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92018 • Volume 1 • Issue 1

中國心理諮詢督導的現狀與挑戰
張宇迪博士生1, 賈曉明教授1, 段昌明教授2

1 中國北京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 

2 美國堪薩斯大學心理與教育系

摘要

繼續教育中的督導是中國心理咨詢督導的主要情境。本研究對 162 名接受繼續教育督導的咨詢

師進行了調查，結果如下：①咨詢師的受訓經歷、從業經驗、理論取向和工作場所均有較大差

異。②咨詢師的被督導經驗差異較大，有少數咨詢師甚至以往從未接受過督導。③咨詢師平均接

受過小組督導的小時數為 107.27，是接受過個體督導小時數的 3 倍多。④咨詢師對督導師的期待

中，對其“指導性”的期待最低，均值為利克特七點量表（1-7）中的 5.76，其他期待項得分均值

都在 6 分及以上。⑤咨詢師對提高咨詢技術期望最高，希望學習咨詢倫理的比例偏低。本研究出

了相應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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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pervision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is the main situation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supervision in China. The study investigates 162 counsellors accepting the supervision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unsellors have greatly differentiated 
training experience, working experienc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and working areas.  
2. the counsellors’ experience of being supervised varies, a few counsellors even never being 
supervised. 3. The average hours a counsellor has been supervised in a group is 107.27, which 
is about 3 times more than the average hours one has been supervised individually. 4. the 
expectation of counsellors for supervisors’ “guidance” is the lowest, with a score of 5.76 in a 
7-point Likert scale, while the scores of the other expectations are all above 6. 5. counsellors 
have the highest expectation for improving counselling technology, while only a few counsellors 
expect to learn ethic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Keywords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supervision, conditions and challenges, continuing education, China



