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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同儕輔導制度提升大一學生學習成效— 

以北部某技術學院會資系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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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理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用同儕輔導制度，提升大一學生學習成效。研究方法採質性研究為主，

量化研究為輔，以北部某技術學院會資系學生為研究參與者，8名大一學生為受輔者，8名大

二、三學生為輔導員。研究發現如下：一、同儕輔導制度方面：首先，培訓方案有助於釐清

輔導員的角色，助人技巧是重要的培訓課程。其次，過於投入教導者角色及時間調配是輔導

員遭遇的困擾與問題，而支持性團體督導有助於同儕輔導制度的推動。最後，同儕輔導制度

能提升輔導員自我效能及專業學習。二、學生的學習成效方面：個別輔導方式形成學習壓力

及責任，對專業學習有幫助，受輔者上、下學期會計學的學期成績達顯著差異，有明顯進步。

最後研究者針對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提出建議。 

 

關鍵字：同儕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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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一)提升大一學生學習成效的必要性 

根據國外學者 Upcraft 和 Gardner（1989）研究指出，成功的大學生活取決於新生第一

年的經驗。而且一個負責任的學校應該主動協助新生適應新環境，找出有利於形塑學生發

展的環境條件（Levitz & Noel,1989）。周富美（2007）調查發現，大學生對新生定向輔導

方案需求，多以自己專業學習為主，期待學校能協助學生培養專業學習能力，及良好求學

方法。 

根據研究者任教學校註冊組統計顯示，會資系學生學業成績 1/2不及格人數，常居全

校之冠；學生輔導中心調查亦發現，會資系學生普遍對專業課程感覺學習壓力。研究者在

任教的過程中發現，有些學生因學習動機低落、成效欠佳，甚至所修學分超過二分之一被

當或三分之二被退的學生，會計學科大都不及格。 

現今大學招生日益激烈，錄取率愈高，篩選機制愈薄弱，學生素質參差不齊，加上教

師要同時兼顧教學、研究、服務、推廣四項工作，常有無法廣泛接觸學生困境。Astin（1985）

與Mann（1998）分別指出，能夠協助新生課程學習的，除了師長外，還包括學長姐，同儕

團體是影響大學生成長與發展的可能要素。大一學生普遍肯定學長姐在新生定向輔導的服

務，希望學長姐能指導選課（周富美，2007）。因此，如何運用同儕團體的影響力，善用

學長姐資源，協助學生解決學習問題是值得重視的。 

(二)同儕輔導制度不只是補救教學而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啟發學生能夠自動自發的學習，從 2007學年開辦「同儕課業精進

競賽」，鼓勵學生以小組方式，利用同儕合作，達成學業精進與提昇專業能力之涵養結果

發現，有七成的參賽學生成績有進步（簡麗春，2008）。研究者服務的學校在未改制技術

學院前，皆會選派五專三年級專業課程成績優異的學長姐，利用早讀時間實施新生班級課

業輔導，不僅蔚為學校優良傳統與特色，也得到家長及師生的肯定。 

本研究運用同儕輔導制度的最初始目標，在於提供新生一個友善親切、能提供校園資

訊資源、因應新生專業課程學習個別需求的學習環境，經由學長姐作為行為的典範和課業

的諮詢者，以期新生能與學長姐在建立友誼的關係裡，提升專業課程學習和適應大學生活。 

是以，同儕輔導制度採個別同儕輔導方式，強化學生學習成效；也為了讓輔導員能勝

任輔導工作，透過行前培訓及團體督導，提供輔導員一個學習成長的機會。因此，同儕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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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不只是補救教學而已，可提升學習的質與量，對教學工作者、輔導員、受輔者而言應是

三贏的局面。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三： 

1. 參與同儕輔導制度的運作情形。 

2. 研究同儕輔導制度的實施成效。 

3. 提出同儕輔導制度的具體建議。 

(二)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要探討的問題有二： 

1. 同儕輔導制度對受輔者專業課程學習成效是否有所提升？ 

2. 有效的同儕輔導制度的建議為何？ 

三、名詞釋義 

茲將本研究的重要名詞釋義如下： 

(一)同儕輔導 

同儕係指一群年齡、生活方式、經驗、以及價值觀相似的人（程小蘋，1997）。國外

學者 Sussman將同儕輔導界定為「由受過半專業訓練的學生，在專業人員的督導下幫助需

要幫助的同學」（牛格正，1994），而美國心理學會亦將同儕輔導界定為年齡與地位相近

的助人者在督導下執行有限度的諮商員功能的一種協助（Whitlock, 1994；引自王淑芳，

2005）。 

依據上述理論定義，本研究所指同儕輔導，乃指 2007年北區某技術學院會計資訊系大

二、三年級學生，經過遴選組成學長姐同儕組織，在經過培訓後，以半專業方式，在研究

者的督導下，提供大一上學期會計學成績不及格學生的課業輔導活動。 

(二)學習成效 

所謂學習成效，指對於完成某種學習工作的一種能力，以及成就的判斷（李燕美，

2004）。本研究的學習成效，是指受輔者之大一上、下學期會計學成績的比較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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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價值與重要性 

本研究對同儕輔導進行探討及研究，以瞭解同儕輔導制度對大一學生專業課程學習成效

之影響，以及方案推動情形。本研究之研究價值及重要性如下： 

(一)理論上 

1. 驗證同儕輔導制度對於提昇大一學生之學習成效，以肯定其推展的價值。 

2. 藉此同儕輔導制度實施，充實大學專業課程的補救教學設計。 

(二)應用上 

1. 建構發展適合大學的同儕輔導制度，以作為學校發展同儕輔導制度設計之參考 

2. 同儕輔導制度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之影響的研究結果，提供未來應用之建議 

五、文獻探討 

根據 Astin（1993）的研究發現，同儕是對學生學習影響最大的團體，次文化影響學生的

時間安排、價值觀和學習態度。Poole（1990）也認為，同儕給學生的感覺是較易接近、被瞭

解，而且學生較傾向於跟同儕表露私事。因此，學校教育要有效發揮效能，必須有計畫地去

建構校園人與人之間的非正式互動，而同儕是執行校園非正式互動影響的重要推手，以下介

紹同儕輔導之相關理論基礎： 

(一)Bandura的社會學習理論 

Bandura（1986）的社會學習理論提到，自我效能的形成受到成功的表現經驗

（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替代性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語言說服（verbal 

persuasion）及情緒的激發（emotional arousal）等四項訊息影響。其中，「替代性經驗」

（vicarious experience），即是指觀察學習楷模人物，以激發信心，認為別人做得到自己也

做得到，且楷模人物的影響，能降低學習過程中的焦慮，以增加自我效能感。因此，藉由

同儕輔導制度以建立學習過程中的楷模人物，對成績不理想的同學是相當重要的矯正性經

驗。 

O’Brien和 Heppner（1996）為解決準諮商員因擔心做不好而對生涯諮商不感興趣的現

象，於是以實驗設計的研究方法，來探究學習介入的成效。其針對諮商心理的 14位研究生，

進行 6週、每週 90分鐘的生涯諮商專業訓練課程，課程設計主要運用上述 Bandura四項自

我效能形成的模式。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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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過去的成功經驗（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 

