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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類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觀護人、家事調查官、心理測驗員、心理輔導員 

科 目：諮商與輔導 

洛凡老師 
 
一、何謂中途輟學學生？「生涯輔導」對中途輟學學生是非常重要的輔導策略，諮商的重點及技巧

主要為何？可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為何？可以合作的專業團隊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最難 5顆星) 

《解題關鍵》： 

(1) 此題共有 4 題，但每題的答題內容會有所不同。 

(2) 諮商重點要包含建立關係、生涯探索與資源的整合，較能夠完整的提供中輟生各種層面的

需求。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or《重要爭點》： 

【擬答】： 

    中輟是學習的中斷，也是生涯發展的中斷。根據台灣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的統計數據，107 學

年度至 111 學年度，中輟通報數量平均約在 2000 到 3000 筆，可見中輟一直都是台灣教育環境中

不可忽視的議題。因此，在生涯輔導中輟生的策略與技巧上就特別的重要，可以讓中輟生有機會

回到校園環境甚至降低犯罪發生的可能性，以下將分別說明中途輟學生的定義、生涯輔導中諮商

重點與技巧，以及可達到的預防犯罪之效果與可以合作的團體。 

何謂中途輟學生 

根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未入學或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中途輟學學生指的是

在義務教育階段，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未經請假、請假未獲准或不明原因未到校上課連續達三日以上。 

轉學生因不明原因，自轉出之日起三日內未向轉入學校完成報到手續。 

導致未能完成學業並中途退出學校的學生。中輟的理由與原因常常導因於個體的家庭變故

、經濟困難、在校適應困難、學習動機不足等因素造成。這些學生因中輟導致失去生活重

心與學習資源，因而容易導致出現生涯迷惘的狀態。 

生涯輔導的重點與技巧  

由於中輟生因為各種原因離開校園環境與相關的人際關係，因此在信任關係與安全感的建立

上尤為重要，另外也需要檢視自己對中輟生的刻板印象與信念，試著以好奇與尊重的方式去理

解中輟生輟學的背景脈絡與行為動機，進而能夠在過程中逐漸對諮商師感到信任，並在探索過

程中認知到生涯規劃與學習的重要性，以下將分述生涯諮商的重點與技巧。 

信任與安全關係的建立 

透過開放式的探問、同理等方式，從中輟生目前的興趣與關注焦點切入來建立關係，並以

一個不評價、不說教的方式來理解中輟生的輟學脈絡與因素，協助建立安全關係。 

理解中輟生的背景脈絡 

深入的去理解中輟生的背景資料，包含家庭狀況、經濟狀況、求學史、人際史、各種層面

的壓力與煩惱等，來釐清中輟生輟學的關鍵因素與當前的發展狀況，以幫助擬定相關的介

入策略與計畫。可以透過半結構式的訪談與測驗來理解。 

定義問題與資源連結 

中輟生可能會有許多來自現實或內心層面的問題，例如家人長期衝突、經濟困難、學習環

境不佳、學習動機低落等，透過定義問題並尋找相對應的資源來幫助中輟生解決問題，例

如申請經濟補助、家長諮詢等。 

協助生涯探索與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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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各類職業世界的資訊提供以及相關生涯探索測驗，來協助中輟生探索內在的興趣、價

值與能力，從中制定生涯與職涯的規劃。 

建立自信與學習動機 

中輟生可能會對於重返校園感到無力、低自信甚至恐懼，因此需要透過各種技巧協助其能

夠提升自我效能感，並重新對學習產生動機，技巧面上可以透過各種趣味性的遊戲活動來

增加中輟生對學習的興趣，或是藉由肯定、鼓勵等方式來提升中輟生的自信心。 

可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為何 

當中輟生經由適合的生涯輔導介入後，效果可由內而外的展現，包含提升與維持學習動機、增

加自信、對於自己的生涯興趣與方向有一定的探索與理解，對於重返校園與人際關係能夠產生

行動力，因此當中輟生能重返校園，建構屬於自己的人生的藍圖，將能夠降低中輟生因結交幫

派份子而誤入歧途或者為了經濟與生活而犯罪。 

可以合作的專業團隊 

中輟生的生涯輔導團體可以結合包含家長、心理諮商師、社工師、學校的輔導老師，以及司法

系統的心理測驗員、觀護人、心理輔導員、家事調查員等。 

 

二、輔導與諮商專業倫理」中，對於以下 5 

25 分） 
 

《考題難易》：★★ (最難 5顆星) 

《解題關鍵》：只要熟記各學會的專業倫理及可應答，倫理內涵只要理解到精隨即可，不需

要寫到完全與倫理守則一模一樣。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or《重要爭點》： 

【擬答】： 

倫理在諮商專業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要素也是心理助人工作的基石，缺乏倫理將導致諮商成