60 Journal of Counselling Profession

引言

早在 2001 年，中國人口還僅有 12.7 億時 (國家統

計局，2016 )，就有專家估算，按照歐美國家人均

擁有的心理治療師比例，中國應有 200-300 萬心理

治療師 (肖澤萍、施琪嘉、童俊、秦偉、溫培源， 

2001)。截至 2014 年末，中國已有約 13.7 億人  
(國家統計局，2016)，而中國大陸的心理諮詢師大

約有 100 萬人，其中，取得人社部諮詢師資格的占

了絕大多數。由於人社部在認證心理諮詢師時，對

個案經驗並無嚴格要求 (王銘、江光榮、閆玉朋、

周忠英，2015)，所以他們當中的大多數經驗非常

不足。一項對北京高校心理諮詢師的研究發現，多

數心理諮詢師勝任工作的專業能力不足，專業訓練

和實踐均有欠缺，專業發展的需求強烈 (安芹、賈

曉明、尹海蘭，2011)。因此，諮詢師們有需要、

有必要提升從業的勝任力，而督導是幫助諮詢師提

升干預技能、個案概念化和自我反思的主要途徑 
(Holt et al., 2015)。督導是在一定的督導關係下，

督導者基於一定的督導理論，幫助被督導者更好地

掌握心理諮詢的理論與工作技巧，督導者經由不同

的方式啟發受督導諮詢師將理論運用於實踐，提升

諮詢能力和助人技巧，以成為一個有效的專業人員 
(賈曉明，2015)。隨機對照實驗研究表明，有督導

條件下的諮詢效果優於沒有督導的諮詢 (Bambling 
et al., 2006)。因此，無論從諮詢師自身的發展角

度，還是來訪者利益的角度來說，中國的諮詢師在

繼續教育中接受督導從而逐漸走上專業正軌是極其

重要的。 

目前，中國學歷教育中的督導雖然比較匱乏，但督

導的目的和執行的過程與美國學歷教育中的督導比

較接近 (賈曉明，2015)。有些學派培訓中的督導也

相對比較規範，其目的是讓被督導者成為某一學派

的合格諮詢師，但是能真正能進入這類培訓專案接

受系統培訓督導的人員非常有限 (Matthias Elzer, 
2009)。大部分心理諮詢師是在具有從業資格後才

接受督導，由於受督導者已經從業，所以即使他們

接受很基本的實習督導培訓，但仍屬於繼續教育

中的督導，這類督導主要發生在一些心理服務中

心 的督導活動中，或者一些培訓和工作坊的督導

環節，其目的是在被督導者已有的諮詢能力的基礎

上，幫助其進一步提升勝任力 (賈曉明，2014)。 

顯然，中國的諮詢師繼續教育與國外有很大不同。 

首先是專業水準起點不同，如前所述，許多獲得從

業資格證者只接受了幾個月的理論培訓，幾乎沒有

任何實踐培訓，更沒有督導經歷，而且也沒有繼續

教育的強制要求。 而美國和加拿大的大多數地區

要求取得執照的心理學家接受繼續教育 (Neimeyer, 
Taylor, & Wear, 2009)。由於缺乏強制和正常化的

管理，中國繼續教育中的許多督導活動是臨時、鬆

散的團體督導，大多數被督導者是缺少勝任力的諮

詢師。因此，在已有的諮詢師繼續教育中提供督

導，並提升被督導者的專業勝任力成為中國心理諮

詢與心理治療專業化發展中一個重要的議題。中國

的督導師並沒有權力像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督導師那

樣承擔「守門人 (gatekeeper)」的角色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14)，例如讓不合格的

被督導者停止從事心理諮詢，他們通常在被督導者

水準的基礎上開展有針對性的督導，以期能幫助其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諮詢的水準，從而使來訪者受

益。

如上所述，中國絕大多數的督導發生在繼續教育

中，而這種繼續教育的情境又和國外有很大差異。 

基於此，本研究的目標是：通過探討中國的心理諮

詢督導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形成特定的督導專業

發展建議和督導策略。本研究的意義是：透過研究

結果証明督導師在督導的理論學習和督導實踐中，

為中國的心理諮詢師提供適宜的督導，促進心理諮

詢督導在中國專業化、正常化的發展，由此提升心

理諮詢師的專業勝任力，最終能夠為來訪者提供更

好的心理諮詢服務。

方法

研究物件

本研究的調查物件是來自甘肅、山東、北京、廣西

和四川五地的 162 名諮詢師，其中男性 26 名、女

性 136 名。 年齡分佈為 37.31±8.04 歲；學歷分佈

為：大專佔 1.2%，本科佔 27.2%，碩士佔  
66.7% ，博士佔 4.9%；專業分佈為心理學佔 
65.4%，精神病學占 7.4%，社會工作佔 3.1%， 

其他佔 24.1%；資質情況為 (有重疊)：心理學會

註冊督導師或心理師佔 6.2%，衛生系統心理治療

師佔 9.9%，人社部心理諮詢師佔 85.8%，其他佔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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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

(1) 基本資訊問卷。自編基本資訊問卷，共 14 道
題，搜集被試的性別、年齡、居住地等人口學資

訊，以及受訓經歷、從業經歷、督導意願等和諮詢

與督導相關的資訊。題目如「您主要接受的心理諮

詢與心理治療培訓是：A. 學歷教育；B. 2年以上連

續培訓專案；C. 短期培訓； D. 自學。 (可多選)」

(2) 諮詢師勝任力問卷。該問卷是參考美國心理學

會所發佈的心理諮詢核心勝任力而編制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6)。 問卷共有 11 
道題目，其中 1 道評價心理諮詢的總體勝任力，

