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研究題目：「友，沒友」-個人中心遊戲治療於國小同儕小團體之運用 

(2)研究目的：國小教育場域中老師及家長們，致力培育學生的品德與學業，此階

段提供適切的介入與引導，可培養健康的人格特質，現代家庭結構的複雜，輔導

室的功能在這背景的期待下日趨繁複，學校為生態系統的合作模式，學生會經由

家長或各任課老師的觀察跟需求，轉介至輔導室依評估後做資源連結及介入。本

研究目的為在同儕小團體運用個人中心遊戲治療方式的介入後，對於學生的人際

關係及學習的情形改善。 

(3)研究設計：本研究對象為兩位低年級男學生，分別確診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及

亞斯伯格症，伴隨人際議題而有抗拒學校及反抗規範，相對情緒困擾及影響學習，

經轉介及評估後，由導師向家長說明並填寫同意書後進入團體。本文為使用個人

中心遊戲治療模式，固定每週一次，利用早自習時間進行雙人同儕小團體，時間

為 40 分鐘，共進行十一次。 

(4)研究發現： 

    團體初期成員在同理反映下可降低其焦慮並促進對環境探索的好奇，成員各

自選擇物件及專注在自己的遊戲中。團體時間為早自習，隨著團體時序的前進，

抗拒學校及人際衝突的議題出現，影響成員的出席情形，已到的成員會想要等待

及詢問對方的動態，獨立主題式的遊戲歷程中，可觀察到成員會留空間給對方。 

    團體中期遊戲開始出現競爭與衝突，成員開始模仿及學習如何與他人遊戲及

互動，同理反映協助表達成員可能的感受，可增加挫折忍受及再嘗試調整的動機。

成員的積極與主動性上升，出席狀態明顯改善。同時成員向家長及老師表達到遊

戲室的期待，主動邀請家長到遊戲室。此階段回饋到系統中的家長與導師，可增

加家長與老師溝通的正向經驗，促進其合作與協調，引發成員在生活的自發性及

自主性，家長對於衛教的阻抗較為下降。 

    團體後期，成員對彼此建構的遊戲內容感到好奇及嘗試加入，發展出兩者主

題並存的共同創作遊戲，互動中呈現出生活的人際衝突及因應模式，遊戲中合作

與衝突並存但程度緩減，嘗試發展出新的行為，延伸出與家人互動的正向經驗，

要求回憶中曾經驗的媒材，彼此分享資訊及關心班級狀況，建立起團體夥伴系

統。 

(5)結論： 

    個人中心遊戲治療的介入模式，同儕小團體可以促進成員對於人際及因應模

式的學習，提升自發性及自主性，回饋到生態系統中，協助導師及家長對於成員

情緒及學習狀況的理解，調節家長與學校溝通的模式，家長對於導師的觀察回饋

及提醒接受度較高，回到家庭生活議題處理及做調整，包括管教及互動，並自行

尋求資源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