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頂埔國小 108學年度輔導工作（輔導關懷）課程架構暨實施成果 

一、初級預防輔導課程：針對一般學生及適應困難學生進行一般輔導。 

 (一)班級輔導課程設計理念與內容 

  1.每學期執行 72節，規劃以不同發展階段學生的需求，透過入班觀察及導師回饋，發現學生較 

     多「人際互動」與「情緒管理」的困擾。 

  2.高年級學生長時間使用網路以至影響生活作息與課業或因課業、人際或家庭等挫折，影響其自 

     我概念，故加入「自我概念」與「心理衛生課程-網路沉迷與成癮」。 

  3.全校課程內容規劃 

年級 人際互動 情緒管理 自我概念 心理衛生 

一 

年 

級 

為他人著想懂得分享 
繪本:椅子樹 

情緒管理技巧 
繪本:我變成一隻噴火龍了 

喜歡自己也欣賞別人 
繪本:大象艾瑪 

 
不隨便批評 

繪本:是蝸牛開始的 

二 

年 

級 

培養耐心 
繪本:我有耐心 

認識常見的情緒並自我覺察 
媒材:十大情緒檔案 

  覺察人際互動方式是否適宜 
繪本:擁抱 

學習解決問題代替發脾氣 
繪本:貝蒂好想好想吃香蕉 

三 

年 

級 

同理心--換位思考 
媒材:好人氣養成班 

覺察情緒 
學習抒發情緒的原則 

  
確認與澄清人際誤會 
繪本:沒有人喜歡我 

正確辨識他人意圖 
媒材:我戴有色眼鏡? 

四 

年 

級 

說話時顧慮他人感受 
繪本:用愛心說實話 

情緒表達-我訊息 
媒材:做情緒的主人 

  
人際欺負與因應方式 
媒材:人際小達人、人

際防護罩 

同理心 
媒材:其實我懂你的心 

五 

年 

級 

網路霸凌防治 

 

了解自我價值 
繪本:我很特別 

 
欣賞他人優點 

媒材:看見你的好 
學習與挫折相處 

六 

年 

級 

  
自我覺察 

媒材:PAC 人格分析 

網路沉迷與成癮 
媒材:你迷
「網」了嗎? 

(4)具體績效 

A.改善班級人際衝突頻率 

      正確辨識他人意圖的課程，提供了具體判斷依據，實施課程後，導師回饋學生在可能的衝突情 

   境下，較能先停下思考與判斷他人是否故意還是不小心，衝動進行反擊的行為改善很多。 

 B.確實進行情緒調節 

     情緒管理的系列課程，讓學生能夠認識情緒、覺察情緒、在不同情境表達合宜的情緒，且學習 

   有負向情緒時，透過安全的方式進行抒發。導師將學生的情緒調節方法學習單，展示在教室佈告 

   欄，讓學生能相互學習與自我提醒。導師回饋班上容易情緒爆發的孩子，也努力嘗試透過上課所 

   學讓自己冷靜，降低了情緒爆發的強度與頻率。 

 C.達成自我評估、提早預防、及時介入的目的 

    「網路沉迷與成癮」課程，學生透過測驗，自我檢核對網路的依賴程度及是否有危險因子，進一 



   步篩選出高關懷群，學生可提早自我調整使用模式。對於已影響生活功能的學生，提供家長諮詢， 

   親師合作協助學生進行使用調整，故本校並未出現網路成癮的案例。 

 D.掌握學生人際困擾，適時處理 

    進行「覺察人際互動方式是否適宜」的課程時，除了引導學生思考自己可能讓他人不舒服的行為， 

  也讓學生寫出他人曾讓自己不舒服的行為，除了引發同理心，同時發現有學生寫下自己被同學亂摸 

  的情況，故及時聯繫導師，進一步了解學生互動情形，適時提供協助和教導，之後便無再出現類似 

  行為。 

E.教學內容融入其他課程 

    透過與導師討論，在課程結束後，結合作文課延伸教學內容，進行心得感想的書寫，也從心得中 

  發現學生確實吸收的內容，並能產出自己的想法。 
 

 

 

 

 

 

     

(二)宣導講座 

1.學生宣講講題名稱：針對不同發展階段學生，規畫 108學年之宣講內容如下表所示： 

 

年 級 宣講主題 人次 

1年級 自我保護-做身體的主人 170 

2年級 生命教育-我永遠愛你 163 

3年級 校園霸凌防治-人際小達人 129 

4年級 心理防疫-照顧自己的情緒 138 

5年級 網路交友安全暨網路諮詢平台 154 

6年級 螢幕的另一端-網路交友安全 157 

A 防疫心衛宣講: 

       因應新冠肺炎所帶來影響，設計安穩身心的防疫心理衛生宣講，引導學童覺察自己的情緒， 

討論調適心情的方式，並提醒有關假訊息的相關法規，及避免因健康狀態衍伸的歧視行為。 

  具體成效: 