另外 10 道評價其不同方面，均採用利克特 7 點計

分，分值越高表明諮詢師在該項勝任力上的自我評

價越高。題目如「你會如何評價你在「諮詢師職業

價值觀」方面的勝任力？」、「你會如何評價你在

「心理諮詢倫理知識」方面的勝任力？」。該問卷

在本研究中的內部一致性係數α為 .90。 

(3) 督導目標問卷。該問卷是根據督導師長期以來

在督導活動中瞭解到的諮詢師的督導目標而編制。 

問卷共有 7 個題目，採用利克特 7 點計分，分值越

高表示諮詢師在該專案上對督導的期待越高。問卷

的所有題目有一個共同的題幹「你通常希望從督導

中得到什麼？」，具體專案如「指導我幫助特定的

來訪者」、「接受督導師的教導」。該問卷由兩名

督導經驗豐富的諮詢心理學家共同編制，先由其中

一名心理學家編制初稿，然後另外一名心理學家審

看並與前者討論，將其修改完善，從而保證問卷的

內容效度。該問卷在本研究中的內部一致性係數α

為 .87。 

(4) 對督導師的期待問卷。該問卷是參考《簡式諮詢

師評價表》(Counselor Rating Form Short) 編制而

成 (Epperson & Pecnik, 1984)。問卷共 11 道題，

採用利克特 7 點計分，某項分值越高表示諮詢師在

該專案上對督導師的期待越高。其中 4 道題取自《

簡式諮詢師評價表》的「專業性」維度，4 道題取

自其「可信賴性」維度，另外 3 道題是基於對中國

文化特殊性的考慮自行編制。所有題目有一個共同

的題幹「下述督導師的特質對你來說有多重要？」

，具體專案如「真誠」、「技能熟練」、「誠實」

、「指導性」等。該問卷在本研究中的內部一致性

係數α為 .85。 

數據收集與處理

在中國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註冊工作委員會督導點

的督導活動間歇，以團體施測的形式對參加督導的

諮詢師進行問卷調查，並當場回收。問卷填答時間

約 20 分鐘。 將問卷資料錄入 SPSS 軟體，採用描

述性統計和重複測量方差分析來進行資料處理。 

結果

心理諮詢師的基本狀況

心理諮詢師的受訓經歷

諮詢師的受訓經歷如表 1 所示。接受過學歷教育的

諮詢師僅有 48.1%，參加過兩年以上連續培訓專案

的僅有 42.6%。由於本題是多選題，研究者專門統

計了僅參加過短期培訓和（或）自學的諮詢師，發

現其比例為 25.3%。 

心理諮詢師的從業經驗

諮詢師的從業經驗如表 2 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被

調查諮詢師在「從事諮詢與治療的年限」、「累計

表 1

心理諮詢師的 受訓經歷 (可多選, N = 162)

受訓經

歷

學歷教

育

兩年以

上連續

培訓專

案

短期培

訓

自學

人數 78 69 117 64

比例 48.1% 42.6% 72.2% 39.8%

表 2

心理諮詢師的從業經驗验

有效統計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验 標準差

從事諮詢與治療的年限 156 0 21 6.89 4.91

累計諮詢小時數验验 141 0 10000 881.24 1478.24

現階段每週諮詢的小時數验验 151 0 30 4.76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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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小時數」和「每週做心理諮詢的小時數」三項

資料上的全距及標準差都非常大，說明他們的從業

經驗差異很大。從業年限和累計諮詢小時數的最小

值都是 0，說明有一些零經驗的諮詢師在參加團體

督導。 進一步統計顯示，零經驗諮詢師在本次調

查中有 4 人，占本次調查物件的 2.5%。需要特別

說明的是，這部分零經驗的諮詢師均持有國家人力

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頒發的心理諮詢師資格證書，參

加團體督導為一種特別的學習方式。 

自我報告的理論取向

從表 3 可以看出，諮詢師主要的理論取向是精神分

析和認知行為，其次是人本主義，再次是家庭治療

和焦點解決，而使用敘事療法、正念或其他療法的

諮詢師相對較少。 

開展諮詢與治療工作的場所

從表 4 可以看出，在學校工作的諮詢師占了絕大多

數，其次是醫院，而在個人工作室、社區、司法等

社會機構及其他場所工作的諮詢師較少。 

表3

自我報告的理論取向 (可多選，N=162) 

理論取向 精神分析 人本主義 認知行為 家庭治療 正念 焦点解决 叙事療法 其他

人验 105 76 101 48 8 38 21 13

比例 64.8% 46.9% 62.3% 29.6% 4.9% 23.5% 13% 8%

表4

開展諮詢與治療工作的場所（可多選,N=162)

