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8/5

教育及輔導工作
核心理念與運作機制

福星國小 許明峯校長

什麼是輔導? (談一談您對輔導工作的看法．．．)

教師的角度－

學生的角度－

輔導工作是什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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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下列問題（是非題）

（ ）1.有問題的學生才需要輔導室進行輔導。
（ ）2.輔導工作以諮商為主。
（ ）3.只要有耐心，從事輔導工作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 ）4.輔導可以協助學生解決所有問題。
（ ）5.輔導歷程中，輔導人員扮白臉，學務處扮黑臉。
（ ）6.輔導工作重視資源系統整合、溝通合作。

輔導工作是什麼？(2)

輔導是一種教育的歷程，在輔導歷程中受過專業訓練的輔導
人員運用其專業知能，協助當事人瞭解自己、認識世界，引
導當事人根據自身條件 (如能力、興趣、經驗、需求等) 建
立有益個人與社會的生活目標。並使其在教育、職業及人際
關係各方面的發展上能充分展現其性向，從而獲得最佳的生
活適應。（張春興）

輔導是一種助人的方法，由輔導人員依據誠信原則，來協助
個體探索自我與剖析環境，有效解決面臨問題，並積極管理
自我，建構美好人生的歷程。（周甘逢）

輔導工作是什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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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法第六條： （三級輔導）

 發展性輔導：為促進學生心理健康、社會適應及適性發展，針對全校學生，
訂定學校輔導工作計畫，實施生活輔導、學習輔導及生涯輔導相關措施。

 介入性輔導：針對經前款發展性輔導仍無法有效滿足其需求，或適應欠佳、
重複發生問題行為，或遭受重大創傷經驗等學生，依其個別化需求訂定輔導
方案或計畫，提供諮詢、個別諮商及小團體輔導等措施，並提供評估轉介機
制，進行個案管理及輔導。

 處遇性輔導：針對經前款介入性輔導仍無法有效協助，或嚴重適應困難、行
為偏差，或重大違規行為等學生，配合其特殊需求，結合心理治療、社會工
作、家庭輔導、職能治療、法律服務、精神醫療等各類專業服務。

輔導工作是什麼？(4)

瞭解學生。（協助自我探索、增進自我瞭解、接納肯定自我）

協助學生成長與適性發展。

促進學生適應生活與學習。

對他人更具有慈悲心：具有利他、愛人、關懷、敏感、真誠
助人的心。

輔導工作的目的

輔導要回到孩子的視角
輔導要回到孩子的需求
陪伴支持孩子走出屬於自己的寬廣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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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未來世界與挑戰

資訊科技的變化快速
知識周期更新的速度加快
社會結構、生活型態與國際情勢的
改變快速
少子化、高齡化社會的大挑戰

孩子要學會什麼?
孩子要怎麼學習?
孩子困難如何解決?

 108課綱的時代~~成就每個孩子、成為終身學習者

 學習趨勢的改變:孩子是學習的主體、探究思考、溝通表達、雙語教
學、科技輔助、跨領域、閱讀素養、……

 評量趨勢的改變:考綱不考本、情境中分析、解決問題導向、題目文
字量增加、配合圖表數據、題組方式呈現、知識的延伸應用、開放
題型的出現……

 親子關係、親師關係改變對教育的衝擊

 外在拉力的增加，內在吸力的削弱，導致孩子的適應產生困境，甚
至價值觀的改變……

 多元化的社會、多元的觀點，教育面對的挑戰比過去多很多

孩子現在所面對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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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應具備的素養、能力

 未來社會需要的人才:
需要與他人團結合作的人
需要能夠統合不同價值觀的人
需要能夠明確闡述理由、能表達想法的人
需要具有深度認知與廣泛視野的人
需要重視利他且具社會責任的人

