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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的

研�設計
  研�者�研�對��為輔����所碩
⼀��為正��團���研�課�之學⽣�研
�對�的⽣理性別為三男三��年��佈於22
〜30歲間�在課�中�訓練團�⽅式�⾏為期
三�四�的家庭關��索團��研�⽅法為在
四�團�結束���得每位成員同意並在團�
結束�兩個禮拜��⾏半結構式�度訪��根
�史��（2006）所使⽤的重�事件訪�⼤
綱��⾏改�並設計�共五題�作為訪�整�
團�的�容���根�Yalom提出之團�療效
因⼦��屬�析法�⾏�碼����

研�發現

  團���實�是⼀���⼯作者須具�的�⼒之⼀�⽽團���者��瞭�團�是否�為
成員�來助益�可幫助其重��正並發展出更�效的⽅���略�從中累積⾃�的團���相
關知��另��家庭是��⼈的⼯廠�個⼈在原⽣家庭的互動經驗對於形�⾃我�同�學��
⼈溝��互動上��演�具影響性的⾓⾊（�春��2021）��擇�「家庭關��索團�」為
主題��由參�團��使成員�思�覺�⾃�在原⽣家庭的⾓⾊定位��家⼈的關���重整
⾃�成⻑經驗並增�⾃我瞭��故本研��在��Yalom的團�療效因⼦為參考�構�對本家
庭關��索團��⾏團�成效評估��瞭�在⽅�設計���技巧�訓練團��性上�是否為
團��來療效�為提供未來��⼯作者在�寫家庭團�⽅����技巧上之建議�參考�

  研�結果發現�家庭關��索⽅�所�
來的療效因⼦�「普同�」�「家庭關��
瞭�」�「⾃我瞭�」�「團��� ⼒」�
「注�希�」�「⾏為�仿」�「⼈�學
�」�項�尤其「家庭關��瞭�」 療效因
⼦�在所�成員的主��受中佔�⼤的�
重�研�者發現可�受成員性質�⽅�設計
所��因成員間已�⼀定的熟�和信��較
易形成團���⼒�促使成員願意投�於團
����設計�故事的⽅式�⾏團�活動�
讓成員��會���理⾃�原⽣家庭樣貌；
⽽「⾃我瞭�」�「⾏為�仿」�「⼈�學
�」因⼦相較之下對成員的影響較少�可�
是來⾃團�⻑度�團��容之限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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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參�者來源為同儕訓練團��除了在團���⼒的��上較容易�成員同質性
⾼��具⼀定的⾃省�⼒��欲��團���⽅��⽤於不同�群�建議��者��留⼼於團
�動⼒的催��形成�除了可�再��寫�促�成員間關�的活動��須����者的引��
��⼀個讓成員較���願意�出⾃�經�的環境��圍�在團�成員的��上�在訪���
中�成員提到希��在團�中�⾒不同年�層對家庭的看法��點�拓展⾃⼰看�家庭關�的
視野�故成員之間的同質性�異質性�是團���者可�結合團�⽬��⾏考量��整的部
��在本研�中所�⾏的團���⽅�只�四��每�50�鐘�故真正��讓成員��⾃�經
驗�家庭故事的�間並不���未����索�家庭之間衝���的⽅式��之�在�間�件
許可下�建議可��團�⽅�做更加�⾯的設計�加�問題��層⾯�幫助成員可�在現實⽣
活中實��⽤�
        �之�欲�⾏相關研��建議可�在每�團�結束��對成員�⾏訪������其對團
��容的收���想�或許��從中看⾒團�發展��對成員的影響����在�療效因⼦討
論團�成效結論��研�者思考可��受到療效因⼦間存在交互作⽤�促動的影響��不同的
團�性質�團�所��段可�都會促使�定療效因⼦相對容易產⽣效⽤�或相對其�療效因⼦
�演�更具重�性的⾓⾊�⽽本研�是�整�性的⾓度看�團�之療效�故建議未來�⾏團�
療效相關研���可針對團���或�性對療效因⼦的影響做論����更詳細的��療效因
⼦之��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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