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教學大綱(週一授課) 

課程 

名稱 
身心症、成癮症、焦慮及失眠之輔導與治療 

英文 

名稱 

Dynamic Cognitve Hypnotherapy(DCH) of Anxiety, Insomnia, Addiction, and Psychosomatic 

Disorder 

講師 

姓名 
張雲傑 

Email chclass77@gmail.com 

師資 

介紹 

 臨床心理師張雲傑為華人藥癮心理治療領域之催眠治療專家，擁有中央警察大學

犯罪防治博士、華梵大學藝術史碩士、輔大應用心理學學士等學位及衛生福利部

核發之「臨床心理師」證書與執照，熱衷於臨床催眠治療、藝術治療、指紋心理

分析與大專院校心理學教學工作，是位喜愛與人分享所學，致力於開發華人天賦

潛能的基督徒心理師。 

 張雲傑心理師擁有豐富的授課及治療經驗，鑽研華人催眠心理治療已 30 多年，

為美國心理治療與醫學催眠學會（APMHA）臨床組專業會員，歷任台灣催眠研

究學會（ThR）理事長、社團法人新北市臨床心理師公會理事、臨床心理師公會

聯合會會員代表、新竹市生命線協會及員工協助中心臨床心理師等公益職務。多

年來常受邀於公私立機構、警察消防、更生保護、醫療院所、各級學校、工商企

業及公益團體等訓練研習會中，以「如何應用心理學增進身心靈健康與享受幸福

人生」為題發表演說，並曾接受廣播電台及影視媒體專訪。 

 張雲傑心理師曾治療與服務的華人對象來自美、加、澳、星馬、海峽兩岸等地，

出版著作包括《藥癮的 DCH 療法與分類催眠治療模式》、《拯救你人生的指紋

密碼聖經》、《催眠心理治療奧秘》、《從皮紋骨相看健康》、《解读手相健康

密码（中国简体字版）》、《家庭健康保健叢書視力篇》等專業書籍及催眠 CD

有聲書系列，讀者群涵蓋了社會各階層大眾。 

課程 

簡介 

（一）「身心症、成癮症、焦慮及失眠」是當代人普遍的問題，許多教會牧者與弟兄姊

妹也或多或少有這些問題，而基督徒身邊已信主或未信主的親朋好友也常會有上

述身心困擾。因此本課程之教學重點在於教導「DCH療法」的心理治療理論與特

殊治療技術，使助人工作者能在主內培養出更具助人果效的輔導與治療能力。 

（二）DCH療法乃臨床心理師張雲傑博士累積 20年的臨床實證研究資料，以「基督徒」

心理治療師的專業視角，整合「心理動力、認知行為、醫學催眠、大腦重塑、藝

術治療、指紋心理分析」等最新治療理論所創建，除了能以「指紋心理分析法」

及「繪畫分析法」等特殊心理評估技術對個案的性格及身心特質進行深層解析

外，更能以特殊的「分類催眠治療技術」協助個案改善身心困擾症狀。 

（三）對於想學習 DCH 療法的臨床心理治療技術，並將之應用於「身心症治療、成癮

矯治、情緒障礙（如焦慮、憂鬱）治療、睡眠障礙(如失眠、惡夢)治療、創傷後

壓力症（PTSD）治療、強迫症治療、自我傷害防治、愛情婚姻輔導、生涯發展

規劃、靈修能力提升」等領域之助人工作者而言，本課程將是最佳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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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 

