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                                              ※                
※受督導者隱而未說之內涵、原因及其對諮商督導過程的影響之研究 ※                                              
※                                             ※                
※                                              ※  
※※※※※※※※※※※※※※※※※※※※※※※※※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0-2413-H-009-003 

執行期間：2001 年 08 月 01 日 至 2002 年 0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    許韶玲 

共同主持人：    劉志如 

計畫參與人員：  陳靜儀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教育學程中心 
 
 
 
 
 
 

中  華  民  國  91   年  10  月  30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受督導者隱而未說之內涵、原因及其對諮商督導過程的影響之研究 
A study on the contents, reasons and effects on the supervisory process of what 

supervisees left unsaid. 
 

計畫編號：NSC 90-2413-H-009-003 
執行期限：2001 年 08 月 01 日至 2002 年 07 月 31 日 

主持人：許韶玲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學程中心 
共同主持人：劉志如    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初等教育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陳靜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受督導者於諮商督導
過程中隱而未說之內涵、原因、其對督導
過程的影響、以及在哪些情況下，受督導
者願意將未揭露的事情說出來。 

6 位碩士層級之實習諮商員接受為期
六次的督導，在每次督導結束後，透過質
性研究方法中的深度晤談法，包括：督導
結束後的即刻訪談、以及即刻訪談結束後
的督導歷程回溯訪談，進行資料的蒐集，
並以建基理論的形成原則進行資料的內容
分析與跨個案的資料歸類及統整。 

研究結果發現，受督導者隱而未說的
內涵包括：對督導介入的疑惑、對督導介
入的不同意與懷疑、以及於督導過程中的
體會、察覺、領悟與收穫等等；受督導者
隱而未說的原因包括：擔心被評價、擔心
傷害督導者或督導關係、以及對自己的想
法沒有把握等等；受督導者隱而未說對督
導過程的影響包括：疑惑未能釐清、需求
未能滿足、以及問題未能解答等等。最後，
在詢及受督導者什麼情況下願意將未揭露
的事情說出來時，「督導者發現並主動詢
問」被提及最多。 
關鍵詞：督導者、受督導者、隱而未說、

未揭露、督導過程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nderstand the contents, reasons, effects on 
the supervisory process of what supervisees 
left unsaid and in what conditions that 
supervisees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eir 
nondisclosures. 

 

 
Six students in counseling graduate 

program participating in practicum 
supervision were arranged to accept six 
supervisions.  Each time after the 
supervision, the indepth interviews of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paradigm were used, 
including the interview right after the 
supervisory process and the interview 
watching the videotapes of the supervisory 
process after the prior interview.  Then, the 
contents getting from the two types of 
interviews were analyzed basing on the 
principle of grounded theory.  The study 
data were categorized and integrated using 
the analyzing approach of between cas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contents 
of nondisclosures of supervisees included the 
confusions about the interventions of 
supervisors, the disagreement of the 
interventions of supervisors, the experience, 
awareness, and insight and benefit in the 
supervisory process and etc.  The reasons of     
nondisclosures of supervisees included worry 
about be evaluated, worry about hurting 
supervisors or supervisory relationship, not 
sure of the thought of themselves, and etc.     
The effects of nondisclosures of supervisees 
included the confusions not clear, the needs 
not satisfied, the questions not answered, and 
etc. When asking supervisees in what 
conditions they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their 
nondisclosures, “supervisors noticed and 
asked supervisees” were usually reported.      
Keywords: supervisor; supervisee; left 

unsaid; nondisclosure; 
supervisor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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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緣由與目的 
參與督導過程的學習是每個精熟諮商

員必經的一個道路，不管是個人的成長、
專業智能的增長、概念化能力的提升、抑
或是歷程技巧的掌握，都是督導過程重要
的學習目標。 

在實施證照制度的國家，對諮商員接
受督導經驗有更明確而嚴格的要求。一般
而言，一個準諮商員必須擁有一到三年的
被督導經驗，在確保他們有獨立從事實務
工作的能力之後，方能領取正式執照(徐世
琛，民 83)。可見督導不僅在訓練諮商員具
備有效助人者的能力，更在確保此一能力
的具備與否。而即使是已完成碩、博士學
位的諮商員，多數在進入實務領域從事諮
商工作後也都發現，在實務工作的執行上
能有機會繼續接受督導，是避免專業成長
停滯與提升專業能力的重要關鍵。因此，
在諮商員養成教育與執業諮商員專業能力
的提升上，督導都是很重要的學習經驗。 

所謂的督導(supervision)乃指一個有經
驗的諮商員透過各種方法協助諮商新手或
較無經驗的諮商員學習諮商謂之(Bartlett, 
1983)。Loganbill,Hardy與Delworth(1982)在
其概念的督導模式一文中有更精確的定
義，他們指出，督導乃是一個密集、以人
際為焦點的一對一關係，在這個關係當
中，其中一人被責成去促進另一個人治療
能力的發展。而Romans(1996)則對督導者
於督導中的責任說得更明確，他指出，在
督導關係的脈絡下，一個較有經驗的專業
人員監督(oversees)並為較沒有經驗的諮商
員之治療工作負起責任，使得諮商員能夠
在專業的角色上發展出能力與信心。從上
述督導的定義中可以發現，在督導關係
中，對於受督導者的專業成長，督導者承
擔多數或所有的責任。此一關係的本質與
督導責任之歸屬也反映在目前諸多探討督
導者相關訓練的文獻與研究報告上(施香
如， 民85; 梁翠梅， 民85; 蕭文、施香如， 
民84; Bernard, 1979; Bordin, 1983; Laveman, 
1994; Morran, Kurpius, Brack & Brack, 1995; 
Neufeldt, Iversen & Juntunen,1995; 
Stoltenberg, 1981; Stoltenberg, 1988; 
Stoltenberg & Delworth, 1987)。研究者相當
同意督導者的諮商專業與督導能力是影響

