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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1）一項本地家庭治療訓練方案中不同單元對受訓者可

能帶來的學習成效；（2）探討有助於學習成效發生的課程設計與執行因素；

（3）評估家庭治療訓練方案於結束三個月後，對受訓者個人生活的影響及於工

作場域的遷移效果。	

本研究對象的家庭治療訓練方案歷時 8個月，共 112 小時，研究共招募到

10 位受訓者接受訪談，包含三位諮商心理師、一位臨床心理師、三位社工師以

及兩位學校輔導老師，其工作場域有國中輔導室、大專院校諮商中心、社福機

構、醫院。	

本研究使用質化輔以量化的研究方法，量化部分使用相依樣本 t 檢定與描述

統計，質化資料則蒐集訓練前後受訓者的家庭治療師核心能力量表分數、課後

滿意度問卷、學習效果自陳量表；再於訓練方案結束后，以半結構式個別訪談

蒐集受訓者經驗，訓練結束後三個月再以焦點團體進行訪談。研究結果摘述如

下：	

一、 受訓者參與家庭治療訓練的動機有訓練前遭遇工作困境、對於家庭治療有

興趣、及訓練方案本身有吸引力。	

二、 量化資料分析顯示，受訓者對於訓練方案各面向滿意度高、學習效果佳、

在家庭治療師核心能力量表的整體及四個不同能力模塊的前後测分數差異

均達顯著。質化分析結果進一步呈現受訓者接受訓練後在其工作場域確實

出現成效。	

三、 在訓練結束三個月後，受訓者的個人生活改變體現在兩個方面：一為發展

出新視角，開始將生活體驗與家庭治療工作連結；另一為受訓者個人關係

獲得改善，包含伴侶關係及與原生家庭關係。	

四、 訓練後受訓者的變化包含四個方面：（1）自我效能感顯著提升，主動與系

統合作之意願增強；（2）諮商會談效果提升，工作勝任度提升；（3）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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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工作適應狀況提升；（4）團隊成員認同受訓者的專業能力，對受訓者

的信任度提高。	

根據家庭治療師核心能力，本研究探討受訓者在家庭治療師核心能力不同

內涵上進步的情況，同時發現心理師及社工師背景對受訓者之學習路徑及成果

存在差異。本研究並進一步探討受訓者工作場域因素對學習成效的可能影響，

最後根據結論與討論，對未來家庭治療相關訓練及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詞：家庭治療、訓練、核心能力、家庭治療訓練成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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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outcomes of a family therapy 

training program in Taipei. It also explored the curriculum design and execution 

factors that contributed to learning outcomes, and assessed the impact of the family 

therapy training program on the trainees' personal lives and clinical outcomes three 

months post-training. 

The study focused on an 8-month family therapy training program, totaling 112 

hours. Ten trainees were recruited for interviews, including thre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one clinical psychologist, three social workers, and two school 

guidance counselors. Their workplaces ranged from junior high counseling offices 

and tertiary education counseling centers to social welfare institutions and hospitals. 

This study employed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quantitative portion utilized paired-sample t-test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Qualitative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pre- and post-training 

scores on the Family Therapist Core Competency Scale, post-session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s, and self-report learning outcome scales. After the training program 

concluded, semi-structured individual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gather trainees' 

experiences. Three months post-training, focus group interviews were held. Key 

findings include: 

1. Trainees'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family therapy training were 

challenges faced in their work before the training, interest in family therapy, and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2. Quantitative data analysis showed high satisfaction across various aspects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positive learning outcomes, and significant pre- and post-test 

differences in scores on the overall Family Therapist Core Competency Scale 

and its four distinct ability modules. Qualitative analysis further reveale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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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in clinical work outcomes after the training. 

3. Three months after the training, changes in trainees' personal lives were evident 

in two aspects: (1)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erspectives, leading them to link 

their life experiences with family therapy work; (2) improvement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relationships with partners and families. 

4. Clinical changes in trainees post-training encompassed: (1)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in self-efficacy as therapists and strengthened willingness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2) enhanced effectiveness in sessions; (3) improved work 

adaptability; (4) increased recognition and trust from team members. 

Based on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family therapist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rogress of trainees across different domains of family therapist core competencies. It 

also identified differences in learning paths and outcomes for therapists and social 

workers. The study further explored how the work environment might influence 

learning outcomes. Drawing from these conclusions and discussions,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family therapy-related training and research are provided. 

Keywords: Family Therapy, Training, Core Competencies, Family Therapy 

Training Outcome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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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0Ãª<=>?¤x� 

¹º¨¯ÓÇÈ¡Q¤0<=>?@A9`�©&ÚÇ�8´0�È¸;LÉK

8ÊË0@AÌW¦;±pÕ¨uwxd²³û}@A0¬uÅ"ª �<=>?0

øÍ�2�<Î6%&¸<=>?��tý�<=>?ÛypþÏÏ�p�*�]�

"�940�P�§ßÑ��2ÐªmÆK;<=>?Ð;/0� 

Ãª<=>?¤x/-¤ß�Ô<=>?�`;"ªû}Î"ªMD�"��¶0

<=>?¤x*ÑÒ�ÂmÓ0¡Q�RGoF�Ä´<=>?¤xËuÅÛ�0<

=>?@A�rG�~�©�µºpxd²³û}0¦§ÉmÓ�34GH8k60

<=>?@A�J�� ¡í�ÂmÓ¡Q"�wú��0ÇÈ¬Êß/�Ãª<=

>?¤x/-¤0mÓ�@A¸'V�÷z0ÃPiercy, Sprenkle, & Associates, 1986È�

GoldenbergÎ GoldenbergÃ1996È¸;�+�ÂmÓ0¡Q�Ñ�Ãª<=>?¤x/

-¤0@A�ÒÓ)�r;Ô¸¨üÓÕ�0��=uÅ0�`ÿ BarkerÎ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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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2013È�¸;�p-�0G\è'Êyuw"��é0ÓÕ�]=�§�yÖ¸Ä

´¤xuÅ0üÓÕ�@A¡Q*Û�uÅ×Ê0@A�Ä´<=>?ÐËuw�ü

ÓÕ�@A�ô�¡Q"Ø�Ô@AZÙ¨"ªTð0���ôÛy¸"ªÚÛ�r

;ôÛ�2mÆ¨É@orpTð0�éßÜÝ��±m0�y� 

.�<=>?@A+<=>?«�0M¤jÃIsomorphismÈ 

LiddleÎ Halpin¨ 1978�Dö0��8#¤�p".ó40DF�W<=>?

@A0Þß[[¸Ì±]0©*>?«�àÆÿß�LiddleÃ1988ÈÔô�0"*F

Ùã%;M¤jÚ�Ãprinciple of isomorphismÈ�M¤jÚ���L@A0/~��

QÎef+±]0<=>?«�0/~��QÎef¸áç0��èÔ�"ª@A«

�;R�/âM¤jÚ�üý¨@Ao¤EF� 

LiddleqþMinuchinÃ1974È0e¤«�Î HaleyÃ1976ÈãZj0«��Ô>

?�Q+@A<=>?Ð0�QÑ²lç��@A«�¸�ä�å<=>?'(Æ¡

Q0��ùe�ù�/~¬�Ò/~¸kl¬Ä¬¾¿«�0Ïvhh�¤mÆN�

 Õë,ÿüª¬F)0æ_ùç¬H12t¯6�èN�Õü>?Û�Z��ßù

ÃHaley, 1976È�@A*Û�Z��ßù�é� LiddleÎ SabaÃ1982È0æç�>?

Î@AËp3ª��¦K6ÃJoiningÈ�óêÃRestructuringÈÎÜÝ

ÃConsolidationÈ� 

K6���/~¸uÅ"ª¾¿lë0#$���W�¤¾¿æ�mÆÑ�()

ë,Ãç;RåÈÿ�¸xd»>Ã»>xd¬�_�QÈ0¸�%Îìþ�ÓNÑ

��Ñª¬8ÊË0�Óß_9FV�8V�ÿþ�;¬H¼�12�Ýë,0æ_

Ñ�l��¨ôª���ó40¸�@AT4íóÎüîïjâùçmÆ�[0��

Î@A�ÓNDF�'�0K6�üM>?"���©¸<=>?]mKð0 ñ�

!"��"Ø¨òâóô��élç�õøùÛþ¡Q0 15%�!"��0âªmn

��¹�d%¨<=>?¤0{þÎðy�t¾¿¬�öæ0�4Ú�� 

úLó¤���¾¿¬�ö?@µ�Ñ�÷øùú�mÆNDF��8pyz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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ôªp0æ_ùç>?�rGyÖûãmÆmnÎü¢�Mmý0p#$�¨ô!.

����*mý0þ�aÎÿ�øÍ�Oó4�VÀBâ�ô�MN¨!"mÆl"

£Î6Î#w~±;%0(�«¶07M)¸pþ0ÃStone, 1975È� 

¨ÜÝ���mÆC4Ô�*MN�6ÓN0ÇÈQ$�Ô¾¿«�Ïv�6¯

ÆÈ¤�¨ LiddleÎ SabaÃ1982È0]m��¤�ÓNDFmÆN�¨Ú20U{¤

wúûã�pó%&�''_�ú(w<=¾¿�Dæç0½>ÎVÀ_`ÃHaley, 

1975È�¨¡Qem���´úmÆòÆ~ó{;<=>?0½>pL"�¸9

ÃLiddle, 1978È� 

Liddle+ SabaÃ1988Èuå0@A«��¸ð)�ß<=>?û}@A«�0"

ª*��W@A¸M+¨±]0>?«�oè�~�*pÄ´0�M0@A«�óu

å�§����«089`ao��WhiteÎ RussellÃ1995Èu&�N�Liddleuå

0M¤jÚ�Ûy`¸d6@A�÷�+>?oé Õ0',ì-�*f¸/�.

®�ß�<=>?@Aû}0lE�¸ªp.åM¤Ú�� 

ü$�~Á<=>?û}t¯>?«�vÌ/ß/´�ht01h�VWU{T

~��"wD#wò~230�A*~o''�äÃBlow & Sprenkle, 2001; Imber-

Black, 2014; Nichols, 1997; Sprenkle et al., 1999È�´.�ÒZ[öâ�ªpÌý"*<

=>?«�yÖ�cü"âoÆÑ¯Ó«�8Ê0efÃShadish & Baldwin, 2003; 

Shadish et al., 1995; Smith et al., 1980; Wampold, 2001È�\û�OA0<=>?ÐC4

¨����0|}¤+ÊË8h)*0ð<U{ÃDoherty & Simmons, 1996; Northey, 

2002È�Jay LebowÃ1997ÈÔô*ÝM^"*«�ÏD'48À�WV�5j0l

ëM�0°,{;<=>?¤0¹�À°,»Ã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È� 

§+ô�06Û�~0¸�èéF¨p´*<=>?d%Û�OP2þ�§<=

>?Ð0@A`iD�Áó�X7�mýoé089ÃSprenkle, Davis, & Lebow, 

2000È�:`>?��Î�ÒZ['(B�öâ�ªp"ª�"0«¶¬d%yÖ'À

±p0;<¬<=¾¿�§Ä´mý0y�TÎÓN0=~T`¨KÀ>Àôª

¹Å?»ÃSprenkle et al., 2009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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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M¤j'¥u0"ªef¸�mý+mý089jÏ�úL@

A+@Aoé�~� ¡ß�uw@AK;<=>?Ð0p@>?Ðß/�ô*FÙ

¸�Oî¬ÍA0�ÓN¨@A��Ûy�_úBz4OP¹Õ·0»mý0Bz�

¬TÓNÛy�¨ªpCZÎ6¯±p01j0�\è�r;SKL�*@Aÿó,

OPL±]�0>?«�ÃKaram et al., 2015È� 

M¤j*�F¨±]>?«�0>?/~ó�DK;@A0/~ÃLiddle, 

1988È�/~0M¤j��LO��N~�<=>?ÐC4»¼0yz0¸�¸�g

0�~Á<=>?KL'(0DE�/~0M¤j¬Äµp±Eh�è"&¤ÔFG

H%� 

3�<=>?@A0/~+axyz°, 

@A0/~*w��uÅ@A0|}��ÂmÓ0ÇÈ]=ÎÃª<=>?¤x/

-¤0ümÓ@AË�@AmÆK;<=>?Ð;/~�`ÿ¹K;"4ÇÈ0<=

>?Ð»¸"ªcÆ0�QÃNichols & Everett, 1986È�Ýôªæ_ßù�¹K;<=

>?Ð»C4ª�wÀS+¨� 0VÀ¤�WfíDE"��Ô¸IUJö0�

Breunlin�LiddleÎ SchartzÃ1988È*iD�K²DE0æçßùç@A�*f¸/

@A¸D¥pklª�K;<=>?Ð0�Q�w@TC4aÁô*ô*p0Q$�

¾¿0¸�%�¨>?�ö¤¸�<=>?0d%Î#$�p'',-åDEÎ7�

>?7L0yzÃLee & Everett, 2004È� 

ÿ"ª<=>?Ð9MVN%&�0yz<üf·�L>?Ð0axyzÎ� 

ç;��NfÛ�8Êâ��'O0ÇÈDEOP�p�ª�ÁßHI>?U{T0

yzÎç;ÃBieschke, Fouad, Collins, & Halonen, 2004; Kaslow et al., 2004; Sexton et al., 

2008È�~�@A0DE�@A0HIVpó40_`ÃÛaì 2-1È�~G�Cleghorn

Î LevinÃ1973ÈQR§�L3*9Mmn0<=>?yz¦9Ë�#$Îkç�¥ú

$ã�ô`¸"ªpþ0«�ÃBarker & Chang, 2013È�9Ë�y¸�>?Ðé�

<=KÊÎ<=¾¿0�ë{þlçæn0yz�#$�y¸�>?Ð¨<=)*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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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lç¾¿ö%0yz�kç�y�0¸>?Ð��<=êS0yz�pkl¯

D+�Mðy0yz�Ã

~����¾¿+<=>?Ü�Ã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y�AAMFTÈ¨ 2004�;<=>?û}uåL!"$<=>?ÐaxyzT

ð�Utu3<=>?ÐØWig±9C09���y�q_Î½V�~�<=>?

Ðß/�axyz¤KL©ªU{0'<~Á� 

ì 2-1 

<=>?ef'(ò@AHI0PQÃAvis & Sprenkle, 1990È 

ÑD<=>?Ðaxyz0"ª¯,z¸ÜÝ<=>?0ÇÈQ$p2oÀN

h�ô*]$0ru¸�~Áh0axyzÔKX�ÇÈ+¯Ó>?ÇÈWX#YZ

[ÎkÈÀM0yzÃNorthey, 2005È�<=>?Ðaxyz0����¸Ì�2�y

7LDEÿßÃFigley & Nelson, 1989; Figley & Nelson, 1990; Nelson & Figley, 1990; 

Nelson et al., 1993; Nelson & Johnson, 1999È�<=>?Ðaxyz*¸Ì=8Cuú0

CleghornÎ LevinÃ1973È��t TommÎWrightÃ1979È0#$Î'(\�æK0�

�<=>?Ðaxyz]2¹� 128ªßþ�y�Kkç�_9�#$�ÇÈÎ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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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ZHÃNelson et al., 2007; Northey, 2005È� 

axyz¸�ÐªÝÈTÝ¸B0<=>?]m-¤_Èor�4�VN0uÅ

`ÓpL0>?ØW±C0'�2¬'<yz0êÀÃNelson et al., 2007È�~�'(

±@A./Î@A-¤ß/�ô�axyzÒ�L<=>?'(Æ]=Î>?@A0

/~Îef�Ýÿ;agw@TÎó÷�T0yzÎ©ªU{0ÁN_uÅL"ªg

b� 

`ÿ�~Á@ATÎ÷�Tü¢� 128.axyz{;@AÒ7t@AHg0M

���]20axyz0cÛ¢dgFåß�W2.úge�û¯#$T;fÙ�S

�agtéd(D’Aniello & Hertlein, 2017)�� NortheyÎ GehartÃ2020È±þ�¶¶¸

ü¢äE~t~4 128.axyz¤0"ª^�Ûyf4ghWò®ª}��¨ax

yz¨<=>?û}DE0 10��ß��É�0 128.axyz;HgUV0<=>

?@A'(úg¨Æ� 

;¯,axyz¨@A¤04þ�AAMFTÔ 128.axyzi*K 16ªyz

(Northey Jr & Gehart, 2020)�ô 16.yz#%üè¦Ã1È¾¿<=>?d%¦4þ¾

¿Î<=>?0¾¿#$�d%Î�J¹Ã2È¬H+<=DE¦d6¬HÎ<=D

E�¬Hjm�j·DE�yj�xdkdm��Åldm�yj��mÚ;�D0

²ÅÚ���tÔN~>?0��¹Ã3È8hÎ�ö_�¦~��öÎ¾¿,qÃR

ü�j·��n�¼�âÓ�8h/*º/oº�jwD�pj�q]�Æq¾¿�¼�

)*Èlçpr__0HIÎ>?¹Ã4ÈOP>?«�¦é�8h�s¢ÎyjtÏ

rs�HI�M<=>?«�0ÚcÛt¯VB���pé�ð<0CH'Oâ7�

Î�À«�¹Ã5È>? Õ¦Ý8huv0ª|�ªÎëÅ+ð<'OûpL0>?

Üw�pyÖ��ý�x6¯Óó4Ó¬Î<=F¾¿l6>?¹Ã6Ès¢¦2þO

r0HIÎs¢«��Ý¾¿Î�ö0æ_s¢ÎHIð<0ç;Î�y12¹Ã7È

 ÕHI¦2þ<¾ì�¾¿j���e¤h���zG`agö�HI¬Ä«��

<=t�ÆÇxd¼�ðy�¼�âÓ�Ý¾¿0æ_#$h>?pDE Õ{Ò¹

Ã8È>?7L¦2þ¾¿æç��Ûag0ef�>?/~�>?7L�'O0Ï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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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À²Å7L¹Ã9È>?�ø6ÎVÀ¦uÅ+>?«��VB���8hÎ|}

,z�VWÒA�t>?7L/~"u0¾¿jø6¹Ã10È`Ó7L¦~�p;Çi

�þ��ç+�z���iDtj�¬j¬0Ûyj��'O0`Ó7L¹Ã11ÈÀ

{¦+¹º<=KÊ¨»0¯Óó4Ó¬tÇÈ¬ÊÏqb� TÀ{�2ð<yÖ

4~010¾¿¹Ã12ÈN�ÎÞ�¦¨±�Ü�Î�åN�/N��tÇÈÞ�~Á

èlçVWU{¹Ã13È÷�Î��¦¨÷�Î��¤uÅø60dÌ�HIX��t

~ð<¾¿jd6¹Ã14È>?Ð0��¦Ën~ð<Î>?�Q0ª¬�4ÃRü�

ÚÆ<=�§P�3æh�OrBzQ_�OrÆ,G\�8h)*����÷�È

t¯~>?ef0��¹Ã15ÈHI>?Lf¦2þefHI�ð<��ÏMN�HI

��0>?VÀ0pLj¹Ã16È'(¦2þOr0¾¿Î<=>?tç;²³0'(

ß��>?VWU{� 

NortheyÎ GehartÃ2020È¸;i*�0 16.axyzÛyÔ~�HI<=>?

mnTtw÷TÔD+��0{þ�Rüi*]2ÛÔÚ2��ú}��òú®}�

0axyz~4�Q*�ò 20Z���:uvL��`ÿ/r|} 16.axyz

¨@A¤ó°þ0'(ef�i*�0axyzüý�¯óDE�0/~©��¹�"

*2ÔN8'ÀmP�÷�Î��0M�lçóê»�pçl"£`a� 

J�<=>?@A0»ô 

@A4�¹º%&�0»ô�:y×«w@TDEåaxyz��K@A/~<

<=>?0R�N�õ©ËªpuwÕ�0<=>?@A�ÓN¸ß�>?0��ß

�A�y�§¸�"A¬o��<=>?µ�DEK;"ª8K01ÎK(0û}

ÃLiddle, 1988È��K=ü$����0@A-�¸´�ò�´ú0VWU{T¨ü

¢VÀ<=>?or�Ë�RGH@A�ôµ�K;"*9`� 

axyz)�0�m��o"�¸��ef0]=ÃOutcome‐based educationÈ

ÃNelson et al., 2007È�WÿómÆefÿ�¸r6ÃKillen, 2004È�AAMFTÃ2005È

*â·�å�ª¾¿+<=>?@A./¨üý]�yzÎHImÆmnK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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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Ì�MillerÏ¬Ã2010Èuå��ªyz~Á�4�;ÛyVFyz0�M��

�å�é�û¹9M��©*~�Àß0>?VÀ0"�"�D»�f¸/@A0/~

Û�ß��M0@AMNß�K�Ýÿ6�L@AT0yzz��ÓN�ÛyâÒ7

'pL0]=«�� 

:`�<@A-¤0ÒA89d��§O/~¸@A<=>?Ð���<0��

¸@AòÆ¹º�è3ª>Z¦ÃlÈ]���F�w@T¨²¡¬';�0æ�¤m

n<=>?0��9�¹Ã2È+<=0¥uu¨0��¹Ã3È+�� ¡0÷�Tl

ç���wÀ0÷��÷�T+w@TÛ�ê��)¢¬þ�aænM£0���Q

(Liddle, Breunlin, & Schwartz, 1988) � 

`ÿ�ô3*��0ÒA�¨±C0úgÎ¤ÀÑR=pd�0�M�!"0

¸�O��ªp'(öâ�NÛ�üýÔô�@A��eÀ¥ß��oÆ>?yz� 

"ªFp0�Á¸Ì��¾¿+<=>?Ü�uÅ0�l6¾¿+<=>?û}

0¬ßÑß��*�M0mP)*¦xdm��Å�m�¼�U{�Åd���]

=�¥p��ÏÏ��~â�ÓN0VW�mP]=¦ÁÛy*üÑ�"���¾¿

+<=>?Ü�;LuÅ"ª¿"0e¤ßHgôH@A0� j+É�j�rG§

�L]=+@A~Á�ô*mÓC4¨èåWª�2²nòÆ 11ö¡Q¦Ã1È¾¿Î

<='(Ã2È¾¿Î<=>?Ã3È¬HDEÃ4ÈÆÈcdÃ5È'(MN�¨mÓ

@A¤�mÆ�C4òÆ¨÷�oè¨© 300ª}�+<=¥uu¨0>?���R

mÓ»04HF�>?�ÊC4¨_Èo��òÆU{â��¨ôâ�¤�C4¨©

1000}�+<=¥uu¨0>?���p¨¨ôª�Q¤uwòÆ 200}�0÷��

¯¤ª·÷�C4S� 100}�� 

/r�G~Á±4H0�úúg¨�¢vªo¤�û�M0mEr�M0Úr

(þÁ�M0~Á�:`ôª~Á��0ú«Ûy�wúi¬�§¯�Å¸²Ó0�

r;Ôt¸<=>?0yzC4Ó)0@AÃLiddle, 1988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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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0MN 

BodinÃ1969ÈCuå"�@AMN�ô�MN¤pÄ´Ãüqþþ�ÒN���

÷�Èú$ãË¨>þ�Liddle�BreunlinÎ SchwartzÃ1988Èuå<=>?¡Q2

þ3*�40@AMN;¦ÃlÈ]���F�w@T¨²¡¬';�0æ�¤mn<

=>?0��9�¹Ã2È+<=0¥uu¨��¹Ã3È+�� ¡0÷�lç���

wÀ0÷��÷�T+w@TÛ�ê��)¢¬þ�aænM0���Q�/r�

<=>?@A¤0]�>ZßÑ¹�¦�¡���®ÂXY���;%�#���Ð

å>?Ðþ�a�w@TtMm+÷�"¥æùw@T0þ�a��Atê��)¢

lç÷�¬æn� 

/r0<=>?@A�ßÑ¸R]�d%9��ShapiroÃ1975È¸;�ô*R�

¯R2Ìw@T8yÔ<=>?#$t~<=>?PQ0Î6¿�¨"¥�rmP¡

QÛ�uÅd%0é�ß+VW�J�eÀ� 

À�=~�<=>?@A0»ôtMN0�d�Û9<=>?Ðaxyz0�

Å°Â<=>?@A±�0�Ì�²Ä@ATM�¯CHÃü8h|}�w@TÄ

�ÈÒ7Vpyzz0@A� 

!+# ;<56789:-=>(?@ 

U�BCxd²³VWU{T~�<=>?0u¨��4¸Ì�F0<=>?Ð

ßB�1�Z�Ñ�0� 

1982��Virginia Satiró³´úBCµè!"ª2¶0<=>?';��Ô<=

>?0d%a6BC�ôÛ�/¸BCÕ�u¨·M<=>療0Ñ¸Ã�¹&�º»

¼�2001È�Ñ½L<=>?¨BC0DE¾¿�ÀuÁ«�0@A¸'Ul6BC0

<=>?Ð@A�ò$Vp��0��z� 

~��¹�ÂëÃ�Insoo Kim Berg�Bert Hellinger�Michael White�Frank 

Thomas�Jill Freedman�Jay Lappin�Leslie Green-berg�Susan H. McDaniel�Peggy 

Papp�David Greenan�Evan Imber-Black�Froma WalshÏ¨»0<=>?ÐËÄ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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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CÃÍ8Î�2013È���é»DBC0xd²³VWU{TøÍL´�0<=>

?d%+MN� 

ô�ó40<=>?Ð0ß��DBC0xd²³VWU{TEFL<=>?U

+cÑ0Åz�"ü<=>?¨ 20¦@ 50�AÎ 60�A0DE�BC0xd²³V

WU{TEFå3_07�GHl"£0@A�8´0<=>?Ð�¢ó³´ß

B�ÑE"¾å0U{ä�4ô*mn0CH�ÀuÁ¬8DE¤x� 1992�Kª�

ÓN÷lLMaria Gomori0ÀuÁ«�ÃSatir ModelÈ@A¡Q�³´LMaria 

GomoriÎ John BanmenÏ@AÐ��µèU{ä�� 1999��ß�ß�Æõ

Minuchin<=¤x0ÂëÃ¨BCÑEL"¾å;� 1–3�0@A�twÀò$0"

�âó0U{ä�uÅ@A�ô!DLÄ´2â>?ÐÑ�þe¤j#$lçVÀ

ÃÍ8Î�2013È� 

RL·M0<=>?ÐoF�Ç·Muw<=>?@A0ÇÈ¬É���0VÀ

+¯Ê�¨BC<=>?DE¤*¥úLó40{þ�`ÿ�üM�´ú¼½�<+

â½"��BC0<=>?�ªpóN�¸B;"ªÇÈ�¯VÀU{Û�Ì¯Óë

ÌB²0«¬U{Tlç�ü��xdÐ�>?xdÐ�¼UÐt�ÅÈ�Ð�:`

ªpÀN0kÈ¸B�§Ä´� ¼����¼½xd��±�³´=%�mÉ�0

>?ÐÑÒU{ä�¸B¡QÏ�ß�ÊD<=>?@AB��{;xd²³VWU

{Tuw<=>?@A0Bâ�¾¿+<=i�m��&¬ËÌ+<º>?Ü�ôâ

ªÜ��Í¨kl2¶h<=>?0DE�ÓNü¢¯ç'ç�BC0<=>?Ð¸

B�¯¤¾¿+<=i�m�uÅ����¾¿+<=>?Ü�~Á0¹¾¿+<=

Ü�Ð»0¸B�&¬ËÌ+<º>?Ü�uÅ��axyz0¹<º>?Ð»¸

B�âTËuÅ+o~40¾¿j@A¡Q�§/r�ªpÌý89øÍt`�¯@

AKf� 

ªp�<¿"0¸B~Á�:`2Ì@A0ÑE8Vp5jÎyzj�§*Î�

L<=>?{;"öÇÈ0DE�Ï¯¸�ÂmÓ0<=>?@A./0DE� 

/r�BC�Â<=>?¦ÉmÓ0'(±�p3ª¦�ªÐhÐ��m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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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Éô�VÀ�m<=��+i�¦Éô�BC]¥xd'(Ñ0¾

¿+<º>?¦ÉôÃ�mÓ¶w�÷]�¸ÛÈ��]p� 0§Éô@A�:`p

� mÓ@A0Òª�§¯@Ap]pL¯l/rBC0<=>?Ð0,-�RBC

]¥xd'(Ñ0@AF�âª<=>?¦Éô_ÈÆÒÛS+��xdÐ�¢�r

GÓN0@A�u+"Ø0��±�M�VÀ�m<=��+i�¦Éô¡QÒA¶

�xdÐN��0È/;9²�ÓÒA´ö<=>?�<=DEÏ� ¡Q{;O²

¡Q�ÐhÐ��m¾¿+<º>?'(±¦Éô09²¡QÒA¤p 11Z;<º>

?� ¡Q�§*w��uÅ+<=u¨-�0Vn-¤úg¨Æ� 

~�"ª34K;<=>?Ð0p@ß/�l6<=>?'(±@Ag`�¸'

,0OP��´úmÆ`�OP�w"Øxd��'(±06mXß�r/r´ú

��±ËÑÒ<=>?� ¡Q�GF�uwr8±%o¼����¼½xd��±

0U{ät¸B¡Q@A*¸Ña0OP�èéÄ´mÆtxd²³VWU{T�ß

�ô��M0@A-�ëÌL"��Ô0u¨<=>?0-��§Ì�Õ]pÌý'

(~¯eflçHI�rG�9Þô�@A¸Öy2w@TëÌ+<=U{0yz�

¨VWU{¤°þ<=>?� 

´*<=>?«�ÄÀó÷lBC�r2¶0VÀC4�VWU{Tü¢ÖBC

©(08h�6±m0·M<=>?d%¤�¾¿+<=i�m��&¬ËÌ+<º

>?Ü�*Í¨kl<º>?02¶hDE�O�N`��®�ßBC0<=>?'

(lE��DFÝ2¶hæçùçBC�×·M<=>?d%089·Vø�ô"û

}�õDöo'(d�0Ñó�µp�Æ08#;%Ø<8h��t¨��oè�<

=>?Ð4�üý+&¬<=U{0��ÃÙç�2015¹Ú��2019¹Ù�ë�

2010¹ÂÛ=�2018¹ÜÝÞ�2017¹Çßà�2015È�`ÿ�8h0'4j0l�ü

ýÝd%Ï�ú@A¤�DEå'42¶8h0@AM��ò$]plE� 

ûTUóBCxd²³VWU{T(90«�ò$`¸'(0-ç�RüÀu

Á«�Ãáâã�2020¹Çäå�2016¹æ½ç�2013È�e¤wDÃèé8�

2013È��$�çwDÃ�éê�Ùëì�Âíî�2016¹ïðñ�2019È�Bowe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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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Ãòó�2012¹ÂÛ=�2018¹ôõö�2021¹ÜÝÞ�2017¹Ù÷ø�ùúû�

2013È�/rBC<=>?@A*iD�]�=%�"0«��¨BCc�H�DE�

�0üý�WongÎMaÃ2013È�åèéüýp�M0@A-¤/êþ�§¯¤"�-

¤ÿ!"��#$0<=>?«��p¸;��0(�MNÚ�¯Ó�§WongÎMa

Ã2013È¸;�/~4�¸kl<=>?0��DE�ÿ�¸X%6*MN¸'Ê

0�QR4�]���0<=>?#$+yzÎô�d%0�ßrsÃBlow, Sprenkle 

& Davis, 2007; Sprenkle & Blow, 2004È� 

+��0¸B��oè0@A�M�BC0<=>?DE¸¹�èÿ=»0�W

@A0ÑEÉÓóVWU{T0-�+CH±�,�§r|}½¾%é+X0vw�

|}VB'(`�@A0ñitKL�VWF)0°v8¸c�]90Gq¤� 

Í8ÎÃ2006ÈC~BC0<=>?DE{å�èõç��¦Ã1È©±¯E2â

¾¿�<º>?VWU{�t5û}ÇÈéoÜ&À{¹Ã2È¨VWU{= ¡d%

wD0´�j¹Ã3È,=VW÷�ÐX�ÑÒVWwD@A¡Q��Ïhxpd%¸

�;VÀyz�ïl>?Ly¹Ã4Èó�pl"£'(8hrs~2â<º>?�Q

0���ôõç��¨ü$ùß`'þ� 

!0# 56789:AB-$% 

20¦@ 80�A�åFL´'^~+<=>?@AefHI0Ñyj'(�¯¤

¹�@AefHI0EgUVÃBreunlin, Schwartz, Krause, & Shelby, 1983; Byles et al., 

1983; Pinsof, 1980È��t·Ñ@A./ú�0VB'(�^~��U{ä0KLHI

Ãe.g., Churven & McKinnon, 1982È�-¤¤0ð�@A�¦ÉôÀ@A0��KL

HIÃAnderson, 1992; Byles et al., 1983; Garfield, 1982; Nel, 2006; Perlesez, Stolk, & 

Firestone, 1990; Pulleyblank & Shapiro, 1986; Tucker & Pinsof, 1984È��èÔFG/â

o� 

"�HI0)D 

¹¸9»Î¹�y»0°vßÑ¸ô�KL'( ÿ0óç�ü Churven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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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innonÃ1982Èß�w@T0I�ðRZ[lç¸9°v0HI�c��y�ß�

I�~«(<=��þ�0HZßag�'(ef¤pâªp70DF�;�ß0@

AHIÒ7uL&¦Ã1È¸9Îc��y¸©ªDE0�W¯¤".0°±+Ó".

