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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教師教學創新暨教材研發獎勵成果報告書 

 

壹、計畫名稱 

希望融入心理輔導計畫寫作入門課程教學提升學生恆毅力表現 

貳、實施課程、授課教師姓名 

實施課程：心理輔導計畫寫作入門 

授課教師姓名：陳柏霖 

參、前言 

有鑑於目前國內心理諮商相關研究所報名人數擴增，尤其是近兩年疫情的衝

擊，諮商輔導更成為目前教育領域的顯學。研究者由於身兼學術主管的角色，每

當看到碩士班申請入學或一般考試，本系學生上榜人數有限，面對校外各路英雄

好手，需要強化計畫寫作的能力。 

為此，研究者盤點本系因方法學課程學分受到總量學分的限制（初級教育統

計學 4 學分、心理與教育測驗及社會科學研究法各 2 學分），若要成為未來的心

理諮商學術人才，過程中遇到許多挑戰，如論文寫作能力不足、分析方法能力不

足。研究者考量學生屬性與過往學習經驗，兩年前開始開設心理輔導計畫寫作入

門課程，補足社會科學研究法授課主題的不足，強化計畫主題發想與寫作。但是

這兩年任教過程中，學生對於申請大專生計畫是有興趣的，但過程中會遇到不確

定性的撰寫問題，或是提出好的問題，學生感覺較為困難，甚至部分學生因擔憂

期末要繳交 10 頁的研究計畫，而棄修本課程，研究者感到可惜。 

於是課後經研究者與學生討論後，學生遇到三個問題。第一、對於提出的計

畫主題缺乏希望感，擔憂研究主題不適切；第二、開學時有提案的意願，但對於

主題的探究，會隨著閱讀的過程不斷改變主題，較難以下筆，最後也錯過申請時

間；第三、由於學生閱讀量與閱讀原文的能力受限，所繳交的計畫須經過指導教

授評閱，若指導教授覺得計畫不可行，也無法立案。因此，若能提升學生的希望

感，藉由希望感教學，燃起對研究計畫的毅力與熱情，這也正是恆毅力的核心要

素。 

其次，學生的學習策略表現不佳，本系曾針對學生學習策略進行調查，學生

在態度、時間管理、專心程度、考試策略等面向均不理想，幾經研究者與學生課

後討論中，學生過往的學習不盡理想，雖然本系學生相較其他科系，入學得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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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但自評學習策略狀況不佳，也是一個隱憂。尤其是本課程屬於高層次思考，

需要大量運用統整、歸納及推理能力，若先前沒有良好的訓練，短時間內達成預

期目標是不容易的。 

基於上述，研究者在正向心理學領域已深耕多年的時間，期間發展幸福感教

學模式 2.0（陳柏霖，2022），考量希望感是一種個人對目標達成的認知思考歷程，

在此一思考過程中，個體將訂定有意義且明確的目標，並根據先前所設定的目標

產生動機與策略，據以促進目標之達成（Snyder, 2002）。如果能發展希望感教學模

式，將希望感融入於本課程中，期能帶動學生情意層面，強化恆毅力表現。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一、希望感教學 

