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 

2015.10.31 會員大會通過 

  

【前言】 

   學生輔導工作的目的為：學生輔導人員運用其專業知識，關注學生需求，引

導學生了解自我、認識世界，因應各教育階段之學習、生涯及身心發展等任

務，建立有益於個人與社會的生活目標，促進心理健康、生活適應與適性發

展。 

學生輔導工作倫理守則（以下簡稱本守則）旨在說明學生輔導工作實務之相關

倫理議題及倫理責任，期使學生輔導人員進行學生輔導工作時，致力達成維護

學生權益、促進學生福祉之目標。凡從事學生輔導工作之本會會員須一體實踐

本守則所揭示之倫理原則。本守則為本會處理有關倫理申訴案件之依據，亦可

作為所有從事學生輔導工作人員遵循之專業倫理依據。 

本守則所稱之學生係指就讀公私立各級學校含軍事及警察校院之學生。 

本守則所稱之學生輔導人員包含兩類：一類為直接輔導人員，包括專兼任輔導

教師、心理師、學校社工師、輔導室組長及主任；一類則為協同輔導人員，包

括校長、全體教師、學務人員、參與輔導工作之職工，醫師、社會資源人士、

及志工等人員。 

學生輔導人員在遵守教育相關法規、尊重與維護學生權益的原則下，互相合作

以促進學生身心成長與發展。學生輔導人員須力行並倡導本守則之專業倫理以

維護學生權益與福祉。 

本守則包括十一個重要議題，簡述如下： 

  

1. 學生權利與學生輔導人員之責任 

2.學生隱私權維護 



3.關係與界限議題處理 

4.校園合作倫理議題 

5.學生輔導人員專業知能與成長之倫理議題 

6.學生輔導人員督導與諮詢角色之倫理議題 

7.進行研究之倫理議題 

8.運用科技設備進行輔導之倫理議題 

9.實施測驗之倫理議題 

10.進行評鑑之倫理議題 

11.倫理維護 

  

  

1.學生權利與學生輔導人員之責任 

1.1 學生權利 學生在學校場域學習成長，應有以下權利： 

1.1.1 學習權 學生輔導人員需維護學生學習權，提供必要的學生發展之學習輔

導計畫及合宜資源，以協助學生提升學習動機、方法與成效，並應用於生活適

應與生涯發展。 

1.1.2 自主權 學生輔導人員需適切尊重學生及其父母/監護人之自由決定權。 

a. 知的權利 學生輔導人員進行學生輔導相關工作時，宜先使學生瞭解其目的

與內涵，及可能的獲益或限制。 

b.選擇權 教育活動外之輔導活動，宜尊重學生有選擇參與與否、退出或中止的

權利；惟依法令規定、特殊或危急情況下，得依專業判斷先行介入；且在事後

應使學生或父母/監護人瞭解輔導介入之目的與內涵，及可能的獲益或限制。 

b.1 危急情況係指自傷、傷人危機，或有損及自己或他人學習、受教、身體自

主、人格發展權益之事實。 



b.2 若學生為未成年或無能力做決定者，學生輔導人員應考量其最佳利益，並

尊重父母/監護人之合法監護權，在進行學生輔導工作時能適時提供訊息並徵求

其意見。 

1.1.3 受益權 學生輔導人員應考量學生最佳利益，促進其身心成長與發展，獲

得最佳生活適應。 

1.1.4 免受傷害權 學生輔導人員需維護學生之人格尊嚴，提供專業服務並善盡

保護責任，避免對學生造成身心的傷害。 

1.1.5 公平待遇權 學生輔導人員在執行學生輔導工作時，應公平對待每位學

生，尊重學生的文化背景，且不因學生個人特質、學習表現、年齡、性別、身

心障礙、家庭社經地位、宗教信仰、性取向、種族或特定文化族群等而有歧

視。 

1.1.6 隱私權 學生輔導人員應盡力維護學生隱私權，避免資訊不當揭露或濫

用。學生隱私權維護詳見 2。 

  