讓準諮商員有生涯諮商之經驗，並搭配個案研討報告。 

2. 替代性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 

藉由諮商教授及同儕的生涯諮商正向經驗，建立準諮商員的角色楷模。 

3. 語言說服（Verbal persuasion）： 

從督導中得到鼓勵及支持，並讓準諮商員有機會與生涯的研究學者接觸。 

4. 情緒的激發（Physiological states and reactions）： 

讓準諮商員接受生涯諮商課程，並得到支持性的督導以處理生涯諮商時的焦慮問題。 

本研究將仿效此實驗設計架構，以輔導員為角色楷模來設計同儕團體輔導方案，瞭解

同儕團體輔導課程介入措施的成效。 

(二)同儕輔導在教育上的重要意義 

同儕輔導是利用同儕互動的動力來從事輔導工作，且此同儕互動的動力具有自然、即

時、自助助人的特性。同儕輔導員是一個非專業的輔導助手，經過系統化積極傾聽及人際

溝通等輔導技巧的訓練，在專業輔導人員督導下，來幫助與其有類似價值、經驗與生活背

景的同儕去解決困擾、適應環境（黃玉，1982）。根據以往學者 Ender和 Kay（2001）的研

究，同儕輔導員係一群經過遴選及訓練已對同儕提供教育性的一群半專業人員；而同儕服

務內容係指，經過有目的性的設計，以達到教育目標的各種有關協助同儕提升判斷、提高

滿意度及持續學習的活動方案（引自 Hamid, 2001）。 

許多研究的結果（黃玉，1982；牛格正，1994；夏允中，1997）都指出，同儕輔導的

重要性有七：（1）在青少年時期除了父母外，同儕是他們尋求認同和遭遇困難時的第二求

助對象；（2）同儕輔導容易被學生接受，提供他們需要的協助；（3）能與學生做更早與更

廣面的接觸；（4）可有系統採取預防措施，並作為學生與老師的溝通管道；（5）同儕輔導

員能從輔導學生經驗中，增進自覺、自信與領導能力；（6）同儕團體可以協助專業輔導人

員的不足，並節省人事費用；（7）同儕團體可以協助學校行政事務推展。 

(三)同儕輔導的效能 

依據國內外學者之研究，同儕輔導在教育及輔導上的效能有： 

1. 可彌補專業人員之不足：Poole（1990）認為，同儕輔導員扮演的角色不具威脅性、

可信任及能給予支持，學生較傾向於跟同儕表露私事，同儕間的溝通優於其與教師、

學校輔導員或其他成人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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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儕團體具有自由、平等、漸進影響的特性：在同儕輔導中，輔導員以個別的方式輔

導受輔者時，受輔者能受到個別關注（Cohen, 1986）；將此應用在教學中，學習者在

學習時可獲得輔導員立即的回饋（Arblaster, et., 1990），同儕輔導可以使學生的個別需

要獲得重視及滿足。 

3. 對參與同儕計畫者，皆有正面助益：同儕輔導員在自我概念、人際關係、領導技巧、

基本助人技巧等方面有成長，而受輔者在學業人際、生活適應、社會能力等方面有顯

著改善（黃玉，1982；牛格正，1994；夏允中，1997）。 

推動同儕輔導制度可提升擴大教學及輔導工作的質與量，對學校教學及輔導人員、同

儕輔導員、受輔者而言是三贏的局面。因此，本研究強調的同儕輔導制度功能是，建立學

生共同參與的支持體系，以提升受輔者的學習成效，並從同儕輔導制度中，磨練輔導員助

人技巧，落實關懷學習成就低落學生，獲得專業知識進階的成長和發展。 

(四)同儕輔導員的培訓 

夏林清（1980）認為，同儕的經驗、年齡與受輔者相似，很可能在進行過程中遭遇許

多困難的情境，需要透過督導與討論，協助處理，實施同儕輔導時，一定要有對同儕輔導

員的訓練與督導計劃。林一真（1994）及黃玉（2003）亦強調，學校需要給予學長姐正向

導引訓練，才能有效協助新生適應。因此，訓練優秀的同儕輔導員是同儕輔導制度進行中

的重要課題。 

有關同儕輔導員的訓練內容，Gray和 Tindall（1980）認為輔導員屬於半專業的協助者，

為了能達到協助者的角色任務，人際關係技巧是必備的訓練課程，如專注、同理、傾聽、

問題解決等溝通技巧的學習。夏允中（1997）認為應以輔導技巧、輔導知能、自我成長為

主。吳金蓮（1980）則提出同儕輔導員訓練重點為，角色澄清、人際關係技巧、教學或研

讀技巧、熟悉教材的內容。 

有關國內大學同儕輔導制度輔導員或義工培訓方案，劉玉華（2004）指出，訓練內容

上，主要是以專業助人技巧、自我成長訓練及一般行政庶務三項為主。王淑芳（2005）認

為同儕輔導員培訓方案以建立共識及服務理念、同儕助理角色、同理心訓練、溝通技巧、

宿舍活動方案設計為主。陳淑瓊（2002）提出以基本輔導知能和技巧演練、住宿輔導方案

規劃為主的輔導員培訓方案。大學同儕輔導制度較多運用於學務處之學輔中心義工輪值服

務或提升宿舍教育功能。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同儕輔導的培訓目標為輔導員須具備楷模角色、諮商者角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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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者角色的能力。培訓內容以確立輔導員需具備的能力、澄清同儕教學者的角色、人際關

係及助人技巧的訓練為主，以達成輔導員具備領導溝通、諮詢、轉介能力為目的。 

(五)同儕輔導與學習輔導的相關研究 

國內、外學者針對高中以下運用同儕輔導對學習成效有諸多研究，發現同儕輔導制度

對受輔者的學習大多具正向觀點。如 Greenfield 與 Mcneil（1987）以小學二年級數學學習

成績不佳的兒童，互相擔任輔導者及受輔者，進行數學運算的練習，結果顯示，這些學生

的數學運算的數度及正確率都獲的改善。呂素幸（1992）對國小 32名四年級數學成績不佳

的學生，以個別方式的同儕輔導發現：同儕輔導對數學學業成績有輔導效果。Vriend（1969）

研究發現，青少年同儕輔導在人格發展及學業成就方面有顯著進步。吳金蓮（1980）以國

中英語科低成就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對受輔者之英語科學業成績、成就動機、學習態度

方面具有立即與長期效果，同儕個別教導對同儕小老師之學習英語態度具有立即與長期效

果。 

此外，對同儕輔導制度的滿意度研究方面：McIntyre、Thomas及 Borgen（1982） 對

中學生做調查研究，約有 65%學生對同儕輔導制度的看法受益良多。Bowman 與 Myrick

（1985）研究發現，學生對同儕輔導制度的感受是溫暖、關懷的氣氛，喜歡與輔導員一起

相處與工作。Corn 和 Moor（1992）認為同儕輔導制度能提供同理與支持的氣氛。Morey、

Miller、Rosen、 Fulton等人（1993）發現受輔者對同儕輔導制度有尚稱滿意的反應。 

從以上研究發現，同儕輔導制度一般都能達到其預期效果，對受輔者的有很大幫助；

但是也有學者提到同儕輔導制度的缺點。國外學者Mynard 與 Almarzouqi（2006）研究發

現，受輔者會過度依賴輔導員，而輔導員也不是都能給予受輔者正確的輔導。吳金蓮（1980）

研究亦發現，同儕個別教導對同儕小老師的成就動機與學業成績，不具立即與長期效果。

而呂素幸（1992）的研究強調，同儕輔導對數學學習態度、數學焦慮則未具有效果；亦發

現同儕輔導員接受訓練與否，對受輔者的學業成績、學習態度、數學焦慮並無影響。 

國內大學同儕輔導制度之運用，大多以學務處為主，根據陳淑瓊（2002）、王淑芳（2005）

的研究發現，同儕輔導制度或方案能提升宿舍教育功能。劉玉華（2004）認為對於高度角

色認知的義工，同儕輔導能促進自我成長、運用學輔資源、幫助他人調適及能夠應用助人

技巧。江承曉（2008）發現同儕輔導團體介入活動在提昇大學生情緒管理生活技能上具有

正向反應與影響。但是國內較少運用同儕輔導落實在專業課程的學習輔導。針對大學專業

課程的同儕輔導方案研究方面，Mynard 與 Almarzouqi（2006）運用同儕輔導於女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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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教學，發現受輔者英語能力提升、自信心增強。因此，本研究整合上述有關同儕輔導

