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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目的為：其一，分析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內涵，發展諮商心理師專

業認同量表；其二，瞭解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最後，探

究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與預測力。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行，採用「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與「工作滿意

度量表」做為研究工具，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選取臺灣地區諮商心理師為研究對象，

有效樣本為 167 份，經以描述性統計、因素分析、Cronbach 信度分析、皮爾遜

積差相關分析、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與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

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 

一、「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具有良好信效度，該量表包含「專業知能

認同」、「專業理念認同」、「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等四個因素，

共計 15題，是可測量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程度之適當工具。 

二、整理而言，諮商心理師具有高程度的專業認同，以及中高程度的工作滿

意度。 

三、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相關，而專業認同對工作滿意

度有部分預測力，分別為「專業理念認同對工作成就滿意度的預測力」、「專業倫

理認同對工作業務滿意度的預測力」與「專業服務認同對於進修管道滿意度的預

測力」。 

最後，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加以討論，並對未來研究與實務工作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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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編製「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並瞭解臺灣地區諮商心理師

探討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概況與不同背景變項諮商心理師的差

異情況，企再進一步分析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期待本研究之結果能做

為專業諮商服務機構、培訓單位與未來研究之參考。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

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說明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第三節則為本研究之

重要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隨著經濟與社會不斷地向前推進，現代人的時間越來越緊繃、空間越來越限

縮，而生活壓力卻是越加攀高，因此提供情緒支持、壓力釋放與心理調適的專業

心理服務孕育而生。在臺灣，能提供專業心理服務包含精神科醫生、臨床心理師

與諮商心理師。其中，諮商心理師因為工作場域的多元性，可在學校、社區與醫

院等處提供服務，並且在不同治療取向蓬勃發展的趨勢下，諮商心理師的人數逐

年增加，成為提供專業心理服務最主要的族群（林家興、謝昀蓁、孫正大，2008）。 

由於本身的興趣與人格特質，研究者本身即為諮商心理師的學習者之一，並

對於諮商心理師有著許多的期許與理想。依據國內心理師對於諮商心理師資格之

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

獨立學院諮商心理所、系、組或相關心理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並經實習至少一

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以上學位者，得應諮商心理師考試。」（心理師法，2001）。

藉由現行法條之說明，得以瞭解諮商心理師之資格包含相關研究所主修諮商心理、

完成一年之實習、碩士以上學位並通過諮商心理師考試。對於諮商心理師來說，

除了完成碩士學業、考取諮商心理師執照外，進入職場的實際工作更是挑戰的開

始！而在成為諮商心理師的培訓過程中，研究者因為實習、課程訓練等因緣際會，

與不少進入工作場域的諮商心理師有所接觸，促使研究者以為考取執照之資格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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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僅是成為諮商心理師的最低標準，而欲成為優秀且成功的諮商心理師，應該努

力的方向與目標為何？而進入職場、提供諮商專業服務的諮商心理師們，是哪些

因素促使他們願意持續地為諮商專業服務勞心勞力？這樣的疑問即為研究者發

展研究主題之源頭。 

根據美國社會工作百科全書對於「專業認同」的定義為：「當一個人獲致某

種特殊型態的信念，並獻身於某一固定的職業生涯，及產生專業認同」（王琇蘭，

1998）。「如何成為優秀的諮商心理師？」透過相關文獻的閱讀與分析，研究者發

現「專業認同」是影響個人投入全心工作的主要判斷因素，亦是成為優秀諮商心

理師的重要關鍵。換言之，當個體選擇進入一份專業工作之領域，並開始區分該

專業工作與其他工作之差異時，就是重新統整專業認同的開始（黃麗靜，2008）。

專業認同亦可說是自身對於專業工作產生特殊的情感，直接影響自己的思想、行

為、態度，並肯定自己工作的價值（黃致慧，2007）。 

Brott（2006）將專業認同視為諮商心理師成為專業人士的基準，使其得以執

行專業角色與進行專業決定。李華璋（2002）指出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是個人

基於對自我的看法而投入專業，並參照理想諮商師典範及持續實務反思而來的標

準，而對自己是怎樣的一個諮商師形成個人觀點的歷程與結果。張素惠（2006）

認為從事助人工作價值和精神的信守是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展現。然而，諮商

心理師專業認同代表之內涵多元而廣博，許伊均（2011）歸納出專業認同的內涵，

包含專業理論與實務基礎、專業規範守則、專業承諾、專業服務、專業形象與專

業關係。 

由上述可知，專業認同對於諮商心理師的重要性。在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

過去研究中，多以質性研究進行，在描述專業認同狀態的同時，亦企圖將諮商心

理師專業認同加以分析與釐清（李花環，2000；李華璋，2001；許伊均，2011；

張素惠，2006；黃致慧，2007；賴玉珊，2008）。但由於質化研究之研究結果是

否能推論至整個諮商心理師族群，是仍須進一步研究來驗證的。研究者希望能透

過量化研究以瞭解臺灣地區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內涵與現況的整體情形。因此，

編製一份適用於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量表，並初步瞭解目前諮商心理師專業認

同的現況，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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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滿意度」（Job satisfaction）一詞則是由 Hoppock於 1935 年提出，即

為工作者對工作情境產生主觀性的滿足感受。工作滿意之研究多出現於工業與組

織心理學領域，亦有許多探究教師工作滿意的文獻，但助人工作者的工作滿意研

究卻是十分不足（李訓維，2009），而針對諮商心理師而做的工作滿意度調查，

更是國內少見，令研究者對該議題產生濃厚的興趣。 

過去研究對於工作滿意度所囊括的範疇亦有所差別，其中「綜合性工作滿意

度」意指將工作滿意視為一種綜合性的態度、反應和評價，可說是「整體性的工

作滿意度」（許瑞芳，2001；Robbins, 2001）；「期望差距工作滿意度」係為個人

主觀期待標準與實際獲得之滿意做比較，即為「需求滿足性的工作滿意度」（古

聖姿，2003；梁偉岳，2010；謝金青，1992）；「參考架構工作滿意度」則強調工

作者對於工作特殊層面的情感反應，著重於工作者接觸到的參考架構，故可說是

「特殊構念性的滿意度」，若對該構念具有積極情意傾向時，則稱為「滿意」；若

為消極情意傾向時，則稱為「不滿意」。「參考架構工作滿意度」亦為目前最多研

究所採用之定義（林育妃，2003；李訓維，2009；張春興，1999；Carnton & Knoop, 

1991）。 

    本研究蒐集、整理並分析相關文獻後，以接近諮商心理師專業工作特質以及

題目語意符合現況之考量，選用李訓維於 2009 年所編製之「助人工作者工作滿

意度量表」做為研究工具，欲瞭解諮商心理師在其工作歷程中，對工作情境中各

項因素之主觀性情感表現、判斷標準或反應程度。因此，瞭解目前諮商心理師的

工作滿意度，並分析專業認同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是本研究的動機二。 

    接著，研究者關心的議題為：諮商心理師本身不同的背景變項是否對專業認

同與工作滿意度造成差異呢？性別方面，過去研究顯示性別在諮商工作可能有其

優勢與獨特觀點（唐訢雅，2006；吳寶嘉，2003）；性別在工作滿意度之差異則

視工作特性來定，像是男性勞工工作滿意度高於女性，但在教師工作則有相反之

研究結果徐世芳，1993；謝金青，1993），故性別如何對諮商心理師產生差異尚

未有定論。年齡方面，過去研究傾向支持「生命累積帶來智慧增長」的觀點，認

為年齡在專業認同、工作滿意度上呈現正相關（金音如，2009；范幸玲，2006）

諮商工作年資方面，多數研究指出專業諮商工作年資之增加，對於諮商心理師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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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有正向影響（許維素，2007；楊明磊 2001；賴玉珊，2008）；

婚姻狀態方面，可能幫助諮商心理師度過困難與壓力，提升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

度（李訓維，2009；楊雅筑，2007），但也可能帶來更多的阻礙與衝擊（黃馨慧，

2010）。工作性質方面，兼任者工作業務單純，降低了行政工作對諮商心理師的

壓力，可能擁有比專任者更高的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林家興，2008；胡峯鳳，

2006）。 

在過去研究資料的分析統整後，發現不同背景變項對於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

度的差異，故選擇性別、年齡、諮商工作年資、婚姻狀況與工作性質為背景變項，

以期對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有更全盤性的掌握，此為本研究之動

機三。 

綜上所述，結合諮商心理師之發展趨勢與研究者之個人經驗，藉由文獻探究

逐漸釐清本研究之方向，發展成為本研究之各項動機。研究者企圖透過本研究之

結果，進而對諮商心理師之培訓與專業成長之發展提出深刻的見解，使本研究對

於諮商心理專業領域有所貢獻， 

 

貳、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發展適用於諮商心理師的「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以分析諮商心理師

之專業認同的內涵。 

二、瞭解臺灣地區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 

三、分析不同性別、年資、年齡、婚姻狀況與工作性質等不同背景變項之諮商心

理師對專業認同所產生之差異性。 

四、分析不同性別、年資、年齡、婚姻狀況與工作性質等不同背景變項之諮商心

理師對工作滿意度所產生之差異性。 

五、探究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以及釐清專業認同對工作滿

意度之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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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 

壹、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一、瞭解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意涵是否包含專業知能認同、專業理念認同、專

業倫理認同、專業服務認同與專業關係認同等因素？  

二、瞭解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為何？ 

三、瞭解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資、年齡、婚姻狀況與工作性質）對諮商心理

師專業認同之差異為何？ 

四、瞭解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資、年齡、婚姻狀況與工作性質）對諮商心理

師工作滿意度之差異為何？ 

五、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與預測力為何？ 

 

 

貳、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問題，本研究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假設一：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意涵包含本研究之分析內容。 

1-1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因素包括專業知能的認同。  

1-2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因素包括專業理念的認同。 

1-3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因素包括專業倫理的認同。 

1-4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因素包括專業服務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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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在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有顯著差異。 

2-1  不同性別在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有顯著差異。 

2-2  不同年齡在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有顯著差異。 

2-3  不同諮商工作年資在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有顯著差異。 

2-4  不同婚姻狀況在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有顯著差異。 

2-5  不同工作性質在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不同背景變項在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3-1  不同性別在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3-2  不同年齡在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3-3  不同諮商工作年資在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3-4  不同婚姻狀況在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3-5  不同工作性質在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 

 

假設四：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對與其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預測力。 

4-1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各因素對與其工作成就滿意度有顯著的預測力。 

4-2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各因素對與其工作環境滿意度有顯著的預測力。 

4-3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各因素對與其工作業務滿意度有顯著的預測力。 

4-4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各因素對與其進修管道滿意度有顯著的預測力。 

4-5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各因素對與其工作待遇滿意度有顯著的預測力。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 
 

第三節  名詞解釋 

此節針對本研究重要名詞進行定義與解釋，包含諮商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專

業認同以及工作滿意度等，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諮商心理師 

本研究將臺灣地區相關研究所稱之諮商師、心理師、諮商者、諮商員等名稱，

統一以「諮商心理師」稱呼之，並以國內心理師法之規定為準則，包含條件如下： 

（一）通過諮商心理師考試者。 

（二）目前執業於諮商心理工作者。 

 

貳、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 

本研究所意指之「專業認同」為擁有諮商心理執照之諮商心理師，不斷地追

求自我反思、型塑個人對於專業諮商工作之態度以及對於諮商工作之專業採取開

放性並願意更新與學習，進而架構出諮商心理工作統整性的信念或價值，並使其

自身深刻的浸淫其中。以國內外之研究結果為基礎，且經本研究之結果分析後，

將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內容歸納係為下列四個因素： 

一、專業知能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認同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之養成，亦需

要不斷地充實新的知識與技術並發揮於諮商專業工作中。 

二、專業理念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對於諮商的態度與價值的認同，且願意

持續投入諮商專業並擁有承諾。 

三、專業倫理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認同的道德、品德或規範原則，並願意

在諮商工作中遵守。 

四、專業服務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實踐諮商工作以及平時所表現之具體行

為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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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滿意度 

本研究中的「工作滿意度」意指諮商心理師在其工作歷程中，對工作情境中

各項因素之主觀性情感表現、判斷標準或反應程度，若此程度具有積極情意傾向

時，則稱為「滿意」；若為消極情意傾向時，則稱為「不滿意」。本研究採用李訓

維（2009）針對助人工作者之研究結果，將工作滿意度分為五個因素： 

一、工作成就滿意度：意指諮商心理師對於工作成就的滿意程度。 

二、工作環境滿意度：意指諮商心理師對於工作環境的滿意程度。 

三、工作業務滿意度：意指諮商心理師對於工作業務的滿意程度。 

四、進修管道滿意度：意指諮商心理師對於進修管道的滿意程度。 

五、工作待遇滿意度：意指諮商心理師對於工作待遇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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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針對本研究之目的與範疇，將以本章分為五節來討論過去相關文獻資料。本章第一

節係為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第二節係為工作滿意度；第三節係為諮商心理師不同背景

變項在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差異，以及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與預測力。 

 

第一節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 

諮商經過一個世紀的成長與發展，不僅成為一門助人的專業，更成為社會服務的重

要資源之一（陳郁珊，2003）。Feen-Calligan（2005）認為對所有人類服務領域來說，

專業認同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當專業工作要與其他人類產生緊密互動以及對其他人類

有責任的時候。而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從何而來？包含哪些意義與內涵？本節將針對

「專業認同」先做說明，再進一步的解釋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意義與測量諮商心理師

專業認同的工具與方法。 

 

壹、從專業、認同到「專業認同」 

一、專業的意義 

 Greenwood 以社會學觀點的角度，在 1957 年提出對於「專業」的看法，他認為專

業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不斷與社會互動，形成其母群體的特質，經由正式與非正式的

關係來扮演其社會功能及創造自己的次文化，亦為該專業成功與否的先決條件，並提出

廣為社會工作者採用之五項專業特質（林勝結，2003；梁畢玲，2005；萬育維，1996；

廖靜薇，2002）： 

1. 有系統的理論體系（body of theory）：一套有系統的理論體系或專業知識與技術。 

2. 專業權威（professional authority）：專業人員通常具有充分地專業判斷權，並能

擁有顧客所需之權威。 

3. 專業社群成員之認可（sanction of the community）：控制專業人員所需之訓練、

證照、顧客關係等專業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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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倫理守則（code of ethics）：一套共同信守的專業工作守則或信念，如客觀、保密、

自我控制等，以利他與服務公眾為取向。 

5. 專業文化（professional culture）：指正式或非正式的專業機構團體（如專業科系、

訓練中心及專業工作人員協會），所要求的社會角色之間相互影響而產生的獨特

社會型態，包含專業的價值觀、象徵符號及行為規範。 

賈馥茗（1979）以「專門職業」來稱呼專業，意指從業者具有該職業的卓越知識與

能力，而其所用用之知識能力，關係著他人的生死或利害；故專業的意義，一方面是精

湛的學術與卓越的能力，另一方面則是服務或奉獻。Feen-Calligan 在 1996 年指出由於

社會變遷的發展，現代世界中的職業擁有自己的知識體系、實務上獨立的地位、專業服

務倫理、認可新成員之標準程序、自我管理之權利以及政府支持的證照系統，因而形成

所謂之「專業」（黃致慧，2007）。根據國內外學者之觀點可將「專業」歸納出以下特質：

（1）是一份全薪專職的職業；（2）形成一套知識理論，透過設立專門之教育機構，長

期且有系統地訓練新進者；（3）專業的協會與社會組織；（4）其專業行為的主要參考架

構來自專業組織之規定，著重於專業人員之自主性，排除非專業人員的建議、判斷或影

響，強調同行的控制與信念；（5）制訂專業倫理守則，以反映奇特有的價值、規範及特

殊次文化；以專業之權威獲得社會認可（張笠雲，1998）。 

根據上述之說明與解釋，可將「專業」視為發展任一領域不可或缺之要素，而不同

領域的專業雖因其工作性質而有所差異，但可將「專業」一詞解釋為：擁有一套專屬的

知識系統與專門技術，新進者透過協會與訓練機構增進必備之能力以獲得資格之認可，

並有該領域之專業人員共同遵守之倫理準則，進而形成獨特之價值、規範與文化（梁畢

玲，2005；黃致慧，2007；廖靜薇，2002）。 

國內的諮商心理專業因助人工作的多元與蓬勃逐漸發展成獨立的專門科目，近年來

相關研究所如雨後春筍般林立，新進者可透過課程修讀與國家考試以擁有國家級證照，

並有必須共同遵守之「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而相關學會、工會與

協會等機構之設立，架構出國內諮商心理師特殊的領域與文化氣氛，使諮商心理工作成

為台灣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門「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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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同的意義 

「認同」，是一種人格成熟的狀態，是將個體的自我狀況、生理特徵、社會期待、

以往經驗、現實環境及未來希望等六個層面的覺知，藉由調適與整合的過程，統合成一

個整體的人格結構，得以回答個人「我是誰？」、「我將走往何方？」的兩大問題，使個

人不再迷惑徬徨（張春興，1993）。認同亦被視為學習一套價值模式內化到個人心中的

過程。不論是將專業價值觀轉變成為本身人格的一部份，或是為了想與別人或別的團體

維持及建立一種滿足的自我界定關係（萬育維、賴資雯，1996）。 

認同的相當面向多元，所涉及的範圍除了個體的自我認同外，亦包含對性別、宗教、

職業、組織、國家、文化等方面的認同。Travers（2000）認同的概念面向：自我與他人

關係、自我與學科教學知識的關係、自我與專業的關係。孫志麟（2001）認同表現在兩

個層面上，分別是：個別層次的自我認同、團體層次的集體認同。自我認同是透過自我

意識或人際間的社會比較所形成的；集體認同是透過群體意識或群體間的社會比較所形

成的。無論是哪一種認同，人們擁有維持正向價值的動機，亦為希望提高自我認同與群

體認同，以提升價值及自尊。認同對於個體而言，可視為對當前自我的了解，經過學習

與反思之後，對自我或團體產生歸屬感的歷程與狀態；自我認同是在與他人互動關係中

得來的，經過一連串分化與統整的結果；而團體認同則來自於與團體與其他團體的互動

而產生（李華璋，2002；賴玉珊，2008）。 

 

三、專業認同的意義與重要性 

專業的意義在於擁有共同認可、學習、遵守的知識技能與倫理價值，並促使該專業

在特有之文化價值下持續地發展；認同表示了個人內化並學習自我或群體的價值。專業

認同，可視為自我認同之延伸；當個體選擇進入一份專業工作之領域，並開始區分該專

業工作與其他工作之差異時，就是重新統整專業認同的開始（Bruss & Kpala, 1993；黃

麗靜，2008）。根據美國社會工作百科全書指出：「當一個人獲致某種特殊型態的信念，

並獻身於某一固定的職業生涯，即產生專業認同」（萬育維，1996；王琇蘭，1998）。 

專業認同涉及學習成為一個藝術治療師、一個醫生或是一個護士，但是並非單純的

學習技術，而是一個瞭解世界的完整方式、一種認識論、一套價值（Feen-Calligan, 2005）。

換而言之，當個體對於某一專業產生獨特之知識、技能、信念與文化後，「專業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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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孕育而生。 

專業認同可能依著各行各業之特性油然而生，亦由此看出專業認同對於不同專業形

成的重要性。李華璋（2000）認為當個體在衡量自我狀態與職業狀況後，認定且選擇進

入一個專業時，可以說是個人在專業認同上的具體展現。Brott 和 Myers（1999）認為

專業認同的功能在於提供個人如何執行專業角色、判斷重要的專業決定以及發展成專業

人員之基準。專業認同亦可說是自身對於專業工作產生特殊的情感，直接影響自己的思

想、行為、態度，並肯定自己工作的價值（黃致慧，2007）。在專業認同的過程中，能

分辨該專業與其他專業之差異，認識該專業擁有之資源與限制，故使專業認同具有延續

性與穩定性之特質，讓該領域之專業人員能因志趣而投入專業工作，並忠於工作且樂於

工作（王琇蘭，1998；李華璋，2001；萬育維，1996）。 

個體對專業認同的程度，與專業表現、工作感受以及工作承諾成正相關，也就是說

專業認同程度越高，工作感受越正向、專業表現越佳、越願意投入專業工作，亦越能勝

任專業之角色，也願意承諾留在該專業領域中（李致瑩等人，2006；梁畢玲，2005；張

素惠，2006）簡單來說，專業認同程度足以影響其對工作之感受與專業表現，也就是專

業認同越深，越能有正向工作感受與較佳的專業表現（王琇蘭，1998）。 

 

專業，是職業擁有獨特性的理論系統、價值觀與工作脈絡的提升；認同，是經過學

習與調整的思考，是人類獲得正向價值的推手。對於一份專業工作之認同，影響到個體

如何區別該專業與其他專業之不同，亦成為個體內化專業意涵並進而產生反思、批判與

統整。換而言之，專業認同的產生，不僅是個人對於某一專業領域的認識與學習，更是

將該專業工作的意義與精神加以思考與延伸，與個人風格、生命體驗與處事態度進行反

省與整合，使專業認同成為專業與個人彼此交融而不斷地成長之歷程，進而提昇個人投

入其中的意願與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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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意義與內涵 

一、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意義 

Brott（2006）將專業認同視為諮商心理師成為專業人士的基準，使其得以執行專業

角色與進行專業決定。美國諮商學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在學會會則

（2009）中提到：「專業認同的推廣與分享對於諮商心理師是重要的關鍵。」對於專業

的諮商心理師而言，專業認同的發展不僅是一個重要的專業議題，更是必須被提倡的

（Myers & Sweeney, 2004）。 

Skovholt（2003）則認為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為其對於自己身為諮商心理師的基

