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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於焦點解決短期諮商中之 

賦能知覺分析 

林俊德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及瞭解當事人於焦點解決短期諮商中的賦能知覺內

涵。本研究採用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模式對三位主動求助之當事人分別進行五至七次諮

商，並於每次諮商結束後立即進行低結構之深度訪談，蒐集到十八次諮商後訪談文字

稿，輔以現象學資料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發現當事人對賦能之知覺內涵包括

有：「自我取向式」、「互動取向式」及「行動取向式」等三項賦能類別。其中「自我

取向式賦能」，包含有：「轉好」、「有用」、「有能」、「有力」、「能量」等賦能要素；而

「互動取向式賦能」，則有諮商中及諮商外的「他助」類賦能要素；「行動取向式賦能」

則涵蓋有「解決建構」及「自助」類賦能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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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當事人尋求心理諮商之目的乃是為了有效解決自身遭遇之問題，使其改善現有處

境或獲得幸福感，或作進一步的自我成長與改變（蕭文，2004）；然而深受問題困擾

之當事人，常伴隨出現無力或無能感，有種類似於無法掌控自己生命歷程的感受，這

種無力感常使當事人在諮商目標達成的過程中，缺乏行動力。因此心理諮商的介入，

必須著重於激發當事人的權能（empowering），也就是賦能（empowerment; De Jong & 
Berg, 2012 ; Greene, Lee, Mentzer, Pinnell, & Niles, 1998; McWhirter, 1991），以增強當事

人因應生命處境的能力，降低其情緒壓力，也使之能投注於心理成長，並做出有效的

決定（Welfel & Patterson, 2004），促使問題獲得解決。 
採取後現代主義思維的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模式，著重治療者與當事人的平權及共

同合作的關係，注意當事人所處脈絡與獨特性及看重當事人優勢、能力與資源、秉持

樂觀、正向人性觀點等特性，乃以提升當事人賦能為其重要之內涵（De Jong & Berg, 
2012; Sharry, 2007; White, 2002）。其諸多特點，如：(1)以脈絡觀點來理解當事人的困

擾，認為經驗與意義是透過個人建構或與他人互動而得；(2)強調當事人在諮商中的主

體性；(3)諮商歷程不聚焦於問題，而是跳脫原來的視框，以解決方法為焦點；(4)透過

語言的應用，以重新框視述說當事人的生命故事，使當事人獲得問題解決的新視野；

(5)強調成功經驗，正向、積極觀點，使當事人見到自己擁有之優勢、能力與資源；(6)
尋找例外，使當事人得知困擾問題也有解決的可能等等重要治療概念。 

當事人處於如此治療脈絡，即成為治療歷程中故事敘說的主角，位置與治療者並

駕齊驅，在治療歷程中被賦能（許維素，2002），更自己有「能」、「力」進行改變的

行動。意即當事人在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的講求平等或共同合作的治療脈絡中（Cox & 
Parsons, 1994; Davis & Osborn, 2000; Sklare, 1997），輔以優勢為基礎（strength-based）
的治療框架或精神裡，透過位處平權位置、秉持未知（not-knowing）立場、正向、積

極態度的治療者引導下，被視為擁有問題解決資源的專家角色（Berg & De Jong, 1996; 
Murphy, 2008），已隱含賦能精神之獲取；而當事人在具有賦能傾向的諮商技術使用

裡，如具體明確的目標訂定、奇蹟問句、讚美鼓勵、評量問句、因應問句等，得以賦

能（De Jong & Berg, 2012; Greene et al., 1998）。 
從助人領域相關文獻歸納得知，「能」、「力」為賦能之主要概括意義，也具有類

似於能力（enabling）、權力或力量（power）、自我效能感、自主性、制控信念（locus 
of control）、自我控制感（a sense of control）或個人控制感/個人動能（personal control 
/ personal agnecy）等意義（宋麗玉，2006；許維素，2002；Boehm & Staples, 2004; Bolton 
& Brookings, 1996），含有獲取權力、發展力量、增加能力或權力、賦予權力/力量、

擁有力量的（powerful / feel empowered）、權力均衡或共享之意義（張麗春、李怡娟，

2004；Guti’errez, Parsons, & Cox, 1998; McWhirter, 1994）。然在心理治療或諮商領域的

確切意義，至今仍乏共識或確切定義（許維素，2002；McWhirter, 1994）。 
再由論述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治療過程、相關技術或效果的文獻中（De Jong & 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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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Greene et al., 1998; Sharry, 2007），發現賦能常以一動詞（ empower / 
empowering）、名詞（empowerment）或形容詞（empowered）的形式出現，形容賦予

或增加當事人力量、能量或能力、權力等，使當事人得以應付無力、無能的狀態，並

習得技巧或能力，甚至找到自身資源，進行改變行動。細觀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的進行

過程，包括關係的建構及技巧的使用，皆含有賦能當事人的意圖或精神，如平權、合

作的關係、優勢的思維、正向的引導與目標建構、富含發掘當事人自身資源的技巧使

用等；又如當事人在接受焦點解決短期諮商過程中見到自己具體目標的逐步實現、由

評量問句瞭解到目標達成程度與進步狀況、見到個人的能力與資源、由因應問句的引

導看到有效的問題解決方法、藉由例外問句的引導見到問題不存在的希望情境、成功

經驗的正向知覺喚起、知覺到讚美與鼓勵的力量，或是覺得個人很有「能」、「力」去

進行改變的行動。因此推斷當事人能在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的治療脈絡裡經驗到賦能，

