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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輔導的基本概念、定義、哲學、目的

與香港學校輔導的趨勢
陸方鈺儀

「輔導被視為一種在學校課程或教學過程中具滲透性的力量，其目

的在於個人的潛能得以有最大的發揮。」──Myrick 1993

子曰：「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

 概要

本章首先探討中西文化傳統與輔導的關係，進而提供輔導與諮商的定義，探

索學校輔導的哲學價值、功能、對象和階段。文中不獨強調訓導與輔導在學

校教育中是相輔相成的，更提出訓、輔、教合一的需要。最後以本港的輔導

發展作結。

n	 本章目標

 本章有助你：

• 說出中西文化傳統與輔導的關係
• 辨識輔導與諮商
• 掌握學校輔導的哲學價值、功能、對象和階段
• 比較訓導與輔導的異同
• 理解訓、輔、教結合的重要性
• 知悉本港輔導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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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方鈺儀2

n	 預習：反思及討論

1. 香港的中西文化背景如何影響香港的輔導？

2. 你對訓、輔、教「三合一」有何看法？此方法在實際推行上有何困難？

3. 在你就讀╱實習的學校，可看到哪種輔導發展的趨勢？訓輔的重疊可

有構成問題？

n	 引言

 中國傳統崇尚儒家思想，儒家的教育理念更是根深柢固。《論語．衛

靈公》︰「子曰：有教無類」，意指老師教授學生，應不論學生的貧富、

出生地域、身份高低、聰明或愚鈍。孔子此言不但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

亦蘊含了其主張平等的思想。他的哲學一直為世人所沿用。而在西方理念

下，「輔導被視為一種在學校課程或教學過程中具滲透性的力量，其目的

在於個人的潛能得以有最大的發揮。」（Myrick 1993, 頁 2），足見個人

在中西的教育傳統下同樣重要。

n	 香港的輔導

 在探討香港的輔導和諮商服務時，我們不能忽視香港作為一個中西文

化薈萃的地方的獨特背景。一百四十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1840至 1997

年）為香港本土的教育和輔導建立了根深柢固的西方傳統色彩。Stevenson 

& Stigler（1992）和 Cheng（1990, 1995）；Cheng & Wong（1996）撰寫

了大量有關學校教育在東西方傳統上的差異。Cheng（1990）提及了教育

在中西文化下的長期衝突與鬥爭。不過，他指出，儘管在教育範疇上，教

育工作者似乎對接受中西傳統思想沒有太多矛盾，但他們卻正在試圖將兩

者合併為一個一致、協調的系統（Cheng 1990）。King（1996）亦認為整

個香港文化是在互相衝突的價值觀的爭持下形成的。

 基本上，輔導是由西方引進的，它的本質已被移接到一個富有中國傳

統的教育體系之中。我們預計本港的輔導將包含中西兩種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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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的基本概念、定義、哲學、目的與香港學校輔導的趨勢 3

n	 有關輔導的中國傳統

 中國傳統著重學生在德、智、體、群、美五方面的全人發展，並強調

紀律與德育。訓導組或訓導老師，會於每星期以德育為主題的週會上強調

紀律和道德灌輸；班主任則負責照顧學生的個人成長，因此班級成為幫助

學生成長的主要架構。這符合中國傳統內，教師作為「傳道、授業、解惑」

的角色。華人教師為學生「解決困惑」的角色與以輔導去幫助學生解決問

題為任務的宗旨不謀而合。然而，中國傳統的「解惑」，即解決問題或消

除疑惑，是由老師主導，而非西方「幫人自助」的理念。要明白香港的輔

導必須從香港環境底下的中西文化差異為起點。

n	 輔導（Guidance）的定義

 輔導是一個幫助人們對於一些影響他們生活，例如決定一種自己喜好

的生活方式，作出重要選擇的過程。輔導與諮商最大的分別，在於輔導著

重於幫助個人作出重要的選擇，而諮商則著重於幫助他們作出改變。大

部分的輔導工作早期都是在學校發生，一個成年人幫助學生做決定，例

如決定一種職業或學習課程。這種教師與學生的不平等關係，有利於幫助

欠缺經驗的人在生活中找到方向。同樣地，孩子們早已從父母、牧師、童

軍領袖及教練方面獲得輔導，他們在這過程中了解了自己和自己的世界
（Shertzer & Stone 1981）。這種輔導，無論什麼年齡或生活階段，都不會

過時，因為一個人往往在面對選擇時需要幫助。然而，這種輔導只是整個

專業諮商服務中的一部分（Gladding 2000）。

 根據 Shaw（1973），「輔導是一種存在於教學框架下的第三種力量」

（頁 7）。他還認為︰

輔導將被定義為一個課程……存在於以應用行為科學衍生出來的技

能及理論為目標的學校制度下，而這些技能主要以達到有關情感領

域的目標為宗旨。（頁 10）

 Milner（1980）則認為輔導是為當事人提供知識、資訊及意見，從而

讓他們能作出理智的抉擇。此外，Miller, Fruehling, & Lewis（1978）等人

則提出另一種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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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方鈺儀4