 關鍵能力: (除了讀寫算之外,還需要…)
解決問題的能力 互動合作的能力
思考溝通的能力 主動學習的能力
面對挫折的能力 反思創造的能力

終身
學習
者

自主行動

會
社

參
與

溝
通

互
動

系統思考
與解決問題

規劃執行
與創新應變

身心素質
與自我精進

符號運用
與溝通表達

科技資訊
與媒體素養

藝術涵養
與美感素養

多元文化
與國際理解

人際關係
與團隊合作

道德實踐
與公民意識

思考孩子需要前述的素養和能力時，老師、教育輔導工作者
應具備哪些素養、能力? (請寫下來)

教育輔導工作者應具備的素養能力

我們擁有了哪些?又該增加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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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的學習、轉化、運用與反思。

時時保有熱忱、關懷、助人、尊重與謙虛的心靈。

能感受、看見、聽見孩子的需求，給予長期穩定的陪伴與支持。

能夠且願意把孩子的學習、困難放在心上。

善用資源、連結資源，讓孩子獲得適切的照顧、協助。

看見(找到)孩子的優勢，給予機會，引導發揮潛能，增強自信。

教育輔導工作的核心理念(1)

(核心理念是輔導行動的指導原則、自我反思的依據)

正向思考，願意持續找方法協助孩子而不輕言放棄。

努力成為孩子願意相信的人。

發展重於預防，預防勝於治療，重視發展性輔導工作的推展。

輔導工作不是一個人的事，透過溝通互動建立共識目標。

持續營造友善、尊重、包容與鼓勵的組織文化。

照顧好自己的身心靈，以積極正向的態度面對孩子。

教育輔導工作的核心理念(2)

(核心理念是輔導行動的指導原則、自我反思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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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輔導工作的運作機制(1)

 落實職務工作的交接，逐步熟悉工作內容。(包含流程步驟、注意
事項)

 新接任輔導工作人員必須邊做邊問(問前任、主任、他校有經驗的

夥伴)。
 瞭解需求、掌握趨勢，再訂定輔導工作計畫，並將計畫的內容轉化

為行事曆工作要項，經常提醒自己重要工作的執行期程。
 與學校同儕維持良好關係，工作的執行必須誠懇請他人幫忙(不只

有輔導室人員在做而已)。
 參考校內先前的表件或他校的表件，建立必須使用的表格格式(個

別輔導紀錄、月報表、危機事件緊急處理流程……)。

學校三級輔導工作模式

架構圖

服務對象

輔導人員

策略方式

相同之處

轉介注意事項

教育輔導工作的運作機制(2)

(

合
作
、
一
起
為
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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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輔導工作的運作機制(3)

（以學生為本的生態資源網絡圖）

輔導工作是多人合作的工作。
建立共識目標、溝通、互補，
以求更大的效益。
輔導人員在遵守輔導倫理的
原則下，運用相關資源協助
受輔學生。
因為有持續、足夠的理解，
所以才有適切的輔導策略。

教育輔導工作的運作機制(4)

建立關係:思考與誰建立關係? 如何建立? 如何維持?

同理心:思考同理誰? 對輔導的影響為何？

輔導目標的訂定:訂定前思考對學校、個案及其相關理解多少?
目標的訂定有階段性的考量嗎？

輔導策略的運用：目標的轉化、與個案及相關人員與自己的對
話、可運用的資源有哪些、策略實踐的評估與調整(對話討論)

把孩子放在心上、把堅持與彈性放在心上、把希望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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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輔導工作的運作機制(5)

善用輔導經費支持輔導工作推展:
 思考經費申請的來源有哪些? (友善校園、輔諮中心、教育處、

學校預算、家長會、民間團體……)
 思考經費的運用優先順序? (宣導、情境空間、設備、媒材…)
 經費運用的效益評估

 各項工作內容要留下記錄(資料、照片、簽到單…)，但無須太
過刻意求美觀或做太多資料。記錄要注意保密原則。

輔導主任的工作職掌(1)

1.綜理輔導室業務
2.規劃學校本位的輔導工作

(1)規劃及訂定全校輔導工作
(2)訂定輔導工作行事曆
(3)召開、主持輔導團隊會議
(4)檢核輔導工作執行績效

3.強化與宣導發展性輔導工作
(1)向全校介紹輔導教師的功能與角色
(2)協助與督導輔導教師執行發展性輔導工作
(3)視各學年學生發展需求，訂定宣導主題
(4)規劃適性發展與心理健康的全校性輔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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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主任的工作職掌(2)

