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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議與反思 

針對本章內容，我主要在說明我在研究中的體會、觸動與反思，因為不管是

撰寫論文或是進行網路諮商，我都有我的體會，這個體會還融入我目前實際以敘

事治療從事網路諮商的所思所感，因此，首先在第一節，我對未來有意在此議題

深入著墨與探討的研究者與網路諮商員提出一些我個人的淺見；而在第二節，是

故事對我產生的觸動，畢竟個人生活與諮商或是研究，都是不可能截然分開的，

故事主人的故事對我產生的漣漪與影響是最真實的觸動；最後第三節，我描述我

在結束網路諮商並經過沈澱後，開始整理與進行分析討論的心理歷程之回顧。  

第一節  建議 

    本節提出我個人的一些淺見，提供對本研究之議題有興趣之讀者在未來諮商

實務工作或研究上的一些參考。 

一、對未來研究方面的建議 

    首先，我在對選取研究的主題上，並未特別設限要針對哪個族群或哪項議題

來諮商，因此，在未來相關研究上，研究者可針對自己有興趣瞭解與探索的特定

族群或特定議題進行探究，讓更多探討敘事治療運用在網路諮商的研究可以豐富

與多元。第二點建議是網路諮商經常遇到「網路斷線問題」，由於在本研究裡，

我們是遇到網路斷線的問題後，彼此才相互告知聯繫電話，所以未來的研究者，

如果遭遇網路斷線，或臨時有事無法上線，將可以用電話聯繫，以免雙方都會擔

心聯繫不到彼此，當然，本項建議，端賴研究者（或諮商員）的個人習慣與倫理

考量，或是彼此在進入諮商前，先行討論，以採取最佳的解決方式；最後第三點

建議是研究者可以考慮增加參與者人數，因為，我在網路諮商的階段，正好是我

碩士班第三年進行全職諮商心理師實習的階段，因此在考量時間與身心狀態等因

素下，決定先以一週不超過五位的名額進行網路諮商，但後來陸續因為彼此時間

無法配合、參與者對研究發表有疑慮等諸多因素，因此最後僅剩一位故事主人可

以繼續晤談，當時我也決定先不再續招，最後以一位故事主人做深入的探討，所

以，論文最後結果所呈現敘事治療對其產生的影響，也僅僅是對此故事主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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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無法做推論的，如果未來研究可以增加研究參與者的人數，從參與者們的

回饋中，去探索分析哪個敘事治療之概念或技術比較容易在網路諮商上運用與被

接受，或許可提供更多對未來諮商實務與研究的參考。 

二、對網路諮商方面的建議 

我在與故事主人晤談的同時，發現一些網路諮商的優、缺點，先寫在前面是

因為我想建議未來的研究者或是網路諮商者，可以先對網路諮商的優、缺點多些

瞭解，以利在正式進入研究或是諮商時，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我在與故事主人的晤談中，發現網路諮商的優點有：無疆界性，網路無國界，

