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緒論 

一、性／別少數族群與團體諮商 

近年來，多元文化諮商取向被視為諮商心理中的第五勢力，多

元文化諮商所強調的，是諮商員在工作中具備文化的敏感度，能對

於各種不同的身分背後的文化有所理解，而性別意識也一直是多元

文化諮商中，所重視的一項環節（陳金燕（譯），2000），因為性

別就如同其他身分一般，直指了社會權力，以及這套文化體制所運

作出的分類。 

趙淑珠（2009）指出，當代的輔導相關人員除了要消極的「具

有」性別意識外，也必須擁有積極的「實踐」，而消極的具有性別

意識，可以從覺察自身對於某些族群的偏見開始發展，而後去檢視

我們是否對於某些族群的輔導工作，是否有不平等的待遇。而後，

我們也去思考，要如何更積極的將資源給予這些不被公平對待的族

群。這樣的精神與行為，是為一個積極倡議的輔導者，而這樣積極

的實踐，也與女性主義所說的「倡議」與「社會改變」不謀而合。

女性主義取向的諮商，是一種改變模式的諮商工作，不如以往的現

代心理學所強調的調適模式，女性主義取向所強調的，是如何造成

社會改變，才是諮商工作中最重要的目標，因此，在這樣的目標中

可以看到「反壓迫」的精神，而且還要將資源（力量）給予弱勢與



邊緣者去發聲。而根據 CEDAW 條文對於台灣現況的回應，台北市

婦女救援基金會、現代婦女基金會、中華心理衛生協會、中華民國

身心障礙聯盟、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2018）則指出，國內目前

嚴重缺乏 LBTI 受暴者的庇護所，特別是 LBTI 兒少，因為現有的庇

護所只有辦法收容生理女性；另一方面，游美貴與西蒙‧拉皮耶

（2012）也提到了，現行庇護所是否已經準備好接受性少數，也是

一樣尚未實踐的挑戰。因此，要如何有效運用團體的效能，將輔導

諮商的資源分配給這些性少數的族群，實為一值得討論的議題，必

須先從輔導人員的性別意識開始做起，到積極的將之實踐，形成與

落實一套專屬這個族群的團體方案，就會是本文要探討之處。 

二、研究動機 

而國內目前尚無針對性／別少數、同志、LGBT族群的團體諮

商、團體治療的研究，不論是華藝中文圖書館電子期刊、臺灣博碩

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等資料庫進行「性／別少數（或 LGBTQ、同志

等相近字詞）」、「團體諮商（或團體治療）」之搜索，結果都是

0筆，研究者推測其原因，可能如許智傑、謝政廷與吳秀碧（2014）

針對台灣 2001 至 2012 的團體諮商研究進行整合性分析的結果，台

灣的團體諮商研究對象以國小學生最多，國中生次之。延伸此研究

結果，畢恆達（2003）針對男同志的現身經驗的研究中訪談中，可



以看到在當時許多成年男同志都尚未與家人告知同性戀傾向（出

櫃、現身）。雖然台灣在 2019 年已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性／別

少數族群隱藏自己性傾向或是性別認同的狀況仍可能是普遍的狀

況。綜合以上兩點，國內因團體諮商研究對象集中於中、小學生，

且此學生群體可能因尚在探索性傾向，或是不願現身，而較難招募

性／別少數成員；從另一方面來看，在研究對象中，缺乏成年參與

者，自然就缺乏相關議題的研究了。 

因此，為了解如何以團體諮商協助性／別少數族群，本研究以

系統性文獻回顧法，使用 EBSCOhost資料庫，搜尋國外相關文獻，

以團體類型、參與者類型、團體目標、團體諮商理論等向度進行整

理，供實務工作者參考，形成適合國內性／別少數族群參與的諮商

團體。 

 

