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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步驟】關心高關懷學生 

可從【六層面】關心學生 

給導師的一封信-關心學生小撇步 

嶺東科技大學 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 

親愛的導師您好： 

在學生求學的過程中，導師的輔導與關懷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導師在第一線及時發現學生的

需要，給予適當的協助，並適時轉介輔導資源，對學生有莫大幫助。本中心很榮幸與各位導師合作，

共同輔導關懷本校學生。輔導學生的過程其實有許多挑戰與不易之處，導師可參考以下的「五步驟」、

「六層面」、「三方法」、「七方向」及「九不要」作為關懷學生的秘笈寶典喔！ 
 

1. 主動積極關懷，取得信賴：建立良好師生關係，在第一時間同理學生處境，並蒐集多元資料提供

給學生作參考，使其學生對導師產生信賴感，讓學生發生事情時，願意來尋求你的協助。 

2. 客觀冷靜，減少偏見：學生遇到困難時，情緒上可能較為焦慮及著急，導師務必保持情緒上的冷 

靜，並避免以主觀、先入為主的觀念灌輸學生，多探問學生的想法及感受，並協助學生以理性冷靜

的方式處理事件本身。 

3. 同理及接納：正確的同理心是最好的感情支持，請導師對於學生問題採以高度的同理心及接納 

度，讓學生備受理解，因此願意卸下心防，坦露自己的困難，建議可先回應學生的心情、經驗再提

問，適時分享導師的生命經驗及正向問題解決的經驗，或讓導師及相關資源有介入協助的機 會。 

4. 充分溝通，釐清困擾：鼓勵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並重複確認自己理解的是否為學生實際的情 

況，幫助自己真實且正確的了解學生的處境，避免訊息有出入。 

5. 評估狀況，詢問學生諮商意願：在徵求學生同意下，鼓勵或陪同學生一起前往諮商中心接受輔導。 

示範例句一：「看你這陣子受到的折騰和沉重心情，令我感到心疼及難過，同時我也擔心目前的心情會持

續影響你，學校諮商中心的老師可以幫助你多聊聊你自己，釐清你的情緒、陪伴你解決問題。如果

你願意，老師可以陪你去諮商中心，不用擔心。」 

示範例句二：「聽到你最近的生活，老師覺得這個問題需要專業方面的協助，我很想幫你，但老師不是善

長輔導方面，我們可以將這個問題，請學校諮商中心的老師，跟我們一同來看看可以尋求哪些解決方

法好嗎？」 

示範例句三：「ＸＸ同學我很高興你願意將心裡的困擾跟老師討論，相信這個問題一定困擾你很久了，要

鼓起這樣的勇氣跟老師分享，真的很不容易。若你願意，老師希望邀請學校諮商中心老師一同來協助

你，你願意給老師也給自己多一些機會來幫助自己嗎？」 
 

 

營造輕鬆、關懷且溫暖的談話氛圍，關懷的層面包括： 

1. 生活作息：睡眠狀況是否良好？每天平均睡幾小時？是否常感到疲勞無力？食慾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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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從【三方法】協助非自願學生 

可從【七方向】貼近學生 

2. 住宿情況：在外面住宿嗎？跟朋友住還是一個人住？與室友相處的情況？ 

3. 人際互動：有較要好的朋友嗎？跟同學相處是否有遇到什麼困難嗎？來學校是否有歸屬感？ 

4. 過去的課業經驗/現今學習情形：在課業上有沒有遇到問題或感到吃力的部分？對哪些科目感到有

興趣？ 

5. 家庭手足：在家跟誰比較親？父母親管教方式？有幾個兄弟姊妹？家人相處氣氛融洽與否？ 

6. 其他：目前是否有參加社團生活？有打工嗎？是否有經濟壓力？其他的規劃及旅行？ 
 

 

1. 填寫轉介單：徵求學生的同意，轉介學生至諮商中心，由諮商中心老師親自聯繫及預約晤談。導師

您可以這樣說：「關於你的問題，老師真的很想幫忙你，若你還在思考，老師也會非常尊重你，但我知道諮

商中心那邊可以提供你更多的資源，你願意老師將你的情況轉告諮商中心的心理師，請那邊的心理師一起幫

助你嗎？」 

2. 持續關懷、適度邀請：當學生不同意接受諮商中心老師主動聯繫，導師可持續關心學生，並與諮

商中心保持聯繫，也可至諮商中心討論可提供之其他協助，持續關心學生狀況，以建立學生之信賴及協助管

道的暢通。 

3. 通知家長：若學校資源介入在初期有某程度困難，則導師可在徵得學生同意後，讓家長知悉學生在校

狀況，連結系統資源協助學生，加強其輔導之效果。 
 

 

