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學術研究群成果報告 

 

生態諮商學之跨域對話與合作 

學術研究群 

 

學術研究群編號： 

MOST 107-2420-H-002-007-MY3-SG10916 

MOST 110-2420-H-002-003-MY3-SG11009 

學術研究群執行期間：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0 年 6 月 30 日 

學術研究群召集人：王麗斐教授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29 日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 

 

生態諮商學之跨域對話與合作 

 

 

 

計畫編號： 

MOST 107-2420-H-002-007-MY3-SG10916 

MOST 110-2420-H-002-003-MY3-SG11009 

 

執行期間：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0 年 6 月 30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計畫召集人：王麗斐教授 

計畫成員（最後一次變更）：蘇宜芬教授、邱皓政教授、趙子揚

助理教授、林碧芳助理教授、李佩珊輔導老師、劉振維助理教

授、洪美鈴心理師、洪玉玲輔導老師、陳姿伃輔導老師、許雅

婷輔導老師、李致瑩輔導主任 

 

兼任助理：周冠良 

   

   

   

研讀書籍：（研究群可不必填寫）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29 日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 

說明：本研究群秉持著「生態諮商學之跨域對話與合作」的理念，從校園場域有情緒困擾

議題的孩子出發，關注學生的生態，包括導師、輔導老師、家長等重要他人的影響，並透過跨

域對話，擴大對學校輔導生態系統之討論。計辦理 22 場次專題講演與跨域對話，12 人次參

與，發表 6篇期刊論文，成果斐然，符合當初規劃預期目標。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

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書：□已出版□尚未出版□撰寫中□無 

其他：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本研究群秉持著「生態諮商學之跨域對話與合作」的理念，從校園場域有情緒困擾議

題的孩子出發，關注學生的生態，包括導師、輔導老師、家長；輔導人員施為量表的發展有

助於探討其工作動能及阻礙，擴大過往對學校輔導人員自我效能之討論；青少年目標的討論

有助於發現在不同生態環境（個人、家庭、學校）中目標感發展的軌跡異質性；除此之外，

透過拒學的研究，幫助實務工作將這些影響青少年拒學的生態因素一一釐清。 

    在生態環境中，「潛在變項」的發現極為重要。我們也透過量表的編製與發展，包括師

資生潛能測驗、施為量表、青少年目標發展，建構潛在變項的樣貌；搭配脈絡變項與交叉嵌

套模式等高階統計分析，以及語文探索字詞計算軟體和機器學習工具，細緻生態諮商學之研

究設計與統計分析方法，具體將生態諮商納入研究操作的主要思維，從數據資料到分析應用

等面向加以演練，促成研究與實務操作之連結進展。 

    總之，本年度的成果為此領域提供跨域對話的動能，啟動未來跨域合作的機會，期能在

未來形成系統性的專業變革。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王麗斐 
計畫編號：MOST 107-2420-H-002-007-MY3-SG10916 

          MOST 110-2420-H-002-003-MY3-SG11009 

計畫名稱：生態諮商學之跨域對話與合作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
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
明，如期刊名稱、年份、
卷期、起訖頁數、證號...
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4 
篇 

見下頁附錄一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專書論文  章  

其他 1 篇 見下頁附錄二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2 
篇 

見下頁附錄三 

研討會論文   

專書  本  

專書論文  章  

其他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教授 6 

人次 

 

副教授 2  

助理教授 4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非本國籍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博士後研究員   

專任助理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
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
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
敘述填列。) 

 

 

 

 

 



附錄一、國內學術性期刊論文 

1. 洪美鈴、王麗斐、林正昌、張在蓓（2020）。從校園輔導工作初探拒學議題之生態指標。
教育心理學報，51（4），597-623 

2. 李佩珊（2020）。校園精神疾病學生之教育輔導策略—生態系統觀點。教育研究與實踐學
刊，67（1），87-100。 

3. 李佩珊（2021）。臺灣中小學輔導人員施為量表發展與效化研究。教育心理學報，52

（3），545-570。 

4. 曾明基（2021）。成功期望與興趣價值對數學成就的動態影響：動態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66（2）。 

 

附錄二、國內其他刊物 

1. 王麗斐、陳姿伃（2021）。當孩子情緒困擾/失控一定是壞事嗎？BEAR 情緒陶冶小團體之
介紹。臺灣憂鬱症防治協會通訊，20。 

 

附錄三、國外學術性期刊論文 

1. Wei, M., Wang, L., & Kivlighan, D. M. Jr. (2021). Group counseling change process: An adaptive 

spiral among positive emotions, positive relations, and emotional cultivation/regulation.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37/cou0000550 

(SSCI, SCOPUS, 13/82, Applied Psychology; Corresponding author) 

