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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協助失控的過動兒成為溫柔戰士
—實習心理師在國民小學輔導工作之

系統合作經驗
梁綺芬（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研究生）

李麗君（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副教授）

筆者於今年在新北市某國民小學進行碩三

的全職實習。從中對於國小輔導工作有許多的

衝擊、收穫與感想，同時也看到大環境下的一

些困境與希望。

本文是以自身在國民小學實習時如何透過

輔導系統合作，將一名經醫生確診為注意力不

足過動症(At tent ion def ic i t hyperac t iv i ty 
disorder, ADHD)與情緒困擾的小三男童，平日
經常在課堂上情緒大暴走，驚動周邊許多的師

生，到後來可以穩定學習與安然成長的實際案

例。希望透過此案例之經驗分享，提供系統合

作在國小輔導實務上之參考。

理想的國小輔導工作以三級預防的概念作

為出發，除由第一線教師負責初級輔導預防工

作外，如果校內能擁有其他更專業的輔導人員

從事次級與三級的輔導工作，如此不僅在初級

可及早介入，防患於未然，也能在學生需要協

助時進行個別或團體諮商。此制度的建立顯示

國人對於心理健康的重視，透過落實國小輔導

工作之責，也是對於國人心理健康預防工作最

為經濟的投資（王麗斐、趙曉美，2005）
然而在落實層面上，雖自民國72年起，國

小即依法設立輔導室，然而近二十年來的國小

輔導工作推動，卻一直無法展現其應有之功

能。探究其關鍵因素，主要來自於輔導專業概

念被淺薄化、法令未能落實、輔導人力與校園

需求不符、以及輔導人員的培育與遴用未能緊

密結合等等因素的影響所致（王麗斐、趙曉

美，2005），其中又以專業人力不符校園需求
最常被詬病（王麗斐，2002；林美珠，2000林
美珠、王麗斐、田秀蘭、王文秀、林幸台，

1999；林家興，2002）。使得仍有很多有輔導
需求的兒童，迫於現實人力與專業限制使然，

而未能及時獲得適當的協助。相信擁有專業能

力的心理諮商師可以為受輔生帶來較全面與深

入的協助。

尤其近年來由於少子化帶來的衝擊越來越

顯著，教育現場多以代理老師取代正式教師的

職缺，加上政府預算的縮減，專業人員（包含

輔導老師和心理師）編制也逐年縮編，人力不

足問題更形同雪上加霜。然初級預防中導師的

角色，結合二、三級的輔導人力，如雙師合作

（教師、輔導老師或心理師）對兒童的身心發

展更形重要。所以即使是心理師要具備有系統

合作的能力也是日益顯得重要。

如王麗斐等人(2000)提出系統工作對於學
校輔導工作的重要性。事實上許多輔導人員或

諮商師都感受到與國小兒童工作時，必須從其

系統下手。因此，瞭解兒童、家庭、學校和社

區等生態系統是如何互動，這樣的互動又是如

何影響兒童的成長與適應，將有助於諮商師發

展出能協助兒童改變有效的介入策略。同時也

是進入國小校園工作的諮商師的一項重要角色

與功能，乃是必須能與家庭和學校的系統合

一、前言

二、國小輔導工作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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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尤其是必須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家長與教

師的信賴與合作，同時又能對他們提供有效的

諮詢，才能對受輔兒童的突破與成長提供最大

的助益，而非侷限於單向努力或單一改變。與

親師合作不但有利於改善兒童的生態環境，加

速受輔學生的改變與成長，同時對參與的家長

和教師也能產生正向的幫助與影響（王麗斐，

2002；王麗斐、林美珠、王文秀、田秀蘭、林
幸台，2005；林美珠，2000）可以見得系統合
作已是學校學生輔導工作中跨專業間的趨勢

（趙文滔，2015）。

Bronfenbrenner於1979年提出的生態系統
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將生態系統劃
分成微觀系統 (M i c r o s y s t e m)、中介系統
(Mesosystem)、外圍系統(Exosystem)、鉅觀系
統(Macrosystem)等。微觀系統是指直接環境
（家庭，學校，同齡群體）；中介系統則由直

