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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動力、認知行為、存在人文、多元文化之後的第五勢力就是社會正義諮商。

社會正義諮商主張社會不公是出於對種族、宗教、語言、性別、性傾向等差異無法接

受和包容，強調採用倡導和主動性策略，針對阻礙個人、家庭、社區、學術、生涯、

個人或社會發展的狀況發聲，表達出社會、政治、經濟上的不公現象。諮商中的為個

案倡導與為專業倡導乃社會正義諮商的重要能力。本文中說明社會正義諮商之定義、

起源與發展，以及倡導的角色與能力。同時，也說明國外諮商師養成教育中如何將社

會正義諮商融入課程，以及如何開發社會正義諮商師的培訓方案，期望對於國內諮商

師教育方面有所助益。

關鍵詞：多元文化諮商、社會正義諮商、倡導、諮商師

自1991年Derald Wing Sue等人提出
多元文化能力的內涵後，為社會正義諮

商開出一條路，隨後社會正義的主題在

諮商中開始受到重視。在心理動力、認

知行為、存在人文、多元文化諮商之後

的第五大勢力，可說就是社會正義諮商

（soc ia l jus t ice counse l ing）（Rat t, 
2009）。統整多元文化諮商與社會正義

諮商之理論與實務，是現今諮商領域值

得重視的課題。針對諮商與心理治療中

所出現的種族歧視、性別歧視、貧窮等

議題，Ratt（2009）提出社會正義諮商的
概念，強調不分種族、宗教、性傾向、

社經地位、性別、年齡，社會均提供個

人、家庭、社區、團體或國際社群公平

的處遇，以及相同的利益、資源和機

會。

近十多年來諮商領域從醫療模式轉

移到將健康模式作為基礎。社會正義概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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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逐漸融入諮商心理師的專業工作中，

幫助案主澄清影響他們的生活環境議

題，而非僅關注在個人身上（C h a n g, 
Crethar, & Ratts, 2010）。過去的諮商與
心理治療理論著重在個人，傾向於處理

危機與過去發生的議題，高估案主屬性

在問題中的角色，卻低估環境對案主發

展的影響。因此，導致個案在有傷害的

環境中發展，而諮商師只重視案主的動

機與心理疾患。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訓

練傾向於修復問題，而非預防問題。然

而，社會正義對諮商專業塑造公平的世

界來說，既是一個目標，也是一個過

程，主張個案問題根源於受壓迫的環

境，藉著集體的倡導（advocacy）行動，
讓案主受到公平的對待。因此，本文想

對社會正義諮商以及相關能力培育課程

議題進行初步探究，提供對這方面有興

趣的助人工作者參考。

社會正義議題最早出現在1971年期
刊 "The Personnel and Guidance Journal" 內
「諮商中的社會正義」專欄，主要是關

切戰爭、環境破壞與污染、性別歧視、

種族歧視等主題，以及社會與政治脈絡

下諮商師如何成為社會改變的催化者之

議題。社會正義的概念到1900年代才達
到較成熟狀態。近年來學者開始進行社

會正義議題的探討。如Ahmed、Wilson、
Henriksen與Jones（2011）曾從社會的多
元化增加的角度，探討社會正義主張對

經濟、社會、法律、政治、教育以及文

化系統的影響。M i l l e r與S e n d r o w i t z
（2011）也曾檢驗諮商系所博士學生之
社會興趣與承諾。社會正義運動在諮商

領域發展至今，主張諮商師有道德責任

指出社會文化對案主的負面影響，形成

社會正義諮商取向，讓社會正義成為對

案主和社區真實而有意義的部分，也逐

漸將社會正義諮商的重要概念─倡導融

入養成教育中（Chang, Crethar, & Ratts, 
2010）。

正義一詞通常連結到法律上的公平

權力與對待，認為追求社會正義的目標

就是要減少不公平的對待。社會正義是

一種學術和專業的行動，目標是為了改

變社會價值、結構、政策和實務，協助

處於社會不利與邊緣的族群（Goodman, 
2004）。Sue（2008）支持社會正義，提
倡協助組織排除障礙以達到平等，並挑

戰壓迫邊緣群體的政策。G l o s o f f與
Durham（2010）認為有必要推展社會正
義督導，以增進受督者覺察所遭受的壓

迫。社會正義的議題也逐漸出現在國內

研究中，例如醫療資源、家庭暴力、環

保等（呂建德，2003；張錦麗，2004；
湯京平、邱崇原，2007）。

傳統諮商多是一對一的進行，強調

改變個人，而所謂的社會正義諮商

（social justice counseling）乃指針對學校
或機構政策造成種族、性別、宗教、語

言、社會地位、性取向方面不平等，所

產生對特定文化族群歧視、偏見現象，

諮商師具道德責任對此現象加以說明，

強調案主問題與受壓迫的環境間的關

係，重視大環境對案主、家庭與社區的

負面影響，對於案主問題從更大治療脈

絡來理解（Chung, & Bemark, 2012）。社
會正義諮商秉持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提

