笑話或其他兒童遊戲等。例如，B 諮商師的「成功」案例為國小二年級的學童，她

表示：「B 童的情況就是在很小的時候，會躲在很危險的地方，包括躲到校門口的招牌上面、或躲在某

個冷氣通風口的地方，所以剛開始我就陪她玩躲貓貓，用玩的方式試著跟他建立關係（B105111）。」J
諮商師的「成功」案例為一位諮商初期對會談相當抗拒、有情緒障礙的五年級男生，當 J 諮商師詢問兒

童的興趣時，J 童態度轉變、有所回應，因此她就把焦點鎖定在談 J 童有興趣的事情，作為好的切入時

機。 
根據受訪兒童資料顯示：全體受訪兒童均喜歡諮商時所進行的活動，包括畫圖（編號 2），講笑話

（A206111）、躲貓貓（B205111）、玩遊戲（E205110、B205111）、編故事（C206110）、談話（K205111）

等等，這些內容與駐校諮商師提及與受輔兒童工作時，要運用遊戲與活動媒材的觀點相一致，顯示「運

用遊戲與活動媒材與兒童建立關係」的諮商策略，不但被駐校諮商師認為是有效的，也受到受輔兒童

所肯定。此外，部分受訪家長和級任教師也觀察到受輔兒童對諮商的正向態度，例如：「他很期待禮拜

五的到來，可以去見諮商老師（J306110）」、「我只知道這孩子很喜歡去、很願意去、而且很主動要去諮

商（H405111）。」 
在「對兒童行為或適應問題進行評估」方面，駐校諮商師的反應屬性也是「全體」的，所有駐校

諮商師均提及他們一方面藉由活動或遊戲建立關係，一方面透過這些活動觀察、瞭解與評估兒童的行

為。例如，A 諮商師的「成功」案例為一名六年級的男生，她發現雖然 A 童已經六年級，但並沒有豐

富的語言表達。因此，在確認 A 童喜歡「畫畫」後，隨即邀請 A 童一起進行一連串的活動，包括「畫

人測驗」、「心情溫度計」與「腦筋急轉彎」。透過這些活動，她觀察到 A 童的自我概念、興趣與抱負、

智能表現、人際互動型態和家庭對他的要求，據以形成對 A 童問題的初步評估與假設。她提及：「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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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人測驗作開始，他畫了一個踢足球的小孩，很小，但畫在圖畫紙中央，他說長大要做體育老師，可

是每天要補習，沒機會玩。我從另一個活動『心情溫度計』中，發現他在『朋友』部分心情分數最低。

接著，我跟他玩腦筋急轉彎，問他：『蜘蛛人是什麼顏色的？』他沒聽過，但當我告訴他從英文字裡面

去找，他就猜出來是白色的。我當時形成一個判斷是，這個孩子智能佳、但社交能力匱乏，他很嚴肅，

可能導致人際關係不佳，而家長的態度可能是重要的原因（A105111）。」 
這種「對兒童行為或適應問題進行評估」的策略，不但被駐校諮商師視為有效策略，也同時是獲

得教師與家長肯定與願意合作的重要技術之一。部份家長與教師對駐校諮商師能在短時間內評估出其

兒童需要協助的問題或需求，表達正面的欣賞與肯定。H 教師在接受訪談時提到：「透過與諮商師的工

作，我們才知道原來最困擾兒童的是媽媽和同學的人際關係，其次才是父親，我們原先擔心的是她和

父親…單單就諮商師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與孩子建立互信，評估先後緩急，找出這三個排序來…

我就覺得算蠻佩服她的（H406111）。」 
至於在「同理並協助兒童表達情緒、困擾和需求」方面，駐校諮商師的反應也是「全體」的。所

有駐校諮商師均提及，她們在與兒童工作的過程中，總是努力的協助兒童發展自主表達其情緒、困擾

或需求的能力。例如，I 諮商師輔導一位因人際困擾而拒學的兒童，在工作中她發現 I 童困擾的根源在

於情緒表達的壓抑，I 諮商師提到：「我感覺到 I 情緒上的驚恐，但是她不敢對那個同學說，因此，我讓

她藉由一些黏土雕塑和畫畫的過程，把她的生氣表達出來（I106110）。」受訪時，I 諮商師表示她看到

這樣的工作策略對兒童的幫助，她覺得 I 童最大的進步是「能用語言的方式和我討論她的狀況…，以前

多是用非語言的方式作出來，以不上學來表達她的壓力（I107110）」，而 I 家長也表示：「透過諮商師的

鼓勵，I 在面對同學的時候，沒有以前那麼害怕，這是她明顯的改變（I303110）。」 
在「賦能或鼓勵兒童正向行為」方面，駐校諮商師的反應則非「全體」、而是「典型」的，也就是

有七位駐校諮商師提到：她們在與兒童工作中，會重視如何積極發覺兒童正向的特質，並透過鼓勵、

或運用賦能（empowering）的力量協助兒童肯定自己。他們在訪談中，多次提到自己在與兒童工作的

過程中，儘量「看見」兒童正向的特質，鼓舞、欣賞孩子的優點、肯定孩子的努力，他們發現這樣正

面的鼓勵兒童，會幫助兒童得到正向的自我激勵力量，直接或間接的尋求自我調適。例如，J 諮商師表

示她常常正面鼓勵受輔兒童，「藉以提升 J 兒童的正向自我概念，讓他看到自己其實是有能力的

（J139110）」，她的具體策略是「我會將鼓勵的動作做得更誇張一點。我的目標是希望可以增加他比較

正向的能量，讓他產生正向的眼光（J148110）。」在訪談家長時，J 家長也提及駐校諮商師的工作如何

幫助 J 童，她說「諮商師給他（受輔兒童）機會，給予讚美，那段時間他表現得非常的好。我覺得諮商

師能比較確實、實質上的幫助他（J312110）」，而對於受輔兒童的進步，家長認為是因為「有人在聽他

說，認同他、肯定他（J310110）。」 
在「與兒童討論其問題行為與可行的改善策略」方面，駐校諮商師的反應雖屬「變異」，亦有五位

的駐校諮商師於受訪時明確指出，他們會協助受輔兒童針對其困擾或行為問題進行討論，並且與他們

一起探討如何改善這些問題。例如：K 諮商師看到他的受輔兒童「有良好的認知和自我理解的能力

（K104111）」，因此他和 K 童工作策略是「瞭解他的狀況，並跟他一起討論如何調整和改變（K109111） 
。」他說：「我同理他不公平的感受，他能夠談、也知道媽媽並非不愛他、只是有時候被管束多一點，