2. Lee, P.-S., Wang, L., & Swift, J.K. (2021). Clients’ and counselors’ termination decisions and 

experiences in counseling. Current Psychology, 47 (4).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21-01725-

4 (SSCI) 

 



 

摘要 

「人在生態中」--所有關於人的主題也受到其所處的生態環境

影響，並且不斷進行交互作用，生態諮商學之學術研究群立基與此

核心概念，嘗試透過研究交流與跨域知識分享的過程，開啟對此議

題的關注與學習。本社群嘗試在跨域對話與合作的聚會中，討論如

何解決生態研究在實務場域進行的困境（如過去視生態因素為干擾

或困境），並轉而將之納入評估探究，視為重要影響與助力，此亦是

本社群最重要的發展目的，以建構「生態諮商學」領域之研究內

涵。 

本計畫學期中每個月辦理一天，為達交流合作成效，每次邀請

2-3 位老師報告，合計 10 月/次、22 次，12次專題討論與 10次跨域

對談，議題廣泛。在學校輔導方面包括輔導人員施為、拒學及輔導

小團體；在統計方法上包括多層次模型、貝氏統計；在測驗編制上

包括施為量表、師資生測驗及試題分析理論；在文本分析上包括機

器學習、liwc 軟體等。每次平均皆有 10-12 位老師參加；學士及碩

士平均 2-4 位學生參加。我們期望藉由跨領域、跨場域的交流，達

到生態諮商學的核心目標，檢視人在生態中細緻的變化與影響。 

 

 

關鍵詞：生態諮商學、跨域對話、學校輔導、量表編制與測驗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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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執行情況 

一、社群宗旨 

本社群是以生態學思維，結合理論、研究與實務場域的作為跨域討論與合

作的基石，透過多元專題來探討生態學，並在教學與實作當中，逐步建構屬於

臺灣生態諮商模型。由於二十一世紀的學校輔導諮商朝向協作

（collaboration）、倡議（advocacy）、領導力（leadership）和系統變革

（systemic change）的方向發展。青少年是學校輔導諮商的核心對象，學校輔導

運作需重視生態系統的理解，因此本年度計畫優先以學校輔導與青少年發展議

題為討論與交流的主體。 

二、執行方式 

先以計畫主持人開設之「生態諮商學」為基礎，透過跨系、跨域與跨校之

整合專業團隊，採每月固定的專題討論和跨域對談，彼此交流專長、腦力激

盪，並透過課程與專業社群的平台討論，不僅進行跨域整合，也加深加廣生態

諮商學之教學、研究與實務意涵。本計畫學期中每個月辦理一至兩天，為達交

流合作成效，每次邀請 2-3位老師報告，合計 10天、22次，其中包含 12次專

題討論與 10次跨域對談。 

（1） 專題討論（上學期 6講題，下學期 6講題）： 

由社群成員，以其研究或實務專長進行與生態諮商學相關之專題討

論，催化社群成員之跨域對話與未來合作可能。 

（2） 跨域對談（上學期 5講題，下學期 5講題）： 

由參加成員自願組成試驗團隊，以生態實務研究資料，創造跨域合

作與模擬開發生態諮商之高階統計技術。 

編號 日期 演講主題 主講人 

1 
109/09/12 

（第一次聚會） 

生態諮商之 WISER2.0 模式介紹與應

用 
王麗斐 

2 

109/09/25 

（第二次聚會） 

情緒陶冶團體在偏鄉的實務研究經驗

分享 
洪玉玲 

3 情緒陶冶團體改變歷程之探究 王麗斐 

4 
長期追蹤交叉模式（CLPM）在團體諮

商歷程中的應用 
邱皓政 

5 
109/10/30 

（第三次聚會） 

台灣中小學輔導人員施為行動量表發

展與效化 
李佩珊 

6 高中青少年的生活目標發展 程景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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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生態脈絡與統計脈絡的交會-統計模式

的觀點 
邱皓政 

8 
109/10/31 

（第四次聚會） 

貝氏統計與生態諮商學研究之對話 曾明基 

9 貝氏統計的實務運用 洪美鈴 

10 
109/11/27 

（第五次聚會） 

拒學生態實務研究 洪美鈴 

11 師資生潛能組合測驗之發展 趙子揚 

12 
110/03/12 

（第六次聚會） 

生態諮商學之跨域對談：Item Response 

Theory Modeling for Response Time 
劉振維 

13 
110/04/09 

（第七次聚會） 

語言與心理特性：「說什麼」vs. 「怎

麼說」 
黃金蘭 

14 

110/04/25 

（第八次聚會） 

脆弱家庭的生態系統連結與合作 李致瑩 

15 
生態系統合作：校園三級輔導運作，以

情緒行為困擾學生為例 
許雅婷 

16 
語言的複合性指標在生態諮商中的潛

力 
黃金蘭 

17 

110/06/04 

（第九次聚會） 

生態諮商學之跨域對談： Machine 

Learning Tools for Text Data 

 