然而當事人的主觀知覺經驗仍須透過個人的報告或呈現，方易為他人所理解。 
過去國內雖有研究探討該議題（許維素，2003），但研究資料的呈現趨近於

Zimmerman（1995）本人及其同僚（Zimmerman, Israel, Schulz, & Checkoway, 1992）
等人的賦能觀點，在結論的共識呈現上仍待確認。抑言之，在過去探討賦能的相關研

究上，對其意義雖有說明，在諮商輔導的應用上仍乏明確共識之討論；對賦能的產生，

雖以過程或結果觀點來論述，在諮商過程中的賦能內涵卻少有明確的探討。而具諸多

賦能導向技術之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模式，可謂最常論及賦能之諮商模式，文獻的論述

脈絡中亦常提及該主題，實徵研究上仍少有對當事人在焦點解決短期諮商過程中賦能

主觀知覺的探討。 
由前述知賦能對遭遇困擾呈現無力或無能狀態的當事人，格外具有重要意義

（Lethem, 2003; O’Connell, 2003）。為進一步瞭解當事人對賦能的主觀知覺，乃藉由焦

點解決短期諮商模式的諮商過程，對受問題困擾之當事人進行諮商，並於其每次接受

完諮商後，進行當事人賦能主觀知覺的資料蒐集，以瞭解其在此治療脈絡下的賦能知

覺相關內涵，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在於理解與探討當事人於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歷

程中主觀知覺之賦能內涵，包含哪些向度或內容。據此研究目的，提出主要之研究問

題為當事人在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歷程中的賦能知覺是什麼？包括賦能之可能意義及

向度等。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瞭解當事人接受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歷程中的賦能知覺及其相關內

涵。研究之進行，透過質性研究方法，進行資料蒐集、分析與整理。茲分述如下：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欲瞭解因困擾求助諮商之當事人於接受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模式諮商後的

賦能主觀知覺內涵，乃針對其於接受該次諮商後的 24 小時內，以低結構深度訪談方

~ 81 ~



 
 
 
 
 
 
 
 
 
 
 
 
 
 
 
 
 
 
 
 
 
 
 
 
 
 
 
 
 
 
 
 
 
 
 
 
 
 
 
 
 

 

彰 化 師 大 教 育 學 報 

式訪談當事人，以蒐集其諮商後的立即回溯性資料，並將訪談過程全程錄音，而後轉

謄為文字稿，以為研究分析之文本資料。 
資料分析方式，採質性研究法之「現象學資料分析法」，將所有當事人受訪記錄

的內容加以編碼、歸類及還原。另外，本研究並未限制當事人接受焦點解決短期諮商

之諮商次數，而是依當事人實際上的需要與諮商師討論後所決定。研究過程符合諮商

倫理與研究倫理之規範，於保密原則下進行，有關可供辨識研究對象之任何資料一律

以代號取代，並在研究對象同意下，進行研究。 

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者之研究參與者包括當事人（個案）與諮商師。研究對象為遭受問題困擾

之真實個案，由研究者於中部各大學院校招募而得，為研究受訪之主體。 

（一）當事人 
當事人經由招募前來接受諮商，有實際之困擾問題，共計三位，其年齡介於 21~24

歲之間，性別為兩男一女，學歷包括大學及研究所等。來談議題分別為工作壓力、人

際關係、自我探索及兩性關係等。諮商次數分別為 5、7 及 6 次等。 

（二）諮商師 
本研究研究當時乃邀請一位任職於中部某大學教職及兼任學生諮商中心之諮商

師參與本研究，其以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為專業工作取向，具十五年以上之專業實務工

作經驗，多次帶領焦點解決短期諮商之教學及工作坊，亦以此主題發表多篇相關研究

論著及以此取向完成其博士論文等。 

三、研究工具 

（一）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低結構深度訪談方式，探討當事人於回顧諮商歷程中的賦能主觀知覺，

屬諮商後回溯性訪談，蒐集當事人於每次諮商中的賦能知覺。其設計原理循當事人對

諮商中的重要事件（印象深刻）回憶為核心，依其思考脈絡加以訪談引導；資料蒐集

重點依據賦能於文獻上的概念，引導當事人回答訪談問題。為期能蒐集到豐富、正確

及符合研究目的之資料以回答研究問題，訪談皆於當事人接受每次諮商後的 24 小時

內進行。每次訪談的進行，以訪談題綱作為訪談之指引，使訪談過程具體與明確。 
研究者在訪談當事人當下，除參考訪談大綱之指引外，常循當事人之思考脈絡、

主軸與方向，循序漸進深入的訪談，以獲得更貼近當事人主觀知覺與經驗之文本資

料。本研究由研究者擔任訪談員，其訪談大綱主要內容如下： 
1.今天諮商後，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在哪？為什麼？有甚麼感受或感想嗎？請你仔細形

容這樣子的感受或感想？有何特徵？這感受（想）是怎麼來的？（尋找賦能的主觀

知覺、感受與形容，再藉由此脈絡深入詢問，以引導蒐集更多賦能資料） 
2.接受完此次諮商後，自覺有何轉變？可以形容一下這樣子的轉變嗎？你如何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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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的轉變？這轉變為你帶來的感受是什麼？這轉變對你的影響又是什麼？ 
3.還有甚麼不一樣的發現嗎？還可以補充些甚麼？為什麼？ 

（二）研究者 
研究者具輔導與諮商博士學位，熟悉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模式及歷程，曾參加焦點