貳、文獻回顧 

一、      團體參與者為廣泛性／別少數族群之團體 

1. 庇護機構之性／別少數支持團體 

Tallentire, Smith, Lee, Roberts, Bruce, Morrow, Withers , and Smith 

(2020)針對某間性／別少數庇護機構的性／別少數支持團體進行研

究，提供給性／別少數成年庇護機構成員參加（成員有輕度智能障



礙等精神疾病），進行頻率為每個月一次的開放式團體，每次 6-24

人，大部分的進行方式為參與小組討論、無結構化的社交。有兩名

臨床心理學家負責帶領團體，以及護理人員根據個別成員的監督計

畫需求參與團體，並協助討論。 

團體內容為如何應對恐同、計畫與拓展性／別少數相關意識的

活動、觀看相關電影並探索性別認同。 

2. Being Out With Strength (BOWS)團體 

Hall, Rosado, and Chapman (2019)為了解 BOWS的團體介入方案

的可行性所進行的研究，BOWS的目標為透過處理內化的污名來減

少年輕性／別少數族群的憂鬱程度，本方案進行 8 次的小團體（約

8人），其設計理論基於認知行為治療（CBT）。 

BOWS有以下假設： （一）性／別少數族群並非異常，但呈現

出人類之間性別與性慾的正常與自然的多樣性。（二）社會上普遍

存在著社會體系對性／別少數族群的壓迫（異性戀主義、順性別主

義）。（三）社會體制的壓迫使性／別少數族群在有敵意的環境。

（四）負面人際互動、歧視、不平等的政策和制度皆使性／別少數

面臨著壓力。（五）異性戀主義和順性別主義在社會上是普遍存在

的，性／別少數族群內化了這些態度與信念，使他們的心理健康出



現負面影響。（六）內化的壓迫是導致性／別少數族群憂鬱的主要

因素。（七）改變認知的介入（如 CBT）可用於處理內在的壓迫。 

BOWS的 8 次團體實施方案分別如下：（一）介紹 BOWS的宗

旨與目標、建立團體規則、促進團體形成、介紹 CBT的基礎概念

（想法、感覺、行為、情境的連結，以及自動化思考）。（二）引

出性／別少數的出櫃故事，以及促進故事的分享、介紹有害的想法

與有助益的想法，討論和辨認負面想法的模式。（三）探索所接收

到關於「身為性／別少數」的社會訊息，反思並討論這些訊息的內

容、介紹關於性／別少數內在壓迫的概念。（四）介紹核心自我信

念、辨識想法中有問題的核心自我信念、開始思考和性／別少數受

到的壓迫有關的負向核心自我信念的來源。（五）辨識負向核心自

我信念的來源、連結負面自我信念與情緒狀態、討論如何從負向自

我信念的社會學習中受傷的經驗中獲得平靜。（六）討論想法的準

確性、介紹讓想法停止的策略、介紹策略：當面對有害、無助想法

時，以創造平衡、有助的替代方案、練習用有益的思想替換有害或

無益的思想。（七）討論人們的情緒需求、將被愛或被關懷的感覺

識別為關鍵的情感需求、介紹自愛（即愛和關懷自己）的想法，這

對於性／別少數族群這樣的邊緣化群體尤其需要。（八）討論自我

肯定和自愛的想法、練習為一個人的正向特質命名，創造個人化的



自我肯定、練習將自我肯定納入自己的思想，這可以抵消關於成為

性／別少數的負面社會訊息。 

 

3. school-based groups 

Craig, Austin, and McInroy (2014)進行了以性少數青少年為主體的

團體諮商設計方案，團體共在 15間學校進行過，每次舉辦的次數為

8~10次，每次聚會時間約為 45分鐘，成員人數則是 6~20位不等。

而此方案的理論建基於少數壓力理論(Livingston, Berke, Ruben, Matza, 

& Shipherd)。 

Craig et al. (2014) 認為，性少數青少年有以下需求：（一）主動積極

的因應策略 （二）社會連結（三）自尊。因此，特別將此三者的提

升設為團體目標，並加以測量以評估團體成果。 

4. 敘事工作坊 

Elderton, Clarke, Jones, and Stacey (2014)在 2011與 2012之間舉辦

了四次的敘事工作坊，每次 90 分鐘，除了有暖身與破冰活動外，主

要是以個人生命故事分享為主軸，邀請與會成員分享自身同志身分

及學習障礙身分的故事，透過這種「雙重少數」的生命故事分享，

使其能夠重新經驗並且拓展自己的生命故事，而後再將問題從其敘

述中外化出來，並找到其正向資源，像是他們的因應技巧、韌性



等，進而去強化其正向資源與想法，並幫助其分享出來，讓成員們

一起肯定這個過程。而在四次的工作坊形式的團體後，研究者在以

質性訪談的方式訪談每位成員的經驗，以及紀錄團體過程中的各式

回饋，在成員團體後的回饋中也提到了，敘事治療中的「聽眾認

證」，是非常強力的團體資源，特別是針對這樣少數族群身分的人

而言，不只是身分的相似性所帶來的普同感，也還有強力的注入希

望等療效因子。 

  

