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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導師之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 
的實踐知識：做人體貼做事用心 

雙實踐原則

吳毓瑩、黃柔嘉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小班級導師如何從班級運作中，完成生涯導向的發展性輔

導，強化兒童人際互動與合作做事之能力，此主題在文獻中少見實徵研究成果。

本研究採工具型個案研究法，入班觀察一位優秀資深高年級班級導師共14次56小
時，完成17次訪談。研究者採用主題分析法，萃取出雙實踐原則的實踐知識：做
人體貼、做事用心。包含四個層次：一、目標意象：「可愛的孩子」。二、雙實

踐原則：做人體貼、做事用心。三、實踐規則：八項實踐規則，「做人體貼」原

則下有四項：人際互動禮儀、尊重與同理、理性溝通、重視並投入團體；「做事

用心」原則下有四項：挖掘強項與優勢、運用時間培養興趣、盡好本分、認真負

責。四、運作方法：共17個具體執行方法呼應上層八項實踐規則。文末提出討論
與建議，回應國小階段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的實務議題與未來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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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omeroom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of Career-oriented Developmental Guidance: 

Dual Practical Principles of  
Being Considerate and Diligent

Yuh-Yin Wu, Rou-Chia Huang

A b s t r a c 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an elementary school homeroom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of career guidance. By adopting instrumental case research method, the 

researchers observed Teacher Joyce in her homeroom and visited her classroom 14 

times, with a total of 56 hours. Data included video recordings, sound recordings, 

observing notes and 17 interviewing scripts. Thematic analysis was utilized as the 

data analyzing step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career guidance practical knowledge 

was framed under 4 levels: (1) Goal image－lovable children. (2) Dual practical 

principles－being considerate and being diligent. (3) Eight rules of practice under 

the dual practical principles. The “being considerate” principle contains 4 rules: good 

manners, respect and empathy, r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devotion. The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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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igent” principle contains 4 rules of practice: looking for strengths, cultivating 

interests, practicing self-disciplinary and taking responsibility. (4) There are seventeen 

operational methods under the 8 rules of practice. Finally, the researchers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and applications.

Keywords:  WISER guidance model, career guidance, homeroom teacher, 
developmental guidance, teachers’ practic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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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我國於2014年開始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目的

在透過多元適性學習引領學生發展個人生涯進程。108課綱清楚揭示「促進生涯

發展」為四大課程目標之一（教育部，2019），在十二年國教適性揚才、終身

學習願景之下，生涯發展是目前教育的重點。在生命漫長的期程中，4-14歲兒童

處於Super（1980）所界定「生涯發展成長期」（growth），主要階段在國小時

期，以「興趣與能力」為成長的出發點，其中「能力」包含做人的軟實力以及

做事的硬實力。至於職業相關活動的嘗試，則是15歲之後「生涯發展探索期」

（exploration）的主要任務。

在生涯發展成長期的國小階段中，生涯發展誰來引導？又如何引導？此部分

少見文獻著墨。根據十二年國教，生涯發展包含於班級導師所實施的發展性輔導

中（教育部，2012a，2012b，2014），也就是國小導師在班級經營或是課堂教學

引導中，可同時輔導學生瞭解自己的能力、探索興趣、同理表達、做人處事、分

工合作、認真負責等。然由於過去文獻未見論述導師所實施的發展性輔導如何在

班級經營中展現對「生涯發展」的促進，以致導師在班級經營中雖然一直在實踐

著上述內容，卻未覺察根據十二年國教的目標，已經在促進學生的生涯發展，處

於發展性輔導的範圍。

舉例而言，同一個事件，例如認真完成打掃工作，可以從班級經營的視角來

詮釋之，著重於團體向心力的凝聚以及團體秩序的維護；亦可從品格教育的角度

視之，強調學生的道德觀念與品性行為。若從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視之，則會強

調個體的興趣與能力探索、做事態度，以及工作對團體的貢獻。三者是看待班級

生活的不同視角，端視導師在不同脈絡以及不同階段目標下所偏重的內容。

如同《學生輔導法》（教育部，2014）所示，班級導師負有發展性輔導之責

任，目的在促進學生心理健康、社會適應與適性發展。從生涯發展的角度而言，

導師的功能包括於班級生活中如何掌握學生「生涯發展成長期」之特質、如何引

導學生瞭解自我能力與興趣，以及如何在團體生活中工作與貢獻。導師時時刻

刻與學生相處，班級生活即是一個小型社會，導師在促進學生生涯探索上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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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非常值得關注。

這就是本研究的出發點，聚焦於「生涯發展成長期」的兒童，貼近導師，觀

察並詮釋導師如何發揮生涯導向的發展性輔導之促發功能，強化學生的生涯探

索，為進入社會做準備。研究者詮釋一位資深優秀高年級班級導師的實踐，採用

Elbaz（1981, 1983, 1991）的教師實踐知識層次，整理出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的

實踐知識。具體研究焦點與問題，待經過文獻探討與整理之後，陳述在「貳、文

獻探討與研究問題」之第五點。

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問題

一、生涯導向的發展性輔導之定位與目標

根據學校輔導工作WISER架構，輔導工作有三個層級：發展性輔導、介入

性輔導與處遇性輔導（王麗斐，2013）。「發展性輔導」涵蓋全體學生，由全校

各層級師長與輔導室共同合作，也包括學生的生涯發展。若有學生需要更進一步

的輔導資源，則進入「介入性輔導」範圍，由輔導室統籌全校的輔導與行政資

源。若學生狀況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專業協助，則進入「處遇性」輔導範圍，由校

外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主責。《學生輔導法》（教育部，2014）亦明定教師除有

教育義務外，須擔負發展性輔導之責任，目的在促進學生心理健康、社會適應與

適性發展。整理上述內容，生涯探索與規劃是發展性輔導中的一部分，本研究將

之定位為「生涯導向的發展性輔導」，各領域教師將生涯發展理念融入教學、活

動或班級經營中，引導學生自我探索，展現自己的興趣與專長，達到促進生涯發

展的目標，作為未來生涯規劃的基礎。實施的範圍包括全校層級、班級層級與個

別層級，實施者為全校教師。

國小階段生涯導向之發展性輔導的目標為何？在生涯發展上，Erikson

（1950）的心理社會理論（psychosocial theory）認為6-11歲兒童正在發展「勤奮

進取／自貶自卑」的任務，透過正向人際互動以及積極負責的處事習慣，個體

發展出有利於追求生涯目標的勝任感。金樹人（1997）以及Super（1980）亦強

調，此階段學童的生涯發展重點在於瞭解與評估自我的興趣與能力，並培養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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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事習慣，以能為進入青少年時期愈來愈具體的職業選擇進行考量。另外2019

課綱國小階段生涯發展也有四項目標（洪詠善，2019）。研究者將相對應的目標

併陳如表1。

表1
國小階段生涯發展目標之學者整合觀點與2019課綱內涵對照

學者整合觀點（金樹人，1997；林蔚芳，
2012；林幸台等，2003）兒童階段生涯發展

2019課綱國小階段生涯發展

目標一 協助個體瞭解自身發展的獨特性，也為自己的

選擇負責

1. 認識自己的特質與興趣
2. 探索自己的價值觀
3. 覺察個人的優勢能力

目標二 幫助個體瞭解生涯發展的變動性，培養適應環

境的彈性

目標三 促進個體與群體相互認識磨合，引導個體在群

體中有更好的工作與生活

4. 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

將上述兩個來源的國小時期生涯發展目標結合起來，本研究統整為以下三項

國小兒童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的目標：

（一）個體獨特性：探索個體獨特性，包括特質、興趣、價值、優勢能力，

且為自己負責。

（二）生涯變動性：協助學生瞭解生涯發展具有變動的特性，以培養適應的

彈性。

（三）個體與群體關係：引導學生明瞭個體與群體的關係，培養人際互動能

力，以能在群體中合作、工作與生活。

二、生涯導向的發展性輔導之實施

國小專任輔導教師（簡稱專輔教師）於101學年度開始正式招聘（王麗斐，

2013），在此之前，班級的生涯輔導活動由導師實施，例如邱志賢（1997）提

及國小生涯覺察輔導課程的效果。及至國小有了專輔教師之後，例如李竑毅

（2019）所提的國小生涯輔導，轉由專輔教師進行，以生涯輔導團體為介入方

法。但從導師角度而言，以王麗斐與團隊在2013年開展輔導工作三個層級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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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發展性輔導」（王麗斐，2013）起始，反映出班級導師早已在發展性輔導的