與學習研究的正反觀點，藉由培訓方案，增進輔導員的自我功能感，以提升學習的質與量，

達到教學工作者、輔導員、受輔者三贏的局面。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同儕輔導理念建立同儕輔導制度，以及同儕輔導制度對於學生的學

習成效之影響。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擬定之研究目的有三： 

1. 參與同儕輔導制度的運作情形 

2. 研究同儕輔導制度的實施成效 

3. 提出同儕輔導制度的具體建議。 

根據上述目的而設計之研究架構如圖 1： 

培訓方案的重要性 

輔導員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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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之研究結論 

(一) 提出同儕輔導制度實施

與學生的 

(二)提出有效同儕輔導制度

具體建議 

圖 1 研究架構 

(二)研究設計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架構以及相關文獻資料，本研究採質性方法為主，兼以量化調查

為輔。首先，針對會資系學生參與同儕輔導制度施以意願調查；並於招募、甄選大二、三

輔導員後，進行為期 1個月 4次的培訓方案。其次，使用相依樣本 t檢定檢測受輔者會計

學上、下學期成績之差異，探究同儕輔導制度對大一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及焦點團體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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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意見調查，瞭解受輔者觀點。最後，則以研究者的團體督導紀錄、輔導員的教學日誌，

瞭解輔導員觀點與遭遇的困難。 

研究者在此次研究中是參與觀察者亦是參與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均全程參與同儕

輔導制度的實施，實地參與、觀察和進行研究，針對輔導員包含有：10小時的培訓方案，

告知並讓輔導員同意同儕輔導制度進行；10次的同儕輔導團體督導會議，取得輔導員的教

學日誌，瞭解輔導員對同儕輔導制度的觀點；2次的輔導員個別溝通，協助輔導員澄清同

儕輔導阻力。針對受輔者包含有：1次同儕輔導制度說明會，告知並讓受輔者同意同儕輔

導制度進行；1次焦點團體座談，蒐集受輔者對同儕輔導制度的看法。 

二、研究參與者 

質性研究運用的是一種「理論的抽樣」（theory sample），研究所選取的樣本是以能提供

「深度」資料為標準，研究的精神及重點，在於蒐集豐富的資料，以及對於現象的描述與瞭

解，其目的不在於做推論性的解釋，而是在於研究參與者所提供的資訊豐富程度，以及研究

者的分析能力。以下詳述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的選取與介紹。 

(一)研究參與者選取 

本研究之受輔者的選取標準是志願參與，針對會資系大一全體學生實施問卷調查，有

33名大一學生勾選有意願參加同儕輔導，但最後只有 8名大一上學期會計學成績不及格學

生表示參加；而輔導員的選取是以成績優秀及有服務熱忱為條件，採志願報名後甄選 6名，

有 2名是系上會計老師、系主任推薦，共有 8名大二及大三輔導員（詳見表 1）。在研究進

行前分別召開會前會，說明同儕輔導制度實施的相關權利、義務，經過徵求研究參與者同

意，才開始本研究進行的程序。 

(二)研究參與者介紹 

本研究參與者，包括研究者本人、受輔者及輔導員各 8名。研究者從事學生輔導工作

多年，曾擔任課外活動中心及學生輔導中心主任，新生定向輔導是主要的研究領域。研究

者常年教授會資系大一必修通識課程，及擔任系上導師、輔導老師，與會資系學生有密切

的認識與互動，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扮演的是催化者的角色。受輔者是研究者的學生，透過

課內外互動過程中，瞭解受輔者的校園學習經驗。而輔導員亦曾是研究者的學生，與研究

者已建立信任關係，對輔導員的人格特質與整體表現，研究者有深切的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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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受輔者及同儕輔導員一覽表 

受輔者編號 性別 輔導員編號 性別 輔導員參與培訓方案情形 

A 女 2 女 參與 

B 女 6 女 參與 

C 女 3 女 參與 

D 女 5 女 參與 

E 男 1 女 未參與（專業教師臨時推薦） 

F 男 7 女 未參與（專業教師臨時推薦） 

G 女 4 女 參與 

H 女 8 女 參與 

三、同儕輔導制度實施流程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同儕輔導制度的實施流程，以及所使用的研究工具說明如下： 

(一)同儕輔導制度實施流程 

本研究同儕輔導制度的目的，除了藉由輔導員的替代性經驗，建立學習過程中的楷模

人物，對受輔者形成重要的矯正性經驗外；更希望輔導員從研究者督導中得到鼓勵與受輔

者接觸，並得到支持性的督導以處理同儕輔導時的焦慮問題，進而提升自我效能。實施流

程，包括： 

1. 準備階段： 

實施參與同儕輔導制度意見調查，並招募甄選本系成績優秀及有服務熱忱之大二、三

學生擔任同儕輔導員。 

2. 培訓階段： 

本研究之同儕輔導團體培訓方案課程，仿效 O’Brien和 Heppner（1996）進行 6週、

每週 90分鐘的生涯諮商專業訓練課程，加上配合輔導員不同的修課時間要求，因此

設計為期 1個月，每週 1次，每次 2.5小時的輔導訓練課程，協助輔導員瞭解同儕輔

導方案相關規則、權益、責任、資源。本研究之輔導員應具備有：（1）楷模角色能力，

其學習行為模式足以成為新生仿效的典範；（2）諮商者角色能力，以鼓勵及支持大一

學生之學習適應與發展；（3）教導者角色能力，針對學業成績低落新生，提供課程補

救需求，並協助新生瞭解專業課程的學習方法。 

並培訓方案之主題、內容記要說明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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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同儕輔導團體培訓方案 

次別 主題 內容記要 

一 團體認識及大學

生發展理論 

1. 團體成員彼此相識與互動、團體之目的、自我表露。 

2. 介紹及說明區可林（Chickering）大學生發展理論。 

3. 實施大學生心理社會發展量表。 

4. 說明校園投入對大學生心理社會發展的影響。 

二 自我探索與建立

輔導關係 

1. 探索成員的價值觀，促進自我覺察、人際互動。 

2. 介紹及說明何倫（Holland）人格特質理論。 

3. 實施人格特質測驗，了解成員的人格特質。 

4. 引導成員如何運用「同理心」，與受輔者建立輔導關係。 

三 澄清團體價值與

學習經驗省思 

1. 介紹柯布（Kolb）學習型態對學習成效的影響。 

2. 實施學習類型量表。 

3. 體驗學習經驗的得與失、自己及別人學習的困擾。 

4. 澄清團體成員的期待，及統整成員參與團體之目的。 

四 輔導員角色認定

與學習成效低落

同學的問題 

1. 實施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略量表。 

2. 請成員分享自己的學習困境，促進自我覺察。 

3. 瞭解學習成效低落的因素，說明輔導員角色的認定。 

4. 澄清受輔者可能有不同的學習風格。 

3. 執行階段： 

為期 3個月執行階段，輔導員須與受輔者之任課老師溝通，並在督導下開始進行會計

課程同儕輔導制度，定期參與團體督導，研商解決輔導員在教學時所遇到的問題和困

難，相互分享教學心得。 

4. 評估階段： 

本研究最後進行總體評估，針對受輔者之會計學上下學期成績、焦點團體訪談記錄及

回饋意見，研究者之團體督導紀錄，輔導員之教學日誌，進行成果檢視。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質性研究資料包含研究者之團體督導、輔導員之教學日誌、受輔者之焦點團