情緒上是有改變的。他知道自己某些行為並不是很好，也想要調整（K107111）。」 
當與受輔兒童訪談資料核對時，本研究發現受輔兒童雖不能詳細談論出與駐校諮商師討論的內

容，但卻能明確表達這樣的談話對他們有幫助。例如，二年級的 K 童，在訪談中，當被詢問知不知道

為何來見駐校諮商師，他表示：「我脾氣不好（K201111）」；在詢問駐校諮商師如何幫助他時，他說：「老

師問我有沒有發脾氣、和我聊聊天（K204111）」；進一步詢問諮商師有沒有幫助他解決問題，他表示「有

（K206111）」、「現在我比較不會罵人了（K2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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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尊重兒童的自主能力」部分，駐校諮商師的反應也屬「變異」。有三位駐校諮商師表示個案工

作的順利來自對受輔兒童界線的尊重。例如，G 諮商師認為：「這個歷程中我蠻滿意的部份是，我透過

尊重 G 童的意願，讓他根據自己的意願開放，我讓他去經歷一個被相信與尊重的經驗…。這對 G 童來

說，是重要的（G120101）。」這個部分雖然難以從訪談受輔兒童或重要關係人當中得到驗證，但是，

另一位 E 家長全程進入諮商室、參與兒童被諮商的歷程，她觀察到駐校諮商師在與兒童相處時，非常

尊重兒童的聲音和想法，這點讓她感覺非常不同，她說：「我覺得諮商師比較尊重孩子，他們會站在小

孩的角度去思考，因此當諮商師在跟她談的時候，我會想：換成是我自己的話，我會怎麼講。我想，

家長都是發號司令…（E301110~E310110）。」E 家長在這樣的經驗中覺察到自己的問題，並且學習以

類似的方式和受輔兒童溝通，她表示經過駐校諮商師的協助，她「現在比較有耐心…。我學習到引導

孩子的方法，但有時候仍然做不到（E304110）。」 
整體而言，從駐校諮商師與受輔兒童工作的「成功」經驗中，本研究發現：有效的諮商介入策略

需建立在瞭解與運用兒童的喜好特性，也就是運用可引發兒童興趣的遊戲和活動與他們建立關係。同

時，透過遊戲與活動的媒材，亦有助於瞭解兒童家庭、學習和生活狀況、達到評估他們在行為或適應

問題的目的。因此，於晤談過程中運用遊戲或活動媒材，是有利於與受輔兒童的晤談工作。此外，駐

校諮商師也多認為在與兒童工作時，必須以尊重、同理兒童的態度與其溝通，以協助兒童表達其內在

的情緒、壓力或困擾、及其內在需求；並且運用正面的鼓勵、賦能等方法，協助兒童看到自己的優點

和力量，有效的幫助他們改變。 

二、駐校諮商師與生態系統工作的有效諮商策略 

與兒童生態系統合作（含家庭與學校系統），是本研究 12 組駐校諮商師與成功的兒童案例工作的

另一個共通特性。四位過去曾有與兒童工作經驗的駐校諮商師表示，他們過去的經驗讓他們相信：「如

果一個孩子的教師、同學，最好是家長，可以動起來的話，那麼這個孩子也會有些改變（H107011）。」

因此在他們與受輔兒童工作之初，就已決定要將兒童身處環境中的家長、教師或學校輔導人員等相關

生態系統納入工作的一環。至於其他八位過去未曾與兒童工作過的駐校諮商師，則在進駐校園後，逐

步體認到與兒童生態系統合作策略的需要，因而發展出類似的作法。例如，B 諮商師表示當她進入學

校系統、開始接觸兒童、並進行評估之後，便發現要在五次晤談內（註：此為「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國

小校園駐區服務方案」之晤談原則）協助兒童適應、看到諮商成效，必須將家長或/和級任教師納入與

兒童的工作當中，才有成功的可能，因此逐步發展出與兒童的生態系統合作的工作模式。她表示：「與

B 童談話後，我覺得他的問題是來自家庭，來自父母不合的家庭問題。所以我覺得要跟這個孩子工作，

無法不把家長納進來（B122111）。」 
關於與兒童生態系統工作之成效，本研究「全體」受訪家長均一致肯定諮商師服務成效，認為除

了幫助孩子之外，也可以讓學校老師和自己比較瞭解孩子的狀況，學習如何幫助孩子。例如：A 家長

表示：「我覺得諮商師到學校可以讓學校師長瞭解孩子的情況，家長也會比較知道要怎麼做，可以及時

幫助自己的孩子或提醒自己，學會如何與學校配合，是件還不錯的事情（A320111）。」B 家長用其過

去的經驗比較，她說：「以前每次去醫院談，因為小孩和大人分開談，小孩做些遊戲治療等活動，但是

等到報告出來，只說略有過動的傾向…再加上找不到可以詢問的對象，讓我們覺得很沮喪（B305111）。」

在接受駐校諮商師幫助之後，她說：「我覺得很好，因為很多問題終於有人可以問，諮商師很專業，所

以我很樂意跟她談（B306111）。」 
八位與駐校諮商師合作的級任教師，有六位主動提到很滿意與駐校諮商師的合作。他們認為和駐

校諮商師合作，可幫助他們瞭解兒童心理與需求，以及提升自己的輔導技巧和策略。例如：B 級任教

師就認為與駐校諮商師和家長一起合作的過程中，她發現「幫助兒童的著眼點不再是單方面，而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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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方向可以進行，所以改變很大，感覺像是開發了一塊未開發的地方，可以努力和投資的部分。如

果小孩子發生事情，我們可以有個方向來導引他，讓他走得很平穩、很順利（B420111）。」 
簡言之，不論過去與兒童諮商的經驗如何，本研究發現，駐校諮商師均一致認為與生態系統合作

的諮商工作策略是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而這些策略也得到家長和級任教師的肯定與支持。 
為具體瞭解與生態系統工作的有效策略有哪些，本研究進一步針對駐校諮商師與兒童生態系統工

