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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心理治療研究學會（Society for Psychotherapy Research，以下簡稱SPR）成立於1970

年，為一國際性、跨專業的科學性組織，主要參與成員為各國有志從事心理治療研究的

學者、精神科醫師、諮商心理師與臨床心理師，國際間知名的重要心理治療研究大師均

擔任過該學會的理事長，例如Aaron T. Beck、Allen Bergin、Larry Beutler、Clara E Hill、

Leslie Greenberg、David Orlinsky等人。SPR成立宗旨： 

1. 鼓勵心理治療之科學性研究的發展；  

2. 促進心理治療研究發現的溝通、理解與使用；  

3. 增進心理治療研究的科學與社會價值；  

4. 透過心理治療研究而對科學與社會有所貢獻；  

5. 提升心理治療的效能。  

SPR 迄今已於北美、拉美、歐洲、大洋洲等地舉辦了 45 屆心理治療研究學會國際

年會（Annual International SPR Meeting），強調透過跨文化、跨國家、跨世代學術交流

以強化知識傳遞與啟發。此次『第 45 屆國際年會』由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協辦，於 2014

年 6 月 25 日至 28 日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會議期間有 18 場會前工作坊、6 場主題演

講、13 場主題討論、16 場短文報告、129 場分組報告、2 場壁報，總計 820 篇研究論文

發表，共計有來自將近 30 個國家超過 500 位相關領域的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與會。 

蕭富聰助理教授此次與會主要目的是進行 1 篇研究短文報告，並指導 4 名輔導與諮

商研究所博士學生進行 5 篇壁報發表，同時代表心理治療學會台灣分會出席，希望能進

一步加深與心理治療學會以及國內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的專業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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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心理治療研究學會第 45 屆國際年會』於 6 月 25 日開始會前工作坊，當日下午 6

點正式開幕，學會理事長 Hadas Wiseman 在開幕演講時呼應近年心理治療與諮商成效研

究對於治療關係的重視，他強調”人是社會動物，就如同人際關係對個人的情緒、生活、

工作都會有很大的影響，治療關係對於心理治療成效的影響同樣不容小覷”。 26 日上

午的演講則由三位前理事長 Jacques P. Barber、Bernhard Strauss、Louis Castonguay 擔綱，

內容縱貫古今—不僅摘述多年來心理治療與諮商研究的發展與成就，更點出未來研究可

能的趨勢與方向。 

蕭富聰助理教授於 27 日下午 5:00 至 6:30 的短文報告場次（Brief Paper Session）口

頭發表研究論文 The immediate effects of suicide hotline helping models on caller 

emotional distress and suicide risk（自殺防治熱線對於求助者的情緒困擾與自殺風險之立

即性成效）（見圖一），向世界各國學者專家與實務工作者介紹台灣衛生福利部自殺防治

熱線《安心專線》的志工協談技術與成效分析的最新成果，與會人士對台灣自殺熱線推

動以實徵研究為基礎的本土化實務工作感到印象深刻，PPT 內容請詳見附錄一。蕭富聰

助理教授亦與同場次發表者互動並學習，例如加拿大學者 Alexander L. Chapman、英國

學者 Miranda Wolpert 的研究都指出持續評估與回饋在諮商與心理治療當中重要性，這

點與蕭富聰助理教授的實務經驗相吻合，相關內容將融入課程設計當中。 

圖一、口頭發表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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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會議四天期間共計有來自將近 30 個國家超過 500 位諮商與心理治療實務工作