只要環境許可並可以上網，均可以進行網路諮商。此外，資料傳輸具有立即性，

如果諮商中需要參考或分享某個重要電子文件，可以透過系統立即傳輸給對方，

如果檔案過大，仍舊可以先諮商，待下載完後再進行討論。網路諮商也具備方便

使用以及經濟性，在故事主人去大陸的留學期間，她是住校，無須透過額外的電

話費進行諮商，網路是原先就裝配好的線路，在地點選取或使用上也比較方便。

最後是對特殊族群的方便性，本研究在正式選取參與者的期間，與一位身心障礙

者（聽障）進行網路諮商，該員表示網路諮商對他來說是一個很不錯的諮商方式，

也適合他的狀況。在網路諮商的缺點方面，則有缺乏立即性的情緒觀察，因為缺

乏非語言的資訊的確是網路諮商較大的限制，彼此無法立即用看的、聽的來觀察

與瞭解對方的情緒狀態，所以可能會失去一些澄清或是說明的時機。此外，文字

表達與速度傳輸可能影響判斷，以我的網路諮商經驗來說，有時候的確會因為不

清楚對方想法是否已經表達完，或彼此打字速度不一致，所以可能會發生等待或

搶話的情況。最後就是網路斷線的問題，因為網路系統的不穩定與斷線問題，是

網路諮商一個很大的缺點，研究者服務的機構也曾經因為網路不穩定，因而當日

暫停網路諮商的服務。 

除了上述提到對網路諮商的優、缺點外，還有幾個部分是我對網路諮商的一

些體會與建議，首先是網路諮商進行的時間，由於網路諮商是採取文字溝通，速

度一定比面對面諮商、電話諮商來的慢，因此諮商時間會影響諮商成效、發展與

故事敘說在質與量上的收集，依本研究諮商的經驗（每次 90 分鐘），網路諮商

每次時間最好在 90 分鐘，因為有時候故事「精彩」、「高潮」的地方，就是在

諮商 40 或 50 分鐘才出現，此時，如果依照一般面對面諮商經常規定的 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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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網路諮商反而是個阻礙，或是可惜之處。再來是可以增加網路諮商表情符號

的運用，因為我們在諮商的過程中，彼此都沒有使用表情符號的習慣，但目前國

內幾個比較常被使用的網路即時聊天平台，如，MSN、Skype、Yahoo 等，都具

有表情符號的選取，表情符號可以增加幽默性、趣味性與理解性，彼此都可以選

取適合的符號表達當下的情緒讓對方知道，例如，若故事主人此刻情緒無法打

字，可以選擇使用哭泣的符號來代替，不一定要用打字來表達當下情緒，諮商員

如果不清楚情緒來源，可以做事後的檢核。第三點是個別諮商或許可以搭配網路

諮商，因為我深深認為「網路諮商或許不是最佳的諮商方式，但是它有它存在的

必要性與價值」，所以在未來的諮商方式，個別諮商或許可以搭配網路諮商一起

進行，不只有電子信件，還可以安排一對一即時的對談，如果某一方不方便赴約

（例如出國、臨時無法出門…等等），那中間穿插幾次網路諮商應該是可行的。

第四點則是進入網路諮商前，可以先安排「試談」，我對於「試談」的概念來自

於我們買衣鞋可以試穿，買食物常有試吃，而網路諮商可能受限於彼此打字速

度、文件傳輸、對網路功能的熟悉度不同，尤其，如果一方打字速度始終無法跟

上另一方，那彼此的適配度可能就需要調整，甚至是更換網路諮商師了，所以「試

談」對網路諮商來說，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紛擾或是誤解，也是對來談者的一個尊

重。最後第五點是網路諮商後，可以搭配回饋表的使用，因為我們幾乎在每次諮

商後，彼此都會寫信給對方，是分享，也是回饋，經由信件我們可以瞭解這次諮

商對對方的影響與效果會是什麼，哪裡是下次諮商需要注意的地方，而網路諮商

受限於缺乏面對面隨時澄清的機會，所以對於沒有寫信習慣的來談者來說，如果

可以搭配回饋表的簡單書寫，將可以讓諮商員盡快瞭解來談者的需求，以及是否

符合諮商期待，以利後續諮商時的修正。 

最後提一點我沒使用到的敘事治療技術，就是「迴響團隊」。「迴響團隊」

是敘事治療常運用的一種方式，團隊人數在兩人以上，他們使用單面鏡觀看諮商

歷程，之後再進行「迴響」與回饋，不過此方式比較常用在家族治療上（Freedman 

& Combs 1996），因為個別諮商受限於僅故事主人一人，在實際執行上，比較不

可行，除非事先與故事主人討論，並召集好迴響團隊的成員，但由於我是以網路

諮商的方式進行，因此在實際執行面上的確有困難之處，對於如何克服，還需未

來有意以敘事治療從事網路諮商的研究者或諮商員的開創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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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故事對我的觸動 

