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拒學／懼學？未來迷茫無助？共商青年發展心理健康」 

青年結論報告 

 本報告以「問題、困境描述、成因、解決對策／行動方案」架構呈現2022/01/

08當天青年審議討論之結論。所有文字紀錄皆在活動當天經在場所有與會青年、業

師、審議主持人共同確認，以確保紀錄與討論之一致性。 

問題一：當前學校輔導機制處理學生需求之即時性不足 

困境描述： 
學生遭遇情緒困擾、家暴、憂鬱議題，經學校輔導無法及時處理（如：預約系

統無法立即處理，需要等待兩週，此處特指大專院校的情況），且導致後續不信任輔

導室；或與輔導教師接觸後發現風格不合適，不願意再踏入既有輔導機制，導致無人

輔導。 

成因： 
系統斷裂，缺乏社工人力，中間產生空洞、師生落差大，年齡差距大，思想差

距大 

解決對策／行動方案： 
1. 學校成立心理夥伴小組（3-5人），透過同儕力量，創造連結與社群，如練習人

際社交、增加歸屬感、學習適應、情緒調節 

 

2. 相關處遇方案資料庫的成立，如成立輔導老師處遇模式分享、拒學自助團體經

驗分享、拒學個案自身經歷分享 

3. 推廣相關心理諮詢數位軟體，如farhugs 

問題二：缺乏生涯探索課程 

困境描述： 
過往體制中缺乏生涯探索課堂，導致學生進入大學階段才開始進行探索。 

成因： 
1. 非專業師資進行教學 



2. 課程脈絡脫離生活 

解決對策／行動方案： 
1. 將生涯規劃課延伸到高三 

2. 學生生涯探索需求課程，如機器人、AI課程等，當校內教師不具備相關專業

時，鬆動體制內外合作，相關非營利組織、業師進入的機會 

3. 提供參與職場體驗社區師傅課程給一般學生（非中輟等特定資格） 

4. 針對有不支持但有自學需求的家庭，辦理相關自學成功經驗、自學諮詢小組 

問題三：家庭教育資訊不對稱 

困境描述： 
親子適配性發生衝突時無法及時處理，且無法有效引入資源。 

成因： 
1. 親職教育：親子適配性發生衝突時無法及時處理 

2. 心輔資源系統斷裂：系統斷裂無法及時「接住」學生需求，導致學生無法充分

信任輔導室，也無法有效利用既有資源。 

解決對策／行動方案： 
1. 於大學增設家庭教育知能相關通識課程。 

2. 於各教育階段發展拒學（懼學）知能相關課程。 

3. 於現有政策（新生兒補助、學費補助）上提供拒學（懼學）及家庭教育知能相

關研習之補助。 

4. 於社區諮商中心提供家長對子女拒學（懼學）及家庭教育知能之諮詢，提升相

關資訊的觸及性。 

5. 當中輟事件發生後，參酌性平及霸凌事件的處理流程，以校長為總召集人召開

相關會議，並於兩個月內作出調查結果，以縮短三級輔導機制的通報流程，並

分派相關教育及輔導資源。 

6. 提供協助拒學（懼學）學生返校後的輔導指引，如教育單位的家訪、彈性的學

習機制及輔導老師的持續關心。 

問題四：升學掛帥之下自我效能低落 

困境描述： 



升學掛帥之下自我效能低落，且無法透過既有機制探索。學校氛圍以課堂成績

導向，社會氛圍下學生無法探索，又因為家長的期待到大學才能探索。在第一線甚至

有輔導課由非專業的老師來上，或挪用作為考科的情況。現有課程脫離實際生活脈

絡，無法應用生活上。 

成因： 
1. 社會文化講求升學導向 

2. 家長期待到大學才能探索 

3. 未由專業人士進行生涯輔導 

4. 現有課程脫離實際生活脈絡 

解決對策／行動方案： 
1. 提高各教育階段之輔導領域生涯規劃的學分數，以增進拒學（懼學）相關知

能，並增設職涯體驗的課程（Baby boss的專業版）。 

2. 由政府部門增設職涯發展平台，以提供學生線上使用相關影音及教材。 

問題五：學校諮商師專業未能符應大專院校學生需求 

困境描述： 
學校諮商師專業尚未能符合大專院校學生需求，甚至有發生輔導之後更加創傷

的狀況，且因人力有限，無法確定能找到合適風格的諮商師，轉介機制不完善，無法

