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 

議題結論報告 

計畫名稱：心理健康 OK繃 

討論主題：高中心理健康相關正式與配套措施之研議 

討論議題：高中心理健康相關正式與配套措施之研議 

辦理時間：111年 3月 20日（星期日） 

辦理地點：77 O.M.G. SPACE活動空間（104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77號） 

一、 現況或問題 

(一) 高中校內輔導室資源現況及困境（輔導資源） 

1、 一般諮商晤談流程時間大多需要 5~6週，但是實際上每位

學生每學期可使用的預約時間可能只有 1~2週，導致校內

輔導資源不僅難以解決學生之心理困境，同時也可能反應

了校內專業輔導人員不足、輔導人員之留任問題、輔導師

生比高低等困境。 

2、 現行高中的確有安排輔導室、專輔教師與輔導專業課程，

但是教學現場經常出現輔導資源之排擠現象，例如經常被

借課拿去考考試，導致學生難以接觸或是實際運用到輔導

資源。 

3、 絕大多數高中內所建置之輔導室，非常歡迎學生前來晤談

與使用相關資源，但是學生可能擔心自己的情況被通報，

或是對於輔導室內基於保護學生安全所設立之規範，例如

報密條約、一對一諮商等，因為過往沒有接觸過而感到陌

生、擔心，因此抗拒接收輔導室所提供之資源。 

(二) 高中校內教師、行政資源現況及困境（學校與政策） 

1、 一般高中內對於學生的要求多注重在未來升學與職涯發

展，鮮少在意學生的個人心理素質與心理健康，連帶讓校



園內產生「未來升學與職涯＞心理健康」的氛圍，大大降

低學生使用輔導資源之意願。 

2、 一般學校及教師考核時，多注重該校學生之升學與未來職

涯發展，並不鼓勵教師處理與關注學生之心理健康，而這

可能導致校內老師產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心態。 

另外，若是通報過多個案，更可能造成該校成為未來地方

輔導與關注重點學校，而讓學校備感壓力，同時也可能造

成該校或該名教師被貼標籤，進而影響學校招生與該名教

師未來之職涯發展。種種因素都可能導致校內教師不鼓勵

與主動關懷學生之心理健康。 

3、 部分高中教師對於心理健康之知能理解低落甚至不足，即

便已有安排與規劃相關知能研習，但是研習內容與時數長

短卻可能影響教師對於對心理健康的觀點與觀感，例如長

時間的研習可能讓教師反感；過分淺薄之內容可能造成誤

解等狀況。 

同時，不同教師間所受專業訓練之時間、脈絡不同，也可

能導致不同教師對於心理健康、學生心理輔導之觀點落

差。 

4、 課綱委員之組成有不同的時間與專業考量，然而不一定所

有委員對於教學現場及實務面都有相似並符合教學現場之

理解與情境。導致政策規劃與設計可能發生不符合現有與

當代高中生所需之情形，在治療大於預防而非預防大於治

療的規劃面向中，課綱多注重情緒、狀況發生後，而非狀

況發生前，這可能導致學生難以覺察與釐清自身情緒產生

原因。 

(三) 高中生對於心理健康與輔導體制之認知（學生本身） 

1、 多數高中校內推崇升學至上主義，親師座談也多關注在學

業或是升學利害分析，而非學生個人認知發展與心理健康



層面，連帶影響學生對於自身心理健康的認知，甚至忽略

心理健康發展。 

2、 高中生對於既有輔導資源與心理健康知識的不了解，可能

導致學生間對於自身心理健康的認知有所差異，進而可能

產生使用與討論輔導資源時，同時發生同儕間的過度關心

或排擠霸凌現象，高機率影響學生使用輔導資源的意願。 

3、 高中生正處於發展個人價值觀與自我覺察的過程中，然而

社會或校內帶給學生的價值觀多著重在升學與未來職涯發

展，可能導致學生缺乏深入自我覺察與探索之機會，進而

影響學生對於自己心理健康的判別標準與尋求協助、資源

之時間與手段。 

(四) 社會集體對於高中生及心理健康之認知與社會氛圍（外在環

境） 

1、 學生家庭與學生家長可能因為生活世代與所接觸之教育不

同，進而產生價值落差，導致學生與家長討論時經常出現

衝突與碰撞，而彼此的認知不同，經常產生家庭難以理解

學生之困擾，導致學生難以表達自己所遭受到的困難與困

境。 

2、 社會對於心理健康的著墨於近年方有提升關注，但是對於

大多數民眾而言「自我覺察」、「心理健康」等概念仍有些

陌生且模糊，連帶影響高中生不清楚如何認知到自己有心

理狀況、是否需要心理健康支援等，即便學生意識到自己

有需求，但是學生可能也會困擾於何時該求助與如何尋求

求助資源等。 

二、 結論或建議 

(一) 高中內教師對於心理健康知能不足的問題 

1、 建議可以加開並推廣關於輔導知能類型課程，同時增加教



師完成知能之誘因，並且增加年輕老師見習機會與時間。

多數老師常被學校指派參加教師研習，非出於自願，因此

可能並未修習或不擅長班級經營，因此提議擔任導師前的

暑假，尚未修習班級經營之各位老師皆必修班級經營，同

時比照專業證照三年更新一次，由學校方監督與落實。 

2、 輔導落實進度核實及檢討改善，可由部會與校長進行閉門

會議。 

3、 舉辦親師座談會時，應考量並納入學生本人一同加入，讓

三方以對等之身分討論與分享所接觸與理解之困境，進而

提升三方對於學生心理健康之認識與理解。 

(二) 輔導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 

1、 結合當地大學專業資源補充輔導人力員額不足之問題，規

劃並派任陪伴師資，以三年為單位，每校增添三位，一位

正職，其他兩位可以以兼職或實習的方式，並可和當地大

學專業系所合作，增加校內輔導資源人力。 

2、 行政事項與文書工作可以與校內現有之志工媽媽等人力資

源進行結合，請諸位志工協助，並於協助前進行相關知能

訓練。同時可結合當地大學專業系所，提供產學合作或實

習，補充輔導室人力。 

3、 班級導師協助每週進行一次班級心情量表施作與檢視，並

在有需要時進行基礎晤談與轉介 

(三) 對輔導室的印象扭轉與宣導 

1、 建議可以加開輔導相關課程，增加自我覺察與心理輔導機

制知認識與推廣，同時亦可以用圖文、年輕人語言等多種

方式，在校內多多宣傳輔導室之作為、資源等，並增加輔

導室資源揭露，如師資背景、提供輔導方式與面相等，讓

學生能夠主動選擇而非被動接受輔導室相關資源。 

2、 可於開學時增加學生體驗輔導室之機會。並可以與校內既



有健康中心、保健室等結合，降低學生對輔導室之抗拒

感。 

4、 於現行法規與制度下，合法引入多元輔導概念，例如可在

輔導過程中加入遊戲治療、繪畫治療等有趣的輔導治療形

式。 

5、 希望未來高中校內的輔導方向是往「預防大於治療」而非

「治療大於預防」，因此希望各間學校輔導室落實，新生與

新學期開始的入校專業量表施作，並且也由班導師一併分

攤輔導室業務與落實校內輔導機制。 

(四) 終身教育輔導教育機制 

1、 提供線上教育平台提供民眾、家庭、學生進行終生心理相

關課程之學習，讓社會大眾之心理相關知識能與時俱進，

減少落差。 

2、 當學生受學校通報時，由校方提供安全、舒適、接受度高

之場所，讓家長只要有意願便可以共同提供學生與校方間

之協助。並且排除學生之壓力源為家庭之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