 

 

 

 

黃柏僩 

18 學齡前兒童推論理解能力的發展研究 蘇宜芬 

19 
生態諮商學之跨域對話：生態諮商之脈

絡測量與模式估計 
邱皓政 

20 

110/06/07 

（第十次聚會） 

以研究精神操作小團體實務：以高關懷

學生為例 
陳姿伃 

21 
字詞探索分析-LIWC 軟體在生態諮商

學之應用 
黃金蘭 

22 偏鄉學校輔導之困境與突破 洪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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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各次及內容摘要 

第一次聚會（講題 1） 

 

會議日期 109/09/12（六） 

會議時間 下午 5:00~晚上 8:00 

會議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六樓 624教室 

關鍵詞 學校輔導、WISER2.0 模式 

主講人 王麗斐教授 

內容摘要 

    臺灣學校輔導工作始於 1950年代，早期取經於西方，經歷六十年逐步朝本土學

校輔導工作模式發展，並且立法，建立起較為完整的學校輔導制度。2014年通過「學

生輔導法」，成為臺灣學校輔導工作的最高法源依據。學生輔導法闡明：「學校應

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導或處遇性輔導之三級輔導。」

自此，三級輔導體制成為臺灣學校輔導工作運作之法定圭臬。 

    生態合作取向的 WISER2.0 三級輔導工作模式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透過匯集

長期臺灣學校輔導實務工作者的經驗智慧結晶，並以政府輔導政策的三級輔導工作

架構為藍本，所發展出的學校三級輔導工作運作模式。 

    本次討論旨在介紹植基於臺灣本土經驗所發展出來的生態合作取向 WISER2.0

三級輔導工作模式，闡述 WISER2.0 模式的緣起、在學校系統的應用以及可運作的

方式。 

 

第二次聚會（講題 2-4） 

 

會議日期 109/09/25（五） 

會議時間 中午 12：00~下午 15：00 

會議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六樓 621教室 

關鍵詞 情緒陶冶、團體諮商歷程、長期追蹤交叉模式 

主講人 洪玉玲專任輔導老師、王麗斐教授、邱皓政教授 

內容摘要 

    本次共有三位老師的演講，主要針對情緒陶冶團體的諮商歷程，在實務與研究

上討論交流。玉玲老師分享情緒陶冶團體在實務現場所遇到的感動與學習來到聚會

分享。她在偏鄉帶領情緒陶冶團體，看見這一路走來參與者（家長、學生、班導

師）的轉變。另一個看見則是學校氛圍對於孩子的重要性。 

    「學校的氛圍如何幫助孩子可以信任學校老師、輔導老師，啟動學校系統、生

態合作，進入理解支持的氛圍，可以幫助孩子減少問題，並在自身遇到問題時勇於

面對。」這六年來研究與實務的滾動，帶給她與學校非常多的養分，也幫助學校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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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成長。 

    麗斐老師分享這十年來情緒陶冶團體的研究成果，以回應實務現場的問題，期

望打造老師、家長、孩子的三贏。現階段的研究聚焦在「孩子的改變歷程」。特別

關注在情緒陶冶與「個人正向情緒與社會正向關係間」的交互影響歷程。 

    研究蒐集了數百位國小有情緒議題的學生，進行為期 8週的情緒陶冶介入團

體。研究上使用多層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的長期追蹤交叉模式（cross-lagged 

panel model）來處理。研究發現：正向情緒（感恩、基本心理需求滿足）以及正向

關係（師生關係、學生感知到的社會支持）能夠交叉預測未來學生的情緒陶冶改善

能力；且情緒陶冶可作為一種長久持續的特性，此能力的上升，又可以推動更大的

正向情緒以及正向關係。這是一種互利互惠的模式，透過螺旋式的建構，支持生態

諮商學的效能。此發現為實務現場的輔導老師提供輔導能量與動力，也促使輔導老

師更加相信是走向對的道路。 

    皓政老師則在討論當中，針對長期追蹤交叉模式，提供更進一步統計方法與技

術上的建議。特別是針對團體諮商歷程中各個時間點、各變項間相關的大小、模型

結構，提出問題，引導我們有更縝密的思考，也避免偏誤的產生。 

 

第三次聚會（講題 5-7） 

 

