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構簡介 
諮商實習機構簡介，需包括下列項目，請依序填寫，並輸出成 pdf檔！ 

1. 機構名稱：遠東科技大學諮商輔導中心 

2. 機構通訊 

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 49號 

06-5979566#7313 

helpme@mail.feu.edu.tw 

3. 機構性質：大專校院諮商中心 

4. 服務對象：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 

5. 服務項目： 

「個別諮商」、「團體諮商」、「心理測驗與衡鑑」、「心理衛生預防推廣」、「個

別督導」、「團體督導」、「輔導行政」等。 

6.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7. 經費來源：教育部經費及校內經費。 

8. 機構人員（請依機構主管、專任人員、兼任人員之順序填寫） 

職稱 專/兼任 姓名 證照名稱 最高學歷 專長領域 

主任 專任 邱兆宏 臨床心理師 高雄醫學大學行為科

學研究所臨床心理學

組碩士 

臨床心理、心理衡鑑

（含測驗）、學習歷

程評估、壓力調適 

心理師 專任 林吟芸 諮商心理師 國立台南大學諮商與

輔導學系碩士 

人際關係、情緒適

應、生活適應 

心理師 專任 張鳳娟 諮商心理師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

理與諮商學系碩士 

人際關係、情緒適

應、感情議題 

註：自行增加欄位 

9. 合格諮商專業督導（1.指擔任實習生個別專業督導之人員；2.若未來督導名

單尚未確定，請先以目前名單填寫） 

職稱 專/兼任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領域 

心理師 專任 林吟芸 國立台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

碩士 

人際關係、情緒適應、生

活適應 

心理師 專任 張鳳娟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

學系碩士 

人際關係、情緒適應、感

情議題 
註：所謂合格諮商督導，乃是指合乎本會審查辦法第 10 條之規定：「專業督導應為執業達兩年以上之

諮商心理師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一、曾受過專業諮商督導理論與實務訓練達 36 小時(含)以上。

二、六年期間教授諮商督導課程達 36 小時(含)以上，並從事諮商督導專業工作時數 180 小時(含)

以上。實習機構未聘有專任諮商心理師者，亦須提供符合上述條件之督導。」 

 

  



工作計劃及機構特色說明 

 

►諮商輔導中心中長程發展計畫(106-110 學年度) 

一、發展目標 

旨在建立綿密的輔導網絡，整合校內輔導人力資源，提供專業、有效且符合學

生需求的輔導諮商協助。另一方面，構築一個有助於師生心靈交流、撫慰與成

長之輔導諮商的優質環境，充實軟體與硬體設備，做好資源妥善運用的安排、

管理，提供師生充足且便利之輔導諮商相關資料與活動場地。為了發揮本校諮

商輔導的功能，秉持三級輔導之精神，邁向三層次目標： 

（1）達成發展性輔導之身心健康的促進； 

（2）落實介入性輔導之早期預防、早期介入的理念； 

（3）致力處遇性輔導之防止問題惡化與功能恢復的宗旨。 

 