二、      團體參與者是以跨性別、酷兒族群之團體 

1. 跨性別治療團體（Transgender Therapy Group） 

Heck, Croot, and Robohm (2015) 提出了跨性別治療團體，並進行

前導研究，以了解此團體的效能。本團體為 12次的封閉式團體，每

週一次，每次 90 分鐘，由兩名臨床心理學家帶領。使用經驗／歷程

團體架構，視成員需求而使用不同理論的介入方式，包含了：女性

主義、認知行為、人際、情緒焦點。在團體初期的工作內容為確認

團體目標（「跨」的階段不同、議題不同）、告知保密（因著

「跨」的狀態與階段不同，有不同在意的秘密）、確認次團體（雖

跨性別常有社會孤立的經驗，但仍要告知次團體的不良影響）與凝



聚力的發展，中期強調此時此地的人際歷程，並朝著成員的目標

（出櫃或是性別轉換期的議題）進展，後期則聚焦在結束（跨性別

可能會因感受到在團體外未經歷的接納而不願結束）、鞏固學習、

計劃未來。 

2. AFFIRM肯認認知行為因應技術團體 

AFFIRM是 Austin, Craig, and D'Souza (2018) 針對性／別少數族群

設計之團體所進行的前導研究，本團體是根據對性／別少數青年對

於自身負面想法的認識發展而來，這些負面想法包含了曾經歷的恐

同、恐跨態度、信念和行為。負向情緒與行為反應通常是因為那些

關於一個人的少數性別認同，而產生的內化負面與污名化想法。本

團體是 10 人的小團體，由兩名臨床心理學家帶領，共進行 8 次（研

究中未說明每次團體時間），以 CBT策略來處理性／別少數青年因

認同而產生的壓力源，幫助性／別少數青年因應內在與外在的煩惱

源，並且肯認他們的性別認同，團體活動會應用心理教育、互動學

習、團體預演、同儕支持與回饋。團體內容包含以下 8個要素：

（一）介紹 CBT，以及理解性／別少數的壓力。（二）理解恐同與

恐跨的行為和態度如何造成壓力。（三）理解想法如何影響感受。

（四）使用想法去影響感受。（五）探索行為如何影響感受。

（六）計畫如何戰勝這些產生不良後果的想法與負面感受。（七）



理解少數族群的壓力與恐同、恐跨如何影響社交關係。（八）發展

安全、支持與肯定性別認同的社交網路。 

 

