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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常見問題之

初步評估與處遇

國立成功大學
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張文耀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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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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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第17條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

人格。
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六、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七、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

動。
八、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九、擔任導師。
一○、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
 前項第四款及第九款之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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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改變

• 廣設大學與研究所

• 封閉 → 開放

• 單一 → 多元（本地生，僑生，外籍生，陸
生）

• 單純 → 功利，商業化

• 教學 →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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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改變

• 少子化，錄取率超高

• 入學管道多元：學測與指考

• 學測入學：申請、繁星計畫、體資生

• 指考採計科目與權重不同：「校系指定，
考生選考」

• 現在考試＆填志願：可跨考、跨組

• 頻繁使用手機、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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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或不離開？

• 轉系、轉學、重考、技職校院、同等學力

• 興趣何在？能力如何？

• 學生思考上有何盲點？

• 利弊分析、現實的考量

• 系上諮詢、課業輔導、補習班

• 要考慮家長的影響，有時需與家長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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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學習動機

• 學習過程的障礙（上課聽不懂、教科書看
不懂、有問題不知問誰、考試準備方向錯
誤、沒做考古題…）

• 其他障礙（活動多、不願花太多時間唸書）

• 系所、老師的配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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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二一、三二學生個別輔導

•請老師勾選可能造成學生學習狀況不佳的原因
（可複選）：
1.學習適應因素：學習態度、學習動機、時間管
理、解決學習困難策略。
2.學習技巧因素：訊息處理、選擇要點、學習輔
助策略、自我測驗、考試策略。
3.心理社會因素：焦慮、專心、壓力。

•可能的壓力源：學習能力不足、興趣不符、打工
或工讀時間太長或不當、沈迷電腦、情緒困擾、
感情困擾、居住環境不佳生活作息受干擾、參與
社團活動過多或不當…等

•輔導方法：
•學生轉介心理師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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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學生個別輔導

•學生先前休學原因：
•□ 1.家庭因素，請說明：
•□ 2.經濟因素，請說明：
（可與生活輔導組聯繫協助提供工讀機會）

•□ 3.身體因素，請說明：
•□ 4.學業因素，請說明：
•□ 5.適應不良，請說明：
（可轉介心輔組進行協助）

•□ 6.其他，請說明：
•學生目前在學狀況與導師協助情形：
•其他建議事項：
•學生轉介心理師同意書：



12

嚴重精神疾病（重鬱症、第二型躁鬱症、精神
分裂症）

• 評估疾病對學習的干擾

• 接受治療是必要的（有時需強制）

• 要求學生做到該盡的義務

• 與授課老師討論彈性評分方式

• 與醫師保持聯繫

• 與父母保持聯繫

• 休學始終是選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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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思維與強迫行為

強迫思維 經常關聯的強迫行為

害怕污染 清洗、清潔

對稱、精確擺放的需求 整理、擺置、平衡、弄
直，直到「恰恰好」

令人討厭的性或攻擊的
想法、意象

檢查、祈禱、抵銷行為、
問人求安心

懷疑（例：瓦斯外洩、
門上鎖）

反覆檢查

擔心把重要的東西丟棄 囤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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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學生的強迫症狀

• 怕髒，多次洗手（一天數十次）

• 上班搭公車走路時要閃垃圾桶、搭車時閃買菜的人
（迴避）

• 怕拿餐盒時碰到餐袋外緣，小心翼翼（洗手）

• 中午用餐不敢在桌上吃（側身、動作僵硬）

• 怕吃的東西掉在身上、座位附近（手拍、清洗、察
看）

• 覺得他人的辦公桌、門把、冰箱把手、置物櫃上公
用的東西很髒（每天擦桌子、趁沒人時擦拭門把、
碰到就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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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家時怕碰到家中的門把、客廳沙發、餐廳（洗手、
迴避）

• 出門回到家後，衣服、身體、包包，都要擦拭一遍

• 房間是聖地，洗手後才能進房，床鋪和衣櫥更是禁
區，洗澡後才能碰床、避免接觸姊姊（迴避）

• 手接觸過食物後不能進房間（洗手）

• 洗澡時怕水龍頭、蓮蓬頭髒（用沐浴乳重複洗3次）

• 洗澡時擔心沒沖乾淨、泡泡反彈（重複沖洗10幾次）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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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症現況

• 盛行率約22.5%

• 藥物治療與認知行為治療有療效

• 真正原因不明，但與父母養育方式無關

• 治療需改變患者的因應方式（想法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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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藥物治療有效，
為何還需要認知行為治療？