本概念，對於知覺實務工作、賦予意義並採取行動是相當重要的。Skovholt 與 Ronnestad

（1992）認為諮商心理師隨著訓練與經驗之增加，逐漸以自我反省、個人內在智慧為判

斷標準，個人生活、實務經驗、人際經驗與向個案學習遠比課本之事來的重要，亦達成

專業認同的目標。換而言之，無論是來自於個人內心或外在環境，專業認同是基於個人

如何構想諮商心理師的角色，並透過自我標準與理想典範來看待自己是怎麼樣的諮商心

理師（Bruss ＆ Kpala, 1993）。 

國內有多篇以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為主題之研究，皆採以質性研究之方式，企圖深

刻分析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範疇，以下即針對各研究之定義進行說明。分析目前國內

的研究發現，李花環（2000）以十位諮商心理師為研究對象，認為諮商工作的專業認同

來自於專業諮商知能、諮商實務工作、諮商專業內化的反思、實踐諮商專業精神，以及

更要能夠掌握社會脈動。楊明磊（2001）以四位資深諮商工作者為研究對象，欲對其專

業生涯之反思與觀照，認為專業認同是諮商心理師逐漸成長的表現方向之一；其研究結

果顯示，資深諮商工作者認為專業認同包含「被專業認可←→專業學習←→對專業認同」

三者之間的互動，並包含「生活經驗中的人←→諮商中的學習者」兩者之間的位移，透

過動態視野掌握整體專業認同的意義。在互動與位移的過程中，諮商心理師因落差而產

生焦慮困境，若能突破重圍，便能對諮商工作產生專業認同。 

李華璋（2002）訪談二十位資深諮商心理師，指出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是個人基

於對自我的看法而投入專業，並參照理想諮商師典範及持續實務反思而來的標準，而對

自己是怎樣的一個諮商師形成個人觀點的歷程與結果。張素惠（2006）以四位義務張老

師為研究對象，採用深度訪談法蒐集資料以綜合歸納整理研究參與者訪談資料，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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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展現在對從事助人工作價值和精神的信守與認同，接受專門

諮商技術理論訓練，並且運用處理，以達到協助個案改變歷程，進而持續投入專業訓練，

從中得到個人與專業的成長進步，願意繼續在諮商專業領域中扮演助人的角色，並以此

角色為榮。黃致慧（2007）以結合藝術與心理評估工作的藝術治療師為研究對象，認為

專業認同來自於自我的看法選擇投入專業，經過專業訓練與實務經驗的持續反思，以及

與社會環境的互動，而為自己的專業角色形成個人觀點的歷程與結果。  

根據上述研究與相關文獻之分析，研究者認為專業認同是基於諮商心理師不斷地自

我反思、型塑個人對於專業諮商工作之態度以及對於諮商工作之專業採取開放性並願意

更新與學習，進而架構出諮商心理工作統整性的信念或價值，並使其自身深刻的浸淫其

中。 

 

二、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內涵 

根據國內外文獻分析的結果顯示，不同研究對於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定義有所差

異，顯示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代表之內涵多元而廣博，本節首先將就研究者關注之諮商

心理師專業認同為範疇，多方蒐集近年相關之國內外研究，並歸納、整理出本研究所採

用之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內涵項目，期待能深入分析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內涵。 

以 Skovholt 與 Ronnestad（1992）的觀點來說，除了瞭解影響專業認同的因素外，

針對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部分，發現包括專業知識與技術之學習、專業角色的實踐、

實務工作的累積與進行。Spruill（1996）認為透過外在執照的取得、遵守專業行為、參

與專業組織或活動來呈現專業承諾的內在態度，得以展現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也可

將專業認同的內涵視為對其專業角色負責的態度，一種承諾符合專業倫理與規範的行為、

與發展一種以其專業為榮的感受（Bruss & Kpala, 1993）。 

李華璋（2002）經由研究結果之分析，顯示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內涵，可分為五

個層面加以瞭解。首先，是實踐諮商心理師角色的位置，關係受訪者所處之機構與單位；

其二，則是工作內容來認定，主要依據受訪者是否進行諮商工作來判定；其三，為諮商

接觸之深度，企圖從是否讓個案得到幫助的角度切入；其四，由能力的勝任程度來判定，

其能力勝任感來自於督導、同儕與個案之回饋；最後，則是來自於是否受過專業訓練的

判定。吳麗娟（2003）將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分析為以下兩點：其一，諮商員應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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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不僅是擁有專業知識，更讓自己成為知識的本身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發揮專業

知識的最大效能；其二，建議諮商員提高自我覺察的層次，最直接的方式為本身擁有受

輔之經驗，實際體驗無條件的接納與真誠。 

張素惠（2006）以四位義務張老師為研究對象，以深度訪談四位受訪其研究結果發

現，受訪者對義務張老師之專業認同內涵包含下列三項： 

1. 專業訓練對自我效能的提升：個人與專業成長同步進行，提升自我瞭解與專業學

習得以應用。 

2. 面對專業工作的正面價值感受：在生命經驗中落實助人的精神與態度，擁有助人

的喜悅、成長的滿足感、持續專業反思過程。 

3. 對機構的情感與期許：機構提供助人者的內在滿足感，包含對機構的人認同、情

感與專業化的期許。 

賴玉珊（2008）深入訪談 5 位新手諮商心理師著重於受訪者的感受、形成原因與關

鍵事件之脈絡，認為專業認同內涵為諮商心理師基於自我瞭解，進而修習相關課程並從

事專業諮商工作，以專業理論、技術與諮商倫理為準則，持續地比對、反省實務經驗與

理想，而對自己是什麼樣的諮商心理師產生新看法的歷程與結果。 

許伊均（2011）以大專校院諮商心理師為研究對象，整理歸納出專業認同的內涵，

包含以下六項：專業理論與實務基礎的認同、專業規範守則的認同、專業承諾的認同、

專業服務的認同、專業形象的認同與專業關係的認同。其中，該研究不同以往地將專業

工作改稱為「專業服務」，強調諮商心理師的職業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與人接觸的

一種「服務」。「專業形象的認同」則可分析出大專校院諮商心理師所需扮演的多元角色，

以及核對典範與自我之間的評價與反思。此外，「專業關係的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對

於與專業活動有關的各種關係之情感和態度。 

在國內，社會工作者與諮商心理師常被人相提並論，兩者的工作都需要與人接觸、

深入個案的故事與世界。萬育維、賴資雯（1996）以兒童保護社工人員為例，欲探討專

業認同與工作滿意之間的關係，研究中將專業認同做以下的五項分類，包含專業意識形

態的認同、專業理念架構的認同、專業行為的認同、專業投入的認同、專業角色的認同。

以社會工作者為研究對象的後續研究，參考萬育維、賴資雯（1996）的分類方式並重新

做統整，刪除直接詢問研究參與者「專業角色的認同」項目，將台灣地區精神醫療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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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的專業認同，分為以下四項（廖靜薇，2002）：  

1. 專業意識型態的認同：意指認同該專業之工作哲學理念、價值觀與倫理觀，包含

瞭解並具備該行業之專業知識與技巧等。 

2. 專業理念架構的認同：意指對專業工作知識體系、功能、目的與方法的認同，包

含尊重與真誠對待個案與同儕、積極維護個案與家屬權益等。 

3. 專業行為的認同：意指對於相關法規與倫理的遵守與認同。 

4. 專業投入的認同：意指對專業工作的投入、付出與執著、責任感，包含是否自費

參加訓練與專業聯盟組織，願意以該職業為榮並投入促進工作等。 

黃侃如（2004）以情感、想法與行對作為劃分，運用口述歷史的方式與研究參與者

進行質性研究，企圖研究精神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認同的形塑與掙扎，該專業認同的內涵

說明如下： 

1. 工作情感：包含從事專業工作時，面臨到有關人或工作的感覺。 

2. 工作認知：從事專業工作時的想法，像是應不應該從事何種工作項目、抱持何種

工作態度等，包含面臨不同價值衝突時，所採取的判斷與選擇基準。 

3. 具體行動：面對專業困境時，表現出來的具體行動，例如請調職務、從事專業治

療與自我充實學術訓練等。 

以相關文獻與研究報告為基石，研究者將其加以統整與歸納，並融入研究者本身對

於諮商心理工作的學習認識，調整各項目用詞與內容，將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的內涵

分為以下四大項，並分別說明之，以期對各項目有更深刻的認識與瞭解，亦更加明確掌

握問卷編製之方向。本研究之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內涵項目說明如下： 

1. 專業知能的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認同該領域專業知識之習得與專業技能之培養，

在執行專業諮商工作的歷程中，亦需要不斷地充實新的知識與技術；包含專業諮商理論

取向、諮商介入技巧、評估技術、個案概念化、覺察能力等（李花環，2000；李華璋，

2001；吳麗娟，2003；許伊均，2011；張素惠，2006；陳郁姍，2003；萬育維、賴資雯，

1996；廖靜薇，2002；賴玉珊，2008； Skovholt & Ronnestad, 1992）。 

2. 專業理念的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對於諮商的態度與價值的認同，且能清楚描述

並界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像是面臨不同價值衝突時，所採取的判斷與選擇基準等（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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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麗娟，2003；梁畢玲，2005；許伊均，2011；黃侃如，2004；萬育維、賴資雯，1996；

廖靜薇，2002；Skovholt & Ronnestad）。 

3. 專業倫理的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認同的道德、品德或規範原則，並願意在諮商

工作中遵守；最常被提及之諮商專業倫理包含諮商關係、保密原則、以及個案利益為優

先考量等（梁畢玲，2005；許伊均，2011；萬育維、賴資雯，1996；廖靜薇，2002；

Bruss & Kpala, 1993 ; Stoltenberg & Deleorth, 1987）。 

4. 專業服務的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實踐諮商工作以及平時所表現之具體行為的認

同，並能從工作中持續投入與反思；包括對工作的付出與責任感、不斷地發現問題與思

考解決等，且願意對諮商工作投注歸屬與生涯承諾。（李花環，2000；李華璋，2001；

許伊均，2011；張素惠，2006；陳郁姍，2003；黃侃如，2004；黃麗靜，2008；萬育維、

賴資雯，1996；楊明磊，2000；賴玉珊，2008；Bruss & Kpala, 1993 ; Spruill,1996）。 

  

 

參、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測量 

專業認同的量化研究，主要是透過問卷調查法來瞭解研究對象對其專業認同的表現

程度，從中分析影響專業認同的因素，並企圖預測職涯滿意度、工作效能等，目前多以

學校校長、各類教師或精神社工師為研究對象（林勝結，2004；梁畢玲，2005；廖靜薇，

2002）。 

在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相關研究中，多以深入訪談法、敘說研究法、主題分析法

或是口述歷史法等質性研究進行，其研究多為探討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狀態，或是著

重專業認同的發展歷程，進而從中描繪專業認同的樣貌，以及影響專業認同的因素，並

企圖將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加以分析與釐清（李花環，2000；李華璋，2001；許伊均，

2011；張素惠，2006；黃致慧，2007；賴玉珊，2008）。 

李花環（2000）以質性研究之深度訪談法，了解諮商員專業發展的經過、影響諮商

員專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和關鍵事件，並了解諮商專業對諮商員的影響。李華璋（2001）

以質性研究法訪談二十個諮商專業工作者，以探討專業認同的內涵與認同歷程之演變。

張素惠（2006）以深度訪談法蒐集資料訪談四位義務張老師，企圖探討義務張老師自我

效能知覺與專業認同內涵為何，並且探討自我效能與專業認同發展之影響。黃致慧（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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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敘說研究與「整體—內容」分析法探討三位藝術治療師的專業認同發展過程，發現藝

術治療師的專業認同呈現出多元而獨特的內涵。賴玉珊（2008）採用深度訪談法收集資

料，並以紮根理論的編碼方式歸納新手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特徵與影響。許伊均（2011）

深度訪談三位大專校院諮商師，以主題分析法瞭解大專校院諮商師與學校體制互動之工

作適應課題、其在工作適應中專業角色認同的變化，以及現階段專業角色認同的內涵。 

透過過去研究的分析，研究者發現質化研究能對單一特性的諮商工作者（如藝術治

療師、義務張老師、大專院校諮商心理師等）有較深入的瞭解，但其研究結果是否能推

論至整個諮商心理師族群，是仍須進一步研究來驗證的。以專業認同相關質性研究做為

基礎，故本研究採用量化研究之問卷調查法，且將回收之研究資料以統計分析方法加以

計算、運用，期待瞭解臺灣地區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內涵與現況的整體情形。 

 

 

小結 

在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的意義上，研究者認為個人對於某一專業領域的認識與學

習，不僅是取得專業執照的認可，更是將諮商心理專業工作的意義與精神加延伸至個人

風格、生命體驗與處事態度之中，並且以持續地反思與整合為內化之途徑，促使個人投

入專業諮商工作之意願，從中獲取樂趣並願意許下諮商工作的承諾，架構統整性的信念

系統，讓諮商專業與生命價值相互纏繞出未來生涯的藍圖。本研究以國內外之研究結果

為基礎，整理出五項專業認同之內涵，包含專業知能的認同、專業理念的認同、專業倫

理的認同、專業服務的認同、專業關係的認同等項目，進而發展出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

同問卷，並採用量化研究之問卷調查法，欲對該主題有全面性的瞭解，為專業諮商心理

領域提供廣泛而深刻的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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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作滿意度 

隨著勞動者意識與人權概念的抬頭，工作效能並非源自於雇主的要求，工作

滿意的概念隨之從 20世紀出開始受重視，而「工作滿意度」（job satisfaction）一

詞則是由 Hoppock於 1935 年提出，認為工作滿意是工作者在心理、生理上對環

境因素感到滿足；換而言之，即為工作者對工作情境產生主觀性的滿足感受。工

作的適配與否，除了是雇主對工作者的滿意情形外，工作者的工作滿意度更是直

接反映了其工作績效、生產力與組織效能（林麗玲，2000；梁偉岳，2010）。因

此，分析與瞭解工作者在工作情境中的滿意狀況，成為了近年來各行業熱門之研

究主題。 

 

壹、工作滿意度之定義 

整理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工作滿意之研究多出現於工業與組織心理學領域，

亦有許多探究教師工作滿意的文獻，但助人工作者的工作滿意研究卻是十分不足

（李訓維，2009），而針對諮商心理師而做的工作滿意調查，更是國內未見。故

本研究將先以工作滿意度的不同定義、各學者觀點做出統整（表 2-1），以對諮商

心理師的工作滿意有更深入的認識。 

表 2-1  國內外學者對工作滿意度之意涵（引自李訓維，2009，50-53 頁） 

學者 工作滿意度之意涵 

Hoppock（1935） 

認為工作滿意是工作者心理與生理對環境因素的滿意感覺，亦即

工作者對工作情境的主觀反應；工作滿意的程度，可由徵詢工作

者對工作的滿意程度得知。 

Herzberg（1959） 
工作滿意是指個人對工作感覺到很好，或很喜歡的一種積極性情

意傾向。 

Vroom（1964） 認為工作滿意是工作者對其目前工作角色的感受或情緒性反應。 

Blum & Naylor 工作滿意是工作者對其工作與工作相關的因素和生活，所抱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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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不同態度所產生的結果。 

Porter & Lawler

（1968） 

工作滿意的程序是一個人在工作中「實際獲得」與其所認為「應

該獲得」的差距而定。在工作情境中，實得與應得的差距越小，

工作滿意程度越高；反之，則越小。 

Smith（1969） 

工作滿意是工作者對於工作中各個構念之因素的情感性反應，作

者在特定工作情境中，實際獲得的報酬與預期的差距越小，工作

滿意程度越高；反之，則越小。 

Cribbin（1972） 
工作滿意是工作者對其工作環境的感覺，此工作環境包含工作本

身、工作主管、工作團體、機關組織及活。 

McCormick & 

Tiffin（1974） 
工作滿意度為工作者從工作中所獲得的需求滿意程度。 

許士軍（1977） 
工作滿意是個人對其工作所具有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取決於其從

工作環境中實際所得之價值與預期間的差距。 

Dessler（1980） 
認為工作工作滿意為個人健康、安全、成長、關係、自尊等需求，

從工作或工作結果中獲得滿意的程度。 

吳靜吉、潘養源、

丁興祥（1980） 

工作滿意的最簡單定義是指工作者認為「期望獲得的滿意度」和

「實際獲得的滿意度」差距之總和 

Baron（1983） 個人對工作所持的一種情感、信任及行為態度之表現 

黃隆民（1985） 指工作者對工作上各方面及整體所具有的一種感覺或情意取向 

Seal & Knigth

（1988） 

工作滿意度乃指工作者對其工作本身的一種情緒、情意或評價上

的整體反應。 

張春興（1989） 

工作滿意度是指個人或多數員工對其所任工作感到滿意的程

度，工作滿意與否與很多因素相關，如薪資高低、工作時間、工

作地點、管理方式均屬之。 

Robbins（1989） 工作者對其工作所抱持的一般性態度 

謝金青（1992） 
工作者對其工作、工作歷程或工作結果整體的一種主觀價值判

斷，差距小滿意高，是屬於感覺、態度或情意的一種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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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進棻（1992） 
個體實際從事某工作後，考慮與工作相關的各層面問題時，產生

的一種正向積極的情意取向。 

Hoppock（1993） 
認為工作滿意是工作者在西凜與生理兩方面，對環境因素的滿意

感受，亦即工作者對工作情境的主觀反應。 

Gary & Dessler

（1994） 

個人健康、安全、成長、關係、自尊等需求，從工作中或工作結

果獲得滿足的程度。 

李明書（1995） 
工作滿意乃指個人對工作相關因素（內外環境）、或個人需求滿

意度情形之感覺與態度。 

Cooley & Yovanoff

（1996） 
對工作各構面所抱持的一種特殊性情感。 

Robbins（1996） 

可視為個人對工作所抱持的一般性態度。工作者的工作滿意度

高，則表示其對工作抱持著正面的態度；反之，則表示員工對工

作不滿，有著負向的態度。 

楊妙芬（1997） 工作者對其工作本身一種情緒、情意或評價上的整體反應。 

王博弘（1998） 
工作者對工作感到滿足和愉快的整體感，是一種態度或情感的反

應。 

陳聖芬（1999） 

個人對其工作感受的情形，對工作整體、工作的各層面，歷程上

之整體性的感覺與主觀價值的判斷，以及工作中各種情境之情緒

反應、植物態度等多種向度。 

Bussing（1999） 

工作滿意度植基於渴望、需求、動機對工作環境的感受，亦即工

作者對他本身的工作所池又的一種穩定性滿意度或內在不滿意

度。 

許瑞芳（2001） 工作滿意係指教師對工作感到滿足與愉快的整體感受與評價。 

Robbins（2001） 

工作滿意是員工對工作抱持的一般性態度，員工的工作滿意度

高，就表示對其工作抱著正面的態度；反之，就表示其對工作態

度是負面的。 

賴明莉（2002） 
對於所處的工作情境及相關的面向度所感受到的一種態度、情意

性反應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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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淑惠（2003） 

對其目前工作，所具有一種積極參與程度，此程度若具有積極情

意的傾向時，則稱為「滿意」，若為消極情意傾向時，則稱為「不

滿意」。 

張文英（2003） 
大專院校資源教室輔導人員對其工作、工作歷程、工作結果等方

面的整體情意反應。 

蘇月琴（2004） 工作者對其工作及工作相關因素的感受或情感性反應。 

劉宏隆（2004） 
工作滿意係指教師對教學工作過程或工作結果作一種主觀的預

測判斷，而此判斷是屬於態度或感覺的情意取向。 

劉榮哲（2004） 
工作滿意定義為一個人在其工作中對工作環境的互動過程之滿

意感覺。 

林育妃（2005） 個體在工作情境的不同構面之各種主觀情感性的反應程度。 

楊春城（2005） 
工作滿意是指工作者對其工作及工作相關因素的感受或情緒反

應。 

張弘昌（2005） 
認為工作滿意乃指個人或多數員工對其所任工作感到滿意的程

度。 

徐承宗（2005） 

教師對個人在其教學工作本身的負荷量、工作的成就感、周遭環

境設備的支援情形、人際關係的互動及校長領導行為等層面所抱

持的主觀之決、感受、態度或情意性反應之總和。 

李英蘭（2006） 

個人對其工作滿意的情形，對工作整體、各層面的情感反應，包

括對工作及對個人所扮演的角色所抱持的態度，此程度若具有積

極情意傾向時，則稱為「滿意」，若為消極情意傾向時，則稱為

「不滿意」。 

 

根據對象的不同，各研究對於工作滿意度所囊括的範疇亦有所差別。透過文

獻的閱讀與整理，研究者將工作滿意度的定義歸納為綜合性、期望差距與參考架

構三大類，各類定義說明如下（李訓維，2009；梁偉岳，2011；趙慧芳，2010）： 

一、綜合性（overall satisfaction）之定義 

將工作滿意視為一種綜合性的態度、反應和評價，對於工作本身、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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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個人角色等都抱持同一種想法，或是將工作各層面滿意、不滿意加以整合、平

衡。亦即工作者將工作滿意度視為單一概念，可說是「整體性的工作滿意度」（許

瑞芳，2001；Robbins, 2001）。 

 

二、期望差距（expectation discrepancy）之定義： 

個人在特定工作環境中，所預期獲得之工作滿意與實際獲得回饋間之差距多

寡，差距越大則工作滿意度越低；故預期與實際滿意獲得的程度越一致，可視為

工作滿意度越高。以個人主觀期待標準與實際獲得之滿意做比較，即為「需求滿

足性的工作滿意度」（古聖姿，2003；梁偉岳，2010；謝金青，1992；Cranny, Smith, 

& Stone, 1993）。 

 

