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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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諮商與治療理論創新教學計畫 

貳、實施課程：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授課教師姓名：梁淑娟(心輔系副教授) 

參、前言 

本課程旨在協助學生認識與理解心理諮商與治療的幾個重要代表性取向與學派，包

括 1.心理動力取向 (佛洛伊德心理分析、榮格心理治療、阿德勒學派治療)；2. 認

知行為治療取向 (行為治療、認知行為治療)；3.經驗與關係取向 (存在主義治療、

個人中心治療、完形治療) 4. 系統及後現代取向 (家庭系統治療、女性主義治療、

後現代取向)。課程學習內涵括該治療理論學派之代表人物、人性觀、治療概念、

治療改變歷程與重要治療技術、以及治療評估等，以協助學生具備理解當事人困擾

或問題的理論基礎，增進其對個案問題形成概念之能力。本課程是本系重要理論基

礎之一，是本系唯一維持 3個學分的課程，凸顯本課程對於發展助人能力之重要

性，亦是學生畢業後從事心理輔導工作很關鍵的一門理論基礎，因此如何有效學習

非常重要。此外，由於本課程內容涵蓋非常多的治療理論取向，每個取向有很深厚

的內涵與操作手法，學生學習不易，加上每周一連 3個小時的上課，要如何讓學生

有足夠的興趣、維持一定的專注度與熱情，以利學習成效，是故期望透過本教學創

新計劃案，以系統的教學設計與規劃，將學生從過去被動學習帶至主動積極參與的

學習位置，提升其學習熱度與學習成效。本課程師實施過程初始因為學生對於治療

理論尚無概念，因此不易操作，但幾周過後學生對治療愈來愈有概念後，對於課程

的參與度與操作愈投入，並且展現比過往更好的學習成效。 

肆、計畫特色及具體內容 

本課程主要針對心理治療領域的幾個重要諮商與治療學派進行理論概念與技術的教

授，同時並期望學生也能針對不同諮商學派的重的概念進行對自我狀態之連結、檢核、

反思與可能的自我調整與改變，以達基本的諮商理論之學習，以及增進成為輔導人員

所需的自我覺察力與自我突破的彈性與可能性。課程目標如下：1.協助學生瞭解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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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心理治療領域之重要理論學派；2.協助學生瞭解各個理論學派之主要概念、治療歷

程以及應用；3.增進學生之諮商理論與實務能力；4.增進學生的自我理解與覺察力；

5.為培養學生未來成為諮商心理師做準備。 

    本計劃案試圖突破過去以老師為主的理論講演與案例說明，搭配零星的治療影片

為輔，來實踐本課程的教學。本計劃案擬透過有系統的教學設計，將學生從過去被動

的學習位置帶至積極參與的主動學習位置，促使教與學同步化、理論與實務一體化、

學習心智化、以及從他者到主體的反思學習過程。本課程教學設計擬依據治療取向的

歷史發展時序依序介紹不同的治療取向。 

本教學創新案的特色: 

1. 教與學同步化：過去的教學方式，主要以老師為主體講演與介紹理論，學生聽

講並提問，或者課後複習背誦。本計劃案為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認為維持

學生的學習專注度與興致是重要的，因此在教學的設計上，將要求學生與老師

在教與學上同步進行，即老師一邊講演理論概念、案例說明或示範，學生則被

要求透過「心智圖策略」，一邊將老師的講解透過圖畫的方式將諮商學派複雜

機制整理成一套簡要的心智圖。並於每次上課預留 15分鐘時間給學生彼此相

互討論與調整心智圖的繪製結果。 

2. 學習心智化，固化學學習：如同前述，讓學生在課堂上課過程依序將每個理論

學派以繪製心智圖的方式來固化學習。學生必須專注於課堂的講說，並嘗試是

理解概念，然後將之形成圖像在適當的位置繪製，每個學生都有會形成自己獨

特的圖像，每次課堂都會預留 15分鐘時間，讓學生在各自的組別中相互討論，

然後調整形成最佳的圖像，直到整個理論介紹完成後，學生也有他們繪製的治

療學派機制圖，有助於學習的深化並利於考核時學生的複習。 

3. 理論與實務一體化：為了讓學生對於每個治療學派理論有一種體驗，而非只是

空泛的想像，因此本課程將在每個學派介紹完成後，接著讓學生觀看該學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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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治療影帶(學校已有相當多的購置)，讓學生對於該學派在治療過程中如何