會議日期 109/10/30（五） 

會議時間 中午 12：00~下午 15：00 

會議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六樓 621教室 

關鍵詞 輔導人員施為、高中青少年生活目標、量表發展 

主講人 李佩珊專任輔導老師、程景琳教授、邱皓政教授 

內容摘要 

    佩珊老師在討論中分享了輔導人員「施為（agency）」行動量表的編製與發展

過程。「施為」是個人面臨社會結構、社會規範、社會秩序等外在壓力時的理性選

擇行為，意味著個人有相當程度的力量，並具備可以改變週遭環境的轉化能力。 

    佩珊老師分享其施為行動構念量表有五個面向：「倡議行動、施為參與、團隊

合作、創意行為、自發投入」。報告中，佩珊老師說明量表編製的研究設計與研究

結果，包括編製過程、預試流程、正式施測、短版發展以及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等。 

     社群討論到：教育場所如何執行施為研究？佩珊老師分享在青少年個案、諮

商師，以及與自殺傾向的案主合作時的專業施為意識等。過程中也討論，如何透過

培訓讓專業者的施為被辨識與理解；如何轉化專業施為到教師施為；以及如何幫助

他們行動有意識等等。討論中，大家也發現學校生態文化對施為也有關鍵影響。 

    景琳老師則探討高中青少年個人特性及所處生態系統中的脈絡資源（家庭、同

儕、班級與學校），對於青少年目標發展的影響，也追蹤目標發展變化。 

    結果發現，以青少年的「目標確認程度」和「目標探索程度」之相似性，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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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作組型分析，結果可分出清楚的四組型（達成型、未定型、早閉型、混淆

型），符合假說：也就是達成型的青少年在大部分適應性分數都最高，包括：個人

特質、親子支持、生活滿意度；在憂鬱情緒的分數都最低。 

    針對目標感的發展變化，成長曲線分析顯示，截距和斜率具負相關，顯示一開

始目標辨識的越清楚，後面目標感成長愈慢。目標感發展軌跡的異質性則待探討。 

    最後皓政老師以統計的角度，針對「施為」一詞的本質、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以及模型的適配度指標提問；也提供景琳老師關於潛在類別成長分析模式（Latent 

Class Growth Analysis）的使用建議，以期老師們未來研究在關注實務研究的生態

脈絡時，也同時能反思統計脈絡的合宜性與邏輯性。 

 

第四次聚會（講題 8、9） 

 

會議日期 109/10/31（六） 

會議時間 上午 09：00~下午 14：30 

會議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六樓 621教室 

關鍵詞 貝氏統計 

主講人 曾明基兼任助理教授、洪美鈴諮商心理師 

內容摘要 

    本次主要介紹貝氏估計法以及其在實證研究上的應用，並透過目前國內研究方

法中主流的結構方程模型進行貝氏估計法的範例說明，加速老師們了解和應用貝氏

估計法，並進行實證研究。 

    討論內容分為兩半部。前半部以貝氏估計法的觀念解說，後半部以 Mplus 語

法說明和實證應用為主。較複雜的貝氏公式和推導只有說明重要觀念，講者也額外

提供相關參考文獻和書籍，供老師們參閱。 

    在觀念解說部分，講師分享自己使用貝氏估計法的經驗，特別針對「先驗分布

（prior）」、「後驗分布（posterior）」、「疊代」、「收斂標準」以及「頻率估

計和貝氏估計之差異」詳加論述，並提供實證研究的撰寫範例；在實際應用部分，

講師及老師們共同分析實證論文，以及說明貝氏估計法在生態諮商實際上的應用。 

    總結來說，貝氏估計法相較於目前國內主流的最大概似估計法而言，在小樣

本、非常態、高維度積分以及大量估計參數上，占了許多優勢。此外，在分析結果

說明上，曾老師也指出貝氏估計法和傳統頻率學派的差異，譬如：貝氏估計法中的

參數為隨機參數有其分布，可補充傳統頻率學派的虛無假設檢定並不適用的使用時

機。總之，本討論提供與會老師另一扇資料分析方法的新知。 

 

第五次聚會（講題 10、11） 

 

會議日期 109/11/27（五） 

會議時間 中午 12：00~下午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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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六樓 621教室 

關鍵詞 拒學、師資生潛能測驗 

主講人 洪美鈴諮商心理師、趙子揚助理教授 

內容摘要 

    本次共兩位講師分享。上半場洪美鈴心理師與我們分享現在學校環境中，漸漸

增加且令現場老師感到棘手的狀況—拒學生；下半場則是趙子揚老師與我們一同探

討師資生潛能測驗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針對拒學生的實務研究，美鈴老師分享這群學生的相關生態特性，而後將這些