1. 了解學生的過去、現在適應狀況：可於開學後一週，與學生約時間以了解其目前的適應狀況，也

關心學生過去背景資料（包含家庭、學習經歷、興趣、特質等），更全面性的了解學生狀況。 

2. 針對開學後所施測的大學生身心篩檢結果，作為導師關心與進一步了解學生的話題：導師可透過 
篩檢結果核對學生目前情緒壓力情形，並留意學生的缺席狀況、觀察晤談時身心安適程度及學生的

非語言的矛盾線索 (是否因為焦慮緊張而不斷抓手、表情黯然卻說沒事等)。 

3. 尋求資源、團隊合作 

─發掘具支持力及關懷力的同學 (建議可將願意關懷他人之學生指派為心輔長) 

─善用諮商中心資源 

─尋求緊密度較佳的家庭成員正向支持 

4. 鼓勵學生尋求幫助：聆聽的同時區辨學生的困境原由 

─剛上大學，轉換期的調適困難？ (例如：適應一個人住外面、不熟悉環境) 

─進入青春期發展性的任務挑戰？ (例如：自我認同/性別認同/親密關係經營) 

─缺乏學習／就業／生涯資訊？ (例如：資訊蒐集能力不足/對自我興趣及性向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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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學生【九不要】 

如何辨識學生須協助或轉介 

─需要歸屬感及支持？ (例如：尚未建立自己的交友圈/社交技巧不足) 

5. 形塑正向的班級氣氛 

─主動詢問並參與班上活動，與學生連絡情感 

─善用班會時間，佈達重要事項並分享正向人生觀、關心學生 

6. 轉換觀看學生問題的視框，發現優勢力量 

發現這些身處危機的學生在生活經驗中仍存在哪些正向的特質、能力與環境條件？鼓勵學生 

─發現學生獨特的堅毅、樂觀、正向思考等個人特質 

─擁有因應生活各項壓力所具備的能力 

7. 不斷嘗試且持續建立優質的師生互動關係 

好的師生關係，是一種修復性的人際撫育歷程。在愛和保護的安全氛圍中，容許學生發展其資源

和創意，進行探討與嘗試，跌倒再站起，失敗了再努力。多鼓勵、多稱讚學生將會有意想之外的效用。 

 

 

 武斷：避免一拿到結果，開口急問：「你是 XX 適應有問題喔？」 

 給標籤：將調查結果視作學生的全部資料，認為「學生就是如此」的刻板印象 

 負向預期：有關懷資料的學生，就認為是有問題 

 評論或教訓：一開始就說：「你是不是沒有…才會變得這樣！？」 

 說服與建議：「你要想開一點」 

 過於緊張、憂慮學生會出狀況 

 說話時分心：(邊滑手機邊與學生談話) 

 擺出權威架子：「我是老師！所以你還是要聽我的…」 

 期望學生立即改變：「你明天開始就不準遲到…」 

綜合以上資訊提供給導師，若您於關懷學生的過程中，發現學生需要諮商中心提供進一步的協助與

輔導，也歡迎您與我們聯絡。以下提供導師辨識學生轉介的指標和轉介之技巧，這些技巧將使轉介過程

更順利，使學生更快得到專業服務： 

 

 

★學生狀況辨識指標 

導師可以透過觀察來勾選下列學生狀況之指標，如果選的越多，導師應注意學生是否需要協助。 

□課程出席率：透過預警制度，了解學生缺曠情形 

□成績變化 (擅長科目一落千丈) 

□情緒不穩定（看起來憂鬱較少笑容，疲倦易怒不耐煩，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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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投入 (對有興趣之領域不再有熱忱) 

□人際關係變化 (以往一起行動，現在分屬不同群組，有人落單等) 

□飲食習慣改變／體重增加或減輕/氣色不佳 

□失眠或嗜睡／常感到疲倦或精神莫名亢奮 

□常表示身體不適、疼痛、經常性請病假等 

□外型裝扮改變（頹廢潦倒、散發異味） 

□有自殺的想法或計畫（如學生 FB 或 Line 有類似心情低弱之狀態或訊息） 

★協助學生轉介之技巧 

一問：詢問學生適應狀況，瞭解學生對於進入校園就讀之期待或想法，並傾聽瞭解學生之感受 。 

二應：對於學生之狀態，給予傾聽，同理與回應。提供支持與溫暖 

三轉介：對於學生無法解決之困境，可由導師陪同前往諮商中心會談，提供進一步協助（導師

的陪同，有助於學生大大降低對進入諮商中心尋求協助的擔心與焦慮，亦請導師至諮商

輔導 e化系統填寫學生轉介單並送出，幫助輔導端了解狀況並及時安排專業諮詢與服務。 

 

文章出處： 

嶺東科技大學諮商與潛能發展中心(2024年08月16日)。給導師的一封信-關心學生小撇步。http

s://ltu1740.video.ltu.edu.tw/p/doc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