三、參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之定義： 

強調工作者對於工作特殊層面的情感反應，工作滿意度取決於對各種工作相

關因素的滿意感受程度，可能包含的因素有組織本身、薪資報酬、工作環境與資

源、職場人際關係、工作成就與進修福利等，但目前仍未有定論。由於此定義著

重於工作者接觸到的參考架構，故可說是「特殊構念性的滿意度」，亦為目前最

多研究所採用之定義（林育妃，2003；李訓維，2009；張春興，1999；Carnton & 

Knoop, 1991）。 

 

綜上所述，工作滿意度為工作者對於工作所知決之主觀感受，且是個人與不

同環境因素我多元互動的結果；即使是採「綜合性之定義」的研究，亦是將各層

面的工作滿意度加以整合，皆可看出工作滿意度多重特殊構面之特點（梁偉岳，

2010；Robbins, 2011）。故本研究將以「參考架構」之觀點，並參考李訓維（2009）

針對助人工作者進行研究所採行之定義，即為：諮商心理師在其工作歷程中，對

工作情境中各項因素之主觀性情感表現、判斷標準或反應程度，若此程度具有積

極情意傾向時，則稱為「滿意」；若為消極情意傾向時，則稱為「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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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滿意度之理論基礎 

 在相關研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今日，因為各研究者關注的重點不同，欲探

究的影響因素亦有所差異，因而工作滿意度的論點百家齊鳴。本研究將介紹較常

被提及之理論觀點，並以探討觀點之差異加以分類（李訓維，2009；林秀瑋，2010；

林彥宏，2009；梁偉岳，2010），茲將上述各觀點整理如下： 

 

一、探討「個體需求層次與工作滿意度之關連」： 

強調個體需求層次越高，越容易達到工作滿意，其代表的理論觀點有需求層

次論與生存、關係與成長需求理論。 

（一）需求層次論（need hierarchy theory）： 

個體需求層次的形成源自於人類的動機；各層次中分別具有促動與該層次所

指行為活動的內在動力。當低層次的需求被滿足時，個體才可能追求更高層次的

滿足。Maslow於 1970 年將原有之五個層次需求理論，更加細分為七個層次，由

低至高的各層次分別為：（1）生理需求，指維持生存及延續種族的基本需求；（2）

安全需求，指受到保護與免於遭受威脅而獲得安全的需求；（3）隸屬與愛的需求，

指被人接納、關愛、鼓勵與支持等需求；（4）自尊需求，指獲取並維護個人自尊

心的一切需求；（5）知的需求，指對自己、對人、對事物有所理解的需求；（6）

美的需求，指欣賞美好事物並希望周遭事物井然有序、依循真理等心理需求；（7）

自我實現需求，指達到個人所有需求或理想皆實現的需求（張春興，2009）。若

以工作滿意而言，當個體的低層次需求逐漸被滿足，才有可能獲得更高層次的工

作滿意度。 

（二）生存、關係與成長需求理論（existence relatedness growth theory，ERG）： 

Alderfer（1972）考量 Maslow 的需求層次論的區分不易，而將其理論加以

分類合併為三大類，分別為（1）生存（existence）需求，指人類求生存的基本

需求，即為藉由工作來獲得報酬得以滿足需求；（2）關係（relatedness）需求，

指與身旁重要他人擁有正向互動以使關係需求得以被滿足，工作中與上司、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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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良好人際交流來獲得滿意；（3）成長（growth）需求：指個體期望能在環境

中發揮才能，工作中若能展現能力、獲得成就感等而促使該需求被滿足。若能滿

足上述三項需求，則可預測工作者擁有良好的工作滿意度。 

 

二、探究「預期應得與實際獲得間差距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 

認為個體對工作滿意的高低取決於預期與實際間的差距，若兩者間越一致則

工作滿意度越高；代表的則為期望理論、差距理論與公平理論。 

（一）期望理論（valence-instrumentality-expectancy theory）： 

Vroom 於 1964 提出，認為個人以追求目標做為工作滿意度的出發點，該理

論包含「取得價值」、「方法」與「期望」三個概念；經由「個人的期待」、「目標

的誘因」與「實際的回饋」三者之間的連結，促使個體為達成目標的動機與行為。

簡而言之，工作滿意度的高低取決於工作者是否能在工作中實現一種以上的個人

目標。 

（二）差距理論（discrepancy theory）： 

該理論認為工作滿意度的產生與否，將視「希望獲得」與「實際獲得」間的

差距，當個體所知覺的差距越小，則對於其工作越是滿意。而滿足程度的高低亦

與該成果所得對於個人的重要性有關，若個人越重視某項成果，則獲得後滿意度

提升越多。 

（三）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 

亦可稱為交換理論或平衡理論等，屬於社會比較論的一種，於 1963 年由

Adams 提出。該理論主要有三個變項：（1）投入，指個人投入工作的心力、時間、

技能等；（2）產生，指個人因投入工作而獲得的薪資、福利、獎勵與升遷等報酬；

（3）比率，指個人投入工作與所得報酬間的比較結果。其中，比較結果基於個

人主觀性的認定，可分為與自己比較或與他人比較兩種，若工作者在比較過程中

越感受到公平，則其工作滿意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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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究「工作情境下內、外因素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 

與其他兩類的理論不同，強調「滿意—不滿意」並非連續的兩個極端，而是

藉由內、外因素而造成本質上的差異，代表的理論為系統理論與激勵—保健理論

等。 

（一）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 

Wernimont（1972）認為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因素有二：其一為「個人內在因

素」，意指與個人直接相關的內在因素，包含興趣、成就感、責任感、挑戰與成

長等；其二則是「外在環境因素」，意指來自外在環境的影響，像是環境設備、

職位升遷、薪資結構、人際互動等。透過上述兩個層面因素的交互影響，環環相

扣而形成一個動態性的循環系統，從中則可瞭解工作滿意度如何被影響與如何影

響其他因素。 

（二）激勵—保健理論（motivation-hygiene theory）： 

係由心理學家 Frederick Herzberg於 1950 年代後期所提出，該理論認為組織

成員的工作態度對績效有決定性的影響，亦被稱為雙因子理論（two-factory 

theory），認為工作滿意度是由兩組因素所控制，分別為：（1）激勵因素（motivating 

factors），意指可激勵工作者以增進滿意度的因素，與工作者個人直接有關，亦

可視為「內在因素」，包含成就感、認同感、有挑戰性的工作、升遷與個人專業

成長等；（2）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s），意指若不能達到理想而造成不滿足感

的因素，與非直接源自於工作者本身，則視為「外在因素」，包含公司政策、與

上司及同儕之關係、工作地位、工作穩定度與個人生活之維持等。該理論對於工

作滿意與職業適應的獨到分析，成為了當代研究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觀點。 

 

 

參、工作滿意度之測量 

 根據國內外的文獻整理後發現，各領域用來測驗工作滿意度的方式繁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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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將分為兩大類型作介紹。 

 

一、整體衡量法 

工作性質或環境的各層面影響因素未加以分類，以整體的工作滿意度感受為

測量基準，故又稱為「單構念衡量法」。常見的有「霍布克量表」（Hoppock job 

satisfaction scale），以員工對自己工作的喜好程度、工作時間滿意度、對改變工

作的想法以及與他人工作比較等四方面，來測量員工的滿意度（李訓維，2009）。

另一常見之整體衡量法的量表為「工作滿意度指數」（index of job satisfaction），

透過五點量表之方式以衡量不同職業間的整體工作滿意度（許士軍，1981）。 

 

二、概念加總法 

事先列舉與工作相關之具體構念，如工作環境、工作倫理與薪資等，再分項

瞭解工作者的工作滿意度狀況。常見的有「明尼蘇達滿意問卷」（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MSQ），分為內在、外在與整體工作滿意度，可測量工

作者在二十個層面的滿意狀況（林彥宏，2009）。工作診斷量表（job diagnostic 

survey）用以測量工作者的一般滿意度、內在動機與特殊滿意度，並可同時瞭解

工作者的特性與個人需求（梁偉岳，2010）。工作說明量表（job descriptive index）

將工作滿意度分為工作本身、薪資、升遷、同事與上司等五個構念，並將五個構

念之得分加總為整體工作滿意度（李訓維，2009）。 

 國內外針對各行業所進行之工作滿意度調查良多，依照不同研究對象之工作

特性與職業特徵，所發展之量表亦有所不同。本研究蒐集、整理並分析相關文獻

後，以接近諮商心理師專業工作特質以及題目語意符合現況之考量，選用李訓維

於 2009 年所編製之「助人工作者工作滿意度量表」做為研究工具，該量表將工

作滿意度分為工作成就、工作環境、工作業務、進修管道與工作待遇等五個構念

因素，該量表主要參考上述之工作說明量表編擬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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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由於專業諮商工作的複雜性與獨特性，相當需要與他人、與環境不斷地接觸

外，更須時時與內在自我對話，因而使其工作滿意度無法用單一構念來評估，更

加突顯出影響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的不同層面。基於以上因素與各理論觀點做

結合，本研究以「激勵—保健理論」為發展基礎，期待透過激勵因素（內部自我

因素）與保健因素（外部環境因素）的分析。在測量工作滿意度之工具方面，本

研究採用李訓維（2009）編製之「助人工作者工作滿意度量表」，期待能深入瞭

解如何往成為優秀的諮商心理師之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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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諮商心理師的背景變項、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

相關 

上述之相關研究可做為本研究企圖瞭解國內諮商心理師目前專業認同與工

作滿意度之概況，欲分析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並進一步釐清專業認同

各因素對工作滿意度之預測力，以做為相關單位、訓練機構與政府主管機關之參

考。 

 

壹、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相關研究 

一、性別與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 

隨著諮商心理工作發展的趨勢，諮商心理師的族群日益茁壯，看起來一樣給

予溫暖與同理的諮商心理師，彼此之間卻存在著極大的個別差異。故本節透過文

獻與研究之探討，企圖瞭解性別、年齡、諮商工作年資對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

的差異。以對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議題有更廣泛而全面的探究。 

台灣女性無論在性別角色特質、婚姻、工作、情感等方面，皆受到傳統父權

文化的影響與規範（李秉倫，2007），導致女性諮商心理師在追求專業成長與專

業認同時，不免與性別議題多所碰觸。臺灣地區目前職業之諮商心理師以女性居

多，女性約佔了近八成（考選部，2008；林家興等人，2008）。而男性一直是諮

商與輔導領域中的少數，且輔導專業屬於男性非傳統領域（吳寶嘉，2003）。 

若以「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為例，研究者分別以「諮商」與「男

性」、「諮商」與「女性」為搜尋之關鍵字，即可發現性別在諮商心理專業領域中

之差異。搜尋結果顯示以女性諮商心理師為研究主題共有 8 篇，鄭素玉（2004）

與楊雅筑（2007）以已婚的女性諮商心理師為研究對象，在家庭與諮商的關係、

承諾、實務工作的經驗與學習中，出現女性角色、妻子與母親職責以及自我認同

的衝突，並在女性社會角色責任與專業成長間取得平衡。吳珮瑱（2003）與江淑

娟（2007）以女性諮商心理師與個案間的互動經驗為敘說主體，包含個體主觀知

覺的心理衝擊、調適與突破困境的歷程，以及此經驗對女性諮商心理師專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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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個人生活上的影響。陳麗如（2005）與廖凰朱（2007）則以女性諮商心理師

之性別意識發展為研究主題，認為女性諮商心理師跳脫女性弱勢的制約，認識女

性諮商心理師性別意識的內涵多元，並賦予自己力量與文化性別敏度，對女性諮

商師主體發展有正面影響，並更能以開放、接納與彈性的角度在實務工作中成長。

唐訢雅（2006）研究女性諮商心理師在諮商關係中對性別權力的覺察以及對性別

權力的重構，進而瞭解其對性別議題之界線與影響。李秉倫（2007）的研究重點

在於了解女性諮商心理師透過專業實踐反思自我實現的歷程，歷程中社會文化的

衝擊與突破，以及自我實現歷程對諮商工作的意義。 

 

表 2-2 近年國內以女性諮商心理師為研究主題之碩士論文 

作者（年份） 論文題目 

吳珮瑱（2003） 女諮商師協助性受虐者心理歷程之研究 

鄭素玉（2004） 知識洪流中的我-一個"半生不熟"女性諮商員從碎形到後視的過程 

陳麗如（2005） 女性諮商員性別意識發展之敘說研究 

唐訢雅（2006） 年輕女性諮商師對諮商晤談中性別權力的覺察與重構 

楊雅筑（2007） 已婚女性諮商心理師生涯承諾之探究 

江淑娟（2007） 一位女性諮商師諮商性侵害加害人經驗之敘說研究 

廖凰朱（2007） 女性諮商師之性別意識發展歷程與工作中的性別實踐經驗 

李秉倫（2007） 女性諮商員自我實現歷程之敘說研究 

 

相較女性諮商心理師成為活躍的研究族群，反觀以男性諮商心理師為研究對

象的僅有一篇。吳寶嘉（2003）針對男性在諮商工作中「萬紅叢中幾許綠」的現

象為探討，期待對性別及諮商員專業生涯興趣之議題有所瞭解。綜合以上研究結

果，可以瞭解性別議題對於專業諮商心理工作之影響，無論男性或女性諮商心理

師都企圖以自身性別觀點出發，找到性別的優勢觀點與獨特意義，但無相關文獻

針對性別與專業認同間作研究，故研究者將性別設定為研究之背景變項之一，期

待對性別與專業認同之相關性有所瞭解。 

 

http://etds.ncl.edu.tw/theabs/service/student_query_ac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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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與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 

根據目前相關研究之趨勢，多針對諮商心理師的年資作為探討的方面，但較

少針對諮商心理師本身之年齡為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個人生活以及生命經驗是

影響諮商工作的重要主題，同時諮商心理師生命經驗的整理也朝向自我專業整合

的途徑（李秉倫，2007）。針對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研究中，目前仍無以「年

齡」為研究變項之文獻，但在相關領域中，余挺毅（2006）以問卷調查法企圖對

於國小輔導教師的多元文化諮商能力有深入之瞭解與認識。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

在多元文化的知識、多元文化的自覺、多元文化的語言能力、族群的認同發展、

發展諮商策略與技巧以及整體多元文化諮商能力等層面，「41歲以上組」的國小

輔導教師之多元諮商能力皆比 30歲以下組、31-40歲組來的高藉以得知年齡較長

的輔導教師因為人生閱歷豐富，歷經較多與不同文化適應與包容經驗，故在多元

文化諮商能力上優於年齡較輕的輔導教師。 

范幸玲（2006）以訪談法研究 4位諮商心理師之諮商經驗中關鍵事件，研究

結果顯示關鍵事件雖然都源自諮商關係，但深入探索關鍵事件的產生，卻發現觸

及到諮商心理師個人的議題。關鍵事件皆與諮商心理師的背景脈絡有直接之相關

性，包含諮商心理師之人際模式、處事態度、個人議題以及個人信念等，故引發

其情緒、感受與想法。另外，諮商師個人的社會文化背景以及信念與價值觀也會

影響到其諮商的方式與理念。藉由該研究的觀點，瞭解諮商心理師本身的議題與

經驗，對於諮商工作有產生關鍵性事件之推力效果。楊明磊（2001）發現讓諮商

心理師看見自身視野的侷限與僵化的方式之一，即為就是透過個人的痛苦經驗與

心路歷程的整合。李花環（2001）則認為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專業發展的關鍵

因素中，自身諮商經驗中深度整理個人困境、原生家庭議題以及個人平日生活的

安排，都是促進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要素。 

Skovholt 與 Ronnestad（1992）認為個人生活強烈影響專業功能之發揮，也

就是諮商心理師個人獨特的經驗會對專業發展產生影響，個人發展越成熟、經驗

越豐富，越能成功地協助個案。根據上述的研究，不難發現個人生命經驗與年齡

對於專業諮商工作之影響，故本研究將「年齡」列為背景研究變項之一，企圖瞭

解諮商心理師之年齡對於專業認同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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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資與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 

新手諮商心理師由於知識與實務經驗之缺乏，因而有較多的個人擔心、害怕

與不確定感，隨著諮商工作年資的累積與經驗的豐富逐漸瞭解諮商心理與自我之

限制，而對於諮商工作有較多的認同產生。當接觸諮商心理專業領域的時間推演

與經驗累積，諮商心理師的表現更加地有自信，自我覺察以及對個案的專注、協

助亦隨之增加（吳寶嘉，2004；張素惠，2006；楊明磊 2001）。此外，新手諮商

心理師也較容易因為專業自信不足，導致其在面臨挫折時對專業價值與專業自我

有所質疑（賴玉珊，2008）。該研究中的諮商心理師，由於年資較淺之緣故，促

使自我懷疑與自信不足之情況，進而產生專業任認同之危機。 

對於較資深的諮商心理師來說，由於經驗與智慧的累積，為專業工作帶來諸

多正向影響。劉薏君（2008）以問卷調查法研究國內諮商心理師，發現諮商年資

較高的諮商心理師在幽默技術使用上顯著高於年資較淺者，而幽默技術是許多諮

商心理師期許自己能擁有之實務技巧。而以焦點解決之督導的過程為例，較資深

的諮商心理師重視的議題有助於反思與推進，像是諮商專業能力的提昇、個人風

格整合、介入的細膩與多元面向、個案概念化與多元議題等，並且僅需督導者的

引導或示範即能突破困境，有所斬獲（許維素，2007）。 

 

四、婚姻狀況與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 

黃馥珍（2009）以敘說研究的方法探討重要事件對於具有實務經驗諮商心理

師之影響，其中「新關係」為重要事件來源之一，例如結婚、生子等，可能促使

諮商心理師改變人生觀和生命價值，更真心的關懷人、對事情的觀點改變、學會

與人應對的方式、更深入的認識自己、能體諒與接納自己。但亦有研究指出，已

婚的諮商專業人員對於諮商工作的生涯承諾與「工作-家庭衝突」有負相關存在，

研究結果表示已婚的諮商心理師若經驗到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越大，願意隊於諮

商工作所做的生涯承諾越低（黃馨慧，2010）。 

家庭與婚姻固然造成生活上的阻力，但在克服家庭與婚姻之困難更能鍛鍊其

諮商專業能力，與個案工作時更能將這些家庭、婚姻經驗帶入諮商工作中，與個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Oi9l1Y/search?q=auc=%22%E9%BB%83%E9%A6%A5%E7%8F%8D%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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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共同提升至另一個層次的領悟（楊雅筑，2007）。而諮商心理師的婚姻狀況與

其專業認同各因素間有無差異，須待本研究之深入探討。 

 

五、工作性質與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 

林家興等人（2008）研究推估國內約有 460名專任諮商心理師與 85位兼任

諮商心理師。專任諮商心理師除了諮商專業服務外，尚須花心思負責任職機構之

行政業務，紀娙宜（2010）的研究以國內領有執照之心理師做問卷調查後，發現

專任心理師的專業耗竭感受高於兼任心理師。與專任諮商心理師相較，兼任之行

動心理師特別注意良好專業品質、注重自我照顧、持續鞏固培養並精進自己的專

業能力、擴展工作類型，以及分散接案單位等五項運作模式（蔡宛庭，2012）。 

綜上所述，對於諮商心理師來說，工作性質是值得關注的重要背景變項之一，

而目前尚無直接研究證明工作性質在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差異，需要本研究結

果作進一步的分析。 

綜上所述，在性別方面，發現女性雖為目前諮商心理領域的多數，但因社會

文化之影響導致性別議題衝突的產生；而男性，則因為是該領域的少數，所以亦

有需要面對之挑戰。年齡方面，可能對個人生命經驗產生影響，個人經驗越豐富

傾向越高的包容力與多元性。在工作年資方面，資淺者容易焦慮、不安與缺乏自

我風格。婚姻則可能為諮商心理師帶來更多不同層面的危機，卻也是豐富生命的

轉機。工作性質則可能影響諮商心理師對工作內容與對專業耗竭的主觀感受。 

 

 

貳、諮商心理師的背景變項對工作滿意度之差異 

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雖然為數不少，但以諮商心理師為對象的工作滿意度

研究卻是目前尚未出現的。因此，研究者將以其他領域之相關研究做為借鏡，以

更多元的角度來瞭解工作滿意度在不同研究對象之背景差異下可能產生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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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與工作滿意度 

根據研究對的不同，性別對於工作滿意度造成的影響也不相同。徐世芳（1993）

以勞工為研究對象，發現男性勞工對於工作本身、升遷與整體滿意度比女性勞工

高；同年的國內研究卻有完全不同的結果，謝金青（1993）針對教師的研究中，

則發現女性教師的工作滿意度明顯高於男性教師。亦有不少研究發現性別對工作

滿意度無顯著差異（王琇蘭，1998；Sliver, Poulin, & Manning, 1997）。 

由此可知，性別與工作滿意度受到工作特性以及研究探討重點不同有所差異，

性別與工作滿意間如何作用亦眾說紛紜，仍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國內的諮商心

理師以女性為多數，故性別如何對諮商心理師的工作滿意度有無造成差異，值得

深入瞭解與探討。 

 