體訪談等，茲說明如下： 

1. 團體督導紀錄： 

本研究要求每位輔導員於執行期間，定期召開團體督導會議，由研究者做紀錄。 

2. 教學日誌： 

本研究要求每位輔導員於執行期間，每完成 1次的輔導，均需撰寫教學日誌，教學日

誌包含工作項目（課程教案及進度、請專業教師審核、製作教學講義、受輔者出缺勤

紀錄、課程執行、問題轉介、其他協助事項）、內容記要、處理或做法、連結與反思、

改進意見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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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焦點團體訪談： 

本研究於期中考後進行焦點團體訪談，研究者依訪談大綱進行，訪談時雖有訪談大

綱，但僅以研究中主要議題重點式提問，而將敘說主導權交給受輔者，共有 8位受輔

者參與，訪談中利用成員的互動關係對問題進行較深入的探討。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質性研究的特色之一，是豐富且多元的資料來源，因此資料分析就成為研究中最重要一

環，茲將本研究資料整理與分析過程詳述如下： 

(一)資料整理 

本研究之資料整理包括三部分，分別是團體督導紀錄、教學日誌、焦點團體訪談錄音

帶的整理。 

1. 團體督導紀錄： 

研究者於每次團督結束後，立即以電腦文字進行紀錄的撰寫，不但有助於日後分析資

料可以回溯當時情況，亦可作為深入的觀察、分析、批判和思考問題以及研究發展。 

2. 教學日誌： 

輔導員於每次輔導結束後，立即以電腦文字書寫進行教學日誌的撰寫，再用電腦寄給

研究者，研究者將每位輔導員之日誌歸納放入該輔導員電腦檔案中再以質性分析方式

進行分析。 

3. 焦點團體訪談錄音帶： 

為確實掌握當時的主題與概念感受，於每次完成焦點團體即做成逐字稿，以利日後資

料分析之進行。 

研究資料分析 

1. 質性資料分析： 

(1) 熟讀訪談逐字稿： 

重複閱讀訪談的逐字稿，使自己對於所有資料內容更加熟稔，產生整體感覺與概念。 

(2) 畫出重要的敘述句：將與研究相關重要敘述句畫底線或做記號。 

範例：很難理解 G 是高職生，又補習一年，對會計居然如此陌生。 

   …覺得 F 是高中畢，不曾接觸會計，猶豫對他的輔導進度。 

   …覺得教 K 會有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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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形成要素： 

依據研究問題與蒐集資料，找出研究參與者表達的意義與主題作成摘要性的敘述之

後給予編碼編碼之方式為（教學日誌 2：2007/3/6），2代表輔導員，2007/3/6代表輔

導日期，然後抽取核心要素，分類比較後，歸類形成要素。 

(4) 請同儕檢視者協助進行信實度檢核： 

邀請同儕檢視者進行檢核，以避免個人主觀、偏誤，遺漏重要訊息。檢視者為學生

輔導中心主任，專精生涯諮商、學習輔導，任教本校多年，擔任大一核心必修通識

課程，對於本校脈絡及文化相當熟悉。 

(5) 請研究參與者共同進行信實度檢核： 

邀請研究參與者檢核與修正，進行對話，對研究結果加以討論。 

(6) 形成理論飽和（reaching colsure）： 

從資料分析所形成的初步理論中，再找出新的個案樣本來考驗這個初步理論並做修

正，直到與理論吻合。 

2. 量化研究分析： 

將受輔者會計學上、下學期成績，使用相依樣本 t檢定檢測其差異性；其次，受輔者

之回饋意見，以描述統計方式進行資料分析。 

五、研究的信實度 

本研究的信實度建立方式，將採用(一)三角檢正(二)研究參與者檢核(三)同儕審視等三種

方法。 

(一)三角檢正 

三角檢証是質性研究資料檢核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研究從研究參與者選取及資料蒐集

方法等盡量符合多重資料來源，分項說明之： 

1. 研究參與者之輔導員推薦來源多重： 

對於輔導員的選取過程有一定的標準及程序，包括系主任、導師、任課教師、志願

參與等，非隨意選取。 

2. 資料蒐集方法多重： 

包括輔導教學日誌、督導紀錄、焦點團體訪談，另外，受輔者的出勤紀錄、成績表

現等，做多元資料檢証，以免除單一資料來源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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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參與者檢核 

將分析過的訪談資料，針對詮釋分析的結果，以第三人稱改寫成詮釋文，並將訪談詮

釋文送給研究參與者檢核與修正，進行對話，對研究結果加以討論。本研究採取邀請輔導

員、受輔者一起來共同進行資料的檢核。 

(三)同儕審視 

同儕審視部分，本研究協同研究者現進修心理學博士班，兼任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專

精質性研究且瞭解該校脈絡及文化。與協同研究者進行資料分析與核對，能確實掌握核心

要素，避免研究者個人的偏見，減少正式資料分析產生誤差。 

(四)與研究參與者建立信任關係 

由於研究者常年教授會資系大一必修通識課程，及擔任系上導師、輔導老師，與會資

系學生有密切的認識與互動，因此當研究者提議以同儕輔導制度進行補救教學時，很容易

獲得雙方彼此的信任與支持，這些都是有助於資料的可信度。 

六、研究者的反思與觀察 

研究者提出個人的反思，包括研究中的反思，研究中的觀察。 

(一)研究中的反思 

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應避免研究者擔任系上教師主觀意識的涉入，當研究開始後，個

人雖然是老師和研究參與者的多重角色參與研究，但也無可避免很容易蹈入「老師的職責」

框臼中。於培訓階段，要求輔導員製作教案、講義，在同儕關係中，與受輔者分享學習策

略、時間管理能力。但在執行時發現要求輔導員在有限的時間，完成多項的任務，強人所

難，所幸研究者能在第 2次團督時就有所調整。 

(二)研究中的觀察 

在研究過程中，受輔者不僅勇於面對學習低落壓力，且要上完五十堂課；而輔導員克

服本身課業壓力、休閒、打工和輔導的時間調配，完成輔導員所有任務，研究者對於他們

的精神非常佩服。也讓研究者興起想要繼續在他們的互動過程中，繼續參與研究與了解他

們積極參與的動機與理由為何？而這些動機與理由是否能使同儕輔導更具有前瞻性？讓學

生在同儕輔導的關係中，不僅能兼顧課業，更有助於學習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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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設計是以同儕輔導制度實施作團體歷程分析，依據團體督導紀錄、輔導員的教學