解決短期諮商創始人之一 Insoo 來台帶領之初階與進階工作坊訓練，實務或教學工作

亦以此治療模式為主要之專業取向；即具備相關之專業訓練及實務工作與教學、督導

經驗，於研究過程裡擔任「資料蒐集者」、「訪談過程文字稿內容校對者」及共同擔任

「資料整理與分析者」之角色；對質性研究法熟悉，亦以此方法完成相關研究與著作。 

四、資料蒐集與整理 
本研究乃藉由深度訪談，蒐集當事人接受焦點解決短期諮商後的主觀知覺為研究

結果之書寫依據。在邀請當事人參與研究後，在每一次的諮商之後，於諮商後 24 小

時內完成訪談資料蒐集。訪談以訪談題綱為依據，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每次訪談

皆錄音，其時間約五十分鐘至八十分鐘不等，以蒐集完整之資料為依歸，計三位當事

人共有十八次訪談資料。 
訪談結束後皆將其資料轉謄為文字稿，並對每位受訪當事人之對話過程進行編

碼，其分為三部分，即受訪之研究對象代號（即當事人，以 A、B、C 表之）及以數

字代表訪談次序與段落順序等，其中數字共有四位數，第一位數字表示訪談次序，後

面三位表示談話具賦能意義之段落句數。如以 B1023 代表受訪者（當事人）B 在第一

次訪談過程中的第 023 句話，C2016 表示受訪者 C 在第二次訪談中第 016 句話，餘依

此類堆。此外，對於受訪者非語言之訊息，如聲調變化、情緒表現、語句停頓等，亦

儘可能的呈現於文字脈絡中，而以（）內的文字表述之。 
資料之整理與分析由研究者與兩位熟習此領域之學者，參考 Hycner（1985）「現

象學資料分析法」之步驟與精神，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包括：(1)蒐集研究文本資料，

即當事人賦能主觀知覺之文本資料，由當事人接受諮商後的立即性訪談所蒐集；(2)
閱讀該文本資料，乃由資料分析者詳細閱讀；(3)將文本資料依賦能知覺之共識，分類

為幾項個別主題；(4)重新組織並粹鍊出共同之賦能主題；(5)統整並陳述研究現象的本

質等（高淑清，2000）。同時，由三位資料分析者針對每一份文本資料進行共識性討

論，以提升研究信度。最後則將分析完成之資料提供予參與者，以參與者查證方式提

升研究之效度（Maxwell, 2005）。 

參、研究結果 
透過當事人諮商經驗之回溯性訪談經驗，整理出當事人接受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的

賦能主觀知覺包括有三大取向之賦能知覺，分別為「自我取向式賦能」（self-oriented 
empowerment）、「互動取向式賦能」（interaction-oriented empowerment），及「行動取

向式賦能」（action-oriented empowerment），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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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取向式賦能 
當事人的自我取向式賦能，包含有五個次類別，即「轉好」、「有用」、「有能」、「有

力」、「能量」等賦能要素，其下包含總共有十三個成分（賦能核心概念），其詳細賦

能內涵及當事人訪談中對賦能的知覺段落對話或陳述內容，舉例如下文。  

（一）「轉好」之賦能要素 
所指為當事人知覺到自己的狀態有所轉變，其核心意義為知覺到「自我狀態」的

轉變，比起原來趨向於「好」的方向或有所進展（promotion），包括：「知覺到正向轉

變」、「彈性式思考」、「重新建構自我觀點」等三種賦能要素。 
1.知覺到正向轉變：當事人能知覺到自己在諮商過程中的轉變，是一種正向的轉變。 

C3105：「…對於我自己有更多了解，然後…會開始去思考，然後…去思考

更多關於我的問題啦！」 

2.彈性式思考：當事人知覺到自己的思考方式，變得比較彈性化、更靈活、更有變通

性，擴展原來的思考向度，對事情產生不同觀點思考。 

C7033：「…我這陣子來的一些，對我自己狀態的一些覺察，然後講著講著，

我那時候當下突然發現，我想法怎麼突然間出現這樣的轉變，就

是跟以前不一樣了，變的比較有彈性…。」 

3.重新建構自我觀點：當事人在諮商過後，對自我的看法已產生認知上的轉變，也改

變對事情的觀點，較能以正向的角度來解讀自己，能夠重新建構自我觀點。 

C5079：「就其實我還是不錯的人這樣，很有能力啊，沒有想像中那麼的糟

糕。」 

（二）「有用」之賦能要素 
所指為當事人所知覺到的賦能要素，其核心意義為「提升自我效能」，知覺到自

我效能感的提升，對自己「有用」，感覺有所「效用」（efficacy）與有所貢獻，包括更

能自我瞭解、相信自己更有能力做一些事、獲得良好的諮商經驗，使自己能有所轉變

等，包括：「自我瞭解」、「自我效能感」等二種賦能概念，如下： 
1.自我瞭解：當事人透過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歷程，對自我深入探索，是一種自知之明

（self-discovering）的理解，這種自知之明讓當事人對自我狀態能更為掌握，也能使

當事人產生改變的力量。 

B2026：「我覺得（在這次諮商之後）會讓我更加認識我自已跟同學之間相

處的模式，對，因為很…覺得就是很多事情就是我自已壓抑住並

沒有跟同學講，所以她們也不清楚…。」 

2.自我效能感：當事人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相信經由自己的努力，便可達到自己想

要的結果。 

A1020：「…去構思那個部分，就是覺得還蠻奇妙的，其實都在腦海中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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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想出來那樣，對啊！對啊！就會覺得還蠻覺得還蠻厲害的啦！

