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案會議串起合作 

一、法源依據 

《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 第 7條中提及 

「學校應針對介入性輔導及處遇性鋪導之學生，列冊追蹤輔導。學校得召

開個案會議，針對前項學生之個別特性，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等相關措

施。……」 

輔導人員評估受輔學生需要多方資源協助時，可以主動向主任或組長提出

召開個案會議的需求。 

 

 

二、個案會議前準備工作 

（一）事前溝通：與重要他人凝聚輔導共識 

（二）確立會議目標 

（三）確認出席人員、時間、場地，發放開會通知。 

（四）準備個案會議報告資料。 

 

三、個案會議召開流程（依各校情況自行調整） 

（一）主持人我道對與會人員的謝意，簡單介紹與曾人員号分，並且說明開會

之目的，堤醒大家資料保密的重要性。 

（二）由學校人員、導師及家長或重要他人分別提出目前對受輔學生的觀察與

期待、進步與擔心的部分，或是需要進一步瞭解與配合之處。 

（三）由輔導主責者（如，輔導主任、輔導教師、專業輔導人員）進行個案報

告，提出對受輔學生背景與需協助狀況丶晤談中重雯轉折點以及輔導評

估等。 

（四）其他與會人員分享個人與受輔學生接觸的經驗與觀察，並相互回應、溝

通與建立未來輔導目標的共識。 

（五）所有與會人員共同討論可行的方法。 

（六）分工合作並訂定各自負責的事項 

（七）預定下次會議召開時間 

 

四、個案會議後的工作 

個案會議結束後,執行個案輔導工作才正式開始,因此,個案管理員必須有效掌握

會議中所決議的事項,以下提供幾點注意事項: 

（一）會議記錄內容知會與會人員 

（二）瞭解執行的進度、困境及成效追蹤 

（三）彙整執行結果做為相關人員參考或下次會議討論 

（四）準備個案報告的撰寫 

 



    善用具有法定效力的個案會議，可以幫助受輔學生得到更多必要的幫助，

例如彈性成績處理、引進多元學習資源、彈性出缺席等，並促進學校輔導團隊

資源的整合運用，同時也保障輔導人員善盡應有的責任義務，在協助受輔學生

的過程中留有完整目重要的過稈與紀錄，是信得輔導人員妥善運用利器。 

 

 

 

一、主席報告 

 

二、討論事項 

1.相關人員說明個案狀況(請導師、家長、或認輔老師做說明) 

2.輔導室說明日前處理狀況 

3.請專業人員提供建議或請大家集思廣益擬出可進行之輔導方向 

 

三、決議: 

1.擬出輔導策略 

(說明:調整教室環境?调整教材教法?調整班級管理?進行行為矯正?進

行同儕輔導?教導情緒管理?親師合作?⋯) 

 

2.確定策略執行之輔導人員 

(說明:主要負責人員?導師進行哪一部份?資源班老師進行哪一部份?

组長進行哪一部份?家長在家協助哪一部份?⋯) 

 

3.確定要建立之資料表格 

(說明:如導師輔導記錄、行為觀察記錄、認輔個案紀錄) 

 

4.確定輔導觀察時程 

(說明:預計這些初步策略的執行要進行多久?如何評估成效...) 

5.成效評估 

(說明:可請相關老師將個案表現,隨時記錄於相關記錄中,作為評估依

據,或輔導室自訂評估方式) 

 

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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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

發布日期：民國 104 年 12 月 08 日 

 
 

第 1 條
 

1  本辦法依學生輔導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2  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等事項依本辦法之規定。但特殊教育法、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各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輔導及

服務辦法、兒童及少年受安置輔導或感化教育之學籍轉銜及復學辦法及身心障礙者生涯

轉銜計畫實施辦法等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2 條
 

1  本辦法適用於軍事及警察校院以外之公私立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學校）。但不包括矯正

學校。

2  軍事及警察校院，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3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高關懷學生：指在校期間曾接受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學生。

二、轉銜學生：指高關懷學生經前一學校評估，於後一學校入學後，仍有持續輔導需求

者。

三、原就讀學校：指學生原就讀，因畢業、轉學、退學、中輟或其他原因不再就讀之學

校。

四、現就讀學校：指學生因轉學、升學、重考並已辦理入學之現在就讀學校。

五、評估會議：指由原就讀學校召開，就高關懷學生進行評估，以決定其是否需列為轉

銜學生之會議。

六、轉銜會議：指由現就讀學校召開，邀請原就讀學校代表出席，針對轉銜學生之個案

資料進行交流與討論之會議。
 

第 4 條
 

1  學校應將曾接受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學生，列入高關懷學生名冊，並追蹤輔導。

2  原就讀學校應就前項名冊中之高關懷學生，於其畢業一個月前，召開評估會議，評估應

否列為轉銜學生。但學生未畢業而因其他原因提前離校或未按時註冊者，應於離校或開

學後一個月內為之。

3  前項評估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擔任主席，其餘成員應至少包括導師、主責輔導人

員、輔導主任或組長、專（兼）任輔導教師、學務處及教務處人員；必要時，得邀請學

生家長、監護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法定代理人）、校外資源網絡人員、專業

輔導人員及其他學者專家等人列席。
 

第 5 條
 

1  原就讀學校應將經評估為轉銜學生之基本資料，上傳至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

（以下簡稱通報系統）進行通報。

2  原就讀學校應於轉銜學生離校後，持續追蹤六個月。追蹤期限內確定現就讀學校者，原

就讀學校應於通報系統通知現就讀學校進行轉銜輔導及服務；追蹤期間屆滿六個月，學

生仍未就學者，原就讀學校應於通報系統通知所屬主管機關，列冊管理。
 

第 6 條
 

1  現就讀學校於學生入學後，應於入學日起一個月內，逕至通報系統查詢入學學生是否為



轉銜學生。

2  依前項規定確認為轉銜學生者，現就讀學校經評估有必要者，應通知原就讀學校進行資

料轉銜；原就讀學校應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起十五日內，將轉銜學生之必要輔導資料及個