範圍內引導學生進行生涯探索且磨練做事的能力。只是此角度在文獻上未見系統

性的探究，以至於導師們自己也沒有覺察，由此亦可知本研究的重要。

至於國中及以上階段的生涯發展相關研究，例如田秀蘭與盧鴻文（2018）回

顧50年來的國民中學輔導工作，提及專輔教師面對社會問題的多元，更需朝生

態觀以及系統性的處遇模式來輔導學生，此論點已指出班級面、親師面與全校面

的合作。從學生角度言，王玉珍（2015）發現，國中階段進行優勢取向的生涯諮

商對提升青少年的幸福感有立即與持久的效果。在大學階段，吳淑禎（2018）發

現，大學生在面對生涯逆境時，會用「向失敗學習」、「解決問題」、「肯定自

己」、「生活調節」、「培養特質與能力」、「角色楷模」、「向外求助」等具

體建議來培養自我生涯韌力。而楊淑涵等人（2015）研究職場工作者發現，生涯

適應力將使未來生涯發展更有彈性。橫跨人生不同階段的生涯發展，近20年來實

徵研究結果所及，未見有國小導師在學生生涯發展上的功能與作為，殊為可惜，

此亦為本研究的初衷。

三、教師實踐知識之內涵與特性

為能在脈絡中掌握導師如何進行生涯導向的發展性輔導，本研究採用實踐知

識的架構探究之。根據Elbaz（1983, 1991），實踐知識是一種層次性知識，實踐

者在思考「如何行動、怎麼做」時所具有的架構性程序，包含實踐者的理念、價

值觀以及所採用的方法，展現出理論與實務的結合。Elbaz（1991）言及，教學

與研究的論述往往傾向學術性與專業性，使得教師在其中難以擁有自己的話語，

最終造成他們的知識無法被看見，是以，教學的關注焦點轉而強調現場脈絡中所

發生的教學實踐歷程。更進一步言，乃從行動與實踐角度，回應甄曉蘭（2004）

所說：「教師必須要能夠將其知識轉化成為回應教學情境的行動實踐，才稱得上

『知道』這些知識」（頁211）。換言之，教師實踐知識乃是發生在教室脈絡中

的歷程與結果，經由教師表述後建構出來的一套知識體系（王秋絨，1991；陳國

泰，2006；Elbaz, 1983, 1991; Lampert, 1985）。

具體而言，實踐知識有何特性？Connelly與Clandinin（1986）以及Munby

（1986）提及教師往往透過譬喻，回顧並展現自己在工作歷程與師生互動時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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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原則和習慣，並釐清自己的觀點；Elbaz（1983）也發現教師談論工作時所

使用的譬喻與意象（metaphor and image），含有價值體系在其中，代表教師建

構工作世界的總則，透過譬喻及意象，更容易觸及教師的關懷。除了譬喻意象

之外，Shulman（1986）亦強調實踐知識凸顯出優先重點以及實踐原則。林佩璇

（2002）綜合文獻提出實踐知識具有以下五個特性：變動不居、反身自省、整體

覺知、直觀洞察，以及合理推理。以本研究為例，研究者進入教室現場，深入師

生互動的生活中，從導師的行動著手，親身體會實踐知識在脈絡中的變動不居以

及直觀洞察的性質，並且透過觀察與訪談，掌握導師反身自省與合理推理的形塑

過程。本研究希望詮釋出專家教師的實踐層次與內涵，以提供讀者，尤其是班級

導師，踐行的案例，揣摩自身在輔導學生發展過程中的角色與運作方法。

四、實踐知識的結構層次與研究成果

Elbaz（1981, 1983）首先提出實踐知識之結構層次，以一位高中英語教師

Sarah為個案，透過現場觀察與訪談，瞭解Sarah老師在實踐其課程時的態度、內

容概念的掌握，以及身為教師的價值觀與承諾，展現出實踐知識的結構層次。各

層內涵具體描述如下：

（一）意象（image）：以譬喻或描述的意象統攝整體實踐知識，帶出實踐

原則與實踐規則，乃為教師的一種直覺表達，包含感覺、價值、需要與信念。例

如Elbaz（1981, p. 62）文中的個案教師Sarah覺得自己彷彿透過一扇窗戶看見學生

的思考，且希望這個窗戶可以更開放。

（二）實踐原則（practicalprinciples）：乃是教師的行動準則，帶有目的

性，例如「做事負責用心」是導師在分配任務時的重要原則。

（三）實踐規則（the rule of practice）：是教師在情境中強調的策略方向，

位於實踐知識之底層，具有情境脈絡，例如Sarah面對不斷打擾上課的學生之規

則便是下課時給予充分關注（Elbaz, 1981, p. 62）。

國內首開實踐知識研究案例者為科學教育領域，謝秀月與郭重吉（2002）探

究自然科個案教師在教學歷程中如何運用教學表徵來促進學習，其中便含有教師

的實踐智慧。林樹聲與靳知勤（2012）利用教學前後的概念圖之變化，理解四位

教師在進行社會性科學議題（SocioScientific Issue, SSI）教學後的改變，發現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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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者比資淺者更能建構出教學困難、學習困境與評量方面的實踐知識。李佑峰

（2009）在體育領域中透過個案籃球教練的敘說，探究籃球教練的實踐知識，從

破碎、抽象的看不見到組成具體與整體的圖像結構。以上研究乃在從實踐知識的

角度理解教師的教學行動，從而促進教師對於實踐的更深一層理解與看見。

至於教師實踐知識的結構，Chen（2005）研究新加坡17位幼教師培生在學

習成為教師的過程中，以意象化的方式看見教師乃是學生改變的促發媒介，實踐

原則如責任與尊重，實務規則如分享玩具。同樣地，胡惠絮等人（2010）實地觀

察國文領域專家教師如何進行評量，以長高作為評量實踐的整體意象，實踐原則

包括促進學習、增加趣味、瞭解學習，實踐規則包括習作、小考等方法。此二篇

實徵研究詮釋出意象、實踐原則與實踐規則的層次性與關聯性。

結合Elbaz（1981, 1983）的概念與國內實徵研究成果，本研究認為：

（一）教師知道得很多所知也適用於教學現場，透過結構將之統整為實踐知

識，可利於傳播與分享。

（二）意象具有圖像化性質，能表現出整體實踐知識的樣貌，亦可統整實踐

知識最終想要達成的目標。

（三）實踐知識的探究，宜尋找資深教師個案，可得到細膩豐富且有組織結

構的知識層次。

（四）由於實踐知識的脈絡性，除了訪談之外，更需進行現場觀察，如此詮

釋出來的實踐知識，可以帶回現場實踐、回饋與更新，成為好用的知識。

五、研究焦點與研究問題

研究者於文獻第一點整理出三項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的目標：（一）個體獨

特性、（二）生涯變動性、（三）個體與群體關係。究其實，此三項目標幾乎涵

蓋全面性班級生活，正如劉淑慧等人（2013）提出生涯的現象學觀點—「生涯

是在世間活出自己意義之經驗與故事」，點出生涯導向的發展性輔導得以協助學

生於班級生活中活出自己的意義與經驗。本研究以第三項目標「個體與群體的關

係」為切入點，呼應學生個體在班級生活中如何達到「瞭解個體與群體之關係，

培養人際互動能力，得以在群體中有更好的工作與生活」。暫時擱置第一項「個

體獨特性」與第二項「生涯變動性」目標，有以下三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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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有限時間內，研究者無法同時兼顧三項目標，先聚焦一項，方得以

