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導是什麼? 
輔導是生命關懷的創作過程，也是協助學生成長的互動歷程，辛苦您了，由於您的付出，

將促使另一蒙塵的生命再現光彩，下列的提醒，僅提供您作參考。 

 

請先善待自己 
 常常想起自己是個有血有肉有感情，而且需要滋養的生命體。 

 常常覺察自己的感覺和心情，特別是生氣和沮喪時，要給自己一個發抒和安放的空間。 

 常常想起自己扮演的各種角色，為自己的努力而喝釆。 

 

做好準備 
 相信學生的現況是其來有自；但也相信轉變是可能的。 

 記得多給學生點空間和時間，延緩我們的價值判斷，才可能滋生轉變的契機。 

 已發生的事無法改變，只能改變那些事件對人的影響。 

 予人安全感會帶來信任，但是安全感的建立是漸進的。 

 

輔導歷程 
確認對策  1.建立關係  1.加深關係            1.加深關係 

            2.收集資料    2.收集資料              2.確認輔導目標 

            3.澄清困境    3.澄清困境之優先順序  

 

          1.加深關係         1.持續關係     結果與追蹤 

            2.決定策略與方法     2.評估與修正 

            3.善用社會資源 
 

晤談時 
 我是否真正聽懂了? 

 我的回應是否有效? 

 我是否操之過急? 

 我的挫折是什麼? 

 我們的關係究竟怎麼樣? 

 

填寫記錄時 
 條列式摘記內容。 

 別忘了您的觀察，思考與感覺。 

 紀錄是記整合組織的空間，記錄過後，

您可有新的省思。 

 把客觀的事實與您的主觀看法、感覺分

開記錄。 

 

專業資源 
請將輔導室當作您的重要資源之一，留心各種輔導知能研討的機會，並且主動尋求專業

督導。當輔導知能有所精進，愈能體會到輔導工作的迷人特質。 

 

社會資源 
輔導網路所蒐集的社會輔導助人機構是可資運用的社會資源，例如張老師、生命線以及

縣市輔導計畫輔導團，都可以為我們提供資訊、諮詢、諮商、轉介服務。 
 

 

 

 



 

 

認輔教師個別輔導專業倫理 

您在進行個別輔導時，宜遵循下列輔導倫理，以保障自己及受輔學生之權益，發揮助人

工作的最大功能。 

一、 認清自己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只在協助學生成長發展、培養其處理問題的能力和 技

巧，而非代替或強制其解決問題或做決定，以免養成其依賴的習慣。 

二、 和學生共同擬定輔導目標、行為改變過程及方法，避免自作主張。 

三、 尊重學生的隱私權和價值觀，不要強迫其表達露其隱私或接受自己的價值觀。 

四、 了解自己輔導專業知能的限度，避免接受超越專業能力的個案，必要時，可予以輔

導轉介。 

五、 妥善保管輔導紀錄、往來信函、有關文件、測驗結果及解釋等資料。未徵學生的同

意，不可對外洩露任何晤談內容及其他資料。 

六、 若確實判斷學生的行為，可能危及學生本人或他人或團體的生命、財產安全時，應

即向相應之個人或機關提出預警，避免傷害，但應以不透露學生身份為原則，盡可

能提供客觀正確的事實及有利學生的資料。 

七、 遇有嚴重問題或做重要抉擇時，宜酌情徵得學生家長或監護人的同意，並在不違背

保密原則下，與所有關係人做好溝通與協商。 

 



 

 

大新國小      學年第    學期認輔紀錄簿 

個 案 姓 名 ● 性      別 □男    □女 

出       生 年   月    日 籍      貫 台灣省（市）    縣 

班       級  年      班 身分證字號 ***** 
家長或監護人  職      業  

聯 絡 住 址  電      話  

輔 導 老 師  開始日期     年   月   日 

 

一、個案源起： 

 □導師轉介  □家長主動求援  □學生主動求助  

 

二、主要問題類別（可複選）： 

  1.課業學習  □學習意願低落   □放棄學習   □高智商低成就  □習慣性作弊   

□課業壓力調適問題  

  2.性別教育  □感情因素       □對性別過份好奇（ex.沈迷 A 片）   

   □性別認同問題（ex.對本身性別無法接納） 

  3.人際關係  □同儕關係問題   □親子關係問題   □師生關係問題  

  4.情緒困擾  經常陷入  □焦慮、壓力    □憤怒  □沮喪、悲傷 等情緒中 

5.行為偏差  □暴力    □翹課  □偷竊  □逃學逃家  □習慣性說謊  □恐赫勒索 

6.成癮行為  □網路    □抽煙  □藥物濫用  □酗酒  □賭博 

7.身心疾病  □憂鬱症  □拒學懼學      □其他經過診斷之精神疾病            

8.自傷自殺  □自傷行為    □自殺意圖  □自殺行為 

9.其他                                                                         
    

三、個案背景 

  1.家庭結構 

    □祖 父 □祖 母□父 親□母 親 □伯 父 □叔 父 □嬸 嬸  

□兄（  1  ）人□姐（  1 ）人 □弟（    ）人 □妹（    ）人  

  2.學校生活(簡述) 

