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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人員該如何對學生晤談   
教育人員必須具備充足的相關輔導知能，以協助藥物濫用學生成

功戒除藥癮。進行藥物濫用學生輔導過程，最重要的是營造良好諮商

的關係、與善用基本的諮商技巧等。

營造良好諮商輔導關係

教育人員在輔導過程中要掌握以下要素，以營造良好的諮商輔導

關係（黃惠惠，1993）：

1. 信任：信任是一種基本的安全感，能與他人分享自我而不擔心會

被拒絕或報復，談話內容適度保密也是構成彼此信任關係的關鍵

之一。

2. 接納：允許每個人自由地呈現自我，同時相信每個人有權利擁有

他的思想感覺與價值觀。

3. 尊重：以「共同參與」的態度與青少年一起處理事情，重視當事

人的獨特性與自我決定權。

4. 溫暖：與「無條件的積極關切」相近，綜合了關心、讚許和喜愛

等要素。

5. 真誠：能不掩飾、不歪曲地表達出自己的感受，表現開放、一致

的自我。

6. 雙向溝通：指晤談過程中所有參與者都有意願和能力去啟動、反

應和接受，以促進人與人之間有意義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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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基本的諮商技巧

以下的諮商技術可協助教師進行諮商晤談時更順利：

1. 打破僵局：打破僵局是指教育人員與學生之間建立一個溝通的

橋樑，而非諮商的目的，所以盡量簡要且使對方感到溫暖、緩和

情緒，然後教師應儘可能將談話導入主題。打破僵局的題材，可

從對學生的言行做入微的觀察著手，例：青少年滿頭大汗和你訪

談，可以先關心他的原因，或調整空調使其覺得舒適。

2. 傾聽：包括行為上的傾聽與心理上的傾聽。

(1) 行為上的傾聽：教育人員在行為上宜採取「參與」的姿態，

此種姿態包括－

◎  教育人員的語調與面部表情應表現出穩重與親切感。在訪

談過程中，教育人員的語調與面部表情應與所談問題的性

質與內容一致。

◎  訪談時，教育人員與學生的座椅最好呈90度，談話時教育

人員宜面向學生。

◎  教育人員應與學生保持眼睛接觸，但非瞪視對方。

◎  面談時，教育人員的身體可稍往前傾向於學生，但仍應保

持適當距離避免學生有壓迫感，保持開放、非防衛的姿

勢，避免雙手交叉抱於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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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理上的傾聽：教育人員宜主動關注學生的非語言訊息與語

言訊息－

◎  非語言訊息：包括學生的身體姿勢、動作、面部表情、聲

音音調高低及說話速度等，學生可能會利用非語言訊息來

強調或修飾其語言訊息。此外，學生的語言訊息也可能與

其非語言訊息相互矛盾，若教育人員能從中察覺當事人的

一些感覺，可主動與學生溝通這些感覺，但要避免過度解

釋與過度注意而忽略其他談話內容。

◎  語言訊息：教育人員不僅要傾聽學生說出的字句內容，同

時應掌握其敘述中所隱含的意義。在傾聽語言訊息時要做

到完全傾聽，避免選擇性傾聽而造成斷章取義的遺憾。

3. 同理心：教育人員並不挖掘學生話語中隱喻的東西，而是傳達其

對學生的感覺與經驗之瞭解。學生的表達中大都包含了經驗（內

容）與情緒，所以同理心的運用通常是包含簡述語意及情緒反映

兩個部分 。

(1) 簡述語意：簡述語意是將學生說話的內容，以教育人員自己

的話簡要敘述一次，以表達對當事人語意的瞭解。

(2) 情緒反映：情緒反映則將學生話語中的情緒、感受反映出

來，表示對其感受的共鳴性瞭解。例如：「花這麼多時間寫

的報告，卻被老師退回，心裡一定很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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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理心參考原則：

◎  保持專注與傾聽，先瞭解學生的經驗，然後才能正確揣摩

此情境下學生所產生的感受為何。

◎  情緒反映並非複述學生的話語，所以教育人員宜多涉獵精

通表達感覺與情緒的字彙以便隨時運用。一般而言，感覺

與情緒可透過不同的方式表達。例如要反映當事人憤怒的

感受，可使用的方式包括：（Ⅰ）透過單字或詞：濫用藥

物被抓，你很「生氣」。（Ⅱ）透過成語：你覺得「火冒

三丈」。（Ⅲ）透過經驗敘述（即發生在當事人身上的

事情）：這次濫用藥物被發現，你覺得被同學出賣了。

（Ⅳ）透過行為敘述（即當事人想採取的行動）：你真想

轉頭就走。

◎  同理心反應除在談話內容中表現出共鳴的感受外，在語調

和態度的表達上亦應與內容一致。

◎  教育人員在此階段宜傳達學生明白表示出來的訊息，避免

做過度的猜測與試探。例如，學生說：「我覺得和他們

一起濫用藥物的感覺很好，大家都很HIGH，遇到條子就

一起閃哪！看誰倒楣被逮囉！」（微笑）以下舉例兩位教

育人員在輔導過程同理心運用情形。教育人員甲：「你

很享受和他們一起的時光，就連一塊兒闖點禍也充滿樂

趣。」；教育人員乙：「你喜歡這群朋友，為了保有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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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友情，所以你和他們一起濫用藥物。」以上教育人員乙

