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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聽到員工協助方案，沒有太多的想法，只知道這是未來可行的一條出路，

因此我決定加入這個學程。而在第一堂課的時候，在聽完王智弘老師的介紹，我

們更是徬徨而不確定，這樣一個學程適合我們嗎? 未來充滿了不可知，連對生涯

規劃都充滿不確定的我們，實在是前後搖擺而迷惘，於是在下課時間，我和同學

請求鍾燕宜老師給予我們這些在輔導系卻又是社工組的大學生，她的建議。 

    “ 我想你們更具有潛力，因為你們同時具有社工跟輔導諮商的背景，相信

你們若能好好學習，在企業會很有機會。” 

    這一番話無疑地為我們打了一劑強心針! 於是我們更有信心在這個先創

的、嶄新而具有歷史性的學程可以學習到讓我們有所改變的知識。 

    我該如何定義 EAP? 查詢了很官方的定義，員工協助方案（ＥＭＰＬＯＹＥ 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簡稱ＥＡＰＳ）是事業單位所提供的一項計畫

性活動，目的在發現種種有關員工於職場上可能產生或面臨之問題，諸如健康、

家庭、婚姻、經濟、壓力、情緒、酗酒、吸毒、人際關係等等，並藉由專業或熱

心助人之專職人員提供一系列有效的方案，直接或間接協助員工解決上述疑難，

以凝聚員工向心，進一步提昇單位。 

    還記得我在上課時發言定義什麼是 EAP，我的回答是，一個調動公司中資

源，讓每個單位能夠協力合作來幫助員工、讓在職場環境中辛苦工作的人員能夠



受到幫助的方案。和企業諮商有一點那麼不一樣，EAP 是更大、包含更多區塊、

整合更多資源的工作。 

    但現在想想，這樣的回答似乎又多了那麼一點的天真，我想到一次上課邀請

到新竹生命線黃督導智儀，她講課時曾經說道 : 「好的員工協助方案是一座橋，

讓任何人都可以連結到想要連結的地方，也是員工與公司溝通的緩衝區。」 

黃老師傳達給我們的課程內容讓人震撼不已，她的比喻是很讓我們能感受的 : 

「就像跑接力賽，企業是第一棒，我們是第二棒，社會的專業資源是第三棒， 

為企業員工遭遇的各式個人問題提供諮商或轉介。像是被欠債丈夫家暴的員工，

一方面要與她作情感、心理諮商、轉介財務和法律等專家資源；對內也要協調公

司協助，如溝通調整職位或工作內容等，度過這次難關。」 

   她還提到， 有時候不是公司不願意去協助員工，而是它沒有機會，所以諮商

師是一個橋樑，在這個時候，不像是在社區諮商以針對個人最大福祉為考量，而

是要站在企業主的角度幫助員工。因為如果案主希望在這個組織生存下去，就 

必須要去做一些自我的了解跟調整，這也是我們幫助員工最重要的一個部份，而

不只是一味的幫助其調整自我。社區諮商可能是無限時數、無限次數，引發案主

的內在動機，以促成過去行為的改變，或是過去創傷經驗的調整；但企業諮商沒

有這樣充裕的時間做人格改變或是治療行為，它只能做短期的問題解決，當然盡 

可能的去教一些技巧讓員工做到所謂的預防，但是企業諮商的次數，大部分不超

過五到八次。或許也有一些企業會給員工無限的時數，但那是看企業的決定，不



過以大部分企業諮商的目的來看，是盡量在短期解決的部份，開闊員工的視野或

是觀念，讓他去知道其實有不同的預防方法，所以這個是進一步的教育功能。 

我想她的這一番話，讓我們有了更貼近現實的感覺，像是關心服務對象在環境脈

絡中受到的影響、跨領域學習的重要性、掌握組織的狀態、認清自己的角色、我

們真的樂在其中嗎?我們想要做的是什麼? 如同當面澆下一盆冷水般顫慄人心，

但也深感獲益良多。 

    猶記得在大一上社會學時，授課社會學的紀金山老師告訴了我們一個 3R 的

準則: Role(角色)、Rule(規則)、Relationship(人際關係)， 

我想這可以讓我們思考關於做為助人工作者要在企業或公司中服務時可以思考

的架構，我們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遊戲的規則是什麼，如何進行?  

人是組織中最有價值的資源，是其他資源能否發揮效益的根本，而人事之間的關

係是什麼，我們該如何調和?能夠了解不同企業類型之間的特性嗎? 公司具有制

度、組織、結構，還有要與密切相關的人力資源部門進行整合……；在諮商師要

進入企業之前，要先了解這個企業的文化、企業組織，還有企業的期待。當然，

員工如果有任何狀況的時候，是個人的問題需要解決，還是必須要回到企業組織

的系統來做調整或討論?這些都是企業諮商師必須運用心理諮商的專業，跟員工

協助服務中心的社工共同去合作與討論，而衍生出對員工最有利的做法，在我們

心理學所學到，馬斯洛的需求層級理論中，人類有五種不同的需求，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親和需求、尊嚴需求、自我實現需求，這五種需求有層次性，且較低



層次的需求滿足後會追求更高層的需求，要讓管理者了解員工的需求，並提供適

當激勵，相對地員工的行為、組織績效、組織報償和個人需求之間的連結程度，

決定了員工付出努力的程度，企業就可以得到穩定的工作人才，不會有出缺勤的

狀況發生，然後進而可能去提升或影響生產效率。所以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企

業諮商是從這樣的循環中衍生出來的。但是如果不是沒有專業，而是因為不了解

企業的語言，因為對於企業、員工語言、環境、員工焦慮的事情的不了解，而造

成了雙方的認知落差，影響專業助人工作、諮商的品質……，扮演一個協調溝通

的中立角色，同時有道德與生存的壓力，也要讓老闆和員工都能信服，真的很不

容易吧! 我想，要思考學習的真的很多。不過，這學期在機構的參訪帶給我們一

個很好的體驗，實際裡員工協助方案的施行當然不如在理論上容易，人與人之間

總是有太多的變數，太多的變化，但或許也因此充滿著驚喜! 誰知道呢? 

    曾有教育學的老師說過一句話: 沒有行動的愛不是愛，而沒有方法的行動不

是行動。我想不只是教育，在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道理吧。我們能具有專業的態

度但同時擁有輔導工作的倫理嗎?或是我們總會在某個時間的交會點遭遇到自我

職涯處境的困難呢? 

    我覺得對我而言，比較困難的一個考驗是，放手；與被”撼動的價值觀” 

在專業助人工作者的角色上，憑自己的勇氣，一分力做一分事，是我想要保持的

觀念，為了什麼，想要做這樣的工作? 希望我能夠莫忘初衷，持守我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