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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WISER模式談專任輔教師的
角色與功能

謝曜任

台北市東門國小輔導老師

近年來，由於社會的快速變遷，學

生問題漸趨多元化與複雜化，校園對輔

導的需求日增，使得學校輔導工作越來

越受到重視，由國教法第十條的修法，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及專任輔導教師的增

置，都顯示校園的輔導工作越來越重

要。而專任輔導教師對學校輔導工作的

推動，有著很重要的功能。而專任輔導

教師的校園輔導工作的推動，可以由

WISER模式來進行。

「WISER模式」的輔導架構，主要

依據學校三級輔導概念，其中W是指初

級發展性輔導工作，推動全校性的輔導

工作，全體教師皆負有輔導之責。ISE

代表次及介入，以 I 代表重視個別化介

入(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S 代表系

統性介入(System intervention)和效能評

估(Evaluation)。R 是指三級性輔導工

作，代表資源整合(Resource integration) 

（王麗斐、杜淑芬、羅明華、楊國如、

卓瑛、謝曜任，2013）。以下將由專任

輔導教師的三級預防工作來做說明。

一、初級性的預防工作

初級學校輔導工作，指的是一般教

育及生活性的輔導活動。專任輔導教師

在推動初級性的預防工作，主要是扮演

支援性角色，支援全校性和班級性正向

環境營造時所需的輔導知能協助。因

此，宣導輔導知能、參與輔導會議及建

置輔導機制是輔導教師很重要的任務。

(一)宣導活動與班級輔導
1.宣導活動

當全校或者班級遇到相關議題的時

候，輔導教師就可以透過宣導活動，來

提升全校輔導知能，宣導活動的對象包

含：全校教師、家長及學生，或者入班

宣導。宣導的方式也可以是利用文章、

網站及信箱來宣導。

2.班級輔導
當班級多數學生同時發生某些類型

違規問題、人際衝突或者議題（性別、

生涯、情緒或者社會意見與議題），就

可以入班宣導或者班級輔導，協助學生

以正確積極的態度，面對生活、學習與

生涯的發展性議題，並化解人際衝突事

件、提升情緒管理能力，篩選需要介入

壹、前言 貳、輔導教師的三級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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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輔導的學生，預防可能發生的行為問

題。

(二)參與定期輔導會議
定期輔導會議通常由輔導主任召集

輔導室組長、輔導教師、駐校專任專業

輔導人員定期召開輔導團隊會議。訂定

輔導工作計畫及行事曆，協助辦理輔導

工作，並且彙整各項輔導活動成果 、定
期瞭解個案輔導狀況，討論後續輔導措

施與協調校內行政與輔導資源 、檢討各
項輔導工作實施成效，作為下學期輔導

活動辦理參考，輔導教師在會議中可以

提出自己的工作重點、困難及需要支援

的地方，來與校內輔導團隊共同合作。

(三)協助建置校內個案的輔導流程與機制
由於輔導老師可能是全校輔導最專

業的人，因此需要逐漸建制全校性的輔

導機制，包含:協助教師辨識學生問題
的徵兆（一、二、三級個案的徵兆）、

轉介時機、轉介流程。

二、次極性的預防工作

學校二級輔導以輔導處室為執行

者，輔導老師為主要工作者，其他學校

人員則扮演支援者的任務。依照WISER
的觀點，輔導教師在執行二級輔導時，

需要具有個別化(Individualized)的思
維，根據受輔學生的個別狀況與需求，

提供生態系統取向的介入性輔導服務

(System intervention)。此時的個別化與
生態系統取向的介入，是指輔導教師不

只針對適應欠佳學生做個別評估、辨識

可能的心理危機徵兆、瞭解學生的適應

困難或行為問題的可能成因、以及擬定

初步的輔導計畫（如提供個別諮商輔

導、小團體輔導）等個別性的介入策

略；同時也需重視對學生生態系統工

作，包括與家長以及校內輔導人力資源

（包括校長、各處室、導師、認輔教

師、特教老師和科任教師）共同合作與

提供諮詢，達成及早幫助學生心理調適

與學校適應的預期目標，另外，輔導教

師在進行二級介入性輔導工作時，須能

持續進行評估(on-going Evaluation)。因
為透過不斷評估的歷程，才能不斷調整

輔導策略（王麗斐等人，2013）。
(一)個別諮商與輔導

受輔學生的個別輔導，是專任輔導

教師的重要工作之一，其輔導流程如

下：

1.輔導室進行個案的初步評估
個別輔導的學生是先經過班級導師

初級的輔導，仍未見改進，且有逐漸惡

化，則由班級老師經由校內程序轉介至

輔導室，由輔導室人員協助受輔學生評

估與管理，輔導室進行個案評估時有以

下的重點：

(1)初步評估時，著重個案的危機與通
報。若學生的轉介問題涉及性平事件、

兒少保護事件，或其他法定通報事時，

輔導教師應先進行危機評估及相關法定

通報。

(2)評估學生的優勢與劣勢能力，並協
助統整受輔導學生的校內外輔導資源或

者行政聯繫事宜。

(3)視個案的狀況，決定是否需要召開
個案輔導會議，個案的狀況若是越危機

緊急，越是需要多重資源的介入，則需

要越快召開個案會議，以協助統整輔導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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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導教師進行個案輔導工作
專任輔導教師接受到輔導室轉介來

