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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別：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 

科 目：諮商與輔導 
  
一、試說明創傷復原歷程中的「被害人角色」與「倖存者角色」的定義，並列舉說明三項復原歷程

的長期目標。（25 分） 
 

(最難 5顆星) 

 

此部分要回答兩大問題，第一為定義被害人與倖存者角色，第二為三項復原歷程的目標。 

要定義清楚被害人與倖存者角色，若不清楚，至少可以從邏輯的角度推測這兩者的差異，而

此處的被害人與倖存者指的更多的是心理層面上的意義。 

 

【擬答】： 

創傷指的是身體組織產生受損的現象，在心理學上，心理的創傷表示個體遭遇到極大的衝擊，

導致在心靈留下了傷疤，也因此創傷復原往往是一段複雜且漫長的過程，涉及到身體、心理、

情緒層面等多重挑戰。在此過程中，會因為對創傷刺激的反應的差異而產生兩種不同的狀態，

分別是「被害人」與「倖存者」兩種角色。以下先將嘗試定義被害人角色與倖存者角色，再

試圖說明三項復原歷程的長期目標。 

被害人角色與倖存者角色的定義 

被害人角色 

通常指的是經歷創傷事件的個體，呈現出較多的無助、無力、不安與受害感。被害人往往不

斷陷入創傷事件帶來的負向痛苦與影響，並會持續經歷到各種焦慮和創傷後反應。 

倖存者角色 

與被害人角色相對應的是倖存者角色，顧名思義，此類個體在經歷創傷後，較能夠從創傷事

件中復原，不會再持續停留在創傷當下的無力感與恐懼，較能夠展現出積極應對創傷的力

量和韌性。在生活中，他們逐漸重建自尊、安全感，並學會從創傷中學習，找到新的力量

，邁向新的人生。 

三項復原歷程的長期目標 

重建安全感： 

遭遇創傷的個體，往往會喪失對自己、生活與環境最基礎的安全感，容易對各種與創傷有關

的刺激感到敏感與不安，因而容易導致身心狀態上的不穩定，例如在職場遭遇霸凌的個案

，再重返職場，可能會對職場感到強烈的不安與恐懼，因此重建安全感是創傷復原的基石

。因此，透過重建安全感來幫助遭遇創傷的人，能夠重新對生活環境和人際關係產生安全

感，減少創傷帶來的恐懼和焦慮反應。 

重建健康的自尊： 

創傷受害者可能會因為創傷的經驗，而影響到自尊、自信與自我認同，例如執行手術失敗的

醫師導致病人死亡或是在家庭環境遭到長期的虐待等。這些傷害都會摧毀當事人的自尊，

導致產生負向的自我認同，因此除了培育安全感之外，重塑個體健康的自尊與自我意象也

是重要的。 

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 

遭遇創傷事件的人，可能會因為安全感與自尊遭到破壞，而產生自我封閉與社交退縮的狀況

，因而導致人際關係與支持系統的中斷，因此協助建立健康與支持性的人際關係是創傷復

原的第三個重要目標，藉此幫助案主能夠重新連結支持系統，獲得情感與自尊上的支持與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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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療歷程中的「抗拒」與「非自願」是普遍常見的現象，請列舉並說明三項經常採用來協助案

主克服「抗拒」與「非意願」的做法。（25 分） 
 

(最難 5顆星) 

要理解處理抗拒或非自願最大原則就是化敵為友，不是與案主形成對立的競爭

或敵對關係，要從建立信任、了解抗拒背後的擔憂切入處理抗拒。 

 

【擬答】： 

心理諮商是一條面對自我的旅程，在此過程中，我們要打開自己的心房去看見那些被塵封已久

的經驗與記憶，往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蘇格拉底也曾言，了解自己是最困難的事情，不

僅僅要探索自己，還要面對打開內心的防衛意識，而此即所謂的抗拒與非自願的心理狀態。

抗拒與非自願仍然有些許的差異，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說，抗拒指的是任何避免碰觸內心核

