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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知情與復原之旅」研討會議程簡章 

    創傷經驗並沒有年齡、性別、種族、社經地位的區別，意即人們遭受創傷是

普遍的現象，舉例來說，大約有 45%的學齡兒童經歷過創傷和負面童年經驗

（ACEs）（Sacks & Murphey, 2018）。不僅如此，創傷會進而影響到個人、家庭、

關係、組織和系統等各個面向。然而，面對創傷時，個人同時也能展現出優勢、

適應力、成長和復原力；家庭和社區提供的支持網絡和文化價值體系，在人們面

臨逆境時，也可以協助個人復原且成長（Tummala-Narra, 2007）。 

    創傷知情實務（trauma informed practice）是一種以優勢為基礎的取向，聚焦

在關係建立與支持自我決定，其中包含六項重要原則：(1)安全（safety）、(2)信任

與透明（trustworthiness and transparency）、(3)同儕支持（peer support）、(4)協力

與互助（collaboration and mutuality）、(5)賦權（empowerment），以及(6)文化、歷

史和性別敏銳度（cultural, historical and gender sensitivity）（Ritblatt & Hokoda, 

2022）。由此可知，從生態觀點來看，創傷知情實務不僅考量個人資本，也考量

了家庭和社區資源將如何影響到個人面對創傷的調適。美國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olicy，CSSP, n.d.）開發了一個保護因子架構，此

架構基於減輕風險和逆境的保護條件，以及增強和支持福祉的強化因子。這些支

持建立正面成果和復原力的保護性因子是：(1)父母的復原力 (2)社會連結 (3)親

職和兒童發展的知識 (4)有需要時的具體支持，以及(5)兒童的社會和情緒能力。 

    本次研討會聚焦在對創傷知情與後續復原之討論，也邀請創傷知情相關的實施

方案前來分享，讓大家聚在一起討論目前的進展，也藉此檢視和修正應用方式。此

外，本次研討會也將進行創傷知情相關新書介紹，歡迎對創傷知情取向的應用與實

踐有興趣的實務工作者、研究人員一同來參與。 

一、 日期：2023年 6月 28日（星期三）上午 9時 00分至下午 5時 10分。 

二、 會議地點：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 4樓集會堂 

三、 參加對象：對創傷知情取向的應用與實踐有興趣之實務工作者、研究人員、

研究生。 

四、 參加人數：以 350人為限。 

五、 主辦單位：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務研

究中心 

六、 報名方式：點選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m4J3RxW6SqiQDNDX7；或掃

瞄右方 QR Code報名。 

七、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2023年 6月 14日（三）或額滿（350人）為止。 

八、 若有疑問請連繫研討會會務人員。連繫方式：049-2910960#3736，張先生，

電子信箱 tccheung@mail.ncnu.edu.tw。 

https://forms.gle/m4J3RxW6SqiQDND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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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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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 

一、主持人一開始引言 3分鐘，最後帶領回饋與討論約 20分鐘。 

二、每篇分享人報告 20分鐘，17分鐘時按長鈴一下，19分鐘時按鈴

兩下，響鈴第三次響起請結束發表。 

三、交流時間歡迎與會者踴躍發言，請發言人於分享您的服務單位及

姓名後，再行提問。 

四、請將手機調整為靜音或震動，以利會議進行。 

五、為尊重分享人之智慧財產權，請勿錄音及未經同意而引用。 



4 

 

交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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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資訊來源：臺中市政府

https://mortuary.taichung.gov.tw/Upload/RowView/4%E6%A8%93

%E9%9B%86%E6%9C%83%E5%A0%82%E4%BD%8D%E7%B

D%AE%E7%B0%A1%E5%9C%96%E5%8F%8A%E4%BA%A4%

E9%80%9A%E8%B3%87%E8%A8%8A.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