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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工作項目 工作細目及工作方法（程序） 
根據規章或法令及使用

表單 

一、 心理衡鑑 衡鑑目的：藉由客觀、標準化工具，運用心理學知識及技術來了解個案的心理現象。 

接案程序：由精神科醫師於門診開立心理衡鑑轉介單，臨床心理師接獲轉介單後，依排

程連絡病人並安排心理衡鑑的時間及地點。 

衡鑑程序： 

I.會談及行為觀察 

目的： 

（1）針對轉介目的收集相關資訊，初步研判病人的問題。 

（2）做為進一步選擇測驗工具組（psychological battery）之參考。 

內容： 

（1）會談病人或重要家屬，會談內容包括： 

A. 主訴問題：症狀內容、症狀經過及處置。B. 發展史。C. 家庭史。D. 學業。 

E. 職業。F. 人際關係。 

  （2）行為觀察 

   A. 外觀（Appearance） 

   B. 語言模式及內容（Speech pattern and contents） 

   C. 情緒狀態（Emotional state） 

        D. 受測態度（Attitudes toward psychologist and being tested） 

 

 

1 心理師法 

2中華民國臨床⼼理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 

臨床⼼理師倫理規範 

(106.6.17 會員代表⼤

會修正通過) 

 



 

項次 工作項目 工作細目及工作方法（程序） 
根據規章或法令及使

用表單 

  II.心理測驗 

目的： 

（1） 心理測驗的目的在於測量不同個體間的差異，或同一個體在不同情境下的反應差

異。 

（2） 在臨床使用上，心理測驗的主要目的是「診斷」個體目前的狀態，並預測其在測

驗情境外的行為。 

測驗項目： 

（1） 智力測驗 

（2） 發展測驗 

（3） 認知功能測驗 

（4） 投射式繪畫 

（5） 羅夏克墨漬測驗 

（6） 自陳式量表 

（7） 主題統覺測驗 

（8） 其他實證研究支持之測驗 

測驗選擇依據： 

（1） 轉介目的 

（2） 測驗時間長短 

（3） 個案精神狀態及動機 

心理衡鑑報告：心理衡鑑完成後兩週內上傳心理衡鑑報告電子檔，並將原始資料依編號歸檔

上鎖，電子檔檔名範例”王小明 12345678(10611)”，報告內容需詳載收費項目名稱。 

 



項次 工作項目 工作細目及工作方法（程序） 
根據規章或法令及使

用表單 

二、 心理治療 治療目的：具有心理治療工作經驗及訓練背景的治療者，有意地和困於心理問題的病人建

立關心、尊重瞭解、誠懇及合作的關係，並依病人問題之需要，使用適當的心

理學方法，企圖減輕或消除病人的不適應心理現象（包括心理症狀及習慣性情

緒、動作、思考、態度、信念或價值系統），並進一步培養更多適應性習慣，

促進成熟性格的發展。 

治療程序： 

（1） 本科門診或病房醫師開立心理治療轉介單，排定心理治療初診時間 

（2） 心理治療初診，進行初步評估與處置 

（3） 依約定時間及地點，正式進入心理治療療程 

治療形式： 

（1） 個別心理治療 

（2） 團體心理治療 

心理治療報告： 

（3） 個別心理治療：治療初評完成後兩週內上傳心理治療初評報告電子檔，治療結案一 

        個月內完成心理治療結案報告。心理治療初評報告電子檔檔名範例 

        ”王小明 12345678(10611)療程 1 初評”，內容需詳載預定治療療程日期及收費 

        項目名稱。心理治療結案報告電子檔檔名範例”王小明 12345678(10701)治療結 

        案”，內容需詳載完成治療療程日期、療效評估、治療摘要建議及療程中所有收 

        費項目名稱及相關資料。治療療程電子檔檔名範例”王小明 12345678(10612)療 

        程 2”，電子檔每半年燒成光碟歸檔上鎖。          

（4） 團體心理治療：團體心理治療紀錄報告為紙本報告，需有參與病人之簽名。 

 



 

項次 工作項目 工作細目及工作方法（程序） 
根據規章或法令及使

用表單 

三、 照會 

 

精神科住院病人照會程序 

（1） 由精神科住院醫師轉介心理衡鑑：臨床心理師接獲照會單後，安排心理衡鑑時間 

（2）  執行心理衡鑑：作業細目及方法參考「一、心理衡鑑」一項 

（3） 心理衡鑑報告：同「一、心理衡鑑」一項。 

 

