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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心理学》

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应用心理学教材：创伤心理学》虽然介绍了创伤治疗的一些具体操作方法
（EMDR、创伤的暴露治疗等），但却在书的前面章节不厌其烦地介绍创伤治疗的历史和一些理论基
础。近年来创伤研究的进展显示，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了创伤形成的不同过程以及我
们为何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特别是强调稳定化的重要性。2006年5月，在杭州举办的中国心理咨询
与心理治疗年会上，应邀而来的著名国际创伤治疗专家施奈德教授（Schnyder）报告了一个有趣的结
果，即用不用EMDR的治疗方法在疗效上都没有什么差别。过去3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EMDR连续培训
项目上，在开始EMDR的技巧训练之前，老师在课程的设置上实际安排了很多其他理论和技术的铺垫
（如神经生物学基础、治疗师的自我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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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心理创伤研究的历史一、从“脊髓通路（railway spine）”到创伤性癔症二、创伤与诈病、撒谎
和性虐待三、脑变性病四、性创伤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他灾难六、人类心灵无止境的承受能力
七、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路上第二章 心理创伤的定义一、一般定义二、不同的疾病分类系统在创伤障
碍方面的不同定义（一）ICD - 10有关创伤的定义（二）DSM -Ⅳ有关创伤的内容（三）CCMD -3有关
创伤的内容三、关于创伤在三个不同的分类系统标准间的比较与确定诊断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一
）ASD与PTSD（二）适应障碍与PRSD（三）创伤性事件的标准（四）症状和精神检查（五）创伤过
程的时段性诊断-I／Ⅱ型创伤与DESNOS（严重应激障碍——未特定型）（六）创伤诊断和治疗过程
中的注意事项第三章 特殊意识状态——分离状态一、理解分离所需的相关基本概念（一）意识和意识
改变状态（二）记忆、遗忘、遗忘症（三）自我同一性、同一性障碍（四）个人的同一性意识二、有
关分离研究的历史三、有关分离的症状学理解四、分离性障碍的诊断（一）诊断标准和症状评定要点
（二）量表评定（三）初始访谈中应了解的问题五、目前分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第四章 创伤的精神分
析理解一、真实创伤与幻想二、弗洛伊德关于创伤研究的3个阶段三、认同与病理性创伤四、情感剥
夺的体验与创伤第五章 心理创伤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一、与创伤所致记忆障碍相关的大脑结构（一）陈
述性记忆与隐性记忆（=）冷、热整合系统（三）长时程突触增强二、创伤导致的神经内分泌改变—
—下丘脑一垂体一肾上腺轴系统与创伤三、创伤后的神经影像学的改变四、创伤的躯体反应过程——
疼痛（一）精神分析关于疼痛的理解（二）心理社会因素对疼痛的调整第六章 创伤治疗的准备一、创
伤合成与整合二、创伤治疗过程中的要素（一）正性信息传递——在回忆中反复证实和强化现实（二
）稳定化：情感耐受性训练（三）停止（四）共情性陪伴（五）调节呼吸（六）释放疼痛（七）身体
接触（八）见证人及治疗师的性别（九）安慰（十）能承受负担的治疗师三、创伤暴露的技巧（一）
远程控制训练——遥控器技术（二）屏幕技术（screen technic）第七章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暴露疗法第
八章 眼动脱敏再处理第九章 儿童时期的创伤及其处理第十章 创伤与危机干预附录一 分离性体验问卷
（DES -Ⅱ）附录二 同感创伤自我测验量表附录三 生活事件冲击量表修订版（ISE - R）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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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论文参考资料
2、操作性比较强。
3、喜欢这个大叔，以后还会上他的课。
4、较初级
5、=。=理论知识层面的了解 想得到心理安慰的不要看了
6、对我丝毫没有什么帮助，或许我对于这个方面不感兴趣吧，希望那些人早日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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