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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輔導教師評量個別諮商成效之研究 

Evaluation Outcomes of College Counselors for Individual Counseling   

 

許雅惠* 

Ya-Hui Hsu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專校院輔導教師在個別諮商成效之評量。採深度訪談法，研究者為確保研究參與

者具備專業背景與豐富經驗以能提供適切資訊，設定參與之研究對象其任職大專校院輔導中心年資須 3

年以上，且須具備諮商心理師或臨床心理師專業證照，參與訪談之研究對象共計 12 人。研究結果如下：

（一）諮商師評量諮商成效的向度包含案主投入諮商的程度、案主自我覺察的狀態、案主的情緒狀態、

案主的行動力、案主的人際互動方式、案主能接納自己無法改變的部份、案主的能力增加、案主轉介者

的回饋，以及案主能將諮商室學習到的改變帶至日常生活。（二）影響諮商成效因素包含：.諮商師、案主、

環境、諮商關係等因素。 

關鍵字：大專院校輔導教師，個別諮商成效 

                                                 
接受刊登日：103 年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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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隱名審查委員惠賜寶貴意見，惟一切文責仍應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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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outcomes of individual counseling of college counselor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related factors. This study adopted in-depth interview. The researcher used purposive 

sampling to invite 12 study objects. The results was following: 1)Counselors evaluation the dimensions of 

counseling outcomes include: clients’ degree of putting in counseling, clients’ self-awareness, clients’ emotion 

status, clients’ action, client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patterns, clients could accept no change of self, clients’ 

abilities increasing, the feedback from clients’ transformer, and clients could bring outside from change of 

counseling. 2) Affecting factors of counseling outcome include: counselors’ factor, clients’ factor, environment 

factor, and the factor of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Key words: College Counselors, Outcomes of Individual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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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我國自民國 65 年教育部頒布「專科以上學校設置學生輔導委員會暨學生輔導中心實施要點」之後，

諮商輔導工作於各大專校院逐漸開展，各大專校院普遍設立學生輔導中心(何福田，1990)。回顧大專校院

輔導工作 30 年的歷史，可以看到大專校院在輔導工作之轉變與發展，包含輔導人力的增加、輔導專業人

力漸漸取代非專業人力，以及輔導業務的多元化等（許韶玲， 2003）。隨著心理師法之頒布實施，學生

問題日益多元與複雜，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在大學校園扮演著愈來愈重要的角色，從傳統的學習輔導、

生涯輔導，與心理輔導，逐漸擴充到心理疾患之心理治療，與危機個案之處理（林家興，2006）。 

教育部（2005）調查 94 學年度全國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實施概況發現，各校接受輔導的學生人次幾乎

等同於各校學生人數；修慧蘭（2008）調查北區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之服務項目，發現各大專校院一

年平均提供約 1000 人次之個別諮商。由上述研究結果可思考的是，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在努力推展經

營下，大專校院學生對於諮商輔導中心之使用率已有相當的提昇，然而各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所提供

之諮商輔導服務品質如何，此可能為目前極需深入探究的重要議題。 

Gallagher(2009)的研究發現，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人員在每日工作時間中約投入 61.8％的時間用於個別

諮商。林家興、謝昀蓁、孫正大（2008）的研究中發現，專職諮商心理師約有 29.82％每日工作是以從事

諮商實務工作為主。上述研究可發現，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人員其每日花大量的時間在從事個別諮商，但

對於個別諮商之成效則較少加以關注。學校諮商師必須能了解諮商介入之成效，才能做有效的諮商，諮

商效果研究即可提供學校諮商師選擇有效之諮商介入（Perry, 1993）。 

DeStefano 等人（2001）的研究結果顯示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最重要的功能包含：提供學生發展與

適應問題，以及心理健康問題之個別諮商。美國學校諮商師學會（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ASCA, 1999）認為，一個專業的學校諮商師應該要花至少 70％的工作時間從事學生直接服務。林家興

（2005）指出，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主要任務是協助有心理或情緒困擾的學生，隨著學生使用直接服

務的需求提升，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將逐漸增加直接服務之比重，因此對於諮商輔導中心之績效評估，

應以個別諮商等直接服務為主要評鑑重點。由上述論述可知，深入探討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輔導教師

