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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督導制度對於心理師專業養成非常重要，督導關係可謂是專業養成過程中最為關鍵、

長期且深入的關係，督導關係的品質會決定受督者的開放度與學習成效，進而影響其

諮商效能與結果。然而，研究指出受督者在督導關係中很容易出現抗拒行為，許多新

手督導者對於辨識與回應受督者的抗拒行為也感到困難。本文結合國內外相關文獻以

及作者之督導實務經驗，整理出抗拒行為的含義包括：表達焦慮感、透露羞恥感、展

現平行歷程，以及追求獨立自主。常見的抗拒行為及其行為目的有三：隱藏自己以獲

取安全感與滿足自尊需求，攻擊自己以營造出一體感，以及攻擊他人以獲得力量感。

當面臨受督者的抗拒行為時，督導者可以從共同擬定明確的督導契約，運用多元指標

與多元方式進行評量，選擇與受督者專業發展階段適配的督導策略，主動處理受督者

的抗拒行為，以及尊重受督者欲獨立自主的需求等面向做出因應。文末提出結論與建

議，盼能提供相關人員做為參考。

關鍵詞：抗拒行為、受督者、督導者、督導關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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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督導（supervision）？根據
Bernard與Goodyear（2019）的定義：督
導是相同專業的資深人員提供給資淺人

員的一種介入，這種介入的關係是考核

的與長期的。督導目的有三，第一為增

進資淺人員的專業功能，第二為監督專

業服務的品質，第三為扮演資淺人員進

入特定專業的把關者。從上述定義可

知，督導制度對於專業養成非常重要，

因為它傳授新手必要之知能，助其了解

特定行業的價值觀，也考核其是否準備

好投入該專業領域。就心理師的專業訓

練而言，諮商督導的內涵包括：個案評

估與診斷、心理測驗與衡鑑、諮商與心

理治療，以及危機處理與個案管理等業

務（林家興等人，2012）。督導關係可
謂心理師專業訓練過程中，一段最為重

要、長期且深入的關係。然而，研究指

出受督者在督導關係中很容易出現抗拒

行為（resistance behavior），其具體行動
包括抗拒自我揭露，以各種形式拒絕接

受督導者更好的建議，以及拒絕採用符

合最有效益之介入處遇（B e r n a r d  & 
Goodyear, 2019）。對多數新手督導者而
言，在督導的歷程中所面對的困難，也

在於不知如何辨識與回應受督者的種種

抗拒行為（McColley & Baker, 1982）。
何以受督者會出現抗拒行為？從受

督者專業發展階段觀之，對於未取得心

理師執照的受督者而言，由於本身專業

知能尚未精熟，且督導關係又具有強烈

的評量性質，容易引發其在接受督導時

的負向情緒，而導致抗拒行為的產生。

至於有若干年實務經驗的受督者，也可

能在形成個人風格與專業認同的過程

中，透過抗拒行為表徵出分離／個體化

（separation/individuation）的心理歷程

（Bernard & Goodyear, 2019）。因此，不
同專業發展階段的受督者會呈現不同心

理機轉的抗拒行為，被視為督導關係中

預期會產生的現象（B a u m a n ,  1 9 7 2 ; 
Bradley & Gould, 1994）。此外，由於督
導關係本質為人際互動歷程，互動結果