接環境之間的聯繫構成（例如：一個孩子的

「家和學校」）；外圍系統係指間接發生影響

的外部環境條件（例如：父母的工作場所），

以及最後的鉅觀系統泛指較大的文化背景（例

如：東方文化對比西方文化，國家經濟、政治

文化，次文化）（林郁倫、陳婉真、林耀盛、

王鍾和，2014）。
本文指稱的系統，乃根據生態系統理論及

參考相關文獻，套用在學校系統中。筆者主要

的工作模式是建立在定期與親師合作的對話模

式。故以上系統概念也較符合筆者貼近實務的

工作。

本文目的在於輔導一名三年級的男學童，

有ADHD過動症與情緒困擾。筆者主要的工作
是除給予該生個別輔導諮商工作外，再者也透

過與系統中導師與家長諮詢，以帶動個案周遭

系統的友善與正向循環。合作本身是一個需要

不斷磨合的過程，因此筆者採用行動研究法，

過程會不斷與專業督導、導師、家長形成一個

合作團隊，透過與系統不斷進行諮詢與對話，

建立工作日誌、督導紀錄、諮商紀錄，進行反

覆的實踐、反思、再行動，以建立目前場域中

最適切而彈性的合作模式（廖美琪，2016）。
該生的受輔時間共歷時三個多月，計有

十五週。研究者建立一個工作模式，分別為階

段名稱、學生行為狀態與需求，以及與系統中

的成員（導師、家長與同儕為主）的工作重

點，列於表1。

透過在國小實習的歷程，深感系統合作對

於受輔學生的重要性。茲將輔導該個案的省思

整理如下：

1.個案問題呈現是系統的失衡，非僅單一
個體的問題

系統觀是以系統整體性的角度看待問題，

將焦點放在關係的運作上，認為家庭中帶有症

狀或個案（例如：代罪羔羊），只是系統失衡

的代表。

例如該生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個哥哥。

對於手足關係，該生既期望能玩在一起，又同

時有競爭與糾葛的情結。因為父親與哥哥同

睡，該生與母親同睡。由於父親是男孩很重要

的學習對象與楷模。對於該生來說，一方面產

生過度依賴母親，另一方面則對於父親與哥哥

「同一陣線」，衍生出對父愛的失落；此外，

也因為渴望手足陪伴，繼之衍生出羨慕、嫉

妒、忌憚與較勁的各種情緒。由於受到各種情

緒的糾結與焦慮，又難以名狀，形同受困於各

種混亂情緒左右而無可自主。故進入到學校也

有同樣困擾而無法表達與自主。

為解決這個問題，首先父母應該站在同一

陣線，共同協助與守護孩子的需要與權益，而

不是彼此各持一個孩子，與孩子形成扭曲的共

生關係，使得個案無形中變相成為父母各種矛

三、生態系統

四、�系統合作在國小情緒困擾兒童的

轉變與歷程

五、�系統合作在國小實務上的看見與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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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階段名稱 個案狀態與現象 系統合作的工作重點

緣起爆炸期—起
（持續約二到三
週）

1.個案呈現易怒、失控、
脫序狀態。
2.如上課將桌椅、文具推
倒，持續製造噪音或哭泣
聲超過半小時以上。明顯
影響上課與周遭班級。

1.導師諮詢：正確理解個案有聆聽接納與設限的
需求。老師要能與個案建立可預測與信任關係，
使其有關係與安全感建立。
2.家長諮詢：同理家長情緒，強調家長對孩子的
重要。同時讓家長了解個案有被看見與肯定的需
求。
3.個別諮商：重在同理、情感反應，協助個案瞭
解內在感受與需求，同時意識現實困境與解決問
題的討論。

震盪起伏期—承
（持續約二到三
週）

1.個案對同儕遊戲（如鬼
抓人）經常感到憤怒、不
公平與頻頻告狀、叫屈。
同儕就更敬而遠之。形成
負向循環的互動模式。
2.很在意考試成績，不如
預期會感到挫敗與崩潰。

1.導師諮詢：課前預告＋上課命令要簡要、堅定
＋課後要聆聽、溝通與討論。
安排小天使與暗樁使個案的分組進行能順利。為
個案「製造」成功經驗。
2.家長諮詢：父母須建立有共識的教養風格，同
時建立正向楷模。也有合理設限與滿足個體愛與
關注的需求。
3.班級輔導：讓學生對各種情緒、煩惱的討論、
激盪，藉此產生普同感與提供人際社交的學習。
也能形成較友善、正向的互動環境。
4.個別諮商：同理被孤立與憤怒的負向情緒與意
識到挫折。也讓個案看見負向惡性循環的行為模
式