細緻且充分掌握個案教師在班級生活中的實踐知識。

（二）為何選擇第三項，乃因「個體與群體關係」往往是現場導師在班級經

營上重視的一環。例如張珈瑜（2019）在班級經營四個重點中的第一點「培養

品格心」中提及，「在校園生活及活動中培養學生誠實、負責任的態度，以及對

於同學、師長具有同理心與禮貌」，此便為第三項目標「個體與群體關係」的體

現。

（三）第三項目標「個體與群體的關係」也同時符應108課綱國小學童生涯

發展四個目標中之第四點：培養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具有重要性。

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一）為了引導學生掌握「個體與群體關係」，國小高年級導師在生涯導向

的發展性輔導中，所產生出來的實踐知識整體結構為何？

（二）在引導學生掌握「個體與群體關係」之過程中，上述實踐知識從目標

意象到可落實的方法，其結構中各層次內涵是什麼？

參、研究方法

一、工具型個案研究

關於研究資料在推論上的概化性，Stake（1995）以及Melrose（2009）提出

兩種取向：一為科學性概化（scientific generalization），即量化研究，二為自然

性概化（naturalistic generalization），即質性研究。個案研究屬於後者，也就是

研究者透過系統性方法對個案進行詮釋與描述所產生的推論與理解。Stake又進

一步提出兩種個案研究的性質：本質型個案研究（intrinsic case study）以及工

具型個案研究（instrumental case study）。本質型個案研究著重個案本身的獨特

性，以個案的故事性與脈絡性為主要關懷；工具型個案研究則視個案為瞭解概念

或現象的工具，以建構或修改理論。二者的目的都在得到研究結果的自然性概化

（naturalistic generalization），以增益啟發或提出適切的方法。

本研究採用工具型個案研究法，研究結果可作為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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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之參考，且與理論對話，探究在地脈絡中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之結構與內

涵。

二、尋找個案教師

研究者詢問認識的專輔教師，因其在校內的工作性質，熟悉班級導師之帶班

風格，請其推薦班級經營順利、在乎學生全面的學習、具有生涯發展理念、班

內學生各得其所、能夠激發班級向上動力的導師。專輔教師推薦位於都會區偏郊

區學校任教的欣欣老師（化名），提及學校的家長對欣欣老師信賴度高，欣欣老

師在拓展學童生涯發展舞台有較大彈性。研究團隊於是邀請具有二十多年教學經

驗、在文文國小任教的欣欣老師作為本研究的個案教師。

欣欣老師的教學成果有目共睹，曾獲教育部、師培機構以及宗教相關之教育

獎項的肯定。欣欣老師的教育理念不僅著重學生課業表現，更強調學生待人處事

的態度，在師生互動中不斷地傳達出對學生的同理與關懷。尤其面對許多導師抗

拒帶領高年級學生，欣欣老師一向樂於帶高年級班，她常在日常生活中看見每位

學生的優勢，如同賞賜千里馬的伯樂，找到學生的潛在能力並進一步鼓勵其發揚

光大（0907-後-訪-1）。

根據同儕教師們的觀察，欣欣老師個性爽朗、有話直說、熱情主動與人連

結，很容易相處與溝通，處事條理分明、節奏明快，也積極參與校內各項教學精

進的研習，點子很多、思考速度也快，會將自己多年的教學經驗分享給較資淺的

教師（0113-後-同-1）。在師生互動上，雖然展現出較強勢的氣場，但是很講道

理，解決學生間的磨擦時會先理解狀況，深受學生信服。也有同儕教師發現欣欣

老師柔軟的一面（0113-後-同-2）：鼓勵學生參與團體活動以提升信心，創造學

生彼此連結的機會。同儕教師欣賞欣欣老師積極創造學生的舞台，提及「如果每

個學校都有一、兩個欣欣老師這樣的人，那整個學校風氣都會是積極正向的」

（0113-後-同-3）。

三、研究現場

研究現場為文文國小六年級甲班，欣欣老師是導師，學生共20位，家庭型態

多元，有在地世居此處之家庭、勞工租屋家庭及中高社經新購屋家庭。欣欣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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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年級開始帶領，研究者觀察期間是六上，師生相處已進入第三個學期。在欣

欣老師一年的經營之下，同學之間培養出互助的習慣，氣氛和諧。甲班給研究者

最大的印象是「迅速與效率」，只要欣欣老師一聲下令，不管是發放作業簿、上

室外課要整隊外出，或者課前需準備上課用物品並收拾桌面，班上大多數同學已

養成眼明手快的能力，除了先將自己分內的事情完成，也會看顧組內同學是否也

確實達成任務。如果有學生動作較慢，總有同學主動幫忙。學生踴躍參與班級或

校內的活動，小從下課時間的班級內務，大至學校體育表演會，不論掌旗手或運

動員宣誓代表，都可以看到欣欣老師班學生的身影，可知學生對各項事務的投入

與熱情。

四、資料蒐集

第一作者透過引薦，邀請欣欣老師作為觀察對象，彼此瞭解之後，進入班

級、坐在教室後面進行觀察，初期有兩次整日觀察，瞭解班級一天的作息節奏、

參與學校活動，包括升旗、打掃、大手攜小手帶領小一新生活動等。經過研究初

期的關係與默契建立，掌握班級氣氛之後，第二作者接續進行班級觀察持續一個

學期，每週三早上7點30分進入欣欣老師班級，經歷早自習、社會課、音樂課，

再到欣欣老師所教授的數學課結束。觀察紀錄內容包含觀察日期、時間、互動過

程，也請欣欣老師將錄音筆掛在身上，並在教室後方放置攝影機錄影，將師生間

的互動更準確地記錄下來。兩位研究者入班觀察14次，共56小時。

每次觀察完畢後，皆與欣欣老師訪談大約45分鐘，針對不解與好奇處提出問

題，引發欣欣老師思考行為背後的想法，或者是對學生的期待。研究者在過程中

共與欣欣老師進行17次個別訪談，其中10次是針對課堂觀察提問，另外有7次針

對研究發現與欣欣老師分享，並深入瞭解欣欣老師教育目標、意圖與理想中學生

圖像，訪談過程全程錄音。

離開現場後，即刻完成當次觀察筆記與錄音檔紀錄，兩位研究者討論現場的

發現，檢核研究主軸，並引導出下次觀察重點。例如第二作者觀察到欣欣老師誤

會學生作業沒繳之後，立刻誠懇地向學生道歉「對不起我誤會你以為你沒交，原

來夾在這兒」（0907-早-觀-3）。兩位研究者在討論過程中亦引出第一作者觀察

到欣欣老師請一位學生幫忙取抹布、擦桌椅，且明確地謝謝這位同學：「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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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擦得好乾淨」（0903-早-觀-1）。對於欣欣老師特意道謝與道歉且清楚具

體說出之行為，兩位作者很有同感，之後特別注意欣欣老師親身示範的作為。在

一次訪談中，欣欣老師提到她捲起褲管與學生一起掃廁所（1123-後-訪-2），也

呼應此方向。

如此先完成初步資料蒐集與整理，也在歷程中逐漸建構出欣欣老師的生涯導

向發展性輔導實踐知識，例如上段所述的事件，最後形成欣欣老師實踐知識的運

作方法之一—「教師親身示範」。

五、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Barritt et al., 1984; Boyatzis, 

