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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卡效應在淡江－教心所栽培諮商師 輔導社會的心  
專題報導

 

文黃雅雯、張靜怡、梁琮閔

 

 

 

「身為一位心理研究者，我要求學生達成理性與感性的平衡點，不能有跳躍性的思考

，任何事情都必須有脈絡可尋，強調要有知識，不能只有常識。」教心所教授柯志恩

為當初創所的所長，她表示，由於人心越來越空虛，無論是青少年問題或是社會上的

其他問題，都跟心理相關，社會需要專業告訴他們解決辦法。「我們看到了社會的需

求點，因應趨勢，才創立教心所。」

 

　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於民國91年成立，採教育心理與諮商輔導並重，提供各相關

機關之專業服務為宗旨。課程規劃除奠基學生理論與實務基礎外，並定期舉辦學術研

討會及演講活動，也邀請畢業學長姐回母校分享經驗，增加學生課外知識的廣度。今

年再度獲天下Cheers雜誌評選為2010年度教育類熱門系所，為教育類唯一入選之私立

大學系所。

 

　該所教師無論是在諮商或學校實務均擁有豐富的經驗，與社區、學校、各相關機構

關係良好，不僅有助於產學交流與合作，更可擴展學生在見習、實習，及就業機會。

而教師充分展現其個人專業長才，深受各界肯定。為強調學生學習品質，每位教師與

學生互動密切，並與學生有固定約談時間，有效掌握學生的學習狀況及論文寫作進度

及品質。雖然目前畢業生人數不多，但在就業與報考諮商師證照錄取率均高，其中教

師證照錄取率更是達100%，皆顯示教心所辦學績效優異。

 

 

 

　　　　　　       打破教心與諮商的框架

 

　為培育具有實踐與行動能力之教育心理與諮商專業人才，因此在專業訓練上，採教

育心理及諮商輔導並重；課程的設計與規劃，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主要分成「心理

學基礎課程」、「研究方法課程」、「專業課程」、「專業學習」及「論文寫作」等

五類。其中在「專業課程」，規劃「諮商理論與實務」及「學習與輔導」的課程，除

提供學生在諮商與心理治療應用之專業訓練外，另建構學生對於學習輔導的專業知識

及技能，使學生得以印應證所學。另外為考量社會趨勢的需求，規劃「諮商議題」加



強學生在諮商與學習輔導的實務應用。教心所所長李麗君表示，教心所對於社會的關

照持續不斷，希望打破教育心理與諮商的框架，同學們能具多元觀點，關照不同族群

、年齡層等對象，用積極多面向的角度，擔任助人角色。

 

 

 

　　　　　　     專任教師皆具博士學位

 

　教心所專任教師皆具博士學位，教授科目與個人學術研究領域相結合，分別在教育

心理、學習策略、學習診斷與輔導、職場心理學、華人社會行為等領域均有豐富的專

業展現。教師多元的教學及評量方式，符合學習需求，並透過導師晤談、e-mail、教

學評鑑等多種方式確保學生充分了解課程內容，學生對教師之教學方式反映良好，至

97學年度止，柯志恩、李麗君均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此外，為了培養學生的國際

觀，本學期新進助理教授林淑萍甫從國外回國，具有豐富的實務與研究經驗，提供學

生更多元的資訊。

 

 

 

　　　　  教學方式多元 演練實作雙管齊下

 

　教學方面，該所教師授課方式依課程性質不同，採用各種不同教學方式，包括理論

講述與討論、個案討論、錄影帶觀摩、實務示範與演練、實地觀察、上機操作等方式

，使學生更深入了解課程內容。林淑萍表示，本學期她教授「諮商與心理治療技術研

究」，特別著重在實作方面的參與，因此她以三人為一小組，讓學生嘗試以諮商師、

被諮商者，以及觀察者的角色，針對不同階段引發的狀況進行演練與討論，最後在課

堂上做總整理。比起一般的課堂講授理論，實作更能讓學生印象深刻，同學都說：「

這樣的上課方式非常有幫助。」另外，她也請學生表演身心障礙者，讓他們親身體驗

障礙者的身心情緒。

 

　學習評量方式則包括紙筆測驗、小組專題、書面報告、口頭報告、課堂實作（如諮

商演練）、課外實作（如校內外團體帶領、接案）等方式來了解學生學習狀況，適時

調整教學進度及授課方式。柯志恩說明，除了基本理論建構之外，「我很重視教學要

作跨領域的結合，強調思考脈絡。」要求學生每次上課都要做一份報告，經過長久訓

練之後，學生會思考事情時會有邏輯與主軸，這對學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亦師亦友 像一個大家庭



