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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12學年度第 1學期 

期中導師會議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12年 11月 1日（星期三）下午 13：10–15：00 

會議地點：圖書資訊館六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陳文淵校長 

出席人員：全校導師（詳如簽到名冊） 

記錄人員：實習諮商心理師江靜芬/組員陳鈺芬 

壹、校長致詞 

    各位導師午安，很感謝張心理師今日蒞臨本校為大家演講，讓各位導師增

加相關的知識與注入更多能量。在現今的校園氛圍下，大家與學生互動要特別

留意，宜多注意言詞，以避免過度關心產生誤解；尤其涉及性平案件，有時師

長雖無性騷擾意向，但若被學生申訴會對自己產生影響，教育部也已明令禁止

師生戀，請各位導師遵守相關規範。 

下學期開始，希望導師會議一次邀請專家學者演講，一次進行輔導或導師

制度相關議題討論。近幾年所辦理的講座與法律及學生心理輔導相關，這也是

值得大家參考注意的。感謝各位導師撥空參加導師會議，接下來時間交給講師! 

貳、專題演講─「而我聽見你心裡的聲音-傾聽與同理的會談技巧」

摘述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精神科─張榮斌臨床心理師) 

一、 蘇智偉組長 

校長、各位導師大家好，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張榮斌心理師來演講，他

是彰濱秀傳醫院的臨床心理師、彰化心理師公會理事，除此之外他同時兼

具健身教練與作家的身分，相關作品為《又是在人間美好的一天》。今天

的講題是「而我聽見你心裡的聲音」，請各位導師掌聲歡迎! 

二、 「而我聽見你心裡的聲音-傾聽與同理的會談技巧」 

(請詳見手冊電子檔第 3 至 21 頁) 

(一) 前言 

    導師們常被要求要關心學生，與學生的互動過程中須注意尺度，但若

過於冷漠也難以產生良好的互動，要傾聽同理學生則需要相關的技巧。輔

導學生最終希望的是與學生創造合作模式，解決困難共同前進；大家都知

道同理心很重要，何謂同理心，其實最基本的就是理解學生的狀態。而除

了同理心之外，今天也將為大家一一介紹相關的輔導會談技巧。 

(二) 會談技巧 

1.如何學習會談技巧 

•建立目標：每次與學生談話前可先設定目標以利後續談話聚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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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學習概念：開始理解、傾聽時，應注意學生的非語言資訊，包含

姿態、表情、語調。 

•觀摩學習：瞭解執行的方法。 

•練習：透過驗證、練習，加強技巧的運用。 

•實踐：即是透過觀摩、練習等落實在與學生談話的過程。 

2.會談技巧內涵 

•專注 

•開放式引導 

•澄清釋義 

•反映情感：搭配學生的狀況說出其感受。 

•總結：綜合整體狀態以理解學生，有時雖無法一次就完全做到，

但可以滾動式修正。 

•技巧整合：以多科重修且延畢、在外租屋常不接電話、喜歡追劇

與人互動疏離，父母也管不動的女學生為例，進行基本傾聽程序

及五階段整合的練習。 

(三) 專注 

1.專注的基本技巧 

•眼神接觸 

與學生談話時眼睛要看著學生，展現想聽學生說話的姿態。眼神

可三點式移動，譬如眼睛與肩膀之間，或眼睛和嘴巴之間的移

動，如此較不會讓彼此感到不自在。 

•專注的肢體語言 

請試想一般人專注聽人說話時是什麼狀態？通常我們對越重視的

人身體會越前傾，另不宜翹二郎腿表現出防禦姿勢，會影響學生

表達的意願。一般而言，在談話時非必要不會帶板夾或書寫資

料，談話時注意力及關切對象應是學生。 

•語調 

宜平穩不急促，少說「為什麼」，否則會顯得急著想解決問題或產

心理上的急迫感，反而會讓學生產生心理上的防禦，更不易處理

問題。 

•言語跟隨 

重複學生話語中的重要字詞，學生會感到被聆聽重視，同時產生

引導作用。 

2.選擇性專注 

•例句：「我必須跟你說，我有憂鬱症，被逼的話會發作。」 

•選擇你要專注的部份 

要選擇該聽的重點在哪裡，重點在『必須』、『我有憂鬱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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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的話』；『必須』二字在提醒聽者要注意聽、『我有憂鬱症』可能