作的內容進行分析，具體介入策略如表 2 所示。研究結果顯示這些有效介入策略的重點包括：「尋求生

態系統對象的合作，包括蒐集與兒童問題行為相關的資訊、澄清諮商的功能與目標等」、「協助生態系

統的對象瞭解兒童的心理與需求」、「適度的支持/鼓勵和賦能生態系統的對象」、「與生態系統的對象建

立共識、形成共通的輔導目標/策略」、「以同理和尊重的態度與生態系統的對象工作」、以及「促使生態

系統對象的覺察和改變」等等，茲說明如下： 
在「尋求生態系統對象合作，包括蒐集兒童問題行為相關資訊、澄清諮商的功能與目標等」方面，

所有駐校諮商師均會儘可能尋求與學校系統以及家長的合作，其中與教師的合作是「全體」的，與家

長的合作則屬「典型」。研究資料顯示，全體兒童均透過學校系統的級任教師或輔導教師，在取得家長

同意後轉介而來。當駐校諮商師收到轉介單後，會先尋求與級任教師或家長的合作，主要目的在蒐集

受輔兒童問題行為的相關資訊。在八位與級任教師工作的駐校諮商師中，有七位駐校諮商師表示他們

收到受輔兒童資料後，會立即與級任教師透過電話聯繫或正式晤談的方式，針對兒童被轉介的行為問

題細節作深入了解，以建立合作關係；而九位與家長工作的駐校諮商師中，則有六位駐校諮商師表示

她們會先與家長會談，蒐集兒童家庭生活資訊。他們藉由和兒童生態系統對象的工作，瞭解他們（級

任教師、家長或學校輔導系統相關人員）對兒童問題的看法、以及他們對諮商的期待，並尋求他們的

合作一起幫助受輔兒童。例如：A 諮商師藉由與級任教師的聯繫，澄清轉介單上的若干疑問：「A 級任

教師填寫的轉介問題是『自卑情結』，我不知道教師所謂的『自卑情結』是怎麼回事？『自卑情結』如

何影響 A 童在學校的適應行為？A 教師對於哪些行為感到困擾，期待我幫什麼忙？這些是我想釐清的

部分（A101111）。」I 諮商師描述她在一開始如何構思與家長的工作時，也提到：「我想在跟 I 見面之

前，想要先跟 I 家長接觸，讓我先了解一下媽媽口中的孩子是怎樣的一個孩子，此外，也要讓她填同意

書，讓 I 家長知道這個諮商是做什麼的，有沒有什麼疑問…或她的需要是什麼（I103110）。」 
在「協助生態系統的對象瞭解兒童的心理與需求」方面，駐校諮商師與學校系統和家長的合作屬

性都是「典型」的。八位與教師合作的駐校諮商師當中，有六位提及類似的輔導策略和概念。G 諮商

師表示：「對於孩子的不良行為，教師多會感到生氣，因此會給孩子更大的壓力。由於我們不在班級教

室內，不會看到兒童惡魔的那一面，所以我會跟教師溝通，G 童行為背後的意圖、動機，這樣的工作

會幫助教師能比較理解孩子的行為，然後我發現她們就能給予 G 童比較多的接納和正向鼓勵，甚至是

回應情緒…（G130101）。」K 諮商師在與級任教師會談時，也運用類似的策略，K 童在校經常情緒失

控，以致人際關係不良，級任教師相當困擾。因此當 K 諮商師在與 K 童和其家長會談後，他嘗試讓級

任老師瞭解，K 童在家庭中未能獲得紓解的情緒壓力。K 級任教師表示，透過與駐校諮商師的會談，「幫

助我瞭解孩子在家裡發生什麼事，和弟弟的問題，我就可以比較理解他有些時候心情不好。」因為這

樣的理解，級任教師在處理 K 童的問題時，「我會先思考這孩子行為背後是不是有什麼原因

（K411105）」，也因此更能包容。訪談時，K 級任教師就提及「他才二年級，年紀小，行為可以慢慢改

善（K411105）。」 
至於與家長的部份，在九位與家長合作的駐校諮商師中，有五位提及自己的一部分工作是幫助家

長了解孩子的想法或心理需求、「聽孩子心裡的感覺（E117210）」。例如，E 諮商師提到她藉由邀請家

長與兒童一起進入諮商室幫助家長從旁了解孩子的內在世界，她說：「我和 E 童討論生活中的壓力源，

媽媽在旁邊聽到覺得很訝異，結束後偷偷跟我講：這些是孩子從小到大學習的才藝，我想她不知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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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變成孩子的壓力…我跟孩子的工作是透明的，藉著透明讓媽媽知道孩子在想什麼（E121210）。」而

家長也恰好提到駐校諮商師這部分的工作如何促進其覺察，E 家長表示：「有時候雖然是自己的小孩，

但是對她的思考方式仍不是很理解，透過這個諮商以後，我從中發現，原來我小孩子的思考方式是這

樣的（E30110）。」這樣的覺察也幫助家長改變了他們對受輔兒童的溝通態度。 
在「適度的支持/鼓勵和賦能生態系統的對象」方面，駐校諮商師與學校系統的工作屬性是「典型」

的，而與家長的工作屬性則是「變異」的。在與級任教師合作時，D 諮商師的經驗是「儘量去 empower
導師（D135001）」。她表示，她可以同理級任教師面對一個班級、三十幾位兒童的困難，因此當她與級

任教師會談時，她盡可能表達支持：「我的工作一方面就是支持 D 級任教師、肯定她，然後可能也會提

供她一些建議，我會對她說明我對孩子的觀察、評估，和她可能的需求，然後跟她討論，看她覺得可

不可行（D138001）」；L 諮商師在與級任教師會談時，提到她盡可能「給予情緒支持、協助 L 教師抒解

壓力，除了她與受輔兒童的部分之外，也讓她談談個人的情緒壓力（L110111）。」訪談 L 級任老師時，

她也談到和駐校諮商師的會談，讓她「感覺被支持（L403111）」。 
C 諮商師認為「最重要的是 empower 的過程（C121110）」。她指出自己進駐校園是要「幫忙解決問

題的（C121110）」，她讓自己「想辦法知道困難在哪裡，然後邀請大家一起正視困難，再一起思考接下

來我們可以做什麼以解決困難（C121110）。」A 諮商師則認為「大人（教師和家長）也是需要被鼓勵

的，他們也希望對孩子的努力能被看見，而我的工作就是 empower 他們所做的事情，希望他們已經做

得好的部份要繼續做下去（A134111）。」她認為駐校諮商師進駐校園就好像「抓方向盤…如果我們能

抓好方向盤，就會對孩子有幫助，而『empower 跟孩子工作的導師和輔導教師』就是一個對的方向

（A134111）。」 
在「與生態系統的對象建立共識、形成共通的輔導目標/策略」方面，駐校諮商師和學校系統的工

作反應屬性是「典型」的，至於與家長的部分則是「變異」。不論與家長或教師工作的駐校諮商師在瞭

解兒童問題並形成初步輔導目標之後，皆會依據現實條件，分別向級任教師、學校輔導人員、半專業

輔導人員或家長尋求支持與協助，並透過與他們的個別會談或團體會談的方式，形成共識或共通的輔

導目標，一起合作輔導兒童。其中，八位與教師工作的駐校諮商師，有六位提到向級任教師或學校系

統工作尋求合作、主動溝通、建立具共識的輔導目標，是他們優先考量的作法。例如Ａ諮商師表示：「在

我感受到 A 教師的合作和信任後，我點出 A 童對教師的抗拒，在教師的邀請下，我開始給些建議，我

建議他與 A 童建立關係、給予一些個人的肯定…我們要鼓勵兒童，可以為自己的權益說話，但不用欺

負人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A19111）。」A 諮商師表示她這樣的建議得到 A 級任教師的迴響與接受。