輔導是一個協助當事人透過獲得自我理解及自我方向來作出明智的

選擇，並以理智或自我修正的方法向自我選擇的目標進發（頁 7）。

 他們並歸納出輔導的七項基本原理：

1. 輔導是為所有學生提供的服務。

2. 輔導對象不分年齡。

3. 輔導應顧及學生的全面成長。

4. 輔導鼓勵同學作出自我發現及發展。

5. 輔導必須是一個由學生、家長、老師、行政人員及輔導員組成的合作

企業（cooperative enterprise）。

6. 輔導必須是任何教育計劃的一部分。

7. 輔導必須對個人及社會負責任。

 Myrick（1993）更指出：

輔導被視為一種在學校課程或教學過程中具滲透性的力量，其目的

在於個人的潛能得以有最大的發揮。

 他其後亦有論及有關輔導的課程、服務、活動、課堂、輔導人員及物

資等。而 Stone & Bradley（1994）則將輔導定義為一種經驗性的課程，其

目標為輔助個體對自己、別人及其身處的社會有更深入的認識，藉此使他

們能作出明智的選擇、解決問題和成為一個負責任的社區成員。

 綜合以上學者的意見，輔導包括以下特質：

1. 它包括有安排的計劃。

2. 它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

3. 它是一種為情感領域課程而設的力量。

4. 它的目標是使每個人的潛能得到最大的發揮。

5. 它幫助個人了解自己和他人、作出明智的選擇、解決問題，並成為對

社會負責的成員。

6. 它涉及行為科學理論和技能。

7. 它需要學生、教師、家長、支援專業人士和行政人員的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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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的基本概念、定義、哲學、目的與香港學校輔導的趨勢 5

 而學校輔導更有以下特色：

1. 幫助學生全人發展
2. 輔導服務應是發展性的
3. 輔導應該是預防性的（Hui 1998）

 案例一

畢業禮當天，馮老師收到了一封沒有署名的信，信內藏著一張心意卡，內裏

寫著：「Miss Fung，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扶持與教導，雖然我已畢業，但亦

希望你能愈教愈快樂 !」心意卡上只有簽名，卻沒有寫上署名，馮老師正在

猜想到底是哪位同學給她的心意卡，想不到寄卡人原來是子傑。馮老師教導

子傑已有四年多。起初，子傑性格孤僻寡言，成績並不出眾，亦不多與老師

交談，因此剛認識子傑時，馮老師對他沒有太深刻的印象。後來，子傑參加

了馮老師負責的話劇團，馮老師才發現子傑雖然比較沈默，但卻是個勇於嘗

試、認真好學，且創意甚高的好學生。馮老師感到十分欣慰，因為從子傑身

上，她體會到人本來就像白紙一樣平平無奇，但只要有充足的機會和適當的

啟發，讓個人發揮潛能，盡展所長，誰都可以有色彩燦爛的人生。

 廣義來說，這案例是輔導的例子。馮老師藉著課外活動幫助學生認識

自己的潛能，並得以將其全面發揮，這也表現了輔導是教育的一部分。馮

老師教導子傑四年，與他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係。透過參加馮老師的話劇

團，子傑從一個性格孤僻的學生變成一個勇於嘗試、認真好學，且創意甚

高的好學生。由此可見，在學校裏，課外活動是幫助學生發掘才能的重要

環節。

n	 諮商（Counselling）的定義

 輔導與諮商在定義上有本質的不同，各界對於諮商的定義亦眾說紛

紜。根據美國輔導學會（2004）的定義，諮商是「透過認知、情感、行為

或系統性干預的策略，處理在精神健康、心理或個人成長的原則下，對於

健康、個人發展、事業發展，以及病理學的應用」。在 2010年，美國輔

導協會的代表亦頒布了一個一致性的定義，指出諮商是「一門專業的關

係，賦予不同個人、家庭和團體實現心理健康、保健、教育和事業目標」，

作為輔導工作的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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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方鈺儀6