呵..就覺得其實是可以做到的。」 

（三）「有能」之賦能要素 
是所有自我取向式賦能要素中最多的一類，指當事人知覺到自己更有「能」力

（competence）的賦能要素，即知覺到自己「有能力」去做一些事，可以有能力去行

動。該類型賦能要素不但使當事人知覺到自身資源、能力、也知覺到過去的良好表現、

能夠有所掌控自我的經驗。包括：「知覺自身之優勢與資源」、「知覺到成功經驗」、「掌

控感」、「勝任感」等四種賦能概念，分述如下： 
1.知覺自身之優勢與資源：當事人在諮商之後，能夠注意到自己的優點與資源，使自

己更加肯定自己，也使當事人有信心於問題解決行動。 

A5032：「一直…一直一直去發現，其實，自己也有不錯的地方，是很開心

的…」 

2.知覺到成功經驗：當事人在與諮商師的互動下，體會出自己在過去的生活經驗中，

發覺有良好的表現或不錯的經驗，所謂的成功經驗。 

A5040：「對，所以我會去規劃，……發現，哎，真的教得不錯，喔真的有

做到一些事情。」 

3.掌控感：當事人知覺到自己對於自我、生活層面、生命態度等具有掌握、控制、自

己能夠主導及自我決定等觀點，所謂的掌控感（control）。 

A3022：「…就是對自己的事情負責，然後這樣子也比較有…比較不會苦，

這樣…比較像那個掌控感的感覺，比較不會那麼混亂…」 

4.勝任感：當事人知覺到自己有能力可以將事情、工作做好，是一種勝任感。 

A2006：「…就是有一些想法在腦中了，那會覺得說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好，

這種感覺！可以勝任…。」 

（四）「有力」之賦能要素 
所指為使當事人知覺到有「力」量（power）的賦能要素，不管是對自我有所期

待，或知覺到勇氣、力量或希望，皆給當事人帶來力量之知覺，即是一種「力量感」

的體會，覺得自己更有力量的樣子，包括：「自我期許」、「力量感」、「希望感」等三

種賦能概念。說明如下： 
1.自我期許：當事人對自我本身、未來生活或計畫、工作與態度、問題解決及目標的

設定、等方面，隱含一種目標導向的（goal-directed）意圖，產生一種動力於努力達成

自己個人期待或標準。 

C5089：「我是預想說整個諮商結束以後，我一定要跟從前的我不一樣，活

出完全不同的自己來！」 

2.力量感：當事人知覺到力量感，知覺到諮商過程中有力量之處，知覺自己在面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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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時，會因力量感而產生改變的推力。 

C7048：「慢慢有一些力量出來了，怎麼去解釋喔，我有勇氣敢去做一些事

情，去挑…去做一些我以前可能不敢做的事情，」 

3.希望感：當事人知覺到希望感，對於自己困擾許久的問題，知覺到有解決的希望，

因而感到有希望感。 

C3035：「之前比起來，談完我會覺得，問題不會有太大的改變，然後這一

次談完，這一次來這邊談，我會覺得問…我的問題是有…希望可

以去做一些改變的，可能可以去做改變，然後調整這樣子。」 

（五）「能量」之賦能要素 
能使當事人知覺到能量（energy）的賦能概念，即能量感；當事人的內心有種充

滿「能量」的主觀感受。 
1.能量感：當事人知覺到諮商過程中有種能量注入的感覺，自己能體驗到能量感、精

神也變得更好，在情感層面則有正向的情緒感受，如高興、開心、有活力、生命力，

是一種正向的身心狀態。 

C6078：「…我覺得諮商過程是有一點算是在…在注入能量吧，在我原本老

大的這個角色上面注了一些新的能量這樣子。」 

二、互動取向式的賦能類別 
互動取向式賦能類別乃是當事人知覺到在諮商過程中與他人互動過程裡的賦能

體驗，當事人透過與他人互動而覺知到賦能的過程，包括諮商中與諮商師的互動及諮

商後與重要他人的人際互動過程所知覺，前述命名為諮商中「他助」之賦能，而後者

為諮商外之他助式賦能；前者所指為當事人與諮商師的互動後的賦能知覺，如當事人

在諮商過程中知覺到諮商師給予肯定或理解，皆能引發當事人賦能，使當事人有成長

的動力等；而後者之諮商外的人際互動亦是重要賦能，如重要他人的支持或鼓勵等。 

（一）諮商中「他助」之賦能要素 
即當事人於諮商中知覺到諮商師的協助，而體驗到賦能，是一種諮商中的「他助

式」（others-help）類型的賦能概念，包括：「知覺到諮商師的理解與鼓勵」、「知覺到

諮商師的協助」。 
1.知覺到諮商師的理解與鼓勵：當事人知覺到諮商過程中，被諮商師所理解與鼓勵。

理解（知覺）的主體是當事人，即「當事人知覺到」諮商師的理解，不僅有可能使當

事人更加自我瞭解，也可能使得當事人清楚掌握自己的狀態，產生改變行動的動力。 

B1070：「那第一次跟諮商師聊天會有一點互動，可是一段時間過後感覺好

像是在跟朋友聊天，而且這個朋友是在幫助你引導你，你內心最

深處的一些問題，然後會適時的運用一些方式來讓你了解到這些

問題是怎樣，然後其實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沒有像我自己想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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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糟。」 