案輔導資料轉銜表，以密件轉銜至現就讀學校。

3  輔導資料之轉銜，應取得學生本人或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一、學生或其法定代理人主動請求轉銜輔導。

二、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之必要，經學校主管機關同意。

三、基於保護學生生命、身體或健康之必要。

四、依其他法規規定。

4  個案輔導資料轉銜表及資料上傳至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通報系統等相關作業規定，由教

育部另定之。
 

第 7 條
 

現就讀學校發現非屬轉銜學生之入學學生，經評估有進行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必

要者，得視其狀況依下列方式為之：

一、請求原就讀學校指派輔導教師或專業輔導人員參加個案會議，原就讀學校不得拒絕

。

二、請求原就讀學校依前條所定程序，提供必要之輔導資料。
 

第 8 條
 

原就讀學校、現就讀學校及其人員，因辦理轉銜輔導及服務，於職務上知悉之秘密或隱

私及製作或持有之文書，應予保密，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洩漏或公開。
 

第 9 條
 

1  現就讀學校，於接收轉銜學生之必要輔導資料後，得召開轉銜會議，並進行個案管理及

輔導。

2  原就讀學校應指派主責輔導人員參加轉銜會議，協助轉銜輔導；其差旅費由現就讀學校

支付。
 

第 10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本辦法規定，另定補充規定。
 

第 11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施行。



轉銜學生初評參考指標 (106 年 2 月版) 

本文件為保密性文件；僅供學校內部輔導專業評估使用 
高關懷學生姓名：_________   出生年月日：___年___月___日   性別：____ 

身分證字號(或學號)：_____________    就讀班級：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說明： 
1.本表係為協助學校篩選出真正需要轉銜之學生，透過幾項檢測指標所顯示之訊息，協助主責輔導相關人員增加對學生輔
導概況之瞭解，幫助學生持續在教育系統中得到協助；並避免發生未經輔導專業評估即濫為轉銜之情形。各不同教育階
段之學校，可依學生輔導需求及情形，逕自參考、修改或使用。 

2.使用本表時，請依序選填，據以了解高關懷學生(學生在校期間曾接受介入性或處遇性輔導服務)進入下一學校就讀時，
是否有持續輔導之需求；指標可複選。有勾選之指標，請依序選填「程度」及「風險值」欄位：「程度」欄，請依學生接
受輔導之現況，加以勾選；「風險值」欄，請評估持續影響生活與學習之風險程度。 

3.「當事人意願」、「總結初評結果(質性)」及「建議是否轉銜」等欄位，為必填欄位。 
4.本初評結果，僅作為提供原就讀學校召開評估會議討論之參考，高關懷學生是否為轉銜學生，將由學校召開評估會議討
論後議決之；另學生輔導相關人員因職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負保密義務，故請學校善盡資料保管與保密責任。 

當事人意願                        ※本欄必填     

□當事人或法定代理人主動提出申請 (選填本項者，得免選填「轉銜類型」欄位) 

□非當事人或法定代理人主動提出申請 

當事人 
(即學生本人) 

□同意未來就讀學校提供轉銜輔導及服務 

□不同意未來就讀學校提供轉銜輔導及服務 

□未明確表達意願 

法定代理人 
(學生年滿 20歲，
本項免填) 

□同意未來就讀學校提供轉銜輔導及服務 

□不同意未來就讀學校提供轉銜輔導及服務 

□未明確表達意願 

轉銜類型 程度 
(請勾選)

風險值
(請圈選) 向

度 指  標 

影

響

生

活

與

學

習

之

輔

導

需

求 

□嚴重自傷或自殺之虞，致使影響生活與學習。 

經輔導後，近半年已無自傷、自殺傾向，不影響生活與學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年雖無自傷、自殺傾向，仍需持續追蹤，但不致嚴重影響生
活與學習。 □中 1 2 3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年仍有自傷、自殺傾向，且嚴重影響生活與學習。 □高 4 5 

□嚴重情緒困擾，或經醫師確診有精神或心理疾病，致使影響生活與學習。 

經輔導後，近半年已無嚴重情緒困擾，不影響生活與學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年漸趨穩定，仍需持續接受專業協助，但不致嚴重影響生活
與學習。 □中 1 2 3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年仍持續有嚴重情緒困擾，且嚴重影響生活與學習。 □高 4 5 

□嚴重人際困擾，致使影響身心適應與學習。 

經輔導後，近半年已無嚴重人際困擾，不影響身心適應與學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年偶有人際困擾，但不致持續影響身心適應與學習。 □中 1 2 3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年仍持續有人際困擾，且嚴重影響身心適應與學習。 □高 4 5 

□嚴重行為問題(如有攻擊或傷人傾向、偶發或蓄意出現攻擊、傷人等暴力行為)，致使影響生活與
學習。 

經輔導後，近半年已無嚴重行為問題，不影響生活與學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年偶有零星攻擊、傷人、暴力之傾向或行為，但不致持續影
響生活與學習。 □中 1 2 3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年仍持續有攻擊、傷人、暴力之傾向或行為，且嚴重
影響生活與學習。 □高 4 5 



□曾有觸法行為(如曾經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等)，或有犯法之

虞，致使影響生活與學習，須持續提供介入性或處遇性輔導措施者。 

經輔導後，近半年已無觸法行為或犯法之虞，不影響生活與學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年雖無觸法行為或犯法之虞，仍需持續追蹤，但不致嚴重影
響生活與學習。 □中 1 2 3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年仍持續有觸法行為或犯法之虞，且嚴重影響生活與
學習。 □高 4 5 