進行個別諮商之成效有其必要性。 

過去關注於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的研究焦點較廣，例如：關於諮商歷程的研究（如 Davies, 

Burlingame, Johnson, Gleave, & Barlow,2008 ） 、 有 效 諮 商 關 係 的 研 究 （ 如

Draper,Jennings,Baron,Erdur,&Shankar,2002）、諮商師效能的研究（如 Okiishi, Lambert, Eggett, Nielsen, 

Dayton, & Vermeersch, 2006）等，但對於諮商成效之實徵性研究則較為缺乏（Minami et al, 2008）。 

諮商輔導中心是大專校院校園裡提供學生心理健康服務的重要單位與資源，心理師法通過後，大專

校院諮商輔導工作也漸漸朝向專業化邁進，而所提供之個別諮商心理服務，是否可達到預期成效，可能

須先考量影響諮商成效之相關因素，研究者綜合相關文獻，將影響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諮商成效之因

素，區分為大專校院學生對於諮商輔導的既定印象、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之相關制度、諮商師因素，

與案主因素等四部份做探討。 

ㄧ、大專校院學生對於諮商輔導的既定印象 

學生對於輔導老師、諮商過程，與諮商結果之初始印象，會影響其求助意願與諮商成效之感受（郭

國禎，1986）。學生常將「輔導」與「有問題」等印象連接在一起，而影響其接受諮商的態度（許韶玲，

2003；鍾思嘉，1993）。程小蘋、陳珍德（2001）研究發現，有些接受諮商的學生會存在「受輔恥感」，

認為求助代表自己能力不好，甚至覺得自己如果接受諮商太多次，則表示自己太爛了。由上述論述可知，

許多人仍對於諮商輔導存在較負面之既定印象，而這樣的既定印象，可能影響求助態度，進而影響諮商

成效。 

二、 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之相關制度 

由整個大專校院的組織架構來看，由於學生輔導法尚未立法，因此無法對於大學輔導工作給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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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由於大學輔導工作缺乏明確的法規，因此容易受到人治的影響（林家興，2006），在此狀況下，可

能會影響諮商輔導中心之角色與功能，進而對於諮商成效產生影響。另外，麥麗蓉(2003)研究發現，大專

校院輔導教師於校園中所被聘任之職級，會影響其角色定位之專業性，以及諮商輔導工作之推展。曾端

真（1993）指出，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因員額編制太少，而影響其諮商成效。 

Chisolm(1998)指出，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若缺乏標準化的諮商程序，則會影響所提供之個別諮商

服務品質。 劉佳南（2003）認為，諮商輔導工作若要在校園中被師生接納與認同，應積極著手建立「標

準化諮商輔導作業系統」，才能提升諮商輔導成效。 

三、諮商師因素 

諮 商 師 個 人 因 素 是 諮 商 成 效 重 要 的 影 響 因 素 （ Luborsky, McClellan, Woody, 

O’Brien,&Auerbach,1985）。諮商師與案主建構良好之諮商關係對於正向的諮商成效有顯著且實質的貢獻

(Horvath＆Symonds, 1991；Krupnick et.al., 1996；Luborsky, Crits-Christoph, Mintz, ＆Auerbach, 1988；

Marziali＆Alexander, 1991；Orlinsky＆Haward, 1986；Sexton＆Whiston, 1994)。 

四、案主因素 

程小蘋、陳珍德（2001）研究發現，有些接受諮商的學生會存在「受輔恥感」，認為求助代表自己能

力不好，甚至覺得自己如果接受諮商太多次，則表示自己太爛了。夏敏（2000）研究發現，社會支持較

好的大學生，其在遭遇困難求助諮商機構之求助意願較低。 

回顧國內關於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之相關研究，國內許多學者已開始關注於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

心相關議題之探討，包含對於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工作內涵、人力編制與定位的研究(交通大學諮商中

心，2001；修慧蘭、陳嘉鳳，2006；修慧蘭，2008；許韶玲，2003)、以及探究大專校院輔導教師之工作

困境(麥麗蓉、王明智、吳健豪、李文玫，2006；溫錦真，2006)，汪慧瑜（2008）研究大專校院諮商輔導

中心之服務品質指標建構與影響因素，而迄今仍較少學者探討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輔導教師個別諮商