供諮商師不同於傳統的理論架構，適合

用以了解和協助被壓迫的對象，例如受

暴婦女、受虐兒童、移民等弱勢族群。

社會正義諮商重新看待傳統諮商的病理

觀之態度，正好與多元文化與女性主義

諮商之觀點相呼應。

貳、社會正義諮商的起源與發展

參、社會正義諮商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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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導原是一種立法與專業的活動，

進行個人或政治上的遊說，為組織募到更

多經費（Shore, 1998）。倡導立基於追求
社會正義的理念，透過實際有效的行動，

確保弱勢權益，創造更公平的社會環境。

心理學界過去倡導的先驅，針對諮商專業

與特殊族群的訴求，採取過一些行動來保

障資源與機會，如1700年代倡導「心理疾
病是正常的」、1900年代Frank Parsons提
出「職業輔導」、1908年Clifford Beers出
版書籍《一顆找回自我的心》（A Mind 
That Found Itself: An Autobiography）以推
動心理衛生運動。1951年Carl Rogers提出
諮商關係的重要性、 1 9 7 6年 J u l i u s 
Menacker提出行動主義諮商（activist 
counseling）理論重視環境與機構的改
變、1962年Gilbert Wrenn出版《變化世界
中的學校輔導員》（The Counselor in a 
Changing World）一書強調學生需求與自
我概念以及1976年美國產生第一個州的諮
商師證照考試（Osborne, Collison, House, 
Gray, Firth, & LeCompte, 1998）。

諮商領域的倡導活動曾經在1980至
1990之間受到證照制度成為焦點的影
響，被批評不切實際與畫出專業界線，

一度陷入沉寂。現今倡導對於社會正義

諮商的重要性為何又重新被重視呢？社

會正義諮商師為何再度將倡導視為重要

角色？乃因倡導活動的確影響了20世紀
的諮商專業發展，使其演變為一項專業

與成立諮商師專業的學會，促進諮商知

識的分享，同時衍生許多不同的教育訓

練與專業倫理標準的訂定。從微觀角度

來看，社會正義諮商師為弱勢案主權益

而努力；從鉅觀來看，社會正義諮商師

透過政治、司法、行政途徑倡導，尋求

有利於社會大眾的公共政策和社會資源

方面的改變。

倡導與社會正義諮商息息相關，而

諮商領域是在1960到1970年代將倡導視
為諮商師角色之一。許多學者都主張諮

商師的角色應包含倡導在內（洪瑛蘭，

2014；翁士恆，2014；Baker, Robichaud, 
Westforth, Victoria, & Schreck, 2009; Chao 
& Nath, 2011; Collins, Arthur, Brown, & 
Kennedy, 2015）。對於諮商師而言，倡
導也是一種能力。社會正義諮商師需要

具備與傳統諮商師不同的特質，除了需

要領導者特質、策略性眼光、有技巧蒐

集相關資料的能力、有勇氣表達之外，

特別需要透過人權的倡導，促進案主的

改變與維護專業的發展，此乃兩種主要

的倡導角色。

透過倡導促進案主的改變，亦即對

案主的倡導，乃因社會上壓迫現象普遍

對人類發展有負面影響，增加憂鬱、低

自尊以及缺乏生涯與教育機會，加上諮

商專業傾向於過度歸因到個人因素來解

釋個人或社會的行為，有必要從環境角

度加以審視（Ratts & Hutchins, 2009）。
因此，主張諮商師要冒險去挑戰組織的

不公平現象，進而從生態脈絡的觀點看

待案主的議題，重視環境對案主所可能

產生的影響以及案主受到的壓迫與歧

視。也正如Toporek, Lewis與Crethar
（2009）所說的，倡導的目標是促進案
主的權力以及針對案主的需求來改變環

境。

此外，另一個角色是透過倡導維護

專業的發展，也就是對諮商專業的倡

導，這是在諮商師專業認同過程中一件

有意義的工作（L u k e  &  G o o d r i c h , 
2010）。諮商專業的倡導歷程包含諮商

肆、社會正義諮商與倡導
伍、�社會正義諮商師的兩種倡導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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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認同的發展，到發現問題、評估資

源以及倡導行動。諮商師可以選擇旁

觀，等待事情有所好轉，也可以是積極

主動的集體參與，影響專業的發展。

諮商師除了培養專業的能力，如助

人歷程與技巧、組織、溝通、資料蒐集

以及資源連結，也需要有效倡導的技巧

（Mall inckrodt, Mles, & Levy, 2014; 
Musheno & Talbert, 2002）。有些研究者
強調諮商師倡導能力與自身以及諮商技

