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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創傷知情在台灣持續蓬勃發展，有不少諮商心理師開始在實務工
作中嘗試將創傷知情的概念運用其中，本期會刊在主編胡甄容諮商心理師
的主持下，邀請了熊思嘉諮商心理師、張凱茵臨床心理師、楊顗帆諮商心
理師與大家分享他們在創傷知情這個專業領域的所學與所思。在文章中，
可以看到台灣的教育文化與創傷知情的相互牽引、實務工作者如何安頓自
身以提升個案的安全感、以及創傷知情如何幫助實務工作者轉移看待個案
的視框，這三篇文章都同時強調創傷知情的重要概念，就是實務工作者必
須從那些看似充滿問題的外顯行為中，「真正看見」個案需要被關注與尊
重的內在需求。邀請各位會員共同細細品嘗本期會刊的精彩。 
    祝福各位會員庚子鼠年平安順心、身體健康！ 

不論在學校、機構、或私人執業的場遇，在進行個別諮商前，都會與個
案簽訂「諮商同意書（informed consent）」。各個單位機構的內容可
能會稍有不同，但相關的重點例如保密的例外，通報的原則，諮商前後
需要留意的事情等等，均可以透過同意書簽訂過程的互動討論，讓當事
人對諮商可以提供的協助，先有一個初步的了解；並提供彼此雙方在進
入諮商關係前，能有一個彼此認識，討論釐清的空間，以增加後續諮商
效益的獲得。 
    近幾年，幾位留美讀書學成的心理師，帶著在台灣的實務經驗，結
合著他們在西方所學的看見，開始跨海帶領一群台灣心理師們，嘗試在
各個領域推動所謂「創傷知情（trauma informed）」的概念。 
創傷為什麼要先被告知？以目前所知道的腦科學知識與斷層掃描所看見
的大腦活化區域，無論年紀多小或多長，只要當時所遇情境當下的自我
狀態資源不夠或超出預期時，負責生存保命的原始大腦就會「接管」當
下，形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自保狀態，並可能常常有所謂
「情境再現（flashback）」的影像發生。當事人若為解決煩惱，選擇
諮商幫助自己釐清困擾來源，重新找回生命裡曾有的力量與資源的話；
對其而言，了解創傷的大腦機制，再次在諮商師安全的陪伴下，重建神
經網絡形成新經驗所可能經歷的歷程，理所當然成為重要且需要先行告
知的重要準備資訊。 
此期的會刊，邀請了幾位參與創傷知情推動的心理師，分別就他們在學
校、安置機構、以及私人執業的場域，分享他們的心得與實務所獲。期
待讀者藉由他們的撰文，也能引發對此議題的興趣與好奇，進而能有機
會整合於個人與當事人工作的實務當中！ 
 



創傷知情：友善療癒的兒少安置家園 
                                          

                                         揚顗帆 諮商心理師 

    其實，看著家園長大的少
年，努力投入在生活中，是一
件很療癒、有希望感的事。我
常去一家餐廳用餐，看著少年
從服務生做起，現在則是開始
跟著廚師學習。最近一次去，
少年親手料理我點的主菜；我
很欣慰地用餐，離開前回饋少
年這是好好吃的一頓飯。 

    好多年前，少年是家園中
很容易情緒爆炸的不定時炸彈。
少年自小的生活動盪，轉換許
多環境和照顧者，最後來到我
們安置家園，直到成年自立。
過往的生活經驗，讓少年在關
係中缺乏安全感；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少年的情緒相當敏感。
記得某次家園大掃除，帶領的
老師一句不經意的話，少年的
情緒立馬高張，然後很快就進
到暴走的狀態，一度氣憤到差
點爆發肢體上的衝突。在那當
時，唯有兩、三位資歷深的工
作夥伴，和少年有足夠的關係
厚度，而能接近之並試著在陪
伴下穩定其高張的情緒。 

 

    少年的情緒何以如此敏感？情
緒的空間何以如此窄小、一觸即發？
督導說這是創傷經驗的影響。然而，
在我能夠更貼近和理解這經驗之前，
我更多在練習先穩住自己不被這樣
強烈的情緒給嚇到，因為唯有我先
能安穩自己，才能承接住少年的情
緒。後來，有機會接觸更多創傷治
療的專業學習，創傷知情的觀點，
讓我把這些經驗串連在一起。這時，
我才比較靠近和理解少年，如此強
烈的情緒是為了保全自己、是在呈
現自己的不安；外表看來張牙舞爪，
實際上少年是很手足無措、驚恐害
怕的。 