之成效。 

關於大專校院輔導中心輔導教師進行個別諮商成效之評量，林家興（2006）以中心整體成效的觀點

來看，指出可用個案人數、服務人次、服務滿意度、症狀改善程度、等候人數與天數，以及進行直接服

務的時間與上班時間的比例等向度來加以評量，而其中在案主症狀改善程度上，應是對於個別諮商成效

中極需關注之面向，透過此面向的探究，有助於了解諮商介入之直接效果，進一步能提升諮商服務本質。

綜合上述論述，本研究欲從輔導教師的觀點，以深度訪談的方式，對於大專校院諮商輔導中心輔導教師

個別諮商成效進行探究。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參與者 

研究者為確保研究參與者具備專業訓練背景與豐富的工作經驗，以能提供適切而厚實之資訊，設定

參與訪談之研究對象其任職大專校院輔導中心年資須 3 年以上，且須具備諮商心理師或臨床心理師專業

證照。研究者持續進行深度訪談，直至資料飽和及重複為止。參與訪談之研究對象共計 12 人。參與訪談

之研究對象女性 10 人，男性 2 人；工作地點於北部大專校院有 3 人，中部大專校院有 3 人，南部大專校

院有 6 人；工作年資 3-5 年者有 4 人，5-7 年者有 3 人，7-9 年者有 2 人，10 年以上者有 3 人；服務單位

於國立大專校院為 5 人，私立大專校院為 7 人；證照部分，均具備諮商心理師證照。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乃欲從大專校院輔導教師的角度探討目前大專校院輔導教師如何評量個別諮商之成效，希望

能對於大專校院個別諮商成效評量方式有一全面而整體的理解。訪談大綱內容如下。 

（一）根據您的經驗或看法，您認為可依據案主在哪些向度的改變來評估個別諮商的成效？  

（二）您認為影響案主在諮商中的成效的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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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程序 