1998）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程序如下：

（一）資料編碼
每一個事件皆有資料編碼，共四個區段。以「0907-早-觀-2」為例：

1. 第一區段四碼數字為觀察日期，表示該資料於9月7日所得。

2. 第二區段是時間性質，「早」代表是早自習發生的事件，「課」表示上課

時間，「下」代表下課時間，「後」表示課後或放學時間。

3. 第三區段是資料性質，「觀」表示觀察時的資料，「訪」為訪談欣欣老師

蒐集所得，「同」為訪談同儕教師所得，「錄」代表從欣欣老師身上的錄音筆中

所擷取。

4. 第四區段是數字，表示同一天該資料性質中事件的順序。

（二）「整體—部分—整體」來回分析
1. 在「整體」向度上

在資料閱讀以及觀察訪談交錯進行中，研究者將資料做初步的大分類，詮釋

出兩個軸度：

（1）在做人上，欣欣老師期待培養學生同理善解的特質。例如有一次學生

因為在音樂課上很心急地要練直笛，影響到老師講課，之後被懲罰很不高興，欣

欣老師請學生想想看如果自己是在台上上課的老師，講話聲音又沒辦法很大聲，

是不是也會覺得台下吹直笛的同學很吵（1123-課-錄-1）。

（2）在做事上，欣欣老師提供很多機會讓學生探索興趣與施展能力，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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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任務。例如研究者發現學校內很多活動的幫忙同學都是欣欣老師班學生，欣

欣老師說：「只要學校有處室說需要幫忙，我通常都回到班級找適合的人出去。

我們班到六年級也都被我訓練到一定程度，就算能力不是很好的，做事也都比別

人強」（1109-後-訪-1）。

2. 在「部分」向度上

研究者同時也在師生互動班級生活中發現欣欣老師有很多具體的步驟，共整

理出17項運作方法，以引導學生既能做人，又能做事。例如「角色交換促進同

理」或「先做正事再玩樂」，此一層次相當具體，都是可以運作的方法，為目前

實踐知識文獻中不曾出現的層級。

3. 在整體與部分之間「來回」

在上層的做人與做事的大方向以及最底層的17項運作方法這兩個層次之間，

研究者來回詮釋出中間層級的實踐規則，如此既從運作方法往上，亦從理念大

方向往下。欣欣老師漸漸浮現出做人要「體貼」以及做事要「用心」之雙實踐原

則，其下各有四項，共八項實踐規則，例如在做人體貼原則下有「尊重與同理」

實踐規則、在做事用心原則下有「盡好本分」實踐規則等。雙原則下的八項實踐

規則引領著第四層17個運作方法。

4. 整體細讀與詮釋

欣欣老師整理出做人體貼與做事用心雙實踐原則、八個實踐規則以及17項運

作方法的同時，研究者與欣欣老師相互對話，再進一步詮釋雙原則所組合出來

的目標理想。透過雙原則去想像這是什麼樣的學生，欣欣老師立刻欣然讚許說，

「對！這就是『可愛的孩子』！值得人愛與欣賞的孩子」（1123-後-訪-2）。生

涯導向發展性輔導實踐知識結構以「可愛的孩子」作為目標意象之定錨。

六、研究有效性

為使本研究具備一定程度的有效性，提高質性研究品質的信實性

（trustworthiness），本研究從Lincoln與Guba（2000）的建構觀點進行有效性確

保：

（一）蒐集各方聲音（voices）：本研究除了詮釋欣欣老師敘說自己的空間

與時間，也記錄研究者的反思、訪談隔壁班級導師以及校內輔導教師，協助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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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欣老師的教學印象，豐富現場的詮釋角度。

（二）研究者的反身性（reflexivity）：與欣欣老師訪談過程中，關心欣欣

老師自己曾走過的生涯發展路徑為何，團隊內亦彼此分享自己的生涯探索之路，

包括第一作者為就業輔導處編製就業力量表協助民眾認識自己，以及第二作者進

一步考量更高學位的追求，確實反映出研究者與欣欣老師一樣，都相當積極於生

涯發展與實踐。在此狀況下，從欣欣老師的實踐到研究者的提問，會共同導向生

涯追求與團體貢獻。兩位研究者彼此相互提醒，保有自我的省思，要從兒童的發

展任務角度看生涯，此時期著重於兒童的優勢與強處，以及兒童在班級生活中的

角色與貢獻。

（三）藉由事件來表徵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representations）：本研究之現

場乃是日常教學與師生互動情境，並不是典型的輔導場域。正如素養乃在實踐中

展現，欣欣老師的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也落實在班級生活中。本研究以班級事

件作為發展性輔導再現的表徵，是希望呈現出實踐層次，帶動讀者對於班級生活

的共鳴，具體感受欣欣老師在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歷程中，對學生做人的人際互

動上之關切，以及對做事的態度與能力的要求。

（四）研究倫理的確保：研究者在第一次訪談時，向欣欣老師說明進行的時

程、方法，以及最後研究結果的撰寫，雙方簽署參與研究同意書。研究進行中並

未訪問學生，皆以觀察及描述來進行。研究結果中提及學生的表現與反應時，儘

量不呈現學生個人背景，以「無法辨認出特定學生」為最高準則。現場觀察時，

研究者坐在教室最後方，不干擾教學進行與師生互動。由於欣欣老師的教室中亦

常有觀課的老師，學生對於坐在後方的訪客並不感到詫異或拘束，相當自在。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整理欣欣老師如何實踐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發現其中包含四個層

次，與Elbaz的三層次實踐知識相較，有三個不同處，細節請見討論部分。在生

涯導向的發展性輔導範圍下，本研究聚焦於第三項目標，亦即「瞭解個體與群體

之關係，培養人際互動能力、得以在群體中有更好的工作與生活」。

本研究有兩個研究問題，對於「研究問題一，實踐知識之整體結構與目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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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為何？」之回答，實踐知識的整體結構呈現於本節之第一部分。對於「研究問

題二，從目標意象到可落實的方法，其結構中各層次內涵是什麼？」之回答，分

成兩個部分：由於欣欣老師在目標意象之下有雙實踐原則—做人體貼與做事用

心，研究者分別在本節的第二部分呈現做人體貼之實踐原則，第三部分呈現做事

用心之實踐原則。

一、「做人體貼與做事用心」雙實踐原則之四層次實踐知識架構

個案教師的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目標以「可愛的孩子」為第一層次目標意象

（goal image）。「可愛」並不是cute或是福佬話古錐的意思，而是得人喜愛與令

人欣賞之意。「可愛的孩子」不是一個概念，而是個案教師以此描繪生涯導向發

展性輔導的實踐知識所要達成的學生圖像，故稱為目標意象，此為個案教師想要

引導的方向。

個案教師以第二層次雙實踐原則（dual practical principles）：「做人體

貼」、「做事用心」來帶動學生，實踐出可愛的孩子此目標意象。此雙實踐原

則，並非概念的向度或內涵，而是個案教師以此實踐原則，向上達成目標意象、

向下指引出第三與第四層次：實踐規則與運作方法。

第三層次為實踐規則（the rule of practice），乃為現場教師在脈絡情境中所

強調的策略方向。有四項實踐規則在「做人體貼」原則下：人際互動禮儀、尊重

與同理、理性溝通、重視並投入團體。亦有四項實踐規則在「做事用心」原則之

下：挖掘強項與優勢、運用時間培養興趣、盡好本分、面對責任認真負責等。上

述實踐規則亦即班級導師在實施的實務策略，有別於上層實踐原則的原則性，會

考量到學校文化，例如重視並投入團體與社區家長的期待（例如面對責任認真負

責），如同Elbaz（1983）所強調的，具有情境脈絡性。

欣欣老師身處在龐雜的班級事務中，在八項實踐規則之下，研究者整理出第

四層次—運作方法，促使學生在教師的具體方法引導下，探索自己、發展能力

並貢獻團體，共有17個運作方法（operational methods）。相較於Elbaz（1983）

的三層實踐知識，本研究整理出第四層「運作方法」，顧名思義，就是可操作的

方法，乃是導師基於當地文化脈絡的理解，實際運用的方法，以能順利引導學生

達成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生涯發展目標—「引導學生掌握個體與群體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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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方法」與上一層的「實踐規則」同樣具有情境脈絡性，直指可操作的具體