    因著這對於創傷的理解，我比
較懂了這些年我們在運作兒少安置
家園的作為。我們不斷於在職專業
訓練、個案研討等，以創傷影響的
角度，去思考、理解兒少的情緒、
行為、認知脈絡。這些討論往往讓
我們能看見不同的視野，兒少的
「問題」成了我們去理解他們身心
狀態、評估生活適應及成長發展的
重要素材。於是，個性不好的孩子、
情緒暴走的孩子、沒有學習意願或
能力的孩子等，在我們眼中即是受
傷的孩子。因此，我們著眼的焦點，
移動到為這些孩子創造一個理解、
友善、陪伴、滋養、療癒的環境。 

 



    我們透過系統合作，讓機
構夥伴們可以交流彼此在面對
孩子議題時的經驗，不僅是討
論對於孩子的理解及處遇；在
這之前，必然會互相關心及支
持，我們都能體會這樣的默契：
孩子們要能穩定，我們這些陪
伴在旁的大人們得要先能穩定。
因此，工作夥伴間的專業互助、
情感支持，是這友善生態系統
的根本。再往外擴大系統的合
作，和學校、社區在一次又一
次共同處理孩子的問題行為時，
撐住這些老師、社區民眾，也
和機構外的系統，成為這樣互
助的夥伴關係，並讓他們在被
理解的基礎下，能有空間試著
去理解孩子面對創傷的影響。 

 

     

簡而言之，機構所思考的目標，
即是創造一個友善的生態系統。
其策略就是機構先支持工作的
夥伴，不僅是在專業學習上提
升對創傷的理解，也研討相關
的處遇，讓夥伴們有知識和應
對的依憑，而有安全感及專業
自信。此外，夥伴關係的維繫，
則是讓這樣的團隊持續互助，
而能讓機構工作中的壓力、忙
亂、倦怠等，能有流動且在理
解中互相支撐。創傷知情的學
習，讓我反思兒少安置機構每
日生活中的不容易之處，我們
原以為創造這樣的友善是為了
孩子，在此歷程中，我們也學
習更多關照自己並陪伴自己在
生活中調節。 

    家園的孩子，在生氣時會
說：我現在有情緒，不要跟我
說話，我要去旁邊冷靜，等我
好點我再回來處理。我想，這
就是一種成果的展現了吧。 



當創傷知情掉入學校世界─心理師是否也能翻轉教育？ 
 
                                                                                           

熊思嘉 諮商心理師 

    這一、兩年來「創傷知情」
這個概念開始出現在我的同溫
層中，與創傷知情有關的課程
逐漸增加，對於這個理念可以
被大眾認識，我深感到不容易，
同時也很期待未來的發展。回
想剛踏入創傷知情這個領域時，
我當時以為我將要學的是如何
讓有心理創傷的小孩可以復原，
而實際上所學的東西卻難以一
言蔽之，我想因為這是一個很
新的想法，且結合了腦神經科
學、身體律動等知識，我不太
確定我到底能學到什麼？但乖
乖上課是華人文化的美德，我
就這樣上完了初中高三階的課
程。在上完中階訓練課程之後，
我開始讀胡嘉琪老師的建議選
讀圖書，由美國TLPI所寫的
「Helping Traumatized 
Children Learn」，了解何謂
創傷知情，如何將創傷知情的
概念用在學校照顧學生。最後
我得到的其中一個結論是，這
是一件需要政策支持、需要大
量系統支持與合作的模式。然
而，我不確定身為一個心理師
有多大的力量可以去鬆動現況，
讓教育的實務工作有些不一樣。  

    當前的教育界正呼喊著要翻轉
教育，很多老師正在創新改變教育
的方式， 

但也有不少老師謹守著他們所學的
教育方法。我很好奇當一個非常需
要足夠的心理內在能力的概念進到
校園時，老師們能不能理解它，甚
至是將它活用到自己的教育工作中。
我開始試著將創傷知情裡面的一些
概念放到學校的研習中，觀察老師
們對於這個新觀念的理解與認同程
度。事實證明概念很好，老師也” 
看似”能夠理解，卻還難以運用到
他/她的實務教學工作上。我再次有
個結論是「學校的政策支持真的非
常的重要」。 
    在一個要求學生的學業成績、
優良品行這樣的壓力底下，老師們
的心裡面是很難有空間去接納包容
那經常有狀況的學生，也很難不用
訓斥責罵的方式去管教學生。畢竟
一個班級學生人數這麼多，又要維
持課堂進度，幾乎沒有時間可以陪
學生慢慢磨。最熟悉、簡單、快速
的問題解決方法就是高壓直接管教。
研習後的半年，上過課的老師們依
然用自己的方式教學，唯一有留在
老師心裡的東西是當時我帶老師們
做的肢體放鬆練習運動「平安9-9-
9」。當一提到要讓自己放鬆時，老
師們就會講起要來抬腳，至少有那
麼一點東西可以讓老師知道如何照
顧自己，也滿好的。 