她在方案結束前追蹤輔導兒童時，A 級任教師還特別告訴她：「這一次，我決定不要太早介入 A 童與同

學的事件，我讓他可以表達他的情緒，結果我發現他和我的關係比較改善（A18111）。」 
另外，F 諮商師也表示在其原先的諮商規劃中，本想邀請 F 家長參與 F 童的會談，但卻遭遇到家

長的拒絕。事後，她發現在輔導室的協助下，學校已有許多資源正在幫助 F 童，包括輔導教師、級任

教師、義工媽媽等等，這讓她擔心當各種資源一起介入時，可能容易出現多頭馬車的狀況。因此她提

及：「我知道大家對這孩子會有不同的想法，但我覺得要輔導這個孩子必須要有共識，除了眾人的關心

和接納外，對他的輔導目標，也就是要求和期待，必須是一致的（F110101）。」於是，F 諮商師便積極

尋求與輔導室人員的合作，透過個案研討會，邀請學校級任教師、學校輔導人員和協助案主課業輔導

的義工媽媽一起開會、凝聚共識、建立共同輔導目標。F 教師就提到這樣的策略對他及學校團隊的幫助，

他覺得這樣的工作「給我一個方向如何去幫助兒童（F405101）」。在訪談中，不僅 F 諮商師注意到「當

老師有新的措施時，F 童的情緒和反應變得不一樣，多了點積極性（F113101）」，F 級任教師也提到這

樣的協助幫兒童「慢慢的從封閉的狀態出來（F406101）…有問題會開始求救（F407101）。」 
不過只有二位與家長工作的駐校諮商師提及需「與家長建立共識，形成共通輔導目標」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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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J 諮商師在與受輔兒童家長工作時，除收集受輔兒童的生活資料與問題發展史之外，並與家長一

起討論受輔兒童的初步輔導策略。她表示：「我跟媽媽講，我們可以一起來努力…在當下，我還跟家長

討論到輔導 J 童的一個初步的策略（J110101）。」J 家長於受訪時也表示：「我蠻肯定這位諮商老師

（J311101）。」她說：「諮商師給我的孩子機會成長，然後我給孩子讚美，所以那陣子他表現得非常好

（J312101）。」 
此外，八位與級任教師合作的駐校諮商師，其中六位會針對兒童的需要，與其級任教師發展進一

步的分工合作機制、形成團隊，共同協助受輔兒童。以 G 諮商師與學校級任教師的合作模式為例，她

每週均利用時間協助 G 級任教師了解兒童的心理需求，並與他討論學習輔導或寄養家庭可以協助的部

分，如此分工合作下來，對受輔兒童的心理和學習適應有相當大的建樹。她說：「G 級任教師都會來大

約談二十分鐘至半個小時，她（G 級任教師）也會把孩子在教室裡的狀況，或是和寄養媽媽談話過程

時的一些資訊告訴我，我覺得這個部份基本上是蠻正向的，我可以瞭解其心理適應的進步狀況…而我

也會把這孩子在學習上的需求告訴 G 級任教師，所以在這個過程裡，級任教師就會不斷的做一些事情，

包括利用下課時間幫忙孩子的數學…（G105101）。」在訪問 G 級任教師時，她也提到與駐校諮商師共

同討論、分工合作對她在協助受輔兒童班級適應上的幫助：「諮商師曾經給我建議：包括多鼓勵 G 童，

讓她有那種在全班面前的榮譽感，這是我在班級上可以做到的，因此，我運用一些策略讓 G 童可以很

快的喜歡這個環境，讓她得到了內心那種自尊方面的需求（G409101）。」 
在「以同理和尊重的態度與生態系統的對象工作」方面，駐校諮商師與家長的工作屬性是「典型」

的，但與學校系統則是「變異」的。有六位與家長工作的駐校諮商師提及在面對家長時，她們必須面

對家長：「來的時候是有一點焦慮的、感覺防衛心滿重的…（B111111）」、「家長談到孩子在學校出了這

麼多狀況時，表示她覺得非常丟臉，也感到很多的情緒和無助（A108111）」。因此這些駐校諮商師指出

她們在面對家長時，態度上是「沒有試著去糾正他，而是跟他『討論』…（B112111）」、「我說我們可

以一起來努力，我是『邀請』家長一起來努力（J110010）」、以及「我盡量去『同理』這位母親的苦惱…

同理她不知所措的困境…（A108111）」。A 諮商師就指出：「當我們能同理與尊重家長，我覺得母親就

較能信任我，也願意和我合作…（A108111）。」 
至於與學校教師工作時，有兩位諮商師主動提及同理和尊重態度的重要。進一步分析資料發現，

這兩位級任教師的共同點在於他們均遭遇與兒童工作的瓶頸，包括得不到家長的支持，在工作上感到

相當無力。因此，與這兩位教師工作的駐校諮商師便把工作焦點放在優先同理他們現有的困難，以利

後續關係的建立與合作。其中 A 諮商師強調：「我抱定的想法是，我不是去指控教師的輔導缺失，而是

想要去跟她合作。我覺得我如果有辦法改變她對孩子的印象，並與她建立比較好的關係，我就有機會

影響她一起來幫忙這個孩子，因此，我覺得態度是重要的，要讓教師覺得被同理、被尊重…（A113111）。」 
在「促使生態系統對象的覺察和改變」方面，駐校諮商師與家長的合作是「典型」的，而與級任

教師工作時，僅一位駐校諮商師提到。九位與家長合作的駐校諮商師，則有七位主動提及與家長會談

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是促進家長覺察或改變與子女互動的方式或態度，因為「孩子基本上大多數的時