支

持

系

統 

□家庭系統嚴重功能不足(如照顧者有情緒、經濟、或涉司法爭訟等問題，但未達通報標準)，致使

嚴重影響身心適應與學習，需持續追蹤輔導。 

經輔導後，近半年生活與學習無適應困難/不影響身心適應與學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年生活與學習偶有適應困難/不致嚴重影響身心適應與學
習。 □中 1 2 3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年生活與學習仍有嚴重適應困難/仍嚴重影響身心適
應與學習。 □高 4 5 

依
法
通
報
與
追
蹤
輔
導 

□曾依法被通報至各主管機關(如高風險家庭、性平、中輟或中途離校、家暴或親密關係暴力或目
睹家暴、兒少保、疑似藥物濫用等)，有適應困難或嚴重影響生活與學習之虞，需持續追蹤輔
導。 

經輔導後，近半年生活與學習無適應困難/不影響生活與學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年生活與學習偶有適應困難/不致嚴重影響生活與學習。 □中 1 2 3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年生活與學習仍有嚴重適應困難/仍嚴重影響生活與
學習。 □高 4 5 

其

他 

□其他 
例如：經歷重大創傷或重大災害事件(如遭遇重要他人創傷或死亡、遭遇嚴重失落經驗或其他重大事件)、網路成癮或

其他無法歸類於本表上述各類型等情形，致使嚴重影響身心適應與學習。 

經輔導後，近半年生活與學習無適應困難/不影響身心適應與學習。 □低 0 

經輔導後，近半年生活與學習偶有適應困難/不致嚴重影響身心適應與學
習。 □中 1 2 3 

持續接受輔導，但近半年生活與學習仍有嚴重適應困難/仍嚴重影響身心適
應與學習。 □高 4 5 

總結初評結果(請以質性描述)：                                   ※本欄必填     

 

 

 

 

 

 

 

 

填 表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_____年_____月_____日

□建議評估會議轉銜 
□建議經評估會議討論後

再決定是否轉銜 
□建議不需轉銜 

 



原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 通報日期

身分證字號或

統一證號*
學生姓名*
原就讀班級* ________學院________科/系/所/組/學位學程________年級________班

性別* □男 □女 □其他

出生年月日* 民國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_日
姓名

與學生關係
聯絡電話
□同緊急聯絡人
□通報當日學生已年滿20歲
姓名

與學生關係
聯絡電話
姓名

□輔導主任/組長

□輔導教師

□專業輔導人員/心理師

□專業輔導人員/社工師

□個案管理員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介入性輔導(二級輔導)

□處遇性輔導(三級輔導)

□危機事件之輔導處遇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學習適應輔導需求

□行為適應輔導需求

□人際適應輔導需求

□情緒調適輔導需求

□連結校外資源之協助

□生活與經濟協助之提供

□中輟危機之預防

□自傷或自殺危機之預防

□精神或心理疾病復發之預防

□親密關係暴力危機之預防

□其他重要輔導需求(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未來就讀學校提供轉銜輔導及服務

□不同意未來就讀學校提供轉銜輔導及服務

□未明確表達意願

□同意未來就讀學校提供轉銜輔導及服務

□不同意未來就讀學校提供轉銜輔導及服務

□未明確表達意願

升(轉)入學校：

填表人 輔導(處)室 學務處 教務處 校長

轉銜學生基本資料通報表

過去輔導服務*

(請勾選；可單

選或複選)

未來可能的輔

導需求*

(至多擇三項)

監護人*

職稱/身分

(擇一)
輔導業務聯繫

窗口*

緊急聯絡人*

已告知轉銜輔

導相關措施後*

當事人

法定代理人
(學生滿20歲

，免勾選)

附表一



 

家長同意書  參考格式 

本人為   (學生姓名)   (學生身分證字號：           )之法定代理人（與該生之

關係：       ），為協助子女所需輔導工作完整銜接，提供其必要之

協助，同意    (原就讀學校全稱)     將子女就讀期間之輔導摘要資

料，提供給    (現就讀學校全稱)     ；本人所同意轉銜之學生輔導相

關資料，僅供輔導相關人員查閱，    (現就讀學校全稱)     應妥善保

管，並善盡保密責任。 

此致 

             (原就讀學校全稱)                 

※同意可提供的學生輔導相關資料(請勾選)： 

□個別輔導摘要資料 

□休學、復學、轉學等相關資料 

□其他關鍵輔導資料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建議與叮嚀事項(若無則免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備註： 

➢ 學校及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依學生輔導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行政程序法等相關規定，

蒐集、處理或利用學生輔導資料。 

➢ 所同意轉銜之輔導相關紀錄，僅供輔導相關人員查閱，不會用於其他用途，並確實遵守學

生輔導法第 17條及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8條有關保密之規定；並善盡資料保管之

責任。 

➢ 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應謹守專業倫理，維護學生接受輔導專業服務之權益。 

附表二 



 

同意書  參考格式 

我是    (學生姓名)      ，為協助學校提供之輔導服務完整銜接，

同意     (原就讀學校全稱)     將我就讀期間之輔導摘要資料，提供

給    (現就讀學校全稱)     ；我所同意轉銜之輔導相關資料，僅供輔

導相關人員查閱，    (現就讀學校全稱)     應妥善保管，並善盡保密

責任。 

此致 

             (原就讀學校全稱)                 
 

※同意可提供的學生輔導相關資料(請勾選)： 

□個別輔導摘要資料 

□休學、復學、轉學等相關資料 

□其他關鍵輔導資料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建議與叮嚀事項(若無則免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備註： 

➢ 學校及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依學生輔導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行政程序法等相關規

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學生輔導資料。 

➢ 所同意轉銜之輔導相關紀錄，僅供輔導相關人員查閱，不會用於其他用途，並確實遵守

學生輔導法第 17條及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 8條有關保密之規定；並善盡資料保管