方法，往往基於學校脈絡、班級風格、教師專長來運用。

整體而言，從目標意象、實踐原則、實踐規則到運作方法，組合出目標意象

之下雙實踐原則、共四層次的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實踐知識，彼此關係呈現如 

圖1。

二、雙實踐原則之一：做人體貼

沉浸在欣欣老師的班級師生互動中，「可愛的孩子」意象之下有兩個實踐原

則。本部分先描述其一，即做人體貼之原則與其所含納的四項實踐規則與八個

具體運作方法。欣欣老師認為，做人體貼的特質不是生來就有，需要透過後天努

力來培養，尤其如果先天認知與思考能力不強時，體貼的個性便是重要的輔助優

勢，未來也會擁有較多發展的機會（1026-後-訪-3）。做人體貼原則，包含四項

實踐規則，各項規則下又有具體的運作方法，共八項：

（一）人際互動禮儀
1. 教師親身示範

欣欣老師透過日常與學生的互動，示範人際間恰當的應對進退，無論是每日

跟學生道早安，或者是請學生幫忙協助班級事務，都會跟學生說「請」、「謝

謝」等，使雙方互動有好的感受。第一作者首次走入班級，欣欣老師安排好給第

一作者的位置後，請一位學生幫忙取抹布、擦桌椅，且明確地謝謝這位同學：

「謝謝你幫忙，擦得好乾淨」（0903-早-觀-1）。欣欣老師一則讓全班學生看到

教師的待客之道，二則以身作則具體表達道謝。在一次對學生誤會的事件中，也

看到欣欣老師很願意向學生道歉（0907-早-觀-3）。欣欣老師認為教師自己就是

活教材，時時刻刻，學生都看在眼裡。

2. 以善意猜測緩衝人際衝突

另外，學生之間如果有互動衝突產生時，欣欣老師會提醒被告狀學生的行

為，以善意先猜猜看是什麼原因讓別人感受不好，然後請學生想一想自己需要做

什麼來改善（1221-後-訪-2）。有位脾氣比較硬的學生，堅持同學要做到一個程

度，僵持不下。欣欣老師在狀況發生時跟學生提醒：「我猜你是想要讓事情很快

完成⋯⋯，可是你這樣做其他小朋友會有什麼感覺⋯⋯」；欣欣老師以猜測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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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雙實踐原則四層次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的實踐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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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每位學生表現機會

主動連結資源促使學生嘗試探索

老師展現有趣引發好奇

創造機會為團體服務

從小事看到貢獻

提供充分說與聽的機會

個別面授提醒

引導角色交換促進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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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給學生一段緩衝的思考時間，學生感覺被欣欣老師接納了，接下去就比較能

夠知道要怎麼做，才不會破壞關係（1221-早-觀-3）。欣欣老師善用善意猜測方

式提供學生暫停與思考的機會，相信在良好互動的心意下，如果有時間緩衝一下

人際衝突，可增進學生的自省與行為改進。當學生具備基本的禮儀與他人連結的

能力，在關係上便能拉近人與人的距離，為後續建立合作的基礎。

（二）尊重與同理
1. 觀察環境，尊重他人

每當出現班級秩序混亂時，欣欣老師會提醒學生要注意自己講話的時機會不

會影響到別人，還提到自己在朝會時的例子，「因為我在台下和其他老師說話

太大聲，別的老師跑來提醒我放低音量，我就意識到自己影響到別人了，覺得很

不好意思就趕快停止說話」（1123-課-觀-3），透過自身的經驗為學生做機會教

育。除了個人行為對他人的影響，當需要學生合作時，欣欣老師也會關心學生是

否都有盡到自己的努力與責任，建立學生要去思考自己的行動是否會忽視其他人

權益。有一次欣欣老師才說下課，同學就迫不急待地跑出教室結果撞到門口邊的

同學，欣欣老師看到，馬上請該同學回來，再重新用走的離開教室，並且明確告

知他的行動如何影響了其他人（1214-下-觀-1）。欣欣老師的目的在於提升學生

觀察環境的覺察力，以及尊重他人的行動力。

2. 引導角色交換促進同理

欣欣老師在處理人際狀況時，會請學生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有一次，學

生在座位上吹直笛，欣欣老師請他先安靜，同學認為自己認真練習直笛哪裡有

錯，甚至和欣欣老師說話大聲了起來，欣欣老師這時請學生自己上台，「現在

你在台上，感受自己是上課的老師，看看台下，學生只顧練自己的直笛⋯⋯」

（1123-課-錄-1），這位學生站在台上看著台下，而講話聲音又沒辦法很大聲，

結果也覺得吹直笛的同學很吵。透過將學生與老師角色互換的方式，學生也轉變

態度，聽懂教師的意思，知道原來自己的行為帶來別人的困擾。欣欣老師相信尊

重與同理是正向關係的必備能力，而觀察環境與角色交換可提升尊重與同理的能

力。欣欣老師相信協助學生從觀察教室狀況開始，在未來職場中也能更敏銳知覺

職場規則，有利職場適應（1123-後-訪-2）。

06-1_吳毓瑩+黃柔嘉_p001-036.indd   19 2024/5/28   下午 02:29:48



20　教育研究集刊　第70輯第1期 

（三）理性溝通
1. 個別面授提醒

欣欣老師班上發生了學生受情緒影響不與他人溝通的狀況，她針對這樣的行

為，個別找學生聊聊，「如果你小時候不講理，那是可愛；再大一點不講理，那

是幼稚；長大了還不講理，那人家會覺得你講不聽，就不講了，那你就沒有機會

了」（1123-課-觀-4）。欣欣老師相信講理、可溝通的人，在未來才會有發展的

機會。

2. 提供充分說與聽的機會

處理班級衝突時，欣欣老師會先接納雙方同學的情緒，提供雙方充分表達自

我、聆聽他人的溝通機會，一步一步分解所有的衝突過程，同時判斷學生表達

的合理性，也與全班討論跟他人溝通、對話的重要性。欣欣老師的觀念是，「不

能用最後的結果來評定是誰的錯，學生的互動都是一來一往⋯⋯」（1109-後-

訪-8）。為訓練學生理性溝通能力，欣欣老師平時透過機會教育告訴學生該如何

跟他人對話，在解決衝突時，提供學生充分說跟聽的平台，充分表達行為背後的

感受與想法，逐步養成學生理性溝通能力。欣欣老師相當強調現今工作環境中，

理性溝通能力可為個體帶來更多資訊的吸收與表達，對於適應瞬息萬變的環境很

有幫助。

（四）重視並投入團體
1. 從小事看到貢獻

欣欣老師會特別從不起眼的小事看見學生對團體的貢獻，具體鼓勵學生，尤

其是人人都不想做的事情。「老師知道掃廁所很討厭，看到你們這樣認真，讓

人佩服」（0914-早-觀-2）。當學生幫忙處理班級事務，欣欣老師也會用很讚美

的神情向學生具體道謝，形成師生相互尊重、信任的互動模式（0907-早-觀-3、

0907-下-觀-1、1123-後-訪-2）。欣欣老師瞭解每位學生的個性，在處理各項大小

事物時，知道要怎麼給予因人而異的解決方法或是鼓勵，讓每位學生感受到心中

有團隊時，團隊順利，自己也會開心（1123-後-訪-3）。

2. 創造機會為團體服務

欣欣老師期許學生能投入整個班級大團體的活動，例如座位安排時，欣欣老

師會讓學生盡可能與班上其他同學相處，「如果只跟幾位同學膩在一起，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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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他人的特色，那就太可惜了」（1123-課-觀-1）。欣欣老師驕傲地分享，每