日誌、受輔者焦點團體訪談記錄及回饋意見等質性資料，研究重點著重於輔導制度歷程的檢

證及受輔者的學習成效。研究結果與討論分為下列五項說明：一、同儕輔導制度準備階段的

過程與分析；二、同儕輔導制度輔導員培訓階段的過程與分析；三、探討同儕輔導制度執行

階段輔導員、受輔者的觀點，以及輔導員在同儕輔導制度中遭遇之困難與問題；四、歸納評

估階段受輔者的學習成效；五、提出有效的同儕輔導制度具體建議。 

一、同儕輔導制度準備階段的歷程與分析 

同儕輔導制度在準備階段的研究結果與討論如下： 

(一)學習成效低落卻願意參與輔導的學生值得鼓勵 

本校大一學生在整體校園經驗上普遍不佳，其中師生互動的狀況最差，60％以上的學

生平均一天課後複習的時間不到 30分鐘（黃世雄，2005）。而進修部大一學生的學習適應

表現欠佳，又以「學習困擾」需求最高（周富美、毛菁華，2007）。大一會計學採用原文書，

專業課程的艱深加上語文障礙，造成新生的學習困擾與焦慮，學校很重視學生的輔導工作，

經常主動提供教師課業諮詢之補救教學，又未見學生就教於師長，學習輔導執行成效不甚

理想。 

同儕間的溝通優於其與教師的溝通，同儕輔導可提供學生課業學習需要的協助，容易

被學生接受（Poole,1990）。大一學生普遍肯定學長姐在新生定向輔導的服務，希望學長姐

能協助學習適應與選課（周富美，2007）。大一上學期會計學成績不及格學生有 20名，實

施意願調查，有表示願意參與學生有 33名；最後志願參與同儕輔導制度的學生卻只有 8名。

可見，本系大一學生在面對學習困境時，仍然選擇逃避。而這 8名能勇敢面對學習成就低

落，願意參與課後 50小時輔導的學生，實屬難得值得鼓勵。 

(二)應得到學校與專業教師的支持與協同 

本研究在提出申請過程中，行政主管強調不論系科轉學生已開設會計學輔導班，質疑

「一對一」或「一對二」的個別輔導，浪費資源。所幸得到系主任、系上課程委員會委員

的支持，本研究才得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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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儕輔導制度輔導員培訓階段的歷程與分析 

同儕輔導制度在輔導員培訓階段的研究結果與討論如下： 

(一)培訓方案有利於輔導員助人技巧的學習 

從團體督導及輔導員之教學日誌發現，輔導員有耐性等待受輔者的學習進展，也關心

受輔者的打工、感情、生活經驗，舒緩受輔者的壓力。 

…D是高中生，無法像高職生很快理解，需有耐性。……覺得要慢慢讓 G覺得她是好人，

讓她沒有戒心（團督紀錄：2007/3/6） 

…H以前是念設計，希望自己對他能有耐性（團督紀錄：2007/3/13）。 

…覺得 C可能因課業欠佳，連自我、人際關係都缺乏信心，……（團督紀錄：2007/3/20） 

…A最近有心事，上課都會注意力不集中改天再和他聊聊…；感覺和他們混熟了，什麼

都可以聊了。A假日有在好樂迪工作…。（教學日誌 2：2007/5/8）。 

…他都會和我聊在班上發生的事情、打工的事情還有不愉快的事他都會跟我說。…我和

他上課的互動還不錯，…我還是會繼續和他連絡的（教學日誌 4：2007/5/24）。 

…他常會和我談他男朋友的事情，…和他分享如何準備考試。…分享彼此發生的事情。…

和我討論他要去打工的事情，給了他一些意見（教學日誌 5：2007/5/23）。 

…希望他不要花太多時間和精力在打工上，多花些心力在功課上比較重要。…上課真的

比較專心，現在也比較進步了（教學日誌 3：2007/4/4）。 

除了課業上，也會了解學妹的其他狀況，不只是學業上的交流也會了解他其他的狀況，

所以我們不只是輔導關係，也會有朋友的關係。（教學日誌 8：2007/5/24） 

Astin（1993）強調，同儕是學生學習影響最大的團體。加上學生較傾向於跟同儕表露

私事（Poole,1990）。因此輔導員若能在培訓階段學習良好人際關係技巧，運用在執行階段，

同儕輔導制度就能營造同理、關懷的學習氣氛（Corn & Moor,1992）。 

(二)培訓方案提升輔導員的自我效能 

從教學日誌發現，輔導員在自我概念、領導能力、基本助人技巧等方面有成長，輔導

員也認同同儕輔導制度對自己本身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感覺和 A混熟了，什麼都可以聊了，…最近有心事，上課都會注意力不集中，改天再和

他聊聊…，…A會主動想學習，…我上得很愉快（教學日誌 2：200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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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都會和我聊在班上發生的事情、打工的事情還有不愉快的事…我們兩個會坐同一班公

車回家，覺得和他很合的來。…，我還是會繼續和他連絡的（教學日誌 3：2007/3/25）。 

…能夠教會一個人真的是很有成就感，…（教學日誌 3：2007/5/1）。 

…不只是教會同學也增強自己的應對能力，…改變我的表達方式，（教學日誌 4：2007/5/3）。 

經過這一學期的輔導過程，我覺得這種個別教學方式是有效的，不只是教會同學也增強

自己的應對能力，在他們的學習過程中，也可以知道自己在哪些表達方面需要改進，…

（教學日誌 5：2007/6/6）。 

輔導員能從輔導學生經驗中，增進自覺、自信與領導能力（黃玉，1982；牛格正，1994）。

本研究的輔導員培訓方案，驗證 O’Brien和 Heppner（1996）的實驗設計，培訓方案能解決

輔導員因擔心做不好而對同儕輔導感覺壓力的現象。在同儕輔導制度的執行過程中，督導

與同儕提供學生學習支持成長的最大來源，同儕輔導員經由長期持續的服務與結構化的省

思，有助於輔導員自我功能感的提升（黃玉，2001）。 

三、同儕輔導制度執行階段的歷程與分析 

在執行階段的歷程分析，依輔導員及受輔者對同儕輔導制度的觀點、輔導員所遭遇之困

難，其研究結果與討論如下： 

(一)輔導員對同儕輔導制度的觀點 

1. 有助於釐清專業所學 

從輔導員的教學日誌中發現，輔導員做個人學習連結與進行反思，除了在表達的過程

中再次釐清所學外；對於未接觸的課程單元，也能有新的學習機會。 

…教他們的同時我覺得自己也再一次學習，…5/15老師找學姊教現金流量表，因為我們

沒學過…我上得很充實（教學日誌 2：2007/5/16）。 

…我和她上課的互動不錯，我有說錯她會糾正我。…最後一次上課，真的很高興可以教

她，…，這次教學是一個很好的經驗…（教學日誌 3：2007/6/14）。 

…保留盈餘分配的部分要花很多時間來講，感覺很不好教…自己再複習，較不常見的科

目不太知道要如何解釋，要再加強釐清…（教學日誌 4：2007/6/6）。 

與Mynard、Almarzouqi（2006）研究結果相同，從教導別人的過程中，輔導員變得

較有責任感。在落實關懷受輔者的過程，輔導員在專業課程的學習上，獲得成長的機會。 

 

 



教育研究學報 

 118 

2. 提供合作學習的機會 

從輔導員的教學日誌發現，輔導員與受輔者能成功的建立友誼、協助他們適應學習生

活，當選下一任學會會長的輔導員，表示願意由學會承辦專業課程同儕輔導制度。 

…經過這一學期的輔導過程，我覺得個別教學方式很有效…。以後由學會來承辦同儕輔

導制度…（教學日誌 5：2007/6/5）。 

…雖然他的思考比較慢，…他真的是一個很有上進心的一個人，從他身上學習到了很多，

受益良多（教學日誌 7：2007/6/12）。 

…我和他上課的互動還不錯，如果我哪裡有說錯他都會糾正我。…最後一次上課了，真

的很高興可以教到他，…只希望是對他有幫助的，這次的教學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能夠教會一個人真的是很有成就感，…（教學日誌 3：2007/6/14）。 