自然為督導者與受督者共同反應形成，

所以受督者的抗拒行為也可能起因於雙

方各自的依附型態與個人特質，未受督

導訓練與缺乏專業熱忱之督導者，以及

未能形成督導工作同盟（王素瑩、連廷

嘉，2009；許韶玲、蔡秀玲，2007；蔡
秀玲，2012；Wrape et al., 2017; Enlow, 
2019）。

然而，無論抗拒行為的起因為何，

既然抗拒行為是預期會產生的現象，因

此當督導者面臨受督者的抗拒行為時，

迫切的任務便在於辨識出抗拒行為背後

隱含的意義，以及行為表現的目的，以

做出符合受督者需求的回應，進而消弱

抗拒行為，更進一步再將其轉化成加強

督導關係或促進受督者成長的契機。因

此，本文乃以督導者的角度，嘗試結合

國內外相關文獻與作者本身督導的實務

經驗，探討受督者抗拒行為的含義、常

見的抗拒行為及其行為目的，以及督導

者可行之因應做法與心態，以期對督導

者在辨識與處理受督者抗拒行為有所幫

助。

當督導者希望減少受督者的抗拒行

為時，必須先思考受督者正透過抗拒行

為傳遞什麼訊息？他／她期待被督導者

看見與理解的是什麼？換言之，了解受

督者抗拒行為的含義是為辨識與回應的

第一要務，據此介入處理之後，才有機

會真正消除受督者的抗拒行為。本文根

據國內外相關文獻歸納出四種受督者抗

壹、前言

貳、受督者抗拒行為之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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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行為的含義，分別為：表達焦慮感

（anxiety）、透露羞恥感（shame）、展
現平行歷程（parallel process），以及追
求獨立自主，以下分項闡述之。

一、表達焦慮感

某些新手諮商員的個案概念化、諮

商意圖與技術結合以及評估診斷能力，

都尚未達到自動化運作，在諮商工作中

的表現相對不穩定。當他們意識到自己

要接受督導，工作狀態會被指出，甚至

要受到評量時，不穩定的表現更容易因

為焦慮而惡化。受督者接受督導時，可

能會遲疑著要呈現混亂的部分以得到釐

清？還是呈現順暢到位的部分以獲得肯

定？對受督者而言，督導除了是提升專

業的助力之外，同時也是一項評量機

制，而且評量結果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因此，當受督者內在有這類趨避衝突

時，再加上接受督導可能觸及未解決的

個人議題以及學習治療處遇上的挫折，

種種因素都容易引發受督者於督導歷程

中產生焦慮感（Costa, 1994; Mehr et al., 
2010; Topor et al., 2017）。

二、透露羞恥感

督導者必須意識到，當受督者在督

導歷程中揭露個人與職業上的脆弱時，

這段經歷如同心理治療一般，具有內在

痛苦甚至羞恥的性質（Talbot, 1995）。
羞恥感涉及一種不足的感覺，以及隨之

而來對此不足的強烈自我譴責（Hahn,  
2001），加上督導關係中的評量、非自
願性與位階不平等等性質，很容易使受

督者感覺缺乏勝任能力與自主性，進而

產生羞恥感。縱使沒有被督導者公開指

出來，當受督者意識到自己真實能力與

理想自我之間的差異時，也會產生羞恥

感（Morrison, 1983）。若從關係互動的
動態觀點來談受督者於督導時產生羞恥

感的歷程，可以從人際關係的原型—母

嬰互動來切入探討（Stern, 1985; Hahn, 
2001）。在健康合宜的母嬰關係中，當
嬰兒熱切表達情感或需求時，照顧者通

常能即時以語言、聲音、表情或者肢體

活動反應給嬰兒，使其感到被理解與接

納，此為情感調和（affective attunement
），本質上是一種同理的歷程。然而，

有些照顧者的狀態不佳，無法涵容嬰兒

情感上的索求，反覆呈現忽略甚至嫌惡

的態度，久而久之，嬰兒感知到照顧者

眼中的拒絕與排斥，遂發展出羞恥感的

原型。在督導歷程中，受督者經常帶著

大量且混亂的情緒進入督導關係，他們

渴望傾吐工作上的興奮、困頓與疑惑，

期待督導者能幫忙梳理這些素材，更多

時候受督者並不清楚自己的狀態。倘若

督導者迴避受督者的情感需求，或者一

再與受督者的情感錯頻，受督者將會感

知到被拒絕與否定而產生羞恥感，引發

想要隱藏自己的內在心理需求，同時阻

斷在督導關係中的情感交流。

三、展現平行歷程

平行歷程是發生在督導者、受督者

與案主之間的現象，有時受督者會在督

導過程中展現案主的心理動力，或者將

自己在督導關係中的反應帶入諮商關

係，這是一種雙向歷程。平行歷程的概

念源自精神分析取向督導，其中有大量

潛意識、動力、衝突等精神分析特有的

概念，Searles（1955）是最早提出此概念
的學者，他發現受督者經常會把治療關

係裡難以言喻的困境帶至督導關係中，

後來多位學者更具體引用平行歷程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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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來理解受督者的抗拒行為，可能正反