4.強化全校親師輔導知能
(1)提升全校教師輔導知能
(2)加強一般教師辨識學生問題之能力
(3)辦理家長親職教育研習課程與提供家長諮詢
(4)辦理輔導室志工輔導相關知能研習

5.規劃與推動認輔工作
6.策劃推動學校與社區發展輔導合作關係
7.建構學校輔導資源網絡系統及運作流程

輔導組長的工作職掌

1.執行學校本位的輔導工作
(1)定期辦理輔導團隊工作會議
(2)規劃與實施教師輔導知能研習與諮詢服務
(3)策劃輔導活動參訪、座談事宜

2.從事追蹤輔導工作
3.協助教師處理困難學生問題
4.彙報各項輔導業務統計資料事項
5.擔任全校受輔學生之個案管理者(與專輔教師合作)
6.建立學校輔導資源網絡
7.規劃及辦理個案學習輔導相關事宜
8.協同資料組準備、記錄與整理各項輔導相關會議資料
9.推行高關懷、未入學及中途輟學學生之相關輔導事宜
10.協助特教生的心理輔導，推動輔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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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組長的工作職掌

1.辦理學生資料之建立、移轉、保管、分析與應用
2.學生智力、性向、興趣、人格…等測驗及相關調查之實施
3.協同輔導組長各項輔導會議資料之準備、紀錄及整理
4.輔導活動有關之工具與融入教學資料之蒐集、保管與提供
5.畢業生輔導資料轉移與生涯發展之定向追蹤調查
6.輔導刊物出版與輔導圖書資料之管理
7.協助教師處理學生輔導資料電子化業務，並建立檔案與保存
8.各項獎助學金、急難救助金與其他相關補助之申請、調查與辦理
9.調查與建立隔代教養、單(繼)親家庭及新住民子女名冊

特教組長的工作職掌

1.督導與建立特教學生之IEP(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
或IGP(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計畫)

2.規劃與進行校內身心障礙學生個別諮商、班級輔導與團體輔導
3.協調與執行特教班、資源班之課程與活動
4.辦理特教研習及宣導活動，提供家長特教諮詢與親職教育服務
5.辦理特殊教育教師之教學研究及輔導工作事項
6.辦理與申請特殊教育學生教學輔具事項
7.組織與運作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與校內鑑定資料說明會之事項
8.辦理特教生教材研發工作與特殊教育的相關研究
9.提供導師、家長與輔導教師之特教諮詢工作
10.協助特教鑑定前之輔導與評估，共同推動輔特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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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輔教師的工作職掌(1)

1.實施個別諮商與輔導(含心理測驗與解釋)
2.規劃並執行小團體輔導
3.提供家長與教師關於個案輔導與管教相關知能之諮詢
4.辦理相關議題之全校性、年段或班級之發展性輔導宣導活動
5.參與輔導團隊會議或個案輔導會議
6.協助學校危機事件後的心理輔導工作
7.負責輔導個案之個案管理工作(含個案轉介、追蹤輔導、成效

評估、紀錄與建檔管理)
8.定時撰寫與維護個案輔導紀錄
9.匯送每月之個案輔導月報表

專輔教師的工作職掌(2)

10.建置輔導資源網絡並運用
11.輔導知能或心理健康資訊宣導
12.協助輔導相關評鑑業務
13.執行學校交辦之相關輔導工作
14.參與輔導專業知能研習每年至少18小時以上(初任輔導人員應

參加40小時職前訓練課程)
15.定期接受專業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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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輔導教師的工作職掌

1.個別輔導與紀錄撰寫
2.小團體輔導與紀錄撰寫
3.提供親師輔導相關專業知能之諮詢服務
4.參加輔導相關會議
5.進行特殊個案追蹤輔導，並協助高關懷學生轉銜評估與輔導
6.協助校園事件處理，並因應危機事件進行班級輔導、團體或