一位同學都很喜歡參與活動、幫忙，主因是欣欣老師都把這些事情描述得很有意

思，「別人找你是覺得你有能力做，所以我就常常跟學生講，做事有什麼不好，

做完事情，成果也是我的囉」（1109-後-訪-6）。去年學校需要八位代表幫忙畢

業典禮上台遞獎品，兩個五年級班各四名。沒想到欣欣老師班上學生很踴躍，好

多人都想幫忙，欣欣老師看到同學這麼踴躍，很高興他們的服務精神，便去問問

隔壁班導師學生的意願，正好該班導師也想把機會給欣欣老師班比較好協調練習

時間，欣欣老師就順利地讓想幫忙的班上八位同學帶著榮譽上台，縱使只是幫忙

遞獎牌，也是一個為團體服務與貢獻的機會（1109-後-訪-5）。欣欣老師相信，

若能從團體角度看事情，重視團體、投入團體，更可以適應職場團隊合作的工作

模式，體貼別人、同時對團體有貢獻。

三、雙實踐原則之二：做事用心

欣欣老師的實踐知識結構具有雙原則，本段將描述其中之二：做事用心。在

做事上，欣欣老師強調每一位學生要展現優勢、達成最佳表現，並且有始有終，

完成任務，在做事用心的原則下，有四項實踐規則與九個運作方法：

（一）挖掘強項與優勢
班級生活中，欣欣老師在爭取機會鼓勵學生表現特質與強項上，相當投入，

共有三個運作方法：

1. 教師展現有趣引發學生好奇

欣欣老師因著自己成長求學經驗所致，很認真去挖掘學生的強項（1109-後-

訪-7），鼓勵學生嘗試不同的服務或比賽，為自己爭取表現機會，看到自己的優

勢。然而，第一步是要引發學生的興趣與好奇。當欣欣老師需要學生幫忙，或是

學校有任務需要幫手時，欣欣老師會先布局，描述這個任務的學習點與好玩點，

先引發學生好奇想要參與的動機，欣欣老師相信只要她自己對事情有興趣，就可

以影響學生投入，學生也可從中體會自己的興趣在哪裡，而不是用利益來評估要

不要投入，「我們班的出發點是，我可不可以幫忙⋯⋯只要他願意，就可以從中

找到好玩，看到自己厲害的地方」（1221-後-訪-3）。例如學校體育發表會需要

旗手（0907-後-訪-5）或是畢業典禮需要遞獎牌小幫手（1214-後-訪-3），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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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幕開關的小工作（0907-早-觀-2），都可想像教室中欣欣老師興奮的描述表

情。

2. 主動連結資源促使學生嘗試探索

欣欣老師常常爭取機會出任務，帶出學生興趣，作為他們努力的目標，讓學

生在活動參與過程中提升信心，例如校內樂隊、於校外團體舉辦的朗讀比賽、公

益計畫等（1221-後-訪-1）。布告欄上也貼著學生參與校外活動帶回來的榮譽，

例如寫生、照顧老人證明等。學校很多活動的助手中，也看得到欣欣老師班的學

生身影，包括學期開始時六年級與一年級的大手牽小手活動（0907-午-觀-1）。

只要哪裡需要幫忙，欣欣老師通常會在班上公布、徵求人手。不論學生成績如

何，只要事情不具危險性或過於勞累，現場看到學生們都願意跟著欣欣老師積極

參與班級內或學校層級的活動或競賽，也從中感受做事的樂趣與彼此間的支持。

3. 提供每位學生表現機會

在引發學生的興趣及參與動力後，欣欣老師特別留意提供每位學生表現機

會。不論服務、比賽或活動，欣欣老師會最先把機會留給自願的學生，若同一人

參加多種活動撞期，或者是太多學生想參加同一比賽，就會做公開協調，讓每個

人的機會盡可能均等，學生也會自己做是否有把握的評估。如果上述條件相同，

就會將該次比賽或活動留給先前比較少機會表現的人。但凡有做事，都會受到欣

欣老師的讚賞。欣欣老師像偵探一樣，挖掘學生的亮點，鼓勵他們表現出來，她

相信內在的亮點會透過外在呈現出來，再返回提升內在特質，受到欣賞的學生都

變得比以前還要有自信（1214-後-訪-3）。例如學校體表會需要一名學生擔任旗

手，因為這是容易勝任的任務，欣欣老師首先找平常沒有機會做到事情的人，讓

學生知道自己也可以勝任、有這個能力，於是這個名額給了平常沒有機會表現的

學生，讓其於當下享受到被眾人注視的風光；結束後，學生非常開心，回家向爸

媽分享這榮譽（0907-後-訪-5）。

（二）運用時間培養興趣
欣欣老師不管是校內或校外的教學精進討論，都相當積極參與，生活特別忙

碌，因此，充分運用時間培養興趣也成為欣欣老師對自己與對學生的期待。以下

有兩個運作方法：

06-1_吳毓瑩+黃柔嘉_p001-036.indd   22 2024/5/28   下午 02:29:48



吳毓瑩、黃柔嘉 班級導師之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的實踐知識：做人體貼做事用心雙實踐原則　23

1. 提醒利用時間找有意義的興趣

欣欣老師會特別注意發呆的學生，有一次早自習時間，某位學生桌面上空空

的在發呆，欣欣老師點名該位學生，跟學生說「你沒有事可以做齁？」，學生就

很理解老師意思，找了書來看（1012-早-觀-4）。欣欣老師相信工作之餘的興趣

培養相當重要。對於沒有善用時間閒晃、發呆的學生，會特別提醒他找有興趣、

愛做的事情來做，養成習慣後，能影響到在家中的時間規劃。像班上有一位學生

回家後花了很多時間在電動遊戲，在班上總是精神不濟、睡眠不夠，雖然欣欣老

師表明自己無法干涉學生放學後的生活習慣，不過在班上還是會直接提醒學生要

建立把時間適度保留給正常生活規律的觀念，告誡學生「你如果想要過好日子，

就要先付出」（1214-後-訪-1）。欣欣老師相信時間管理足以象徵工作效率與平

衡，個體懂得妥善運用時間，找到有意義的興趣，工作效能以及身心狀態便能達

到平衡，對個體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優勢。

2. 花額外時間協助學生

欣欣老師自詡是學生的加油站，支持並陪伴學生。學期中有班上學生主動且

勇敢地想要參加甄選、代表學校參加樂隊比賽，欣欣老師感動於學生有勇氣突破

心理障礙，發揮自己的興趣與所長，便特別請學生在午休、放學後留在班上，欣

欣老師也留下協助學生練習不熟的部分，並且引導做調整（1012-後-訪-2）。學

生與欣欣老師都額外付出時間與心力，目的在於累積學生探索自我的信心，處事

積極、態度熱情，為生涯目標的達成增加能量。

（三）盡好本分
欣欣老師認為在班級與學習生活中犯錯在所難免，但如果先把本分顧好，必

然是成長與發展的基礎。在此實踐規則下，有兩個運作方法：

1. 藉聯絡簿具體呈現本分

欣欣老師向學生表明不會特別要求成績要多高分，而是希望不管學生成績如

何，都可以用認真的態度完成自己的本分。在實踐上則透過聯絡簿作為學生自我

檢核本分與責任的工具，聯絡簿中記載的都是學生每天必須完成的作業、上課準

備教材等，這就是本分；若學生能建立起這樣的習慣，學生未來也能時刻提醒自

己做好本分（1005-後-訪-2）。有一次一位學生忘記給家長簽回條，因為不是第

一次犯，欣欣老師先嚴肅地問學生有沒有把回條簽名抄在聯絡簿，學生說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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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老師就提議，下次如果有完成聯絡簿中的事項，就在上面打勾做記號，晚上睡

