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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女同志的雙眼，了解其在諮商歷程的相關經驗與感受。本

研究採質性研究，訪談 8位曾有過諮商經驗的女同志當事人、年齡介於 25至

33歲，並以後結構女性主義之視角分析，關注女同志在諮商歷程中的主體經

驗。本研究之目的，透過了解女同志對諮商的想像與期待，進一步理解諮商歷

程中的經驗與感受，並勾勒出女同志的友善諮商樣貌。 

本研究發現分述如下： 

一、 女同志找尋諮商過程的方式與考量 

女同志會預設心理師比一般人更能接納同志，若由信任他人引薦諮商資

源、確認機構或心理師對同志的立場、諮商預約系統的數位化及個別化能增加

諮商意願，心理師的性別或性傾向等因素對女同志也有不同的意義。 

二、 女同志當事人在諮商情境中的經驗與影響  

心理師對於同性戀的態度會影響諮商關係，心理師對於同性戀的理解程度

也會影響諮商關係。在權力不對等的情境中，心理師展現權力的方式有：評估

同志情慾真實性、將同性戀病理化、對同志議題採迴避態度、刻板印象與異性

戀視框；女同志抗拒型態有：沈默不語、教育對方、結束關係。 

三、諮商室外的諮商室外的不可控與可控因素 

在女同志的友善諮商想像中，心理師能否敏覺於社會氛圍跟重大事件，也

是影響諮商關係的關鍵因素；而諮商領域表明同志友善有重要的意義，能增加

女同志求助的機會、降低女同志對於反同相關宗教的警戒心，而心理師諮商室

外的社會行動也帶來安全感。 

本研究根據上述研究發現，對於諮商實務、諮商機構、國家法律與課程制

度以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以供未來相關政策、實務工作者以研究者參考。 

 

關鍵詞：女同志、多元性別、諮商經驗、諮商歷程、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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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社會對於同志的態度充滿歧視 

2003年，首屆舉辦的臺灣同志遊行以「看見同性戀」為主題，將近 500人

為臺灣同志遊行揭開序幕，那是第一次，同志不再躲藏在社會角落的櫃子裡、

正大光明的走上街頭，轉眼至今已經走過十幾個年頭。猶記得在 2011年研究者

首次參與第九屆同志大遊行，當時隨著遊行隊伍前行，突然間，一句“You are 

monsters！”從隊伍一旁的路人口中咆哮而來，那充滿憎恨的鄙視眼神、右手

直指隊伍裡的人們，彷彿在指責我們是多麽可怕的生物。我見身旁的人們滿臉

驚嚇錯愕，而後紛紛低語：「算了啦！不要理她，我們走我們的，不用跟她

吵……」那一瞬間，研究者深刻感受到原來這可能就是同志族群在社會各個角

落生存的其中一種縮影，即使近幾年慢慢地被看見，仍需冒著承受不甚友善歧

視言行隨時襲擊而來的風險，卻未必能有所防備、為自己辯駁些什麼，造成的

傷痛也只能轉身默默承受。那次的震撼，開啟了研究者對於同志族群及相關議

題的關心。 

臺灣社會環境對於同志的友善程度看似隨著婚姻平權議題近幾年頻繁地被

討論而有所提升，從 2017年 5月 24日，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公布，確立婚姻

未保障同性別兩人實屬違憲，再到兩年之後的 2019年，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

解釋施行法，正式宣告臺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當立法院

長敲下議事槌，守候在立法院外多時的人群用歡呼聲與感動的淚水慶祝這歷史

上重要的時刻，研究者看著身旁人們興奮相擁，「恭喜你！可以結婚了！」、

「紅包至少三千六唷！」，如此日常的對話，卻是得來不易。這看似「勝利」

的結果，其實背後仍承載著許多壓力，社會的汙名與歧視並未因此煙消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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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年來，正、反兩方激烈的相互攻防，更撕裂了原本就存在衝突與對立的社

會。 

研究者親身參與婚姻平權運動，發現此段時期出櫃/現身（come out）較頻

繁發生。臺灣同志運動先驅祁家威曾說：「同志有義務出櫃！」，臉書粉絲專

頁「青春藏了誰」100篇多元性別族群的經驗分享，這一則則生命故事，讓我

們知道同志族群就生存在這個社會裡的各處，但出櫃並非只是一次的行動，也

並不總是帶來美好的結果。臺灣圖文作家 Aida於粉絲專頁公開出櫃，道出多年

前因遭受惡意批評而選擇隱身的心情：「那種恐懼是我難以仔細向你們描述

的、也是剛成立粉絲團的我無法承受的」。研究者身旁朋友人分享出櫃得到親

友友善接納的喜悅、也有全家願意連署婚姻平權公投的感動，當然更有承受著

來自家人或好友不同的意見與批評卻不能發聲，吞下委屈的心痛。擔心出櫃後

的後患無窮，同性婚姻通過了，而櫃子卻仍存在，能否「只結婚不出櫃」也是

許多同志所關心的議題之一。陳牧宏、徐志雲、衛漢庭（2019）幾位精神科醫

師提到，2018年 11 月 24日的公投，在同志婚姻與性別平等教育的議題上共有

五案，引起了社會激烈的討論，許多偏激、仇恨與對立的輿論運作下，造成了

婚姻平權及性平教育相關公投案未能通過，帶來了同志社群集體的失落，憂

鬱、遺憾、被誤解與憤怒的情緒，也造成了同志社群在心理健康危害與自殺風

險的上升。此歷程可見臺灣社會對於同志族群仍存有許多歧視，即使同性婚姻

保障了同志族群在法律上的基本權益，社會對於同志族群的氛圍，仍有非常大

的進步空間。 

在這幾年的平權運動中，不僅耗費大量體力與情緒。同志族群在公投過程

當中面對接踵而來的不實謠言、嘲諷、批評，被一再否定同志族群存在的言論

重傷；支持同志族群挺身而出的直同志（同志友善的異性戀者），心情也隨之

起伏。公投之後，有少數幾家諮商專業機構、網站主動提供免費諮商、公益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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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團體諮商或諮詢等資源，給予在這段歷程受傷的人們支持及療癒。但同志

族群長期以來所承受的壓力，絕非這個時期才出現的。 

 

二、尋求同志友善心理衛生資源的困難 

近年來大眾對於心理健康逐漸重視，諮商也漸漸被更多人視為面對人生各

階段困難時的選擇之一。但當同志族群在面對自身困擾求助時，會比一般主流

異性戀族群遇到更大的挑戰，若是首次接觸相關資源，不僅對於諮商有所困

惑，更會因自身認同、性傾向等，擔憂機構與心理師對於自己是否友善而有所

躊躇。在公投連署期間曾有新聞報導提到，有心理師身份的診所老闆娘，逼員

工抄寫病例個資造假連署反同公投（上報，2018），這讓對心理衛生資源有所

需求的同志當事人，更無法確認究竟何處能找到友善的心理諮商資源。  

研究者因就讀相關科系，較多被詢問諮商資源的經驗，或有機會傾聽同志

朋友在諮商經驗過程中遇到的困惑。曾有兩位女同志友人分享提到與專業人員

接觸時，對方的錯誤預設所帶來的困擾。「我打去諮商中心說我是女同志，想

談跟我媽之間的狀況……對方沒聽我說完就問我是是要談出櫃嗎，感覺好像覺

得同志就是要談出櫃，沒有想聽我說什麼……」、「我說我想談我跟前任的分

手的經驗，初談的心理師就直接用『前男友』這個詞，我只好跟他出櫃……後

來他就問我是女同志還是雙性戀或酷兒，感覺是要表達友善，但就好像想要幫

忙定義我的認同……」即使同志族群在社會當中面臨的困難的確有些共通性，

但過於草率假定當事人可能擁有的困擾而忽略其獨特性，或以異性戀中心思考

當事人的經驗，反而可能讓同志族群在求助過程中難以感到自在。批踢踢實業

坊的拉板（Lesbian）、甲板（Gay）有著數篇同志個人或伴侶詢問對同志友善

的諮商心理師的文章，上述各種情況，都顯示了同志族群欲找到合適的諮商資

源，並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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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因而透過網路找查對於同志族群友善的相關諮商資源。台灣同志諮

詢熱線協會自 1998年，一則青少年同志自殺的新聞報導後成立，提供社群尋求

認同與情感支持的管道，長期以來協助了許多人度過艱難的時刻。但其性質屬

於電話諮詢形式，所提供電話諮詢服務也有限定的時段。此外，「同志諮商專

業人員網」約有 120位同志友善相關助人者，職業類型有輔導專長教師、諮商

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社工師、精神科醫師、藝術治療師等，但其主要功能為

資源聚集處，非獨立機構，亦不確定其使用頻率。研究者進而搜尋臺灣的首

都，也是較多諮商資源聚集的台北地區、有提供面談之合格心理諮商機構之網

頁，發現網頁的心理師介紹專長處，寫明為同志友善之人數及資訊非常有限。

研究者就台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網站可查詢之台北市合格心理諮商機構，包含

心理諮商所/心理治療所 40所、財團法人 18 所、醫療機構 9所及北市各區社區

健康服務中心，尋找同志友善諮商資源。雖心理師網頁專長介紹文字，未必能

代表此專業人員實際上對於同志族群之友善程度，但就先以一般民眾網路較易

觸及、辨別之詞語為包含「同志」、「多元性別」、「LGBT」等做搜尋，而

「多元文化」一詞所包含概念較廣，故先不列入查詢。研究者於 2019年 9月在

眾多機構的網頁中，搜尋心理師介紹並整理成表格，僅有 11所機構、34位心

理師擁有提供同志族群可辨別之專長提示。（詳見附件一 台北市同志友善機構

及諮商心理師名單） 

研究者就讀相關領域，故較清楚如何使用諮商機構之網站並搜尋所需資

訊，即便如此，找到的友善同志資源都非常有限，猶如大海撈針，更何況較不

熟悉如何使用相關網路資源的當事人，想必更難以獲得資訊，有幾家擁有同志

友善諮商心理師的機構是近幾年才成立的，更難想像在這之前，同志族群該如

何找到適合自己的心理衛生資源？由此可見諮商資源對於同志族群的不易接近

性，這讓同志族群踏出求助的第一步就易受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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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諮商心理師受訓歷程缺乏同志諮商能力的培養 

同志當事人在尋求友善諮商資源歷程中的困難，除了社會對於同志的觀感

之外，與專業人員本身是否具備同志友善諮商能力，以及能否回應同志族群之

需求有很大的關係。在公投期間，研究者邀請同為就讀諮商所的許多夥伴簽署

婚姻平權與性別教育公投連署，有許多人樂於協助、共同參與，卻也不少因個

人宗教信仰或期許自身保持中立態度而拒絕透過簽署表達個人意見，似乎未將

同志議題的表態與行動視為必要或專業的一部份；再加上實務工作中，也發現

許多助人工作者對同志族群感到陌生，仍會以理解異性戀的習慣來解釋來與當

事人互動，不禁讓研究者思考，一位諮商心理師的養成，經過修習諮商研究所

的課程、兼職實習與全職實習的實務訓練與專業督導等，畢業後考取諮商心理

師證照之後就可以正式執業，在課堂中獲取的知能、實習場域提供的培訓，就

會是同志諮商能力培養重要的來源。若在這些學習的過程都未有適當的同志諮

商能力培養，想當然地也讓同志友善、同志肯定或具有多元性別相關諮商能力

的諮商心理師的人數寥寥可數。來談的當事人有著多元的背景與議題，心理師

若從未在學習過程中接觸過同志當事人，或具備面對多元性別族群所需具備的

知能及性別意識，要直接面對同志個案時，對於當事人或心理師都是很大的挑

戰。隨著社會與法律的變遷，同志族群可能面臨不一樣的困難，或因每個多元

性別族群的特殊性，有不同的諮商需求，而諮商心理師執業後是否能夠在繼續

教育中主動持續增能與進修相關能力，或是繼續教育講師能否有同志諮商相關

能力，也是在面對多元性別族群很需要重視的部分。 

 

四、多元性別族群中女同志的聲音 

研究者在擔任輔導教師及實習心理師的過程當中，在國、高中校園或醫院

場域都有許多 LGBT族群的當事人或同事。猶記得於國中任職輔導教師時，輔導

組長邀請熱線為教師們辦理增能演講，講師詢問「有沒有人有同志的親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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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問題後，僅有極少數的教師舉手；當各種性別認同的同志上台親身分

享自己成長的經驗與感受，甚至被在場教師大聲質疑對於同性戀定義及真偽。

而我也瞬間明白，幾位女同志同事好友為何總是隱身，只有在失戀的悲傷時

刻，我才有機會聽她們主動提及自己的性傾向。且研究者從大學即參與系上女

籃球隊、所就讀學校及系所以女性居多，有許多與女同志族群相處的機會，聽

聞許多好友在成長過程中因自身性別氣質或性傾向，承受教師或同學的惡意霸

凌，對於身心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而對情慾的探索、情感上的困惑、失戀的

挫折等也常常找不到適合討論的人，這些令人揪心的經驗，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只能把情緒往心裡吞，長期以來造成不少壓力。 

二十五年前，北一女兩女學生林青慧與石濟雅自殺身亡，遺書內寫道：

「社會生存的本質不適合我們」，若當時有人能夠再早一點，用溫暖與理解去

接住她們，是不是就能看見今日大雨過後的六色彩虹？目前許多領域的論述與

討論都將多元性別族群放在一起討論，或以同志一詞概括，專注於男同志的文

獻也相對較多。高智龍、賴念華（2016）曾從多元文化觀點探討男同志諮商實

務，提到以台灣目前的現況，男性與女性所面對的社會結構、社會期待仍有所

別，男、女同志的社會處境及社群文化有其獨特性。男同志與女同志因為性別

角色社會化的差異，在關係中也會呈現多元面貌（劉安真，2016），然而，在

實務現場身為助人者的諮商心理師，是否同時具有面對多元性別中各族群之專

業知能，也值得思考與探究。 

研究者較多與女同志接觸的經驗，而女同志同時具有「女性」與「同志」

的身份，承受的內、外在壓力不容小覷，對許多女同志而言，生命中最重要的

事情不是被當作女人來壓迫，而是被當作女同性戀來壓迫（張娟芬譯，1997：

13）。因此研究者欲選擇女同志族群為研究對象，一方面想深入了解其在尋求

諮商資源過程中的經驗與感受、了解女同志對於諮商或心理師的期待、與心理

師諮商過程印象深刻之處等。另一方面，也期待透過深入訪談同志友善諮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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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師，了解其與女同志族群工作的經驗，以及如何培養能力。希望能透過此研

究，提供諮商心理師及助人工作者對於女同志族群有更貼近的理解，及與女同

志工作諮商能力養成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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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 

研究者從觀察社會現況及工作經驗中覺察到，諮商心理師自身對於性傾向

之敏銳度、態度及相關知能可能影響諮商關係。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同志族群

有了透過婚姻保障相關權益的選擇，但在此人權議題交付公投後的結果，七百

多萬人的反對也提醒著我們，同志族群所欲面對的社會壓力並不會因為法律的

變動就瞬間消失，這場看似成功的背後仍存在更多的挑戰，需要我們為平權的

目標持續努力。臺灣於 2019年通過《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施行法》，在舉

國歡騰下仍有被遺漏的失落。外籍伴侶在此施行法並未全納入保障，必須要他

國有同性婚姻合法的情形才能在台灣結婚；而伴侶若決定要走入婚姻，更需要

面臨出櫃的挑戰、婚前與婚後的未知，否則法律只是看得到而無法使用的權

益。此外，在法案中同志伴侶只能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而不能共同收養子

女，也可能造成走入婚姻後、欲生養子女須面對的另一層壓力；而因此許多同

志族群更需面臨在這波臺灣隨著法律的變動、社會事件傳遞的氛圍，這些外在

的環境變化，都會對同志族群其個人內在狀態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能否理解

目前社會脈絡下同志之處境，對於同志當事人所欲來談的主題有著相當程度的

影響，那些渴望被理解卻又擔心受傷的眼神，以及混雜著這些情緒顫抖的身

體，這些畫面都深刻烙印在研究者的腦海。在尋求心理衛生資源的過程當中，

若同志當事人無法確定心理師對於同志族群之友善程度、理解程度，勢必對於

使用諮商資源有更多的猶豫與擔憂。 

有些助人者對於同志族群也持友善態度，但其假設不論什麼身份、認同或

背景如何，本質都是一樣的，當事人想要談的主訴未必會與是否具有同志身份

有所差異，而實際情形真的是如此嗎？除了大範圍主題的部分共通性，同志求

助諮商資源的主訴議題是有其特殊性，包含社會汙名與歧視、認同、出櫃、家

庭、親密關係等（鄭群達，2016），而諮商專業人員是否有足夠之能力回應其

需求？忽略了同志身份在這個社會當中承受的壓力對於諮商有會有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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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族群不論何種原因欲尋求諮商或協助，不僅資源有限，更有可能在過程當

中二度傷害，而在諮商心理師養成的過程當中，雖已逐漸開始培養多元文化諮

商之能力，但較少相關的課程專注教導如何學習與同志族群諮商相關能力，專

業督導可能也未必擁有同志諮商相關專業。 

主動尋找諮商比起被動轉介的當事人有更高的動機與意願，若當看到專長

欄寫上同志友善的心理師，想必能讓求助的當事人降低焦慮，但現實上若又礙

於經費的考量，校園的諮商或其他免費的諮商資源，選擇心理師的可能性又較

低。因此研究者期望能透過質性訪談，以女同志諮商經驗為主體，探究女同志

案主在尋求心理諮商、諮商過程中的經驗與感受為何？並藉由資料分析，從女

同志的諮商經驗，來了解其於諮商歷程中可能出現的經驗與感受，並嘗試了解

女同志心目中較友善的諮商樣貌為何？最後，提供相關建議，以協助專業助人

者增加與女同志族群工作之能力。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1. 瞭解女同志對於心理師有哪些與同志身份相關的期待，及尋求心理諮商資源

之經驗。 

2. 透過女同志主體敘說，了解其與心理師在諮商歷程的互動經驗及其產生的影

響。 

3. 瞭解女同志案主對友善諮商樣貌的想像。 

為達到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待答問題如下： 

1. 女同志因自身同志身份對於心理師有哪些期待，及尋求心理諮商資源之經

驗為何？ 

2. 女同志在諮商情境中與心理師的互動經驗及其產生的影響為何？ 

3. 女同志案主對友善諮商樣貌的想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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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 女同志（lesbian） 

「女同性戀」一詞常指對同性具有情慾之女性，過去因「同性戀」在精神

醫療中被列為疾病，易被污名化。除此之外，同性戀一詞也強化了同性戀與異

性戀之二元對立，甚至將性認同窄化為性交對象之意味，因此同志運動較常使

用「女同志」一詞自稱，以示對自我命名與身份認同政治之肯定（女性主義理

論與流派，2016）。而有些雙性戀仍其認同仍為女同志，因此本研究使用女同

志一詞，可能包含不同性傾向，但自我認同為女同志之生理女性。 

 

二、 諮商歷程（counseling process） 

本研究所指諮商歷程，不僅限於諮商心理師與女同志個案工作之諮商室內

所經歷的種種，包含從女同志案主開始尋找諮商資源、與初談人員或行政人員

之互動、諮商空間的物理環境、如何離開諮商室等的整個歷程階段。歷程中所

經驗之想法、內在情緒及感受等，皆屬於諮商歷程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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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同性戀（homosexuality）是指性傾向當中對於同性有情慾之男同性戀

（gay）或女同性戀（lesbian），而「同志」一詞指除了主流異性戀族群之

外，包含同性戀、雙性戀，以及更廣的多元性別族群在內。在本研究內若單指

性傾向會以「同性戀」一詞出現，而廣義包含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等各多

元性別族群時會一「同志」一詞為表示。而有也許多描述中會將「同性戀」以

「同志」一詞代替，或兩個詞語相互通用，以去除過往將同性戀視為疾病之標

籤。此章第一節將簡述諮商界對於同志諮商的演變與論述，並於第二節呈現同

志族群面臨的內外在壓力，第三節聚焦女同志族群諮商需求與經驗，最後在第

四節說明同志諮商能力的養成現況。 

 

第一節 諮商界對於同志諮商的演變與論述 

同性戀傾向曾在精神疾病手冊中被視為疾病，精神醫療將其去病化後諮商

學界與實務界逐漸走向較開放與平權的方向，於臺灣輔導與諮商文獻中可發現

2000年前後對於同志的態度有所改變，但過去將同志病理化之觀念仍存在人們

的思維當中。本節將以時間脈絡發展為主要架構，整理從精神醫療將同性戀去

病化、過往主流輔導與諮商對同性戀的錯誤假設，到近期多元文化諮商、社會

正義諮商、同志肯定諮商的演變及論述。 

 

一、精神醫療將同性戀去病化 

同性戀（homosexuality）被列在 1952年精神醫療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出版第一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

DSM），顯示當時同性戀被視為一種精神疾病。而心理學家在 1957年時以 3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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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性戀與 30位男性異性戀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同性戀與異性戀其適應能力

與心理健康並無顯著的差異(Hooker, 1957)。歷經 20年，美國精神醫療學會在

1973年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除名，正式將同性戀去病

化。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也於 1990年將同性戀

從「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ICD）中刪除。 

2018年，臺灣的衛生福利部醫事司以函釋方式公告「性傾向並非疾病，醫

學、精神醫學及心理學上均無所稱之性傾向扭轉（迴轉）治療」，所以不能視

為治療或醫療行為，若違反則依相關法規懲處（衛生福利部，2018）。美國精

神醫療學會（APA）也表示迄今為止，還沒有科學上足夠的研究證據顯示改變性

傾向的治療是安全或有效的(APA，2008)。即使如此，仍有打著「同性戀非天生

的」的助人名號，嘗試改變同志族群性傾向，國外最知名的矯正同性戀之組織

為走出埃及全球聯盟（Exodus Global Alliance），但其創辦人 Michael 

Bussee於 2007年公布其同志身份，並公開道歉此錯誤信念帶來的負向後果

（2007.6.27）。在臺灣也有類似「台灣法人走出埃及輔導協會」及「敢於不同

國際聯盟」等組織，堅信以聖經原則、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為立場，透過「跨

虹者」（把自己定義為離開女同、男同、雙性戀和變性生活方式的一群人，後

來跨回異性戀）分享、輔導教育、面談諮詢，宣稱幫助同性戀者得以「甦醒與

自由」。精神科醫師許超彥醫師參與反同性婚姻活動，表示其對於同志族群的

態度是「接納但不認可」（自由時報，2013），也在個人粉絲專頁「鋼鐵人醫

生行走的癱子」上以醫師及宗教觀點鼓勵大家參與 2019國際跨虹聯盟年會，似

乎也意味著將婚姻制度視為一夫一妻專有，將異性戀視為正途。相似地狀況也

出現在諮商場域，實務現場不乏聽到父母尋求專業協助，也有當事人希望協助

改變性向，為的是期待專業人員能將性傾向「變正常」，而這些矯正性的治

療，如今在法規上都是不被允許的。種種訊息可見，在醫療與法律不斷重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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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人權的同時，同性戀去病化近半百的歲月，對於同性戀的恐懼仍深植在人們

的心中，在社會上所面須面臨的偏見與壓迫仍隨處可見。 

 

二、過往輔導與諮商對同性戀的錯誤假設 

（一）真/假同性戀？分類的錯誤假設潛藏權力關係 

過往的社會風氣對同性戀充滿負面觀感，張娟芬（2011）提到社會面對同

性戀時，很常使用「否認式定義」，意即很少聽到什麼「是」同性戀，卻總是

聽到什麼「不是」同性戀，因此就出現了「假性同性戀」、「情境式同性

戀」、「暫時性同性戀」，即使使用「開明式定義」，仍然要符合生理、心

理、社會對於同性的強烈慾望等，看似相對開放的態度，但兩者其實都在嚴格

篩選，並極力縮小同性戀的可能及範圍，想當然爾同性戀就成了極少數。同樣

地，在這樣的社會脈絡下，許多輔導諮商體系對於同志族群的不甚理解，即使

打著助人之名，也可能都是無效的諮商，甚至是增強內在恐同與製造傷害的溫

床。女同志刊物《愛報》中就曾提及，同志族群即使在學校也需面對輔導暴

力，校園系統中看似接納與柔軟的輔導系統中，蘊藏著不少對同志負面的態

度，更是以勸阻等方式面對來談的多元性別學生（張娟芬，2011）。 

    而輔導專業人員，又是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面對同性戀呢？在臺灣諮商輔

導相關期刊上，歷久不衰的「同性戀鑑定」與病理化同性戀性傾向仍是常見的

現象（高智龍、賴念華，2016），回溯文獻到從 1990年至 2000年這段期間，

可以看見二、三十年前的輔導諮商文獻在了解同性戀時，並非傾聽當事人的心

境與經驗去定義自己認同的歷程為何，皆以專業人員權威角度透過成因、診斷

去分類、界定何謂真正的同性戀（徐西森，1990；張學善，1996；賈紅鶯，

1996；陳郁齡，1999；呂承芬，2000；周柏伶，2000）。徐西森（1990）在談

同性戀問題與輔導時，就先將同性戀依照傾向程度、形成原因、依戀者心態、

外顯行為區分為各式各樣的類型，用醫學觀點加以診斷，又強調其生活或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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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異性戀者容易產生許多問題，因此需預防勝於治療，鼓勵輔導人員須有

「接納非接受、同理非認同的」治療觀念，勿讓當事人誤以為輔導員是在將同

性戀問題合理化。相似的論述也可以在張學善（1996）在討論同性戀個案的倫

理議題時看見，其強調了真、假同性戀判斷的標準，即使有同性之間的性行

為，也不屬於「真正」的同性戀，而這些假同性戀又分為幾種類型，有發生在

軍中、監獄、學校情緒宣洩用的情境性的同性戀、身心快速變化的青少年偶發

性同性戀、反抗傳統的同性戀、與妓女無差的金錢交易的同性戀。現場的實務

工作者更將期刊討論上的定義運用於實務工作，呂承芬（2000）身為學校輔導

工作人員，舉案例說明如何輔導女同性戀，其在六次諮商的歷程中，就是以

「是否只希望與同性而非異性建立親密情感」、「無法抑制希望與同性友人發

生接吻、愛撫等親密行為」、「與男性之間的接觸無法獲得快感，但與女性的

性行為可以」來加以判斷當事人及其女友是否為真正的同性戀。但面對要評估

個案時，陳郁齡（1999）卻又認為評估青少年同性戀性傾向是困難的任務，無

法確認其是否為過渡期的假同性戀，還是真的同性戀者開始認同自己的性傾

向。除了了解其定義之外，需要考慮其生命發展階段（呂承芬，2000），而這

些嚴格評估的標準並沒有同樣適用於異性戀上，每一個同性戀者，其性傾向似

乎都需要通過專業人員辨別真假同性戀的標準，才能被認為是「真正的同性

戀」，對自身同志身份之認同權力，非掌握在自己手中。 

 

（二）誤用「同性密友期」並將同性戀視為青少年發展問題 

根據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c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論，人的一生有

各種階段，青少年 12至 18歲正處與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時期，克服其衝突即

可成長。當談到青少年的同性戀，同性密友期的誤會最常拿來解釋同性戀的成

因。不僅於輔導諮商期刊裡屢次出現，連反對同志教育入校園之宗教團體「真

愛聯盟」，將同性戀視為發展上病態，其連署內容表示，因為國小、國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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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於從「同性群友期」進入「同性密友期」的階段，故教導多元情慾與同志教

育會讓國小、國中孩子在「性別認同」及「友伴關係」上造成混淆，影響學生

身心健康之發展，所以大力阻止多元性別教育（社團法人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

會，2011）。面對這些恰似充滿立論的說法，許正熙、高穎超與郭政庭

（2011）發現此一「同性群友期」概念，在比對中文著作與原文後，其相關原

典壓根沒有提出「同性密友期」及其相關的階段論，後來的中文論著充斥對原

始學說的錯誤判讀及使用，卻從九○年代後在台灣被大量引用，成了無學理依

據、反對同志教育的偽科學。引述段落如下： 

 

追本溯源，「同性密友期」出自台灣流傳的青少年情愛發展階段性說

法，認為學齡兒少成長會依循「無性期」、「同性群友期」、「同性密

友期」、「異性群友期」與「異性密友期」的歷程線性發展。該派說法

從九〇年代後在台灣被大量引用，不少心理、社工、教育、宗教界人士

朗朗上口，甚至用來當作禁止青少年同志自我認同、剝奪學子接受多元

性別教育的依據。然而，很遺憾的是，這些令人尊敬的助人工作者的善

意與熱情，卻長期被缺乏根據、憑空移植的說法誤導。…….許多文獻

（含本次連署的附件）皆引用艾瑞克森（Erik H. Erickson）的社會心理

發展八階段論，作為作者自己把青少年發展分成階段的佐證。但艾瑞克

森在原典中敘述青少年時，根本沒有提出「同性密友期」及其相關的五

階段論。……曾明確提出同性密友（same-sex chumships）一詞的是人際

心理分析學家蘇立文（Harry Stack Sullivan）。但他一方面並未將人類發

展以此五階段分期，另一方面也強調是「社會污名、歧視造成同志的心

理疾患」……（許正熙、高穎超與郭政庭，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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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引言可見，這些對於同性戀傾向的錯誤歸因，讓社會在看待非異性

戀青少年時皆以「發展問題」視之，似乎導致在面對同性戀傾向時皆需抓出某

個病因而加以矯治。隨著更多的澄清與理解，這些對於同志的錯誤評斷即使已

逐漸減少，將同性傾向病理化的論述似乎並未隨著去病化而就此消逝。到了近

幾年，文獻中對於多元性別族群的討論逐漸增加，態度也有所變化，但病理化

的類似論述依舊存在於臺灣輔導諮商期刊當中，其呈現的態度將同性戀傾向本

身視為待解決之「問題」，餘桃斷袖酷兒之戀，仍被視為非主流之癖。劉焜輝

（2014）在其文獻中探討對同性戀者應有的認識，將同性戀性傾向視為一個

「問題」，將其定義為「對於異性的恐懼，成人責任的恐懼，對於權威挑戰的

需求，對付同性的憎恨或競爭狀態的嘗試」，且宣稱此模式是短暫且被深深渲

染。在看似理解同性戀者困難的敘述下，仍有將性傾向本身貼上負向標籤之現

象。又如竇金城（2014）在其研究討論同性戀學生之輔導策略，並探討同性戀

的形成因素，整理出許多負向成因，如生理的染色體變異、破碎家庭的心理因

素、與單一性別的環境成因、無法吸引異性及異性相處經驗差的挫折，甚至可

能是由「同性群友期」到「同性密友期」到「異性群友期」無法順利轉換。在

在顯示，某些輔導諮商期刊上所述，未必是對同志族群正確的認識。 

 

三、以非病態觀點重新看待同志族群之相關諮商取向 

顛覆過往將同性戀或同志族群視為疾病，多元文化諮商、社會正義諮商、

同志肯定諮商都是以較正向觀點看待同志族群之取向。 

Pedersen(1990)以心理學的「第四波勢力」來形容多元文化諮諮商，也就是

在心理動力、行為學派、人本主義後興起的新勢力，而多元文化諮商，原先稱

為「跨文化諮商（cross-cultural counseling）」，此概念於美國約 1960 年代興

起，到了 1990 年代達到全盛時期，Sue、Arredondo 與 McDavis 在 1992 年發表

經典論文〈多元文化諮商能力與守則：呼籲諮商專業〉（Mult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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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ing competencies and standards- A call to the profession）確立了多元文化

諮商領域的重大指標與守則（郭崇信，2017）。前述 Sue 等人（1992）於此篇

文獻中提出多元文化諮商能力的概念架構，其中包含諮商者應具有之三大能力

指標，分別為「諮商心理師覺察自我之假設、價值觀及偏見」、「了解不同文

化背景當事人的世界觀」以及「發展適當的介入策略與技巧」，並針對前述三

大指標，再各自分成「信念和態度」、「知識」、「技巧」三個向度。多元文

化諮商於 1960 至 1980 年代主要專注於種族和國籍，多元性別族群等政治社會

議題在這之後才逐漸浮出檯面。 

社會正義諮商是從多元文化諮商中提煉出來的核心，主要的差異除了包含

覺察、知識、技巧外，最重要的是社會正義諮商比多元文化諮商更強調及重視

「行動」。社會正義諮商挑戰傳統歸因於個人的諮商學派，心理動力、認知、

認知行為等，從潛意識、認知與行為的改變、存在的意義，未將政治與社會等

因素對人的影響放進脈絡裡思考，而走出諮商室，改變環境，就會是社會正義

諮商重要的行動（陳秉華，2017）。2002 年，美國諮商學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完成倡導能力的制定，並於 2003 年被認可。社

會正義諮商（Counselor for Social Justice, CSJ）正式成為 ACA 的一個分會，這

個分會的成立，不僅關心與人類發展相關的壓迫議題、讓諮商心理師有參與社

會正義活動的支持網絡，扮演著發展、合作及傳播等功能，加強了倡導在諮商

心理師角色的重要性(Toporek, Lewis, & Crethar, 2009)。倡導的本質包含了社會

正義與促進（promotion），而倡導之內涵共分為三個層次，每個層次又包含了

兩個領域，分別是個案層面：個案賦能和個案倡導、社區層面：社區合作和系

統倡導、公領域層面：公共資訊和社會/政治倡導（Toporek, Lewis, & Crethar,；

張曉佩，2003）。 

臺灣的輔導諮商文獻，與同志相關的論述在 2000 年後，開始有比較豐富的

討論，其態度也跳脫過往僅將同志視為疾病之態度，2010 年後，博碩士論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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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以同志為主題之研究，相關期刊也逐漸增多，許多學會的年會也以多元性

別為主題，皆可呈現「同性戀」已不像過往是大家避之惟恐不及的疾病。臺灣

雖尚未有如同美國訓練社會正義諮商之相關機構，但在多元性別議題上，可以

看到逐漸增多的諮商心理師往此方向邁進，從過去較被動且中立的姿態，轉為

主動參與行動的角色。劉安真、趙淑珠於十幾年前（2006）調查高中職與大專

院校輔導教師，多數曾輔導過同志學生，但僅有 10.2%的輔導教師會主動介入

同志學生被欺負或騷擾的情況。沈默的不行動，也漠視了少數的權益，雖無法

確定現在的輔導教師面對同志學生的困境是否願意有更多的行動，但研究者在

同志大遊行當中有數次看見寫著「我念諮商，我挺同志」的標語手牌，不僅僅

只是坐在教室與諮商室，透過參與社會運動並以行動發聲，促進當事人的福

祉、追求更平權的社會環境，是諮商研究生與實務工作者發揮社會責任、倡導

社會正義諮商的最佳體現。而臺灣近期也有些學會、諮商機構或諮商心理師，

會在公共議題上有較多的討論與發聲，可察覺有逐漸將社會正義諮商精神融入

實務工作的趨勢。臺灣諮商心理學會於 2016 年 12 月 18 日，發表聲明支持婚姻

平權，「主張婚姻平權乃基本人權，應尊重保障平權婚姻的聲音，創造友善平權

的生活環境」。主動公開支持婚姻平權及同志權利的諮商相關機構也做了最佳

示範，2019 年的同志大遊行，台灣性諮商學會、荷光性諮商專業訓練中心、芸

光兒童與青少年性諮商中心皆在綠色的隊伍中。若諮商心理師不將倡導行動與

自身專業做切割，不僅僅只是在舒適的辦公室與諮商室裡，相信其亦能在不同

場域促進專業發展。 

Johnson (2012)回顧相關文獻，同志肯定諮商雖有許多文獻討論，但目前尚

無清楚的理論架構、操作性定義與結果測量共識，因此將同志肯定治療（Gay 

Affirmative Psychotherapy）視為一種治療取向，並提到同志肯定治療對於男同

志、女同志或雙性戀等個別族群，是否有獨特的元素在內也是值得探討的。國

內蘇准霆（2005）也提到，實務現場需要諮商心理師能從同志友善諮商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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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地成為同志肯定諮商師，視同志為主體，肯定其同志身份並以行動積極改