其他科門診及住院病人照會程序 

（1） 照會精神科醫師 

（2） 由精神科醫師轉介心理衡鑑。 

（3） 臨床心理師接獲照會單後，安排心理衡鑑時間及地點。 

（4） 心理衡鑑執行及報告：同「一、心理衡鑑」一項。 

 

 

 



 

 

 

 

 

 

 

 

 

 

項次 工作項目 工作細目及工作方法（程序） 
根據規章或法令及使

用表單 

四、 教學活動 

 

教學計劃： 

（1）依醫院規章執行臨床心理師實習訓練課程。 

（2）依醫院規章執行二年期臨床心理師訓練計劃。 

 

五、 參與會議及研習課

程 

（1） 科務會議 

（2）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會議 

（3） 臨床心理師相關會議 

（4） 院內外師資培育課程 

（5） 院內外繼續教育課程 

 

六、 精神鑑定 
對象來源：法院轉介 

作業程序：執行心理衡鑑：作業細目及方法參考「二、心理衡鑑」一項。 

 

七、 臨床研究 
團隊合作研究：參與團隊合作的研究計劃。  



項次 工作項目 工作細目及工作方法（程序） 
根據規章或法令及使

用表單 

八、 倫理規範 
前⾔ 

臨床⼼理師的⼯作乃運⽤⼈類⾏為的科學與專業知識，增進⼈們對⾃ 

⼰與他⼈的瞭解，並應⽤已建構的科學與知識，改善個⼈、組織和社會的 

狀況。本規範⽬的在於引導臨床⼼理師提昇專業價值、維護臨床⼼理專業 

的社會信任、促進社會⼤眾獲得最好的臨床⼼理專業服務。本規範適⽤於 

臨床⼼理師所提供的各種專業服務，呈動態發展之型式，需要每⼀位臨床 

⼼理師的個⼈承諾及終⽣努⼒，以實踐符合專業倫理之⾏為︔且需要⿎勵 

和期勉學⽣、後進、受督導者、同事，表現出符合專業倫理的⾏為。爰 

此，本規範亦為本會處理倫理申訴案件之基礎。 

第⼀節 能⼒ 

第 ⼀ 條 [能⼒範圍] 

臨床⼼理師所提供的專業服務、教學和所進⾏的研究，必須在⾃⼰ 

能⼒範圍所及的領域與群體之內。 

第 ⼆ 條 [緊急狀況] 

在緊急情況中，當個體尚無法得到其他的⼼理健康服務或當臨床⼼ 

理師並未具有所需的能⼒時，為確保當事⼈獲得及時的專業關照， 

臨床⼼理師可提供服務。當緊急狀況結束或合適的服務已可獲得 

時，該項緊急狀況中的專業服務應予中⽌。 

第 三 條 [委任⼯作] 

臨床⼼理師委任⼯作給部屬、被督導者、研究助理或他⼈時，應採 

 

中華民國臨床⼼理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 

臨床⼼理師倫理規範 

中華民國100 年7 ⽉

16 ⽇ 第三屆第⼀次

會員代表⼤會審議通

過 

中華民國103 年7 ⽉

05 ⽇ 第四屆第⼀次

會員代表⼤會修正通

過 

中華民國106 年6 ⽉

17 ⽇ 第五屆第⼀次

會員代表⼤會修正通

過 

106.6.11 修訂稿 

106.6.17 會員代表

⼤會修正通過 

 



取適當程序。 

第⼆節 ⼼理衡鑑 

第 四 條 [⼯具使⽤] 

在使⽤⼼理衡鑑⼯具時，臨床⼼理師應具備適當的專業知識，以科 

學的態度保障⼼理衡鑑結果的可靠性和真實性。 

第 五 條 [報告撰寫] 

在解釋⼼理衡鑑結果時，臨床⼼理師應⼒求客觀正確，並審慎配合 

其他資料，撰寫⼼理衡鑑報告。 

第三節 ⼼理治療與⼼理諮商 

第 六 條 [專業關係] 

臨床⼼理師應始終保持對於當事⼈的專業關係： 

⼀、不得涉入當事⼈在⼼理治療或⼼理諮商關係之外的財務問題︔ 

⼆、不得和有親密關係的⼈建⽴⼼理治療或⼼理諮商關係︔ 

三、在⼼理治療或⼼理諮商中、及⼼理治療或⼼理諮商關係結束後 

兩年內，不得與當事⼈發⽣專業關係以外之情感或性關係。 

四、應避免與兒童產⽣⼼理治療或⼼理諮商以外之關係，如領養、 

乾親、交易、或親密⾏為，以免出現角⾊衝突、影響專業判斷 

和專業⾏為。 

第 七 條 [轉介措施] 