1.2 學生輔導人員之倫理責任 學生輔導人員應覺知其專業責任與能力限制，覺

察個人價值觀與需求，尊重學生權利，以維護學生福祉與專業表現。 

1.2.1 提供合宜之學生輔導計畫 直接輔導人員應關注及提供適合學生發展階段

及有益身心發展之輔導計畫。 

1.2.2 覺察個人需求 學生輔導人員進行學生輔導工作時，應避免利用學生來滿

足個人需求或學校需求。 

1.2.3 覺知個人能力限制 學生輔導人員應覺知個人能力限制，必要時進行轉介

或尋求合作與支援。 

1.2.4 覺知個人價值觀 學生輔導人員應覺知個人價值觀，及其對輔導工作之影

響，避免強制學生接受其價值觀。 

  

2.學生隱私權維護 



2.1 學生隱私權 學生輔導人員應瞭解相關法令規定，審慎評估學生個人資料保

密程度、訊息透露與訊息溝通限制，共同維護學生之隱私權。 

2.1.1 隱私權限制說明 學生輔導人員應考量學生之最佳利益，適時向學生或家

長/監護人說明隱私權維護範圍及限制。 

  

2.2 輔導訊息之揭露 學生輔導人員應以學生權益和福祉為依歸，充分考量訊息

揭露之必要性後為之。 

2.2.1 隱私權維護 學生輔導人員進行學生輔導工作時，對於輔導過程獲知之訊

息，須尊重學生權益，以學生立場考慮維護其隱私權。若有必須揭露訊息之情

事，應審慎評估揭露之目的，時機、程度、對象與方式。 

2.2.2 事先說明 學生輔導人員進行學生輔導工作時，需適時向學生或家長/監護

人說明輔導過程獲知之個人訊息與資料，其隱私維護範圍與限制。 

2.2.3 訊息揭露 學生輔導人員須斟酌以下情況，審慎評估透露學生個人訊息之

目的、時機、程度、對象與方式： 

a.與學生訂定之保密約定內容與教育目標及法令規定有所牴觸時。 

b.學生具有危及自身或他人權益的可能性，需預警時。包括有自傷、傷人危

機，有損及自己或他人之學習、受教、身體自主、人格發展權益之事實。 

c.未成年學生之家長或監護人要求瞭解相關訊息時。 

d.法院來函要求出庭或提供相關資料時。 

e.召開與學生個人在校權益相關之會議(如:退學、輔導轉學、獎懲)，召開個案

研討會或進行專業督導，需提供相關訊息時。 

f.依據法令規定進行通報、轉銜輔導，需提供相關訊息時。 

g.為有效協助學生，需結合校內外資源，共同合作時。 

  經評估需揭露學生個人訊息時，仍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範，及最少

量、必要性之揭露原則。 



當學生要求對特定對象保密(如:導師、家長/監護人、學務工作人員等…)，或揭

露訊息後可能對輔導關係造成潛在傷害時，學生輔導人員經評估後決定揭露學

生個人訊息，宜事先與學生充分溝通，事後也能顧及學生感受、反應，給予支

持與協助。  

2.2.4 團隊訊息揭露與保密 經考量 2.2.3 項情況揭露學生訊息時，學生輔導工

作人員仍需以團隊方式維持保密，在輔導團隊內，遵守最少量、必要性的原則

進行訊息溝通。 

  

2.3 學生輔導紀錄 學生輔導人員應以符合倫理規範之專業方式處理輔導紀錄之

撰寫、保存、公開與運用等事宜。 

2.3.1 學生輔導紀錄 本守則所指之學生輔導紀錄，包括：個別輔導紀錄、團體

輔導紀錄、智力或人格等心理測驗結果，及其他以學生輔導需求所提供之專業

服務及個案管理記錄等。 

2.3.2 紀錄撰寫  學生輔導人員撰寫輔導紀錄時，需事先考量未來可能閱讀輔導

紀錄者，審慎評估撰寫之內容。輔導紀錄之撰寫，盡量保持客觀、簡要、顧及

相關人士隱私權之維護。 

2.3.3 紀錄保存 學生輔導人員保存學生輔導紀錄時應考量其安全性與保密性，

維護學生之隱私權。 

2.3.4 紀錄公開與應用 學生輔導紀錄的公開與應用需尊重學生隱私權。 

a.學生輔導記錄不得隨意公開或挪作非教育用途，即使徵得學生本人或家長/監

護人同意權提供使用，亦不應透露能辨識個人身份之相關訊息。 

b.學生本人或家長/監護人欲查閱輔導紀錄時，均應遵守最少量、必要性的揭露

原則。 

2.3.5 紀錄傳遞 學生輔導人員以紙本或電子檔案傳遞或轉移記錄時，須注意維

護學生隱私權。 

  