映出案主樣貌與治療關係動力（Ekstein 
& Wallerstein, 1972; Friedlander et al., 
1989）。Zetzer等人（2020）訪談了九位
心理動力取向督導者，他們皆表示受督

者似乎被個案的某種心理動力給勾住

（got hooked），並將之帶至督導關係
中，許玫倩與陳秀蓉（2020）發現若督
導者自覺督導方式和以往相同，受督者

卻未能調整其諮商狀況，導致督導者與

受督者都感覺陷入困境時，可能就是平

行歷程的展現。

四、追求獨立自主

受督者的專業學習與自我認同猶如

一段成長歷程，自身的治療取向、治療

風格、治療哲學觀以及自我效能感都會

逐漸凝煉成型，而成長會涉及的連結、

依附、分化、和解等議題，也同樣會出

現在督導關係中（Watkins et al., 2018; 
Yerushalmi, 1992）。Friedman與Kaslow
（1986）提及受督者在專業發展最初階
段會瀰漫一股焦慮和興奮感，此時特別

依賴督導者；到了中期階段，受督者的

能力和自主感越來越強，開始有信心與

督導者展開思辨對話；在後期階段，受

督者的專業表現與自我認同漸趨穩定，

也能與團隊中的資深成員共同合作。連

廷嘉（2008）研究指出進入諮商領域一
年後的受督者，會開始在依賴與獨立心

態之間產生矛盾，一方面希望得到督導

者的具體指導與情感支持，另一方面又

希望保有專業自主的判斷。本文作者發

現已經具有多年實務經驗的受督者傾向

平等合作的督導關係，並期待能與督導

者展開後設性的諮商哲學思辨，以逐漸

統整專業學習與自我認同。准此而言，

如果受督者表達希望依自己的判斷嘗

試，不一定遵從督導者指示時，可能表

示他／她展現出追求獨立自主的意圖。

國內外已有許多研究指出，當受督

者在督導歷程中展現上述的意圖時，常

出現一些抗拒行為與行為意圖要達成的

目的。在此，除了歸納這些研究的發現

外，進一步結合理論觀點與實務經驗，

闡述這些抗拒行為目的和行為含義之間

的關係，以及如何影響督導關係的動

力。

一、�隱藏自己以獲取安全感與滿足
自尊需求

當受督者在督導歷程中感覺焦慮或

者羞恥時，為了獲取安全感與滿足自尊

需求，可能表現出兩類抗拒行為，其一

本質為退縮（withdraw），包括：刻意隱
藏實務上的困頓、避談對案主的感覺、

在督導過程中遲到／沉默／避免眼神接

觸／忘記準備逐字稿或錄音檔、相當遵

從督導者的觀點與指示等（Nathanson，
1992）。由於受督者的被動姿態，督導
關係動力很容易形成以督導者為主，看

不見受督者的主體性。若督導者未能辨

識出受督者的抗拒行為，企圖以更多教

導或詢問來填補督導中的空白，以為如

此能引起響應或刺激聯繫，此舉卻容易

加深受督者的焦慮或羞恥感，使其更加

退縮（Hahn, 2001）。
第二類抗拒行為的本質為迴避

（avoidance），包括：將督導焦點轉移
至受督者之外以避免暴露自身專業不足

／被指認出未解決的個人議題／透露出

對督導者的不信任、大量談論概念化與

理論技術、巧妙引導督導者分析案主的

參、�受督者抗拒行為及其行為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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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動力等（Nathanson, 1992）。在迴避
型抗拒行為的影響之下，督導歷程看似

雙向互動，討論素材也專業豐富，但是

督導者總感覺被對方的理智化隔絕在

外，難以接觸到受督者的情感需求。根

據作者在實務中所見，當此類受督者收

到督導者比較正向滋養的回饋時，總是

立刻轉移話題，無法停留在情感交流的

當下，以致於督導關係的發展僅維持一

種專業知識的對話。

二、攻擊自己以營造出一體感

有別於上述退縮與迴避的抗拒行

為，受督者為了阻止被督導者指出自身

專業不足或未解決的個人議題，希望避

開被評價的焦慮或羞恥感，有時候會採

取一種攻擊自己（attack on self）的方式
來抗拒督導（Bauman, 1972; Nathanson, 
1992; Pearson, 2000）。受督者會不斷質
疑自己的判斷、譴責自身失誤、坦承個