工作場所 學校 醫院 司法等社會

機構

社區验 個人工作室 其他

人验 140 23 2 7 12 5

比例 86.4% 14.2% 1.2% 4.3% 7.4% 3.1%

表5

諮詢師勝任力的自我評價

有效統計量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排序

心理諮詢的總體勝任力 146 4.81 .956 /

1. 諮詢師職業價值觀的勝任力 150 5.45 .901 2

2. 諮詢師職業態度的勝任力 150 5.83 .915 1

3. 對來訪者的瞭解的勝任力 153 5.01 .847 6

4. 心理諮詢倫理知識的勝任力 153 5.35 1.073 3

5. 諮詢技能的勝任力 153 4.50 .904 9

6. 建立治療關係的勝任力 153 5.33 .993 4

7. 理解來訪者的社會背景的勝任力 153 5.14 .911 5

8. 評估來訪者的勝任力 153 4.72 .990 7

9. 使用特定方法验明來訪者的勝任力 153 4.50 1.046 9

10. 使用特定理論取向的勝任力 153 4.54 .967 8

注：表中平均數為在七點利克特量表 (1-7) 上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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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師勝任力的自我評價

表 5 是請諮詢師在 7 點利克特量表 (1-7) 上評價自

己心理諮詢勝任力的資料結果。可以看出，被調查

諮詢師總體勝任力的自我評價為 4.81，高於中位數

4。 對心理諮詢各方面勝任力的自我評價也都高於

中位數 4。重複測量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心理諮

詢師對不同方面勝任力的自我評價有顯著差異  

(F = 61.69, p < .001)，兩兩比較的結果顯示，諮詢

師在第2 題上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第1、4、6題， 

再次是第3、7題，又再次是第8題，得分最低的是

第 5、9、10 題。 

心理諮詢督導的目標及期待

接受督導的經驗

從表 6 可以看出，不同諮詢師接受督導小時數的全

距和標準差都較大，說明他們接受督導的經驗差異

較大。還可以看出，諮詢師接受過小組督導的平均

小時數是 107.27，是接受過個體督導的平均小時數

的 3 倍多。進一步統計顯示，從未有過接受督導的

經驗，也就是接受個別督導和小組督導的小時數為

0 的諮詢師占比為 6.5%。 

接受督導的意願

98.1% 的被調查諮詢師表示會主動尋求督導。不主

動尋求督導的原因有「沒機會」、「沒有穩定的督

導環境」、「經驗不足」等等。 

督導的目標

表 7 是請諮詢師在 7 點利克特量表 (1-7) 上評價自

己的督導目標。可以看出，被調查諮詢師對督導各

方面的期待均高於中位數 4，且最低平均分也達到

了 5.50，說明被調查諮詢師對督導過程的期待相對

較高。重複測量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心理諮詢師

對督導的不同方面的期待有顯著差異 (F = 6.11,  
p < .001)，兩兩比較的結果顯示，諮詢師在第 2、 

3、5 題上的得分顯著高於在第 1、4、6、7 題上的

得分。 

表6

接受督導的經驗

有效統計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接受個別督導小時數 142 0 300 30.21 61.17

接受小組督導小時數 144 0 1000 107.27 167.17

表7

督導的目標

有效統計量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排序

①指導我验明特定的來訪者 160 5.51 1.166 6

②通過聆聽對其他人的個案督導，學習如何验

明來訪者

155 5.89 1.120 3

③通過在團體督導中學習如何對特定的來訪者

工作，來提升諮詢勝任力

155 5.92 1.248 1

④接受督導師的教導 153 5.65 1.439 4

⑤學習如何像專業的諮詢師一樣工作 155 5.90 1.385 2

⑥向團體的組員學習如何做心理諮詢 155 5.54 1.411 5

⑦組建或者加入專業的圈子 154 5.50 1.539 7

注：表中平均數為在七點利克特量表 (1-7) 上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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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對督導師的期待