…不只是學業上的交流也會了解他其他的狀況，所以我們不只是師生關係，也會有朋友

的關係（教學日誌 4：2007/4/5）。 

同儕輔導制度提供學生一個友善親切、能提供校園資源、因應學生個別需求的學習環

境。誠如楊深耕（2001）所言，校園中的學習社群除了提供學生一個較寬廣的學習經驗，

也促使校園環境更生動活潑。 

(二)受輔者對同儕輔導制度的觀點 

1. 認同輔導員為角色楷模 

從受輔者焦點團體訪談中發現，受輔者肯定輔導員的專業能力，有助於改善自己的學

習行為。成功友誼關係協助受輔者適應學習生活、提升學習效能，輔導員成為受輔者學習

的典範和問題的諮詢者。 

…我覺得學姐很厲害，不管是會計或微積分都很融會貫通，…這次期中考，她抓的重點

幾乎都有考出來。平時除了上課外，學姐還會分享…學習經驗，我覺得上她的課事件

愉快的的事，…（焦點團體：2007/4/25）。 

…學姐會用即時通幫我講解，…，我會自己抓重點問她，她會教我ㄧ些新的概念，與我

經驗分享（焦點團體：2007/4/25）。 

被學姐輔導後，上課較能跟上老師的進度，不會想睡覺，…（焦點團體：2007/4/25）。 

…我覺得上她的課是件愉快的的事，…（焦點團體：2007/4/25）。 

…我學到學姐的態度，上課會做筆記、做習題，在以前這是不可能的事（焦點團體：06/4/25） 

…學姐教得很仔細，上學姐的課，感覺感情更好（焦點團體：2007/4/25）。 

…我覺得學姐扮演的是輔助者的角色，…，與我經驗分享（焦點團體：200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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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同儕輔導制度驗證 Bandura（1986）所提的「替代性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的確對成績不理想的同學具有重要的矯正性經驗。藉由楷模人物的學習，降

低受輔者學習過程中的焦慮，增加其自我效能感。 

2. 增加學習的責任與壓力 

從受輔者焦點團體訪談中發現，受輔者除肯定輔導員的專業能力外，且認同輔導員的

輔導角色，很在乎輔導員的感受。受輔者表示以前考試不及格，不會覺得對不起老師或父

母，但是面對學姐，感覺就不一樣，加上「個別」的輔導方式，受輔者的責任與壓力變大。 

如果輔導課是由老師來帶，我想我會因為壓力太大而拒絕參加（焦點團體：06/4/25）。 

…只要題型一變，我就不會了，我覺得很挫折，覺得很對不起學姐（焦點團體：2007/4/25）。 

…雖然期中考還是不及格，但是還是很感謝她（焦點團體：2007/4/25）。 

…上學姊的課，我的配合度很高，我覺得收穫很多，期中考我考得不錯，進步很多 

（焦點團體：2007/4/25）。 

…如果說我有壓力，那我的學姐壓力更大，…雖然我壓力很大，但是不會想逃避，不會

不快樂，…（焦點團體：06/4/25）。 

…考上大學時，本想是來玩的，沒想到會計這麼難讀，我覺得來學校是個錯誤的決定，…，

但是現在我改變自己原來的想法（焦點團體：2007/4/25）。 

在同儕輔導中，輔導員以個別的方式輔導受輔者時，受輔者能受到個別關注（Cohen, 

1986）。受輔者在學習時可獲得輔導員立即的回饋（Arblaster, et., 1990），相對的學習壓力會

增加，但個別需要亦可獲得重視及滿足。 

3. 提供親切友善的學習環境 

從受輔者焦點團體訪談中發現，輔導員能與受輔者建立關係、掌握角色，讓上課變生

動且多元。 

…平時除了上課外，學姐還會跟我們聊天、唱歌、分享學習經驗，我覺得上她的課是件

愉快的的事，…（焦點團體：2007/4/25）。 

…我住在學校宿舍，室友們很羨慕我，科目不會有學姐輔導，不像她們不會的都需要求

助於表哥或其他校外資源，我覺得我們會資系很溫馨（焦點團體：2007/4/25）。 

…雖然這次期中考不及格，但是我覺得與學姐的互動很好，學姐教得很仔細…（焦點團

體：2007/4/25）。 

…我學姐人很好、很認真，…上課除了聽學姐講，做練習外，學姐還會和我聊平常的休

閒活動安排…（焦點團體：2007/4/25）。 

…學姐教得很仔細，上學姐的課，感覺感情更好（焦點團體：200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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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有同儕輔導制度很好，我覺得系上早就應該辦理，學習的路上有人陪，有學姐關心

很好（焦點團體：2007/4/25）。 

Cohen（1986）認為在同儕輔導中，一對一的輔導方式，受輔者能受到個別關注。也因

為學生較傾向於跟同儕表露私事（Poole,1990），受輔者感受到同儕輔導溫暖、關懷的氣氛

（Bowman & Myrick, 1985）。可見同儕輔導制度能提供受輔者友善親切的學習環境。 

4. 受輔者對輔導的滿意度 

表 5 參與同儕輔導制度問卷調查統計分析 

對同儕輔導制度的意見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 同意 非同常意 

1.我認為同儕輔導制度對我的專業課程學習有幫助。    42.8% 57.2% 

2.我認為輔導學姐在課輔時很用心盡力。     42.8% 57.2% 

3.我認為輔導學姐的專業能力足夠。   7.1% 64.3% 28.6% 

4.我認為輔導學姐的教學內容讓我受益良多。   7.1% 64.3% 28.6% 

5.我認為輔導學姐的輔導方式讓我受益良多。   14.3% 50% 35.7% 

6.我認為輔導學姐的輔導態度友善。   14.3% 21.5% 64.2% 

7.我認為輔導學姐的讀書態度會鼓勵我更用功。   14.3% 64.2% 21.5% 

8.我認為同儕輔導制度有助於我的學習態度。   21.5% 71.4% 7.1% 

9.我認為同儕輔導制度對我的時間管理有幫助。  14.3% 57.1% 28.6%  

10.我認為同儕輔導制度能減低我的學習焦慮。  14.3% 14.3% 71.4%  

11.我認為同儕輔導制度對我的上課專心有幫助。  14.3% 57.1% 28.6%  

12.我認為同儕輔導制度能增進我的考試策略有幫助。   28.6% 35.7% 35.7% 

13.我認為同儕輔導制度能解決我學習上的困難。    71.4% 28.6% 

14.我認為同儕輔導制度有助於體會系上學習環境的溫馨   14.3% 42.85 42.85 

15.我認為同儕輔導制度有助於我對系上的認同。   28.6% 42.8% 28.6% 

16.我願意向學弟妹宣傳同儕輔導制度的優點。   14.3% 21.4% 35.7% 28.6% 

17.我希望系上繼續辦理同儕輔導制度。     42.9% 57.1% 

18.我希望學校各系都能辦理同儕輔導制度。    7.1% 50% 42.9% 

19.如果有機會我也會願意擔任同儕輔導員。   14.3% 35.7% 35.7% 14.3% 

20.我滿意自己的出席率。   21.4% 42.9% 35.7% 

21.我盡力配合學姐的課程要求。   7.1% 14.3% 64.3% 14.3% 

22.我和學姐的互動關係良好。    14.3% 50% 35.7% 

註：本問卷調查人數 8人，以百分比描述統計分析 

本研究發現，受輔者肯定同儕輔導制度對專業課程學習的幫助、輔導員的用心、能解

決學習困難、希望系上能繼續辦理。本研究符合McIntyre、Thomas和 Borgen（1982）對

中學生做調查研究，約有 65%的學生對同儕輔導的看法是受益良多。與Morey、Miller、

Rosen、Fulton等人（1993）也發現受輔者對同儕輔導制度有尚稱滿意的反應，結果也是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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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亦希望輔導員在課業輔導中，能與受輔導同學分享正確的學習策略，培養受輔