間是跟家長、以及跟學校相處，如果不在家長或是學校做些鬆動，我覺得可能事倍功半，所以，我覺

得需要一個整體性的合作（C120110）」，所以 C 諮商師即運用親子諮商的模式來達到生態系統對象的覺

察與改變。她表示，這樣的策略讓家長在參與諮商的過程中，可以藉由觀察駐校諮商師與受輔兒童的

互動，思考或覺察自己與子女溝通上可能的盲點。此外，透過親子活動的進行，駐校諮商師也可以觀

察到家長與子女的互動問題，並藉此與家長討論。C 諮商師表示「在畫畫時，我其實有三、四次問 C
童要不要請媽媽跟她一起畫，結果 C 童完全沒有反應（C104110）。」之後，Ｃ諮商師單獨與 C 母討論

她從這個事件中所觀察到的親子互動問題。有趣的是，在本研究與 C 母的訪談中，C 母也同樣提到：「當

諮商師要女兒畫我的手，我看到我女兒說好、但沒有動作，而我居然也沒有動作，那時候我看到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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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內心是有距離的、很長的距離（C301110）。」C 母揭露：「我覺得關鍵在我，我應該要學習更大的

耐心，我發現我的標準比較高…帶這個小孩沒有成就感，讓我覺得很沮喪、很挫折。但經過六次的心

理諮商，我才有機會去反省，因此我覺得對家長的幫助是蠻大的（C303111）。」在這個案例中，不僅

家長自陳有所轉變，兒童的圖畫中似乎也反映媽媽的改變，C 諮商師注意到：「有一次她畫了以前的媽

媽和現在的媽媽，可以看到很大的改變。她說，以前媽媽都很醜，現在媽媽比較會笑（C09110）。」 
另外，B 諮商師也提到她的案主是位低年級的兒童，「孩子第一天來的時候，就給我看他手上的傷

痕，是被他爸爸打的…（B112111）。」B 諮商師理解到兒童父親有管教不當的問題。於是，她試著與 B
童的父親工作、同理父親教養上的困難，但也讓 B 父思考：「責打是希望孩子在行為上有所改變，但似

乎這樣的方法並沒有達到效果（B112111）。」B 諮商師協助 B 父理解這樣的方式只會讓孩子遠離他，

並建議 B 父改用「剝奪娛樂時間」的方式代替處罰，此舉不僅回應兒童的需求，也讓 B 父找到替代方

案。本研究在與 B 父訪談時，他表示：「自從和諮商師談過之後，幾乎沒有再打過小孩（B302111）。」

B 童也表示自己的問題得到回應：「以前爸爸會打我，現在不會了（B205111）。」 
總之，從資料分析當中，本研究發現，十二組駐校諮商師儘管學派取向不同，資歷亦各異，但他

們進駐國小校園後均發展出與兒童的生態系統合作的諮商工作策略；也就是除與兒童的工作外，他們

密切地與家長、級任教師、學校輔導人員或學校的義工們合作，透過與他們的互動，蒐集兒童問題行

為的相關資訊、瞭解兒童問題行為和成因，並以同理和尊重的態度化解他們的可能疑慮，進而爭取其

信賴與合作；此外，工作過程中，駐校諮商師有技巧地促使這些生態系統的對象覺察和改變他們與兒

童既有卻不健康的互動模式，同時發展出共同的諮商目標，並透過分工合作的機制，協助受輔兒童改

變與成長。 
值得注意的是，駐校諮商師在與生態系統的家長和級任教師工作時，除了共通的「典型」介入策

略—蒐集與兒童問題行為相關的資訊外，其他「典型」工作策略則不盡相同。概括而言，駐校諮商師

與級任教師工作時，較傾向於對級任教師表達肯定、賦能與尋求合作，同時有意圖的協助教師瞭解兒

童的需求、與教師形成共識、並提供輔導介入策略的建議等；至於在與家長工作時，則特別注重以同

理和尊重的態度與家長工作，以及促進家長的覺察和改變。這樣的結果顯示：駐校諮商師在與不同的

生態系統工作時，雖形式略同，但因應工作對象的不同，其所採取的有效諮商介入策略似有差異。 

三、駐校諮商師國小校園服務的典型諮商工作型態 

本部分結果係將本研究駐校諮商師與國小受輔兒童及其生態系統工作中屬於「全體」和「典型」

的有效諮商策略加以整合，並參考本研究原始訪談資料，編寫成駐校諮商師與兒童及其生態系統工作

之基本歷程，以具體呈現駐校諮商師進駐國小校園時的典型諮商工作策略與型態。值得注意的是，為

考慮閱讀本節的流暢性，研究者以一組包含受輔兒童、家長和教師為工作對象的虛擬案例作為撰寫本

節的主要架構，並將研究中屬於「全體」和「典型」的有效諮商策略的研究結果加以整合進來撰寫，

因此駐校諮商師實際工作時，不必然包含或受限於這些對象；同時每位駐校諮商師工作歷程也不盡然

完全依據此程序進行。 
本研究發現：接受駐校諮商師服務之受輔兒童，係因較嚴重之學校適應困擾（如外向性行為問題、

人際關係問題），經級任教師在取得家長同意書後，轉介至輔導室申請使用駐校諮商師的服務。駐校諮

商師在收到輔導室的轉介單後，通常會先與級任教師進行電話聯繫，瞭解受輔兒童在校的行為問題及

其對諮商服務的期待與疑惑，並予以適度的澄清與說明。受輔兒童主要由輔導室人員或其家長（通常

是母親）陪同前來諮商。諮商師在與家長會談時，會告知家長關於該方案的服務方式以及諮商時間的

長度和限制，並根據晤談需要，邀請家長參與日後會談，一起幫助兒童。 
在與兒童會談時，駐校諮商師通常會先藉由許多活動和遊戲與受輔兒童建立關係、瞭解兒童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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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同時也會透過與家長、教師會談，蒐集該兒童的家庭和學校生活資訊。隨著與兒童或其生態系統

工作歷程，駐校諮商師會逐步形成對兒童行為問題之評估，內容包括對兒童的認知能力、人際關係的

評估，以及可能形成兒童問題的因素等等。根據這些初步評估結果，駐校諮商師會擬定其諮商工作策

略。主要作法除與受輔兒童工作外，也會納入與兒童生態系統（通常是母親或/和級任教師）的合作。 
在與級任教師工作時，駐校諮商師通常會積極與級任教師建立關係、肯定他們對兒童輔導工作的