目標 

（一）學習 DCH療法的整合型人格理論與靈性發展架構，包括 DCH 創建之「五我」人

格結構理論及三階段之「心識動力」發展架構。 

（二）認識「身心症、成癮症、焦慮及失眠」的問題成因，從生理、心理、靈性等多元

角度，學習全方位與全人的治療架構，包括源自「分類催眠、個案構念、大腦重

塑、自我概念、想像模仿、靈性頓悟、情緒障礙、夢境解析、情感創傷、強迫行

為」等不同理論範疇與治療觀點。  

（三）學習根據個案「掌指紋路」評估人格特質的指紋心理分析技術，以及透過個案「藝

術作品」進行心理衡鑑與評估的藝術心理分析技術。 

（四）學習如何應用「記憶重建療法、時間回溯療法、時間推進療法、夢境解析療法、

楷模學習療法、創傷醫治療法、聖靈禱告療法」等特殊心靈治療技術的臨床實務

技巧。 

（五）學習如何應用 DCH療法的套裝催眠療程（包括 IPDA與 HCD 治療方案），達成

有效治療「異常自我概念」、釋放「負面情緒」、化解「憂鬱、焦慮、絕望感、

自殺意圖、強迫行為」的臨床實務技巧。 

（六）培養能依據個案的「五官感知性、信仰類型（如基督信仰、民間信仰、無神論者）

或靈性經驗之有無」等特質，提供適當建議或治療方案的能力。 

（七）學習如何將 DCH 療法應用於宣教及傳揚福音的實務技巧，尤其在助人認識聖靈

與醫治禱告的事工領域。 

教學 

方式 

以「PPT講解、專書導讀、教學影片、音樂舞蹈、畫人測驗、指紋分析、感官評估、放

鬆減壓、童年探索、記憶重建、時間回溯、時間推進、夢境解析、潛意識溝通、靈性禱

告」等 DCH療法的實作練習活動與心得分享討論等多元教學方式進行之。 

評鑑 

方式 

（一）課堂出席（佔總成績 20%） 

（二）參與討論（佔總成績 20%） 

（三）閱讀指定教科書 3本（佔總成績 30%）如下： 

1.張雲傑（2020）。藥癮的 DCH療法與分類催眠治療模式。臺北：台灣催眠研究學會。 

2.張雲傑（2017）。拯救你人生的指紋密碼聖經：讓你事業發達、愛情如意、子女優秀

的幸福寶典。臺北：台灣催眠研究學會。 

3.張雲傑（2007）。催眠心理治療奧秘：治療方法與實例精選。臺北：元氣齋。 

（四）繳交學習心得報告 1份（佔總成績 30%）： 

1.請以論文格式撰寫本課程的學習心得報告，主題與內容自由發揮，字數依班別如下： 

（1）博士班：約 8,000字（字數請依本校博士學位修讀規定撰寫）。 

（2）碩士班（不含聖工碩士證書科）：約 5,000字（字數請依本校教務處規定撰寫）。 

（3）聖工碩士證書科：約 3,000字。 

（4）信徒神學教育：約 2,000字。 

2.心得報告繳交期限與方式：2024.1.22（週一）晚上 24：00前，以 Word電子檔寄至授

課老師的電子信箱 chclass77@gmail.com  

3.不需「學分」或「學位」的旁聽學生，不必繳交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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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 

書目 

◎指定教科書（3本：修課必讀） 

1.張雲傑（2020）。藥癮的 DCH療法與分類催眠治療模式。臺北：台灣催眠研究學會。 

2.張雲傑（2017）。拯救你人生的指紋密碼聖經：讓你事業發達、愛情如意、子女優秀

的幸福寶典。臺北：台灣催眠研究學會。 

3.張雲傑（2007）。催眠心理治療奧秘：治療方法與實例精選。臺北：元氣齋。 

學員 

要求 

1.上課當日早上起床後，應停止服用 B群維生素，避免喝咖啡、茶及各種提神飲料，以

免影響「DCH專業治療技術」的體驗、操作與練習。 

2.上課時請穿著寬鬆衣物，以利進行課堂暖身活動及演練操作「DCH 專業治療技術」。 

時間 

地點 
每週一 18：30至 21：15（3學分）。上課地點：校本部 

課程 

大綱 

學校
週次 

授課 
日期 

課程大綱 
閱讀進度 

●請註明頁數 

1 09/18 
主題：找出問題點～從「耶穌用比喻的原因」開始 

內容：DCH五我人格理論與繪畫心理分析技術 

 人格結構失衡與身心疾患之成因分析 

 藝術治療理論與「畫人」心理分析技術 

◎教科書 1： 

第一章(頁 01-36) 

第六章(頁 371-372) 

◎教科書 3： 

第三章(頁 192-194) 

2 09/25 
主題：評估治療點～從「神讓以西結看畫像」開始 

內容：DCH心識發展三階段理論與繪畫治療技術 

 心識發展階段失衡與身心疾患之關聯 

 繪畫發展階段與「畫人」治療法之應用技術 

◎教科書 1： 

第一章(頁 36-54) 

第六章(頁 371-372) 

◎教科書 3： 

第三章(頁 203-206) 

3 10/02 主題：切入溝通點～從「神在人手上做記號」開始 

內容：DCH指紋心理學理論與四大性格分析技術 

 指紋醫學史與指紋心理學理論 

 11種「指紋性格」之辨識分析技術 

◎教科書 2： 

第一章(頁 19～70) 

◎教科書 3： 

第三章(頁 210-217) 

 10/09 國慶日彈性放假一天  

4 10/16 主題：分析特質點～從「耶穌的登山寶訓」開始 

內容：DCH指紋性格治療法與心理牌卡應用技術 

 「指紋心理牌卡」之設計原理 

 「指紋心理牌卡」之輔導與治療技巧 

◎教科書 2： 

第二至七章 

(頁 77～261) 

◎教科書 3： 

第三章(頁 201-202) 

5 10/23 主題：辨識著力點～從「神選三百人擊米甸」開始 

內容：DCH分類催眠治療架構與催眠感受性評估 

 催眠指令、催眠感受性與催眠深度評估技術 

 歷代催眠法對身心靈治療的現代醫學應用 

 DCH療法的實施程序、治療倫理與注意事項 

◎教科書 1： 

第二章(頁 63-68) 