巧相關，如Eriksen（1999）訪談28位諮
商專業領導者結果發現，倡導能力與有

效的諮商技巧、價值觀、人格以及專業

認同密切相關（Lee & Rodgers, 2009）。
然而，多數研究者發現，諮商師倡導比

較偏重對話和協商，例如Trusty與Brown
（2005）指出學校諮商師倡導的技巧，
如溝通、合作、評估、解決、組織以及

自我照顧技巧。Singh, Urbano, Haston與
McMahon（2010）訪談16位諮商師發現
有效倡導行動的五項策略包含：運用政

策調查結果影響權力階層、讓尋求改變

的意識覺醒、展開關於社會正義議題的

困難對話、有意地與校內的人形成正向

的關係、教學生如何為自已倡導。

Hipolito-Delgado與Lee（2007）認為
社會正義倡導的目的在辨認並介入社會

政策，並指出對社經地位邊緣的案主心

理健康有負面影響的層面。社會正義諮

商師需要具有組織、領導以及批判性思

考，並具有人際與自我覺察能力。Chung
與Bemak（2012）根據House與Martin提
出的「社會正義倡導（s o c i a l  j u s t i c e 
advocacy）」一詞，提出23項社會正義倡
導的種類，更具體說明諮商師進行社會

正義倡導的多元方式，如訴求更好的服

務、增進機構中案主權益、與機構協

商、提供決策者實證資料、遊說立法

者、提出訴訟獲得補救、公聽會中代表

案主、影響其他機構行政規則、教個案

倡導技巧、教育案主自身權益、針對議

題教育民眾、監督其他機構的表現、進

行相關研究、建立同盟、影響媒體對某

議題之報導、動員支持者、投入政治上

競選、讓案主可接觸機構資訊、協助案

主與機構協商、協助案主與其他機構協

商、透過教育和遊說影響立法者、對不

當服務與壓迫性政策直接申訴以及運用

網路資源於諮商領域（行銷諮商服務、

線上助人服務、運用多媒體評估和資

源、服務偏遠地區案主、提供線上自助

團體、遠距督導、增進諮商師間交

流）。上述這些倡導的多種策略也顯示

出，社會正義諮商師不僅面對案主，也

擴大傳統工作的範圍，延伸到機構、社

區以及政治上。

社會正義將成為未來諮商員教育核

心之一，培養諮商心理師的課程或督導

中可融入倡導的概念（Kassan, Fellner, 
Jones, Palandra, & Wilson, 2015）。美國諮
商與相關教育課程認證評議委員會

（Council for Accreditation of Counseling 
a n d  R e l a t e d  E d u c a t i o n  P r o g r a m , 
CACREP）課程八大核心領域範疇之中也
包含社會倡導（social advocacy）。目前
社會正義運動在諮商領域已轉型為社會

正義諮商運動，成為對案主和社區真實

而有意義的行動，倡導的概念逐漸出現

在諮商師準備教育中（Chang, Crethar & 
Ratts, 2010）。 

社會正義諮商教學法乃Freire於1970
／2006年提出。與建構主義相似之處
是，社會正義諮商教學法也強調師生之

陸、諮商師倡導能力�

柒、�融入社會正義與倡導概念到
諮商師養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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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較平等的關係下進行自我探索與相互

欣賞多種觀點，以及了解現有的優勢和

基礎知識。與多元文化主義相似的是，

社會正義諮商教學法對於社會不公，如

種族、性別、宗教也極為重視，教導學

生覺察不公平現象，再由教師提供倡導

相關的知識與技巧。Brubaker、Puig、
Reese與Young（2010）認為社會正義教
學法涉及民主與共同參與，目的是創造

出促進個人與交互負責任的學習環境，

共享資源與機會。

有的社會正義諮商課程主要是批判

現有的諮商理論。如認為傳統理論如針

對心理動力治療、認知行為治療或個人

中心治療的限制加以批判，而相對的，

支持觀點較一致的賦權相關理論，像是

女性主義治療、多元文化諮商與心理治

療、後現代取向，如敘事治療與焦點解

決治療（H i p o l i t o -D e l g a d o ,  &  L e e , 
2007）。有的是討論社會正義的概念，
如Odegard與Vereen（2010）以紮根理論
方法研究四位諮商教育者如何統整社會