 

　十分懷念求學時光的台北市諮商心理公會總幹事張雅雯說：「所上師生互動密切

，談話像朋友一樣。」該所師生比例為9.1：1，如學生在學習、生活及生涯規劃等問

題，所內提供多項輔導方式，包含校友返校交流、學長姐與學弟妹交流、所長約談、

教師晤談時間以及慶生會等活動。另外更提供多元修課輔導，舉辦新生說明會、提供

研究生手冊、所長個別約談、教師提供時間接受學生諮詢、學長姐制及校友經驗分享

等藉以幫助學生修課輔導。李麗君指出，相較他校，本所學生人數較少，尤其學習領

域與人際溝通相關，學習品質相對提升，加上師生關係互動良好，「本所就像一個大

家庭。」

 

 

 

　　 督導實習 體驗諮商同理心

 

　李麗君指出：「學生要當諮商心理師就必須有實習經驗，驗證所學，讓理論與實務

相結合。」該所學習的另一重點在於專業實習，於碩二開設「教育心理與諮商實習」

課程，除了課堂外，每週需至實習單位實習至少6小時。碩三開設「心理與諮商專業

實習」課程，學生在實習單位每週至少32小時的全職實習，並固定每週返校接受校內

教師實習督導。該所每學年初舉辦實習成果報告及實習經驗分享座談，由學長姊或校

友分享自身經驗，並鼓勵學弟妹。教師也會針對學生的需求，提供實習相關事務之諮

詢。另外，該所要求每位學生均具備被個別諮商的經驗，以具備未來擔任諮商心理師

之同理心。

 

 

 

                      積極參與成長活動 專業加分

 

　所內除了專業課程外，更提供多項專業成長學習活動，幫助學生加強各項核心能力

、課外知識與專業技能。因此規劃各樣學術研討會、工作坊、專題演講、座談、講座

等。李麗君表示：「為使新生們能適應的更好，每年至少都會有一場迎新工作坊，使

每位新生能儘快適應本所的規劃及制度。」除校內活動外，該所學生亦積極參與校外

相關活動，如與台灣精神分析學會協辦「精神分析與兒童—家庭工作坊」、與華人心

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協辦「性、性別與性侵害專業課程研討」等。該所學生在國內

外學術活動參與方面亦積極主動，統計95學年度至97學年度止，平均每位學生三年內

參與各項學術活動之次數近50次。

 



 

 

     　　　　        教學 研究 實務兼顧

 

　教心所教師積極投入個人學術研究，每年固定申請國科會計畫及發表學術論文，柯

志恩及助理教授韓貴香曾獲研究獎勵。柯志恩出版的學術性專書更曾獲得學術著作及

教材出版與製作獎助。該所學生畢業時需至少發表一篇論文，其中，校友魏瑜雯的「

後設認知技能涉入諮商員個案概念化過程研究」論文更榮獲中國輔導學會優秀碩士論

文、校友張博雅的「親子三角關係與大學生親密關係適應之相關研究」論文榮獲第一

屆中租社會人文議題碩博論文競賽少年與家庭關係組優等獎。該所教師在諮商及學校

實務經驗豐富，在教學及研究上均能兼顧實務。

 

　除積極參與校內活動外，該所並進行各面向的社會服務。在產、官、學界社會服務

中，該所教師也踴躍參與各項學術相關活動，包括支援學術社團之活動、受邀演講、

擔任期刊編審、研討會評論、工作坊執行等，自95學年度至97學年度止，該所教師參

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共計55場，「專題演講、帶領工作坊」共73場，「產、官、學界

服務」共計108場，其中「專題演講、帶領工作坊」及「產、官、學界服務」之活動

更逐漸攀升。副教授楊明磊還擔任香港之世界華人性學家協會台灣分會會長，協助台

灣華人性學家與國際華人合作；李麗君實地關懷偏遠地區弱勢低成就學生及進行學習

輔導。教師們的社會服務內涵與其專業高度相關，深受社會團體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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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10月28日由教心所教授柯志恩（左一）帶領學生進行學習診斷輔導課程戶外教學。（圖教心所提供）

 

 



97年3月23日教心所學生參加表達性藝術治療國際研討會會後工作坊，利用自己製作面具的過程中學習心理療法。（圖

教心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