    在另一次的研習中，我帶著大
家體驗「用音樂擁抱自己」的身體
活動，我看到在場很多老師是不習
慣這樣跟自己互動的，或許是因為
這與平常制式的上課方式很不一樣。
我告訴自己要在這個演講中要傳遞
「學習可以是一種很輕鬆自在的事
情」這樣的感覺，這也是我在學創
傷知情的概念中，從胡嘉琪老師身
上學到最深刻的體悟，是一種用身
體學到的感受。因為身體的自在，
我感覺到上課時能夠專注在學習，
我不需要時時刻刻告訴自己要坐挺
身體腳放正，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步
調在學習。過去的我就像那些在學
習新知識的老師們一樣，剛開始有
些不自在；但當環境容許我這樣做，
我自己也容許自己可以這樣的輕鬆，
學習就不再是一門苦差事。因此我
悄悄的把這個經驗放到我的講課風
格，希望讓這些老師們能夠從我身
上學到輕鬆學習的感覺。 

感謝科技的發達，近年線上視訊課
程變多，學了創傷知情後，我開始
一邊在家坐在瑜珈球上晃動，一邊
心理不脫窗(身心容納之窗)的看線
上課程學習。在國外有些學校認為
瑜珈球/搖搖椅可以幫助孩子學習，
並讓學習變得有趣(註1)。如果台灣
的學校教育也能接受這樣的學習方
式該有多好，但我想在正規教育底
下，應該有98%(2%是我個人的期待
值)的老師不願意、不敢或不想把這
樣工具放到教室內，並同意學生用
這樣的方式上課。 

    我相信這對一位老師來說絕對
是很大挑戰，不但要去跟學校同事
們、主管們、家長們溝通，還要有
心理準備這樣的嘗試帶來的好或不
好的結果，甚至對班級經營有極大
的影響！想到這…我想多數老師大
概心裡默默得會覺得原來的上課方
式也不壞啊，想到一次要面對這麼
多人去溝通，不成功便成仁，壓力
大到我都想往後退個一百步吧！  

回到創傷知情的理念中，當我理解
到要學校教育現場的老師要接受創
傷知情的概念並這樣對待學生是有
困難時，我認為可以回到先了解老
師的需要與感受，讓這些老師們可
以先安頓好自己的內在。我相信當
老師們能夠安頓好自己時，我想他
們將會有能力理解創傷知情，並能
用他們學到的方式善待學生。這也
是創傷知情要告訴我們的東西，我
們不需要強迫他人接受這個概念，
多一點包容與尊重，給予安全與信
任的，懷著慈悲心去面對，希望大
家都能安頓好自己，再來思考自己
在這之中可以做些什麼。 

註1：讓孩子動一動，才能學得更好 



築一個安全堡壘是最好的開始                                                                   

    前一陣子剛好有機會陪著好
友學著幫她的新生兒洗澡，看到
寶寶在技巧嫻熟的護理師和焦慮
慌張的媽媽手上有著截然不同的
反應。護理師流暢的動作和均勻
的微笑呼吸，可以讓在緊張媽媽
手上顯得也不知所措、哭鬧的寶
寶，很快地進入被洗香香的舒服
模樣。雖然只是很稀鬆平常的新
手爸媽必經之路，但是短短的時
間和小小的畫面裡，就可以看到、
感受到「安全感」對於個體的重
要性和威力。正好，也有緣認識
在台灣製作重量毯的守谷香老師。
重量毯是透過毯子適度的重量加
壓，使用者再透過覆蓋、包捲等
動作得到如擁抱般的安撫感受，
因此在守谷香老師的經驗中，將
重量毯使用在善牧基金會裡較缺
乏安全依附的孩子身上時，孩子
們都漸漸減少哭泣、夜驚，可以
睡得香甜。 

    假如，把創傷的個案想像成
是寶寶們，而且還是受過傷的寶
寶，他們的世界時常充斥了許多
難以名狀的驚嚇、恐懼，自己無
法言語形容，也無力應對。我們
在臨床工作上所接觸到的創傷的
個案，年齡可能從嬰兒到中老年
都有，不同的創傷經驗、不同的
年齡階段，都可能讓個案呈現出
各種各樣的臨床的症狀或困擾，
但個案之間幾乎存在的共通點就
是─安全感不足。 