   

 

 

 

3.身心特質： 

    □發育正常 □體格壯碩 □身材瘦弱 □情緒穩定 □憂愁善感 

    □易怒 □挫折容忍度低 □其他                          

 

4.其他： 

    (1)眉清目秀 □是 □否 (2)口齒伶俐 □是 □否 (3)神清氣朗 □是 □否 

(4)思緒暢達 □是 □否 (5)         □是 □否 (6)特殊才能          
 



 

 

四、分析與診斷： 
 （一）行為原因分析與診斷結果 

   1.父母管教方式 ----- □過於嚴厲 □過度放任 □管教標準不一 

                        □其他                                   

   2.隔代教養 --------- □缺乏父母關愛 □ (外)祖父母無力管教 

                        □ (外)祖父母過於溺愛 □ (外)祖父母年老 

                        □其他                                   

   3.學校因素 --------- □師生互動不佳 □同儕關係不良 □新轉學 

                        □其他                             

   4.環境因素 --------- □居家環境品質欠佳（□噪音 □垃圾 □空污） 

                        □住家週遭不良誘因多（□網咖 □電玩店） 

                        □其他                                   

   5.個人因素 --------- □學習欠專注 □學習障礙 □情緒障礙 

                        □衛生習慣不佳 □過動或自閉(領有殘障手冊) 

                        □感覺統合失調 □適應力欠佳 □依賴成性 

                        □其他                                     

 

 

（二）其他因素 

      

                                                                

      

 

五、輔導策略： 

 □ 晤 談 □ 家 庭 訪 問 □ 行 為 改 變 技 術  □ 遊 戲 治 療  □ 藝 術 治 療  □ 音 樂 治 療 

 □ 掌 控 焦 慮 訓 練 □ 同 儕 互 動 治 療  □ 感 覺 統 合 治 療  □ 轉 介 至 醫 療 單 位 

□加強親職教育 □閱讀治療□角色扮演 □訂定自我管理方案□使用代幣□社會技巧訓練 

 □寫悔過書 □課業指導□督促作業 □其他             

 

六、特殊記錄（其他特殊狀況或表現） 

 

                                                        
 

                                                             

 

 

 

 

 

 

 

 
 

 

 



 

 

輔導經過（輔導方式欄請勾選 1.晤談 2.電話 3.家訪或 4.其他） 

日期 時間 方式 輔      導      紀      要 

   一、實施方式： 

    □定期晤談 □臨時約談 □家長主動邀約 □學生自動來訪 

二、學生行為問題類型： 

□逃學      □逃家   □偷竊  □打架  □說謊     □不合群  

□破壞公物  □吵鬧   □自虐  □妄想  □躁鬱症   □精神不振 

□情緒不穩  □口吃   □不寫作業  

□作業凌亂   □行為散漫  □對師長不敬 □不服管教 □恐嚇同學 

□上課不專心 □濫發脾氣  □消極畏縮   □作弊 

□沉迷電玩   □過度依賴  □身體有明顯傷痕 □其他            

三、輔導方式： 

□澄清式問答    □行為改變           □口頭嘉勉   

□言詞訓誡      □訂定自我管理方案   □社會技巧訓練 

□使用代幣      □課業指導           □督促作業   □其他                 

四、學生回應： 

    □積極配合 □願自我努力 □情緒緩和 □態度消極 □效果不彰 

五、後續處理： 

    □聯繫家長 □持續關注 □尋求支援 □修正輔導方式 □結  案 

   

   

   

  □1.晤談 

   

／  ／     ’ □2.電話 

（  ）   

  □3.家訪 

   

  □4.其他 

  （     ） 輔導內容要點 

    

    

    

   一、實施方式： 

    □定期晤談 □臨時約談 □家長主動邀約 □學生自動來訪 

二、學生行為問題類型： 

□逃學      □逃家   □偷竊  □打架  □說謊     □不合群  

□破壞公物  □吵鬧   □自虐  □妄想  □躁鬱症   □精神不振 

□情緒不穩  □口吃   □不寫作業  

□作業凌亂   □行為散漫  □對師長不敬 □不服管教 □恐嚇同學 

□上課不專心 □濫發脾氣  □消極畏縮   □作弊 

□沉迷電玩   □過度依賴  □身體有明顯傷痕 □其他            

三、輔導方式： 

□澄清式問答    □行為改變           □口頭嘉勉   

□言詞訓誡      □訂定自我管理方案   □社會技巧訓練 

□使用代幣      □課業指導           □督促作業   □其他                 

四、學生回應： 

    □積極配合 □願自我努力 □情緒緩和 □態度消極 □效果不彰 

五、後續處理： 

    □聯繫家長 □持續關注 □尋求支援 □修正輔導方式 □結  案 

   