三、其他可參考的文獻回顧 

本研究雖排除文獻回顧之資料，但有筆關於基督教學校的性／

別少數團體之文獻回顧，內容對於本研究具有參考價值，故將摘要

列於此處。 

1.基督徒同志學生在教會學校中建立支持性團體。 

Vespone (2016) 統整出了在基督教校園的性少數族群學生的心

理衛生需求相關的研究，及其可能面臨的挑戰：（一）適用的治療

取向：（1）復原力取向的處遇（2）短期取向的處遇（3）情緒取

向，像是以藝術治療引出其性別認同與信仰的衝突（4）將信仰作為

一種取向；（二）身分認同的模式：（1） Beckstead 取向，四階

段：（a）得到不同的觀點（b）發展自我接納的技巧（c）建構個人

正向的身分（d）勇於去決定自身的選擇並克服困難，（2）Yarhouse

取向，綜合了認知行為、個人中心及敘事曲向，發展出了三階段：

（a）探討性傾向的資訊（2）定向自身的宗教身分（3）統合個人的

一致性；（三）多元文化取向：必須考團體成員的交織性，其性

別、種族等的差異，要非常注意偏見與評價的出現，出現時也要妥



當的處理；（四）外部的參與：除了諮商資源的參與以外，形成社

團，乃至社群組織的建立，甚至是鼓勵成員去觸及更多的社群活動

與服務，特別是以宗教信仰囗號召的性少數族群服務，而在這個行

動過程中，也能強化「直同志」與同志間的連結，形成強力的聯

盟，達成參與的重點，賦權。 

而作者也提到了，作為諮商師本身也需要得到相關的訓練與處

遇：（一）多元文化的意識，諮商師一定有其文化脈絡、信念及立

場，但要如何避免讓這些信念傷害了案主，且能夠涵容不同的文

化，就是諮商師必須做到的，而對於性少數族群的意識，特別是在

基督教的校園中，要如何為這些學生創造出一個涵容且安全的環

境，可以透過鼓勵校園中各式多元族群的活動，使這些學生感受到

在信仰中被歡迎與支持且接納成為社群的一部份。（二）整體的諮

商結構缺乏多元的意識，這並非單純只是諮商師缺乏能力，而是一

種諮商環境中的系統性的錯誤，不只是校園中的諮商師對於性少數

案主的微攻擊，這樣的廠景也很可能發生在其他的社區機構中。因

此，在諮商中使用中性的語言去描述是重要的，也要從自身的語言

去注意自己的話語中帶著那些假設，都很可能無意間傷害了案主的

諮商經驗。（三）諮商師必須要能創造出一個安全可供探索的環境

給案主去討論其身分，包含性別、宗教等，因此不該以主流文化的



看法去預設案主的背景，而要盡力的做到接納與支持；而當諮商師

覺察自身之偏見與立場時，等同於是推進了自己的諮商知能。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系統性文獻回顧法，擷取關於性／別少數族群的諮商

團體與治療團體，選取 EBSCOhost資料庫進行檢索。 

由於性／別少數的關鍵字眾多，以及避免漏掉跨性別和酷兒相

關文獻，同時國外的諮商團體與治療團體的關鍵字經常混用，因此

本研究使用布林邏輯／詞組檢索模式，以關鍵字“ lgbt OR lgbtq OR 

queer OR transgender ”AND group counseling OR group therapy“進行

檢索，獲得 121篇。 

後續依以下順序篩選：2010之前的資料、非英語、非學術期

刊、重複文獻後，獲 76 筆資料。隨後將檢索資料輸出，研究者逐一

檢視主題、關鍵字、大綱，剔除與性／別少數、諮商團體、治療團

體無關，並排除家庭諮商、伴侶諮商、醫療情境（物質濫用、HIV

／AIDS、癌症、荷爾蒙治療等）、文獻回顧與評論，獲得 20篇。最

後再檢視內文，確認研究主題與本文獻回顧關切之團體有關，並且

可取得電子全文，獲得 6篇英文文獻，以此 6篇文獻進行整理。 



研究者閱讀此 6篇文獻全文後，將關於團體方案的內容摘要於

「貳、文獻回顧」，並依團體類型、參與者、使用取向與理論、團

體目標等內容進行統整。 

 