善社會的不平等。這些舉動才能翻轉以往將同志病理話及弱化之態度，對現狀

之不平等加以改變。 

從上述諮商界對於同志諮商的演變與論述以及臺灣輔導諮商的態度，可見

1990 年至 2000 年這段時間存有較多將同志病理化的負向評論，但 2000 年後逐

漸跳脫主流異性戀為「正常」之思維，近年來更有許多諮商相關研究所的研究

生以同志為主題的相關論文，對比 1990 年代當時的社會風氣以及輔導諮商對於

同志的態度已經有很大的差異。致力於同志相關研究之研究生，當中也有許多

人在多年的培訓後成為心理師或其他相關專業工作者，為多元性別族群持續努

力，其在相關的文獻建議中皆希望能將同志議題納入課程，以培養心理師之同

志諮商專業能力，但同志諮商至今仍非研究所培訓階段的必修課程，諮商研究

生若要學習如何面對同志族群的案主，只能透過相關文獻或額外尋求增能，是

否會影響心理師在面對同志族群的工作效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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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同志族群面臨的內外在壓力 

偏見與歧視在社會層面、個人層面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APＡ，2008)。同

志在異性戀霸權的社會底下，不斷面臨性傾向歧視，外在壓力也對內在狀態產

生影響，交互作用下對身心造成一定壓力。 

 

一、外在壓力的來源：異性戀霸權（heterosexism）下的性傾向歧視 

異性戀霸權指的是以異性戀中心（heterosexism）為預設，認為所有人在世

界上的運行皆為異性戀若非異性戀則是「不正常」且「病態」的，與此相關的

概念為英國女性主義學者 Stevi Jacksom 所提到的異性戀常規

（heteronormaltivity），意指若一個人未出櫃，社會即預設其為異性戀（游美

惠，2014）。因此，當非異性戀的性傾向出現在社會上，困惑、歧視甚至於敵

視的態度則顯而易見。 

 

（一）同性戀在社會上是沒有位置（non-located）的主體 

北一女資優班的女生林青慧與石濟雅在 1994 年自殺後，當時的校長說：

「我們學校沒有同性戀！」（風傳媒，2017）。這對正處於探索認同時期校園

中的同志學生，否認其存在無疑是種傷害，由此可見，當時要讓同性戀在公領

域中出現是多麽令人焦慮，彷彿這三個字是多麽劇烈的毒藥，令大家避之唯恐

不及。 

柯采新（Cheshire Calhoun）提到性傾向壓迫與種族壓迫或性別壓迫在概念

上不太一樣，黑人與女人都被壓迫到社會「底層」的劣勢地位，這些弱勢者被

視為沒有能力；但同志不特別集中於社會的哪個位置，其被壓迫是被排擠到社

會的「外面」，根本沒有位置。同志想要在社會裡過生活，就必須隱身偽裝成

異性戀，才能享有異性戀理所當然的生活，否則會被歧視為變態、極有可能犯

罪的 （張娟芬譯，1997）。相較之下，異性戀可以自由展現其情感、家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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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當然享有法律上等各種權利，而不需擔憂因此遭受歧視、壓迫或質疑。許

多家人、朋友認為「同性戀未來會很辛苦」，因此加以反對或改正其性傾向，

但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難道異性戀就不辛苦嗎？這樣看似擔憂的論述背後，隱

含著對同性戀的負面意涵，正是主流異性戀霸權將非異性戀排擠到社會邊緣，

造成同志族群背負更大社會價值觀壓力、真正辛苦的關鍵因素。即使目前同性

婚姻已在臺灣合法，看似讓同志族群已在公領域有了夾縫中求生存的空間，但

當想起公投時那七百多萬反對的人數，親朋好友未必是真的能夠理解及祝福，

那跨過邊緣的高牆卻仍是遙不可及的想望，同志這樣沒有位置的處境，仍真真

切切地存在著。 

 

（二）污名化（stigma）與同性戀恐懼（homophobia） 

美國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者因其性傾向而在社會上遭受偏見，

歧視和暴力依舊普遍，雖然近期開始反對性傾向歧視，但敵視同志族群的情況

仍存在(APA，2008)。大眾媒體對同志的污名化與強迫曝光，是臺灣對於同性

戀恐懼在生產機制很重要的一環，尤其是在醫藥版將愛治病與同性戀劃上等

號，與社會版將同志身份是社會事件發生主因（賴鈺麟，2004）。媒體在同志

族群之社會事件報導，往往無法僅探討行為等因素，而透過對同性傾向的肆意

渲染將其污名化，加深社會大眾對同性戀的恐懼、刻板印象及偏見，無疑是一

大重傷，對於同志之自我認同或心理健康也造成很大的壓力。 

當同性戀者不斷被污名，為了自我保護，很多同性戀者會有不同的處理策

略。Goffman 在其《污名－管理受損身份的筆記》一書中曾提到受污名者有

「明顯遭貶抑者（discredited）」和「可能遭貶抑者「discreditable」這兩個概

念，其所要面對的情形可能有所不同，明顯遭貶抑者只有一出現在我們面前我

們就能夠理解其遭貶抑的特質，即使並未明說，而同性戀者非顯而易見，就是

一種可能遭貶抑者，因此需要管理自身關於性傾向等訊息，「要展現或不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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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要說或不說、要洩漏或不洩漏、要欺騙或不欺騙」，除此之外還需要視狀

況，「考慮到對誰、如何、何時，以及何地等因素。」（曾凡慈譯，2010：

41）。在面對污名的情形，在劉安真、程小蘋與劉淑慧（2003）在其針對女同

志因為污名如何選擇現身或隱藏的研究中也可以看見，以質性的小樣本研究訪

談五位研究參與者，整理出女同志會有的的污名感與污名經驗，「對自己的身

份判斷：害怕或不喜歡自己是同性戀」、「對他人態度的想像：從他人的不友

善言論中，推測同志是不被接納的」、「實際的污名經驗：因為同志身份而遭

到不愉快、甚至是迫害的經驗」。不論是否公開身份，在女同志的生活中仍會

經驗到因為同志身份而代來的不公平污名處境，「無法公開談論自己的感情生

活：將自己的感情留在衣櫃裡」、「無法得到家人的支持與祝福」、「T 特有

的污名處境：別人總是要議論是男還是女」，而面對污名的處理策略也有從掩

飾與隱藏、選擇性現身、不掩飾但也不主動說明、在裝扮上的掩飾，或至是改

變自己對於同志身份的心態與認知（劉安真、程小蘋、劉淑慧，2003）。 

 

（三）華人文化下的同志處境 

臺灣的同志因身處不同的生活背景脈絡，所面臨的華人社會處境亦有其文

化意涵。簡家欣（1998）整理九零年代臺灣女同志的認同建構與運動集結，提

及刊物網絡是臺灣女同志建構同志社群別具重要的運動意義，刊物網絡裡的女

同志個別發言通常是化名，但強調其所屬群體，由此可見於東方社會中家庭親

族連帶相對密切，同志雖背負的污名壓力也更加沈重，因此本土的同志運動在

臺灣社會中處理現身採「集體現身」策略，與西方同志運動「個人現身」有所

差異。臺灣緊密的親族連結中，同志族群比起異性戀需要面對更多的挑戰、承

受更重多的壓力。 

游美惠（2014）於性別教育小詞庫中整理出父權體制（patriarchy）的概

念，認為父權是一個結構性的壓迫體系，其意識形態形成重男輕女的父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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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而華人文化中的父權體制，加上異性戀霸權，長期有著不孝有三，無後為

大的觀念裡，對於同性戀的污名化，同志族群仍有著來自外界環境與內在認同

的壓力（王琇慧，2014）。而這樣的華人文化，即使對於在國外生活的女同

志，也對其各層面帶來相似的影響，甚至因為種族的差異而更加複雜。黃怡妙

（2004）的田野調查中，訪談十位台美女同志，隨家人移民及隻身至美國念書

者各半，其顯示對台美女同志而言，身為女同志要面對的挑戰不僅僅只是異性

戀主義的霸權，還有對亞洲女性特有的性別期許及傳統華人家庭對女兒的種族

化（racialized）的性別規範。中性化的打扮在臺灣，人們看到的是一位女性試

圖走過性別的界線，出現的反應可能是困惑，並不因此帶來威脅，但在美國，

人們看到的是一位亞裔女性試圖走過性別界線，種族與性別兩因素的交織，會

讓受訪者於後者的狀態處於更容易受傷的位置，因為她同時面對可能的性別與

種族暴力。 

 

二、外在壓力的展現：校園與職場的壓力 

（一）性別仍不友善的校園場域 

    過往國中小性別教育的缺乏造成在求學階段同志族群的心理壓力。Nan 

Stein(2003)指出霸凌有很重要的性別成因在其中，可是學校研擬相關防治教育

或處置措施都忽略這一點，刻板僵化的陽剛/陰柔氣質養成與霸凌行為息息相關

（引自游美惠，2014）。2000 年，發生屏東縣高樹國中的「葉永鋕事件」，一

位性別氣質較陰柔的男孩，長期被同學嘲笑霸凌，導致他只敢在下課前幾分鐘

上廁所，卻不幸在學校死亡，此悲劇事件發生後才於 2004 年將「兩性平等教育

法」修訂為「性別平等教育法」，並在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三條內明

定需「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應涵蓋情感教育、性教育、同志教育等課程，

以提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但至 2011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案，才將性霸

凌（Sexual bullying）正式定義納入法規保障，其性霸凌定義指：「透過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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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行貶

抑、攻擊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騷擾者。」（性別平等教育法，2011）。即使

法規逐漸形成對少數之保障，但整個社會氛圍與實務現場在推行校園中的同志

教育仍窒礙難行。於 2018 年 11 月之公投因七百多萬人反對國中、國小實施

「同志教育」，並主張需將其廢止，所幸教育部仍維持其性別平等之精神，將

之用詞修改為「認識及尊重不同性別、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

向教育，及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防治教育等課程」，期以落實性平教育之

內涵（性別平等教育法，2019）。但在莊瑞君（2017）以社會正義實踐之觀點

探討學校同志諮商輔導之專業知能的研究當中，同志學生被歧視與霸凌的狀

況，校園中的師長與行政人員常常是漠視與無力的狀態，因人際之間互動的師

長無法隨時監控，或是這些老師及行政人員的言行就是性別歧視的共犯及幫

兇。 

法規上明定需實施性別教育，而教學的實務現場又是如何呢？李淑菁

（2015）在探討教師的性別詮釋與想像的過程中，透過進入國中現場進行田野

與質性訪談，發現教師對於性別教育的想像限於男女有別，因此「去同志教育

的性別教育」是校園中所存在的現象，教師將同性傾向視為過了某階段就會復

原的「假性同性戀」，更擔心提及同志議題引起家長的反彈，同志教育跨越傳

統性別二元的框架，若有人想嘗試加以衝撞，令教師及家長不安，會看見更多

的同性戀恐懼。此外，校園與教師仍有相對教學之自主權，校園中的情感教育

仍以異性戀為主，不論是交往、性行為等，同志族群都較難接觸相關資訊，同

志學生需要什麼樣的情感教育，也是現代教育者需要思考的議題（劉安真，

2018）。不論校園內外，提到「同志」一詞，仍使多數人退避三舍，認為此階

段不宜接受相關教育，擔憂孩子太早接觸會因此受「影響」而「變成」同志，

這意味著同志仍是「歧途」或是「問題」，甚至連帶的連情感教育、性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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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未納入同志學生的需求，未成年之青少年同志在體制內被視而不見及不被理

解的氛圍，仍是臺灣目前教育現場的難題。 

 

（二）職場環境的步步為營 

    對於同志教育者而言，校園就是其職場，因涉及與同事、學生、家長不同

角色之關係，對其同志身份的管理更加重要。Griffin(1992)的研究描繪了 13 位

男、女同性戀教育者的經驗並透過團體的反思和行動加以賦能，發現參與者有

四種不同程度的身份管理策略，透過將伴侶稱呼刻意改為異性以「矇混過關

（passing）」、不打破他人的異性戀假設「隱藏掩蓋（covering）」，或不承認

也不否認其性向之「隱微表示（being implicitly out）」，以及風險較高地「明

確展現（being explicitly out）」其同志身份，大多人皆將私人生活與專業生活

刻意分隔，避免職場環境中的他者因其同志身份而影響對其專業之信任，以及

失去工作之可能。除了校園中的教育者，公務人員在其職場環境採取了相似的

處理策略。陳禹函（2011）的研究透過了解同性戀公務員之處境，發覺其性傾

向處理策略也分成因對工作的企圖心、過去的負面感受、受訪者本身的 性別、

年齡以及自我認同的程度選擇「偽裝與隱藏」，或者因為自身心理需求、友情

的展現、對同志身份的認同的「選擇性現身」以及「不掩飾但也不主動說

明」、「被迫現身」四種策略。而擁有同志身份的心理師又是怎麼樣的處境

呢？黃庭歡（2014）進行同志諮商心理師之職場處境研究，訪談四位同志諮商

師，包括兩位男同志、 一位女同志、一位女性雙性戀諮商師，並以敘說研究方

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因職場上不談同志、專業發展中忽略同志議

題的重要性，加上諮商專業領域對同志議題的爭議，會讓同志諮商師擔心出櫃

冒犯他人，同時，同志諮商師的同志身分易在職場上被忽略，這樣的處境讓同

志諮商師想「被看見」需要策略，因此有著害怕自己遭受汙名，以及期許自己

要超越汙名的雙重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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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不論是什麼樣的職業身份，個體在生活與工作無法整合之狀

態，伴隨需在日常生活中不斷選擇適合的身份管理策略，是消耗心力與充滿壓

力的過程，會耗損大量的能量(Griffin，1992)。同志學生在校園內充滿壓力，這

樣的困境到職場仍無法逃離。而同志教育者本身也面臨其身份所帶來的困擾，

要透過現身給予支持也有相當難度，這樣的難題隨著年齡增長與環境的轉換，

仍如幽魂般時時刻刻跟著同志本身，不難想像，不只環境中的他人恐懼同性

戀，連同志自己，也內化了這些恐懼。 

 

三、內在壓力的來源：揮之不去的內化恐同(internalized homophobia) 

社會對於同性戀的恐懼，讓同志族群本身也深受其影響。Meyer(2003)提出

西方社會性少數族群壓力模式（Minority Stress Model），提到非異性戀族群會

比異性戀族群所面對更多的壓力，除了客觀的外在歧視事件，主觀的內化恐同

也是壓力源之一。 

 

四、內外在壓力交錯的結果：對身心健康產生負向影響 

性少數的健康議題應被放在社會的脈絡下理解，而非歸因於個人因素，如

果沒有深刻了解污名，則難以理解多元性別當事人的心理困擾與處境。（劉安

真，2017）。友善台灣聯盟（台灣性別人權協會、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台

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於 2012 年進行台灣同志壓力處

境調查，收回 2785 份網路問卷，調查結果初步顯示，有高達 23%的受訪者在 

18 歲以前處在無社會資源支持的無助狀態中。調查中發現同志身分而來的壓力

形式相當多重，依序為擔心家人無法接受、婚嫁的社會期待、媒體的不友善、

性別氣質伴隨的壓力、長輩長官的壓力、語言肢體的暴力。有高達 58%的受訪

者曾經遭受他人傷害。傷害的形式以語言暴力為主（91%），其餘暴力型態為

人際排擠、直接的肢體暴力、性暴力等。以上暴力的發生集中在國小到高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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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有高達 29%的受訪者因為同志身份動了輕生念頭，其中又有 18%自殺未

遂。 

劉安真（2013）提到同志在社會中是彷彿是次等公民的處境，因為需要承

受著更多異性戀者所不需承受的心理壓力、費盡心力處理因其同志身份接踵而

至的種種困擾，進而威脅了同志的心理健康。張娟芬（2011）整理同志所面對

的暴力，來自不同場域及對象，有家庭暴力、輔導暴力、警察暴力等，而形式

有言語暴力及情感勒索的精神虐待、限制行動及聯絡等妨害自由的方式，以及

肢體暴力。 

同志族群經常遭受偏見、歧視和暴力的情形，為了要避免污名需要花心力

隱身於社會，是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及承受壓力的主要來源，對生存有著負面

的影響，而社會支持在此非常的重要，但在反同的社會氛圍下被迫隱身時，同

志族群要獲得此資源支持又更加困難(APA，2008)。性少數的壓力源來自內在

恐同、「污名」、「實際的歧視與暴力經歷」。其壓力比一般人多兩至三倍。

(Meyer，1995)。而在臺灣，婚姻平權議題討論激烈的這幾年，余忠翰（2017）

觀察在此階段過程中，同志朋友面對來自家庭、校園、職場、社群網路、媒體

的反同言論，情緒上也受到很大的影響，可能想起過往因為性別氣質、性傾

向、性別認同而遭受不當對待的痛苦、面對歧視言論覺得憤怒與無助、與親友

溝通過程感到挫折等，甚至透露出自傷或自殺的想法。來自外在對於同志族群

不友善的壓力事件，也劇烈影響著同志族群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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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女同志族群諮商需求與經驗 

本章節將呈現女同志族群可能有的諮商需求與諮商的經驗，與同志族群相

關文獻中，大多皆以男同志、女同志、雙性戀等共同討論與呈現，僅有少部分

專注於女同志族群之研究，因此未另闢章節探討整個同志族群，而是透過多元

性別族群之相關文獻理解其相似之處，再加以聚焦至女同志族群身處的獨特情

境。第一節將說明女同志概念與現況，第二節整理女同志相關議題，第三節為

文獻中女同志的諮商經驗。 

 

一、 女同志概念與現況 

2010 年臺北市政府《認識同志手冊》中介紹，「同志」為同性戀者的代

稱，泛指廣義的同性戀族群，可擴充解釋為除了異性戀主流價值性少數代稱，

其中直同志（Straight Gay），就是 Straight 與 Gay 的組合，指的是與同志友善

的異性戀者。本研究以「女同志」為主要探討對象，而多元性別包含各種族

群，除了常見的 LGBT（此為縮寫）之外仍有許多性少數，以下先解釋與性別

相關之詞彙，並概要說明各族群之簡要概念（劉安真，2017；呂欣潔，2015；

APA，2011）。 

在了解同志族群時，首先需要理解幾個與性別相關概念。生理性別

（sex）：個人在出生的生理特徵是男性、女性或雙性（intersex）；社會性別

（gender）：社會文化賦予男性與女性的規範，社會性別角色影響了人們的言

行舉止、與他人互動的方式，也影響別人對自己的感受；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對自己性別上的認同，若與原生生理性別有差異的時候，通常會和

社會體制產生衝撞；性別表達（gender expression）：個人透過行為、髮型、穿

著、聲音或是身體特徵向他人傳達自己認同的性別；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意指一個人在性或情愛上被吸引的對象之性別（APA，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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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是情感上的愛戀、身體上有慾望的性別偏好，這個詞不特別指同性戀、

雙性戀或異性戀，也有可能是連續的向度。 

 

（一）多元性別族群：通常會以縮寫 LGBTQIA+表示，分別列於此： 

1. L（lesbian）：女同性戀。 

2. G（gay）：男同性戀。 

3. B（bisexual）：雙性戀。 

4. T（transgender）：跨性別。指性別認同、性別表達或行為，與生理性別不

相符的人。部分跨性別女變男（female-to-male or FTM）或男變女（male-

to-female or MTF）會透過賀爾蒙或手術等醫療方式，改變自己的生理性

別。扮裝（cross-dress）並非要改變生理性別，而是透過衣著讓自己呈現較

舒適的性別表達。 

5. Q（questioning）：疑性戀。對於自己偏向哪一種性傾向還在探索和理解當

中。 

6. I（intersex）：雙性人或陰陽人。指生理性別無法明確歸類於男性或女性的

人，可能擁有雙性特徵，或者缺乏被定義為某一性別所必須有的生理特

徵。 

7. A（asexual）：無性戀。不特別對男性或女性之特定性別有情慾上的偏

好。 

除上述所列之外，仍有許多不同詞語及字母，代表不同的多元性別族群，

例如：F（fluid）：流性戀，認同流動就是自己的傾向、非二元性別等。 

 

（二）臺灣的女同志族群發展 

英文單詞「Lesbian」可翻譯為「蕾絲邊」、「拉子」或「女同志」。「拉

子」的最早使用與發明是在女同志作家邱妙津的《鱷魚手記》長篇小說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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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普遍成為女同志自稱之一。在臺灣的同性戀社群中習慣使用的「圈子」一

詞，應相當於 gay community、lesbian community，「圈」的概念具體表現出同

性戀者某種程度的分離主義，向外，它隔離了異性戀體制；向內，提供實質的

社會空間，使其得以發展其文化（鄭美里，1997：120）。因此，許多女同志會

稱同樣有同志身份之男同志或女同志為「圈內人」。 

在臺灣九零年代，開始出現以「女同志」作為個人身份認同，並進行特定

社會運動的現象。1990 年，臺灣成立第一個女同性戀團體「我們之間」，以同

性戀為主體的論述生產在於團體的成立之後，隨後有第一份女同志刊物《愛

報》、雙月刊《我們之間》等出版品陸續出現於大眾媒體版面，隨後也成立第

一個女同志學生社團，台大的「女同性戀文化研究社」（簡稱為 LAMBDA，

簡寫為 λ），一方面批判異性戀體制的壓迫，另一方面透過訴說同性戀經驗並

建構同性戀文化（鄭美里，1997；簡家欣，1998）。而在性角色上（sexual 

roles），臺灣女同志的 T 婆文化起源於 1960、1970 年代，T 據說是引用自

「Tomboy」的意思，而婆則是指「T 的老婆」，大家為了書寫的方便，把婆簡

稱為 P，所以「TP」指的就是「T 婆」的意思（鄭美里，1997；張娟芬，

2011）。臺灣女同志的Ｔ婆角色，不只代表了互動原則，具備社會功能、尋找

伴侶有助於辨識，不同氣質角色在親密關係中也有不同的互動與對應（黃曦、

謝文宜、曾秀雲，2018），而這樣的女同志文化，卻有模仿說、複製說，把Ｔ

婆比擬成異性戀次等的贗品（張娟芬，2011：21）。 

而 T 婆角色並不能涵蓋所有女女之間的關係（劉安真，2011），到 1990

年代，女性主義思潮與同志運動盛行，「不分」的概念開始出現，女同志對自

身性角色之認同，從以前 T、婆兩端，逐漸走向光譜的多元。有些被同性吸引

的人可能會自我認同為「酷兒（queer）」，也有些人可能不會使用任何標先來

認同自己（APA，2008）。很重要的是，並非身為同志就會了解這些分類，況

且有些詞彙是來自於西方國家，每個人對自己的認同與詮釋不盡相同，也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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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城鄉、世代、階級、自我接納程度有所差異（高志龍、賴念華，2016），更

重要的是，多元性別中有很多的身份認同，就算身份認同相同，仍有每個人的

生命經驗獨特性。 

 

二、女同志相關議題 

隨著時代的變動，女同志較重視的議題可能有所變動，當同志不再視為疾

病，現身可能不如以往困難，當資訊多元且社會支持增加，認同的探索歷程也

可能不再那麼艱辛。從 2017 和 2018 年同志諮詢熱線諮詢電話服務統計分析，

前四項諮詢項目都是長期個案尋求支持其陪伴、感情議題、愛滋與性慾議題及

自我認同（同志諮詢熱線，2018）。雖此電話諮詢服務非限於女同志族群，但

諮詢項目也與研究者所整理之相關議題有些許相似之處，可見在同志婚姻合法

的臺灣，或許能有機會減少法律上的困難，但這些相關議題都還是深刻影響著

女同志們的生活。 

 

（一）同志認同議題 

    女同志的性別與性意識的再生產有兩個部分，原生家庭及異性戀社會機制

對一個生物性的女人所進行的規訓以及女同志自我創造的圈內性別認同和性別

規範（鄭美里，1997：201）。每個人對於自己的認同歷程截然不同，有些人在

尚未與他人建立關係或擁有性經驗之前就清楚自己的性傾向，而也些人可能在

一些經驗之中逐漸形成對自己的認同，但社會的偏見和歧視讓同志自我認同為

「同志」的過程可能較為緩慢(APA，2008)。劉安真、程小蘋、劉淑慧

（2002）透過訪談兩位認同自己是雙性戀，但選擇做女同志之非異性戀女性，

了解其性認同形成歷程。發現女性性認同是個人特質與社會脈絡之知覺互動下

所建構出來的，形成歷程有非常細微與複雜的層面，無法以「非同即異」的二

元觀點解釋，而性認同的多元性與流動性常為諮商輔導界所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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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櫃/現身（come out）議題 

要身處在一個友善且包容、不敵視多元性別族群的社會，對於同志族群來

說有如天方夜譚， 似乎只能無奈的放低標準，面對種種壓迫，不是試著改變那

些人、要他人接納，而是先避免讓自己造成更多的傷害，因此常採取隱身策略

避免更多的麻煩。英美俚語形容同性戀者是「躲在衣櫃裡」（in the closet），

這個傳神的說話指出了在異性戀霸權之下，以法律權益的禁止、嚴苛的同性戀

定義以及種種污名，讓同志的處境就是衣櫃處境（張娟芬，2011）。同志被這

個社會關進了衣櫃裡，若要走出來，需要經過重重的評估與考量。同性婚姻在

臺灣在法律上透過專法已擁有某種程度的保障，但若欲擁有相關權益，在生活

中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現身。不可輕忽的是，現身並非一次就完成的，出櫃議題

仍是同志族群無時無刻在面對的事情，要對誰現身、要在何時現身、用什麼方

式現身、現身的程度為何、現身後會有什麼結果等，都會是經過輾轉躊躇後的

決定，或很不幸地，被他人強行曝光。在友善的同溫層裡同志身份或許不是阻

礙，卻會擔憂此同志身份造成與家人或朋友關係斷裂的風險。現身是同志認同

發展的中心面向，在所有人之中，向父母現身更是最重要也最困難的挑戰（畢

恆達，2003）。相對於同志運動的現身訴求，個別女同志讓家人得知性取向，

只有少數人是主動表明的，絕大多數是經過和家人很長時間的反覆相互試探

（鄭美里，1997）。莊瑞君（2009）提到女同志在對家人現身的動機包含「失

戀時刻需要抒發與支持的管道」、「抒發隱藏同志身份的壓力」、「被瞭解的

需求」、「被家人發現性傾向而承認」與「抒發隱藏同志身份的壓力」。  

莊瑞君、陳慶福、劉安真（2011）透過女同志向家人現身歷程之敘說研

究，發現女同志向家人現身的歷程，會因著不同家庭成員，呈現不同的情緒與

樣態，以不同的家庭角色作為區分來呈現現身歷程的內涵：向母親現身的歷程

是掙扎與沈重的現身過程；女同志不向父親現身的考量因素是因本來互動就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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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離，或需額外承擔風險，因此降低現身的可能性；而女同志向手足現身的歷

程是輕鬆、負擔少的現身過程。除了因著不同的對象而有所差異，女同志自身

的認同也可能影響其現身時的壓力狀態。黃玲蘭（2005）提到女同性戀在面對

現身壓力時，其壓力狀態會因自己的同性戀認同逐漸成熟而較能自我調適，若

相關資訊獲得較豐富也能降低自我矛盾。 

在同志現身議題上，莊瑞君、陳慶福、劉安真（2011）對助人者的建議如

下：將同志相關訊息傳達到上一代、傾聽與同理女同志在面對父母的現身歷程

裡經歷的壓力與困境、提供女同志在現身抉擇時評估的向度，評估向度包含：

家人對女同志性傾向的知覺程度 、家人對同志的觀念、女同志自我認同的確定

程度、女同志的經濟能力、女同志與家人的互動模式、女同志的情感狀態等。 

 

（三）親密關係 

談到女同志的親密關係，由於既有的社會知識型態仍停留在傳統異性戀婚

姻體制的刻板印象，在親密關係的探討上長期忽略了非異性戀、不同情慾主體

的多元論述與行動實踐面貌（謝文宜，2006）。 

劉安真（2017）透過文獻探討整理同志伴侶在諮商中常見的議題，〈同志

伴侶關係與諮商〉文中提到雖然親密關係有其共通性，但同志伴侶因為性傾向

與性別會有其獨特的處境與諮商議題，包含異性戀常規化與性傾向歧視、少數

族群壓力模式、認同與出櫃、社會支持、原生家庭、缺乏法律認可與保護、性

別角色社會化以及男同志與女同志的獨特議題等。少以量化研究方式呈現，僅

有謝文宜、曾秀雲（2007）的文章〈探討伴侶關係滿意度及其相關因素：比較

已婚夫妻、未婚情侶與同志伴侶的差異〉，對於 388 位已婚夫妻、400 位未婚

男女與 218 位同志伴侶關係的經營進行問卷調查比較分析，發現無論是已婚夫

妻、未婚情侶或是男、女同志伴侶，其價值觀相似度、自我揭露、信任與愛的

投入程度越高，衝突頻率與外在其他可能對象之吸引力越低，關係滿意度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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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越高。若從異性戀與同志伴侶關係的差異性檢定來看，以女同志伴侶最為

重視伴侶關係的自我揭露、信任、愛與關係滿意度。  

詹宗儀、葉寶玲（2017）透過訪談一位 50 歲經歷過伴侶死亡的台灣女同

志，了解其悲傷剝奪經驗。研究發現因華人文化壓抑情感表達、同志身份不被

認同與污名及醫療與法律權益被忽略，女同志於伴侶死亡後會出現慢性與延宕

悲傷反應、停留某些悲傷反應階段較久、悲傷歷程較少求助、悲傷剝奪產生的

歷程複雜，與自身的同志身份認同、未被認可的角色相關，甚至在面對伴侶喪

葬儀式被排除在外，既沒有知情與決定權也無財產繼承資格。女同志承受著失

去伴侶的悲傷與失落之外，又得承受同志身份帶來的另一層壓力，對心理健康

也會造成極大的影響。 

除了親密關係之外，同志的親密暴力也逐漸受重視。2007 年，家庭暴力防

治法修正後將同居伴侶納入保障，不僅僅只保障異性戀夫妻，對當時法律上無

法受婚姻關係保障的同志族群確實是一大進展。而後女同志親密暴力的成因與

類型於文獻上有更多討論，許多研究也發現在同志親密暴力相關政策上、第一

線助人工作者的知能與敏感度，都有需要改善的空間。潘淑滿、楊榮宗、林津

如（2012）訪談十六位經歷伴侶親密暴力的女同志及四位同志運動/服務的組織

工作者，發現女同志親密關係受到異性戀霸權的影響，私密與社會空間被剝奪

而傾向於同居生活，關係若因為他人的介入而感到威脅，則易產生親密暴力。

而其暴力類型以語言暴力居多，以不雅言詞辱罵受害者、詆毀受暴者原生家

庭、在眾人面前羞辱受暴者；比起肢體或性暴力，型態大多是自我保護而形成

互毆，有打耳光、出拳毆打身體、以腳踢擊、掐脖子或摔物品等，也不至致人

於死地；精神暴力則有以自我傷害等方式，作為控制受暴者的手段（潘淑滿、

楊榮宗、林津如，2012；黃思純，2016）。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與台灣同志諮

詢熱線協會所出版的「同志伴侶親密暴力自助手冊」中，也列舉出同志志伴侶

特有的精神暴力類型，包含「威脅出櫃」，威脅要與身邊的親朋好友公布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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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身份、用曾與異性發生性關係之論述「諷刺你不是真正的同志」、「以傳統

的性別角色樣態威脅」讓對方覺得其性別氣質不會被他人相信遭受家暴、「強

迫你表示出對同志身分的認同」來譴責不表示性傾向的行為。這些都是在同志

身份下，與異性戀不同之處。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統計中，自 2005 年至 2018

年通案件數逐年增加，但其統計資料並無顯示同志伴侶之分類，因次無從得知

與一般主流異性戀群體之差異為何（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2019）。而在某

些小樣本資料中可已發現受暴女同志對於暴力之回應及處理，大多採取非正式

管道的求助，例如向自己的人際支持系統尋求幫助，鮮少求助心理諮商或家暴

網絡資源等正式系統。李姿佳、彭治鏐、呂欣潔 （2013）三位實務工作者分別

就職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與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共同進行同志伴侶親密暴

力現況調查初探與實務經驗分享，「同志伴侶親密暴力」網路問卷調查，發現

同志族群在遭遇親密暴力約有四分之三不會求助正式系統，其主要原因為除了

「覺得求助沒有用」之外，「擔心同志身份曝光」及「擔心正式系統不友善」

都是卻步之因素，而就算求助正式系統者，也多以同志團體為主要尋求協助對

象。 

除了上述常見的幾項，女同志的原生家庭、自組家庭與育兒、性議題、生

涯議題、缺乏支持網絡等也都是生活中重要的議題。 

 

三、女同志諮商經驗 

在諮商歷程中，有許多因素會影響諮商的有效與否。Liddle（1996） 以問

卷調查 392 名男、女同志，嘗試了解治療師的性傾向、性別以及治療師的幫助

程度的關聯，發現男同志、女同性志和兩種性別的雙性戀治療師以及異性戀女

性治療師，都比異性戀男性治療師更有幫助。但其中仍有提到異性戀男性仍有

較有效的幫助，這意味著可能是否些行為影響著評分，而值得開心得是，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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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師的性別等，行為是相對容易改變的。但這項量化研究並沒有具體呈現哪

些行為會導致個案認為治療師是沒有幫助，甚至是具破壞性的。 

雖然男同志與女同志有其個別社群文化，但在主流社會中的非異性戀位

置，在諮商歷程仍有些相似點可留意。高智龍、賴念華（2016）透過訪談，並

以主題分析法提出男同志當事人認為有效諮商會出現的重要因素，一般諮商都

會出現的三項因素「以當事人為中心」、「切中當事人的重要個人議題」、

「晤談技巧使用得宜」，以及與男同志身份相關的四項因素：「具備男同志社

群的知識」、「察覺男同志身份衍生的特殊社會議題」、「真誠的同理或支持

當事人的男同志身份與經驗」、「以開放的態度與當事人討論各種男同志文化

中的經驗」； 而另一方面，發現當諮商員無法有效與男同志當事人工作，在諮

商互動中會顯現出某些特別的態度或行為，根據訪談結果，歸納出「對男同志

議題採取焦慮、迴避的態度」、「缺乏敏感性，無法發覺同志議題的特殊

性」、「以專家角色，執意進行同性戀評估」、「使用中性的語言及姿態，但

暗藏對同性戀的偏見」四種影響的因素。 

研究中發現，在進入一段穩定的諮商關係前，女同志在「尋求諮商的階

段」就會出現許多擔憂。Morgan（1997）於美國愛荷華州，透過社區同性戀機

構轉發問卷調查，試圖了解影響 247 位女同志會選擇心理治療服務的因素，研

究中提到女同志在某些情況下，例如當治療師恐同或是異性戀主義、治療師對

於女同志議題沒有受過訓練或毫無經驗、找不到女同志或女性治療師、治療師

對社會問題去尋求個人解決方案，或是擔心女同志社群規模太小，因雙重關係

對於保密性有所憂慮，這些因素會讓女同志認為不去治療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性傾向微型侵略（sexual orientation microaggressions）是在女同志的日常生

活中、諮商經驗中，都有可能會出現的現象。性傾向微型侵略是由於 Sue 等人

(2007)提出的「種族微型侵略」(racial microaggressions)概念而來，認為早期文

獻中所討論的「種族歧視」(racism)並沒有完全消失，反而以一種更隱微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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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發生。這些微型侵略是對於特定的群體（種族、性別、 性傾向、身心障礙

等）散發出詆毀的訊息，是較為短暫的、並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Sue(2010)後

續也將微型侵略的概念應用於探討 LGBT 青少年，並提出「性傾向微型侵

略」 (sexual orientation microaggressions)的概念，也就是基 於個人的性傾向之

微型侵略，指的是發生於日常生活中，以口語、行為和環境中的侮辱等形式，

無論有意或無意，對性傾向少數團體或個人表達帶有敵意、貶損或輕視的現象

(Sue, 2010)。王大維、陳珮甄、王宣賀、李定穎（2018）深入訪談三位女同志

大學生，發現女同志在日常生活當中就會經歷來自四面八方的性傾向微型侵

略，其來源從親朋好友到老師、同學及網路皆有，因此出會現許多負面情緒，

依著情境或個人差異有不同的因應策略。心理師除了理解其在生活中會有的經

驗之外，也需要留意，即使並非出於惡意，但若在諮商過程中，當事人又經歷

相似經驗，必定造成其二度傷害，不僅產生負向情緒，更容易因此而結束諮商

關係。研究者從 Shelton & Delgado 翻譯原文文獻中列出的七項性傾向微型侵

略，並參考莊瑞君（2017）列出的項目，將同志族群於諮商中面臨之性傾向微

型侵略簡要分為以下五類（Shelton & Delgado-Romero, 2011；高智龍，2009；

陳宜燕，2008；莊瑞君，2017)： 

1. 將性傾向視為問題或病態化： 

假定性傾向是造成現在所有困擾的原因，並警告個案我認同為同志是具有

危險性，會影響其生活及人際關係。甚至認為個案需要服用精神科藥物或心理

治療。 

2. 未於適當時機留意性傾向之因素： 

心理師刻意避開或忽視性傾向對當事人議題造成的影響，例如不去使用同

志個案所提及之相關用語，代以一般普遍化之用詞，且認為當事人之性傾向是

一種選擇（choice）或生活方式（lifestyle），無法將當前之議題與性傾向做連

結。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992

38 

 

