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導篇 
壹、輔導室成員  

職  稱 姓  名 聯絡電話 職  稱 姓  名 聯絡電話 

輔導主任 李宜真 25333888-262 專任輔導教師 蕭慈暉 25333888-251 

輔導組長 歐孟宜 25333888-263 特教老師 寇漪雯 25333888-252 

資料組長 林怡秀 25333888-263 特教老師 韓佳瑾 25333888-252 

特教組長 莊芳綺 25333888-252 協助行政 吳素月 25333888-250 

舞蹈組長 鍾雅怡 25333888-254 幹事 蘇怡如 25333888-267 

貳、生活輔導、生涯輔導與學習輔導 

 一、開辦多元課程，符應學習需求 

(一) 技藝教育課程。 

(二) 小團輔、班級輔導。 

(三) 性別平等。 

(四) 生命教育。 

(五) 家庭教育。 

(六) 多元文化活動。 

 (七) 多元能力開發教育班。 

 (八) 預防中輟實施彈性適 性化教育課程。 

 

二、規劃探索活動，引導適性發展 

(一)實施心理測驗：七年級行為困擾量表、八年級多元性向（發展潛能）測驗及九年級生涯興趣量 

表。 

(二)暑假職業輔導營、九年級升學 OPEN HOUSE活動（以各高中職及五專開放場次為主）。 

(三)適性入學宣導、綜合高中宣導。 

(四)技優甄審入學說明會、技藝教育課程學生與家長說明會。 

(五)職業達人講座、學生心理測驗說明會。 

 

三、強化適性輔導，推動認輔制度 

(一)專任輔導老師辦理小團輔、班級宣導、個別諮商工作。 

(二)辦理個案認輔制度。 

(三)加強二級輔導，由輔導室介入，引進資源。 

(四)進行駐區社工師專業輔導申請。 

(五)進行駐區心理師專業服務申請。 



    
 

(六) 校園醫療資源(心理師)入校服務申請。  

(七)九年級個別進路輔導。 

 

四、辦理特教活動，體現融合教育 

(一)推展特殊教育宣導活動。 

(二)召開就學安置晤談、I.E.P.等相關會議。 

(三)辦理教師特教知能研習，提供教師相關資訊與支援，落實特教生之適性發展。 

(四)聘請職能治療師為所有七年級特殊生做個別化與適性化諮商與診斷(家長會贊助經費)。 

 (五)校內外各式特殊考場服務。 

參、北區輔導資源電話 

中山社福中心 TEL:2515-6222 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 TEL:2396-1996   

中山少輔組     TEL:2523-5392 中山大同少年服務中心 TEL:2594-2492 

生命線協談專線 TEL:2773-4309 
市立聯合醫院附設門診部社區心理諮商

服務中山區門診部 
TEL: 2501-3363 

張老師服務專線 TEL:1980 
財團法人台北市光智社會基金會附設士

林區青少年中心 
TEL: 2885-4250 

馬偕協談中心 TEL:2531-0505   

 

肆、好文章分享~青少年溝通八大祕訣，孩子的轉變讓你驚訝 

                                                                  by 諮商心理師 陳雪如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89087 

我們都知道對孩子不要過度管教，但是放手又談何容易？有趣的是，當你真正把主控權還給孩子的

時候，有些孩子意識到自己真的必須為人生負起責任，才能學會掌控自己。溝通是為了達成某些目

的，而非一味的情緒宣洩。 

有效的溝通，包含以下幾個祕訣： 

一、避免指責。例如：你怎麼又把房間搞得亂七八糟？ 

二、避免貼標籤。例如：你就是懶／笨／愛說謊。 

三、罵人不要超過十個字。例如：收拾房間（手指著亂的地方）。比起一直叨念，孩子更可能聽進 

    去。 

四、停頓。溝通的時候，不要單方面一直說，對話最好維持五五波的比例，如果大人說了超過七成 

    的話，基本上溝通就有點失衡了。適時使用停頓，給孩子思考的時間，並鼓勵孩子表達。 

五、詢問孩子意見。例如：你闖禍了，打算怎麼處理？ 

六、孩子求助再給建議。當孩子自己來尋求建議，此時父母給的意見，孩子才會聽進去。當孩子認 

    為自己不需要協助，父母硬把自己意見塞給孩子，對孩子來說是一種強迫。 

七、摘要孩子說的話。在情緒當下，往往無法聽進他人的話，唯一能聽進去的是自己講的話。透過 

    摘要孩子的話，讓孩子潛意識開始傾聽大人說話。在摘要的同時，注意不要加入自己的主觀解 

    釋，或加以評論孩子。 



    
 