      透過活動自我覺察情緒，發現學童大多都表達有緊張、擔心及害怕的情緒，討論時可獲得普同 

感，透過宣講也能接納自己的焦慮，進行深呼吸與肌肉放鬆練習後，學生們饋感覺放鬆不少。 

B校園霸凌防治: 

     因觀察中年級學生開始在人際互動上，出現較有針對性和攻擊性的行為，同時也預防等到高年 

級較難調整學生的互動習慣與班級氛圍，故進行校園霸凌防治宣導。 

  具體成效: 

a. 導師回饋學生們在同儕出現疑似欺負或霸凌行為時，能口頭相互提醒或制止，顯示學生對於

什麼是霸凌，以及哪些行為是哪種類別的霸凌有確實的了解。 

b. 導師發現有勇氣求助的學生增加了，個輔時學生也較願意提出自己在人際互動上遇到困擾，

顯示學生能知道面對欺負行為，可勇敢求助，避免退縮隱忍。 

人際-看到他人的好並表達 情緒教育-貝蒂好想吃香蕉 輔導課程融入作文課 



C生命教育: 

      因應班級導師突然過世事件，除了即時入班進行減壓安心班輔，也針對該學年進行生命教育宣 

     講，讓輔導能以不同形式推展到同學年學生。 

具體成效: 

a. 宣講時發現對於二年級學童來說，較少有面對生活周遭的人過世的經驗，甚至有學童表示是

第一碰到，而此次事件與生命教育宣講，讓學童體會到生命會有結束的可能，也學習到我們

可以如何協助自己較好的度過哀傷歷程。 

b. 導師回饋宣講前孩子可能會以自己所認知，或聽身邊大人的對話，似是而非的猜想，但經過

宣講後，傳達了確切的資訊，追蹤觀察後也未有學童出現適應困擾的情形。 

D 性侵害與性騷擾防治: 

低年級學童在互動與遊戲時，容易因不清楚身體界線概念，而導致他人不舒服或糾紛。加上 

    發生文化國小事件，故宣講內容除了包含身體界線與身體自主權概念，更增加自我保護的教導， 

    提升學童自我保護的意識。 

具體成效: 

a. 宣講過程中發現，有許多學生以為會傷害自己的都是陌生人，與親近大人的身體界線也容易

不清楚，皆是需要教導與討論的部分。多年下來，每學年固定會於二年級進行此議題宣講，

讓全校學童都能獲得正確知識。 

b. 因應文化國小事件所增加的宣導內容，讓學童增加自我保護的意識，知道遇到危險時可以如

何求助。 

E 網路交友安全: 

針對高年級進行網路使用的調查，發現多數學生皆有透過遊戲或聊天室進行交友的經驗，也 

    有遇到陌生網友主動接近自己的情形，故透過宣講澄清網路交友原則，並學習如何自我保護。 

具體成效: 

a. 從宣講過程中，發現有許多學生對於網友提供的資訊照單全收，且低估網路交友可能造成的

傷害。透過提問與實際案例的討論，有學生表示才了解網路交友潛在的危險及可能與現實不

符的部分，因此提升了自我保護意識。 

b. 取得與使用網路日趨便利，學生從宣講中了解如何選擇較安全的平台，且學習到如何辨識資

訊。 

c. 學生回饋對於是否與網友見面會進行謹慎考慮，若真的要見面，也會採取宣講傳達的許多自

我保護的措施。 

    d導師在宣講後回饋班上剛好有學生出現用他人健康狀況亂開玩笑的情形，宣講適時的加強學生 

們相互尊重的觀念，之後不禮貌行為未再出現。 

e因應有居家隔離後返校學生的班級，傳達居家隔離者是為了保護其他人的概念，且可返校上學 

代表跟大家一樣是健康的，降低學童對解除隔離者返校的擔心與異樣眼光，導師後續觀察回饋 

未出現排擠或歧視的現象。 
 

 

 

 

 
 

 防疫心衛宣講照片 學生覺察自己的情緒 練習深呼吸與肌肉放鬆法 



 

  2.兒童少年保護-學生宣講 

1. 設計緣由:低年級學生在與他人互動中，較容易缺少自我保護的意識，故每學期於二年級進

行「自我保護-做身體的主人」宣導，讓學生了解身體界線概念，並學習尊重他人及保護自

己的方法。 

2. 實質內涵 

E4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E5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道。 

3. 具體績效 

      (1) 固定的宣講安排，讓全校學生皆能在二年級時，獲得相關的概念學習與資訊吸收，具備自

我保護意識。 

      (2) 從學生的身體紅綠燈學習單，可以看出學生能理解身體界線的概念。 

(4) 導師回饋學生遊戲時，不當的身體接觸情形有所改善，曾偷看他班同學上廁所的孩子，也 

    未再出現類似情形。 

(5) 透過不同情境事件進行問答檢核，學生皆能回答出正確的自我保護方式。 

(6) 103學年發生文化國小事件，該學期宣講增加事件澄清並教導具體的自我保護措施，讓學 

   生感到較為安心。 

 

 

 

 

  

 