 這定義是將先前學者的定義加以發揮。Lewis（1970）認為諮商是一

個過程，通過與諮商人員（顧問）的互動，當事人（有困難的人）能以更

令個人滿意的方式來作出感受及行為，並由諮商人員提供資訊及反應，以

刺激當事人發展其行為，使當事人能更有效地自我協調及適應周遭環境。

這與Murgatroyd就美國心理協會心理輔導部門先前（1985）將諮商定義

為「幫助個人在成長過程中克服障礙，使其個人資源得到充分的發展」的

定義不謀而合。

 在教育方面，諮商可以說是諮商人員與一個暫時處於猶豫不決、混亂

或痛苦的當事人的互動下所建立的一種關係。它能協助個人以實際並有意

義的方法來作出自己的決定及選擇、解決困惑及處理憂傷的情緒（Milner 

1980）。其後，A. Jones （cited by Murgatroyd 1985）指出輔導是一個賦

予能力的過程，旨在幫助個人協調其生命，並通過學習、承擔責任、為自

己作出決定，來達致更進一步的成長與成熟。Nelson-Jones（1983）亦認

為諮商旨在幫助當事人（主要於醫療場所以外接見的人）幫助自己。諮商

人員的心理技能包括與當事人建立關係、助他們改變其感受、思想和行 

為等。

 此外，Rogers（1942）提出有效的諮商應由一個有結構性且寬容的關

係組成，這種關係能使當事人對自己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從而使他在這

新方向上採取嶄新及積極的措施。

 綜上所述，諮商的主要元素有：

1. 諮商是一個賦予當事人能力的過程；

2. 諮商能令當事人克服障礙、釋除疑惑及不快、採取新的措施；

3. 諮商是能達致個人成長及有效地適應環境的過程；

4. 諮商是一段關係。

 案例二

詠文是一名中二生，每天早上都會帶就讀二年級的妹妹上學再返回自己的學

校上課。一天，詠文因要提早上學而未能如常帶妹妹上學，改由婆婆照顧。

不幸地，妹妹意外被車撞死。詠文及家人傷痛不已，全家的精神陷入崩潰，

婆婆更因自責，情緒過於激動被送入院。詠文的媽媽要處理的事繁多，因此

致電周老師，希望她能安撫詠文。周老師於是相約詠文單獨交談。詠文一見

到周老師便忍不住流下淚來，她悔恨自己當天沒有帶妹妹上學。周老師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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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的基本概念、定義、哲學、目的與香港學校輔導的趨勢 7

詠文的手說，妹妹的死是意外，更鼓勵她要堅強，不要令父母操心，又與詠

文一同祈禱，盼望妹妹安息。事後，詠文亦堅強面對，每天如常上課，慢慢

接受妹妹離世的事實。

 本案例是諮商的例子。在學生的家庭發生問題時，家長要求老師幫助

輔導學生是常見的情況。周老師與詠文的良好關係，可從詠文一見周老師

便忍不住流淚可見。周老師關心詠文而主動與她傾談，也知道詠文與妹妹

感情深厚。周老師的關懷與聆聽，不獨撫平詠文的情緒，亦能除去詠文以

為妹妹的死跟自己未有帶妹妹上學有關的疑惑，可見周老師能幫助詠文慢

慢接受妹妹離世的事實及回復正常生活。至於拖著詠文的手，與詠文一起

祈禱，鼓勵詠文要堅強，不要令父母擔心的處理是否恰當則有所爭議。

n	 輔導的哲學理念

 從哲學的角度看，輔導重視個人，以了解為核心，並認為人人生而平

等，因此每個人應有接受足以發展其最大潛能的教育機會。

n	 輔導的功能

                        圖 1.1   輔導的功能

 輔導的功能可包括預防、發展和治療。預防指在問題未發生前已提

供輔導服務，發展指輔導需配合學生的成長需要。成長教育（包括要達

成全人發展）是本港預防和發展輔導的重要環節，當中亦包括跨學科課

發展

預防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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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方鈺儀8

程（cross-curricular programmes）如公民教育與德育、課外活動（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如體藝活動與學科屬會等。治療則是指學生遇到問題

