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此背景下，我們與何教授探討能否將正向心理治療擴展到其他在囚人士

身上。「正向心理治療可以適用於因為受心理困擾而犯罪的在囚人士。相

比之下，那些罪行根深蒂固的在囚人士，則需要處理他們的犯罪思想。」

這解釋了為何有中度至嚴重情緒困擾的參加者，對健心館的正向心理治療

皆有較佳的反應。在取得初步成功後，我們加入更多正向心理學元素，使

計劃在過去十年不斷改進。

健心館萌芽的時期：更生新一頁

在成立健心館的時候，我們意識到僅靠傳統的

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arpy)不

足以改善女性在囚人士的心理健康。正向心理

治療(Positive Psychology Intervention) 可幫助

在囚人士發揮專長，並增加正向的情緒。何教

授熱衷於將正向心理學作臨床應用，他回憶

說：「仍記得當我知道有一個新的治療計劃，

是以正向心理學發展出來的時候，我是多麼興

奮。相對於其他西方發展出來的傳統心理治療

方法，即如認知行為治療和精神分析學，正向

心理學治療是一項創新的心理治療，它於全球

化的時代產生，得以吸收不同的文化背景，因

而更能適用於不同的治療對象 。此外，它以

希望感等新的改變元素，補充了傳統的病態模

式。結合這兩種模型，我們便可以更全面地了

解一個人。」在何教授的鼓勵下，健心館的治

療模式是以正向心理治療為核心元素，內容包

括建立希望感、正向靜觀、感恩和發展個人強

項等。這計劃能成為全球首批在懲教院所，同

時採用正向心理治療和認知行為治療的治療計

劃，為此我們感到十分自豪。

在評估該計劃的成效時，結果亦令人鼓舞，我

們與何教授合作對健心館進行以實證為本的研

究（Mak, Ho, Kwong, & Li, 2018），結果顯

示，在健心館實行結合認知行為治療和正向心

理治療，可以顯著減低女性在囚人士的心理困

擾症狀。

麥慧明博士1、鄺穎然女士2、陳嘉寶女士2、嚴雪玲女士2

1  懲教署高級臨床心理學家
2  懲教署臨床心理學家

健心館的發展
與何敏賢教授對話：

榮譽顧問及健心館介紹

何敏賢教授是註冊臨床

心理學家及香港城市大

學心理學系教授，亦是

香港心理學會院士和香

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

組的會員。他自健心館

「女性個人成長及情緒治療中心」成立

後，便一直擔任我們的名譽顧問。何教

授是創傷學、抗逆力和臨床正向心理學

的專家，擁有多年教學和相關研究的經

驗。鑑於男女性在囚人士有不同的更生

需要，健心館於2011年正式啟用，旨在

為女性在囚人士提供針對性的評估和治

療。該計劃涵蓋廣泛的治療方法，包括

情緒管理、靜觀練習、預防重犯的技巧

和建立希望感等。計劃會根據在囚人士

的個人需要和學習進度而調整，形式包

括由臨床心理學家提供的個人輔導和小

組治療。自健心館啟用以來，我們一直

與何教授緊密合作。接下來他會分享在

臨床正向心理學方面的經驗，以及對健

心館多年來發展和成功的看法。

正向心理治療 (PPI) 
       可幫助在囚人士發揮專長，
並增加正向的情緒。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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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心館燦爛的時期：
成就與挑戰

「健心館是一項將當代心理學
理論融入更生治療的創新項
目。」何教授解釋說，「我相
信過程無疑甚具挑戰。」健心館
的發展面對許多困難，最大的問題在於在囚

人士的參與動機不足。對於一些過往有臨床

心理問題例如人格障礙、抑鬱、自殺念頭和

自殘傾向等的在囚人士，他們會較難適應在

囚生活。一旦她們習慣了懲教院所的常規生

活，就不願意再作改變，例如她們對參加健

心館有猶豫，因為她們必須在健心館結識新

朋友，並一同住在不熟悉的囚室。

在計劃初期，由於資源和人手有限，許多在

囚人士對計劃的成效存疑。何教授讚賞健心

館團隊的努力，「我對你們如何應對挑戰印

象深刻。你們已經成功創造一個治療環境，

讓在囚人士共同生活、互相支持和學習。你

們透過角色扮演、練習解決問題的技巧等，

來鼓勵她們面對困難，為她們的未來作準

備。這都有助她們建立信心，並鞏固她們日

後生活所需要的技能。」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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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教授又觀察到，「關鍵在於永遠不要逃