2.知覺到諮商師的協助：當事人知覺到諮商師的協助，感受到諮商師對當事人的影響，

當事人已將之內化為內在思考，並能在日常生活中加以應用。 

B6024：「…就覺得說，在諮商過程中，就是得到老師跟○○老師（諮商師）

對我的幫助嘛，那我之前跟○○老師（諮商師）說，我希望也能

夠去…幫助別人，那我覺得說，現階段我同學就是需要我的幫

助，而且我覺得…」 

（二）諮商外「他助」之賦能要素 
即當事人知覺到介於兩次諮商期間，知覺到重要他人對當事人的肯定與支持，是

一種諮商外的他助式賦能知覺。 
1.知覺到重要他人肯定與支持：當事人知覺到重要他人對她（他）的肯定與支持，重

要他人包括諮商師與周遭他人等；當當事人知覺到重要他人的肯定時，也對自己產生

了自我肯定。 

B3006：「就是很高興啊，覺得自己努力…就是有受到肯定，對啊，因為這

一次，就是剛剛跟○○老師（諮商師）講的，上禮拜就是接到通

知，學校說，就是這星期五學校的校運會，然後通知我跟班上另

一位同學，上台領獎學金跟獎狀（笑），對啊，就是覺得…感覺

自己的努力有受到其他人的肯定了~」 

三、行動取向式賦能 
即當事人對賦能的知覺，來自於行動的體驗，藉由行動產生賦能知覺，屬當事人

知覺到「行動」後帶來的賦能，因而將之命名為行動取向式賦能，即當事人從諮商後

的行動脈絡中體驗賦能，包括當事人建構問題解決思維過程之「解決建構式賦能」及

行動過程中的「自助式賦能」。 

（一）「解決建構式」賦能要素 
即當事人透過與諮商師的互動，進行問題之解決建構，極易體驗到賦能知覺。通

常當事人理解到自身問題有機會獲得解決時，即是見到問題解決之曙光，對個人具有

賦能效果，此過程即是一種問題解決建構式的賦能。 
1.問題之解決建構：為當事人在諮商期間，建構問題解決過程中，所知覺到的賦能概

念，符合焦點解決短期諮商「解決方法建構」之精神；當事人在與諮商師的互動過程

裡，一起合作式的探討自己的問題解決建構過程，從其中知覺到賦能，是為解決建構

式賦能之一次類別，包含七項概念，依次為：「理解問題、知覺到執行改變行動、思

考問題解決方法、瞭解問題解決方法、完成問題解決、知覺可用之資源、對問題的掌

控感」等，核心概念皆與「問題解決」有關，舉其中之一例說明如下： 

A1013：「因為就是可以從中間可以得知疑惑自已的是那個架構出來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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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到說，耶…其實做還不錯的事情這樣子，其實架構就像計劃

是在腦海中本來就有，只是我還沒把它產出來這樣子而己，有這

種感覺，呵...。」 

2.問題之重新架構：為解決建構式賦能之另一概念，是當事人在諮商過程中知覺到個

人可從不同觀點解讀或重先看待個人問題時，乃知覺到賦能，具有四項內涵，包括「重

新建構（事情、問題）觀點、對問題解決之正向預期、願意嘗試改變、發現問題解決

之其他可能性」等，舉一例說明如下： 

B6119：「我會覺得說…事情沒有這麼糟，還是有轉寰的餘地，然後就盡量

讓自己的…心情，快樂愉快一點，換個心境去看一個自己也…換

個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二）「自助式」賦能要素 
即當事人自己幫助自己的過程，因而以「自助」（self-help）來涵蓋說明該取向之

賦能要素，當事人藉由「自助」的方式，使自己知覺到賦能，包括：知覺到自己的努

力」、「知覺到問題的改善」、「習得自助之技巧」等三項核心概念。詳細內容如下： 
1.知覺到自己的努力 

當事人在諮商過程中透過諮商師的引導與回應，知覺到自己過去的努力過程。 

C7080：「（諮商師）帶我去看到，我可以感謝我自己啊，因為我做，之前

做一些改變，所以我現在的確也希望感謝我自己。」 

2.知覺到問題的改善 
當事人在諮商期間，已出現執行問題改變的行動，使其知覺到問題已有所改善，

並因而經歷到正向經驗；此處所指為當事人出現於改變行動後的賦能知覺。 

B6003：「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問題，已經有看在，解決看到那個曙光，然後

就是覺得心情，常常就會，保持很開心。」 

3.習得自助之技巧 
當事人知覺到諮商技術的影響，習得諮商技巧以幫助自己。  

B4031：「對！然後就想說如果他真的看到我這樣子的話他會…有怎樣的想

法…譬如說我上台領獎學金我爸爸會很高興，那如果說…我被同

學欺負的時候我爸爸會有怎樣的想法，對…然後還有就是我考很

好的時候我爸爸會怎樣說，然後考不好的時候我爸爸會怎樣說。」 

綜上述，當事人於接受焦點解決短期諮商後的回溯性訪談中，主觀知覺到自我取

向式、互動取向式及行動取向式等賦能類別，其中自我取向式賦能包含有「轉好、有

用、有能、有力、能量」等賦能要素；互動取向式賦能則有「諮商中他助式賦能、諮

商外他助式賦能」等賦能要素；而行動取向式賦能則有「解決建構式賦能、自助式賦

能」等兩項賦能要素。將之整理如表一，其中各項賦能要素定義之相關對話內容舉例，

可見上述研究結果列出之當事人的述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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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當事人的賦能知覺及其涵意 
賦能類別 賦能要素 主要概念 定義與內涵 
自我取向式