時，介入處理學生的問題。

n	 學校輔導的目標

 學校輔導的目標在於提升學生的學習與成長（Johnson 2000; Campbell 

& Dahir 1997），幫助學生邁向全人發展。由於輔導具預防性質，因此輔

導服務應在學生遇到困難前便提供。李氏（Lee 2001）曾在〈性別，階級，

種族〉的文章中提到，性別、階級與種族差異是真實存在的，且對學生的

影響深遠，不容忽視。

n	 輔導的目的、對象、階段和輔導員

一般學校的輔導模式

 根據游黎麗玲（1998）所述，早期學校輔導工作大多缺乏模式，以致

目標混亂。後來，Shaw於 1973年歸納出一個模式，將輔導的目的、對象、

時間和策略一併考慮，即考慮為何、為誰、何時及如何輔導。表 1.1顯示

早期的輔導階段是一般性的預防和發展，因此應為所有學生提供長期的輔

導服務。而在輔導服務的中期，大多數的對象是問題學生，因此這階段

的目的是及時鑑別和輔導有問題的學生。最後指出若問題惡化至輔導的後

期，輔導的目的則是診斷與治療有嚴重問題的學生。

 表 1.1解釋學生輔導的目的、對象、何時實施輔導和誰來擔當輔導員，

並指出校內輔導員群體合作的重要性。

表 1.1　輔導的目的、對象、階段和輔導員

輔導的時期 輔導的目的 輔導的對象 輔導員

早期 發展性和預防
性

全部學生 全體老師（尤其是班主任）、職業
輔導主任（後者只設在中學）

中期 及時的鑑別和
輔諮

問題學生 學生輔導教師、教學輔導教師、學
校社工（後兩者只設在中學）

後期 診斷和治療 嚴重問題學生 心理治療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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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服務的目標在於預防問題的發生、幫助學生正常發展、及時鑑別

有問題的學生，盡早幫助他們解決問題，甚或將嚴重問題的學生轉介校外

的心理治療員作診斷和治療。

 在預防性和發展性的原則下，輔導服務應在早期以長期服務的方式提

供給全體學生。由於全體學生均需長期且具發展性的輔導，因此全體教師

的參與是必須的。一般情況下，若發現學生需要專業輔導時，教師應把學

生轉介予輔導教師進行輔導；若學生的問題來自家庭而需要家庭輔導的

話，學生輔導教師便應把學生轉介予駐校社工；有嚴重心理問題的學生則

應轉介予校外的心理治療員。在積極發展輔導服務的情況下，需要個別輔

導的學生人數將大大減少，而有嚴重心理問題而需轉介心理治療員的學生

人數更會減至最少。

n	 輔導與訓導的異同

 對於學校來說，輔導與訓導同樣重要，兩者是互相補足的（Kehas 

1970）；Shertzer & Stone（1981）。林孟平（1988）指出，訓導與輔導是

相輔相成、殊途同歸的。表 1.2解釋輔導與訓導的異同：

輔導 訓導 比較範圍

1. 肯定個人的價值
2. 在責任中善用個人的權利和自由
3. 促進個人全面的成長
4 容納並重視個人的獨特性
5. 個人而保密

1. 肯定社群的重要
2 維持社群的秩序和紀律
3. 協助個人在社群中作出適應
4 著重整齊劃一
5. 集體而公開

全體與個人

6. 全人的關注
7. 從內而外
8. 啟發性和著重自覺
9. 著重內控力的培養

6. 偏重外在行為
7. 從外而內
8. 抑制性和約束性
9. 著重外控力的培育

內與外

10. 著重慈愛、體諒和寬宥 10. 具法治精神 嚴與慈

11. 管教中重自律 11. 管教加上懲罰和獎勵 積極和消極

表 1.2 輔導與訓導（游黎麗玲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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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與個人