二、年齡與工作滿意度 

 多述研究指出隨著年齡的增長，工作者越能理解自己的個人需求與組織間的

調配，所以工作滿意度亦隨之增加（王琇蘭，1998；許士軍，1977）。段宜廷（1999）

的研究顯示，不同年齡的工作者於內在滿足、一般滿足有明顯差異，但是在外在

滿足方面沒有明顯差異。金音如（2009）研究發現受試者不同年齡會影響其整體

工作滿意度與內在滿意度，其中 36歲以上的諮商師高於 30歲以下的諮商師狀況

尤其明顯。相關研究多支持年齡與工作滿意度為直線正相關，但在工作滿意度各

素中，諮商心理師是否皆呈現與過去研究符合之情況，尚待本研究結果之驗證。 

 

三、諮商工作年資與工作滿意度 

賴玉珊（2008）以 4位工作年資 2年內的新手諮商心理師為研究對象，發現

新手諮商師在進入職場後，因為工作內容與期待不符而產生懷疑與不信任感，倘

若持續缺乏適當的因應方式，則產生專業混淆。年資越大的工作者對於該工作之

熟悉度與掌握度較高，亦能更清楚地降低期望與限時間的差距，且薪資亦伴隨年

資而增長，因此用有較高的工作滿意度（李訓維，2009；周佳慧，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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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學校園中的助人工作者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助人者在危機處理過程時，

新手與年資較淺的助人者更是容易產生壓力（麥麗蓉，2009）。隨著年資的增加，

愈能有效抵制專業耗竭；新手心理師則可經由提昇自我覺察和社會支持來發展該

項能力（紀娙宜，2010）。過去研究多傾向支持工作年資與工作滿意度成正相關，

透過本研究可再度驗證此假設是否與過去研究相同。 

 

四、婚姻狀態與工作滿意度 

 人們認為個人能經由維持婚姻中的親密關係而獲得自我實現（滿足愛與隸屬、

安全的需求），且能扮演彼此相互「治療」的角色：夫妻互相幫忙、解決彼此的

困難，不論是類似決定職業方向的問題，或是情緒上的問題均包含在內（Nass & 

McDonald, 1982）。周佳慧（2001）研究結果支持上述論點，指出已婚者的工作

滿意度高於未婚者，推論已婚者身心成熟杜、安全感高於未婚者所致，故認為婚

姻狀況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李訓維（2009）的研究顯示，已婚的助人工作

者除了於進修管道上無顯著差異外，其餘的工作滿意度構念皆高於未婚者，亦即

建立良好的親密關係有助於工作滿意度的提升。至於婚姻狀況對諮商心理師之工

作滿意度有無差異，則有待更深入的探討。 

 

五、工作性質與工作滿意度 

 因應國內諮商心理師的工作型態之差異，其工作性質可分為「專任工作者」

與「兼任工作者」兩種類型。兼任之行動心理師工作時間較為彈性，可兼顧家庭

而為許多已婚女性諮商心理師所喜好，但相對的勞動條件與工作權益較不受到保

障，更有兼職之行動心理師因而感到情感上的孤立（麥麗蓉、王明智、吳健豪、

李文玫，2006）。 

李訓維（2009）以助人工作者為研究對象，指出兼任工作者在「工作成就」

的工作滿意度明顯高於專任工作者，胡峯鳳（2006）研究指出，機構組織託付給

兼任諮商心理師的職責較為單純，而專任諮商心理師可能同時需要負責行政工作、

個案追蹤與聯繫工作等繁重業務，故兼任諮商心理師感受到機構較多的照顧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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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工作滿意度得分狀況也較為良好。而諮商心理師的工作性質是否對工作滿意

度造成影響，值得深入瞭解與分析。 

綜上所述，相關研究顯示年齡與工作年資多呈現正相關，而在性別、婚姻狀

況與工作性質等變項中研究結果有較大的歧異，更令人好奇在上述之不同背景變

項中，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各因素如何受到差異與影響，期待透過本研究能進

一步釐清與探究。 

 

 

參、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 

「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間有著某些類似的概念或影響因素，但目

前尚無直接的研究證實兩者間的關係。張素惠（2006）以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談

法蒐集資料，訪談四位目前持續服務之義務張老師。研究結果發現自我效能提升

能促進專業認同的發展，而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則是產生相互的影響。李花環

（2000）認為提升對諮商工作的專業認同的方式之一，是從實務工作中，以案主

之經驗來檢視自我狀態，或從案主的回饋中獲得回饋；此概念與工作滿意度中的

工作成就感頗為相似。 

參考不同研究對象之相關文獻，以早期兒童人員與保母來說，Fenech、

Sumsion、Robertson、Goodfellow（2008）以澳洲早期兒童專業人員做為研究，

發現其工作滿意度與專業自主、專業認同有顯著相關。路燕琴（2007）以臺北縣

的保母做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指出「專業課程訓練」與「工作滿意度」呈現顯

著之相關，表示受試保母之專業訓練與否影響其專業知能。而黃俊傑（2010）以

臺中市保母為研究，顯示其所知覺之整體專業發展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正相關，

在專業知能、專業倫理、專業進修與專業地位與自我價值相關性較高。林雨欣

（2009）以學齡前教師的工作滿意度為研究，將工作滿意度分為薪資福利、工作

環境、行政管理、人際溝通專業進修與自我實現，結果發現專業發展與工作滿意

度各層面皆達正相關。 

以國民小學為背景，亦有不少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的研究結果。郭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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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以國小總務主任研究中，企圖探討專業能力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其結

果顯示國小總務主任自我知覺專業能力愈高者，其工作滿意度也愈高。吳秋燕

（2006）指出學校提供專任行政人員的職場學習，可提升專業競爭力與工作滿意

度，以因應變動的環境。而以國小教師的專葉學習社群為研究，發現其專業學習

社群互動品質與工作滿意度呈現正相關，意指國小教師專業學習社群互動品質可

以有效解釋教師工作滿意度（詹子宏，2011）。 

經由前面章節的分析與整理，並以不同研究對象之相關文獻資料做為參考，

可以清楚瞭解「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皆為任一行業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且對專業工作的發展有其推動之力量。而由於諮商專業工作之特殊性，使得諮商

心理師不但必須時常與個案接觸，亦需隨時與深層的自我產生對話，更加凸顯其

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對專業諮商工作的重要性。 

 

 

小結 

透過文獻與研究之探討，企圖瞭解性別、年齡、工作年資、婚姻狀況與工作

性質在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的差異情形。本研究將性別、年齡、

工作年資、婚姻狀況與工作性質列為研究受試者之背景變項，期待對諮商心理師

專業認同之議題有更廣泛而全面的探究。而在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方面，

過去之研究對兩者之相關的著墨不多，故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

相關性與預測力為何，是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之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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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據研究動機、目的、問題，並參酌國內外期刊、論文等相關理論與

文獻彙整，欲探討國內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之現況，並瞭解專業認同

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等。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說明研究架構，第二節說明研

究對象，第三節則是說明研究工具，第四節則提出資料處理方法，依序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節提出國內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的研究架構圖。此部分主要

係依據第二章文獻探討分析，整理歸納而成，詳見圖 3-1。 

 

 

 

 

 

 

 

 

 

 

 

 

 

 

基本資料 

1.性別 

2.年齡 

3.諮商工作年資 

4.婚姻狀況 

5.工作性質 

 
工作滿意度 

1. 工作成就 

2. 工作環境 

3. 工作業務 

4. 進修管道 

5. 工作待遇 

專業認同 

1. 專業知能 

2. 專業理念 

3. 專業倫理 

4. 專業服務 

C 
 

A 

B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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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針對研究變項，分別說明：其中 A線是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諮商

心理師在專業認同表現之差異情形；B線是探討探討不同背景變項諮商心理師在

工作滿意度表現之差異情形；C 線則是在瞭解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對工作滿意

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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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調查對象為臺灣地區持有諮商心理師證照，且目前以諮商心理工作為

業之諮商心理師。施測所得之研究樣本，均由人工進行篩選，篩選跳答和漏答情

況嚴重、回答趨向一致等問卷。共計有效問卷 167 份，即為本研究之正式樣本，

並進行個人基本背景資料分析。 

根據回收之有效問卷， 性別、婚姻狀況與工作性質主要以百分比進行分析，

呈現如表 3-1所述。由表 3-1可知，在性別方面，男性與女性分別佔 13.8％與 86.2

％，無其他性別者；在婚姻狀況方面，以未婚者為最多，占全體的 55.7％，其次

為已婚者有 43.1％，最後為離婚者佔 1.2％，無其他婚姻狀況者；工作性質方面，

以專任工作者多數佔 77.2％，兼任工作者則為 22.8％。 

受試者年齡與諮商工作年資主要以平均數進行分析，呈現如表 3-2所述。由

表 3-2可知，在年齡方面，受試之諮商心理師的年齡範圍為 26歲至 54歲之間，

平均年齡為 34.09歲；在諮商工作年資方面，最長之工作年資為 28 年，最少則

為 1年，平均諮商工作年資為 5.63年。 

 

表 3-1 正式問卷之樣本背景變項分配—性別、婚姻狀況與工作性質 

類別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生 23 13.8 

女生 144 86.2 

婚姻狀況 

未婚 93 55.7 

已婚 72 43.1 

離婚 2 1.2 

工作性質 
專任 129 77.2 

兼任 38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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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正式問卷之樣本背景變項分配—年齡、諮商工作年資 

 最小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年齡 26 54 34.09 5.93 

諮商工作年資 1 28 5.63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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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調查臺灣地區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並欲瞭解

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詳述如下： 

 

壹、基本背景變項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納入可能影響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背

景變項，其基本資料變項包含：性別，分為男生、女生與其他；年齡，採開放式

填答；諮商工作年資，採開放式填答；婚姻狀況，分為未婚、已婚、離婚與其他；

工作性質，分為專任、兼任。 

 

貳、專業認同量表 

一、量表內容 

本研究為調查臺灣地區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狀況，自行編製「諮商心理師

專業認同量表」問卷。根據文獻的整理與分析，將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分為五大

向度，分別為：專業知能認同、專業理念認同、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

上述專業認同向度必須由諮商心理自我個體知覺，故需由諮商心理師自行填寫問

卷，表達自我看法。研究者自行初編之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共 40 題，其各

因素之內涵說明如下： 

（一）專業知能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認同該領域專業知識之習得與專業技

能之培養，並持續充實新的知識與技術，例如：「我肯定自己充實專業知識與技

術的態度」、「我認為心理諮商是自己的專業領域」等，共 10題。 

（二）專業理念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對於諮商的態度與價值的認同，且能

清楚描述並界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例如：「我瞭解諮商工作的意義與重要性」、

「我以身為諮商心理師為榮」等，共 1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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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倫理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認同並願意遵守的道德、品德或規範

原則，例如：「我認為諮商倫理是諮商專業中重要的部分」、「在諮商工作中，我

會尊重個案的隱私權」等，共 10 題。 

（四）專業服務的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認同諮商工作之實踐，並能從工作

中持續投入與反思，例如：「我會以真誠的態度來進行諮商工作」、「不論個案的

問題有多困難，我都不會放棄」等，共 10 題。 

 

二、計分方式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採 Likert五點量表是，選項分別為「非常同意」、「同

意」、「無意見」、「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等五個選項，分別給予五分、四分、

三分、二分、一分。分數越高，表示對題目之描述同意程度越高。 

 

三、專家內容效度 

本研究將先經由專家內容效度作為修改與刪減題目之依據，以發展成為正式

問卷，學者專家詳細名單如表 3-3所示。所使用之專家內容效度問卷將題目的可

用性分為三個等級，分別為「適用」、「修改」與「刪除」，並將審查意見加以彙

整(如附錄一)，作為專家內容效度。 

參酌專家學者給予之意見與指導教授討論後，首先進行語句邏輯與錯別字外

的修正；接下來則刪除語意不清以及概念重複之題目，語意不清部分刪除「在諮

商工作中，我會遵守與個案的約定」、「不論個案的問題有多困難，我都不會放棄」

以及「我為諮商工作付出額外的時間與努力」等三題；而題目概念重複部分，如

專業倫理認同中「在諮商工作中，我會遵守保密原則」與「在諮商工作中，我會

尊重個案的隱私權」等兩題因題目描述意涵重疊，故刪除「在諮商工作中，我會

遵守保密原則」一題。最後，根據專家學者之意見，進一步說明「專業服務認同」

的意涵至各層面之諮商服務，故增加「我肯定自己推廣心理衛生工作的表現」與

「我肯定自己對於提供各層面諮商專業服務的態度」等兩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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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專家內容效度之分析後，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專業知能認同」、「專

業理念認同」、「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等各因素，題數分別為 10

題、10題、9題與 9 題；完成「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正式問卷，共 38 題。 

 

表 3-3  專家內容效度之名單 （依姓氏筆畫排列） 

代碼 姓名 職稱 

A 方紫薇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B 林家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C 林筱婷 國立政治大學身心健康中心兼任諮商心理師 

D 林旖旎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E 張高賓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F 黃政昌 文化大學心理輔導學系副教授 

G 楊明磊 淡大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副教授 

H 劉淑瀅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I 饒夢霞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四、量表刪題結果 

 經過問卷回收後，本量表採取之刪題標準為遺漏值檢驗與鑑別度檢驗分析。

各項量表刪題之過程如下所述。 

（一）遺漏值檢驗 

 遺漏值檢驗的主要目的為篩檢出過多「未作答」與「錯誤作答方式」的題目，

高遺漏值（超過 5％）的題目表示填答困難，應列為優先刪題之指標。 

經過研究者初步刪除嚴重漏答與明顯達題傾向之樣本後，本研究在諮商心理

師專業認同量表各層面遺漏值之分析，並未有遺漏產生，顯然有效之受試樣本在

本量表中未有拒答或難以回答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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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鑑別度檢驗 

 鑑別度檢驗是根據各題的平均數、標準差等資料來判斷。若題目標準差小

於 .6、偏態絕對值大於 1，代表題目的鑑別度可能不足，亦列為優先刪題之指標。 

本研究在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各層面遺鑑別度之分析如下表 3-4 所示。「專

業知能認同」因素刪除編號 1、6、7、8題；「專業理念認同」因素刪除編號 3、

4、5、6題；「專業倫理認同」因素刪除編號 3、7、8題；「專業服務認同」因素

刪除編號 2、5、6、8、9題。本量表經鑑別度檢驗後，將透過因素分析做為效度

考驗之依據。 

 

表 3-4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之鑑別度檢驗 

編號 標準差 偏態 備註 

知能 1 0.59 -1.72 刪題 

知能 2 0.60 -0.51 保留 

知能 3 0.62 -0.80 保留 

知能 4 0.69 -0.71 保留 

知能 5 0.60 -0.30 保留 

知能 6 0.50 0.05 刪題 

知能 7 0.58 -0.61 刪題 

知能 8 0.53 -0.06 刪題 

知能 9 0.64 -0.80 保留 

知能 10 0.70 -0.86 保留 

理念 1 0.69 -0.89 保留 

理念 2 0.69 -0.48 保留 

理念 3 0.55 -0.25 刪題 

理念 4 0.54 -0.02 刪題 

理念 5 0.55 0.04 刪題 

理念 6 0.58 -0.60 刪題 

理念 7 0.72 -0.53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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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8 0.63 -0.30 保留 

理念 9 0.83 -0.20 保留 

理念 10 0.70 -0.17 保留 

倫理 1 0.74 -0.70 保留 

倫理 2 0.68 -0.86 保留 

倫理 3 0.56 -0.42 刪題 

倫理 4 0.74 -0.67 保留 

倫理 5 0.60 -0.15 保留 

倫理 6 0.65 -0.10 保留 

倫理 7 0.53 -0.09 刪題 

倫理 8 0.54 0.09 刪題 

倫理 9 0.60 -0.52 保留 

服務 1 0.61 -0.56 保留 

服務 2 0.51 0.16 刪題 

服務 3 0.76 -0.39 保留 

服務 4 0.65 -0.10 保留 

服務 5 0.54 -0.43 刪題 

服務 6 0.49 -0.41 刪題 

服務 7 0.60 -0.38 保留 

服務 8 0.51 0.21 刪題 

服務 9 0.49 0.33 刪題 

 

 

參、工作滿意度量表 

一、量表內容 

本量表採用李訓維（2009）所編制之「助人工作者工作滿意度量表」，該量

表工作滿意度分量表內涵，大致如下：工作成就，指工作者對助人工作成就滿意

程度；工作環境，指工作者對助人工作環境滿意程度；工作業務，指工作者對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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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作業務滿意程度；進修管道，指工作者對工作進修管道滿意程度；工作待遇，

指工作者對助人工作待遇滿意程度。為符合本研究之對象，經量表編制者同意

後，將量表中「助人」與「助人工作」改為「諮商」與「諮商工作」。 

 

表 3-5  工作滿意度量表之架構 

分量表 題數 題號 

工作成就滿意度 8 07、14、17、20、22、24、26、29 

工作環境滿意度 11 01、04、11、15、19、25、27、30、31、38、41 

工作業務滿意度 5 08、18、32、33、39 

進修管道滿意度 9 02、05、09、12、21、23、34、36、37 

工作待遇滿意度 9 03、06、10、13、16、28、35、40、42 

 

二、計分方式 

工作滿意度量表量表採 Likert 五點量表是，選項分別為「非常同意」、「同

意」、「無意見」、「不同意」與「非常不同意」等五個選項，分別給予五分、四分、

三分、二分、一分。分數越高，表示對題目之描述同意程度越高。該量表的 32

～42題為兼任工作者免答。 

 

三、信效度分析 

信度方面，本量表以內不一致性呈現量表信度，各分量表的 α 值皆在 .813

～ .866之間，總量表 α值為 .944，折半信度經斯布校正公式後值為 .933，故該

量表的一致性頗為理想。各分量表之信度如表 3-6所示。 

效度方面，本量表各分量表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達 .55以上，且與張文英

（2003）的「工作滿意度量表」之效標關連效度為 .866（p > .001），表示本量表

能有效檢測研究對象之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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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工作滿意度分量表之信度值 

分量表 信度 

工作成就滿意度 .819 

工作環境滿意度 .865 

工作業務滿意度 .813 

進修管道滿意度 .866 

工作待遇滿意度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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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程序 

壹、文獻整理與分析 

 研究者以國內外相關文獻為論文發展之基礎，在此過程中逐漸釐清諮商心理

師之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的構念定義與內涵，亦探索未來欲進行之研究方向，

進而形成研究假設並提出研究架構。 

 

貳、研究工具之準備 

 就本研究之研究假設與代答問題，研究工具之準備可分為「諮商心理師專業

認同量表」與「工作滿意度量表」兩部分，說明如下： 

 

一、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 

 藉由文獻之分析後，研究者發現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過去研究多屬於質性

研究，故尚未發現合適之量化問卷，故蒐集國內外之資料後歸納出專業認同各因

素及其內涵，並自編為「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該量表題目之編寫以過去

研究之結果為參考，主要參考研究如表 3-7所示。透過國內先前之質化研究資料

為基礎，進行統整、分析與歸納，並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以完成該量表各因素

題目之初步編製。 

表 3-7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之編題參考 

作者 篇名 

李花環（2000） 諮商員專業發展歷程之質性研究 

李華璋（2002） 諮商人員專業認同歷程分析研究 

廖靜薇（2002） 臺灣地區精神醫療社會工作者專業認同之研究 

張素惠（2006） 義務張老師自我效能與專業認同之研究 

黃致慧（2007） 藝術治療師專業認同之研究 

賴玉珊（2008） 影響新手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關鍵事件之分析研究 

許伊均（2011） 大專校院諮商師之工作適應與專業角色認同 

javascript:submitForm('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0 
 

該量表編製完成後，研究者至專門培育諮商心理師之大專院校系所與學生諮

商中心網站，根據教授與諮商心理師之專長領域做為判斷，挑選具有「諮商」、「諮

商心理學」、「諮商理論與技術」或「諮商專業倫理」等專長之專家學者，再以北、

中、南做為區域為劃分，各區擇 15 位專家學者以電子郵件方式邀請其擔任「問

卷審題專家」。在邀請的信件中，簡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預計之研究時程，配

合各專家學者的意願與時間，本研究共獲九位專家學者之協助，分別以電子檔與

紙本方式郵寄專家效度問卷。 

待各專家學者回覆後，將其意見進行統整與歸納，進而完成量表專家內容效

度；根據專家學者之意見修改後，再次與指導教授確認量表形式與題目，發展為

正式問卷。 

 

二、工作滿意度量表 

 此部分相關研究與測量工具繁多，研究者根據研究對象之特殊性並在考量各

量表之信效度下，採用李訓維（2009）所編製之「助人工作者工作滿意度量表」，

並獲得該量表編製者之同意後使用。 

 

 

參、問卷發放與實施 

本研究係以臺灣地區領有執照之諮商心理師為調查對象，於2012年2月～4

月以立意取樣方式進行，採用紙本問卷進行研究調查，共計發出問卷397份。待

問卷填寫完畢後，再由受試者自行以回郵信封寄回。 

問卷回收後，排除嚴重漏答及回答趨向一致者，總計共獲有效問卷167份，

問卷回收率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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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處理 

    本問卷主要以 SPSS V18 for Windows 作為主要的資料分析工具，統計方法

主要可分為： 

 

壹、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擬使用敘述統計的平均數、次數分配、百分比與標準差，以瞭解研究

樣本中背景變項的現況與分配情形。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諮商工作年資、

婚姻狀況、工作性質等變項，將分別以平均數、次數分配與百分比處理之；專業

認同與工作滿意度各題，將以平均數和標準差分析其分佈情況。 

 

貳、Cronbach 信度分析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問卷，各向度擬採 Cronbach 所創的 α係數值針對同一

構面下的題項進行內部一致性分析，檢驗各題項是否符合一般的信度要求。

Cronbach α係數值以大於.70以上為佳，可使問卷具有高度穩定性與精確性。 

 

