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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和目標
大學階段對於學生而言是第一個開放

式的學習環境，過去在台灣教育環境體制
下的學生，大部分以讀書教育的方式進行
學習，鮮少有機會可以進行自我探索，即
使有機會進行探索，大部份內容也仍是以
升學導向的生涯探索為主。

在艾瑞克森的社會心理發展危機中，
青少年會面臨自我認同與角色混淆的狀
況，在這時期必須要將自我進行整合才能
有效度過發展危機達到自我認同，從生理
層面（對自己性別、外表體態的想法）、
社會的層面（青少年周遭的人際關係）到
心理層面（個人的特質），以不同的層面
的探索協助青少年多方面的瞭解自己。
藉由團體諮商可以提供一個安全信任的

環境，讓成員有機會與彼此交流，並透過
團體了解自己是怎麼樣的人，也從他人眼
中看見自己的模樣，在了解自己的過程
中，除了提升對自己的認識以外，更能夠
用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進而達到自我接
納。

研究設計
本團體為封閉式、結構式的探索性團體，

每周進行一次團體，每次進行120分鐘，總
共8次。本研究即為團體帶領者，並且透過
學諮中心招募對於自我探索主題有興趣之
大學生參與，經過個別面談與篩選後，共
有10名成員參與團體。研究資料分為質性
與量化資料，質性為每次的團體錄影、團
體紀錄以及最後的開放式回饋，而量化資
料則為團體的每次的團體氛圍量表以及最
後一次的總回饋單。

研究發現
透過成員的開放式回饋，發現成員對

於自我的不同面向有更多的認識，從身體
意象到個人特質，成員能夠以更多元的視
角探索自己的樣貌。

團體初期時成員彼此間較陌生，彼此
間所接露的屬於較一般性的經驗，而成員
彼此間雖然不熟悉，但願意以開放態度去
接納彼此，並互相給予回饋，也願意在過
程之中以自己的經驗回應其他成員。

在第五次團體有成員主動接露自己較
深層的經驗，其他成員也陸續接露自己較
深層的感受與生命經驗，因此成員彼此間
更加緊密，整體團體動力在這次團體上升
到最高點（如表一）。

結論
透過團體的活動設計以及成員彼此間

互動，成員對自己有更多的了解，並根據
回饋單也發現，確實對於成員而言，團體
是有效果的，成員不僅對自己是有更多認
識，成員彼此間是有連結的。不同面向的
探索活動以及成員彼此互相的回應與看見，
也讓成員有新的方式認識自己。因此，判
斷此團體有達到預期目標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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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團體滿意度調查表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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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第八次

表一 團體氣氛表

凝聚力 衝突 逃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