操作與實踐有一個更實在的理解，可減低學生對於理論的抽象有摸不著邊的恐

懼與排斥，並且也許也可以增加其未來想成為一位諮商師的動機，願意往前邁

進。 

4. 從他者到主體性的反思學習過程：本課程還有一個目的是希望學生可以透過對

各個治療學派的學習，延伸到對自我與自己原生家庭的檢視，進而有增進對自

我的覺察與理解，因此在課堂上會帶領學生透過與該理論相關的案例或活動進

行體驗或自我檢核，並要求學生將之記錄下來並進行反思。從而幫學生從理論

他者的位置進入到自我主體的覺察學習。 

具體的執行內容: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教學創新案」以 Corey 所著修慧蘭教授所校閱之諮商與心

理治療:理論與實務 (2016) 做為課程的主要用書，並輔以其他重要補充資料與相

關治療影片。計畫具體的執行內容與方法如下： 

1. 講授理論並佐以相關實務案例解析：首先教師根據相關治療取向與學派的歷史

發展依序介紹該學派的重要概念，並同時藉由實務案例的解析，幫助學生學習

個案概念化，以及對治療焦點與歷程有基本的理解。 

2. 針對各個不同治療學派發展心理諮商與治療理論之心智圖：老師在開學第一次

上課進行學習導向時先示範心智圖的繪製與可能的樣貌。然後在講解各個學派

時，要求學生同步跟隨講課的進度繪製該學派的心智圖，並在每次預留 15分鐘

時間讓學生依組別(4人一組)討論與調整所繪製的圖，並在每個理論完成學習

後，依序上傳所繪製的治療理論心智圖至課輔系統，做為成績評定依據之一，

同時也據此做為後續復習各學派理論的地圖，增加學習記憶。 

3. 治療影片賞析：每個治療學派相關理論概念、技巧與治療歷程介紹完成後，讓

學生觀看一段該理論相關的治療(30分鐘)影片(本校已有購置)，並針對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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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療手法進行講解，同時也可以讓學生有機會比較不同學派的治療哲學與實

務操作的方法，讓學生有親臨該學派的實務現場之感受，解此增加對該學派的

理解與認識，提升學習效果。 

4. 理論連結與自我省思：要求學生就所學習之各諮商學派與其個人的成長經驗進

行連結與省思，同時轉寫成期末報告，學生可以從一個理論或者多個理論概念

來與其個人的生活經驗做連結，並書寫一份屬於自己的故事，增加自我覺察。

撰寫重點為該理論概念與自己的狀態以及自己的家庭關係之間之連結與反思，

希望學生透過上課的理論概念之學習過程同時也進行自我的反思與覺察，擴展

其成為一個助人者應有的自我覺察之能力，同時也讓學生對於心理治療有一定

的認識，激發其未來成為一位諮商師的動機，鼓勵後續的學習。 

 

伍、實施成效及影響（量化及質化，且說明是否達到申請時所期之學習目標與預期成效） 

本課程創新案確實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達成預期之目標，成效如下:  

(1)筆試評量成績特佳：採取選擇題、是非題、問答題與情境題，針對理論概念的學習

與應用進行考核，學生可以達到預期的基本成績。但為了更加提升學習成效，教師除

了於課堂上進行測驗檢討並針對學生在理論上不理解之處再一次進行說明外，並提供

加分補考機制，透強化學習的深度，學生也都踴躍參加，整體學習成效大大提升。  

(2)作業品質優：本課程要求學生在課堂上邊聽課邊繪製理論心智圖以化固化學習，同

時並且要求學生將理論學習與個人的狀態做連結，讓教師有機會針對學生的生活經驗

或困惑提供反饋，以協助學生增進自我覺察與自我理解，提升學習品質，而學生上傳

的作業多能達成預期的成效，無論是理論學習的心智圖繪製或生命經驗的反思都達到

高水平。 

(3)其他質量化成效檢核： 

(A) 5點滿意度檢核量表的施測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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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學生在課程設計得滿意度:4.3 