前一定要檢查是不是所有事情都打勾了，以防止未來累犯（1214-早-觀-1）。欣

欣老師期待學生養成盡好本分的行事習慣，犯錯時分析錯誤成因，學習下次如何

減少錯誤發生。研究者問欣欣老師這是否與職場類似呢，她笑說是啊，這就是保

住工作的基本了（1005-後-訪-3）。

2. 要求先做正事再玩樂

課堂中如有作業檢討，欣欣老師會請學生領回要訂正的作業本，當節課堂

中訂正好；如果作業缺交要補寫，欣欣老師要求學生把正事做完才可以娛樂

（0907-下-觀-1）。但有同學忘記自己該完成什麼作業，下課時太高興了就跑出

教室玩樂，欣欣老師即便是下課了，也會特別關注，把沒完成作業的學生叫回位

子上，欣欣老師清楚地說：「大人有大人的責任，小孩也有他的責任⋯⋯你要先

把你自己該做的事情做完，再來想你要玩什麼，而不是先休閒。當然有的人是要

先休閒，但是我認為正常的是先把事情做完才休閒」（1019-後-訪-1）。班上學

生也都培養「先做正事再玩樂」的處事態度，成為一個不言而喻的規則與默契，

自己有產出，也對團體負責。

（四）面對責任認真負責
在欣欣老師班上，每個學生身上都有該負的責任，逃不出欣欣老師敏銳觀察

的眼力，認真負責的學生也會被即時鼓勵，欣欣老師有兩個運作方法：

1. 調整任務難度但責任照負

欣欣老師發現學生會用說謊與哭泣來逃避寫作業責任，她便用未來工作的例

子告誡學生：「你不能任何事都用哭來解決，該面對要面對。就像以後你去外面

工作，你不能跟老闆說你沒有去工作的藉口，也無法用哭來解決。我沒有要求你

一定都要寫對，但是你唯一不能犯的就是懶」（1019-早-觀-1）。欣欣老師知道

成績不理想的學生要做好學科作業真的比較難，便會衡量難度較高的作業不用完

成全部，也不要求學生寫作業要全對，可以有錯，但還是要完成到基本程度，絕

不能逃避完成作業的責任。凡是有逃避習慣的學生，只要有任何工作沒有完成、

作業遲交或考卷沒有訂正，欣欣老師徹底追蹤，放學後留下來，她陪同解答作業

疑問，禁止學生得過且過，督導學生完成自己的責任（1214-後-訪-3）。曾有學

生不斷遲交，欣欣老師就嚴格起來，雖然學生哭了，欣欣老師還是請學生不要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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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一定要認真面對自己完成作業的責任，向學生表明「我擔心的是你工作量愈

積愈多，永無完成之日」（1214-早-觀-1）。欣欣老師特別強調，逃避責任在職

場中，小則傷己，大則傷人，有失信用，唯有面對事情、扛起責任，才能得到支

持與認可。

2. 即時鼓勵，馬上糾正

認真做事負責的同學，欣欣老師一定即時鼓勵，目的是要讓同學知道這是大

眾認可的好態度。「如果能力不佳，只要學生肯認真負責，看在任何人眼裡，

就比較容易被喜歡，就如同喜憨兒們很認真工作，常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同」

（1026-後-訪-2）。欣欣老師也跟學生舉例，「如果你是老闆，那你要選誰當職

員？」，學生大多都選做事認真的人，透過這樣的互動過程提醒學生做事態度的

重要（1019-後-訪-2）。欣欣老師對於做事不認真的學生特別敏感，必定糾正，

欣欣老師認為不管成績如何，認真負責的態度一旦建立，就可以在職場上具有優

勢，縱使做的工作難度不高，還是可以讓他人看到自己的認真，進而產生認同

（1019-後-訪-3）。在求學階段犯錯容易被原諒；出社會就沒有人會一再原諒、

給機會。欣欣老師相信具備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在面臨不同的任務時，就能展

現出基本水準，進而維持個體在職場中的競爭力。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聚焦於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中的第三項目標「瞭解個體與群體之關

係，培養人際互動能力、得以在群體中有更好的工作與生活」，透過工具型個案

研究，將專家教師難以言說的行動，具體化為實踐知識四個層次，展現出「做人

體貼、做事用心」之雙核心實踐原則。本文最後提出三點討論以及五點研究限制

與建議。

一、討論

（一）�導師自我的生涯發展提供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實踐時之隱

含方向
欣欣老師師院剛畢業時，是以美術教師的身分踏入教育領域，而後為找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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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專業定位，往數學領域鑽研，進而完成碩士學位。近年投入國小數學科輔

導團行列，努力地將教學方法傳授給新進教師。從美術領域到成為數學輔導團的

專家教師，欣欣老師為自己開拓職場中的多元探索。欣欣老師的班級生活瀰漫著

一股支持與積極的氣氛，如同王玉珍（2015）發現，優勢取向的生涯諮商對提升

青少年的幸福感有立即與持久的效果，欣欣老師秉持看到學生的優勢給予資源與

機會的精神，在欣欣老師結構穩定的鋪陳下，班上常有一種「我們可以」的氣

勢。在此同時，學生在欣欣老師引導下，亦需面對自我能力的突破、做事習慣的

調整、與人合作的挑戰，如同成人在生涯逆境中之調整與適應。此研究發現呼應

吳淑禎（2018）指出，大學生在面對生涯逆境時，會用「向失敗學習」、「解決

問題」、「肯定自己」、「生活調節」、「培養特質與能力」、「角色楷模」、

「向外求助」等具體建議來培養自我生涯韌力，亦同時期待學生調整習慣養成適

應力，如同楊淑涵等人（2015）所言，生涯適應力將使未來生涯發展更有彈性。

這些要素呈現在欣欣老師的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的實踐知識之實踐原則、實

踐規則及運作方法中，學生透過做人、做事、嘗試、挫折與修改，鍛鍊出生涯韌

力與適應力，看見自己在團體中的角色與貢獻。如同欣欣老師在自我生涯發展中

的經歷，展現出實踐知識對於現場脈絡的理解與傳播。

（二）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之實踐知識的獨特性與脈絡性
研究過程中，欣欣老師闡述背後動機同時反思行動的起點，提升自我對生涯

導向發展性輔導的覺察心與明確度。欣欣老師在班級生活中交錯運用很多方法，

看時機、狀況、環境，尤其注意學生的特質，隨時準備好要引導學生投入團體中

一起工作與生活。在與研究者交互問、思、說、寫的歷程中，欣欣老師建構出可

分享的實踐知識，與Elbaz（1981, 1983）的實踐知識比較，有以下三項獨特處：

1. 四層次實踐知識相對於Elbaz（1981, 1983）的三層次

本研究的第一層次是目標意象（goal image），以下帶出教師實踐過程中的

實踐原則（practical principles），而在此原則下，教師展現出可運作的實踐規則

（the rule of practice）與運作方法（operational methods），共四層次。本研究的

結果與Elbaz（1981, 1983）之比較，呈現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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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本研究實踐知識四層次對於Elbaz（1981, 1983）實踐知識三層次之調整

Elbaz（1981, 1983） 本研究（2023）

第一層 意象 image 第一層 目標意象 goal image

第二層 實踐原則 practical principle 第二層 實踐原則 practical principles

第三層 實踐規則 the rule of practice 第三層 實踐規則 the rule of practice

第四層 運作方法 operational methods

註： 粗體畫線字為本研究之調整。

2. 第一層次「意象」聚焦在目標上，成為「目標意象」

本研究的目標意象不同於Elbaz（1981, p. 60）所描繪的意象（見文獻探

討），後者乃為具有隱喻性質的價值體系之展現。本研究並非特意放棄具有隱

喻性質的意象而採用目標意象，關鍵在於欣欣老師心目中的圖像（image）即是

可愛的孩子，具有清楚的目標，而不是含有隱喻以及價值判斷的意象。Elbaz也

具體指出「意象中蘊含有價值判斷，並直觀地構成了教師目標實踐的指南」（p. 