在故事主人故事的重寫與情節中，對我的生命經驗也產生了漣漪與觸動，因

為，我是用我的生命與故事主人交會，我也歷經了這段重寫的過程，也多次因為

內心的感動，而在電腦前感動落淚、開心興奮。 

以下三個部分（重考經驗、同為客家人、以及我的儀式）分別是故事主人的

故事對我內心產生最真實的漣漪、觸動與改寫。 

一、重考經驗 

（一）對「我」的觸動 

2006 年 5 月 18 日的第三次諮商，我們談到故事主人的重考經驗，我鼓勵她

寫封信給當時十八歲正在重考的自己，而我看過信後，也決定也寫封信回應經歷

過重考苦難的她，以下節錄對我觸動的部分。 

「聽到 Helen 這麼說時，我很瞭解妳的處境與歷程，因為我大學也重考過，

當時也是沒日沒夜的配合補習班，沒有自己的時間，因為是花家裡的錢，所以壓

力也很大，很希望考好，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也恭喜妳可以撐過來！」 

（二）重寫我的「兩段重考之路」 

在我的生命故事裡，如果問哪個階段對我的生命影響最大，我想我會回答高

中跟大學的兩段重考經驗。 

國中三年裡，我被分到「次優班」（當時還有三個資優班跟幾個普通班），成

績始終都在前五名上下，對於高中聯考，雖沒把握但還算有信心，可是，當收到

成績單的那一刻，我只能考上台中區的後面志願，以主流來說，這是一件蠻丟臉

的事，甚至家裡的人會對外說「志願卡只填前三個志願，因為分數差了一點點所

以落榜了」，我知道父母是對我好，怕傷我自尊，可是這樣的解釋更增加我的失

敗感，我會認為我是不好的，會需要用謊言來掩飾我的成績差；因此，我決定重

考，重考的確是很辛苦，重考班每日小考，只要成績差一分就打屁股一下，我甚

至有幾次因為有「自知之明」，所以長褲裡還多穿一件運動短褲，當被打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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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暗自竊喜自己有比別人多穿一件，所以比較不痛，現在想起來，在辛苦中也多

了點趣味！就在考上某省立明星高中後，我自認考大學沒問題，「玩心」讓我再

度通往高四重考班，我想我現在會自我解嘲的說，很少人像我一樣可以把國、高

中念滿（加上國四班與高四班）。 

兩次重考經驗，我學到什麼才是真正的唸書與自我負責，因為當時很計較每

一分，所以我會認真思考如何才是適合自己的唸書方式，如何才能真正融會貫

通，而不是拼命死背。經過兩次重考的洗禮，我學到如何長時間面對自己而不會

瘋掉，我找到和自己的相處與對話方式，重考之路讓我學習獨立、面對孤單、克

服困難，這對我往後如何適應軍隊生活，以及準備研究所考試，都具有很大很大

的意義與影響，這絕不是在重考當下可以事先想到的收穫，所以重考經驗是影響

我生命很大的一個轉捩點與過程，是我的特殊意義事件，如今重新再看，重新再

寫，體會更不一樣，「我們無法避免所有挫折，所以較佳的方式就是瞭解挫折帶

來的意義為何。」過去的「挫折」，如今有了新名字，叫做「老師」，它是我面

對困頓時的老師與力量，過去經驗讓我找回自己的能力，讓我有力量叫「挫折」

滾遠些，不讓它跟著我太久與距離太近。 

二、同為客家人 

2006年6月8日的第六次的諮商，故事主人提到自己是客家人，外婆都會用客

家話叫她「倫倫」或是「阿妹」。對我來說，聽到同為客家子女時，內心有種很

親切的感覺，我也有將此感覺回應給她。 

我父母親都是客家人，記得從小到大，我跟阿婆（阿公在我年幼時就已過世，

我只能在一張阿公抱著我的相片找尋一些記憶）、外公、外婆都是用客家話交談，

我也永遠不會忘記，當時還小的我，總是用簡單的客家話跟阿婆討糖果吃，現在

回想當時的畫面，內心充滿溫馨，我也很喜歡阿婆幫我擦痱子粉的時候，每次她

痱子粉還沒拿出來時，我早已脫好衣服趴在床上，等阿婆用充滿縐摺的雙手，輕

柔地在我背後上下來回的擦拭。而在外公、外婆的新竹寶山鄉下，更是充滿著幾

天幾夜都說不完的故事與美好記憶，包括門前的大樹、池塘、橘子果園、竹林、

竹筍……，真的太多太多了。 

如今，雖然四位老人家都過世離開，不過此時回想起跟他們的互動時，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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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角不時還會微笑，是感動、不捨、欣賞與疼惜的笑容，我也很感念與他們擁有

