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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動機 

  「學完諮商與輔導之後是否就可以知道別人在想什麼？幫助別人走出憂傷?」 

   

   「坊街心理學書籍很多，只要買回來自助學習即可。」 

    以上是走進諮商與輔導的課堂時，學生經常有的疑問和誤解。且讓我比較訝

異的是，之前曾任教隨著不同的班級、科系，以上的問題或多或少都會存在。這

不由得使我聯想，是不是媒體上有許多自稱輔導專家的人經常上節目解說，甚至

號稱可以來瞭解一個人的個性，這些學生受到媒體的影響荼毒太深，認為心理學

這一門課的內容就正如他們在媒體上所看到的樣子，又加上坊街書局充斥著所謂

「讀心術」的出版品，更堅定了學生認為學諮商與輔導就可以輔導別人的錯誤想

法。 

   諮商是一種輔導的歷程，由受過專業訓練之諮商員運用其專業知識，協助個

案認識自己、了解外在世界，使其發揮潛能，其也是一種心理治療之歷程，對於

生活適應困難或心理失常之個案予以教育或矯治，使其恢復健康的人生，其為心

心理學之一個重要分支。雖最早源自於哲學，但隨著百年來的演變，心理學以獨

立成為一門科學的領域。且諮商與輔導必須奠基在心理學的基礎之上。 

    有鑑於此，在諮商與輔導課程中，除希望能提升學生對心理學的基本了解

外，輔以諮商與輔導的進一步說明，另基於大學畢業於心理系的我，有著一股使

命感，希望能為心理學「正名」一番。打破上述對諮商與輔導的迷思，導入正確

的理論與觀念，不要再受到來自媒體對諮商與輔導的觀點所影響，提供同學對心

理學有正確的認識。 

    同時，能讓科學的心理學融入於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讓同學瞭解奠基於心

理學之上的諮商與輔導是既有用也好用的技術。再加以若結合本系發展方向之

一，針對有志從事公職考試的同學，與本系相關的「司法特考觀護人」、「監獄官」

考試中，亦有一專業科目為「諮商與輔導」，對欲投考該領域公職的學生亦有所

助益。 

    故本課程希望在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的支持下，將本課程作適度的重構，透過

課堂討論實作、moodle 互動、實地參訪、業師講座等多元的方式，以建立學生

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習興趣，使學生能清楚掌握研究方法的內涵。同時達成以「學

生學習成果導向」為依歸的目標與宗旨。 

 

 

 

貳、執行內容 （課程設計與執行概念、實施方式、實施進度等訊息） 

  一、若本課程非首次申請課程重構計畫，請說明與前不同之處 



  本課程為首次申請課程重構計畫 

 

 

 

  二、擬融入課程之職能項目 （目標是什麼） 

  請擬融入課程之職能項目： 

教育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 

【職場共通職能】（從事各種不同的職業類型都需要具備的能力） 

■溝通表達 □持續學習 ■人際互動  ■團隊合作 

■問題解決 □創新 □工作責任及紀律 □資訊科技應用 

 

 

 

 

 

  三、職能融入教學模式 （怎麼教） 

1.教：以多元、豐富、彈性之授課方式，加強學生學習動機。 

2.學：以觀摩與實作方式，提升學生學習效果，達成「學生學習成果

導向」之目標。 

3.教與學：藉由理論面的諮商基本概念介紹、相關諮商學派的介紹與

討論、每位同學諮商實作及個案報告撰寫等活動，達成理論與實務結

合，提供學生實務面的瞭解，成為未來從事相關輔導工作的基石，達

成理論與實務相互為用之目標。 

課程預計包含四項共通職能，茲預計融入教學模式，說明如下： 

(1) 溝通表達：諮商輔導工作是一個高度與人接觸的工作，需由不斷的

與案主溝通方能解決案主問題，故教導學生溝通表達的重要性。 

(2) 人際互動：藉由課堂與學生互動，透過問答互動加強學生互動交流。 

(3) 團隊合作：透過分組討論方式，培養學生合群其團隊默契培養。 

(4) 問題解決：諮商與輔導主要功能之一，為協助案主以解決情緒困

擾，訓練學生培養解決問題之能力。 

    藉由理論面的諮商輔導基本原理介紹、相關應用場域與對象的介

紹與討論、每位同學實作等活動，達成理論與實務結合，提供學生實



務面的瞭解，成為未來從事個案輔導工作的基石，達成理論與實務相

互為用之目標。 

 

 

 