參、研究結果 

一、參與者 

團體的參與者若以族群區分，大致可分為廣泛性／別少數族群

與跨性別族群，會出現這樣的區別，可能是因為男／女同性戀、雙

性戀是屬於依性傾向分類的群體，而跨性別則是依性別認同分類的

群體，雖然同樣屬於性／別少數族群，有著相似的議題與困擾，但

跨性別族群還需要面對手術、裝扮、二元性別架構等與性別轉換相

關的議題，故在實務上需要特別設計相對應的團體方案。 

以年齡而言，皆為針對成年人設計的團體，且大多為年輕成人

（高中生、大學生），但也有團體是包含各年齡層的成人，如庇護

機構的支持團體。 

二、團體治療目標 

在上述整理之團體中，治療目標皆基於性／別少數族群所遭遇

的污名化、歧視、性別認同、人際互動、出櫃議題產生的心理困

擾，透過團體介入來學習因應策略與技巧，同時也藉由團體中與其



他成員的互動，增加社會連結、人際學習、獲得普同感、感受到被

接納與肯定，進而減少負向情緒，改善其心理健康。 

三、團體類型 

除了庇護機構支持團體為開放式團體外，本研究中所檢索到其

餘文獻進行之團體皆為封閉式團體，對於性／別少數族群而言，團

體中的信任與安全感更為重要，因此以封閉式團體較為適當，而庇

護機構採用開放式團體，可能因為該庇護機構皆是性／別少數族

群，團體成員較不會因為成員的加入或離開而有太多的不安全感。 

四、使用取向與理論 

在上述文獻中，大都是以認知行為治療取向來設計團體，教導

成員 CBT理論、性別認同、歧視如何影響情緒或行為、發展因應策

略與技術，並在團體中進行演練與討論。另外一個被使用的取向為

敘事取向，除了外化問題外，也幫助成員找到對問題的因應策略與

技巧。在跨性別治療團體，有特別提到會以女性主義、認知行為、

人際、情緒焦點等介入方式。有些團體使用少數壓力理論，有些則

是以性／別少數族群心理健康相關實徵研究作為基礎來發展團體。 

 

 

 



五、領導者能力 

若需要帶領性／別少數團體，領導者除了都是合格的臨床心理

工作者應受過該團體的訓練課程，且具備多元文化諮商能力與對性

／別少數族群的認識。 

 

肆、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建議 

未來若進行此主題之文獻回顧，可增加更多的資料庫進行搜

索，以檢索出更多的資料。未來可根據此文獻回顧，設計方案並招

募國內性／別少數族群參與團體，以探究國內性／別少數議題團體

的效能。國內可能有機構、心理師進行相關團體，但無進行研究，

是本研究之限制，未來可尋找相關機構進行合作並研究。而國內對

於性／別少數族群的研究，較多關注在同性戀、雙性戀族群，有少

部分跨性別相關研究，但對於酷兒、無性戀、性別不定等其他非

LGB族群之性／別少數群體，仍需增加更多的研究關注。 

二、實務建議 

1. 性／別少數團體的訓練與素養 

不論是輔導諮商相關科系的課程，還是專業機構，應增加性／

別少數議題團體諮商的訓練課程，以團體諮商的效能、經濟性來照



顧性／別少數的諮商需求。而團體帶領者需要敏察跨性別與其他性

／別少數族群在團體中的需求與差異，即使是跨性別團體，也要確

定不同成員因不同性別認同、性別轉換階段的狀態，確保團體每位

成員的福祉。 

2. 具性別與身份多元交織的性別意識 

在與性少數族群工作時，性別意識不能只有狹隘的只看見性別

的多元性，而要能看見身分的多元性，也就是團體成員身分之間的

交織(intersectionality)，像是：非典型親密關係實踐者、家庭、少數

族裔等。因著其身分的不同，而在團體內有不同的角色互動，以及

團體外有著不同的需求，但都需要一個安全且能接納的地方，使得

他們在團體中能有更多的資源，而在後現代主義的思潮下，諮商工

作除了要將聲音借給這些被邊緣的族群，使之賦權以外，還要能推

動社會的改變（Wieling, Negretti, Stokes, Kimball, Christensen, Bryan, 

2001)。真正的性別意識，就是去挑戰權力的運作，並改變體制所支

配的現況，因此，重視團體成員間的交織性，是讓團體行成平權這

項基調的開始，透過團體內平權的建立，使成員之間有文化交流的

機會，去開口，而後相互認識，強化與建立彼此的聯盟。 

3. 為成員賦權並發展資源 



賦權在諮商工作中的實踐要能建立在「聲音」的給予，讓被壓

迫者的聲音在團體的討論中有空間出現，甚至是透過團體領導者的

代為發聲，讓其他成員能聽見與重視被忽視的文化（邱珍琬，

2006），得到新的資訊，而這樣的團體領導不只能夠增進成員之間

正向的人際互動，鞏固團體凝聚力以外，也能為被邊緣的族群的成

員在團體內發展出更多的資源，像是在團體中練習自我揭露等，使

團體成員的身分也成為團體內的療效因子，讓成員的互動內容都發

揮團體的療癒力。 

伍、分工內容 

禮瑋負責部分：前言之研究動機、文獻回顧之部分摘要、研究

方法、尋找文獻與篩選、研究結果、結論與建議之研究建議與「性

／別少數團體的訓練與素養」、APA格式排版。 

俊澤負責部分：前言之性／別少數族群與團體諮商、文獻回顧

之部分摘要、結論與建議之「具性別與身份多元交織的性別意識」

與「為成員賦權並發展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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