若當事⼈原有⼼理問題未⾒緩解、或臨床⼼理師因故無法持續⼼理 

治療或⼼理諮商關係時，應主動與當事⼈或其法定代理⼈討論轉介 

事宜，徵得其同意後再採取轉介措施。 

第 八 條 [中⽌治療] 



臨床⼼理師考慮中⽌⼼理治療或⼼理諮商關係時，應瞭解當事⼈的 

看法與需求、並作適當處置。 

第 九 條 [結束治療] 

若事實顯⽰當事⼈不再需要接受⼼理治療或⼼理諮商時，臨床⼼理 

師應主動與當事⼈或其法定代理⼈討論，徵得當事⼈同意後，停⽌ 

⼼理治療或⼼理諮商關係。 

第 ⼗ 條 [公開資料] 

除非獲得當事⼈或其法定代理⼈的書⾯同意、或法律之授權，臨床 

⼼理師不得在其⽂稿、著書、演講、⼤眾媒體活動中，揭露可辨識 

當事⼈之個⼈資料。 

第四節 委託服務 

第 ⼗⼀ 條 [建⽴諮詢關係] 

臨床⼼理師受委託與當事⼈開始進⾏⼼理諮詢時，應說明和委託機 

構之間所確認的倫理規範，以協助當事⼈決定是否建⽴諮詢關係。 

第 ⼗⼆ 條 [公開意願] 

諮詢關係屬於專業關係，原則上，若諮詢對象未顯⽰有公開諮詢內 

容的意願時，其在諮詢關係中所獲得之資料均屬機密，應妥善保 

管，嚴禁外洩。因故必須提供相關⼈員參考時，應先徵得當事⼈或 

委託機構之同意。 

第五節 保密原則 

第 ⼗三 條 [衡鑑資料] 

臨床⼼理師對當事⼈之⼼理衡鑑原始資料、⼼理衡鑑報告，應視為 

專業機密，善盡保密之責任︔未徵得當事⼈之同意，不得公開。若 



為研究或教育訓練⽬的使⽤時，不得透露當事⼈可供辨識之相關資 

訊。 

第 ⼗四 條 [⼯具的機密性] 

臨床⼼理師應在合法的範圍內，盡⼒保持⼼理衡鑑⼯具的機密性， 

並宜遵循專責出版單位的申購規範。 

第 ⼗五 條 [治療資料] 

臨床⼼理師對於當事⼈的⼼理治療或⼼理諮商資料應嚴加保密。唯 

下列情形，可依法令規定揭露當事⼈資料： 

⼀、 若當事⼈有傷害他⼈或⾃殺的可能性時，必須儘快通知其法 

定代理⼈或有關單位。 

⼆、 避免當事⼈受到傷害，包括他傷及⾃傷。 

三、 澄清未付之費⽤，但僅可揭露有關範圍內之資料。 

四、 除非法律有特別規定，在當事⼈或其法定代理⼈的同意下， 

臨床⼼理師得揭露當事⼈同意範圍內的資料。 

第 ⼗六 條 [資料編碼] 

為科學研究、教學及專業訓練所需，必須採⽤當事⼈資料，但無法 

得到當事⼈同意時，臨床⼼理師與教學⼈員應以編碼、代號或其他 

⽅式指稱當事⼈，遮蔽可供辨識身分的資料，並確保上述資料之使 

⽤不會對當事⼈造成任何傷害。 

第 ⼗七 條 [保密責任] 

若為教學、訓練、研究報告、出版著作、及演講之⽬的，需要利⽤ 

諮詢和相關機密資料時，須先徵得當事⼈或委託機構之同意，並 

避免洩漏當事⼈或委託機構之真實名稱，使⽤資料者亦應有保密 



責任。 

第 ⼗八 條 [保密之例外] 

在諮詢過程中，獲得諮詢對象願意提供真實姓名及身分資料的情況 

時，若出現下列情況，則為保密之例外： 

⼀、諮詢對象、臨床⼼理師及其他⼈之⼀，有被傷害的危險之虞。 

⼆、法律所規範的責任通報。 

三、法院出具的合理命令。 

四、為獲得更適切的專業指導，儘量去除諮詢對象可以被辨識的 

身分線索，其訊息的透露應以最少量為原則。 

第六節 研究 

第 ⼗九 條 [研究的知後同意] 