3.關係與界限議題處理 

3.1 適當關係 學生輔導人員應考量學生最佳利益，權衡與學生之間的關係與界

限以建立具有效能的輔導關係；且不得與學生發生逾越師生倫理，有損學生身

心發展之關係。 

  

3.2 避免傷害 學生輔導人員應避免因角色重疊、關係混淆或界限不清而對學生

造成傷害。 

3.2.1 避免傷害的方式包括釐清角色任務或關係界限、主動向同儕或專業人員

諮詢、接受督導等。 

3.2.2 角色任務或關係界限之釐清或維持發生困難時，應尋求同儕支援、向專

業人員或督導諮詢，做適度之調整。 

  

4.校園合作倫理議題 

4.1 建立輔導團隊 學生輔導人員間應形成團隊合作之工作模式，並連結學生家

長/監護人及校外資源，在維護學生權益下進行適切的訊息溝通與合作。 

4.1.1 訊息傳遞與溝通 學生輔導人員、家長/監護人之間溝通訊息時，宜權衡學

生隱私權與輔導工作之需要，斟酌提供訊息揭露程度。  

4.1.2 團隊合作規範 學生輔導團隊，宜透過組織系統、行政程序及個案會議討

論，建立團隊合作規範，形成事件處理流程、相關人員訊息溝通程度與限制，

及責任歸屬等共識。 

  

4.2 連結校外資源 學生輔導人員應適當評估學生問題與需要，結合適當的校外

資源，提供學生適切的協助。 

4.2.1 校外資源 校外資源包括外聘、巡迴或駐校之心理師、社工人員、特殊教

育人員、醫療人員，及社區、警務、法務系統人員等。 



4.2.2 規劃合作 學生輔導人員連結校外資源時，宜擬訂適當的合作計畫，且提

供必要的資訊使學生或家長/監護人在知情的情況之下做選擇。 

4.2.3 合作關係 學生接受校外之心理諮商或心理健康專業服務時，學生輔導人

員需要和學生或家長/監護人建立共識，並注意訊息溝通的一致性，避免造成學

生與相關人員的混淆和衝突。 

  

4.3 轉介 學生輔導人員應依據個案工作之需要，透過專業判斷和必要之諮詢進

行個案轉介。 

4.3.1 專業知能限制 學生輔導人員需覺察個人專業知能限制，在考量學生權益

與福祉的前提下，評估轉介資源的適切性，進行適當的轉介。 

4.3.2 知情同意 學生輔導人員宜獲得學生或家長/監護人對轉介之同意，惟危急

或特殊情況下，可依專業判斷先行介入後，再說明轉介之必要性，並於事後取

得同意。  

4.3.3 轉介計畫 進行轉介時，學生輔導人員宜在維護學生權益原則下評估其需

求，適時規劃轉介方式、資源及後續服務計畫。  

4.3.4 轉介後輔導 學生輔導人員於個案轉介後應本於個案管理之職責，進行追

蹤或協同輔導。  

4.3.5 選擇轉介服務 尊重學生或家長/監護人選擇轉介服務計畫之權利。 

  

4.4 通報 學生輔導人員應就法令規定，循行政程序與必要之溝通，進行通報與

後續處理。 

4.4.1 通報規定 學生輔導人員應瞭解相關法規對於通報之規定，發現應通報之

情事，須遵守法令規定，進行通報，若專業判斷與法令規定相衝突時，宜尋求

督導或諮詢，謀求解決之道。  

4.4.2 通報說明 進行通報前宜考量通報對學生權益的影響，向學生或相關人員

進行必要之說明，討論如何因應通報後的發展。  



4.4.3 追蹤輔導 通報後亦需追蹤後續處理事宜，提供學生必要之協助。 

5.學生輔導人員專業知能與成長之倫理議題 

  