希望感是個人如何面對生活的一種性格，通常被定義為對某件事或環境充滿期

待與慾望（Elliott, et al, 1997; Kashdan et al., 2002）。希望感是一種認知思考模式，

既是跨越情境的狀態，也是一種類似特質的概念，在特定情境之下個體會出現達

成目標的知覺能力，以及產生方法來達成目標（Snyder, 2002）。Snyder 等（1991）

將希望感視為認知架構之觀點，加入目標導向概念，將研究重心從傳統的「動機」

轉為「希望」，並指出希望感是目標導向的認知過程。希望感可增進個體對自我及

未來的樂觀，促進其邁向所欲結果的具體行動（Hagen et al., 2005）。希望感理論中

的目標思維、意志思維和徑路思維，其三者間的互動關係環環相扣且極為緊密。

希望感的三個要素內涵，分別為（1）「目標思維」（goal thinking）：能夠規劃出清

楚目標的能力；（2）「意志思維」（agency thinking）：自信自己有能力理解情況或達

成目標，是一種心理層面的正向動機信念之能量與信心，能引導個體不斷前進以

達成目標；（3） 「徑路思維」（pathways thinking）：達成目標（由所在地 A 到目

的地 B）的積極策略或能力，亦即有信心可以找到達成理想目標的途徑，若遭遇

障礙，也可以找到突破障礙的其他替代出路（Snyder et al., 2003）。而希望感之提

升，必須要能同時具有充足的意志思維與清楚的徑路思維兩部分才有可能

（Westburg, 2003），亦即方法途徑和意志力並非兩個分割獨立的領域，兩者應該是

密不可分且缺一不可的交互作用，因此 Snyder（2000）曾將希望感用一個簡單的

數學公式來輔以說明，亦即「希望感=意志力+方法途徑」（Hope = Agency + 

Pathways）。 

經由上述文獻評閱，若要進行希望感教學，可套用 Lazear（1999）所提出的多

元智能在教室應用的三種方式進行教學設計，這三種方式為： 

1. 以希望感本身為教學主題―為希望感而提供教學（teaching for hope），目的

在把希望感本身當作一門學科而實施教學，例如在人文藝術課程、心理諮商課程

或全人教育課程等，這些科目的教學必須與促進正向心理密切配合。 

2. 以希望感為手段去獲取知識―以希望感實施教學（teaching with hope），希望

感不單是知識的接收，更須從日常生活中體驗，目的在追求更高層次的希望。 

3. 教導學生希望感的意涵―研討希望感本身，要令學生認識希望感而實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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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teaching about hope）。教學活動的目的，學生在追求目標的歷程中，他很可能

會碰到壓力。所謂的壓力是指會阻礙具希望感想法的事物。 

低希望感者容易受到壓力的影響，變得偏離原本的目標追尋。如果沒有壓力或

是能順利克服困境，個體則就會向目標前進。在前進的歷程中，個體就會增強其

成功的知覺，進而產生正向情緒，將會再回饋路徑思考與意志思考。當個體真正

達成目標後，成功經驗會提昇其正向情緒，且強化此目標的價值性（韓佩凌、陳

柏霖，2017）。 

在本計畫中，研究者會先解析研究計畫寫作的重要以及對未來報考研究所甚至

是撰寫論文的重要基礎，接著再分享如何在本課程建立希望感，無論遇到的挫折

或挑戰，都可以迎刃而解，甚至是全系的老師都是可請益的對象，降低學生的挫

敗感。再則，藉由研究者設計的卡片引導計畫寫作，確實完成初稿的計畫。 

二、恆毅力 

Duckworth 等（2007）提出恆毅力是對某個特定目標保持長久且又熱情的追

求，是維持努力持續性和興趣穩定性的能力，所謂努力持續性，是指在追求長期

目標的過程中，遇到挫折與失敗時仍能持續投入努力，是「毅力」的表現；而興趣

穩定性，是追求長期目標，個體能持續不斷地對目標保有高度興趣，是「熱情」的

表現。恆毅力可以透過訓練來強化，設定遠大的目標，保持希望繼續堅持下去

（Duckworth, 2013）。Duckworth（2013）在 TED演講中指出，恆毅力是影響學業

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可以透過訓練來強化，設定遠大的目標，保持希望繼續堅持

下去。恆毅力與學業成功及表現有著極高的影響，過往研究指出，恆毅力與學業

生產力及投入（Hodge et al., 2017）、學業動機（Eskreis-Winkler et al, 2014）、學業

成就（Pate et al, 2017）；堅持不懈地完成具有挑戰性任務有關（Lucas et al, 2015）。 

研究者擬在本課程中，評估學生的恆毅力，經過一學期的希望感融入教學後，

可以提升「努力的持續性」與「興趣的穩定性」。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 

本研究亦蒐集學生反思建構的內容，共摘錄 22位學生在希望融入教學呈

現的學習成效之實例內容，作為量化研究結果之輔助驗證。 

 