   

   

  □1.晤談 

   

／ ／     ’ □2.電話 

（   ）   

  □3.家訪 

   

  □4.其他 

  （     ） 輔導內容要點 

    

    

    



 

 

輔導經過（輔導方式欄請勾選 1.晤談 2.電話 3.家訪或 4.其他） 

日期 時間 方式 輔      導      紀      要 

   一、實施方式： 

    □定期晤談 □臨時約談 □家長主動邀約 □學生自動來訪 

二、學生行為問題類型： 

□逃學      □逃家   □偷竊  □打架  □說謊     □不合群  

□破壞公物  □吵鬧   □自虐  □妄想  □躁鬱症   □精神不振 

□情緒不穩  □口吃   □不寫作業  

□作業凌亂   □行為散漫  □對師長不敬 □不服管教 □恐嚇同學 

□上課不專心 □濫發脾氣  □消極畏縮   □作弊 

□沉迷電玩   □過度依賴  □身體有明顯傷痕 □其他            

三、輔導方式： 

□澄清式問答    □行為改變           □口頭嘉勉   

□言詞訓誡      □訂定自我管理方案   □社會技巧訓練 

□使用代幣      □課業指導           □督促作業   □其他                 

四、學生回應： 

    □積極配合 □願自我努力 □情緒緩和 □態度消極 □效果不彰 

五、後續處理： 

    □聯繫家長 □持續關注 □尋求支援 □修正輔導方式 □結  案 

   

   

   

  □1.晤談 

   

／  ／     ’ □2.電話 

（  ）   

  □3.家訪 

   

  □4.其他 

  （     ） 輔導內容要點 

    

    

    

   一、實施方式： 

    □定期晤談 □臨時約談 □家長主動邀約 □學生自動來訪 

二、學生行為問題類型： 

□逃學      □逃家   □偷竊  □打架  □說謊     □不合群  

□破壞公物  □吵鬧   □自虐  □妄想  □躁鬱症   □精神不振 

□情緒不穩  □口吃   □不寫作業  

□作業凌亂   □行為散漫  □對師長不敬 □不服管教 □恐嚇同學 

□上課不專心 □濫發脾氣  □消極畏縮   □作弊 

□沉迷電玩   □過度依賴  □身體有明顯傷痕 □其他            

三、輔導方式： 

□澄清式問答    □行為改變           □口頭嘉勉   

□言詞訓誡      □訂定自我管理方案   □社會技巧訓練 

□使用代幣      □課業指導           □督促作業   □其他                 

四、學生回應： 

    □積極配合 □願自我努力 □情緒緩和 □態度消極 □效果不彰 

五、後續處理： 

    □聯繫家長 □持續關注 □尋求支援 □修正輔導方式 □結  案 

   

   

   

  □1.晤談 

   

／ ／     ’ □2.電話 

（   ）   

  □3.家訪 

   

  □4.其他 

  （     ） 輔導內容要點 

    

    

    



 

 

七、輔導結果 

  □ 個案經過近一年的一對一晤談後，已逐漸建立信心，並改善其同儕關係。 

  □ 經多次與個案溝通並修訂其自我管理方案後，個案已漸能自我激勵、約束。 

  □ 近距離與個案剴切地開導後，個案已漸能自我控制情緒，並願持續努力。 

  □ 誠懇地與個案家長經數次電話聯繫後，家長已然明瞭家庭教育之重要性。 

  □ 個案因家庭功能不彰，造成價值觀偏差情形已久，以致輔導效果不顯著。 

  □ 個案因家長忙於工作，生活乏人照料，以致經矯正後的學習態度不易持續。 

  □ 由於家長怠忽，致使個案時常四處遊蕩、或流連網咖，造成輔導成效不彰。 

  □ 因家長親職知能不足，致輔導個案之績效無法持續提升、強化，甚屬可惜。 

  □ 其他結果：                                                      ， 

                                                                     。 

八、檢討與建議 

  □ 個案之偏差行為已然改善，故建議予以「結案」。 

  □ 個案需持續關注，並予以適切地鼓舞，以導引其正向發展。 

  □ 積極溝通，並提供家長適當的親職資訊，以增進其親子互動關係。 

  □ 個案之個性依賴，因此亟需家長與師長給予打氣，並予以足夠的信心支撐。 

  □ 個案的可塑性強，惜積極度不足，故尚需妥適地關切，並提升其優勢智慧。 

  □ 願持續充實自我的輔導知能，以利日後協助其他個案更有效地學習與成長。 

  □ 其他建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