 大體而言，由於訓導對於人數多的團體更易收效，訓導著重外在紀律，

而紀律及外在行為的具體標準顯而易見，因此只要適當利用榮譽、權威、

法律等手段就能很快收到治標的功能。但是，我們不能忽略在團體中學生

之間的獨特差異。無法適應紀律者往往受到紀律處分，可是處分後未必能

收預期的效果。此時，我們應以輔導來協助他們適應困難，排除生理、心

理、教育、環境和家庭等不同因素所造成的困擾。就整個大團體而言，輔

導只能照顧個別學生，充當訓導的助手，然而若無輔導的協助，訓導則

未能照顧個別學生的需要，所以兩者須相輔相成，方能照顧每個學生的需

要，助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游黎麗玲 1998）。

內與外的比較 

 從教育觀點來看，訓導著重外在的統一與紀律，因此學校成立校規，

希望藉此約束學生的行為，使其不可違規或出現偏差行為。可是，外在行

為的約束只能將學生塑造成一個個守法安份者，未能協助學生解決內在的

矛盾與衝突。而輔導作為一種自治的方法，能使學生從內而外地自我約

束，從而建立正確的待人處事方式。事實上，輔導與訓導同樣重要，若兩

者能相輔相成，必能事半功倍，使學生表裏一致（游黎麗玲 1998）。

嚴與慈的對立

 正如上文所說，訓導以整間學校為著眼點，且訂明規章制度，要求所

有學生遵守和實行。若有違規者，則按章處罰；若有良好表現者，則予以

嘉許。這能維護大多數學生的利益和創造良好的學習氣氛，維持學校安定

和愉快的環境，幫助學生發揮所長，改善其短。然而，對部分學生來說，

嚴懲只能抑制其外在行為，其內在的心理衝突、情緒等問題則未能得以宣

洩，在此情況下，輔導便成了訓導的「互補」。教師以慈愛的態度去了解

個別學生的特殊需要，疏導其心理衝突和情緒，好讓訓導得以順利施行，

深化教育效果（游黎麗玲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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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與消極

 林孟平（1988）指出一個犯事的學生經訓導主任按章管教、懲罰後，

若訓導主任未能進一步處理學生在受罰過程中所產生之負面情緒，學生有

可能變得羞憤、反叛、自暴自棄和消極逃避，因此最好是由輔導主任從旁

協助學生從中吸取教訓，使其獲得成長的體驗。

 由此可見，訓導不能沒有輔導，輔導也不能缺少訓導，兩者殊途同歸

且必須相輔而行。學校的訓導和輔導人員應充分溝通，互相協調，這樣才

能達到最終的教學目標，促成學校教育的功能。

n	 本港學校的輔導與訓導

 在本港的學校，輔導和訓導工作是由兩個小組的教師負責執行。輔導

小組，即所謂的輔導團隊，負責為有需要的學生提供諮詢服務，並設計不

同計劃，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教育統籌局（教育署 2001）所制定的學

生輔導指引說明：

輔導工作可幫助學生發揮潛能，讓他們學習各種應有的社交技巧、

明辨是非，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和適應社會經濟的轉變，使他們掌握

更多技巧，預備將來投身社會。此外，教師進行輔導時，可透過適

時的協助和給予恰當的意見來預防學生發生的問題，或幫助學生克

服困難。培育青少年的成長，學校輔導與家庭輔導是相輔相成的。

 學生訓育工作指引（EMB 2004）內進一步說明：

訓育的含義並不止於規則及約束。我們不希望學生只在受到嚴密監

視或在懲罰的阻嚇下，才會循規蹈矩。我們希望教導學生能夠慎思

明辨、分析困境、解決疑難及懂得如何作出明智的抉擇。學生從教

師的行為和信念所學會的比從教師所講解的知識為多。當教學具有

意義而教師又能因材施教，學生便能對學習產生高度的成就感，這

能培養他們對班級以至學校的歸屬感。這樣，當他們離開學校時，

即使沒受到教師的嚴密監視，他們仍會作出負責任的行為。我們希

望學生能夠鍛鍊自制及自律能力，將來成為一個有責任感及思想成

熟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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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三

各校訓輔合一的模式都不一樣，試比較學校 A與學校 B的訓輔模式，再想想

你所讀或曾實習的學校，其訓輔模式又是怎樣的呢？

學校 A

• 大部分教師著重紀律，抱持「先管後教」的理念。

• 課堂上，教師擔任指揮官的角色，因此訓導成為解決學生行為問題的首

要辦法。

• 於課室層面，學校強調服從、順從和集體主義。

學校 B

• 校長主張全人教育，並引進全方位學校輔導及訓導模式。

• 輔導和訓導被視為一合作性的協助過程，兩部門關係密切。

• 教師在課堂上擔當輔導者的角色，但同時強調維持課堂秩序的必要性。

• 學校被形容為一個「向前」和「越來越健康」的有機體，有助改善學生

行為、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提升學校團隊和學生學業的表現。

n	 訓導、輔導與教學的結合 

 發展中的孩子在學習過程中必定會遇到不同的困難和需要，此時，給

予適當的輔導能協助他們處理其需要與困難。就本質而言，輔導是一種

精神、一種態度、一種方式或一種媒體（吳武典 1980），凡是教育工作

者，都有責任輔導學生。不過，輔導工作除了應由全體教師及行政人員共

同投入，於功能上與學校實行的教學與訓導相輔相成外，還必須整合社區

資源，適切地配合與發展，以達致「發展重於預防，預防勝於治療」的教

育理念。教學工作除了直接教授成長教育課程或將成長議題滲透於各學科

外，最重要的是以輔導的精神教導學生。學校教師、班主任、輔導教師、

專業輔導人員、行政人員等各方，必須清楚了解自身輔導角色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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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香港輔導發展的趨勢