一、希望融入心理輔導計畫寫作入門課程教學提升學生恆毅力之努力持續性 

努力持續性，是指在追求長期目標的過程中，遇到挫折與失敗時仍能持

續投入努力，是「毅力」的表現（Duckworth, et al., 2007）。 

自己雖然有覺察文化差異的敏感度，卻不是時時都能發揮這樣的能力，

所以最好要常常練習直到成為自己的本能反應（A0077）。 

不怕跌倒的失敗，而是在每一次失敗中審視自己，找到屬於自己成功的

方法，學習接納自己的不美好，不要希望自己總是完美的，雖然有很多不美

好，但那些都是生命豐富的糧食（A0079）。 

雖然每個成員都對設計研究感到生疏、畏懼，但是我們依然從一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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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頭緒、手忙腳亂，到克服厭煩完成任務，是大學生活中很特別的經驗

（A0013）。 

我看見自己有因為這次的事情變得更加清醒，開始有些動力向上學習，

也讓我思考未來是否要繼續向上讀研究所，也是因為這樣的機會讓我去思考

的更多，也讓我發現 APA 格式的重要性，繼續保持向上努力（A0051）。 

我了解到統計其實沒有那麼難駕馭，只是需要花多一點的時間跟耐心，

但有些研究法我真的處理不來，或許是我自己領悟還不夠，也或許是花的時

間還不夠（A0048）。 

 

二、希望融入心理輔導計畫寫作入門課程教學提升學生恆毅力之興趣穩定性 

興趣穩定性是追求長期目標，個體能持續不斷地對目標保有高度興趣，是

「熱情」的表現。恆毅力可以透過訓練來強化，設定遠大的目標，保持希望繼

續堅持下去（Duckworth, 2013）。 

我認為運用一種自己有興趣的研究方法，研究一個自己有興趣的主題，

進而得出能幫助這個世界的結論其實是有趣的，只是中間一定會遇到許多困

難等著我去克服（A0021）。 

我覺得這堂課很好玩，除了學各種研究法，像在看工具書一樣介紹琳瑯

滿目的工具之外，也讓我們學到怎麼做一份研究，並嘗試做看看，雖然很難

很辛苦，但說實話真的挺有趣的（A0023）。 

 

三、希望融入心理輔導計畫寫作入門課程教學提升學生目標 

不管是成為助人工作的角色或是被期待可以幫助、帶領人的身份，當沒有

充分的感受過某種善意，要成為給出去的人是需要發費更多力氣先去尋求才能

明白其中意義的（A0070）。 

我覺得社會科學研究法最主要是要找到一個現象或是問題去研究，透過量

化或質性研究，以嚴謹的態度去驗證和分析，而研究的目的可以是為了協助解

決某些問題，也可以是為了替某些現象找到解釋，然後這些研究的產出要是有

價值的，不論是對個人有生命意義，又或是對社會有所貢獻（A0077）。 

 

四、希望融入心理輔導計畫寫作入門課程教學提升學生路徑思考 

研究可大可小，所以不一定要做多艱難的研究，可以從身邊的有趣事下去

做發想就好（A0077）。 

通過它（質性訪談）能了解一個人最深層的一面，雖然現在流行大數據的

演算法，但我自己更喜歡由內而外的去深入了解他人，看著某些人的生命故事

與自我敘說，其中可能有歡喜、悲傷、失落，這些經驗才能深深地去感動我，

是最能讓我留下深刻記憶的研究（A0087）！ 

 

五、希望融入心理輔導計畫寫作入門課程教學提升學生動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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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從現在就開始學習調適自己的心態也未必是件壞事，比起一直埋怨那

些做不好人有多糟，不如多努力讓自己能夠學會更多東西累積更多技能，讓自己

成為一個更有能力的人，讓現在學習到的東西在未來能幫助到自己（A0041）。 

以前的我比較像我現在不太理解的被動隊員，雖說不是不做事，但也很被動

的公事公辦，現在我變成主動的組員後，我終於理解以前拿到學分其實挺靠隊友

的，我不會再這麼被動了（A0023）。 

雖然我照著自己的節奏去讀，但大家的能力都在變好，如果我要跟上大

家，我必須更努力去學習和練習，才能跟大家一樣（A0088）。 

 