70）。Elbaz的意象亦會構成所欲實踐的目標。對居於繁複現場脈絡中的導師而

言，目標意象具體明白，也較容易掌握與傳達，繼而引出整體實踐知識的層次。

本研究中，個案教師感受到自己的實踐歷程乃在於目標的掌握，即是「可愛

的孩子」。相對於Elbaz（1981, 1983）原有的「意象」層次，「目標意象」可能

較貼近教師在實踐時候的核心關懷。由於這是從教學現場詮釋出來的意象，是個

案教師自己的用字，更顯接地氣，也更為生活化。第一層次目標意象「可愛的

孩子」，亦回應Elbaz（1991）所提，教師在現場實踐的言談與聲音被聽見與擴

散。其下帶出第二層次實踐原則—「做人體貼、做事用心」；第三層次「實踐

規則」則是導師配合班級與學校脈絡的實務性策略方向。

3. 增加第四層次「運作方法」

有別於Elbaz（1981）的三層結構，本研究架構出第四層次「運作方法」，

乃視社會脈絡、學校校風、班級班風以及教師風格各有不同，非常具體而多樣。

例如我國社會脈絡中有家庭聯絡簿、學生打掃等方法；學校校風中有調派學生協

助辦公室勤務；個案教師的風格下有鼓勵學生參加活動或競賽。此層次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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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具體可用，教師之間可相互學習、彼此鼓勵，引導學生從中看見自己的勇氣

並展現優勢、貢獻團體，故而更加鼓勵教師在班級實務中組合相關班級經營的運

作方式，帶動學生的生涯發展。

（三）班級是一個小小的工作世界
國小班級導師是重要的生涯發展引導者。導師們以為自己什麼都沒做，可是

恰好相反，導師們一直在班級生活與師生互動之中實踐著，回應文獻所提生涯輔

導的目標（金樹人，1997；林蔚芳，2012；林幸台等，2003）、課綱中生涯規畫

議題之目標（洪詠善，2019）以及Super（1980）的生涯發展階段。

本研究的個案教師很注重班級在學校中如何配合各項任務的完成以及發展學

生表現的舞台，因此也很自然地將班級生活視為可多方嘗試、到處探索、配合

更大團體，且允許重來的小小工作世界。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經文獻統整後有三

項目標（見文獻探討），欣欣老師特別強調第三項目標「個體與群體關係」，此

焦點一則顯示出教師風格，二則亦是文化期待反映在十二年國教的生涯發展目標

上。主要重點有二：

1. 在人際互動上，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之實踐知識，強調學生對同學的尊重

與同理、感受到服務的重要，人人各有所長，各出任務，相互補強與補位。學

生在參與不同活動與服務中找到自己的獨特性，多爭取機會發揮特長且認真負

責，如同Super（1980）的生命廣度與生活空間理論中，找到自我在生涯上的定

位，呼應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目標（金樹人，1997；林幸台等，2003；林蔚芳，

2012；洪詠善，2019），瞭解個體與群體之關係，培養人際互動能力。

2. 就團體貢獻上，此實踐知識重視團體活動，幫助學生進入群體工作模式

（金樹人，1997），在分工與衝突中相互欣賞、溝通，反映林蔚芳（2012）認

為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目的是協助建構生活型態中的工作態度，呼應生涯導向

發展性輔導目標（金樹人，1997；林幸台等，2003；林蔚芳，2012；洪詠善，

2019），引導個體在群體中有更好的工作與生活。

整體實踐知識架構乃在師生互動以及班級生活中，從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的

角度，組織成可用的行動策略，具有實用與實踐的精神。正因個案教師身處於學

校的脈絡中，經由整理與詮釋之後，讀者可感受到實踐知識呈現出來的自然概化

性（naturalistic generalization）（Stake, 1995），加上做人體貼與做事用心之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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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原則，反映出華人文化的社會期待，研究者相信將能引發班級導師跟隨、借用

與轉化的擴散效果。期許本研究結果可帶動現場教師更敏覺自己在生涯導向發展

性輔導上的影響力：一則期待國小學生受惠於教師發展性輔導的踐行，而能夠對

接下來的生涯發展更具信心，順利從生涯的「成長階段」步入「探索階段」；另

一則賦權班級導師發揮發展性輔導的能量，逐步累積並建立發展性輔導的實踐模

式。

二、研究建議

（一）實務上的建議
1. 生涯導向的發展性輔導之整體性脈絡事件與師生互動，經過本研究在目標

意象、實踐原則、實踐規則與運作方法上層層解析之後，班級導師可依此結構調

整成符合自己帶班風格、社區／學校／家庭文化，以及學生特質的生涯導向發展

性輔導之實踐。

2. 個案教師的經驗，可讓現場教師借鏡以增進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實踐歷程

的彈性，帶動學生體會個體與團體的關係，並看到自己在促進學生生涯發展歷

程中之貢獻。也許導師們也會如個案教師一般覺察到—「原來，我已經在做

了」。此實踐知識未來在班級生活、教學引導與師生互動中，得以接續傳遞與修

改，作為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之實踐路徑。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1. 本研究聚焦在小學階段的生涯發展目標之第三項「個體與群體關係：促進

個體與群體相互認識磨合，引導個體在群體中有更好的工作與生活」，以此目標

來尋覓典型的個案教師，被推薦的個案教師在現場的實踐，相當能呼應第三項目

標「個體與群體的關係」，其掌握孩子的特性與團體的需要，把生涯導向發展性

輔導發揮得井井有條且彈性靈活。就第三項目標如何在地實踐上，個案教師的帶

班風格為一典型表現，值得被詮釋並分享。惟為能集中焦點深度探討，只好暫且

擱置第一項「個體獨特性」以及第二項「生涯變動性」。此二項的生涯導向發展

性輔導之實踐知識，有待尋覓典型專業的導師以探究之。

2. 導師如何激勵學生做人體貼、做事用心，帶動學生在人際相處與團體貢獻

上長出自己生涯探索的故事，過程中必有感人時刻，也會遭遇困境，但卻沒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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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在文獻裡，而是成為教師彼此激勵的日常提醒。本研究重點在於實踐知識的結

構與內涵，至於過程中的感人與辛苦，以及面對挑戰與困境的因應做法與教學或

帶班策略，實無法在本文中顧及。此為本研究的遺憾，也同時是下一步研究可能

的開展。

3. 本研究並未涉及學生端的觀點，關於未來研究，建議在實踐知識結構已有

雛形之下，觀察學生並進行訪談，可包括以下層面，以能貼近學生的生涯發展需

要，進一步增益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的實踐觀點與策略：

（1）在教師啟發下如何探索與開發自己的能力及興趣。

（2）在教師帶動下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

（3）在教師鋪陳下如何感受與想像工作世界。

（4）在教師引導下如何開始關注不同職業與工作內容。

陸、結語

本研究強調教師知識的實務應用與擴散，故而整理與詮釋從脈絡中建構出來

的教師實踐知識。研究團隊尋遍國內文獻，在實徵研究的正式發表上，未見任何

一篇「國小」階段導師所實施的生涯導向發展性輔導之研究成果。然而在現場，

班級導師其實早已在發展性輔導的範圍內引導學生進行生涯探索且磨練做事的能

力，只是未曾好好被探究。國外並沒有發展性輔導這樣的脈絡，是以沒有相關研

究成果，國內亦習於參考國外模式，所以也未曾出現過類似作品。於此亦可見本

研究之重要，可填補文獻中的漏失。

本研究的初衷與特色，在於帶動導師覺察自己在學生生涯發展上的實踐，聚

焦在結構層次與方法內涵。研究者相信班級導師已將生涯發展目標融入日日師

生相處的過程以及班級活動中，以班級為整體，安排學生的工作、掌握學生的個

性、適時鼓勵、巧妙介入學生的人際衝突、以任務或活動促進群體合作等。導師

在班級生活中自自然然地實踐著生涯導向的發展性輔導，今透過實踐知識的結構

呈現出來，目的也在賦能導師看見自己的專業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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