特性以混和研究的方式統整出學校、家庭與個人的各個特徵指標，並且以這些指標

作為瞭解拒學生態互動的觀察重點。研究分享了青少年拒學型態的變遷，從傳統的

中輟走向伴隨社會退縮型式的拒學，而這些拒學的行為表現多呈現焦慮、完美主義

與逃避退縮的形式，因此從實務角度出發，美鈴老師嘗試和其他老師討論，透過研

究，如何幫助實務工作將這些影響青少年拒學的生態因素一一釐清，包括個人的焦

慮、倦怠與人際退縮，如何受到家庭親子緊密連結與學校適應困擾的形勢所影響。  

與會老師分享對此議題的看重，提供研究與統計的角度，將變項聚斂地更為精簡確

實，有助於後續進一步在研究上可實證其間的交互作用與關聯性。 

    在後半場，子揚老師針對「師資生潛能測驗系統」的編製緣起、編製過程、以

及測驗結果闡述說明。此測驗系統包括三類測驗，組成教師人格組型：教師人格測

驗、工作價值觀量表以及情境判斷測驗。基本假設為：若在愈多測驗上「像個好教

師」，則推論其未來愈有機會「成為好教師」，此系統期望作為各大師資培育機構

甄選師資生其中的參考標準。 

    在討論過程中子揚老師也提出幾個研究議題與其他老師探討，第一、「外在效

度的證據」，也就是師資生潛能測驗組合與工作表現的關聯；第二、「師資生進入

師培系統前後的表現」，以幼教教師情境判斷測驗為例，發現未修習師培課程，以

及修習一年、三年的分數，大於修習兩年，需再檢視工作價值觀及人格測驗是否有

相同情況；第三、「將教師情境判斷測驗內容轉為實際課程」，幫助學生補足成為

正式老師前未曾有的經驗，也有助於未來職場圖像化；第四、「學生屬性與測驗結

果之關聯」，發現教育學程雖有助於學生增進教師工作知能，然而師培歷程中仍需

隨時提醒師資生「莫忘初衷」；第五、「師資生潛能測驗組合的類型」，利用潛在

類別分析，期望能夠提供綜合的報表給學生；第六、「針對此測驗偽答之可能性進

行探討」。在演講的最後，老師也提供該測驗系統的長遠未來藍圖，其中，特別討

論如何將教育現場的生態因素納入，形成更貼近現場需求的實務研究貢獻。 

 

第六次聚會（講題 12） 

 

會議日期 110/03/12（五） 

會議時間 中午 12：00~下午 15：00 

會議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六樓 621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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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IRT、RT modeling 

主講人 劉振維助理教授 

內容摘要 

    本討論的主題聚焦在「作答反應時間作為估計潛在能力之可能性探討」。

PISA 測驗從 2015 年電腦化測驗之後，為了瞭解學生作答反應與時間的關係，不只

針對學生的對錯反應做紀錄，也會記錄作答的時間。例如時間短，作答快；有信

心，作答反而慢。問題：我們如何用時間來精準測量學生數學能力?這些不只用在

PISA，還有包括能力測量，數學題目可否區辨加法或減法是否精熟，或是潛在能

力，或是眼動，需要根據來做這方面時間反應的應用。 

    研究內容為：如何利用 RT modeling 其中的 Joint models，以回應時間來做潛

在能力的估計？對潛在能力的估計還是比較重要的；另外有一種迴歸模型，例如預

測反應快就會比較容易答對，這種誰影響誰還不一定，這方面心理計量有各種反應

模型，目前以 Joint models 為主。 

Joint models 假設這個人的潛在能力會影響時間，有一個 SEM 的模型，數學上

也可呈現為公式，人的潛在能力如何影響作答時間，是能力高低、興趣？還是其

他？我們可能需要找一個 f項解釋，1961年就有人開始做，你可以看見反應時間

和能力成正比。 

最後講者表示此模型可以得到更好的數學能力估計值，另外也看出 PISA 資料

有非線性的關係，未來可以放更多模型進來。而適性化測驗也可以用這個模型參

考，另外一些人口學的變項如：經濟狀況、性別，還可以進一步看一些生態共變

項。 

 

第七次聚會（講題 13） 

 

會議日期 110/04/09（五） 

會議時間 中午 12：00~下午 16：00 

會議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六樓 621教室 

關鍵詞 語文探索與字詞計算（LIWC）、文本分析 

主講人 黃金蘭副教授 

內容摘要 

    本次金蘭老師主要針對中文版的語文探索與字詞計算軟體（Chinese Linguistic 

Inquiry Word Count, C-LIWC）以及其相關研究做介紹，期望能提供另一種字詞分

析的方式給老師們進行生態研究之參考。 

    近年來，語言所表示的心理意涵越來越受到關注。而 LIWC 軟體正是為此分

析目的而生。LIWC 是由 Pennebaker 的研究團隊發展出來的語言特性分析工具，可

以算出一段文章當中各詞類占整篇文章之比例，其中也包括功能詞類。LIWC 整體

包含程式與辭典兩個部分。程式就是負責對照辭典執行計算；辭典屬於封閉性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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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明確定義不同的類別及類別下所包含的字詞列表，而 LIWC 最大的特色是可