之責任。 

➢ 學生輔導工作相關人員應謹守專業倫理，維護學生接受輔導專業服務之權益。 



○○大學 函 
地址：123○○市○○路○段○○號 

聯絡人：○○○ 

聯絡方式：○○-3344556-123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年○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 
附件：當事人同意書乙份 

主旨：為使○生輔導需求得以銜接，並提供整體性與持續性轉銜

輔導及服務，惠請提供該生於貴校在校期間就讀時之介入

性或處遇性輔導摘要資料，請查照。 

說明： 

一、依據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第○條第○項規定辦理。 

二、(概略說明情況及需所索取之資料)。 

三、檢附○生同意書乙份。 

 

正本：(○生原就讀學校) 

副本：本校○○處 
 
 
校長 ○ ○ ○ 
 
 

檔  號： 
保存年限： 



個案輔導資料轉銜表 

原就讀學校名稱(全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

就

讀

學

校

填

列 

轉銜學生基本資料 

轉銜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__ 

出生年月日：_____年______月_____日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證號)：_______________ 

轉銜學生於原就讀學校在學期間之輔導相關資料 附件編碼 

□個別輔導摘要資料  

□休學、復學、轉學等相關資料  

□其他關鍵輔導資料 

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表單位(人)簽署欄 

填表人： 

聯絡電話： 

 

填表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現

就

讀

學

校

填

列 

資料接收確認欄位 

□確認接收原就讀學校所提供(勾選)之各項資料。 

□尚缺部分資料(有勾選但未提供)，經聯繫補件後，已接收所有資料。 

聯繫日期/時間：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時_____分 

補件日期/時間：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時_____分 

□尚缺部分資料(有勾選但未提供)，經聯繫補件仍未提供。 

接收單位(人)簽署欄 

接收單位(人)： 

 

填表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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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www.themegallery.com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

www.themegall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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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hemegallery.com

•簡單使用端：EXCEL表單的下載上傳
管理端：稽催便利性

•舒適：版面、色系

•方便開放時間：每年7至8月間的部分
天數因系統轉換關閉修整，餘全年無休

•線上諮詢、回覆

•簡單統計功能

•提供系統操作手冊與簡報

系統特色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系統
操作說明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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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01 輔導工作成果填報須知

02 輔導工作成果系統填報說明

04 輔導工作成果填報介面及填報流程

05 相關說明介紹(忘記密碼、新建帳號、帳號管理與變更信箱)

06 填報紀錄查詢

03 帳號變更相關說明 (112年新增)

07 統計查詢-輔導議題人次(原統計分析)

01-輔導工作成果填報須知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系統網址：https://cgs.cloud.ncnu.edu.tw/
• 登入方式：㇐校㇐帳號；如為完全中學或國中小學校，仍為㇐學制㇐帳號(ex.國中、國小各㇐組帳號)
• 填報週期：每月1-10日填報上個月的成果(若需提前填報，當月11日起即可填報當月資料)

※忘記密碼請善用【忘記密碼】功能<開通帳號必須透過註冊帳號之信箱>
※如需修改信箱，登入系統後透過【帳號管理】或是透過系統首頁的登入相關【變更信箱】功能進行修改
※職務轉換：
新填報窗口承辦人(或縣市政府承辦人)拿到帳號密碼資訊後，請先登入系統至【帳號管理】更改相關資訊（如：電子信箱、聯繫電話及
分機…等資訊更新）。
修改完成才可收到相關信件(開通帳號、提醒填報信件)。

• 填報諮詢：
請依需求分別聯繫承辦單位或系統開發單位。

• 環境需求：
 畫面解析度：解析度建議1280×768以上。
 建議使用瀏覽器：Chrome

承辦單位<excel報表細項詢問> 系統開發單位<系統相關詢問>

承辦單位：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諮詢電話：04-7222121 ext.35207或35205
Email：rd@chsh.chc.edu.tw

系統開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系統客服電話：049-2910960#3765、3971、3785
系統Email：cgsbvc@mail.nc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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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工作成果填報及稽催流程

1日

• 系統自動寄信
提醒填報窗口
承辦人。

1-10日

• 各單位完成上
個月輔導工作
成果填報。

11日

•未在期限內完成填
報單位：

1. 系統自動寄信提
醒填報窗口承辦人。

2. 研發組寄信通知
縣市政府承辦人。

•備註：若遇假日則
順延

16日

•研發組彙整尚未完
成名單，後由國教
署協助函文稽催未
完成填報單位。

•備註：若遇假日則
順延

輔導工作成果稽催說明
系統填報期程及說明：

㇐、每月1日「系統自動寄送提醒信件」:
系統自動寄送填報提醒信件至各「填報窗口承辦人」信箱，並於每月1日至10日，完成上個月輔導工作

成果填報。

二、每月11日「寄送電子郵件」:
1. 系統自動寄送提醒信件至尚未完成填報之「填報窗口承辦人」信箱。

2. 研發組以電子郵件通知各「縣市政府承辦人」協助提醒轄內尚未填報之高中職、國中小及輔諮中心。

三、每月16日彙整尚未完成名單，後由「國教署函文稽催提醒」:
研發組每月彙整尚未完成填報之名單給國教署，由國教署協助函文稽催轄下高中職學校(輔諮中心)，及

請縣市政府協助稽催轄管學校(輔諮中心)完成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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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輔導工作成果系統填報說明

下載最新版本空白
表格/填報範例

上傳填報
excel檔案

完成當月填報

登入系統-
工作填報頁面

統㇐於頁面下方顯示上傳的資訊
填報有錯誤：
欄位以底色標示，請至execel修改後重
新上傳
填報無誤：
即完成填報，可透過頁面確認填報資訊

填報資料上傳
系統自動檢查填報是否有誤

系統檢核機制
資料無誤/修正

1.當月有個案及服務：
將當月實際處理的個案及服務
成果填妥上傳
2.當月無個案及服務：
選擇「當月無個案及服務」，
完成本月填報

當期填報頁面

每月填報時間：
每月1-10日填報上個月的成果
(若需提前填報，當月11日起即
可填報當月資料)