二、未來五年之重點工作 

項 

次 
重點工作項目 

學年度 
具體做法 

106 107 108 109 110 

1 
輔導工
作人力
充實 

聘足專業輔
導人力 

■ ■ ■     
按學生輔導法要求，聘足
專業輔導人員員額。 

輔導行政專
業分流 

■         
爭取專任輔導行政人力，
以利輔導行政專業分工，
提昇輔導資源效能。 

穩定招收心
理專業實習
人員 

■ ■ ■ ■ ■ 
建立諮商專業實習團隊，
督導進行諮商服務、輔導
行政業務。 

援用行政支
援教師資源 

■ ■ ■     
引進具輔導專業背景之教
師擔任行政支援教師，以
協助推動輔導工作。 



項 

次 
重點工作項目 

學年度 
具體做法 

106 107 108 109 110 

健全系所輔
導教師人力 

■ ■ ■ ■ ■ 
穩定維持每系至少一位系
所輔導教師。 

2 
輔導環
境建置 

中心環境品
牌化 

■         

以傳達品牌理念出發，進
行環境整體性設計，並重
新規劃中心空間配置，增
置晤談空間、儲物空間。 

3 

諮商輔
導輔導
專業與
輔導行
政知能
提升 

諮商輔導專
業經驗交流 

■ ■ ■ ■ ■ 
1.定期進行專業輔導老師
同儕督導。 
2.辦理個案討論會。 

行政團隊經
驗交流 

■ ■ ■ ■ ■ 定期召開行政團隊會議。 

辦理並鼓勵
參與輔導專
業之研習活
動 

■ ■ ■ ■ ■ 

1.辦理各項教師輔導知能
研習。 
2.鼓勵中心人員參與輔導
專業相關研習活動，使人
員均具備基礎輔導知能。 

鼓勵參與輔
導行政之研
習活動 

■ ■ ■ ■ ■ 
鼓勵中心人員參與行政相
關研習活動，強化人員行
政能力，提高工作效率。 

4 

各項服
務流程
管理明
確化與
電子化 

修訂各項服
務工作流程 

■         
因時制宜修訂各項工作流
程，以符合現況所需。 

整合並電子
化各式服務
與管理表單 

■         

根據需要，製作、整合成
劃一表單，並將之電子
化，以助於資料管理以及
工作效率之提高。 

5 
發展性
輔導 

建立、維繫
心理衛生工
作校際合作
平台 

■ ■ ■ ■ ■ 
結合鄰近學校，共同辦理
心理衛生相關活動。 

持續辦理各
式主題輔導
活動 

■ ■ ■ ■ ■ 

辦理生命關懷、性別平
等、品格教育、學習輔
導、生涯規劃等各式主題
輔導活動。 

結合相關資
源辦理各式
輔導活動 

■ ■ ■ ■ ■ 

統整各項學務輔導資源，
結合通識課程、各系所、
社團資源辦理各式輔導活
動。 

提升各式主
題輔導活動
品質 

■ ■ ■ ■ ■ 

將各式主題輔導活動設計
規劃更為精緻、更符合需
求，增進學生主動參與
率。 

推展、實踐
「IN 
ARK」品牌
價值 

■ ■ ■ ■ ■ 

透過「IN ARK」品牌價值
的推展與實踐，使諮商輔
導效能潛移默化地彰顯於
生活中。 



項 

次 
重點工作項目 

學年度 
具體做法 

106 107 108 109 110 

扶植學生志
工團體 

■ ■ ■ ■ ■ 

1.持續扶植學生志工團體 
2.提供志工團體相關資
源，辦理各式有意義的輔
導活動。 

優化「IN 
ARK」品牌
網站 

■ ■       

持續優化「IN ARK」品牌
網站，傳達品牌理念，提
供便捷且貼近學生生活的
雲端資訊與服務。 

推展班級輔
導活動 

■         
設計各式主題班級輔導教
案，提供所需班級申請。 

進行生涯輔
導 

■ ■ ■ ■ ■ 

1.與職涯發展中心配搭，
進行複合向度性格測驗
（MAPA）與大專校院就
業職能平台測驗
（UCAN），並提供測驗
結果諮詢。 
2.提供生涯探索相關測驗
與輔導。 

深度關懷、
協助身心障
礙學生 

■ ■ ■ ■ ■ 

1.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申請
與發放學業獎、助學金。 
2.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工讀
機會，輔導工作態度與能
力，並補貼生活開銷。 
3.與導師密切聯繫，共同
關懷輔導身心障礙學生。 
4.強化轉銜工作，輔導身
心障礙學生升學或就業。 

協助轉學生
及早適應 

■ ■ ■ ■ ■ 辦理轉學生座談會。 

開放舒壓中
心多功能活
動運用 

■ ■ ■ ■ ■ 

開放師生申請使用，進行
各類型活動，諸如電影欣
賞、讀書會、慶生會、小
團體活動等等。 

提供壓力放
鬆訓練服務 

■ ■ ■ ■ ■ 
透過放鬆技巧與生理回饋
系統的訓練，使學生習得
自我放鬆技巧。 

6 
介入性
輔導、
處遇性
輔導 

維護諮商輔
導資料管理
系統 

■ ■ ■ ■ ■ 

與教學資源中心、資訊系
統整合中心合作，維護輔
導晤談填報系統，提供全
校所有老師填寫學生晤談
資料，以利後端管理、統
計，即時掌握校內輔導動
態。 

7 
汰舊換新心
理測驗 

■ ■       
1.心理測驗汰舊換新，增
加工具熟練與適用性。 



項 

次 
重點工作項目 

學年度 
具體做法 

106 107 108 109 110 

2.添購有需要但未有的心
理測驗。 

8 
普及諮商輔
導專業諮詢
服務的提供 

■ ■ ■ ■ ■ 

1.積極與導師、親屬保持
聯繫，提供諮商輔導專業
相關諮詢服務。 
2.提升親師主動尋求諮詢
服務的意願。 

9 

讓導師熟習
使用 HHL
線上化心理
健康普測工
具 

■ ■ ■ ■ ■ 

持續透過案例討論、演
練，教導導師熟習 HHL
線上普測工具，運用測驗
結果資料，讓導師輔導關
懷工作更得心應手。 

10 

發展以「IN 
ARK」理念
為出發點的
諮商與心理
治療 

■ ■       
發展、深化「IN ARK」的
人性觀與諮商與心理治療 

11 
追蹤晤談需
特別關懷群
學生 

■ ■ ■ ■ ■ 

針對心理健康普測之需特
別關懷群且不同意讓導師
知悉測驗結果的學生，進
行一對一追蹤關懷。 

12 
優化室外駐
點接案晤談
模式 

■ ■ ■ ■ ■ 

將諮商服務由追蹤關懷模
式，轉換為室外駐點接案
晤談模式，達到「服務提
供者」主動，轉換為「服
務需求者」主動的目標。
持續優化室外駐點接案晤
談模式。 

13 
進行個別衡
鑑與晤談 

■ ■ ■ ■ ■ 
接受轉介或主動來談個
案，進行一對一個別衡鑑
或晤談。 

14 
開辦各式主
題小團體諮
商活動 

■ ■ ■ ■ ■ 
根據需求開辦自我探索、
性別、學習、生涯等小團
體諮商活動。 

15 
醫療轉介與
配搭介入 

■ ■ ■ ■ ■ 

1.對有精神徵狀異常之學
生，建議醫療轉介。 
2.提供親、師、生相關醫
療資訊，破除迷思，強化
遵醫囑行為。 
3.配搭醫療處遇，提供相
關心理介入。 

 

  



諮商輔導中心近五年學期個案量及團體輔導辦理狀況 

 

 

 
 

人數 人次 人數 場次 人數 場次

105 上 114 567 438 8 4204 159

105 下 137 528 360 7 5009 150

106 上 152 587 383 7 7505 247

106 下 155 681 183 7 2730 98

107 上 142 663 210 8 3645 141

107 下 101 539 594 9 1825 79

108 上 86 612 652 11 2906 119

108 下 88 525 732 12 1744 81

109 上 119 706 396 9 2726 118

109 下 117 721 687 11 1325 66

輔導學生人數（總服務量）

個別諮商 團體輔導 班級輔導學年 學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