  四、職能融入教學教案 （教學內容） 

   

藉由教師教授諮商與輔導相關原理、主要諮商學派內容(如心理分析、

阿德勒、案主中心、溝通分析、認知行為、現實治療、完形治療等)、

相關諮商技術實作等，使學生瞭解諮商與輔導之內涵為何。透過課堂

討論、moodle互動、諮商技巧實作、案例影片說明等多元、生動活潑

的方式，以建立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習興趣，加強學生瞭解諮商

輔導的基本內涵及提升個案輔導的基本能力。 

    另試圖融入教案的職能，採行動研究方式，能協助學校的教育價

值具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提供進行研究與發展實務的一些簡要的策略

與方法，是一種持續不斷的努力；研究者致力於行動與反映之間緊密

聯繫、相關與對質的特性，促進研究者反映出自己發展個人行動的意

識與潛意識作為。它協助研究者反映性的行動以便能發展個人的知

識。所以，反映思考將開發出行動的新觀點，也將在行動中被理解和

檢驗。 

 

 

  五、職能融入教學行動研究 （怎麼做） 

   

誠如上述，希望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並達成「學生學習成果導

向」的終極目標，本課程重構計畫執行內容如下： 

1. 基本方法論概念講授、介紹 

2. 自行整理筆記講義，提綱挈領，使同學能較快進入狀況  

3.  重要諮商類型說明討論 

4.  諮商技術實作，讓學生瞭解各類型的諮商技巧為何 

5.  課堂活動的實施：每授課一單元後，結合相關主體與時事，實施

個案分組討論 

6.   實地機構參訪，如本校諮商中心參訪，著重於瞭解本校有的諮商

內容，引導學生多加利用 

7.   業師講座 

8.   Moodle 互動討論 



    行動研究是一種強調實務工作者與實際行動結合的一種研究取

向，期能透過現場「行動」與「研究」結合之歷程，使實務工作者進

行反思，進而增進實務工作的理解，並改善實務工作的情境（蔡清田，

2000） 

    因此行動研究是以改善社會情境中、行動品質的角度來進行研究

取向。研究的焦點在於即時的應用，而不在理論的發展或普遍的應用；

只考量切近情境中的問題，注重即時的應用、批判、省思。旨在將研

究的功能與工作相結合，把研究的發現直接應用到該研究所涉及的情

境。歸納以上所論，研究者以此行動研究的意義運用於學生學習場域，

誠如上述，希望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興趣，並達成「學生學習成果導

向」的終極目標， 

 

 

 

參、計畫成果 

  一、摘述辦理情形 

1.於課堂中導正學生對諮商與輔導的迷思與誤解 

2. 使學生瞭解諮商與輔導相關理論知識，並補充相關講義放置於

MOODLE，並透過 TA 加強輔導，引導如何運用於自我瞭解 

3. 課堂活動分組實作，分組實施操作諮商與輔導之基本技巧，激盪學

生對諮商與輔導內涵之瞭解 

4. 諮商輔導多需借重測驗結果作分析介入，進行科學心理測驗施做，

使同學能對自己及他人有更多瞭解 

5. 參訪宣導介紹本校輔導資源及諮商中心服務項目，瞭解如諮商中心

心理測驗如何應用於學生輔導工作，但因該中心有疑慮作罷，甚為可

惜。 

6. 透過學校諮商師經驗分享，使學生瞭解諮商輔導相關從業人員的工

作內容為何，但因原預計講者時間無法配合未能實施。 

 

  二、共通職能融入課程成果 

本課程將職能融入教學行動執行內容如下：（括弧內容為如何做之相對

應職能） 

1. 基本方法論概念講授、介紹（溝通表達） 

2. 自行整理筆記講義，提綱挈領，使同學能較快進入狀況（問題解決）  

3.  重要諮商類型說明討論(人際互動) 



4.  諮商技術實作，讓學生瞭解各類型的諮商技巧為何(問題解決、溝

通表達、人際互動) 

5.  課堂活動的實施：每授課一單元後，結合相關主體與時事，實施

個案分組討論（團隊合作） 

6.   實地機構參訪，如本校諮商中心參訪，著重於瞭解本校有的諮商

內容，引導學生多加利用(問題解決) 

7.   業師講座（溝通表達） 

8.   Moodle 互動討論（問題解決、溝通表達、人際互動） 

 

行動研究的結果除了實務工作情境獲得改進之外，同時也使實際工作

人員自身獲得研究解決問題的經驗，可以促成專業成長。 

 