付出與價值，並邀請級任教師分享他/她所觀察到的受輔兒童行為問題，以及曾採用的輔導策略等等。

當級任教師談到他/她的各種介入時，駐校諮商師也會適時尋求具體事蹟，表達對級任教師正向輔導策

略的欣賞與肯定。駐校諮商師通常也會針對這些輔導策略的適用性與不適切性提供回饋，並協助級任

教師瞭解受輔兒童內在的心理機轉和需求。此外，在與級任教師建立起信賴關係後，駐校諮商師也會

提供對受輔兒童行為問題的評估，並與級任教師討論可行的輔導目標與策略，然後與他們一起分工與

合作（例如諮商師表明自己可在晤談室分擔哪些諮商工作、教師可以在教室內進行哪些行為的增強與

消弱策略、有時也會談論如何與家長工作的策略等等）。 
至於與受輔兒童家長（通常是母親）的會談過程，似乎與教師的工作略有不同。首先，駐校諮商

師會邀請家長談論子女被轉介的心情、瞭解受輔兒童在家生活狀況和他/她個人對兒童問題的理解等

等。如果受輔兒童的家長出現緊張、焦慮狀況時（例如一再說明自己是如何努力的管教兒童行為），此

時駐校諮商師會儘可能表達理解、同理家長面對兒童教養的困難與努力。當駐校諮商師瞭解家長對於

兒童的期待與教養方式後，會注意以不批判的態度、嘗試肯定家長對於教養所做的努力與用心，據以

協助家長卸除心防、建立關係。晤談過程中，駐校諮商師有技巧地透過諮詢或親子諮商的方式，協助

家長覺察其教養上的盲點，並瞭解家庭動力關係對兒童問題行為的可能負向影響，以促使家長改變家

庭教養態度。此外，駐校諮商師也對家長說明他/她對兒童問題的評估，並且提供建議，幫助家長改變

既有、但不健康的親子互動方式，進而幫助受輔兒童的適應與成長。 
在整個諮商歷程中，駐校諮商師除了固定與受輔兒童工作外，每隔一段時間也邀請家長進行會談，

並不定期與級任教師或輔導室教師聯繫，討論受輔兒童在校行為的發展與改變，以瞭解諮商介入策略

對受輔兒童的可能影響與成效。此外，他/她也不斷的肯定級任教師與家長的用心，特別是他們的努力

與願意嘗試，包括他們對兒童舊行為所產生的新理解、正向回應、或對兒童些微進步的覺察等等。由

於駐校諮商師駐校方案有服務次數的限制（以五次為原則），因此在受輔兒童服務次數結束後，駐校諮

商師仍不定期持續追蹤兒童的進展或運用學校資源（如認輔志工）持續協助受輔兒童，以維繫諮商成

效。 
整體而言，從駐校諮商師與受輔兒童工作的「成功」經驗中，本研究發現到，進入國小工作的駐

校諮商師，除了必須與受輔兒童工作外，也必須與兒童生態系統（包括家長和級任教師）合作。在與

受輔兒童工作時，有效的諮商工作策略在於運用可引發兒童興趣的遊戲和活動與他們建立關係、蒐集

資料、進行行為問題的評估，爾後的諮商策略在於透過同理、瞭解的態度，協助兒童表達其內在的情

緒、壓力及需求；並且運用正面的鼓勵、支持、賦能來協助兒童看到自己的優點和力量等等作法，達

到協助兒童改變與成長。至於在與生態系統工作時，與家長有效的策略較傾向以同理與尊重的態度、

促進家長的覺察和改變；而與級任教師工作的策略則較重視以支持/鼓勵和賦能教師、以及與教師發展

合作分工策略等等。 

 

討 論 與 建 議 

本研究發現駐校諮商師進駐國小校園的工作策略，不僅需要具有與受輔兒童工作的策略，同時亦

需具備能與受輔兒童生態系統的重要他人（教師與家長）一起工作的策略。在與受輔兒童工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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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諮商師與受輔兒童工作的有效策略皆以「投其所好、建立關係」開始，顯示「關係」乃是一切諮

商與心理輔導工作的開始。此外，多數駐校諮商師認為的有效策略尚包括「對兒童行為或適應問題的

評估與診斷」、「協助兒童表達情緒、困擾和需求」、「賦能或鼓勵兒童正向的行為」、「與兒童討論其問

題行為與可行的改善策略」和「尊重兒童的自主能力」等。值得注意的是，駐校諮商師與受輔兒童工

作時，多運用能引發兒童興趣的遊戲或活動來輔助諮商歷程，顯示與受輔兒童工作時，活動與遊戲的

諮商策略仍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除與受輔兒童工作之外，本研究也發現：駐校諮商師不論其所受的訓練或背景、與兒童工作的歷

史、或從事諮商的經驗長短，他們進駐國小校園所發展出的成功諮商工作型態，均將兒童的生態系統

納入，達到共同協助兒童改變的工作方式。如同與受輔兒童工作一般，與兒童生態系統對象工作也重

視「關係」的建立；同時，普遍被駐校諮商師認為與兒童生態系統工作的有效策略，包括「尋求生態

系統對象的合作」、「協助生態系統的對象瞭解兒童的心理與需求」、「適度的支持/鼓勵和賦能生態系統

的對象」、「與生態系統的對象建立共同的輔導目標/策略」、「以同理和尊重的態度與生態系統的對象工

作」、以及「促使生態系統對象的覺察和改變」等六項，其焦點主要著眼在如何與生態系統的對象發展

出可以被對方信賴與合作的關係，進而對他們的改變產生正向的影響與幫助。 
綜合本研究發現顯示，無論面對受輔兒童或兒童生態系統的對象，諮商者的態度是被強調的。針

對不同的對象，這些被提及的諮商師態度主要包括「同理」、「尊重」、「支持 /鼓勵」與「賦能

（empowerment）」等等。這樣的發展很可能與受輔兒童來談的特性有關。因為前來接受諮商服務的受

輔兒童，係由教師或學校輔導室轉介而來，可能因此導致受輔兒童、家長、甚至是教師來談時，容易

伴隨著不安、焦慮、防衛、與無助…等等心情，也就讓駐校諮商師更感受到「同理」、「尊重」、「支持/
鼓勵」與「賦能」等態度的重要。研究結果也發現，這樣的態度具有破冰效應，讓駐校諮商師與受輔

兒童以及其生態系統的重要他人放下焦慮與防衛，達成關係建立，進而發展合作與改變的意願。 
整體而言，本研究的發現凸顯諮商心理師進駐國小校園的諮商工作策略，已不同於傳統所熟知的