 3. 情感教育 

1. 設計緣由:因應高年級學生在告白被拒絕後，出現情緒崩潰的情形，且平時也容易出現隨意

配對同學與起鬨的情況，故規劃情感教育相關課程，進行入班輔導。 

2. 實質內涵 

E4認識身體界限與尊重他人的身體自主權。 

E5認識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的概念及其求助管道。 

3. 課程內容:引導學生思考什麼是喜歡與愛，有分成哪些種類與對象，分組討論如何表達好感，

並透過投票歸納出什麼是合宜的告白方式，討論哪些追求方式可能會造成反感與騷擾，及面

對被拒絕時，可以如何進行自我調適。 

4. 具體績效 

(1)透過分組討論與票選，最後學生能選出一般人較能接受的表達好感方式，澄清具體「合宜」 

   行為的概念，投票過程學生也同時看到且了解他人的感受。 

(2)導師回饋課程內容非常符合學生目前的需要，班上也未再出現不適切追求及被拒絕情緒崩 

   潰的情形。 

 

 

 

 

自我保護-做身體的主人 影片澄清隱私處概念 引導覺察身體界線 



 

 

 4.生命教育-學生宣講 

1. 設計緣由:104學年下學期時出現班級導師突然過世事件，為預防同學年學生受到事件影響，

故於二年級進行生命教育宣導，共六個班級 167人。 

2. 宣導內容:透過我永遠愛你繪本，從寵物生命的結束，連結至人的生命也有結束的一天，引

導學生了解當我們面對生活周遭的生命消逝時，可能會有的感覺和影響，正常化這些反應與

感受，討論與學習可以如何自我調適和懷念。最後引導學生思考如何及時表達我們的愛，珍

惜還在身邊的人事物，並作為家庭作業來執行。 

3. 具體績效 

(1)透過繪本的引導與討論，讓低年級學童對於死亡概念有所理解，正常化感受且學習自我調 

   適方法，後續觀察該學年學童並未出現有適應欠佳的情形出現。 

(2)「愛的行動」家庭作業，讓學生將愛轉化為具體行為，及時向所愛的人表達，學生大多對 

   家人進行愛的行動，增進了家庭關係。 

 

 

 

 

 

 5.網路沉迷-輔導課程 

1. 設計緣由:從課前的調查中發現，因現在網路使用的普及，本校高年級學生透過個人手機、

電腦或平板進行網路活動的比例很高，花費時間也很長，包含玩網路遊戲、聊天室聊天或看

網路影片等等。也有導師提及學生因網路使用而出現親子關係緊張的情形，故透過輔導課程

讓學生學習正確使用網路的方式。 

2. 課程內容:從你也是藍光人嗎?動畫引導學生了解網路使用與休息的原則，提醒過度使用網路

可能對會身體造成的影響。介紹網路沉迷與成癮的發展進程，並透過問卷與測驗，協助學生

自我覺察對於網路的依賴程度與危險因子，評估是否需要在使用上進行調整。 

3. 具體績效 

(1)課程中的問答與測驗調查，發現高關懷群的成效，有部分導師透過此次宣講，也針對已影 

   響生活功能的學生，進一步與家長合作，協助學生進行調整。 

(2)從學生的提問與發表中，發現多數學生透過此次課程，覺知到過度使用網路對於身心理可 

   能會造成危害，也透過自我評估測驗，驚覺自己對網路的依賴程度，達到自我警惕與提醒 

   的效果。 

 

      

 

 

 

 

 

情感教育-合宜的表達好感 分組討論並票選 情境影片澄清概念 

愛的行動學習單-增進家庭關係 
生命教育宣導 

網路沉迷-你迷「網」了嗎? 

 

透過動畫影片澄清概念 

 

藉由測驗了解學生網路
依賴程度及主要用途 

 



 二、小團輔課程-喪親兒童團體 

1. 設計緣由:從學生個案及導師回饋中發現高年級有許多喪親的學童，且家庭較難針對喪親與

學童進行討論和關懷，故規劃喪親兒童團體，協助成員們能順利度過哀傷歷程。 

2. 團體規劃:設計八次團體活動，例如透過好好哭吧繪本動畫，讓成員能以正向心態面對親人

過世的事實，並自我覺察哀傷歷程與階段；藉由媒材引導成員體驗家庭會有震盪，但也會慢

慢地重建；在冥想的引導中關照無助的自己，透過活動撫慰自己的不容易，也表達對親人的

思念，讓成員能在每次的活動，逐漸抒發情緒，進一步獲得繼續走下去的能量。 

3. 具體績效 

(1)看到成員們從一開始情緒較沉重、少言，慢慢地隨著信任感與安全感的增加，開始願意分 

   享自己的感覺與想法，也開始露出微笑。 

 (2)在透過繪本引導成員們也能正向面對親人過世時，發現有成員能透過信仰的觀點，看待親 

    人過世後有好的去處，而有的成員也從其他人的分享中，拓展了自己的想法與觀點，找到 

    自我詮釋的方式。 

 

    

 

 

 

 

 

 
成員自我鼓勵要好好生活 運用繪本引導正向詮釋 透過藝術媒材自我療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