的難得親密緣分，所以當 Helen 提到與外婆溫馨和諧的互動故事時，我也能感覺

到那份親密和諧的感覺，內心充滿感謝，經驗過去美好的回憶，對我也是一種力

量，也讓我珍惜每次與家人的相聚時光。 

三、我的「儀式」 

2006年8月21日的第十六次的諮商，故事主人提到想進行一個告別的儀式。

這對我的觸動是，讓我回想到我生命中的「儀式」，這可能是迎接新開始，也可

能是送走結束。如果以故事是共寫與相互影響的概念來看，我的確有我進行過的

儀式，但卻是當下渾然不知的。 

我的「儀式」： 

這是我當兵時的一個分手經驗，如今回想起來，我才驚覺與發現，原來當時

早有儀式在默默進行了，故事發生在我的服役階段，一段三年的感情隨著跨國遠

距離而改變，當對方去異國一段時間後，我們漸漸少了音訊，自己會想關心對方，

想跟對方說說話，可是，半年後，完全都沒有訊息了，似乎應驗當初她說因為出

國，相隔兩地，所以要分手。之後，從她學妹口中得知，她交新男朋友了，縱使

如此，她的相片我還是帶在身上，放不下，就是放不下，我知道該放，但真的放

不下（後來的確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放下），現在回想當時我的「儀式」，它在幫助

我放下，服役是辛苦的，我總是放一本很小的筆記簿在軍服口袋裡，隨時準備一

枝筆，只要有空閒的時候，就會寫下今天發生的事，想跟她分享與訴苦，我知道

當下無法打電話，也無法跟任何人說，所以透過書寫，有一個對象，內心會安心

些，這像是一個陪伴，有傾訴的對象，是一個支持的力量，尤其凌晨兩、三點的

哨（坐在安全士官桌），是我最喜歡的時間，因為那時候整個營區最安靜，最可

以跟自己親近，換言之，這個「儀式」大多都在凌晨哨進行（當時約兩、三天一

個凌晨哨）；就在我發現書寫對象，從「她的名字」轉變到「我自己」的時候，

我知道我走出來了，現在回想，「書寫」就是我在這段分手經驗中所進行的儀式，

這些曾經寫下的文本，記錄自己服役與面對情傷的辛苦，因此，儀式早已在進行，

只是當時我未能體會，現在想想，那就是讓自己走出心理困境的儀式，充滿感謝，

而且如今的小筆記本，也是讓我勇於面對困境時的一個力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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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的研究反思 