者與研究者參與，主辦單位安排了 147 場口頭報告和 2 場壁報總計 820 篇研究論文發表

（見圖二），以及 6 場主題演講和 13 場主題討論，蕭富聰助理教授把握機會參與多場演

講以及壁報與口頭論文發表，深化學習諮商與心理治療領域的最新發展與發現。例如新

發展的測驗量表因為題目少又夠敏銳，已足以測量每一次諮商當中（within）與之間

（between）諮商關係的改變；另一份新發展的測驗量表根據最新的人際自殺理論，檢

視個案的自我毀滅意念和執行自我毀滅之可能，能有效區辨僅具有自殺意念以及採取自

殺行動者；同化模式理論（The Assimilation Model）結合發展心理學的進側發展區間理

論，可以解釋實務工作中常見的個案前進二步、退後一步的行為；當紅的辯證行為治療

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需要個案每天寫反省日誌，研究發現在非住院個案中

常常無法實施，而新的網路版日誌讓個案更容易完成，也更能監測個案是否按時完成；

另一個當紅的情緒焦點治療（Emotion-focused Therapy）可以協助邊緣型人格個案接納

並緩解其極度不安全、不信任的感受與行為。 

圖二、各國學者發表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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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富聰助理教授於會場巧遇台灣師範大學王麗斐教授，並在她的介紹下認識 SPR

前任理事長 William B. Stiles，並在其中一場主題討論偶遇韓國學者 Eunsun Joo，二者

都將於今年 8 月參與輔導與諮商研究所主辦的『2014 第四屆國際心理治療研究學會台

灣分會(TWSPR)國際學術研討會』，彼此對於台灣行程與研討會計畫做了一些討論和安

排。蕭富聰助理教授並獲得 William B. Stiles 邀請參加 2015 年『心理治療研究學會第

46 屆國際年會』。 

『心理治療研究學會第 45 屆國際年會』於 6 月 28 日閉幕，並宣告 2015 年『心理

治療研究學會第 46 屆國際年會』將在美國費城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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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心理治療研究學會是諮商領域首屈一指的專業學會，致力於心理治療科學性研究的

推廣、發展、溝通、理解與使用，並進而提升心理治療的效能以對科學與社會有所貢獻。

此次會議有 18 場會前工作坊、6 場主題演講、13 場主題討論、16 場短文報告、129 場

分組報告、2 場壁報，總計 820 篇研究論文發表，共計有來自將近 30 個國家超過 500

位相關領域的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與會。蕭富聰助理教授在會議期間除了口頭發表台灣

自殺防治熱線的實徵研究，亦與學者專家多有交流互動，從中得到許多寶貴的學習與想

法，分述如下： 

一、 最新的發展與知識—諮商與心理治療實務工作與實徵研究發展日新月異，最

新焦點已經從過去常見比較不同學派或理論的有效性、轉向至理論的細化和

有效的社會生理心理機制，例如治療關係是諮商與心理治療成功與否的關

鍵，而治療關係可再細分為同盟關係、真實關係與移情，又例如同化模式理

論結合進側發展區間理論可以解釋個案反覆進步和退步的行為。 

二、 拓展學術人脈、強化國際學術能見度—台灣在諮商心理專業的研究與實務工

作可算是亞洲各國之冠，會議期間國內外專家學者多有互動交流，國內學者

與實務工作者對專業的熱情、好學以及研究品質更讓各國學者印象深刻。 

三、 未來實務工作與研究想法—諮商與心理治療的有效性已無庸置疑，歷程研究

（例如什麼因素能更有效協助個案改變、這些因素又是如何讓個案改變）與

理論建構研究（例如理論的驗證、改善、擴展連結與應用）是未來的趨勢，

蕭富聰助理教授已經與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洽談針對最新的自殺人際理論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e）進行理論建構研究。 

    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對於專業成長與學習非常重要，不僅能交流各國最新的實務作法

和研究發現，更可以協助建立堅實的學術人際網路。蕭富聰助理教授此次申請國家科學

委員會補助會議期間食宿遭駁回，所幸有本校的新進助理教授研究計畫獎勵金補助才得

以成行。值此國家財政困難之際，不論政府預算或企業私人捐助都是僧多粥少、競爭激

烈，但是蕭富聰助理教授仍呼籲政府和校方能更加重視並補助教師與研究生參與研究以

及出國參與大型國際會議。畢竟台灣欠缺天然資源，人才就是台灣最重要的資源，所以

人才的培育養成絕對是最重要的投資，即便短時間內不容易見到成效，日後絕對是台灣

能長遠發展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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