（一）邀請研究對象進行訪談 

本研究透研究邀請函發送與電話聯繫的方式，邀請願意接受訪談之輔導教師。 

（二）進行訪談預試 

先以一位受訪者進行訪談預試，訪談後詢問受訪者意見，以作為正式訪談大綱修正之依據。 

（三）正式進行訪談 

本研究之訪談均由研究者擔任，研究者曾受諮商輔導相關專業訓練，並具備諮商心理師證照，且曾

擔任輔導中心專任輔導教師與主任，對於大專校院輔導工作有長期的投入，同時研究者具備質性研究訪

談之經驗。本研究共計邀請 12 位受訪者進行正式訪談。訪談時全程錄音，平均每位受訪者訪談時間約

為 1.5 小時，依據訪談大綱進行半結構式深度訪談。 

四、訪談資料處理 

（一）資料整理 

研究者將所收集到的訪談資料謄寫成逐字稿，並將逐字稿的對話錄加以編碼，第一碼為受訪者之代

號，第 2-4 碼為當次訪談對話出現之順序，例如 A053 即代表受訪者 A 於訪談中所陳述之第 53 句話。 

（二）資料分析 

由研究者與一位協同分析者以開放編碼方式進行資料分析。分析步驟為先反覆閱讀所有文本內容，

始有一通盤瞭解後，再將每份逐字稿與研究有關資料的內容選出，加以劃記、斷句並進行摘述，從摘述

中初步分析歸類，發現個別主題，並進而形成每位受訪者描述文。將所有描述文做進一步比較與歸類，

並重新組織與群聚相關的個別主題，以產生共同主題。 

叁、研究結果 

以下分別就諮商師評量諮商成效的向度，與諮商師認為影響諮商成效的因素兩大部分說明研究結果。 

ㄧ、諮商師評量諮商成效的向度 

訪談結果發現，諮商師評量諮商成效的向度包含案主投入諮商的程度、案主自我覺察的狀態、案主

的情緒狀態、案主的行動力、案主的人際互動方式、案主能接納自己無法改變的部份、案主的能力增加、

案主轉介者的回饋，以及案主能將諮商室學習到的改變帶至日常生活。現分別敘述如下。 

（一）案主投入諮商的程度 

1.準時出席 

大多數的諮商師提及他們會以案主是否能準時出席晤談作為評定諮商成效的指標，若案主每次均能

準時出席，則代表他認為諮商帶給他幫助，而他能很有意願的繼續前來。如諮商師 D 提及：「他能準時來

諮商，這是ㄧ個很重要的評定成效的線索，就算不準時也能預先打電話來請假，表示他很重視。」【CoD026】 

2.主動提出晤談主題 

在諮商中，案主隨著諮商次數的增加，而能主動提出當次諮商晤談的主題，諮商師認為這也可看出

諮商的成效。如諮商師 G 提及：「他在會談的時候呢，一開始就會去說他想談哪個主題，且這個主題可能

跟他這週以來的生活有很大的關聯性。」【CoG007】 

3.願意開放 

案主可在諮商中開放自己，讓自己多去體驗與參與諮商歷程，並能跟隨諮商師的引導。如諮商師 B

提及：「你會發現他越來越開放，越來越能參與，然後藉著你的引導進入到諮商歷程中。」【CoB047】 

4.晤談主題深度漸增 

案主在晤談中可以從外在事物逐漸聚焦至個人內在，晤談主題的深度逐漸加深。如諮商師 I 提及「他

的話題開始有一定的深度，可以進入到一個較深層的內在，進入到那個個人議題較深層的深度這樣子。」

【CoI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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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對未來呈現希望感 

