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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或更能配合在囚人士的學習模
式，促使他們更投入其中。不過，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彌足珍貴，是心理治
療的核心，非科技所能取代。」

從心重生
懲教署心理服務組於1976年創立，在其後數十年不斷與時並進，以配合在囚人士

不斷轉變的更生需要。許博士為心理服務組(一)的主管，強調緊貼社會轉變對提

供優質心理服務至關重要。她的團隊以「從心重生」為提供心理服務的宗旨，致

力協助在囚人士重塑人生觀，發揮內在長處，以正面和負責任的態度重過新生。

許博士積極引入最新理論模式，作為策劃和提供服務的指導原則。她採用「風

險—需要—回應度模式」(Risk-Need-Responsivity model)作為心理服務的核心指

導原則，同時亦根據最新科學研究，積極把其他新的更生理論模式，例如強項為

本模式(strength-based model)和斷念模式(desistance model)融入心理服務。

 

「現代科技」與「人際互動」
因應科技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要推動力，懲教署一直把現代科技應用於策劃和管理

上。隨着虛擬實境技術日趨普及，全球各地亦趨向把虛擬實境技術融入更生服務

內。懲教署遂於2019年首次制訂「虛擬實境心理評估及治療工具」，並於2021年

推出可更廣泛應用的第二代系統。

2021年，懲教署推出為成年在囚人士而設的首項數碼化心理計劃「智遊心間」。

許博士說：「進行治療練習和心理測驗時，我們逐步把紙筆換成平板電腦。我很

高興知道在囚人士對這數碼化計劃反應正面。我們將更多運用互動媒體技術，讓

他們投入更生動的心理治療計劃。」她進一步強調：

許淑嫻博士簡介

許淑嫻博士現為懲教署高級臨床心理學家。她

在英國薩里大學(University of Surrey)取得臨

床心理學理學碩士及臨床心理學博士學位，其

後於1991年加入懲教署，並自2010年起出任

心理服務組（一）主管，負責策劃及管理為成

年在囚人士提供的心理服務。過去30年，她

全情投入在囚人士的更生工作，帶領推展專為

各類成年在囚人士而設的治療計劃，並提倡以

實證為本進行心理治療。此外，她亦曾舉辦不

少專業研討會和國際會議，推動跨領域合作及

防罪工作。在本訪問中，許博士展望為成年在

囚人士提供心理服務的未來發展，分享她對此

課題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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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博士指出更多科技項目正在籌備當中，但她強調懲教署會繼

續投放資源於專業培訓上，透過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提供高質素

的心理治療。

研究導向的服務
許博士認為，優質的心理服務應由最新的研究帶動。很多國際

知名的專家曾指出，針對特定性別提供心理治療、家庭參與和

獲釋後在社區提供延展服務，是現代更生工作的關鍵方向。作

為高質素的專業團隊，懲教署心理服務組1一直不遺餘力，務求

各項服務緊貼最新的研究結果。

「健心館」及「好望閣」心理服務組(一)轄下的專業團隊
首創了兩項針對特定性別提供的心理治療計劃，即分別為成年

女性和成年男性在囚人士而設的「健心館」及「好望閣」。計

劃在設計上融入很多切合不同性別需要的元素，例如把藝術和

運動元素分別應用於女性和男性在囚人士的治療計劃中。許博

士樂見兩項治療計劃皆取得顯著成果，從中可見，針對特定性

別提供心理治療是未來全面規劃在囚人士更生工作的方向，以

照顧不同性別在囚人士的需要。

家庭為本心理服務 懲教署參考了最新研究(Brunton-Smith & 
McCarthy, 2017; De Claire & Dixon 2017; Garofalo, 2020)，以

及英國南威爾斯的「全家」支援在囚人士的創新治療模式

(Invisible Walls Wales, Clancy and Maguire, 2017)的成功經

驗，現正計劃在塘福懲教所為在囚人士提供家庭為本的心理治

療。許博士透露，她的專業團隊會為在囚人士及其親友提供家

庭友善的環境，以不同的治療活動幫助他們重建關係。她補充

說，通過加強家庭支援，在囚人士會更有動力改過自新。許博

士表示：「這項新服務定可開創心理治療的新方向，在治療中

提升家庭的參與程度。」

社區心理服務 從最新的研究清楚可見，在社區層面向獲釋的在囚人士提供專
業支援極為重要(Bonta et al., 2017; Bourgon et al., 2020)。許博士說：「在囚人

士獲釋後會面對很多問題，我和同事期望在他們獲釋後持續跟進，幫助他們在監

管期內應對重返社會後的種種挑戰。在他們重投社會後，我們會協助他們應用各

種心理技巧，鞏固正向改變。」她樂見不久將來，四所新的多用途家庭及更生服

務中心將會在不同地區落成，提供合適場地在社區層面發展心理服務，以及促進

更多跨界別合作。

培養研究文化
許博士是專業領袖，深明在部門內培養研究文化至為重要。她一直鼓勵同事就犯

罪行為進行科學研究，包括就不同犯罪羣組的風險評估、針對特定性別提供治療

的種種問題、治療評估等進行持續的研究。她主動提出與本地和海外學者合作，

藉協同效應聯手進行高質素的研究，並鼓勵同事在國際期刊發表研究論文，以促

進專業交流。

在未來的日子，她會帶領其專業團隊擴大他們的聚焦範圍，為懲教工作提供以實

證為本和多元化的專業支援，以進一步提升對部門的貢獻。

許博士說︰
「研究工作是有效的懲教服務的重要
基礎。很高興看到擴大及深化進行研
究工作的能力，已成為懲教署《策略
發展計劃》的策略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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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挑戰
協助近年因參與暴動和其他暴力違法行為而被收納進懲教院所的在囚人士，成為臨床心理服務團

隊的新挑戰。許博士指出：「他們的背景和更生需要確實有別於其他在囚人士。我們已迅即為他

們設計了名為「心路歷晴計劃」的心理治療計劃，供自願參與。通過處理他們的心理和精神健康

問題，希望可以協助他們於獲釋後，與家人重新建立良好關係，積極融入社會。」

同譜新篇章
許博士總結時表示，懲教署的心理服務已發展為獲國際認許的專業服務。許博士服務了懲教署30

年，她認為部門和專業的心理服務團隊給予堅實支持，是懲教署心理服務成績斐然的關鍵。她強

調這支專業團隊人才濟濟，是懲教署心理服務組的寶貴資產。團隊上下盡心竭力，持續提高專業

知識和技巧，一同為幫助在囚人士的共同目標奮鬥。擁有這支團隊，實在難能可貴。此外，許博

士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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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還有很多計劃有待實行，許博士已準備就緒，帶領團隊克服種種新

挑戰，使團隊能繼續提供高水平的專業心理服務，與香港各界攜手合

作，同譜新篇。

專業用心 啟創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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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許博士希望進一步善用其團隊的專業知識，使團隊得以為部
門作出更多貢獻。她指出：

「我們的專業知識既
不應亦不會僅在心
理治療室內應用，
而是會為整個部門
以至社會帶來更多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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