完成填報

注意：
新學期需使用新表格格式才能
成功上傳。

03-帳號變更相關說明
<112年新增>

• 變更登入帳號
• 帳號重置(人員異動or註冊信箱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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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帳號流程說明

使用者變更
登入帳號

變更登入帳號完成後，登入時請使
用「單位代碼_您所設定的個人帳
號」

配合
資安強化

依據「教育部委外辦理或補
助建置維運伺服主機及應用
系統網站資通安全及個人資
料保護管理要點第12條」：

禁止使用者共用帳號及密碼：變
更登入帳號頁面設置，新建帳號
設置自訂帳號欄位

變更登入帳號說明：
1.變更對象：
a.尚未設置單位窗口帳號
→登入後為變更登入帳號頁面

b.填報人員職務更換(不可沿用前承辦窗口帳號及密
碼)
c.有需求進行重置帳號之學校(帳號使用人員為同㇐
位，但無法登入系統，也無法使用忘記密碼功能重
設密碼。)
2.帳號設置說明：
a.帳號格式：數字、英文小寫及底線組成。
b.個人帳號⾧度：最少4碼，最多8碼
c.如需要重置帳號，請聯繫客服(需等待系統安排重
置帳號，重置後客服通知重新註冊帳號)
d.個人帳號不可設置以前使用過的

使用變更後的
帳號進行登入

本次新增流程

變更登入帳號頁面

※第㇐次設置個人帳號會導向此頁面，
相關設置規則如下說明：

【變更格式及⾧度】：
1.輸入格式以「數字、英文小寫、底線
(任㇐種即可)」
2.設置⾧度「至少4碼，最多8碼」

【個人帳號】：
帳號及密碼不可共用，依照上述規範設
置。
Ex.右圖個人帳號設定a001，登入帳號
則變更為010300_a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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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重置

帳號重置對象：
1. 職務轉換：新承辦人員，皆需聯繫客服進行重置帳號及密碼。 (帳號及密碼不可沿用或共用)
2. 原承辦人：無法登入系統，也無法使用忘記密碼功能重設密碼，請聯繫客服人員進行帳號重置。(帳號及密碼

需更換)
系統客服電話：

049-2910960#3765、3971、3785

重置帳號流程

聯繫系統客服
告知需要進行重置帳號

客服人員進行登記
(等待系統安排重置)

系統客服通知已重置完成
使用者進行新建帳號(註冊)

04-輔導工作成果填報
介面及填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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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頁面介紹
【工作填報】頁面可查看【填報說明】、【當期填報】、【逾期補填】及【申請修改】，選擇進行哪個選單頁面。
【填報說明】：查看相關說明、下載「填報新式表格、填報範例、填報表格說明簡報」。
【當期填報】：當月填報頁面，當月有個案或服務選擇該項並上傳填報檔案，若無則選擇「無個案及服務」。
【逾期補填】：若有逾期填報，請補齊後再進行當期填報。
※若有逾期未填報的資料，登入填報系統後，會出現文字提醒待補填報的報表月份（如右圖）。
【申請修改】：僅可申請修改當學期其他月份的填報資訊，申請後請至「逾期補填」頁面上傳修正後資料。
※非當學期月份修改請來電系統客服（上學期8~1月，下學期2~7月）

填報頁面介紹-填報說明

本頁為上傳的格式(空白、範例)
及填報說明下載：

 選擇上傳的版本(➌、➍)
(111學年or109學年 )

 上傳格式請下載空白檔進行
填寫，勿使用填報範例上傳)

 填報表格說明簡報



2023/8/15

填報頁面介紹-當期填報

當月有個案或服務填報流程： 當月無個案及服務填報流程：

執行上傳及檢核機制
1.資料有誤，重新補正上傳
2.資料無誤，完成填報

1

2

3

1 2

完成填報

填報頁面介紹-當期填報-資料有誤

當月有個案或服務填報流程：

執行上傳及檢
核機制

1

2

3

檢視excel檔
修正後上傳4

黃底為欄位未填寫
紅底為欄位資料有誤
(請確認資料是否符合該欄位
所需資訊或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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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頁面介紹-當期填報-完成填報

當月有個案或服務填報流程：

執行上傳及
檢核機制

1

2 3

完成填報
檢視填報資料4

填報頁面介紹-逾期填報

逾期補填有個案或服務填報流程： 逾期補填無個案及服務填報流程：

1 2

3

4

執行上傳

1 2

完成填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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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頁面介紹-申請修改

申請修改填報流程：申請修改頁面申請→逾期補填頁面上傳檔案

1

選擇申請月份
送出申請

跨學期修改請致電系統客服登記
並告知大略修改原因與修改的年
月份報表。

2

申請修改後，㇐律透過逾期補填頁
面上傳檔案<含跨學期修改>

05-相關說明介紹
• 忘記密碼
• 新建帳號
• 更新人員資訊與變更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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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密碼

忘記密碼時可透過【忘記密碼】功能更換
※若帳號所註冊的信箱已不能使用，請致電客服詢問

新建帳號

如有申請帳號重置，註冊請透過【新建帳號】註冊
②請選擇學校類別，ex.國中、國小
③輸入學校關鍵字找到對應的學校，ex輸入華僑，可找到國立華僑高級中等學校
④如有找到③校名，即代入學校帳號
⑤請符合4項原則設置：大寫英文、小寫英文、數字，密碼⾧達8碼
⑥輸入相關資訊
⑦務必確認信箱可使用<有關帳號開通信件及提醒填報信件都會發信至該信箱>

1

2
3
4

5

6

7

送出後，至信箱
找驗證信件
點選連結開通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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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管理(更新帳號人員資訊)