自願個案來談方式，不僅僅需要考量到個案被轉介的特性、重視兒童心理發展的特性，同時亦需思考

如何兼顧與兒童生態系統的重要他人一起工作的作法，以彰顯諮商成效。也就是說，駐校諮商師進入

國小校園的工作模式，是一種外來專業者進入校園協助學校輔導室處理學童問題，同時也是將兒童以

及其生態系統重要他人視為一體、一起工作的生態諮商工作型態，因此在諮商介入時，常需掌握系統

以及整合性的觀點，而非僅著眼於任何單一對象的諮商方式。例如，本研究發現，駐校諮商師於晤談

初期，對兒童行為或適應問題進行評估與診斷時，資料的來源不僅來自受輔兒童、也來自家長與教師；

所發展的診斷與介入策略，不僅用於對兒童問題介入策略之發展，也作為與兒童生態系統重要他人溝

通、獲得他們的專業信賴與合作的策略之一。這樣的發現不但支持國內過去研究認為兒童諮商工作要

重視兒童本身的特性（王麗斐、王文秀、羅明華，民 87；王麗斐，民 91），也呼應了 Green & Keys（2001）

所提出「心理與生態系統觀（psychological and systematic-ecological perspective）」、Bronfenbrenner 
(1979,1989)著重的「當事人脈絡」（self-in-context）生態觀、以及 Henggeler（1999）的多元系統取向觀

（multi-systematic approach）。更重要的是，本研究更進一步具體整理出有效的生態諮商策略，對於未

來提升駐校諮商師進駐國小校園的諮商效能，將有較具體的貢獻。 
此外，本研究亦發現這些諮商策略所發揮的效應，不但幫助了兒童、也對家長與教師產生正向的

效果，讓諮商效能發揮更廣大的影響。本研究發現，九位參與本研究訪談之家長除肯定駐校諮商師對

兒童的幫助外，更認為駐校諮商師同時幫助他們自我成長與提升其親職能力。約有五位駐校諮商師在

訪談過程中也表達「跟家長合作的部份」是促使個案諮商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這項結果亦與美國「駐

校心理健康方案」的相關研究結果相似（Vanderbleek，2004），顯示當國小個案使用「駐校心理健康服

務方案」時，「家長參與」是其服務效能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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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所有受訪的級任教師也多肯定駐校諮商師對其瞭解兒童心理、自我成長、以及學生輔導的

專業有幫助。雖然，過去文獻對於諮商心理師與學校級任教師合作的部分鮮有著墨，但就本研究發現

看來，駐校諮商師與級任教師的合作，不但讓兒童問題改善的效能加速而有效，也影響教師本身的自

我與專業成長，十分值得未來研究繼續探討。 
雖然本研究發現與生態系統合作的重要性，然而，本研究也發現駐校諮商師在與生態系統的家長

和級任教師工作時，其典型工作策略似乎有所差異。從本研究結果看來，駐校諮商師在與家長工作時

似乎偏向於「短期諮商」，視家長為「受諮者」，除了以同理和尊重的態度建立關係外，目標在促進家

長的覺察和改變；而與級任教師工作時，則傾向「諮詢」或「合作」，除促使級任教師的自我覺察外，

更將其視為「夥伴」關係，其工作目標在尋求與教師共同合作，以提供受輔兒童所需要的正向生態環

境。由於此一研究發現尚屬首例，再加上這樣的研究發現，並非本研究原先規劃所欲探究的目的之一，

因此在研究設計上自然未特別針對此二者間差異進行較完整的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不過此一研究發

現，提醒未來研究需注意到駐校諮商師與生態系統的工作模式，可能會受到工作對象的不同，而採取

不同的諮商策略，亦值得未來研究或諮商實務工作者做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 
綜合以上的研究發現，對於諮商心理師進駐國小校園的工作，本研究提供以下的建議： 

一、在諮商實務工作上，宜聘任能與兒童工作，同時也能與兒童生態系統工作的諮商心理師

服務國小校園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進駐國小校園的諮商心理師必須具備與兒童諮商的特殊知能。本研究發現

全體駐校諮商師認為在與兒童工作的有效策略當中，最特殊、也最常被使用之技術乃是運用遊戲和活

動與兒童建立關係與蒐集資料。因此，對於有意進駐國小校園的諮商心理師，除對兒童有興趣之外，

宜具有如何與兒童遊戲、活動的技巧，以及理解兒童心理發展的相關理論。 
除上述之外，在本研究中許多駐校諮商師都感受到與國小兒童工作時，必須從其系統下手。因此，

瞭解兒童、家庭、學校和社區等生態系統是如何互動的，這樣的互動又是如何影響兒童的成長與適應，

將有助於駐校諮商師發展出能協助兒童改變的有效介入策略；同時，本研究亦發現，進入國小校園工

作的諮商心理師的一項重要角色與功能，乃是必須能與家庭和學校的系統工作，尤其是必須能夠在短

時間內獲得家長與教師的信賴與合作，同時又能對他們提供有效的諮詢。這些作法不但有利於改善兒

童的生態環境，加速受輔兒童的改變與成長，同時對參與的家長和教師也能產生正向的幫助與影響，

擴大駐校諮商師進駐國小校園的效能。 
由於心理諮商人員進駐中小學校園服務之計畫，目前已在全國各地展開，因此，若欲提升駐校諮

商師服務國小校園的效能，本研究建議未來在遴選駐校諮商師進駐國小校園時，宜優先聘任具有與兒

童以及其生態系統工作的特殊專業知能者擔任。 

二、在諮商心理師的養成上，宜開創能培養諮商心理師具有從事國小校園諮商的訓練環境與

訓練課程 

長久以來，國內諮商心理師的訓練係以「個體」諮商為主體，較著重於一般諮商理論與技術、心

理測驗、以及心理病理與衡鑑等等的學習，而較少培育他們具有與兒童工作的特殊專業知能，以及具

備生態觀的諮商與諮詢能力（王麗斐、趙曉美，民 94；林美珠、蔡憶萍、王麗斐，民 86；林美珠，民

89）。由於國小輔導工作是最經濟、也是最能發揮及早預防的心理諮商工作，這與諮商心理學的哲學觀

十分吻合，再加上諮商心理師進駐中小學校園服務的機會日益增加，因此思考如何開創出能培育進駐

中小學校園工作的諮商心理師的養成課程與培育環境，恐怕將是諮商教育工作者值得努力、也是刻不

容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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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目前國內諮商心理師培訓的環境，並不利於培育出能從事國小校園服務之駐校諮商師，例