在諮商晤談中，案主開始能對未來感到有希望，並計劃未來可完成的事情。如諮商師 A 提及：「個案

開始不再只是說他的主述問題，而是能夠，好像對未來有計畫，充滿希望的感覺。」【CoA015】 

6.改變意願增加 

案主在諮商中主動表現出改變的意願，也能針對如何改變與諮商師進行討論。如諮商師 C 提及：「可

以明顯感受到他願意改變，改變掉原有的習慣，同時也開始關心如何改變的議題。」【CoC067】 

（二）案主自我覺察的狀態 

1.對情緒感受的自我覺察 

隨著諮商次數增加，案主對自己在事件中的情緒感受的自我覺察也會跟著增加。如諮商師 H 提及：「通

常初期的時候，他的覺察的狀態整個是比較低的，那慢慢地你會發現他會有越來越多的覺察，就是你跟

他提到，我們在探討 A 主題的時候，他就會在言語當中去透露他在 A 主題上的情緒阿，感受阿。」【CoH038】 

2.對與他人互動形態的洞察 

案主在諮商中，可以漸漸覺察到自己與他人的互動形態，並且對這樣的覺察運用在自己身上。如諮

商師 G 提及：「他慢慢地就會告訴你說，我覺得我們剛談到跟人之間的互動，我覺得是跟我爸爸媽媽從小

互動的關係造成，他就會有這樣的覺察，然後他會再去連結跟其他人的互動。」【CoG056】 

3.對在諮商中自我狀態的覺察 

案主在諮商歷程中，逐漸能對自我的內在狀態產生覺察。如諮商師 J 提及：「個案就開始能去覺察，

對自己的狀態，尤其是內在的狀態覺察，我也會以這個來判定。」【CoJ014】 

（三）案主的情緒狀態 

1.案主的肢體放鬆 

在諮商歷程中，案主能漸漸自在地坐在諮商室裡，肢體呈現放鬆的狀態。如諮商師 E 提及：「他可能

剛開始來的時候是很緊繃的，看得出他的不自在，後來肢體就漸漸放鬆，從坐的樣子，跟我眼神的注視

等等，都可以發現。」【CoE009】  

2.案主的情緒活化 

案主在諮商中能自在地用口語或非口語的方式，去表露他的情緒狀態。如諮商師 A 提及：「我會認為

是情緒，個案的情緒，他會越來越可以用語言或非語言的方式去表露他的情緒狀態。」【CoA036】 

3.案主能隨自己的情緒流動 

案主在諮商歷程中能隨著所談論的主題，而情緒有所波動，同時她不會去掩飾情緒的波動。如諮商

師 L 提及：「你會發現他的情緒是流動的，他談到這個呢，發現他眼睛泛紅，然後他可能就告訴你說，想

到我媽媽就真的很傷心。」【CoL041】 

（四）案主的行動力 

1.案主願意嘗試行動 

案主可經由諮商師的引導及建議，開始嘗試將想法一步步化為行動。如諮商師 K 提及：「我會看的是，

個案願意開始有一些行動力，主動的去做一些嘗試，他很想在這個議題上面怎麼樣，而不是在這個議題

上面他被怎麼樣。」【CoK055】 

2.案主願意為自己的行為後果負責 

在諮商晤談中，案主會提及他能為自己的行動後果負起責任，若行動後果是失敗的，他也會想辦法

補救。如諮商師 F 提及：「個案願意為他的生活負責，他對他所發生的一些困擾，他願意視為他自己需要

去處理的地方，是一個自我負責的狀態。」【CoF041】 

3.案主可以理解自己的行動方向 

案主能夠展開有目標、有方向的行動，也能理解她未合選擇如此的行動方式。如諮商師 I 提及：「他

能開始有方向的行動，是因為他知道為什麼他要這麼做，這對諮商的成效上也是很重要的。」【CoI032】  

（五）案主的人際互動方式 

1.案主與諮商師的互動方式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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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師覺察到案主在諮商中跟他的互動方式變得不ㄧ樣，會比較隨性，而且信任度會增加。如諮商