重置帳號或是職務轉換，請至【帳號管理】更新填報窗口(縣市政府)承辦人資訊及信箱

提醒填報、忘記密碼
皆透過此信箱發信

變更信箱

職務異動時，可先登入系統透過【帳號管理】或【變更信箱】變更帳號註冊之信箱
※若忘記密碼以及帳號所註冊信箱無法使用，可來電客服電話詢問

確定後至新信箱點
選開通帳號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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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填報資料查詢

資料查詢

點選資料查詢→填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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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查詢-填報紀錄(歷史個案/服務)

點選資料查詢→填報紀錄(歷史個案)

資料查詢-填報紀錄（項目篩選）
(歷史個案/服務操作相同)

滑鼠指標於紅框區塊點選滑鼠右鍵，透過【Columns】進行勾選所需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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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查詢-填報紀錄（指定欄位子項目篩選-單選1/2）
(歷史個案/服務操作相同)

滑鼠指標點選指定欄位【 】，輸入【選項】並選擇【包含】後篩選

重新查詢項目
可點選清除篩選

資料查詢-填報紀錄（指定欄位子項目篩選-單選2/2）
(歷史個案/服務操作相同)

即可顯示對應的填報紀錄並可依照此篩選條件輸出CSV



2023/8/15

資料查詢-填報紀錄（指定欄位子項目篩選-複選2/2）
(歷史個案/服務操作相同)

即可顯示【個案類別(副)】包含03、06之選項紀錄並可依照此篩選條件輸出CSV

統計查詢
• 個案成果(輔導議題人次-原個案統計分析)
• 服務成果(輔導議題人次-原服務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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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查詢

點選資料查詢→統計查詢→個案成果or服務成果

個案成果-輔導議題人次(原個案統計分析)
操作流程：選擇相關項目條件→送出查詢（出現下方表格）→結果下載
1

2

3

4

5

如選擇逐月匯整，
下方表件會呈現
8月、9月、10
月，各月的統計
項目

依照左方SOP順序點選：
1.選擇輔導議題人次
2.選擇統計資料表呈現表單(專業輔導人員)
3.選擇篩選條件
4.送出查詢
5.結果下載

※完成1-4，即可查看表單統計數據，如有更改2、3項目，需重新點選4查詢

※查詢後才可下載。如有更改3項目，需重新點選4查詢，下載的檔案才會是更改後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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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成果-輔導議題人次(原服務統計分析)

1 2

3

4

※完成1-4，即可查看表單統計數據，如有更改2、3項目，需重新點選4查詢

5 ※查詢後才可下載。如有更改2、3項目，需重新點選4查詢，下載的檔案才會是更改後的數據

依照左方SOP順序點選：
1.選擇人次(服務人次)
2.選擇統計資料表呈現表單(S01-S16)
3.選擇篩選條件
4.送出查詢
5.結果下載

服務對象不指定：統計數據包含教職員、家⾧及專業人員
如僅需要學生的數據，可透過【指定服務對象】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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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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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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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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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對象

填報方式

開案服務與諮詢定義

學生代號

學生背景定義

個案類別

T01.人際困擾 學生在與人互動過程中，無法獲得滿足感或未發現自身行為影響人際互動所衍生的相關問題。

T02.師生關係 學生在與老師互動過程中，無法獲得滿意感受所衍生的相關問題。

T03.家庭困擾

T04.自我探索

T05.情緒困擾 學生因情緒表達、因應、控管等各層面而衍生的相關問題。

T06.生活壓力

T07.創傷反應 學生因重大事件、變故或於成長過程中遭不利因素影響，導致創傷經驗而衍生的相關問題。

T08.自我傷害 學生出現置己於不利狀態、有自我傷害或自殺之意圖（行為）而衍生的相關問題。

T09.性別議題 學生因多元性別、性別交往、性別平等等各層面議題而衍生的相關問題。

T11.兒少保議題 學生涉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之事項所衍生的相關問題。

T12.學習困擾

T13.生涯輔導 學生因生涯及適性發展需求或目標決定所衍生的相關問題。

T14.偏差行為 學生出現違規犯紀之行為所衍生的相關問題，含物質濫用。

T15.網路沉迷 學生因網路或3C沉迷影響其在校適應、人際互動等議題而衍生的相關問題。

T16.中離(輟)拒學 學生於學籍有效期間內無正當原因、任意未到校或因拒學、懼學議題所衍生的相關問題。

T17.藥物濫用

T18.精神疾患 學生經精神科專科醫師診斷，患有屬DSM最新版本內各項心理疾病者。

T19.其他

服務項目

P01.團體輔導

P02.入班輔導

P03.家長諮詢

P04.教師諮詢

P06.心理測驗 提供學生標準化心理測驗之施測、評估、解釋(含個人及團體)。

P07.安心服務 因應校園危機事件提供安心文宣、安心座談、安心班輔、減壓團體等相關服務。

P09.資源連結

P11.學生諮詢 協助學生處理或因應非學生自身的問題(例:處理學生詢問友人失戀，可如何陪伴友人度過失戀期)。

P12.臨案協處 排除危機事件之突發、隨機的學生事務處理(例:學生於下課時間詢問升學資訊之處理)。

P13.方案計畫 因應學生特定需求，執行具輔導專業性目的之持續性方案 。例如：中輟、高關懷班、夜光天使計畫…等。

P14.各項宣講

P15.危機處理

P16.轉銜輔導

P17.其他 非屬上述各項服務或無法歸類者。

學生經確認檢驗尿液檢體中含有濫用藥物或其代謝者、自我坦承、遭檢警查獲或接獲其他網絡通知涉及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

