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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連結？」以上，領導者於初始階段發展責任平衡的領導風格，主要是為經

營團體健康的互動環境，屬於團體層次的介入，領導者從不忘持續對團體中

看不見的動力向度抱持觀望、評估，適時維持成員的自主，不造成成員的依

賴，讓成員在步入工作期時可以步伐穩健，在團體中為自己的成長承責。

貳 .初始階段常用的介入策略與實務技術

團體初始階段在整個團體的經營上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穩定感的建

構（許育光，2013），為經營一個安全與信任的環境，領導者需要執行初

始階段的團體任務，表 6-1 為團體初始階段之領導任務與目的、介入策略

與常用的團體技術的整理，主要參考自吳秀碧（2021），並整合補充許育

光（2019）、Jacobs 等 人（2013/2016）、Corey 等 人（2014/2014）

和王萱棓（2017）等。所以團體整體環境和人際層次為主要的介入焦點。

領導者從執行團體形成、發展團體工作同盟、建立合宜的團體文化與團體規

範，以及發展責任平衡的領導風格等四個任務，幫助成員去除焦慮、融入團

體、發展連結歸屬，建立對團體基本的安全感與歸屬感。 其中，形成團體、

建立合宜的團體文化與團體規範、發展責任平衡的領導風格，主要屬於團體

層次的歷程領導任務，可以採行結構化策略介入；但發展團體工作同盟的歷

程領導任務主要是在人際層次上操作，所以屬於人際層次的領導任務，以上

這些任務，都可以在團體第一次以結構化策略介入，亦即從執行結構化程序

中完成；為發展團體工作同盟打底的任務，尚須要執行促進人際互動與溝通

的質量平衡與推進連結等兩個策略幫忙完成（吳秀碧，2021）。

表 6-1　團體初始階段領導任務與介入策略

團體
結構

歷程任務 目的 介入策略
內容：

結構化程序
常用的

團體技術

 團體
層次

1. 形成團體
 2. 建立合宜的

團體文化與
團體規範

 3. 發展責任平
衡的領導風
格

去除焦慮，建
立成員對團體
基本的安全感
與歸屬感

結構化 1. 形成與認識
團體

2. 建立團體規
範

3. 個人目標與
團體目標的
連結

4. 結束團體

1. 結構化技術
2. 我們技巧
3. 設定團體基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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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進行結構化技巧，如介紹團體的時間結構、空間結構、名稱與目

標、團體使用的理論取向、介入方式、成員如何參與、團體性質的釐清，與

本次的流程等。此過程領導者大量運用「我們」技巧，目的是幫助成員形成

「自我是本團體一分子」的概念，有催化增加認同感的意圖。舉例如下：

「大家好，我是帶領本團體：阿德勒取向人際關係成長團體的心理師，

○○心理師，很高興大家準時前來。如同海報所顯示的，這個人際關係團體總

共進行 8 週，於每個禮拜三晚上 6：30~8：00 在此地進行。我們這個團體主

要是採用阿德勒這位心理學家的理論取向，各位認識他嗎？（暫停，若有成員

回應，等成員回應完畢），如同成員所講的，前一陣子在台灣他有一本書很流

行，叫做被討厭的勇氣，在場有哪些人看過呢？有什麼印象呢（等待以及邀請

2~3 位成員反應後），他的理論很重視我們童年的經驗與記憶，我們的團體採

用他的觀點來進行自我認識、人際認識，因此會邀請大家一起重新喚起童年回

憶、聊聊家裡面的親子或手足關係，在此一起認識人際關係中的我，可能與童

年關係中的我有何關聯，進而在此作些人際相處上的練習或是在團體外做練

習。所以，我們的團體與一般的上課並不相同，主要不是由我來上課，而是與

這裡新結交的朋友一起討論，過程中會應用到繪畫、牌卡…。既然會聊一些個

人的隱私，等一下我們進行互相認識之後，我們還要一起討論在這裡分享自己

的故事以及聽別人的故事時，我們要注意甚麼事，才會讓我們感到安全、放心，

以讓我們的團體進行的更順利」。

二 .認識彼此 

在結構化程序的策略中，認識彼此的內容包括：認識領導者、成員彼此

認識。主要的領導任務是為發展團體工作同盟打底，過程中會推展責任平衡

的領導風格，所以會同時進行促進人際互動與溝通的質量平衡、推進團體歷

程：連結成員、連結個人與團體的介入策略。

( 一 ) 認識領導者

在認識領導者的環節處主要使用自我揭露技巧。領導者因其角色會先進

行自我介紹以作自我揭露的示範，內容通常會包括姓名、稱呼、與諮商心理

服務工作的最高學歷、證照，以及其他與這個團體性質有關的個人、心理或

是團體工作經驗與年資等資料，以讓成員知道領導者有能力帶領這個團體。

若領導者現在仍是新手，可以簡短、誠實的方式分享舉行此團體的原因（可

包括個人所觀察到或切身成長、個別諮商工作相關經驗或實徵研究關於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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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有男有女，我們的年齡有大有小，不同世代的成長經驗讓我們

彼此不同，我的帶領經驗讓我確信只要我們願意傾聽，所有人都可以從對方的

身上學到東西，所以，在這裡，我們不會特別介紹工作職稱、或是使用關於年

齡的有關長幼的角色稱謂，相反的，我們只用名字或是你自己偏好的稱呼來

表達你自己，以及稱呼他人。（短暫停留兩秒）請留意喔，我們只是不介紹職

稱，但是如果你某些的工作經驗是一個你參與本次團體的原因或是支撐你的生

活很重要的生活經驗，等會兒進行自我相關的介紹我們也是很歡迎的，請各位

留意，只是不需要強調職稱介紹就可以；年齡較輕的成員，也請你放下長幼有

序的信念，放心與成員互動就好」。

尊重隱私與成員自主原則亦可於認識活動中進行。以一個高中生人際關

係團體為例，進行「設定團體基調」技巧、「教導：互動態度、互動方式」

技巧，舉例說明：本團體時間是在週一下午 1:10~3:00 進行，知道這個時

間點同學的狀態會因為週一、午後，而有點懶洋洋的，因此，第一次團體一

開始，領導者即以較為輕鬆活潑、具能量的語調進行 5 分鐘的認識團體，以

及 3 分鐘的領導者自我介紹，澄清相關疑問後，此時，團體的氣氛已經變得

正式、稍稍有點嚴肅，接下來成員的認識活動，領導者想要調和團體氛圍，

基於性別以及年齡的考量，領導者選用動態活動變換團體的基調：

「剛剛我們對團體有基本的認識之後，接下來就是令人期待的相互認識活

動了，等一下，我會播放兩首音樂（各約 3 分鐘）來進行認識活動，先介紹第

一首播放時要如何互動：當音樂開始，你就開始自由移動，遇到不同的夥伴，

請互相以左手肘碰觸來打招呼，並進行 4 項自我介紹：在團體裡希望別人對你

的稱呼、家中手足與自我的排行、個人星座、興趣」的自我介紹（若怕成員忘

記，可以先行發下紙張列出項目提醒成員），各自完成之後，請互相碰觸右手

肘，並告訴對方『很高興認識你，等會見』，再繼續與下一位相遇的成員進行

如上的自我介紹。當確認成員沒有疑問之後，即邀請成員站起來，並開始播放

音樂。此時，領導者不需要加入，只是留意音樂、溫和的觀察著成員們如何打

招呼認識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