師 D 提及：「個案跟諮商師之間的人際關係的改變，比如說他對心理師有更多的信任，然後呢他對心理師

的測試變少。」【CoD051】  

2.案主與他人人際關係感到滿意 

案主談到他在諮商室外的人際關係，明顯感覺他與人互動的關係改善，且變得滿意。如諮商師 A 提

及：「他願意在人際關係上面採取不同的方式，或是微微的調整，讓他跟別人的關係改善，而他也喜歡這

樣的改變。」【CoA053】 

（六）案主能接納自己無法改變的部份 

案主隨著諮商次數增加，漸漸體悟到有些部份是無法改變，而他也能接納這個狀況。如諮商師 G 提

及：「好像能提升他對自己的接納程度，他會了解與體悟到有些部份沒辦法改變，然後就是收著，成為自

己的ㄧ部分。」【CoG082】 

（七）案主的能力增加 

1.案主能建構支持系統 

案主開始能夠去找出自己可利用的資源，建構屬於自己的支持系統。如諮商師 E 提及：「就可以看到

他的轉變，他會為自己建立一套支持的網絡，這是以前沒有的。」【CoE026】 

2.案主能將不好的情境轉變為正向情境 

當案主處於不順利的情境時，他能轉換認知思考，或想辦法行動，將之化為正向情境。如諮商師 J

提及：「個案能在認知上做調整，或者是行動力上，將不順心的，化為正向的。」【CoJ084】 

（八）案主轉介者的回饋 

案主轉介者例如案主的導師、教官、父母等，對於案主改變給予正向的回饋，也可看出諮商的成效。

如諮商師 L 提及：「有時就會有轉借者給直接的回饋啊，例如他的爸媽、他的導師，或者教官，就會說諮

商真的讓他改善了，這也可以作為評估的向度。」【CoL055】 

（九）案主能將諮商室學習到的改變帶至日常生活 

1.案主將在諮商室所學技巧運用至日常生活 

案主會將在諮商室中學習到生活適應技巧、壓力管理、衝突處理等技巧，運用至日常生活中，如諮

商師 H 提及：「譬如說有一些是生活適應技巧，有一些是學習技巧，有一些是壓力管理的技巧，有一些是

衝突處理的技巧，有一些是人際互動的技巧，他就會說他如何運用在日常生活中。」【CoH078】 

2.案主將在諮商室中的改變帶至日常生活中 

案主在諮商室中認知行為的改變，會帶至日常生活中，而讓他解決日常生活的困擾。如諮商師 F 提

及：「他就會跟我提到阿，我們談的ㄧ些議題，讓他的思考或行為能獲得改變，而這些改變不只在諮商過

程中，他會試著用在他的生活上，也有幫助。」【CoF066】 

二、影響諮商成效的因素 

影響諮商成效的因素包含諮商師的因素、案主的因素、環境因素，以及諮商關係的因素等四大因素，

現在分別說明如下。 

（一）諮商師的因素 

1.專業技術與知能 

諮商師的專業技術與知能，包含諮商師的諮商取向、個案概念化的能力、對案主議題的熟悉程度、

諮商媒材的運用等，都會影響諮商的成效。如諮商師 G 提及：「包括諮商師的專業技術，例如諮商媒材阿、

諮商取向的熟悉、個案概念化的能力等這些都包含在內。」【CoG104】 

2.個人特質 

諮商師的個人特質，包含是否值得信任、友善、溫暖、接納、包容等。如諮商師 E 提及：「心理師他

的特質也是很重要的，是不是値得信賴、夠不夠友善，還有我們常提及的溫暖啦等等。」【CoE102】 

3.倫理素養 

諮商師對諮商倫理的敏銳度，以及對於諮商歷程中倫理議題的處理，也是影響諮商成效的因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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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師 D 提及：「諮商師在在倫理上面的敏銳度，還有他在倫理上面的處理，也都會影響到。」【CoD110】 

4.諮商歷程的掌握性 

諮商師在諮商歷程中，是否能對於所談論的進度有所掌握，而不會流於曼談或兜圈子，此部份也會

影響諮商成效。如諮商師 B 提及：「諮商師要能對於整個晤談有所掌控，而不是跟個案在那邊聊天，談一

些無關緊要的事情，或者怎麼談就是表面事件，一直下不去真正的核心。」【CoB111】 

5.文化議題的敏感度 

諮商師能覺察案主所帶來的文化相關議題，例如不同的社經地位、不同年齡、不同性別等。如諮商

師 H 提及：「要有文化的敏感度，你跟不同族群的人接觸，要能以他所站的位置看事情，而不是以你自己

所站的位置，這對諮商成效也是很重要的影響因素。」【CoH121】 

（二）案主的因素 

1.案主的準備度 

案主來接受諮商前的準備度也會影響諮商的成效。如諮商師 K 提及：「個案一來的時候的準備度是很

重要的，他對來接受諮商的認知、情緒，或是種種的反應。」【CoK108】 

2.個人特質 

案主的個人特質，包含他是否是有彈性的、覺察力高的、能舉一反三的等。如諮商師 A 提及：「個案

的特質也很重要，他越能對一些觀點保持彈性，不會太僵化，越有改變的可能性。」【CoA114】 

3.案主的諮商動機 

案主進入諮商歷程的動機，也會影響諮商的成效，例如他是被轉介而來，或者他是主動來談。如諮

商師 I 提及：「個案是被帶來的，不得不來的，或者是自願的，這都會影響諮商的成效。」【CoI101】 

4.案主對諮商成效的期待 

案主是否對諮商的成效感到期待，也會影響諮商的成效，期待較高的案主，在諮商成效上可能也較

好。如諮商師 J 提及：「他對諮商越充滿期待，相對的他的付出啦什麼的，可能也就不ㄧ樣，成效可能就

比較好，或者說也有些安慰劑的效應。」【CoJ118】 

5.案主問題的複雜度 

案主問題的複雜度，以及嚴重度也會影響諮商成效，愈複雜或愈嚴重的案主問題，則可能成效會較

差，如諮商師 D 提及：「因為他狀態中很多都先錯綜複雜阿，或是已經沉積已久，這樣要看到成效，可能

也就比較困難。【CoD121】」 

（三）環境的因素 

1.外部的支持系統 

案主所處的外在環境是否有足夠的支持，例如校園環境是否友善、家庭環境是否有經濟貧困的問題

等，這些均是影響諮商成效的因素。如諮商師 G 提及：「他現在處的一個狀態是譬如說大專院校，但是他

處的班上是非常不友善的，缺乏支持性的，或者是家庭式分崩離析的，無法提供支持的，這些均是不利

的因子。」【CoG123】 

2.諮商架構的穩定度 

諮商師是否能建構一個穩定的諮商架構，包含讓案主了解諮商會經歷的歷程、與轉介者及案主建立

ㄧ適切的界限等。如諮商師 E 提及：「你不講個案也不知道你諮商到底是要來要幹嘛這樣，看這心理師能

不能把這諮商的架構說明得清楚。」【CoE134】 

3.資源的可運用性 

案主是否有足夠資源可運用，也是影響諮商成效的因素。如諮商師 D 提及：「還有一個因素是個案資

源是否足夠，例如他服用安眠藥，早上不易醒來，任課老師是否可以諒解，而讓他遲到一點點沒關係等

等。」【CoD133】 

（四）諮商關係的因素 

1.彼此信任 

許多諮商師均認為彼此信任的諮商關係有助於諮商成效之提升。如諮商師 C 提及：「諮商關係是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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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因素，尤其是彼此是否能信任，這會影響很大。」【CoC099】 