3. 過度認同個案的性傾向： 

表現過於興奮或友善、心理師主動表示自己有同志朋友，但未必真誠。 

4. 對同志有刻板的假設： 

假設其與家人的關係不佳、會與宗教信仰衝突，甚至對於同志族群會出現

活動場域等有預設。即使心理師也同樣身為性少數族群，也需要留意並非所有

同志族群皆有相同的背景與經驗。 

5. 表現其異性戀偏見： 

諮商環境中的異性戀書籍讓當事人有排外感、語言措辭上習慣以異性戀思

維詢問對方結婚沒、有沒有異性戀伴侶朋友。 

相較於主流性別，在諮商的歷程中，性少數對於能否被接納其身份認同，

有了更多一層的擔憂，同志長期在這個社會下所產生的內化恐同，也會呈現在

諮商歷程中。若當諮商心理師未能檢視其異性戀思維，或無法覺察當事人對於

其同志身份所產生的擔憂等，可能會在諮商歷程中因言行之不適切影響其諮商

關係，進而導致當事人是否願意持續求助的因素，如何調整適當的回應方式，

就有賴於同志諮商能力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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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諮商心理師同志諮商能力的養成 

一、諮商學習歷程中與同志議題相關課程寥寥可數 

2002 年臺灣通過心理師法，經過國家心理師考試，取得諮商心理師之證

照，則為可執業之專業心理人員。從法規、課程到實習甚而諮商心理師高考考

題，是培養諮商研究生學習的重要依據與來源，教授者與督導、考試委員及繼

續教育之講師，對於同志議題的態度、知識與技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考選部（2018）明定，欲擁有臺灣之諮商心理師證照者，須通過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其諮商心理師應試科目為「諮商的心理學基

礎」、「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諮商與心理治療實務與專業倫理」、「心

理健康與變態心理學」「個案評估與心理衡鑑」、「團體諮商與心理治療」，

各系所需開授相關之課程才能符合應考需求。在這樣的規則架構之下，姜兆眉

（2017）整理 103-105 學年度臺灣 14 間諮商相關系所課程架構中涵蓋多元文

化、性別、同志 等相關課程，其中只有臺灣師大碩博合開的「同志諮商專題研

究」與彰化師大碩班的「同志伴侶諮商」，此兩所特定以「同志」為名開設課

程，究竟是諮商教育訓練者對於同志議題的不熟悉，抑或者諮商界對於同志議

題的態度未明等因素，可能有待探討。依上述文獻的表格架構作延伸搜尋，欲

了解在同志婚姻議題較頻繁討論的這幾年，以同志為名之相關課程是否所有變

化，因先前重點放在系所之「課程架構」中，當研究者搜尋實際開課課程時，

發現台灣師大之課程並未於 106-107 學年度開設此門課程，而彰化師大仍有在

107 學年的第二學期開設「同志伴侶與家庭諮商」課程，可見以同志及多元性

別為主題的課程方案仍較為缺乏。研究者所就讀之國立政治大學與此主題相關

之「性別教育輔導研究」也在政大課程架構中，但同志議題仍只佔其中一小部

分，大多同志諮商相關知能都無法透過研究所課程習得。 

姜兆眉、唐訢雅、蘇盈儀（2010）從性別敏感觀點談諮商心理師考題，考

題中同志議題逐年佔一定比例，似乎意味著出題委員認為同志諮商能力為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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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所應具備之基本能力。而考題中卻出現要考生選擇「同性戀的認定標準

或條件」。由此可見出題委員仍不免展現了異性戀思維，即認為非異性戀者即

窄化為同性戀的二分思維，忽略其認同的認定權力在個案手中，而廣義之同志

族群包含各式認同，並非依照某些標準給予標籤。 

APA 於 2011 年出版的《Guidelines for Psychological Practice With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Clients 》所整理的 21 條準則，在 19 到 21 條的教育訓練部

分，說明心理學家應努同志議題納入專業教育和培訓中、鼓勵通過繼續教育、

培訓、督導和諮詢來增加對同性戀和雙性戀的知識理解，以及在使用和傳播有

關性傾向和相關議題研究時，需準確且充份地呈現結果，並留意勿濫用或扭曲

研究結果。這些過程當中，應該審慎檢視自身對於多元性別的態度，避免加入

異性戀霸權及偏見。 

同志族群在不同的文化脈絡底下，其特色與困境也同樣有所差異。在臺

灣，諮商學習來源多是西方歐美社會的世界觀與文化價值觀，覺察其主流價值

與臺灣社會文化價值不相容之處，並重視臺灣本土化議題及弱勢所處之壓迫的

現象，如何加以調整，也是諮商學習過程中需要涵蓋的部分（陳秉華，2017：

19）。 

 

二、透過方案與課程提升諮商心理師多元性別諮商能力 

Goodman（2013）提出「以文化諮商能力為基礎之社會正義訓練模式 

（Cultural Competence for Social Justice Model, CCSJ)」，Goodman 提出五項重

點： 

1. 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  

2. 了解並重視他人價值（Understanding and valuing others）。  

3. 認知社會的不平等 （Knowledge of societal inequ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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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與不同脈絡下的各種人有效互動的技巧（Skills to interact effectively with 

diverse people in different contexts）。  

5. 能有促進平等與涵容的技巧（Skills to foster equity and inclusion）。  

趙淑珠（2018）針對 Goodman 以文化諮商能力為基礎之社會正義訓練模式

提到五項訓練方向反思臺灣現狀，發現「自我覺察」、「了解並重視他人價

值」，臺灣似乎較常重視這兩項，但社會正義觀點中倡導的概念，也就是後三

項「認知社會的不平等」、「能與不同脈絡下的各種人有效互動的技巧」、

「促進平等與涵容的技巧」，卻是在諮商心理師的訓練易被疏忽之處。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內，諮商關係中的公平待遇權明

定 : 當事人有要求公平待遇的權利，諮商師實施諮商服務時，應尊重當事人的

文化背景與個別差異， 不得因年齡、性別、種族、國籍、出生地、宗教信仰、

政治立場、性別取向、生理殘障、語言、社經地位等因素而予以歧視（台灣輔

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2001）。 

即使助人者是友善的，但仍可能因為理解不深或缺乏覺察而導致無意間造

成傷害，而透過課程或方案設計，是可能有效改善這樣的情形。國外有將社會

正義諮商融入諮商輔導碩士課程設計，在研究方法、心理測驗、職業發展與生

涯諮商、諮商技巧四類的課程當中，讓學生透過實驗性實作、自我反思的機會

及線上議題討論，促進學生之社會正義意識，從個人的同理提升到對整個結構

性的理解（Motulsky, Gere, Saleem, & Trantham, 2014) 。姜兆眉（2018）藉由前

述之課程實踐反思臺灣現況，認為輔導與諮商專業系所的教師，應共同思考在

系所課程設計能如何增加關於「多元文化與諮商」或是「社會正義與諮商」等

課程，甚至將其調整為必修課程。 

近年來國內文獻首次出現以多元性別議題為主、訓練研究生之相關方案，

張曉佩、李宜蓉（2018）以認知理論設計 40 小時的多元性別議題諮商能力訓練

方案，研究參與者為諮商所研究生。課程六大主題為自我認同發展歷程、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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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親密關係、現身與家庭關係、生涯發展歷程、污名化（愛滋病、開放式關

係）以及系統合作，並發現方案成果能對研究參與者的多元性別諮商能力之知

識、覺察、技能產生正向的影響，也能促進研究參與者對多元性別議題有更深

入的認識，裝備豐厚的知識、覺察自身在多元性別議題上顯而易見或隱而未顯

的刻板印象、在態度上轉變為開放、彈性與欣賞、多元思考與討論、勇敢與倡

導、真誠一致與同理。技能方面也提升同理、敏感度與傾聽、資訊提供、系統

合作與倡導、視覺化媒材的運用等。若能在取得諮商心理師證照執業之前的研

究所階段，擁有接觸多元性別相關知識與技能、提升反思能力，才能保障多元

性別當事人之權益。 

除了正式課程或訓練方案的實施，諮商心理師的同志諮商能力評估也會是

重要的部分。Bidell &Whitman（2013）透過回顧三個 LGB 諮商師的評估量

表，包含「LGB 肯定諮商自我效能感量表（LGB Affirmative Counseling Self-

Efficacy Inventory）」、「性傾向諮詢能力量表（Sexual Orientation Counselor 

Competency Scale）」及「LGB 工作同盟自我效能感量表（LGB Working 

Alliance Self-Efficacy Scale）」，發現使用這些評估量表，可以增加我們對於同

志肯定諮商的培訓和督導的理解，也能豐富同志肯定諮商的教育訓練、專業能

力與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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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方法論、研究設計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者的背景與經驗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在研究過程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於本節

簡述研究者專業背景、對於性別與同志議題的學習經驗，以及擔任輔導教師與

實習諮商心理師時與同志當事人接觸經驗。 

 

一、研究者專業背景 

研究者大學就讀教育學系，輔系為心理學系，畢業時擁有中等學校教師

證、國中輔導活動科證書、高中輔導活動證書。應屆考上新北市輔導活動科正

式教師，並於擔任正式教職三年後，留職停薪專注於諮商研究所之學習。研究

所期間持續接受專業諮商相關訓練，也修習「性別教育與輔導研究」課程，透

過文獻閱讀、實作參訪，對於性別相關議題有更深度的理解。在這些經驗與學

習的過程，已具備教育、心理、輔導、諮商基本知識。 

研究者曾於碩二、碩三期間擔任過李淑菁教授科技部研究的兼任助理，協

助教師整理文獻、學習撰寫期刊與文章、聽打訪談資料之逐字稿。除此之外，

2018年曾以〈透過實施性別輔導課程－了解國中生對於性侵害之迷思及未來輔

導方向〉一文，參與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年會壁報論文發表；與李淑菁老師共同

撰寫文章〈一樣「單一」，卻很「性別」？單一性別學校的臺英比較初探〉，

刊登於 2019年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於此過程逐漸累積了撰寫學術文章與質性研

究能力。 

 

二、研究者對於性別以及同志議題的學習經驗 

在同志議題部分，研究者在大學時選修指導教授李淑菁老師之「休閒教

育」課程，開始認識 LGBT一詞，從對多元性別的認識開啟性別之眼。大學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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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課程「社會學動動腦」，當時與小組共同發想與實作的主題即是「政大校

園內同性戀者的現身」，透過質性訪談了解此議題，過程當中發現自己受主流

異性戀思維的影響，若沒有透過閱讀及自我反思，以及他人的提醒、教導，會

有許多屬於自己過往的偏見與誤解，呈現的結果其實會是有偏誤的，了解自己

的不足，因此於大學不斷增加多元性別族群相關知能，並參與政治大學同志社

團「陸仁賈社團」辦理的同志相關講座。研究者於 2012年首次參與於台北的同

志大遊行後，開始發現以行動支持同志運動的重要性，也可以在過程當中對於

多元性別族群所在意的議題為何，陸續參與每一年在台北的同志大遊行，以及

2018年的台中同志遊行、2019年花蓮同志遊行。研究者因喜愛籃球運動，在系

所球隊擔任球員、校級球隊擔任球隊經理，因此與許多女同志好友及女同志情

侶們，一同經歷大學生活的各種階段，更了解了女同志生活中的真實樣態。 

畢業後工作及就讀研究所期間，研究者會利用課餘、假日時間自主參與多

元性別相關議題的工作坊與演講，例如：台灣性諮商學會「探索、社群與自我

認同—諮商師如何陪伴/協助多元性別個案」，透過諮商心理師分享實務工作所

會遇到的各個主題更熟悉多元性別個案會有的議題，以及學習到更多同志相關

資源與資訊；另外，也曾參與過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主講之「破除傳統手牽

手工作坊」，從了解傳統婚姻去翻轉各種儀式，透過參與者分享更了解女同志

與男同志成家的各種經驗；以及 2020年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舉辦之 2020 同性

婚姻法制化週年工作坊－「同志家庭工作坊」及 2020同性婚姻法制化週年論壇

「看見、對話、理解、實踐」，更了解在臺灣的在地文化中的同志家庭樣貌，

即使法律保障了基本的權益，但歧視仍存在，仍需要更多的理解。研究者也於

任職輔導教師期間，將同志相關議題融入課程當中，帶學生了解性別相關名

詞、介紹多元性別各族群、討論同志婚姻與法律、認識同志家庭的樣貌，雖不

免遇到反對的聲音，但於課程回饋中也能夠發現透過教學，能促進學生反思，

也讓孩子對於多元性別族群有更多的理解。而最印象深刻的是研究者透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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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薦，參與幾位諮商心理師們所組成同志互助會的非公開活動，透過專業工作

者的書籍導讀、個人生命故事分享與實務經驗分享，讓我對於多元性別議題有

更深的理解。 

 

三、擔任輔導教師與實習諮商心理師時與同志當事人接觸經驗 

在擔任輔導教師與諮商心理師實習生期間，研究者有更直接與同志當事人

接觸的機會，擔任教師的工作場域為新北市國中輔導室，碩二兼職實習在臺北

市立高中輔導室，以及全職實習於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過程

當中皆有接觸過多元性別個案，有跨性別學生、性別氣質較陰柔被欺凌的男

孩、仍在探索自身性別認同的女孩……等，因性傾向非異性戀所遇到的各種困

擾，在家庭關係、同學互動、教師觀念與態度都對這些當事人造成相當程度的

影響，研究者也發現當身位輔導教師、諮商心理師的角色時，若有足夠的敏銳

度覺察多元性別學生所傳遞的訊息，能主動且開放的表達友善，是能夠促進個

案更放心的談論自己所困擾之事，當個案不必再擔心自己的性傾向是否能被接

納，甚至對來談主題也可能有所改變。而如何在系統合作當中減少同性戀恐懼

及異性戀霸權對學生的傷害，也會是工作中的重點，在與不同個案的工作當

中，因著每個個案的獨特，研究者也透過督導及閱讀書籍等進修方式，嘗試更

了解多元性別個案的特殊性，以增加自己的工作效能。 

綜合以上經驗，研究者認為在擔任個別諮商當中助人者的角色，是否具備

同志諮商能力回應個案，助人者的態度、對於同志族群議題之熟悉度、諮商學

習歷程是否增能，都極為相關。此外，研究者曾有在大學諮商中心及機構自費

諮商的經驗，透過這些經驗，更能深刻理解身為當事人，在整個諮商歷程當中

從找尋資源到諮商結束所經歷的種種，因此更能貼近研究者參與者。雖研究者

已具備部分能力與經驗，但也提醒自己勿以自己所接觸的個案經驗及所認識的

女同志去看待研究參與者，而能以開放與同理的態度進行訪談，並透過此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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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更加了解女同志案主的諮商相關經驗與感受，反思身為諮商工作者所需增

加之知能，並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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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在臺灣社會的父權、主流異性戀氛圍下，關注於性少數中的女同志

族群及其諮商經驗，而諮商關係本為一種權力關係，因此研究者選用後結構女

性主義為分析之方法論，透過女同志主體敘說、女同志論述之語言，真正聽見

女同志以案主身份在諮商的領域中與心理師相遇的歷程、在諮商經驗中的聲

音，呈現在目前主流社會下，尋求心理衛生資源歷程中可能存有的現象與困

境。「後結構/後現代取徑的女性主義理論致力打破範疇（category）之間的界

線，尤其是男/女即權力概念的二分法，以求理解人及文化之間的複雜性……後

結構女性主義者大多採用 Foucault的權力觀點，以微觀的方式看待權力，而非

結構主義的鉅觀觀點。」（李淑菁，2010：127）。研究者在過往文獻中發現，

有以後結構女性主義觀點看教育政策之研究（李淑菁，2010；蘇永明，

2015），而在諮商或同志研究似乎較少提及，本研究雖非使用敘事分析來探究

女同志之完整生命史，但嘗試以後結構女性主義視野，在心理師與個案的權力

關係之下，聚焦在女同志整體的諮商經驗，呈現女同志案主的主體性，並透過

研究者的文字書寫，協助閱讀者對女同志尋求諮商與其諮商歷程有更深刻的理

解。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及滾雪球

取樣（snowball sampling） 方式，由公開招募及研究者人脈尋找研究參與

者。邀請女同志案主成為研究參與者，並依據訪談大綱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會聚焦於女同志案主在諮商

歷程的不同階段，例如「找尋諮商過程」、「諮商時的互動感受」、「未來展

望與期待」等，來理解諮商互動中，女同志案主如何覺知與心理師諮商歷程的

互動經驗。並於完成訪談後，轉騰為逐字稿，以後結構女性主義的視角，進行

質性研究資料分析。期待透過深度瞭解女同志對於諮商的需求、在諮商歷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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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等，更清楚女同志期待的友善諮商樣貌，並提供實務工作者及多元性別諮

商相關課程教學與專業訓練更多的訊息。 

 

一、諮商形式與研究場域 

（一）諮商形式 

個別諮商、伴侶諮商與團體諮商各屬不同諮商形式，人數也不盡相同，因

此將本研究之諮商經驗限於有尋求「個別諮商」經驗之女同志案主，研究參與

者需要有志願尋找個別諮商、並實際有與心理師進行一對一會談的諮商經驗。 

（二）研究場域 

本研究於招募研究參與者時，原先設定未將校園場域的諮商經驗納入資料

分析中，但於實際招募研究參與者與收集資料的過程，決定將研究參與者於生

命歷程中所有的諮商相關經驗，包含校園諮商經驗，皆納入資料分析與討論。

原因如下：   

起先排除校園的考量乃因輔導室或學生諮商中心，僅限於擁有在校學生身

份使用，一但畢業或離開校園場域即無法再使用此資源；且不需另外支付諮商

費用，各學校有固定執業之理師，當事人較難以因個人交通位置、議題等其他

考量來選擇心理師；而在國小、國中、高中階段，許多個別諮商輔導是由輔導

教師負責，而各校輔導教師未必具有心理師資格，教師受訓歷程與取得專業資

格證照之心理師有所差異，故不將校園場域的經驗納入分析討論。 

而於研究招募及訪談的過程發現，雖條件設定以社區場域的諮商經驗為

主，包含自費心理諮商機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醫療機構、診所等單位，而

實際上符合研究目的之研究參與者，皆同時擁有於校園場域諮商的經驗，這些

經驗彼此之間可能又有相互影響或共通性，因此決定將研究焦點加以調整，以

更符合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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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不將質性訪談的對象稱為「受訪者」，而是以「研究參與者」稱

之，呈現其參與的主體性，以及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平等位置。Dkristin G. 

Esterberg做田野訪談的心得是：「一個有意義，能夠描繪女同志生活的理

論，必須根植於女同志的主體經驗及其詮釋。」（引自張娟芬，2011：14）。

研究者將透過訪談女同志案主，將女同志視為主體，並且了解其在諮商經驗中

的點點滴滴、女同志案主如何覺知與諮商心理師的互動。以下說明研究參與者

之設定條件： 

 

（一）研究參與者年齡設定 

本研究將研究參與者「接受諮商時」的年齡層設定於 21歲至 40歲間。選擇

此年齡區間之原因主要為以下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因考量女同志本為性少數族群，加上其餘條件設定，為使本研

究較順利找到符合研究目的之研究參與者，故將範圍設定在有較多人數可能尋

求諮商的年齡層。參考 2019年同志諮詢熱線接線服務統計中，來電者的年齡，

以 23-30歲所占比例最高，達 23%，其次為 31-40歲則佔 15% (臺灣同志諮詢熱

線協會，2020)。雖無法得知女同志求助實際比例，但可作為同志在人生中較可

能尋求心理衛生資源的階段，且考量此時的諮商經驗若不愉快，更可能影響未

來階段遇到困難尋求諮商之意願，因此將年齡區段設於較多人可能尋求諮商的

範圍。 

第二個部分，此研究是在目前臺灣同志婚姻剛合法化的社會背景脈絡之下，

所發想之研究主題，因此研究者參考內政部戶政司 2018年的統計資料，發現臺

灣女性結婚初婚年齡平均數為 30.2歲（內政部戶政司，2018），因 2019年同

性婚姻才正式合法，此統計資料仍以異性戀為主，但在相似的社會文化背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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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由此推論女同志於 30歲左右也可能面臨結婚之生涯考量或來自社會文化的

壓力，亦可能有心理諮商之需求，因此將 30 歲女同志也納入研究範圍。 

第三個部分，艾瑞克森心理社會發展理論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其危機

與適應，成年期約 18至 40歲階段，「成就」與「社會關係」可能是此時期發

展重點。因研究者本身年齡正好介於此區段，對於發展的主題與自身連結較高

也較有興趣，曾聽聞女同志朋友在諮商時所擁有的正負向經驗也多在相似年

紀，加上希望在了解研究參與者的諮商歷程時，若欲整理及分析諮商經驗中各

項因素，加以聚焦或許能有更深入地理解，排除因生活時代背景或生涯發展階

段不同等其他因素的影響。 

第四個部分，將 21歲設定為本研究所找尋研究參與者的起始年齡。參考勞

動部 2018年 10-11月期間，以參加勞工保險且在職之本國籍受僱青年勞工為調

查對象，辦理「15-29歲青年勞工就業狀況調查」，計回收有效樣本 4,010份

初次就業年齡平均為 21.4歲（勞動部，2019），考量 21歲約是大學畢業，生

涯階段處於離開校園、邁入生涯選擇或職場環境，若因所面臨之生涯階段或其

他因素感到困擾，則可能尋求心理諮商資源。 

 

（二）諮商次數與時間之設定 

研究參與者需有與同一位心理師進行諮商，且總諮商次數達 8次及以上

（包含 8次）的經驗。雖諮商的次數與諮商的信任關係未必完全相關，若以精

神分析等長期治療之學派視之，可能會認為此諮商時間過短，但因在研究前半

部分整理文獻過程，發現同志在諮商歷程中有各種因素可能中斷諮商，而研究

者想要深入了解的是女同志在尋求諮商到進入諮商，以及與心理師諮商歷程中

的內在感受、諮商中斷原因等，因此未將諮商次數設在較高的標準。且研究者

在前導研究中發現研究參與者屢次提到「因諮商次數不多，不夠熟悉心理師而

無法完全信任」之感受，故本研究希望確保諮商關係在稍穩定的狀態，才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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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研究參與者在諮商經驗中與心理師之互動及其他部分，也因諮商次數達到

一定的次數，可能呈現諮商歷程中的變化，有較多的訊息可供研究者了解。 

研究參與者過往的諮商經驗需回溯過去之記憶內容，考量時間若間隔過久，

研究參與者可能產生記憶扭曲或遺忘之現象，希望距離諮商關係結束的時間不

超過五年，以期能較如實了解其諮商經驗。 

綜合上述，本研究找尋之研究參與者需符合以下條件： 

1. 「接受諮商時」年齡介於 21歲～40歲間，生理性別為女性。 

2. 自我認同為女同志。以個人性別認同為主，研究者並不加以定義。 

3. 曾進行諮商場域可為社區心理諮商機構、心理衛生中心、醫療機構、診所

等單位，包含大專院校的諮商心理中心。 

4. 符合以下諮商經驗者： 

（1） 曾有志願尋找個別諮商的經驗，且與領有臺灣合格證照之諮商心理師或

臨床心理師會談之經驗。 

（2） 與同一位心理師總諮商次數為 8次以上。 

（3） 願意分享個人因同志身份在尋求及進行諮商時的正、負向經驗。 

（4） 距離最後一段結束諮商關係時間不超過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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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歷程 

一、 文獻蒐集 

從生活中發現許多女同志求助諮商資源的困境後，研究者開始從國內外期

刊、論文找尋相關的文本資料，透過各式研究，讓自己浸潤在女同志案主的視

野，來重新審視諮商領域所存在的現況，也為此研究後續的操作有足夠的基礎

能夠加以發想。 

 

二、前導性研究 

（一）前導性研究訪談實施 

第一位進行前導研究之研究參與者－酪梨。酪梨為研究者之原有人脈，年

齡 28歲，我們進行訪談的日期為 2019年 11 月 21日，因已相識數年，研究者

與研究參與者原先有良好信任關係基礎，在收到訪談邀請時立即答應訪談，且

於訪談過程中研究參與者能做深度自我揭露，對於訪談主題之討論能切中要

點。 

 

（二）前導性研究初步發現與分析 

研究者於訪談結束後，一天內將錄音檔轉錄為逐字稿。以 E-mail傳送

word檔案，請研究參與者檢核無誤後開始進行資料分析，其分析結果依照諮商

歷程分為「找尋諮商資源過程」、「諮商時的互動感受」、「未來展望與期

待」三個部分簡述，部分與先前文獻回顧有相互呼應之處，而研究參與者所描

繪的友善諮商心理師圖像也有了新發現。 

1. 找尋諮商資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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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經濟因素考量，酪梨所找兩次諮商資源皆為免付費，並於初談接洽時

皆有表示自己期待能有「對同志友善」且為「生理女性」之諮商心理師，當時

已經受傷，擔心又遇到不友善的諮商心理師，會更加影響心情。 

2. 諮商時的互動感受： 

此部分分成「諮商心理師能否敏銳於女同志親密關係的一般化及特殊化」

及「諮商心理師的作為與不作為」所帶來的感受與影響兩部分。 

對於同志當事人所帶來的議題，諮商心理師如何理解與回應，會影響其對

於諮商關係的感受。在面對來談的同志當事人，有些輔導人員易預設同志學生

所提議題相當複雜，而朝特殊化的經驗回應，但其實同志學生仍會有與異性戀

學生相似的困境（莊瑞君，2017）。酪梨在諮商歷程中提到自己的感情經驗，

諮商心理師以自然的態度專心傾聽，將她的情感視為一般親密關係，不因是同

性感情而感到驚訝，是讓酪梨感到放心的。 

 

「沒有面露驚訝，就是很自然的去聽我分享感情上的事情。……她給我的

感覺是她覺得這很自然的感情，不會因為是同志而是比較特殊，雖然她沒

什麼講話，但我覺得跟她分享還是蠻讓人放心的。」（酪梨） 

 

在酪梨的另一段諮商中，心理師以異性戀觀點去認識其親密關係，並不熟

悉女同志之間親密關係的特殊性，這樣的不熟悉讓酪梨感受對方像是站在一個

道德的至高點，而自己卻不被了解。 

 

「…其實女同志，至少我周遭很多真的是剛開始就同居…也許她比較沒有

去認識這樣的部分，所以她沒有辦法幫我處理。…她是友善的，可是她沒

有了解…就沒有那麼符合我的需求。…（如果熟悉女同志的生態）至少不

會讓我覺得她有一個道德的至高點。…她也許是用異性戀的方式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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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梨在諮商過程中，因心理師保持中立態度沒有多說些什麼，但無法確定

其對同志身份的態度，讓酪梨無法完全信任，即使當時發生了讓自己蠻受傷的

事情，也未向心理師提起。相對地，當心理師帶有成見而給予過多建議，引導

其不要花太多時間與女友相處，讓酪梨覺得像與爸媽說話而非諮商，因此於一

次諮商後即不再尋求協助。 

 

3. 未來展望與期待 

因酪梨近幾年實踐「多重關係」，雖仍想諮商，但期待諮商心理師有理解

「多重關係」、「對同志友善」之能力實屬難尋，加上其到了諮商資源相對少

的縣市，因此降低求助動機。 

 

（三）前導性研究反思－調整立意抽樣對象及訪談大綱 

有價值之質性研究的過程具備著非固定、非僵化的特質，而質性研究者重

視動態過程的特質，對於研究的不確定性也必須具備極大的容忍力（胡幼慧，

2014）。 

因此，研究者於前導性研究訪談實施後，將研究方法上稍做修改。酪梨提

到與諮商師諮建立關係時間較短，可能也是影響信任關係的因素之一。研究者

發現若未將條件加以限縮，或是諮商次數過少，則可能因諮商關係尚未穩定等

其他因素，難以探究女同志案主與心理師之諮商歷程，故決定將收案年齡層限

定於 21~40歲之範圍，諮商次數為 8次以上，並排除校園場域之諮商經驗。 

此外，從實施前導研究訪談的經驗中，酪梨在回應時有提出因為諮商時間

間隔較久，有一些細節印象較模糊，因此會於研究參與者列表資料中附上受訪

時「年齡」，了解其距離回溯諮商經驗的時間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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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整理訪談逐字稿時，亦發現原先的訪談大綱，以較整體的層面了解

研究參與者在主流諮商歷程中的經驗或反應，但對於尋求前細緻的心境琢磨較

少，也忽略到女同志案主所期待的友善諮商樣貌與現實落差為何，因此將這部

分的提問加入訪談大綱，以期能更理解研究參與者經驗的細節。最後，在前導

研究當中也經由研究參與者之分享，提供了其他有諮商經驗之女同志人選，增

加本研究滾雪球之可行性，提高研究者執行此計劃之信心。 

 

三、正式訪談 

（一）招募方式：透過研究者人脈與網路公開招募 

研究者於 2020年 3月 12日將研究邀請函公開張貼於研究者個人臉書社

群，並請朋友協助轉發，期以觸及符合研究條件的女同志。2020年 3 月 13

日，張貼於台大批踢踢實業坊的 Lesbian版、臉書「諮商研習交流版」社團，

並於邀請函附上網址供對主題有興趣者填寫相關資訊，從表單中選擇較符合此

研究立意抽樣之參與者，後續聯繫進行深度訪談。 

 

（二）研究參與者的篩選標準 

在研究邀請函與表單連結於網路上公開發佈後，有許多熱心的參與者協助

填寫表單，研究參與者填寫表單的時間介於於 3月 12日至 3 月 22日間，這約

十天的時間，共有 45位有興趣的研究參與者填寫表單。 

研究者細看表單內其「諮商經驗」欄位時，發現少數人填寫的經驗並未符

合本研究所涉之條件，包含諮商次數並未達研究條件所要求「至少 8次」，或

是其尋求諮商並非出於自願、人目前居住於國外者，會有實際面對面訪談的困

難，因此就先不納入詢問訪談意願的考慮。 

而另一部分，表單內在「諮商困境」一欄的資料敘述當中，研究者也發現

雖然所有人的身份認同都為女同志，但許多人未有描寫出與此性別認同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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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這部分有描寫出的一般困境包含有：會去諮商的主訴議題之困擾、諮商

師的學派與諮商方式不適應、單次諮商金額過高無法負擔、對諮商效果的懷疑

以及個人性格不擅言詞、擔心依賴心理師以及完全沒有描述任何困境，因而無

法辨別其狀態等。從文字所傳遞出的訊息中呈現，許多女同志案主所遇到的困

境，未必與其女同志身份認同相關，研究者由此推測，一部份可能是填寫表單

者將自身諮商的重點放於個人議題討論與改善，也比較重視這個部分在諮商中

產生的變化，而未將其女同志身份等相關因素放入其諮商困境的經驗中；亦或

者較樂觀地想，這些與之諮商的心理師對於女同志案主可能屬同志友善，在性

傾向的態度上並未造成案主困擾，因此未有由此而衍生之困擾。但因為本研究

欲探討的焦點為女同志案主在諮商歷程中，與其同志身份相關之經驗及感受，

故未邀請這幾位填寫表單者進入後續訪談。 

最後，研究者挑選了幾位較適合的研究參與者，以對方希望之聯繫方式加

以聯繫確認，有幾位再次確認訪談條件後發現不相符、有些則是聯繫了兩次仍

完全沒有回覆，或是於武漢肺炎疫情嚴峻時僅能接受電訪或視訊，故最後成功

完成正式訪談，達到資料飽和並納入資料分析者共有 8位。 

 

（三）關注焦點調整：將研究參與者的整體經驗納入分析及討論 

研究所定義之社區機構包含醫療院所、診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自費機

構等，透過網路招募邀請函的填寫內容中初步發現，若願意持續在自費機構中

延續諮商，代表與心理師的互動有較多的正向經驗，或者研究參與者認為心理

師有足夠與女同志諮商之能力；若與心理師的互動有感到困擾者，因為自費需

另外考量經濟因素，通常就會直接終止諮商，尋找下一個適合的資源；若是免

費的大學諮商中心資源或是只需支付健保掛號費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則可能

會持續與心理師磨合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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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僅探索研究參與者於社區進行諮商或是時間較長的某段諮商經驗，可能

會遺漏在其他經驗中的重要資訊，所以研究者修正資料分析的方向，不光僅聚

焦在自費的長期諮商經驗，而是能了解研究參與者的各段經驗後，加以深入理

解在各段的歷程，以及不同經驗的比較與連結。而不論是輔導教師、實習心理

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精神科醫師等，皆是在尋求諮商資源中會有所

接觸的專業人員，因此皆會納入此次研究中的整理與討論，並在分析與敘述的

歷程當中，引用並寫明此經驗出現時的互動對象與時期，以供讀者理解研究參

與者的實際經驗與感受。 

 

（四）資料搜集 

研究者以訪談大綱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透過立意抽樣及滾雪球之方

式，聚焦在研究參與者與諮商經驗相關的訊息，進行 8人之訪談後達到資料飽

和，並於訪談後將錄音檔謄錄為逐字稿。 

 

（五）中國武漢肺炎（COVID-19）疫情對本研究之影響 

此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在 2020年上半年肆虐全球，因臺灣與中國的地緣關

係與密切往來，臺灣於 2020年 1月 21號出現國內首例確診案例。而疫情不僅

對生活各面向造成偌大的影響、衝擊了經濟，同樣也衝擊了本研究，因為採以

質性研究、面對面訪談的形式，在這樣人傳人的高風險時期，也為研究帶來了

一大挑戰。 

研究者進行訪談的時間恰巧介於 2020年 3月 20至 4 月 18日，此刻也正值

疫情高峰，因遊子歸國，境外移入案例大增，國內確診人數飆升，這段時間就

看著確診案例從 100例增加到 400例左右，可以感覺到從政府到民間，緊張度

升高，相關的防疫措施不斷增加，走在路上幾乎只看得見戴著口罩的面容。這

樣對於陌生人接觸史的不確定性，研究者在篩選適合的研究參與者邀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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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面臨許多礙於疫情，而提出希望以視訊方式或電話語音方式進行會談的情

形。在與指導教授討論過後，考量訪談過程中不僅需要搜集語言訊息，面對面

的形式還能接收其他非語言動作與情境等資訊，也較能夠清楚了解研究參與者

的狀態與其傳遞訊息，因此仍維持面對面訪談，不採用其他方式代替，只是在

地點的安全性上就會盡量找尋通風之處，亦或者訪談時由研究者戴上口罩，讓

研究參與者能較安心，並保持彼此的安全距離，以利訪談與防疫皆能順利進

行。最後，很幸運地研究者找到和每個研究參與者需求平衡，以彼此能夠安心

的方式完成所有面對面的訪談。 

 

四、資料分析 

（一）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說明 

本研究正式採用分析之資料共為 8位研究參與者，其年齡介於 25歲至 33

歲之間。因篩選時主要以條件與經驗是否與研究主題相符，訪談位置會配合研

究參與者方便之處，故訪談地點分佈於臺灣六縣市，分別為台北市、新北市、

桃園市、新竹市、台中市、高雄市。所有研究參與者都符合研究條件，皆有在

機構與心同一位理師會談 8次以上的經驗，機構分別為醫療院所、社區心理衛

生中心、自費機構等，暱稱、年齡、研究參與者來源、訪談日期、訪談地點與

訪談時數等詳細資料以表格呈現列出（表 3-1 研究參與者資料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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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研究參與者資料一覽表 

 

    這 8位研究參與者不僅符合研究社定之條件，在求學時期，皆有在校園裡

的輔導或諮商經驗，也因為有著不只一段的諮商經驗，每一段的經驗也有所不

同，在訪談過程中能透過比較不同時期、與不同心理師的諮商經驗，協助研究

者對於研究參與者之諮商歷程有更豐富的理解，且能比較不同段經驗所產生的

不同感受。這些諮商經驗當中也包含與實習心理師，或是由精神科醫師評估轉

介，因此會整理各個研究參與者的相關歷史經驗以表格（表 3-2研究參與者諮

商經驗列表）形式呈現。 

  

