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案輔導紀錄       實習生:謝孟均 

一、基本資料 

姓名 黃○○ 性別 男 年齡 17歲 

二、個案來源：因對未來感到徬徨以及學業壓力大，而列為追蹤輔導對象。 

三、個案背景資料 

家庭狀況 父親-54歲、母親-50歲、哥哥-25歲。 

成員關係 

1.爸爸：威嚴型，要求學業成績要有亮眼表現，堅持親自接送該生，該生在求學階

段，父親曾擔任家長會長一職。 

2.媽媽：期待型，希望該生可以考上名校，忽略該生在美術、音樂的成就與長才，期

望該生能夠接手家裡雷射雕刻的產業。 

3.哥哥：年齡相差大但兄弟之間感情很好，哥哥時常以過來人的身分給予該生意見，

要求該生不要在人生道路上走偏變壞即可。 

4.奶奶：溺愛孫子，但是對於媽媽的態度相當不屑，其原因不詳。 

學業狀況 數學資優班，術科成績幾乎要達滿分，體育方面也相當擅長。 

師生關係 跟老師的互動像是朋友，善於和比自己年長的人談心。 

同儕關係 
小三以前，由於外型屬於胖矮體型，因此成為班級邊緣人。高中積極改變自己，曾擔

任班長、副風紀、社聯會副主席等要職。 

四、成長史 

幼稚園 小時候胖胖的，同學都不想跟該生一起互動。 

小學 父母要求成績前兩名，壓力大到不自覺咬指甲。課後奔才藝班。 

國中 長高變瘦開始注重外表，模仿人緣好的人。擔任畢業致詞代表。 

高中 三年皆擔任幹部，成績大起大落，對於未來感到徬徨無助。 

五、問題行為概述 

  高一時特別在意自己的外表是否完美，花很多時間打理自己的外在，經常性的照鏡子整理瀏

海。會刻意模仿同儕間人緣好的人的舉動，希望將自己塑造成大家目光的焦點，因此高中時期得

到了情聖之稱呼。 

  高一加入流行音樂社並且擔任重要幹部，很受學弟妹的歡迎，憑藉著自己對音樂的天分及努

力，馬上在校際間大放異彩。高二時投注了更大量的時間在社團活動上，高二下的成績開始一落

千丈，在社團與學業之間的時間分配上需要好好思考做出取捨，跟家人協商之後，答應父母親會

在高三時好好念書。 

  由於高一、高二時的重心都放在社團活動，積極從社團得到觀眾崇拜的眼光，得到他人的讚

賞及喜愛，因此並沒有花很多的時間準備學科，該生覺得自己的起步有些晚，在成績的表現上相

對較不穩定。 

    升上高三之後，開學的模擬考成績重重打擊了自信心，不自覺咬指甲的習慣悄悄地回來了，接

踵而來的大考、小考、模擬考，讓該生感到壓力很大之外，對於自己將來升學的方向仍未有定

見，與父母之間的關係雖說融洽，但是在選填校系方面並沒有達到共識，該生的興趣在美術設計

方面，但家長期望孩子能發揮數理長才，就讀理工相關系所。該生正處於 Marcia 自我統合中的

「未定型」，想要改變但尚未確定方向。 



六、分析與診斷 

1 兒童時期被孤立，對自己並沒有自信，可能是造成駝背之因。感 

2 在意他人眼光，注重自己的外表，深怕自己再被孤立。 

3 到壓力時會不自覺咬指甲。 

七、輔導策略與方法 

1 

認知治療法：Beck透過據實的問答式談話，來協助當該生體會想法和情緒間的關聯，

並逐步澄清和改正自己的想法。 

 

 

2 

理情治療法：Albert Ellis的「ABCDEF」理論。協助該生辨認出他自己的非理性信

念，並進行猛烈的駁斥，以其該生的思考能轉換為新的理性思考，進而產生新的情緒

和行為。 

 



八、輔導過程 

        一開始與該生以輕鬆的方式晤談，讓他卸下心防願意分享最近的生活和遇到的困擾與煩惱，

該生是個慢熱的孩子，一開始從作息開始談起，漸進式地引導到核心問題，請該生仔細回想過去

在人生中是不是有過什麼挫折?很細小的瑣事也可以，讓該生一一列舉出受挫事件，利用

「ABCDEF」理論，讓該生自己為它們重新下正向的定義。A緣起事件：遭到同學孤立與冷漠對

待，沒有朋友。B非理性信念：被排擠都是因為自己外表很矮很胖。C行為後果：將心思都只花在

打扮外表上。D駁斥和干涉非理性信念：外表再帥也不表示會有知心好友，「人人好」反而招來花

心男的無形標籤。E形成新的理性思考：做好自己該做的事，現階段就是充實各科學業實力。F產

生新的情緒和行為：將自己的數學學得更透徹，從教導同學數學的過程中得到莫大成就感。 

 

        協助學生形成新的理性思考過程中，首先要肯定該生會自動自發打理好儀容，力求完美呈現

在他人面前，但是從內在來看，將時間花在課業上，一方面可以減低對於考試的不安感，另一方

面也能提升自信。 

 

        個案有階段性的不自覺咬指甲的行為出現，小學時期由於父母親要求成績前兩名而開始有了

咬指甲的習慣，升上高三後課業壓力加重而又開始咬指甲，推測此行為的主因是壓力所造成。研

究指出「咬指甲」能夠提供暫時的逃離，分散注意力或者放鬆的效果，但是一旦變得頻繁就變成

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了。經過訪談之後，了解到該生是一位有自制力的人，所以決定以正增強

的方式來戒除此習慣，該生第一次遇到自己心儀的女生，想要和她做朋友但不知道該怎麼做才

好，這件事困擾著該生許久，希望老師能幫他蒐集那位同學的情報，我們以此為獎賞而簽訂了一

份行為契約，內容如下:一週沒咬指甲就可以得到一個關於「女同學」的情報，藉此讓咬指甲的念

頭不再出現於腦海中。 

九、實施結果 

        該生訂定嚴密的讀書計畫，並且確實照著進行，學業成績有顯著的進步，由於時間都花在課

業上，就沒有時間可以打扮外表，現在對自己的標準就是只要乾淨整齊就好。咬指甲的問題看似

也不再出現，等指甲長出來後好好修剪之後，就能擺脫鋸齒狀的短指甲了。 

十、後續輔導與建議 

  每個人都會面臨到各種壓力，在現今這個節奏緊湊的社會裡，學習如何有效地降低壓力是個

很重要的課題，科學家們發現了以下這 7種方法，可使身心放鬆，打坐、聽音樂、睡個午覺、喝

紅茶、與幽默的人交朋友、按摩、嚼口香糖，相信只要轉移注意力，多跟家人、朋友討論未來的

升學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