相關服務定義

協助處理校園中涉及學生身心安全的緊急事件(例:緊急事件發生時之陪伴或協助)。

因應學生狀況協調整合學校及外部各方資源。

因應學生狀況協助其家庭功能改善所需之相關服務

（例：家庭訪視、親子會談、家庭相關成員會談、資源需求評估）。

因應學生狀況提供教職員工相關諮詢服務。

因應學生狀況提供家長相關諮詢服務。

依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辦法規定與學生家長、原就讀或現就讀之教職員或專業人員聯繫、召開評估或轉銜會議。

服務項目定義說明

P05.個案會議

因應班級輔導特別需求入班進行心理健康宣導或輔導。

針對學生及其相關人員提供輔導專業之宣講推廣。

P08.家庭處遇

P10.系統會談

針對特定對象或議題提供之團體輔導。

因應學生狀況和相關人員進行諮輔專業之系統性連結會談，或與相關人員連同學生（主要照顧者或親子）一同會談。

（相關人員如心理師、精神科醫師、教官、導師、學務人員、特教老師…等）。

學生於面對家庭失能或親子互動時所衍生的相關問題。

非屬上述各項類別或無法歸類者。

學生面臨壓力情境無法適應或解決所衍生的相關問題。

依學生個別需求由輔導處（室）、辦理輔導業務單位或輔諮中心依職責召開之個案會議，連結和支持受輔學生

所處生態系統中各個重要次系統，共同研議有效的協助方式。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輔導工作成果填報系統

 輔導教師工作成果-填報說明

1.國中小輔導教師：(依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2、3條規定)

　(1)專任輔導教師

　(2)兼任輔導教師

　(3)合聘專任輔導教師（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置輔導教師實施要點規定）

2.高中職輔導教師：(依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

　(1)專任輔導教師

　(2)輔導主任

　(3)輔導組長(輔導資料組長)

1.「當月個案」分頁，一位學生填報一列，統計資料會以學生代號統計，開案服務學生請填「當月個案」分頁。

2.其他輔導服務、諮詢等請填「相關服務」分頁。

※若需參考【填報範列】，請聯繫貴校填報窗口至系統內下載。

1.開案依單位開案指標界定。

2.諮詢指未達單位開案指標以短期、問題解決導向的服務方式。

學生身分依特殊教育法第3條規定(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肢體障礙、腦性麻痺、身體病弱、情緒行為障礙、學習障

礙、多重障礙、自閉症、發展遲緩、其他障礙 )且取得鑑定證明者作界定。

學生代號欄位由各校獨立編碼，無需受升學因素沿用前就學階段代號。

個案類別定義

個案類別定義說明

T10.脆弱家庭

學生因自我成長需求而衍生的相關問題。

家庭因貧窮、犯罪、失業、物質濫用、未成年親職、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照顧、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

易受傷害的風險或多重問題，造成物質、生理、心理、環境的脆弱性，而需要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

學生於學習過程中感到困擾而衍生的相關問題。

填報說明-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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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工作
暨校園危機事件
心理輔導介入處理

張秀娟諮商心理師 0818

臺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約聘諮商師

學歷: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臺灣諮商心理師證照

臺灣國小教師證照

臺灣心理劇學會導演與訓練師

美國心理劇ABEPSGP導演與訓練師

現職：

毛蟲藝術心理諮商所 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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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為本的輔導人力資源生態圖

取自「生態合作取向的學校三極輔導體制： WISER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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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傷害（自殺）的警告訊號

• 語言上的線索：

表現想死的念頭，可能直接以話語表現，也可能在

其所做的文章、詩詞中表現出來

• 行為上的線索：

•突然的，明顯的行為改變。

•出現相關的學習與行為問題。

•放棄個人擁有的財產。

•突然增加酒精或藥物的濫用。

自我傷害（自殺）的警告訊號

• 環境上的線索：
• 重要人際關係的結束中表現出來
• 家庭發生大變動，如財務困難、搬家等。

• 顯示出對環境的不良適應，並因而失去信心

• 併發性的線索：
•從社交團體中退縮下來。

•顯現出憂鬱的徵兆。

•顯現出不滿的情緒。

•睡眠、飲食習慣變得紊亂，失眠，顯得疲倦

身體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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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不同類型的自我傷害行為

 自殺（suicide）：一個人以自己的意願與手段結束自己的生命

 企圖自殺（嘗試自殺，attempted suicide）：一個人以自己的意願

與手段企圖（嘗試）結束自己的生命，但並不成功。

 自我傷害（self-destruction，self-damage）：以任何方式傷害自

己身心健康的行為。但該個體並沒有結束自己生命的清楚意

願。這類的行為如：重複地拔自己的頭髮，以頭撞牆、咬傷

自己、割傷自己等等。

觀察有否自傷危險性

• 直接觀察班級學生對於自殺的態度，經常透露有關
死亡或自殺念頭者

• 有高度、明顯的自殺意念

• 情緒明顯低落或情緒不穩定

• 失眠已超過一個禮拜

• 沒有特殊原因，以持續一段時間未到校上課

• 與過去相比，學業成績明顯便差

• 出現過意行為(例如：覺得有人要害他，)有人在監
視他…等)或性格、行為有明顯變化者(例如：突然變
的容易暴怒、出現暴力行為、把心愛的東西送人)

＊引用教育部訓委會柯慧貞教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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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者的心態

 停止目前的痛苦

感到無望、絕望與孤獨感、感到不被關愛與瞭解、存在著「理

想我」與「現實我」落差的失落感、有著「結束」與「期待被

拯救」的矛盾

 重新獲得控制感

試圖溝通的方式、報復型：要讓對方傷心/後悔/……長

期感受到挫折者

 因應挫折的方式：人格特質(邊緣性人格)、憂鬱症患者、媒

體效應

 精神狀態的影響：幻聽、幻覺、藥物濫用、意識不清

 死亡概念不清：13歲左右較成熟，會視為選擇的一部份

校園自殺防治守門員的工作

• 對於自殺高關懷群需要有特別的敏感度

• 有緊急處理流程的熟練以及具備這些緊

急處理的技巧 ～自殺危機處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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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守門人的角色與功能

只要多付出㇐些時間關心周遭的人。

只要用心聆聽他們心理的聲音。

只要對發出自殺警訊的人伸出援手。

透過守門123步驟-1問2應3轉介，人人都可以
成為自殺防治守門人。

擔任早期發現、早期干預、早期協助的角色

自殺防治守門人123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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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的危機評估

• 持續時間：這念頭持續多久了?