由補救至預防的發展

 香港的輔導及諮商服務逐漸跟隨國際趨勢，從個案或補救方式趨向發

展性與預防性的方式（Baker 1996; Branden 1992; Canfield 1990; Hui 1997; 

Lam 1984, 1995; Luk-Fong & Lung 1999）。至於香港的訓導和諮詢服務多

年來亦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在 1950年代，這些服務大多以職業輔導的形

式出現於中學之中。其後，於 1970年代和 1980年代期間，這些服務改以

個案工作方式配合小組活動進行（Hui 1991）；最後於 1990年代演變為「全

校參與」模式。

 全港首份有關輔導的官方文件《中學學生輔導工作──給校長和教師

參考的指引》（教育署 1986）強調教師、班主任、輔導教師、輔導小組負

責人、社會工作者、校內工作人員、家長及其他專業人員之間互相團體合

作的重要性。1990年，教育統籌委員會在《教育統籌委員會第四號報告書》

內引進了「全校參與」模式（Whole School Approach to Guidance）。及後，

更於 1993年和 1995年公佈了全校參與輔導的中學（Education Department 

1993b; 1995b）及小學（Education Department 1993a; 1995a）指引。自此

以後，「全校參與」模式便成了香港學校輔導工作的藍圖。

由訓輔相爭至訓輔合一

 輔導是西方理念，最初引進香港學校時與傳統的訓導造成很多衝突與

矛盾。一般的中學設有訓導組及輔導組。訓導組負責處理學生的行為和紀

律問題，而輔導組則專責學生的情緒發展及協助他們面對家庭、學習及社

交等方面帶來的困擾。由於工作性質及取向不同，訓導老師常給予學生嚴

厲的印象，令學生敬而遠之；至於輔導組老師給予學生慈愛的印象，則廣

受學生歡迎。由於訓導組多以懲罰的處理手法來抑制問題的再次出現，因

此能收即時之效，故較多老師採用。然而，若果訓、輔兩組不能互相協調

的話，便很容易有兩組各自為政，甚至互相對立的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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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所推行的全方位學生輔助系統正式在政策上將訓輔組納入同一

委員會。至 2004年，教統局將訓育組及學生輔導組合併，凸顯訓、輔合

一的重要。現時，部分學校已實行不同的訓輔合一模式，包括兩組高度協

作、兩組收編在專責學生成長的委員會之下，甚至兩組合而為一。然而，

不同的學校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價值及信念，教師、學生及家長對於訓

導及輔導已有一套恆久的觀念和理解，未必能夠適應及接受這種新的訓輔

模式，以致該模式未必能獲得理想的效果（麥德彰 2010）。

成長課的發展

 個人成長教育是全方位學生輔導系統的一個主要部分，在施行上體驗

了訓、輔、教合一的重要性。教育署輔導組於 1993年開始，在香港四間

試點中學及八間試點小學實施改編自 Radd（1993）的輔導成長先導計劃。

根據教育署輔導組的評估，成長先導計劃的成效相當不錯。學生、老師、

家長和校長都有正面的回應（教育署 1999）。

本港老師與學生均喜歡班主任和個人成長課

 Hui（1998）在香港中學進行的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喜歡接觸班主任

多於社工。教師和學生均肯定輔導應以具前瞻性和長線發展的形式，進行

個人成長課或班主任課，但他們對補救性的輔導則仍有保留。 

啟發潛能教育

 自 1990年代開始，啟發潛能教育在本港已相當流行。啟發潛能教育

是由美國William Watson Purkey所創立的。他認為「好的教學，是一個啟

發學生潛能的過程，令他們把自己看成有能力、有價值和自我主導的人」

（Purkey & Novak 1996, 頁 34）。由此可見，啟發潛能教育是一道德理論

的實踐，其五個主要命題如下：

一 . 人是有能力、有價值和負責任的，因此理應受到相應的對待。

二 . 教育應當是一種合作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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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過程與結果同樣重要。

四 . 人於各個領域中有尚未被發掘的潛力，因此值得人們為此而奮鬥。

五 . 啟發潛能教育以發展 5P為中心。人的個人及專業潛能最能在引發

潛能的地方（place）、政策（policy）、程序（process）、方案
（programs），以及人士（people）之中得以表彰。

 圖 1.2簡單介紹啟發潛能教育的理念架構。

圖 1.2   啟發潛能教育的架構（Stillion & Siegel 1985）

逆境自強的提升

 逆境自強是人類天生的一種潛能，是面對危機或困境時的適應和改

變、自我校正和復原的一股動力（香港小童群益會 2010），亦即當一個

人面對危機或困難時，能減低或克服逆境所帶來的傷害的適應能力（教育

統籌局 2003）。其三大元素包括能力感（sense of competence）、歸屬感
（sense of belongingness）和樂觀感（sense of optimism），簡稱 CBO，其