的個案，須做以下的步驟：

(1)主動與轉介單位聯繫：輔導教師收
到轉介單後，先與轉介者進行會談，蒐

集資料，盡力合作關係，並初步瞭解的

個案問題的因素，並讓轉介者瞭解輔導

人員後續的輔導歷程。與轉介單位晤談

時，需能瞭解轉介者對個案輔導的目標

與期待，並且對於個案的輔導能夠建立

共識及彼此分工與互助合作的機制。

(2)安排個案的晤談的時間與地點：在
跟個案晤談之前，可以先發出晤談通知

單，讓導師、個案或家長知道晤談時間

與地點，讓級任老師或任課教師能確實

掌握學生的出缺席狀況。

(3)進行個案及個案生態系統的評估：
透過蒐集多方面的資料以進行個案評

估，例如晤談、入班觀察、心理測驗、

蒐集教師與家長資料或者閱讀個案過去

的輔導資料等，瞭解個案的個人及生態

系統中的優勢與劣勢能力，以及目前所

擁有的輔導資源，以往的輔導成效等，

進而形成對個案的輔導計畫。輔導老師

若能藉由不斷的個案評估歷程，調整輔

導計畫與策略，就能讓個案的輔導效能

更提高。

(4)形成個案輔導策略：
輔導老師在評估個案之後，開始形

成對個案的輔導策略，有以下的重點：

A.根據個案及個案生態系統的評
估，設定輔導目標，包含個案的改變目

標及個案生態系統的改變目標，並且決

定輔導目標的先後順序，越是危機緊急

與重要的輔導目標，就越優先介入。

B.選擇合適的介入媒材：由於兒童

與青少年的表達受其發展有很大的影

響，得視學生的認知發展、社會發展、

年齡、能力、需求或興趣喜好等，提供

表達性藝術媒材、遊戲治療器材、肢體

律動、書籍牌卡或者相關的創意性活

動。

C.進行個案輔導，並且不斷檢視輔
導策略，是否能達到輔導目標。

D.與個案的重要他人及輔導團隊對
個案的輔導計畫與目標形成共識。

E.進行個案生態系統的改變計畫，
例如教師或家長諮詢或入班宣導。

(5)輔導成效評估：輔導教師可於定期
檢視輔導目標是否達成。可以檢視的方

向包含個案的輔導目標及個案生態系統

的改變目標，應注意輔導成效的評估是

個持續的歷程，並應該蒐集多方面的資

料，評估個案的改變情形，並且適時調

整輔導策略。

(6)與個案的生態系統合作：在輔導過
程中，依據個案的輔導需求，主動與個

案的重要他人溝通與合作，特過輔導個

案及改變個案的生態系統，讓個案的改

變更有成效，與個案的生態系統合作重

點如下：

A.定期與個案家長、導師保持聯
繫，瞭解輔導介入策略的成果，用以瞭

解個案在個別輔導、班級學校或家中的

改變情形。

B.特教學生，可以主動跟教特教老
師、導師及家長並與之合作。

C.違規犯紀的學生，主動與訓導處
及導師共同合作，分工處理個案違規及

輔導的議題。

(7)結案或轉介：當個案主訴的問題已
經改善或生態系統中重要他人的輔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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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已經提升，則可考慮結案。日後則以