參、因素分析 

以因素分析做為效度考驗方式，也就是考驗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問卷向

度是否符合當初設計，採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萃取方

式，再以變方最大變異法進行斜交轉軸，以特徵值大於 1.0者為選入因素之參考

標準。 

 

肆、獨立樣本平均數 t檢定 

本研究試圖探討不同性別、婚姻狀況與工作性質的諮商心理師，在專業認

同和工作滿意度之各向度的差異情形，將性別、婚姻狀況與工作性質變項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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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為自變項，專業認同和工作滿意度為依變項，進行獨立樣本平均數 t檢定，

以瞭解不同性別、婚姻狀況與工作性質的諮商心理師在專業認同和工作滿意度

上是否有所差異。 

 

伍、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試圖探討不同年齡與諮商工作年資之諮商心理師，在專業認同和工作

滿意度之各向度的差異情形。將年齡與諮商工作年資等變項設為自變項，專業認

同和工作滿意度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若 F值達.05顯著水準，則

進行 scheff
,，

e事後比較法。 

 

陸、皮爾遜積差相關 

    本研究試圖探討臺灣地區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各向度之間的

關係，將進行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並以 γ表示積差相關係數，γ係數範圍在-1.00

至 1.00之間，以 γ係數絕對值高於.70並達到統計顯著水準為具有高度相關。 

 

柒、迴歸分析 

本研究試圖探討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各因素對工作滿意度各因素預測關

係。將以專業認同五個因素作為自變項，逐一以工作滿意度各因素為依變項，驗

證各自變項對依變項的預測力，以影響關係達統計顯著水準的自變項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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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依研究目的，根據研究對象的填答資料進行分析，以驗證研究假設。本

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係為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問卷之結果；第二節係為瞭解諮

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第三節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在專業認

同上的差異；第四節則旨在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在工作滿意度上的差異；第五節係

分析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是否具有顯著相關存在，並嘗試分析專

業認同對於工作滿意度之預測力。 

 

第一節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之結果 

 本研究以第二章所分析整理之文獻資料為基礎，並透過專家內容效度、遺漏

值與鑑別度之檢驗後，進而發展「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以正式問卷所回

收之樣本進行信度與效度分析，並篩選出欲分析之題目。 

 

壹、效度分析 

本量表之 KMO值為. 875，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以主成份分析法進行因

素萃取，採最大變異法(varimax)進行斜交轉軸法，考量陡坡圖與題目代表性後，

以因素負荷量大於 .50 為標準，選取四個因素。本量表之解釋總變異量為 61.23

％，因素特徵值均大於 1，如表 4-1所示。 

根據表 4-1之分析結果，第一個因素有 4題，特徵值為 2.49，解釋變異量為

16.61，從題目的特性主要瞭解諮商心理師對諮商專業工作知能的認同程度，所

以將此因素命名為「專業知能認同」；第二個因素有 4 題，特徵值為 2.39，解釋

變異量為 15.91，從題目的特性主要瞭解諮商心理師對諮商專業工作理念的認同

程度，所以將此因素命名為「專業理念認同」；第三個因素有 4題，特徵值為 2.18，

解釋變異量為 14.53，從題目的特性主要瞭解諮商心理師對諮商專業工作倫理的

認同程度，所以將此因素命名為「專業倫理認同」；第四個因素有 3 題，特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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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13，解釋變異量為 14.18，從題目的特性主要瞭解諮商心理師對諮商專業工

作服務的認同程度，所以將此因素命名為「專業服務認同」。量表共計 15題，量

表架構如表 4-2所示。 

 

表 4-1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之效度分析 

因
素 

題
目 

專
業
知
能
認
同 

專
業
理
念
認
同 

專
業
倫
理
認
同 

專
業
服
務
認
同 

特
徵
值 

解
釋
變
異
量 

專
業
知
能
認
同 

09. 我肯定自己所具備諮商專業知識 0.74 0.05 0.16 0.28 

2.49 16.61 

13. 我認為自己會發揮所學的諮商專業，幫助實

務工作的進行 
0.73 0.30 0.05 0.30 

33. 在從事諮商工作的同時，我會持續地充實諮

商專業知識與技術 
0.72 0.19 0.27 -0.02 

37. 我肯定自己充實專業知識與技術的態度 0.66 0.25 0.31 0.18 

專
業
理
念
認
同 

02. 從事諮商工作符合我的價值觀 0.08 0.58 0.18 0.39 

2.39 15.91 
06. 我對諮商工作懷有一份使命感 0.27 0.54 0.29 0.06 

34. 從事諮商工作是我畢生的志業 0.14 0.83 0.07 0.12 

38. 我以身為諮商心理師為榮 0.21 0.83 0.09 0.18 

專
業
倫
理
認
同 

03. 我認為諮商倫理是諮商專業中相當重要的

部分 
0.19 0.22 0.56 0.14 

2.18 14.53 

07. 我認為遵守諮商倫理會讓諮商工作進行得

更順利 
0.26 0.06 0.64 0.21 

15. 我遵守與諮商工作相關的倫理規定 0.23 0.13 0.57 0.49 

35. 在諮商工作中，我會保持與個案間的專業界

線 
0.09 0.11 0.79 0.10 

專
業
服
務
認
同 

04. 我以真誠的態度來進行諮商工作 0.15 0.18 0.30 0.61 

2.13 14.18 12. 我認為自己會接納個案的想法 0.13 0.14 0.09 0.84 

16. 我積極傾聽個案的所有語言及非語言訊息 0.33 0.26 0.20 0.62 

KMO值 .875 

Barlett 球型檢定近似卡方分配 907.332 

解釋總變異量（％） 6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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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之架構（因素分析後） 

分量表 題數 題號 

專業知能認同 4 09、13、33、37 

專業理念認同 4 02、06、34、38 

專業倫理認同 4 03、07、15、35 

專業服務認同 3 04、12、16 

 

 

貳、信度分析 

本研究之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以 Cronbach α 係數進行信度分析，如表

4-3所示。根據分析結果，在「專業知能認同」因素的 Cronbach α係數為.800、「專

業理念認同」因素的 Cronbach α係數為.768、「專業倫理認同」因素的 Cronbach α

係數為.710和「專業服務認同」因素的 Cronbach α係數為.708，整體 Cronbach α

係數為.882。 

 

表 4-3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之信度分析 

因素名稱 Cronbach α係數 

專業知能認同 .880 

專業理念認同 .768 

專業倫理認同 .710 

專業服務認同 .708 

總信度 .882 

 

 

小結 

本節係分析「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該量表之因素負荷量皆達.50以上，

各因素與整體 Cronbach α 係數均高於.70以上。整體來說，該量表具有穩定的內

部一致性信度與不錯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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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的現況 

本問卷採取 Likert 五點量表進行問卷調查，依據「非常同意」給予 5 分、「同

意」給予 4分、「無意見」給予 3分、「不同意」給予 2分、「非常不同意」給

予 1分，分數越高表示專業認同或是工作滿意程度情況越高。另外，得分位於 4

分以上為「高程度」，高於 3分以上且低於 4分則為「中高程度」，高於分 2

以上且低於 3分則為「中低程度」，得分低於 2分則為「低程度」； 因此，本

節將依此標準對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和工作滿意度各因素的平均數進行等級劃

分。 

 

壹、專業認同現況 

本節將先描述研究樣本在專業認同量表上之分佈狀況，表 4-4呈現諮商心理

師專業認同量表之題數、得分平均數、標準差與題平均數。由表 4-4 可知，研究

樣本在「專業知能認同」的平均數為 16.；93，題平均數為 4.23；「專業理念認

同」的平均數為 16.50，題平均數為 4.14；「專業倫理認同」的平均數 17.51，題

平均數為 4.38；「專業服務認同」的平均數為 13.04，題平均數為 4.35；整體專

業認同之平均數為 64.04，題平均數為 4.27。整體而言，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

各分量表平均數皆介於「同意」與「非常同意」之間。 

 

表 4-4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及其因素之平均數、標準差與題平均數 

因素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平均數 

專業知能 4 16.93 1.96 4.23 

專業理念 4 16.50 2.14 4.12 

專業倫理 4 17.51 1.69 4.38 

專業服務 3 13.04 1.19 4.35 

總量表 15 64.04 5.61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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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滿意度現況 

由表 4-5可知，諮商心理師在「工作成就滿意度」的平均數為 28.77，題平

均數為 3.60；「工作環境滿意度」的平均數為 36.10，題平均數為 3.28；「工作

業務滿意度」的平均數為 16.29，題平均數為 3.26；「進修管道滿意度」的平均

數為 30.75，題平均數為 3.42；「工作待遇滿意度」的平均數為 25.45，題平均數

為 2.83；整體工作滿意度之平均數為 137.37，題平均數為 3.28。大致上來說，諮

商心理師之工作滿意度的題平均數介於「同意」與「無意見」之間；但「工作待

遇滿意度」之題平均數則介於「無意見」與「不同意」之間。 

 

表 4-5  工作滿意度及其因素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因素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題平均數 

工作成就 8 28.77 4.82 3.60 

工作環境 11 36.10 6.08 3.28 

工作業務 5 16.29 3.08 3.26 

進修管道 9 30.75 4.74 3.42 

工作待遇 9 25.45 6.73 2.83 

總量表 42 137.37 22.06 3.28 

 

小結 

本節旨在瞭解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概況，經資料分析後發現，

專業認同各因素平均得分之順序為：「專業倫理認同」、「專業服務認同」、「專

業知能認同」與「專業理念認同」，平均得分範圍皆為在高程度，可見其諮商心

理師專業認同情況普遍良好。 

而工作滿意度方面，各因素平均得分之順序為：「工作成就滿意度」、「進

修管道滿意度」、「工作環境滿意度」、「工作業務滿意度」與「工作待遇滿意

度」，前四項因素平均數得分呈現中高程度，最後一項因素得分中低程度，顯示

諮商心理師之工作滿意度普遍尚可，但在工作待遇方面有些不滿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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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專業認同之差異情形 

本節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在專業認同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依據不同題型選擇不

同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分別為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方法。

其中，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當 F 值達到統計.05 顯著水準，

再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研究結果依據不同背景變項，呈現如下： 

 

壹、性別的差異 

本研究以不同性別在專業知能認同、專業理念認同、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

務認同等因素中進行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表 4-6可知，男性與女性在上述之

專業認同各因素中，皆未達到統計顯著差異。 

 

表 4-6  專業認同各因素表在性別的差異 

因素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差異 t 值 

專業知能認同 男 22 4.31 0.34 0.09 0.75 

 女 144 4.22 0.51   

專業理念認同 男 23 4.10 0.57 -0.03 -0.25 

 女 144 4.13 0.53   

專業倫理認同 男 23 4.41 0.42 0.04 0.44 

 女 144 4.37 0.42   

專業服務認同 男 23 4.38 0.35 0.04 0.38 

 女 144 4.34 0.41   

*p<.05；**p<.01 

 

 

貳、年齡的差異 

本研究將研究樣本之年齡資料加以分類後，分為「30歲以下」、「31-4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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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41歲以上」；此部分欲瞭解年齡在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差異，以不同年

齡在專業知能認同、專業理念認同、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進行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當 F值達到統計.05顯著水準，再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

不同年齡間的差異狀況。 

根據表 4-7之分析結果，得知不同年齡在專業知能認同方面達.01 統計顯著

水準，「41歲以上」組高於「30歲以下」組與「31-40歲」組；專業理念認同則

無顯著差異；專業倫理認同達.01統計顯著水準，分析後呈現「41歲以上」組明

顯高於「30歲以下」組之結果，而「41歲以上」組高於「31-40歲」組，但未達

顯著；專業服務知能達.01統計顯著水準，「41歲以上」組組高於「30 歲以下」

組與「31-40歲」組，整體專業認同方面達.01 統計顯著水準，「41 歲以上」組

高於「30歲以下」組與「31-40歲」組。故可得知年齡在專業知能認同、專業倫

理認同、專業服務認同與整體專認同達顯著差異，並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

發現，「41歲以上」組在整體專業認同與上述專業認同三個因素中呈現最高之

得分狀況，其意味擁有比其他組別擁有最佳之專業認同。 

 

 

參、諮商工作年資的差異 

本研究將研究樣本分類為「3年以下」組、「4—9年」組與「10年以上」組，

以不同諮商工作年資在專業認同各因素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當F值達到統

計.05顯著水準，再以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 

根據表4-8之結果，不同工作年資在專業知能認同達.01顯著水準，「10年以

上」組明顯高於「4— 9年」組與「3年以下」組；在專業理念認同未達.05之顯著

水準；在專業倫理認同達.01顯著水準，「10年以上」組與「4—9年」組明顯高

於「3年以下」組；在專業服務認同達.01顯著水準，「10年以上」組明顯高於「4—9

年」組與「3年以下」組；整體專業認同達.01顯著水準，「10年以上」組明顯高

於「4— 9年」組與「3年以下」組。綜上所述，工作年資「10年以上」組在專業

知能、專業倫理、專業服務與整體專業認同上認同程度皆高於其他組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0 

 

表 4-7  專業認同各因素在年齡之差異 

因 

素 

組

別 

年齡 

範圍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異數分析摘要 
事後 

比較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值  

專
業
知
能
認
同 

1 30歲以下 55 4.19 0.50 組間 2.94 2 1.47 6.54** 
3＞1 

3＞2 

2 31—40歲 90 4.18 0.47 組內 36.70 163 0.23   

3 41歲以上 21 4.58 0.41 總和 39.64 165    

 總和 166 4.23 0.49       

專
業
理
念
認
同 

1 30歲以下 55 4.10 0.54 組間 1.18 2 0.59 2.07  

2 31—40歲 91 4.09 0.51 組內 46.56 164 0.28   

3 41歲以上 21 4.35 0.60 總和 47.73 166    

 總和 167 4.12 0.54       

專
業
倫
理
認
同 

1 30歲以下 55 4.28 0.42 組間 1.78 2 0.89 5.22** 3＞1 

2 31—40歲 91 4.38 0.41 組內 27.95 164 0.17   

3 41歲以上 21 4.62 0.41 總和 29.73 166    

 總和 167 4.38 0.42       

專
業
服
務
認
同 

1 30歲以下 55 4.28 0.38 組間 2.47 2 1.24 8.51** 
3＞1 

3＞2 

2 31—40歲 91 4.31 0.39 組內 23.83 164 0.15   

3 41歲以上 21 4.67 0.35 總和 26.30 166    

 總和 167 4.35 0.40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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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專業認同在工作年資之差異 

因

素 

組

別 

工作 

年資 

人

數 

平

均

數 

標準

差 

      變異數分析摘要 
事後 

比較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值 

專
業
知
能
認
同 

1 3 年以下 75 4.14 0.53 組間 2.91 2 1.45 6.45**  
3＞1 

3＞2 

2 4 — 9年 62 4.22 0.43 組內 36.74 163 0.23    

3 10年以上 29 4.51 0.41 總和 39.64 165     

 總和 166 4.23 0.49       

專
業
理
念
認
同 

1 3 年以下 76 4.04 0.51 組間 1.47 2 0.73 2.60   

2 4 — 9年 62 4.15 0.57 組內 46.27 164 0.28    

3 10年以上 29 4.29 0.49 總和 47.73 166     

 總和 167 4.12 0.54       

專
業
倫
理
認
同 

1 3 年以下 76 4.25 0.44 組間 2.54 2 1.27 7.67**  
3＞1 

2＞1 

2 4 — 9年 62 4.44 0.36 組內 27.19 164 0.17    

3 10年以上 29 4.58 0.40 總和 29.73 166     

 總和 167 4.38 0.42       

專
業
服
務
認
同 

1 3 年以下 76 4.26 0.35 組間 2.55 2 1.28 8.81**  
3＞1 

3＞2 

2 4 — 9年 62 4.33 0.41 組內 23.75 164 0.14    

3 10年以上 29 4.61 0.40 總和 26.30 166     

 總和 167 4.35 0.40       

*p<.05；**p<.01 

 

 

肆、婚姻狀況的差異 

本研究所回收之研究樣本中，婚姻狀況為「離婚」之受試者僅有 2人，代表

性不高，故不列入婚姻狀況差異之討論。本研究以不同婚姻狀況在專業認同各因

素進行進行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表 4-9可知，不同婚姻狀況在專業知能認同、

專業理念認同、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等因素中，皆未達到統計.05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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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顯示婚姻狀況不會對專業認同各因素產生差異。 

 

表 4-9 專業認同各因素在婚姻狀況的差異 

因素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差異 t 值 

專業知能認同 未婚 92 4.18 0.51 -0.11 -1.46 

 已婚 72 4.29 0.47   

專業理念認同 未婚 93 4.06 0.56 -0.16 -1.91 

 已婚 72 4.22 0.49   

專業倫理認同 未婚 93 4.33 0.46 -0.11 -1.71 

 已婚 72 4.44 0.36   

專業服務認同 未婚 93 4.31 0.39 -0.09 -1.44 

 已婚 72 4.40 0.41   

*p<.05；**p<.01 

 

 

伍、工作性質的差異 

本研究以不同工作性質在專業知能認同、專業理念認同、專業倫理認同與專

業服務認同等因素進行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由表 4-10可知，工作性質在專

業理念認同上未達到統計差異顯著水準；在專業知能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兩個因

素上達統計.05之差異顯著水準；專業倫理認同因素則達統計.01之差異顯著水準。

在專業知能認同、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方面，其平均數分析結果皆為兼

任工作者的平均數得分皆高於專任工作者，顯示兼任工作者對於上述三個因素上

專業認同高於專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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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專業認同各分量表在工作性質之差異 

因素 工作性質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差異 t 值 

專業知能認同 專任 128 4.19 0.50 -0.20 -2.24* 

 兼任 38 4.39 0.45   

專業理念認同 專任 129 4.09 0.52 -0.17 -1.74 

 兼任 38 4.26 0.57   

專業倫理認同 專任 129 4.33 0.43 -0.21 -2.74** 

 兼任 38 4.54 0.37   

專業服務認同 專任 129 4.31 0.38 -0.15 -2.09* 

 兼任 38 4.46 0.44   

*p<.05；**p<.01 

 

 

小結 

本節旨在研究在不同背景變項之受試者在專業知能認同、專業理念認同、專

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各因素的差異狀況。綜合以上分析結果，發現性別與

婚姻狀況在專業認同各因素未達統計顯著差異，而年齡、諮商工作年資與工作性

質則在專業認同不同因素中有部分差異之狀況。 

在年齡方面，除了專業理念認同未達顯著差異外，在專業知能、專業倫理認

同、專業服務認同與整體專業認同達統計差異顯著水準，顯示年齡對於諮商心理

師之知能、倫理、服務與整體專業等層面之認同有正向影響。諮商工作年資方面

之統計結果與年齡大致相同，顯示工作年資的增加對於諮商心理師之知能、倫理

認同與服務等層面之認同明顯的正向影響。而在工作性質方面，專業知能認同、

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方面，兼任工作者的平均數得分皆高於專任工作者；

顯示受試之兼任工作者對於專業知能認同、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的程度

高於專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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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工作滿意度的差異情形 

本節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在工作滿意度上是否有顯著差異，依據不同題型選擇

不同統計方法進行分析，分別為獨立樣本平均數 t檢定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方法。

其中，以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當 F 值達到統計.05 顯著水準，

再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研究結果依據不同背景變項，呈現如下： 

 

壹、性別的差異 

本研究以不同性別在工作滿意度等因素進行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表 4-11

可知，男性與女性在工作成就滿意度、工作環境滿意度、工作業務滿意度、進修

管道滿意度與工作待遇滿意度等因素，均未達到統計差異顯著水準，顯示兩性在

工作滿意度各因素沒有顯著差異。 

 

表 4-11  工作滿意度各因素在性別的差異 

因素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差異 t 值 

工作成就滿意度 男 23 3.54 0.39 -0.07 -0.50 

 女 143 3.61 0.63   

工作環境滿意度 男 23 3.17 0.47 -0.13 -1.03 

 女 143 3.30 0.56   

工作業務滿意度 男 23 3.17 0.57 -0.10 -0.71 

 女 142 3.27 0.62   

進修管道滿意度 男 23 3.39 0.48 -0.03 -0.29 

 女 142 3.42 0.53   

工作待遇滿意度 男 23 2.85 0.63 0.03 0.17 

 女 143 2.82 0.77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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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齡的差異 

本研究將研究樣本之年齡資料加以分類後，分為「30歲以下」、「31-40歲」

與「41歲以上」；此部分期待瞭解年齡在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各因素的差異，

以不同年齡在工作成就滿意度、工作環境滿意度、工作業務滿意度、進修管道滿

意度與工作待遇滿意度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當 F 值達到統計.05 顯著水準，

再以 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以瞭解不同年齡間的差異狀況。 

根據表 4-12之分析結果，發現不同年齡在工作成就滿意度、工作環境滿意

度、工作業務滿意度、進修管道滿意度與整體工作滿意度皆未達統計顯著差異。

工作待遇滿意度達.05 統計顯著水準，分析後呈現「41歲以上」組明顯高於「30

歲以下」組之結果，而「41歲以上」組高於「31-40歲」組；顯示在工作待遇滿

意度上，「41歲以上」組呈現最高之得分狀況，表示「41歲以上」組在工作待

遇上明顯比其他年齡組別擁有較高之滿意程度。 

 

 