各項特徵包括：

自主

心理

評審

教學

個人

層面

鼓勵參與

容許發表己見

提倡足夠適應

幫助正面地聯繫

給予認可

肯定成就

提供成功經驗

尊重不同

關懷

當我們透過這樣去啟發

享受個人的
完全獨特性

我是負責任的

我是獨立的

我是能夠適應的

我善於交際

我是有價值的

我有生產能力

我是有能力的

我是被接受的

我是被肯定的

那些被啟發去學習的

我能自己選擇做個怎樣的
人，只要能力所及便可

Luk_01_ch1.indd   15 11年5月25日   上午10:04



陸方鈺儀16

 逆境自強是一種普遍的能力（universal capacity），能令個人、家庭、

社區預防、減輕及╱或克服逆境帶來的傷害。擁有逆境自強能力的人能轉

化逆境令生命更強（教育統籌局 2009），即使遇到逆境仍能勇往直前、

排除萬難，從失敗中成長，增強生命中所需面對的逆境的承受力，這對孩

童來說尤其重要。因此，近年來很多輔導課程均以提升學生的逆境自強能

力為中心，希望透過培育他們的逆境自強能力，讓他們日後能更樂觀及積

極地面對人生中的逆境。

能力感 歸屬感 樂觀感

我能夠
•  找出問題的解決方法
• 在適當時候控制自己的
情緒及衝動

•  在需要時懂得尋求協助
• 正面地與人溝通，說出
內心的感受

•  為自己訂定合宜的目標
及身體力行

我擁有
•  一些可以信任及愛我的
人

•  一些會訂立明確規則讓
我遵守的人

•  一些會以身作則的人
•  一些希望我學會獨立自
主的人

•  一些當我有需要時會幫
助我的人

 我是
•  一個值得人喜愛的人
•  一個懂得關心及幫助別
人的人

•  一個懂得尊重自己及別
人的人

•  一個願意為自己負責任
的人

•  一個相信凡事總有出路
的人

表 1.3　逆境自強的三大特徵

圖 1.3 逆境自強輪 （改編自教育統籌局 2003）

提供有意義的
參與機會

建立正面的
連繫關係 

傳達合理而
高的期望

鼓吹關懷支持
的氣氛

設立堅定
清晰的規範

教授生活及
社交技能

有

助
在

環
境

中
建

立
逆

境
自

強
能

力  減
低

學
生

受
危

機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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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香港小學推行全日制課程後，延長了學生在校的時間，同時增加

了利用學校環境去提升學生逆境自強能力的趨勢。圖 1.3是學者 Henderson 

& Milstein（1996）發展出的抗逆輪，可作為提升學校逆境自強文化的藍圖。

 由此可見，建立抗逆文化可從不同的途徑進行。一連串密集的小組及

主題活動能為學生提供更多的參與機會，讓他們認識及體驗擁有逆境自強

能力的好處。活動進行時，關愛的文化和清晰的要求實在不可少。

正向心理學

 正向心理學是一個相對較新的名詞，在行為科學的許多領域內（包括

應用心理學）被廣泛採用。正向心理學偏向集中研究成年人，中心圍繞個

人的優點和主觀幸福感，而它的重心則集中在樂觀、創造力、自我勝任感

和不同類型的美德。因此，童年和那些與發展中的兒童相關的組織──家

庭、同伴和學校──應最為正向心理學家所感興趣。學校的最主要重點放

在兒童如何能獲取基本的學術技能，以及如何能透過發展正向自我及人際

優勢來直接影響學術成績（Gilman, Huebner, & Furlong 2009）。

 雖然學校的主要目標是培育孩子在學術方面的成就，但它也提供了一

個兒童和青少年可以發展公民自豪感、責任感，並體驗不同身份角色與活

動的社群。正如社群可令成人感到危險或幸福，學校亦可提供類似的感覺

予青年。學校發展成為一個以優點為中心、能幫助學生學習和成長的社

群，這任務實在刻不容緩。此外，課餘活動亦有助孩童於創意表達及充權

等方面的發展，其重要性無庸置疑。不過由於經實驗證實的課餘活動計劃

不多，因此有關此方面的研究仍有待發展。

校本─家庭諮商（School-based Family Counselling）

 校本─家庭諮商是一種幫助孩子在學校內取得成功及克服個人和人際

問題的模式。這是一種運用系統理念綜合學校輔導和家庭輔導的方法。

校本─家庭諮商的輔導員利用系統理論作為基礎，為在家庭、學校、朋

輩和社區系統內的孩子提供服務。這種諮商模式建基於學校與社區的一

種夥伴關係合作運動（The 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on）。學校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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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計劃是用於支援學生及學校、學校發展和社區發展的策略（Sanders 