 

    因此，要帶著這樣的寶寶們重
新長大、長好時，花時間讓安全的
氛圍出現並持續存在，絕對是寶寶
們可以安定下來重新學習的第一步。     

    在胡嘉琪老師的《從聽故事開
始療癒》書中引用茱蒂斯·赫曼的
《從創傷到復原》，提到創傷復原
大致可分為三階段：第一是建立安
全感並重新穩定個案的身心狀態；
第二階段是整合創傷記憶；第三階
段為整合身心的痊癒與成長到新生
活當中。從我自己跟許多創傷個案
的臨床實務工作上，經常個案的狀
態可能會有數不盡的生活問題、道
不清的負面情緒，也可能是跟自己
離得遠遠的，過得不好卻不知道自
己怎麼了。無論個案的反應是過高
還是過低，都反映了個案處在高度
不安的狀態。這個時候，能夠讓個
案感覺到安全的氛圍就非常的重要，
他們可以明白自己即將要面對的情
境是不會傷害到他們的，至少一定
跟過去受過的創傷情境不一樣，而
且，在這個治療室的時空底下，即
使他們有不安都是被允許的、很正
常的事情。治療師本身可以自己先
進行不著痕跡的呼吸放鬆、腳掌用
力踩踩地板，讓自己是穩下來的，
因為自己穩了，眼前驚嚇害怕的個
體才有機會穩下來，就像熟練的護
理師要幫不安的寶寶洗澡一樣。 

     

張凱茵 臨床心理師 



    這個穩下來的氣氛，也等同
默默地宣告，治療從此時此刻開
始，建立安全感的第一階段也無
時無刻地在展開。通常這個時候，
就不會是讓個案滔滔不絕地說起
悲傷故事或是追著個案想弄明白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而是讓安全
的氣氛去流動，自然地帶動兩個
人接下來要一起經歷的故事，要
一起完成的工作。因此，建議助
人工作者可以幫自己建立一個
「安全百寶袋」，幫自己蒐集、
演練各種安全地回到此時此刻的
技巧，也可以在治療中分享給個
案，帶個案一起練習，胡嘉琪老
師的《從聽故事開始療癒》、馬
修．麥凱等人的《辯證行為治療
技巧手冊》等書都有許多身心自
我照顧的小技巧可以參考。 

    從治療的過程中，讓個案透
過各種安定身心的練習，去體驗
並感受到自己是安全的，知道
「安全是這種感覺啊」，才能進
一步去感覺到自己可以透過覺察
到不安、做一些甚麼，然後可以
讓自己回到安全的狀態，知道
「我是能夠讓自己安定下來的」。
治療的歷程和安全的氛圍，都再
再地促成個案大腦的神經有機會
重塑。整個過程，也就像兩個人
一起在堆疊一塊又一塊的安全積
木，築成一個堡壘，一個足夠安
全的內心世界，象徵著個案自己
的賦能，讓自己能夠迎接、容納
來自創傷記憶與真實生活的痛苦，
也能隨時在有需要的時候，讓自
己有地方喘口氣，送痛苦離開。 

  

    常常，光是這個安全感建立
的階段就需要花很多的工作時間，
但是建築好這個安全堡壘的時間
絕對值得。因為這段安全經驗的
暴露，讓大腦重新形成「我是安
全的，我是能讓自己安全」的神
經連結迴路，而這條迴路也能夠
引導個案從與治療師的互動、工
作中，更加知道如何安撫自己、
好好地因應難以掌控的情緒；那
麼，個案的記憶就已經跟過去無
能為力的自己不一樣了。治療當
中遇到脫離自己的身心容納之窗
時，個案會有比較多的資源重新
回到安定的狀態，再繼續努力下
去。即使因為現實的因素沒有辦
法繼續治療，我們也比較能夠安
心地相信，撒下去的種子會在已
經整理過、施好肥的土地上繼續
成長。所以，安心下來吧~~~把
安心的能力養起來送給自己，也
相信這樣足夠安定的自己，可以
創造出一個夠好的環境，讓需要
重新長好的寶寶們安全地修復與
成長。 



會務資訊 

• 108年12月14日及12月15日，本會與臺中教育大學諮
商與應用心理學系共同主辦繼續教育課程「修復式
正義工作坊」，（講師：陳祥美 副教授）。參與課
程人數：30名。 

  
• 109年1月18日，林世鴻、吳錦鳳、陳瑛治、劉曉嵐、

何禮恩、劉安真、蔡易辰、胡純閔，代表出席全聯
會會員代表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