賦能 
轉好 

 
知覺到正向轉變 
彈性式思考 
重新建構自我觀點 

當事人知覺到自己的狀態有所轉

變，是一種自我狀態的轉變，相較原

來有趨向於「好」的方向或有所進展

（promotion）。 
有用 

 
自我瞭解 
自我效能感 

當事人所知覺到個人具有的「效用」

感（efficacy）與有所貢獻，更有自我

效能感，如更能自我瞭解、相信自己

更有信心做一些事、獲得良好的諮商

經驗，使自己能有所轉變等。 
有能 

 
知覺自身之優勢與資源 
知覺到成功經驗 
掌控感 
勝任感 

當事人知覺到自己更有「能」力

（competence）感，覺得較先前的自

我更有能力的知覺，即當事人知覺到

自身資源、能力、也知覺到過去的良

好表現、能夠有所掌控自我的經驗。 
有力 

 
自我期許 
力量感 
希望感 

當事人知覺到有「力」量（power）
感，有如更有力量的感受，不管是對

自我有所期待，或知覺到勇氣、力量

或希望，皆給當事人帶來力量之知

覺。 
能量 

 
能量感 
 

當事人知覺到能量（energy）感，有

種充能的感受；內心似被注入能量的

的感覺。 
互動取向式

賦能 
諮商中他助

式賦能 
知覺到諮商師的理解與鼓勵

知覺到諮商師的協助 
當事人藉由知覺到諮商中「他人協

助」（others-help，如諮商師）的過程，

而有賦能之知覺。 
諮商外他助

式賦能 
知覺到重要他人肯定與支持

 
當事人藉由知覺到諮商外「他人協

助」（亦是一種 others-help，如重要

他人）的過程，而有賦能之知覺。 
行動取向式

賦能 
解決建構式

賦能 
問題之解決建構 當事人能理解問題、知覺到執行改變

行動、思考與瞭解問題解決方法、完

成問題解決、知覺可用之資源、對問

題有所掌控等，是一種對問題解決

（problem solving）有所掌握之賦能。 
問題之重新架構 當事人對問題的重新建構、對問題解

決有正向預期、願意嘗試改變、發現

問題解決之其他可能性等，屬一種對

問題重新解讀（reframing）所知覺到

的賦能。 
自助式賦能

 
知覺到自己的努力 
知覺到問題的改善 
習得自助之技巧 

當事人對賦能的知覺，來自於行動後

的體驗，藉由「自助」（self-help）的

方式，使自己知覺到賦能。 
註：本研究結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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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依據上述研究結果，進行如下觀點之討論： 

（一）各取向式賦能各有其賦能特色 
1.自我取向式賦能佔最多比例 

研究發現三位當事人在對諮商歷程的賦能知覺回顧中，以自我取向式的賦能知覺

類別佔多數比例，顯示當事人在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歷程中，最能夠知覺到自我的成

長，也符合焦點解決短期諮商重視當事人成長之精神（O’Connell, 2003）。另由分析之

資料得知當事人自我的內外層面皆有成長，其內所指為關於自身相關之議題的改善，

如自尊、自我概念、自我覺察、自我認識，思考能力的提升等；其外為人際關係的改

善，工作效率的提升，未來的期許等。換言之，自我取向式賦能亦是當事人對個人自

我賦能的知覺，與焦點解決短期諮商強調之促進當事人改變與覺知之觀點有所相符

（De Jong & Berg, 2012）；即當事人知覺到個人有所成長或正向轉變時，亦會伴隨賦

能的知覺產生。 
 
2.具互動特徵之互動取向式賦能知覺 

互動取向式賦能類別發生在當事人知覺其在諮商中與他人互動過程裡的體驗，即

當事人透過與他人的互動而覺知賦能的過程，如於諮商中與諮商師的互動或是感受到

諮商外與重要他人的互動所知覺之賦能。其中以與諮商師的互動佔重要之比重，如當

事人在諮商過程中知覺到諮商師給予肯定或理解，皆能引發當事人賦能，使當事人有

成長的動力，顯然可再次驗證諮商師是當事人改變的重要他人（Corey, 2013），站在

當事人的立場來看，諮商師的一舉一動與其改變有所促發，而站在焦點解決短期諮商

之諮商師的立場來看，其諮商過程中的作為則是充滿賦能當事人的意圖。而當事人於

改變過程中，與諮商外當事人認為的重要他人有密切關連，包括與其行動有關（如當

事人 B 受鼓勵的知覺）或與其問題有關連之重要他人（如當事人 C 的人際關係改變）。

換言之，該賦能取向有種「他助」的意味，即藉由知覺他人的協助而使其知覺賦能。 
 

3.強調行動的諮商模式伴隨行動賦能知覺 
從研究資料的整理中發現，當事人相當程度的提及問題解決的相關脈絡理解，顯

示當事人與諮商師的互動，常聚焦於「問題解決」建構過程，此點亦為焦點解決短期

諮商強調問題「解決」之核心精神相符（O’Connell, 2003; Trepper et al., 2010），意即

透過解決行動，而有改變的可能。以強調行動的諮商模式，此點故可輕易理解，然而

最重要的是，行動底下伴隨賦能知覺；換句話說，當事人知覺或是經驗到自己的問題

解決相關行動，皆能讓當事人從行動、行為與經驗之體會中，知覺到賦能，即當事人

不僅知道改變需要行動，最重要的是有能力、力量、能量於改變行動，伴隨賦能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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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賦能知覺，更為當事人帶來改變的可能；或可解釋焦點解決諮商的「短期」化，是

透過當事人行動式賦能的知覺，而有效率的促發改變行動。 
綜上述，本研究與過去諸多研究最大不同之處乃是依當事人對賦能知覺來源之脈

絡，歸納分析出賦能類別，資料聚集整理比對的過程，呈現出貼近當事人思維的脈絡。

在自我取向式賦能類別裡，包含有「轉好、有用、有能、有力、能量」之知覺，深入

理解各自之內涵，「轉好」為當事人發現自己在諮商過程對個人好的或正向轉變的知

覺；「有用」則是知覺到個體自身有所效用之處，有如「天生我才必有用」在焦點觀

點之連結，從自身尋找問題解決可用之資源，令當事人知覺到賦能；「有能」則是一

種對個人能力的知覺，也是一種對個人能力或資源的發現；「有力」也是一種力量的

主觀知覺，令當事人產生力量的感覺；而「能量」知覺亦是個人主觀內在感受，有能

量就容易令個人產生改變的可能性（O’Connell, 2003; Gingerich & Eisengart, 2000）。
其次類別包括有「知覺到正向轉變、彈性式思考、重新建構自我觀點、自我瞭解、自