以依研究者需要自己創造類別，創建個人化辭典。 

    LIWC 自發展以來，歷經了多次的版本修改與更新，已經逐漸發展成信效度良

好的研究工具。而中文版的 LIWC 詞典（簡稱 C-LIWC）於 2012 年建立並正式發

表（黃金蘭等人，2012），而後又再度刪修翻譯建立 C-LIWC 2015（林瑋芳等

人，2020）。 

    LIWC 的使用非常廣泛，從探討自殺詩人的文本字詞使用頻率，到歷屆美國總

統大選候選人的演講分析，以及偵測各類假訊息，甚至到購物平台產品的介紹說明

文字對於消費者意願的影響等等。 

    LIWC 是量化與質性研究之間的橋樑，講者也期待未來能夠跟 AI 結合，更精

確的探索廣闊的語言心理特性未知的領域。 

 

第八次聚會（講題 14-16） 

 

會議日期 110/04/25（日） 

會議時間 上午 09：00~下午 13：00 

會議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六樓 621教室 

關鍵詞 校園三級輔導、脆弱家庭、情緒困擾議題、語言的複合性指標 

主講人 李致瑩輔導主任、許雅婷專任輔導老師、黃金蘭副教授 

內容摘要 

    本次內容聚焦在學校輔導的實務現場以及語言複合性指標在輔導實務現場的研

究潛力。首先，致瑩老師針對脆弱家庭學校的介入策略進行分享。 

    依據行政院「脆弱家庭」定義：家庭因貧窮、犯罪、失業、物質濫用、未成年

親職、有嚴重身心障礙兒童需照顧、家庭照顧功能不足等易受傷害的風險或多重問

題，造成物質、生理、心理、環境的脆弱性，而需多重支持與服務介入的家庭。 

    學校如何協助脆弱家庭?從整個生態系統來看，學校端從協助學生開始，再透

過學校教師與家長的連結，給予家長支持，並進一步協助連結到社會資源，尤其是

公部門的社政資源合作。由於家長對公家單位的資源是陌生的，因此學校是家長與

社政資源連結很重要的橋梁。我們透過外部系統來協助庭逐漸穩定，同時透過學校

輔導的陪伴，讓在核心的學生更能安心學習。協助學生和家長絕非學校憑一己之力

可以達成，唯有透過系統的合作，大家分工、各司其職、跨域連結，才能有效協助

學生穩定學習，協助家長及家庭重塑與再造。 

    再來，雅婷老師承接著系統合作的重要性，分享情緒行為困擾學生的介入策

略。並提出問題：二、三級輔導處理大量的中後端問題，專輔在個案量纏身的困境

中，如何效能與效率兼具的學生輔導工作？ 

  藉由雙元情緒調節生態團體，帶動學校輔導工作正向氛圍，「大家一起來」的

核心概念，避免落入『點對點』的輔導困境和『補破網』的輔導策略。 

    以情緒行為困擾學生為例：專輔透過全校宣傳與導師推薦，招募八年級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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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衝動易怒、師生衝突等。團體過程成員打架受傷仍準時出席，心理需求渴望關

係(歸屬感) 。成員把真實的情況帶進團體，把握難得的『此時此刻』練習情緒調

節。結合親師師面談，導師和家長更能理解接納，創造共同的輔導目標。小團體的

輔導成效在成員九年級持續追蹤，活化校內外系統合作，減低中輟（拒學）的困

境。生態系統合作的輔導模式，可以讓專輔在校園中建立輔導專業與人際脈絡，更

讓助人工作有一股溫暖接納且多元的力量。 

    最後，金蘭老師介紹 LIWC 分析相關的五種語言複合性指標：語言風格適配

性（Language style matching, LSM）、分析性思考（analytical thinking）、影響力

（clout）、情緒基調（emotional tone）、真實性（authenticity），並針對輔導老

師、家長、導師對於孩子行為表現的文字回饋，以實證精神，提供更多元全面的分

析觀點，期望能夠捕捉到生態脈絡當中更細緻的相關性與結構。 

 

第九次聚會（講題 17-19） 

 