0°±p�¥u� �ôöâ�@A./9M6�¸9Îc��yâªF)0mnC

H�ÿ�¸{Ò¯¤"ªF)0l£��,)�úÓ"ªF)�Ô�öâ�9MZ·

HI¸9Îc��y��yÖ¯¤".�y{;Ó".�y0�~�Ã2È¸9HIM

NÎc��yHIMN0ë_p��M�ô*vwL KniskernÎ GurmanÃ1979È0

æç�WHI4Ut´*MN��4�¡�M0MN�ú"u0Lf�BylesÏ¬

Ã1983È�¨G��={C¹9Ë�y»0vh0HI�  

�À��p�Æ0'(T ÿúL¹w@Tª¬Æ,0°v»ô")D�Rü

1982��GarfieldDöL � Hahnemann University¨ 1976�DEå0<=>?¦É

./0./HIú��ô¸!"ª¢ìHImP9��mÆ0>?DE�t@A~m

Æª¬Æ,0��0'(Æ./�ÇÈQ$Î{;<=>?Ð0fÈ*óqþ{;e

f�:`ô.ó40'(g#åKð0ef�p6�L�û}'(0"ªAöj�g

0û}�§Ô]yuÅp ¯MNÎ¿7Z[0ó4]*��vw¯7�ef�

RhodesÏ¬Ã2011ÈlçL".ij'(�óç ÿ<=>?@A0~w@Tª¬0

���(·Utklª¬�lÎKð0@A>Z�efg#mÊ0 Õ_�kh�¹

�~+<¬0 Õæç0Ïv� 

GF�@AKL0HIT�¶4 ÿ>?Ð~<=0���*4ÿ_¹@AT+

w@T Õ»~w@T0���ôªrs¨<=>?÷�0'(¤dÑóut�¯¨

@A¤0oÆ0���pç�B� 

Ì�@A+±]d%«�0M¤j�¸ÖüfKL0HI¸*^~(�«�<~

�S/mý0@AM���NyÖ·�ßþH+~Á<KniskernÎ GurmanÃ1979È0

%8uåL<=>?@AH+Û�M�0Jªë_¦Ã1È<=0#$9�¹Ã2Èw@

T0>?¤ç;¹Ã3Èw@T0ª¬Æ,¹Ã4Èw@T±>?0<=0ef�'�"

ç¸H+0ax�¨H+@ALf��'Ñ2þ0¸w@TÎ¯�é0HZ�`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 

 

üf@A094µ¶¸,-pL0>?Ð�©&>?ef4�¸'c0H+~Á

ÃLiddle, 1984È�CleghornÎ Levin(1973)��L3ª�40�yH·�¹�_9�#

$Îkç�Falicov�ConstantineÎ BreunlinÃ1981Èß���<=>?0�4×ýß

É±ô"#$�p��L3|�ë Ü0�y�ÓN{o;ænj�#$jÎ>?

j�BreunlinÃ2016Èó,�/r,@Î÷�0'(4�4 ÿâªóç�!"�@A

¨°vw@TM)0Lfüý¹!.�@A¨��w@T0>?efM)0Lfü

ý�:`ôâªóçËdó4�§ Breunlin�å@A094Lf¸yu3w@T+<

=U{0>?ef� 

ùo�¨Ìý@AHI¤�põªvg�©¸ò ó40�ô�vg¹�w@T

0úgÎ*H�@AT0¦á�@A�é0ð��@A/]m0H¶Ã#$�÷�È�

®ö0��ÎXÐ�ØW~Ù0H¶�t÷�0d%wDÎ�¡ÃLiddle & Halpin, 

1978È�>?ef0vh� 

GF�StreetÃ1997ÈDöL"' �<=>?@A'(0%8#�uåL 8ª

ó40'(12�ô�12'þij'(ßlç:-¦Ã1È@AT~w@T0�ç�

w@T~@AT0�ç¹Ã2È¡r@A0ó4jÎLf¹Ã3È÷�/w@T0 Õ¹

Ã4Èw@T��¸90vh¹Ã5Èw@TüýÌú',0mn¹Ã6Èw@T0DE�

�Î>?�Qoé0 Õ¹Ã7ÈÎ6w@Tª¬12�Æ,��Î@A�Qoé0 

Õ¹Ã8ÈHI¡Q0ª¬Kf�Street0��~��Nl"£Î6w@T�@ATÎ÷

�0U{»ôÎM�p_`� 

.�EgUV 

HI0)D��LEgUV0OP�¨ôª���põ.UVóDEåß�þ{

KLHI¤0EgUV� 

<=>?Ð./¾¿ÃFTCSÈÃPinsof, 1980È¸".ç;ænUV�þ�Eg<

=>?ÐVÄç;0EF�Ì TuckerÎ PinsofÃ1982ÈDE0<=#$HIÃFCAÈ�

/0¨�Eg>?Ð¨>?#$=0»¼Q_�Breunlin�Schwartz�KrauseÎ Shel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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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1983ÈÑDL<=>?HIAnÃThe Family Therapy Assessment ExerciseÈ�¨M"

���BylesÏ¬Ã1983ÈS+��LHIw@TkçÎ_9�yvh0UV�§ÓN

¸;2'(¤2þ0UV~H+kçÎ9Ë�y0ëÌ�Ör_� 

*p"���<=>?ÐaxyzÿÑD0UV�¯¤"ª¸ Gehart (2007)0¾

¿+<=>?ÐaxyzHI¾¿�Ô¢ìEg±p0axyz�2þ0.ÌWßa

gyz�rJ.��Ñþ0>?XY�ü¾¿jkR#$h�VpkRéd7L0>

?HI�>?7LÎlE/â�¯ÓJ.UV¹�@AT~F|¡Q0HI�mÆ~

F|¡Q0�l�4þ'({È��tª¬ÇÈDE7L�§�ßÓNDF�^~

128.yz0HI9ÑÍZ�]m-¤ªpgÖ0XÐßvwô�0'(� 

r|}pLû1�2þ0UV�´ú'(TM�HI)D�2þ�2013ßs

�XY�PulleyblankÎ ShapiroÃ1986È2þ=%uú0<=>?HIAnt<=>?

ÐHZÃThe Family Therapist RatingÈâ*UV��K<=>?Ð��Hgtf__�

ShahÃ2008È¨4_0".;�"ªn0@A�2þmÆ,@H�göÎmÊHIö

ßHI_9Î���y� 

¨<=>?0mÓ@A¤�KLHIt¯ef0Döúg¨Æ�M�)>Á|}

pLUV0Íö�ÛS�0"$'(ß�����56�m (Chapman University)0¾

¿+<=>?±�ÓN��ß2þ�èUV~mÆ0axyzlçHI¦lÀ 128.

<=>?Ðaxyz¤±p0^û}0À�¢Ã�OP2;2¶È��A�ðRZ[

0Z7Ï(Lal & Jonathan, 2023)� 

`ÿfü AvisÎ SprenkleÃ1990È~Gr<=>?@A'(¤2þ0UVlç�

Àj0`��±/�:`+ 1979� KniskernÎ Gurman0Z7�Ñ�<=>?@A0

VB'(pLâg0l£�`ÿ�`C4ÑDpLÎÛ�0UVßEgw@T�y

0vh�ôÔ¹�HI>?¤0ç;�ÑDà�Û�0MN� 

3�ª�890æç 

PerleszÏ¬Ã1990È~w@T¨â�@AMð¤ëÌ0�ylçLHI�`�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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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Îkç�y0DE�\�w@T�C89��yzp 0gö�ô.'(p

70DF¨�EFLw@Tª�0DE�Ww@T{;ª¬�p�M0mn«��g

`�ÓN¨w@Ñ��0���M�~�y0�sQ_*�M�¨w@��p��y

0öFVÄ=�ò¸è;0�¨ô$'(¤�p"ç÷¥�N0ÿ_�W�M0mÊ

~��l£0HI+ænT0HI�M�Rü�"ÓmÊ0ÌZ«�0(ç¸~��

0yzdp]x�§¨ænTH�0#$�y0Eg=öF�,�Ó"ÓmÊ~��

0yz]x�g�§¨ænTHZ¤öF×Ê�Ó"ÓmÊ0«�(ç¸��Hge

fÿpd}0vh���_ËÎænTH�0öFpdÊ0"uj�ÿ~Á�é0¯

��±pEg0ef°±��� 

 ÿª�öF0MN:åLÄ�ef+ª�efoé089�NelÃ2006È0'(

*�åô*89j0e¨�¨ô.'(¤�ÓN~S+TlçL;� 20ªn0æn�

¢ìL6w@T0DE�\~Á�é0¯�¸Ö�p°v�'(efg#�<=>?

0w@T0ÇÈDE�Q¤p�°vÛyüÑ01�¨�*Q_=�±pw@T0D

EM�Ë���§¸¨Ó"M)�ÓN���M0M�DE�@AÐ)>0ûãÛy

¸Òú;���w@T0����jÎª�©(j� 

J�DE0æç 

DE0æç*¨@Aef0'(¤E<åó4j�StolkÎ PerleszÃ1990Ès�

Luw�w@T>?0<=0f__��G{;w@T>?>?0ef�Ôo+�w

@T¨@A¤0öFlç�ëÑ~�+ÓN0D����.�åw@T>?0<=p

�Ñ"�åmÊ0<=_Ëú8f_�`ÿ�.�å0w@T~���0H+·V3

�"�å�0H+�*f¸/�~Á@A0lç�mÊ0]xp±u3�§>?ef

Jªpv08Ê�StolkÎ Perlesz¯E�¨w@�é�w@T0öFÛy�p=,Î

�ø��ÿp¨@Aem��w@T:�''âÔ±p04s�À¥ß�¢dK;"

ª8pLy0VWU{T�ôf¸mÊ¨@Aem�öF�,0Úr�NelÃ2006ÈD

Fw@T¨w@0 20ªn»0öF=,�+�'(*p��0æ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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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LHI0MN 

KLHI0MN"¥¸ôª'(û}0>.�2&uú0´úVB'(oMN�

Ë�ª_w�;w�MN��r�E¬¶2þ�EßlçHg�ûå�@A�HI0

��j�ô�'(0�2úgßÑ¨ 20ª?@�ò8Æ�¶p".'(2þLÑTê

ÃBreunlin, Schwartz, Krause, & Shelby, 1983È� 

ô�'(0|AÐgL~�<=>?@Aef'(¨Ò7=0ÍZ�Matarazzo

Ã1978È�åÌ�Eg0��j�Ðª'(¤0�2úgdÛy¸}0�<=>?.

/"ØË¸�m»>0}�«°{�+�mÏÇÈ�Ñ�XÐB}�)>ûã

ÃBrooks, 2015È�TuckerÎ PinsofÃ1984ÈùeÎ�å0<=>?@AHI¤0ô�

ÍZ�p"�ò$`]ó6�¦Ã1ÈóEg0vhH¶001j¹Ã2È|}"ª~

Á0C!Ã<=���MÈßEgw@T0�y¹Ã3È|}CZÎ'O0Egvh0

UV� 

à�?NÃWatzlawick, et al., 1974È¨>?/~M)0d$*4�4þ�@AH

I�W@A�QC4V�h��1ïl'(0Û]_�lçCZ0HI�;Lu3@

Aef0Û¯Êj�./9Mã%@A0»ô�üýVD��t@A0®öµ¶�9

M��'O0�V�0/~�p(þ~D�vhT;r_0HIMN� 

RobertsÃ2005È���´ë_�´vg�´MNßHI>?yz0vh�Õü

LiddleÃ1991Èuå0�p94ÀijÎgh0'(MN�@A¤Ut0"��Q

ÿyß�ij'(ä:-�ÿÓ"��Q�C4(wgh0MN�ôâHMNp�E

F��M0'(MN¸´�ææç0"ª4s�ÝI<=>?@A0@AÐÎ'(T

4�~w@T0@A�Q¸üýDÆ0#w"*Ê107Ãstreet, 1997È�ij0M

NÛ�'(012ÛS�2&!">ZÃHI0)DÈ� 

!C# 9:DE-AB 

@AKL0HI�/0¨�Z[@A¡Q0KL�ï¢@A¡Q¸Öp�úD�

0/~��`�¡Q¤���Ò70Ú�|çt'þj�pH�¯4°lo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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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0M�ÎS�ÃôH>�2006È� 

r"&0%%¤��N�2Û�ùúmn0KL¸´ë_0�WmnòÆÛ�Ý

9Ë�#$¸9��yyz�>?ef�ª¬Æ,vhÏÏF)âgâ�Fåß�ô

*æç+�['(¤(þ0HI«�æKLIâ0~Ñ�r;¯ÓHI«�4&Y�

Lmnef�4&Ômn{;"*�ë0�¤�4&Ô'(Tp70)D"JKl

çEg�|}¾¿j+d%vw�Û�/�N:`¨¯Ó@A^¾¿¤µ�wÌLd

%=0l£(Cannon-Bowers, Tannenbaum, Salas, & Converse, 1991; Tannenbaum & Yukl, 

1992)�§¨HIû}wÌ0lETÆ� 

@AHI¸¾¿âs�p @AMðKð0ú�ÃGoldstein, 1986È�lçHI¸

;L�£âª12¤0Ìý"ª¦,@/~¸ÖVFÃmn12È��tô�/~0É

K¸Ö�u>?U{Ly0u3ÃÏ�12È� 

Worthen, Sanders, FitzpatrickÃ1997ÈÔóÊË°þ0HI@AKLoMNZ;W

H�Z·;Ã1È/~�D¹Ã2Èéd�D¹Ã3ÈÇ<�D¹Ã4È ÿ|ç�D¹Ã5È

´��À�D�óÊË°þ0HI@AKLHI«�¹�§�¶�� KirkpatrickoJ

FåHI«��CIPPHL«��PhillipoWFåHI«�Ï�¯¤�United State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Ã2008ÈZ7�å KirkpatrickoJFåHI«�'w@

A-¤±$M�óÊË°þ¨�H]=@A0KLHI¤� 

"�p� KirkpatrickHI«�ÃNew World Kirkpatrick ModelÈ 

N¿ KirkpatrickoJFåHI«�ó¸;8'ÀHIà����0@A0ef�

ÿ¨>?@A� 0û}��Q0HIÎef0HI"��ò8Kó4ÃYardley & 

Dornan, 2012È�GF�YardleyÎ DornanÃ2012È*�å KirkpatrickoJFåHI«

�012o"¨�Ôÿ�£Lef¸Ö�úD��§¸©�]D�0efJóYZ

L�¨>?@Aô�010û}¤��N4��NóOP0¹�k¬/ªð¨»08´

Ä�oCH� 

BeidasÎ kendallÃ2010È��õ®�ß>?Ð@A0'(ef��å�>?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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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f�wú@A0ñi�>?Ðvg�ØWªðvg�êþ®övg0����

¶üG�Herschell, Kolko, Baumann, Î DavisÃ2010È�DF@AU{*wú>?Ð0

q_�]x�9�Q_�2þ�>?d%0ÍZ0��� 

+=%0ó4DF0»ô���p� KirkpatrickHI«�Ã2016È*K6L�è

õçß£EHI0Ê_¦Ã1Èw@T0QÌ_¬,-¹Ã2È÷��R"w@T0�

Q� 

¨Úp«�0��=�p� KirkpatrickHI«�óp�`Lef0 4ªFå�p

uÅLp067ÃKirkpatrick & Kirkpatrick�2016È�¨p� KirkpatrickHI«�¤�

uåLâ*pæç�QR�N¿ Kirkpatrick«��ÇKÀ]=0H+Û�Z; 4ªF

å�§p� KirkpatrickHI«�i¬�Fåoé0Ü&p�â·�rG�p�

KirkpatrickHI«�¸;�4Ã!"FåÈÎmnÃ!.FåÈ4�ó�;"ª8�

0H·�ÿç;Ã!3FåÈÎefÃ!JFåÈ�¸Ó"ªH·� 

ì 2-2 

p� KirkpatrickHI«�»S 

 

¯ó��MFåef0�`C4ÝefÃ!JFåÈú�4Ã!"FåÈT¯·

��ô��HIefÛ�;Ò7ÎÑEKÀ]=uÅ8Ê0]*Î��� 

�èÔZFå�V�ã%N¿ KirkpatrickJFåHI«��tp� KirkpatrickH

I«�7�ÎUK0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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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È�4FåÃReactionÈ 

N¿ KirkpatrickJFåHI«�0�4FåEgw@T~mn��0ùNÃ�

4Ètf__�¯¤¹º~�¡Q»ô�]mT�ÒN�ç½ØW�@A¡QC4°

±0����tªW+U{0� j�ô"Få�"�4Hw@TmúL%&�HI

0óç�¸ÓNyÖ�wÎr6¨¡Q¤�HI0efyÖ×«@ATlçW�07

��°±��¯,w@Tw@��0wÀ°l�õp 78%0@A¡QË¨�*Q_=

HILô"Få0KLÃKirkpatrick & Kirkpatrick, 2019È�p� KirkpatrickHI«�¨

G��=�Ô�4Få0óçZ;3ç¦w@Tf__�r6Q_� ÜQ_�r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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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p3ªAn�2�Í¨klmnTZ·AnÎDE3.ó40<=>?

Ðaxyz�¡Q�A¸mnTÝd%mnúVW2þ0!"£� 

�A¡¹º¨!Jªn�lç"ó�s`a��ð;"ª@AÕ��s`aÔÌ

¡Q�Ð P�Rt¡Q«] X�Y�Zaû�mnTC4¨���¤lç 10 - 15Z�

0�A��Aem��¡Q�Ð P�Rt¡Q«] X�Y�Zt¯ÓmnTÔ�bÂ�

�� 

�s`a0lç�é;@A¡Q0¤��ðy¨�HI@Alçò$0mnK

L�uÅ��÷��/~¸;mnTª¬¨è��@A¡Q¤C4{g¬KX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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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四È���[¦ 

2@AMð�º 3ó���[�Ô¨@A¡Qè��lç�Ðó�ð�ª@A

Õ�¡Q�Ð RÔaûmnTZ�æù>?þ�a��M;%>?PQ�>?ÐÞ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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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Z�æùÎaûè0;%�/~¨��Ûy×«mnTÝK(0<=>?Ð

0{N¤Ìú½D��w��Û�S�mn0>Z� 

Ã五È��÷�¦ 

2@AMðÔ4HmnT¨cd�y»��ËÌ¬<=lç 6ó<=���@A

Mðº 3ó��÷��Ðó�ð�ª@AÕ�mnTÔóZ; 3ª}ê�Z·uw@

A¡Q÷� Q�R�U0÷�� 

.�BC<=>?Ðaxyzgö 

Í8ÎÎ³yHÃ2018È根據��¾¿+<=>?Ü�ÃAAMFTÈåµå0 128

*<=>?Ðaxyz，t��c´�mmÑÃUCLÈuå0¾¿>?yz?@lç

²°�DEå'4N��¾��ÀBC8hæç0 42.BC<=>?Ðaxyz

ÃTaiwan Family Therapist Core Competencies, TFTCCÈ�2'(2þÍ8ÎÎ³yH

Ã2018È.�o TFTCCgö�Eg'(S+T¨S+@Ao�0<=>?Ðaxy

z�H\��HgmnFå0KLÃ+þ3È� 

TFTCC¤�BC<=>?ÐaxyzÌJª�4yzH·¤K¦l6>?�HI

+s¢�>?ø6�ªðéd�¯¤¹ªðéd»�Z;Jª^H·�Z·;¦æK

>?7L�HI>?lE�cdeð/Ïø�¾¿XÐÜ7À{�¯¤Ð"ª�/^yz

H·�GZ;4§ªV�axyz� 

TFTCCgö�7 422�Ð"ª2.HI".<=>?Ðaxyz�K²8£T

~�yzo(AQ_�ÛÌú 1-4Z�Ï¦p@Q_Ìú 1Z�mn¤Q_Ìú 2

Z�µÌQ_Ìú 3Z�'3Z;(AQ_ÛÌú 4Z�¯¤¹l6>?»�p 4

2¹¹HI+s¢»�p 92¹¹>?ø6»�p 132¹¹ªðéd»¤p¹æK>?

7L»32�¹HI>?lE»62�¹cdeð/Ïø»32�¹¾¿XÐÜ7À{»4

2�� 162� 

TFTCCgö0�ª+²°(þ�¶NÃDelphi MethodÈ�gö��oJZÓ8\

; 0.6�WS+'(0Ç<mT~��gö±p2.�K3_���¨!.�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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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o¸M� 

3�¡Qf__7�13 

2'((þº��Ã2014ÈÒ70��¡�f__13��13;Hg!"Få

Ã�4FåÈÿÒ7�+2'(oCHüÑ!��2'(Ô²°��2{¡Qf__

7�13�Î6'(S+T~�@AMðof__Ã+þ"È� 

¡Qf__7�13�p 102�¯¤ 1-82Z·ã%L~�¡Q»ôop7Q

_�ZSQ_�úg��t�Ð/«]0]mM��¡Q,,�]·»ô�ç½`E0

�æf_Q_�� 5çM�7Z�1Z;üÑ�f_�5Z;üÑf_�! 92(Ñ�

�8£2.�´8£T89âã0¡Q¤��'#$0>Z�! 102�¸þÚ132

.�´8£T89ÓN¸;C4°l0>Z� 

J�mnLf7�ö 

;HI@AMð�mnFåÃ!.FåÈ�K0KL�2'(Ò7mnLf7�

öÃ+þ.È� 

�7�ö�p 92�¯¤r32HI¡Q»ô+VWU{o� Q_�'þQ

_¹! 4–72S� TFTCC�HImnTol6>?�HI�+<=U{0yz¹! 8

2HImnT~�VÄlç<º>?0]xQ_�r 82�� 5çM�7Z�1Z;

ÉÓ�lÀ�5Z;ÉÓlÀ�! 92;Ñ��8£2.�s�mnT0¯Ómn+

st� 

W�@Aem�"ªn�oª·���� 

@Aem�"ªn�oª·��;�e¤����'(TM�IR;%+�

�0����;@¤��Vp5j0M���'(S+T� 

@Aem�"ªn�oª·����Ì'(T�3Ó'(Ü«T�%8��]�

�M;%�.9��Ì 16ªT;ÊË012êK�ß�k6Î6mnT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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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4Få�mnFå�ç;Få0KLÃa+þJÈ� 

\�@Aem�3ªn�o�ç������ 

@Aem�3ªn�o�ç��Ô�"$à�0�ç������;�2@¤�

�����Ì'(T�3Ó'(Ü«T�%8��]��M;%�.9�Ì"��w

Ñ|ìt 9ªÊË02.êK�ß�KÊé²Gë,0efs�ijXY��Hgm

nFåtç;Få0KLÃa+þWÈ� 

!P# QRSTFG 

2'(ÔM�s�ghXY�ihXY�Z[��ihXY;���ghXY{

;{C��èÔZ·H%� 

"�ghXYZ[MN 

Ã"Èt`� 

'({��2;ÑqZ��'(TÔÖBC<=>?ÐaxyzgörEXY�

BC<=>?Ðaxyzgö�EXY./¹þ��� SPSS;UVlç�M�2 t`

�� 

Ã.Èã%¿7 

2'(Ô�s�'(S+T¨Ðn¡Qem�omnLf7�ö�¡Qf__1

3ef��7 8ó�'(TÔÖô�XY./¹þ���ã%¿70M��d�Z

[� 

.�ihXYZ[MN 

2'((þ�2Z[N�ThomasÃ2000È¸;ij'(Z[òÆ¹º�è£�¦

Ã1ÈÁNÚ�XY�Wº9¢«»ÃPreparation of raw data filesÈ¹Ã2È¼½�¢«»

82ÃClose reading of textÈ¹Ã3ÈæK�MH¾ÃCreation of categoriesÈ¹Ã4È`�.

/É�jÃOverlapping coding and uncoded textÈ¹Ã5ÈwÀ²ÕÎÉ±./¾¿

ÃContinuing revision and refinement of category systemÈ� 

2'(ÔM� BraunÎ ClarkeÃ2006È±uå0\ª���~�ijXYlç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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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Qem�"ªn�oª·���¡Qem�3ªn�o�ç��ô

â*ijXY�'(TËÔM²�£�lç¢«»0º9t./��èÔZ·µR/

â¦ 

Ã"È()XY 

Ôª·����ç��þ¿Àºb;¢«»�´óE~+�Á®Â¢«»�Âj

��þ¿À��ÃÄó4ìþtüìþ�*�pÝ|}¤Î6¯±Åºo��_`� 

Ã.ÈæKA¡plçÑ��./ 

G>Z;ÔXY./�ÉK¢«»��{C=�É�¬üìþ�*�¨�¡»{

=A45±�{oIÇ¬Oèoüìþ+�$�o�Ô¢«»¢Æ+./�p+��

]�´ó;%�{=A45±�{oIÇ¬Oèoüìþ+�$Ô�Ç�¨�¡¤g

#�.¡��XYßÐ;ª·���; I�ßÐ;�ç���; G�ª·����Ê;

a�b�c��ç���w¬; K�w�T���8A¡ A� B Ï.¡� 

R¦4;w�T D0ª·��¤�! 36ÆDþW.¡; I-D-36��æKìÆ»

ô��ç����¤��ç��¤! 5ÆDþ�Ìw�T A±/�W.¡; G-A-5¹

�w�T Do¢«»µR¦ 

ÈÉÊÉËÌÍ 我覺得那是在（學校場域）整個系統對我的期待，（他們）就

期待我去 fix 這些人，（期待我）去把這些問題處理掉，（期待）學生自殺變

成不自殺，學生要可能情緒控制不好變成（情緒控制好），所以很多時候那些

系統給的壓力，他們期待（學生）在六次或八次之內就要好，而且還要求做

前後測，所以那是一個很弔詭的系統壓力，雖然說我有意識的在反抗這些事

情，但是你不知不覺就（把這些期待放在）在自己身上。所以（我）就進去

就要（趕快處理衝突）⋯⋯ 

I-c-35: 很快就要去解決問題、處理衝突嗎？ 

I-D-36:	 對呀，然後就會開始去介入了啊，可是現在學會等了啦，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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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學會，就現在比較可以忍耐（案家衝突），然後我可以先在旁邊喝杯茶

（笑），看他們發生甚麼事情。現在比較可以，以前是很想要在那個當下就

⋯⋯ 

I-c-37: 打斷他們？ 

I-D-38:	 對（很快打斷衝突）。 

æKA¡o��^~p_`0���¾¿j0M�lç�£0./�t�£0Ñ

�j./Ãaö 3-5È� 

ö 3-5 

Ñ�j./�Rö 

Ñ�j./ XY�� 

@A¡Q×«w

@Tu¨ú÷�

XÐ 

�ËÌ¸Û�"¥pô�0��¨l6ôª¡Qor��¸dí

îp%&÷�¸ÎðÞô�I���NÛ�uwô�0÷��Û

y=¡o�:9ÞÛ�uwúô�^0XÐ�Ûy6�ÏÐ*¸

Îðô�û}0��òÛ�b�NÜ«0�Ûy*¸�NÒdÆ

L�~ôª�L6�Úß�N�Û�Ò¬×ÏÃG-H-38È� 

w@T¨U{¤

~�®:0ÐÑ

_p±uv 

�ËÌô*3¸r)/0©*mn�r;�rÛyùúÒ@�ü

ÑüÑÓÇ�F¨f¸üÑÓÇ�ÑTyÖäÞç%&��rf

Ûy�Ô¨©Õ�`�"¥3ÁÉÖL����ôª<=f×¨

�@=LÃG-B-17È� 

@Aem��w

@T¨®:¤

y#w��Ën 

�ËÌÔµ�vK�K¤⋯⋯�f���Ál���F¨0Gq
¸%&<¸�ÒØL[<�4�Ù�"çÚÛ�ùÜNXÒ0G

\�±�ô¸�F¨uËÌÑ¨Þ0I��f¸Ò0dÝ0�È

�¸�¸�pçÚÛ�øÞ���äu��±�ô�¸�J�¸

~���Gq�����10�È¸dp×«ÃG-I-12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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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3È�ß./ 

2��XYZ[QR;~Ñ�j./±DF0»ôlçl"£0+e+¿��2

ÌXY0_`Ñ�óZà�GÒ�MH/é0 Õ�ürf Õ¬��#$�lçó

pá���ß./ÌGâFåßÃaö 3-6È� 

 

ÃJÈOPj./ 

G��0/0¨�GÒax�2�ê�Ô�H�0H/lç+e¬Ô�M0H/

lç½Z�ÔfÙ0Fóu3�æK"ªVp¤ãj0ax�2�¨DEax�2�

��'(T¨��Î>Zoé"®:(�ègäAor0d6��Ñ�0q_´óu

¨82��VFø��p_`0ax�2Ãaö 3-6È� 

ö 3-6 

�ß./+OPj./�R 

OPj./ �ß./ Ñ�j./ 

@AÒ7É± 

¡QÒ70É�j 

w@T¸;@AM�d´� 

w@T¸;@A�égÖð 

w@T¸;@A�é5_ð 

¡Q»ô0 ¡j 

w@T¸;¡Q�2 ¡ 

w@T¸;¡QUt0û}´� 

 

ÃWÈ�`Îå4�2 

¨ô"���'(TwÀZ[�ª·�2�t��Z[0@¤�`�XY»S�

;�2æK�à�~»ô"/L`0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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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VWXYZ 

gh'(Îih'(2þ�M0M�Î5áßæô±��oXY0ñi�Anfara, 

BrownÎMangioneÃ2002ÈÔô��MlçÉx��å�·VjÃcredibilityÈÛÑ²

»¨L_¹ÛÏýjÃtransferabilityÈÛÑ²F¨L_�W'(DFÛÖq�ò¯Ô

|}¹Û�jÃdependabilityÈÛÑ²]_�W�ª¬��0©(j+æ"j�'(T

üý°þ'(MNïKXYÛ�j¹Û�BjÃconfirmabilityÈÛÑ²;æj�W'

(ef¸ÖÔVßÐ+s�ú0XYÿü'(Tª¬03N�ôJ.�~À¥ß��

¤K GubaÃ1985È±�Ç0'(]^_ÃtrustworthinessÈ�~� 

�èÔÝôJª�~Z·üýmzó�Klç/â¦ 

Ã"È·VjÃcredibilityÈ¦W'(efyÖÔV�F'(12 ¡Î60»

ô� 

Ã1Èð�é¨'(F|0æn¦'(TÔM�S+@A¡Q�#w+'(S+

T0ë,��WØç6Îèa� 

Ã2È��]�tM£;%���¦'(TÔÛ�+��]�t"Ó'(±M£

;%Z[»ô� 

Ã.ÈÛÏýjÃtransferabilityÈ�W'(DFÛÖq�ò¯Ô|}� 

Ã1ÈFG0ã%jXY¦2'(Ô�Ûy��w�M��'(S+T(é�Ô

Ú��ö|}ã%åß��«ÂT8Êâï¢'(efÛq�ò¯ÓÛyo|}0'

êj� 

Ã2È�Ûys�´Ó'(S+ToXY¦´ª'(S+ToéÑT�0"uo

c�ÔïK'(DFÛq�ò¯Ô�*¬|}0Ûyj� 

Ã3ÈÛ�jÃdependabilityÈW�ª¬��0©(j+æ"j�'(Tüý°þ

'(MNïKXYÛ�j� 

Ã1ÈF�/â'(PQ¦'(TÔß�'(Õë0M�@þ�p¨�9��Û

yF�/â�ª'(0PQ�Ü«ÂTï¢2'(oÛ�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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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oÛ�j� 

Ã3Èó0./¦'(TÔ¨"��ééìo���"óó0./PQ��uv

./oÛ�j� 

ÃJÈÛ�BjÃconfirmabilityÈW'(ef¸ÖÔVßÐ+s�ú0XYÿü

'(Tª¬03N� 

Ã1ÈwÀ�l¦'(TÔ¨'(�Q¤�¢íîâËnÎ@þ�Q�l��ï

XXYZ[0;æQ_� 

Ã2Èef�F¦'(TÔ(þ÷%0M�ß�F'(ef�2ÂTÌ�ï¢'

(ef¸Ö2V�±s�ú0XY� 

GF�3æêZ`�N;2'(0ó4'(MN�ïð�'(0�c�jÛ¨�

ª�~=ïK'(]^_� 

![# $%\] 

2'(ÔM��ècd�g�·#'(S+T0³bÌú#`¦ 

"�'(S+T0Ow 

2'(¨@A¡QÑ�������S+'(0mnT����â·öâ¸ÖS

+'(Ë����úmnTS+@A¡Qo�Q� 

.�9�M_ 

^~�_S+2'(0mnT�'(TÔl"£/â'(0/0��Q����

XYs�0M�ÃÏ¯¸ý�C4þ¿�þ�È�XY0cdM��'(T0QZtÜ

}M��Ì�'(PQ;ð��'(TÔ(·X7S+T¨G�Q¤Û~�ñå0³

q�'(TÔ·¸'(S+TÎ6tM_o��:´S+T��'(M_�� 

3�XY#Û 

¨'(0�ª�Q¤�'(TËÔí¿XY#ÛÚ��'(TÔ¨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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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ú0±pXYËÔóô±#é�p+'(e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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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4 

2'(efÀgh+ihXY��4'(12�!"&�FghZ[ef�!