我效能感、知覺自身之優勢與資源、知覺到成功經驗、掌控感、勝任感、自我期許、

力量感、希望感、能量感」，其中有幾項特點出現在探討賦能的相關文獻裡，如掌控

感、勝任感、自我期許、力量感、希望感等，尤其是探討個別賦能議題時，可見此些

概念有可能是賦能的核心概念（Bolton & Brookings, 1996; Stewart, McNulty, Griffin, 
& Fitzpatrick, 2010; White, 2002）。 

而互動式賦能雖然趨近 Zimmerman（1995）提及之人際互動要素之賦能，但焦點

各有不同，Zimmerman 強調的是個人與組織間的互動，本研究則指重要他人，包括諮

商過程中的諮商師及諮商外的重要他人，可見諮商歷程中對於當事人的改變諮商師及

重要他人皆具重要地位，亦為當事人帶來賦能。行動式賦能則是當事人透過個人改變

行動而可輕易知覺，符合焦點強調的行動精神，亦可知該諮商模式強調的諮商即賦能

的歷程。 
也再次突顯出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歷程之經營，相當地貼近當事人思考脈絡，具「賦

能」精神的焦點解決也更貼近諮商的「效能」觀點，只要在某次諮商對當事人有用、

有效，諮商便隨時可以結束，改變之階段歷程並非必要，或改變歷程有可能出現在當

次的諮商，因而「一次」諮商之精神（Davis & Osborn, 2000; Littrell, Malia, & 
Vanderwood, 1995），在賦能歷程裡被顯現。 
 

（二）當事人是賦能主觀知覺與理解的主體 
從訪談過程裡，發現到當事人最能、也最先知覺到自我取向式的賦能要素，其次

才是互動及行動取向之要素，顯然在諮商中的賦能知覺（令當事人印象深刻與關心之

處）通常與當事人自身有關，當事人已受到諮商影響而將此影響內化到自己身上；此

外，互動與行動取向之賦能要素，其主體仍為當事人，也就是當事人「去知覺」互動

與行動，才有所謂的賦能，因此賦能是相當個別化的一種心理構念，此觀點與研究賦

能議題的諸多研究觀點相仿（Chamberlin, 1997; Lord & Hutchison, 1993）。而對賦能

的知覺亦與當事人主觀的解讀關係密切，符合後現代思維重視脈絡之觀點，即諮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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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是當事人，諮商師只不過提供一社會互動建構之環境，當事人在其中與諮商師互動

建構中，主動為自己尋找問題解答，所以賦能其實也是一種自我協助（self-help）的

過程（Adams, 2003）。 

（三）賦能在焦點解決短期諮商脈絡裡有其獨特性 
本研究發現當事人賦能的來源是一種自我發現的過程，與焦點解決強調的當事人

是問題解決的專家頗有呼應之勢，而不同於其他助人領域所提賦能來自於向系統的爭

取（Hipolito-Delgado & Lee, 2007; Zakaria, 2007）。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的歷程，易促發

當事人自我賦能，其賦能特徵也貼近該歷程，如知覺到正向轉變、知覺自身之優勢與

資源等。而互動式、行動式的「他助、自助」式賦能，亦是在諮商脈絡下，才能顯示

出賦能之意義，尤其互動取向及行動取向式賦能要素，更貼近於諮商現象場，不同於

社區或社工領域所提之社會參與式的賦能特徵（Adams, 2003; Cox & Parsons, 1994）；
唯其精神則為類似，同屬一種知覺到力量、能量提升之過程。意即當當事人擁有足夠

力量之後，便會產生改變之行動，再從行動中體驗賦能；焦點解決短期諮商過程常被

強調為賦能過程（Berg, 1994; Lethem, 2003），在此亦可加以對應。 
然而近年來關於賦能議題的相關研究，已漸漸強調賦能的多元意義，通常包括「掌

控感、意義感、目標性、能力感、決定性、力量感等概念」（Barrie, 2011; Chamberlin, 
1997; Stewart et al., 2010），恰與自我取向式的賦能內涵諸多重疊，唯各有其個別現

象解釋，難以脈絡觀點解讀賦能之意義，亦未清楚交代賦能之來源，與本研究之賦能

發現脈絡有諸多差異。而本研究所發現之互動式賦能與行動式賦能，則與諮商歷程關

係密切，與其他研究有較大之差異。 

（四）賦能新解 
Empower 原由兩個字所形成，其一為「em-」，其二為「power」；「em-」原意為放

置或覆蓋，「power」則為控制、權威、支配權（鍾任琴，2000）。依據研究或論述賦

能概念的相關文獻指出，賦能具有認知、行為或行動的成分（Chamberlin, 1997; Menon, 
1999; Zimmerman, 1995），其認知層面包括觀點的改變，相信自己、更有自信，知道

如何尋求資源、知覺到自身之能力與控制感等；而行為、行動層面則指尋找資源、發

展自省能力、持續不斷學習、達成目標等。若做歷程與結果解釋（Boehm & Staples, 
2004），即是透過賦能歷程使個體產生足夠力量或獲得特殊之技巧、知識以影響其生

活（Cox & Parsons, 1994; Lord & Hutchison, 1993 ;McWhirter, 1991, 1994），使個體更能

掌握自己的目標達成及控制自己的資源等（Zimmerman, 1995）；賦能的結果會使當事

人產生更有能力（feel empowered）的感覺，並獲得一種資源感，有自主性的感受或

自我效能感，習得批判性知識與改變的技能等（Greene et al., 1998; McKeel, 1996; Smith, 
Adam, Kirkpatrick,  Aberdeen, & McRobie, 2011）。 

然從本研究之結論及研究過程觀察到，引伸「em-」是「引發」或「激發」的意

思，透過諮商互動，焦點解決短期諮商技術的催化，「引發、激發」當事人有「power」
的知覺，其中「power」包含層面即為「自我、互動、行動」取向式賦能。與過去研