參、諮商工作年資的差異 

本研究將研究樣本分類為「3年以下」組、「4—9年」組與「10年以上」組，

以不同諮商工作年資在工作滿意度各因素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當F值達到統

計.05顯著水準，再以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 

根據表4-13之分析結果，不同工作年資在工作成就滿意度達.01顯著水準，「10

年以上」組明顯高於「4—9年」組與「3年以下」組；在工作環境滿意度、工作

業務滿意度與進修管道滿意度未達.05之顯著水準；在工作待遇滿意度達.01顯著

水準，「10年以上」組明顯高於「3年以下」組，且高於「4—9年」組但未達顯

著；整體工作滿意度達.01顯著水準，「10年以上」組明顯高於「3年以下」組。

綜上所述，諮商工作年資在工作成就、工作待遇與整體工作滿意度方面，「10

年以上」組得分高於其他組別，表示「10年以上」組與工作成就、工作待遇、整

體工作滿意度呈現明顯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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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工作滿意度各因素在年齡之差異 

因

素 

組

別 

年 

齡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異數 分析 摘要 事後 

變異來

源 
SS df 比較 F值 比較 

工
作
成
就
滿
意
度 

1 30歲以下 55 3.51 0.64 組間 1.26 2 0.63 1.75  

2 31—40歲 91 3.60 0.55 組內 58.73 163 0.36   

3 41歲以上 20 3.81 0.69 總和 59.99 165    

 總和 166 3.60 0.60       

工
作
環
境
滿
意
度 

1 30歲以下 55 3.24 0.54 組間 0.68 2 0.34 1.11  

2 31—40歲 91 3.27 0.55 組內 49.69 163 0.30   

3 41歲以上 20 3.45 0.58 總和 50.37 165    

 總和 166 3.28 0.55       

工
作
業
務
滿
意
度 

1 30歲以下 55 3.21 0.58 組間 0.31 2 0.16 0.41  

2 31—40歲 91 3.27 0.63 組內 61.81 162 0.38   

3 41歲以上 19 3.35 0.67 總和 62.13 164    

 總和 165 3.26 0.62       

進
修
管
道
滿
意
度 

1 30歲以下 55 3.40 0.51 組間 0.42 2 0.21 0.76  

2 31—40歲 90 3.40 0.51 組內 45.00 162 0.28   

3 41歲以上 20 3.55 0.64 總和 45.43 164    

 總和 165 3.42 0.53       

工
作
待
遇
滿
意
度 

1 30歲以下 55 2.68 0.73 組間 3.45 2 1.73 3.17* 3＞1 

2 31—40歲 91 2.84 0.75 組內 88.89 163 0.55   

3 41歲以上 20 3.17 0.74 總和 92.35 165    

 總和 166 2.83 0.75       

*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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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工作滿意度在諮商工作年資之差異 

因

素 

組 

別 

年 

齡 

人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異數分析摘要 
事後 

比較 變異 

來源 
SS df 比較 F 值 

工
作
成
就
滿
意
度 

1 3 年以下 76 3.43 0.59 組間 3.77 2 1.88 5.46**  
3＞1 

3＞2 

2 4 — 9年 62 3.73 0.57 組內 56.22 163 0.34    

3 10年以上 28 3.75 0.60 總和 59.99 165     

 總和 166 3.60 0.60       

工
作
環
境
滿
意
度 

1 3 年以下 76 3.17 0.52 組間 1.88 2 0.94 3.17   

2 4 — 9年 62 3.38 0.57 組內 48.48 163 0.30    

3 10年以上 28 3.38 0.55 總和 50.37 165     

 總和 166 3.28 0.55       

工
作
業
務
滿
意
度 

1 3 年以下 76 3.14 0.60 組間 1.86 2 0.93 2.50   

2 4 — 9年 62 3.36 0.63 組內 60.27 162 0.37   

3 10年以上 27 3.36 0.61 總和 62.13 164    

 總和 165 3.26 0.62       

進
修
管
道
滿
意
度 

1 3 年以下 75 3.34 0.51 組間 0.75 2 0.37 1.36   

2 4 — 9年 62 3.46 0.56 組內 44.68 162 0.28    

3 10年以上 28 3.49 0.53 總和 45.43 164     

 總和 165 3.42 0.53       

工
作
待
遇
滿
意
度 

1 3 年以下 76 2.63 0.75 組間 5.89 2 2.94 5.55**  3＞1 

2 4 — 9年 62 2.96 0.71 組內 86.46 163 0.53    

3 10年以上 28 3.08 0.69 總和 92.35 165     

 總和 166 2.83 0.75       

*p<.05；**p<.01 

 

 

肆、婚姻狀況的差異 

本研究所回收之研究樣本中，婚姻狀況為「離婚」之受試者僅有 2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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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高，故不列入婚姻狀況差異之討論。本研究以不同婚姻狀況在工作滿意度各

因素進行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表 4-14可知，不同婚姻狀況在工作成就滿意

度、工作環境滿意度、工作業務滿意度、進修管道滿意度與工作待遇滿意度等因

素中，皆未達到統計.05顯著水準，顯示婚姻狀況不會對工作滿意度各因素產生

差異。 

 

表 4-14 工作滿意度各因素在婚姻狀況的差異 

因素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差異 t 值 

工作成就 未婚 93 3.58 0.61 -0.04 -0.44 

 已婚 71 3.62 0.60   

工作環境 未婚 93 3.31 0.56 0.05 0.55 

 已婚 71 3.26 0.56   

工作業務 未婚 93 3.31 0.61 0.12 1.20 

 已婚 70 3.19 0.63   

進修管道 未婚 92 3.45 0.54 0.06 0.73 

 已婚 71 3.39 0.51   

工作待遇 未婚 93 2.88 0.78 0.14 1.21 

 已婚 71 2.74 0.71   

*p<.05；**p<.01 

 

 

伍、工作性質的差異 

本研究以不同工作性質在工作滿意度等因素進行獨立樣本平均數 t 檢定，表

4-15可知，專任工作者與兼任工作者在工作成就滿意度、工作環境滿意度、工作

業務滿意度、進修管道滿意度與工作待遇滿意度等因素，均未達到統計差異顯著

水準，顯示工作性質在工作滿意度等因素沒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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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工作滿意度在工作性質之差異 

因素 工作性質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分數差異 t 值 

工作成就 專任 128 3.55 0.59 -0.21 -1.92 

 兼任 38 3.76 0.62   

工作環境 專任 128 3.27 0.58 -0.07 -0.70 

 兼任 38 3.34 0.47   

工作業務 專任 128 3.22 0.67 -0.17 -1.45 

 兼任 37 3.39 0.31   

進修管道 專任 127 3.43 0.56 0.04 0.36 

 兼任 38 3.39 0.41   

工作待遇 專任 128 2.80 0.78 -0.10 -0.76 

 兼任 38 2.91 0.61   

*p<.05；**p<.01 

 

 

小結 

 本節係探討性別、年齡、諮商工作年資、婚姻狀況與工作性質在工作成就滿

意度、工作環境滿意度、工作業務滿意度、進修管道滿意度與工作待遇滿意度等

因素之影響。根據本節之統計分析後，獲得以下結果：在性別、婚姻狀況與工作

性質等因素中，工作滿意度各因素均未達統計顯著差異水準；表示對諮商心理師

來說，不同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與工作性質不會對工作滿意度產生不同。 

在年齡方面，工作待遇滿意度在「41歲以上」組之得分狀況明顯大於「30

歲以下」組，表示「41歲以上」組對工作待遇有明顯的較高的滿意度。在工作

年資方面，在工作成就滿意度、工作待遇滿意度與整體工作滿意度達統計差異顯

著水準，分析結果發現「10年以上」組在工作成就、工作待遇與整體工作滿意

度方面，有較佳的得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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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專業認同和工作滿意度之關係與預測力 

本節探討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和工作滿意度等因素之間的關係，以皮爾遜積

差相關進行分析；另外，專業認同對和工作滿意度之間的影響，將以多元迴歸分

析，以專業知能認同、專業理念認同、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等因素為自

變項，逐一對等因素進行預測。研究結果呈現如下： 

 

壹、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的相關 

本研究以皮爾遜積差相關進行分析，透過相關係數矩陣探討專業認同和工作

滿意度之間的關係，詳見表 4-16。 

 

表 4-16 專業認同和工作滿意度之間的相關係數 

 A B C D E F G H I 

A 專業知能認同          

B 專業理念認同 .534**         

C 專業倫理認同 .568** .469**        

D 專業服務認同 .547** .516** .573**       

E 工作成就滿意度 .236** .323** .225** .223**      

F 工作環境滿意度 .156* .185* .189* .220** .810**     

G 工作業務滿意度 .129 .117 .240** .182* .679** .706**    

H 進修管道滿意度 .175* .076 .213** .247** .590** .696** .537**   

I 工作待遇滿意度 .146 .126 .159* .231** .645** .781** .624** .584**  

*p<.05；**p<.01 

 

由表 4-16可知以下分析結果， 

一、專業知能認同 

與工作環境滿意度、進修管道滿意度達.05 顯著水準，並與工作成就滿意度

達統計.01顯著水準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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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理念認同 

與工作成就滿意度達統計.01 顯著水準，且與工作環境滿意度達到統計.05

顯著水準。 

 

三、專業倫理認同 

與工作滿意度各因素呈現顯著相關，相關係數由高至低依序為工作業務滿意

度、工作成就滿意度、進修管道滿意度、工作環境滿意度與工作待遇滿意度；且

與前述三項因素達統計.01顯著水準，與後兩項因素則達統計.05顯著水準。 

 

四、專業服務認同 

與工作滿意度各因素皆有顯著相關，相關係數由高至低依序為進修管道滿意

度、工作待遇滿意度、工作成就滿意度、工作環境滿意度工作業務滿意度與；且

與前述四項因素達統計.01顯著水準，與最後一項因素則達統計.05顯著水準。 

 

 

貳、專業認同對工作滿意度的預測力 

一、以工作成就滿意度為預測變項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專業認同等因素對工作成就滿意度因素進行迴

歸預測，詳見表4-17。由表4-17可知，專業理念認同對工作成就滿意度具有正向

影響，達統計.01顯著水準。另外，各個預測變項VIF值均小於5，表示共線性問

題在容許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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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專業認同各因素對工作成就滿意度的預測分析 

 

自變項 

 依變項：工作成就滿意度 

B SE β t p VIF 

常數 1.52 0.55  2.75 0.01  

專業知能認同 0.06 0.12 0.05 0.48 0.63 1.79 

專業理念認同 0.29 0.11 0.26  2.76** 0.01 1.55 

專業倫理認同 0.10 0.14 0.07 0.68 0.50 1.74 

專業服務認同 0.05 0.15 0.03 0.31 0.76 1.76 

R .341 Adj-R
2
 .094  

△R
2
 .116 F值 5.257  

*p<.05, **p<.01 

 

二、以工作環境滿意度為預測變項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專業認同等因素對工作環境滿意度因素進行迴

歸預測，詳見表4-18。由表4-18可知，專業認同各因素對工作環境滿意度皆未達

統計差異顯著水準。 

 

表4-18  專業認同各因素對工作環境滿意度的預測分析 

 

自變項 

 依變項：工作環境滿意度 

B SE β t p VIF 

常數 1.65 0.52  3.16 0.00  

專業知能認同 -0.01 0.12 -0.01 -0.10 0.92 1.79 

專業理念認同 0.09 0.10 0.09 0.95 0.34 1.55 

專業倫理認同 0.11 0.13 0.08 0.81 0.42 1.74 

專業服務認同 0.19 0.14 0.13 1.32 0.19 1.76 

R .247 Adj-R
2
 .038  

△R
2
 .061 F值 2.607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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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工作業務滿意度為預測變項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專業認同等因素對工作業務滿意度因素進行迴

歸預測，詳見表4-19。由表4-19可知，專業倫理認同對工作業務滿意度具有正向

影響，達統計.05顯著水準。另外，各個預測變項VIF值均小於5，表示共線性問

題在容許範圍內。 

 

表4-19 專業認同各因素對工作業務滿意度的預測分析 

 

自變項 

 依變項：工作業務滿意度 

B SE β t p VIF 

常數 1.41 0.58  2.45 0.02  

專業知能認同 -0.07 0.13 -0.05 -0.54 0.59 1.78 

專業理念認同 0.02 0.11 0.02 0.19 0.85 1.55 

專業倫理認同 0.35 0.15 0.24  2.39 * 0.02 1.73 

專業服務認同 0.11 0.16 0.07 0.73 0.46 1.75 

R .268 Adj-R
2
 .048  

△R
2
 .072 F值 3.074  

*p<.05, **p<.01 

 

四、以進修管道滿意度為預測變項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專業認同等因素對進修管道滿意度因素進行迴

歸預測，詳見表4-20。由表4-20可知，專業服務認同對進修管道滿意度具有正向

影響，達統計.05顯著水準。另外，各個預測變項VIF值均小於5，表示共線性問

題在容許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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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  專業認同各因素對進修管道滿意度的預測分析 

 

自變項 

 依變項：進修管道滿意度 

B SE β t p VIF 

常數 1.85 0.49  3.76 0.00  

專業知能認同 0.08 0.11 0.07 0.69 0.49 1.79 

專業理念認同 -0.12 0.09 -0.13 -1.32 0.19 1.55 

專業倫理認同 0.12 0.13 0.10 0.98 0.33 1.75 

專業服務認同 0.28 0.13 0.21  2.09* 0.04 1.77 

R .276 Adj-R
2
 .053  

△R
2
 .076 F值 3.271  

*p<.05, **p<.01 

 

 

五、以工作待遇滿意度為預測變項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探討專業認同等因素對工作待遇滿意度因素進行迴

歸預測，詳見表4-21。由表4-21可知，專業認同各因素對工作待遇滿意度皆未達

統計差異顯著水準。 

 

表4-21專業認同各因素對工作待遇滿意度的預測分析 

 

自變項 

 依變項：工作待遇滿意度 

B SE β t p VIF 

常數 0.67 0.70  0.95 0.35  

專業知能認同 0.00 0.16 0.00 -0.02 0.98 1.79 

專業理念認同 0.03 0.14 0.02 0.20 0.84 1.55 

專業倫理認同 0.10 0.18 0.06 0.56 0.58 1.74 

專業服務認同 0.37 0.19 0.20 1.94 0.05 1.76 

R .244 Adj-R
2
 .036  

△R
2
 .059 F值 2.522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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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節主要於分析探討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和工作滿意度等因素間的關係。

首先，透過皮爾遜積差相關瞭解專業認同各因素對和工作滿意度各因素之間的關

連性，並從分析中可得知專業知能認同、專業理念認同皆與工作成就滿意度有顯

著的正相關，；。整體來說，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的相關。 

再以多元迴歸分析，透過專業知能認同、專業理念認同、專業倫理認同與專

業服務認同，分別瞭解其對工作滿意度之預測。根據分析結果，發現專業認同各

因素對工作環境滿意度與工作待遇滿意度之預測力未達顯著水準。而專業理念認

同對工作成就滿意度有顯著的預測力外，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則是分別

對工作業務滿意度與進修管道滿意度有顯著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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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取得執照之諮商心理師為研究對象，旨在建構「諮商心理

師專業認同量表」，並探究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與關係，瞭

解不同背景變項下之差異。本章依第四章之統計分析結果，分別做以下之討論與

分析：第一節為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問卷之結果；第二節係為諮商心理師專業認

同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第三節為不同變項對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差異；第四

節為不同變項對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之差異；第五節係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

工作滿意度之關係與預測力。  

 

第一節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之結果 

本研究在確認假設問題與研究架構後，蒐集過去研究與文獻資料，著手自編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量表內容「專業知能認同」、「專業理念認同」、

「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四個因素，共 40 題。該量表經過專家內

容效度之校正，並修改並刪除不恰當題目後，正式量表共 38 題。回收正式研究

樣本以主成份分析法進行因素萃取後，獲得「專業知能認同」、「專業理念認同」、

「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四個因素，共 15題。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最後由「專業知能認同」、「專業理念認同」、

「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等四個因素所組成，總量表解釋變異量為

61.23％，因素特徵值均大於 1，各題目因素負荷量皆大於.50；專業認同各因素

之 Cronbach α係數位於.708～.800之間，總量表 Cronbach α係數為.882。該量表

經統計分析發現該量表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與構念效度。此結果部分驗證了

假設一之研究假設。 

不同以往對於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研究，多採質性研究方法，如張素惠

（2006）以深度訪談法探討義務張老師自我效能知覺與專業認同內涵、黃致慧

（2007）以敘說研究與「整體—內容」分析法探討三位藝術治療師的專業認同發

展過程與內涵。以質性方式來瞭解專業認同內涵雖可對某一特殊族群做深入的探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7 
 

索，但其研究人數有限而難以做較大規模之研究。 

透過本研究所編製之「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可增進對諮商心理師更

全面認識與瞭解，如同美國諮商學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在學會

會則（2009）中提到：「專業認同的推廣與分享對於諮商心理師是重要的關鍵。」

未來研究亦各可利用該量表蒐集不同層級、服務單位、諮商取向等量化資料，進

而比較之；亦或是將該量表做為研究對象的初步篩選工具，挑選符合研究需求之

受試者，進而將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更往精緻之方向發展，並做為諮商心理師培

育機構與主管單位之政策修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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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的現況 

關於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概況，本研究以回收之有效問卷

167份做為分析資料，本節將說明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主要發現。 

 

壹、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現況 

關於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現況，經由本研究之資料分析後發現，諮商心理

師整體之專業認同量表得分呈現高程度（平均數為 4.27）。本研究自編之諮商心

理師專業認同量表各因素平均得分位於 4.38～4.12之間，介於題目選項的「同意」

與「非常同意」之間，可看出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情況良好，且囊括於專業知能、

專業理念、專業倫理與專業服務各層面。推論諮商心理師擁有高程度的諮商專業

認同，可能原因為臺灣地區諮商心理師制度發展日益健全，對於諮商專業能力培

訓、執照取得、執業規定、專業倫理規範與進修規定等都有依循的法令，故促使

諮商心理在專業認同程度有良好情況。專業認同各因素詳細說明如下。 

 

一、專業知能認同 

本研究對於專業知能認同因素之定義為「諮商心理師認同專業知識與專業技

能之養成，亦需要不斷地充實新的知識與技術並發揮於諮商專業工作中」，以解

釋專業知能認同之內涵。Skovholt 與 Ronnestad（1992）的觀點認為專業認同包

括專業知識與技術之學習。張素惠（2006）提及「專業訓練對自我效能的提升」

為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內涵之一，著重於個人與專業成長同步進行，促使提升自

我瞭解與專業學習得以應用。故本研究在專業知能認同強調專業知能的具備與發

揮，以及持續自我充實的傾向，顯示本研究之諮商心理師專業知能認同表現與過

去研究之結果相符。 

 

二、專業理念認同 

本研究之專業理念認同因素以「諮商心理師對於諮商的態度與價值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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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願意持續投入諮商專業並擁有承諾」為定義，以說明專業理念認同的意義。

Spruill（1996）認為展現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的方式之一，是透過不同行為來

呈現專業承諾與持續投入內在態度。廖靜薇（2002）以臺灣地區精神社工為研究，

指出對專業工作的投入、付出與執著、責任感是專業認同的要素。根據本因素之

題目，能清楚了解「專業理念認同」因素在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重要地位且得

分為「高程度」，重視對於諮商專業的投入與承諾，且與過去研究結果相符。 

 

三、專業倫理認同 

本研究在專業倫理認同因素方面，意指「諮商心理師認同的道德、品德或規

範原則，並願意在諮商工作中遵守」，清楚描述出該因素的內涵。賴玉珊（2008）

認為專業認同內涵包含以諮商倫理為準則，持續地比對、反省實務經驗與理想。

許伊均（2011）研究發現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要素之一為個體對於此專業的倫理

道德、精神、意義和功能的態度、體認和遵守程度，稱為「專業規範守則的認同」。

由上述內容可知本研究「諮商倫理認同」的內容與現況與過去研究一致。 

 

四、專業服務認同 

 根據本研究對專業服務認同的定義，意指「諮商心理師實踐諮商工作以及平

時所表現之具體行為的認同」，說明專業服務的認同意涵。李華璋（2002）經由

研究結果之分析，顯示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內涵可從「是否進行諮商工作」與

「是否讓個案得到幫助的角度切入」等方式判定。許伊均（2011）強調諮商心理

師專業認同包含「專業服務」，亦讓諮商心理師的職業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

與人接觸的一種「服務」。本研究在專業服務認同因素的結果中，在得分呈現「高

程度」的同時亦指出進行諮商專業服務的重點，且與過去研究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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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之現況 

關於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之現況，經由本研究之資料分析後發現，諮商心

理師整體之工作滿意度量表得分呈現中高程度（題平均數為 3.28），其各因素平

均得分位於 3.60～2.83 之間，介於題目選項的「同意」與「不同意」之間。該量

表以「工作成就滿意度」的平均數為最高（題平均數 3.60），依平均數下降為排

序順位如下：為「進修管道滿意度」（題平均數 3.42）、「工作環境滿意度」（題

平均數為 3.28）、「工作業務滿意度」（題平均數 3.26）以及「工作待遇滿意度」

（題平均數為 2.83）。 

根據李訓維（2009）以臺灣地區助人工作者工作滿意度程度之研究結果，顯

示各因素之題平均數介於 3.66～3.21之間，整體量表與各因素之狀況為中上程度。

工作滿意度各因素之題平均數由高至低排列依序為：工作成就滿意度，題平均數

為 3.66；進修管道滿意度，題平均數為 3.48；工作環境滿意度，題平均數為 3.42；

工作業務滿意度，題平均數為 3.29；工作待遇滿意度，題平均數為 3.21；總量表

平均數為 3.42。與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分相比，工作滿意度整體表現與各因素之平