.&�!3&�FijZ[ef� 

»ôM)�!"&�FghZ[ef�¹º¡�f__tmnLf��göoe

ft<=>?Ðaxyzgöoef�!.&;ijZ[ef�¹ºÃ1È,-¹Ã2È

@Aem�oKL¹Ã3È@Aem3ªn�w@Tª¬Æ,0°v¹Ã4È@Aem3

ªn��Æ|oKLq��!3&M;ijZ[ef��FklmnKLopqr

s� 

!"# ^_ST`a 

"�¡�f__13g#w@f__3 

¡��4Û�õ7;@AT~�2ó@A7ö0f__�/0¨�:;@AT¸

Ö~mn�Q_ú7�;5í@AT¸Ö~2ó@Ap×Ê0uw_�'(T�2

f__13��1307ZM�; 5ç��1ZAöüÑ�f_�5ZAöüÑf_�

HI�÷¹ºL´ªF)�/0¨�~@A7ölçÓ)j0HI�!"n¡Qof

__XY|}�ö 4-1À@AT~!.ò0n¡Qf__0ùáÒú�¯¤@AT

~�¡Q0ù�f__; 4.5Z�Ï�~�¹�Ð]mM�»Î¹��]m,,»0

f__'3�áÒ; 4.7Z�RL¹|â+ÒD»oF�¯ø�.HI�÷0f__

Ò�ú¬S� 4.5Z� 

ö 4-1   

w@T~�!.ò0n¡Qf_Q_oùáÒú¬4ö 

./ . 3 J W \ b 0 áÒú 

¡Q»ô�÷z 4.50 4.60 4.90 4.50 4.80 4.56 4.50 4.62 
¡Q»ôZS_ 4.20 4.40 4.50 4.10 4.90 4.44 4.70 4.46 
¡Q»ôúg 4.20  4.60  4.50  4.44  4.70  4.44  4.70  4.51  

�Ð]mM� 4.80  4.60  4.80  4.50  4.90  4.67  4.70  4.71  

«]]mM� 4.40  4.90  4.70  4.30  4.63  4.44  4.50  4.5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0 

 

��]m,, 4.50  4.89  4.80  4.50  4.80  4.67  4.60  4.68  

]·»ô 4.20  4.70  4.78  4.30  4.70  4.33  4.50  4.50  

|â+ÒD 4.10  4.50  4.40  4.40  4.50  3.89  4.70  4.36  

�� 4.36  4.65  4.67  4.38  4.74  4.43  4.61  4.55  

 

.�mnLf��13efg#w@T��@A>Z0mn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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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öZ;âª>Z�!">ZHgLw@T~��ó¡Q¨axyzt]xuv=0

Lf�!.>Z�³´w@T~��ó¡Q0�M@A»ô0×«_lç��0H

+�ö 4-2�FLw@T�¡Qem��~�Oó¡Q0mnLf�H0 8ógöe

foáÒú�¯¤�w@T�H0mnLf�Ð"2.0áÒú�3� 4.30Z���

áÒú; 4.58Z�¯¤�¹¡Q»ô+�U{=)>0G\+C4d� »"20Z

ú'<�; 4.39Z�¹¡Q»ô��8p]xÝI<=>?ù<=U{»+¹¡Q»ô

Û�¥u¬éu4þ¨�0U{=»ú3"��M; 4.42Z�ÿHZ'30â.;

¹¡Q»ôyïl�~ð�ùð<G\0d6+»¼�uv�~ð�lç¾¿HI0y

z»t¹¡Q»ô��~<¬ Õ�~���Q8r_�ùÌÑ�r8Kíî»��;

4.71Z�¹¡Q»ô��mú¬ïl+<¬lç��0V�yz»óo�; 4.70Z�

Ûaw@T¸;d6yz�HIyz� Õr__0mnLf'Ê�ÿ�Tÿþ�+

U{0!�_�Vþj�t]x��~T8� 

ö 4-2 

w@TÐó¡Q�mnLf�Ho 8óefáÒú¬4ö 

2/»ô áÒú 

¡Q»ô+�U{=)>0G\+C4d�  4.39 

¡Q»ôÛ�¥u¬éu4þ¨�0U{= 4.42 

¡Q»ôyïl�0VWU{Ly 4.67 

¡Q»ôyïl�~ð�/ð<G\0d6+»¼�uv�~ð�lç¾¿
HI0yz 

4.71 

¡Q»ô��mú¬ïl+<¬lç��0V�yz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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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ô×«�8Kd6��<=KÊ0æ¤+xq�89ÞüýÎô�

KÊU{ 
4.67 

¡Q»ô��~<¬ Õ�~���Q8r_�ùÌÑ�r8Kíî 4.71 

¡Q»ô��8p]xÝI<=>?/<=U{ 4.42 

�� 4.58 

mnLf��gö0!.>Z�³´w@T~��ó@A»ô0mnLflçù

�H+�ö 4-3Z·�FLw@T~�¹��»�¹÷�»�¹���[»3*@A»ô

0��mnLf�HefoáÒú�;1�®Â�ö 4-3¤Ô�ógö2.¤0¹2

ó@A»ô»ûý;VÄ0@A»ôK��F�é�ö 4-30ef�@AT5ü¸;

¡Q»ôp«�uv¯<=>?yz�¯¤���[（ M =4.78）Î÷�（ M 

=4.74）0LfT;gÁ�ÿ��0Lf�~T}�ÔÐó��0�2A6eflç�

F�Ûaö 4-4�¯V�0KLÔ¨ijXY¤l"£EF� 

ö 4-3 

w@T~��@A>ZmnLfo�HáÒú¬4ö 

2/»ô áÒú 

��0»ôyïK�~<=>?0yz 4.49  

÷�0»ôyïK�~<=>?0yz 4.74  

���[0»ôyïK�~<=>?0yz 4.78  

�� 4.67  

ö 4-4 

w@T~�����2mnLfo�HáÒú¬4ö 

���2 mnLfáÒú 

HI«Æ�DE+<= Õ 4.70  

�FAlë0>?j~? 4.20  

»¼��PQ 4.80  

�?|}¾¿U{ 4.44  

Õ$+<º>?PQ 4.30  

��áÒú 4.49 

3�<=>?Ðaxyz�H13efg#w@T<=>?ÐaxyzgÁïð 

üö 4-5�<=>?Ðaxyz��Hg13; 4çgö�¹º 4ª�M0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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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l6>?（� 42�ùZ; 16）�HI+s¢（� 92�ùZ; 36）�>?ø6

（� 132�ùZ; 52）�tªðéd（� 162�ùZ; 64）�üö 4-4±#�l6

>?（ t =9.54,  p <.001）�HI+s¢（ t =6.98,  p <.001）�>?ø6（ t =8.63,  p 

<.001）��tªðéd（ t =5.44,  p <.001）J.0r�EZúÒe¨gÁ89�¨ª

ðéd«ýè�@AT¨æK>?7ö（ t =4.67,  p <.01）�HI>?lE（ t =5.09,  

p <.001）�cdeð/Ïø（ t =4.43,  p <.01）��t¾¿XÐÜ7À{（ t =2.93,  p 

<.05）J.�Myz0r�EZú89Ò�úgÁ¦Á�ô�efvwL@AT¨�

�@A¡Q��¯l6>?�HI+s¢�>?ø6�ªðéd0yzpgÁuv0

æç� 

ö 4-5   

w@To<=>?Ðaxyz��13áÒZú t ��Z[¬4ö 

v. r�E ¬ú áÒú ~Á8 t 

l6>? 
rE 9 5.00  1.22  9.54*** 

�E 9 10.22  1.79  

HI+s¢ 
rE 9 21.33  3.28  6.98*** 

�E 9 26.67  4.44  

>?ø6 
rE 9 25.67  6.24  8.63*** 

�E 9 35.22  6.69  

ªðéd 
rE 9 34.67  8.89  5.44*** 

�E 9 45.78  8.57  

æK>?7ö 
rE 9 6.22  1.99  4.67** 

�E 9 8.56  2.07  

HI>?lE 
rE 9 12.33  3.61  5.09*** 

�E 9 16.56  3.47  

cdeð/Ïø 
rE 9 6.00  1.94  4.43** 

�E 9 8.33  1.73  

¾¿XÐÜ7À{ 
rE 9 10.11  1.96  2.93* 

�E 9 12.33  2.00  

*** p < .001    ** p < .01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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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ª·��t�ç��0ijZ[ef��,-ÎKLtklKLopq

rsô3�>Zß�À�F�¯¤�KL>Z�GZ;@Aem�oKL�@Aem

3ªn�w@Tª¬Æ,°v�@Aem3ªn��U{|}oKLq�3H� 

"�w@,-Ã

2'(DF�w@Tl6@Ao,-ÛZ;3�H·�W@Ar0U{Íö�~

�<=>?07Î@AMð2Q0�÷z��èÔZ·H%o� 

（"）Íö¦~¹|}»0_9 

¨ô"�2¤��N°Ìã%w@T¨�xK6@AMð�0Æ,����Få

w@TSK@A0|}� 

Ìr8oghef>ZÛ9�w@T¨l6@Aor��<=>?Ðaxyzg

ö0áÒZú; 86.67ZÃùZ; 168ZÈ��NDF�ÝI<=>?� U{0w@

T�¨SK@Ar�Ñ)>Á"¾å0U{0Íö�c¨|}��Ly_0Gq¤�

ô*¹|}»0_Ë��2ÓNGHl"£0mnÎ@A�¹|}»0_wÐ���ä

0w@�g�V�ÿþ�0¸|}�Àj09��¾�W9�¸�É�Î��h0�

+o�~40yz*¸üG�ô*¹|}»0Gq�zfLw@T0U{Íö�ò¸

þÿ�2¯_ú~�F\0�f_�¨)~ô*Íö��w@T0��i¬Î¯�¢

KÊ0�)�4�K!Lw@T0Uy_�Ýÿ2w@T8K"¡uv+<=U{�

 0yz�lÿ(wç,� 

1.  <=>?@A�g 

2'(0efg#�Ä´w@T¨ÚR0U{|}¤�)~Á+<=U{¬+¾

¿À{0C4�`ÿ�w@TÛyp�"*¨£Ì<=>?Ðæ¤¬lç+<=� 

U{��|}��Ly_0���ô*¹|}»0_9K;Lw@Tr6,@0ó4

�,rs�RüQ;¼UÐ0w�T E （2'(�w�T+«�A¡ß{#S+2'

(0w@T）�åÜ¨�m�¼U¾0ÇÈ@A¡Qp�¿"�ªpâ·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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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ÉÊp]w�� @A¦ 

I-E-11：「工作上有很多卡住的地方。因為（家庭治療）這一塊⋯有一些

社工系其實是會碰到的，可是我們那時候系上開課並沒有開到這一塊。」 

2$kç<=>?oLy_<© 

w@T*Ûyµ�Vp"�Q_0<=>?09�Î�y�ÓN0¹|}»Ð�

��[0w@�g�±m9�¸��hÎ�É�0�|}"ªy�ÓN2þ0�Àj

09��¾�¨ô*�æè�w@T�9ÞüýpLâ4þ©�µ�»¼09�� 

w�T Cl"£�å�¨¯ÇÈDE�Q¤�+<=U{yz0@A�g�ô*

�()_aßLÄ´�D0U{���~Á�é0¯��w�T~�+<ðlçU{

vÌCf%&�p¢d¨©å~�Q¨U{¤Uy0_w¦ 

I-C-28：「一般而言是怎麼樣跟家長談話？有時候會質疑自己啦，（家庭

治療）這一塊領域其實是沒有學到、不足夠的，只要是（面對）家長就莫名

蠻恐懼的，因為我對那個很不熟，然後我對家長的步調，或者是家長會怎樣

子跟你談，都是沒有（被）教導過的。應該說一直以來的工作經驗，跟家長

接觸都不是那麼容易。」 

)~U{0Íö���i¬�aßUy0_Ë��GM��¾¿»¯ÓKÊ0�

D�4Ûy�ïXô*_w�üw�T G_wú0�¢KÊ~���+<=U{0y

zp±i¬�ÿô*��yz�g0_w¸w�T GZ�uw0�lÿ¸;p94u

w8´0@A�u3�Qyz� 

I-G-4-2：「我在處理一個家庭處理得很不好，在那個團隊裡面就被問

說：『家庭？家庭不是社工最厲害？那你為什麼會處理的不好？』我覺得我好

像也很難回答，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我一直沒有辦法接受自己處理的不

好，又這樣被團隊質疑，所以我覺得我應該要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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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Íö2w@T¸�ú�l<=>?yzo94 

Ow@T'�V�0U{Íö��_�úô�12Ð�<=>?M)09�Î�

y�g�lÿoÆmn0,-�w@TÛy�¨+<=lç¥uU{���¸úp9

4l"£mn�<=;~Ù0� 9��Rü�w�T H¨cd(^®:¬)m*^

012��_úZ�4~<ð0�$�û�9üýäd6<=)�Ûy_¨012�

ô2Ìw�T HA6"*ó8+<ð0æz+)¦ 

I-H-34：「那時候也蠻常遇到親子衝突的，或是也有一些是拒學的拒絕的

孩子。因為我覺得我們的角色進到家裡面很容易都會讓家長覺得被指責，因

為就是兒少保護嘛，所以（家長）就覺得說：唉好像很多（專業人員）來講

說我虐待小孩。我覺得前面有很多這種情緒有點難招架。對像拒學的，就覺

得好像家裡面好像有一些什麼東西，有些神秘的力量影響著孩子不願意去學

校，可是又好像看懂，也好像看不懂，也不太知道怎麼去工作。陷入一種跟

家長的角力。」 

ô*+)0ëw�æKL"*Z�,Sh60U{Íö�2Ìw�T H�¸úl

"£w@094¦ 

I-H-30：「我覺得應該最終還是會覺得工作上面的那種能力不不夠的感

覺。⋯⋯之所以會一直想去外面上那些課，也是覺得自己工作上面跟案家跟

案主工作有點滯礙難行嗎？也沒到那個程度，但是就會覺得好像總是少了什

麼。然後我覺得很表面啦很難，有時候你看得到一些，好像隱約有什麼東

西，但你又說不出來。我也不太知道怎麼樣去，⋯⋯讓自己的能力可以再深

化一點。」 

8l"£�w@T¨�Q0U{0Íö¤�_�ú,-ë,Î Õ�æ�t¾¿

À{yz0C4� 

w@T¨U{�Q¤Ûy�DF�Pjrfæç¨¯,°v��Vp+�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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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4,-ë,Î Õ0�æ�Rü�¨(Æ��U{¤�w�T IDF¶Ý-�0

æ_ä°v*^012üÑÍZ�Ýÿ_�úC4ë,F)=Áz� 

I-I-14：「我那時候在就會覺得說，就只有做這樣一個父母的技巧訓練，

好像有一點卡住。那個卡住是在於說我不清楚父母卡住是因為能力做不到，

還是有時候是有能力可是回到原來狀況之下很難執行，感覺起來好像不是只

有父母要去做些改變，而是在於孩子，感覺起來其實是互動的問題。所以那

時候因為一定會接觸到父母，我覺得我卡住了，那我會想去接觸家庭治

療。」 

w�T D�¸çåL¯U{¤~�¾¿U{0C4�yz0�g�2ÌU{cö

®Z�S¦ 

I-D-18：「所以當時就有感覺到這個（系統工作）需要，對於伴侶、對於

家庭，在學校場域其實是非常需要的，真的進大專當專任更是... 尤其是在大

學的體系，其實很多系統的需要，如果沒有系統的體系進去（工作）的話你

會『死』得很難看，包含不知道怎麼跟老師去做聯結、不曉得怎麼用學校的

資源。」 

ù0ß/�¨)~V�0U{Íö��w@TNÛy�¸úp94k6mn^~

<=;~Ù0� 9��_�ú<=>?9�Î�y0ó4j�ÝÿoÆmn,-�

 ¡ß�,-ë,Î Õ0�æ��8pLâ4~U{¤0ûã� 

4$VWyzuvaßÕD��0.,ïð�¹|}_»óÏh+{g 

Ìr8Û9��NDF¹|}_»p�¶¶¸"*à�0��H+�Ô)�Åº

Lw@T¨ü¢2þ<=>?�±)~0+/VW01�ô�012ÌÓN��ò¸

+¯À{0�¢�~¯¨<=>?�J+9�M)wp¹�ÖÉ±»0æç�ÿ�~

Áw@T¨2@AMð¤�¢rl�<=>?0d%9�¢dkh�æ2VÄðR2

Ì�ymn8Kí3â·�p¨�Á0�A¤�¢b��w@T_w��¨V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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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z¢ÕïX�lÿaßL8´0ÕD���üVWU{¤0¯4_uv�U{þÿ

Ì�:5¬Ïh��tÌúU{M60ÕD���ÿore¨0¹|}_»*~oÌ

ú7'�>ZÏv;~�"�y¬�20¸��g�l"£K;7V��wÀmnÎ

l£0Ú,z� 

（.）~�<=>?07 

w@T~�<=>?07�¸¯l6@A0ó4»¨,-�ô*7DE0�

é+r6Q_�Zp�M�w�T DGrfµ�©±rQ<=>?0@A�SK<=

>?� 0��Î,,�ß�æù����9xÌÏM��k6Î6<=>?û}0

d%��+VWU{MN¦ 

I-D-22：「⋯他們有開一系列的講座，我那時是每一場都有去，上課是看

影片然後寫歷程，重新去學習甚麼是系統，什麼是家庭⋯。」 

ÿw�T BU¨�m��fEFå~<=� ¡Q0#$�p¨Vn�é_�ú

<=rs~mÆG\0k����ô*¸92¯8K8�â=H<=>?û}0l"

£@A¦ 

I-B-2：「當初的原因的話…在社工系的時候，其實就蠻喜歡上家庭相關

的課程…所以我大學那時就修了 3、4門跟家庭相關的課程。…在教育實習的

時候……那時候就是要團督，然後督導我那個教授他的專長剛好是家庭治

療，然後那時候在學習的時候，就覺得學生的狀況受家庭影響很深。」 

w@T~�<=>?0i97��L¯~<=>?û}0¸M+r6�pK;

¯l6l"£@A0X�,z� 

�À0��ef*�å�2@AMðKðâë&Lw@T~<=>?0wÀ-

��¨�� 8ªn0@A�é�±pw@TËÓQS+�� 9Ó'(S+T¤�¶p

"¬r�érsÿ|�L'�0�ç��;%�¯ÓS+TÒÉ�SKL'(ÓQ�

l"£0ª·��Î�ç��;%¤g#�w@T�¶¨ª¬Æ,ÎV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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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ÓN±m0<=>?�J�8~]ß0l"£<=>?mnCf�çÎ-��V

�Ûa�À0ijXYef� 

（3）@AMðVp�÷z 

w@0_�¢dvÌX:��w@Tl6GH@A0�Q�G��w@T4)~

0121¸¹��OP%&�0@AMð<»�Ýª·��0ef¤��NùaL¹@

AMðVp�÷z»ôª�2�¨�÷zôª�2oè�pWª�40H·�Z·¸

¡QÒ70É�j�¡Q»ô0 ¡j�VWAn0;Vj�ÐX<N0Û]_t×

Ê0��� 

1$¡QÒ70É�j 

¡QÒ70É�jp3*»S�Z·;@AM�0´�j�Àê0@A�ð�@

A0�é5_Ê� 

QR�¡QÒ7¤�@AM�´��¹º¡Q����Â���VW�A�÷�

Ï>Z�¸2@AMð0"�ó4(ç�"üw�T I±_=¦ 

I-I-14-2：「我就覺得好棒喔，怎麼這麼豐富！又可以上課，又可以讀

書，又可以實務演練，又有老師在看（督導）⋯那時候是想來邊做這樣的一

個學習。」 

¯¤Ð"*@AM��¨Ò7=Ëó`EL�~40@A�ð�Ýÿu3L»ô

0É�j�¦[©6.>æg�0mnæ��~G�w�T F�¡Q���;R��

ú��~�2@AMðoÉ�j03N¦ 

I-F-8：「我會享受比較完整的訓練，所以，就剛好看到感覺是很完整的

訓練，有些（主題）課程可能是一整天的，例如家庭治療工作坊概論或者如

何與家庭工作的一個面向，比較完整。」 

OÒ7d$;�@AM�0´�jt»ôÉ�j���0@A�ð�`S�äé

¯Ó0@AMð�~�=HÉ�j0w@Tÿþ�ô¸±�0�÷z�üw�T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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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22-2：「所以當時的確是衝著一年的時間來的。」 

2$¡Q»ô0 ¡j 

w@TN09ij3�ÇÈ)*�U{|}�p�M�¯CHVp89j�¨¡

QÒ7¤�»ô0 ¡j�;µ�EF0t_¨0´�CHyzåófg0-��R

üw�T Iö#¡Q¹ºL��p70õª�2�RüUt«Æ�KÊ0<=>

?�<=¬ËÌ0cd�Ë¸�÷z0ßÐ¦ 

I-I-14-1：「我看課程是非常豐富，例如說有針對文教需求的青少年這一

塊，然後家庭啊、然後怎麼去看伴侶這一塊，是吸引我的地方。」 

3$VWAn0;Vj 

w@T¨VWU{¤0"*Uy_�ß��yz0�g�¬¸9�+yzoé0

©8�ÿT;!"0¸�mÓ@AoF0l²¡Q´�9�0��;��w@T_ú

Ip-�yÖ¨VWU{¤mn�ÝÿÔ9�Ï;yz�rG�@AMðuÅ�g0

VWAn-�0(ç�;w@TNüÑùó0>Z� 

I-D-22：「我當時會選這個地方是因為，它有演練，它有算蠻豐富的演

練。那我一直覺得我一直在聽講座類的課程，可是實際的操作很少，雖然說

在學校有接過可能家長一起來，在學校有見過小朋友情侶吵架要破壞對方的

那一種案例，可是知道跟做是兩回事。當時這邊有很多的演練，我是跟著演

練來的。」 

4$ÐX<N0ÇÈj 

ÐX<N*¸w@Twú�÷0ó4Úr�f@AMð0(çM)�ÐX<N0

ÇÈj���_¸Nww@T]ÌÎ«?0�w�T C¨ª·��¤±/0?¸"ª

dÊ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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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16：「既然看起來是這幾個老師開的，蠻厲害的，就來參加。」 

ô"�2A#0¸¨@AÑ�r�ÐX<N±oÆ0�÷z�+ÐXñi� 0

rs¸´�Ô¨�À#&ÄÀ�F� 

5$©¨0�� 

w@T¨OP¡Q��üÑó�Ó¬0��ÎH+�ô���ß��M)*ÎÆ

Ó0¬�üBC0BC�U{|}0MIt=å�é�g#å2@AMð¨�MÇÈ

û}�VpÊË0�÷z�ê�ô�Ô30Z�Î¯D�w@TÌ9�¡QU%~�

VW��´E0¬Ëp±st�prG]Ì2@AMðVp3_0+\�GF�ô�

¯D_a*X7L�¡Q~�VW°þ0ó��2w@T�]yÖ¨¡Q¤Ôd%9

�Ïh;VÄ4þ� 

w�T B¨OP@A¡Q��ê�RrSK�¡Q0mF0xÌ+���Î6ú

¡Q0Û�j�*'À�M��)*0¬SK�mF~¡Q0Õ)H+ÎþxZ��

2w@T�]2@AVp�O0+\¦ 

I-B-2-2：「那時候是有先問之前有來上過課的人，問她的想法和意見…

就是她是說，不管你實務經驗多或實務少的，都可以在課程得到收穫。我那

個學姊還蠻用心的，因為我是透過我一個學長介紹才知道她的。那時候我跟

她素昧平生，她打了大概兩頁 word檔跟我說她上這個課程的心得，所以我就

想說，應該是這個課程真的蠻棒的。」 

Ì�¡Q0��¨MIéÄÀNG�w@T�]ôª¡QVpd30ñi�Rü

w�T J¨OPSK¡Q0�Q¤�wúMIN0"u¯D�ô�MI¹�xdÐÎ

¼U¦ 

I-J-14：「再加上同事們的推薦，他們說這個課程不錯這樣子。對有我們

有兩三個，陸陸續續他們都有上過，因為我們同事也有心理師，所以他們就

有一開始有心理師已經上，上完以後另外一個社工去上了，然後就一個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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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這樣子，口碑推薦，就來上。」 

��*�¨�M0Æ�¤NG�Rüw�T G¨OP@A¡Q��DCSK��

¡Q0}�é´]_a�}�éö#��CSK�¡Q���ô（@AMð¤0��

>Z）�¸;�¡Q\Ì"¢�ô�0���w@T8K·]�¡QVp"�0¦Á�

p�_ü¢¦ 

I-G-4-3：「當然還有我的小主管，當時的小主管他上過之前的班⋯，因為

我有看到這個課程，所以我就去問我那個小主管，他就說，他上過課程式講

座班，他覺得應該是可以嘗試的。」 

ù0ß/�@AMð¨��NH0�Q¤�EFL¯ ¡0»ô�Vþj�t~

�MÇÈ¬É（üxdÐ¬¼UÐ）�p±«b�¸bÂw@T]xp¯,w@Tl

6@A0ó4rs� 

.�@Aem�oKL 

�NÔ�F¡Q0�ª>Z~�w@TÿþpýKL�pê�ef¤âF0�M

�2�l"£A#ô�KLüý�ë{þ��MæIw@T0mn��+KðPQ� 

（"）¡Q�>ZoKL 

1$��0KLÃ

ù�ÿþ���~w@ToÆLk�0����èÔß�JªM)ß�F¦（1）

{X+£C<=>?d%9�¹（2）�¤lë+«J�K¹（3）ïXkç<=>?o

]x+ÁN_¹（4）klÇÈ¤��ËnÎy_l���èÔZ·H%o� 

（1）{X+£C<=>?d%9� 

��~�w@T0×«o"�¸{X+£C��d%9��uÅL��9�0�

¤Îl"££C9�0-�� 

~p�w@Tÿþ���¸mn�Q¤ÝUúp0�L�ÔuÅLÝU9�úº

p9�0�Q¤'��0>Z��¶uÅL��9�0�¤�M�*;l"£0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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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è8V0���üw�T G±þ¦ 

I-G-36：「我就覺得講座也很重要，剛有說我們是從無到有。可是我們怎

麼樣先從無到有？其實是知識。給我很大量的知識，很基礎的知識，我覺得

是是奠定基礎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覺得講座就比較像是這個樣子，它是我

們真的從無到有的基石。就很重要，就是基礎。我什麼都沒有的時候，確實

應該是從講座開始吸收。」 

~Ó"�püÝMÑ�0w@Tÿþ���p«�9�0£C�üw�T A03

N¦ 

I-A-99：「講座比較像是擴充知識⋯它就是一個⋯擴充知識、擴充視野的

一個經驗。」 

��¨mn¤0âÓ�Û¬|�Ô�¶×«w@T¨©940��9���ª9

��¾��Û�ß�£Cw@T09��«Jw@T0�K�;l"£0mnÎDE

uÅ×Ê0��� 

（2）�¤¾¿lë+«J�K 

w@T¨�s9�j»ô0M��*¨�ª"*8�0lë�¾�W¹¾¿æ

ç»�üw�T G±þ¦ 

I-G-46：「講座還有一個幫忙是思維，思維的一些建構⋯因為老師會一直

講這個（系統觀點）⋯，知識性的東西會幫助那個思維，就是背後的那個大

的思維會建構的好一點。」 

ÌG��NÛ�ùa��yÖ×«w@T¨lë�¤=p±uv�ô*lë�¾

p«�ÓN8Êâd6Î4þ±m09��w�T Hl"£�åê���mn¾¿æ

ç�üý8Kâ·âd6¾¿¤0�ë��>Z�ÿô¸�[��ù��UN�ª¥

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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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120：「那個系統觀的概念（我）可以講得更清楚了。雖然自己之前

也有看老師的書，就覺得好像沒有（那麼清楚），他那時候去在現場再重新去

講那種系統相互影響的部分。到現場聽的時候就更覺得，真的就是更明確那

個概念到底是什麼。」 

��M�uÅL"ª8Ó)0lë?@�Ü«w@T£E�K�Ý�M0æ_ä

d6<=��òóp�¤~<=0¸�¦ 

I-D-95：「可能我們的資歷沒有辦法像他們（老師）那麼深，而且我們的

工作領域可能不一樣，可是他們的看見可以幫我重新去理解，家庭這個單位

在每個地方會發生甚麼事情，然後不同的思維怎麼去思考他們發生甚麼事，

所以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一個，又再去重新建構我對家庭的認識（的過

程 ）。」 

��ê�uÅ9�j»ô�÷�w@T¤��¾¿æç;ax0lë�¾�G

F�¡Q���*�w@Tp-�ÝÓ¬0�æäd6póp�¤ÓN~<=0¸

��ôª�Q*aßL�K0«E�uvÝ�M0æ_äl�Îd6<=0yz� 

GF�ef*g#å��¨´�j=0+\��w�T A;R�w�T Aê�æ

n�MÏÐ0U{M��L6ú<=U{0MNpü�"�ô�ÓÌ�£��K�p

û��Î��"*U{M�¦ 

I-A-103：「對我的幫助是，原來也有人那樣子操作。也有幾個老師在醫

院工作，有現代取向的⋯可能讓我看到，哦原來不一定是只有我自己的老師

那個樣子。還有其他不同的面貌，我覺得就不用太侷限。」 

ô�óNgL��¨w@Tmn¤0yz0KL�yÖ�w@Tu¨ú8´�0

æçÎ�J�~<=U{0�MMDÎÞßpL8´0L6�Ýÿ6Ñ�[©*~�

<=>?0d6�OÆå8´0Û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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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ïXkç<=>?o]x+ÁN_ 

ô*DRÞÊ¾¿j0L6��0¸w@T9Þmn�Q¤Ûy4Þ6�I��

Ü«��ÞÊxdÁN�ôA#å¡Q����¶uÅd%9��*y�mnT8K

Ýôâ4~mn�Q¤0ûã�W]xÎÁN_0ïX�ô2Ìw@TyÖ8Êâ»

¼mn-��Ýÿu3mnL�ÎmnKf� 

w�T JÝÓ"ªæ_uú¡Q���0ó4j�¸;¡Q������DR~

�<=>?p8Ó)û¾¿j0L6� 

I-J-76：「講座我覺得蠻重要的是，讓我自己一開始時候可以比較有系統

一點的知道家庭治療大概是什麼樣子的狀態。也讓我有一點心理準備，這個

學習的歷程可能要做哪一些事情。」 

（4）klÇÈ¤��ËnÎy_l� 

ª·��0efg#�¡Q����¶Ü«w@Tlç9�0©¨�lë0�

¤�*÷�w@T~��0U{M�lçk_0�l� 

�w�T C;R�w�T C�å¡Q���×«��¨lçU{��'ù£��

l���ä±2þ0MN�w�T C¸�ú�¨�ä0U{¤��Ûy�xØ� ¡

�¯Ó¬ePmnÎuwp#$�`ÿ�ß�¡Q����w�T CâQmnÎd6

p9�¸"ª¢£�ª0�Q�C4pÑxÎ�é�ÿô$d6�*2Ì¾¿U{8

K¯4¦ 

I-C-102：「講座幫助的部分，可能會讓我去跟我們系統工作的時候，會

比較慢下來⋯因為（過去）有時候會很想把一些東西推給他們，讓他們可以

快點學習。但其實這個東西，就像我們在接收這些概念是一樣的道理，他們

要重新學習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那一個慢下來跟省思，我覺

得是需要一步一步建立的過程。」 

¡Q���M�*Ûy¸yp0¯,z——!Dw@T0p3N�p°ÂÓ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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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zäVÀô�3N�üw�T B±þ¦ 