究的觀點有所類似，亦有所不同；類似之處在於知覺內涵含有掌控、能力，亦有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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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等成分；相異處則是本研究更貼近當事人的個人經驗，理解賦能之內涵及效果。 
賦能的主體是當事人，當藉由焦點解決短期諮商過程所引發之後，當事人受諮商

所影響，產生自我內在變化，如更能掌控自我、認知轉變等，其賦能包含三種形式，

其中之一是「自己給自己」的自我賦能（self-empowering）的狀態，恰與當事人知覺

之自我取向式賦能要素對應；其次為當事人所知覺到他人給的賦能（others-reflected 
empowering），也與互動取向式賦能要素相呼應；最後為當事人自自己改變行動中所

察覺，屬行動式的賦能（empowering in action），如同行動取向式賦能要素之知覺。 

（五）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接受諮商之當事人，亦為資料分析之主體，然諮商師亦是促

成當事人賦能的重要他人，但受限資料分析之脈絡及視框，未能將諮商師的觀點納入

研究分析殊為可惜，亦是本研究資料分析之限制，未來可考慮納入諮商師觀點，或可

進一步擴大對賦能觀點的視野。此外，研究主題聚焦在當事人的賦能知覺，在結果資

料的呈現上亦未能提及該諮商方法如何促成當事人之賦能，是為另一限制之處，未來

若能交代該諮商模式如何促成當事人之賦能，亦使此研究更臻完整。 

二、建議 

（一）對諮商學習者的建議 
由研究過程中發現，諮商師對諮商歷程的經營，貼近當事人的思考脈絡，從當事

人的「優勢、正向特質、個人資源」等議題切入，便容易引發當事人的賦能知覺。賦

能的運作導致諮商歷程的高張力與富含能量感，諮商後當事人的改變能量，部分亦是

來自於諮商歷程中的賦能所引發（諮商師的賦能意圖）。從深入瞭解到出現改變行動，

之所以讓當事人有能量、能力、力量於持續或進行改變，賦能是為重要關鍵。而賦能

並不會以「賦能」二字出現在諮商歷程，而是以當事人「轉好」、「有用」、「有能」、「有

力」、「能量」之形式出現在諮商歷程中。諮商師若能在諮商歷程中把握，並注意當事

人的這些特質，便容易使當事人賦能，使改變更有力道；因此對諮商的學習者而言，

可以參酌當事人的賦能知覺，並致力於引發或提升當事人的賦能。 
 

（二）對諮商教育及訓練者的建議 
從研究結果來看，賦能具有「主觀」特性，每位當事人對賦能的知覺各有其脈絡

性，研究共相的呈現雖見共識性結果，然各有其特色；也就是當事人「賦能」知覺之

意涵，與個人主觀知覺關係密切，貼近個人思維脈絡。從研究過程來看，則發現諮商

師與當事人的投入「共構」出整個賦能過程，包括知覺與影響，也就是諮商要素除了

當事人外，也不能忽略諮商師的角色重要性。尤其諮商師能對強調當事人主體性的後

現代主義思維，需能有所掌握，方易引發當事人對賦能的知覺。因此，對焦點解決短

期諮商歷程的有效掌握及相關諮商經驗的累積或是「後現代思潮與精神」之知識訓

練，對賦能當事人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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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1.探討諮商師的「賦能意圖」 

從研究進行過程裡，常能觀察到當事人接受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的「神奇或戲劇化」

的轉變，尤其從「低能量」狀態到「高能量」狀態，甚至某些當事人在諮商結束後，

還仍維持高亢與興奮的情緒。除藉由事後訪談得探當事人在諮商過程中的知覺經驗

外，對於研究參與者之一「諮商師」也是一大探討主題或關鍵；諮商師對諮商歷程的

經營絕對與當事人的賦能或轉變關係密切。因此，諮商師在焦點解決短期諮商中的「賦

能意圖」是另一探討重點，對賦能意義的拓展應有幫助。 
2.攸關賦能非語言訊息之關注及量化研究的嘗試 

本研究對賦能內涵及意義之探討，主要是從當事人的語言描述中探究得知，然而

研究過程中，發現具賦能知覺之脈絡裡當事人常伴隨或呈現諸多正向非語言訊息，如

開懷大笑、高亢之歡樂情緒、誇張之肢體語言、愉悅之面部表情等，若能深入探討必

可更周延豐厚當事人對賦能知覺的內涵。因此，未來研究乃可針對與賦能相關的非語

言訊息進行更深入的探究。 
此外，對於研究所提當事人賦能知覺之三大取向（自我、互動、行動）、約七大

向度（轉好、有用、有能、有力、能量、他助、自助）等概念，可為未來繼續探討賦

能核心議題之深化，尤其可藉助量表的發展，尋找賦能更豐富的核心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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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lients’ empowerment in the  

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Lin, Jiun-De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the nature of the clients’ perceived 
empowerment in the counseling process of solution-focused brief Therapy (SFBT). The 
meanings of empowerment to the clients were included. Three voluntary clients received 
5-7 sessions of SFBT.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given to clients after each counseling of 
session within 24 hours. Eighteen transcripts were collected then analyzed through the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he three types of clients’ perceived empowerment were 
found. They were self-oriented empowerment, interaction-oriented empowerment and 
action-oriented empowerment. Five elements, which were promotion, efficacy, competence, 
power and energy, were included in the types of self-oriented empowerment. Two elements, 
which were others-help in/ and out of counseling session, were included in the 
interaction-oriented empowerment. Two elements, which were solution-construct and 
self-help, were included in the action-oriented empowerment. Based on these results, 
discus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and relate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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