編號 暱稱 年齡 來源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訪談時數 

1 J 26 研究者人脈 2020.03.20 新北 1.5 小時 

2 Finneas 25 網路招募 2020.03.23 台北 2 小時 

3 俊 26 網路招募 2020.03.28 高雄 1.5 小時 

4 Emma 26 網路招募 2020.03.29 高雄 1.5 小時 

5 Ｃ 33 網路招募 2020.04.03 桃園 2.5 小時 

6 阿秋 27 網路招募 2020.04.11 新竹 1.5 小時 

7 Yellow 25 網路招募 2020.04.13 台北 1.5 小時 

8 S 27 網路招募 2020.04.18 台北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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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研究參與者諮商經驗列表 

 

編號 暱稱 諮商時期 諮商地點/諮商者 主訴議題 諮商次數 

 

 

1 

 

 

J 

19 歲 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感情 8 次 

21 歲 大學諮商中心/實習心理師 感情 1 次 

23 歲 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感情 3 次 

23 歲 自費機構/諮商心理師（同 19） 感情 20 次 

25 歲 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生涯探索 3 次 

 

2 

 

Finneas 

21 歲 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自我認同 5 次 

24 歲 心理衛生中心/諮商心理師 情緒 20 次 

25 歲 心理衛生中心/與上一段同一位 情緒 16 次 

 

 

3 

 

 

俊 

14 歲 國中/學校輔導老師 感情 1 次 

15 歲 國中/學校輔導老師 課業壓力 8 次 

21 歲 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感情 8 次 

22 歲 大學諮商中心/實習心理師 感情 6 次 

23 歲 醫院/臨床心理師 感情 5 年 

（每週一次） 

 

 

 

4 

 

 

 

Emma 

17 歲 高中/學校輔導教師 課業壓力 半年 

（每週一次） 

21 歲 大學學諮中心/諮商心理師 失落經驗 3 次 

22 歲 大學學諮中心/諮商心理師 感情 5 次 

22 歲 診所/實習諮心理師 感情 6 次 

 

23 歲 

 

診所/諮商心理師 

工作壓力 

感情 

自我探索 

一年 

（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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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歲 診所/與上一段同一位 感情 1 次 

 

 

5 

 

 

Ｃ 

21 歲 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焦慮情緒 2 次 

21 歲 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焦慮情緒 3 次 

22 歲 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焦慮情緒 八個月 

（每週一次） 

28 歲 自費機構/諮商心理師 工作壓力 12 次 

31 歲 自費機構/諮商心理師 感情 一年八個月 

（每週一次） 

6 阿秋 24 歲 大學諮商中心/實習心理師 情緒議題 10 次 

27 歲 自費機構/諮商心理師 情緒議題 20 次 

 

7 

 

Yellow 

20 歲 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自我探索 6 次 

22 歲 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生涯探索 8 次 

24 歲 自費機構/諮商心理師 感情 10 次 

25 歲 自費機構/諮商心理師 感情 16 次 

 

8 

 

Ｓ 

15 歲 國中/學校輔導老師 情緒議題 不定期關心 

16 歲 醫院/臨床心理師 情緒議題 15 次 

23 歲 診所/精神科醫師 情緒議題 3 次 

23 歲 診所/男性心理師 情緒議題 1 次 

23 歲 診所/諮商心理師 情緒議題 1 次 

24 歲 診所/諮商心理師 自我探索 15 次 

 

在資料分析的各主題討論之下，研究者若引用研究參與者所敘述之內容，

屬於特定某個階段，會於後方括號內備註與研究參與者諮商經驗列表中的相關

摘要，以說明談話者、此經驗的年齡、地點、對象資訊，以便讀者能夠清楚研

究參與者所描述的經驗及狀態是屬於哪一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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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前導研究所的研究參與者酪梨曾經驗的諮商次數皆較短，在研究條件

修正之後，並未符合正式研究所設定的最少 8 次，故僅提供正式研究條件設定

之參考，未將與其之訪談經驗納入此次研究的資料分析；而有另一位於新竹訪

談的研究參與者同學，在我們相約於其工作地點的正式訪談過程中，研究者才

得知此為研究參與者於自費機構的諮商經驗皆是與實習心理師進行，因實習身

份尚未取得心理師證照，同樣未符合研究條件設定，因此也未納入研究分析與

討論。 

研究者所接觸的每一位研究參與者，都有著不只一段與心理專業工作者的

互動經驗，而在各主題的討論之下，研究者會引用研究參與者之敘述內容，為

了使讀者能夠清楚正在陳述的經驗，其互動對象是誰，會將那一段經驗的簡單

資訊在引用文字的最後放置括號內呈現，舉例如下： 

 

那個時候，其實基本上，我對於心理系，因為我對心理系本來就比較有憧

憬，所以我覺得來的一定是一個還蠻 peace 的人，這樣子，可能我對老師

的、心理師的期待本來就比較，太大了這樣子，今天好像是我們不管談什

麼，我們不管談什麼都可以，我那時候不知道心理師可能會有自己的限制

之類的。我那時候就比較開放這樣子。（俊，21 歲時，大學諮商中心：諮

商心理師） 

 

若研究者引用的內容中，研究參與者沒有特定指哪一段諮商經驗，比較屬

於廣泛性的分享，則會以當時進行研究訪談的地點以供辨識。舉例如下： 

 

當諮商師如果他有那樣子讓，就是可能無意間的歧視或是什麼的時候，對

於對方那個傷害度會比一般人還要高，因為我已經對你期待那麼高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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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還給我搞這個，就會更高，可是如果是被一個護家盟，像如果那個精

神科醫師，他真的其實是護家盟，他真的是這樣，其實我就會覺得傷害度

沒這麼高。……可是如果諮商師有，我可能會有點受傷。（C，桃園，社

區會客室） 

 

    而引用的研究參與者對話內容當中，有要呈現動作、補充語句省略的詞

語、以臺語表示等訊息，也會在該段文字後以括號呈現，範例如下： 

 

我記得她，就只有在一開始，她可能自己有察覺，然後，就是她的態度讓

我覺得說，她有點「不好意思」（台語）這樣子。（C，22 歲時，大學諮

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二）研究參與者的認同皆為女同志，但有著多元的性別角色認同 

即使所有研究參與者都擁有「女同志」這個較大範圍的認同，對於自己的

性別認同非常多元、性別氣質也各有特色，對於目前的認同狀態也大相徑庭。

在研究條件設定時，性別認同部分並未有所規範，希望以個人的認同為主，訪

談過程的脈絡下，甚至是諮商過程中，個人的性別角色認同也未必會是所談論

的重點之一，因此並不將此列為表格的項目。若在分析資料過程當中，有因個

人的性別認同與性別氣質等因素而影響諮商互動關係，會於討論與資料分析中

加以個別描述並呈現。 

 

（三）分析方式 

研究者於資料搜集完成後開始進行資料分析，以後結構女性主義之視角，

先沈浸於所有訪談逐字稿文字中反覆閱讀，簡單歸納各段落傳遞的訊息，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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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概念後，摘要出研究參與者於內容中想要傳達出來的類別，並歸類成研究

者設定之主題。以下使用前導研究參與者酪梨之逐字稿段落示例： 

 

表 3-3  逐字稿文字、摘要、類別、主題命名示例 

逐字稿文字 摘要 類別 主題 

…很自然的去聽我分享我

的感情上的事情……她給

我的感覺是她覺得這是很

自然的事情，就不會是一

個特殊的感情，就不會因

為是同志而比較特殊，對

至少她有給我這感覺，而

且其實雖然她沒什麼講

話，但我覺得跟她分享還

是滿讓人放心的… 

很自然聽我分享感情上

的事情，不會因為是同

志而是比較特殊，跟她

分享還蠻讓人放心的。 

諮商心理師不

將同性戀傾向

視為特殊而感

到安心 

心理師對於同性

戀的態度 

 

 

 

 

 

 

 

 

生活真的是二十四小時都

在一起，然後很多女同志

都這樣，對，可是可能他

們沒有去認識到這個…當

時的女友就是有點想要試

圖的控制我，可是跟我覺

得跟異性戀的感覺還是不

太一樣，但她也許是用異

性戀的方式去想… 

很多女同志關係剛在一

起很快就同居，可是女

友想控制我的感覺與異

性戀不同，而她用異性

戀的方式去想。 

諮商心理不熟

悉女同志親密

關係並視為與

異性戀無異 

心理師對於女同

志文化的熟悉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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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參與者資料分析檢核表 

研究者在資料分析完畢後，將整份論文寄給研究參與者，透過瞭解研究脈

絡及分析內容，請研究參與者填寫檢核表，8 位皆表示文字內容與研究參與者

真實經驗皆相符，且相符程度百分比介於 90%~100%間，研究者於收到回饋表

單後進行分析字句之修改，以更貼近研究參與者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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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一、研究邀請函 

研究者事先擬定研究邀請函（詳見附件二），並將研究主題、目的、研究

參與者需求之條件及相關事項列出，製成碩士論文訪談邀請網路表單（詳見附

件六）於招募時公開於網路上，並附上 google 表單之網址，提供有興趣參與研

究者填寫基本資料，經由文字內容初步篩選尋找適合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並主

動與之聯繫，再次詢問其參與研究之意願，並提供完整書面研究邀請函，確認

其符合研究參與資格，並說明相關事項。 

 

二、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知情同意書（詳見附件四）共一式兩份，研究者會以口頭說明，並讓研究

參與者瀏覽書面資料，且有足夠時間考慮，由研究者、研究參與者皆簽名後，

一份由研究者留存，一份由研究參與者留存。 

 

三、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詳見附件三）會於訪談前先備妥，若研究參與者主動詢問，研

究者會在訪談前提供書面資料供參考；研究參與者若無特別提出訪綱或相關需

求，研究者會將訪談大綱的架構內化於訪談過程中。訪談進行中並不會按照訪

談大綱逐一詢問，而是以其為基礎架構，實際上會跟著研究參與者思考之脈

絡，透過互動加以理解其相關經驗。 

 

四、訪談札記 

搜集資料的過程中，除了由研究參與者口述之事實之外，其所沒有說的部

分，同樣富有重要資訊。「我們在做訪談的時候，不能夠只留意受訪者講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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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更要留意如何講」（游美惠，2010）。透過女同志案主為經驗主體的敘說

歷程，研究者作為另一個經驗主體，將透過訪談當下或是訪談結束後的書寫，

摘要與紀錄與研究參與者互動過程中的非語言訊息如眼神、手勢、音調、情

緒、彼此互動的動力、研究者自身的感受省思及其他環境中的細節。並將札記

加以對照錄音檔，能更清晰看見訪談歷程的樣貌、進入研究參與者的經驗世

界，捕捉話語間的核心概念並萃取出其精華。 

 

五、錄音器材 

錄音器材以錄音筆進行錄音，為避免設備狀況影響訪談錄音，輔以備用手

機進行錄音，且無電話通訊及無網路功能，能確保訪談過程不受中斷及其餘因

素干擾，雙重設備的錄音之下，也確保研究訪談過程能確實記錄。錄音資料皆

妥善保存，以保障研究參與者之隱私權。 

 

六、研究參與者報酬 

為感謝研究者參與者協助研究進行，提供珍貴的個人經驗，加上考量六色

彩虹對於女同志族群也有著特別之意義，研究者挑選有彩虹樣式之小禮物，傳

遞表達支持同志權益之意念，價值約台幣 200 元。於訪談結束時直接贈予，或

訪談結束後以寄件的方式致贈小禮物。 

 

七、訪談回饋函 

研究者在打完逐字稿後會與研究參與者確認授權分析，並於資料分析後，

請研究參與者填寫研究參與者資料分析檢核表（詳見附件五），進行研究結果

之檢核，是否符合其真實經驗、有無任何想要進行刪減之部分，並瞭解研究參

與者的建議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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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倫理 

一、 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提供研究參與者紙本之知情同意書，口頭說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研究

相關資訊，並讓研究參與者有足夠時間思考，確認其同意參與此研究。 

 

二、 保密原則（confidentiality） 

研究參與者皆會以匿名呈現於研究中，若有易辨別之個人資訊也會以代號

或模糊處理，保護研究參與者身份不被辨識。 

 

三、 資料處理 

為使原始資料能較完整，研究者會於訪談後一週內，親自謄錄訪談逐字

稿，並連結訪談札記，將訪談時情境與非語言訊息等資訊，完整記錄訪談資

料。 

 

四、 結果檢核 

高淑清（2008）提及研究於不同階段，會涉及不同的焦點問題，在資料分

析和詮釋階段，需特別留意真實地反應不同的觀點和意見。因此研究者會與研

究參與者，進行兩次研究結果檢核。確認時間分別為「錄音檔轉錄為逐字稿

後」、「資料分析結束後」，第一階段逐字稿會以電子郵件文字檔案與研究參

與者做確認授權進行資料分析，而分析結果會以較正式的「訪談回饋函」請研

究參與者檢核是否無偏離其語意，或有任何需要刪減修改之處及回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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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途退出 

研究參與者擁有其自由意願及權利，可隨時決定是否繼續抑或者退出研

究，其相關資料也會在退出時一併予以刪除。 

 

六、 涉及違反諮商倫理及法律之處理原則 

諮商關係乃個案與心理師之專業、倫理之契約關係，雖心理師法及諮商專

業倫理守則已經明文規定需遵守之項目，但難以避免發生違反專業倫理或法律

之情事，發生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臺灣目前尚未有專以同志族群的諮商關係

做相關的倫理守則規範，僅有諮商專業倫理中「受益權」、「免受傷害」等原

則。為保障研究參與者之權利，於本研究進行過程中，若研究參與者提及與心

理師的諮商歷程中有違反專業倫理或法律相關事項，研究者會遵守學術倫理，

並以下述幾個原則進行處理： 

1. 研究者會以研究參與者所提之事件，與指導教授及相關專業人士諮詢。 

2. 研究者會提供適合研究參與者之相關申訴管道、方法及其他資源，讓研

究參與者了解自己的權利。例如：主管機關、各地區心理師公會、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

國聯合會等。 

3. 若研究參與者所提及事件，非有法定通報義務之事項，會尊重研究參與

者了解可用資源後，後續是否採取行動之意願。 

4. 若研究參與者所提及事件，為法定需通報事項，例如有自傷傷人之虞、

等，研究者需打破保密原則，通報相關單位以尋求其他資源，協助研究

參與者。例如：研究參與者因結束關係仍處於有自我傷害之意圖，評估

風險極高，將法定通報社區自殺防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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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發現 

本章將女同志諮商經驗分為三個部分呈現，第一節先彙整女同志找尋諮商

過程的方式與考量，第二節呈現女同志在諮商歷程中與心理師的互動與感受，

第三節整理心理師覺知社會事件對女同志諮商歷程的影響。 

 

第一節 女同志找尋諮商過程的方式與考量 

以下整理研究參與者對於即將踏入諮商室的各方面考量。在經過資料分析

後，本研究發現，女同志對於心理師大多有著較正面的想像與期待，認為心理

師是比一般人更能理解與接納同志，雖然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偶爾會令人感到失

落，但即使有了不符期待的經歷，眾人對於心理師還是有著正向的期許，女同

志也期待諮商預約系統能夠數位化，透過文字傳遞需求，緩衝可能遭遇不友善

之衝擊。而女同志會決定使用諮商資源，勇敢地踏入諮商室，有著許多不同的

動機，因為女同志身份仍是異性戀社會下的少數，在尋求資源時，也會有與這

個身份認同相關的考慮因素。若由親友推薦、清楚機構持友善立場，都能讓進

入諮商的歷程更為順利，由醫師評估後進行適當轉介，也可能較符合女同志案

主的需求；而心理師的生理性別與性傾向等相關因素，對於女同志案主來說也

有著不同的意義。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女同志對諮商的想像與期待 

（一）心理師比一般人更能接納同志  

從研究訪談過程中發現，大多研究參與者都理解心理師是需經過專業訓練

的助人工作者，因此會預設心理師的形象是友善的、對同志有著較高的接納程

度與包容性。研究參與者俊、C、Yellow就都特別提到，對於心理師擁有的多

元性別友善程度，會比一般人有著更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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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從事助人工作多年，平日忙碌的他在週末休息時間撥空與我進行研究

訪談。與俊聯繫的時候，就發現他是個非常細心的人，不厭其煩撰寫了大篇幅

的文字與我細細說著自己過往的諮商經驗，而因為他其中有段長期諮商經驗的

對象為臨床心理師而非諮商心理師，所以主動再與我確認研究的條件相關細

節。從邀約過程短短的互動中，就發現了他的細膩與親切，同樣有著研究所學

習經驗的他，為了協助我的研究竭盡了全力，讓人感動。我們約在高雄進行訪

談，那是一個和煦的假日午後，陽光透著半透明的簾幕打在客廳的小桌子上，

我們以約八十五度的位置坐在沙發上開啟談話，一直聊到亮黃的陽光轉橘、一

直聊到天色漸漸變黑，才餓著肚子離去。 

俊在大學的時候第一次主動接觸學校諮商中心，他提到自己對於心理師的

想像可能有些過度理想化，起初並沒有太多的防衛與擔憂，所以很開放性地去

尋求協助，也預想心理師可能都會是親切、溫暖、對同志友善的形象。俊提

到： 

  

那個時候，其實基本上，我對於心理系，因為我對心理系本來就比較有憧

憬，所以我覺得來的一定是一個還蠻 peace 的人，這樣子，可能我對老師

的、心理師的期待本來就比較，太大了這樣子，今天好像是我們不管談什

麼，我們不管談什麼都可以，我那時候不知道心理師可能會有自己的限制

之類的。我那時候就比較開放這樣子。（俊，21 歲時，大學諮商中心：諮

商心理師） 

  

但俊在第一次到大學諮商中心與心理師的諮商互動歷程中，感到被心理師

忽視，與他想像中的心理師形象有些不符，導致俊後來再次去諮商中心尋求諮

商時，有主動表示不願意再與同一位心理師進行諮商。而即使在這樣的經驗之

後，俊並沒有放棄使用諮商資源，也逐漸明白心理師有自己的限制，調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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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個角色過高的期待，不過度將心理師當作全知全能的專業工作者，只要

對方的態度是友善的，他會願意多分享與說明，縱使心理師不理解有些與同志

或性別相關的訊息，只要態度是開放與尊重的，需要他花時間多加解釋，他也

覺得沒有關係。 

C 也同樣認為，就是因為對心理師的期待比一般人來得更高，所以當心理

師出現了不友善的言行，傷害的力道也會比一般人來的更強、更容易使人受

傷。和 C 聯繫的過程非常順利，或許是個性的相似，也可能是對彼此的工作場

域有一定的熟悉度，我們透過通訊軟體約時間的過程，就已經開啟了許多與性

別相關的話題。在訪談的過程，甚至於在正式訪談的結束，我們都還是持續延

伸著討論，包括許多同志族群目前在台灣社會及諮商裡所遇到的各種困境。 

研究者與 C 進行訪談的地點是在桃園某社區大樓的會客室，那天的天氣有

些寒冷、下著細細的雨，會客室內挑高的空間與大片的落地窗，只有我們兩個

坐在裡面顯得有些空曠。而健談的 C 是個漂亮、成熟的大姊姊，從訪談的過程

中，了解到 C 是個敏銳度高、對自己的情緒狀態覺察性很高、有豐富的心理衛

生相關知識，能夠善用資源協助自己的人。C 對心理師與同志族群互動的專業

期待也很高，她認為就是因為有著這樣子的期待，所以若在互動過程中出現無

意間的歧視言行，那對女同志個案造成的傷害度將會比一般人來得大許多，她

說： 

 

當諮商師如果他有那樣子讓，就是可能無意間的歧視或是什麼的時候，對

於對方那個傷害度會比一般人還要高，因為我已經對你期待那麼高了，結

果你還給我搞這個，就會更高，可是如果是被一個護家盟，像如果那個精

神科醫師，他真的其實是護家盟，他真的是這樣，其實我就會覺得傷害度

沒這麼高。……可是如果諮商師有，我可能會有點受傷。（C，桃園，社

區會客室）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992

73 

 

 

C 覺得若很清楚對方就是反對同志的團體時，即使出現傷害同志的話語，

也未必會帶來太大的衝擊，可是如果與自己會談的諮商心理師出現這樣的言

行，確實是會帶來更大的傷害的。 

而 Yellow 雖然在自費諮商的第一次初談時，也猶豫了要不要提到自己的女

同志身份，但也因著對心理師專業人物形象的信任，而勇於主動出櫃。訪談那

天的天氣很冷，Yellow 騎著摩托車特地來參與研究訪談，相約的地點在研究者

朋友家的客廳，是一個小小的方形木桌，我們坐在地板上、叫了外送，一起吃

完香噴噴的炸物，才開始我們的訪談。Yellow 給人的感覺是一個非常溫和可愛

的女孩，有些害羞，過程當中她提到了許多與伴侶的關係，從她描述與伴侶的

互動中，可以感覺到她是一個很願意陪伴別人、很溫暖的存在。她提到第一次

去自費諮商時，在電話中和初談員談話的心情： 

 

就是那個時候，就是會一直有一個猶豫是，我不知道要不要說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跟女生這件事情會不會構成，他們需要評估的一個點，或者是什

麼的。我也不太知道，就是說了。但是我有個基本的相信是，心理師或諮

商所應該是友善的……就是然後我想說，那我就應該沒關係吧，也希望他

們聽到之後，會稍微，不要找一個很排斥的給我。（Yellow，24 歲，自費

機構：諮商心理師） 

 

    Yellow 其實對於心理師和諮商所都是有著基本的信任，不過內心仍然有些

許擔憂，也不確定心理師的態度究竟會是如何。但為了讓自己的諮商歷程可以

更順利，也希望透過說明自己的女同志身份這件事情，能至少避開可能排斥同

志的心理師，以保護自己不受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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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俊、Ｃ與 Yellow 之外，其他幾位研究參與者，也多從事助人相

關行業，或是本身對於諮商領域和心理師這個職業的理解度偏高，能夠相信心

理師這樣的專業能力，伴隨著對多元性別族群有較高的同理心與接納度，因此

在初談時就願意提到自己的女同志身份，或是在諮商歷程的初期與心理師出

櫃，並不會是太巨大的困難。而 S 則是認為「諮商師也是一般人」，不會有特

別的預想，但他很清楚表明，並不願意浪費錢與時間在不友善，或完全不理解

女同志及其相關文化的心理師身上。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心理師的專業形象，以及對多元性別族群的友善

度，對於女同志案主來說是相對正向且感到安心的，不過這些事前的想像與猜

測，在當研究參與者實際接觸之後，也會發現每個心理師的狀態有所差異、可

能有各自的限制，即使心理師並不帶有歧視，也未必都能夠理解女同志，或是

適合與之進行諮商。 

 

（二）女同志期待諮商預約系統數位化、個別化 

在預約諮商的方式中，有幾位研究參與者提到偏好能夠透過網頁的方式進

行線上預約，也期待各個諮商預約系統能夠採用此方式。此種方式除了能夠較

自在提到自己的性向認同之外，對於不確定他人的反應，尤其是負向的訊息，

能夠不這麼直接被衝擊。 

Yellow 兩次自費尋求諮商都特別找尋可以線上預約的機構，對她而言，一

方面她了解自己的性格，透過電話或是見面去提自己的需求可能會有些不自

在，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若可以在線上預約時就以文字備註自己的需求，也能

夠減少一些不確定的因素。 

  

其實我覺得可以線上預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就算是，因為我會選

線上預約，也是如果他就算不友善或是拒絕，就是會有一些不友善的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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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我也不會這麼直接的受到波及。現場反應我可能就很敏感的可以感受

到，然後就會，就不是這麼舒服，如果接線的那個人，因為接線的通常也

是實習生，或者是說不定不是相關背景的，就會讓人覺得有一點，擔心

啦。我可以先寫好我想要說的是什麼，我覺得這件事蠻好的，有一些空間

可以緩衝。（Yellow，臺北） 

 

Yellow 認為採以線上預約的方式預約諮商，可以協助她緩衝過程當中可能

不是這麼友善的回應。不僅是 Yellow 提到有關諮商系統預約的方式，其他幾位

研究參與者也分享了自己在預約這部分的經驗，或是個人對預約系統的期待。

Finneas 原先對於諮商也有許多擔心，要踏入諮商中心覺得有些緊張，但因為學

校諮商中心預約可以使用線上預約制，較容易且方便，也促使他開始使用諮商

資源。 

 

我朋友就說，「沒有阿，你知道我室友超愛去的，一直預約一直去，我說

「真的嗎？」，他說「真的，你現在上網預約就可以去了」，我就喔～於

是我就去預約，然後兩個禮拜就去了。（Finneas，21 歲，大學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網路預約諮商的方便性，減緩了 Finneas 的一些緊張，以及降低 Yellow 覺

得若遇到不友善的人擔心，對他們而言是重要的因素。 

俊未使用過線上預約，但也提到此方式較有保密性。俊第一次找尋諮商的

經驗，是直接去諮商中心的現場，找工讀生填寫表格後才能進入後續媒合、與

心理師會談的程序。他也提到，因為工讀生並非主要會談的心理師，若初談的

預約能以線上方式會比較好，保密性也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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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因為他們，我就是寫我分手、失戀嘛。……因為我們接的是工

讀生，我不想要（提到自己的性傾向），我覺得沒必要。……我覺得（線

上預約）比較保密一點。（俊，21 歲，、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除了上述三位研究參與者之外，J 雖然也是透過網路系統預約，但她特別

提到預約表單設計的部分。J 能了解學校的分案制度，但提到預約諮商的線上

表格設計型態，未有開放式的欄位提供填寫，僅能粗略勾選議題及選擇時段，

這樣的限制，讓她即使想備註，也無法在預約表格上就提到關於同志身份的訊

息。J 分享他預約時的情形： 

 

我覺得，因為學校的制度設計，比如說在選課上，或什麼，他們都很一個

蘿蔔一個坑。就是比如說，這幾堂課就是這幾個系的人修，所以這幾個諮

商師就是負責這幾個系，他們有點這樣子分派。……有在那個線上預約有

勾，情感或家庭這種很粗略的，可是沒有辦法表達要性別友善。（J，25

歲，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J 提到學校有點類似以責任制的分派諮商師，學生若要找尋諮商的時候，

就是會直接被指派是哪個心理師，也沒有辦法在諮商預約系統上加以標註，自

己期待與性別友善的心理師會談的需求，這是讓她覺得可以改善的部分。 

而其他研究參與者沒有提到關於預約系統的部分，研究者透過談話的脈絡

去推測，可能是因為由他人轉介不需要由自己預約，或是當人對於踏入諮商領

域與相關工作人員面對面，其實沒有太大的擔心。但從上述研究參與者經驗，

可以發現諮商預約系統的數位化、表格設計的個別化，也是在女同志尋求諮商

時，能降低不確定因素與擔憂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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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同志尋找諮商資源的管道與方式 

女同志尋找資源的管道與方式，有以下三個特色：由信任的親友引薦諮商

資源、確認機構或心理師對同志的立場、由醫師評估後進行適當的轉介。 

 

（一）信任的親友引薦諮商資源 

研究參與者在接觸諮商資源時，都會期待能夠遇到同志友善的心理師，有

些人會擔心自己尋找風險過大，若是透過熟識的友人介紹，信任度會比較高。

例如 J、C 兩位都是由親朋好友介紹同志友善的機構或心理師，基於研究參與者

對他們的信任、親友對自己足夠的理解，能協助過濾一些不適當的資源，免除

許多不確定此諮商資源是否友善的擔憂、避免自己在脆弱的時刻又被二度傷

害。 

J 是所有的研究參與者中唯一一位研究者的朋友，從相識至今約莫七個年

頭，我們曾在同志遊行和同性婚姻立法過程中的許多活動一起走上街頭，也在

台灣一些角落留下足跡，若較少見面的日子，會用 Instagram 通訊軟體透過文字

關心彼此的狀況。和 J 的研究訪談是在她家進行，是我們都熟悉且自在的場

所，Ｊ的伴侶與貓當時也在家中另一個空間陪著她，或許是因為彼此的熟識，

在簡單關心彼此近況，我們很快地就進入訪談的情境，J 的文字與話語真情流

露，提到一些過往經驗時，會讓我們忍不住都濕了眼框，訪談完的那個晚上，

我也因為細細思索著 J 所談及的內容，感受到當年情緒的力道與被心理師接住

的感動，情緒波動的難以入眠。 

J 一直都是在感情中很努力的那個人，總是看著她用盡生命的去愛著對

方，而她第一次諮商經驗主訴議題就與感情有關，Ｊ原本與女朋友同住，結束

感情之際，生活方式也起了很大的變化，使Ｊ的情緒狀態因而受影響，J 習慣

透過文字抒發自己的情緒，親戚看到 J 臉書上的文字訊息，主動關心並媒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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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諮商心理師給 J，不僅增加了 J 使用諮商資源的意願，而與心理師接觸後，

的確也非常符合 J 的需求。她告訴我會開始諮商的契機： 

  

就是第一次出來，自己在外面住，就是我們住在一起，所以就是她搬走，

之後突然突然變一個人生活，然後我就覺得是情緒狀態都一直不太好，然

後那時候我就會在臉書上發一些，就是不太好的動態。然後我有一個親

戚，然後她就說就是，她有一個以前的同學，現在剛好在 OO（學校）服

務，她覺得我們可能談的來，如果我有什麼困擾的話，可以考慮去找她說

說看這樣子，然後我就，喔我就約了。（J，19 歲時，大學諮商中心：諮商

心理師） 

  

因為有親戚的了解與媒合，J 在回顧自己各段諮商經驗中，表示最能被這

位心理師理解，給予許多正向的評價，即使後來這位心理師離開原單位而換了

一個地方服務，J 仍在需要的時候主動去找這位心理師進行諮商。 

同樣地，C 也是透過友人介紹同志友善的諮商資源。C 從大學就曾主動使

用學校的諮商資源，在大學畢業之後，也有過兩段的自費諮商經驗，都是參考

從事諮商相關工作的朋友所介紹之機構，對 C 而言，朋友的介紹是一種品質保

證，可以省去很多工。C 提到了這位朋友的介紹對她有重要的意義： 

  

我覺得我朋友是一個點，是一個很大的點，因為他，介紹的，絕對不是

（不適合的心理師），因為我信任這個人，信任這個人的判斷。……因為

他是我朋友介紹的，我朋友他當然知道我的一切，所以等於有他好像是品

質保證。……如果要我自己去找，我可能不會到，我可能會有點刪除法這

樣，我可能會 google 他，如果我自己要去找的話，然後如果，可是因為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992

79 

 

也不太會有什麼，因為我想說我要怎麼知道他的態度，因為我覺得好像，

那可能我自己去找的話，我就會是有點是冒險，就是要我跟他面對面談

過，才會知道，不然在那之前，除非有明顯的說，他自己發表的文章，或

是他自己就是，你可以從哪裡辨認出他的信仰這種，有跡可循的以外，我

覺得大部分都沒有，就只是正常什麼學校、專長啊，教育有的沒的（台

語），如果是這樣子，這麼中性的簡介的情況下，可是因為我這樣子，我

好像不會自己去找耶，因為我會覺得踩雷機率會很高。（C，桃園，社區

會客室） 

  

C 因為對朋友的信任，因此較能夠安心的去找尋諮商資源。當研究者詢問

C 是否嘗試過其他找尋諮商資源的方式，C 透露她並不會考慮使用自行上網找

尋心理師的方式，她認為若沒有信任的人介紹，難以保證找到的人狀況會如

何，踩雷的機率太高，她不會輕易嘗試。 

除了上述 J、C 兩位研究參與者之外，Yellow 則是由同事介紹相關資源。

Yellow 當時會有諮商的念頭，起因於陪伴伴侶度過工作壓力及自傷意念較強烈

的艱難時刻，因為會習慣採取先收起自己的情緒、努力陪伴對方的方式。但在

那個同時，Yellow 從事的輔導工作也同樣高壓，需要有很多的情緒勞動，在這

樣的雙重壓力與壓抑之下，在伴侶情況稍微穩定之後，她逐漸發現很難再去接

觸自己或他人的情緒，Yellow 想要對於此狀態加以探索，因此透過同事介紹適

合的諮商資源，而開啟第一次自費諮商的經驗。Yellow 與我分享： 

  

就是之前有聽過，同事說，那是某個學校的老師還什麼的出來開的，所以

就是他們那時候就有推薦說，裡面諮商師的素質都還不錯，那可以，然後

他們那邊的預約也相對方便，所以我就想說，那邊離我們學校也近，所以

我就去預約了。（Yellow，24 歲，自費機構：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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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llow 有先到機構網站查詢，諮商師介紹中有多元性別相關議題專長讓他

稍稍放心，加上同事也推薦此家機構，似乎能稍微確保品質，更重要的是線上

預約系統的方便性，讓 Yellow 開始第一次自費諮商的經驗。而 Yellow 的伴侶

後來也與她到同樣的機構尋求諮商，有信任他人引薦的資源，會讓人安心許

多。 

 

（二）確認機構或心理師對同志的立場 

前段所述三位研究參與者皆由親友介紹機構或心理師，阿秋同樣是由自己

的學姊介紹諮商資源給她，除了此項原因之外，他表示能清楚知道該機構對同

志族群的態度與立場是友善且正向的，也是他決定使用諮商資源非常重要的因

素之一。 

和阿秋的訪談是在新竹的某間咖啡廳進行，店家貼心地將我們的位置安排

在獨立的後院，那是個空曠且充滿綠意的空間，只是鐵坐的椅子不是那麼舒

適。同樣是休假日的下午，我們一人點了一杯飲料放在圓桌上，面對面開始了

我們的對話，但那天天氣不是太好，訪談進行中還因為過大的雨聲敲落在鐵皮

上，稍稍受到驚嚇中斷了我們的會談。 

阿秋在研究所時期第一次嘗試尋求諮商資源，熟識的學姊因為曾有過諮商

的經驗，對諮商相關資源比較清楚，甚至為阿秋說明了諮商的進行方式等細

節，並鼓勵阿秋嘗試，提醒阿秋若不適應也可以換心理師等資訊，再加上阿秋

留意到學校諮商中心當時辦理許多與多元性別相關的業務，雖然他未曾直接地

參與這些活動，當看到諮商中心門口也擺著一大面彩虹旗，一眼即可明瞭機構

的立場，讓尚未使用過諮商資源的阿秋比較能夠放心，因而開始了第一次諮商

的經驗。阿秋說起他當時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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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情緒很容易到了臨界點。就其他事情都有辦法忍耐，或是先扛著，就

是遇到他的事情就特別沒辦法，對，那一陣子就是，大失控嘛，然後我學

姊就推我去這樣，學校諮商中心，然後因為我們學校諮商中心也是有，他

會做一些業務是有關於多元性別的，所以至少知道，這個諮商中心是友善

的，至少他對外是友善的，他們會辦一些講座阿，佈告阿，他們甚至在他

們諮商的門口，擺彩虹旗很大一面，對，所以我知道高醫大這方面是有在

注意的。（阿秋，新竹，咖啡廳） 

  

在阿秋在畢業之後，因為伴侶關係中的衝突使他感到困擾，有了上次校園

中的經驗，這次他就主動詢問了當時介紹他諮商資源的學姊，是否有同志友善

的心理諮商資源可提供。這位學姊推薦給他的諮商心理師，帶領阿秋探索許多

連他自己也沒有想過的性別相關議題，讓阿秋與這位心理師的諮商歷程充滿正

向經驗。他與研究者分享學姊是如何將引薦資源給他： 

  

我就是知道我學姊這塊管道比較熟，我就問他，然後因為這件事，我那個

衝突他知道，然後我學姊，我覺得他也很清楚的狀態，我覺得有時候他比

我還清楚我的狀態。……然後他就留這個名字，然後跟我說他在，他的機

構就類似一個單位，裡面有好幾個，他就說你去然後指名他，我就直接打

電話問。（阿秋，27 歲，自費機構：諮商心理師） 

  

清楚機構立場而能夠願意踏出諮商，不僅在阿秋的經驗中，Emma 也同樣

因著彩虹貼紙，主動開啟她的一段諮商經驗。Emma 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對於

自己的女同志認同有非常多的掙扎，因為同儕以及親近家人對於同志的負面評

論，讓她長期以來壓抑、否認自己的同性情慾。她在國中時期，看到班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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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同性戀的揶揄言語，擔心自己被貼標籤，因此努力拉開與同性戀的距離；