心議題而引發焦慮與痛苦的各種行為，包含遲到、頻繁的改時間、漫談、過度理性、避開談

論特定主題等，抗拒的原因有很多，包含案主本身是非自願前來，或是找不到晤談的動機與

理由等。而非自願通常指的是個案從一開始就沒有想要使用諮商的狀態，而是因為外在因素

而導致進入諮商關係，例如可能因為法律議題被轉介而來的家暴行為人或是被學校規定進行

輔導的學生等，因此在晤談過程中，就容易出現許多抗拒行為。因此在實務上，心理師需要

訓練與學習如何與此類個案工作，並透過各種方式來降低抗拒行為，增加案主的主動與積極

投入性，以下將說明三類常用於處理抗拒與非自願的作法。 

動機式晤談法 

動機式晤談法是一種可以結合在心理諮商過程中的一種思維模式，主要目的在用於增強案主改

變的動機，進而促發個案承諾行為改變的發生。動機式晤談法強調與案主的合作、尊重案主

的自主性以及強調誘發。會談過程中，會以四大原則進行，包含同理、創造不一致、與抗拒

纏鬥、支持自我效能。實務的作法會透過同理理解、從一開始積極建立信任與合作關係，並

尊重案主的主體性等，透過讓案主認知到目前的狀態以及想要達到狀態的不同，來增加案主

改變以及投入諮商的動機。除此之外，也會透過一些技術的使用來協助案主進入改變自己的

對話模式中，例如直接詢問案主想要的改變與不同、協助案主想像未來想要改變或成為的樣

子等。 

尊重案主的抗拒並與其討論抗拒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要讓案主卸下抗拒，得先與抗拒工作，因此在實務上處理抗拒可以藉由結

合同理、立即性、探問、詮釋等方式來與案主討論抗拒，並處理抗拒背後的擔心與害怕。通

常案主會抗拒，表示討論的主題已經達到案主的核心議題，核心議題往往是讓案主不安與恐

懼的，因此任何人為了保護內心的感覺，都會本能的產生抗拒，因此首先第一步為尊重案主

的抗拒，讓案主理解到心理師並不責怪抗拒行為，而是理解到抗拒在於保護案主，接著諮商

師可以帶著開放與同理的心情，去探問如果打開這些主題，可能的擔心與焦慮是甚麼，藉此

來鬆動案主的不安感，來讓案主可以慢慢揭露內心潛在的不安感，藉此減少抗拒行為的產生。 

從案主感興趣的焦點著手 

焦點解決治療曾經指出案主常常大略可以分為三大類，分別是消費者、抱怨者以及來訪者，後

兩者屬於較不認為自己需要諮商，以抱怨他人或是以被逼迫的狀態而來，因此面對此類案主

可以從他們當前最感興趣與在意的主題開始，例如抱怨者可能會抱怨誰的問題，那就可以先

從這部分著手，同理與理解案主來與案主建立關係，或者可以從案主目前在生活上比較感興

趣的主題著手，藉此來增加案主對於談話的熟悉與安全感。 

 

三、試說明「高層同理」的主要意義與處理重點，並列舉三項隱藏的資源。（25 分） 
 

(最難 5顆星) 

解題關鍵在於要定義清楚高層同理的概念，以及與初層次的差異，並說明出高

層次的使用原則或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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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同理在諮商過程中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技巧，同時也是心理師面對案主的一種整體心理態度，在