受督導者專業學習的重要關鍵，只是當我
們將督導成效的責任放在督導者身上，而
忽略受督導者這一方對督導過程的影響
時，似乎忽略了受督導者在督導關係中所
具有的影響力。畢竟督導是由兩個人的互
動關係所構成，而受督導者更是學習的主
題(許韶玲，民 88) 。根據梁翠梅(民85)的
研究發現，督導效果是督導者與受督導者
兩人所共同互動出來的結果。因此，受督
導者這一方顯然極值得關注，畢竟督導的
責任應由督導者與受督導者雙方共同承
擔，更何況成為一個有效的助人者，最終
的責任乃在受督導者身上(Berger & 
Buchholz, 1993)。 

目前已有愈來愈多的學者關注到受督
導者這一方對督導過程的影響，其中包
括：受督導者的特質與態度(Rodenhauser, 
Rudisill & Painter, 1989)、受督導者對督導
相關概念的認識與了解(Bahrick, Russell & 
Salmi, 1991; Berger & Buchholz, 1993; 
Rodenhauser et al., 1989; 許韶玲，民88)、
受督導者在督導過程中的焦慮情緒與因應
之道(Bauman, 1972; Dodge, 1982; Liddle, 
1986; Schauer, Seymour & Geen, 1985; 
Rubin, 1989)、以及受督導者在督導過程中
的隱而未說(left unsaid)(Callis, 1997; 
Ladany, Hill, Corbett & Nutt, 1996; 
Yamartino, 1998)等因素對督導過程的影
響。換言之，愈來愈多的學者慢慢發現，
除了督導者之外，受督導者對督導過程的
影響亦不容忽視。在這些與受督導者相關
議題的討論與研究中，受督導者於督導過
程中隱而未說的議題則於近幾年來逐漸受
到關注。受督導者於督導過程中的隱而未
說對督導過程的影響，是促使此一領域之
研究逐漸受到關注的重要因素。 

在多數諮商督導模式背後都有一個隱
含的假設，督導之所以能夠促進受督導者
專業能力的發展乃是奠基在一個重要的基
礎上，這個基礎是：受督導者必須揭露任
何與個案、諮商過程的互動、受督導者個
人、以及督導關係等相關的資料(Callis, 
1997; Ladany et al., 1996; Yamartino, 
1998)。誠如 Ladany 等人(1996)所言，不自
我揭露必定會阻礙督導過程，並因此抑制
了受督導者於督導過程中的學習。畢竟督
導者所不知道的事情，他們是沒辦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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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的。換言之，督導的有效性乃取決於
受督導者是否有意願對他們的督導者揭露
他們所關切的問題，因此，對影響受督導
者於督導過程中隱而未說及其所在之相關
脈絡(context)的探討乃極為重要。 
 
三、結果與討論 

根據訪談結果的分析與整理，以下即
分別依受督導者隱而未說的內容、原因、
其對督導過程的影響、及什麼情況下受督
導者願意將未揭露的事情說出來等四部分
的發現予以一一說明： 
(一)受督導者隱而未說的內容 

本研究發現受督導者隱而未說的內容
包括：對督導介入的疑惑、對督導介入的
不同意與懷疑、於督導過程中的體會、察
覺、領悟與收穫、對督導的期待、督導過
程中的疑問、督導過程中的擔心與壓力、
以及督導過程中的困難等等。 
(二)受督導者隱而未說的原因 

本研究發現受督導者隱而未說的原因
包括：擔心被評價、擔心傷害督導者或督
導關係、對自己的想法沒有把握、擔心岔
開話題、認為不適合在督導中提出、回答
督導者的問題沒機會說、時間不夠、不想
反駁權威、相信權威、以及順從權威等等。 
(三)受督導者隱而未說對督導過程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受督導者隱而未說對督導
過程的影響包括：疑惑未能釐清、需求未
能滿足、問題未能解答、個案或諮商員未
能被瞭解、困難未能被協助、降低對督導
者的專業信任、督導關係變得制式、緊張
或有壓力等等。 
(四)什麼情況下，受督導者願意將未揭露
的事情說出來 

本研究發現，在下列情況下，受督導
者可能願意將未揭露的事情說出來，這些
情況分別是：督導者發現並主動詢問時、
督導關係比較熟悉與信任之後、不擔心被
評價時、督導關係或每次督導時間長一點
時、單次督導或督導關係結束時、同樣的
情形再發生或一再出現時等等。 
 
四、計劃成果自評 
(一)本研究已掌握初始諮商員在督導過程
中隱而未說的內涵、原因、其對督導過程

的影響、及哪些情況下受督導者願意將未
揭露的事情說出來。 
(二)已將「受督導者於督導過程中的隱而未
說及其對督導過程的影響之研究」投至中
國輔導學會2002年諮商心理與輔導專業學
術研討會。 
(三)陸續將把研究結果分成 4 篇論文投至
學術期刊，分別是： 
1. 受督導者隱而未說的內涵及其對督導

過程的影響之研究。 
2. 受督導者於督導過程中隱而未說的原

因之分析研究。3 
3. 說出「隱而未說」：什麼情況下受督導

者願意將隱而未說談出來。 
4. 一個流失的受督導者：她在督導過程中

的隱而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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