在陰暗的車子裡聽到家人談論起親戚的同性戀傾向，讓她接收到了同性戀是不

見光、丟臉、齷齪的訊息，這些他人的負向反應，都讓她很難去面對與接納自

己的性傾向。因此，需要確認專業人員對同志的態度，對 Emma 而言是相對重

要的。 

在某個機會下，Emma 透過轉介，參與了診所內諮商心理師團隊所帶的心

理劇團體，因為當時團隊的氛圍友善，加上 Emma 看到其中有位實習諮商心理

師的手機上貼了彩虹的貼紙，讓他鼓起勇氣出櫃。這對 Emma 來說是非常不容

易的嘗試，而就是因為這張彩虹的貼紙，給予她更大的勇氣去面對真實的自

己。 

  

心理劇的時候，我看到有一個實習諮商師手機後面就貼了彩虹，就想說好

啦豁出去了，反正都要守保密原則吧。然後，我就是在心理劇的最後就是

有出櫃，就覺得這個團體中還有人可以接受。（Emma，23 歲，診所：諮

商心理師） 

  

Emma 在此次心理劇團體出櫃之後，當下被接納的氛圍，稍稍破除了

Emma 對這間診所的心理師是否友善的擔憂，且因為對於團體中保密原則的信

任，過了一陣子之後，Emma 也接續著對這個團體的信任感，開始和其中一位

帶領的諮商心理師進行個別諮商。有了熟悉的親友引薦，自己也能夠對機構或

心理師的立場加以確認，這對於研究參與者來說，都提高了接觸諮商場域的意

願。 

Finneas 剛要接觸諮商資源也蠻緊張，透過朋友的建議，以及就讀學校氛圍

也偏向同志友善，才稍微減緩他的焦慮，進而主動求助，正式進入諮商處理自

己的議題。Finneas 分享過程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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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進入過這種狀態，我就覺得不對勁，然後就是我有一個朋友，他說

他是無性戀，反正是男生啦，比較陰柔的男生，我跟他蠻好的，然後就跟

我說，「你知道學校可以去諮商嗎？」，我說「我知道吧，我可能知道，

但我不覺得我要去」之類，或是，嗯，有點緊張，對，或是覺得去了就

會，就感覺好像這件事很嚴重。……最重要的是，那個因為是我們學校的

心理諮商中心，所以我好像，我走進去，第一次走進去的時候我很緊張，

但是我會想了一下，不對啊，有什麼好緊張？我們學校欸，有什麼好緊張

啊！就覺得，拜託，如果連這裡的諮商中心都有一些恐同心理師，那我覺

得其他學校就沒救啦，我真的這樣覺得。（Finneas，21 歲，大學諮商中

心：諮商心理師） 

 

研究參與者即使未必清楚每一個心理師的態度如何，當能夠確認諮商環境

對同志的友善度，便有可能提高使用諮商資源的意願。 

 

（三）醫師評估後進行適當轉介 

訪談研究中也發現，有些研究參與者會開始接受心理諮商，是於看診後經

由醫師的評估進行轉介，醫師有可能轉介其他單位，也有的是直接轉介心理

師。例如 Finneas 會與心理師開始進行會談，正是由看診的醫師協助轉介至社

區心理衛生中心。Finneas 非常健談，也很願意自我揭露，他向我提到，當時要

找尋身心科診所時，他有特別找尋網路評價，看到 LGBTQ 友善的標誌，所以

初步了解了這家診所對同志態度的立場，可以比較放心的去就診。Finneas 與醫

師談了一段時間，醫師大致理解他所面臨的壓力，包含許多的情緒困擾與原生

家庭如何看待他的同志身份相關，因此建議他能夠透過諮商來深入探索這些議

題，加上 Finneas 有經濟的考量，暫時不考慮使用自費資源，醫師轉介他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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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心理衛生中心，再由 Finneas 自行與單位聯繫適合的諮商時段，而非直接轉

介特定的心理師。 

 

那個醫生人非常很好，知道我就是沒有收入，所以他就說，好我幫你寫轉

介單，你去你就只要五十元就好了，我就，喔好。……因為我看身心科醫

師的時候我有查，因為身心科從 google 上面的評價，就寫 LGBTQ 友善。

（Finneas，24 歲時，心理衛生中心：諮商心理師） 

 

在醫師的轉介下，Finneas 以健保的身份到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安排諮商，起

初他與這位心理師並不是非常契合，是持續會談了一段時間，心理師逐漸從對

女同志文化完全的不熟悉，透過雙方持續互動、努力磨合，到後期能上軌道，

雖 Finneas 仍感覺到有些深度的感受未能被理解，但諮商關係的持續的確也對

他目前的狀況有所協助。 

同樣地，與 S 諮商歷程最順利的一段諮商經驗，是由診所醫師直接轉介給

心理師。約好訪談的那天，S 著一身帥氣的西裝、帶著禮貌與自信的笑容，提

著公事包出現在我們相約的咖啡廳，連假日都忙碌奔波於工作的他，尚未進食

就趕緊赴約，讓人覺得既感動又有些不好意思。研究者請店家安排了一個小角

落，並關掉店內的音響，以利訪談的進行，他一邊吃著晚餐，我也藉機閒聊一

番、關心他的工作狀況，才知道積極主動的 S 除了自己份內的工作，還主動支

援並學習其他業務，所以到了假日還是在工作狀態。 

S 說話與思考的速度快，高功能的他，言談邏輯清晰、詞句簡潔有力，與

他訪談的過程需要很專注在對話的脈絡下，剛好研究者也是步調比較快的性

格，因此也讓我們的訪談雖然只有短短時間，卻有著滿滿符合主題的重要資

訊。當初 S 在找尋身心科診所的時候，並沒有特別找同志友善的診所，心理專

業人員是否對同志友善，一直以來並不是他的考慮因素之一，所以 S 提到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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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和他會談過程中，因為了解 S 的同志身份，推薦適當的諮商心理師資源給

他。S 起先對於醫師特地找一個專門有做同志研究的心理師給他時，一開始還

有些困惑跟不適應，對他而言，覺得醫師並沒有必要將這個身份特殊化。不過

當他仔細思考，過往以這樣的思維在找尋醫療或諮商資源時，的確都是因為對

方對同志身份的不理解，不斷讓他感受到在諮商中浪費時間、無法順利持續關

係，遂接受了醫師的安排。 

 

我那時候後來轉介到現在這一個精神科，我是先看門診，門診幫我介紹諮

商師，他也是立刻看，你需要諮商，他其實是一個蠻友善的門診醫師，但

他那時候說要幫我轉介的時候，他也是幫我看了一下，「欸～這個諮商師

他有專門在跟就是同性戀文化研究相關的，然後他也是有專門在接同性戀

的夥伴，那你願不願意接受？」，那我其實心裡面有困惑，就是「為什麼

一定要特別找同性戀？」但是也因為以往的經驗，有遇過真的不了解，所

以就是覺得，「好啊，那就這樣子」。（S，26 歲時，診所：諮商心理

師） 

 

S 透過醫生轉介，第一次嘗試與有研究同志研究的這位心理師進行會談，

接觸之後，的確因著對方對於同志文化的熟悉而順利許多，可以更專注於談論

自己所欲探討的住題，明顯不同於以往的諮商經驗，不會帶給他浪費錢又浪費

時間的感受。 

不論研究參與者使用何種方式來開始接觸諮商，女同志身份確實會在尋求

諮商過程當中，除了原先議題帶來的困擾，多了一層擔憂。這些擔憂，視過往

的成長經驗中重要他人對同志的態度、身邊的支持資源等，對每一位研究參與

者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透過信任的親朋好友引薦、醫師進行轉介、從

細節判斷機構對同志的態度，都會是女同志找諮商過程的方式與考量。不論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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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管道與考量，都是藉由透過他人的保證，初步給予研究參與者信任感，促使

其能更進一步開始諮商。 

 

三、心理師的性別或性傾向等因素對女同志的意義 

接觸諮商資源後，開始進到諮商室與心理師會談，每位研究參與者各自有

與不同的性別、或不同性傾向的心理師諮商的經驗，這些條件對於不同的女同

志案主，有著不同的意義。當心理師的生理性別為男性時，因著其在社會上處

在較讓人感到壓迫的位置，女同志與男性的心理師會談意願較低；但也有參與

者表示，若心理師為圈內人，會預設其比較能夠理解同志，但心理師未必要擁

有同志身份，才能夠確切同理；女同志心理師最能夠貼近研究參與者的需求。

分別說明如下： 

 

（一）男性在社會所呈現之壓迫形象影響女同志與男性心理師會談意願 

幾位研究參與者提到，當面對與不同性傾向、不同性別的心理師會談時，

會有不太一樣的感受，對於每個人的意義也不太相同。而研究者發現，許多人

不約而同提到，較難以與生理男性的心理師會談，進一步詢問的結果，發現研

究參與者會出現這種感受，似乎有很大的原因與男性這個性別在社會上所呈現

的樣態，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與男性互動的負向經驗相關。 

心理師的性別與性傾向為何，多少會為女同志案主帶來一些不同的感受，

特別是與異性戀男性心理師會談，對女同志而言是相對不容易的。即使如此，

每位研究參與者對於與男性心理師會談的反應仍有些差異，有些人完全無法接

受，會刻意避開與男性心理師會談，而有些人認為起頭會有些困難，但若心理

師能確實表達友善，且對女同志文化有相當熟悉度，仍會願意嘗試與信任。 

俊過往的諮商經驗皆是與生理女性的心理師接受會談，雖然他說，心理師

的年齡為何、是否為同志，其實不是他最在意的條件，但他進一步提到若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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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男性的心理師進行會談，不論這位心理師本身是不是同志，俊要去在對方

面前提自己的同性情感是會有點困難的，而這可能與他本身就不是很喜歡與男

性互動有關。他提到： 

  

可能會很難跟他說，就是，我是喜歡女生，我可能會不太想跟他，因為我

自己本來就很不喜歡男生，就是那種你，我本來就不太喜歡跟男生互動。

所以今天如果是一個男生，要來同理我的話，我反而會不喜歡我，我可能

就沒辦法跟他講那麼多。這是我自己的想像，這只能說是偏見吧，我自己

的偏見，對，今天假如是個男生，我好像都會很難跟他提，不管他自己是

不是（同志），我自己會有點抗拒。（俊，高雄） 

  

俊同樣也提及，這樣的抗拒某些部分有可能是自己對於男性的刻板印象，

在一開頭建立關係的時候可能會有些困難，但自己未必會完全透過性別這個條

件去篩選心理師，也相信心理師這樣的專業工作者，基本上是會抱持著開放態

度去面對女同志族群。 

  

但是我會覺得，如果你是個很專業的心理師的話，那你應該會比較抱持著

開放的態度，就或者是你可以不開放，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限制是哪裡。

對，我對心理師的期待是這樣，所以我會覺得就算可能今天這個男生的心

理師好了，如果他給我的感覺是，ok 的，可以談的，他是彈性的，也許我

也會跟他談下去。（俊，高雄） 

  

而 C 也不約而同提到類似的部分，C 接觸過的心理師相較其他人更為多

元，有異性戀女性心理師、女同志心理師及男同志心理師，但她並沒有與異性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992

88 

 

戀男性心理師諮商的經驗。其實 C 大多時候面對自己的女同志身份都有著正向

態度，並且能侃侃而談，但她提到了從她與精神科醫師互動時經驗，研究者發

現她並沒有像在諮商系統內這麼的坦然與自在。研究者進一步了解 C 的想法，

C 表示正因為對方是異性戀男性，且無法確信他對同志的態度為何、無從辨認

友善程度，讓她不太願意主動提自己的女同志身份；同理，她提到若要與異性

戀的男性心理師進行諮商，她的內在會有很多的想像跟未知，就會需要長一點

的時間去建立信任感以及對方的反應，她才有辦法決定要透露哪些訊息。相對

地，當心理師是女性身份時，C 的防備心就會稍低一些，要談自己的同志身份

也相對容易。 

  

對，就是一個一般的男生，對，我覺得跟他，因為我不知道他的態度，然

後我也不知道他是，他會覺得怎麼樣，然後會讓我覺得，啊！算了、算

了、算了，我就不要提，就是，我需要一段時間，建立那個，我對這個人

的信任，我才想要講，我自己想要講的那些，因為也不確定反應會是什麼

這樣。……因為我覺得，可能未知，未知感太多了，就是我有一百個問

號，讓我沒辦法，沒辦法好好的直接講出來，因為我不知道他的態度，他

對這個的認知，然後我甚至不知道他為不會好死不死是基督徒什麼

的。……就是你對於這個人，就是即使我是對於這個身分，我覺得我是認

識的算 ok，不算太淺，然後也相對是有那個自信去抵抗外界的歧視的，可

是對於這個，因為他是個異男，會讓我有很多的想像，跟很多的問

號。……我們的關係不是諮商，但我確實對他會，最不想講啊，就是可能

我要花很長時間，他會需要有很多很多的證明，之後我才會想談，對，可

是那個，可能同時間的那個大學的（女性）諮商師，她就不用搞這些東

西，我就會對她比較快信任。（C，21 歲時，診所：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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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自己與男性精神科醫師的互動經驗，進而思考自己在諮商關係內，女

性相對於男性，她的信任速度的確會快許多。而 Emma 在大學時就有與男性諮

商心理師會談的經驗，當時要處理的是失落的經驗，與自己的女同志身份比較

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他提到了症因為心理師帶給她的「典型男性」感覺，這種

因著性別在社會上的意義產生的壓迫感，讓她沒有辦法與之談心，這位諮商心

理師又以較強勢的方式執意分析 Emma，加上過度的理性，讓她較無法感受到

情緒被照顧的需求，更讓她難以放鬆，比起原先的諮商需求，反而帶給她更大

的壓力，約兩至三次後就主動去電機構說自己沒事了，為的就是可以結束這段

諮商關係。 

  

其實我跟他不熟，然後反正我就講了我的東西，講完一段，他就要開始分

析我，他覺得我怎樣怎樣怎樣，然後我就覺得真的好煩，而且又是個男

生，就不會想談心的感覺，哈哈哈！……而且他看起來就是，比較典型的

男性的那種感覺，然後我就會覺得，我沒辦法跟你談心，你又一直要分析

我。雖然我覺得你講的也沒錯。……但他對我來說我覺得他太理性了，我

就是需要一種母愛的感覺。然後就覺得，好像，算了，不要跟他談。

（Emma，21 歲時，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Emma 就是因為這一次與男性心理師互動的經驗，發現自己真的沒有辦法

自在的與男性心理師進行諮商，因此在她畢業後要找自費諮商時，就會主動說

明要找女性心理師： 

 

「跟女生我比較能聊」，我自己跟他（醫師）講，因為我就想到之前，我

跟男生真的聊不下去，而且現在要花錢，我一定要指定哈哈哈！（Emma，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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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ma 認為需要自費花錢時，她會比較主動提出需求，希望能夠選擇更符

合自己需求的心理師。  

S 認為在與男性談到性別相關的議題時，可能會有卡卡的感受，但這不完

全與男性本身的性別直接相關，而是因為一般生活中與男性同儕或長輩互動的

時候，有些不太相同的思維與邏輯，而這個感受延續下來，造成 S 在與男性的

心理師及精神科醫師會談時，都會呈現這樣的感受，至於有沒有可能是對方對

於同志身份的他的排斥或抗拒，目前也無從得知。 

  

有時候對於男性，有時候講這些東西他們邏輯不太一樣，可是這個經驗是

我來自於一般時候，跟一般，就是跟可能同儕之間或是可能跟長輩之間，

男性跟女性的思維邏輯好像不太一樣，所以延續下來，我在諮商時候覺得

有點卡卡的，並不是他們本身的性別在諮商過程，造成我這樣的感覺，只

是，有感覺，有在一般相處的情況下，有那個敏感度去注意到，這個東西

不在他習慣模式之外，所以跟男性的時候確實是，他也真的不知道那個狀

況是怎麼樣。(S，台北市咖啡廳) 

  

J 則是非常明確地表示，希望自己會談的心理師最好能是女同志，再者是

女生，因為她自覺與男性的距離較遙遠，一部份來自己於自己對於這個性別的

偏見，另一部份是因為現實生活中的負向經驗，認為男性踩在較高權力位置

上，忽視其情緒需求讓她討厭，再加上過往曾與一位男性實習心理師對談，對

方幾乎對女同志一無所知，因此當她需要相關諮商資源時，不會將男性心理師

列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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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會就算不是女同志，我也希望是女生，因為我跟男生之間距離有點

太遠。我覺得是，第一個我本來就會有點不喜歡男生，就是恐男嗎，或是

排男那類的，就是我覺得他們的身體很噁心，就是我很討厭男生，哈哈！

然後第二個是我覺得是，諮商可能比較不會，但我覺得在現實生活中，男

生就是在講話的語境上，通常會踩比較高的權力位置，不是很喜歡這件事

情。就是我就覺得，幹，我不是，就我是想要你安慰，我不是想要你跟我

說，阿你就這樣就好了阿，這很簡單，我很很厭這種對話，聽起來就很不

好，哈哈哈！可是我跟男生諮商師經驗好像只有一次，應該是實習，就是

實習心理師，其他都是女生。(J，21 歲時，大學諮商中心：實習心理師) 

  

不僅是Ｊ，阿秋也提到進入諮商時，心理師的性別對他而言會有差。理由

是因為成長的經驗當中並不熟悉與男性的互動，學習的領域中又讓他對於性別

這一塊更於敏感，因此與生理男性進行諮商會比較沒有安全感，即使是男同志

也會有這樣的感受。阿秋說： 

 

我跟男生不熟，對，我從小到大長大的環境就是，都跟女生比較熟，男生

那塊我根本不熟。然後我又是念性別研究的，又是念女性主義的，所以基

本上就會，你要說我是偏見也好，沒關係，就是對男生會比較不想、不願

意、不想靠近。我會預設他們比較性別不友善，不管是對性傾向或是對於

我女性這個性別來說，我會預設，對，所以我對他們也會有，保持比較長

的距離感，如果我必須要在一個諮商關係裡面，嗯，跟他講很多，我自己

的事情的話，跟一個男生講，我會覺得比較沒有安全感，對。就算他是

gay，我大概也不會太自在，這樣子。（阿秋，新竹，咖啡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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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可以發現女同志在尋求諮商時，其實對於生理男性是有些許擔

憂，那些焦慮跟自己的成長經驗、整個社會上對於性別不同的期待、個人對於

不同性別間權利的敏銳度，甚至是與男性心理師有過會談經驗皆有所相關，這

些感受會讓女同志要與男性心理師諮商並做深度自我揭露而感到不太自在，但

並非每一位研究參與者在尋求諮商協助時都會表明對於心理師性別的期待。 

 

（二）若心理師為圈內人，會預設其比較能夠理解同志 

許多同志族群，會認為若同樣擁有同志身份，就是在同一個圈子裡，因此

稱之為圈內人。Emma 過往的經驗皆是與異性戀心理師進行會談，當他在諮商

小團體中接觸過男同志心理師之後，她發現自己在圈內人面前比較能夠放輕

鬆，也決定未來會先考慮跟有同志身份的心理師進行諮商，至於是男同志或女

同志，對 Emma 來說也都可以接受。 

  

因為那時候公投的時候，有辦一個諮商小團體。對，我有去，那個諮商師

自己有一個工作室，然後他很明顯就是個 gay，他之前也是熱線的工作人

員這樣。對，那時候，就是在場大家都是圈內人，我就覺得蠻放鬆自在，

可以侃侃而談。……看起來是善良的人的話，可能你就會預設，我講，她

會有很直接某種程度的理解，我覺得不需要去預設，我講這個他懂嗎？然

後我講這個他知道我要表達的意思嗎？他會不會就是會錯意，會不會造成

一些誤解啊什麼的。（Emma，高雄） 

 

    雖然 Emma 與男同志心理師的接觸經驗並非個別諮商，但或許是因為同志

身份在這個社會下可能面臨相似的困難，讓 Emma 會相信有許多困難較能被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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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Finneas 並不知道他的心理師是否擁有同志身份，也不曾了解過心理師過

往的經驗，但因為從外表的觀察，了解到這位男性心理師的性別氣質較陰柔，

會讓他假設，心理師會能夠同理他的狀態。Finneas 提到他的設想： 

 

我很放心的原因是因為，可能是心理師先講幾句話吧，然後他的穿著打扮

就是，我就覺得，哦哦，會不會是圈內人，所以我就非常的放心就跟他

講。……因為他的行為跟聲音都是偏陰柔的，然後我會覺得，如果你是男

生，如果是比較陰柔的，其實從小到大就是會很慘，會比女生非常陽剛還

要慘非常多。……會這樣想的原因，我覺得他可能有經歷過一些被霸凌，

或是不是很好的經驗，我覺得他們會比較，可以同理我狀態，我是這樣覺

得啦！（Finneas，21 歲，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因為 Finneas 也同樣屬於性別氣質較中性的打扮，對於心理師與自己皆不

符合社會期待中該性別中的刻板形象，而自己對於性別氣質較陰柔的生理男

性，可能在社會上所遇到的困難來猜想，即使並不了解心理師的實際經驗，也

因著此因素而增加信任感。 

 

（三）心理師未必要擁有同志身份，才能夠確切同理 

在研究者仔細的探問下，J 才發現其實這心理師並沒有與她出櫃過，僅僅

是Ｊ透過心理師中性的外表，以及會談中與心理師對談的感受，去猜測心理師

同為圈內的女同志，而真相究竟為何，其實不得而知。 

  

妳剛那麼一問之後，就是妳問我說，我比較常跟的那個諮商師，她有沒有

在診間表達過對於性別相關的看法，我仔細回想，還真的都沒有欸...就

是，感覺很像一個，默認事實，就像我現在看到你，我知道你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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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們兩個都知道妳是一個人、我是一個人，我看到就知道那是一隻

貓，然後我們都知道我是人，牠是貓。就是它很像一個鋪在底下背景的，

可是，沒有人真的去提起相關的東西，可是對話的框架跟脈絡，很明顯的

就是、就是大家都是女同志，然後就是我不需要特別去解釋這些名詞，我

也不會特別想要去跟她解釋。(J，19 歲時，大學諮商中心、23 歲時，自費

機構：同一位諮商心理師) 

 

J 的這位心理師從未自我揭露過關於自己性傾向的相關訊息，或許是因為

性別氣質較中性的關係，透過外表的系所，讓Ｊ猜測其是「自己人」，帶給 J

些許安全感，但真實的互動當中能否於脈絡下給予 J 適切的回應、是否真的熟

悉女同志相關的相關文化，對 J 來說是在互動中感覺得出來的，而能形成這樣

自然的互動，心理師是否有直接與案主提到自己的性傾向，相較之下似乎就沒

有這麼佔這麼大的重要性 

 

（四）女同志心理師最能夠貼近研究參與者的需求 

有研究參與者認為性別與性傾向並不是自己在意的重點，內心並不希望以

性別或是否具有同志身份來分類心理師的能力與專業度，因為大部分的研究參

與者對於心理師皆有較高的期待與信任度，也希望不管是什麼樣的性別或性傾

向的心理師，都應該要有能力與同志族群進行諮商的能力。而研究參與者實際

的經驗究竟是如何呢？ 

C 曾在兩個不同的自費機構尋求諮商資源，皆為諮商相關領域的朋友所介

紹，信任度足夠，初談時也表明自己的女同志身份，Ｃ不確定是不是這個原

因，兩家機構所分派的心理師，皆為同志身份，一位為男同志，另一位則為女

同志，且兩位心理師皆在會談時自我揭露同志身份，C 才知道心理師皆為同

志。C 雖然期待心理師是同志友善的，但不需要心理師本身也擁有同志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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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貼心」安排下，Ｃ的猜測是機構讓擁有同志身份的心理師與個案會

談，或許會有比較友善感覺，但對他而言，這樣的刻意他並不喜歡，這樣的特

殊對待，反而讓 C 感到有些彆扭。但Ｃ也提到，目前比較遺憾的是，在他的經

驗當中，的確是與女同志心理師的會談上最為順利且有效，不過希望的是在久

遠的未來，心理師們都能夠有陪伴同志個案的能力，這樣女同志在尋求諮商

時，就不一定只限於找女同志心理師。 

  

好像有點矛盾，就是我剛說，我不希望機構好像是幫我找同志，可是，因

為我的結果又可以推出，確實女同志諮商師，他是我所有諮商師裡面，經

驗最好的一個，就好像會有點矛盾，他效果最好，可是我也沒有因此而覺

得，可能我對諮商界的期待是，不要，就是，嗯，不要讓同志覺得可能，

只能跟一樣是同志的人諮商，才會有那麼好的效果，所以我希望這件事情

不要把他，他不要變成那麼高度相關，可能此刻還是這樣，可是可能未

來，長久的未來，這件事情可以脫鉤，這樣子。（C，31 歲時，自費機

構：諮商心理師） 

  

而 J 則是因為很習慣與女同志打交道，因此很希望如果諮商心理師也是女

同志，不論其性別角色認同為何，這種「我們是同一國的」歸屬感，可以避免

掉很多不熟悉女同志文化的尷尬問答。J 說： 

  

其實，我覺得諮商師或是生活中的人，都是欸，我很喜歡跟女同志打交

道，所以我希望全世界都是女同志，所以（諮商心理師）也是女同志是最

好！不論什麼樣的認同，只要是，我就會有一種，我們是同一國的感覺，

就是不用跟你解釋太多別的東西。比如說「你女朋友覺得他自己是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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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不是，T 不一定是這樣的，這種細節，我會希望是女同志。（J，新

北，家中） 

 

女同志在一般情境中，在女性身份與同志身份的雙重壓迫下，會對於與男

性的互動感到不適。因此，當要與生理男性的心理師會談時，可能將此感受連

結至諮商室中，即使研究參與者理智上明白此為專業人士，但感受上仍會對於

男性呈現的形象而難以加以分割，所以對於要自我揭露、談及感情等隱私事

項，較難以感到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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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女同志在諮商歷程中的互動與感受 

女同志案主與心理師在諮商歷程的互動中，會出現許多不同的感受。女同

志從小到大成長的經驗，也讓每個女同志的內心對於這個身份認同有不同的內

心狀態，有些人認同明確，有些還在尋找認同，但或多或少都會有他人不友善

內化恐同的擔憂，而心理師對於同志的態度也在其中產生不同的影響。有些時

候是因為過往的經驗讓他們有所聯想，有時候是心理師未留意的的言語或反應

讓他們產生這些感受。而在訪談的過程，研究者也逐漸發現，不同的心理專業

工作者，即使說了類似的話語或做了相似的事情，出自於動機的不同，每一位

研究參與者的狀態不同，會有的感受與回應也未必相同。以下會會分別呈現女

同志案主的在不同的互動情境下，及其可能會出現的的反應做說明。 

 

一、心理師對於同性戀的態度影響諮商關係 

（一）評估同志情慾的真實性 

美國精神醫療學會(APA)在 1973 年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

冊》中除名，而至今仍有心理師將同性戀視為問題，或以非正向觀點視之，習

慣以過往疾病診斷的某些標準，透過評估是否符合同性傾向的許多問句，帶給

研究參與者困惑及不舒服的感受。 

俊在國中遇到的輔導老師以及大學第一次遇到的心理師，就是很典型的例

子，這兩位都用這樣評估、診斷的方式來看待俊對同性的情感。俊是在國中時

期第一次接觸輔導系統，當時因為喜歡女生的事情被老師知道，被輔導教師找

去問了很多關於個人性傾向的問題，談話內容不僅在確認俊的認同時間、父母

是否知道、甚至是否有與異性接觸的經驗，，除此之外，輔導教師也站在教育

者的立場，嘗試引導俊去學習區分對同性的「崇拜」和「喜歡」，以及強調外

界眼光可能將同性戀視為怪異的現象。這些突如其來的問題，對於國中時的俊

來說，他就很清楚知道，只是老師個人的擔心。因為他自己從小學開始，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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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自己的認同與性別氣質，知道這是非常正常的，當時班上同學對於同性間

的情感非常友善，甚至也有其他女同志情侶公開戀情，因此俊自己並不會因為

自己喜歡同性而感到困擾，反而是這位沒有性別概念的美術老師去兼任輔導老

師，以輔導之名卻充滿刻板印象的種種疑問，造成他的反感。俊說： 

 

坐下來才發現，她到底在供三小（台語），她到底在講什麼？就是她好像

就只是，我那一場聽下來，我會覺得她就好像只是要確認我的性向。我記

得我那時候還蠻乖的，我就跟她說，「對啊，我喜歡女生」這樣子，然後

就開始從，「你什麼時候開始知道自己喜歡女生？」、「阿你喜歡她多

久？」，因為我從小五就認識那個女生，然後一直喜歡她到國中這樣子，

對，然後我就說，從小五開始。「阿你爸媽知道這件事嗎？阿你有沒有想

要跟他們講？」，然後又跟我說，「你們這樣子走在一起，都不會覺得很

奇怪嗎？」之類的，講這種莫名其妙的話！就是確認嘛！然後我覺得她好

像有點在，想要找蛛絲馬跡，就有點像「欸～那你平常會不會跟男生互動

啊？」之類的，就會開始問這種很性別的問題。……她就是想要釐清，我

是不是只是崇拜她而不是喜歡她，那真的是超討厭的，都不知道她到底要

幹嘛！（俊，14 歲時，國中輔導老師） 

 

在與俊會談的當下可以深刻感覺到，俊在與輔導教師的會談，對於這些確

認同性傾向的問題感到厭煩，提到這些多年前的往事，他的不悅似乎到了想要

出聲怒吼的程度。讓人無奈的是，類似的狀況在俊大學與校內的諮商心理師會

談時，又再一次出現，心理師同樣詢問俊是什麼時候開始喜歡女生等相關資訊

的確認，除了語言傳遞的訊息之外，幾次諮商後，俊從非語言訊息中，留意到

心理師對於同志議題的迴避、不願直視自己，讓他更覺得心理師的這些詢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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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真正關心眼前個案的心情與處境，僅僅只是為了確認性向或完成個案記錄而

搜集資料。俊說： 

  

我會覺得比較像在問答，就是我會覺得前面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在蒐集資

料，就我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女生，我會覺得一開始很像在問答，但是就

我自己來說，我會覺得一開始要收集資料，這對我來說，我是可以接受

的……「你們是什麼時候開始交往的？」、「有誰知道這件事？」……我

就覺得很像問答，我會覺得很像是為了蒐集而蒐集，因為就我們知道個案

紀錄大概要寫哪些事情，我就會覺得就好像只是為了要蒐集那個而已。

（俊，21 歲時，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俊所遇到輔導教師與這位心理師，都調查了俊從什麼時候開始喜歡同性，

花了一些時間確認他的同志認同，而俊認為這些提問，並非直接與自身議題相

關，會去加以探問只是出自師長自己的焦慮，加上過往疊加的經驗，提供這些

資訊反而只是讓他有幫助心理師完成個案記錄之感。 

不僅是俊，研究參與者 S 的諮商經驗中，也曾遇過一位男性心理師，他用

盡全力想評估Ｓ在與異性相處及同性相處的差異，才只進行一次的諮商後，S

就覺得完全不適合與這位心理師繼續會談。那些需要不斷解釋自己性向的過程

讓 S 覺得浪費錢又浪費時間，他生動地還原了與心理師的對話： 

 

我那時候第一次去，後來沒有去，我覺得第一是他不理解（同志），第二

次是我覺得太浪費錢了，我花太多時間要跟他解釋、跟讓他認識我。就是

他會從最一開始問說「你是同性戀嗎？」，他很友善，然後很，然後很溫

和，我就說「痾...對，我是，如果以性向來講的話，對我是。」，然後他

下面就會問，「那現在有伴侶嗎？」我就說「嗯，有，我有」，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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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們是怎麼樣相處的？」，然後就，痾，「嗯...其實我覺得就是女生

跟女生，跟一般異性戀相處的情侶，應該是一樣的，那你要問、特定問哪

個細節嗎？」然後他就說，「那在生活上啊，或是這個身份有沒有帶給你

困擾啊？那，相處細節，你有跟男生交往過嗎？如果有的話......」，因為他

想知道的是，你跟異性戀跟在同性戀的相處和對話會不會不一樣。就是，

他對於你要去詢問的感情問題，一無所知，沒有根基的感覺，所以他那時

候問我「有沒有跟男生交往過」，因為他想比較跟男生交往的差異，這件

事情我就覺得有點浪費時間，如果你對這個文化有一些基本瞭解的話，我

應該不用跟你花時間解釋這個。（S，23 歲，診所：男性心理師） 

 

S 無奈地提到這位心理師與他的對話，即使可以感覺到心理師的態度友善

且溫和，但當他從會談的一開始先唐突的確認 S 的性傾向，接著以一連串的問

題去追問 S 與性傾向相關的經驗。雖然不是出於惡意的發問，但語句的背後似

乎也呈現了，心理師透過確認其是否有異性經驗交往，在找尋線索或成因，凸

顯同性戀的不同之處。 

 

（二）以病理化的觀點探索目前困難形成的原因 

Yellow 對於自己的女同志認同仍在持續探索中，但她沒有機會，也不太知

道如何主動去提這些性別認同的困惑對自己造成的影響。她當時和女友的關係

遇到瓶頸，且有另一位女同志同事的出現，也對兩人的關係產生影響，Yellow

希望在諮商室有機會能與心理師討論這些她實際所遇到的困擾，而每當她想與

心理師討論目前的情感關係或壓力狀態，心理師總不斷去挖掘她過往的原生家

庭經驗、小時候的發生的事，無法聚焦於當下她與伴侶的關係，這樣無法直接

與心理師討論與與女友之間關係的互動經驗不斷出現，使她的焦慮無法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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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欲尋找解決辦法的狀態下，面對心理師的詢問，讓她對於自己的情感狀

態和自我認同更加懷疑、挫敗。Yellow 說： 

 

可能我當下比較需要的是在當下在那個關係中的討論，可能我沒有那麼想

要知道我以前到底怎麼了？我很想要跟他聊，我跟我女朋友最近怎麼了，

然後我有焦慮這件事情，或是我跟同事怎麼了？我覺得很痛苦，但他就會

又把我牽回我們家裡去。……他說他覺得我很像長不大的小女孩，然後一

直很想要得到認同，或者是一直也想要問她到底可以怎麼辦，然後、然後

就是一個我很小很慌張的感覺，然後她說「妳今年都已經二十五歲了」，

那時候二十五歲吧，「但妳現在很像十五歲的狀態，這十年你到底怎麼

了？妳發生了什麼事情？會讓你現在是這個樣子？」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

會這個樣子，我知道我就不會來找你了，類似這種感覺，或者是就是一個

不太舒服的感覺。（Yellow，24 歲時，自費機構：諮商心理師） 

 

Yellow 對於在諮商室內由心理師決定觀看她的視角，感覺是無力反抗的，

她最主要想討論的是與女友間近期的狀況，卻難以被正視。在心理師面前表現

出乖巧、順從的她，無法在這個時刻為自己辯駁些什麼，當談話的焦點從對目

前關係的擔憂與困惑，被心理師轉移至自己的過往經驗時，讓她內心出現自我

懷疑的感覺，甚至更加深了原本的困惑，但她暫時沒有反抗的跟著心理師的方

向去探索，直到後期較正視到自己的不舒服，才離開了這段諮商關係。 

同樣地，S 對於心理師對於目前他所擁有的性別氣質與同志身份，以探索

其他家庭經驗或創傷等成因去理解時，難以接受，也無法符合他對諮商的期

待，因為他不僅對自己的認同清楚，且迫切想要討論的是自己的感情狀態，會

覺得心理師卻似乎弄錯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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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就會瞭解説，「那家庭有沒有造成你變成這個樣子？」，可是

我一直覺得我一直是這個樣子，不是受到創傷或什麼的，所以我就想說，

欸，我今天來是要來問感情的事情，可是你怎麼一直在理解我這個人跟從

小到大的經驗？（S，23 歲時，診所：男性心理師） 

 

當 S 自己的認同與身份被以原生家庭或創傷等原因去探索時，他馬上覺察

到眼前的這位心理師把重點放在尋找造成同性戀的成因，甚至是以一種尋找創

傷線索的方式，在理解 S 目前所遇到的困難，這與 S 想要探討的感情議題南轅

北轍，因此只去了一次就不願再回去，但是找到的下一位心理師，卻仍是相似

的狀況： 

 