I-B-62：「我覺得講座比較多都是產生新的想法，或是更有力量工作。」 

ß�¨¡Q���¤u¨úp0æçÎMN�w@TyÖ£E��0lë�D3

å�[ªp�03N�¬¸~�120�M06�Mð�ôÛy~�uvÓN¨VÄ

U{¤0L�ÎKfVpgÁ0×«�2#0R��ÝU{L�åDV�S%� 

¡Q����¶�w@TyÖ¨U{¤'èß�p8´0�éä�l��0U{

M��M�*!DLÓN¨U{¤ü¢p03N�ôg#�¡Q����ÿuÅd%

9���¤lëM��*÷�w@Tä�lÎyp��0U{� 

�NÛ�ùú¡Q���~�w@T0ó4jÎ+\�Ý{X+£C��d%9

���¤¾¿lë+«J�K�ïX]x+ÁN_�úaß���lÎyp�¡Q�

���¶uÅL ¡09�Î�K�*M�!DLmnT0lçp0ü¢� 

À�=»ô��Nùa¡Q���ê�uÅd%���ïXmnT0]xÎÁ

N_�÷�lë�¤Î�K£C�R"���lÎyp��tE#<=U{0´�M

N��úLT/0mnKL� 

2$Â��0KL 

@AMð¤�+¡Q���T;��0>Z¸Â����èÔÝJç�Z·�F

Â��~�w@T0mnpý×«¦（1）�Àµm0<=>?d%9�¹（2）÷kw

Àk6mn<=>?d%¹（3）klk6®Âtæçö�¹（4）!Dpl�� 

（1）�Àµm0<=>?d%9� 

Â��¤uÅbw@T®Â0���¨�M0F)×«w@T�Ýª·��0e

fù�¯KLÛ��¹�À»;�2lç�F�Â�Û�×«w@T�À�ä09

���U¥��C�m�0¼·�ô*�À�Q�¶Û�u&w@TC�m�0»

ô�*y�w@Tópl�Îd6ô�»ô�¨w�T A0��¤�®Â����0

_`¸�3¥�ä'(±09��ôp«�w�T A8Êâ�À�ä0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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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199：「就是幫我整合了過去的知識，想起來：我好像有看過這個，

就是幫我回憶起過去研究所的記憶。」 

GF�Â�*Û�k2w@T8KÉ�â�s�¤09��r;KÊC4ß��

�0Vhßd6�¤0»ô�pûÛ�ÑTÓ)ÎÉ�âlç�d�ô�"ß�9�

0�sf�8KÓ)ÎÉ��üw�T Fö#Â�����Û�ÑTÉ�â�s��

0»ô¦ 

I-F-112：「我覺得讀書很重要。可以比較完整的去吸收，因為讀書會需

要經過自己消化，可以比較沒有那麼片段，比較全面和完整的再去做一個自

己的整理。」 

Û�ùå®Â~�w@T0×«�4pâç¦"M)¸×«w@T�À�ä09

��p+p09�oÆ+e¹Ó"M)¸�w@T8KÉ�â�s�¤09��pû

Û�ÑTÓ)ÎÉ�âlç�d� 

（2）÷kwÀk6mn<=>?d% 

Â��0Ò7*~mnLfpÁó�0���¯¤�Â��0¹÷k»{þ�ô

Y��füw@T B±%�Â��p�Èf¸"*X�Â�0M��W2¨U{W

ó�¬TXY�Z0�\è�Â��*y�w@TÒú,zä®Â�ô*÷k{þy

�w@T¨©8;É�0d%9��pywÀ¯,mnlQ¦ 

I-B-68：「讀書會我覺得最大的幫助就是逼我們去唸書吧。因為我也覺得

真正在讀書的時候，那個理論的背景其實是很重要的。儘管我覺得這個東西

很重要，也不會想唸書，有時候工作真的很煩很累，然後就回到家其實就不

想要看書。我覺得那其實在逼我把應該唸的書去唸好。」 

�NÛ�/�Â��÷kw@T¨©T;É�0d%9��ô*÷kyÖDÆ�

¸Ì�Â��p"�04H�w@T9M®Â� ���rGW2¨U{WÏ��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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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Ö#wmn0,zÎnQ�Ýÿ©¨8´0d%9�� 

（3）klk6®Âtæç0ö� 

Â��0lçM�Û�k2w@T¨®Â���8KG[Îk6�*Û�k2w

@Tgh8´�éäêþ��0ìþÎö�M���18ÊâZ���~�¤»ô0

d6Î3N 

Â��R"w@TG[â®Â�pC4w@T¨Â��¤+�<lçZ��ô*

M��w@T�¶4\\GG®ÂÐª#&��4mnüýêþìþÎu]óç�ô

fC4w@T8Kk6âd6±Â0»ô�*�ÓN8K()â»¼üýoßÎö�

3N�üw�T J0��¦ 

I-J-84：「老師帶讀書會的時候也不只是（要求）你講你讀到什麼，還會

拋一些問題。那個學習對我自己來說也是蠻有收穫的。我覺得有一點讓我自

己去經驗⋯那個讀法，就跟以前的那種瀏覽式的讀法不一樣⋯那個獲取的東

西就會有點差。像這樣用讀書會方式就每一個字都讀得很認真，然後都讀好

幾遍，因為有時候看過去，看懂那個字卻不太知道它到底是要怎麼去操作，

你就要這樣想。然後又有其他人可以討論的時候，我就覺得是蠻棒的一個經

驗。」 

�NÛ�ê�=%w�T J0���l"£d6 �khd6¸üý�K0�¯

¤�Â��ô�0M��©p«�mnMN0°±��w@T��¶¶¸^_�â®

Â�ÿ¸~Ð"ª«ËüÑ¸Ôâ®Â�¨ô�0�Q¤�w@TÛyC4´ó�Á

®Â��CZd6Î»¼±Â0»ô� 

（4）!Dpl� 

M£Z�0M�*¸Â��KL0ó4êK>Z�Õüw�T H±uú0�Ðª

¬¨Â��=Ëp-�Z���0ùN�3NÎVW����w�T HDFL��o

rªp3�0I��_Ëí¸Ö��¹�´bÑL"ç»�ê�²GZ��w@T�¶

Û�8Ó)âd6��»ô�*yÖmnú¯Ó¬0��Î3N�l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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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H-155：「大家都會分享嘛，然後每個人都會有講自己的一些看到這個

章節可能會有的或者一些想法或者連接或什麼的，你會覺得發現有些事自己

沒想過就覺得蠻好的⋯大家的一些討論和分享覺得都還蠻有收穫，刺激自己

多想一點⋯每次這樣討論的時候，就會覺得唉對啊，我沒有特別這樣想過。

覺得好像要把自己又多打開了一點。」 

ù�ÿþ�Â��0Ò7ÎMN�¶Û�÷kw@T®Â��Û�×«w@T�

À�ä09��mnp0�yÎ9��pû²GZ�Îmn�l"£!Dp0lë`

g�Û�/�ß�Â��0lçM��w@TNÛ�¨8JÊ0�K¤ê×�l��

;l"£0mnÞÁN� 

3$���[0KL 

�èÔÝ3ç�Z·�F���[~�w@T0mnpý×«¦（1）+ed%+

VW¹（2）ïX�A0MDj¹（3）kh~>?PQ0d6� 

（1）+ed%+VW 

w@T�Ìæù>?���yÖùúd%¨VÄ�ö¤04þ�w�T B¸;æ

ù>?��Îæù·¬ÞVWU{¸"�0�uúÓÛ�ænú�=±%0abd%

¨VÄ>?�Q¤0EF�W>?ÐüýÔ<=KÊ»xkc0�$Î_¨Í¨��

åß¦ 

I-B-44-1：「我覺得跟看別人做是蠻像的，就是可能你可以講哪些話，或

是你可以觀察到書上說的那一種樣子，例如把家庭成員內心的冰山挖出

來。」 

RL�"d%0VÄEFF�*ùa>?PQ0EF�*¸w@T0ó4st�

üw�T Jß�æn��¤É�0>?�Q�¢dÎ6ú��0PQ�Ý'�0cd

ú�ß03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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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129：「我會覺得這個看影片這件事情的學習是，尤其是我們是剛開始

學的話，可以看到很完整的那個會談是怎麼樣的進行。好像漸漸的比較掌握

那個會談的一個歷程，就會從只求不尷尬到這些想要做的更多。」 

U%¸d%¬�P0EF��¸PQ0EF�ô*���w@TyÖÔfÙ0d

%9�+V�0VÀ�eÀ�2d%0mnvÌ8KÆ,ÎVþ� 

（2）ïX�A0MDj 

w@TÝæù��¤mnú>?Ð0V�ç;Îìþ�p¨¡Q�A¤ü¢Ô¯

4þ�üw�T Juú�¨¡Q�A¤�Û�S���¤>?Ð0ÞN�ô�0«(

An8VpMDj¦ 

I-J-119-2：「我覺得那時候很努力的在練習這件事情，就是去看說老師在

做什麼。現在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後面的演練就是：好，那如果換自己的時

候會怎麼做？那個時候我們就會可以把剛剛看到老師做的東西當做一種參

考。可以去練習，去做做看，那種演練好像又會比完全自己演練更有一點方

向性，有點像是先稍微大概知道說可能可以走這個方向。」 

w@Tß�æù���Ý>?Ð0{N¤ëwS��DEå8pMDj0An�

2ÌmnLf8,� 

（3）kh~>?PQ0d6 

w@T~����[ô�G[0mnMNbÂL3_H+�w@TyÖ¨''�

G[0æn¤�8k60d6Îmn>?PQ¤0�*G&Îóç�üw�T Fuú

���[2��yÖ�G[0M�äænÎmn>?Ð0ç;Îìþ�yÖ8k6â

d6Îmn>?Ð0{Nt��>?PQ¦ 

I-F-116：「影片賞析我覺得很好，覺得很重要。因為老師在帶的時候也

都是把它分好幾個段落然後去看，慢慢、很慢的去看，收穫非常多。他要暫

停給我們做討論，討論完後要重放一次，我們就會核對去想這些討論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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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那個脈絡或者治療師在做的事，有沒有更多可以去思考推測。接著他再

放一次。我覺得這都是好的來回的歷程，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治療師怎麼

做，之前有放是從頭放到尾，就只能看到幾個點。但是像這樣這麼慢、切斷

看，我覺得看著很細緻。」 

w�T F¨G��=�*uúô*G[0mnM��¶uÅL ¡0mn·Y�

�uÅLCg0�éÎ�élç�lÎ;%�2w@TyÖÝ¤ëÌ8k0d6Îm

n¦ 

I-J-119-1：「我覺得那也是很珍貴，因為有這麼多人陪著你一起很細緻的

去看那一些片段，一起去討論。那些影片就算給我們自己看其實收穫也沒那

麼多，自己大概也不會這麼仔細的一直去看那一小段的話。一直去想為什麼

那時候講這些話，然後為什麼那時候他們會有什麼反應。」 

4$�A¡0KL 

�èÔÝWç�Z·�F�A¡（�èà{;�A）~�w@T0mnpý×

«¦（1）uvMdð�0yz¹（2）kl9�»hp:-5íª¬U{Þß¹（3）;

<+<=U{�0�N_�uvcd®:0yz¹（4）kl��ËnÎ�l¹（5）æ

n¯Ów@T�pëÌM£��� 

（1）uvMdð�0yz 

¨ª·��¤��NÛ�ùaß��A�e�ð�0���w@T_wúMdð

�0yzp±uv�w�T Dö#���ð�0æ¤���âQð�0¹xdP

Q»�2��8k6âd6ð�¨�M�f0C4�Rü¸�¡ëÌij�¸ÓpC

4¦ 

I-D-157：「扮演案主的時候，可以明白，在那個時候，身為一個案主，

希望別人怎麼對待你：你希望在那個時候你的心理師是不是可以多聽你，還

是那個時候他到底要幹嘛，⋯對我就會開始比較明白，當一個案主的心理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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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w�T C0��¤��Ap«�uv~�ð�Gq0d6�ô*d60uv�

��8ÊË0X���¶¸�ìö��*¹�ü�ìö�¦ 

I-C-196：「我覺得我可以稍微知道（案主）可能的狀態是怎樣，為什麼

他不想聽，然後哪個時候他是可以接受。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可以提醒我，

在跟案主晤談的時候，要注意到些甚麼樣的資訊，跟非口語、口語表達的部

分。」 

�AuvMdð�0yz0ðy�~T;Xk0xdÐÛy*'þ��w�T I

;R�"Ñ��Ü�;{;"Ó>?xdÐ~�d6ð�Gq0d6µ�gÖ�`

ÿ�¨�A�Q¤�6k¬0æ¤0ÍZ��ÜâQ¨U{¤�{;>?Ðäd6ð

�0ÍZM�¸C4ghd�0mz0�Ü_�ú��9Mr6�g0�éÎmz�

p�è��~����2�Q$æ¤¬gkGq0Ka�:yÔÕd6ð�¦ 

I-I-196：「我原本以為自己在當心理師，還蠻能理解案主的狀態。可是我

後來發覺，因為演練過程中有一部分必須當病人，⋯很難去擺脫自己的一些

東西，去融入這樣的一個角色，⋯如果把這個放在我的工作中⋯一個治療師

要去了解案主的困難，其實要花費很大的功夫耶，你絕對沒有辦法從一兩句

話就去猜測到底怎麼樣，這是我這個課程最大的收穫⋯真的是要花功夫跟拋

下自己對於某些議題或身分角色，或是這個疾病狀態的成見。」 

�Nùú��A¨uvw@TMdð�0yz=VpKL�ß��A�e�ð�

0���w@T8k6âd6ð�0Gq�8ôS�è��0fh4Ù�p8Á·â

Ö¼ð�0CH� 

（2）kl9�»hp:-釐清個人工作Þß 

�AuÅL"ªáB�×«w@Ôd%yiVW�~w�T Aß/��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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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Ôp09�+VÄG\eÀ¦ 

I-A-177：「演練對我來講就是試試看我新學到的東西吧。」 

ô*eÀÛ�aß0KL�¸Öjú09�ÔÕvKw@T��0¼·�W"ª

»h0�Q�üw�T I±/¦ 

I-I-70-1：「後面這些東西（訓練）像是把這些知識變成我自己的東西，

尤其是像一開始的演練，因為他是讓我把不熟悉的東西拿去用。」 

�A*uÅL`�µp9�0-��üw�T D±þ�±p���0¼·ËÛ�

þ¨�A¤�ôµ¸"ª¹9�úVWeÀ»0��¦ 

I-D-95-3：「知識跟實務上的結合，在那個時候你可以怎麼樣去把所有會

的東西在那上頭試試看。」 

ô�"*»h0�Q�¨8Ê0�é�æè�*¸w@T:-ª¬Þß0�Q�

�w�T F;R�ÜDF����DEå0T;��j0��M��Õ¸�A�ü¢

L�Mø6M��OP0ef¦ 

I-F-96：「就是還有風格。因為那個吵一樣，我可以（選擇）等（衝突平

息）⋯或者要很溫和⋯或是指導性比較強。我後來有試著用指導性比較強的

方式進去（會談），好像比較順一點，就比較順。⋯我覺得應該是在演練那個

時候，有培養起這個風格吧。」 

�=0KLo±�Û�oÆ�ÛyÐ���AuÅL"ª`Ó0®ö�2w@T

yÖ�Ìü¢�M0VZÎMN�üw�T Dã%0"*¹`Ó_»�ô*`Ó_�

mnTpjkü¢p0IÇ�pÝ¤ëÌ��¦ 

I-D-95-1：「一部分是安全，就是反正就是假的案家嘛，所以我可以嘗

試，我可以用不同的思維去試試看，然後他們都會給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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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0�N_�uvcd®:0yz 

ê��A�w@Tmnüý;<+ð�¬<=~?�0�N_�ôªef0ßÐ

�¸ÇÈQ$;¼UÐ0w@T�üw�T B±u��Aí¸"*lm�ö0Dn�

�Ü~<ð0�NÝ 10Z;<ú 8Z¦ 

I-B-28：「演練的話我覺得就是藉由每次的演練會更有勇氣跟家庭談話

吧，我有這種感覺，因為來這裡演練的時候就（像是）自己也做了預習，然

後回到自己場域（學校）的時候，好像對家長原本焦慮有 10分，就降低到 8

分。」 

w�T J8¸ê�¥uu¨®:�*�;<¨U{¤)~<=®:�0lm�ï

l)~Îcd®:0yz¦ 

I-J-92：「演練我覺得最直接就是多一個實際練習的機會，也透過演練去

學習。有這樣子的一個練習的方式。因為像我們之前工作上比較⋯那種直接

現場做些演練的那種方式。我覺得直接演練第一個是對於我很害怕的那一些

情景，⋯那種衝突的場面，我可以有一個機會去這樣一直接觸，有點像洪水

法，讓我自己去面對，那個狀態的時候自己可以比較穩一點，也可以去練習

要怎麼面對或者是怎麼回應那些我害怕的情景。」 

M�0�~ Fß/��A�¶uvL��)~<=®:0jk�¨G��o=�

*noL¨®:0�öèl��ø60yz¦ 

I-F-94：「我覺得演練對我來講的幫助比較像是練勇氣。就是練，比如說

兩個人那邊吵吵吵吵吵。然後我要想辦法，不管是去插話（還是其他的方

法），就是我用各種方式要去介入、跟他們工作。」 

�NÛ�ùú��A~�2'(¤0¼UÐw@T0×«��¶�F¨9�Îy

z0F)�*�F¨"*_wF)07'�OÚ2lm0�öó�¢A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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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NÎlm0Q_¢dè;�lÿuvLcd®:0yz� 

（4）kl��ËnÎ�l 

�A*k2w@T8k6l���¨��¤±Þ0���uÅ"ª�l0�é�

w�T A�å�AkDL"*l�¦ 

I-A-161：「（演練）就⋯促發我去思考為什麼當下要做這個決定，或是沒

有做這個決定⋯覺得這樣是很有幫助的事。」 

Q;¼UÐ0w�T Jl"£�åô*l�±aß0Ën�w�T¨�� ¡0

VW��¤��4M^¥ËÎ��ßcdU{¤012�+GM��Ü_Ëú~��

0ÇÈç;ÎÇÈOP|}k60d6�ê��A�w�T Jp-�\Gænp�l

��0ç;�l"£d6��¨��¤ÞL%&��tô�ç;;%&�Kð¬t

}¦ 

I-J-102：「更仔細的去看到我自己在會談裡面做了什麼事情。這其實也是

我一開始來學習的時候想要學的東西，就是想要知道我自己到底做了什麼。

因為就是工作經驗比較多，都是直接實務上面的經驗的累積，然後我大概知

道說可能怎麼做這案主主會比較成功，怎麼做可能會比較不成功。可是那個

好像都是一種很感覺的訊息⋯之前我在回想的時候，會覺得不太清楚我到底

做了什麼、為什麼這一次的會談好像很順利很成功、有的時候不成功。也不

知道到底哪裡沒做好。所以我覺得像這樣子演練的時候就有幫助到我說知

道。演練跟那讀書會就是很細緻的把會談的過程當中的每個部分拆解，就會

知道說⋯我是做對了什麼或做錯了什麼。」 

�NÛ�ùú��A0�QÛ�uÅw@T"ª�l��ç;Î��0-��ê

�k60��ËnÎ�l�w@TyÖ8Êâd6��0���Q�DEå8í30

�K�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5 

 

（5）æn¯Ów@T�pëÌM£�� 

ê�ænÓ¬�w@TyL6�M0VZÎ�J�pÝ¤Ìú½D�üw@T D

ùó@A¤0¹Ó¬»�U%¸�M0{N�¸�M0æç�ô��MËpÛyC!ú

��oÆp0mn�Ó�ùúM£¨�A¤�"*k|`pÆk0qq;R�EFL

M£0�M�����~���ÿþpÄ´Û�r2Îmnoc¦ 

I-D-95-2：「我可以在同時扮演案家的時候，去看別人（同儕）怎麼做。

有時候對我來說不是只有我自己怎麼做，別人怎麼做也重要。有時候（看）

他們做也可以刺激到自己：可以這樣做喔，或者是他是怎麼做的？他是怎麼

做到那個氣場的？他是怎麼用那個氣場去把那個看起來很生氣的媽媽安撫下

來的？我覺得那個就很有趣，有很多個人特質跟技巧都可以在那上頭學習跟

揣摩。」 

GF��A*;w@TuÅL"ªus´�æç��0-��2'(DF�ô*

´�0��yÖ×«w@Tùa��0sç�pûÝ�M0æç¤Ìúp0�a�ü

w�T I±/�M£0��¸"*�M0æç�Ûy�aßp0®t¬¸���ùa

Úp0sç¦ 

I-I-70-2：「我覺得這個地方很棒的地方，⋯是我不只可以聽到比較有經

驗的家庭治療師來給我回饋，也可以聽到來自不同工作領域的夥伴給我回

饋，這些回饋也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不同的觀點，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自

己習慣的觀點，可是這個不同的觀點，對我來說就會有一些新的衝擊，或是

可能那也是我一個盲點。」 

5$�s`a0KL 

�s`aÃ�O�!"ó��÷�ÈÒA¨¡Q0¤��~�w@Tß/��s

`a2Ì��8íî����0ÍZ�ÌÏÐÎ«]bÂ��¬¯ÓKÊ0��½D

l��;�À0VWU{ÞÁN��èÔÝ3ª>ZßEF�s`a0KL¦（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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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aÛ°loc¹（2）u3VWU{ÁN_¹（3）£�mnXÐ0�}� 

（1）l"£ùaÛ°loc 

ß��s`a�w@T~��Q0¨�A��¤0G\pL8Kí3ÎÉ�0¸

��w@T�¶Û�â·ùaú��¨��¤ü¢ä�K0I��*ùa��¨cd

ð����ú012�L6�Q0�goc�ô*ùa¸{gr��A�ªpùú0

>Z�üw�T Hö#ê�÷�T0���yÖíîâùú��¨%&âMÛy�u

Þ�8Kùíî��¨��¤Ûy�ú0va¦ 

I-H-185：「這個就是大概知道可能之前會卡在什麼地方。如果當時這案

主主出現這種行為，也許我自己當時就卡住。他（驗收時的督導者）覺得看

到我在努力做什麼，可能當時不足的東西（是什麼），⋯像是修正之前演練沒

有做到的事情。」 

�s*uÅL"ªænÎmnÓ¬0-��rw@TNß��M0û}�ô�0

´�h®öyzL ¡0mnXÐ�¨æùM£0�Aþ�a��w@TÛ�ÝÓ¬

)~012¤éumn�mn)~�M012H¶�tCÿ_0X��üw�T GX

7LU{|}09ij2Ì��Û�´ämn���(0¹(^ Õ»12�ÿmn

��0�M�2Ì��Û�ß��ÁjúF��±EF0�g�ÿ8í3Û°lo

c¦ 

I-G-72-2：「反正我就至少會看到十片那個帶子（演練的錄影帶）。我們

（受訓者們）也有各個不同領域的人，他們大部分都是在學校當心理師或者

學校的輔導老師，所以我就會一直看到親子，這個是我比較不熟的議題⋯都

是在那樣提醒我們哪個地方是我們應該要注意的東西。其實我也說因為我們

都是不熟的，所以我們有些人的問題會差不多。我們一定有些人的問題是差

不多的。所以我就會一直聽到差不多那個問題，一直聽，一直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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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3VWU{ÁN_ 

�s0�Q�2Ìw@TL6ÓNÛy�¨VWU{¤�ú0ûãÎ`a�ô*

��¸�0-�¸åw0�r;ÔuÅL"*M�ßDaÛy012purÒú6�

MN�w@T¨�A¤�ÁEF��¨�*(�ç;¬G\¤�úÍZ�p¨�s�

Ìú��Î����p-�GÒ°l0M��;VWU{ÞÁN�w�T C�{o;

"*¹tR½�»0{þ¦ 

I-C-182：「其實也是承接著之後真的要去面對真實的案主然後提案，因

為沒有那個準備，也不會想之後要面對甚麼，⋯所以我覺得那個東西（驗收

檢核）還是有承先啟後的作用。」 

（3）£�mnXÐ0�} 

�s�Q�¶~w@T0í3_tÁN_p×«�*p«�£�¯mnXÐ0�

}�ô�F¨w@T9MM²�s`a04H�Ò¬e�æ¤�lç�A0�Q��

w@T�x'0¬9ÞÓNÕ¨mn�lÿ«JÓN0mnXÐ� 

Rü�¨w�T I0U{®ö¤�pÄ´xdÐÎ¼UÐ¸ó40mnXÐ�O

Ü³´ÓNS+�A�ô�MI�¶¨OèÛ�uÅåw0���*Û�K;w�T I

�ÀÛ�GH0mnXÐ¦ 

I-J-106：「我覺得那驗收，因為必須要找人扮演做演練，我覺得那個對我

的好處是，讓身邊的人知道我在學這個東西。⋯因為我們的工作環境是有心

理師跟社工師，像我們要做這個演練，我就會邀請我的同事，他們會很樂意

幫我演練，然後我覺得好像也可以透過這個（演練），在之後我自己的案主工

作上面，有時候想要有一個演練的情境的時候會更順利。⋯有點讓自己增加

一些可以練習的那個機會，更容易營造出那種練習的情景。」 

6$��÷�0KL 

��÷�±oÆ0KL�Û�Ý�èJª}�2ß�F¦Ã1ÈpL;<�N_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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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2ÈXh#$hyz¹Ã3Èí3��0U{iD+sç¹Ã4È«EU{MD�:5s

ç� 

（1）pL;<�N_ 

'(efg#�yÎÕD0��÷�Þß`pLw@T0�N�vww@TKÀ

mn�÷�TuÅ0,zmn®ö*p«�´6w@T0BzÎ�N�üw�T Eö

#���~·¬/�÷�0_Ëfí{ã"Ø,z�¨ô*xyè���0stÎm

n*üÑ´�ô¸w�T EüÑ#$00>Z¦ 

I-E-48-1：「我覺得督導的學習很多的。而且我還蠻喜歡帶我們督導的老

師，就是他就是一個 free 的給我們一種很輕鬆的氛圍，太好了。因為回去我

都跟同學討論，他們說：唉你們督導老師是怎麼樣來帶你督導？然後我說就

聊天啊（笑）。」 

��÷�î¬�z0Úr�ô�¶Ð�÷�T0yÎÿÕD0Þß��¹�ÓN

¨w@T)>ÍZ�0vwÎ���üw�T C¨Ñ�0�È_Ëú®Z0�N�G

��÷�TuÅâ·0��ÎR"�gÁ;<Lw�T C0�N�2ÜyÖ8`øâ

lç��¦ 

I-C-130：「督導一直以來很溫和而且很明確地跟我們講是說，可以怎麼

樣子去做，那因為其實我們也都是新手，所以當老師很明確地告訴我們的時

候，或者是安慰我們的時候，那個焦慮值真的下降了很多，反正後來結案的

時候就沒有那麼焦慮。」 

（2）Xh#$hyz 

��÷�Û�Xhw@T0#$hyz� 

¨ª·��0ef¤��NÛ�ùú÷�Tê�8�0�æ�÷�w@TRDE

~�<=0Ó)d6�p¨G��=uåp«�<=Kð0MDÎVZ�üw�T G

±/���¨�÷¤0��¸�_wúó40¸¹Rùôª<=DÆL%&»�ô�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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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Rç0M����tM£ËüÑ#$¦ 

I-G-86：「我覺得老師（督導）是先讓我們對這個家庭真的是概念化。有

一些概念⋯我們都蠻喜歡老師這種方式的。因為我們都是才剛踏入所謂的家

庭治療這樣的一個領域，所以我們多看家庭應該是很有幫助的，就是要先看

看這個家庭發生了什麼。」 

÷�Tß�uÅk_0Z[Î�l�×«w@Td6Î»¼<=>?0d%ÎM

N��w�T B0��;R�Óö#÷�TÛy�÷�w@Tê�Z[<=|ßd6

<=KÊé0 Õ�2�ÝÿyÖÔd%#$8Êâa6úVWU{¤�aûw@T

mnüýÔZhd%4þ�VÄ0ðR¤�¬Tüýd6<=0ë,«�Îe¤�ô

*d%ÎVÀ0eÀ�Û�u3w@T0#$hyz�2ÓNyÖ8pLâd601

0<=12¦ 

I-B-110：「我覺得還有聽老師分析他跟案主吧，那我覺得就是我覺得每

聽一次，就是會讓自己把理論帶進實務的能力增強，就像有的案主就像剛剛

講的，就分化的議題，可能看他的家庭圖就會比較，就是不只這對母子有分

化的議題，媽媽跟他原生家庭也有分化的議題。」 

（3）í3��0U{iD+s點 

��÷�0!3ªKL¨�×«w@T8í3ùa�Q0U{iD�tsç� 

÷�T+M£Ý�M0æ_����¤DÆ0I�×«w@T8íî����0

���Ýÿ8Êâd6��0U{«��t¯¤Û�°l0âM�üw�T A¨��

÷�0uZ¤�Ì÷�Taû�ùaL��Ûy¨+ð<0ë,¤��kÁ���0

3N�ÿY�L<=KÊ0�4ÎCH�ô~�w�T Aß/¸±�0u&¦ 

I-A-121：「我覺得督導提醒我的是我太有自己的想法。⋯我是用自己的

想法帶，和案主互動，沒有真的去看到案主的回應，就忽略⋯母子非常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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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但我好像沒有去…沒有看到這個張力。第二次提報的時候，⋯逐字

稿裡面發現剛開始案主還可以收我的訊息，對話很流暢。但某個時候開始，

我走得更快的時候，案主就話越來越少。而且開始跟不到我的速度，就是我

就走太快了，⋯案家也停了下來，（像是在說）『有沒有看到我很努力，沒有

看到？有沒有看到？我指給你看。』這都讓我（被）提醒，如果沒有督導的

話，我就不會有這樣子的收穫。」 

÷�T�¶Ý�M0æ_��w@T¨��¤0ç;�2w@Ty8íîâL6

��0U{���ÿû*uÅLk60�a�×«ÓN¸���0sçÎiD0M

��*Ü«w@TÒú°l0MD�ô*�lÎ°±0�Q~�w@T0KðüÑó

4�Rü�w�T I�å�÷�T×«��ùúLó40U{sç�W¨ ÿð��

ÛyY�L<=¤¯Ó¬0æ_�ü}q0Kð|}�ÿôªÛy¸d6}q;ýù

¸Þ�ú��0��0 ñ>Z¦ 

I-I-76-3：「老師 （督導） 也給我一個觀點是，可能我一直在做兒童和

青少年 （工作） ，所以我發展的角度會比較是 （傾向） 我的案主，可是

我比較少發展的角度是針對爸媽這樣的成人，我也覺得這真的是我的盲點：

好像都會以這個轉介來的非自願案主為主，而不會思考到其實爸媽也有一些

成長脈絡可以依循。當我去了解，我就會比較了解例如他們為什麼不行。」 

（4）«EU{MD�:5sç 

��÷�*p«�«Ew@T0U{MD� 

÷�TuÅ�M0U{�æÎMN�2w@TyÖ¨)~ÍZ0ðR��ºp8

´0ÛyjÎOP�w�T Bö#�W2¨<=KÊ~�p0U{MDp±�¨0�

\è�w@T`yÝ¤múp0MNÎ�J�pû��óÍ¨M"ª12=�y

ê�ü¢p0MDßÒú:5Íö0MN¦ 

I-B-108-2：「然後另一方面是，老師（督導）提供我們另外的方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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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也會嘗試走那些方向去試試看，我覺得都是讓自己可能更有力量、更有