5.1 專業知能 學生輔導人員應持續接受學生輔導相關知能之繼續教育，增進個

人之輔導專業知能，且於能力所及範圍內提供專業服務。 

  

5.2 專業效能維護 學生輔導人員宜依據輔導實務工作之需要，向適當之專業人

員尋求諮詢，必要時定期接受專業督導或進行個案研討，以維護學生輔導工作

之效能。 

  

5.3 同儕支援與合作 學生輔導人員應覺察個人能力之限制，並適時尋求輔導團

隊的支援與合作。 

  

5.4 自我照護 學生輔導人員需對自我身心狀況有所覺察和關照；若覺察個人因

素有可能影響學生輔導工作及學生權益時，宜向適當之專業人員尋求諮詢或督

導，討論因應策略。 

  

6.學生輔導人員督導與諮詢角色之倫理議題 

6.1 督導知能 學生輔導人員之督導者須具備學生輔導工作相關知能，亦須具備

督導相關知能與資格。其資格依據主管機關訂定之標準；或由所屬機關學校採

用之相關專業團體訂定標準實施之。 

  督導者應覺察個人知能之限制，必要時主動提供受督者其他督導資源。  

6.1.1 專業倫理與法律知能 學生輔導之督導者，應熟悉並遵行與學生輔導工作

相關的法規與專業倫理，並審慎提醒受督導者應負的法律責任和倫理責任。 

  



6.2 督導實習人員 督導者應評估實習人員之能力及限制，避免實習人員能力不

足或出現不適切行為而傷害學生權益。 

a. 督導者應針對實習人員的表現定期評估並給予回饋。 

b. 督導者發現實習人員能力限制時，應考量學生權並協助其改善，且於必要時

立即介入，進行轉介等適當之處理。 

  

6.3 諮詢知能 對學生家長/監護人、學校教職員工提供諮詢服務之輔導人員，

須具備學生輔導工作及諮詢相關知能。學生輔導人員需知悉適當轉介資源，必

要時協助諮詢者尋求其他資源。 

6.3.1 專業諮詢倫理 學生輔導人員提供專業諮詢服務時，應熟悉與學生輔導工

作相關的法規與專業倫理，並提醒尋求諮詢者應負之法律責任與倫理責任。 

  

7.進行研究之倫理議題 

7.1. 徵求同意 學生輔導人員進行研究或協助其他校內外人員進行研究時，應

尊重並確保研究對象之知情同意與自由選擇權。 

7.1.1 研究資料蒐集 學生輔導人員以學生個人或群體為對象進行研究需使用、

觀察、介入互動之方法進行研究時，應徵求當事人同意。如因年代久遠致使研

究對象無法聯繫或不易取得同意時，可在維護隱私權的原則下，依學校相關規

定處理。 

  使用機構輔導行政資料而不涉及個人辨識性內容資料時得逕依相關辦法實施

之。 

7.1.2. 家長/監護人同意 以未成年學生或無判斷能力者為研究對象時，需徵求

家長/監護人同意，但研究計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得免取得同意之研究案件

範圍者，不在此限。徵求同意之例外情況應經由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始可為之。 

  



7.2 研究結果解釋 學生輔導人員應秉持公正客觀的態度解釋研究結果並誠實呈

現。 

7.2.1 公正客觀 研究結果解釋應持公正客觀的態度，避免誤導。 

7.2.2 誠實呈現 研究成果與預期成果不符時，仍應誠實呈現。 

7.3 研究出版 研究成果發表、出版時，應尊重研究對象之隱私權，以去連結等

方式對其個人資料做保密。 

  

8.運用設備科技進行輔導之倫理議題 

8.1 設備空間 學校或機構應提供適切而穩定之專屬個別與團體輔導空間。進行

學生直接輔導時須考量空間隱密性及安全性，以維護受輔學生權益。以網路通

訊科技方式進行輔導與記錄應確保其資訊安全。 

  