人限制，在督導歷程中表現愧疚、難

過、無助等情緒，上述行為看似虛心反

思，實為一種抗拒行為。因為大多數督

導者在面臨受督者如此自責時，通常都

不忍心再往內探問，反而轉為寬慰與支

持受督者。換言之，受督者透過先發制

人的自我檢討，營造出兩人同在的一體

感（a sense of togetherness）（Nathanson, 
1992）—督導者站在旁邊同理支持我，
不是在對面檢視我。然而，這種攻擊自

己的抗拒行為，久了之後可能弄假成

真，當受督者長期扭曲自我概念與表

現，恐怕會愈來愈缺乏自信，誤認自己

能力不足，以致於在督導時多數的時間

都在處理受督者的情緒，反而讓專業知

能督導發展受到限制。

三、攻擊他人以獲得力量感

督導關係的性質必然會產生階層關

係與權力不平等，當受督者在督導歷程

中升起焦慮時，經常會感到無所適從與

缺乏掌握，羞恥感更是讓人覺得無力與

虛弱。Liddle（1986）發現受督者會透過
攻擊督導者以拉低其地位，Nathanson
（1992）則指出受督者透過將自身不足
的羞愧感轉移到攻擊他人（a t t a c k  o n 
others）的敵意上，藉此獲得力量感（a 
sense of power）。此類抗拒行為包括：把
諮商困境歸咎於案主身上、嘲諷案主的

非理性想法、督導時表現出癟嘴蹙眉甚

至口語的批評質疑、用某種輕描淡寫或

輕率態度回應督導者、巧妙的貶抑或否

決督導者觀點。受督者透過上述行為避

免面對做不好的挫敗感，維持一種與督

導者平行、甚至高過於督導者的力量

感。根據作者督導實務經驗，雙方不至

於起正面衝突，但確實會感覺到受督者

的輕佻或不以為然，討論無法深入，督

導者觀點經常被否定，提問也得不到聚

焦回應，使得督導者情緒上感覺挫折與

困惑，甚至於氣憤。

在理解受督者抗拒行為背後的含義

與行為目的之後，作者根據國內外文獻

以及自身實務經驗，歸納出下列五項督

導者可行之因應做法與心態，以期有效

回應受督者的心理需求，降低抗拒行為

的產生。

一、共同擬定明確的督導契約

已知受督者接受督導的心態，經常

陷於「想得到回饋以提升專業」與「擔

心自曝其短無法通過評量」的趨避衝

突，即使決定要真實呈現實務工作困頓

肆、督導者的因應做法與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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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又不確定能談論多少個人相關議

題？在督導歷程中可保有多少自主性？

為了降低受督者這方面的焦慮感，雙方

擬定一份公開透明、具體可行的督導契

約非常重要（林家興等人，2012），作
者認為雙方尤其需要就契約中的督導界

線、保密限制以及考核與評量制度相互

溝通。督導者基於自身的督導風格與理

論取向，對於上述議題可能有不同觀點

與做法，若能於督導初始階段，在情與

理方面向受督者詳盡說明，再因應個別

化狀況進行微調，讓雙方對於督導角

色、功能與限制取得共識，此舉便能有

效降低受督者因焦慮而起的抗拒行為。

二、�運用多元指標與多元方式進行
評量

受督者之所以對評量感到焦慮，有

時出自於他們將督導者的評量結果認定

為主觀評價，感受到督導者的態度過於

權威與躁進也是原因之一。為了使評量

結果能真實反映受督者的能力以及能力

的發展過程，督導者可採用多元指標與

多元方式進行評量。評量指標除了受督

者的專業能力之外，可參酌受督者學習

態度、願意呈現內在經驗的程度、願意

揭露與諮商有關之個人議題的意願，以

及在諮商／督導歷程中的調整與進展

（陳思帆、徐西森，2016；許韶玲，
2004）。評量方式除了能力考核評量表
（competence evaluation rating form, 
CERF）之外，還有360度評量、學習歷
程 檔 案 、 客 觀 結 構 式 臨 床 測 驗