本節指的研究反思，主要是描述我在結束八個月的網路諮商，並經過七個月

沈澱後，所開始整理與撰寫論文時的心理歷程回顧。 

以下就是我的研究反思與回顧： 

該怎麼「下手」呢？雖然已經通過研究計畫，不過到了實際開始撰寫時，卻

突然不知道怎麼做了？不知道是否每位研究者都會歷經這一段，那他們都是怎麼

度過來的呢？因此，我決定先找姊姊（中文系博士）討論一下我的論文，希望可

以在她的經驗上獲得一些啟發與動力。當她知道我的論文會有故事的呈現時，她

建議我先去看「口述歷史」的書，看看別人是怎麼呈現「故事」的，他們是按時

間敘說還是按照一些主要的主題，也鼓勵我多去看看別人已經寫好的故事，因

此，我開始到圖書館「找故事」以及「看故事」，看自傳也看口述歷史，經過一

些沈澱與比較後，我想我可以先做的就是先整理我們的 21 次諮商吧，我先給予

每次諮商的命名，那最後應該會有 21 篇故事與 21 次的敘事治療介入之整理，透

過整理、閱讀、分類，看看整理後會出現如何的文本，這樣看來，「時間序」會

是一個主軸，在這樣的主軸上開始進行，我的字體和故事主人的字體也要有所區

隔，而且將文本分的更細，這是需要的，待分類完，再把全部做一個編排，讓故

事有更佳的閱讀性。 

針對 21 次諮商的分析，我發現分析到第二次我就開始亂了，因為當我進行

實際的分類、剪貼時，困難也跟著來，畢竟每一次諮商無法形成一個主題，除了

主題會跨諮商次數外，在單一次的諮商裡，也會出現不同的主題，所以編排上會

是一個大問題，該怎辦呢？還是說，我可以把 21 次的諮商，在編排上去區分「被

建構的問題故事」與「重寫的故事」兩個類別？不過諮商真的有如此明顯的分水

嶺嗎？我是懷疑的，因為每次諮商完都會有往前一步的感覺，可是到下一次諮商

開始，卻又有退了一些的感覺，我看見有些人的論文會去清楚呈現一個明顯的建

構與解構歷程，或是將故事主人的改變分成幾個時期，或許真的可以吧，但在我

的諮商歷程裡，要我做如此的區隔化，我是沒辦法的；所以，瓶頸來了，光我的

第一次諮商逐字稿整理，就整理了三遍，三次的呈現方式都不一樣，第一次用第

三人稱，第二次用第一人稱，第三次再改回來，可是我還有 50 封的信件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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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都是緊扣著每次諮商而來，我該如何呈現信件的部分呢，我該如何將諮商逐字

稿與信件做一個脈絡性的整理呢？！因為這是重要的，並且每次諮商主題的關連

性是重要的，不能不看，所以，我該用逐次的諮商歷程來寫？還是用整體故事的

分類來寫？但信件怎辦？混亂加混亂，實際的困難是信件好像無法接的上整體故

事，因為信件也是被拆成 21 次，而且量算是多的，如何完整承接，真的很難。

曾經在思索，要將信件放附錄，但這不是我願意的，也是可惜。 

基於此原因，我更深刻體會到閱讀前人撰寫的論文是論文完成的必要工作，

自己也可以在閱讀中試著找到自己想要的樣貌。但，在閱讀幾本論文後，其實我

還是不清楚的，因為每本論文都有它自己的樣子，我想我還是先退一步，慢慢嘗

試不同的分析方法，或許嘗試中可以找到符合自己希望呈現的樣子，所以我先嘗

試整理故事主人的故事，讓我們的信件往返也加入進去，試著進行看看，會發生

什麼其實我也不清楚。 

隨著撰寫故事的進度，我發現越到諮商後期，故事主人的故事性就會越少，

因為在諮商的後期，故事主人的很多轉變就會在這裡開始流動著，忽高忽低，我

的心情也會時而低落時而為她歡呼，整理故事的當中，我可以清楚敘事治療技術

與概念的介入，或是腦袋已經開始構思下一階段的分析走法，不過我告訴自己，

要自己不要急著都做，因為真的不急，我要先讓故事完成。 

在故事的整理上，內心感到一個很複雜的感覺，因為如果是「舊故事→敘事

諮商→新故事」，照這樣的走法總覺得會有點怪怪的，因為諮商是重複性的，前

面出現過，到後面還是會再出現啊！！新故事可以說因為敘事治療的影響嗎？如

何去交代清楚呢？我相信，當我與故事主人交會的那一刻，解構與重寫就已經展

開了，所以故事主人會出現甚麼話？什麼人生態度？這都是因為敘事治療的交

會，她出現這些語言，這不是諮商技術或問話多厲害，是我相信我對敘事諮商的

態度所致，所以，故事究竟該如何呈現呢？似乎又再次混亂了，新故事、舊故事

是否可以如此分開，我該怎麼對研究目的做交代？如果說把新故事當成所謂的

「破繭而出」或是「新經驗」、「新體會」等等的，會怎麼呈現呢？這是一個歷程

與故事的完整，那敘事治療呢該如何呈現呢？因為讓讀者在閱讀上的清楚是很重

要的……，此刻，我想先讓故事單獨一章呈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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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故事已經初步整理好，接下來的工作就是去逐步看看可以怎麼去討論這些