導同學有效時間管理能力。調查結果有 14.3％的受輔者認為同儕輔導制度並不能培養時間

管理能力，降低學習焦慮的技巧，提高上課的專心程度的問題。可能是本校為都會型技職

學校，同學以通勤為主，打工者眾，留校時間有限，尤其系上排課甚為緊湊，專業課程壓

力甚大。每週 4小時輔導時間都有授課進度，時間已經相當緊迫，研究者對輔導員的定位

似乎陳義過高。 

(三)輔導員在同儕輔導制度中遭遇之困難 

1. 過度投入教導者的角色 

執行階段發現，輔導員需要協助的不是課程的指導能力，而是與受輔者建立友善的關

係。從團體督導、教學日誌及焦點團體發現，未參與培訓方案之輔導員過度投入教導者的

角色，當受輔者成績不理想，容易有情緒化反應，會質疑自己的付出，造成與受輔者關係

的緊張。 

…很難理解 E是高職生，又補習一年，對會計居然如此陌生。…覺得教 E會有無力感。…

覺得 E教了就忘，很困擾（團督記錄：2007/3/13）。 

…很高興 F的進步，希望對他的幫助有效率。…對於 E現教現忘，很為難。（團督記錄：

2007/3/20）。 

…很生氣 E的學習態度，罵了他，覺得自己這樣辛苦幫他，他卻這麼不積極，很不想教…

（團督記錄：2007/5/1）。 

…我也有像學姐一樣快氣死了的感受，但是…覺得如果我是 E，會很有壓力…會反彈，…

希望學姐放輕鬆，找機會與 E聊一聊，不一定每次都要上課啊！（團督記錄：2007/4/3）。 

…放慢腳步；將受輔者 C轉給輔導員 3，…（團督紀錄：2007/3/13）。 

…思考與受輔者 C的關係；…請輔導員與學弟一起討論關係（團督紀錄：2007/3/20）。 

…同理輔導員 3的情緒與壓力，…感覺輔導員的負面情緒，…對受輔者實施 Kolb學習類

型測驗，協助輔導員瞭解，彼此的學習差異性（團督紀錄：2007/3/27）。 

…E給我很大的壓力，因為他的不夠認真使我感覺輔導只是件浪費時間的事情，一點實

質上的意義都沒有，因為 F不懂得如何讀書，…甚至連應付考試也不會，…每次上課

對我而言是件很痛苦的。（教學日誌 1：2007/3/8）。 

…如果說我有壓力，那學姐壓力更大，我覺得我們的關係像母子，學姐對我期望很高（焦

點團體：2007/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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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學姐與我的關係，她是精神病院的輔導員，我是老人，我印象最深的對話是「學

姐說：學弟你再這樣是不行的，怎麼辦？」，「我說：安啦！」（焦點團體：2007/4/25）。 

本研究認同 O’Brien和 Heppner（1996）所言，讓輔導員得到支持性的督導，有助於處

理同儕輔導時的焦慮問題。輔導員培訓方案與執行階段的督導是影響同儕輔導制度成效的

重要關鍵，因為輔導員也不是都能給予受輔者正確的輔導（Mynard；Almarzouqi, 2006）。

輔導員的經驗、年齡與受輔者相似，在進行過程中容易遭遇許多困境（夏林清，1980）。研

究者協助輔導員，區分同儕教學者與教師角色之不同（吳金蓮，1980），適時給輔導員情緒

的激發，讓輔導員不要擔心做不好而放棄。 

2. 時間管理是最大的挑戰 

本研究發現，輔導員雖有工讀金收入，自認可學習表達能力，對專業可融會貫通。但

都會型私立技職生多以通勤為主，留校時間有限，且常因家庭經濟需要打工。加上會資系

高年級課程壓力甚大，在執行階段，有三位輔導員表達想辭去輔導工作的念頭。 

暑假留台北，租屋及生活費，需要校外打工，時間緊迫，A期中考及格，想辭去輔導工

作（團督紀錄：2007/5/8）。 

…暑假參加轉學考，想利用時間看書，想辭輔導工作（團督紀錄：2007/5/8）。 

…最近功課壓力大，…，感覺無法協助 C（團督紀錄：2007/5/8）。 

除了同儕輔導員除按時教學外，還需參與每週的團體督導會議、撰寫教學日誌做反思

紀錄、參加會計學的進修學習、並隨時與研究者保持聯繫，輔導員的負擔是頗為沉重的。

輔導員克服本身課業壓力、休閒、打工和輔導的時間調配，完成輔導員所有任務，研究者

對於他們的精神非常佩服。研究者相當同理輔導員的處境，但仍要求輔導員克服困境，尤

其快到期末考，需要輔導員的協助，否則該制度可能前功盡棄，說服輔導員打消念頭。 

3. 專業課程教師、導師及行政系統的配合是重要的資源 

行政、導師與專業課程教師的參與，是同儕輔導制度落實執行之重要關鍵。 

上課輔時段是班會課，協助同學請公假，…，請系辦協助申請 E35教室（團督紀錄：

2007/3/13）。 

會計學調整進度，現金流量表，多位輔導員尚未學過，針對輔導員未學的現金流量表，

透過會計林老師推薦，邀請四年級學姐上兩次課。（團督紀錄：2007/5/1）。 

…與導師討論受輔者 C的人際溝通的問題，…導師請輔導雙方餐敘溝通， 

（團督紀錄：2007/5/15）。 

本研究發現課輔時間安排、受輔者學習態度、課程進度的協調、輔導員專業能力訓練，

需要行政、導師與專業課程教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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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儕輔導制度評估階段的歷程與分析 

本同儕輔導制度評估階段的研究結果與討論，以受輔者的學習成效說明如下：為期一學

期 12.5週，每週 4小時共計 50小時之同儕輔導方案，八名受輔者其出席情形、學習成績表

現情形如表 4所示： 

表 4 受輔者出席情形及學習成績比較 

受輔者 

編號 

第一學期 

會計學成績（T1） 

第二學期 

會計學成績（T2） 

會計學成績差異 

（T2－T1） 

t 值 

A 56 67 11  

B 49 73 24  

C 30 60 30  

D 50 60 10 3.527* 

E 26 43 17  

F 43 65 22  

G 46 37 - 9  

H 47 60 13  

*：p<.05 

表 4將受輔者的會計學上下學期成績進行相依樣本 t考驗，結果發現 t值為 3.527，受輔

者成績達到顯著差異，表示成績有顯著進步。從受輔者的學習成績表現發現，8名受輔者，

參與一學期的同儕輔導制度後，有 6名學生會計成績及格。與Mynard 和 Almarzouqi （2006）、

Greenfield 和 Mcneil（1987）以及吳金蓮（1980）、呂素幸（1992）等國內外學者研究相同，

同儕輔導制度對學業成績有輔導效果。 

經由學生、教師、同儕和課程交互建構與重新整合，所形成的學習社群，成效是令人滿

意。誠如 Poole（1990）所言同儕給學生的感覺可能是較易接近、被了解的。本研究發現，個

別的輔導方式，受輔者在意輔導員的感受，增加其學習壓力，能提升學習的責任感，同儕輔

導制度的確能提升受輔者會計學的學習成效。 

五、有效的同儕輔導制度具體建議 

本研究歸納會資系同儕輔導制度發現，並根據國內外學者有效同儕輔導制度設計等文

獻，提出有效的同儕輔導制度與建議。分別從準備階段、培訓階段、執行階段、評估階段四

個階段分別敘述之。 

(一)準備階段 

須於研究前與輔導員與受輔者進行權利、義務告知，同意與確認內容和目標，以避免

雙方產生認知的差異。同儕輔導制度確實是可行的補救教學與合作學習的作法，應以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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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進行。避免由研究者 1人承擔。本研究從準備階段一直到評估階段，皆由研究者一人