我要提到的另外一個，嗯，門診，也是門診的諮商師，是一個，傳統的媽

媽，她也是不理解，所以有點像是...她把你當自己的小孩的問法的感覺，

就是「欸...那你今天怎麼會這樣？」、「那就是你一路這樣成長上來，遇

到的困擾，會不會覺得你不應該活在這個世界上？會不會讓你覺得，你不

應該長成這個樣子，是不是哪個環節出錯了？」就比較像是媽媽關心小孩

的方式，「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讓你變成這樣？」，是不是家庭的問

題，讓你變成這個樣子，所以那時候也是沒有問到感情方面的事，我那時

候想要去問的困擾，所以那時候覺得沒有辦法得到解答，就也沒有去第二

次。（S，23 歲，診所：諮商心理師） 

 

這位心理師因為 S 中性的外表，且又是同性戀，特別去詢問成因，因此問

S，「怎麼長成這個樣子？」，這樣子的提問某種程度上是會讓 S 感到被冒犯

或受傷，甚至也無法談到自己欲尋求諮商的主訴議題。S 特別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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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跟他講說長成這樣，其實不是，這不是選擇，我只是有天就想說，原

來我喜歡女生。但是我有時候會覺得說，因為他們的不理解，他們的用詞

無意間也會傷害到對方，因為對我來講，我知道不理解的人會講出這些

話，可是我一個覺得自己沒有錯，「阿你怎麼長成這個樣子？」，我想說

「不對嗎？」或是「你怎麼可以這樣說我？你怎麼可以否定我？我不該這

樣子嗎？」，所以他們跟我講，我覺得沒有差，我覺得是因為他們不知

道、他們想知道，可是也無形之中，知道其實那是一個蠻傷人的詞。（S，

23 歲，診所：諮商心理師） 

 

對 S 來說，不論將同性戀本身歸因於原生家庭帶來的困擾，亦或者個人自

己的選擇，而不斷尋找成因時，這樣的互動歷程，是會在無意間讓當事人感到

受傷的，畢竟，對Ｓ來說就是自然而然發現自己喜歡同性，並非什麼原因造成

的。 

    以上提到讓研究參與者感受不太好的因素，一部份有可能是心理師對於同

性戀病理化或不理解，急欲尋找成因；亦可能心理師之理論學派以探索原生家

庭創傷為主，而這對認同狀態尚未穩定之女同志案主而言，可能有被忽略當下

情感狀態造成困擾的急迫性，亦或者較不重視同志情感的可能性，因此並未能

符合女同志尋求諮商的期待。 

 

（三）非語言動作的壓抑 

J 一向會蠻自然的以「我女朋友」來提及自己的女同志身份，但在諮商時

也會去留意心理師的反應，而即使不是透過話語，有些非語言動作也會讓她有

些聯想。J 分享到年輕的心理反應會比較自然，而不同心理師會出現不太相同

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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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年紀大的阿姨，就是感覺小頓一下，可是也沒有到很嚴重，就是如

果是比較年輕，好像就比較 ok。我會懷疑，我會想說，你是在想人稱之類

的、技術上的問題？就是接下來的談話，要用什麼人稱呢？還是你是有點

反同呢？還是你只是不知道、比較少遇到呢？嗯，我會猜。（J，新北，家

中） 

 

    J 有觀察到心理師在聽到自己的伴侶為同性時，出現不太自然的小小頓

點，因而發想了很多可能，對於對方的反應究竟是否友善，也未必能得知。 

 

（四）同志情感不被特殊化 

心理師不斷評估性向、尋找成因、將其病理化，強勢將之成為會談的主

題，都可能將女同志案主越推越遠。其實女同志案主多是期待同志身份能不被

刻意放大，以一般化的方式去談自己的主訴議題。 

當研究參與者於會談的一開始，提到自己的性傾向時，都會非常注意心理

師的反應，不管是語言回應或是動作等非語言訊息，同時也在互動過程中評估

心理師對於同志的友善程度與理解程度。當心理師接收到研究參與者出櫃的訊

息時，若是「沒有特別反應」時，是最讓研究參與者感到舒服、自在的。 

就像 Finneas 提到他第一次進入諮商場域時，初談的實習心理師與正式諮

商的心理師，在他出櫃的時候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就只是把他當成一個普

通的人類，讓他非常舒服。他告訴我： 

 

我跟他講出櫃啊，或是因為我的這個身分，所以一些生活瑣事或是跟我身

份無關，但是一些其他的壓力的事情的時候（咳嗽），他給我的態度就

是，你就是一個人類，結束！……學校第一個初談，跟第二個那個男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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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師，都沒有給我這種感覺，他都是，嗯，你就是一個人類，然後在談

論一個，你就是有可能這個煩惱跟你的性向有關係，但有可能也沒有關

係，就是你都可以講，你就是一個人類，結束，就這樣，我非常舒服。

（Finneas，21 歲，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Finneas 認為若心理師表現的是憐憫的感覺，類似「哎，我覺得你真的有點

慘」，這反而會讓他很受不了，他最希望的，就是被當成一個一般的人類。 

不僅是 Finneas 這麼說，俊也覺得當心理師沒有特別的反應時，才是他想

像中應該要有的樣子。俊在大學有一段戀情，交往的當時因對方的要求而沒有

公開兩人的關係，一直以來向外宣稱為朋友關係，導致俊失戀時情緒低落找不

到適合的人傾訴。後來他與會談的臨床心理師提及感情的事情，透過逐漸試探

與仔細觀察，當講到自己的性傾向時，發現心理師連眉頭都沒有皺，讓他感到

非常自在、覺得「不特別反應」這才是最適當的回應。俊提到當時： 

  

我會覺得有點試探。我就說我分手了，她那時候也是問我說，就是「那這

中間發生什麼事？」然後我才說，就是「因為我喜歡的是女生，然後她，

我們分手期間，就是因為我都不能說，想要找個人說之類的。」我就發現

她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她沒有特別的反應，她就是很安靜的這樣子

聽。……我覺得這樣子才是正常的，我覺得這樣才正常……我從第一個諮

商心理師開始，我就會注意就是，心理師的反應，對對對，然後因為我心

理師也是一個很難觀察到她的情緒的人，然後我從頭到尾跟她講，她連眉

頭都沒皺一下。（俊，23 歲時，醫院：臨床心理師） 

  

C 同樣認為，心理師以平常心看待、不帶獵奇感去窺視同志情感，讓她在

諮商關係內是比較舒服的。C 曾在大學的諮商中心與心理師有一段長達一年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992

106 

 

會談。當時正逢失戀、情緒較焦慮的狀態，因此主動至精神科就醫，並轉介至

學校的諮商資源。起初，Ｃ向心理師提到自己的情感狀態時，心理師當時的回

應是使用異性戀假設之「男友」一詞詢問，讓 C 了解到心理師有所誤會。但因

為Ｃ從小到大在面對女同志身份時，都是被友善的對待，較不會有說不出口的

掙扎。除此之外，因為長期涉略社會學與女性主義相關知識，能夠去理解心理

師的反應，並有足夠的勇氣跟自信坦誠自己的性傾向，並直接提醒心理師自己

的對象也同樣是女性，自然地更正心理師的異性戀假設。當心理師能夠修正自

己的用詞、沒有獵奇感且不帶評價，以平常心持續陪伴Ｃ探索當時的議題，讓

Ｃ不會有被窺視的感受，也能夠持續與這位心理師會談。 

  

就是她的態度，會讓我覺得，就是我講了（我跟女生在一起），然後她可

能，我記得她，就只有在一開始，她可能自己有察覺（用了異性戀觀點去

詢問），然後，就是她的態度讓我覺得說，她有點「不好意思」（台語）

這樣子。可是後來我們在那之後，我們就是很正常在講這件事情，而且她

的態度，沒有表現出那種，好像同性戀跟異性戀有什麼不一樣，就是她沒

有獵奇感……而且我覺得我是敏感的人，如果她的態度是覺得「你們怎麼

樣、你們怎麼樣」的話，我自己會覺得，妳好像在窺視某個族群這樣，因

為她可能不是女同志，她可能想說「原來女生跟女生會這樣這樣」，我覺

得她沒有這樣的感覺，所以我覺得是舒服的，就她讓我覺得，她是，就是

平常心的看待這件事情。（C，22 歲時，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縱使這位心理師以自己習慣的異性戀觀點，去詢問 C 的感情狀態，而讓會

談的一開始就產生了一些誤解，但 C 是能夠體諒心理師擁有這樣的異性戀假

設，而心理師也能立即的修正用詞，並且以平常、不獵奇的態度去陪伴 C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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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談的議題，透過彼此的溝通，也讓這段諮商關係維持了接近一學年的時

間。 

 

（五）對同志議題採取迴避態度 

俊和 S 都擁有中性外表、較陽剛的氣質，他們不約而同提到，從小都很習

慣從他人的反應中去觀察，對方對同志的態度是否友善，就算沒有多說什麼，

只是簡單的眼神與動作，也很容易理解對方對自己身為同志的態度為何。而兩

人也從諮商心理師及精神科醫師的互動經驗裡，發現對方眼神的閃躲、似乎不

願意直視自己，這個不願直視，讓他們聯想到生活當中不友善的眼神，也會有

不太被尊重的感覺。 

    俊就與我提到了，有一段讓他覺得不太被尊重的諮商經驗。因為俊的前女

友在兩人交往時，提出不准向其他人公開兩人感情狀態的要求，俊在生活中需

要一直躲躲藏藏，同時無法和身邊知道其同志身份的友人討論這段關係，甚至

到了分手仍無法與身邊的人提到這段戀情，對他而言，其實是一個蠻大的壓

力，好不容易終於能在諮商室與心理師談自己的感情，卻不如他想像中的順

利。一開始心理師問了很多問題，似乎在搜集資料，讓俊感覺不是太自在，心

理師大致上扮演一個聆聽者的角色，並沒有對於俊與同性在一起這件事情有什

麼其他的反應或詢問。但當俊從一開始較混亂的狀態，到可以開始要談及感情

中比較深層的部分，卻在第四次會談的的某次互動下，他發現心理師好像坐在

一個置身事外的位置，且因為自己未被直視而感覺到不太被尊重。 

 

然後她就是手上有拿板子在寫，然後把那個馬克杯拿起來，然後喝一下她

就這樣說「你繼續說」，她就連眼神都沒對到，她就這樣「喔～你繼續

講」，然後就開始看，我就覺得「不是這樣子吧？不是這樣子吧？」，我

覺得那個感覺有點像，「我今天是來聽一個故事，我沒有要給你任何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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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我沒有任何要安慰你，也沒有任何要同理你，我就只是來處理你的問

題」，會有這種感覺。……但是我真的不太高興的是，我們全程，就是從

那之後吧，我們全程都沒有對到眼，我就發現她從頭到尾都沒有在看

我！……我會覺得他有一種，我自己覺得啦，她好像就是一種，她可能覺

得自己準備好要聽了，但她其實給我的感覺是她還沒有準備好，對，我們

的東西就是很問答，那你今天如果對一個個案有興趣的話，基本上，我覺

得那個呈現出來的感覺會不一樣。（俊，21 歲時，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

理師） 

 

雖然俊與心理師仍然談到了限制次數 8 次之後結案，但他始終沒有感受到

心理師想要去更了解他的感覺或同理他，對於心理師的不願直視，不僅是在肢

體動作上，甚至對於他的感情狀態，都沒有辦法去再有其他更深的討論，俊覺

得從眼神與言語上，心理師似乎在逃避他的同志身份，沒有特別想談，所以談

的內容就像在「蘋果皮上而已啊，就是一點都走不到核心」。即使心理師沒有

表現的不友善，但當情感無法正視及討論，俊的壓力也難以獲得抒發與緩解。 

S 同樣經歷到，心理師在互動中刻意避開同志身份的話題。S 對於自己的

認同也很清楚，高一時第一次在門診遇到的心理師，像個和善親切的阿姨，但

是在 S 主動詢問性別氣質或性傾向與當時困擾的連結時，得到了是閃躲、迴避

的回應，讓 S 感覺到心理師並沒有特別想談與此相關的議題。 

  

因為我自己蠻早，雖然我沒有對自己到底什麼樣的人格跟個性很明確，但

是我還蠻早期就，也沒有到太早，大概就是國二、國三那時候，很明確知

道說，喔！我喜歡女生，跟我的外型開始不想要像傳統女生那樣子，對，

所以我這件事情，在我後來所有的歷程裡面，大家一看，諮商師、醫生，

他們就知道，我應該就是不一樣，我應該就是同性戀的小孩……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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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和善的阿姨，就是很想知道你到底怎麼了？阿你怎麼會這樣？可是他那

時候，有點對於，喔，看到你是一個這樣的小孩，他沒有太大的理解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所以他那時候有一點點是，我覺得他那時候有個感

覺，有點避談我的（女同志）身份這件事情。（S，16 歲時，醫院：臨床

心理師） 

  

Ｓ發現這位心理師在他主動提到與自己同志身份相關的訊息時，選擇忽略

或是跳到其他的主題，讓他認為心理師或許是因為不理解，而沒有能力去談。

讓 S 出現這樣感受的人不僅有這位心理師，他後來遇到的精神科醫師也出現類

似的反應，幾年之後，S 出了社會，因為暴食症的因素，想要主動尋求醫療與

諮商的協助，上網找了一間身心科診所，他向來比較目標導向地希望處理自己

所遇到的問題，因此並沒有將同志友善納入搜尋的條件之一，但實際與這位精

神科醫師的互動非常不愉快，S 發現，醫師甚至不正眼看他，以及他從醫師的

話語間感受到與其他病人的差別待遇，加上對話當中提到同性戀相關的訊息沒

有這麼友善，S 很直接的表示，這位醫師不只是被動式的迴避而已，更讓他有

被對方主動刻意歧視的感受。S 提到： 

  

我去了的第一次，就還蠻明確的感覺到那個男生的主治醫師，有帶有，就

是有歧視的行為，因為他其實在等候的診間，跟他的門診距離的很近，然

後我覺得他隔音不太好，就是我可以很明確的知道說，他跟前面那個聊的

蠻熱絡的，就是他情緒是愉悅的，然後也蠻多話的，可是，當我那時候第

一次一進去的時候，他就是喊我的名字，然後就是，喔初診病患一進去，

他看到我就突然變得不太講話，然後到我坐下來的時候，他就是沒有看

我，他就是看著我的病歷表、看著他電腦，他沒有看我，然後就變得很少

話。（S，23 歲時，身心科診所：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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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呈現的性別氣質，非刻板印象中的女性形象，他提到當時醫師的眼神幾

乎完全沒有看他，幾乎是以忽視他的態度，快速地給予診斷和建議；在沒有任

何資料與佐證的狀況下，以生理「可能」有狀況為由，要求他高額自費打點

滴，讓他感到被漠視，而後再去了第二次與第三次都有更明顯不舒服的感受，

也決定不再回診。 

 

二、心理師對於女同志的理解程度影響諮商關係 

（一）對女同志文化與相關基本名詞熟悉與否產生的影響 

對於研究參與者而言，許多女同志會使用的相關資源，就是生活中的一部

份。例如很多女同志會在台大批踢踢實業版的「拉板」上談論感情、生活與交

友；「同志諮詢熱線」更是提供相關資源很重要的單位；而性別角色與自我認

同等，亦可能是女同志一生的歷程中，不斷在面對與思索的議題。當心理師對

此相關訊息完全沒有頭緒時，研究參與者需要花費心力加以解釋，像是要來諮

商室內扮演老師教導認識同志的課程，而要特別去介紹自己與一般異性戀不同

的地方，對有些人來說會帶來的尷尬感受；或許是對於心理專業人員的期待，

當心理師出現對這個文化完全不理解的狀態時，更可能會讓女同志案主覺得驚

訝與荒謬。 

J 對於在大學的諮商中心會談時，就有過讓他感到意外的類似經驗。當時

被實習心理師在對話的過程中，詢問了 J「什麼是 T？」，讓 J 因此需要特別去

解釋這個字母在女同志文化中所代表的意義，但對 J 來說，這是生活中自然而

然會使用的名詞，一時之間讓 J 不知道該如何定義與解釋，同時也對實習心理

師的這個提問感到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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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好像有問我說「T 是說？」就是這樣等待解釋的姿態，我想說，比較陽

剛的女生？我一時之間也解釋不出來Ｔ是什麼妳知道嗎哈哈哈！……就是

都覺得很荒謬……我也沒有覺得受到冒犯，但確實是不太理解。（J，21 歲

時，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因為這位實習心理師對於女同志性別角色一無所知的提問，J 立即感受到

較難與他談論女同志相關的議題，因此只去了一次就沒有動力再去，不告而別

主動結束了與這位實習心理師的會談。 

Finneas 也遇到了需要與心理師解釋名詞的狀況。Finneas 曾有在同志諮詢

熱線服務的經驗，當心理師停下來詢問他什麼是「熱線」時，他花了一番心力

加以解釋，但這樣的提問對 Finneas 來說，似乎就產生了一些溝通的隔閡，心

理師好像第一次遇到同志個案似的，才因著他開始學習相關議題。 

  

我跟他說，我去那個熱線的時候，他就問説「什麼是熱線？」，我就三條

線，什麼叫什麼是熱線？，我就說，「同志諮詢熱線」，他就說「阿？那

是什麼？」，我心裡想說怎麼可能不知道同志諮詢熱線？我就三條線你知

道嗎！（Finneas，24 歲時，心理衛生中心：諮商心理師） 

  

Finneas 覺察到，有時候如果自己懶得多做解釋，就會不想要提相關的事

件，否則互動中的對話會變得很冗長，要撥更多的時間去做背景的說明。 

Emma 也與上述兩位遇到相似的狀況，在會談的過程中，她一直覺得心理

師對於同志的不熟悉，讓她沒有辦法被同理，最明顯的經驗是在與心理師在討

論情感的主題時，很自然提及「拉板」一詞，因為當時是與伴侶從這裡相識，

心理師也因為困惑而加以追問，這些歷程讓她感覺到心理師對於女同志的理解

不是很足夠，而且得要特別去介紹，會讓她感到有些彆扭和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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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有些事情要多解釋，比如說，後來我認識女朋友，就是從拉板上認

識的，我就要去解釋……所以我每次要講出這件事，我就會覺得，就是有

點困難。（Emma，23 歲時，自費機構：諮商心理師） 

 

    S 同樣有相似經驗，他對於需要花很多時間跟心理師解釋和女生交往是怎

麼一回事，並對於自己被心理師當作認識這個族群的媒介，而覺得浪費時間與

浪費錢，既無法討論想談的重點，又不符合自己對諮商的期待，因此只去了一

次就不想與這位男性心理師會談。 

 

我覺得他很像在透過我認識這個文化，透過我認識這個他不知道的族群，

所以那一個小時裡面，我覺得我花了太多時間跟他解釋，跟讓他認識我，

可是我是來尋求不一樣的觀點的。（S，23 歲時，診所：男性心理師） 

 

以上幾位研究參與者都呈現了，這個世界大多都是以異性戀為主，而心理

師對於同志的世界也是相對陌生的，這些困惑，出自於心理師的不理解而非不

友善，但當女同志案主走到諮商室內，需要先為女同志圈內的名詞甚至是文

化，額外做解釋與說明，才有可能有機會能去談後續自己重視的議題，這對很

多人來說，都是打退堂鼓的原因之一。 

不過，並非所有人遇到的心理師皆是如此，也有幾位研究參與者是比較正

向的經驗。研究參與者分享，當心理師對於女同志文化熟悉時，也不需要刻意

強調究竟理解了多少，在對話的過程能夠順著脈絡加以回應、促進思考，也能

夠省掉多加解釋的心力。阿秋就非常雀躍地提到一段愉快的經驗。他與心理師

於諮商中談到自己的同志身分認同、外在的性別氣質的時候，他主動問了心理

師，是否需要解釋「Ｔ、婆、不分」這些在女同志當中的角色認同名詞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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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涵，因為這對阿秋而言是次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有其定位點。而當

時心理師僅是搖搖頭，並以微笑回應，用手勢請阿秋繼續說。阿秋與研究者分

享時，一邊以動作輔佐說明，： 

  

就是我不用解釋，然後我繼續講，然後他也沒有露出困惑的臉，我心裡想

就是，我是需要跟我同事們、辦公室同事們科普這件事情的，然後跟他就

是，他完全就是不用，我心裡想說，我沒有問她，我就很困惑，然後這怎

麼回事，你是遇過很多？還是有做過功課？而且我覺得不用解釋這件事情

很輕鬆！哈哈哈！我不用花十分鐘那個什麼鬼東西，哈哈哈！（阿秋，27

歲時，自費機構：諮商心理師） 

  

在日常生活當中，阿秋已經很習慣去向他人解釋女同志文化相關的事項，

所以預設對方可能未必了解，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幫心理師上一堂同志ＡＢＣ的

教學課程，但心理師自信且不帶困惑的自然回應，讓阿秋能夠省時省力，專注

在自己所欲討論的議題上持續探索，從訪談中看到他的神情，可以感受心理師

在這段對話中的反應，讓他非常愉快。 

Ｃ也有一段讓她能夠不特別解釋女同志文化的正向諮商經驗。她於工作時

期尋找了機構的自費個別諮商，在會談的前幾次，因為談到伴侶關係，心理師

邀請 C 與女朋友一同出現在諮商室，因為兩人是外表相似的一對情侶，許多人

都將他們認為是姐妹或是朋友，但這一位心理師面對這樣的組合，並沒有太多

預設與困惑，完全沒有特別的反應，自然而然開始會談，讓 C 感到舒服。 

  

我們兩個長得有點像，所以，大家都以為我們是姐妹是朋友，不會想到我

們兩個其實是情侶，然後可是，那一個諮商師，他的反應，就是他完全

的，應該是說他完全地沒有反應這件事情，會讓我覺得舒服，就是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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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可能我覺得不懂這個文化的人，他的預設就是一個Ｔ、一個Ｐ、一

個男性化、一個婆這樣子，然後如果不是的話就會，就會覺得怪異，就會

再追問說，為什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怎麼會 PP（戀）？怎麼會 TT

（戀）？他們就會覺得奇怪這樣子，可是這一個女同志諮商師，他完全沒

有這樣子。（C，31 歲時，自費機構：諮商心理師） 

 

（二）理解同志在社會結構下的處境有助深層同理 

除了對於女同志文化相關的基本名詞能否理解之外，女同志身份在社會結

構底下的意義能否被理解、被看見，對研究參與者也具有重大的意義，在與心

理師互動的過程中若能被同理此部分，就更有機會做再深一層的探索。 

就如同阿秋所提到的心理師，因為不需要為他特別解釋 T、P 等名詞而使

阿秋感到自在，當然，不僅僅是對名詞的理解而已，在談論性別氣質心理師同

樣能理解這個社會帶來的影響是什麼，並試著帶他加以拆解框架。阿秋說： 

 

她可以理解我的框架，就是我在的...她可以理解陽剛跟陰柔代表的社會意

義是什麼，對我來說的意思是什麼，她可以理解這些東西。可是她帶我繞

完這一圈之後，她可以跳出來，同時拉著我跳出來。就是變成是說，就像

我剛剛講的，陽剛、陰柔、陽剛、陰柔，這個意義是什麼？然後跳出來變

成「我在找我最適合的樣子」，她也沒有卡在那個標籤，或是我們習慣的

形容詞或分類，沒有帶我繼續卡在那裡，對，就回到我自己。（阿秋，27

歲，自費機構：諮商心理師） 

 

阿秋另外與我分享他在諮商歷程中的筆記書寫，從些反思的文字中，可以

看到心理師細緻的與他談自己的身份認同、對生活中各層面的影響，以及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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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理解社會異性戀中心體制運作，情緒卻仍無法避免受傷與疼痛的許多細節。

摘要阿秋部分諮商筆記內容如下： 

 

拉拉雜雜扯到整個主流都拉我回去所謂正軌，我很抗拒的結果是讓自己變

得很硬，也常常聽到一些故事，尤其女同志特別多，歷年都和女生交往也

認同，因為一些緣故和男生在一起了，當事人也不是就覺得自己轉性，但

是有心人會拿去說同性戀是可以矯正的。我聽到這類故事會很。講到這裡

的時候，我意料之外的情緒很滿。她回應，人的內在是會隨著時間變化

的，喜歡有時真的不是看條件。這些道理我都知道，但當下談這些感覺

很、深。（阿秋，27 歲，諮商筆記） 

 

由阿秋的筆記中，可以看見心理師對於女同志身份在這個社會脈絡下產生

的困境有足夠的理解，甚至於內在深層的感受也能加以觸碰，心理師非去定義

與評論，而是透過引導帶阿秋做了許多深度的探索。 

C 也非常肯定她的心理師，對於同志在社會下所受歧視的前因後果能清楚

明瞭，讓她感覺到真正的被同理，而非只是呈現一種表層的語言技術而已。C

描述心理師帶給她的感覺： 

 

不只是他的專業訓練要求他同理，然後什麼什麼無條件積極對待，不只是

這些東西，他是真的知道，知道，他是知道社會上為什麼有歧視，他跟我

講的時候，他會講到這些東西，而且，例如說可能我說，我沒有辦法在我

面前很自在地講什麼什麼的，然後，他的回應的時候，他會時不時的去補

充說，「喔！就是，因為，同志他其實是怎麼樣啊」，他會強調說，其實

是社會結構的問題，然後怎麼樣，所以...才需要被包容、被同理什麼什麼

的，他會讓我知道說，他知道同志被歧視是怎麼一回事，然後，不只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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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業跟他自己是，所以要挺同志，他不是這種，不是盲目的挺，他是真

的知其所以然的支持。（C，31 歲，自費機構：諮商心理師） 

 

C 的心理師能清楚明瞭，同志身份在這個社會之下，許多困難並不是個人

的因素，而是結構衍生的相關問題，並且能將這份理解透過互動的方式傳遞讓

C 知道。因此讓 C 能夠感受到，這位女同志心理師並非只是因為自己身為少數

所以能夠理解，而是更透徹地能將同志族群的整個處境與 C 所提到的困難加以

連結。 

從阿秋與 C 的互動經驗中發現，不論心理師是否同為同志身份，能夠理解

女同志在這個社會結構下所受的歧視與困難，並將這些理解加以傳遞，對女同

志案主來說能產生一種深度的同理。 

 

（三）對同志有刻板的假設或表現異性戀偏見 

即使研究者都為女同志，但並非所有同志皆有相同的背景與經驗，就算心

理師本身也是同志族群，仍可能抱持著對同志的刻板假設。Ｃ曾與一位男同志

心理師進行諮商，會知道心理師為男同志是因為心理師主動自我揭露，在心理

師出櫃後，C 能夠相信，因為同樣擁有著同志身份，這位心理師比一般異性戀

更加理解社會中同志的處境，但 C 在言談中逐漸發現，這位男同志心理師可能

仍是抱持著對女同志的刻板印象，亦或者是陽剛與陰柔伴侶組合的假設在理解

C 的情感狀態，當 C 聽到了心理師用這樣的角度去理解之後，並沒有選擇再與

心理師多澄清些什麼，不過的確因此減少提到自己的情感狀態。 

  

他那個講法就是類似，我跟他都是關係中的陰柔的那個人、被照顧的那個

人，然後他的那個男友跟我的那個，他想像的 T 的女友，都會怎麼樣怎麼

樣……他當下的回饋是想要同理我，我懂，I know、I know，我懂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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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我們都是關係裡面的陰柔者的時候，面對對方的那個陽剛的時候，

有時候會做出什麼、什麼時候，我們陰柔人會怎麼樣怎麼樣，可是我當時

想說，可是我那個事件是我陰柔他陽剛，這樣子，例如他很會開車、我不

會開，這個是他陽剛，沒錯，他照顧著我，對，可是我們兩個的關係，並

不是這樣子。……他可能沒有拿異性戀的腳本，可是他可能拿的是女同志

的，我也不行，因為我覺得女同志的那個樣態又是一百萬種，就像我剛講

的，他的想像，說不定他到自始自終，他都以為我另一半是一個Ｔ，說不

定他是，因為我始終沒有跟他說，『欸你看他照片，他是一個漂亮的女

生。』我始終沒有做這件事，因為那就不是重點了啦！（C，28 歲時，自

費機構：諮商心理師） 

  

在女同志的伴侶關係中，T 婆角色並不能涵蓋所有女女之間的關係（劉安

真，2011），女同志的伴侶組合非常多元，對 C 而言，她認為或許大家比較熟

悉的是 T 與 P 的配對組合，她與女友兩個漂亮女生的組合可能真的是少數。但

因為對心理師專業角色的期待較高，當被心理師套上了陽剛與陰柔組合這樣的

經驗，感受上就不是這麼的好。C 認為這位心理師也同樣身為同志，理解同志

處境對他來說本就更加容易了，但若誤以為女同志伴侶的類型都是以 T、P 配

對，就算他並非以異性戀的腳本去加以解讀，但帶著對女同志的刻板印象，都

未必能真實切合 C 的狀態，也會因此拉遠彼此的距離，讓Ｃ無法放心的「大講

特講」。 

俊在大學第一次進行諮商時，去初談的僅是坐在櫃檯的行政工讀生，因為

對方不是正式會談的心理師，並未在初談提到自己的性傾向，只說他自己失

戀。而進入到諮商室後，諮商心理師在會談的一開始，劈頭就問俊與男朋友怎

麼了。對俊來說，心理師的異性戀假設好像是意料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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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其實沒必要讓人家一個不相干的人知道那麼多，所以他們來之後，

一開始的諮商心理師，她來說，「你今天要來談分手的事情，阿那你跟你

男朋友怎麼樣？」，她一開始就講男朋友！但我那時候當下沒有，沒有反

應很大，我就說「我其實是跟我女朋友」。我覺得蠻習慣了，我不會覺得

這是個不好的事情。其實，我已經習慣了，我就說，「我喜歡的是女

生」。（俊，21 歲，大學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俊提到了這個被心理師誤認為與男性交往的經驗，他輕鬆地提到，自己已

經很習慣，也知道對方並非不友善。但這樣的習慣確實也呈現了在這個社會當

中，大家會以異性戀去假設所有人的性傾向，性少數也僅是無奈地接受，或是

以體諒對方的心態去澄清對方的誤解。 

 

（四）採用異性戀視框而拉開距離 

Yellow 就讀諮商輔導相關科系，且在大學有過兩段諮商經驗，大學時會談

的內容與同志身份較無關，但對於諮商資源的使用相對熟悉，因此在畢業之

後，當在情感關係上出現一些困擾與困境的時候，能主動到機構尋求自費諮

商。Yellow 與這位女性諮商師會談時，心理師主動提到自己的婚姻及老公，因

此 Yellow 才得知心理師為異性戀，當時心理師想要表達同理，但特別提出她不

太清楚對於相同性別的對象產生情慾是什麼感覺，並舉了自己與老公為例，去

嘗試同理 Yellow 的感受。 

  

她那時候也會試著用，她跟她老公相處的模式，來試著同理我的狀態……

她有說，她不太清楚對女生產生情慾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感覺，但她覺得

可能跟，就是、就是跟他的伴侶產生那個激情的狀態是類似的這種狀態，

然後我就想說應該是類似的，但就是那個界線，我不太知道妳知不知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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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我猜她應該也是想要先告訴我，她有限制，的確不知道對女

生產生慾望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但，對。……我也不確定他背後的意

思是什麼。（Yellow，24 歲時，自費機構：諮商心理師） 

  

每個人會產生情慾的對象本就不同，心理師透過自我揭露的方式，以自己

的異性戀關係加以類比，對 Yellow 而言，這樣的描述方式，不僅區分了對同性

情慾與對異性情慾的不同，甚至忽略了女性與女性之間在身體界線與關係上變

化，可能與異性戀有些微不同，心理師並沒有在這些部分多加著墨或探索，讓

Yellow 覺得不太被貼近，也困惑心理師背後所要表達的究竟是什麼。但另一方

面，Yellow 覺得心理師已經很努力且有誠意了，因此也就沒有再為內心覺得卡

卡的這部分多解釋些什麼。不過因為在會談的過程中頻繁的出現這樣的狀態，

讓 Yellow 一直沒有辦法覺得有真正的被同理或理解，加上其他的因素，也導致

最後 Yellow 決定結束這段諮商關係。 

 

（五）跳脫陽剛/陰柔思維的開放式語言能增加理解 

C 認為心理師若能夠有開放式的態度與語言，不去預設女同志為陽剛配陰

柔的組合，是能夠帶來較好的感受。或許一般人可以先從Ｔ、P 文化開始了解

女同志，但心理師更需要有不同階段的理解，更進一步知道這些組合與標籤都

不是重點，每位來談的女同志個案如何看待自己的認同，更甚於那些外在的名

詞所給予的意義。 

  

我跟他的談話，就是都沒有感受過他在去分（C 和伴侶的性別角色）這件

事情。以及他是了解同志文化的人啊，因為你如果了解，你懂女同志文

化，你就會知道，沒有這個（刻板印象）啊。就像那個，有一本書叫《愛

的自由式》嗎？張娟芬寫的，它就是女同志會有百百種，就像是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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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可是他是畫著濃妝，然後擦著指甲油做彩繪，為什麼別人會分辨他是

Ｔ，是因為他只有做一隻手，另外一隻手沒有做，他的自我認同也是Ｔ，

這樣，就是，其實有百百種，那樣的人在外人眼裡就是一個很辣、很正的

女生，可是他其實自我認同是Ｔ。（C，桃園，社區會客室） 

  

C 舉了張娟芬書中的例子，想要呈現若心理師能夠理解女同志的認同有百

百種，即使同一種認同也可能呈現不同的樣貌，甚至是知道女同志的性是如

何，就能夠從枝微末節中找出理解其與同志身份相關的線索，而這都是需要透

過學習與熟悉女同志文化才能夠明白的。 

在諮商關係中，可以看到諮商歷程中無所不在的權力關係。心理師相對於

尋求協助的案主握有較高的權力，在諮商的情境中，掌握話語權，從心理師詢

問的語句、評估主訴議題的角度、理解其同志身份的視角，甚至是回應的非語

言動作，都影響著會如何與女同志案主展開諮商歷程中的互動。當心理師以診

斷、病理的方式去看待研究參與者的研究地同性傾向，抑或者拿著自己的異性

戀假設觀看女同志案主，帶有刻板印象及偏見，或是不願意正視其同志身份、

忽略這個身份對於案主產生的影響，甚至在非必要的時候過度連結，都屬於諮

商中的性傾向微型侵略。這些隱微的歧視與偏見，非以直接或惡意的方式呈

現，卻會在諮商的過程中，影響心理師與當事人的諮商關係，帶來二度傷害或

負向影響，當女同志案主沒有主動提出這些不舒服，心理師也未必能真的理解

其結束諮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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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諮商室外的不可控與可控因素 

諮商室內女同志案主與心理師互動的歷程可能影響諮商關係，對女同志案

主而言，諮商室外的許多因素也可能影響諮商歷程。社會氛圍與重大事件可能

較是心理師無法控制之因素，但如何覺知相關事件對女同志案主的意義，以及

能否從可控之處加以表達友善立場及行動，皆會對諮商歷程帶來不同的影響。 

 

一、不可控因素：社會氛圍與重大事件 

臺灣於 2018 年 11 月 24 日進行公投，將人權訴諸公投造成了很大的傷害，

過程中基督教團體帶頭反對同性婚姻與性平教育的法案，社會對話的歷程有許

多對於同志不實的謾罵與攻擊，投票結果呈現臺灣社會多數人反對同性戀擁有

與異性戀相同的權利，這對同志而言是極大的創傷。即使到了 2020 年的研究訪

談期間，幾位研究參與者仍不約而同提到了 2018 年底的公投事件，對於自己產

生相當程度的影響。 

雖然社會之氛圍與重大事件非心理師所能直接控制之因素，但心理師如何

覺知其對女同志案主的影響，也是重要的關鍵。因為當時反對同志的相關行動

由基督教相關單位執行，讓研究參與者對於此信仰有了些許擔憂。女同志案主

即使理智上清楚知道，並非所有擁有基督教信仰的人皆抱持相同的態度，但若

不確定心理師真實的立場前，仍會盡量避免與有其信仰的心理師進行諮商。透

過研究參與者的分享，發現當社會對於同志族群不友善的氛圍仍存在，研究參

與者接收這些負向訊息的不適，也可能在諮商過程中投射在心理師的身上。因

此，心理師能否理解社會的恐同現象對案主所造成的影響，也會影響彼此在諮

商歷程中的關係。 

俊曾經提到在公投那段時間，因為自己沒有辦法理解網路上或生活中許多

反對同志的惡意言語，與他的臨床心理師抱怨此事，卻因為心理師的簡單回應

而使他產生誤會，瞬間引發高強度的情緒。俊直接提出疑問，心理師也能敏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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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察此現象，並加以說明、澄清，不多去質疑俊為何出現這種反應，讓他感到