是真的也可能是擋箭牌。如果『被逼的話』，隱含被逼感覺很不

好，無法自己掌控生活。 

•注意避開的部份 

練習會談技巧時要思考會被選擇出來討論以及被避開的部分，所

以可以練習探索覺察自己何以會這麼做（可到便利商店聽人談

話，注意其中的互動交流情形，試著了解其中想表達的重點）。 

(四) 開放式引導 

1.區辨開放式與封閉式的問題：在會談過程中，應留意學生比較想談

的主題，儘量避免封閉式問題。可以這樣詢問： 

•「你今天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可帶入正向感覺，也有助於建

立關係。 

•「你有憂鬱症嗎？」複誦有助於引導其深入討論。 

•「被逼的話？你的意思是什麼？」想知道何以有劍拔弩張的感

覺，並藉以了解學生狀況。 

2.適當的開放式引導可以 

•運用在晤談的開始 

要注意與學生的關係，雖然精神分析會先觀察學生而非著重談

話，但要在關係夠穩定才能如此。關係不夠穩定還是需要先引

導，降低學生的不安，藉以理解學生希望討論的目標。 

•幫助學生探討想法或感覺 

例如：「被逼的感覺指的是？」 

•引導學生陳述，有助了解學生。 

•幫助學生注意到自已的感覺。 

•幫助找出隱含的思考或行為模式。 

•追隨學生的步調，建立信任感。 

•接受一些未組織的回答或訊息 

•尋找具體細節與內容 

受暴者在談話時易有跳躍敘述、講話隱晦、訊息混亂等現象，此

時可用封閉式問句組織材料，找出具體細節內容。 

•尋找簡短具體的回答 

•協助幼童時可多運用媒介物 

玩具、畫圖皆有助於協助了解其內心想法或感受。 

3.引導的目標 

•發生什麼事？ 

•詳細的情形、經過 

•情緒與想法 

•可以的話，協助釐清原因：學生有敵意時，可問不開心是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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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事嗎？ 

(五) 澄清 

1.澄清 

•可以加深談話的深度：透過澄清可了解更多內容。 

•主要技巧分別是細微鼓勵和釋義 

2.細微鼓勵  

•非語言式的鼓勵：隨著學生敘述內容的展現，可以搭配輕微點

頭、嗯哼表示有在傾聽，鼓勵其再多說一些。 

•語言式的鼓勵引導：「說說看何以心情如此低落？事先有沒有徵

兆？」 

•沈默 

學生的故事有許多細節，有時宜靜靜聽不可打斷，保持好奇心，

遇到轉折處會有助了解整體狀況時再詢問。但沉默技巧不能隨便

使用，如學生狀態不好或彼此關係還沒建立則不宜使用，會變成

一種心理凌遲。 

•重述關鍵字詞，以鼓勵學生繼續說。 

3.釋義 

•代表有把話聽進去 

•一個有效的釋義包含三個元素： 

被助者、關鍵字詞語將被助者的要義表達出來。例如：「今天來學

校演講得到一張精緻的照片，覺得被看重。」協助其整理感覺。 

•確認釋義是否準確 

釋義錯誤沒關係，修正即可。每個人感受不一樣，要貼近學生，

促進學生有被理解的感覺。 

•釋義可以幫助深入談話或是轉移話題。 

4.釋義與解釋 

•『解釋』常常是助人者自己的觀點。 

•儘可能讓學生自己解釋自己的狀態。 

(六) 反映情感 

1.反映情感 

•傾聽是同理心的基礎 

保持開放的態度是傾聽的開始，也才能進一步同理。 

•反映情感則是建立同理心的重要技巧。 

2.識別情緒與感覺 

•情緒感覺字彙 

學生：你不要管我→煩躁生氣。 

學生：我希望她不要離開我→不安、擔心、孤單、寂寞，希望被

愛、希望有人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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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我不想回家→擔心、迷惘等。 