2.諮商師與案主彼此對諮商期待的一致性 

諮商師與案主是否能協商，共同訂定ㄧ致性之諮商目標。如諮商師 L 提及：「諮商師要能引導個案，

讓彼此的諮商期待ㄧ致，會讓談話更具深度，而更達到成效。」【CoL125】 

肆、討論 

ㄧ、諮商師評量諮商成效的向度之討論 

本研究發現諮商師在評量諮商成效上包含案主投入諮商的程度、案主自我覺察的狀態、案主的情緒

狀態、案主的行動力、案主的人際互動方式、案主能接納自己無法改變的部份、案主的能力增加、案主

轉介者的回饋，以及案主能將諮商室學習到的改變帶至日常生活等 9 個向度，大多以案主在諮商中的表

現為評估之線索，此與 Ogles、 Lambert 及 Fields（2002）指出以案主為主要評量對象來評估諮商成效

是較有意義也較可信的有相似的發現。 

在案主投入諮商的程度向度中，提及案主對未來呈現希望感也會是諮商師評估諮商成效的向度之

一，此與 Farnsworth、 Lewis，以及 Walsh（1971）的研究發現諮商中心的成員認為案主若能立定志向實

現新的願望，則可視為諮商成效的因子有相似的發現。另外，Farnsworth、 Lewis，以及 Walsh（1971）

的研究也發現案主不再逃避問題，而可以面對併解決問題也可顯示諮商成效，此部分與本研究發現案主

的行動力增加也是諮商師評量諮商呈現之研究發現可相呼應。  

二、影響諮商成效的因素之討論 

研究發現影響諮商成效的因素包含諮商師的因素、案主的因素、環境因素，以及諮商關係因素，其

中諮商師的因素在諮商成效上影響甚鉅，此與 Luborsky、 McClellan、Woody、 O’Brien，與 Auerbach（1985）

提出諮商師個人因素是諮商成效扮演重要的影響因素有相似之發現。尤其在諮商師的個人特質上更須加

以考量，然而諮商師的個人特質是否能經由諮商師教育訓練或督導中養成，則為另一個須加以關注的議

題。 

伍、結論與建議 

一、結論 

（一）諮商師評量諮商成效的向度 

諮商師評量諮商成效的向度包含案主投入諮商的程度、案主自我覺察的狀態、案主的情緒狀態、案

主的行動力、案主的人際互動方式、案主能接納自己無法改變的部份、案主的能力增加、案主轉介者的

回饋，以及案主能將諮商室學習到的改變帶至日常生活。 

（二）影響諮商成效的因素 

影響諮商成效的因素包含：1.諮商師的因素：專業技術與知能、個人特質、倫理素養、諮商歷程的掌

握性、文化議題的敏感度；2.案主的因素：案主的準備度、個人特質、案主的諮商動機、案主對諮商成效

的期待、案主問題的複雜度；3.環境因素：外部的支持系統、諮商架構的穩定度、資源的可運用性；4.

諮商關係的因素：彼此信任、諮商師與案主彼此對諮商期待的一致性。 

二、建議 

（一）對諮商實務工作之建議 

1.研究發現諮商師在諮商成效評量上大都以案主在諮商歷程中的表現為評估的標準，建議在諮商師教育訓

練上，可強化對於案主的觀察，以利未來從事學校諮商師工作時可有效評估諮商成效與案主進展狀況。 

2.研究發現影響諮商成效的因素中包含外在的環境因素，因此在諮商實務工作中應加強諮商室外之連結，

以能提升諮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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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1.建議後續研究可以研究發現的向度發展一套諮商成效檢核表，於諮商歷程中使用，以協助諮商心理師評

量諮商成效。 

2.建議後續研究可以調查研究方式，提高研究參與人數，以使研究結果更能反應大專校院輔導工作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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