追蹤輔導與提供導師支持與諮詢服務替

代。

(二)小團體輔導
當需要輔導資源的學生人數遠超過

輔導教師的負荷量。在時間、空間與人

力資源皆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將問題類

型雷同的學生聚集在一起，運用小團體

輔導的方式進行介入性輔導，減少輔導

教師個案量過高的負擔，並照顧到更多

有二級輔導需求的學生。此外，藉由團

體內成員之間的互動、交互影響及觀摩

學習下，增加學生的自我覺察、社交技

巧及解決問題能力，也可有效幫助學生

達到認知、情緒和行為的成長與改變。

以下逐步說明小團體輔導的作法。小團

體輔導的實施原則如下：

1. 團體目標：輔導教師在小團體輔導方
案的目的時，可以根據學校的二級輔

導需求規劃，也可以參考輔導室常見

個案議題來規劃，或者因校園事件如

創傷災難、校園霸凌或者性別議題等

來開立。

2. 團體人數：依團體目標與參與對象而
定。年齡越小、人數越少；如果團體

進行的時間少於一小時（如運用早自

修、午休時間），團體人數至多不宜

超過6人(Masson, Jacobs, Harvill, & 
Schimmel, 2012)。

3. 實施長度：依團體目標規劃團體次
數，全學期可規劃6∼15週。

4. 實施時間：每週實施1∼2次，每次1∼
2節課，若是危機緊急事件，可以增加
團體的次數與團體時間長度。

5. 團體領導者：通常由1位老師擔任團體
領導者，得視需要邀請協同領導者，

必要時，可設置一至兩名觀察員協助

團體觀察和紀錄，或者助理員，協助

維持團體的秩序。觀察員或者助理員

需遵守團體保密規範。

(三)心理測驗
進行二級介入性輔導工作時，也可

藉由多元的心理測驗加以了解與評估學

生的認知發展與身心健康的重要工具狀

況。適當的運用測驗工具可以快速而有

效對受輔學生提供客觀性的評估，以作

為訂定學生輔導策略介入之參考依據。

(四)召開個案輔導會議
當學生問題持續發生，或是涉及到

各種不同專業層面，意味著需整合多方

資源共同合作，以利學生問題的處理與

輔導。此時，輔導老師可視學生的問題

需求，報告輔導主任，協請召集輔導室

組長、輔導教師、導師、科任教師、特

教人員、家長、護理師、以及校外專業

人員，共同召開個案輔導會議，討論受

輔學生的輔導現況，以及後續輔導諮商

策略。以下說明個案輔導會議的作法與

任務：

三、�三級性的預防工作及危機處
理

三級個案指的是已經經過校內一二

級輔導而未見成效或者突發重大危機緊

急的個案，需要透過不同專業團隊的跨

專業資源整合(Resource Integration)來達
成輔導目標。由於此時個案的問題更形

複雜，僅靠學校的資源不易有效處理，

需要透過跨專業合作與資源整合來達到

目的，因此，在WISER模式裡，三級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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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工作以『R』為代表，強調資源整合
的概念。輔導工作者都能建立共識、形

成跨專業分工合作，與校外的專業工作

人員，例如醫療、警政或者社福資

源⋯⋯等等。發展出合作關係。一般而

言，校內需要一個整合資源的執行單

位，通常為輔導室來負責，校外則可仰

賴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的工作人員擔任校

外輔導資源的單一窗口，進行與其他資

源聯繫與整合工作。（王麗斐等人，

2013）
(一)跨專業個案管理

三級處遇性個案問題通常需運用多

元專業資源協助，因此專任輔導教師在

進行學生輔導工作時，需要將多元資源

加以整合，才能發揮功效，因此，進行

跨專業個案管理以及召開跨專業個案會

議將是三級處遇工作必要的重點工作。

一般而言，三級處遇個案的個案管

理原則，在轉介個案時，宜在校內有專

人擔任校內個案管理者，掌握個案在校

的輔導資訊以及作為連結校外輔導網絡

資源的窗口，可以在第一時間有效處理

個案問題。此職務通常可由專任輔導教

師或學校輔導室行政人員擔任，但也視

各校人力自行調整。在進行個案管理工

作時，賀孝銘（2007）指出，應注意以
下原則：

1. 個案管理是整合和協調校內外輔導資
源，目的在確保受輔學生接受最佳的

服務資源。

2. 需個案管理者的受輔學生通常同時遭
遇多重問題，須取得及使用多元的資

源協助效果才會較顯著。

3. 轉介社區資源時，須考慮受輔學生的
社會脈絡與多元文化背景，轉介適合

的資源予以協助。 
4. 個案管理在連結受輔學生系統內外的
可取得的必要服務和支持，但避免直

接替代受輔學生作他自己能夠做的工

作。受輔學生的自主和自控仍被支

持，必需有自助的動機與行動。

5. 個案管理重視受輔學生的自我決定的
權力以及個人價值和尊嚴。

6. 個案管理者進行決定時，採取共同合
作的典範，並非由個案管理者單向全

權決定。

7. 個案管理因涉及多種專業人員介入，
在保護個案的隱私權方面必須有良好

規劃與措施，個案的受益權是工作的

主要核心，並有免於受到傷害的權

力。

(二)跨專業個案會議
當個案所處的問題越複雜，需要更

多校外專業單位協助時，便需要召開跨

專業個案會議，共同討論目前個案處遇

及困境，以形成共識，達到分工合作與

整合資源目的，通常跨專業個案會議可

以依照個案的問題嚴重性而邀請校長、

輔諮中心主任或教育局長召開。

專任輔導教師在校園三級輔導中的

扮演著非常重要角色，在推動校園輔導

工作的時候，能夠運用WIESR的三級輔
導概念，除了二級與三級的個案處遇輔

導工作，也逐漸加強一級的校園知能的

提升與輔導機制的建立，讓自己的工作

更有效益，輔導團隊更有效能，更能提

參、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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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全校的輔導能力，讓輔導工作的推展

能更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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