2001）。它包含：（1）高程度的學習投入度；（2）校長支持的社區參與；（3）

友好的學校氣氛；（4）關於社區參與的程度及種類的雙向溝通（Epstein 

et al. 2009）。這合作能支援學校提供一個有挑戰性及孕育性的學習環境，

從而提升學生們在學術和行為上的成就（Epstein et al. 2009）。

提倡平等教育和支援學生成功

 提倡平等教育和支援學生成功是近年輔導發展的趨勢（Paisley and 

Hayes, 2003）。這趨勢源於改造學校輔導計劃（Transforming School 

Counseling Initiative），主要著重於幫助學生取得學業上的成功，減少貧

困及消除少數族裔青少年與其他人之間的障礙與差距。這計劃能夠讓輔導

員：（1）擁有有關學校和教育的知識；（2）協助學生達到他們的學習

和個人目標；（3）消除貧困和少數族裔學生學業成功的障礙（Paisley & 

Hayes  2003）。為了實現這些目標，輔導員會被要求參與五種元素的活動，

分別是：教育上的領導，擁護，團隊合作和協作，諮商和協調，以及使用

評估數據（Perusse, Goodnough, Donegan, & Jones 2004）。本港最近所推

行的融合教育，已開始加入此等元素。

n	 總結

 本章討論輔導的基本概念、國際發展趨勢，以及在本港的發展實況，

期望讀者能以輔導的角度檢視及討論學校問題。

n	 討論問題

1. 試從輔導的角度去看學校、學生和教育是指什麼？

2. 在香港中西文化混雜的環境下推行輔導，應注意哪些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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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相關網址

1. 香港心理輔導中心 
 http://www.hkpcc.hk/ 
2. 香港小童群益會輔導中心
 http://www.bgca.org.hk/bgca06/main/press.asp?lang=C&id=317 
3.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http://www.hkacmgm.org/ 
4. 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 
 http://www.hkyca.org.hk/ 
5. HKICC──香港基督教輔導學院
 http://www.hkicc.edu.hk/index.php
6. 學生訓育及輔導服務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1972&langno=2
7. 青新動力　求助有門
 http://www.youth.gov.hk/tc/counselling/index.htm
8. 亞洲輔導學報
 http://www.fed.cuhk.edu.hk/en/ajc/indexc.htm
9. 學校行政專題報告──教訓輔三合一制度
 http://web.ed.ntnu.edu.tw/~minfei/schooladministration/91-2share-1.pdf 
10. 建立學生輔導新體制實驗方案︰教學、訓導、輔導三合一整合實驗方案 
 http://www.psees.tyc.edu.tw/~adm04/g10/g1011.htm 

n	 延伸閱讀

吳武典（1996）︰《學校輔導工作》。台北：心理出版社。
林孟平（1995）︰《輔導與心理治療》（增訂版）。香港：商務印書館。
區祥江（2008）︰《輔導小百科》。香港：突破出版機構。
游黎麗玲（1998）︰《學生輔導》（增訂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馮觀富（1996）︰《輔導原理與實務》。台北：心理出版社。
Campbell, C. A., and Dahir, C. A. (1997). Sharing the vision: Th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school counseling programs. Alexandria, VA: 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Education Commission. (1990). 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o. 4: The curriculum and 

behavioural problems in school.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Education Department. (1993a). Guidelines on whole school approach to guidance (for 

primary schools) Part (1).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Education Department. (1995a). Guidelines on whole school approach to guidance (for 

primary schools) Part (2).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Geldard, K., and Geldard, D. (2002). Practice frameworks (Part 2, pp. 25–70) and In 

conclusion (Part 6, pp. 235–270). In Counselling children: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2nd 
ed.). Wiltshire, London: The Cromwell Pres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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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tzer, B., and Stone, S. (1981). Guidance in the educational setting (Ch. 2, pp. 39–59) and 
Counselling with individuals (Ch. 6, pp. 167–195). In Fundamentals of guidance (4th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Wagner, W. G. (2003).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intervention with children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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