為一項沒有界線與可能具有風險的行為，因此倫理規範與討論是諮商工作中最重要也常常被忽略

的一環，以下將參考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之專業倫理守則，以說明題目所述之五項範疇。 

當事人的最佳利益 

此部分指涉的內容牽涉到保密機制，意指若專業諮商工作者需要在特定狀況下揭露諮商資料，

則應以當事人的最佳利益為原則去思考哪些內容適合提供與透漏給相關人士，能夠維護與達

到當事人的最佳利益。此部分也呼應到倫理守則中個案之受益權，也就是專業助人工作者在提

供服務的過程中，應該積極的以當事人的最佳利益為著想，提供各種當事人所需要並能夠達到

最佳福祉的服務，並維護其人格之尊嚴，並達到健全人格與健康心理的發展。 

個案研究 

若輔導與諮商人員在進行教育、專業訓練、研究或是諮詢、督導需求時，需要運用輔導與諮商

資料，則應該先告知當事人，徵求其同意下進行。 

解釋輔導與諮商資料 

由於當事人有權利查閱輔導資料，因此若當事人提出此需求時，輔導與諮商人員需要在旁協助

解釋與提供諮詢，減少錯誤解讀或是傷害的情況發生。 

家庭諮商 

專業人員在進行家庭諮商與晤談時，專業工作者有必要為每位家庭成員保密，除保密例外的情

況之下，沒有家庭成員的許可下，不可將相關資料告知他人，包含其他家庭成員。 

未成年諮商 

諮商輔導專業者在與未成年人進行諮商工作時，專業工作者應尊重其隱私權，並以其最佳利益

為考量，採取適當的保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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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對非自願個案的諮商時，如何運用「敘事治療法」的諮商技巧？並舉一實例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最難 5顆星) 

《解題關鍵》： 

(1) 要從非自願個案如何建立關係的角度銜接到敘事治療中那些技巧特別適合用來降低抗拒、

建立關係與提升晤談意願性。 

(2) 要記得舉一個實例來說明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or《重要爭點》： 

【擬答】： 

在諮商與輔導的情境中，並非每位案主都是主動尋求協助的，有些案主可能受到其他人、外

在情境或法院強制要求而來，例如來自家人、學校、法院或其他機構的要求，這些案主即所謂的

非自願案主。這些非自願個案可能會對於諮商表現出抗拒、疏離、冷淡或缺乏合作的意願，因此

如何透過諮商師本身的功力與技巧來協助建立關係，提升案主的主動積極性就變得相當重要，以

下將以敘事治療法的技巧，並舉一實例來說明。 

實例說明  

案主為張先生，是科技業的主管，由於長期的職場壓力，出現了情緒不穩定與焦慮的情況，常

常對員工破口大罵與羞辱，導致許多員工都對他提起申訴，不僅如此，也常常將情緒帶回家中

，對自己的妻子與孩子出言不遜。他的公司接獲多次申訴後，人資主管要求他進行諮商，否則

可能會面臨降職或解雇。張先生覺得自己並不需要諮商，他認為都是員工的素質太低導致他承

擔太多工作壓力，並對於要來諮商與心理師感到不悅與反彈 

敘事治療的技巧運用與內涵  

敘事治療屬於後現代思維，認為當事人才是自己生命的專家，並以非病理化的方式在看待案主

，用更加全面與合作的方式，從案主的視角去理解自己的困境，透過外化技巧、解構、獨特經

驗等方式來協助當事人重新認識自己的困擾，並改變自己說故事與行動的方式。 

尊重與不知情的態度 

張先生可能會認為心理師是一個要來矯正或說教的專家角色，因此可能會對心理師產生反

彈的心態，因此心理師可以以尊重、不知情與好奇的態度去面對張先生，不批評、評論張

先生的個人行為，而是同理張先生的憤怒與不滿，並以一個純然理解的角色，跟張先生形

成合作的夥伴關係。 

解構單一標準 

張先生的行為在社會主流文化中，可能會被標籤為一個脾氣管控有問題的主管，但心理師

可以解構此一標準，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張先生的對下屬的生氣，可能是一種對工作表現