8.2.線上輔導與諮商 

8.2.1 可行性評估 學生輔導人員需考量學校政策及學生需求，謹慎評估線上輔

導與諮商之可行性。 

a. 學生輔導人員應用網路通訊科技進行學生輔導工作時，需注意並讓學生瞭解

網路通訊具半公開性質，不宜討論個人私密事件並維護正確訊息傳遞。 

b. 學校或機構應訂定線上輔導之規範，說明服務範圍、方式、權益與限制。學

校生輔導人員應了解線上輔導與諮商之相關法律與倫理責任避免傷害。 

8.2.2 知情同意 應用網路通訊科技進行線上輔導與諮商時，應進行適當之知情

同意說明程序。 

8.2.3 隱私、訊息揭露提醒 學生輔導人員進行線上輔導諮商工作時，應提醒學

生注意空間隱密性及訊息之安全性。 

8.2.4 其他相關人員責任 學生輔導人員應提供隱私權維護說明，提醒校園線上

輔導與諮詢業務之相關人員(如:系統管理師、資訊老師)需維護學生隱私權。 



8.2.5 危機因應 線上輔導與諮商過程發現學生出現危機時，學生輔導人員應積

極進行危機處理，尋求支援與進行必要之通報與轉介。 

  

9.實施測驗之倫理議題  

9.1 測驗選用 學生輔導人員實施測驗時，應慎選測驗工具以切合輔導目標。 

  

9.2 專業訓練 學生輔導人員使用測驗前，應對該測驗內涵及該測驗施測、計

分、解釋、應用等程序有適當的專業知能和訓練。學校輔導處室委託其他教師

或學校行政人員實施測驗時應符合各項測驗所定之資格，未定具體資格時則應

於事前進行適當之施測講習。 

  

9.3 施測說明 實施測驗前應向學生或家長/監護人說明測驗之目的與用途。 

  

9.4 測驗資料應用 學生輔導人員應妥善解釋測驗結果與保存測驗資料。 

9.4.1 解釋 學生輔導人員在解釋測驗結果時應力求客觀、正確及完整，審慎配

合其它測驗結果及測驗以外的資料做解釋及應用。 

9.4.2 結果保存 測驗結果應妥為保存，以維護學生權益，避免誤用。 

a.學校輔導處室或縣市政府所轄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實施之學生測驗資料屬學生

輔導紀錄之一。測驗記錄保存參見 2.3.3。 

  b.上開學生測驗結果除基於法律規範或法院要求而有它用，不可挪作非輔

導、教育及研究用途。 

  

10.進行評鑑之倫理議題 

10.1 資料提供 因評鑑而提供資料時，應尊重與維護學生隱私。 

a.學生輔導人員為評鑑而提供資料時，應注意維護學生隱私權，不得揭露足以

辨識個人身分之受輔學生資料。 



b.評鑑單位與評鑑人員應尊重學校輔導處室為維護學生資料隱私所做之必要處

理。評鑑單位宜於評鑑前與各級學校輔導人員代表、專業團體等協商並公布評

鑑方式、範圍與資料內容。 

  

10.2 專業導向 學生輔導人員參與評鑑工作需留意下列原則： 

a.學生輔導人員宜藉外部或自我評鑑過程引導專業成長並促進專業效能。 

b.評鑑準備過程應平衡和兼顧其他必要之輔導工作。 

  

11.倫理維護 

11.1 提升倫理意識 學生輔導人員需致力於提昇自身與輔導團隊的倫理意識。 

11.1.1 學生輔導人員應透過自我省思、繼續教育以及實務倫理議題探討，提升

倫理意識。學校輔導處室需積極向學校教師、行政人員及學生家長等倡導學校

輔導工作倫理。 

11.1.2 學生輔導工作人員得依實務之經驗，針對倫理守則提出修正意見。 

  

11.2 倫理違背 發現同儕執行輔導工作中有損及學生權益、妨害身心發展時，

學生輔導人員需依實際情況採取合宜之行動。 

11.2.1 提醒注意 若發現有倫理疑慮之行為，需提醒同儕及相關人員注意。 

11.2.2 請求修正  

a.學生輔導人員透過專業討論或督導過程提供同儕適當改善意見。 

b.必要時，透過學校程序請求同儕修正不符合專業倫理之行為。 

11.2.3 提出申訴 當違反倫理情事或疑義非個人及輔導團隊可解決時，可向專

業團體或直屬教育主管機關提出倫理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