動力跟家庭工作吧。雖然有時候老師給的方向，也會被家庭成員打槍，但是

我覺得至少那個方向不會讓我一直被卡在那個狀況，雖然可能到下個狀況還

是被卡住，但至少不是一直停在那裡。我覺得（如果）一直停著，對自己也

會沒有什麼效能感。」 

Ýw�T B0��¤��NÛ�ùa÷�TuÅ0p0U{MD��¶yÖ�w

�T¨U{¤p8´0Ûyj�*yÖïXw@T~�U{0,zÎLy_�W2Û

y)>úp0ÍZ�§òÆ��~�¨Úâ� 

R÷�TuÅ0MDF�M£0��+ó÷�0�Q*yÖbÂw@T½D�O

�MÇÈû}0M£uå��0ÍZûyÖó;%��w@T¬Ä*yéust!�

��0C4�Vp3_S�+\0MN��w�T J;R�M;¼UÐ0M£uð

��w�T J�r¯�M0U{|}ÿ_úüÑ!�Î()�ÿM£±uå0��Í

Z�*+w�T J0ÍZ����~40�¯6�Mð*K;w�T JÛ�S�0M

N¦ 

I-J-133：「不過我覺得這個提案很好，是因為剛好也有分不同的專業。那

個時候的聽取同儕們的那個經驗對我來說又更有幫助，因為也有是相同領域

的，所以就是會覺得他們的那些（我）都很熟，很相近於我自己的經驗。所

以他們碰到困難，也會是我的困難，然後他們解決方案可能也是我可以參考

的一些解決方法。」 

（.）�U{|}展現學習成果Ã

1$�l/rU{���Òú8'À0U{M�ÎÇÈæ¤�Ó 

�NDF¨mn<=>?0�Q¤�w@T*)>ÁÇÈ¸M0vh�Ï¯¸~

�ÇÈ)*;¼Uæ¤0w@T�ÓN9Muw���y6�120�æ�ô*uw

�Q[[CfLÍZ�Ó"M)�w@T*)>Áæ¤Ïý0ÍZ�ÓN_Ëú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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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20�Q¤�;�ú{;<=>?Ð0æ¤Î¼U0æ¤�¨�úC4

uÅX�j�40�\��ÓN9M¨KÀ ÿ<= Õ�Î�£X�j12oéÞ

åOP�ô*ÍZ�w@TA6âZ0G\� 

w�T Hö�LÜ¨)~UN6�012�0�N�Üp��Ô�ç�¨120

¬ÇÎG\=�ÿ�¸122Q�ô2Ü�¼UQ$¨+<=��0�È�_ú/~

ÎU{M�0ÍZ�GF�Ó��e�¼U+��Ð0æ¤89��tüý¨cdV

�0IW12ÎÇÿ�<= ÕoéÒúáa�ôg#w@TÕ¨GÒ��¨¼UÇ

Èæ¤+<=>?Ðæ¤oé0ÓA�pmzü¢üý¨ôâ*æ¤¤Òúáa¦ 

I-H-292：「所以我自己覺得在前面好像都要先接受自己解決不了問題這

件事情，好像會有一點困難。我知道自己解決不了問題，但每次談話時，我

覺得焦點好像有點不太一樣。我會不斷問自己，這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我

一直把焦點放在問題的人物和狀況上。然後我覺得在這個角色中，也會覺得

自己在做家庭治療有些困難。因為我覺得社工的角色，我還是有一個想像，

覺得諮商師的位置可能更適合做家庭治療。原因是諮商師不太需要處理太多

的事務。但因為我是社工，包括接案的時候，我常常遇到一半談話時突然被

問很多資訊性的問題，其實這些問題我這個角色可以回答。但我會陷入一種

兩難的狀況。我不知道是要停下來回答這些問題，還是要繼續著重在他們的

關係上，並針對他們的反應做出回應。我覺得有點兩難。」 

w�T Gö#Ó¨Ômn09�+VÄU{eÀ��úÍZ�ô2ÓoÆLÛÆ

0$ò�ÓËÌÓ¨�Ñ0U{UNVDÓ±m0¼·�ô2Ó_úüÑÍ¨Î0

}�Ó�uúÓËÌ��UNK;<=>?Ð�r;Ó¸;�Ñ��bÓôªæ¤Î

�é�ôA#Lw@T¨ÆÈQ$+Ó0mn/~oé0»¨®:�pg#ÓÕ¨G

Òüý6�ô*®:0MN� 

I-G-100：「⋯我就一開始我有一個衝突。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把學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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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工作結合。就是我一開始講的，我覺得我的工作根本就不是那個樣子⋯所

以我就會想離職。因為我覺得我的工作根本做不到這些，所以那個東西就讓

我很難受。就覺得這個身份不是我在醫院可以執行的身份⋯會很難過，因為

我覺得這根本就不是同一條路，我們因為不是能夠讓社工師做這件事情的，

這是完全不同的路。所以⋯我很挫折，然後也很痛苦。⋯不曉得我學這些有

什麼用⋯我覺得在工作上，我不可能成為家庭治療師。醫院不會給我這個空

間，不會給我這個角色。我那時候覺得很大很大的沮喪是這個。」 

`ÿ�ô*æ¤Ïý0ÍZ�*¯,Áw@T~�QÇÈ¸M0k_�l�pü

¢Òú8'À��0U{M�Îæ¤�Ó�ô*ÇÈ¸M0vh��¶u3Lw@T

cd<=120yz�¬Ä*;ÇÈKðÑyLp0Ûy�  

2. Ý��12�úm�2þ Õ�æ 

mn<=>?0�Q�~w@T0U{M�ÎLfoÆLkf0���¨��

¤�w@TyÖ8�Áâ�4<=KÊ0GqÎ Õ�p×«ÓN¨¤�0�\¤d

6�QÕ¨�P0vh�ô*d6�¶~<=KÊpb�*u3Lw@T¨cd<=

12�0Lf� 

w�T C�å�ê�K6¾¿æç�Óy8íîâd6 Õé0+,Î¯¤0_

`¦ 

I-C-306：「透過加入系統觀點，我更能理解關係間的連動和其中的意

義。原本我比較傾向於個人觀點看待這些事情，但加入系統觀後，我更清楚

這些系統之間發生了什麼樣的狀況，哪些是個人的狀況，哪些是系統造成

的。」 

w�T Cl"£uú�p�¬��/ÓF¨yÖ8Êâd6 Õé0+,�ôÛ

yöâw@T0l£ÎvhóÓ0MI¬ð�ÿ_ú¦ 

I-C-308：「有些人反饋說，感覺今年的我跟之前的我不太一樣了，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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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看懂關係間的連動。」 

w�T FZ�L"ªkf0���Ó¨÷�VnÆ��ê�÷6<=¾¿æ�×

«VnÆÝ8Ó)0æ_ùç"ª��+-(®:0ðR�Ûaw�T Fµ�yÖÔ

¾¿æç4þúÓ0÷�U{¤¦ 

I-F-188：「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當時在督導實習生的時候，我們討論了

一個案例。那個案例是關於家庭狀況，實習生接觸的是女兒，她與父親有衝

突。雖然他只談到女兒的問題，但他卡住了。我在與他討論時，好像是把家

庭系統觀和整個家庭狀況帶進去思考，從各個角色的角度去看這次事件到底

發生了什麼，可能是什麼等等。單單是這個家庭，我們就可以花上一個小時

來討論，收集到資料或補充不足的資料。因為實習生從一個較狹隘的角度出

發，卡在那個點上。討論結束後，他好像鬆動了，可以以更全面的心態去面

對這個案例。」 

w�T*DF�W2¸ð�0ª¬12�*Û�Ý¾¿0æ_ßùç�w�T A

uú�ô*æçÛ��Óùúð�+¯Ó¬0�Më,M��p¸�úô�ë,Ûy

~ð�0�\p��¦ 

I-A-316：「（幫忙在）就是用系統角度去看待，就算是服務案主個人，我

還是覺得有幫助。我們看到現在這個狀況，有時候他對待父親、同學、老師

都有不同的方式，我覺得這也是大學生關係或許有影響力的⋯，在看那部電

影的時候，案主會有不同的想法和改變，所以我覺得這是能夠幫助他不再只

局限於他人的責任，或者都歸咎於父母的錯。」 

3. Ý¨��0®:¤_ú�N�ú能��cd 

mn<=>?0�Q��¶°vLw@T0U{M��*~ÓN)~��¤0�

$Çz0GqoÆL����ä)~®:ÎXÒ��w@TÛy�_úÚÇÎ�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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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ÓNyÖ8��âcdô��\�p¨)~®:��y8Çÿ

�d6DÆ0I��ÿ�¸óªW0�$±O÷� 

w�T JÓ~®:0�NÎ£���h,�y8��âcd®:�W2¸}0X

Ò¬�CÊ0þ%�ÓËyÖ#w���pü¢d6Õ¨DÆ0I��ôg#w@T

µ�m�L8pL0cd®:0M��ô~Ó¨U{¤cd�*�\�(·¸®:�

üÑp×«¦ 

I-J-193-2：「對於衝突的那個焦慮跟擔心，也因為這個課程，那個部分已

經被減輕了很多。以前面對如果稍微一點點的衝突，我就會很緊張。但現在

就可以比較淡定的去處理，像以前甚至是他們只要講話是稍微沒有那麼友善

的時候，我就會很緊張。但是現在是有吵架或者是有人哭我都還可以去想說

現在在發生什麼事。」 

4. m�+ð�0� ¾¿À{ 

mn<=>?0�Q�*�w@T8yÖÎ<=KÊ"¥À{�w@T¸�ú�

³´<=KÊS+���p+ÓN"¥À{��¶Û�u3ÓNS+0_��*yu

3U{0Lf�ô*Ý�� �ò~ª)�úÀ{ Õ0Ïv��¶¨cd<=12

�8;pL�*°±Lw@T+<=KÊ0 Õ� 

GF�w@T*ÿ_ú�mn<=>?0�Q°vLÓN+¯Ó¾¿0À{M

��ÓN�¶yÖ×«<=KÊd6��0G\�*yÖ�¯Ó¾¿d6<=Õ¨�

P0vh�ô*d6�¯Ó¾¿8�_uÅ×«�*u3Lw@T¨Ü7�MXÐ�

0Lf� 

üw�T J¨+<=À{��C4cdß�ÍZ<=0*^�pûC4³´<¬

"MÀ{�ÓÝ<=>?@Amú��9¥u³´<¬SK<º���ÿ¸³´ÓN

"¥À{�ô*M��ÓyÖ8Êâ+<¬À{�pûyÖëÌÓN0uwÎ<À�

w@T0ô*ænÎ¸��~Ó¨cd<=12�Ï¯¸©�Utú<ðÎ*^01

2�p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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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197：「我們與家庭合作時，常常需要處理來自困難家庭的孩子。他們

很容易產生衝突，或對我們的工作不太願意合作⋯我覺得還有另一個重要的

方面，那就是邀請家人一同合作。這樣做可以提高家人願意參與的意願。我

從課程中學到，不一定需要直接邀請家人參加家族會議，而是邀請他們與我

一起合作。以前可能遇到一些家長，他們看到我是老師或社工，就直接離開

了。也許是因為他們過去的經驗或其他原因，對這樣的工作方式比較難接受

⋯但我覺得邀請家人參與會談的這個動作，對我也有幫助，因為這樣可以邀

請他們與我一起合作⋯」 

w@T¨U{¤�Ï¯¨���é�yÖ8�·â�4¬×«<¬d6ÓN0F

GÎ Õ�w�T J¸;~�<=Gq0d6Î67~U{dó4�pûô*~+¯

Ó¾¿0À{p±×«�ô2ÓyÖ¨cd<=12��yÖuÅ8pL0×«Î�

�¦ 

I-J-191：「除了直接的工作跟教師的諮詢，因為我們在學校，所以跟在系

統之間的合作的時候也很重要。就是讓他們去看懂說這個家正在發生什麼事

情，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其它的系統瞭解以後，他們也會比較願意做一些協

助。」 

w�T Jö#ÓyÖ8Êâd6<=KÊ�p+ÓNlçí30;%�Ó�Û�

+F>¾¿lçXÐ+u�ô~Ó0U{pd�0×«�w�T J_�úL�*<=

Î¾¿oé0ë,�pûÜyÖ2þô�9�ß×«Ó0U{¦ 

I-J-193-1：「然後家外的那些系統，我也可以跟他們在做資源的連接或者

是，就可以幫忙他們去。因為有時候系統也會對這些家庭有一些情緒，然後

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給的一些資源。然後我覺得這個是對我工作上很大的一個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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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em3ªn�w@Tª¬Æ,上的°v 

（"）DEp�æ�ÔÆ,��+<=>?VWU{+e 

�NDF�ÇÈKð*a,Lª¬Kð�¨ÇÈæ¤oF�w@T*Ñ��¹<

=>?Ð»0�æ��Æ,�w@T¨Æ,¤*r�� ÕP-�Ñ��<=>?0

�æd6Æ,¤0IÇ�8ó40¸�Ñ��<=>?0�æäùçª¬0 Õ�p

oÆ"¾å0ÕD��� 

�<=>?0�æd6Æ,¤0IÇ�¥u�F¨w@T����{ñ0M��

w�T F¨�ç��¤uú���¨ù%����� ÿ0�çÝ%��sÏ�ú¬

Çé0<= Õ�ô*~���0_w0gÁvh�2Ìw�T Fí3_wú��ù

çIÇ0�æ0°v¦ 

G-F-10：「講到（對於家庭關係的）敏銳，我想到我最近在看一個恐怖影

集，⋯每集是每個角色看這個家庭，每個人長大後都出事了，⋯還有一個壞

處，就是現在看到這些覺得不可怕，因為對我來說就像家庭劇（笑）。」 

M�0�w�T D*DF��Ñ��<=>?0lëÎ_wd6Î����{

ñ�8l"£ÿþ�ô*�æ~�w�T D0��¸8yd6��¤¬Ç0ç;Î_

w�Rü;%&<=¤0"ªKÊ�Ðw��p#w���ÿô*d6KkLÓ~<

=¾¿¤0,qÎë,0d6�~�VWU{*Vp"�0½D¦ 

G-D-13：「看完之後，就覺得腦袋很忙。我看一個影集⋯也用家庭治療的

（觀點）⋯有一集就是女兒為了父親的快樂，忍耐自己的痛苦就一個月都不

說話，我看到為什麼一個人要忍耐，那麼辛苦、會痛。很多東西都會連結到

實務上去。」 

（ . ）w@Toª¬ ÕÌú°± 

¨ ÕF)�2'(*DFw@TDÆ"�0°v�2ÌÓN+ó4Ó¬0 Õ

oÆLgÁ0°±�ô�°vZ;âª>Z¦+ËÌo Õ0°±t+ÚÆ<= 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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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YßÐ¹º@Aem�oª·��t@Aem3ªn�o�ç����è

ÔZçH%o¦ 

1. w@T+ËÌo Õ°± 

w@T¨@A¤�ëÌL8´��Ën�t��M0�æùç��+<¬/ËÌ0

 Õ����Gqt~~M0d6ËDÆ°v�üw�T Auú��Ì÷�0u&�

��_�ú�[~�¹·á»0kÁüý�� Õ�ôªËn¯,Ó�è�[0k

Á�ÿ¸�_�0M��4ÒÒ�'c2<= Õv0,z¦ 

G-A-19-1：「（改善了）跟我老婆的關係吧。我記得那時督導問我說，為

什麼這麼在意公平。我就很在意公平，我後來才注意到督導為什麼問我這個

問題，真正的公平其實不存在。只有我願不願意幫她，她願不願意幫我。建

立在感情的基礎下，讓我有一個很不一樣的思考。影響是，我覺得日子過的

比較輕鬆。」 

w@T¨ËÌ®:¤�Ñ�þë,0æçßl��æç0ÏvÛyaß�M0�

��~�nQ�t£d´ª¬QÌ0w@Tÿþ�(þë,0æçÛ�h,��0�

$�£�w�T Fö#¨ËÌ®:¤�Üµ�Ñ�Ýë,0æ_ßl��ÿ�¸ÓË

É���Q�ô*°v×«Üh,L�$0�£�p2Ü8Ó)âd6®:¦ 

G-F-20：「以前吵架比較常會回到自己，好像去分析自己，像看案主一

樣，本子一直寫寫寫。我以前都是很生氣，一邊反省自己，一邊分析。但是

現在就是就不需要一直看自己，要看關係，觀點從個人到我們兩個之間的關

係。」 

M�0�w�T F¨ËÌ®:�Ò@0FóuvL�¨ôO¤�Û�~��pç

Ën�Ö��Ùåß�w@Tö#¨ËÌ®:��ÓNyÖ��Ën�ùú¥M0C

H89�pyt�~èß�hÆ�ä¨®:¤_wú0¹�b�»�ÿ¸ß�®:ïK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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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18：「就是跟伴侶，⋯上禮拜才吵架，學這個還是可以把自己拉出來

一點，因為其實不只是追跟跑，他講他的需求是什麼，我在意的是什麼，根

本沒有對在一起，只要把自己拉出來，然後看到他的狀態和我的狀態，我們

就會停下來。可能不會覺得在鬼打牆，如果沒有這些概念，過去吵架的時候

鬼打牆你講你的我講我的，然後事件那在這邊吵，事件或是個性什麼的。」 

w@TÛy8Kí3+<¬ë,0«�;ý�ô*í3Û�ïK~� Õ¤��

QÌ0ùa�+orÑÑ��ËÌ0ç;�M�mn<=>?0�Q2w�T I8K

_�ú�Qe¨012�pûâQô�12*¸��ËÌç;0ó4rs�GF�Ü

*ÿ_ú��+*^0 Õ*wú+ËÌoé0Xk¬®:0���ô*¸��Ü¨

+ËÌÎ*^0ë,¤�Ñ�lç9407��pü¢�8d6Îux0q_)~<

= Õ¤012¦ 

I-I-146：「很有趣的是這樣一個東西對我自己的生活也有很大影響，因為

我同時身為一位母親和一位老師。我覺得這個也會影響到我和伴侶之間的互

動關係，因為之前我常常抱怨這個、抱怨那個，但學了家庭治療後，我開始

更加意識到，原來我自己也存在著某些問題，這些問題其實也導致了我伴侶

的行為，或者說，在我和伴侶之間的關係中，我與孩子的關係有時候也受到

我和伴侶之間某種爭執或衝突的影響，我必須要調整。」 

¨í3ë,0«���w� IÑ��,¦[Ñ½�D"®0ç;�Ýÿp_�0

áaó¾¿0Gq�ÿ_ú��úRÆ0��¾¿+(^¾¿¢dta�ô~�w�

Tÿþ¸dó40u&�@Aem3ªn�0��¤�Ü/ú��ü¢°v��0ç

;��DF��XÒ0!:Q_è;�´Lk60~�¦ 

G-I-24-1：「我也是有類似啊，跟先生的關係啊，有小孩就會比較意識

到，不讓小孩變成第三者。因為我們兩個人個性差很多，我是比較感性的他

是比較理性的，他的工作也很繁忙，我們日常作息也差很大。我漸漸發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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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有很大差距，我意識到我跟我先生的關係就是我在跟小孩子拉結盟，或者

是請他來分擔我的情緒，（現在）對於這種比較細微的東西可以覺察到，然後

有意識的去避免這個事情。」 

w@T~�<=ë,0«��Ñ�pL8Kí30ùa�ô*ùap«�¯,w

@T�R°vë,¤0ç;�Ýÿk28´0°vDÆ�OÕD0ë,�fïK�®

:hÆ�<=xy*�`vh�üw�T I¨@Aem3ªn�0�ç��¤�l"

£ö#mn<=>?����é0XÒ;<�~?ï´¦ 

G-I-24-2：「我也能比較容易看到我和先生的關係，例如說為什麼我有時

候會很急，夫妻之間的追逃方式，或者是彼此的親密和自主獨立，如何保持

平衡，滿足對方的需求同時能保留自己，能更多瞭解，瞭解之後去做不一樣

的改變和解決。我學家庭之後就很少和先生吵的很凶，但是可以談的比較

深。」 

2. w@T+ÚÆ<=o Õ°± 

w�T Bã%Lmn<=¾¿>?d%üý��Ó+<¬0ë,M��Ó¨�r

Ûy�~-�0ç;_úÆk�p��Q0M�ß~çÓN�`ÿ�Ó_�úô�0

ç;«�ÿ��u~M0��¬T¦[;%12�~�ë,«�0d6�2Ó¢ì°

v��0ç;�pü¢�d6Î1120M�ßûA¥u0QZ�ef¸ë,0xy

ÌÚ�Ñ�vÌÑTyà�ïKLÕD0ë,�f¦ 

G-B-22-3：「我覺得這是有影響我和家人的關係吧，以前我可能會很直接

的，比如看到我爸和我媽的一些事情我就會情緒上來，會用比較指責的方式

去講。⋯關係是互動的嘛，如果我每次都這樣對他， 那他回饋給我的就是沉

默或者不會和我多談什麼。我就會嘗試著自己去改變，當我發現他做了一件

我不太認同的事情的時候，我不會先去罵他，我可能先問⋯從以前會說你接

這麼多工作不跟家裏人相處，現在會先問妳最近接這麼多工作還好嗎。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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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自己的家庭關係上是有改變，（結果）就是反應會比以前好，我覺得對話

的氣氛就會比較溫馨，以前我可能是比較直接的用罵的、用唸的，我媽就會

沉默的做自己事情，她也不會反駁我。當我現在用關心的方式去問的時候，

她也會說今天跟同事怎麼樣之類的，我就覺得那氣氛比較溫馨。」 

w�T B�uúL~�(08kFó0Md�Ód6L�(uwd´U{0Ú

r�pûÑ�þ8 �0M�ß~çÜ�ô*°v�¶¨Ó0<= Õ=oÆL°

v�*¨Ó0xq=oÆL°v¦ 

G-B-22-4：「因為我媽會在外面接很多工作，導致跟家裏人相處很少。以

前就會罵他說這麼愛錢啊之類的，不會之間講出來，但是心裏會有這樣子的

感覺。可是現在比較能同理他，因為我媽以前是過的比較辛苦的，再加上我

們家裏小孩很多，她會一直有經濟壓力，所以去接很多工作，雖然現在我們

孩子都大了，現在她不這麼做就不知道要幹嘛了。」 

w@T*¨��¤EFå�_�40ïK�O�� Õ0ª¬�2óËn��_

=�40va1hÆL�Û�8�Ì0ö<�ô*�_0�4¥u°±L Õë,0

xy�üw�T Aö#¨ú-�0ë,¤�O���è�äkÁ0¼·��Ñ�2þ

�_0�4M��ô2Ì¨<¤0Æ,��ËvÌ,z¥ß¦ 

G-A-19-2：「還有跟我爸媽，我不再計較怎麼樣是對的、怎麼樣是錯的。

（現在的我）會用感情方面去回應他，讓他們知道，影響就是日子變輕

鬆。」 

w@TÎ<¬0 ÕDÆ°v�*ÛyöF¨~�®:0cd=� 

~w�T Cß/�¨<=®:¤ÑTyÖÎ6®:0Úr��$fTeÛ�áø

èß�lÿyzdj0oß�_Ëú+<¬0 Õp±°±¦ 

G-C-22-1：「也是跟家人，吵架的時候比較知道為什麼吵，我很容易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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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吵架，還是照吵但是有時候不會這麼生氣，還是有理性的溝通，可以跟他

好好去談，到底他哪裡委屈我哪裡委屈，我覺得這樣子談反而可以更好。我

覺得生氣的時候，一時之間的口氣和態度要改變其實不太可能，但能比較知

道為什麼這麼氣，他可能在氣什麼，知道之後自己的情緒會比較 down 下

來。」 

w@Tª¬Æ,0°v�*�F¨~�ÚÆ<= Õ0d6tø6�Ow@T~

<=»0I�pL8í30¸��cd®:0yz1p±ïX�¯¤�~� ÕP-

0»¼�t Õ1Æ0�J�×«<¬lçl��2<=1206�8;pL� 

w�T Cö#�F¨~<¤0I¶pL8k0L6�py¨�$!,�`p-

��yÖ8Êâ+<¬oß�pL6²G0���2Ì~?8;k6¦ 

G-C-22-2：「我會比較知道家裡發生了什麼事情，爸媽很激動的時候比較

可以安撫他們，看到我爸面對家人在逃的時候比較會跟他講講，他偶爾能接

受。」 

w�T D~�<=»0I�pL8í30ùa�¨<=®:¤�Û�ß� Õ0

P-bÂ"^a.0)i�×«ÓNäl��~�<=120´Î8KpL�<¬*

DFô¶I�¦ 

G-D-25：「我覺得學了家庭之後，對於家裡面發生什麼事情都會比較清

楚。我們家最近有八點檔的事情發生，以前我沒學之前不會想要理會這些東

西，跟我比較無關。可是現在會比較用關係的線索去面質其中的幾個人。我

們家最近在⋯然後他就不說話了，也停止了攻擊。現在能比較一針見血的去

面質這些關係，以前會很沖，只會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子？你不要這樣

子！』現在就可以拉一拉（關係線索），拉一拉去告訴他說：『我看到你這樣

子這樣子，那你這樣子自己也很辛苦，你要到什麼時候？』他們就比較能聽

得進去。我姑姑的婚姻也是，我說：『妳為了不讓婚姻破碎，可是你現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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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幾分的把握可以撐得下去？』，現在比較能夠明白有些關係不是說怎麼樣

就可以解決的，家裡頭，不會這麼相怨，不會是一條直線的思考。吵架也厲

害了，但不是暴力的，可是也蠻一針見血的。家人給我的回饋就是家裡有心

理師真的很麻煩。（笑）因為說不贏，但是他們可以去想。我覺得我吵架的功

力變高了，我可以用這個點達到我要的目的，我可以吵的沒有那麼費力。我

覺得那些東西現在可以有談話的空間。」 

Àßù�@A~w@T0��ËnÎ~ Õ0æçÏv¥úLÕD0{þ�ô

�vhk2w@T°v�Q0ç;�°±L+<¬/ËÌ0ë,M��Ýÿ°±L<=

 Õ� 

J�@Aem3ªn��U{|}o@Aq� 

w@T�úU{|}�Ô±mnú09���y�q_tç;4þúU{¤�ô

ªPQW@A0q��¸"ª¹m�uþ»0�Q�ß�=8@Aem�0ª·��

ef��NÛ�ùa�£0q�Lf�uèß��NÔ¨@Aem3ªn�o�ç�

���0ef¤�ü¢`�@AMð0Lf¸ÖVp"�0wÀj��¬TÖD�å

Ll"£0KL� 

w@T0@Aef¨VW4þoÆ0ef�Ìw@Tª¬KðúU{G\�Û�

Z;JªM)ßEF�Z·;¦（1）��Ly_gÁuv��,+¾¿À{o_�ï

X¹（2）����Lfuv�U{µÌ_uv（3）w@T0U{'4G\uv¹（4）

�¢KÊ¸Mw@T0ÇÈyz�~w@T0]Ì_u3��èÔZ·H%o� 

（"）w@To��Ly_gÁuv��,+¾¿À{o_�ïX 

'(efg#��úU{|}óp)~+<=U{0CH��w@T~���y

Ö+<=lçU{o]xgÁïX�ô2ÌÓN8�_¨U{|}¤ü¢ÑEpwÀ

lç�+<=��¨»0¾¿jU{�lÿ¯,VÄKf0oÆ�~ÁKð��0¨

©�w@T0]x�l"£ÌúïX�ÝÿæKÕD0"®� 

w�T B0��Û�dÊ0E#=%ÕD"®�Ow�T B~���y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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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xuv��*Ô~�����0��yzoÆ8Ê0_w�a,��Ly_

0��uv��[r;�����|}]xÿu 0>Zp-�DÆ°v�üw�T

B±%�~Óÿþ�'ó4st¸Ó~��pL8´0�]��¶¸¨+<=U{�

*¹ºª·���ô�Óp"*��0��²-Ìúuv0_w¦ 

G-B-26-1：「我自己覺得對我們的影響，最多的還是對自己比較自信吧。

⋯遇到挫折的時候還是會懷疑，但是多多少少還是有提升自己在個案或者家

庭工作這方面的自信。我是覺得說整體的自我修養是變高的。」 

�]��pyzÛ�Þú�%&0_Ë�Ô×«w@T¨U{0�·�j¤Òú

8w�l"£:5�[0Íö�uvU{Ly�üw�T B¨�%��0]xo��

l"£Z�0"ªKð���Ó¨)~<=U{ûã���í�["�r|}]xÿ

,S���Ó©±+"Ó¥�)òÓ0<ðoß�'c�¶Kðâ�<ðM_lç~

?�ÿû�mÆ0G\*ÌúLâg0°±�aßLS©Ó�ç0ef�ôª��2

Ìw�T Bl"£�]��yÖ;��0ØW~ÙÞú�%&¦ 

G-B-21：「就是一直嘗試的跟他（那個拒絕與我談話的家長）講吧，⋯後

來他來學校，⋯來說，老師我們來談啊。⋯那個學生的狀況到後來有變得不

錯。那孩子是有比較過動的傾向，家長原本是比較不願意去面對這件事情，

後來他離開學校的時候是沒有生氣的，結果最後也有帶孩子去看醫生。目前

那學生目前也有穩定的在服藥，在班上的人際狀況也改善很多。」 

��Ly_0ïX�2Ìw@T+<=U{0_�ïX�ÝÿÌ�¯l8´0¾

¿jU{�p-�©¨ÕD0���ô*_�0uv�~�©��ä¦[cd<=1

20w@Tß/�¸"*��0l£Î:5�ÓN8p]x��yÖ)~<=01

2�cd<=012�;ØW~Ùaß"�°v��Nùúw@T0xq*p±v

h�vÌ8pjkü¢�ä��)~0U{�üw�T C�<�W2��±¨0U{

|}（�¤i�^）UtÄ´+<=� 0U{�§�ä0��r;£x�ÑÑf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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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mE�ÜDF��¨i�^IW0cd=�¢d�_ü¢+<=

U{�ô*_�0uv�*ß��]xQ_0u3¦ 

G-C-23：「我在學校場域工作跟家庭是有關的，但是我覺得自己過去都

刻意避開家庭。一直以來有擔心的感受，在國中（服務以來）蠻明顯的。信

心程度還是比我剛進來的時候要高，漸漸在事務上面還是有不一樣，那個願

意嘗試的心情，還是漸漸有提高的。」 

ÿ��Ly_0uvpü¸"¥Prl0�~Á@A0em�Ûy��P"*=

,�w�T H0]xvh�l"£EFLô*��Ly_ïð0G&�w�T HÑ�

SK¡Qor�p��]��yÖ£Ì<=>?Ð0æ¤�t£�40QÌ�Üùç

ôªæ¤��¸c¨¢¡¯ÇÈ_0ÓA�w�T HQ;¼UÐ��ôSÔ���Ó

;>?T0æ¤�ô>Z¸r;|}]xÎ|Æ"ªÛ�VÀôªæ¤0®ö�rG

Üb��0]xHZüÑ<��ò�ú"Z�_;¹"ç*�ËÌ��Û�ÞÌú»�

`ÿ�¨ÉK�ª¡Q��ê�÷�0wÀ×«�w�T H0]x_u3úW\Z�

Ü¢dÑ�~��p]x�¸;��pü¸ÉÓÞ�ú�:``¸�ú��e¨�

goc�§��~G_úÒ�v£�w�T Huú�Àüf�KÀ÷��Ü_Ëú]

xHZÛy�ÝW\Z;;JZ�pû~Á�é¢dè;�W1üG�ôª]x��

;<ú¡QÑ�r©*ËÌ��ÉÓÞ�ú0Q_� 

Û�ùúw�T H~�]x_Ë0vh�Ý'�0ÉÓ��]��ú¢dïX0

]x��_uwl"£ûãÎKð�W2]xQ_Ûy�~Á|}l"£0÷�XÐ

ÿè;�*�c�~�¨ËÌ��Û�Þú"�%&0Q_¦ 

G-H-29：「我想用分數衡量一下自己的信心感覺。剛開始要進入到這個

課程之前，我覺得一分都不到，一點也不覺得自己做得到。沒有預期或者覺

得有可能自己成為這個角色。不太知道這個是不是和社工養成有關，我一直

有種對治療師有一種專業度和專業性的信任。⋯我們不太容易把自己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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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治療者的角色，⋯因為自己沒有信心做好這件事情，一部分也是沒有