會議日期 110/06/04（五） 

會議時間 中午 12：30~下午 16：30 

會議地點 線上會議 

關鍵詞 學齡前推論理解能力、機器學習、文本分析 

主講人 蘇宜芬教授、黃柏僩副教授、邱皓政教授 

內容摘要 

    首先，宜芬老師簡單介紹推論理解能力。甚麼是推論理解能力?推論能力與學

齡前閱讀理解能力的關係又是什麼?文章裡通常會有沒有說出的間隙（gap），需要

讀者根據作者前後文的線索，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去推敲，這就是推論。 

    而有些閱讀理解不太好的學生，字詞理解沒問題，句子的理解也沒問題，正是

推論的問題。台灣在國小三年級才開始有推論理解的題目，但也代表學生到比較晚

才開始訓練此能力。 

    那到底推論理解能力可以從什麼時候開始訓練?正是此研究的源起。 

    本研究的目的有三：「一、探討不同年齡組幼兒在推論理解總分的表現分

析」，想要了解小班、中班、大班的孩子，在整體推理理解總分的表現差異；二、

「比較不同年齡組幼兒在各推論理解類型（6 類）的表現分析」，依國外研究，將

推論理解能力分為 6 個子元素（sub component），研究者想分析有哪些子元素對

小班孩子來說比較簡單?又學齡前孩童可以發展哪些子元素?；三、「不同年齡組兒

童在推論理解能力的反應品質」，期望藉由本研究能夠提供幼教老師在推論理解教

學時，選取文本材料的一個參考依據，並且在評估孩童的推論理解能力上，心中也

能有一把尺，給予學生符合其起點行為的教學目標。後續老師們也針對研究結果代

表的實務意義作了討論與分析。 

    再來是柏僩老師分享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與語言資料處理，包括：

深度學習、Topic model、文字鑲嵌以及句子鑲嵌。進而也說明這些資料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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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python 內的實際應用，以作為社群教師進行生態研究之參考。 

    機器學習是建立一個算則（Algorithm），機器將資訊放進這個算則裡面，類

似給 X 出來 Y；深度學習只是機器學習的一種算則，只不過有許多層（layer），

進去的資料經過一層一層的轉化會形成表徵，可以預測 Y，則叫深度學習。 

    在語言資料處理中，文字鑲嵌（word embedding）或句子鑲嵌（sentence 

embedding）是一項新的文本分析技術。核心概念是將每一個詞彙都建立座標，依

據使用者需要設定維度。擁有拓展語意的功能，講者認為可以做為 LIWC 中文辭

典的拓展。柏僩老師最後針對句子鑲嵌技術的未來展望作總結。 

    在本次討論的最後，皓政老師提供統計上模式估計的策略與注意事項，針對共

變效果控制、知識結構分析、六個推論理解的理論依據、變異同質性、分組方式等

提出建議，提醒研究者釐清研究脈絡的重要性。 

 

第十次聚會（講題 20-22） 

 

會議日期 110/06/07（一） 

會議時間 上午 10：00~下午 15：00 

會議地點 線上會議 

關鍵詞 高關懷學生、偏鄉學校輔導、字詞分析與實務操作 

主講人 陳姿伃專任輔導老師、洪玉玲專任輔導老師、黃金蘭副教授 

內容摘要 

    首先，姿伃老師分享以研究精神帶領小團體從中的學習。以往的小團體實務困

境：成效有限、預備時間少、無法給予個案實際需求、為行政要求帶來團體。 

    而有研究精神的小團體包含的要素：團體前研究、團體中操作、團體後修正建

立可用模式。團體前研究表示需要文獻探討、問卷調查以及實務經驗教師結合文獻

分析與問卷調查設計；團體中則是操作學生以及家長的問卷測驗，並透過問卷了解

成效進而滾動式修正；藉由前述的修正，在下次團體前建立可用、有效的團體模

式。 

    此種小團體的優勢有三項：特定族群與主題的深入了解、有根基的團體發展以

及最重要的是有效性被評估遇看見。 

    接著是玉玲老師分享偏鄉學校輔導。近年來因著政府對偏鄉教育的重視，持續

在政策面的積極部署和經濟上的紓困作為，使得偏鄉學校的硬體設備不再是教育最

大的問題，偏鄉孩子缺的是長期穩定的軟體師資，需要的是穩定的支持與陪伴。兒

福聯盟在 2018 年「偏鄉與都會貧富孩子生活現況調查報告」中指出偏鄉孩子逾六

成的父或母不在身邊，單親或隔代家庭普遍，家庭支持系統相對薄弱，學校在偏鄉

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本次聚焦於 WISER 學校三級輔導工作模式在偏鄉學校之落實，闡述如何依循

WISER 學校三級輔導工作模式之核心思維與脈絡，在偏鄉學校先天和後天的困難

當中，尋找具體可行的著力點，而創造全校「大家一起來」的輔導環境，提供偏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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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一個正向友善的學習氛圍。期待透過此次的經驗分享，傳遞 WISER 學校三級