親力親為，平日除例行授課及導師職務外，申請研究的溝通，爭取經費的協調，受輔者參

加意願調查、招募甄選輔導員、輔導員培訓方案執行、主持督導會議、撰寫督導紀錄、主

持焦點團體，確實常有力不從心的窘境。 

(二)培訓階段 

本研究輔導員的培訓方案次數略少，主因是研究者曾專職輔導工作，加上負責會資系

大一必修通識課程，及長年擔任系上導師、輔導老師，因此當研究者提議以同儕輔導制度

進行補救教學時，很容易獲得研究參與者的支持，尤其研究者對輔導員已有信任關係。為

有效達到輔導員具有助人技巧能力，同儕輔導制度的輔導員培訓方案應由諮商輔導實務工

作者負責執行。 

(三)執行階段 

在進行過程中輔導員遭遇許多困難情境，由於輔導員的經驗、年齡與受輔者相似，加

上輔導員有時無法區分同儕教學者與教師角色之不同，因此，研究發現輔導員也不是都能

給予受輔者正確的輔導。如果同儕輔導制度要落實同時提升受輔者與輔導員的自我效能，

不只是補救教學而是提供學生合作學習的機會，教師與諮商輔導實務工作者應提供支持性

的督導，協助輔導員解決遭遇的困境。 

(四)評估階段 

除了以受輔者的學習成效作為評估同儕輔導制度的價值外，也可針對輔導員自我效能

做前後測比較。走過同儕輔導制度的質性研究，研究者發現學生的互動關係生動、多元，

感佩研究參與者能夠在課業、打工和個人生活安排的多重壓力下，排除自我問題相互學習

與成長。在研究中拉近與學生的距離，有教學相長的感動，也從他們的互動模式，領略到

同儕團體是如此自由、平等、漸進影響的特性。更領略到同儕的影響力，同儕輔導制度對

教學者、輔導員、受輔者可說是三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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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將本研究重要結果，歸納出結論，針對結論，從應用上及進一步研究上提出相關建議： 

一、結論 

綜合上述的研究結果與討論，將研究的重要結果，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同儕輔導制度為補救教學與合作學習提供一種可行作法 

本研究之輔導員雖然表達在輔導過程中遭遇通勤、打工、課程的時間壓力與過度投入

教導者角色，與受輔者關係緊張的調適困難；但是還是認為同儕輔導制度的實施與推動，

有助於協助釐清專業所學，能提升自我效能。而受輔者表示個別輔導方式，雖然增加學習

的責任與壓力，視輔導員為角色楷模，但也得到個別關注，感受到溫暖、關懷的學習氣氛。

研究參與者皆認為同儕輔導制度，提供學生生動、活潑的合作學習機會，及友善親切的學

習環境。 

(二)同儕輔導制度能提升受輔者會計學專業課程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 8名受輔者皆完成 50小時的輔導方案，參與一學期的同儕輔導制度後，上、下

學期會計學的學期成績比較達到顯著差異，有 6名受輔者下學期會計學成績及格。表示，

同儕輔導制度確實能提升受輔者專業課程的學習成效。 

(三)輔導員培訓與督導是影響同儕輔導制度成功的重要關鍵 

本研究建議有效的同儕輔導制度為宜由教務、學務與教師三方面協同進行。執行前宜

請諮商輔導實務工作者，負責執行輔導員培訓方案，教導輔導員專業的助人技巧，及指導

輔導員同儕教學者的角色定位，讓輔導員具有楷模、諮商者、教導者角色的能力。在執行

階段，支持性團督能解決輔導員遭遇的困難，適時給予輔導員情緒的激發，讓輔導員不要

擔心做不好而放棄輔導工作的進行。輔導員培訓方案與執行階段的督導是影響同儕輔導制

度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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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分別從應用上，及進一步研究上提出具體建議： 

(一)應用上的建議 

1. 同儕輔導制度不只是補救教學更是合作學習 

同儕輔導制度早已在高中以下被廣泛運用於學生的學習輔導，再從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的「同儕課業精進競賽」，及本研究「會計學科個別同儕輔導制度」也都驗證，同儕輔導

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所助益。目前國內很多大學如東吳大學、國立台灣大學，都在積極推

動同儕輔導制度，希望能發展彼此關懷、有助學習、具共同感之環境，並創造各種有助個

人成長及發展的機會，提升宿舍的教育功能，達成學校的教育目標。同儕輔導制度最初始

的目標是在於提供學生一個友善親切、因應個別需求的學習環境，讓學生有主動參與學習

和合作學習的機會。因此，同儕輔導制度可類推到學生校園各項學習與生活方案設計，只

是實施時一定要有對同儕輔導員的訓練與督導計劃，因為同儕輔導員的訓練是同儕輔導成

功與否的重要關鍵。 

2. 應視輔導員學生楷模且定位要明確 

輔導員是影響受輔者的直接關鍵因素，本研究希望能同時提升受輔者及輔導員的自我

效能，卻忽略校員生態與學生特質。本校為都會型私立技職學校，學生以通勤為主，打工

者眾，留校時間有限，尤其系上排課甚為緊湊，學生專業課程壓力甚大。研究者本要求輔

導員輔導前要製作教案，教學輔導完成後撰寫課程記錄，參與團督，在有限時間完成工作，

實有待商榷。加上研究者希望輔導員在輔導期間，與受輔者建立關係，分享校園經驗、學

習策略與時間管理能力，對輔導員的定位似乎陳義過高。因在建立同儕輔導制度時，應考

量校園生態及學生特質，對同儕輔導制度輔導員的定位要明確，將其視為學生楷模而非工

讀生，給予正向的鼓舞和獎勵。 

3. 諮商輔導實務工作者進行學習輔導之建議 

本校學輔中心主動提供教師課業諮詢之補救教學，又未見學生就教於師長。但在本研

究受輔者積極參與課業輔導，在乎輔導員的感受；在實施過程中研究者最費力的是在處理

輔導員所遭遇的困難。研究者認為，同儕輔導制度的實施應由學務處能與教務處共同合作，

由教務處招募同儕輔導員，學輔中心負責甄選，諮商輔導實務工作者負責輔導員的培訓方

案，並配合授課教師共同執行同儕輔導的督導工作，讓同儕輔導制度能在校園裡的積極推

廣與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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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一步研究上建議 

本研究發現同儕輔導亦是一種服務學習，輔導員經由訓練、督導和實際作輔導工作的

歷程，在反思、評估和修正的程序中釐清並達成任務，除了本身在服務和學習的經驗和反

思中，獲得學習和成長外，同時經由其他輔導員及受輔者的鼓勵參與，更能發展出更多元

的能力。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者若能將繼續推動同儕輔導制度結合服務學習的研究，以

蒐集更廣泛的證據，將更有助於同儕輔導制度的推動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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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Peer Tutoring to Enhance Freshmen’s 

Learning Effectiveness - An Experiment in College 

Accounting Program 

 

Fu-Mei Chou 

Instruct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hihle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for freshmen in peer tutoring.  An interview 

was mainly implemented to conduct the research, together with a quantitative survey to assess the 

outcome.  Eight freshmen who failed accounting were selected as the tutees in the one-by-one peer 

tutoring; eight volunteer senior students were trained as the tutors. Findings regarding peer tutoring 

implement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re as follows.  First, in-service peer tutoring training is 

helpful to clarify tutor role in the program, mainly focusing on the helping skill and time 

management.  Meanwhile, based on the confusion of tutor role and time management problems, 

continuous group supervision is a must to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eer tutoring. Thirdly, 

peer tutoring is able to promote tutors’ self-efficacy and professional learning. In reference to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utees are satisfied with peer tutoring and tutors’ performance. On the other 

hand, individual guidance from the tutors elicits tutees’ learning pressure and responsibility as well, 

coupled with tutees’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academic performance on accounting in the school 

year. In conclusion, several suggestions are further proposed to enhance and extend peer tutoring for 

freshmen. 

 

Keyword: peer tu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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