有效統計量 均值 验標準差 平均數排序

1. 真誠 154 6.62 .667 2

2. 技能熟練 159 6.13 .922 9

3. 誠實 159 6.38 .898 6

4. 專業 157 6.60 .639 3

5. 值得信任 158 6.55 .762 4

6. 經驗豐富 159 6.28 .856 8

7. 穩定 159 6.30 .875 7

8. 有準備 159 6.00 1.125 10

9. 指導性 159 5.76 1.300 11

10. 共情能力 159 6.53 .710 5

11. 尊重 158 6.64 .660 1

注：表中平均數為在七點利克特量表 (1-7) 上的得分。

對督導師的期待

表 8 是請諮詢師在 7 點利克特量表 (1-7) 上評價自

己對督導師的期待。可以看出，諮詢師對督導師的

「指導性」期待最低，但均值也有 5.76 分， 其他

期待項得分均值都在 6.00 分及以上，說明諮詢師對

督導師的期待是很高的。重複測量方差分析的結果

顯示，心理諮詢師對督導師不同特點的期待有顯著

差異 (F = 24.20, p < .001)，兩兩比較的結果顯示，

諮詢師在第 1、4、5、10、11 題上的得分最高 (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第 11 題得分顯著高於第 10 
題，其餘兩兩得分差異均不顯著) ，其次是第 3 、6
、7 題，再次是第 2、8 題，在第 9 題上的得分最

低。進一步分析表明，對督導師「指導性」的期待

和諮詢師本人的累計諮詢小時數呈顯著負相關，且

相關係數達到了中等水準 (r = -.32, p < .001)。 

對督導小組的期望和目標

有 114 位被訪者報告了對督導小組的期望或目標，

這部分資料是以讓被訪者填寫的形式搜集的，研究

者並沒有事先給出選項，僅在填答後進行歸納整

理。 

從表 9 中可以看出，諮詢師對提高諮詢的能力和技

術期望最高，提及的人數占比高達 43.9%，其中，

占總人數 13.2% 的諮詢師專門提到了希望提升個案

概念化的能力。希望獲得專業支援、個人成長、學

習諮詢理論知識的比例相當，都是接近兩成。希望

學習諮詢經驗、持工具性目標、希望學習諮詢倫理

以及如何做督導的比例較低。 

討論

基於被督導者基本狀況的挑戰

一是，經常會有受訓和從業經驗差異很大的諮詢師

聚在一起接受督導。據本研究結果，在受訓經歷方

面，接受過學歷教育的諮詢師占 48.1%，參加過兩

年以上連續培訓專案的諮詢師占 42.6%。而僅參加

過短期培訓或自學的諮詢師占比為 25.3%；在從業

經驗方面，諮詢師累計諮詢平均小時數為 881.24，
標準差竟高達 1478.24。這說明，被調查諮詢師的

專業經驗參差不齊、差異極大，因而其督導的需求

是非常不同的。關於心理諮詢培訓和督導的研究常

把新手諮詢師和有經驗的諮詢師作為不同的研究物

件加以區分，對新手諮詢師的訓練和督導常常側重

助人技能訓練，如共情、溫暖、真誠的態度和情感

反映、開放式問題等技術 (Lambert, 2013)，而有

經驗的諮詢師可能較少需要這些。因此我們建議：

督導師需要協調不同專業水準的被督導者的不同需

要，盡可能協調讓參與督導的人獲得較大的收益。

在被督導者水準差異很大的現實情況下，督導師首

先考慮提供案例的被督導者的督導需要，以保護被

督導諮詢師的來訪者利益為先。也針對被督導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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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期待的督導問題，結合參與督導的其他成員的情