立即獲得問題解決。 

成因：人際關係困擾（如霸凌）、校內專輔人力不足、轉介機制不明、非專業輔導教

師承辦輔導業務。 

解決對策／行動方案： 
1. 授權學校找特約合作，精神、身心診所，用健保補助的方式給予優待。 

2. 開發系統使諮商資源共享。 

對外：串連診所、工會，降低轉介時間提供所需的服務 

對內：建立資料庫，將專業做經驗分享 

3. 供學生匿名線上問診，擴大資源使用效率 

問題六：校內心輔機制無法回應「學生自信不足、迷茫」等問題 

困境描述： 



學生常面對課業壓力、情感問題、家庭支持度問題，從而造成生涯迷茫與自

信、自我效能感不足等問題，這些問題無法有效被校內心輔機制回應；使用心理輔導

資源、接受心理諮商時容易被同儕污名化，後續又造成同儕霸凌狀況，形成雙重創

傷。 

成因： 
1. 社會長期對心理諮商的認知不足 

2. 校園問題多元，包含生涯、心理等各方問題，且每個人適合的風格迥異，少量

之諮商師未能符合學生多元需求 

解決對策／行動方案： 
加強學生、教師心理健康衛教，配合彈性、綜合領域等課程建立學生心理衛教

相關知能。 

問題七：現有輔導老師身兼多職，且專業輔導員額不足，降低每

校專任輔導教師員額。 

困境描述： 
當前國小每24班一名、國中每15班一名、高中每12班一名，於實務面顯有不

足，不堪負荷學生輔導需求。 

成因： 
輔導老師兼任導師、行政工作等事務，無法專注於輔導工作。 

解決對策／行動方案： 
1. 降低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專任輔導教師員額配置門檻 

2. 大學師培教育輔導知能相關課程，增加學習時數 

問題八：心理、精神相關問題導致學生拒學，而剝奪學生考試

權、受教權，建請教育部研擬心理假。 

困境描述： 
現在並無獨立之心理假，如果因情緒起伏甚至狀態不佳，可能仍得請病假，而

面臨需提供相關診斷、就醫證明等情況。 

成因： 
因心理、精神症狀導致學生多次缺課，無法完成修課學分。 



解決對策／行動方案： 
1. 讓具專業老師加入評估 

2. 專業量表供醫生評估 

3. 讓學生進行問卷評估 

4. 可參考：美國部分州3個月可以請五次，無限制天數問題一：重要他人角色認同混

淆 

問題困境描述：不同角色對各自處理相關境遇問題的角色定位混淆，例

如：老師家訪時的目的是家訪或替代父母功能等。 

成因： 

1. 法規定義不夠清楚，對於角色定位常造成混淆 

2. 親職教育的推行：目前主動參與親職教育課程多半是動機較強者，

真正有需求的雙親反而未能被納入課程中。 

解決對策／行動方案： 
針對家庭因素： 

(1)擴充親職資源服務，促進家長對家庭的教育觀念。例如婚前講座、研習課程。 

(2)鼓勵潛在需求者多申請政府「補助機制」，強化宣導，避免齊頭式平等現象。 

(3)提升現有學校端學伴計畫效能，例如:輔導員機制、完善家庭端的支持系統。 

(4)延伸夜光天使點亮計畫，滿足服務需求。 

問題九：學習動機常受社會氛圍影響，符合社會期待但不符個體

期待 

困境描述： 
社會氛圍下學習常與證照、科系考科等關聯，但這些學習內容未必符合個體需

求與期待，尤其無法滿足高風險孩子的學習需求 

成因： 

動機與社會文化綜合影響導致拒學 

解決對策／行動方案： 
1. 擴充職涯探索課程，例如校訂課程之綜合領域 

2. 標導向課程設計，引發學習動機 

3. 安排學習契約類型的教學模式，例如:能力分組上課 



4. 多舉辦就業博覽會，擴充學生時期職涯體驗(依年齡探索，可分為高一、高二階

段，循序漸進) 例如提升青年發展署青年職涯發展中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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