這樣子的一個空間去做這個事情。⋯但當我整個課上完，督導幾次，那時候

覺得可以到達五六分，覺得未來還是可以持續做下去試試看。看到有些家庭

會覺得他們很適合進入到這樣子的對話的一個治療的部分。我覺得就會比較

多的是有信心⋯，只是覺得有可能還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在做這件事

情上面不會有那麼大阻抗了。但是我現在沒有團督，五六分會降為四分，隨

著時間慢慢又再往下降，但我覺得不管再怎麼降應該還是不會低於到一分，

我不會覺得自己做不到。」 

Û�ùú@A��w@T0��Ly_gÁuv��4EF¨~���yÖ+<

=U{0�]ïK�ËÌ��¨ô.U{=Û�ÞÌú"�I��ÿô*]x*��

�úw@T~���ÇÈyz0��_w�:`ô*]x*�~Á@AemDÆv

h�§+w@rµ¤`�M�~�©�¨U{|}¤p<=U{/¾¿À{CH0w@

Tÿþ���Ly_0uvÛ�/¸'ó40KLo"�ô2ÌÓNÝT;ó,0 

¦<=U{�ú�_�,ÑE+<=0U{��ò�ú01�*yÖ8w�lÿst

ú�[�C���0���æK×j0"®� 

（.）w@T進行��Lfuv�U{µÌ_u高 

w@T¨VW°þ¤�gÁ_wúL"��M�ô�_wßÐ¹º�Q�+ð�

0ë,�ùaØW~Ù0Ïv�t�t��0U{µÌ_��NÔZ;�èõçßF

GS%¦（1）w@T¨��¤0��GqvÊ¹（2）w@T¨ ÕF)8kâd6ð

��>? Õ~oïl¹（3）ùaØW~Ù0Ïv¹（4）+<=U{oµÌ_u3� 

1�w@T¨��¤0��GqvÊ 

（1）w@T0���Nè;�¨��¤Gq8K�z 

���N¸"*�ö�0�NÃx*¥�2007È��[+<=U{o��Ly_

�g0w@T�¨rU{C4ÿ)~<=��Ûy�r;�9±Gÿ_wú�N�ÿ

~��������g0w@Tÿþ���2QfôSaß�N0_w�¨@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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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DF��¨��¤�Nè;�ª¬Gq8K�z�üw�T Cö#�:`

)~<=ð���`��ËÌd,z�§¸)~ª·��0ð���w�T CgÁ

_Ëúª¬Gq8K,zL¦ 

G-C-8-3：「就是在晤談的時候會比較輕鬆，在家庭案沒有那麼輕鬆，但

是在我自己的個別案中會比較輕鬆一點。」 

¨��¤0Gq8,z�*öF¨~��$Çz0Ñw_=�w@T¨)~��

¤0®:��@A×«ÓN;<Ó��`0_w�u3yÖpLr4OèBz�ö0

yz�üw�T BZ�LÓüýÝ~<=XÒ_úÓÇ�l£úF¨yÖ(w"�ç

,��NÛ�ùú�w@×«Ó~�®:0�ö�pL8Ê07'Î4~yz¦ 

G-B-17：「因為以前我可能看到吵架會非常非常慌張，但現在是非常慌

張，比較能夠去做點什麼。以前就可能會愣在那，一直想著完蛋了會不會這

個家庭就毀在我手上了。」 

O®:�ö±aß0Bzè;���S�w@T0�¦�w@T1yÖ`ø¨<

=>?Ð0ÓA=�D+��Ê1ß:�12|}�w�T G¨U{¤ó794cd

Ò@0<=��µ��ËÌlm��ÿÊ1ÓN§&Ò¦ 

G-G-15-1：「我已經沒有很害怕，當他們告訴我我要去處理一個吵架的人

的時候，我就會想他們怎麼吵。」 

���N*Ûyß��~��Ð�QöF0£��O@A×«w@Tuv��L

y_�ûÎ6<=>?0´����w@T¨��¤£x��UNÞú�*�^0�

NÌ�è;�w@Tª¬Gq0z¨�Ûyß��¸�ú���9Ø�bå£ð¬M

D�ÿ4Çÿ�ð�üýd6Î67ÓN012�ô*¸�Û�;<w@T¨��¤

0U{�N�ùú8´�M0�æ�üw�T Iö#�´�0Ûyj�����óx

dÐLy0�N©Þ��9ØÁp(�0MD¬£ð�rÿÛ�>¨��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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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Ð0ðy¦ 

G-I-13：「也是讓我覺得原來我也可以這樣做，不用急著有一個答案有一

個方向，那個基礎是，怎麼瞭解、怎麼詮釋這些問題。⋯某種程度上可能就

是心理師自我效能的那種焦慮。可以讓我有不一樣的見解，或者打破這樣的

迷思。」 

�=efg#�w@T¨@A��¯���NgÁè;�yÖ�8�z0Gq)

~��� 

（2）��Ën0yzwÀuv 

Ýr8@Aem�0KL¤��NùaL2@A~�w@To��Ënyz0u

vp±×«��4KL¨�×«w@T¨��O¤�ðå¬uvæn��t�l��

Gq0yz���Ën0AnefwÀD��w@em�3ªn���NDFw@T

yÖ¨��¤#w"�Q_0��Ën��ò¨®:�ö¤*¸üG�w�T I¢

d_�ú�Q0Gq~����Q0ó4j�Ó��ú(·¸Ocd�$X:0�\

��C4#w"�0ÚÛ��ëw��ø���NÛ�ùaô�¶¸"*�J�8¸

"*��ËnÎGq7&0�Q¦ 

G-I-12：「不是問我我要怎麼問，而是我狀態怎麼樣⋯我覺得它已經變成

我腦中⋯反覆思考的，我現在的狀態是什麼？是我太急了嗎？我應該拉遠一

點距離，看她們爭吵的狀況，所以這是我現在接伴侶常在做的事情，就是吵

的很凶的時候我是不是該有點距離，穩住自己再去接近。所以這不是技巧，

是我自己狀態。自己問的時候是很有幫助。」 

��Ën*¸"*¹�9oâ»0yz�W~���0ÇÈyzpíî0¸��

yÖÎ6��0ÚÛÎ�g�¨ô"ç=��NDF@Aem3ªn�w@T*Ñ�

r8íî��0ÎªÎ�g�y8«¬âï��0®¯Îyz�9Þ��yÞ%&

�yÞ%&�ô*íî�×«w@T¨��PQµ8Çÿ¨ð�0Gq¤�ÿü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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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0tl¬�g�ÝÿuvL��0Gq� 

üw�T D8Kí39Þú��0yzÎ���9Þ%&¸ÓÎð0�%&¸Ó

C48´An0�%&¸Ó4�¦[0�~���Gq0»¼8K�ÁL�ô2ÌÓ

¨cdÍZ0���y#wø��pû8p]xâäHIÎ�l��0U{G\Î�

$¦ 

G-D-26-3：「現在不僅是那樣，我還知道我能給什麼。我知道什麼東西我

擅長，什麼東西我可能要熟練一點，什麼我不要碰。我的把握就是我如果願

意接，（狀況）會是好的。如果真的難度比較高，或者狀態不太穩定，那我也

不會太往心裏去，⋯比較會去思考他們怎麼了，去核對我們怎麼了，⋯信心

肯定有變化，我對自己的狀態更精准掌握，知道什麼東西我可以接，什麼我

不能接。」 

2�w@T¨ ÕF)8kâd6ð��>? Õ~oïl 

w@T¨@A¤�DEå Õ0�æ�ÓN�úU{|}�2þô�0�æ+ð

<ë,�Ýð<0�4¤�w@TDËð<_úó��ÐMd0Q_KkL�rG�

ª Õ8¯4�*yÖ~�ð<,qvhp830»¼_� 

w@TÑ��ü¢8k6âd6p�4ð�¨ ÕF)0_wÎGq�ð�8´

â_wúód6�~G�w@T_wú0¥u0×«¸p«��ª>?Mw�p2]

ß0U{8ôSlç�w�T Aö#�O��Q° Õ0Gqó�4����ð�_

Ëú8ód6� Õ�ª8e�8Ê¦ 

G-A-11：「就算他們不是父母、伴侶一起來，但是回應他們身邊關係，

這幾個月工作起來，案主也可以感受到，我們真的比較理解她們，我們是站

在她們位置說話的。前面是建立關係，這個晤談對他是有幫助的，前面就會

建立比較好的基礎，未來要往哪裡走，感覺起來都會比較容易一點。」 

ô*~� Õ8íî0�æ�2Ìw�T H8e+ð<�ª Õ�M�y8Ê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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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¼�<=G\0vh¦ 

G-H-31：「我覺得因為我現在蠻能看到這個家中有一些的不同，某個程

度上面，和他們建立關係還有對他們動態變化的掌握度會更高。」 

�¶¸¥ubÂ ÕF)0�4�w@T�Ý@A¤múüýj°�M<=KÊ

¨ Õ¤0Gq�ð�ö)0�$ùú8k0�$Ýÿ8k0Mdð<�w�T GZ

�L Õ�æ���0U{M�p±Ïv�Ü��¶¶+"ª<=KÊê��ÿ¸¢

ìd6�ª<=0,q�8KÇÿ�d6<=KÊ¨ Õ¤0�$�ÿ�ÿ¸ö)0

®:�ô*vh2ÓyÖ8k6âÝ ÕF)d6<=KÊ0_w�p×«ÓNö�

ÓN0���yzå�$=0+e¦ 

G-G-15-2：「那個（衝突的）家庭，我覺得我可以做一點點後面的瞭解。

我先跟媽媽談，再去和兒子談。我真的覺得這個課程幫助我想辦法聽懂他們

到底怎麼了，要聽懂他們生氣的點，還有可能他們生氣只是表現，背後是傷

心的，⋯我覺得那一刻我是可以接住那個媽媽的，⋯媽媽就一直哭。後來我

去見孩子的時候，⋯然後他也是一頓大哭。我就覺得其實這是，我沒有讓他

們兩個一吵架就馬上拉開。⋯雖然就是說這些能力不是一下子就做到的。」 

M�0�+or126�0ÓA�M�w�T HF¨¨U{¤�_g8´�éä

j°ð<±�0¼·�ü¢äd6~M0Gq�ô�ÓËÌ��Û�8e!�ð<�

+¯�ª Õ�w�T H�úLÓüýÝÁó6�120M�Ïv;8´â_wÎd

6�$�Ó¸;ô*vh2ÓyÖ8k6âL6ÓÕ¨ØW0ð��pûp«�8e

�ªTÊ0 Õ¦ 

G-H-19：「解決問題的位置，就是不太會去感受情緒，太多的往下走，

以前比較少，只是他（案主）表面的感受和想要解決他表面提出來的問題，

比較不會往下走關係議題。但我覺得會像多一點知道他怎麼了，和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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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有變化，我覺得好像有真的理解他想要陪著他一起，所以以前建立關係

要更長久的時間，現在這樣子下去，好像有會快一點點靠近。」 

ÿ Õ�æ~�>? Õ0ïl�*�ß�]ÌQ_ß�K�~G�w�T I0

��;�¨��¤;ð�ïU"ª Õ0�æ�aûð�p±ùaÎû±��ð�~

���Ð0]Ì_fïKL�ô~�>? Õ0ïl*p±×«¦ 

G-I-16-2：「（是因為）我跟案主之間的關係，因為我帶他看到不同的觀

點（關係的觀點），增加了他對我的信任。」 

�NÛ�ùú�w@T�úU{|}��gÁ_Ëú��+ØW~Ù8K���

ÓN0�4*öFå>? Õ0�ª8KeP�8KÚÛ� 

3�ùaØW~Ù0Ïv 

�úU{|}¤�¢ü¢°þmnú0�JÎyz��¾¿æçùç12�ô�

VW0ü¢¤�w@T¢dùaØW~Ù¨�MF)p�MQ_0Ïv� 

Oª¬12óÏh; Õ012�w@TÛyDFð�0°v,-ïX�°v0

ç;8ôSDÆ�üw�T DDF"�ð�¨�?¤�âQúô�¸��¸��01

2�ÿ¸Û�"¥)~0���1y�ya²BC¬qqß"¥���ëÌjkä)

~ Õ012�ô�0°v��ð�_ú,z�p�k2°v0ç;DÆ¦ 

G-D-16：「有些案主談一談，變成會問說：『我下次能不能帶男朋友來、

帶媽媽來？我覺得可以去面對了，回頭去⋯我發現我的問題在關係裡，有些

話以前不敢說，現在會想去面對了，至少有一點勇氣會知道說不是只有我，

而是一起去面對。』案主鬆一口氣，不完全是他自己了。案主也會有些改

變，常常一個人談成變兩個人。」 

Ow@T¨��¤Ñ�2þ¾¿æç�ÓNÛyænúæçÏvp«�ð�h,

Bz�ïK]Ìpk2ÓN¨ç;=�_ü¢�M0MNßÜ«��（�,³´K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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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6��）�üé�w�T I0æn�W2¸¨�©��¤�2þ¾¿æçßùçð�

0�$¬12�yÖ×«ð�h,Bz���Ô��0�$¬12ùÌ���ó�ô

*p0æç+x'¬±N�0�M�;ð�uÅLp0MD�ð�*8�_ü¢�M

0MN��_�,³´¯Óó40¬l6���yzåp0��+)�ô~w�T I

ß/¸"ªó40st¦ 

G-I-16-1：「我自己經驗是，有時候（案主）他們來，即使是做單獨（會

談），用系統觀去看的時候，其實可以讓案主不要這麼這麼沉重去看待自己的

情緒或者問題，⋯。因為通常來接受治療，他可能覺得自己是有問題的或者

被周遭人覺得他是有問題的，我們帶著他看一個不一樣的觀點的時候，我覺

得有些人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狀態會比較鬆下來，壓力比較減少⋯，這樣子工

作下去的時候，當你要去邀請媽媽或者伴侶來的時候，其實相對是變得更容

易。⋯當你帶案主看的時候，他下次會試試看說我下次邀請什麼人，或者是

青少年會接受媽媽在這邊一起談。」 

Ow@TÔ Õ0�æa6��¤�*ÛyDFð�0�lyzïXL�oÆL

Kð¦ÓN0��Ën8eDÆ�"¾å0d64°ÿÆ�üw�T F0���OÓ

Û�íîâÖ Õ0���4bð��ð�Ì�d6��0 Õ����w�T F�

9hzäÞÒ´�fyÖænúk60Ën�`ÿ`wÀoÆÁ¦ 

G-F-11：「反而用關係，講夠清楚回應給他（案主），他自己可以覺察速

度比較快，會知道自己是這樣子的。也不用太挑戰，光是把那東西講清楚，

他們就會自己（深入理解）下去。」 

w@Tænú0Ó"*Ïv�¸ð�wÀ�¨��¤�ô"ç~�¨�hs|¤

U{0��Ðÿþ_w9Ñâg�w�T D2þ¾¿æ#$hð�012�8e"¤

ð�0C4�Ýÿuv����0Ly�Óö#¨lç�ó¬!.ó����¾¿æ

0LfüÑâg�ô~+ð��ªð� ÕüÑp×«�ÿô*�\¨³hð�¤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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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4�r;�ó0Lf[[��LÓN¸ÖKÀuw���rG~�w�T Dß

/��hð�KÀ��0-�*ïKL¦ 

G-D-14-2：「那在做諮詢或第一次第二次案主的時候效果很顯著，那你跟

他（案主）的關係就有機會往下走。這是做自費案主的感覺啦，因為自費案

主很吃第一次第二次有沒有效果，我覺得有差。」 

RL����0ð�F�w@T0ØW~Ù*¹º¾¿¤0¯Ó¬��w@T*

M�Û�ænúÓN0Ïv�üw@T*ÛykK¾¿¤0À{Î���w�T Iu

ú��üýÔ<=>?0MN4þ�mE®ö¤��°±ÐÆ<ðoé0 Õ�w�

T IKðâh,Li�ÏÐ~*^�(0fh4Ù�p2ÌÓN�À�ª¥8Ê0À

{ Õ¦ 

G-I-22：「我最近遇到一個狀況是一個小孩子，我覺得需要找媽媽來談，

輔導老師就說那個媽媽很難搞欸，來學校不配合、有很多情緒、精神狀況也

不穩定，質疑我為什麼找媽媽來談。後來我把媽媽和輔導老師一起找進來會

談，⋯結果談完以後老師的回饋也是他從來不知道原來媽媽有這麼多自己的

困難，對媽媽刻板印象是有很大改觀，之後會比較願意和家長去配合，或者

幫助家長解決和導師之間的困難。不是非得做家庭治療，可是我把這樣子的

一個架構跟他的理念、觀點，怎麼看這樣子的關係，帶進學校。⋯這樣子對

老師和孩子還有家長的關係比較鬆綁，後續就好（展開合作）。」 

w�T F¨��0÷�U{¤ùaLKL�ÓZ�L��Q;÷�¨aûVnÆ

;%��ê�÷6<=¾¿æ�×«VnÆÝ8Ó)0æ_ùç"ª��+-(®:

0ðR�ÝÿÝuÞ0Gq¤.åß¦ 

I-F-188：「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當時在督導實習生的時候，我們討論了

一個案例。那個案例是關於家庭狀況，實習生接觸的是女兒，她與父親有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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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雖然他只談到女兒的問題，但他卡住了。我在與他討論時，好像是把家

庭系統觀和整個家庭狀況帶進去思考，從各個角色的角度去看這次事件到底

發生了什麼，可能是什麼等等。單單是這個家庭，我們就可以花上一個小時

來討論，收集到資料或補充不足的資料。因為實習生從一個較狹隘的角度出

發，卡在那個點上。討論結束後，他好像鬆動了，可以以更全面的心態去面

對這個案例。」 

4�+<=U{oµÌ_u3 

Ìr8Û9�<=>?0@A×«w@T�MF)0yzÌúuv�¨U{Ly

M)oÆ0ef;�w@TÛ�,zµÌÚ20U{�W2)~Ú2ËÌT;ûã0

U{�üÍZ0ð<�w@T*_Ëúcd¥ßÑT¯q� 

Ñ¥�ä�¾¿æ0MN2w@T0�æ8KÉ�ÎÓ)�ÓNÛ��À�M0

æç�ê��Á0l�ÎAn�8eâÒúð� ¡6�012�µÌ>?Ð0U

{�üw�T Dö#��F¨µ�Û�8e"úËÌ46�012�´�G\vÊ¦ 

G-D-26-2：「對於整個系統的眼光會比較完整，不再是單方向的東西，會

整合，掌握度會透過練習，透過一次一次思考，慢慢的上升。可以比較快，

大概兩次到三次，切到他們要解決的問題。」 

w�T Gö#ÓF¨µ�yÖd¯qâÉKÓ0U{�¹�"ój0��Î×«

�¢d6<=G\�Úh�?�Q�èé`��úÍZ0ð<�§Ó~Ó0U{0

f__Î�]xËp±u3�rG��NÛ�/µÌ_¸u30¦ 

G-G-29：「對於現在的工作我似乎可以不那麼用力，那我覺得足以面

對。我覺得（是原來力氣的）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勝任這種比較片段的

工作。我說的片段的工作，是因為他的目標不是做家庭治療，是一次性的會

談，幫團隊看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怎麼樣和醫療結合之後讓他們在治

療上是順利的，不要有這麼多的糾結，現在好像這個是滿可以達到的。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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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以前一種覺得抖抖的⋯有困難的案還是會有，只是會比較順利。」 

（3）w@T0U{'4G\uv 

»hL¾¿æço���Û¦[0Ô��w@T¨Æ|¤0_w�'(efg

#�2<=>?@A�2Ìw@Tþ"*+�[�M0�æùç��0U{�Ýÿu

vLw@T0U{'4G\� 

V�ÿþ�w@TÏýLùçÎ��Î�é0 Õ0�æ�ÏýùçU{¾¿�

æ�Ýÿ~�Ú20ÍöpL�M0ùN�yÖ8Ê0'4U{0Gq�~�üOw

@Tþ<=>?0æçùç��0Æ| Õ��ùaL�[0µj"®��¸Þ"�

7��b5"®��:°±��0Gq�w�T HuúÓµ�Ñ�þ¾¿æßl�Ó

+�é0 Õ�Óü¢¨or0µj"®¤Þå7��ef¸F¨0G\p±°±�

¨d6ÎcdU{ ÕM)p±Kð¦ 

G-H-26-1：「我反而是自己和主管的關係有多一點的思考。就覺得以前有

比較惡性的循環，現在就會在這個循環中做一點調整，現在會有一點把系統

觀的概念帶進去，然後關係上面有自己做一些決定，就是調單位啦。⋯這是

一個相互循環的狀態，⋯這個部分調整，但這個調整後我自己現在好很

多。」 

<=>?0@Aß�~�¾¿,z0�n�×«w@T8�¨â)~��0U{

Ïý�Ý�[©ªdôSA6�Q�d�Ê_l0Gq�vKyÖùa�ª¾¿0,

z���ÖQÌË¶¨��Q=�w�T Huú�¨Ïýê·0�Q¤�ÓyÖ8�

¨â2þ¾¿æßZ[���\�Ó��ÖQÌÓ>¶¨��Q=�ÿ¸d6�ª�

¢0,z¦ 

G-H-28：「我剛好要轉換組別的過程當中，自己覺得系統觀有讓我在裡

面稍微的自在一點。因為⋯我們人力應接不暇的時候離開，沒有人補進來，

所以我們很多的工作都是會分給剩下的這些同仁，大家會有很多的情緒。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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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情緒除了要多接案的壓力以外，還有很多是主管在調配上面有一些不夠完

整或是說想的不夠周到的地方，⋯我以前很容易落入很自責、很不自在、很

不好意思（的狀態），如果他們有什麼事，我會先去幫他們做，因為感覺這件

事是我害的。可是這次在做一個轉換的時候，我比較可以看得到，同事或其

他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感受⋯有很多跟主管意見不同的地方，可是大家不見得

可以直接的表達。那是一種氛圍，轉而對我們這些要離開的人來說有點怨懟

的感覺，但是我會覺得我們就是代罪羔羊。所以當我看清楚整個組發生的動

力因素後，就會覺得好過些了，就不會把責任扛在自己身上，就不是自己造

成這一切了。」 

（J）�¢KÊ¸Mw@T0ÇÈyz�~w@T0]Ì_u3 

1�w@T0<=HIyzwú¸Û�ÇÈ_8w]Ì 

w@TU{öF0uv�yÖ8Ê0µÌ��0U{�ô*öFó�¢KÊÿ_

úo��*Ôaß8´0]Ì�üw�T G¨U{¤_Ëú��Û�»¼��0P

Q�~ Õ0HI8Ê�8k�8K�Á�rGÀ{0�¢*8K]Ì���¨Ïý

�¢��GH��0×«�ÓF¨yÖ8pLâ»·���QÎHI0k_��¶Ò

�Lí30cd/~�ÿû*~ Õ0HIpL8´0d6Îk_�~<=0�·H

I�2� �¢ïKL¸��0]Ì¦ 

G-G-32：「我覺得我可以比較掌握我會談的歷程，大概就是進去以後我

就會知道。我還是有一個處理的目標，可是我可以比較細緻的那個過程，有

時候因為容易評估，可是評估有很多不一樣的層次啊。可是我評估的廣度會

比較多一點，還有關係的評估。不是很表面。你會發現很多關係的東西，如

果這個案主以後有什麼變化，要轉換另外一個照顧團隊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他們比較信任，因為之前的評估都是非常非常精准的。」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7 

 

2�MI¸Ûw@Td6<=0yz��,GHp]^w@T0�� 

M�0�¨U{¤�MIÛy*�8K]^w@T0���w@T¨ÎMI;%

�yÖÿ_�M0X��uÅ�M0æç�ùú<=,z�×«MI8íîð<0G

\�rGp�MI�(·3Ò��;%ð<0G\�w�T HuúÓ0MI*�GH

Ó0_a�Ï¯¸~<=¾¿æ0"�#$�Ó0æçÎ��yÖuÅp0�æ�×

«MI¨U{¤8í3âùú"��r]óÿ_ú0]*¦ 

G-H-26-2：「同儕之間，我會發現有些同事會特別想找我一起討論他服務

案主的案家的狀況。有時候是旁觀者就是會比較容易講出自己的看法，但就

是會覺得跟過往相比，可以讓同事變得很清楚，有時候有些想法他沒有想

到，特別就是那種系統觀的一些概念就是今天這些孩子的問題，很多資訊回

想拋出來多，可以多知道什麼，他會發現他也沒有注意到這些訊息，沒有留

意到整個家庭的動力。下次另外一個問案主會想要和我多討論，會有這種感

覺。」 

*pw@TDFMI�úð�0<=G\��ÁN÷�0ªð#$h���(·

ß1��üýùçôª<=�üw�T B0MI9ÞÓ0mnÇð�p�¨�úð�

<=G\�GHÓ0_a�ôÛyÓ¨09�Îd6wúMI0¸Û¦ 

G-B-22-1：「同事知道我學這方面的東西，當他遇到一個案主的家庭狀況

的時候。就會來問我說怎麼看這個家庭，就是像我同事之前在準備團督的概

念化的時候來問我有什麼家族的理論來看這個家庭嗎。」 

ô*]Ì_0ïK��ò*EF¨+MI0Ã¬ Õ¤�ß�MI~�w@T0

q_tâ¬ë,0vhÌú�F�ww�T GDF*pMIÑ�8]Ì���D��

Þå8´0��A<�D����<µ012�¨�ú<= Õ0ÍZ��Ò��;

%�~G�w�T¸;¸w]Ì_ïK0ö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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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25：「我發現我同事也會來找我諮詢，不過是他自己家的問題，⋯我

知道她有困難就會找我討論，⋯我覺得我得到這個同事的信任，願意和我說

家裡的狀態，也希望可以安慰她。」 

w@T0U{öFwú¸Û�*R¹LMISKl"£mn�üw@T I0MI

fN�*34SK@A0_��ß�ô�0ö���NÛ�ùúw@T0@AKf¨

Æ|¤0EF¸Ìú¸Û0¦ 

G-I-23-2：「我同事其實看到會覺得還不錯，他想來報名明年，因為他也

主要是做親子（的家庭會談 ）。」 

!0# de學習DEfghij 

�NDF¡QÒ7�M£��tÏÐ+«]ô3ªrs�;kl@AKLoó4

pqrs�2&Ô�£:-ô�rsüý¨<=>?Ð0@A�Q¤D+{þ��t

ÓNüý��w@T0mn��ÎKð�Q� 

"、¡QÒ7rs 

Ã"Èdl�0¡QÒ7kl9�0wÀ©¨tÏh 

¡Q0�M���~�w@T0Kð�p±V9�¨Z[ª·��»ô0�Q

¤��NDF�¡Q{;"ª+Àj0��*aß±�0×«�w�T CÔ¯æô;

¹���0mn»� 

I-C-272-1：「（每個部分）都很重要，這是階段式的學習。」 

w@T5ü¸;¡QÒ7¤Ðª>ZËdó4�Õüw�T C±/0"��ôA

#Lw@T��¤mn�Q0+Àj��tÐ"ª��0ó4j�w�T CX7Ðó

¡Ë�pst�ÐóË�a.p03N�ô*A#LwÀj0¡Q�yÖÜ«w@T

�K9�0¨©ÎÏ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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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374：「每次的課，每次都會有一點收穫，我們每一次來，都不會空

著手回去的，每一次都會帶什麼回去、會帶些新的想法回去。」 

w�T I0ã%~��wÀj0mn��ïULÄ´G&��NÛ�ùú�mn

0�M��¤��M0»ôË�¸�¤��yz0·Y�ß�VÄ°þ0M��K'

c0Ïh�ôªPQ*�"�¸"¥D=�ÿ¸*p¹ºèä»0�È�§��ÿþ

¸Kð06Û� �mnPQô"�2��NÔ¨;%>Zl"£EÑ� 

I-I-188：「對我來說不是一次經驗或是一個忽然之間的事，其實是慢慢累

積。例如說這些都是我的日常，我每天其實都在做這些東西⋯然後有些不同

知識進來，不同技巧進來用用看。有一點卡卡的，（那就）調整調整。現在已

經過了一年了，會發覺，哇原來自己走了那麼久了路，而且好像跟之前不一

樣。所以我覺得（成長）這個東西轉變不是一個突然某一個瞬間，而是可能

就這樣微微地往上，有時候稍微掉下去一點，有時候上去一點，可是整個大

趨勢，回過頭看是自己成長了蠻多的。」 

w�T Hã%L��Ý%&uðúnQuð0�Q�ô;mn0+ÀjyÖoÆ

%&�0{þuÅLà�0P-�W·Vß�()_0uv�Ü«w@TïK]x�

ô"KL��NÔ¨2&0ÀKL¤�{;"ª�2EÑH%� 

I-H-307-1：「每一次每一次的練習吧。前面不知道是怎麼樣的狀況，就

會很恐懼。我覺得因為就是有個一步驟一步驟來⋯到後面開始要到接案⋯那

種接案的恐懼可能就沒有到那麼深⋯所以我覺得好像也是是一步一步然後這

樣子帶著走的過程。」 

�NÛ�ùúw@T��ú0@A�¸"ª¢£�wÀûVW�D0�Q�@A

¤0�M>Z�t¯+Àj�~�w@T0mn��+yzKð�pgÁ0���ô

¯¤�¶¹ºL9�0¨©+Ïh�*EFL)~ûã+%&��ê�dl�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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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WAn±aß0�]+()_� 

Ã.È�種課程設計0組À~@ALfp互相KK{þ 

2@AMðuÅL"*´�h0mn���ü¦d%9�0mn�;%ÎVW�

A�Ð"*mnM�Ëp¯©(0+\�eÀ¥ßÛ�uÅ"ª8Ó)0mn���

M²®Â/æù-M£;%-M£�A0¯Rlç�2Ìmn0LfÛ�FF¸»�G

F�¡Q`E*eÀLó,usÎ�,°þ0M���uvS+_� 

~�"ª>Z»ô0mnM�eÀLd%9��ÐÆ;%�tVÄ�A��ô�

@A>ZÔ�ÌbÐ�2@ALfÔÌúKK�üw�T C¸;ô¸"ª´�h0m

n����ÿpd%9�0nÌ�*pÐÆoé0;%ÎVÄY{0-��p«�Ü

8Êâd6Î»¼�»ô¦ 

I-C-193：「讀書會的方面是理論上的知識，加上老師的討論，然後又搭

配上實際的操作這樣。」 

ÿôõ.@A`E0¯R�*~�@ALfp±���^~(�0�J��®Â-

M£;%-M£�A0M�mn�yÖÔmnFF¸»����ª@A>Z0Lf�ü

O��®Â0��+�Jp ��Â��0;%�2Ìw@Ty¨�M0æç¤«E

~���J0¸�px6��09�¾¿¤�ÚuÁlç^~j0�A�ô*¹¼-

b½»0@AM�îw@T_ú4Ùkf�ûy¨�À0¡Q¤�gÁDFd6z0

uv�üw�T Cê�®Â��Î=ª0Â��¤mnp0�J�p¨èª0�A¤

ªWVÄ°þ�ûU%¸Â���¸�A�w�T CËp-�ænM£üýd6Î4

þô��J�l"£«ELmn� 

I-C-186：「第一本書就真的在講技巧那些的⋯所以我覺得早上的讀書會

講完技巧，看到每一個人解釋的方式，再自己融合以後，下午再用，那可能

算是蠻深刻的，因為就是很立即的。那後面就⋯開始不管是在看案例…或者

是家庭文化那邊，我覺得可以看到差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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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Û�ùú�Ôó,us0¡Q+�,°þ0¡QeÀ¨"¥��yÖuv

mn0S+_�ÝÿM���âT0@ALf�Ræù�uÅÛ�óCZ;%0{

N��´w@T�«¾0M�°þ�*2ÌVW0An8VpMDj�w@TC4¨

�ÀlçH��ö0�A�rG�M�ó,âæù���w@TC4©±â;%ÎZ

[��¤0�öÎ~?�ü¢Ý��¤��pþ0�*�pÔô��*4þú���

À0�A¤�w�T J¸;:`ô�æù]m��0�Qd¨�§Ý¤ëÌLåw0

mn������ÿ¸Vh��»ô�ÿ¸©±âS+úmn�Q¤�·VâÔ��

»ô+��0VÄ�AeÀ¥ß� 

I-J-119：「我覺得那（影片賞析）也是很珍貴，有這麼多人陪著我一起很

細緻的去看那一些片段，然後一起去討論。因為那些影片就算給我們自己

看，其實收穫也沒那麼多，⋯後來也是有演練，類似的情境，讓我們自己去

演練。大家一起討論，然後自己先看，很努力的一直看。因為已經跟前面不

太一樣了，大家知道會談中在發生什麼事情，然後你就很實際的去看會談中

有哪一些發生的事情是我們學習到的東西，把它看出來。那時候很努力的在

練習這件事情，後面的演練就是：好，那如果換我的時候我會怎麼做？那個

時候我們就會可以把剛剛看到老師做的東西當做一種參考，可以去練習，去

做做看，那種演練好像又會比完全自己演練更有一點方向性，有點像是先稍

微大概知道說可能可以走這個方向。但是我也可以放一點自己的風格或者適

合自己的的工作方式。」 

.�M£支持 

mn¨M£ Õ¤0l£+Kð�~�<=>?Ð@A0KLò ó4�ô" 