自己能夠被接納，也平息了較高漲的情緒。俊說： 

  

他那時候，我們在討論關於公投事情，那，嗯，其實回到剛開始講的，因

為我們其實都不會覺得，就是喜歡同性是個很特別奇怪的事情。然後那時

候我也是跟他講說，我從小到大，我從小到大都不會有人用很異樣的眼光

來看著我們，那為什麼今天那些公投的人到底在講些什麼這樣子？我不

懂！他那時候就是接下去説「阿不就是這樣嗎？」我那時候是誤會他說的

是，公投的人這樣子覺得，他給我的感覺是，他們會這樣子懷疑是很正常

的事情。我以為他回應的是這個。所以我問他說「你剛剛說什麼？」我那

時候其實有一點驚訝，我那時候情緒是從 0 到 100，就是你到底在說什

麼？你在說什麼？就是我當下，我眼睛就一直看著桌子，他講完之後，我

就看他，「你在說什麼？」這樣子，我自己也有點兇。他也是很順著就

說，「喔～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嗎？就是，如果你從小到大都一直這

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是本來就應該要這樣嗎？」我就覺得算接的很

穩，但是他也沒有特別問說我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反應，沒有，他就是回答

問題我的問題，「這不是一件很正常事情嗎？喜歡的同性是一件很正常的

事情啊。」這樣子，我才知道，喔！我誤會他了！（俊，23 歲時，醫院：

臨床心理師） 

  

俊認為這段小小的插曲，在澄清誤會後並未影響兩人的諮商關係，心理師

並非以曖昧不明的態度模糊帶過，或去探索俊出現這些情緒的個人內在因素，

直視看見公投歷程帶來的傷害，給予直接、肯定的回覆，也紓緩了俊在這樣社

會事件下所產生的負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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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 也提到，在公投那段時間，得知自己的諮商心理師是基督徒，即使

諮商歷程中感受得到對方的友善，但 Emma 覺得在這個社會被分化的過程當

中，自己內在對於基督徒排斥同性戀的擔憂，讓她在諮商關係中感到很緊繃，

也因為有許多時候未被真正的同理，加上對於心理師總以心理劇的諮商方式較

不適應，她的個性也不太敢主動與心理師提出這些內在的恐懼與不舒服，心理

師也沒有發現，或是去談這些東西。最後，這段諮商關係就在 Emma 覺得無法

被心理師理解下而結束。Emma 提到公投那段時間的心境： 

  

後來知道諮商，那一位諮商師是基督徒，再加上公投的事情就會更緊繃，

他的行為不會讓我不舒服，可是我覺得內心就會有一道門檻，有點難越過

去，就算他真的，我可以感覺到她的真心誠意之類的，對，可能再加上她

總是要用心理劇的方式，我就會覺得尷尬癌發作……我沒有辦法具體講出

來，可是我有時候就會覺得，她好像在使用同理心，但是我就覺得妳同理

的好像沒有很成功。（Emma，23 歲時，診所：諮商心理師） 

 

C 提到公投的歷程，被人為解釋的基督教教義和華人社會某些保守文化剛

好契合，導致許多人被這樣的操作策略影響，對同志造成很大的傷害。她認為

基督教團體帶頭反同，很容易讓人誤認為基督徒對同志都不友善，對她而言，

與基督徒心理師諮商可能會有「你在幫我矯正嗎？」這樣的疑惑。C 提到她是

可以跟基督徒心理師進行諮商，但需要心理師明確表達立場： 

 

我可以讓基督徒諮商，只是他一直要類似「表忠誠」，一直跟我講說，就

是他，我就是一定要知道，我一定要辨認，一定要確定，這樣子。他甚至

是要，批判他們的護家盟們，因為有很多基督徒是，不是護家盟，可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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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護家盟搞，搞到我們會這樣子去想，我相信不是全部。可能這樣對他

們有點不公平，沒錯，就是...沒辦法。（C，桃園，社區會客室） 

 

    即使心理師有基督教信仰，但能對於同志持有正向態度，C 還是能夠持續

諮商關係。C 不會對於整個基督教信仰的專業工作者加以排斥，但在無法分辨

其立場的狀態下，會很難加以信任，因此需要比其他心理師有更多的表示，來

主動洗刷這個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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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諮商領域表明同志友善對女同志的意義 

六色彩虹是在同志族群當中很重要的代表物，其六個顏色分別有著不同的

意義。在面對社會仍然存在的恐同氛圍，大多數的研究參與者都會在所處空間

內尋找此辨識物品，透過六色彩虹來猜測或理解對方對於同志的立場為何，才

能知道自己要以什麼樣的態度來與對方互動，或者可以決定要不要表露自己的

同志身份，這部分是屬於創造友善諮商環境，心理師較可以控制之因素。 

 

（一）同志友善標誌能增加女同志求助的機會 

Yellow 除了自己的經驗外，也因為身旁友人的經驗，提到若諮商所或是心

理師本人，可以勇敢標註「性別友善」的相關字句，會對於正在發展自我認

同、但需要找尋相關的資源，或是很害怕受傷的人帶來很大的幫助，否則即使

有需求，有許多女同志在不夠安全的情況下，都不敢貿然嘗試尋求諮商資源的

協助，此刻專業單位或專業工作者的主動性就會產生很大的功能。 

   

這個族群也有很多是這個時候在發展他們的自我認同，然後，像，然後可

能我覺得如果這個諮商所或是這個心理師，可以很勇敢的標註，就是他是

性別友善或是什麼樣的，會對於要找資源，或是很害怕受傷的人，是很有

幫助。……就是這件事會，因為我有想到我有一些朋友，他們是真的，他

其實喜歡女生很久，但是到出社會的這一、兩年才敢承認這件事情。然

後，其實在這個過程中，他有一直很想要去尋求一些協助或者是什麼，但

是，其實就是因為不想或是不敢，去確認這個身份，或是他也很羞於去啟

齒這個身分，所以在不夠安全的情況下，他不會隨意地去做這個嘗試。

（Yellow，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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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所需要的資源不確定是否為同志友善時，對有些人來說會難以踏出諮商

的第一步，而這個躊躇並非不願尋求協助，而是此身份認同對於環境並非感到

安全，因此難以行動，若有更加明確的同志友善訊息，有增加求助機會的可

能。 

 

（二）降低女同志對於反同相關宗教的警戒心 

Emma 提到，公投造成了社會分化，對她的影響不僅是在諮商關係內，她

知道心理師是基督徒後產生的距離感，也改變了她日常生活對基督徒的警戒

心，所以若有一些小東西來表明對同志的立場或態度，才能知道自己的同志身

份是否被認可，否則她仍會選擇與基督徒保持一定的距離，以避免受傷。 

  

因為我還是覺得這次公投有把社會分化，然後覺得心裡或多或少還是覺得

我們不是一個被整體社會接受的群體，所以還是需要從一些小東西中尋求

認可。我現在看到基督徒還是沒辦法好好的釋懷，我還是會跟他保持一定

的，我沒有辦法，或者是直接相信你，對我沒有辦法直接相信你，就是會

跟你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對。（Emma，高雄） 

 

（三）心理師諮商室外的社會行動帶來安全感 

研究參與者也提到，除了與心理師在諮商室內的互動之外，心理師在諮商

室外的行動、相關訊息，也影響研究參與者在與之進行諮商的信任度。 

J 曾經找到心理師的 Facebook 帳號，並看到當中有參與同志遊行的公開照

片，以及 J 自己所重視的社會議題的相關貼文，這讓 J 感覺到心理師是能夠理

解自己，也讓 J 有與心理師在同溫層內的親切感，不需要先以中立客套的話語

去試探對方的立場為何，心理師在諮商室外的表態，也提高了 J 對於這位心理

師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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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裡，就是我曾經去找他單次的那一次是，我有找到他的臉書，

然後我密他。然後我在她的臉書上會看到很多表態。……就是遊行的時候

躺在馬路上的照片阿什麼的，然後就是我們同溫層會發的那些動態，就是

看起來就是個同溫層。……會，會覺得安全。……因為我會習慣先講一些

中立客套的話，就是先看對方的立場什麼的，可是如果我已經知道這個人

是同溫層的話，那些東西都可以省掉了。（J，23 歲，自費機構：諮商心理

師） 

 

2018 年底的公投事件將大眾對於同性戀之恐懼白熱化，檯面上反對同性婚

姻與性平教育的七百多萬票數，為女同志帶來更多的恐懼與擔憂。這樣的社會

事件同樣也對女同志個人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當要進入諮商領域，自我保護

的防備心態需要靠著方便辨識的訊息，彩虹標誌、同性友善文字等才有機會加

以降低，而基督較信仰所帶來的反同形象，也成為女同志在諮商歷程當中，特

別需要留意的元素。當諮商機構與心理師覺知這些社會事件對女同志的意義為

何，會影響諮商的歷程與互動關係，當能於可控範圍內更明確表態友善同志立

場，能降低女同志在諮商室外的擔憂，以及提升求助的意願；而願意透過社會

行動加以支持改善性少數之處境，也會為女同志帶來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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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討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共訪談 8 位研究參與者，年齡介於 25 至 33 歲之間。一般來說，在

成為一位諮商心理師的養成訓練中，我們會學習如何評估、理解、概念化案

主。但本研究透過女同志案主主體敘說的方式，去理解諮商歷程中的互動，提

供不一樣的視角去看見，當事人的經驗感受可能會來自於哪些部分。研究發現

女同志在找尋諮商過程的方式與考量的部分有其特色，雖然想像中心理師會比

一般人更能接納同志，但仍會透過信任的親友引薦諮商資源、確認機構或心理

師對同志的立場、或是醫師評估後進行適當轉介，才能安心地接觸諮商資源。

而心理師的性別或性傾向等因素對女同志也有不同的意義，因為男性所呈現之

社會形象較壓迫，導致女同志與男性的心理師會談意願較低；若心理師同樣擁

有同志身份，會預設其比較能夠理解同志。心理師之性傾向不必然成為能否同

理女同志處境的主要因素，但是在某些研究參與者中，女同志心理師較能貼近

研究參與者的需求。 

女同志在諮商歷程中的互動與感受與以下因素有關，心理師對於同性戀的

態度會影響諮商關係：評估同志情慾的真實性、以病理化的觀點探索目前困難

形成的原因、非語言動作的壓抑、不願直視或刻意忽略同身份會帶來較不舒服

的感受，而同志情感不被特殊化是讓女同志案主最自在的。此外，心理師對於

女同志的理解程度也影響諮商關係：對女同志文化與相關基本名詞熟悉與否產

生不同的影響、理解同志在社會結構下的處境更能深層同理、對同志有刻板的

假設或表現異性戀偏見、採用異性戀視框會拉開距離、跳脫陽剛/陰柔思維的開

放式語言能增加理解。諮商室外的不可控與可控因素，也會影響諮商關係，

2018 年之公投事件，則為影響女同志諮商歷程重要的社會事件，因此心理師能

否覺社會事件對女同志諮商歷程也有影響，且諮商領域表明同志友善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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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包含以下三點：(1) 同志友善標誌能增加女同志求助的機會、(2) 降低女

同志對於反同相關宗教的警戒心、(3)心理師諮商室外的社會行動帶來安全感。 

研究者透過與研究者參與者進行訪談、資料分析後繪製此圖表（圖 5-1 影

響女同志諮商歷程因素分析），以呈現女同志案主的找尋諮商資源時，對諮商

的想像與期待及使用的諮商管道；諮商歷程互動中，心理師權力展現形式，以

及女同志案主面對權力不對等之抗拒型態；諮商室外的不可控與可控因素對整

個諮商歷程之影響。研究者將「女同志案主」至於圖中央，凸顯此圖是透過女

同志的視野，來了解其在整個諮商歷程的經驗與感受，皆透過研究參與者之觀

點加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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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歷程互動 

面對權力不對等 

之抗拒型態 

1. 親友推薦 

2. 清楚機構立場 

3. 醫師轉介 

對諮商的想像與期待 權力展現的形式 

  

 

 

  

  

  

女同志 

心理師 

女同志 

案主 

諮商室外的不可控與可控因素 

1. 社會氛圍與重大事件的影響 

2. 彩虹標誌及同志友善訊息 

3. 心理師諮商室外的社會行動 

諮商管道 

圖 5-1 影響女同志諮商歷程因素分析

1. 沈默不語 

2. 教育對方 

3. 結束關係 

1. 心理師比一

般人更能接

納同志 

2. 期待諮商預

約系統數位

化、個別化 

 

 

1.  

1. 評估同志情慾真實性 

2. 將同性戀病理化 

3. 對同志議題採迴避態度 

4. 刻板印象與異性戀視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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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同志找尋諮商過程的方式與考量 

（ㄧ）女同志對於諮商的想像與期待 

從研究參與者經驗中中整理出兩項女同志對於諮商的想像與期待：(1)認為

心理師比一般人更能接納同志、(2)期待諮商預約系統數位化、個別化。 

研究者對心理師的想像與期待皆較正面，認為心理師比一般人更能接納同

志，即使有些研究參與者的內在，仍有對於與不確定他人出櫃的擔憂，但抱持

著對於諮商專業較高度的信任，要提到自己的女同志認同並沒有太大的困難。

此外，女同志期待能透過線上的諮商預約系統，將同志身份等細節以書面資料

呈現，預先透過文字勾選與說明，緩衝面對他人的不友善及可能帶來的負向衝

擊，若表格的設計上能有提供多元性別族群選擇，例如增加對心理師的期待項

目，可以選擇「同志友善心理師」，或開放性欄位自行填寫主訴議題等，更能

符合女同志的需求。 

研究者透過資料分析後發現，這些研究參與者都對於使用諮商資源本身通

常沒有太多的擔憂，可能是因為大多數參與研究者在就學的歷程當中就讀諮

商、輔導、社工或性別等相關科系，對於諮商資源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對於心

理師的專業度也有足夠的信任，或者有些女同志身旁有人可以給予相關的資

訊，因此對於尋求諮商也比較沒有抗拒。研究者試圖理解背後可能的原因，一

部份可能是研究者同樣就讀諮商、輔導相關領域，因此在招募研究參與者的過

程當中，身旁的人脈資源能夠接觸到的族群也多是相關背景及科系。另一部

分，若非相關科系女同志在生活中產生困擾、有心理衛生之需求，但其對於諮

商資源並不了解甚至無法觸及，甚至對於心理師的想像未必如本研究般正向，

或許就不會去使用諮商資源。故這樣的研究結論也有可能產生同溫層效應，較

無法觸及到非相關科系或領域的女同志，亦無法了解其在面對需要心理衛生資

源的情況時，在他們的經驗裡，對心理師的想像是什麼，或是尋求諮商經驗中

有哪些困難，也是本研究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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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親友介紹、清楚機構立場、醫師轉介能增加諮商意願 

當女同志要尋找諮商資源的過程當中，會透過各種諮商管道初步確保諮商

場域是友善或安全的，可能是透過親朋好友介紹、清楚機構立場、醫師轉介等

管道作為媒介，藉由他人的再保證，初步給予研究參與者信任感，促使其能有

勇氣更進一步開始諮商。從研究結果發現，研究參與者對於心理師的想像與期

待，都相較與一般大眾更能理解與接納同志族群，但當要踏入諮商場域時，還

是會需要有篩選與過濾之行動，才能放下內心的擔憂，可見心理師專業身份帶

來的安全感，似乎仍無法讓女同志足夠安心或不因性少數之身份而無所顧慮。

這一部份從研究參與者的經驗中發現，可能與長期以來的恐同氛圍有所關聯，

面對不確定他人，會擔憂期對於同志之態度是否友善；另一部分也可能來自女

同志案主的過往的諮商經驗，因在先前的諮商歷程中，有過較負向的經歷，因

此需要更謹慎透過各式管道，挑選適合的諮商資源。 

 

（三）心理師的性別或性傾向等因素對女同志的意義 

心理師的性別或性傾向等因素，同樣影響研究參與者使用諮商資源的意

願。部分研究參與者提到因過往曾有於男性心理師互動的負向經驗，或與生理

男性在一般生活中相處的不愉快，因著男性在社會上所呈現多為壓迫者之形

象、權力位置較高，即使明白諮商室內眼前的男性為專業人士，也容易將之以

刻板之男性印象加以連結，故要去提到內在較深層的感受或情感經驗，會感到

難以啟齒、彆扭或不自在，因此普遍來說與男性心理師的會談意願較低。但女

同志案主也並非全然拒絕與男性心理師會談，若在互動過程中是能夠保持開放

與彈性、破除研究參與者之不確定感，仍是有機會能夠建立好的諮商關係。而

心理師若為圈內人，女同志案主會預設其比較能夠理解同志，但心理師未必真

的要擁有同志身份，才能夠確切同理，互動中能否對於女同志文化有基本的理

解、是否順著談話脈絡給予回應，以及開放程度，都是更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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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分研究參與者所呈現的感受，和 Morgan（1997）在美國愛荷華州使用

問卷調查 247 位女同志所呈現的結果之一，「當找不到女同志或女性治療師」

會導致女同志選擇不去接受心理治療的部分有些相似，可以看見心理師的性別

與性傾向都會是影響女同志諮商意願的重要因素。此外，在 1996 年的美國研

究，Liddle（1996） 以問卷調查 392 名男、女同志（94%為歐洲裔美國人），

嘗試了解治療師的性傾向、性別以及治療師的幫助程度的關聯，發現男同志、

女同性志和兩種性別的雙性戀治療師以及異性戀女性治療師，都比異性戀男性

治療師更有幫助，雖然並不完全因身份來決定效果，亦有可能是所呈現的言語

或行為產生的影響，但本研究相隔二十多年，這項因素對於女同志仍然有所影

響 

此外，即使心理師坐在專業人員的位置上已經帶給案主較大的安全感，但

當心理師採取主動提問，女同志案主僅能被動回應，卻又未能跳脫正常/不正

常、異性戀/同性戀、陽剛/陰柔、階級高與低的二元思維時，正重製了父權社會

下男尊女卑、權力高低等位階關係。不僅是男性心理師，當與性少數族群進行

諮商時，都需要內省自己的性別素養，以及在主流社會被形塑的過程中，哪些

言行舉止是可能影響諮商關係的，更需要留意是否再製了日常生活中可能帶來

壓迫的互動形式，使女同志案主不願繼續留在諮商關係中。 

 

二、女同志案主在諮商情境中的經驗與影響 

（一）心理師對於同性戀的態度會影響諮商關係 

研究發現，女同志案主與心理師在諮商室內的互動歷程，心理師對於同性

戀的態度會影響諮商關係。當心理師透過評估問句去質疑同志情慾的真實性、

以病理化的觀點探索目前困難形成的原因，皆會讓研究參與者不太自在。女同

志案主會以仔細觀察心理師言行的方式了解其對同志的態度，當同志情感不被

特殊化，能自然而然地討論主訴議題，是讓研究參與者感到舒服的。而性別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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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較中性的女同志也提到，當心理師的眼神不願直視，或是態度上迴避談性傾

向的議題，會感覺到不被尊重；相反地，沒有迴避的真誠態度，即使不完全理

解女同志文化，也是讓研究參與者最自在的。 

 

（二）心理師對於同性戀的理解程度會影響諮商關係 

除了態度之外，心理師對於女同志的理解程度，同樣也影響著諮商關係。

心理師對女同志文化與相關基本名詞（例如：熱線、拉板、T、P……等）熟悉

與否，會對關係產生不同的影響。當心理師對女同志文化一無所知時，研究參

與者需要對於要特別解釋或說明感到麻煩，可能不會願意多談，若心理師能夠

有些認識的基礎，則可以讓案主較輕鬆自在的談論主要的議題。回顧先前在臺

灣的研究皆提及，男性與女性在臺灣的社會結構中，社會對於不同性別角色的

期待仍有所差異，因著這些不同，男同志與女同志的社會處境與社群文化會有

不同的特性，關係也有著多元的面貌（劉安真，2016；高智龍、賴念華，

2016）。這些因性別在社會化過程呈現不同的樣態，男同志與女同志所要談的

議題也會有所差異，從本研究的研究參與者諮商動機與欲探討之議題，對照上

述第二章文獻整理中第三節所提到的「女同志相關議題」，有同志認同議題、

出櫃議題、親密關係、性關係、原生家庭議題、生涯議題等，缺乏支持網絡

等，的確是某些研究參與者目前面對的困境。因此，心理師與女同志族群工

作，對於女同志社群基本名詞與其文化的理解程度，以及對女同志所欲談議題

的熟悉度，都會是影響諮商關係重要因素。 

 

（三）心理師培養多元文化諮商能力之重要性 

本研究發現在女同志案主與心理師的諮商歷程互動中，女同志認為心理師

對同性戀的「態度」及對女同志的「理解程度」，會對諮商的關係造成影響。

其概念與第二章第一節提及 Sue 等人於 1992 年所提及的多元文化諮商能力概念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992

135 

 

架構有一些相符，於架構中提到，諮商者應具有三大能力指標，包含「諮商心

理師覺察自我之假設、價值觀及偏見」、「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當事人的世界

觀」以及「發展適當的介入策略與技巧」，其中又有三大向度「信念和態

度」、「知識」及「技巧」，雖然無法評估這幾位與研究參與者互動的心理

師，是否具有多元文化諮商能力，但從研究參與者所提及心理師對同性戀的態

度及女同志的理解程度，可以看見在與女同志案主的互動中，心理師所呈現的

態度及理解程度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話語或行動的回應，對關係也有不同的

影響。 

此外，研究者將女同志諮商經驗與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提到的高智龍、賴念

華（2016）之研究〈多元文化觀點探討男同志諮商實務〉來做比較，發現有許

多因素有高度的相似性。男同志當事人認為有效諮商會出現的重要因素為「具

備男同志社群的知識」、「察覺男同志身份衍生的特殊社會議題」、「真誠的

同理或支持當事人的男同志身份與經驗」、「以開放的態度與當事人討論各種

男同志文化中的經驗」。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在心理師「對女同志文化與基本

相關名詞熟悉」、「理解同志在社會結構下的處境」、「不將同志情感特殊

化」、「跳脫陽剛/陰柔思維的開放式語言」的情況下，擁有的經驗是相對輕鬆

與舒服的；而無法有效與男同志當事人工作之因素有「對男同志議題採取焦

慮、迴避的態度」、「缺乏敏感性，無法發覺同志議題的特殊性」、「以專家

角色，執意進行同性戀評估」、「使用中性的語言及姿態，但暗藏對同性戀的

偏見」。這些無效因素與女同志的經驗中也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如：當心理師

「對同志議題採取迴避態度」、「採用異性戀視框」、「評估同志情慾真實

性」、「對同志有刻板的假設」，皆會是女同志案主欲結束諮商之原因。由此

可見，在諮商互動歷程之中，女同志之經驗與感受，也可能與心理師所擁有的

多元文化諮商能力有所相關。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000992

136 

 

雖然同志身份帶來了許多共通性，但再從資料分析中仔細推敲，女同志與

男同志仍有因性別產生的不同樣態，男同志有屬於男性與男同志文化的特殊

性，在本篇研究的女同志中，也有著女性與女同志文化的獨特性。在主訴議題

的部分，女同志案主大多都與感情及情緒相關，其中有很多的情緒主因也是由

伴侶關係衍伸而出，這裡呈現出了女同志對於親密關係的在乎與重視，情感中

的情緒與糾葛似乎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對於口語及非口語

的訊息，女同志案主也都同等的重視，當諮商者出現情緒的反應、語調的變

化、眼神的飄移等，都會連帶引出女同志案主內在的許多想法與感受，也會有

很多未必能說出口的猜測和疑惑，隱微地影響諮商關係。這些是在探討男同志

諮商經驗議題中，比較沒有被提到的部分，可以看見男同志與女同志分別在諮

商中呈現的獨特樣貌。 

 

（四）諮商中的性傾向微型侵略 

性傾向微型侵略，是指對於少數團體的歧視與偏見，在生活中以較隱微的

形式出現。在研究參與者的分享當中，研究者也留意到了有些女同志在諮商歷

程當中，也經歷了性傾向微型侵略之經驗，雖然不至於對女同志案主來說產生

極大困擾，但仍有些許尷尬或不適，即使出現這樣的感覺，未必會在當下與心

理師反應，而這些放在心裡的不適，有可能是最後選擇不再繼續諮商關係的因

素之一。對同志有刻板的假設或表現異性戀偏見、心理師採用異性戀視框皆會

拉開彼此的距離，這些言行未必需要刻意或透過直接的傳遞，也可能隱微地在

諮商歷程中帶給女同志案主較負向的感受。除此之外，在不適當時機連結同志

身份，也會讓研究參與者感覺被冒犯，僅有不帶著刻板色框，以跳脫陽剛/陰柔

思維的開放式語言，才有更多的機會去真正理解每一位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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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同志案主與心理師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一）女同志案主因應權力不對等的抗拒型態 

從研究參與者的經驗當中發現，若心理師較強勢決定了以病理的角度去看

待當事人的女同志認同，則可能被剝奪了案主在諮商室內為自己說話的權力。

心理師是在諮商室中相對握有話語權的一方，並能夠選擇要從什麼樣的視角了

解眼前的女同志案主，而所問出的問題，就呈現了其對於同性情慾的態度，若

仍以過往評估、診斷、病理化的方式在理解女同志個案，在與主訴無關或是不

恰當的時機去詢問對方的認同歷程、認同的強度、形成原因或相關經驗等，其

實都會讓女同志案主感到不舒服。 

回到前述文獻中提及，在輔導與諮商相關期刊中，2000 年前的專業人員，

皆以權威角度透過成因、診斷去分類、界定何謂真正的同性戀（徐西森，

1990；張學善，1996；賈紅鶯，1996；陳郁齡，1999；呂承芬，2000；周柏

伶，2000）。雖然不確定本研究參與者的心理師訓練背景為何，但可以發現有

些女同志案主的確經歷了被評估、診斷與病理化的過程，若這些專業人員過往

的養成歷程是以當時錯誤的輔導諮商知識來認識同性戀，的確可能導致他們以

分類、診斷態度看待女同志，難以用正向的態度面對這些女同志案主。 

當女同志以尋求協助的身份進到了諮商室，在開始說話前，可能被預設了

擁有某些困擾，而這些困擾若被歸因於個人之因素，並以個人之改變的方式為

解決目標，未納入其他此身份在社會所被壓迫的可能，在這樣的情境脈絡下，

不僅偏離了欲探索的主訴議題，更有可能讓過往經驗等資訊，都成了心理師歸

因其造成同性戀傾向或主訴議題的病因，也就會忽略了，說話的女同志案主說

的並不僅是個人的困擾，更可能是這個社會造成了這樣身份的主體承擔這些重

量。因此，心理師在對於多元性別族群不敏感的情形之下，更可能出現不適當

或造成傷害的處遇，若心理師能擁有相關專業知識，並留意其在諮商室內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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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位置，不令其成為壓迫的力量而使女同志案主於歷程逐漸消音，若能將權力

視為一種支持的力量，當事人更有機會擁有平等的位置去說出自己的故事。 

女同志一詞的意義，並非僅是相對於異性戀女性，會對於同性產生情慾之

女性而已，對於每一位研究參與者來說，此女同志身份背後所涵蓋的認同意

義，更是豐富而多元。心理師若帶著既定框架的來理解，也可能會與在互動中

產生碰撞。多數的研究參與者是不會去與心理師提到自己的不舒服，或是被詢

問的不自在，通常都是以自己習慣的因應方式去反應。研究者從研究參與者所

描述的互動狀況下加以整理，發現當女同志案主在面對心理師位於權力較高的

位置下，若於互動中感到不適時，展現出來的因應方式因人而異，而女同志過

往成長經驗、女同志身份認同穩定度、專業學術背景、個人特質與性格皆會影

響其因應方式。女同志以這樣的「因應」，作為「抗拒」諮商室內權力關係的

方式。此處所提之「抗拒」一詞，非諮商領域讀者所熟悉之「抗拒」

(resistance)，因此需先加以釐清其詞彙代表之概念。在諮商理論與學術文獻

中，當我們提到抗拒時，是心理動力取向心理治療過程中，很自然會出現的現

象，這種阻抗可能是案主在治療中的不願合作，比較屬於諮商關係中，案主與

心理師人際之間，於治療過程中所會產生的現象之一。而本研究提到女同志案

主面對權力不平等之「抗拒」型態，是取自於社會學之概念，呈現同處在社會

結構底下的女同志案主與心理師，案主面對權力不平等時產生的因應行為，同

時在反抗著心理師，也可能同時反抗這個結構性的權力狀態，與諮商提及之抗

拒有著觀看視野不同的差異，因此，即使案主同樣出現了抗拒的行為，但所代

表的意義有所不同。女同志案主的抗拒行為，從女同志案主與心理師的微觀權

力分析，可以看見這些抗拒是女同志案主的能動性，在面對不平等的情形，展

現出抗拒行為來加以對抗及抗衡，去翻轉這個權力不平等所帶來的壓迫，更帶

來不同的結果與變化，所以女同志案主出現的「抗拒」行為，也可能是有正向

及力量之詞彙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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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女同志案主出現的三項抗拒型態： 

1. 沈默不語：女同志案主不去爭辯與說明，忽視心理師的錯誤推論。 

2. 教育對方：若女同志案主教育並更正心理師的錯誤假設、給予明確的訊

息，可能扭轉話語權，或進一步改變心理師觀看的視角。 

3. 結束諮商關係：女同志案主可能直接淘汰眼前的心理師，不會有下次會

談的機會，或是靜待機會找理由結束諮商關係。 

除了在諮商室內不同的抗拒型態之外，離開諮商室後，僅管〈台灣輔導與

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中，對於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人員皆有相關規

範，為保障當事人之權益，守則內之公平待遇權內明定，當事人有要求公平待

遇的權利，不得因「性別取向」及其他因素而予以歧視。但若女同志案主真的

在諮商關係中受到權益的損害，倫理的保障也未必能於實務中有效保障。首

先，若案主要對心理師申訴，歷程中則需要伴隨著出櫃所帶來風險，這對一些

女同志案主來說可能對生活造成更大層面的影響而因此卻步；再者，大多數的

人未必有足夠的條件與社會資源，去取得申訴程序的相關資訊，以及在這個歷

程當中需要花費的心力與時間等成本，難以衡量。當案主是處在一個相對無法

使力的位置，是很難去反映自己所遇到不平等，因此，在遇到因為性別取向而

被差別待遇，甚至權益受損時，默默承受、自認倒霉或是趕緊逃離，就可能成

為最不得已的應對方式。 

面對這樣權力不對等的情形，有些研究參與者會留下來與心理師磨合，有

人會猶豫諮商對自己的意義，有些人則會直接決定離開，而研究參與者會採取

什麼樣的因應方式，也並非每一位或每一次全都相同，會與女同志案主當時的

狀態有很大的關聯。當女同志案主擁有穩定的認同，並因為其專業背景本就對

性別議題有足夠多的理解，清楚性少數的處境，更能了解心理師個人將在異性

戀霸權之社會中所殘留的某些毒性，施加於案主身上，若直接提醒心理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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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師也能有所調整，可能讓諮商關係加以延續，但更有可能，是女同志案主覺

得不適合而直接離開，再尋尋覓覓下一位適配的心理師。 

 

（二）大專諮商中心與自費機構有不同的權力關係樣態 

研究者於資料分析後發現，女同志案主皆有在校園與社區兩種不同場域進

行諮商的經驗。進一步細探研究參與者分享的經驗當中，「大專諮商中心」的

諮商經驗佔有非常大的比例，此訊息富有其正向意義，因為學校的免費諮商資

源，是本研究中大多女同志案主首次接觸諮商的經驗，在遇到困擾時，能夠以

學生身份體驗何謂諮商、更加認識諮商服務的歷程，不論於校園中的諮商經驗

如何，讓女同志案主理解諮商是探索個人議題的可用資源之一，提高了使用諮

商資源的意願，降低其進入社區及自費機構諮商的門檻，當遇到困擾欲尋求幫

忙時，也能主動在社區尋找諮商資源。 

而研究中同樣發現，女同志案主有許多在諮商中的負向經驗，也來自於校

園，研究者嘗試從幾個層面來理解這樣的現象。首先，女同志案主於學生身份

時，尚無足夠的經濟能力能進入社區負擔諮商費用，去選擇符合自身需求的心

理師，校園諮商則是最易接觸的場域。再者，學校諮商中心擁有權力為了管理

上的方便，控管分案的制度，若以責任制的區分、時間的方便來分配個案給不

同的心理師，則未必能以同志學生之需求或期待加以媒合，開放選擇更可能視

為增加行政作業的成本與麻煩。 

   女同志案主相較於其他非性少數的案主，同樣在大專諮商中心尋求協助，卻

額外有著因女同志與學生這樣的雙重身分產生擔憂。從研究訪談中發現，於諮

商的歷程當中，女同志案主更會因為所就讀學校對於同志族群的友善度，影響

自身進到諮商中心對於心理師的信任程度；女同志案主在諮商中心出櫃，對於

學校之心理師能否確實遵守保密原則，也會有內在的擔憂。若同時擁有身心狀

況不穩定需就醫或需通報的情形，未於其他場域出櫃的女同志案主，更會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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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同儕及師長有沒有可能因此得知自己的女同志身份，對個人生活與學業

產生後續負向影響等，有更多的緊張情緒在內。 

若女同志案主有自覺與心理師不適合的想法，又會考量學校的諮商次數大

多有限制、需要排隊等候的時間也較長，甚至會擔心主動提出更換心理師可能

產生的後續影響、對於不合適或對自己產生傷害之心理師也未必能夠獲得申訴

的合適管道。面對這樣的校園行政權力體系，以及對後續影響的擔心，女同志

案主在學生及性少數的身份上，自然處於權力相對弱勢位置，再加上社會對於

女性有許多的規訓與期待下，當女同志案主仍在學生的年紀與位置，忍耐與順

從，亦可能是在面對不合適之心理師，可能出現的反應。因此，在無其他資源

與選擇之下，加上對於諮商專業的初步信任，留在校園場域諮商的時間可能更

長，所經歷之不愉快經驗也可能更多。 

自費機構與大專諮商中心有著很不同的特性，畢業之後，女同志案主在自

費機構的諮商關係中，即使心理師與案主的位置仍屬不平等，但其落差比校園

內的差異來的小一些。其差異可能來自於，自費機構中有著提供服務者與消費

者的關係在內，相較於校園諮商中心執行管理及工作責任，女同志案主於自費

機構有較大的空間選擇心理師，機構也大多會主動媒合較適配的心理師給女同

志案主。在這樣的情形下，當女同志案主擁有比較多的經濟能力能自由選擇，

也有其他可替代資源時，心理師若不符合其個人期待，可以直接透過不再持續

付費諮商結束諮商關係，汰換心理師甚至更換機構，來展現自已擁有的權力。 

 

（三）從女同志案主覺知經驗探討心理師之相關知能 

過去的輔導諮商領域、大眾媒體的傳播，同性戀長期傾向被病理化與問題

化，導致許多女同志案主在日常生活互動或網路社群媒體，可能多少經歷被診

斷式審問的不愉快感受、偏見與歧視的不當對待，甚至有許多人將同性戀傾向

歸咎於原生家庭的教養。在這些社會的氛圍與經驗的累積之下，若在諮商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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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中，案主接收到心理師出現類似的語言或非語言訊息，即使心理師未必有

負向意涵，卻也非常有可能觸發女同志案主連結相關負向經驗，而有因權力不

對等之情形而感受到被壓迫之不適。與心理師的諮商互動歷程，有些專屬於女

同志案主或同志族群的脈絡因素涵蓋其中，可能與異性戀案主的背景脈絡有所

不同。其中與同志知能相關之處，也是我們可以多加留意之處，或許能加以改

善因此類似情形而帶來的女同志案主的負向諮商經驗。以下舉兩個於資料分析

中所談之例子加以討論： 

1. 女同志覺知心理師蒐集資訊之行為 

從本研究第 103 頁中女同志案主俊的經驗當中，對於心理師搜集資料的行

為感到不適，除了此例之外，可以試想類似經驗下的其他幾種可能： 

（1） 心理師的基本諮商技巧不佳：雖欲了解個案或評估支持資源，但探問的

偵查感會讓案主感到像是在問答，缺乏了人性而未有被關心之感受。 

（2） 心理師內在對於同志之感受較負向或排斥：對於與非刻板印象知性別氣

質的中性女同志相處感到焦慮，出現無法真誠直視的狀況。 

（3） 心理師對於同志族群有一些錯誤的假設與評估：因此將其性向認同過程

視為評估內容之一，而女同志案主未必將其視為「問題」， 

（4） 心理師欠缺同志知能：女同志對其來說是陌生的族群，一無所知的狀況

下可能出現冒犯對方的問題而不自知。 

（5） 女同志案主對於諮商的進行歷程較不熟悉：雖心理師為了多加了解個案

而搜集資訊，不習慣諮商這樣問答的形式而感到困擾。 

（6） 女同志的內在恐同：心理師的提問可能被理解為不友善的訊息，來自於

內化其他不友善他人的訊息與感受。 

2. 女同志對於從原生家庭探索議題之感受 

從本研究 107 頁，女同志 Yellow 對心理師不斷將其所欲談主題拉回原生家

庭的經驗中，來探討此方式可能產生的幾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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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師理論學派的因素：有可能心理師之專業背景屬於探索童年創傷與