如，諮商心理師證照的報考資格中要求一年的全職實習，但絕大多數的全職諮商實習機構為大專院校

與醫院，能符合全職實習機構的中小學可謂是微乎其微。雖然，這樣的現況是受限於國小輔導工作專

業性不足所致；然而，在「雞生蛋、蛋生雞」的循環下，很容易阻礙諮商心理師在養成教育的過程中，

培育出具有從事國小校園服務專長之諮商心理師（曹中瑋，民 92）。 
因此，本研究建議國內培育諮商心理師之相關系所，宜正視此一問題，並研擬適當的策略讓諮商

心理師在培訓階段，即有機會培養與兒童工作的專業知能（如開設與兒童諮商、生態諮商、與諮詢等

相關之培訓課程），同時提供具督導的國小諮商實務實習機會，以利其培養能勝任國小校園諮商專業服

務之專長。 

三、在未來的研究上，宜廣泛探究適用於國小校園的諮商心理師工作模式 

雖然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輔兒童、家長以及學校的級任教師皆對駐校諮商師的服務效能持正向而

肯定的態度，不過駐校諮商師從事國小校園服務的工作模式，在國內仍屬試驗的階段，未來仍須繼續

深入探究。誠如參與本研究的兩位駐校諮商師所提到：「我剛開始的時候也有點擔心…不知道諮商師可

發揮的功能是什麼…（B129111）」、「學校的需求很多…彼此一開始都不清楚會是怎麼運作，其實我們

雙方都是在摸索…（D110001）」。因此，未來除持續評估諮商心理師進駐國小校園的效益、提供具有實

證效能（evidence-based）的評估研究是有必要的。此外，繼續探討國小駐校諮商師所需具備的特定專

業知能、以及如何與學校系統合作的具體作法…等等，也是未來值得從事的研究。 
其次，本研究顯示，有效能的國小駐校諮商師必須具有能與家長和級任教師諮詢與合作的能力。

林美珠（民 92）的研究也指出對家長諮詢是國小輔導工作當中最需要加強的一環。然而，本研究也觀

察到，國內關於諮詢理論的建構與相關研究是缺乏的。特別是，目前來自西方的諮詢理論與實務的教

導，均將對教師與家長的諮詢工作視為一體，甚少針對教師與家長不同的身份，發展出各種適合其立

場之諮詢理論與技術。由於本研究隱約發現其間的差異，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能進一步具體探究出與教

師以及家長進行諮詢工作的異同，以利發展出適合本土、更有效能的學校諮詢理論與技術。 
此外，本研究主要聚焦於駐校諮商師成功經驗的探討，期待藉由對他們成功經驗的研究，探究出

適用於駐校諮商師的有效工作策略。基於首次探索研究的特性，本研究僅聚焦在駐校諮商師與特定成

功案例的諮商歷程進行研究，並未針對駐校諮商師進入學校時，其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如何突破困境的

策略進行深入訪談；亦未針對駐校諮商師如何與學校整個生態系統（如行政單位）合作進行研究。由

於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有位駐校諮商師在輔導室的協助下，透過整合校內資源進行輔導，結果

發揮更大的效果；另外，也有兩位駐校諮商師運用校內輔導義工的幫助，在試辦方案結束後，協助受

輔兒童持續獲得協助。類似這種與學校輔導室、以及校內生態資源緊密合作的研究，均值得未來研究

繼續探究。還有，此一研究係以國內首次引進駐校諮商師之臺北市國小為研究範疇，這樣的研究結果

是否適用於臺北市以外的地區，是否可能因城鄉差異而發展出其他特殊性的諮商策略，亦有待繼續探

討。 
再者，本研究係採用質化的發現式研究瞭解駐校諮商師服務國小學童的有效介入策略。這些有效

介入策略的資料獲得，係來自於研究參與者根據其主觀經驗所得，雖內容豐富、極具參考價值，不過

尚未透過實徵量化資料檢驗其客觀成效。因此，後續研究如能根據這些研究發現，進一步透過實驗或

準實驗法，具體檢測這些介入策略的諮商成效，相信對我國未來諮商教育的發展以及諮商實務品質的

提升，均能提供更具體的貢獻與價值。 
最後，由於本研究係首次針對諮商師的諮商介入策略效能進行探索性研究，因此在原先訪談設計

時，為期望讓所有研究參與者能暢所欲言、蒐集到最廣之資料，同時避免受到研究心向之干擾，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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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校諮商師及其受輔對象的訪談係採取分別獨立進行的半結構式訪談，並未將諮商師訪談分析後的結

果，一一與受輔對象（受輔兒童、教師、家長）核對與澄清，這樣的設計也造成受輔對象之資料僅能

作為輔助性的資料，無法在本研究中發揮「效度」的檢驗角色，實為本研究之限制。不過基於本研究

之主要目的是針對駐校諮商師有效介入策略進行探索性研究，同時又是國內首次在這方面的研究，未

來研究可建基於本研究之發現，以量化設計來探討駐校諮商師的這些諮商策略對受輔兒童、家長或級

任教師的諮商效能；同時也可嘗試在訪談設計中，先針對駐校諮商師介入策略進行分析，再運用分析

後的結果，對受輔兒童或生態系統的其他對象進行訪談的核對與澄清，達到效度檢驗之目的。總之，

本研究雖有初步顯著的成效，但因屬初次研究成果，許多細節仍有待未來研究繼續探討。整體而言，

無論對於諮商心理師或者對於國小校園而言，諮商心理師進駐國小校園與兒童及其生態系統工作的型

態尚處於學步階段，非常需要更多有興趣的諮商實務工作者和研究者共同參與，以豐富這塊處女地、

嘉惠更多學童與其家庭以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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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urrent investigation was to explore effective counseling strategies for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working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s for extende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 total of 37 participants including 12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1 male and 11 females,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range from 6 to 14 yrs) and 25 
‘clients’ (8 child-clients, 9 parents, and 8 school teachers) voluntarily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Data was 
collected by individual in-depth interview and analyzed by using the consensual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cedure.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working in elementary schools tended to be more 
effective whe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was incorporate in their counseling frameworks. Parents and teachers 
were key resource persons to include in the services. Activities (e.g., story telling, drawing, etc.) and play were 
effective strategies with child-clients for building rapport, obtaining information, developing assessment, as 
well as conducting treatments. Effective strategies working with parents and teachers included seeking 
cooperation, empowering and supportive, developing unanimous counseling goals, and facilitating their 
awareness and change. The results also revealed that all participants, including the child-cli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reported to have received positive benefits through counseling services. Detail result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mplementation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Consensus Qualitative Research, Counseling Process and Outcom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Elementary School Counseling, Extende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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