ÕSqLvwj�XÐë«j�´�æç0ê×��t�MjzmnxyÏ´ªF

)�*��LM£ Õ¨ÇÈ@A¤0ó4j�¨<=>?Ð0@A�Q¤�M£0

e¨¸"*vwzg�ÓN¨ç;Î�$=ë�v¿�p¨)~ÍZ¬ªð12��

uÅV�ûVi0×«�~�w@Tÿþ�ô*vw�¶Ð�Mmé0ë« Õ�*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2 

 

ß��]A¨@A¤0ÀË+���ô*vwj0xy��w@T¨mn�Q¤_ú

�x�pl"£KX~@A0r6�w@T Gô�^_=¦ 

I-G-96-1：「⋯⋯可是我覺得這種課程比較還能夠遇到好朋友。一整年很

長，這一整年，我看到了許多同學的改變。我自己也交到了一些很好的朋

友，例如（同儕名）我們經常一起吃飯，我覺得很美好。」 

Ã"ÈM£é5M_�vwj+XÐë«j×«w@T´6�N 

�NDF�w@T¨mn��Ñ_ú�N�`ÿ�ê�+M£0ë,+���ô

*�NÛ�Ìú´6�¨ð�"�0@A�Q¤�M£0e¨ó�;üÑó40�Ó

N"M�P���Z����ë�R"Îvw�æKL"*kk0Ü&�'(efg

#�M£é05M_�ÕD��tXÐë«j3ç�¸M£ ÕyÖ×«w@T)~

mn010�4Úr��èÔZ·H%o� 

1、M£é05M_能緩解學習焦慮 

w@T¸;+M£"¥)~�N¸"*×«�w@TÝ+M£é0ë,¤ëÌL

5M_Îvwzg�w@T Iö#ô*�M0�N_�Ó_wú�ÿ¸����<Ë

�pô�0_w�rGpL5M_��ÓËÌp�Á��ô*�MZ��NÎ�$0

��bÂLÓd�0vwzg�Ï¯¨"�ô&ð0@A¤�ÂË0e¨vÌßFó

4¦ 

I-I-110：「我覺得同儕還有一個很大的幫助，大家一起焦慮，哈哈哈。大

家一起焦慮，一起同在，就你會覺得那個焦慮大家都會有，不是只有你，因

為有普同感，然後你就會覺得那也還好，因為有夥伴在一起，然後大家可以

一起分享焦慮或情緒，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支持力量，然後也會覺得，

如果像一年那麼長的那個，我覺得夥伴真的就會重要。」 

w@T¸;+M£"M�PÃ�0�Q¸ó40�r;ô*�M_�Ó_ú�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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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169：「還有很重要就是所有同儕，大家都顯現得很辛苦。就是大家狀

態都是蠻辛苦的，還好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很辛苦。那也對我來說也蠻重要

的，有一種普同感大家都很累這樣。」 

2、M£0vw+��y´6)~ûã0�N 

w@T¨uð�_ú�N�ÝM£Î«]©µÌú0R"uÅLd�0vw��

w@Tp]xä)~�NÎûã�Rüw�T G/úâªóvw0���âTËÝm

nT0æ_bÂw�T G`Ä�"ÓMmß�R"Ü�U��µ�VN0yz�;<

LÜ0ÚÇ_�Ó"ÓMm�Ô©*�N�;p@��0_w�ûóp;Ü0ÚÇ_

°Â_`�{;íî�Q0Bâ�ô�?ìËVpvwLf¦ 

I-G-98：「在接案時，我常常感到很焦慮啊，但他們給我很好的回饋。有

一個男生那時候就告訴我不要太緊張，他記得我在醫院工作，鼓勵我用自己

會的東西。後來，在一次與（同儕名）討論，她就提醒我要記住當下的焦

慮，因為以後我們就會有更多經驗了，不會再感到如此焦慮。我希望每次都

能記住那種焦慮和謹慎，而不是都草率隨便就好。」 

M�ÇÈ)*0M£�yÖ�8!�w@T0M�uÅô*vwj�üw�T B

±uú0óvw0��¤�~M+ÓM;¼UÐ�rG8yÖMdÓ0�NÚÇ�ô

*Md�R"w�T B)~�Np'cWØ¦ 

I-B-153：「（幫助我面對挫折的是）助教的回饋、還有同儕的回饋吧，因

為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個同儕，就他蠻善良的，然後就是很溫暖，他那

時候就有跟我講，因為他也社工系畢業的，因為社工系比較少在做演練，所

以在做演練跟其他人比起來，我們經驗少就會更害怕一點，對，然後我覺得

他有在不停的鼓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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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éë�Ü« 

ô*M£é0ë«�¶e¨��$=�*�F¨XÐZ�Î126�0�Q¤�

�F¨XÐ0ë«=� 

ô*XÐ0ë«�Û�¸uÅÿ_z0XÐ�¨¡Qlç¤bÂ"�Ü«�Rü

×«M£Åèó4���w�T FfuúL"ªîÜËÌd_,0R^¦ 

I-F-156：「有一個人非常認真，而且他會幫助大家記筆記。在影片驗收

的時候，每個人都能收到助教給的回饋，他會將回饋寫在筆記本上，然後將

我們的部分撕下來給我們，這真的很感人。大家都非常認真、專注。每個人

都有他們很棒的地方。」 

XÐ0ë«j�Ûy*�F¨ð<���0Ü«�w�T G_=¨��U{0�

ÑUN��ð<�ÿM£���Ìw�T G£Ì>?Ð�2ÌÒGð<0Bz�:;

<¦ 

I-G-134-2：「我是比較幸運，我的案（進行家庭治療的案家）是人家分

給我的，就是他一招募就三組家庭他做不下來，所以他就是請我幫忙他。」 

w@T¸;¨@A¤+M£�ªL×Ê0ë« Õ�Õ�Ï¯¨)~ÍZ¬ªð

12��Û��ë;%pbÂvw�K;Û�wÀ0ë«XÐ¦ 

I-J-225：「我覺得參加訓練還有一個很好的收穫就是認識了一起上課的同

學。因為我覺得課程結束之後，同學們之間如果有一些困難或者個案的問

題，這些同學們可以討論的。/有點像互助會那種感覺。因為老師很大咖，不

是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到。但是我覺得同學們就是，尤其我覺得我們這次上課

的同學們之間的學習經驗都還蠻好的。所以跟大家還可以之後，有些個案上

卡關或者什麼，這一批同學是會讓我覺得，我可以放心的跟他們做一些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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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ÈM£yzi90mnxy�p«�ëwpl"£r6mn 

M£é0ë,Î���jzåL"*¸Ô0mnxy�O�<Ë©±âS+m

n�9èmnxÌ��ô*xy_ÆLS+¯¤0w@T��ÓN¸�úr60ó4

j�*!DLÓN0=H+"¡�ô*xy�¶ïKLw@T0mnr6�*�ÓN

¨ôª�Q¤���úp�Á��pÁM£0ÀËÎ�MKð0,z� 

mnxy!DLl"£uv��0"¡�üw�T B¨;%M£mn0�Q¤u

úLâªVR�¹�"ÓêÊ�ÖÐ"ó0�?Åþèß�Ó"ÓêÊSKL¯Ó0

��÷��ô�M£0ç;�w@T_úBz�M�*!DLÓ34uv��0"

¡�ô*Bz+"¡k2Ó8©±r6mn�p�_rX����ú830Kf� 

I-B-120：「還有就是同儕的學習吧，就剛才講的那樣，有一個組員會把

每一次的談話幾乎都打成逐字稿，另外一個組員參加了另外兩個的團督。會

有壓力，就會覺得自己如果還想要更厲害，就要更願意投資自己，或是更努

力。」 

w�T H�mnxÌ0�9;R;R��å�<¨mn=üÑ¸Ô�æKL"*

mnxy�èé"Ñ�Ûyp3ÇÈ0iD�§Oùú�<Ë©±âÅþmnxÌ

��Ó*wú���Ñ�ËÌÅþmnxÌ¸940�Ó¸;�ô*mnxyk2Ó

S+pÓz�Ç��mn;940ç,¦ 

I-H-258：「因為我覺得大家都還蠻認真的。我覺得這是一種好像學習氛

圍，就像一開始寫的這個心得也是，⋯前面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我也是一種

想偷懶怠惰，還是會有這種習慣性的模式。可是當我發現大家都很認真在上

面寫學習心得的時候，這好像是一個必要做的事情，所以也會開始就想說好

像應該要寫。」 

Ã3ÈM£uÅ0´�æçp«�«E�K�2mn8 ¡ 

M£uÅ0�M)*Îæç�¸mn�Q¤0ó4XÐ�ô�ß��M)*0æ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6 

 

ç� ¡Lw@T09��*«ELÓN0l��æ�ô�æçÎùN�U¬;w@

TaßLp0�KÎd6�*�ÓN¨)~�*ûã��yp8´�0VZÎMN� 

U%¸)~ðR06[��¸cdmn0ÍZ�M£é0;%+�����Ë;

ª�0mnaßk_ÎÊ_��w�T C±/0;R¦ 

I-C-256：「大家工作環境又不同，所以觀點也都不同，我覺得這些不同

的觀點跟給你的意見，是有一些支持的，因為…有人是社工嘛，所以很懂一

些法規…我覺得醫院（工作的同儕）說的事情又是另一個層面，有人好像也

在類似大專，我覺得這樣看起來就會有蠻多的收穫。」 

3�ÏÐ+«]rs 

¨<=>?Ð0@A�Q¤�+«]ÎÏÐ0 Õe�Áó40æ¤�ÓN0�

��#������t~mÊ0R"Îvw�Ë¸¯,w@TKð0ó4rs� 

Ã"ÈÏÐ+«]bÂ���#�t���讓w@T獲Ì9�+yz 

¨@A¤�ÏÐ+«]e�L ñ0æ¤�'(efg#�ÓN�¶uÅ��+

#���w@TnÌp09�+�y�ÿû*;w@TuÅL��+����mÊy

ÖL6��¨mn�Q¤0lE+Kð� 

ÏÐ+«]uÅL^~j0����·â�åw@T¨VWöF¤C47�0ç

;�ô*��×«mw@T8KL6�Q0ÚÛ+�g�py¨VÄ0U{¤�8Ê

â7���0ç;+�J¦ 

I-B-140：「就是因為其實我不是那麼了解，一號二號三號位，那助教可

能就會跟我講，你剛才做的是幾號位，再來就是你整個過程可能做太多幾號

位，然後可能自己應該要嘗試做幾號位。」 

«]ÎÏÐ~w@T0ænÎ����¶¨ ÿöF�*¹�ÓN¨��Gq0

>Z�ô*���mÊùa��0l£ÎC4°±0âM�*�ÓN_�ú��¨ô

ª�Q¤0Kð�ÓNbÂ0��ÎR"�2ÜyÖ~��0l£p±_9�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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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KÀmn¦ 

I-J-108-1：「每個人都上去，老師一一回應我們，還有一些助教。我覺得

老師和助教都很好，即使做得不夠好，他們會提點你，跟你討論，讓你思考

為什麼沒有做好。但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老師和助教一定會講一

些我沒有做到的東西，這對我來說很重要。因為在演練的當下，我只是努力

想要做好，努力讓演練順暢。但我還不確定自己是否真正達到了家族治療的

要求。老師的回饋讓我知道自己哪些地方有進步。」 

GF�w@T J*ö#«]tÏÐ¨bÂ�4�0(j¸üÑ¥u�ªWûÁ

·¦ 

I-J-167：「他就是真的可以很直接的很立即，然後也很準確地給我們一些

回應。」 

RLuÅ���«]ÎÏÐ*�(�#��ô*#�¹º��0�Jt��M

�����J0#���mÊÛ�ê�æn�mnüý¨VÄ�ö¤4þô��J� 

I-B-142：「他那時候就舉例說，我們好像都會直接講說⋯，但是就是有

時候案家聽到之後會防衛起來，他示範說可能就改用說⋯，把它內在的那個

挫折拿出來，案家可能就會比較願意接。」 

ÓN*;mÊ#�L"*²G��0M���mÊ9Þüý¨bÂÎuw��

��#wíóÎ�Òj� 

I-C-252：「助教那樣（回饋我們）就促進學員之間一些交流的方式

吧。」 

ô*Ü«��¶¶+������A¬÷���*�F¨�ª@A�Q¤��w

@TZ�LÓ¨�úÍZ��üýÌúÏÐ0þxÜ«�ô¹�¨ªð�\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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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úðs��Ï�\�Ìú0���îw@T_wúV¨0�÷¦ 

I-E-56：「我覺得老師對我協助很多，尤其是在最近出現了一些個案情況

浮動的情況，還有我換部門後，原有部門的個案出現了一些問題。也碰到了

一些可能是長輩移情的情況，有一段時間我很不知道該如何應對這種情況。

有一次在督導時提到了這個問題，然後老師後來問我是否需要談一談，或者

我可以再寫信詢問他對於長輩狀況的建議。我覺得老師很用心，也非常感謝

他。」 

Ã.ÈÏÐ+«]÷�w@Tlç��Ën�«E¯��Kð 

«]0æ¤�¶¶¸~mn»ô0���*×«w@TËnpd6��0»¨G

q�ô*Ënp«�w@T5í�Ýÿ8ÊâlçmnÎVWU{�V�ß/�w�

T Buú«]×«Ó¸�ú��Ûye¨012�RüÓ~¨Ó¬)rEF��0%

&��t¨U{�� ¡0Mç)r_ú��]�gÞ�ô�12ËÛy��Ó¨@

A¤0öF�`ÿ�«]0×«�ÓyÖËnúô��2�pl"£d6Ó0%&Î

£�Ð�ýc�ô*æ�0��Î×«~�w@T0mnÎKðËüÑó4¦ 

I-B-136：「我就發現說⋯自己可能有一些議題要去釐清才有辦法把會談

做好，⋯可能是我自己太害怕在別人面前展現自己吧，而且那之間很多都是

工作好幾年的工作者，然後就會覺得自己就是在他們面前就已經很微不足

道，然後還要做這些演練，我覺得助教有去幫我整理出來我的害怕跟擔心是

甚麼，他就是提點我。」 

ô*»¨Ën�*¯,w@T0��Kð��4�F;��Ënyz0uv�ü

w�T G~«]bÂL±30H+�¸;Óí¸��0¹}ã2»�Óuú¨xµ

¹Þ»L"ª«]�þßu&��¨U{�üýæn��Îÿ_��0þç��Få

"*u�»h0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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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96-1：「助教是我一直都覺得很重要的人，他好像就是我的小天使

⋯⋯他總是會在我們演練的時候在我們旁邊看著我們。所以我說我會被打

斷，也是因為他一直在旁邊看著我們。他跟我們也熟，所以他很知道說我們

每個人大家都會有哪些缺點，我們每個人的個性。我們在遇到哪些事情的時

候，我們遇到哪些主題的時候，我們就會卡住。如果是我們可能就會小感這

樣子 。這是助教給我很大的幫忙的地方，所以後面有一段時間我都會一直提

醒我自己說我心裡住一個助教，助教不能給我回家。所以我需要心裡住一個

助教，提醒我，就是我在工作的時候，我應該要怎麼樣觀察我自己，怎麼樣

留意我的講話，或者是說怎麼樣留意我現在想幹什麼。」 

Ã3ÈÏÐ+«]bÂR"Îvw�K;w@TwÀ學習0,z 

ÏÐ+«]0R"Îvw~w@ToÆLX�0����¶uÅLVi0×«�

*¸w@TwÀmn0ó4,z� 

w@T¸;"Óp��0rs0ÀËVp¯ó4j�üw�T CX7Lp«]0

ÀË0ó4j�U%)>%&ÍZ�ôª¬ËybÂÓz0×«�«]Õ¸e�ô�

0æ¤�ÓN0e¨~w@Tß/üÑó4�*¸ÓNyÖKðmnÎl£0 ñ¦ 

I-C-338：「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有一個人能夠陪伴在我們身旁，並且不會

輕易改變，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能夠盡心盡力地幫助我們。這樣的存在對我

來說非常有幫助。」 

8V�ÿþ�«]¨@A�Q¤p�¸LßâH+ÎîH�ÿ¸²Äw@Täü

¢�pbÂV�Îp+\0���ô*M��w@TyÖ¨"ªCfÉ�Îvw0®

ö¤mnÎl£¦ 

I-F-160：「助教，上半年分組的時候，因為每次演練他都會跟著，不會

很嚴厲。所以一樣是會覺得是被允許去嘗試，然後被肯定，然後他也會給一

些很具體的回饋，我覺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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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ÏÐ0��ÎÉ��w@Tp]xKÀmn�W2�ú01ÎÍZ�*��~

mn0+\oÆ�¬�ô*©±0��~�w@TKÀmzÎrlò ó4¦ 

I-J-108-2：「老師給的回饋讓我有信心繼續學習，不會感到那麼挫折，不

會懷疑自己學了這麼久到底有沒有意義。因為即使在前半年上完課程後，做

演練的過程中還是遇到了不少挫折。所以我覺得老師給予的肯定對我們繼續

學習很重要。」 

ù0ß/�ÏÐ+«]¨]=@A�Q¤0R"Îvw�~w@T0mnÎl£

Ë¥Áó40{þ�ÓN0e¨;w@TuÅL"ª`Ó�vwÎCfÉ�0mn®

ö�*K;w@TwÀmn0ó4,z� 

J�}e¦¡QÒ7�M£vwtÏÐ+«]0�M{þ 

¡QÒ7;mnuÅL��Îe¤�O¡QeÀLdl�Ò7Î�M0mnM

��ÔyzL"ª®ö��w@TÝó,09�usT¢£Ïv;�,09�4þ

T�¨ôª®ö¤�M£��¥úLÊË0{þ�ß�M£é0ë«�ê×Îvw�

mÊ�¶yÖkhÎÜÝ±m��yÖëÌp0æçÎMN�ôp«�ÓNWØmn

¤0ÍZ�p¨mnxy¤ë�R¹� 

`ÿ�4·#ôâª4syÖpLâD+{þ��C4ÏÐ+«]0æ¤{; 

ñ0��Îvwzg�ÓNß�ÇÈ0���#�Î���×«w@Td6Î4þ9

�+�y�M�*uÅLR"Î,z�2mÊyÖwÀmn� 

ù0ß/�ô3ª4s¤�L�M{þ0mn¾¿�¡QÒ7;mnuÅLe¤

ÎMD¹M£��uÅLvwÎk_¹ÿÏÐ+«]�;�ª�QuÅL��Î,

z�Oô3ª4sÚÛeÀpë�{C��ÔN�MklLmnT0',mn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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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6,' 

2#�p3&�!"&;'(e%�é�!J#'(ef�9ÿK¹!.&�!

3&;>Ì;%�Z·;¹@Auvw@To<=>?Ðaxyz»t¹U{|}r

s~w@TmnKL0��»� 

!.&��à]0<=>?ÐaxyzÃÍÎ�2022È��t 5.<=>?Ða

xyz»SoÐò#$ÃNelson & Johnson, 1999È�ßZ[w@T0<=>?Ðaxy

zuvG\�p^~xdÐ(>?/��)t¼UÐ)*w@Toyzuv89�:(@

A)*~��.yzuv0��Ûy;ý�2&*à4Z[;ý">Z<=>?Ða

xyz]y¨2'(ef¤óùa�'�^~;%»ôuå@A��� 

!3&;%0�y¸w@T¡���0U{|}�°þ� yz0�����¨

U{|}rs~�mnKL0���¢ìß�w@T¨°þ� yz�q�+Ýh;

ÕÑU{�±��ú0ÍZ�~@Auå��� 

!"# $%`k 

2'(�4B:(¦Ã1È".2â<=>?@AMð¤�M��~w@TÛya

ß0mnKL¹Ã2È:;p«�mnKLDÆ0¡QÒ7+kçrs¹Ã3ÈHI<=

>?@AMð�em3ªn��~w@Tª¬Æ,0��t�U{|}0q�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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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課程滿意度調查 

 這部份問卷主要想瞭解您對這兩⽇日課程的感受。︒｡請您針對各個項度，圈選

出右⽅方的滿意程度，5 代表「⾮非常滿意」，1 代表「⾮非常不滿意」，謝謝！ 

項 ⽬目 

⾮非

常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1、︑､課程內容能引起我的學習興趣，投⼊入學習。︒｡ 

說明：
5 4 3 2 1 

2、︑､課程內容難易適中，不會聽不懂、︑､或太挫折想放棄。︒｡ 

說明：
5 4 3 2 1 

3、︑､課程內容數量適中，不會來不及消化。︒｡ 

說明：
5 4 3 2 1 

4、︑､講師的教學⽅方式，對我的學習有幫助。︒｡ 

說明：
5 4 3 2 1 

5、︑､助教的教學⽅方式，對我的學習有幫助。︒｡ 

說明：
5 4 3 2 1 

6、︑､課程設計的各式教學活動，對我的學習有幫助。︒｡ 

說明：
5 4 3 2 1 

7、︑､教材內容（含 PPT），對我的學習有幫助。︒｡ 

說明：
5 4 3 2 1 

8、︑､我對課務⾏行政、︑､場地安排與設施⽀支援感到滿意。︒｡ 

說明：
5 4 3 2 1 

9、︑､這兩天的課程，您最喜歡的部分是什麼？ 

10、︑､覺得需要改進的部分？ 

附錄二：課程滿意度調查問卷及學習效果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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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學習效果調查表 

 請您評估這兩天的課程對您學習的成效。︒｡評估的⽅方式為 5 點量表，5 代表「完

全符合」，1 代表「完全不符合」，數字愈⼤大表⽰示在該項⽬目的學習成果越佳。︒｡ 

請您根據⾃自⾝身的學習成效，在每個題項之後，圈選出適當的數字。︒｡ 

項   ⽬目 

完

全

符

合 

完

全

不

符

合 

11、︑､這兩天課程內容與我⼯工作上⾯面臨的狀況與需要很相關。︒｡ 5 4 3 2 1 

12、︑､課程內容可以直接或間接應⽤用在我的⼯工作上。︒｡ 5 4 3 2 1 

13、︑､課程內容能增進我的實務⼯工作效能。︒｡ 5 4 3 2 1 

14、︑､課程內容能增進我對案主/案家狀況的理解與掌握，提

升我對案情進⾏行系統評估的能⼒力。︒｡ 
5 4 3 2 1 

15、︑､課程內容讓我學到或增進與家⼈人進⾏行會談的具體能⼒力。︒｡ 5 4 3 2 1 

16、︑､課程內容幫助我更加理解某些家庭成員的⾓角⾊色與⼼心態，

更知道如何和這些成員⼯工作。︒｡ 
5 4 3 2 1 

17、︑､課程內容讓我對家⼈人關係、︑､對會談過程更敏感，看得⽐比

以前更加清楚。︒｡ 
5 4 3 2 1 

18、︑､課程內容讓我更有信⼼心從事家庭治療/家庭⼯工作。︒｡ 5 4 3 2 1 

19、︑､這兩天的課程，還有沒有其他任何學習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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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對於本學習效果⾃自陳量表的回饋與建議 

最後想邀請您對此份調查表提供回饋與建議，有沒有哪些題⽬目讓您覺得不適當、︑､

難以回答或需要修正，可將需修正的題號與建議寫於下表，或提供整體性的回饋與建

議。︒｡ 

題號 建      議 

u 關於此份調查表，我有些想法與建議：

感謝您的填答！ 請記得再檢查⼀一遍，以免漏答，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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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
庭

治
療

師
核

心
能

力
自

我
評

量
問

卷

姓
名
：

填
寫
日
期
：

□
我
只
參
加
講
座
班

□
我
參
加
演
練
督
導
班

以
下

每
項

能
力

均
依

精
熟

程
度

分
為

四
等

，
請

根
據

您
目

前
能

力
狀

態
，

圈
選

最
接

近
自

己
的

程
度

。

4
熟

練
	  

3	  
勝

任
	  

2	  
學

習
中

	  
1	  

新
手

	  

透
徹

理
解
特
定
概
念
，
熟
練
工
作
方
法

與
技

巧
，
通
常
能
達
到
令
人
滿
意
的
成

果
。

能
夠
理
解
大
部
分
概
念
，
掌
握
主
要
技

巧
，
實
務
操
作
時
多
能
達
到
良
好
成

果
。

能
理
解
部
分
概
念
，
掌
握
部
分
技
巧
，
表
現

尚
不
穩
定
，
有
時
可
以
達
成
目
標
，
有
時
有

困
難
，
仍
需
繼
續
學
習
發
展
。

相
關
的
知
識
與
能
力
明
顯
不

足
，
無
法
達
成
治
療
目
標
。

一
、

進
入

治
療
	  	  
(總

分
__
__
_	  

/ 4
	  =
	  _
__
__
)	  

能
力
項
目

4
熟

練
	  

3
勝

任
	  

2	  
學

習
中

	  
1	  

新
手

	  
目

前
程

度

1-‐
1	  

協
助
相
關
成
員
投

入
、
參
與
治

療
歷
程
。

可
以
讓
全
部
成
員
投

入
，
並
樂
意
參
與
治
療
。
	  
可
以
協
助
大
多
數
成

員
投
入
，
並
維
持
參
與

治
療
歷
程
。

可
以
協
助
一
個
以
上

成
員
投
入
，
並
維
持
參

與
治
療
歷
程
。

治
療
師
對
於
邀
請
相

關
成
員
投
入
、
持
續
參

與
治
療
有
困
難
。

4	  
3	  

2	  
1	  

1-‐
2	  

邀
請

相
關
成
員
參
與
治
療
，
特

別
是
重
要
但
低
意
願
成
員
。

能
有
效
促
進
系
統
中
所

有
成
員
參
與
，
特
別
是
重

要
但
低
意
願
成
員
。

有
足
夠
策
略
能
讓
系
統

中
關
鍵
成
員
出
席
。

主
動
試
圖
邀
請
重
要

成
員
出
席
，
但
未
必
能

成
功
。

未
邀
請
，
或
不
知
如
何

邀
請
某
位
關
鍵
成
員

出
席
。

4	  
3	  

2	  
1	  

1-‐
3	  

決
定
誰
需

要
參

加
會

談
，
怎
樣

根
據
家
庭
關
係
動
力
，
能

根
據
家
庭
關
係
動

根
據
家
庭
關
係
動

直
接
採
納
個
案
意

4	  
3	  

2	  
1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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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組
合
（
個
人
、
伴
侶
、
家
人
、

親
友
）。

	  
很
快
判
斷
哪
些
成
員
需

要
參
與
會
談
，
並
取
得
家

人
一
致
同
意
。
	  

力
，
能
判
斷
哪
些
成
員

需
要
參
與
會
談
，
並
取

得
家
人
同
意
。
	  

力
，
能
判
斷
哪
些
成
員

需
要
參
與
會
談
。
	  

見
，
決
定
哪
些
人
需
要

出
席
。
	  

1-‐
4*
	  
與
每
一
位
參
與
者
連

結
，
營
造

安
全
氛
圍
，
建
立
並
維
持
適
當

有
效
的
治
療
聯
盟
。
	  

每
位
參
與
成
員
都
覺
得

治
療
師
能
有
效
幫
忙
，
感

覺
有
希
望
。
	  

每
位
參
與
成
員
都
覺

得
會
談
是
安
全
的
，
下

次
願
意
再
來
。
	  

能
和
部
份
成
員
建
立

連
結
；
和
特
定
對
象
建

立
連
結
有
困
難
。
	  

有
困
難
同
時
與
多
位
成

員
建
立
並
維
持
適
當
有

效
治
療
聯
盟
。
	  

4	  
	  3
	  	  
2	  
	  1
	  

	   二
、

評
估

與
診

斷
	  	  
(總

分
__
__
_	  
/	  9

	  =
	  _
__
__
)	  

	  
能
力
項
目
	  

4
熟

練
	  

3
勝

任
	  

2	  
學

習
中

	  
1	  

新
手

	  
目

前
程

度
	  

2-‐
1	  

根
據
系
統
觀
點
，
診
斷
及
評
估
案
主

的
行
為
及
關
係
健
康
的
問
題
。
	  

能
根
據
系
統
理
論
來

評
估
案
主
的
主
訴
議

題
；
並
能
呈
現
關
係
模

式
或
歷
程
對
主
訴
議

題
的
可
能
影
響
。
	  

能
根
據
系
統
理
論
來

評
估
案
主
的
主
訴
議

題
。
	  

能
嘗
試
根
據
系
統
理

論
來
評
估
案
主
的
主

訴
議
題
；
但
有
時
會
有

困
難
，
或
不
完
整
（
忽

略
部
分
系
統
）。

	  

未
能
以
系
統
理
論
為

視
框
評
估
案
主
的
主

訴
議
題
。
	  

	  

4	  
	  3
	  	  
2	  
	  1
	  

2-‐
2	  

整
合
相
關
資
料
以
形
成
評
估
：
包
括

案
主

敘
述
、
對

案
主

的
行

為
觀

察
、

案
主
呈
現
的
關
係
模
式
、
其
他
治
療

專
業
者
的
報
告
、
測
驗
結
果
以
及
與

案
主
的
直
接
互
動
等
。
	  

能
整
合

所
有
收
集
到

的
資
料
，
形
成
對
案
主

的
全
面
性
系
統

評
估
。
	  

能
整
合
主
要
系
統
的

資
料
，
形
成
對
案
主

的
有
效
系
統
評
估
。
	  

能
將
部
分
系
統
層
面

資
料
納
入
考
慮
，
但
未

能
形
成
對
案
主
的
整

合
性
系
統
評
估
。
	  

未
能
考
慮
不
同
系
統

層
面
資
料
，
形
成
對
案

主
的
系
統
觀
點
評
估
。
	  

4	  
	  3
	  	  
2	  
	  1
	  

2-‐
3	  

能
探
問
相
關
的
生
理
-‐心

理
-‐社

會

史
(包

含
原
生
家
庭
史
)，

以
理
解
案

主
問
題
的
脈
絡
。
	  

能
收
集
案
主
的
生
理
-‐

心
理
-‐社

會
史
脈
絡
資

訊
，
特
別
是
不
易
透
漏

的
敏
感
資
訊

。
	  

能
收
集
案
主
的
生
理
-‐

心
理
-‐社

會
史
脈
絡
資

訊
。

	  

能
收
集
案
主
的
生
理
-‐

心
理
-‐社

會
史
脈
絡
資

訊
，
但
容
易
只
偏
重
其

中
的
某
些
面
向
。
	  

未
能

詢
問

案
主

的
生

理

或
社

會
史

脈
絡

資
訊

。
	  

4	  
	  3
	  	  
2	  
	  1

	  

2-‐
4	  

形
成
治
療
假
設
時
，
能
考
慮
其
關
係

能
夠
熟
練
地
從
案
主

多
數
時
能
夠
從
案
主

形
成
治
療
假
設
時
，
有

未
能
從
案
主
本
身
貢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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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模
式
，
案