的在意或是自己較為嚴苛的標準。 

問題外化 

諮商師可以將張先生被要求改善的行為例如情緒暴躁、羞辱行為或是職場壓力進行外化，

將人與問題分開，從中找回張先生的力量，不再讓張先生成為一個總是情緒化或是帶著高

壓焦慮的人。例如可以試著表達「這個焦慮是何時找上門的?」「在甚麼時候，特別感受到

情緒不穩定的出現?」 

獨特經驗 

諮商師可以幫助張先生找尋那些沒有被情緒給掌控的時刻，那些將會是張先生的獨特經驗

或閃亮時刻。例如諮商師可以問：「有沒有過你感受到壓力但沒有失控的時候？在那些時

刻，你是如何做到的呢?」 

重組會員 

重組會員指的是邀請張先生去思考在其生命當中的重要他人，並藉由關係來產生對話，進

而產生新的觀點，例如諮商師可以表達：「想一下，在你生命當中有沒有一位你很重視的

人，如果他看到你經歷這些壓力，你覺得他會說這是甚麼樣的一個故事?」。「在過去生命

中的你，有沒有覺得哪一刻的自己特別感覺到有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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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主張：「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為我們都想讓自己更優秀。」

自卑與優秀之間如何平衡及互補？個體如何克服自身缺陷，而非因缺陷而失去自我價值？請

舉一實例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 (最難 5顆星) 

《解題關鍵》：要從阿德勒的治療目標去解題，重點在於透過改善生活型態或調整基本錯誤

來調整個體的狀態。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or《重要爭點》： 

【擬答】： 

「自卑與超越」是其個體心理學的核心觀念之一。阿德勒認為每個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自卑

感，這種感受源自於個人能力或社會地位的不足所產生。不僅如此，阿德勒並不將自卑視為消極

的、病態的，反而視為一種促進卓越的原動力，使個體能夠在生活中變得更加勝任，並與社會產

生連結。以下將分述題目所提出之問題，並以一實例來說明。 

自卑與優秀之間如何平衡與互補  

從阿德勒的角度來說，自卑其實一種缺乏勝任感的狀態，而卓越或優秀則屬於更加勝任的狀態

，當人產生自卑時，內在就會產生一種想要變得更加勝任的驅力，藉此促發個體針對自卑的部

分或其他部分進行補強與練習，來超越原本的自卑感，達到卓越的狀態。因此，自卑與卓越彼

此之間存在著一種互補與平衡的關係，以下將分述幾種方式來達到這種平衡。 

接受自卑是正常的心理狀態 

多數人都無法接受自卑，或是對於某件事情的不足所產生的羞恥感、不足感，但人天生就

是從自卑的狀態發展而來的，因此接受自卑的狀態、感受與事實是形成卓越的重要步驟。  

檢視自己的主觀知覺與信念 

為了超越自卑達到卓越，個體需要與合適與健康的方式來進行，否則將變成自卑情結或優

越情結，進而導致社會興趣降低，成為不適應的生活型態，因此個體須檢視自己對自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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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知覺，以及相關的信念，是否有不適應的基本錯誤，從中進行調整與修正。 

保持社會興趣 

阿德勒認為健康的超越自卑是具有社會性的，也就是個體傾向在追求卓越的過程中，在社

會找尋到一個自己能夠奉獻的位置，並持續保持對他人、社會的關注與連結。 

個體如何克服缺陷而非失去價值並以一實例說明  

實例說明  

阿欣是一個高三的女學生，從小因為長相、成績、社交能力等原因而感到自卑，導致常常

遭受同學排擠與誤解，因而對社交情境感到恐懼。為了避免感受到害怕與焦慮，她經常避

免參加各種社交活動，並深深相信自己如果不夠漂亮與聰明就不會被喜愛。 

改變基本錯誤或生活型態 

阿德勒認為人會通往自卑情結，往往可能是因為擁有著不適應的生活型態，以阿欣為例，

她的生活型態可能就偏向迴避型，屬於低社會興趣與低活動性，如此可能會因為避免與他

人產生連結而失去各種調整自我或提升社會興趣的機會。另一方面當個體擁有不正確的價

值觀，也會導致個體往失去自我價值的低自信的方向發展，以阿欣為例，阿欣認為要受歡

迎只有變得聰明與美麗，如此屬於錯誤的價值觀，這將導致阿欣需要把焦點都放在自己的

外貌與能力上，唯有這些變好，自己才會相信被接受，無形之中也導致阿欣生活在壓力的

狀態下。  

從其他生活任務的滿足獲得自信 

阿德勒認為人共有五項生命任務需要發展與滿足，分別是社會、愛情、職業、自我發展與

靈性，當個體在某些任務無法發展時，個體可透過其他任務的滿足來提升卓越感，以阿欣

為例，若阿欣暫時無法與他人社交，則可以先透過關注於自己的靈性或能力上來產生卓越

感，進而慢慢發展其他仍較為匱乏的部分。 

藉由鼓勵來生出勇氣 

除了透過反思與調整生活型態，阿欣也可以在諮商師與自我的鼓勵下生出勇氣，去面對生

活與社交上的挫折與難關，找出內在力量，與社會重新產生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