況進行一些專業上共性問題的講解和討論。 

二是，理論取向各異的諮詢師接受同一個督導師的

團體督導，在中國是普遍發生的情況。本調查結果

顯示，諮詢師接受團體督導的平均小時數為 

107.27，遠遠大於接受個體督導的平均小時數

30.21。本研究是在團體督導情境下搜集到的資

料，被試的理論取向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徵，精神分

析和認知行為最多，其次是人本主義，再次是家庭

治療和焦點解決及其他療法。因此我們建議：一般

應要求督導師和團體督導中報個案的被督導諮詢師

的理論取向相同或相似，如果遇到被督導者和督導

師理論取向不一致的情況，督導有責任幫助被督導

者透過自我反思對其所使用的理論和方法達成深入

理解，督導師也可以更多地聚焦于諮詢的基本態

度、方法和技能，而不僅僅只基於自身或被督導者

的理論取向來督導。文獻綜述表明，不同取向的諮

詢方法只能解釋諮詢效果的10%左右，而跨流派的

共同因素則發揮著更大作用(Norcross & Lambert, 
2006; Laska, Gurman, & Wampold, 2013)，因此，

即便督導師和被督導者理論取向不同，也不會對督

導效果帶來實質性的影響。從另一角度來說，勝任

的督導師應具有超越某一特定理論取向的助人專業

知識和技能。 

三是，被督導者來自不同工作領域和機構，如學校

系統、醫療系統、監獄系統、社區等，因此我們建

議：督導師需要瞭解各個機構的設置，理念、工作

要求，以及來訪者的大致特點，在此基礎上提供有

針對性的案例督導。而且，由於中國的心理諮詢行

業起步較晚，許多機構還缺乏建設的經驗，督導師

不僅需要督導具體的個案，有時候甚至要對機構的

建設提出一些意見，這就要求督導師不僅僅精通個

案工作，還需要對心理諮詢機構的建設有較多的瞭

解。

基於被督導者的目標和期待的挑戰

據本文調查結果，絕大多數的中國諮詢師都希望能

接受督導，接受督導的阻礙主要是客觀原因，督導

活動在中國是有巨大需求的。面臨的主要挑戰和相

應的建議如下：

第一，以團體督導為主要形式所面臨的挑戰。 根

據本研究的結果，中國諮詢師接受團體督導的平均

小時數遠遠大於接受個體督導的平均小時數，這可

能是由於中國的督導資源匱乏所致。這可能會帶來

兩方面的問題：(1) 同時接受團體督導的諮詢師的督

導經驗往往具有較大差異。同一個督導小組的成員

中，可能一部分人對督導程式已經相當瞭解，另一

部分人還很生疏，甚至第一次接受督導，因此他們

對督導的期待是非常不同的。(2) 據本研究表 8 的
結果，諮詢師的一些督導目標是在團體中達成的，

其中，「通過在團體督導中學習如何對特定的來訪

者工作，來提升諮詢勝任力」是諮詢師最關切的督

表9

對督導小組的期望和目標

專案
提到的人數 

（比例)
排序 提到較多的具體內容

籠統地說希望獲得成長、提升、進步或

解決問題
34(29.8%) 2

希望獲得個人成長 20(17.5%) 4

學習諮詢理論知識 20(17.5%) 4

提高諮詢能力和技術 50(43.9%) 1
有 15 位諮詢師提到希望提升個案概念

化能力，佔總人數的 13.2%

學習諮詢經驗 7(6.1%) 6

工具性目標（如獲得證書、進入註冊

系統）
7(6.1%) 6

有 4 位諮詢師提到希望進入註冊系統，

佔總人數的 3.5%

獲得專業支援 22(19.3%) 3

學習諮詢倫理 2(1.8%) 8

學習如何做督導 1(.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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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目標。 有研究將諮詢師置於團體督導和 