資料，我想我會以故事為主體去分析討論，而不用用單一的敘事治療技術去分析

討論，如果說攫取一個問話，例如，外化，把諮商中有使用到外化技術全部整理

進去，其實這是毫無意義的，或許可以符合敘事研究方法（類別－內容），可是

卻令人看不懂，甚至不想看，所以我想把當時的諮商脈絡呈現出來，以主題的形

式呈現，如果只放技術卻無前後文交代，這不是我要的，這不是我孤芳自賞的論

文，至少可以讓讀者看的懂。 

寫一篇讓讀者看的懂的論文是我要的，當可以回歸原先自己想做的，內心感

覺很好，就是依故事主題與諮商次數來呈現我對敘事治療精神理解的介入，畢竟

「類別－內容」的分析是符合研究方法，這不是我要的，是我想再多做一些吧，

那是為自己也是為故事主人，也不罔顧這 21 次的諮商，同時經過與指導教授的

討論，「整體－內容」似乎是可以得到我的研究目的。從整體來看，我不要僅僅

只是呈現我應用了哪些敘事介入，因為這樣寫期刊就好了，何必寫論文呢？所以

如果以主題故事為主軸，把每一次有用到的諮商介入好好討論一下，應該比較會

有脈絡可言吧。 

當研究方法更確定後，故事（第四章）也已經寫好了，我也選擇以第三人稱

的敘事方式呈現，所以可以更進一步邀請故事協同研究者指導我在故事撰寫之編

排與增加閱讀上的流暢性。 

遇到一個重要轉折點！！ 

在論文撰寫的過程中，指導教授家裡突然遇到緊急需要處理的事，需要老師

出國處理，老師也有打算長期在該國處理的意思，所以對於我的論文進度，我體

會到很多部分都要自己來，雖然還是可以和老師用 skype 做 meeting 不過這是一

個心境很重要的轉折階段，我相信不管對老師，或對我都是有意義的，只是目前

我還找不出來，所以也衷心期盼一切可以雨過天晴，也祝福老師一切順利。此外，

我也很感謝賴念華老師與大家的聚會，老師專心聆聽我們每一個人的聲音，對我

們表達支持與鼓勵外，甚至願意提供在論文上的協助，我想這對一個正在寫論文

的我來說，內心著實感到安定與踏實也有很多感謝。 

回到論文的撰寫，我經過與故事協同研究者的討論後，我發現我的故事分法

會有重疊，比較難看出每個主題故事的獨立性，主題與內容有些也沒有搭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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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愛情故事的重要情節裡有愛情觀、背叛，但卻也有對未來的想望，這樣的分

法其實是不清楚的，也增加讀者閱讀的困難、思緒的不連續，所以他們建議我重

新編排看看，看新的排法是否可以讓故事主題性有明顯區分與閱讀流暢，因此，

趁著颱風天，我將故事的呈現修改好，有種沒日沒夜的感覺，但，故事就在風雨

中順利完成，的確花了很多心思與時間在故事重新編排上，不過這是很有價值

的，當我看見可以完整呈現故事主人的故事時，我是開心的，此外，也感謝指導

教授抽空的網路 meeting（網路不僅可以進行諮商，還可以 meeting 或是督導呢），

老師除了看過故事，也試著將某一段改寫，並和我討論兩者不同的寫法，因為原

故事裡，我會寫：「Helen 說……；Helen 認為……；Helen 表示……」，而老師將

這些「Helen 說……」拿掉，我發現改寫後原意是相同，可是讀起來卻不會感到

我與故事主人有很大的距離，Why？？結論是因為我太小心翼翼了，我在擔心什

麼呢？我好像擔心被他人質疑故事的真實性，可是我內心明白我都是言之有據

阿，換言之，故事的話語和整理，都有編碼的數字，而且是每經一次大修改就另

存一個新檔，所以我在害怕什麼呢？？老師的改法讓我有當頭棒喝的感覺，不寫

「Helen 說」不表示這不是她說的，我的角色是介紹故事主人給讀者認識不是嗎？

而且我就是以第三人稱在做介紹阿。指導教授僅僅拿掉「Helen 說」，沒想到閱讀

起來心境就有如此轉變，我也因此更貼近故事主人！ 

到了論文撰寫的後面階段，在整理完第五章的分析討論後，我依據第五章的

內容與架構，描繪出一張「故事主人生命藍圖的重寫歷程」，和專家協同分析者

討論後，決定將原本依照第四章編排方式而撰寫的第五章，改成依照故事重寫歷

程的主題順序來撰寫，也需要更清楚交代諮商介入的內心想法，以及對故事主人

的影響，這是一個更細緻的整理，因為我的觀點、概念，需要透過文本的討論而

清晰，也要讓讀者願意「讀下去」，這才是好的呈現方式。同時在這論文撰寫的

後面階段裡，我與指導教授、專家協同分析者討論到論文題目時，兩位老師不約

而同的表示題目需要更改，Why？因為從得到的資料內容來看，它是豐富且多元

的，而以研究目的與分析來看，原先的題目似乎就單薄了些，會不夠貼近論文主

體，有種像是僅在門口溜達而進不去的感覺，缺少了些生命力，例如原題目：「敘

事治療運用在網路諮商案主之探究」，但如果改為：「諮商員陪伴故事主人重寫生

命藍圖的歷程：敘事精神在網路諮商中的運用」、或「一個諮商員與故事主人共

同建構生命故事的歷程：敘事精神在網路諮商中的運用」或「故事主人生命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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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寫歷程：敘事精神在網路諮商中的運用」，似乎都比原先來的貼切。雖然該