• 有20-30%的人拒絕或無法服用藥物。

• 服藥的人之中約有25 %改善不明顯。

• 即使大多數的人服藥後改善明顯，但仍有
30-70%的症狀會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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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疾病對學習與生活的干擾

• 評估是否需要接受治療（有時需說服）

• 要求學生做到該盡的義務

• 與授課老師討論彈性評分方式

• 鼓勵學生努力改善強迫症狀

• 症狀干擾嚴重時需考慮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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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導學生面對強迫症的心態

• 面對才能免於害怕，迴避只是滋長害怕

• 重要的是做什麼，而不是感覺如何

• 著眼於長期的利益，而非眼前的放心

• 增加生活彈性，避免作繭自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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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可以做的事

• 善用各種比喻，學生更能體會

• 找出學生完整的強迫想法，瞭解學生的行為細
節與理由，用各種方法讓學生瞭解想法與行為
的不合理之處

• 有時可適度開些小玩笑

• 注意學生很微小的正向改變

• 反覆強調面對強迫症的心態

• 接受挫折（不會少）、鼓勵學生（不嫌多）

• 協助者需有耐心、耐性、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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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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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不足的症狀

•難以注意到細節或是容易粗心犯錯

•維持注意力有困難

•面對面說話時心不在焉

•難以遵從他人指示，導致功課或任務無法
完成

•組織能力有問題

•會迴避需要維持注意力的事

•健忘，常弄丟東西

•容易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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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建議

• 減少使用3C產品

• 調整生活習慣與睡眠規律

• 藥物治療

• 神經回饋技術（neuro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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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斯伯格症 (2013年併入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Burgoine & Wing(1983)

• 沒有同理心

• 天真、不恰當的行為、單向的反應

• 欠缺交友能力

• 重複、學究式的言詞

• 與語言能力無關的溝通障礙

• 對特定事物強烈的興趣

• 感覺統合不協調、行動笨拙、姿勢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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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社交技巧、難以進行互動式的對話、
對某些特殊事物強烈的興趣、無法理解肢
體語言、常會說出一些令人尷尬的「實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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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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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需留意的狀況

• 學生與他人的互動狀況

• 學生每學期的選課情形

• 學生可能面臨的課業問題

• 學生常見的情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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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改變動機

• 是否合併其他精神疾病？

• 必要時應聯絡父母

• 嚴重時可能需考慮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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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的改變

• 終身聘任→新進老師六年條款，一般老師
五年評量

• 教授再分級（評量，免評量，特聘、講座）

• 要求老師比以前多了許多

• 研究好者具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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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主任（所長）的協調能力

• 系所相關制度的完備

• 指導老師個人情緒管理能力

• 指導老師與研究生的界線要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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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所

•研究生章程第12條 研究生修業滿一學年
以上除特殊情形，經原肄業學系(所)與擬
轉入之學系(所)雙方主任（所長）認可，
並經教務長核准者外，不得轉所(組)，並
以一次為限，一經核准即不得再返原學系
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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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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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可以做的事

• 開導

• 主動建議學生尋求心理諮商

• 協助學生建立穩定的時間架構

• 持續關心、觀察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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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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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可以做的事

• 詢問靈修原因、參與程度、投注時間

• 學生所學習或認同的教義

• 對靈修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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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系統

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

警政系統/

檢察/法院民事責任 刑事責任

行政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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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責任—性平法第21條第1項

•學校校長、教師、職員或工友知悉服
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者，除應立即依學校防
治規定所定權責，依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
外，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二十四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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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通報？

• 只要有疑似的情形，就應該進行通報，這
是行政權的積極主動的特性，教育人員屬
於國家行政權之內的教育業務的執行者，
並非屬於司法權，並無需具備有確定犯罪
的要件。



47

性平案件校內處理程序

• 知悉案件（含媒體報導）

• 通報、緊急處置

• 申請調查、檢舉（收件）

• 性平會受理與否

• 組成調查小組與否

• 懲處與建議

• 性平會決議

• 申復（收件）、申復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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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可以做的事

• 對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狀況有敏感度

• 不要判斷事件有無、不要批判學生行為

• 告知校內相關程序概況

• 持續關心、觀察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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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懷孕學生在學期間輔導與處
理流程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懷孕輔導與處理流程

2012國立成功大學 懷孕學生在學期間輔導與處理流程.doc
2012成大學生懷孕輔導與處理流程.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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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與另一半對懷孕的準備度

• 家人的態度

• 懷孕對課業與人際的影響

• 學生與另一半所需要的協助

• 休學應是最後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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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