「團體督導+個體督導」兩種情境下，發現這兩種

情境對提升諮詢師的效能所起的作用是等同的 (Ray 
& Altekruse, 2000)。這說明，個體督導並非具有不

可替代性。 雖然個體督導可能更加聚焦于被督導

者的個案，但團體督導可能通過一些特定的過程  

(如同輩諮詢師之間的回饋和支援) 來實現其獨特的

功能，並實現不亞于個體督導的效果。因此我們建

議：中國的督導師需要思考如何在現階段督導資源

缺乏的情況下，合理利用並充分發揮團體督導的功

能，進一步而言，通過實踐和研究形成有有效的團

體督導模式與方法，特別是針對參加團體督導人員

專業經驗參差不齊的現狀，逐步給予專業規範，同

時加強督導師團體督導的能力培訓。 

第二，督導中的指導性。調查表明，中國諮詢師對

督導師「指導性」的期待相對較低。諮詢師對督導

師「指導性」的期待和諮詢師本人的累計諮詢小時

數呈顯著負相關，且相關係數達到了中等水準，說

明諮詢師的諮詢經驗越多，對督導師指導性的期待

越弱。據此推測，一部分諮詢師不希望督導師指導

性太強的原因可能有：(1) 許多未經正規訓練而經

驗也少的諮詢師可能自信心不足，需要督導師的肯

定和支援，會把督導師的指導看作是對自己的否

定。(2) 一部分諮詢師已經執業多年，有較為豐富的

經驗，可能越有經驗的諮詢師越不願督導師指導自

己。(3) 指導性還有可能指的是一種較強勢的態度，

中國文化崇尚溫和、重視面子，諮詢師可能希望督

導師態度溫和，這和對督導師的期待中，「 尊重 

」 排第一相對應。因此我們建議：指導是督導中

很重要的部分，雖然諮詢師對這部分的期待相對較

低，但督導師應該明白提供指導是督導師發揮作用

的重要形式。督導時應督導師注重建立安全、信任

的督導關係，給予被督導者充分的尊重，並在給予

指導時說明指導的目的和意義。 

第三，如何平衡專業能力提升和個人成長。一部分

諮詢師對督導的期待中包含「個人成長」，這一方

面可能說明諮詢師對督導和個人體驗即透過心理諮

詢的方法解決個人問題的定位不清晰；另一方面可

能反映出中國目前個人體驗資源缺乏的現狀，諮詢

師只好期待督導資源也能擔負起促進諮詢師個人成

長的職能。據個案研究，一些學習心理諮詢的人，

最初是抱有解決自己心理問題的目的的 (李強、許

丹，2007)。顯然，這些受督導者是需要個人體

驗，而且這也會影響到他們與來訪者的工作。因此

我們建議：督導師自身首先要對督導與個人體驗的

不同功能和作用有清晰的定位，也有責任在督導中

幫助被督導者厘清督導和個人體驗的區別和不同的

作用，並根據被督導者的需要提供恰當的建議，如

找其他適宜的心理諮詢師尋求幫助。 

第四，有接近一半的被調查諮詢師提到希望提升諮

詢的能力和技術，這和諮詢師們在諮詢的技能與方

法方面自我評價最低是相對應的。其中，被提及最

多的是「個案概念化」的能力。個案概念化是指

收集、整合、組織、解譯來訪者資訊的過程，是心

理諮詢的基本技能 (Liese & Esterline, 2015)。Hill 
(2014) 指出，個案概念化幫助諮詢師專注於諮詢過

程，而不是漫無目的。因此我們建議：中國的督導

師應把諮詢師在這方面自我提升的需要當做督導的

契機，將其作為督導活動產生良好效果的重要切入

點。 

第五，只有極少數諮詢師對督導的期待中包含倫

理學習，說明中國諮詢師對倫理的重視程度還有

待提。國外的研究表明，督導師對倫理的不忠誠

和被督導者更低的滿意度和更脆弱的「督導-被督

導」 聯盟有關 (Ladany, Lehrman-Waterman, 
Molinaro, & Wolgast, 1999)。這可能說明，堅守倫

理的督導師更容易被認為是「專業的」，因而更容

易取得被督導者的信任。 因此我們建議：應把倫

理訓練納入為督導的重要內容、向被督導者展示堅

守倫理的重要性應成為督導師的必要功課。在倫理

意識逐漸開始覺醒的中國心理諮詢界，督導還應仔

細思考如何發展出能適應中國文化土壤的倫理訓練

方式，並大力推動相關的研究，以期從未來的研究

中得到更加清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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