（OSCE）、結構式筆試或口試、個案報
告、模擬或角色扮演、自我衡鑑、現場

或錄影表現評量、標準化個案會談、個

案歷程或結果評量、消費者滿意度調

查，以及輪訓期末表現評量等形式

（Kaslow et al., 2009，引自林家興等人，

2015）。由此可知，當督導者以多元指

標與多元方式為受督者進行評量時，評

量過程與結果都將更具完整與彈性，將

能有效降低受督者因焦慮被評量而起的

抗拒行為。

三、�選擇與受督者專業發展階段適

配的督導策略

在督導領域的模式中，Stoltenberg與

Delwor th（1987）所提出的發展模式

（developmental models）認為諮商員從

新手到精熟狀態，本質上屬於一段發展

歷程，每個階段都有獨特的發展議題，

督導者必須熟稔不同階段受督者的困難

與需求，並給予適配的（fit）支持與指

導。當督導者無法針對受督者專業發展

階段的特徵與需求進行督導時，將容易

導致受督者產生抗拒行為。新手受督者

的特徵為高度焦慮、缺乏自信與專業認

同、依賴督導者的評價來認可自己、缺

乏後設統整的個案概念化，以及不熟悉

諮商技術的運用等等，督導者在此階段

的結構性可以比較高、多具體示範回應

例句，並且給予情感同理與支持（許韶

玲、蔡秀玲，2007）。相對的，若是督

導已有多年實務經驗之受督者，督導策

略則可以多採用引導與探索，幫助其透

過陳述逐漸明晰自身諮商哲學，形成個

我諮商風格。綜上所述，面對不同專業

發展階段的受督者，督導者可以思考相

應的督導角色與功能、在督導關係中的

前進與後退，以及彈性調整督導策略，

以便於消除受督者在不同階段引發抗拒

行為的內在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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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動處理受督者的抗拒行為�

蔡曉雯等人（2010）在一篇針對督
導關係權力意涵的研究中指出，督導者

是兩人關係中有權力提問、指導與考核

的一方，受督者經常因彼此權力差距，

不敢主動討論與督導者相異的觀點，也

不敢表達對督導者的負面想法感受。因

此，若受督者出現抗拒行為致使督導同

盟關係受損，或者受督者本身效能因此

降低時，便有賴督導者透過專業辨識出

來並且主動處理（Borders et al., 1991; 
Hahn, 2001）。處理的方式有很多種，
Kadushin（1968）、Bauman（1972）以
及Liddle（1986）提出直球對決的方式，
直接詮釋受督者的抗拒以找出焦慮來

源，並且探討抗拒行為對專業成長會帶

來何種傷害，也有學者建議督導者一般

化受督者的實務困境，甚至自我揭露類

似挫折經驗，鼓勵受督者真誠面對自己

（蔡秀玲，2 0 1 2；C l e v i n g e r  e t  a l . , 
2019）。肯定受督者的優勢能力亦是一
種方式，強調督導是賦權的過程，在於

幫助受督者增添更多專業知能（Master, 
1992）。由於督導是一動態的過程，在
介入處理時，處理方式可以視督導者風

格、受督者專業發展階段、督導工作同

盟程度以及當下的關係動力而定，沒有

最佳模式，只有適合的模式。例如：若

督導同盟關係穩固，督導者風格又偏向

直接明快者，可以考慮與受督者直球對

決；若受督者為專業發展初期尚在建立

自信，則示以溫和探問與同理涵容比較

合適。另外，當抗拒行為透露出平行歷

程的訊息時，受督者通常身處其中不自

知，因此督導者需要先注意自身的情緒

反應，拉出距離（took a step back）思考
治療歷程與督導歷程有無相似之處，以

及案主—受督者—督導者三者之關係動

力，再回應現存對稱關係的意義，最後

回到督導關係中進行處理（許玫倩、陳

秀蓉，2020；Zetzer et al., 2020）。值得
注意的是，不管督導者選擇哪種處理方

式，關鍵在於必須先辨識出受督者抗拒

行為背後的意圖，如此才能選擇適合的

方式，也才能負起主動處理的責任。

五、尊重受督者欲獨立自主的需求

已知受督者的抗拒行為有時候正代

表其展現出追求獨立自主的意志，不願

意直接接收督導者的觀點，希望由自己

嘗試過後再做判斷。Costa（1994）認為
督導者的任務之一，在於幫助受督者從

依賴轉為自我決定，最終實現自主運

作，Worthington（1984）則提出鼓勵受
督者獨立分化是督導者的道德責任。確

實，督導者對受督者的每一項介入處

遇，都是在幫他們預備好結束督導後的

執業生涯。因此，督導歷程中如果遭遇

受督者與督導者意見相左時，在案主沒

有危機的狀況下，建議督導者放手讓受

督者去嘗試，以鼓勵其發展出個我的諮

商風格與工作模式。心理學家Winnicott
曾經撰文闡述個體如何發展出獨立自主

的能力，在〈獨處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be alone）〉一文中（Winnicott, 1958），
他認為成長過程中必須有一段經驗，當