避或忽視問題，需及早面對和解決。」健

心館團隊樂見參加者能夠將所學的知識和

技能應用到真實的世界裡，這成為她們工

作的動力和最大的回報。

健心館於2013年榮獲婦女事務委員會性別

主流化嘉許獎，並於 2015 年公務員優質服

務獎勵計劃中再榮獲隊伍獎（專門服務）

和特別嘉許（積極回應），這都是對有關

工作的肯定。何教授進一步補充說：「多

年來，健心館在國際期刊、以及在本地和

國際會議上均得到認同，能見證健心館這

些成就，實在令人興奮」。該計劃能保持

原創性，和排除困難、持續發展，何教授

表示十分欣慰，「有別於其他只放
眼於即時成果的短期計劃，健
心館已經運作超過十年，並繼
續製造出豐碩的數據和令人鼓
舞的成果，積極發展，我認為
這絕對是一項重大成就。」

健心館成熟的時期：繼續向前

展望未來，何教授同意健心館一些成功的

元素可以推廣至其他院所的心理服務。何

教授評價健心館的成功時指：「它是懲
教署一項成熟及以實證為本的
服務。憑藉先進的技術，健心
館的下一步可能是將計劃數碼
化，使內容更為互動，增加對
年輕在囚人士的吸引力，並更
容易應用到其他院所。」我們
與何教授抱有相同的願景，目前正在開發

於平板電腦推行的電子計劃。

我們還會繼續在健心館中加入不同的元

素，以回應在囚人士的需要。何教授提出

了另一個概念——創傷知情照顧(Trauma-

Informed Care)，這是更生服務中較新的發

展，旨在幫助遇到創傷事件或疾病的人士。

對於這是否適用於在囚女性，何教授相信，

「參照由何慕斯與雷伊所編製的生活壓力量

表(Holmes-Rahe Life Stress Inventory)，關禁

服刑被視為生活中第四大的重要壓力事

件。有些在囚人士在適應懲教院所生活的

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壓力徵狀和適應困

難，這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正如

文獻和臨床觀察所見，在囚的女性經常提

及在囚前曾遭受虐待和經歷創傷。我相信

創傷知情照顧是一個有用的框架，可以應

用於懲教環境之中的心理服務。」有見及

此，健心館開始發展創傷知情原則，將其

納入計劃，以創造一個更安全的環境，讓

參加者投入計劃和治療過程當中。

何教授作為我們的顧問，與我們一起進行

研究，當中提出多個方向，如最近有關社

區和家庭支援的研究，亦為改善我們現有

服務提供進一步的意見。何教授回應指

出：「我們從研究結果可以看
出，建立一個強大的社區支援
對於減少重犯至為重要，遂應
考慮在健心館中加入建立人際
網絡的計劃，以幫助在囚人士
建立新的朋輩支援，及改善家
庭關係。」有關研究引入全面的社區
融合計劃，例如同輩配對社區共融計劃，

和以家庭為本的治療，以加強更生人士與

同輩及家庭的聯繫，期望有助降低香港女

性在囚人士的重覆犯罪比率。

健心館是懲教署心理服務中最重要的成就

之一。我們採用正向心理治療和認知行為

治療，它們都是創新及以實證為本的，這

為於懲教院所內提供針對性別需要的治療

帶來新方向。雖然我們走過的路有高低起

跌，但回首往事，我們非常有幸可從何教

授身上獲得很多寶貴的意見。我們會繼續

努力通過研究和完善計劃內容來改善健心

館。我們衷心感謝何教授對健心館的發展

和工作給予寶貴的建議和支持。

健心館是一項將當代心理學理
      論融入更生治療的創新項目。
我相信過程無疑甚具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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