均數高低之排列順序一致，皆以「工作成就滿意度」為最高、「工作待遇滿意度」

為最低；故本研究在工作滿意度的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相符。 

根據上述分析資料，可瞭解諮商心理師在工作滿意度各層面之現況，除了「工

作待遇滿意度」得分呈現為中低程度外，其餘四個因素皆位於中高程度，顯示諮

商心理師之工作滿意度大致上為不錯的程度，但在工作待遇方面滿意度稍嫌不足。

以研究樣本資料的分析結果，研究者推論諮商心理師在「工作待遇滿意度」的表

現，應與諮商工作之特性有關：心理諮商是一份與「人」息息相關的行業，不單

只是與個案面對面的諮商服務，更要在事前作預備工作、事後統整等。像是一名

個案每週固定與諮商心理師晤談的時間為一小時，但諮商心理師需要晤談前為個

案的來談做準備，每次晤談後需要時間整理個案記錄、分析個案問題、審視諮商

目標等而造成身心不小的負擔，所以在工作待遇方面的需求可能大過於目前實際

所獲得的狀況，導致此因素的工作滿意度差強人意。 

林家興等人（2008）的研究指出，諮商心理師認為每次心理諮商或心理治療

的合理收費標準為 1,400元，但許多在學校單位執業之諮商心理師卻以月薪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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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案量計價，所以諮商心理師對工作單位的薪資所得、聘僱制度、酬金標準與工

作業務量的滿意度偏低。在工作待遇滿意度中，尤其以「升遷機會」方面的低分

為最低；推論可能原因在於國內諮商心理師制度並未建立明確升遷制度。舉例來

說，學校輔導老師可能有升職組長、主任的機會，但臺灣地區諮商心理師難有類

似的升遷管道與機會，薪水加級程度不多、實際鼓勵效果不佳；故造成諮商心理

師在工作待遇滿意上的較低得分狀況。 

 

綜上所述，本節企圖瞭解臺灣地區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現

況，研究結果發現諮商心理師普遍在專業認同四個因素中有良好且一致性的認同

程度，且各因素與過去研究結果大致相符合。而工作滿意度則因層面不同而有所

差異，且以「工作待遇」呈現最低之滿意度，但整體狀況與李訓維（2009）之研

究一致；透過對現況之認識，因而更令人好奇不同背景變項的受試者，在本研究

關注之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各因素在不同變項下如何產生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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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背景變項對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差異 

 

壹、性別的差異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女性與男性在專業知能認同、專業理念認同、專業倫理

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等因素中，並未有顯著差異。 

相關研究雖未針對性別與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做研究，但台灣女性無論在性

別角色特質、婚姻、工作、情感等方面，皆受到傳統父權文化的影響與規範（李

秉倫，2007）；而輔導專業屬於男性非傳統領域（吳寶嘉，2003）。過去研究多以

質化方式以單一性別做為討論，容易在性別偏見上加以擴張，但此結果表示國內

之諮商心理師的人數雖然在性別比例上相差頗大，但不因此影響女性與男性在的

專業認同程度，表示諮商心理師並無性別之分，亦可顯示諮商服務向來強調的包

容與接納。 

 

 

貳、年齡的差異 

根據本研究之資料分析，受試者的年齡對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達部分顯著差

異；其差異表現於專業知能認同、專業倫理認同、專業服務認同與整體專認同。 

Skovholt與Ronnestad（1992）認為個人發展越成熟、經驗越豐富，越能成功

地協助個案；余挺毅（2006）研究指出年齡較長的輔導教師因為人生閱歷豐富，

歷經較多與不同文化適應與包容經驗，故在多元文化諮商能力上也較為優異。故

此結果與過去文獻雷同，並驗證年齡對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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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諮商工作年資的差異 

根據本研究之資料分析，受試者的諮商工作年資對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達部

分顯著差異；其差異表現於專業知能認同、專業倫理認同、專業服務認同與整體

專認同。 

過去研究顯示，當接觸諮商心理專業領域的時間推演與經驗累積，諮商心理

師的表現更加地有自信，因而隨著諮商工作年資的累積與經驗的豐富逐漸瞭解諮

商心理與自我之限制，而對於諮商工作有較多的認同產生（吳寶嘉，2004；張素

惠，2006；楊明磊2001）。故此結果與過去文獻一致，並驗證諮商工作年資對諮

商心理師專業認同之正相關。 

 

 

肆、婚姻狀況的差異 

本研究結果發現，未婚、已婚與離婚在專業知能認同、專業理念認同、專業

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等因素中，皆未呈現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婚姻狀況並不

會對專業認同各因素產生差異。 

過去研究指出，婚姻與個人關係的轉變，可能促使諮商心理師更深入的認識、

接納自己與他人，但有可能體驗更多工作與家庭的衝突感受（黃馥珍 2009；黃

馨慧，2010）。本研究之結果雖與過去文獻不符，但可推論諮商心理師在不同之

婚姻狀況下將調適良好，故婚姻狀況不造成專業認同的差異。 

 

 

伍、工作性質的差異 

透過前一章節之資料分析結果，得知不同工作性質在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有

部分顯著差異；其於專業知能認同、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因素有顯著差

異，且皆為兼任工作者的平均數得分皆高於專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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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研究結果認為專任諮商心理師除了諮商專業服務外，尚須花心思負責任

職機構之行政業務，也因此容易受到任職機構氣氛與風氣的干擾（林家興等人，

2008；紀娙宜，2010）。此結果與符合過去研究，也就是說兼任工作者的工作內

容較為單純專一，對於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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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同背景變項對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之差異 

本節係為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對於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本研究以相

關文獻資料做為背景變項選擇之基礎，分為性別、年齡、諮商工作年資、婚姻狀

況與工作性質，將在本節逐一詳細說明之。 

 

壹、性別的差異 

本研究發現不同性別在工作成就滿意度、工作環境滿意度、工作業務滿意度、

進修管道滿意度與工作待遇滿意度等因素中，均未有顯著水準。此結果與王琇蘭

（1998）以及 Slive 等人（1997）的研究結果一致。 

 

 

貳、年齡差異 

過去研究指出，年齡與工作滿意度為直線正相關；亦即隨著年齡的增長，工

作者越能理解自己的個人需求與組織間的調配，所以工作滿意度亦隨之增加（王

琇蘭，1998；許士軍，1977）。根據本研究之資料分析，發現不同年齡在工作成

就滿意度、工作環境滿意度、工作業務滿意度、進修管道滿意度與整體工作滿意

度皆未達統計顯著差異，但在工作待遇方面，41歲以上組顯著高於 30歲以下組

的受試者。 

 

 

參、諮商工作年資的差異 

諮商工作年資部分，本研究結果在工作環境滿意度、工作業務滿意度與進修

管道滿意度未達顯著；但在工作成就、工作待遇與整體工作滿意度方面達顯著。 

此結果符合前述文獻之分析有部分一致，年資越大的工作者能擁有較高的工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6 
 

作滿意度，是因為對於該工作之熟悉度與掌握度較高，亦能更清楚地降低期望與

現實間的差距，且薪資亦伴隨年資而增長（周佳慧，2001；李訓維，2009），故

在工作成就、工作待遇與整體工作上有較佳的工作滿意度。 

 

 

肆、婚姻狀況的差異 

李訓維（2009）的研究顯示，已婚的助人工作者建立良好的親密關係有助於

工作滿意度的提升。本研究根據研究資料的分析可知，未婚、已婚與離婚在工作

成就滿意度、工作環境滿意度、工作業務滿意度、進修管道滿意度與工作待遇滿

意度等因素中，皆未有所差異。在婚姻狀況與工作滿意度上，本研究結果與李訓

維（2009）不相符，推論可能是隨著社會的開放，已婚不再是擁有良好的親密關

係的證明；換言之，婚姻狀況的不同難以當作預測工作滿意度之工具。 

 

 

伍、工作性質的差異 

本研究以不同工作性質在工作成就滿意度、工作環境滿意度、工作業務滿意

度、進修管道滿意度與工作待遇滿意度等因素，均沒有顯著差異。本研究與文獻

分析結果相異，根據李訓維（2009）以助人工作者為研究對象，指出兼任工作者

在「工作成就」的工作滿意度明顯高於專任工作者，推論原因為專任工作者需負

擔專業諮商工作外的行政事務，導致工作滿意度較低。 

本研究結果與李訓維（2009）不同，顯示不同類型的助人工作者因工作職務、

工作內容與工作特性之不同，可能影響其工作滿意度的成因複雜，需更待深入研

究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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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 

與預測力 

本研究之關注重點之一即為探討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

之關係，並以文獻整理之結果為依據，嘗試分析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對於工作滿

意度之預測力。 

 

壹、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根據本研究之統計分析，結果發現專業知能認同與工作環境滿意度、進修管

道滿意度達顯著；專業理念認同與工作成就滿意度、工作環境滿意度達顯著；專

業倫理認同與工作滿意度各因素呈現顯著相關；專業服務認同與工作滿意度各因

素皆有顯著相關。以保母的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來說，指出兩者之間呈現顯著

正相關（路燕琴，2007：黃俊傑，2010）；而以諮商工作相關人員來說，此結果

與文獻整理結論相似（李花環，2000；張素惠，2006,；Fenech 等人, 2008）。 

根據本研究之結果，表示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有相關性存在。

表示「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可在工作滿意度的各個層面所見。「專

業知能認同」與工作成就滿意度、工作環境滿意度以及進修管道滿意度有顯著相

關，表示在諮商工作中擁有專業的知識與技能是與工作成就與工作環境選擇息息

相關，且更能充分使用進修管道的各項資源，擁有較高的滿意度。在「專業理念

認同」與工作成就滿意度相關性最高，可以看出專業理念與工作成就滿意度在諮

商工作中的重要性。 

 

 

貳、專業認同對工作滿意度的預測力 

 以國內諮商心理師為研究對象，關注於專業認同對工作滿意度的預測力，研

究結果達顯著的有下列三者：「專業理念認同對工作成就滿意度的預測力」、「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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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倫理認同對工作業務滿意度的預測力」以及「專業服務認同對於進修管道滿意

度的預測力」。專業認同對工作滿意度的預測力結果與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結果

大致符合。 

 

一、專業理念認同對工作成就滿意度的預測力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專業理念認同對於工作成就滿意度有良好的預測力。本

研究的「專業理念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對於諮商的態度與價值的認同，以及擁

有願意持續投入諮商工作的熱忱。「工作成就滿意度」係為諮商心理師在工作中

滿意其所扮演之角色與地位，並且滿意從工作或他人（上司、大眾、同事等）所

獲得之回饋。張素惠（2006）研究指出，「面對專業工作的正面價值感受」是專

業認同的內涵之一，意為其研究對象在落實助人的精神與態度，從工作、同事、

個案或機構得到回饋，擁有助人的喜悅、成長的滿足感；故本研究此結果與過去

研究雷同。 

 專業認同程度足以影響其對工作之感受與專業表現，也就是專業認同越深，

越能有正向工作感受與較佳的專業表現（王琇蘭，1998）。諮商心理師的專業理

念可視為其對於諮商工作的價值觀，而當諮商心理師對於諮商工作的價值觀愈是

肯定的同時，愈能鼓舞其在諮商工作中付出時間、努力與心思；因而更能扮演好

工作中所需求的各種角色，且從他人身上獲得更多的正向回饋，進而從諮商工作

的本身得到更高的工作成就。綜上所述，可以清楚瞭解專業理念認同對工作成就

滿意度有顯著預測力之原因。 

 

二、專業倫理認同對工作業務滿意度的預測力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專業倫理認同對於工作業務滿意度有不錯的預測力。本

研究之「專業倫理的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認同諮商倫理的重要性，並願意在諮

商工作中遵守，進而使諮商工作更加順利。「工作業務滿意度」定義為對於諮商

工作中的業務量與業務安排等的滿意程度。Spruill（1996）認為透過執照的取得

與遵守專業行為，皆可視為展現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方式。在諮商專業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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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工作倫理付諸於行動的表現，就是對該專業認同層面之一（萬育維、賴資雯，

1996）；根據前述內容，可發現此結果與過去文獻有相似之處。 

諮商專業倫理內涵，不只是與個案接觸時的道德準則，更是一套能夠靈活運

用、融會貫通在各類型諮商工作中的思想典範；而若能對於諮商專業倫理保有高

度的認同，願意遵守且實踐於實務工作中，應能以更加正向積極地面對自身之工

作業務，無論在直接服務或間接服務中，都能肯定自己擁有符合倫理規範的態度，

對工作業務滿意度之提升有莫大的助益。經由上述之推論，可得知專業倫理認同

對於工作業務滿意度有顯著的預測力之原因。 

 

三、專業服務認同對於進修管道滿意度的預測力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專業服務認同對於進修管道滿意度有不錯的預測力。本

研究所定義之「專業服務的認同」意指諮商心理師實踐諮商工作以及平時所表現

之具體行為的認同，且願意不斷地發現問題與思考解決等。「進修管道的滿意度」

係為諮商心理師對於機構與諮商各界，辦理進修活動次數、內容等的滿意度。許

伊均（2011）認為專業服務的認同：係指願意持續向外實踐與該專業領域相關的

具體行為，不斷從專業服務中發現問題、思考問題與解決問題，從問題中產生新

的興趣與專業更新；因此對於專業服務認同越高，參與進修活動意願與接受度也

越高，因而擁有對進修管道滿意度的預測力。 

本研究之「專業服務認同」即為諮商專業工作的三大原則：真誠、積極傾聽

與無條件的接納；而該三大原則的實踐意涵則為「成為願意對自我、個案、環境

開放的諮商心理師」，而足夠的進修與持續的學習，是在這樣願意體驗開放的歷

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故專業服務認同愈能發展，愈能敞開心胸參與有興趣之研

習進修活動，並將研習進修的新知運用於諮商工作中，提升諮商工作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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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與研究方向為：（一）分析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內涵，發展諮

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二）瞭解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

（三）瞭解不同背景變項之諮商心理師對專業認同的差異性；（四）瞭解不同背

景變項之諮商心理師對工作滿意度的差異性；（五）探究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

工作滿意度之關係，並分析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 

為達成研究目的，研究者首先蒐集相關文獻、研究與理論，逐步建立研究架

構、設定待答問題與假設，再以「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與「工作滿意度量

表」做為研究工具，回收有效問卷 167份為資料分析樣本，經以描述性統計、因

素分析、Cronbach 信度分析、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與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本研究茲將所得之研究結論、研究限制與

建議，說明如下。 

 

第一節  結論 

 

壹、「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之發展 

本研究所編製之「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經正式樣本回收後，發現該量

表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量表各因素包含「專業知能認同」、「專業理念認

同」、「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認同」等四個因素，共 15題。 

 

 

貳、諮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 

諮商心理師整體之專業認同量表得分呈現高程度（平均數為 4.27），可看出

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情況良好，且囊括於專業知能、專業理念、專業倫理與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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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各層面。 

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方面，整體之工作滿意度量表得分呈現中高程度，而

在工作滿意度各層面之現況，除了「工作待遇滿意度」得分呈現為中低程度外，

其餘四個因素皆位於中高程度，顯示諮商心理師之工作滿意度大致上為不錯的程

度，但在工作待遇方面滿意度稍嫌不足。 

 

 

參、不同背景變項在專業認同之差異情形 

一、性別的差異 

性別在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各因素未有顯著差異。 

二、年齡的差異 

在專業知能認同、專業倫理認同、專業服務認同與整體專認同達顯著差異，

「41歲以上」組呈現最高之得分狀況。 

三、諮商工作年資的差異 

工作年資「10年以上」組在專業知能、專業倫理、專業服務與整體專業認同

上認同程度皆高於其他組別。 

四、婚姻狀況的差異 

不同婚姻狀況皆未呈現顯著差異。 

五、工作性質的差異 

在專業理念認同未有顯著差異；在專業知能認同、專業倫理認同與專業服務

認同因素則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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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不同背景變項在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一、性別的差異 

性別在工作滿意度各因素未有顯著水準。 

二、年齡差異 

 僅在工作待遇滿意度達顯著水準，分析後發現「41歲以上」組在工作待遇

上明顯比其他年齡組別擁有較高之滿意程度。 

三、諮商工作年資的差異 

 根據研究結果分析，「10年以上」組與工作成就、工作待遇、整體工作滿

意度呈現明顯正相關。 

四、婚姻狀況的差異 

婚姻狀況在工作滿意度中，皆未呈現顯著差異。 

五、工作性質的差異 

工作性質在工作滿意度中，皆未呈現顯著差異。 

 

 

伍、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與預測力 

一、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1. 專業知能認同：與工作環境滿意度、進修管道滿意度達顯著水準。 

2. 專業理念認同：與工作成就滿意度、工作環境滿意度達顯著水準。 

3. 專業倫理認同：與工作滿意度各因素皆達統計顯著水準。 

4. 專業服務認同：與工作滿意度各因素皆達統計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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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認同對工作滿意度的預測力 

 1. 專業理念認同對工作成就滿意度的預測力：專業理念認同對於工作成就

滿意度有顯著的預測力。 

2. 專業倫理認同對工作業務滿意度的預測力：專業倫理認同對於工作業務

滿意度有顯著的預測力。 

3. 專業服務認同對於進修管道滿意度的預測力：專業服務認同對於進修管

道滿意度有顯著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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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欲瞭解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與關係，經由研究過

程的推展與執行，歸納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依序說明如下。 

 

壹、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採行量化問卷方式進行，原先企圖發送 500份問卷，並預期回收 300

份有效問卷。實際進行研究後，研究者透過多重管道之聯繫，包含 E-mail、電話、

親自拜訪與透過友人協助溝通等方式，本研究最後發送問卷 397份，但實際僅回

收之有效問卷僅 167 份，與原先之期待相差甚大。 

探究問卷發送與回收不易之原因，可能有兩點因素。其一為本研究之研究對

象為臺灣地區領有執照且目前以諮商心理工作為業之諮商心理師，該族群較小之

緣故。根據林家興等人在 2008年的研究，推估當時國內約有 460名專任諮商心

理師與 85位兼任諮商心理師；隨著時間的進展，現今約僅有 1200人領有諮商心

理師執照，而實際進行諮商心理工作者更少。其二則為諮商心理師的工作複雜且

繁忙，願意協助填寫問卷的時間與意願不多；而相關諮商心理工作機構，亦以該

單位工作負擔過重，婉拒研究者之邀請。根據上述兩點原因，研究者在蒐集資料

上遭遇極大挫折，並因而對研究後續進行產生困難。 

 

二、研究主題方面 

過去相關研究多以質化方式，如訪談、傳記描述等方式來瞭解諮商心理師的

專業認同，所獲得之研究資料多元，但不同研究之間卻難以擁有一致性的結論。

研究者藉由過去研究之結果，進一步歸納出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核心因素，並

以問卷方式進行，希冀統整分析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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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研究首次以量化方式研究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尚處於初探研究階段，

雖對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內涵與現況有所瞭解，但因專業認同影響層面廣泛，因

而無法深入分析各研究變項的交互作用，此部分有待後續研究者之努力。 

 

三、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採自陳式問卷調查法，方便施測與可蒐集大量資料為其優點，但由於

是受試者主觀的陳述，其真實度與受試者填答的認真程度，皆無法得知。 

本研究企圖瞭解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對工作滿意度之關係與預測力。對於對

諮商心理師來說，可能影響工作滿意度表現之原因相當複雜，需考量的層面眾多，

但由於本研究聚焦於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與預測力，無法多元地探討干

擾工作滿意度表現之各項因素。且本研究為橫斷性研究，對於因果關係的推論上，

無法提供正確之證明。 

 

 

貳、建議 

一、對諮商心理實務工作上的建議 

（一）瞭解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現況，做為心理衛生主管機

關之政策參考 

本研究之工作滿意度結果與過去研究一致，顯示「工作待遇滿意度」方面有

明顯需加強與改進之處。為因應未來社會對於諮商心理師的大量需求，並吸引更

多優秀人才投身於諮商心理服務，建議衛生主管機關建立完善且合理之諮商心理

師酬金與升遷制度，以增加諮商心理師願意投注心血與努力，提供更專業化、多

元化與精緻化之諮商心理服務。 

在諮商心理師的訓練過程中，專業知能、專業理念、專業倫理與專業服務之

態度與精神的養成皆有其重要性，任何部分缺一不可。為因應未來可能擔任專任

工作者之繁雜業務，亦需培養諮商心理學習者的行政技巧與職場人際關係技巧之

學習等，降低因行政工作與聯繫溝通所帶來之壓力與負擔，而使專任諮商心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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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時間與心力追求諮商專業能力的提升。 

（二）瞭解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相關機構單位應協助

專業認同的發展，提高工作滿意度。 

本研究結果發現，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各因素有顯著相關，而

專業認同對工作滿意度有部分顯著預測力，因此提升諮商心理師工作滿意度的有

效方式可從專業認同著手。陳郁珊（2003）認為諮商心理師在變遷社會下，專業

發展與認同著重於「學習新的專業知識」與「能力之具備」。在「學習新的專業

知識」上，強調新技術與新理論的自我充實；在「能力之具備」方面，則是期待

諮商心理師能具備臨床診斷之能力、理解案主之能力、本身之穩定度、對社會議

題之敏感度、反思之能力、遵守倫理之能力、研究能力、多元性與包容力以及建

立大眾心理衛生之觀念。 

若能使諮商心理師專業理念認同上有較高表現，像是推廣諮商專業服務之正

面形象，使諮商心理師以諮商心理服務為榮的感受增加、促使其成為生涯持續努

力的方向，從自身與外在他人回饋中，都能得到令人滿意的回饋，以提升「工作

成就滿意度」。在培育諮商心理師的歷程中，透過討論、自省、接受督導等方式，

增加對於諮商倫理規範與諮商服務精神的深刻瞭解與體會，相信能增進諮商心理

師在實務工作中對於各種業務有更良好的掌握度，亦更能與同事間互相幫忙與協

調，且願意持續進修學習，以提供更好的諮商專業服務為己任，因而擁有成為優

秀諮商心理師之特質，進而成為後輩之學習典範。 

 