  三、執行成效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為何，請提出具體佐證） 

  本課程預期效益希望能達到執行內容各項的成效，說明如下： 

1. 導正學生對諮商與輔導的迷思與誤解 

→ 佐證：學生受媒體影響頗深，已在課堂授課進行中強調觀念並導正。 

2. 瞭解諮商與輔導相關理論知識，並引導如何運用於自我瞭解 

→佐證：課堂授課進行中，並補充相關講義放置於 MOODLE，並透過

TA加強輔導，透過講義學習，同學表示能提綱挈領，符合學習需求。              

3. 課堂活動分組實作，激盪學生對諮商與輔導內涵之瞭解 

→ 佐證：本堂課選修人數約 20 位，恰好適合分組實施操作諮商與輔

導之基本技巧演練說明，同學多有收穫。 

4. 科學心理測驗施做，使同學能對自己及他人有更多瞭解 

→ 佐證：因諮商輔導多需借重測驗結果作分析介入，已於期中考後各

周分別於課堂中進行，並簡要說明施測流程、工具如何應用於諮商輔

導工作上； 

5. 透過實地機構參訪，瞭解如諮商中心心理測驗如何應用於學生輔導

工作 

→ 佐證：本想透過參訪宣導介紹本校輔導資源及諮商中心服務項目，

無奈該中心主任覺得不妥作罷。 

6. 透過業師講座，使學生瞭解諮商輔導相關從業人員的工作內容為何 

→ 佐證：原先預計邀請本人之學生目前服務於桃園某科技大學諮

商師，於課堂中進行講座，分享諮商經驗，直至最後才告知無法前

來，殊為可惜。 

 

 

 



  四、課程反思 

    （本課程實驗可以分享給全校其他教師的教學發現和重要經驗） 

  本課程在本校教學卓越計畫的支持下，將本課程作適度的重構，

透過實務案例討論實作、moodle互動等多元、生動活潑的方式，以建

立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升學習興趣，不再認為社會科學研究法只是非

常理論的學科。同時達成以「學生學習成果導向」為依歸的目標與宗

旨。感謝有此計畫之支持，讓枯燥的課程能有多元豐富的課程安排和

提供教師揮灑的空間。 

     

  五、後續調整規劃 

1. 在課程設計上：因本次課程其本學期遇到國定假日放假，導致與日

前課程授課內容需精簡一些，往後於設計課程時需留意授課日是否適

逢假日問題及公假是否需加課問題。 

2. 在分組實作討論上：本次課程針對所有同學針對重要諮商技術分組

施測討論，但有少數同學並分組，且討論時先行離開，導致無法與其

互動並指正問題，殊為可惜。 

 

 

肆、建議與改進 

1. 學生課堂出席率問題，會加強點名機制，使學生出席率提高。 

2. 針對分組討論活動學生不參與問題，日後會鼓勵同學指導不願意參與同學，

並請 TA協助幫忙同學。 

3.針對諮商中心拒絕參訪問題，原因之一為會擔心對個別諮商工作產生干擾，且

基於個案隱私不方便參訪。但因本次修課人數約 20 人，人數不多，且本人曾擔

任他校諮商心理系主任乙職，並擔任他校輔導中心兼任輔導老師多年，其他學校

並無這樣的限制。原先希望藉由參訪說明讓修課學生能更了解本校諮商中心資

源，並加以推廣，但該中心系諮商師回應學生大一時已對該中心業務內容說明

過，但本次選修同學為大三大四，需為未來職涯作接軌，更須了解該中興有何資

源可提供，且大一時的介紹學生早已淡忘，此為拒絕原因之二。對這樣的拒絕理

由個人深感不能接受。 

  試問如此封閉的心態如何能充分發揮諮商中心的功能?相信這也不是學生希望

的結果，對這樣的情形，強烈建議改善，進一步言，理應將諮商中心資源與師生

共享才是，而非閉門造車，期望日後能有所改善。 

伍、補充說明 



  一、課程照片 

學生專心聽課。 

 
 

老師授課情形 

 

 

 

   

 

 

 

 

 



二、其它相關資料 

職能融入課程重構問卷回饋 

「原始分數」

之平均值 

溝通表

達 

持續

學習 

人際

互動 

團隊

合作 

問題

解決 
創新 

工作責任

及紀律 

資訊科技

應用 

期初 3.97 3.72 3.81 3.84 3.69 3.57 3.99 3.96 

期末 4.14 4.06 3.86 4.2 4.2 4.2 4.2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