的反應即有過度猜測的傾向，教育人員甲則是就當事人明

白表示出來的訊息反映其經驗與情緒感受。

(4) 如何突破輔導障礙：

若學生在初次晤談時態度消極，對教育人員的關心皆採不回

應或以「不知道」、「還好」等字眼帶過，教育人員可斟酌

縮短第一次的晤談時間，或將第一次晤談的內容放在生活分

享上。教育人員不僅鼓勵青少年說出心情、感受，也可適時

分享自己的生活心情。此外，也可運用e-mail將與戒除藥癮相

關的訊息傳遞給青少年，或在特別的節日給予青少年小小問

候、祝福，都可以縮短彼此的距離。當晤談遇到瓶頸時，可

將現實狀況反映出來，邀學生共同調整未來晤談進行的速度

與方式。

(5) 自我表露：

教育人員適當的自我表露（指在適當時機將自己類似經驗或

感受、行為表露給學生知道），對於晤談進行常有意想不到

的助益，但要避免喧賓奪主（例：教育人員表露過多，學生

反而成為聆聽者角色），或將壓力轉嫁到學生身上（例：言

語中讓人感受晤談狀況不佳是因為學生反應不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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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問與引導原則  

1. 多用開放性的問題發問，少用封閉性的問題發問：

開放性問題開頭建議是「如何」或「你的看法如何」等的語詞，

如此可以給予學生一個很大的自由空間思索該如何回答問題，例

如：「對於你自己目前的情況，你的看法如何？」。而封閉性問

題學生僅能回答是或否，無法知道學生的感受。

2. 發問模式可由廣泛再聚焦：

教育人員對於學生發問的問題可先問一般性的問題，再慢慢進入

今日的重點主題。例如：教育人員可先問問學生近日生活狀況，

再慢慢切入藥物濫用的主題。

3. 注意關鍵字：

(1) 情緒性的字彙：例如學生在談到他的家人時，就流下了眼淚。

(2) 常用的字彙：例如學生說了很多次的「這對我來說真的很

傷」、「這件事情真的很難搞定」。

(3) 次級文化的字彙：例如學生說「用藥很茫」。

4. 使用修飾敘述再發問：

對於當事人感到敏感的問題，可用修飾敘述，以降低學生的焦慮

或自我防衛。例如：學生覺得因自己藥物濫用而造成家中的父母

親生心理的負擔，則教育人員可問學生說：「最近家中的情況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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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確切引導：

(1) 善用以下的字彙來發問：

何時──何時你開始使用藥物的？

何人──其他的人對於你使用藥物有什麼感覺？

何地──在哪一個地點使用藥物？

如何──可以說說你用藥物的情形嗎？

為何──你覺得你自己會使用藥物的原因何在？

感受──你對於自己使用藥物的看法為何？

處理──每次很想要用藥的時候，你都怎麼做？

(2) 範例與策略：

要求描述具體事實：例如：可以說說你目前藥物使用的情形

嗎？

要求說明重要因素：例如：使用這些藥物，你覺得對你的身

體有什麼影響？

要求說明感受與處理方法：例如：對於自己目前的用藥情

況，你日後有什麼打算？

(3) 教育人員可以使用的問話開頭舉例：

▲ 我聽到你說⋯⋯

▲ 告訴我多一點⋯⋯

▲ 這件事情給你的感覺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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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像在對我生氣，我們能不能談一談你心裡的感覺？

▲ 你一直避開我的問題，讓我覺得很懊惱？

對有意願戒除藥癮的學生，除給予關心、支持，還可進一步針

對學生濫用藥物行為背後的因素進行探討，當濫用藥物已成癮時，戒

除藥癮就不只是意志力的問題，戒斷症狀對身體的折磨與生活的干擾

亦是不可忽視的。如何遠離濫用藥物的環境、拒絕藥物濫用的誘惑，

如何緩減戒除藥癮過程所導致的身體不適、以及如何加強戒除藥癮意

志，皆是針對有戒除藥癮意願的學生可以努力的方向。

（參考資料：湯堯教授的晤談技巧講義）

四、個別輔導學生課程安排示例   
當藥物濫用的學生「尚未有改變動機」時，可為學生安排如下的

課程：

學習單元 學習內容

第1單元：
改變的階段

運用跨理論模式探討學生學習改變的階段。

學生進行定位練習來確定目前所在的改變階段。

第2單元：
一天的生活

增加學生對於藥物使用的量與頻率的自我覺察。

增加學生自我覺察藥物使用的型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