家庭議題，因此不論何種身份認同皆會導向探索原生家庭創傷，而此。 

（2） 心理師對於性傾向之錯誤歸因：將同性戀視為問題家庭的結果，忽略女

同志案主個人的女同志認同形成。 

（3） 心理師忽略同性戀長期被問題化：這些被問題化及被標籤的壓迫，在女

同志案主對於原生議題的探索仍可能勾動其他感受，沒有適當的澄清與

理解，可能在互動的歷程中產生誤解。 

從以上兩個情況中可以發現，心理師若缺乏一般諮商技巧，不論案主性傾

向為何皆有可能感到不自在，但若是心理師對於性少數的敏銳度不足、或忽略

其所處社會脈絡及背景，甚或者缺乏同志相關知識，則可能會在與女同志案主

互動中帶來負向經驗。另一方面，女同志案主因社會氛圍或負向經驗產生的內

化恐同，也可能在互動當中發酵，對於偵查式的問答、歸因於原生家庭等，會

有較高強度的排斥感。心理師在與女同志案主的工作過程，若並未將其女同志

身份於社會脈絡下的經驗納入考量，可能會無法敏銳於某些話語跟互動影響彼

此的諮商關係，在概念化的過程也未必能貼近女同志案主之狀態。另外，即使

心理師自身就有同志身份，又或者對於同志族群有基本的熟悉度，也需要留意

保持適當的未知空間、透過眼前的案主來了解其狀態，而非以刻板或經驗來認

知來訪的女同志案主。因此，若心理師具備有適當態度及基礎同志相關知能，

排除這些狀況下，可以更理解是否有可能是一般諮商技巧或理論適配性等其他

因素，導致女同志案主在歷程中產生負向感受或欲結束諮商關係。 

在以上兩個主題中，資料的搜集過程，如何讓女同志案主覺得舒服是好奇

而不是偵查；如何探索原生家庭而不帶有偏見與歧視，可能同時含有技術性與

態度性的問題在內，都需要將案主生長脈絡、同志於社會處境之脈絡考慮在

內，才能有更貼近案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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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探究各個研究參與者與心理師的互動，雖然存有權力之不對等，但這

樣的權力關係也非一成不變，有別與我們對於諮商內的當事人，皆處於有限制

跟被動的位置，本研究發現，有些女同志案主會嘗試翻轉心理師與當事人的不

對等的高、低權力位置。例如透過互動中的語言與非語言訊息觀察心理師，去

試探心理師對女同志的態度與認識程度、去主動篩選能夠對自己有所幫助、願

意持續會談的心理師，以協助自己探索主訴的議題，避免花費額外的心力與時

間去解釋或教導心理師來符合自己的期待，這些能動性的展現，翻轉了諮商室

的心理師與當事人之主/客、主動/被動之關係，也不同於以往對於諮商關係的傳

統想像。 

 

四、諮商室外的不可控與可控因素 

在女同志的友善諮商想像中，心理師能否敏覺於社會氛圍跟重大事件，以

及在諮商室外的行動與表達，都會是影響諮商關係的關鍵因素。 

 

（一）不可控因素：社會氛圍與重大事件的影響 

2018 年底，在推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過程中，將同性婚姻與性別教育的人

權議題訴諸公投，投票結果多數人的反對，確實造成同志族群的集體創傷。研

究參與者歷經公投事件所呈現的情緒狀態，就與陳牧宏、徐志雲、衛漢庭

（2019）幾位精神科醫師提到的狀況一致，因爲這次公投引發社會激烈的討

論，多數人否決同性婚姻與性平教育之結果，帶來了同志社群集體的失落，憂

鬱、遺憾、被誤解與憤怒的情緒，也造成了同志社群在心理健康危害與自殺風

險的上升。因此，當心理師能覺察且理解社會事件對女同志案主產生的影響，

並給予肯定與支持的態度，對緩解案主在如此重大社會事件下的情緒，及增進

諮商關係是有所助益的。 

諮商室並非是隔絕於世的真空空間，就猶如生態系統一般，心理師與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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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經驗、諮商室外的行動、整個社會的法律與制度等因素，皆環環相扣、

彼此產生影響。即使同性婚姻已經以專法形式保障基本權益，而這個社會大多

仍是為異性戀服務，歧視與惡意、忽視與刻意，仍可能存在於生活的各個細

節、還有非常多的努力空間。因此，心理師除了在諮商室內的專業展現外，對

相關社會議題的關心、所做的社會行動，都能夠有助於與女同志案主工作。 

 

（二）彩虹標誌與性別友善文字別具意義 

首先，諮商機構或心理師透過性別友善標誌表明對同志的友善態度，對女

同志極富意義。從研究參與者的分享中可以發現，當心理師不再保持中立，主

動表達同志友善，不僅能增加女同志求助的機會，女同志透過辨識物品清楚知

道對方對於同志的態度及立場，還能降低女同志對於反同相關宗教的警戒心。

心理師在諮商室外的社會行動與足跡能帶來安全感，對同志運動及與多元性別

相關的各社會事件，加以關注與行動，都能成為女同志進入諮商系統、被深度

同理的重要支持力量。而諮商預約系統數位化與表單系統設計個別化，能夠提

供給不同需求者，增加其使用諮商資源的機會。 

 

（三）臺灣文化下的女同志在諮商的困境 

在臺灣華人文化下的同志處境有其特殊性，讓女性與同志的身份的雙重壓

迫無所不在。回顧二十多年前，當時透過女同志刊物等網絡所呈現的樣態，是

因東方社會中家庭親族連帶相對密切，讓同志背負的污名壓力也相對沈重（簡

家欣，1998）。而隨著時光的前進，同性戀所背負的重擔，世代與法律的進

步、更多的知識及刻板印象的破除，的確逐漸擺脫污名。但這些人際之間的緊

密連結，對於同儕與家人反應的重視，仍讓女同志在生命的各個階段，都會因

這樣的性少數身份而帶來許多擔憂。而華人文化中的父權體制、異性戀霸權，

同志族群仍有著來自外界環境與內在認同的壓力（王琇慧，2014）。這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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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以及個人經驗的累積，都可能被女同志帶進諮商室，在諮商的互動歷程中

對彼此的關係產生影響。 

社會上對於不同性別角色有不同的期待，在過往重男輕女的觀念下，對於

性別的差異對待更是明顯，女性可能被期待以溫柔、體貼、細心、包容等形象

養成，因此造就不同的性格，而「敬老尊賢」等階序差異以及對權威的懾服，

更是出現在家庭、職場、生活等各層面。即使在諮商室裡的心理師與案主之關

係，也未必能擺脫父權社會所帶來的權力位階差異，如同研究參與者中有些人

正好屬於「逆來順受」型，對於心理師之分析、盼對、理解，即使帶有疑惑與

質疑，也很困難於當下加以反應與表達，在與研究者訪談的平等關係中，才敢

於將真實的感受加以抒發。因此若心理師未留意自身在諮商室內之權力位階，

而不斷再製了這些壓迫，案主的噤聲或提前離開，很有可能也在傳遞著未被理

解的訊息。 

 

五、女同志友善諮商樣貌 

藉由整個研究歷程，研究者從女同志們的雙眼看到了他們對諮商及心理師

的期待與想像，也更了解在女同志找尋諮商過程中、進入諮商諮商歷程中的許

多經驗與感受。下圖以彩虹旗幟之圖像（圖 5-2 女同志友善諮商樣貌），嘗試

勾勒女同志心中可能的友善諮商樣貌，以供讀者能有更清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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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誌 

諮商領域能利用彩虹與同志友善文字清楚表達立場。 

找尋諮商前能清楚機構與心理師對同志態度是友善的。 

 

   資源 

諮商資源有親朋好友、醫師的介紹與保證。 

諮商預約系統能數位化與個別化。 

 

   觀點 

心理師能跳脫異性戀思維而採用開放式語言。 

性傾向被以正向與一般化觀點看待，而非病理化。 

 

   態度 

心理師不以迴避態度談論同志議題。 

心理師面對非符合傳統性別氣質之當事人能給予尊重。 

 

   知識 

心理師能理解同志在社會結構下的處境。 

心理師對女同志文化與相關基本名詞熟悉。 

 

   行動 

心理師在諮商室外能以行動表明對同志的支持。 

心理師能關注社會氛圍與重大事件對女同志的影響。 

 

  

女

同

志

友

善

諮

商

樣

貌 

圖 5-2 女同志友善諮商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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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者反思與限制 

一、研究者反思 

在 2020 年的武漢肺炎疫情之下進行研究訪談確實是艱鉅的任務，但這樣特

殊的時刻，也讓我從中有了新的體悟。首先是研究參與者的願意參與和協助，

這樣的善意與不畏疫情的勇敢，讓身為研究生的我非常感動，或許就是他們/她

們都具備著這樣勇氣，能走進未知的諮商室，去讓心理師陪伴著他們/她們面對

人生中的各項難題。再者，大家都對於病毒與疫情充滿未知，因此我們在歷程

中小心謹慎，排除萬難為了達成心中所寄盼的目標，讓這些準備能成就訪談的

發生。就像每個走進諮商室的女同志案主，或許都帶著對自己或對他人的困

惑，有可能是內心對自己認同的思索，也可能是對心理師不確定態度的試探，

卻因著對於此專業的信任，透過一些確認與準備，而願意踏進諮商室。 

而心理師身為專業工作者，面對來訪的女同志案主，每個人的經歷必定有

其獨特性，若讓自己到了諮商室，意外碰到同志族群，才開始學習如何與同志

諮商，對自己來說是不容易的挑戰，對同志案主甚至是可能產生傷害的。讓案

主不受傷害並獲得最大利益的是最基本的標準，若專業工作者能保有開放的態

度，不去假定預設對方的性傾向與認同等相關資訊，不斷透過補充專業的知

識、平日的進修與關注，在學習的階段就讓自己是準備好的狀態，相信讓諮商

的關係與歷程都能隨著未知的減少，更能有所助益。 

能夠陪著每一位研究參與者回顧從小大到的成長經驗與個人的議題，聆聽

著他們/她們如何看待自己的狀態與變化，以更成熟的視野回望諮商之路以來的

感受與變化，更令人動容的是，研究參與者即使曾經遇到心理師無法理解女同

志身份，亦或者因為過往負向經驗而對於他人不確定反應充滿擔憂，這些在諮

商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挫折與憂慮，皆未造成真正的阻礙，且仍然相信著諮商的

專業、找尋適合自己的資源，持續努力去探索生命中的各種酸甜苦辣。值得欣

慰的是，這幾位研究參與者並沒有遇到心理師因為個人信仰或價值觀的強行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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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亦或者偏見而惡意的歧視行為，甚至是扭轉其性傾向的治療，而造成更大

的傷害，不過但也千萬要謹記在心，與同志族群工作，不僅僅是存著好心與善

意就足夠了。 

縱使我不是每一段故事中的當事人或心理師，透過研究參與者無私的分享

與敘說，彷彿坐在同一艘船上隨著海浪的起落與太陽的升降，陪他們經歷了一

段又一段深刻的諮商經驗。我不僅感受到在某些情境下當事人能被深刻理解、

重擔解除的瞬間，也經驗了被忽略、被視為異己的痛楚，更多的是那些在過程

中一來一往、一層又一層堆疊起來，未必能用言語明說，卻又努力找尋其意義

的豐富歷程。透過每一位研究參與者的感受，我從女同志的雙眼中看見了心理

師的各種言行可能產生的影響，這對我而言極具意義。讓我學習到，想要成為

一位擁有同志諮商能力的心理師，不僅只是友善，更要擁有足夠的性別相關能

力與專業知識。有著真誠的態度、基本的諮商能力，加上性別與同志的相關知

識，才能往這個方向更邁進一步。而這些參與者真摯的分享，給予了我豐富的

養分。 

 

二、 研究限制與研究建議 

本研究將目標放在深入了解女同志案主的個別諮商經驗，期待能透過深入

訪談了解其在諮商歷程中各種經驗及感受，反思在諮商心理師這樣專業的角色

上，能更理解女同志族群，進而能在專業訓練及預備相關能力上有一些方向。

但本研究僅以女同志案主為主體，透過研究參與者的描述、理解其經驗，屬於

主觀且回溯之經驗，會如何詮釋與解讀過往的諮商歷程經驗，也與當事人不同

的狀態有所關聯。以下有幾個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女同志案主與心理師之配對研究 

此研究非當事人與心理師之配對研究，本研究從女同志的視角了解諮商帶

來的經驗感受，但對於與之互動的心理師形象是較模糊的，對每一位心理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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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之背景資訊並不清楚，有些語境的脈絡也可能較模糊，亦無法理解女同

志案主與心理師對於同一事件之理解與感受的差異，及其各自理解的真實情形

為何。研究者處理資料分析，可以呈現以女同志為主體勾勒出的諮商面貌，無

法透過互動歷程中的另一對象之言語述說，有更豐富、完整的圖像，此為研究

限制之一。未來研究若能找到與女同志案主進行諮商的心理師，更清楚其訓練

的背景與相關經驗，在研究倫理及保密等範圍之下，了解互動歷程雙方的內在

運作為何，相信可以對於同志族群與心理師在諮商歷程中的互動有更全面的認

識。 

 

（二）探討臺灣非都市區域的諮商資源以及同志友善氛圍 

不同國家之社會文化脈絡及法律截然不同，對於同志之友善程度有其差

異，華人文化中的某些文化因素也影響其互動關係，因此研究結果推論未必能

適用於臺灣以外的國家。即使同在臺灣內，也須留意可能因著區域差異有不同

的樣貌。本研究並未刻意以交通方便性去設定研究參與者之所在區域範圍，但

大多數仍位於六都或城市區域（臺北、新北、桃園、新竹、臺中、高雄），有

超過半數研究參與者當時諮商的地點都位於台北市，有些縣市則是有以同志為

主要服務對象的其他相關組織，因此女同志能較容易取得資源，諮商資源與心

理衛生資訊也相對豐富。未來研究或許能了解居住於臺灣其他縣市的女同志，

或其他多元性別族群，在尋求諮商歷程的經驗。若是能以更大量質性或量化的

樣本嘗試了解全臺灣各縣市，同志對於尋求諮商的樣貌為何，或許也能提供研

究者及實務工作者有更多的了解。 

 

（三）重視同樣擁有女同志認同之跨性別族群 

多元性別族群包含各式族群，此研究以八位個別訪談之方式進行，因具有

獨特性，無法推論至整個同志群體，故僅能代表部分女同志族群在尋找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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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歷程中等各式經驗，未必能完全適用於不同特色與文化之其他多元性別族

群。而研究者在網路上公開招募找尋研究參與者的歷程當中，在 Facebook 平台

的文章上看到網友提醒的留言，提出對於本研究所設定「生理性別為女性」的

條件，可再多加考慮，原因是會因此排除了跨女同志（有女同志認同的跨性別

女性），雖跨女的諮商經驗上可能會有更多複雜及延伸的議題，但多元性別的

探索，也不應僅以生理性別為分界，將其排除在女同志族群之外。本研究在設

定條件前研究者的確也思索了許多，是否要特別設定生理性別，最後的決定有

一部份可能也是自己對於跨性別族群的熟悉度不足，故未納入研究對象之一。

由藉此機會提醒了自己以及未來的研究者，期許未來在做女同志相關論文研究

時，能更重視性別的多元性，著重於個人認定的性別認同，不將生理性別成為

限制。 

 

（四）關注不同年齡階層女同志及各種諮商形式之經驗 

本研究只有討論在個別諮商中，因為其女同志身份的各種經驗，有發現許

多當事人是因為感情因素而來，而此次研究未將伴侶諮商的經驗納入討論，但

女同志伴侶的互動經驗，會因著兩個人不同的背景，加上這個社會對於同志態

度產生的影響，而呈現不同的樣貌。以及女同志的團體諮商，也會有更多元的

樣態。最後，此研究參與者皆為成年未婚女同志，年齡介於 25 至 33 歲之間，

因此僅能代表相似背景、使用類似心理資源之族群。而兒童、青少年或老年女

同志因其發展階段不同可能擁有之議題也有所差異，相較之下所面臨的狀況也

不甚相同，需再透過其他研究深入了解。但此研究仍可提供在異性戀為主的現

代社會中，了解女同志族群在主流諮商歷程當中的各種經驗與感受、提升諮商

心理師面對此族群所需培養之專業知能，並加以應用於不同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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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本研究從研究訪談、資料分析以及研究的結果與討論，在諮商與輔導實務工

作中提出以下建議： 

一、對諮商實務工作者之建議 

（一）反思自身對於同性戀之態度 

從本研究可以看到人，仍有些心理師以過往的評鑑診斷態度來面對女同志案

主，不僅是對於同性戀傾向、非傳統性別氣質形象，以病理化或問題化的視角

觀看，這樣的態度往往是最容易讓女同志離開諮商室，不願繼續使用諮商資

源。友善的心理師當然不在少數，但若長期以異性戀世界觀來看待來談者，可

能會無意間忽略多元性別族群所處的社會處境，在諮商室中重置了權力壓迫而

渾然不覺。因此，心理師需反思自己究竟如何看待同性戀，以及在主流社會中

的異性戀思維、刻板印象如何影響自己與多元性別族群進行諮商工作，這對即

使本身是同志族群的專業心理工作者，也是很重要的部分。 

 

（二）性別素養的培養與諮商室外的社會行動 

目前諮商研究所課程當中，仍少有與多元性別族群工作為主的課程設計，

以考試科目需求的開課制度，要加以調整的確相對困難，而準心理師如何在學

習的歷程當中增進同志諮商知識、態度、技能的能力，並主動尋找網路資源、

校外相關資源，或保持對相關議題的關注及了解、閱讀書籍、同儕間的學習

等，相對就會更為重要。心理師與女同志案主的諮商互動關係不僅是真空於諮

商室內，是否於諮商室外有足夠的預備、參與或行動，心理師是否有關注社會

事件及同志相關訊息，皆會產生影響。尋求諮商資源的個案，會從各個地方尋

找線索，確認他者對自己身份認同的態度，心理師的角色中，不管是在諮商室

內或諮商室外，可以透過許多方式傳遞其同志友善之訊息。從心理師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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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過的機構，發表過的學術文章、專長的標註，到與諮商相關的物理空間擺飾

等，都會是能夠與同志族群溝通的重要資訊。 

 

（三）以彩虹物品及文字主動呈現對同志的友善態度 

這個社會多為異性戀所設計，同志族群都承受著偏見、歧視與不公平的待

遇。在社會的壓迫之下，甚至將同性婚姻之基本人權拿來公投表決，造成同志

族群很大的傷害。異性戀本來就因為是符合主流的多數，而擁有了許多特權，

即使在諮商場域中，異性戀仍然是擁有這樣的特權，在預備進到諮商室時，不

太需要擔心自己的性傾向被心理師知道後會造成什麼無法預期的反應，而相反

地，性少數在尋找資源除了需要留意心理師專長是否符合個人主訴議題之外，

確認是否對同志友善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倘若機構或心理師沒有任何的表

態，女同志需要花額外心理猜測其對同志的立場。心理師若仍對於同志議題維

持中立的立場，讓女同志案主從進入諮商室，到諮商的互動中，都需要諜對

諜、時刻猜疑心理師的態度與立場，在這個過程不僅帶著原先的困擾與傷痛，

又要花心思與能量確認心理師是否為同志友善，都背負著比主流異性戀更大的

壓力重擔。因此，心理師更需要在語言上、空間或衣著上等細節，跳脫中立之

態度，藉由可供辨識同志友善之彩虹旗幟與物品、同志友善文字或相關書籍等

清楚的表態，皆是與案主溝通的其中一種方式。 

 

（四）留意女同志案主的身份產生的多元交織性， 

女同志案主踏入諮商領域，帶著想談的議題，以及生命歷程的許多經歷進

到諮商室，其身份認同未必會是造成其困擾的因素，在不適當的時機加以連結

勢必產生更大的困擾，但在所處世代社會環境及對同性戀者的態度下，某些時

候也須留意。心理師更須留意案主是否有不同的身份產生多元交織性，同樣一

段話語，對於每個女同志案主的意義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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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諮商機構之建議 

（一）透過業務及標誌主動表示對同志族群正向態度 

研究參與者提到機構曾辦理與多元性別相關的講座或活動、門口的彩虹

旗、心理師共同參與遊行等，都是增加諮商意願的因素，能夠主動表示出對於

同志友善的態度，對於女同志尋求諮商的歷程中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者於研究

進行中，也同時了解身邊女同志友人的諮商經驗，曾有人分享於自費機構尋找

諮商資源，進行初談媒合時，行政人員沒有特別詢問他的性傾向，但主動提到

某些心理師在諮商費用的定價上，若身分為多元性別，會給予較優惠的價格，

為的是透過此方式表達支持此族群。由諮商機構主動表達，而來尋求諮商的案

主仍可以決定是否要出櫃或做任何選擇，這樣主動表達友善，確實為尋求諮商

的女同志減緩些許焦慮。 

 

（二）調整預約系統及表格設計以符合同志族群需求 

研究參與者提到，透過網路預約初談是所期待的方式之一，科技的使用已

經是日常生活中很習慣的一部分，除了快速方便之外，網頁架設雖是虛擬空

間，其網站設計之圖案與文字能否將同志友善的訊息傳遞給尋求諮商的同志族

群，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在表單設計下，若能有勾選同志友善心理師之選

項，或有開放式問答處可以填寫自己的需求，甚至於習慣男女二元分類的表單

之下，能在與性別相關的欄位設計更加友善或多元的選擇。網頁設計、表單設

計與心理師專長處若能留意少數族群之需要，更是能貼近不同需求的族群。 

 

三、對未來國家法律與課程制度之建議 

（一）透過法律的制定與修改保障多元性別族群 

法律雖然在不同的領域有一些反歧視的規定，但恐同的氛圍與對於多元性

別族群的歧視語言仍存在於現今社會當中，難以落實明確的保障，國家更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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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法律制定系統性的「反歧視」相關法律，才得以讓性少數有較安全的環

境。另一方面，同性婚姻雖以專法獲得基本之保障，但跨國同婚及領養、收養

等法律制度對同志伴侶與家庭來說仍未完善且充滿挑戰，這些都是需要加以改

變的部分。 

 

（二）諮商中與性傾向相關之倫理守則的建立 

在諮商專業領域中，除了現行之倫理守則外，將與多元性別族群工作的相

關細節，納入心理師倫理規範中加以保障，並考量性少數因權益受損之申訴管

道，也是需要努力的方向。另外，以考試科目為主的開課方式，常忽略了與多

元性別族群的相關工作能力，透過更聚焦的同志諮商能力培養之課程，取代過

往僅將同志議題放在多元文化課程中的一小部分，才得以讓心理師能在與同志

工作前，就能預備好相關知能及倫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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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台北市同志友善機構及諮商心理師名單 

台北市同志友善機構及諮商心理師名單 

序號 名稱 同志友善人數

/總人數 

專長文字內容 

1 心曦心理諮商所 2位/9位 邱淳孝：性別議題、同志議題 

李吳澤：多元性別議題 

2 中崙諮商中心心理

諮商所 

 

2位/37位 鄧年嘉：多元性別與認識同志 

莊麗香：兩性或同性情感困擾  

 

3 看見心理諮商所 

 

4位/16位 詹宗儀：LGBT多元性別族群、

同志自我認同與跨性別議題 

顏瑜慧：同志/同志伴侶諮商 

何盈靜：多元文化與性別認同 

*汪亦程：多元性別與同志諮商

（暨親友諮詢） 

4 點亮心燈諮商中心

心理諮商所 

 

3位/23位 林伯聰：多元性別相關議題 

鄧年嘉：伴侶關係經營（含同

志伴侶） 

*吳柏瑩：LGBTQ諮商 

5 毛蟲藝術心理諮商

所 

1位/20位 高智龍：同志友善諮商 

6 馨培心理治療所 1位/4位 呂嘉寧：多元性別友善議題 

7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

母聖心會附設懷仁

全人發展中心 

2位/27位 黃乙白：同志 LGBT議題 

*張怡：同志 L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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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財團法人加惠心理

諮商文教基金會 

2位/15位 黃慧雯：同志諮商、同志伴侶

諮商 

鍾孟燕：同志友善諮詢 

9 財團法人旭立文教

基金會 

11位/50位 方曉喻：性別議題（同志與性

別認同）、多元性別議題 

林俐：LGBTQ友善心理師 

周志建：性別認同及同志諮商 

彭淑玲：同志議題  

賴思均：性別認同與同志諮

商、LGBTQ友善心理師 

謝欣惠：性別認同與同志諮商 

萬庭歡：多元性別議題 

胡綺祐：性別認同與同志諮商 

徐立德：性別認同與同志諮商 

張慧卿：性別認同與同志諮商 

林慧怡：性別認同與同志諮商 

10 財團法人華人心理

治療研究發展基金

會 

4位/30位 謝文宜：同志伴侶諮商 

張元瑾：性別議題與同志諮商 

蕭淑惠：同志相關議題 

黃暐超：同志相關議題諮商 

11 石牌鄭身心醫學診

所 

 

3位/17位 *陳思婷:多元性別 

李妍荻：同志 LGBT議題 

劉璐琍：同志議題 

資料來源：表格為研究者於 2019年 9月依網站公開資料整理。 

備註：實際機構及心理師名單會隨時間有所變動，姓名前加註「*」符號代表身

份為兼職/全職實習心理師，亦即尚未擁有臺灣合格諮商心理師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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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研究邀請函 

「從女同志諮商經驗檢視主流諮商歷程的困境」研究邀請函 

您好： 

我是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學生 賴佳琳，在李淑菁教授的

指導下進行碩士論文的撰寫，我的研究題目為「從女同志諮商經驗檢視主流諮

商歷程的困境」。本研究目的是以女同志為主體，了解您在尋求諮商、諮商歷程

中的正、負向經驗與感受，讓諮商專業人員對女同志族群有更多的了解，以增

進其多元性別諮商之能力。 

 

如果您願意且符合以下條件，歡迎與我聯絡： 

1. 「接受諮商時」年齡介於 21歲～40歲間，生理性別為女性。 

2. 自我認同為女同志。以個人性別認同為主，研究者並不加以定義。 

3. 曾進行諮商場域為社區心理諮商機構、醫療機構、診所等單位，「不」包含

大專院校的諮商心理中心。 

4. 符合以下諮商經驗者： 

（1） 曾有志願尋找個別諮商的經驗，且與領有臺灣合格證照之諮商心理師或

臨床心理師會談之經驗。 

（2） 與同一位心理師總諮商次數為 8次以上。 

（3） 願意分享個人因同志身份在尋求及進行諮商時的正、負向經驗。 

（4） 距離結束諮商關係時間不超過 5年。 

 

本研究將採取一對一、半結構深入訪談，訪談次數視資料搜集情形而定，

每次約 1小時～1.5小時，訪談時間、地點與方式會以您方便及安心的方式為

主。為了忠於訪談實際內容，訪談過程將會全程錄音，錄音檔僅為轉騰逐字稿

作為分析之用，絕對保密，並於研究完成後予以銷毀。本人會嚴格堅守研究倫

理，為保護您的隱私權，研究結果會將可辨識之個人資料模糊處理並以匿名方

式呈現，僅用於學術研究用途。 

 

若您願意參與本研究，會請您簽署一份研究者知情同意書，並於訪談結束

後致贈小禮物以示感謝。誠摯邀請您參與本研究，期盼透過您的諮商經驗分

享，能讓諮商專業人員對於女同志諮商需求有更多的理解，助於發展國內諮商

界對性別少數的諮商能力。若對於本研究仍由任何疑問，請隨時與我聯繫，感

謝您的協助與參與。 

祝 平安順心 

 

指導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李淑菁 

研究者：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賴佳琳 

研究者電子郵件：105172003@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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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訪談大綱 

「從女同志諮商經驗檢視主流諮商歷程的困境」 

訪談大綱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1. 請問您想要參與此研究的動機為何  

2. 請問您過去曾有諮商的經驗嗎？是否可以簡述尋求諮商主要的原因及大約

的時間？  

 

二、使用諮商資源的動機與主訴議題  

1. 您當初為什麼會使用諮商資源呢？ 

2. 您是如何得知諮商管道？ 

3. 您當時想透過諮商談什麼議題呢？  

4. 您對於尋求諮商的過程，會有什麼擔心嗎？ 

5. 您在找尋諮商資源的過程中經驗為何？  

 

三、尋找心理師的考慮與期待  

1. 您在尋求諮商的過程中，對於選擇哪一位心理師有什麼想法？ 

2. 您會期待諮商心理師能具有什麼條件嗎？  

 

四、諮商過程中的經驗與感受 

1. 可以請您分享整個諮商歷程大概的情形嗎？ 

2. 您對心理師的期待與在現實的接觸後有什麼樣的落差嗎？ 

3. 您在與諮商心理師互動的過程中，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嗎？當時的感受如

何？ 

4. 您在諮商歷程中，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 

5. 您對於整體的諮商過程，有什麼樣的想法？ 

6. 您願意持續諮商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五、諮商的結束與否 

1. 請問您現在是否持續進行諮商？ 

2. 結束諮商的原因為何？  

3. 回顧當時的諮商歷程，您覺得會有什麼樣的調整能更加符合對女同志友善

的樣貌？ 

 

六、其他  

1. 請問有什麼沒有提到，但是想要補充與主題相關的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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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從女同志諮商經驗檢視主流諮商歷程的困境」 

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 

您好： 

誠摯邀請您參與本研究，本研究目的是以女同志為主體，了解其在尋求諮

商過程，以及諮商歷程中相關的經驗與感受，並檢視目前在主流的諮商當中，

對於女同志及諮商心理師分別存在之困境，期盼透過您的諮商經驗分享，能讓

諮商專業人員對於女同志諮商需求有更多的理解。 

 

本研究將採取一對一、面對面半結構深入訪談，訪談次數視資料搜集情形

而定，每次約 1小時～2小時，訪談時間、地點與方式會以您方便及安心的方

式為主。為了忠於訪談實際內容，訪談過程將會全程錄音，錄音檔僅為轉騰逐

字稿作為分析之用，絕對保密，若有涉及個人隱私相關訊息，您可拒絕回答或

拒絕錄音，研究者將改以紙筆方式紀錄。 

 

訪談結束後會先將錄音檔轉騰逐字稿讓研究參與者檢核，確認文字是否無

偏離其語意、或有任何需要刪減修改之處，之後才開進行資料分析。於資料分

析結束後，會請研究參與者再次檢核其內容。為保護您的隱私權，研究結果會

將可辨識之個人資料模糊處理並以「匿名」方式呈現，保護受訪者不被辨識。

為了感謝您的參與，會於訪談結束後致贈小禮物以示感謝！ 

 

研究者會嚴格堅守研究倫理，在研究過程中若有相關疑問，您有權利隨時

詢問研究者，若無法持續參與此研究，您可以隨時無條件退出，不需承擔任何

責任，相關資料會於確認退出研究時予以銷毀。研究過程中有任何不適，研究

者也會協助轉介適當資源。 

 

指導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李淑菁 

研 究 者：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賴佳琳 

聯絡電話：0912916925 

電子郵件：105172003@nccu.edu.tw  

—————————————————————————————————— 

 

研究參與者已了解此研究之研究目的、願意參與訪談，並同意進行錄音、

了解研究資料分析會以保密形式進行相關學術發表。 

研究參與者：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研  究  者：_________________ (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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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研究參與者資料分析檢核表 

 

「從女同志諮商經驗檢視主流諮商歷程的困境」 

研究參與者資料分析檢核表 

一、您閱讀完研究者之分析資料後： 

（1） 認為文字內容與自身真實經驗是否相符？ □是 □否 

 

 

（2） 相符程度百分比為：＿＿＿＿＿% 

 

 

（3） 給予此評分的原因是： 

 

 

 

 

二、文字部分有任何需要調整與刪減的嗎？ 

 

 

 

 

 

三、參與研究後回饋與建議： 

 

 

 

 

 

四、是否希望收到的電子論文： □需要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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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碩士論文訪談邀請google表單 

[碩⼠論⽂訪談邀請] 從女同志諮商經驗檢視主流諮商歷程
的困境 

我是國立政治⼤學輔導與諮商碩⼠學位學程學⽣賴佳琳，正在進⾏女同志諮商經驗的碩⼠論⽂研    
究，若您是曾有過諮商經驗的女同志，也願意協助我的研究，請填寫此問卷，尋找到適合的受訪者
後，我會主動與您聯繫。 

 

➤訪談邀請函如下： 

您好： 

我是國立政治⼤學輔導與諮商碩⼠學位學程學⽣賴佳琳，在李淑菁教授的指導下進⾏碩⼠論⽂的 

撰寫，我的研究題⽬為「從女同志諮商經驗檢視主流諮商歷程的困境」。本研究⽬的是以女同志為主

體，了解其在尋求諮商、諮商歷程中的經驗與感受，並檢視⽬前主流諮商歷程當中存在的困境。另

外，也希望透過研究結果，讓諮商⼼理師⾯對女同志族群有更多的了解，以增進其多元性別諮商之能 

⼒。 
 

若您願意且符合以下條件，歡迎填寫下表： 

1. 年滿20歲，⽣理性別為女性。 

2. ⾃我認同為女同志，以個⼈性別認同為主，研究者並不加以定義。 

3. 曾有過諮商經驗，符合以下任⼀皆可 

（1） 曾有主動尋求「個別諮商」之經驗，不論最後是否實際進入正式諮商。 

（2） 曾有與領有臺灣合格證照之諮商⼼理師個別諮商之經驗，不限制諮商次數，不論是否付費，諮商     的
場域亦不加以限制 

 

本研究將採取⼀對⼀、⾯對⾯半結構深入訪談，訪談次數視資料搜集情形⽽定，每次約1⼩時～1.5 

⼩時，訪談時間、地點與⽅式會以您⽅便及安⼼的⽅式為主，並於訪談結束後致贈⼩禮物以⽰感謝。      誠
摯邀請您能參與本研究！ 

 

 

指導教授：國立政治⼤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李淑菁 

研究者： 國立政治⼤學輔導與諮商碩⼠學位學程 賴佳琳

研究者電⼦郵件：105172003@nccu.edu.tw 

*必填 

 
1. 年齡 * 

請選擇您的年齡區間。 

單選。 

 

20-30 

31-41 

41-50 

50歲以上 

 
2. 居住地 * 

請填寫您居住的城市。 

 

mailto:105172003@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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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認同 

女同志中的性別⾓⾊認同，可⾃⾏定義。 

 

 

4. 諮商次數 * 

您⼤約有過幾次尋求諮商/進入諮商的經驗？ 

單選。 

0次 

1次 

2次 

3次 

4次 

5次 

6次及以上 

 
5. 諮商場域 * 

您曾在哪些地⽅尋求或進⾏過諮商？ 

(可複選) 

社區⼼理衛⽣中⼼ 

⼤專院校諮商中⼼

醫院 

診所 

⾃費諮商機構

其他 

 

6. 諮商經驗 * 

您每⼀段的諮商經驗，⼤約持續多久時間？（EX:診所/兩個⽉、⼤專/半年、⾃費機構/初談完就沒    去
了 ......... 等。） 

 

 

 

 

 

 

7. 暱稱 

您想要如何被稱呼？ 

 

 

8. 是否願意接受訪談 * 

初步詢問受訪意願，若為適合受訪對象後會主動聯繫，聯繫後仍可決定是否接受訪談。 

單選。 

是

否 

聯繫後再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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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聯絡⽅式 * 

可以留下您的Line ID、E-mail或⼿機等⽅便之聯

絡⽅式，研究者會主動聯繫。 

 

 
 
 

技術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