個別輔導
7.每學年參加輔導專業知能進修18小時
8.執行學校交辦之相關輔導工作

輔導人員的角色定位

學習動機的引發者
學習活動的支持者、回饋者
資源連結運用的整合者
夥伴關係的促進者
問題的診斷評估者
輔導策略的實踐者、省思者
輔導專業知能的提供者
健全身心的照護者

成就每一個孩子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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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每一個孩子找到適合自己的路

謝謝聆聽



苗栗地方法院調查保護室

蘭股少年保護官

校園常見個案類型及司法處遇策略

苗栗縣政府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專業工作者｜
創傷知情
兒童權利

｜社會安全網｜
教育現場
矯正輔導

1 2



社會安全網



兒童及少年
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兒童權利公約ＣＲＣ

脆弱家庭
逆境兒少

防暴四法
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



兒童權利公約
P a r t  1

核心價值

• 兒童是權利的主體

• 兒童有權享有特別照顧及協助：兒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因此其出生前與出生後均需獲
得特別之保護及照顧，包括適當之法律保護

§19條

簽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之措施，防止兒童在其父母、法定監護
人或其他負責照顧之人的照料時，遭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疏忽或忽略
性對待，以及包括性虐待之不當對待或剝削。

該等保護性措施包括社會政策，以對兒童和負責照顧兒童的人提供必要的支持，及其他預
防兒少遭受不當對待，並建立辨識、報告、轉介、調查、處理及追蹤兒童被不當對待之事
件，必要時透過司法干預。

5



兒童權利委員會第13號一般性意見書
P a r t  1

6

• 兒少保護是一種人權觀點，而非福利取向：兒少保護的最終目的是使所有兒少享有人格尊嚴與身心健全發

展的絕對權利。

• 兒少保護是一種全面性的行動：全面性的兒少保護不僅保護兒少的當下，也保障兒少未來的發展。

• 兒少保護首重預防：透過公共衛生、教育、社會服務與其他方式來進行預防是極其重要的。

• 更清楚地界定「誰是兒少的照顧者」：與兒少的安全、健康、發展與福祉有明確相關之人，或者負專業道

德與文化責任之人，皆為兒少的照顧者。

• 重視兒少的參與和自主：由於兒少是擁有權利之人，因此預防與保護措施之決定皆應尊重兒少的聲音。

• 全面性的介入：國家應有一系列的兒少保護政策、方案、監督與管理模式，並在不同系統（如：國家層級、

專業層級、民間層級）中落實。

• 責信制度的建構：在國家、地方政府、民間組織、相關利害關係人等層級，運用標準、指標、工具及監督

系統來衡量兒少保護的履行狀況。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架構
P a r t  1

總則

身分權益

福利措施

附則罰則

福利機構

保護措施

計13條
立法目的、定義、主管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事項

計10條
出生通報
收出養

計26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辦理特殊兒少
需求之家庭支持服務、托育管理、
早療、友善兒少空間、就學、就
業等權益保障

計35條
兒少禁止行為、父母/監護人/相
關人保護責任
兒少保護通報、安置及家庭處遇
兒少隱私權保護
剝奪及改定親權
司法少年的福利與追蹤輔導、受
教權維護等

計14條
機構管理、不適任人員消極
資格

計27條 計10條



偏差

逃家

犯罪

物質依賴菸酒

常見的非行 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論

曝險

迷幻藥物

詐欺
線上博奕

賭博

毒品

社群平台

私密影像
兒少性剝削

酒駕

暴力
輟學

說謊

刺青？

組織

幫派

無照駕駛

出陣？火旁龍



教育

2014年「學生輔導法」

學校輔導工作最高法源依

據：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

需求，提供三級輔導。

2023年性剝削防制法

第七條

警政、衛政

司法

2018年少年

事件處理法「

曝險少年」

2023年

防暴四法

關懷e起來

2023.7月

少年輔導委員會

生態合作取向的WISER三級輔導 以學生為本的生態資源脈絡

社政?勞政

少輔會



?  逐級年齡非正式社會控制
論年齡與婚姻、兵役、工作

切斷過去不良經驗的影響
提供監督或監控，以及社會支持和成長的機會

都是中止犯罪的因素



一般青少年

終止犯

持續犯

比較







18歲以前，曾經驗：
• 情感虐待
• 肢體虐待
• 性虐待
• 忽視照顧
• 情感忽視
• 家中有人有藥物濫用情形
• 家中有心理疾病患者
• 母親遭受暴力對待
• 父母離異或分居
• 家中有犯罪情形（家人入獄）