正義的建構到教學中，發現主要是增加

準諮商師對社會正義的覺察，反思個人

價值觀、情緒和經驗，課程形式主要是

討論社會正義的講義。

Hipolito-Delgado與Lee（2007）指出
Paulo Freire於1993年提出的建構主義假設
之「自由模式」，適用於社會正義訓練

課程，此模式透過人際對話歷程，師生

一起質疑、思考公開與隱藏的文化意識

形態、公開與隱藏的諮商文化與政治意

識形態、相關議題的跨領域研究以及應

用自由模式在諮商師倡導中的情況四個

層面。Hipolito-Delgado與Lee（2007）曾
運用「自由模式」在諮商倫理課程，讓

學生延伸閱讀美國諮商學會的諮商師倡

導能力相關資料、探討女性主義諮商與

諮商師倡導的議題。修課學生每個月要

閱讀社會正義相關書籍與雜誌文章、觀

賞社會正義相關的電影或電視、正義相

關照片或藝術作品，然後進行寫作和反

思討論。其次，師生嘗試解構和移除諮

商模式主流知識中的「不正義論述」，

分析諮商文獻中「不正義的觀點」。課

程中也讓學生分組探討稅法、政策與教

育上不平等的議題，發展出解決的行動

計劃和步驟。

此外，Caldwell與Vera（2010）曾以
諮商系所博士班學生36人為對象，了解
社會正義能力培養過程中受到的影響，

結果發現經歷不公義事件、教育與學習

是最大的影響因素。Burnes與Manese
（2008）以諮商實習生為對象，研究結
果也支持教育是一個培養社會正義倡導

能力的絕佳管道。這兩個研究結果，肯

定上述發展社會正義諮商與倡導議題融

入諮商課程的重要性。劉安真（2006）
的研究發現目前國內大學多是開設一門

多元文化諮商課程，支持融入式的課程

設計。未來或許將社會正義教材與活動

融入原有課程之中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教

學模式。

如何在課程中融入社會正義諮商與

倡導呢？下面介紹兩個與課程結合的成

功培訓社會正義諮商師方案，二者均顯

示諮商師走出教室和諮商室，投入社會

或機構之倡導行動成為未來趨勢。一個

方案是在B e m a k與C h u n g（2011）在
George Mason University推展的社會正義
諮商與發展課程內，在碩士與博士層級

諮商課程融入社會正義諮商與倡導議

題。課程內容包含多元文化、社會正義

和倡導文獻、科技的發展、全球化現

象、教師的經驗分享以及改變社會中諮

商師的效能。此課程的目標在教育準諮

商師採取整體觀，從歷史、文化、心理

社會、經濟、生理、生態、心靈等方面

了解案主；另一個目標是協助準諮商師

認識社會正義的內涵，進一步轉移到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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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行動倡導社會正義，表達個人與系統

中的不公不義現象。此課程主要是採取

「無牆壁的教室」（classroom without 
walls）活動，有別於傳統在教室內接受
教育的方式，提供學生密集的跨文化災

難諮商模式訓練後，讓學生到兩個災區

提供災後諮商、支持、諮詢與倡導，或

運用團體督導時說明倡導技巧後讓學生

發展倡導計畫。

另一個培訓方案是 O s b o r n e、
C o l l i s o n、H o u s e、G r a y、F i r t h與
LeCompte（1998）提出的諮商師準備教
育的社會倡導模式。此模式進行方式是

由學生找出學校或社區的議題，發展出

具體的行動計劃，以及完成行動的組織

圖，將倡導的主題以電話、email、傳真
發送出去。行動計畫內容主要包含諮商

員的供需、諮商效能、諮商教育改革的

方向、新手諮商師需求指標。另一方

面，也讓學生檢驗文獻中提出的組織、

文化、家庭以及其他社會背景的議題，

採取行動研究，持續提問反思與自我觀

察，根據所蒐集到的資料提供相關單位

作行政決策時的調整。

上述各種社會正義諮商的課程與教

學活動顯示，在學生認知上的學習之

外，著重對社會正義的覺察、對話、批

判、反思與行動。後面提及的兩個培訓

方案，可以提供諮商師教育者融入社會

正義與倡導概念或單元到課程中時的參

考，此二方案主要是在教學活動中讓學

生從概念和認知的學習發展到能夠設計

方案與採取行動，對於社會正義諮商理

論概念和諮商實務間的結合應是有相當

的助益。

綜上所述，社會正義諮商與倡導的

信念已逐漸被諮商領域所接受，並融入

相關課程中培養諮商師對專業與個人工

作場域的倡導能力，但國內至今仍屬少

見，或許是一個尚待開發的諮商師養成

教育與繼續教育中可以將社會正義諮商

與倡導議題放入討論，經由辯證過程中

認識並肯定未來諮商師實務工作中的倡

導者角色，讓諮商師成為維護社會改變

以及社區的利益維護者與行動者。 
未來的諮商師需要被訓練集體合

作、積極主動，不只在學校發聲，要讓

心理健康工作擁有更為寬廣的架構運

作，勇於指出阻礙個人、家庭、社區、

學術、生涯、個人或社會發展的狀況，

表達社會、政治、經濟上的不公不義現

象。相對的，諮商師也需要培養更多有

效的社會正義諮商技巧以面對現代的環

境，而能有效的從事社會正義諮商倡導

活動，促進案主與專業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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