臨床⼼理師進⾏研究前，應在知後同意書載明需告知的事項，確保 

參與者是理性且⾃願參加研究，並允許他們能夠⾃由決定退出研 

究。 

第 ⼆⼗ 條 [免⽤知後同意] 

研究資料的使⽤經合理推測不會造成困擾或傷害，如包括實施常態 

的教育⼯作、課程、匿名問卷、⾃然觀察、或檔案研究，不會將參 

加者置於法律或訴訟風險中、或損害他們財務名望、且不違反保密 

原則或法規所允許者，則臨床⼼理師可免⽤知後同意，但須有研究 

⽂件說明做為核備。 

第⼆⼗⼀條 [錄影錄⾳的知後同意] 

臨床⼼理師所進⾏的研究中，若包含錄影或錄⾳的程序、或假性研 

究設計，則須事先取得參與研究者之書⾯同意。除非此研究於公開 



場所從事⾃然觀察、且確保不違反保密原則、也不造成傷害。 

第⼆⼗⼆條 [參與研究] 

臨床⼼理師須確保參與研究者所接受的服務，不會因拒絕參加⽽有 

任何潛在或實質損失的負⾯後果。若參與研究是課程需求或加分的 

機會，參與者拒絕邀請時，則研究者需提供其他可供選擇的同等替 

代活動。 

第七節 公開聲明、廣告 

第⼆⼗三條 [公開評論] 

當臨床⼼理師提出公開的聲明或評論時，應當謹慎處理。 

第⼆⼗四條 [付費廣告] 

刊登臨床⼼理師活動的付費廣告，必須讓⼈可區辨或清楚知道這就 

是廣告。 

第⼆⼗五條 [招攬業務] 

臨床⼼理師不以不正當之⽅法招攬業務。 

第⼆⼗六條 [非醫療廣告] 

醫學新知或研究報告之發表、病⼈衛⽣教育、學術性刊物，未涉及 

招徠醫療業務者，不視為醫療廣告。 

第⼆⼗七條 [醫療廣告] 

醫療廣告係指利⽤傳播媒體或其他⽅法宣傳醫療業務，以達招徠當 

事⼈醫療為⽬的之⾏為︔廣告內容暗⽰或影射醫療業務者，即視為 

醫療廣告。非醫療機構，不得為醫療廣告。 

臨床⼼理師宣傳業務的廣告內容，以下列事項為限： 

⼀、⼼理治療機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交通路線。 



⼆、臨床⼼理師之姓名、性別、學歷、經歷、專業證照字號。 

三、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非商業性保險之特約⼼理治療所字樣。 

四、服務項⽬及服務時間。 

五、開業、歇業、停業、復業、遷移及其年、⽉、⽇。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播放事項。 

利⽤廣播、電視之醫療廣告，在前項內容範圍內，得以⼜語化⽅式 

為之，但應先經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第⼆⼗八條 [廣告⽅式] 

醫療廣告不得以下列⽅式為之： 

⼀、假借他⼈名義為宣傳。 

⼆、利⽤出售或贈與醫療刊物為宣傳。 

三、以公開祖傳秘⽅或公開答問為宣傳。 

四、摘錄學術性刊物內容為宣傳。 

五、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 

六、與違反前條規定內容之廣告，聯合或並排為宣傳。 

七、以其他不正當⽅式為宣傳。 

第八節 附則 

第⼆⼗九條 [熟悉規範] 

臨床⼼理師有義務熟悉本「倫理規範」和其他適⽤的倫理法規。對 

於倫理規範的無知或誤解，不能作為被申訴違反專業倫理⾏為時的 

辯解。 

第 三⼗ 條 [採取合作] 

臨床⼼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或其他⼼理專業團體在調查倫理案件 



時，臨床⼼理師須採取合作的態度。在參與過程中，須努⼒解決爭 

議並嚴加保密。未能合作本身，就是違反倫理。 

第三⼗⼀條 [不正當訴訟] 

臨床⼼理師不得提出或⿎勵他⼈提出不重要或意圖對⼈不利⽽非保 

護⼤眾的倫理申訴。 

第三⼗⼆條 [衛福部備查] 

本規範循⼼理師法制訂，期勉臨床⼼理師⾃律與⾃許，經中華民國 

臨床⼼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會通過後施⾏，並呈報⾏政 

院衛⽣福利部備查，修改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