CDC 2019

61 1

32.6

10



｜2018｜dir. Felix van Groeningen

一段父親陪伴孩子走過戒毒的旅程

《無處安放：吸毒逃家的日子去了哪裡? 》

電影改編自父親與兒子各發表的兩本回憶錄。



平台端

移除機制 iWin

業者移除的義務

（最高罰60萬）

網路使用者責任

防暴四法

沒收手機

「持有」即有刑罰

擴大責任通報機制

網路誘拐

傳輸

拍攝

持有

未成年私密照

案例一 吳曉樂 <致命登入>

韓國Ｎ號房事件



教育

2014年「學生輔導法」

學校輔導工作最高法源依

據：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

需求，提供三級輔導。

2023年性剝削防制法

第七條

警政、衛政

司法

2018年少年

事件處理法「

曝險少年」

2023年

防暴四法

關懷e起來

2023.7月

少年輔導委員會

生態合作取向的WISER三級輔導 以學生為本的生態資源脈絡

社政?勞政

少輔會









-苗栗地院家事調查官：「只靠一間學校知曉且落實，是不夠的。」

沒出錢的那一方，也有給愛的權利。



社政、教育

身障個管員

逆境家庭方案

少年輔導委員會

家庭、個體

單親/隔代教養?

身障/發育？

貧窮/衝動控制？

偷竊

案例二 常見犯罪類型



創傷知情
Becoming Trauma-Informed



腦內風暴

16歲至23歲長腦期

無限包容大人的是小孩



• 大腦杏仁核掌管情緒反應，當大腦

收到外界刺激後，由杏仁核判斷這

些刺激有沒有威脅與危險，如果有

危險，就會啟動「反擊或逃跑」模

式 (fight-or-flight)，以利隨時對付周

遭的威脅。

• 在創傷環境下杏仁核不斷活化會影

響到大腦海馬迴的發育，進而影響

到短期記憶、語言記憶和情境依賴

式記憶，以及情緒和壓力的處理，

壓力系統的失衡對腦部仍在發育的

孩子影響甚劇，包括思考、理解事

情的方式、情緒反應及行為表徵。



理解創傷(Realize)
辨認創傷(Recognize)

利用創傷知識做回應(Respond)
防止再度受創(Resist Re-traumatization)

4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W47cnXl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W47cnXlns


身體的痛可以
忘卻心裡的
by 陣頭少年



組織犯罪

免洗筷

感化教育處所進修

企業社打工仔

欠債

幫助詐欺

幫助交易

暴力討債

賭博

（線上博奕）

案例三 常見犯罪類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P7esyNbG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MP7esyNbGI


重罪案件
移地檢署檢察官
偵辦->起訴

警詢
告發

少年法庭
調查

少年法庭
審理

保護處分

少年保護事件程序

拘役、易科罰金
易服勞役、緩刑
有期徒刑、假釋

少年
刑事案件



事件調查期間（少年調查官）

審前調查

調查會談

家庭訪視

學校訪視

社政、教育資源匯整

事件審理

收容：兩個月得延一次

交付觀察

最長六個月

不付審理

交﹍﹍輔導

交﹍﹍嚴加管教

少年調查官執行



保護處分期間（少年保護官）

訓誡

法官執行

一次

假日輔導

保護官執行

三至十次

保護管束

保護官執行

三年，每月至少一次

桃園敦品中學

新竹誠正中學

彰化勵志中學

高雄明陽中學

安置輔導

感化教育



犯罪者端

連帶責任

犯罪所得沒收

一被害一罪

帳號凍結

被害者

民事求償

刑事偵辦

銀行止損

詐欺

案例四 常見犯罪類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