改變轉折期—轉
（持續約二到三
週）

1.面對人際張力與衝突，
自己尚有混亂、不解之
處。仍會重複舊有行為
（嘲笑、捉弄他人）以凸
顯自我。
2.情緒、行為仍處於時好
時壞、來來回回的狀態。

1.導師諮詢：對個案的改變持續鼓勵、肯定，利
於正向行為的定形。對負面行為也要能立即回饋
與面對。
2.家長諮詢：對於個案有心或無意對同儕的負向
行為也要協助勇於面對與學習修護關係。例如個
案踢到他人重要部位，雖然幸而無大礙，但要道
歉負責與練習如何修護。
3.同儕調解：遇到衝突、誤解，要即時協助彼此
理解與促進對話。
4.個別諮商：持續關注各種正、負向行為的觀察
與討論。除要持續肯定正向行為（如願意改
變），也要能面質與討論其負向模式。

相對穩定期—合
（學期中、後
期）

1 .可承受受挫與憤怒情
緒，轉為自我調節，尋找
不同友伴與自我安頓（如
閱讀），以分散注意力。
2.可接受成績不如預期，
並非一無是處，自己仍有
其他優點，與具有成長與
改變的自信。

1.導師諮詢：持續同理，適時聆聽老師的辛苦，
也強調師生關係才是個案願意改變的關鍵因素。
2.家長諮詢：強調無條件的愛，在成績、人際之
外，要看見個案獨特的人格特質。對於手足糾紛
要秉持討論與公正原則。
3.同儕輔導：能促進彼此對話、互動，而不是一
味依賴老師主持公道。
4.個別諮商：因為感受到心理師持續的愛與接
納，以及對問題開誠布公的討論。個案較能面對
挫折，對解決問也較有信心與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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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情結下的承擔者與受罪者。此個案的問題解

