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

議題結論報告

計畫名稱：輔導教師的生存之道—— 直擊校園輔導現場

討論主題：校內心理健康面向（校內評估與輔導能量）

討論議題：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權益與專業成長訓練。

辦理時間：111年 3月 6日（星期日）

辦理地點：五里聯合活動中心 （地址：台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155-1號）

1、 議題現況：專任輔導教師的工作困境

(1) 輔導教師的角色定位模糊
a. 行政業務比重高
專輔教師隸屬於輔導室，容易被視為辦公室幹事，協助許多行政庶務

（文書工作、活動人力支援等等）。專輔教師欲推動發展性輔導工作時，

與輔導組長的工作難以劃分清楚，形成以學校次文化為重的團隊運作

模式，專輔教師為了維繫處室和諧，而承擔許多行政業務，卻未獲相關

加給津貼。

b. 跨處室缺乏分工合作
專輔教師容易被誤解為二級輔導學生的校內監護人，被期待統籌學生的

校內事務，如出勤紀錄、成績評比等，將原本分別屬於學務處（包含導

師）或教務處的學生業務轉嫁予輔導室專輔教師。

(2) 校園對輔導工作的支持度不足
a. 缺乏對專輔教師的專業信任
輔導歷程難在短期見效，一般教師在轉介學生時會期待負向行為馬上消

失，並以結果論來判斷輔導效用。輔導教師的專業評估和處遇因此受到

挑戰，出席個案會議時，被行政主管視為「執行會議決策」的工作者，而

非專業代表。

b. 行政主管缺乏輔導知能
國中小的輔導主任不需要由輔導背景教師擔任，容易強化上一點的情況

，難以支持專輔教師的專業性。當專輔教師自主性推動輔導業務時，也

會遇到被主管視為非必要性工作（非屬法定要求內涵），而不被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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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硬體空間資源缺乏
各校諮商室設置的情況不一，校園空間未規劃符合標準的晤談空間，

使個案工作缺乏保密性。

2、 結論與建議

(1) 專輔教師接案次數標準

每學期專輔教師的個別晤談受到最低次數之檢核，但未說明服務量超標

時的因應。專輔教師面臨工作超負荷，卻未獲得相對應的補償，建議專輔

教師的接案次數應比照教學教師基本鐘點設置區間標準，並設立相關加

給津貼。

(2) 督導制度法制化

《學生輔導法》第14條規範各級主管機關應妥善規劃專業培訓管道。個案
工作之督導為一線專輔教師專業成長的主要方式，目前專輔教師督導來

自各縣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經費方案，以團體督導、一學期約四次等型

態運作。建議教育部應設定明確的督導辦法，如督導型態、督導者資格、

督導人數比例及專輔教師受督導之次數等等。

目前「教學輔導教師」的制度已明確，涵括甄選、儲訓等層面，輔導工作中

的「督導」如同專輔教師的教學輔導教師。目前各縣市聘用的督導以實務

心理師、大學教授為大宗，缺乏熟悉學校系統的督導者，故培養

一線專輔教師成為專輔教師督導將是未來督導制度發展之方向，建議可

以納入教師專業發展制度之中。

(3) 培力一般教師的輔導知能

在專輔教師推動輔導工作的歷程，發展性輔導佔了關鍵的角色，《學生輔

導法》第18條輔導工作的評鑑要求應該更著墨在影響百分之八十學生的初
級輔導上，確定學校落實法定輔導知能研習（性別平等教育、生命教育）、

三級輔導轉介制度等。

針對輔導工作團隊成員的教育訓練，除了採用演講式課程，可以規劃焦點

團體的形式，到校賦能行政團體，提升《學生輔導法》第14條所規範之輔導
知能在職進修效益。

(4) 盤點各學校輔導工作場所設置

許多專輔教師面臨工作空間的不完善，服務學校未規劃獨立的個別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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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及團體輔導室。建議縣市教育局應該遵循《學生輔導法》第16條之場地
設置要求，督導學校參照《學校輔導工作場所設置基準》，規劃符合「應具

隱密性與隔音效果，且合計不得小於十平方公尺」的輔導工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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