(b)學生對教師的創新教學表現滿意度:4.2 

(c)學生對於課程學習的收穫之滿意度:4.2 

總體而言對於本教學創新課程滿意度達 4.2分以上。 

(B) 質性的紙筆學習回饋:以下擷取學生的課程部分回饋，多數學生表示課程的設計增

加課程的活潑性、有趣性、專注性、以及學期成效的提升。 

1.老師講述理論時會分享很多實務上的案例，讓我覺得這些理論並不會聽起來很無趣。 

2.老師也會放很多諮商相關的影片，不是單純的一直講述課本的內容，影片中也會有很多諮商的技

巧，就可以看在實務上是如何將這些理論實際應用。 

3. 上這門課時更加的了解我當時接受的諮商歷程。 

4.老師的上課方式與活潑可愛的樣子，真的讓我對於這門課有更多的興趣。 

5. 老師在課堂上總是向我們講解許多實際案例，幫助我理解那些冰冷的文字是如何在專業中實際操

作，也是因為老師有趣且親切的講課方式，即使是枯燥乏味的基礎理論課也不會感到無聊，特別是經

常在最後一節課播放心理學相關的影片或電影，那段時間真的很快樂像是把娛樂和學習相結合，既能

吸收到知識又能放鬆上完一天課疲憊的心靈和身體。 

6. 理論概念圖心智圖製作過程中，讓我反複閱讀課本並劃出重點，而製作心智圖利於整理思緒，將

一段段的文字做有條理的分配連接，我感到有趣而非負擔，可以感受到自己對於這個理論有更深的理

解和認識。 

7. 這門課是這學期唯一一門長達三小時的課程，聽著就很 累，無論教授或者學生。慶幸老師總會上

完一個段落後放相關影片給我們看， 這不只讓我們放鬆心情，更是一個用電影把我們帶入諮商世界

的方法，可謂是 一舉兩得。 

8. 諮商課程有趣的點在於不只學習各個諮商學派的理論，也能聽見教授分享的個案，更可以透過影

片了解那些心理師大佬的經歷。 

9. 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用心製圖整理出來，讓我對於這些知識架構更加清楚。也很感謝淑娟老師幾

乎每一堂課都會找影片、電影給我們看，讓我們可以將這些無聊的理論具體化，看看實際在諮商室中

這些理論該如何運用。心智圖這個作業讓我想在寒假時將期中考的內容都整理起來，方便記憶所有的

理論。 

10.老師總是在後面的課程中放影片，換一種方式讓我們去理解不同諮商理論，覺得很棒。 

11.但在這 堂課上，除了有列舉範例，也能聽到一些老師分享的個案實例，還有穿插短片 及電影，

讓理論不再止於文字的生硬，也讓我這種死腦筋的人有機會能更完善 理解各個學派及理論。 

12. 老師從講座走下來，跟同學們互動，讓我們可以真實的感受到完形治療的真實感，很喜歡這樣的

課程方式。 

13.這堂課是在一天當中的最後一堂課，在那個時間點我們的注意力以及精神力 都已經低到不行，但

這些治療影片卻能夠緊緊的抓住我的眼球，讓我想要打起精神 來，繼續認真的看下去，想知道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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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劇情會如何發展，或是諮商師後續會採 取的手段為何。 

14.我認為這堂課最大的啟發是老師帶著我們一個一個得去 認識那些我們可能都聽過但卻一點都不

熟悉的大師們，聽著他們所提出的理論、實際執行後的心得、發現的問題等，我發現諮商這個概念比

我想像的還要複雜且有趣。 

15. 課堂上畫心智圖，這樣需要動筆和畫出、寫出上課內容的上課模式，我很喜歡，除了能專心上課， 

更能夠加深我對課堂內容的印象。 

16.心智圖作業以及課堂上的練習是我第一次將學習到的知識用心智圖的方式整理、呈現出來，我發

現用這個作筆記的方式能夠很好的幫助自己統整上課所學以及閱讀的內容，做心智圖的過程就像是在

腦海中重新整理我們輸入大腦中的知識，再用自己理解的方式輸出成一個完整的概念圖，能夠很有效

率的統整關於各個學派的知識。 

 

陸、結論 

透過本課程創新計劃案的執行，學生在課程的學習表現佳，對課程的設計感到高度滿

意度，同時也確實改善過去造成學習成效與課程品質不盡理想之處，包括：(1)學生的

課堂出席率與課堂參與程度提升：3個小時的理論課程對於學生的專注度與參與度是一

個很大的考驗，特別是課程安排在 15:00-18:00。部分學生會有遲到或早退的現象，但

因為課程要求學生需要在課堂上邊聽課邊繪製心智圖，因此較無法偷懶缺席。同時也

因為老師有很多實務案例的解析並輔以治療影片的賞析，確實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與

課堂參與熱情。(2) 治療理論學習的固化，提升學習成果：透過治療理論之心智圖化，

學生在期末的學習反饋上多表示繪製心智圖提升了她們的學習記憶，有助固化學習內

容，同時對於後續的期中考與期末考之準備提供了清楚的地圖，對於各學派理論之學

習也比較不感到混淆，節省準備考試的時間。並且部分想考研究所的學生也表示學習

過程已經等同備妥一份很好的考試筆記。(3)經驗性學習，強化學習成效：學生在學習

回饋上表示課堂的案例解析與治療影片提供了經驗性的學習，對於艱澀的理論之消化

很有所助益，認為治療影片提供的經驗性接觸以及實務案例的治療歷程之呈現，對於

艱澀的理論概念之學習很有助益並提升學習成效。 

柒、執行計畫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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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本報告書大綱得視需要自行增列項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