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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團體為青少年人際關係成長團體，團體成員為具有人際關係困擾之高中學生，團體目標
為協助成員覺察自身的人際互動模式，並協助成員發展出更具適應性的人際模式。本研究為行
動研究法，研究者根據團體回饋單與團體歷程記錄進行研究分析，並提出研究發現與結論。研
究發現表達性藝術媒材有助於習慣沉默的團體成員進行發言，以及立即性技術有助於團體成員
對於團體歷程進行討論，藉以促進團體動力。

摘要

一、團體理念
根據Erikson的社會心理發展理論，青少年

的心理社會危機為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此階
段個體關心自己在別人眼中的模樣，以及自己
認為的自我形象，此時個體將在社會互動歷程
中建立自我認同，使個體能夠知道自己是誰、
應扮演的角色，以及生命的意義與方向
(Erikson, & Erikson, 1998/2012）。由上述
可知，人際關係對於個體發展的重要性，據此，
研究者希望透過團體諮商，協助青少年因應人
際關係困擾，以期團體成員能夠在人際關係中
得到較良好的發展。
二、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本團體之目的為協助青少年覺
察與調整人際因應型態，並協助成員發展出更
具適應性的人際互動模式，以發展良好的人際
關係。

研究目的

一、人際困擾成員較容易以媒材表達自我
本次團體的成員之特質較為內向，因

此在第一次團體中，多數成員相當沉默，
因此團體動力較難以發展，成員們需要領
導者引導以表達想法與感受。然而在第二
次團體中，領導者透過表達性藝術媒材使
成員分享家庭關係與人際經驗，結果發現，
成員們更願意以藝術媒材表達自己的經驗，
使成員們對於團體的投入程度有所提升。
二、成員需要有機會討論團體歷程

領導者透過立即性的技術，促使成員
分享對於團體的感受與想法，成員們也表
達對於人際關係共有的擔憂與焦慮，成員
們彼此的分享能夠增進團體凝聚力，並有
成員於團體回饋單中表示分享能夠更了解
彼此，並且成員於滿意度問卷中皆表示對
於團體經驗感到大致滿意，。

研究發現

一、藝術媒材有助於沉默成員進行討論分享
表達性藝術媒材有助於團體成員進行自我

探索與促進表達，並且能夠幫助不擅長口語表
達的成員進行討論與分享，以促進成員間的互
動，提升團體動力。
二、立即性技術有助於促進團體動力

適當使用立即性技術有助於澄清團體成員
的想法與感受，並透過成員之間的分享，使成
員在團體中得到普同感，增進成員們對於團體
的信任感與安全感。

研究結論
一、團體形式

研究者即為團體帶領者。本團體採結構式、
封閉性團體，團體為每週1次，每次3小時，共2
次。
二、團體成員概況

研究者以立意抽樣，招募有意願參與人際
團體且具有人際困擾之高中生，共招募9名成員。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行動研究法，研究者以團體歷程
與成員回饋進行研究分析，並提出研究發現。
四、資料蒐集與分析方式

以每次團體單元回饋單進行量化分析，以
及質性的每次團體單元影像紀錄與每次團體紀
錄表進行研究分析。

研究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