母親在場卻不干預的狀況下，嬰兒能隨

著自由心智感覺與行動的經驗。當下的

嬰兒不受任何外力干擾，也不須符應任

何外在要求，如此才能體驗到自身的動

力以及學習自我協調，而大量的此類經

驗便構成日後生活中具有現實感的基礎

（Yerushalmi, 1992）。作者曾經遇過受
督者由於缺乏評估與衡鑑的能力，又過

於擔心破壞諮商關係，初期好幾次會談

始終在原地打轉難以聚焦深入問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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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當督導者建議探問方向甚至具體示

範介入技術時，受督者縱使同意督導者

觀點，仍然想嘗試另一種取向／策略／

技術，也會好奇自己的選擇問題何在。

當作者評估案主沒有危機，受督者的介

入方式又可能僅耗時但是無害，就會放

手讓受督者嘗試之後再回頭討論。在受

督者實際體驗諮商關係動力後，對於諮

商員位置、如何更緊密結合意圖與技

術，以及掌握會談節奏等方面都有所覺

察與進步。

督導是一段長期且深入的關係，涉

及複雜強烈的情感體驗，諸如：自主

性、依賴性、個體化和權力控制等未解

決的個人議題都可能會在督導歷程中

一一浮現（Watkins, 1995），可以想見雙
方在督導歷程中幾乎不可能沒有衝突，

而抗拒行為的出現，就是督導關係中衝

突之一。如何化解這種衝突，有賴督導

者如何辨識與回應受督者在督導歷程中

的抗拒行為。根據前述章節所述，受督

者出現抗拒行為的內在意圖包括：表達

焦慮感、透露羞恥感、展現平行歷程，

以及追求獨立自主。並以各種動作表

現，達成抗拒的目的，包括以退縮和迴

避等方式，隱藏自己以獲取安全感與滿

足自尊需求；以質疑、譴責自身能力與

表達難過、無助情緒等方式，攻擊自己

以營造出一體感；或者以嘲諷案主、否

定或貶抑督導者觀點等方式，攻擊他人

以獲得力量感。當督導者面對受督者的

抗拒行為時，在辨識受督者抗拒行為的

意圖與目的後，其具體做法為採取共同

擬定明確的督導契約，運用多元指標與

多元方式進行評量，以及選擇與受督者

專業發展階段適配的督導策略，以消弱

受督者抗拒行為的意圖；另一方面，督

導者於心態調整方面，當受督者表現出

抗拒行為時，則需要主動處理抗拒行

為，並於督導後期，如發現受督者之專

業能力漸趨精熟時，應尊重受督者欲獨

立自主的需求。

綜合以上所述，抗拒行為乃督導過

程中受督者常見的行為，為使督導關係

穩定發展，督導者在面對此一行為時，

一方面應正向看待受督者之抗拒行為，

將其視為加強督導關係或促進受督者成

長的契機；另一方面，為能有效解決因

受督者抗拒行為所帶來的關係衝突，督

導者在自身養成的過程中，可以透過各

種訓練，如：接受督導者訓練師的督

導，或是同儕間的經驗交流，提升自身

辨識與回應受督者抗拒行為的能力。

最後，督導者雖然是專業領域的守

門員，肩負教育與篩選新手諮商員的責

任，然而這個角色的本質也是心理工作

者，當受督者出現抗拒行為時，切不能

過於目標導向而忽略眼前受督者的心理

狀態。督導者需於運用專業能力辨識出

抗拒行為的含義與行為目的，主動做出

適合受督者需求的回應以降低抗拒行為

的發生，以使督導關係可以在兼顧專業

成長與心理需求平衡下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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