用哪個題目，還要再想想，但對改題目一事，我知道我內心是興奮的。 

    寫在論文口試之後寫在論文口試之後寫在論文口試之後寫在論文口試之後    

「讀者在閱讀上會有斷裂」這是賴念華老師在口試時清楚又明確的說法。 

重新再閱讀文本，我的確因為想符合「研究」該有的樣子，而被自己設下的框架

所框住了，這樣的書寫方式，既非量性也非質性，我彷如走在質與量的中間，但

是我明明就是做質性研究阿，在賴念華老師的提點之下，我知道我失去的是什

麼，質性研究的價值就是重視每一個聲音（包括研究者的聲音），我似乎失去了

「我」，我失去「我」在論文中的現身，小心翼翼是我對於撰寫論文的態度，可

是小心翼翼卻也讓「我」被框架綁住，也讓我失去因為質性研究而更可以認識自

己的機會，這會是可惜的，不過我很開心的是，因為這場論文口試的震撼教育，

讓我甦醒，我找到了「我」，我明白與理論對話的真正意義，「我因為這場口試而

讓我真正學到與體會什麼才是質性研究！」這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現在，論文已經完成了，接下來人生還有許多階段需要持續努力，當我可以

在這篇論文裡「看到自己」以及用最真實的自己呈現時，我是幸運的也是開心的。 

「謝辭」放在前面說，在這裡，我要為自己鼓勵與喝采，透過論文的完成，

與故事主人的曾有互動，我相信在自己未來的諮商之路，我會走的更有自信，也

會更謙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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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最後 

論文寫到最後，似乎需要一個句點，我想這就當作是我的一個謝幕吧！ 

如敘事所言，這是彼此生命的交會，如果可以，我還真想在論文封面，寫上

Helen 的名字，因為這是共寫的歷程，而我的故事也被重寫。 

僅用以下對話，做為論文的一個結束！ 

19Co51:我覺得妳早已經是生命的最佳諮商員了 

19Cl51:生命會影響生命的 

19Co52:與妳晤談的這段期間，幾度我曾經在電腦前落下感動的淚，因為生命的

觸動是很真實與真心的 

19Cl52:真是太讓我感動了，謝謝你如此真心關懷我，謝謝。 

19Co53:尤其妳說過妳曾對生命感到放棄，但是現在我卻看到一個對生命堅強與

韌性的公主，可以善待自己照顧自己，也感謝自己。 

19Co54:哈哈，此刻我可能又要落淚囉！ 

19Cl53:哈哈，人的奮勇努力真的是很美，我相信你也是一樣的，難道你不也是

努力振翅飛翔嗎。 

19Co55:是阿，所以不管未來如何，我們都要好好努力 

19Cl54:是的，我也會為信揚鼓勵的，你也很棒。 

19Co56:也可以隨時寄封信說說近況，或是加油打氣喔。 

19Cl55:我可是很會吵人的喔，我常常在路上看到一些東西或是事情，有所感動

或想法，就會想，跟信揚說吧。 

19Co57:呵呵，感謝妳願意與我分享呢！就寫封信跟我說吧！或許我也有相同或 

類似的經驗也與妳分享呢 

19Cl56:好呀，生命中的緣份如此奇妙呀。說不定我們會有相似的經歷 

19Co58:我曾在火車上看見一位男生讓座給一對母女，我就偷偷落淚了耶 。 

19Cl57:哇 

19Co59:我會為這樣的感動落淚 

19Cl58:你感情好豐富喔，真的很好。 

19Co60:每一個生命都是值得被看見與被關注的 

19Cl59:沒錯，每個人都應該被尊榮對待。 

19Co61:所以妳我都是最佳諮商員，為生命一起加油吧！ 

19Cl60:嗯好的，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