主
對

求
助

問
題

的
貢

獻
，

以
及
治
療
外
因
素
(非

治
療
師
造
成

的
影
響
，
例
如
文
化
、
族
群
、
性
別
、

宗
教
、
工
作
狀
態
（
失
業
）、

健
康

等
)對

案
主
系
統
的
影
響
。
	  

本
身
貢
獻
、
其
關
係
模

式
及
治
療
外
生
態
系

統
，
形

成
治

療
假

設
，

進
一
步
收
集
必
要
資

料
。
	  

本
身
貢
獻
、
其
關
係

模
式
及
治
療
外
生
態

系
統
，
形
成
治
療
假

設
。
	  

時
能
考
慮
案
主
本
身

貢
獻
、
其
關
係
模
式
及

治
療
外
生
態
系
統
對

問
題
的
影
響
。
	  

獻
、
其
關
係
模
式
及
治

療
外
生
態
系
統
，
來
形

成
治
療
假
設
。
	  

2-‐
5*
	  
找
出
案
主
的
優
勢
能
力
、
韌
力
及
可

用
資
源
。
	  

能
辨
識
案
家
各
種
形

式
的
優
勢
、
韌
力
及
可

用
資
源
；
協
助
案
主
動

員
這
些
資
源

。
	  

能
辨
識
出
案
家
的
部

分
優
勢
、
韌
力
及
可

用
資
源
。
	  

有
時
能
辨
識
出
案
家

之
優
勢
能
力
、
韌
力
或

資
源
，
有
時
有
困
難
。
	  

對
於
辨
識
出
案
家
的

相
關
優
勢
與
資
源
常

有
困
難
；
遺
漏
重
要
之

多
元
文
化
資
源
。
	  

4	  
	  3
	  	  
2	  
	  1
	  

2-‐
6	  

從
每
一
個
受
訪
成
員
的
觀
點
來
闡

釋
求
助
問
題
。
	  

能
夠
從
每
位
受
訪
者

的
觀
點
來
闡
釋
求
助

問
題
。
	  

能
夠
從
大
多
數
受
訪

成
員
的
觀
點
來
闡
釋

求
助
問
題
。
	  

可
以
從
不
只
一
位
受

訪
成
員
的
觀
點
來
闡

釋
求
助
問
題
。
	  

主
要
從
求
助
者
的
觀

點
來
闡
釋
求
助
問
題
。
	  

4	  
	  3
	  	  
2	  
	  1
	  

2-‐
7	  

對
兒
童
、
青
少
年
、
年
長
者
及
有
特

殊
需
要
人
士
，
能
根
據
其
發
展
階
段

進
行
評
估
，
並
提
供
適
切
服
務
。
	  

能
針
對
各
成
員
的
發

展
階
段
，
及
其
交
互
作

用
對
彼
此
的
影
響
，
進

行
評
估
。
	  

能
根
據
各
成
員
的
發

展
階
段
，
進
行
評

估
。
	  

僅
能
考
慮
問
題
成

員
，
未
能
考
慮
其
他
成

員
之
發
展
階
段
及
需

要
進
行
評
估
。
	  

未
能
根
據
成
員
的
發

展
階
段
及
特
殊
需
要

進
行
評
估
。
	  

4	  
	  3
	  	  
2	  
	  1
	  

2-‐
8*
	  
能
辨
識
兒
虐
、
家
暴
、
自
傷
、
霸
凌
、

成
癮
、
藥
物
濫
用
以
及
其
他
可
能
危

及
自
己
或
他
人
的
危
機
狀
況
，
並
能

決
定
介
入
優
先
序
。
	  

能
辨
識
出

隱
微
危
機

線
索
，
評
估
其

危
機
程

度
；
知
道
必
須
立
即
採

取
哪
些
行
動
。
 

能
辨
識
出
所
有
明
顯

危
機
線
索
，
評
估

危
機

程
度
；
知
道
必
須
立
即

採
取
哪
些
行
動

。
 

僅
能
辨
識
部
分
危
機

線
索
，
能
評
估
危
機
程

度
；
未
能
立
即
採
取
必

要
行
動
。

 

無
法
辨
識
危
機
線

索
，
無
法
判
斷
危
機
程

度
；
不
知
必
須
立
即
採

取
哪
些
行
動
。
 

4	  
	  3
	  	  
2	  
	  1

 

2-‐
9	  

熟
悉

本
地
文
化
中
關
於
婚
姻
與
家

庭
的
規
則
，
能
辨

識
各
種
文
化
信

念
與
習
俗
，
願
意
了
解
、
欣
賞
、

接
納

不
同
文
化
。
	  

熟
悉
本
地
及
其
他
文

化
中
關
於
婚
姻
與
家

庭
的
規
則
，
能
敏
感
辨

識
多
元
文
化
，
並
保
持

開
放
接
納
不
同
文
化
。
	  

熟
悉
本
地
文
化
中
關

於
婚
姻
與
家
庭
的
規

則
，
能
敏
感
辨
識
多

元
文
化
，
但
未
必
能

保
持
開
放
接
納
不
同

能
敏
感
辨
識
多
元
文

化
，
但
不
熟
悉
本
地
文

化
中
關
於
婚
姻
與
家

庭
的
規
則
，
未
能
保
持

開
放
接
納
不
同
文
化
。
	  

不
熟
悉
本
地
文
化
中

關
於
婚
姻
與
家
庭
的

規
則
，
未
能
敏
感
辨
識

多
元
文
化
；
無
法
保
持

開
放
接
納
不
同
文
化
。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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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文
化
。
	  

	   三
、

治
療

介
入
	  	  
(總

分
__
__
_	  
/	  1

3	  
=	  
__
__
_)
	  

	  
能
力
項
目
	  

4
熟

練
	  

3
勝

任
	  

2	  
學

習
中

	  
1	  

新
手

	  
目

前
程

度
	  

3-‐
1	  

以
系
統
觀
點
重
新
詮
釋

(r
ef
ra
m
e)
問

題
和
重
複
的
互
動

模
式
。
	  

能
以

系
統
觀
點
重
新
詮

釋
問

題
和
重
複
互
動
模

式
，

並
獲
家
人
認
同
。
	  

能
以
系
統
觀
點
對
家
人

重
新
詮
釋
其
問
題
和
重

複
的
互
動
模
式
。
	  

有
時
候
可

以
做
到
以
系

統
觀
點
詮

釋
問
題
與
重

複
的
互
動

模
式
。
	  

有
困
難
做
到
以
系
統
觀

點
重
新
詮
釋
問
題
和
重

複
的
互
動
模
式
。
	  

4	  
	  3
	  	  
2	  
	  1
	  

3-‐
2*
	  

透
過
問
句
、
評
論
或
分
享
，
引

導
成
員
反
思
彼
此
的
關
係
。
	  

能
熟

練
運
用
問
句
、
評

論
或

分
享
，
引
導
成
員

反
思

彼
此
關
係
。
	  

能
夠
透
過
問
句
、
評
論

或
分
享
，
引
導
成
員
反

思
彼
此
關
係
。
	  

有
時
能
透

過
問
句
、
評

論
或
分
享

，
引
導
成
員

反
思
彼
此

關
係
。
	  

主
要
以
個
別
觀
點
提

問
，
有
困
難
引
導
成
員

反
思
彼
此
關
係
。
	  

4	  
	  3
	  	  
2	  
	  1
	  

3-‐
3	  

緩
解
參
與
成
員
的
緊
張
和
混
亂

狀
態
，
增
進
其
安
全
感
。
	  

能
敏

覺
並
緩
和
參
與

成
員

的
緊
張
和
混
亂

狀
態
，
透
過
多
元
策
略

增
進

其
安
全
感
。
	  

能
敏
覺
參
與
成
員
之

緊
張
與
混
亂
狀
態
，
並

成
功
加
以
緩
解
。
	  

能
敏
覺
參

與
成
員
之

緊
張
與
混

亂
狀
態
，
並

試
圖
加
以

安
撫
。
	  

無
法
敏
覺
參
與
成
員

的
緊
張
和
混
亂
狀

態
，
也
不
知
如
何
安

撫
。
	  

4	  
	  3
	  	  
2	  
	  1
	  

3-‐
4	  

在
治
療
中
引
發
並
調
節
伴
侶
或

家
人
之
間
的
互
動
(e
na
ct
m
en

t)
	  	  
能
在

會
談
中
自
然
不
費

力
的

促
發
家
人
對
話
，

並
適

時
協
助
家
人
調
整

以
產

生
新
互
動
。
	  

能
在
會
談
中
促
發
家

人
間
對
話
，
並
適
時
協

助
家
人
調
整
，
以
產
生

新
互
動
。
	  

在
會
談
中

可
以
促
發
家

人
間
對
話

；
但
要
協
助

家
人
調
整

有
困
難
。
	  

無
法
在
會
談
中
讓
家

人
對
話
，
也
無
法
協
助

家
人
做
出
調
整
。
	  

4	  
	  3
	  	  
2	  
	  1
	  

3-‐
5*
	  

能
承
受
情
緒
張
力
，
不
怕
衝

突
，
不
急
著
作
和
事
佬
緩
解
。
	  
能
夠

忍
受
情
緒
張

力
，
面
對
成
員
衝
突
時

能
冷

靜
觀
察
，
適
時
介

入
。
	  

能
夠
忍
受
情
緒
張

力
，
面
對
成
員
衝
突
時

能
夠
穩
住
，
不
急
著
做

和
事
佬
。
	  

面
對
成
員

衝
突
時
試

圖
穩
住
自

己
，
但
有
時

還
是
會
受

影
響
，
做
出

不
利
治
療

的
作
為
。
	  

明
顯
容
易
受
到
成
員

衝
突
影
響
，
而
做
出
不

利
治
療
的
行
為
（
例
如

轉
移
會
談
焦
點
）。

	  

4	  
	  3
	  	  
2	  
	  1
	  

3-‐
6	  

能
適
時
分
別
運
用
內
容
與
過

程
，
以
促
成
治
療
性
結
果
。
	  

能
區

分
內
容
與
過

程
，
並
靈
活

運
用
以
促

能
區
分
內
容
與
過

程
，
並

適
時
在
過
程
層

能
夠
區
分

內
容
與
過

程
，
但
有
時
會
困
在
內

不
太
能
夠
區
分
內
容

與
過
程
，
常
會
困
在

會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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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治

療
性
結
果
。

面
加
以
介
入
。

容
裡
。

談
內
容
裡
。

3-‐
7	  

充
能
案
主
及

其
關
係
系
統
，
建

立
彼
此
間
以

及
與
社
群
的
正
面

關
係
。

充
能

特
定
成
員
，
以
推

動
他

與
其
關
係
系
統

及
資

源
社
群
建
立
正

面
關

係
。

充
能
特
定
成
員
，
以
推

動
他
與
其
關
係
系
統

建
立
正
面
關
係
。

有
時
能
推

動
特
定
成

員
與
其
關

係
系
統
建

立
正
面
關

係
。

未
能
推
動
案
主
與
其

關
係
系
統
建
立
正
面

關
係
。

4	  
3	  

2	  
1	  

3-‐
8	  

針
對
案
主
的

狀
況
需
要
，
調
整

介
入
（
例
如

案
主
的
性
別
、
年

齡
、
社
經
地

位
、
文
化
/種

族
/

民
族
、
性
傾

向
、
身
障
、
個
人

史
、
社
群
等

）。

對
案

主
特
殊
需
要
敏

感
，
並
能
及
時
調
整
介

入
以

適
合
案
主
需
要
。

能
針
對
案
主
的
狀
況

需
要
而
調
整
介
入
。

有
些
時
候
，
能
夠
考
慮

到
案
主
特

殊
的
情
況

需
要
而
調

整
介
入
。

未
能
針
對
案
主
的
狀

況
需
要
調
整
介
入
，
多

根
據
理
論
或
計
畫
步

驟
進
行
。

4	  
3	  

2	  
1	  

3-‐
9	  

修
正
不
見
成

效
的
介
入
，
以
達

治
療
目
標
。

能
及

時
察
知
介
入
不

見
成

效
，
並
有
效
加
以

修
正

，
以
達
治
療
目

標
。

能
察
知
介
入
不
見
成

效
，
並
有
效
加
以
修

正
，
以
達
治
療
目
標
。

有
時
能
察

知
介
入
不

見
成
效
，
但
未
必
能
加

以
修
正
，
以
達
治
療
目

標
。

未
能
察
知
介
入
不
見

成
效
，
也
未
能
及
時
加

以
修
正
。

4	  
3	  

2	  
1	  

3-‐
10
*	  

說
明
介
入
理

由
時
，
能
整
合
評

估
資
訊
並
呼

應
治
療
目
標
與
計

畫
。

介
入

能
整
合
所
有
評

估
資

訊
，
並
符
合
所
有

成
員

的
期
待
。

介
入
能
整
合
評
估
資

訊
，
並
與
治
療
目
標
一

致
。

其
介
入
能

整
合
部
份

評
估
資
訊
，
但
未
能
與

治
療
目
標

相
符
。

其
介
入
未
能
整
合
資

訊
，
亦
不
符
合
其
治
療

目
標
。

4	  
3	  

2	  
1	  

3-‐
11
	  

在
治
療
歷
程

中
能
覺
察
自
我
受

到
系
統
之
影

響
，
能
運
用
自
我

促
進
治
療
目

標
。

能
夠

覺
察
自
我
與
系

統
的

相
互
影
響
，
並
能

運
用

自
我
促
進
治
療

目
標

。

能
夠
覺
察
自
我
與
系

統
的
相
互
影
響
，
並
嘗

試
運
用
自
我
促
進
治

療
目
標
。

有
時
能
覺

察
自
我
與

系
統
的
相

互
反
應
，
未

能
運
用
自

我
促
進
治

療
目
標
。

未
能
覺
察
自
我
與
系

統
的
相
互
影
響
。

4	  
3	  

2	  
1	  

3-‐
12
	  

設
定
適
當
界

限
，
處
理
治
療
三

角
議
題
。

能
夠

覺
察
系
統
在
拉
攏

治
療

師
以
形
成
三
角
關

係
，

能
設
定
適
當
界

線
，

妥
善
處
理
。

能
夠
覺
察
系
統
在
拉

攏
治
療
師
以
形
成
三

角
關
係
，
並
嘗
試
設
定

界
線
。

能
夠
覺
察

系
統
在
拉

攏
治
療
師

以
形
成
三

角
關
係
，
但
無
能
力
處

理
。

未
能
覺
察
自
己
已
與

系
統
形
成
三
角
關
係
。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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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3
	  

能
妥
善
處
理

風
險
、
危
機
及
突

發
緊
急
狀
況

。

面
對

風
險
、
危
機
或
突

發
緊

急
狀
況
，
能
妥
善

處
理
，
不
致
破
壞
治
療

關
係
。

面
對
風
險
、
危
機
或
突

發
緊
急
狀
況
，
有
能
力

加
以
處
理

面
對
風
險
、
危
機
或
突

發
緊
急
狀

況
，
有
時
能

處
理
，
有

時
不
知
如
何

處
理

不
知
如
何
處
理
風

險
、
危
機
或
突
發
緊
急

狀
況

4	  
3	  

2	  
1	  

四
、

個
案

管
理
	  	  
(總

分
__
__
_	  

/ 1
6	  
=	  
__
__
_)
	  

【
4-‐
1
形
成
治
療
計
畫
】
	  

4
熟

練
	  

3
勝

任
	  

2	  
學

習
中

	  
1	  

新
手

	  
目

前
程

度

4-‐
1-‐
1	  

整
合

案
主

回
饋
、
評

估
分

析
、

脈
絡
資
訊
和
診
斷
，
與
案
主
一

起
發
展
形
成
治
療
目
標
與
計

畫
。

形
成

治
療
目
標
與
計
畫
時

能
將

案
主
回
饋
、
評
估
分

析
、

脈
絡
資
訊
與
診
斷
全

部
納

入
考
慮
，
並
與
案
主

討
論

形
成
共
識
。

形
成
治
療
目
標
與
計

畫
時
能
將
案
主
回

饋
、
評
估
分
析
、
脈
絡

資
訊
與
診
斷
全
部
納

入
考
慮
。

形
成
治
療
目
標
與
計

畫
時
能
將
案
主
回

饋
、
評
估
分
析
、
脈
絡

資
訊
與
診
斷
部
分
納

入
考
慮
。

不
知
如
何
形
成
適
當

的
治
療
目
標
與
計
畫
。
	  
4	  

3	  
2	  

1	  

4-‐
1-‐
2	  

針
對
案
主
的
需
要
、
目
標
與
價

值
，
選
擇
合
宜
的
治
療
方
式
與

技
術
。

能
針

對
案
主
的
需
要
、
目

標
與

價
值
，
選
擇
有
效
率

的
治

療
方
式
與
技
術
。

能
針
對
案
主
的
需

要
、
目
標
與
價
值
，
選

擇
合
宜
的
治
療
方
式

與
技
術
。

知
道
各
種
治
療
方
式

與
技
術
，
但
不
知
如
何

選
擇
以

符
合
案
主
的

需
要
。

不
清
楚
有
哪
些
治
療

方
式
與
技
術
可
供
選

擇
。

4	  
3	  

2	  
1	  

4-‐
1-‐
3	  

設
定
治
療
目
標
的
優
先
順
序
	  

面
對

多
重
治
療
目
標
時
，

能
判

斷
其
嚴
重
性
、
危
機

程
度

與
可
行
性
，
設
定
出

治
療

目
標
的
優
先
順
序
，

且
能

促
進
治
療
成
效
。

面
對
多
重
治
療
目
標

時
，
能
判
斷
其
嚴
重

性
、
危
機
程
度
與
可
行

性
，
以
設
定
治
療
目
標

的
適
當
優
先
順
序
。

面
對
多
重
治
療
目
標

時
，
對
其
嚴
重
性
、
危

機
程
度
與
可
行
性
的

判
斷
不
佳
。

面
對
多
重
治
療
目
標

時
，
無
法
判
斷
其
嚴
重

性
、
危
機
程
度
與
可
行

性
。

4	  
3	  

2	  
1	  

【
4-‐
2
評
估
治
療
進
展
】
	  

4
熟

練
	  

3
勝

任
	  

2	  
學

習
中

	  
1	  

新
手

	  
目

前
程

度

4-‐
2-‐
1	  

評
估
治
療
朝
設
定
目
標
進
展

的
情
形
。

能
主

動
透
過
案
主
及
其
他

來
源

回
饋
，
正
確
評
估
目

能
夠
透
過
案
主
及
其

他
來
源
回
饋
，
正
確
評

能
透
過
案
主
及
其
他
來

源
回
饋
，
評
估
目
前
治

無
法
評
估
治
療
是
否

朝
向
治
療
目
標
進
展
。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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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有
沒
有
在
走
，
走
的
方
向
對

不
對
)	  

前
治

療
是
否
朝
設
定
目
標

進
展

。
	  

估
目
前
治
療
是
否
朝

設
定
目
標
進
展
。
	  

療
是
否
朝
設
定
目
標
進

展
，
但
其
評
估
可
能
與

實
際
情
況
有
距
離
。
	  

4-‐
2-‐
2	  

根
據
治
療

進
展
，
評
估
治
療
結

果
。

 
(猜

得
到
治
療
是
否
有

效
果
)	  

能
根

據
治
療
進
展
，
準
確

推
論

治
療
可
能
的
成
效
。
	  
能
根
據
治
療
進
展
，
推

論
治
療
可
能
成
效
。
	  

根
據
治
療
進
展
評
估

治
療
效
果
的
準
確
性

不
佳
。
	  

無
法
根
據
治
療
進
展
，

評
估
治
療
效
果
。
	  

4	  
	  3
	  	  
2	  
	  1
	  

4-‐
2-‐
3	  

評
估
案
主

對
介
入
的
反
應
或

回
應
。
評
估
案

主
因
移
情
、
原

生
家
庭
、
目
前

壓
力
程
度
、
生

活
狀
況
、
文
化
脈
絡
等
因
素
對

治
療
介
入

的
反
應
及
對
治
療

結
果
的
影

響
。
	  

能
敏

感
於
個
案
反
應
及
多

元
訊

息
回
饋
，
來
判
斷
案

主
對

特
定
介
入
的
接
受
程

度
。
	  

能
透
過
觀
察
或
多
元

管
道
蒐
集
案
主
反

應
，
來
判
斷
案
主
對
特

定
介
入
的
接
受
程
度
。
	  

只
能
透
過
案
主
較
強

烈
的
反
應
，
得
知
案
主

對
特
定
介
入
的
接
受

程
度
。
	  

未
能
透
過
案
主
反
應

來
判
斷
案
主
對
特
定

介
入
的
接
受
程
度
。
	  

4	  
	  3
	  	  
2	  
	  1
	  

4-‐
2-‐
4	  

評
估
介
入

是
否
與
治
療
模
型

及
改
變
理

論
一
致
。
	  

能
檢

核
自
己
的
治
療
介
入

是
否

符
合
特
定
治
療
模
型

及
改

變
理
論
，
且
彼
此
間

具
邏

輯
連
貫
性
。
	  

能
檢
核
自
己
的
治
療

介
入
是
否
符
合
特
定

治
療
模
型
及
改
變
理

論
。
	  

在
督
導
引
導
協
助

下
，
能
檢
核
自
己
的
治

療
介
入
是
否
符
合
特

定
治
療
模
型
及
改
變

理
論
，
但
彼
此
間
未
必

一
致
。
	  

未
能
評
估
其
治
療
介

入
是
否
符
合
任
何
治

療
模
型
或
改
變
理
論
。
	  

4	  
	  3
	  	  
2	  
	  1
	  

4-‐
2-‐
5	  

評
估
治
療

師
與
案
主
對
治
療

目
標
及
問

題
診
斷
的
同
意
程

度
。
(一

致
性
)	  

能
主

動
察
覺
並
正
確
評
估

自
己

與
案
主
對
治
療
目
標

及
問

題
診
斷
是
否
一
致
。
	  

能
正
確
評
估
自
己
與

案
主
對
治
療
目
標
及

問
題
診
斷
是
否
一
致
。
	  

在
督
導
協
助
下
，
能
正

確
評
估
自
己
與
案
主

對
治
療
目
標
及
問
題

診
斷
是
否
一
致
。
	  

	  

無
法
評
估
自
己
與
案

主
對
治
療
目
標
及
問

題
診
斷
是
否
一
致
。
	  

4	  
	  3
	  	  
2	  
	  1
	  

4-‐
2-‐
6	  

評
估
治
療

師
的
專
業
勝
任
程

度
，
與
治

療
適
配
性
。
	  

能
很

快
察
覺
治
療
適
配
有

問
題

，
並
能
正
確
評
估
自

能
正
確
評
估
自
己
是

否
有
能
力
勝
任
目
前

在
督
導
引
導
協
助

下
，
能
評
估
自
己
是
否

無
法
評
估
自
己
是
否

有
能
力
勝
任
目
前
的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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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是

否
有
能
力
勝
任
目
前

的
治

療
，
適
不
適
合
與
這

個
案

家
工
作
。

的
治
療
，
適
不
適
合
與

這
個
案
家
工
作
。

有
能
力
勝
任
目
前
的

治
療
，
適
不
適
合
與
這

個
案
家
工
作
。

治
療
，
適
不
適
合
與
這

個
案
家
工
作
。

【
4-‐
3
處
理
結
案
/轉

介
】
	  

4
熟

練
	  

3
勝

任
	  

2	  
學

習
中

	  
1	  

新
手

	  
目

前
程

度

4-‐
3-‐
1	  

評
估
治
療
結
果
以
決
定
案
主

需
要
繼
續
、
終
止
治
療
或
轉

介
。

能
多

方
考
慮
各
種
線
索

(案
主
反
應
、
行
為
、
治
療

進
展
、
治
療
效
果
)，

進
行

周
延

評
估
，
以
決
定
是
否

應
繼

續
或
終
止
治
療
，
或

需
要

進
行
轉
介
。

能
根
據
各
種
資
訊
及

治
療
結
果
評
估
，
並
決

定
是
否
應
繼
續
或
終

止
治
療
，
或
需
要
進
行

轉
介
。

能
考
慮
各
種
資
訊
及

治
療
結
果
，
對
是
否
應

繼
續
或
終
止
治
療
，
或

需
要
轉
介
進
行
評

估
，
但
有
困
難
做
出
最

後
決
定
。

無
法
評
估
治
療
結
果

以
決
定
治
療
的
下
一

步
。

4	  
3	  

2	  
1	  

4-‐
3-‐
2	  

達
成
治
療
目
標
時
，
進
行
建
設

性
結
案
。

能
與

案
主
充
分
討
論
後
，

規
劃

雙
方
同
意
的
結
案
時

程
計

畫
，
並
根
據
計
畫
進

行
結

案
。

能
規
劃
合
理
的
結
案

時
程
計
畫
，
並
根
據
計

畫
進
行
結
案
。

在
督
導
引
導
協
助

下
，
能
規
劃
出
合
理
的

結
案
時
程
計
畫
，
並
根

據
計
畫
順
利
進
行
結

案
。

無
法
覺
察
已
達
成
治

療
目
標
，
亦
不
知
如
何

進
行
結
案
的
動
作
。

4	  
3	  

2	  
1	  

4-‐
3-‐
3	  

發
展
終
止
治
療
及
事
後
照
護

的
計
畫
。

能
根

據
案
主
需
要
，
引
進

支
持

性
資
源
，
發
展
治
療

後
適

當
照
護
計
畫
。

能
引
進
支
持
性
資

源
，
發
展
治
療
後
適
當

照
護
計
畫
。

在
督
導
引
導
協
助

下
，
能
根
據
案
主
需

要
，
引
進
支
持
性
資

源
，
發
展
治
療
後
適
當

照
護
計
畫
。

未
能
覺
察
案
主
需
要

治
療
後
照
護
計
畫
，
也

不
知
如
何
發
展
該
計

畫
。

4	  
3	  

2	  
1	  

【
4-‐
4
系
統
資
源
協
調
合
作
】
	  

4
熟

練
	  

3
勝

任
	  

2	  
學

習
中

	  
1	  

新
手

	  
目

前
程

度

4-‐
4-‐
1	  

與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合
作
，
包

括
未
出
席
的
家
人
、
重
要
他
人

及
專
業
人
員
。

能
與

相
關
的
利
害
關
係
人

合
作

，
且
態
度
上
堅
持
不

輕
易

放
棄
，
並
能
運
用
多

元
策

略
克
服
困
境
。

能
與
相
關
的
利
害
關

係
人
合
作
，
且
能
有
效

克
服
合
作
困
境
。

能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合

作
，
但
遭
遇
合
作
挑
戰

時
無
法
克
服
困
難
。

無
法
與
其
他
利
害
關

係
人
合
作
。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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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2	  

尊
重

多
元

觀
點
，
包

括
案

主
、

團
隊
、
督
導
、
及
其
他
與
個
案

相
關
的
專
業
人
員
。

主
動

納
入
並
尊
重
、
包

容
、

接
納
不
同
意
見
及
多

元
觀

點
。

能
尊
重
、
包
容
、
接
納

不
同
意
見
及
多
元
觀

點
。

瞭
解
尊
重
多
元
觀
點

的
重
要
性
，
但
礙
於
自

己
價
值
偏
好
未
必
能

做
到
。

認
為
自
己
的
意
見
是

正
確
的
，
無
法
接
受
其

他
人
的
意
見
。

4	  
3	  

2	  
1	  

4-‐
4-‐
3	  

指
引
案
家
善
用
資
源
系
統
，
協

助
案
主
獲
得
所
需
的
支
持
。

能
提

供
必
要
資
源
系
統
資

訊
給

案
主
，
並
能
協
助
案

主
順

利
獲
得
所
需
支
持
。

能
提
供
必
要
資
源
系

統
資
訊
給
案
主
。

提
供
的
資
源
系
統
資

訊
未
必
符
合
案
主
需

要
。

不
熟
悉
相
關
資
源
系

統
，
不
知
如
何
指
引
案

家
獲
得
相
關
資
訊
。

4	  
3	  

2	  
1	  

4-‐
4-‐
4	  

將
督
導
及
工
作
團
隊
意
見
整

合
至
治
療
中
。

能
及

時
主
動
尋
求
督
導
協

助
，
將

督
導
和
工
作
團
隊
的

意
見

整
合
至
治
療
中
。

能
夠
將
督
導
和
工
作

團
隊
的
意
見
整
合
至

治
療
中
。

能
接
納
督
導
和
工
作
團

隊
的
意
見
，
但
無
法
將

其
整
合
至
治
療
中
。

治
療
遭
遇
困
境
時
，
未

能
尋
求
督
導
或
其
他

人
協
助
。

4	  
3	  

2	  
1	  

研

簽
名
：

您
的
專
業
背
景
(請

圈
選
)：

心
理
師
、
社
工
師
、
輔
導
老
師
、
醫
師
、
其
他
：

您
的
相
關
專
業
經
驗
年
資
：
	  	  
	  	  
	  	  
	  	  
	  	  
	  	  
	  年

過
去
一
年
內
，
您
接
觸
的
親
子
/家

庭
/伴

侶
個
案
，
平
均
每
個
月
有
：

小
時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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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初是什麼原因讓你想要參加這個培訓課程？

2. 你當初對於這個課程的期待和想像是什麼？

3. 上完整個課程之後，你對這個課程的認識是什麼？和原先的想像有落差嗎？

4. 以 1 到 10 分評估「自己在這個課程的投入程度」，10 分是代表自己全身心投入，

1 分代表你覺得自己完全無法投入。請問你會給自己打幾分呢？為什麼？

5. 我們的課程分成講座、讀書會、演練、驗收、影片賞析、督導這些部分，請問你

在這些部分的經驗是什麼呢？對妳有什麼影響/幫助嗎？可以舉例說明嗎？

其中可以具體問： 

➢ 講座：每一次的講座對學習是否有幫助？有什麼幫助？

➢ 督導：自己提案/組員提案，對學習是否有幫助？

➢ 驗收：驗收方式（現場演練/影片）、老師/助教回饋、看同學提案，對學習

是否有幫助？

6. 這些部分有沒有你覺得還可以改善的地方？或有沒有其他你期待可以發生，對妳

有幫助的事情？

7. 同儕以及助教對妳而言是什麼樣的幫助？

8. 在這一年的學習過程中，是否有讓你覺得困難、挫折的部分？你是如何度過的？

9. 這一年的學習經驗中，對妳來說哪些最重要？哪些對於你增進實務工作能力最有

幫助？

10. 這個過程對你原本的工作有幫助嗎？怎樣的幫助？（可以舉例說明嗎？）

11. 你認為自己原本的工作領域對你學習這個課程有影響嗎？

12. 以 1 到 10 分評估「課程結束後，你對於進行家庭工作的準備程度」，10 分是代

表覺得自己可以開始進行家庭治療工作，而 1 分代表你覺得自己目前完全無法勝

任家庭治療工作。請問，你會給自己打幾分呢？原因為何？

13. 請你分別形容一下剛參加課程的你、經歷完「驗收」的你、上完全部課程的你，

的狀態。

14. 你記得是什麼讓你產生了這些轉變嗎？

15. 還有沒有我們沒有問到的學習經驗，是你印象深刻，想跟我們分享的？

16. 你會給之後參加課程的學員什麼建議？

附錄四：訓練結束後一個月時之個別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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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語： 

大家好，首先我要歡迎各位。謝謝撥冗前來參加，討論大家課程結束後的

這三個月以來，在工作、生活中的一些體驗。我的名字叫做…，今天負責主持

這一場次的討論。 

這次的討論是XXX成效研究的一部分，成果用以瞭解XXX家庭師培訓課

程對學員的專業學習會產生什麼具體成效，以利未來持續改善課程設計，能協

助更多人成為優質的家庭治療師。 

在這次討論中我們會有錄音、錄影，這樣我們就不會遺漏了各位的意見。

但是請放心，在處理資料時，我們將恪遵保密原則，大家可以暢所欲言。 

雖然我們大家都認識了，但今天我們還是在每位面前都放置了一個名牌

座。如果你想要延續某人說過的某個意見，或是你想要表得同意或不同意某個

看法、或是你想要舉一個例子，請您儘管自在地去做。不要覺得你好像總是只

是在回應我的提問或是意見。請您自在地對這些討論的議題相互對談。 

我在這裡的目的主要是提出問題請教大家、傾聽各位的意見、以及確定每

位成員都有分享意見的機會。我們在意的是能否能夠聽到每一位成員的意見。

因此如果你說得太多的時候，我可能會提醒你、拜託你給留一點機會給別人。

如果你的說話機會比較少，我可能會邀請你發言。我們只是想要確定能聽到每

一位成員說說話。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這一場次的討論。 

問題大綱： 

1. 距離最後一次上課相隔三個多月，不知道大家對於之前的課程，印象最深

的是什麼？

2. 相較於課程剛結束時，現在你對於成為「成為家族治療師」或是「從事家

庭工作」的信心有什麼變化嗎？

3. 從課程結束至今，學習到的技術或能力是否能夠實際運用在工作上？哪些

可以用出來？

4. 工作效能有何不同？（變得輕鬆？突破工作上的瓶頸 or困難？）

5. 當你嘗試運用課程中學到的東西時，案主有何回饋？同事/主管有何反應？

6. 當嘗試運用在課程中學到的東西時，是否曾遇到困難？你當時如何處理？

你覺得需要什麼協助會更好？

7. 從課程結束至今，你覺得課程中對你最有幫助的部分為何？限制為何？

8. 就訓練方案而言，除了上述幾點外，還有對你產生什麼其他的影響嗎？

9. 你對於整體課程有何建議？

附錄五：焦點團體討論大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