六、希望融入心理輔導計畫寫作入門課程教學提升學生的量化分析 

本研究修正彭月茵（2007）針對學術經驗調查，將學術改為計畫，分別調查

「對計畫撰寫的熱情」、「對計畫撰寫的希望信念」、「對計畫撰寫的意義詮釋」；

其次以陳柏霖（2022）編製的恆毅力量表，調查「努力持續性」、「興趣穩定性」。

量表皆使用Likert五點量表（4代表「非常符合」、3代表「大部分符合」、2代表「稍

微不符合」、1代表「非常不符合」）進行評量。學生的分數越高表示，在解釋統

計資料時，表示學生希望信念與恆毅力較高。表1顯示，學生「對計畫撰寫的意

義詮釋」相對其他層面較高（M = 3.04，SD = .03）。如「雖然寫作計畫的過程很

難熬，但我學習到很多書本上無法獲得的寶貴經驗」（M = 3.07，SD = .59）、「雖

然遇到很多困難，但是嘗試解決的過程，提升我的專業能力」（M = 2.97，SD = .57）、

「文獻的閱讀與統整雖然花時間，卻讓我對研究主題有深入且廣泛的認識」（M = 

3.07，SD = .59）。從研究者評閱學生的反思寫作內容，亦有相似的發現，但對於

報表分析結果的解釋，仍覺得有比較困難，亦是日後課程上可調整之處。 

 

表1 

學生學術動機歷程現況 

層面 M SD 

對計畫撰寫的熱情 2.80 .07 

對計畫撰寫的希望信念 2.71 .10 

努力持續性 2.67 .07 

興趣穩定性 2.62 .07 

對計畫撰寫的意義詮釋 3.04 .03 

 

陸、結論 

研究者秉持關心、行動及反思的理念，做為教學研究的核心概念，教學上以

務實性與應用性之理念，旨在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學習投入，透過多元評量的形

式，評估課程設計對應核心能力培養的有效性，關注學生的情意啟發，而這樣的

設計，有助於教材教法創新運用。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時常回想過去如何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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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學習過程中會有那些疑問。開設本課程是第三年，原先擬補足社會科

學研究法深度不足的問題，同時透過本課程，提早鼓勵學生準備國科會大專生研

究計畫。然而，本學年該課程學生在期中考後，大約有 10 多位同學退選本課程，

經研究者側面了解，同學覺得本課程無論是選擇個人或小組，完成 10 頁的研究

計畫有難度，因而決定退選本課程。 

為此，期中考後，研究者調整本課程報告形式，鼓勵同學先以簡報的方式構

思研究計畫內容，若後續有意願改成大專生研究計畫，再逐步擴充。就像同學在

期末回饋意見中，「雖然沒有做大專生計畫，但在課堂中了解做論文的基礎，謝

謝老師！」心輔計畫寫作入門課程，與同學的修課動機有很高的關聯，尤其是目

標報考研究所同學，若評估以申請入學的形式就讀碩士班，多半也知悉獲得國科

會大專生研究計畫，有助於錄取國立大學的機會。以本系連續三年來，皆有同學

錄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其錄取成功的特徵指標皆是有大專生研

究計畫。 

研究者在教學過程中，不斷鼓勵同學盡力嘗試，試著想像當自己成為家長後，

可以告訴自己的小孩，以前如何就讀大學，在讀書期間常是那些活動。研究者深

信，每一位同學皆有學術天賦，只是能否開啟這扇窗，基礎功就是先修課，後續

一連串的實踐，才能看到成果。 

未來教學上，持續以曾志朗（2015）提出，成智五步：仿、借、存、轉、聯，

作為學生計畫主題發想的破冰活動。接著，鼓勵學生先以簡報方式，呈現計畫構

想內容；再接著以計畫書形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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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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