•混雜的情緒 

同一件事情可能造成不同的感受，可能是有趣、無聊、新奇，每

個人的感受都不同。例如小孩的冰淇淋掉在地上，可能有失落、

生氣、難過……等多種不同的情緒同時出現，但一般人不易仔細

區辨。大多數人樂意讓正向的心情進入生活，但憤怒、忌妒等負

向情緒多不願正視，可試著加以區別體驗，但不宜進行評價。 

•用隱喻表達情感 

對學生來說可能比較難以體會理解，用上此一技巧的機會較少。 

•非語言的表達 

有時表現出不想聽的樣子可能是感受到敵意，請留意自己與學生

互動時的感受。 

3.反映情感練習 

•命名這些感覺 

開法拉利車子的人賺的是骯髒錢→這可能是一種忌妒情緒。 

•將被助者(學生)與情緒結合 

•加入情境，幫助學生釐清立場 

讓學生覺察其處境並看見內在的感覺與心理需求，有可能只是不

斷重複循環同一種狀況。 

•與學生確認情感，讓其回應、補充或修正 

隨時進行滾動式修正，例如有些受暴者可能不自覺的將挨打當作

是他與對方維繫關係的方式，輔導過程中可讓對方看見他自己的

想法及因應模式。 

(七) 總結技巧 

1.在一段時間內專注傾聽學生的談話，再把問題連結起來，然後在正

確的重述給學生聽。 

但不需期待一次到位，可以慢慢探索交流，找出接近學生的狀態。 

2.幫助被助者與助人者重組訊息與理解問題 

將學生可能會有的感覺提出來，學生會覺得被瞭解，並對自己有更

清楚地理解。例如：學生可能因生活總是被安排而不想上學，有時

叛逆、頂嘴是想找回自己的主導權和控制感。若再對其進行逼迫要

求，他會有被掌控的感覺，反抗可能更強烈。學生雖非在意識上故

意如此，但這些訊息都需要被釐清、理解。 

3.目的在整合被助者的行為、想法與感覺；也可用來檢視助人者的理

解是否有扭曲。 

4.總結時可以運用前面所提的相關技巧 

總結成學生可以理解的概念。 

5.注意會談中的主要行為、思考與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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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注意核心主題 

學生的狀況偏離常態過多時，應先找出核心議題就好，以避免其產

生傷害自己或傷害別人的行為為主。 

7.掌握提出總結的時間 

要在正確時間提出來，以避免打斷學生的思緒與表達。 

8.反覆確認與修正總結 

(八) 技巧整合 

1.基本傾聽程序 

•馬陸效應 

試問馬陸哪一隻腳先開始走，牠會不知道怎麼開始走路。所以談

話並沒有侷限於固定的程序，應靈活運用各種技巧。 

•可能會依程序進行但不一定都會如此。 

各種技巧可靈活交替使用，並沒有固定的步驟。重要的是要能貼

近學生談話的內容。例如：問學生為何會偷竊，學生表示：「感覺

沒人要我就拿了」，此時可討論偷竊行為背後的衝動現象，而非詢

問第一次偷東西是從幾歲開始。 

2.晤談五階段 

•建立和諧關係 

若感知有敵意存在於彼此之間，要想辦法將敵意緩和下來，此一

現象於非自願學生身上更為常見（可先同理其無奈，但輔導者自

己不需為其無奈感到抱歉）。 

•蒐集資料、確認問題與尋找優點 

讓學生覺得有人看到他的優點，他會願意發光發熱，有動力往前

或進行改變。 

•設立目標 

談話時須設定目標，以作為工作的方向。 

•探尋各種方式，找出解決方案 

談話重點不宜放在責怪或批評上面，避免雙方一起陷入無力狀

態。例如憂鬱症發作時，不斷鼓勵反而會造成壓力，可建議其就

醫並尋求藥物協助。 

•實踐與學習上的轉變 

幫助者的助人技巧與受助者的狀態，都會在互動過程中有所成長

轉變。 

(九) 認清自己的角色：當面臨壓力時應看清自己的角色職責 

1.監督者 

督導者不會直接接觸學生，確認學生有無受到照顧即可。 

2.轉介者 

接觸學生後若確認無法處理應予轉介，後續也應持續追蹤狀態，但

非介入諮商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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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持者 

持續追蹤以及大方向的關心。 

(十) 辨識轉介需求-必須轉介專業處理的情況 

1.嚴重憂鬱 

難以靠鼓勵或其他方式加以協助者，應協助其就醫以及尋求專業心

理輔導，焦慮、恐慌嚴重時亦應轉介。 

2.自傷傷人危險因子 

•學生割腕自殘應瞭解此行為是否與最近情緒事件有關，了解其最

近自傷的原因。轉介要建立在學生知情的情況下進行，未經與學

生討論不宜貿然轉介，否則會嚴重破壞關係。 

•通報時也應該讓學生知道 

通報前應知會學生，若狀況不明確，不確定是否應該通報時，可

尋求學生其他支持系統的協助以保護學生。 

3.精神症狀影響 

妄想與幻覺等精神症狀比較不易處理，應進行轉介，例如就診精神

科。 

4.長期持續的性格問題 

性格問題不易處理，有需要時亦應尋求專業及醫療協助。 

(十一) 結語 

夠好就好，老師盡到本分，只要確認在當下已盡力協助學生即可! 

參、行政單位宣導事項 

電子計算機中心：依據行政院相關規範，本校行政主管每年須完成 3小時

資通安全通識教育訓練，電算中心今年 7、8月份已辦理相關課程，目前本中心

已建立「資通安全線上學習平台」，煩請各位導師於 12/25前完成相關訓練，使

用 google帳號觀看影片並填寫問卷即可完成。 

肆、散會：15 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