• 頻率/週期：這種情況多久發生㇐次?或發生什麼狀況時特別容易有這樣的想法?

• 支持資源：是什麼讓你沒有真的做出行動?(關鍵人物)

自殺，如何有跡可尋？

• 1.感覺(Feeling)：
–無望感、沮喪、憂鬱
–覺得自己沒有用、無價值
–自責、討厭自己

• 2.行動(Action)：
–經常說、寫跟死亡有關的事情
–行為焦躁、魯莽，甚至會出現
攻擊行為

• 3.改變(Change)：
–生活習慣、行為、睡眠、飲食習慣
大大改變

–對喜歡的事也失去興趣

• 4.惡兆(Threats)：
–語帶玄機－如「流血流多久才會死?
」、「沒多久我就不會在這裡了」

–行動計畫－將喜歡的東西送給他人
、研究藥物、自殺的方式、獲取武
器等

–自殺的企圖－大量服藥、割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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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留意學生的改變或異常行為

學習上：缺曠課、成績突然下滑

人際上：分組落單、人際疏離、受排擠等

行為上：與以往不同的異常改變

情緒上：低落、無價值感、絕望感

心情溫度計（BSRS-5簡式健康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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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聽到孩子這樣告訴你的時候

•我真想從這個世界上消失（蒸發）。
•請問，從幾樓跳下去才真的會死?
•我覺得活著真的很沒有意義。
•我跟你說一個秘密，你不可以跟別人說…我想自殺!

陪孩子走一段復原的路

• Step1：牽起孩子的手！
運用導師會談或其他方式表達關心
不急著給建議，多問他㇐些問題了解真正的情況
對他的心情表示了解，針對他的需要給予協助

• Step2：注入更多的支持力量
和他較親近、情緒特質較穩定、負責與熱心的同儕
避免分組落單、常常關心他的日常生活、課業的協助等
㇐旦有危機，同儕可以立刻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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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孩子走一段復原的路

• Step3：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必要時可直接與校內輔導單位聯繫，討論孩子的狀況，團隊
㇐起商量如何讓孩子願意接受進㇐步的心理協助。

• Step4：咱們一起，陪孩子走一段路
–導師不是孤單的，他的困擾是團隊需要㇐同面對與協助的。
–持續與學務輔導單位保持聯繫與合作，輔導訊息保持暢通。
–危機處理需要團隊工作。

當孩子說出想自殺時…

• 專心傾聽：一個出口。

• 溫暖陪伴：是渡過自殺尖峰期的最好方法。

• 直接探問自殺想法：孩子內心是掙扎的。

• 讓孩子知道你很努力理解，自殺是他最後的選擇，
此刻的他仍想讓自己活下來。

• 提高孩子想活下來的動力。

• 聯繫與支持網絡：讓孩子知道有一群親友會陪他度
過最艱難的時刻。

• 轉介給專業輔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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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說出想自殺時…

•不要承諾，例如「一切都會好轉的」。

•不要過度安慰，卻忽略孩子的情緒。

•一定要通報！不保守袐密。

•不要爭辯「自殺」的道德意義。

•不要增加孩子的罪惡感。

•不要輕忽蔑視。

•不要延誤。

•避開危險物品。

自殺的保護因子

• 家人-能夠理解並提供支持的父母或手足，有其他能夠了解
我的親戚，有甜蜜的負擔(孩子)…等。

• 學校職場-有主動關心我的師⾧或朋友，有穩定安心的學習
或工作環境…等

• 社區-信仰機構的支持，有社福或醫療體系介入…等。

• 個人特質-自尊，衝動控制，知道有更多選擇，看見新的可
能，有成就感或使命感，找到存在的意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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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不會只想用自殺解決問題？

（一）增進解決問題的能力
現代的生活變化快速，要適應這麼快、這麼多的改變並
不容易，如果我們只懂得單一方向的思考，將很難解決
我們所面臨到的諸多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嘗試以各種
不同角度來面對問題，保持彈性，隨時學習新的問題解
決能力，增進生命的韌度與良好適應外界改變的能力。

（二）學習壓力調適的方法
適當的壓力是人們努力之動力來源，但是壓力太大又沒
有好好處理時，個人的身心都會受到壓迫。因此，我們
需要隨時注意壓力是否超過負荷，學習紓解壓力，以更
多元的方式與態度，面對壓力事件，讓壓力不致成為生
命成長的阻力。

（三）養成正向思考的習慣
同樣的事，從不同的角度去想會帶來截然不同感受。所
謂「賽翁失馬，焉知非福」，如我們常用正面思考、樂
觀態度看待生活中的事件，將具有更好的能力來面對挫
折，保持對生命的希望，享有快樂的人生。

（四）建立社會支持網絡
每個人都有心情低落的時候，也都需要與人分享、分擔
各種感受。人際關係中的信任與親密，使我們的心靈感
覺有所依靠，不致輕易失去對生命的希望。因此，身邊
有可以幫得上忙的人(例如：朋友、親人等)，隨時有社
會支持的資源(例如：心理諮商中心、生命線、張老師
等) 。

如何才不會只想用自殺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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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小秘訣

⬥辨識自己的情緒

⬥穩定和放鬆情緒

⬥想法改變的智慧

⬥健康的比較，珍惜擁有

⬥尋求資源

面對重要且不容易的工作-請先好好照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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