二、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之「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量表」為自編且初次使用，各專業認同因素

Cronbach α係數皆達.70 以上，整體量表 Cronbach α係數為.882，具有高度的信

度水準。但專業認同可能因諮商心理領域的發展而需納入更多元、更豐富之層面，

故未來研究者可持續致力於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議題之後續探究，進而增訂量表

之測量內容，以協助釐清專業認同的概念，促使該量表發展更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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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主題方面 

 本研究以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為主要探討範圍，但專業認同影

響廣泛，若未來研究者能持續關注專業認同與其他可能產生之變項，如以專業認

同與自我照顧為主題，瞭解諮商心理師如何透過專業認同幫助自我面對工作困境

與負向情緒；又如以專業認同與接受督導經驗為主題，嘗試探究諮商心理師督導

經驗與專業認同之相關等。相信後續研究能以本研究之結果為基礎，進而能對諮

商心理師之專業認同有更深入而完整之認識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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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專家內容效度」意見整理 

第一部分：背景變項 
編號 題目 可用性 

01 性別： □○1男      □○2女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G 增加  □○3 其他  ˇ  

A 性別： □女 □男  ˇ  

02 

年齡： □○1  25歲以下      □○2  25歲～34歲 

□○3  35歲～44歲    □○4  45歲～54歲 

□○5  55歲以上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G □○2  26歲～34歲  ˇ  

H 以 10歲為一個級距之理由為何？    

A 年齡： ___歲  ˇ  

F 連續變項，改填___年    月  ˇ  

03 

年資： □○1  1年以下      □○2  1年～5年  

□○3  6年～10年    □○4  11年～15年  

□○5  16年～20年   □○6  21年以上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H 年資以 5年為一個級距之理由為何？    

A 諮商工作年資：    年  ˇ  

F 連續變項，改填___歲    月  ˇ  

04 
婚姻狀況： □○1  未婚      □○2  已婚  

□○3  離婚      □○4  其他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G □○3  離婚      □○4  其他  ˇ  

05 受聘方式： □○1  專任      □○2  兼任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B 
受聘方式的問法，可能不適用於自行開業的心理師，建議改為「工

作性質」 
 ˇ  

F 加上□○3 其他       （專案支援）  ˇ  

 
 
 
 
第二部分：諮商師專業認同量表 
 
 專家 H：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僅侷限在個案諮商工作？若此，我無法認同，所以「諮商專業」

內涵待澄清。 

 
（一）專業知能的認同：諮商心理師認同該領域專業知識之習得與專業技能之培養，在執

行專業諮商工作的歷程中，亦認同需要不斷地充實新的知識與技術。 

編號 題目 可用性 

01 我熟悉專業諮商領域中的理論與知識 適 修 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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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改 除 

G    ˇ 

I 我熟悉諮商專業領域中的理論與知識  ˇ  

H 
我熟悉諮商專業領域中的理論與知識。諮商專業領域之內涵？只限個

諮？ 
 ˇ  

E 我熟悉專業諮商領域中的理論與知識  ˇ  

F 認同不等於具備該項能力，應改為「我認為……」的句型較合適  ˇ  

02 我認為心理諮商是自己的專業領域。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03 我肯定自己所具備諮商專業知識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G 我肯定自己所具備的諮商專業知識  ˇ  

I 我肯定自己所具備的諮商專業知識  ˇ  

B   ˇ  

H    ˇ 

E 我肯定自己所具備諮商專業知識  ˇ  

04 我會發揮所學的諮商專業，幫助實務工作的進行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G 我會發揮所學的諮商專業於，幫助實務工作的進行  ˇ  

B   ˇ  

H 我會發揮所學的諮商專業，幫助諮商實務工作的進行  ˇ  

A 我會將所學的諮商專業知能發揮在實務工作上  ˇ  

D 我會發揮所學的諮商專業知能，幫助實務工作的進行  ˇ  

05 我隨不同個案運用各種諮商技巧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G 我會隨不同個案運用各種諮商技巧  ˇ  

I 我會隨不同個案運用各種諮商技巧  ˇ  

H 只限個諮？  ˇ  

A    ˇ 

D 我隨不同個案特質，運用各種不同諮商技巧  ˇ  

F   ˇ  

06 我透過不同層面來評估個案的狀況與危機程度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G 我能透過不同層面來評估個案的狀況與危機程度  ˇ  

H 只限個諮？  ˇ  

A 我如何透過不同層面來評估個案的狀況與危機程度  ˇ  

F   ˇ  

07 我清楚掌握個案的晤談目標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G 我能清楚掌握個案的晤談目標  ˇ  

H 只限個諮？  ˇ  

A    ˇ 

D 我清楚掌握個案的諮商晤談目標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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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ˇ  

08 我清楚覺察諮商歷程的變化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G 我能清楚覺察諮商歷程的變化  ˇ  

H 只限個諮？  ˇ  

A    ˇ 

F   ˇ  

09 從事諮商工作，我會持續地充實知識與技術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G 從事諮商工作，我會持續地充實諮商知識與技術  ˇ  

I 在從事諮商工作的同時，我會持續地充實知識與技術  ˇ  

D 從事諮商工作，我會持續地充實諮商專業知識與技術  ˇ  

F   ˇ  

10 我肯定自己充實專業知識與技術的態度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D 我肯定自己充實諮商專業知識與技術的態度  ˇ  

F   ˇ  

 
 
 
（二）專業理念的認同：諮商心理師對於諮商的態度與價值的認同，且能清楚描述並界定

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編號 題目 可用性 

01 從事諮商工作符合我的價值觀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02 我對諮商工作懷有一份責任感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A 我對諮商工作懷有一份使命感  ˇ  

F 符合何種價值觀？  ˇ  

03 我瞭解諮商工作的意義與重要性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04 我認為專業的諮商能幫助他人解決心理的問題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H 我認為諮商專業能幫助他人解決心理的問題  ˇ  

D 我認為專業諮商能幫助他人解決問題  ˇ  

05 我清楚瞭解諮商心理師所扮演的角色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D 我清楚瞭解諮商心理師所扮演的專業角色  ˇ  

F 在哪裡或是那個位置的角色？  ˇ  

06 我認為建立符合自我特質的諮商風格是重要的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07 面對別人對於諮商專業的質疑，我會加以捍衛與澄清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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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議「捍衛」改成「辯護」，對諮商專業的質疑本來就是可被挑戰的，

用捍衛字眼太強烈。 
 ˇ  

D 面對別人對於諮商專業的質疑，我會加以澄清  ˇ  

08 我會清楚分辨心理諮商與其他助人工作的不同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I 我會清楚分辨心理諮商與其他助人工作者的不同  ˇ  

H 我會清楚瞭解心理諮商與其他助人工作的不同  ˇ  

D 我會清楚分辨心理諮商與其他助人專業工作的不同  ˇ  

09 從事諮商工作是我畢生的志業，我願意犧牲奉獻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G 從事諮商工作是我畢生的志業，我願意犧牲奉獻  ˇ  

E 從事諮商工作是我畢生的志業，我願意犧牲奉獻  ˇ  

F 「犧牲」二字太嚴重了些！  ˇ  

10 我以身為諮商心理師為榮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三）專業倫理的認同：諮商心理師認同的道德、品德或規範原則，並願意在諮商工作中

遵守。 

編號 題目 
可用性 

01 我認為諮商倫理是諮商專業中重要的部分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D 我認為諮商倫理是諮商專業中很重要的部分  ˇ  

02 我認為諮商倫理會讓諮商工作進行的更順利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G 我認為遵守諮商倫理會讓諮商工作進行的更順利  ˇ  

I 我認為諮商倫理會讓諮商工作進行得更順利  ˇ  

03 我期待自己對於諮商倫理有深入的瞭解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I 我自認對於諮商倫理有深入的瞭解  ˇ  

H   ˇ  

04 我遵守與諮商工作相關的倫理規定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F 
我願意遵守與諮商工作相關的倫理規定（認同表示未來較有可能如此

做，但不等於現在已做到） 
 ˇ  

05 我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以符合社會的規範與期望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H   ˇ  

A    ˇ 

D 我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以符合社會對諮商師的規範與期望  ˇ  

F 我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以符合社會對諮商師的規範與期望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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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在諮商工作中，我以個案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H 與前面重疊？  ˇ  

F 在諮商工作中，我會以個案最佳立意為優先考量  ˇ  

07 在諮商工作中，我會遵守保密原則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H 與前面重疊？  ˇ  

F 與 38.概念重複  ˇ  

08 在諮商工作中，我會尊重個案的隱私權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H 與前面重疊？  ˇ  

F 與 33.概念重複  ˇ  

09 在諮商工作中，我會尊重個案的自我決定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H 與前面重疊？  ˇ  

10 在諮商工作中，我會保持與個案間的專業界線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H 與前面重疊？  ˇ  

 
 
 
 
 
 

（四）專業服務的認同：諮商心理師實踐諮商工作以及平時所表現之具體行為的認同，並
能從工作中持續投入與反思。 

編號 題目 
可用性 

01 我會以真誠的態度來進行諮商工作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H 我會以真誠的態度來進行諮商工作  ˇ  

D 我會以真誠的態度來進行諮商工作  ˇ  

02 我同理個案的全部的情緒與感受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G 我同理個案的全部的情緒與感受  ˇ  

I 我同理個案所呈現出的情緒與感受  ˇ  

H 我同理個案的全部的情緒與感受  ˇ  

A 我能同理個案的全部的情緒與感受  ˇ  

E 我同理個案的全部的情緒與感受  ˇ  

D 我同理個案的全部的情緒與感受  ˇ  

F 我會同理個案的全部的情緒與感受  ˇ  

03 我接納個案的所有的想法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H 我接納個案的所有的想法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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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能接納個案這個人  ˇ  

E 我接納個案的所有的想法  ˇ  

D 我接納個案的所有的想法  ˇ  

F 我會接納個案的所有的想法  ˇ  

04 我積極的傾聽個案的困難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I 我積極地傾聽個案的困難  ˇ  

A    ˇ 

C 
建議改成「我積極的傾聽個案的所有語言及非語言訊息」，不僅僅積

極傾聽個案的困難 
 ˇ  

E 我積極的傾聽個案的困難  ˇ  

F 我會積極的傾聽個案的困難  ˇ  

05 我為諮商工作付出額外的時間與努力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G    ˇ 

I 我會為諮商工作付出額外的時間與努力  ˇ  

A    ˇ 

E 我願為諮商工作付出額外的時間與努力  ˇ  

F 我願意為諮商工作付出額外的時間與努力  ˇ  

06 不論個案的問題有多困難，我都不會放棄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G    ˇ 

B 
依照自己的訓練和能力執業才符合專業倫理，超過自己能力的個案應

轉介 
 ˇ  

C 
建議改成「不論個案的問題有多困難，我會努力找尋督導與其他資源

協助，不會輕易的放棄。但也同時明白自己的限制，適時轉介」 
 ˇ  

07 在諮商工作中，我會遵守與個案的約定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C 

此題目看起來較為困惑，因為在諮商工作中，很少會與個案有所約定

的事項，真正需要的約定（如:保密、以個案福祉為考量），已在倫理

法則所規範。因此建議刪除此題或更改成「在諮商工作中，我會遵守

相關法規與倫理守則的規定。」 

  ˇ 

F 何種約定？私人約定？專業的約定？  ˇ  

08 我肯定自己在諮商工作中的表現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09 我不斷的反思與檢討自己在諮商工作中的表現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I 我不斷地反思與檢討自己在諮商工作中的表現  ˇ  

F 我會不斷的反思與檢討自己在諮商工作中的表現  ˇ  

10 我勇於面對諮商工作的各種挑戰 
適
用 

修
改 

刪
除 

F 我會勇於面對諮商工作的各種挑戰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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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其他意見 

 
 專家 I：Basically, it’s comprehension enough. Great job! Just moving forward!  

 專家 H：1.需清楚定義「諮商專業」的內涵。2.建議以生態諮商觀點思維，或清楚交代理論觀點？

似乎偏「純個案諮商觀點」？此自我認同與社會期許落差甚大！ 

 專家 A：變項不少，將來統計工作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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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心理師專業認同與工作滿意度問卷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1. 性別： □○1 男      □○2 女      □○3 其他 

 

2. 年齡：         歲 

 

3. 諮商工作年資：         年 

 

4. 婚姻狀況： □○1  未婚    □○2  已婚    □○3  離婚    □○4  其他           

 

5. 工作性質： □○1  專任      □○2  兼任 

 

 

親愛的 諮商心理師，您好： 

 

感謝您在百忙中撥冗填答，不勝感激。本問卷旨在瞭解諮商心理師的專業認同與

工作滿意度之概況，相信您寶貴的工作經驗，將為本研究帶來珍貴的意義和價值。 

本問卷分為三部分，包含「個人基本資料」、「專業認同量表」與「工作滿意度量

表」，約需花費您10～15分鐘的時間，請根據您本身的實際情況作答，您在問卷上提

供的資料與填答內容絕對保密，僅供學術研究之用，請安心填答。由於研究時間較為

緊迫，敬請您於 2012 年 03 月 10 日前以附上的回郵信封回覆之，謝謝！ 

最後，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在此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敬頌 

時祺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陳婉真  博士 

研究生：黃禎慧 

中華民國 一○一 年 二 月 

聯絡方式：97152005@nccu.edu.tw 

          0988-539839 

 

（請翻下頁繼續作答，謝謝 ） 

mailto:97152005@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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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專業認同量表 

 

本量表是為瞭解諮商心理師在各層面專業認同中的想法，一共有三十八題，採五點

量表作答，答案選項分別代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無意見」、「4—同

意」以及「5—非常同意」；根據題目描述的內容，請您依目前實際的狀況圈選出最適合

的答案。 

 

題 
號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01 我認為自己熟悉諮商專業領域中的理論與知識 1 2 3 4 5 

02 從事諮商工作符合我的價值觀 1 2 3 4 5 

03 我認為諮商倫理是諮商專業中相當重要的部分 1 2 3 4 5 

04 我以真誠的態度來進行諮商工作 1 2 3 4 5 

05 我認為心理諮商是自己的專業領域 1 2 3 4 5 

06 我對諮商工作懷有一份使命感 1 2 3 4 5 

07 我認為遵守諮商倫理會讓諮商工作進行得更順利 1 2 3 4 5 

08 我同理個案所呈現出的情緒與感受 1 2 3 4 5 

09 我肯定自己所具備諮商專業知識 1 2 3 4 5 

10 我瞭解諮商工作的意義與重要性 1 2 3 4 5 

11 我認為自己對於諮商倫理有深入的瞭解 1 2 3 4 5 

12 我認為自己會接納個案的想法 1 2 3 4 5 

13 我認為自己會發揮所學的諮商專業，幫助實務工作的進行 1 2 3 4 5 

14 我認為諮商專業能幫助他人解決問題 1 2 3 4 5 

15 我遵守與諮商工作相關的倫理規定 1 2 3 4 5 

16 我積極傾聽個案的所有語言及非語言訊息 1 2 3 4 5 

17 我認為自己會隨不同個案運用各種諮商技巧 1 2 3 4 5 

（請翻下頁繼續作答，謝謝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4 
 

題 
號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8 我清楚瞭解諮商心理師所扮演的專業角色 1 2 3 4 5 

19 
我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以符合社會對諮商心理師的規範

與期望 
1 2 3 4 5 

20 我肯定自己在諮商工作中的表現 1 2 3 4 5 

21 我認為自己會透過不同層面，來評估個案狀況與危機程度 1 2 3 4 5 

22 我認為建立符合自我特質的諮商風格是重要的 1 2 3 4 5 

23 在諮商工作中，我以個案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 1 2 3 4 5 

24 我不斷地反思與檢討自己在諮商工作中的表現 1 2 3 4 5 

25 我認為自己清楚掌握個案的晤談目標 1 2 3 4 5 

26 面對別人對於諮商專業的質疑，我會加以辯護與澄清 1 2 3 4 5 

27 在諮商工作中，我會尊重個案的隱私權 1 2 3 4 5 

28 我勇於面對諮商工作的各種挑戰 1 2 3 4 5 

29 我認為自己清楚覺察諮商歷程的變化 1 2 3 4 5 

30 我清楚瞭解心理諮商與其他助人專業工作的不同 1 2 3 4 5 

31 在諮商工作中，我會尊重個案的自我決定 1 2 3 4 5 

32 我肯定自己推廣心理衛生工作的表現 1 2 3 4 5 

33 
在從事諮商工作的同時，我會持續地充實諮商專業知識與

技術 
1 2 3 4 5 

34 從事諮商工作是我畢生的志業 1 2 3 4 5 

35 在諮商工作中，我會保持與個案間的專業界線 1 2 3 4 5 

36 我肯定自己對於提供各層面諮商專業服務的態度 1 2 3 4 5 

37 我肯定自己充實專業知識與技術的態度 1 2 3 4 5 

38 我以身為諮商心理師為榮 1 2 3 4 5 

 

（請翻下頁繼續作答，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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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工作滿意度量表 

本量表是為瞭解諮商心理師在工作場域中的工作滿意度現況，共有四十二題，採五

點量表作答，答案選項分別代表「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無意見」、「4—

同意」以及「5—非常同意」；根據題目描述的內容，請您依目前實際的狀況圈選出最適

合的答案。另外，此部分第 32～42題，目前為兼任工作者免答。 

題 
號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01 我對工作場域的整體氣氛感到滿意 1 2 3 4 5 

02 我對取得諮商專業研習的相關資訊管道感到滿意 1 2 3 4 5 

03 我對薪資所得與工作業務量相比感到滿意 1 2 3 4 5 

04 我對工作中和同事的相處氣氛感到滿意 1 2 3 4 5 

05 我對取得機構經營的相關資訊管道感到滿意 1 2 3 4 5 

06 我對薪資所得與工作時數相比感到滿意 1 2 3 4 5 

07 我對自己在工作中所需要扮演的各種角色感到滿意 1 2 3 4 5 

08 
我對工作中業務內容的比率感到滿意，例如：個案或團體

工作、行政、心衛推廣等 
1 2 3 4 5 

09 我對舉辦相關諮商研習的頻率感到滿意 1 2 3 4 5 

10 我對薪資所得與自己實際付出心力相比感到滿意 1 2 3 4 5 

11 
我對工作周遭人士認識或瞭解諮商工作資訊的程度感到

滿意 
1 2 3 4 5 

12 我對舉辦有關機構經營資訊研習的頻率感到滿意 1 2 3 4 5 

13 我對任職單位工作制度的聘僱方式感到滿意 1 2 3 4 5 

14 我對自己的諮商角色在工作場域中的地位感到滿意 1 2 3 4 5 

15 工作周遭人士對我專業的尊重讓我感到滿意 1 2 3 4 5 

16 我對任職單位工作制度的酬金（佣金）感到滿意 1 2 3 4 5 

17 我對自己的諮商角色在工作場域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滿意 1 2 3 4 5 

18 我對與同事間的協調合作情形感到滿意 1 2 3 4 5 

19 我對工作環境的軟體設備感到滿意，例如測驗、資料 1 2 3 4 5 

20 我對工作的自主性感到滿意 1 2 3 4 5 

21 
我對各界舉辦之進修研習，引起我參與動機的效果感到滿

意 
1 2 3 4 5 

（請翻下頁繼續作答，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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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號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2 我對從工作獲得的成就感到滿意 1 2 3 4 5 

23 
我對參與進修所吸收的新知，能有效運用在工作的程度感

到滿意 
1 2 3 4 5 

24 我對從社會大眾身上獲得的回饋感到滿意 1 2 3 4 5 

25 我對我合作夥伴的專業能力感到滿意 1 2 3 4 5 

26 我對從上司或長官身上獲得的回饋感到滿意 1 2 3 4 5 

27 我對工作環境的機構政策感到滿意 1 2 3 4 5 

28 我對任職單位的工作發展前景感到滿意 1 2 3 4 5 

29 我對從同事身上獲得的回饋感到滿意 1 2 3 4 5 

30 我對自己諮商角色的政府政策感到滿意 1 2 3 4 5 

31 我對工作環境的管理制度感到滿意 1 2 3 4 5 

第 32～42題，兼任工作者免填 

題 
號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2 
我對其他工作業務量感到滿意，例如行政、心衛推廣、公

關等工作 
1 2 3 4 5 

33 
我對工作中同事間各項業務分配或輪替感到滿意（例：適

當或公平與否） 
1 2 3 4 5 

34 我對機構所提供的訓練課程內容感到滿意 1 2 3 4 5 

35 我對任職單位所提供差旅補助費用感到滿意 1 2 3 4 5 

36 我對機構所提供的訓練課程次數感到滿意 1 2 3 4 5 

37 我對機構支持我參加相關諮商研習的程度感到滿意。 1 2 3 4 5 

38 我對執行各項工作時的經費多寡感到滿意 1 2 3 4 5 

39 我對加班的頻率感到滿意 1 2 3 4 5 

40 我對任職單位所補助的報名研習費用感到滿意 1 2 3 4 5 

41 我對執行各項工作時的人力數量感到滿意 1 2 3 4 5 

42 我對執行各項工作制度的升遷機會感到滿意 1 2 3 4 5 

 

～ 問卷結束，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