八、區分評論和觀察。例如：「你很凶。」這句話就是評論，因為每個人對凶的定義不一樣。觀察 

    則是要客觀、具體的描述一個行為，例如：「你說話聲音超過八十分貝，而且翻了兩次白眼， 

    所以我覺得你很凶。」在對話時多用觀察，而非評論，避免對方感覺被誤解、貼標籤，激起情 

    緒對立。 

促進溝通的回應方式 

學會有效溝通的祕訣之後，再來感受一下，假如你是孩子，聽到以下的話，孩子的想法、感受與回

應會是怎樣？ 

「我感覺你很生氣。」 

 孩子的想法 ＿＿＿＿，感受＿＿＿＿，回應 ＿＿＿＿ 

「你需要我的建議嗎？」 

 孩子的想法 ＿＿＿＿，感受＿＿＿＿，回應 ＿＿＿＿ 

「你說，我很願意聽。」 

 孩子的想法 ＿＿＿＿，感受＿＿＿＿，回應 ＿＿＿＿ 

「我很在乎你，但我不知道過度使用手機對你來說是不是一個問題。你怎麼想呢？我很想知道你的

意見。」 

 孩子的想法 ＿＿＿＿，感受＿＿＿＿，回應 ＿＿＿＿ 

或許最後一個問題，會讓家長緊張，擔心詢問青少年過度使用手機的意見，青少年會回答：「當然

是不要管我，讓我一直玩就好啦！」 

事實上，會這樣回答的青少年，正是因為有父母管，所以他們可以對自己的行為任性。如果父母總

是在後面幫他們猛踩剎車，他們就會知道，無論他們多麼荒謬，都還在控制範圍內，反正父母會幫

他們踩剎車。他們只需要向父母抗爭，獲得更多自由。 

有趣的是，把主控權交給孩子時，孩子會意識到，他必須為自己的人生負起責任，他得學會掌控自

己。孩子會受到同儕的影響，也會對自己保有一定程度的期待，當孩子獲得掌控權，才有機會開始

意識到，過度使用手機對自己生活的影響。這時候，父母可以表達願意協助孩子，學習怎麼規劃使

用手機的時間，讓自己的生活不過度被網路綁架。當然，也有一些孩子獲得掌控權後，開始沉迷網

路，連學校都不去上。通常這類孩子，內在心理都有一些狀況，可能是在學校跟同學相處出了問題，

可能跟老師相處出了問題，也可能是對自己失望，課業學習方面出現了挫折。 這時候，網路成癮

只是一個表象，真正要解決的，是孩子成癮背後的心結。 

改善溝通後，孩子可能變得更壞 

對孩子來說，舊有的溝通方式，即便他們不喜歡，卻擅長應對，很知道如何讓父母拿自己沒轍。新

的溝通方式，孩子反而會不知所措，甚至可能會抗拒，或變得更難搞。這時候，一定要堅持下去，

久了孩子就會從父母的身教中，學習到新的溝通模式。而新的溝通模式會傳承下去，一代接著一代。

改變，從我們自己這代做起，後代就可以輕鬆一點，不讓錯誤的表達方式，阻擋了愛。 



    
 

  九年級技藝教育課程介紹   

 辦理方式：本校九年級學生得視其興趣、性向及需要，選修本校合作高職所開辦的

合作式國中技藝教育課程，採學期方式辦理，學生上、下學期不得重複選修同校同

職群。 

 上課時間：每週二下午第 5-7節至高職上課，其餘時間均在本校原班上課。 

 遴選方式：對技藝教育課程有興趣且在校無重大違規紀錄者；經家長同意，並由校

內遴選適合參加技藝教育課程的學生。遴選參考學生出缺席狀況、獎懲狀況、參加

職業試探活動、特別分數（各類群相關比賽國中階段成績）。 

 升學管道：除一般學生的升學管道外，修習技藝教育課程並得到該職群班級 PR70

以上，或者被推薦參加臺北市技藝競賽獲得名次者，可參加「技優甄審入學」。 

 本屆八年級有興趣參加者，請密切注意 113年 4月由輔導室辦理之「申請技藝教育

課程學生及家長說明會」，並於報名期限內繳交「技藝教育課程申請表」，經校內遴

輔會推薦後，方可於九年級上學期至合作高職上課，如有疑問，請洽本校輔導室資 

料組（2533-3888*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