實務工作中，為了幫助學習，往往會將同理心技巧分為初層次同理心與高層次同理心，初層

次同理心在於能夠理解與回應案主在語言表面上或意識能夠感知的情緒狀態，而高層次同理

心則是將案主語句背後沒有說出來、尚未覺察到的心理狀態反應給案主理解，也就是說出案

主表面語言的弦外之音或是言下之意，促進案主對自已內在有更深層的覺察與理解。高層次

同理在處理重點上包含同理的目標會放在那些隱而未現的感受，或是案主尚未覺察的部分，

在回應的同時保持尊重與開放而彈性，不強加自己的想法在案主身上，並且接納案主的內在

深層的感受與想法。以下將列舉三項隱藏資源來說明如何更好的運用高層次同理心。 

個案尚未覺察到的內在部分 

案主在表達時，有時候無法意識到更深層的情緒、想法，以至於停留在意識層次，例如案主是

一個因為受暴而想要離婚的女性，但同時行動面又停留在婚姻當中沒有離開，諮商師評估若

以高層次同理，可能推測案主對於離婚後要面臨到一個人重新開始以及孤單的生活感到害怕，

以至於現在仍然選擇留在婚姻中。 

個案隱而會說的部份 

案主可能有意識到，但沒有想要去面對或探討的深層議題，此部分的高層次同理心則需要以更

尊重與空間的方式表達。例如案主在晤談中一直避開母親的話題，但時不時又會談回母親的

事情，心理師就可以以有空間的方式探問與表達對案主來說，母親可能對案主來說是帶來壓

力與恐懼的主題，也同時又影響案主很深，以至於案主雖然表示不願意談，但談論的主題常

常又圍繞在母親身上。 

案主表層語意下的弦外之音 

案主可能有一些言下之意，是需要透過心理師加以捕捉與回應的，例如案主是一個很不喜歡回

家的人，因為父母總是讓案主覺得很痛苦，案主在端午節連假前，表示出自己的擔心與焦慮，

心理師透過高層次的理解，可以回應案主的擔心可能是擔心回到家會遇到自己的父母，又會

遭受到被評價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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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試說明何謂「競爭的議程」及如何處理競爭的議程？（25 分） 
 

(最難 5顆星) 

 

需留意有兩項問題，第一為定義競爭的議程、第二為處理方式。 

此部分若沒有閱讀過相關的資料，可以從競爭的角度去理解與定義此問題，並試圖從個案與

心理師之間或是團體心理諮商過程中，成員與成員和成員與領導者之間去理解競爭的概念。 

 

【擬答】： 

競爭在生物或動物界當中屬於一種自然本能現象，為了爭奪地盤、食物與水源，動物之間彼此

會產生搶奪與攻擊的行為，在人類世界中毅然如此，我們會為了許多自己需要的資源做出競

爭的動作，例如獎學金、運動競賽的排名、父母的關愛、主管的認可等。而競爭的議程則屬

於另外一種層次的競爭，因此，以下將試圖依序回答和為競爭的議題，以及如何處理在輔導

與諮商歷程中的競爭議程。 

競爭的議程 

此部分可以分為兩個概念來解釋，競爭指的是不同的群體或個體為了爭奪或取得某些實質或心

理層面上的資源，而產生的行為。議程指的是一項活動、議會的內容執行或討論主題的先後

順序，涉及到次序與緩急輕重的內涵。因此競爭的議程指的是在各種領域中，不同的團體、

個人對於那些主題、議題應該被優先討論與解決，抱持著不同的立場與主張。因此產生了競

爭的動力關係。例如在政治領域中要討論哪一個法規需要先通過或是在企業或組織內部要決

議哪些事情需要先被處理，就會產生競爭的議程此種團體或個體的競爭關係。 

如何處理競爭的議程 

在團體當中，競爭的關係往往充滿了張力與不確定性，有的競爭可以產生良性的思辨與討論，

但有些競爭可能會產生較為激烈或極端的攻擊反應或負向結果，因此競爭的議程考驗著身為

一個領導者的表達與協調技巧，以下將從幾個層面來說明競爭的議程可行的處理方式。 

提供雙方安全與理解 

對於競爭議程的兩造來說，往往可能充滿著各種情緒與對彼此的不理解，因此身為領導者可

以先分別透過理解與安撫的方式讓雙方的情緒與內心需求都可以被聽見與抒發，降低團體

本身的不穩定性與衝突的張力，藉此為後續理性的討論搭建一個橋樑。 

以尊重的立場邀請雙方表達彼此的需求與聲音 

競爭的發生往往是因為彼此的先見或是溝通不良的原因導致，因此容易產生憤怒與怨恨的情

緒產生，因此創造一個讓雙方都可以公平、開放的討論與表達的空間，是降低溝通不良的

有效方式。我會邀請任一方先行表達，並請另外一方保持尊重，再由另外一方面進行表達

，最後去整理雙方的訴求與聲音。 

異中求同，找尋共同目標 

雙方雖然各持不同立場，但可能仍然有彼此都在意的利益、需求或目標，因此可以從雙方歧

異的部分中找出一個共同的方向，藉此成為雙方合作的起始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