決有賴於家長、導師（系統中的重要他人）的

適當調整與共同合作方能快速達成！絕非單靠

個案一人改變即可。

2.促進內在理解與看見，而非侷限外在事
件

「個案概念化」是個案工作最重要的意識

架構。這個架構必非固定而一成不變。也會隨

著時間、人、事的變動而改變。

例如個案剛開始轉好時，可能仍會有不安

全的測試，或舊有模式的重演。例如此個案會

去嘲弄同班同學，罵他：「你跑得很慢。你很

娘耶！」雖然個案後來基於導師要求，有向對

方道歉，但這情況絕非第一次發生，未來可能

還會繼續發生。導師此時深感到很挫折，甚至

覺得努力遭到背叛而憤怒不已，自覺已經額外

給予個案很多機會，為何在好轉之餘，還去嘲

弄他人，是否得了便宜還賣乖，是否恃寵而自

大？但除非能進一步理解個案內在的心理動機 
（如：「我是壞孩子，所以你不可能真的喜歡

我！；「我是受害者，所以要他人也嚐嚐相同

的滋味？！」」也讓導師能理解個案有他獨特

的內心假設與恐懼，導師才不會覺得過度挫折

與憤怒。唯有正確理解後，才能產生真實接納

與涵融該生的受挫情緒。才不會各自堅持形成

更對立、反抗的消耗戰中。

3.同理與聆聽是系統工作的關鍵
老師和家長都有各自對於孩子固著的看

法。有時候他們甚至會把自己受挫的憤怒、無

力感、罪咎等難以承受的感受，有意或無意識

的怪罪（或投射）於個案。這也是因為個案可

能勾起家長或導師在早期或現實裡的無助或失

望的種種情緒。所以要看見家長、導師個人受

挫、不滿、憤怒、無力等各種的情緒，讓他們

因為受到同理，進而對這些情緒有所覺察，才

不至於因無意識或自動反應，再繼續將這些痛

苦、挫折情緒轉移到個案或下一個受害者。

一開始的導師諮詢，要先了解導師的困難

和在意點，並給予以同理與疏導。如此案例中

的導師，總是很努力於滿足別人的需求，難以

自主作決定；加上代課老師身份在專業認同與

他人評價會有所顧慮與隱憂。因此當遇到學生

的脫序行為，會下意識蓄意隱忍，視而不見，

想避免引起注意與遮人耳目。此時應要能同理

導師的心境。例如可說：『我有看見你很努力

扮演做好一個老師，但也讓自己壓力好大，好

辛苦，所以對學生表現會格外求好心切⋯』

（情緒因應），進而才分析忽略危機帶來的種

種後果（理性分析）。『如果你一味隱忍該生

失控反應，沒有適時回應與規範，其他學生或

巡堂主任會如何看待失控的學生與您的不處

理？⋯』除此之外，對個案危機事件的因應策

略，也是需要適時給予策略與建議（策略因

應）。

對於導師我們需要謙虛以對。除了要適時

同理外，也要予以看見與鼓勵，以一個合作夥

伴，甚至是一個支持者給予協助。而不是站在

個案角度來「指責」、「批判」導師；也不是

動輒站在較高的姿態來「指導」導師。

其實在系統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看見每一

個人的需要與困難。關係的建立重在平等、互

惠與尊重，這是系統工作的一大重點與特色。

自然也是最受考驗與困難的部分。

4.賦能—相信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個案要成長與突破，也要看見其背後歷程

背的心理狀態，從中給予賦能，這樣才不會破

壞個案的自我概念，且能增加面對挫折的彈性

與應變力。譬如當面對固執性高的孩子時，可

將個案的固執看待成堅持度高或勇於批判，此

時可予以肯定，並順勢引導到自我探索、人際

觀察或研究喜愛的科目領域上，可將個人過度

堅持帶來的負面衝擊，轉向於較利人利己的正

向行為的發展。而不是一味否定與指責個案的

行為。

在國小現場的這一年實習，在學校的友善

支持，以及外聘的專業督導的傾力協助下，將

六、限制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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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有情緒暴衝、失控的過動個案，透過親師

合作（心理師、導師、家長）的方式，終於讓

他成為勇於改變的溫柔戰士。該校輔導主任讚

譽此個案輔導可說是「功德圓滿」！家長更是

充滿感謝與認同。這個歷程對於像我這樣的實

習心理師而言，可說是在專業養成與自我定位

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經驗。

然而在現階段，諮商心理系的研究生若想

去國小實習，依然面臨到輔導單位人力不足及

專業人才（督導）的不足，因此目前開放研究

生到國小實習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這對於

有心想做兒童諮商與治療的研究生來說，實在

不免抱憾。 
從現實環境來看，近年來由於少子化與學

童問題多樣化，且發生問題的年齡不斷下降，

加上問題的複雜絕非是單憑一、兩個專輔老師

即可處理的，而是需更多有專業素養的心理諮

商師投入，善用系統合作，方能因應不同個案

給予個別化的輔導策略，這樣也才能防患於未

然，而且成效達到最大化。筆者在與導師家長

合作過程，這段實習經驗對個人專業有很大提

升。對於實習生的專業訓練，學校是很好的實

驗與練習場所。所以如能開放更多實習生進入

中、小學場域實習之，對於雙方可說都是正

向、雙贏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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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
詢
能
力

諮
詢
技
能

1.學生對諮商資源較不
熟悉，主動諮詢情況較
少，往往在活動中才對
學校諮商中心有所認
識，進而使用此資源。
2.導師有時可能因學生
狀況主動諮詢，但情況
不多。

服務對象為一般大眾，可能
會有民眾致電詢問諮商相關
細節，或是未成年案主會有
家長諮詢，除此之外，諮詢
執行情況較少。

較少有諮詢的機會，大多需要諮詢
的對象是案主自身系統內的人。

轉
介
能
力

可能遇到需要轉介的情
況，有些學校會有鄰近
資源清單，實習生可視
案主需求提供；而有些
則為實習生自行收集資
料提供給案主。

因社區案主來談之前都先經
過初談評估，因此較少轉介
機會，若有需要，會採取資
源提供，由案主視需求自行
運用的方式。

1.醫院本身即屬於三級預防中的三
級單位，且接案前已經過醫師的過
濾篩選，因此案主較少有再被轉介
的機會。
2.案主可能需要社福資源時，可能
會有社工的介入。

行
政
管
理
能
力

須學習行政管理的部
分，例如透過規劃、執
行心理衛生預防活動推
廣諮商專業。

1.依機構的經營方式、方向
及規模等考量，可能會舉辦
心理衛生相關預防推廣活
動、跨專業合作、執行方案
等。
2.若有跟政府部門合作的機
構，有機會接觸方案撰寫與
執行。

1.需要負擔的行政較少。
2.除接案時間外，大多需要自己規
畫安排學習。
3.單位內人員分工明確、關係平
等，即便是實習生身分，也被視為
一名專業人員，在合作上專業受到
尊重。

續表3：三種專業實習單位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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