輔導工作模式落實後之美好。 

    最後，金蘭老師承接上次討論的內容，提供中文版 LIWC 的斷詞程式，示範

分析中文文本的步驟，並針對「第一/二人稱單數代名詞、第一/二人稱複數代名

詞、正/負向情緒詞、差距詞、過去時態標定詞等變項」分析輔導老師給孩子在學

校行為及團體中表現的回饋，依初步結果提供建議與解釋，成功達到探索文本的目

的，且收斂未來可能的研究變項。 

 

 

參、 計畫執行之心得與收穫 

成員心得 

臺師大王櫻芬教授： 

就像佩珊老師和皓政老師所說，每次聚會都聽到新的研究主題分享，從不

同角度探討學校領域相關的現象，在概念上、統計策略使用上和研究方法上的

想法激盪，不僅更深入理解學校系統，也蹦出更多研究創意。非常美好！ 

臺師大邱皓政教授： 

生態諮商的專業成長社群結合了校內外不同領域的師長學生一起分享學

習，不僅能夠對於諮商歷程當中不同面向的影響因子，諸如家長、師長、輔導

人員、同儕進行廣泛討論，也得以就特定議題與方法進行深入探究，尤其是統

計分析策略的討論，在學理發展、實務應用與研究技術都有豐富收穫與成長進

步。分享者不吝提出研究的發現與心得，參與者更積極回饋，討論氣氛熱烈，

是非常美好的經驗。 

臺師大蘇宜芬教授： 

這學期參加生態諮商學研究社群，有機會聽到不同專長的老師分享不同領

域研究成果，不僅拓展研究視野，再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上，也學到不少間接

經驗。另外，在我與研究生的研究上，不論是統計方法或結果的解讀，都得到

社群老師許多寶貴的建議，這對於研究論文未來的投稿發表有莫大的幫助，真

的獲益良多。 

臺師大劉振維助理教授： 

學術內容與創新思維在社群中不斷交流激盪，不僅加強了大家的研究基礎

知識，而且也學習到了最新的技術能力，可以預期將有可觀的研究產出。 

中央大學趙子揚助理教授： 

感謝能夠有此機會加入麗斐老師發起的學術社群，除了讓教育心理與諮商

領域的研究者定期交流、接觸許多當前重要議題外，更能有方法學上的交流。

在每個月定期的聚會當中，均得到不少學習的機會。最重要的收穫在於，能夠

看到多位研究者所進行多年的研究心血、聽到他們研究時心路歷程，以及體會

得到研究結果時的喜悅。對於一個新進研究者而言，算是一個相當難得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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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東吳大學林碧芳兼任助理教授： 

非常感謝計畫主持人費心聚集了各位老師在「生態諮商學」之跨域學習專

業社群中分享各種精彩的研究主題，在每次的聚會中，參與者皆從不同的專業

角度提出不同的思維與建議，激發大家的熱烈討論，是非常令人享受的聚會。 

左營高中李佩珊專任輔導老師： 

感謝這個社群，讓研究新手覺得能量倍增，接觸到很紮實的統計學問，拓

展了對不同主題的研究領域，並且學習最新的分析領域。每一次社群聚會都像

是一個迷你研討會，大家交流並且激盪出更多研究的省思與火花。 

大王國中洪玉玲專任輔導老師： 

很享受生態諮商社群結合學術、實務和統計等不同專業領域進行的討論與

分享。在學術研究和統計學上，我是個初學者，尚有許多待開發的學習空間，

而每位老師的專題分享與示範，提供我在研究路途上的動力與養分，是一種充

實的學習體驗。 

吾心基金會洪美鈴心理師： 

    長期在實務界工作，對於很多實務的問題往往知其然不其所以然，但限於

研究能力的不足，往往將許多問題擱置，如今透過參與這個專業社群，將自己

所面臨的實務問題提出來向大家請教，得到許多很務實精準的研究建議，除了

提升研究的能力，更是對於解決實務現場上的介入方法獲得實證參考，這樣實

務與研究的整合經驗，相信將是未來專業工作的基礎，更是值得推展的方向。 

 

 總而言之，過去一年本研究群的成果如下：1.藉由實務現場的老師與學術

領域的教授在「生態諮商學」之對話，縮短學術與實務落差，增進「生態諮商

學」在本土實務應用；2. 藉由每次聚會邀請統計方法之專家學者，精緻「生態

諮商學」之研究設計與細緻統計分析方法；3.建構更適合本土之「生態諮商

學」知識學理與實務應用作為。本研究群透過對「生態諮商學」之跨域對話與

研究合作過程，建構本土知識，提升實務應用貢獻，並研發可突破傳統研究設

計與統計分析方法，促進系統性的專業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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