第三章(頁 111-169) 

第五章(頁 217-276) 

◎教科書 3： 

第一章(頁 24-75) 

第二章(頁 76-95) 

6 10/30 主題：集中注意點～從「耶穌說的最大誡命」開始 

內容：DCH分類催眠引導原理與應用技巧 

 視覺催眠法之實作練習 

 體覺催眠法之實作練習 

 聽覺催眠法之實作練習 

◎教科書 1： 

第四章(頁 173-174) 

第五章(頁 223-229) 

第六章(頁 302-309) 

◎教科書 3： 

第二章(頁 7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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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06 
主題：引入放鬆點～從「神為子民做避難所」開始 

內容：DCH生理催眠原理與應用技巧 

 頻率節奏催眠法之實作練習 

 肌肉放鬆催眠法之實作練習 

◎教科書 1： 

第二章(頁 68-72) 

第四章(頁 174-177) 

◎教科書 3： 

第二章(頁 77-80) 

8 11/13 
主題：誘發心象點～從「神使少年人見異象」開始 

內容：DCH心理催眠原理與應用技巧 

 想像催眠法之實作練習 

 充電催眠法之實作練習 

◎教科書 1： 

第二章(頁 88-95) 

第四章(頁 177-190) 

◎教科書 3： 

第二章(頁 89-95) 

9 11/20 
主題：釋放情緒點～從「耶穌醫治打水婦人」開始 

內容：DCH「時間回溯法」之治療理論與應用技術 

 「童年回溯法」之實作練習 

 「影片回溯法」之實作練習 

◎教科書 1： 

第四章(頁 191-198) 

第六章(頁 337-341) 

第七章(頁 449-453) 

◎教科書 3： 

第三章(頁 195-197) 

10 11/27 
主題：破除執著點～從「耶穌復活拉撒路」開始 

內容：DCH「記憶重建法」之治療理論與應用技術 

 「修復破口法」之實作練習 

 「身心釋放法」之實作練習 

◎教科書 1： 

第四章(頁 198-201) 

第四章(頁 204-210) 

第六章(頁 335-337) 

第七章(頁 417-434) 

◎教科書 3： 

第三章(頁 98-126) 

11 12/04 
主題：化解懼怕點～從「耶穌醫治鬼附之子」開始 

內容：DCH「創傷醫治法」之治療理論與應用技術 

 「消弭恐懼法」之實作練習 

 「破除迷思法」之實作練習 

◎教科書 1： 

第四章(頁 198-201) 

第四章(頁 204-210) 

◎教科書 3： 

第三章(頁 186-191) 

12 12/11 
主題：弭平衝突點～從「約瑟為法老解夢」開始 

內容：DCH「夢境解析法」之治療理論與應用技術 

 「喚回舊夢法」之實作練習 

 「創造新夢法」之實作練習 

◎教科書 1： 

第三章(頁 144-148) 

第四章(頁 211-216) 

第六章(頁 341-349) 

第七章(頁 431-439) 

◎教科書 3： 

第三章(頁 177-185) 

13 12/18 
主題：規劃轉折點～從「神賜福亞伯拉罕」開始 

內容：DCH「時間推進法」之治療理論與應用技術 

 「生涯規劃法」之實作練習 

 「關鍵轉折法」之實作練習 

◎教科書 1： 

第四章(頁 202-203) 

第六章(頁 349-357) 

第六章(頁 380-382) 

◎教科書 3： 

第三章(頁 203-209) 

 12/25 聖誕週放假一週  

 01/01 元旦放假一天  

14 01/08

期末

考週 

主題：經歷醫治點～從「耶穌治好瞎眼的人」開始 

內容：DCH「聖靈禱告法」之治療理論與應用技術 

 「聖經典故法」之實作練習 

 「聖靈啟示法」之實作練習 

◎教科書 1： 

第二章(頁 95-104) 

第六章(頁 357-363) 

第六章(頁 369-371) 

◎教科書 3： 

第一章(頁 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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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書目 

（一）指定教科書 

張雲傑（2020）。藥癮的 DCH療法與分類催眠治療模式。臺北：台灣催眠研究學會。 

張雲傑（2017）。拯救你人生的指紋密碼聖經：讓你事業發達、愛情如意、子女優秀的

幸福寶典。臺北：台灣催眠研究學會。 

張雲傑（2007）。催眠心理治療奧秘：治療方法與實例精選。臺北：元氣齋。 

（二）自修參考書 

1.張雲傑（2015）。新店戒毒模式：藥癮治療與矯正實務。新北：新店戒治所 

2.張雲傑（2009）。解读手相健康密码：观手诊治百病。福州：福建科學技術。 

3.張雲傑（2007）。從皮紋骨相看健康。臺北：元氣齋。 

（三）專業參考文獻 

1.催眠治療： 

張雲傑（2015）。分類催眠治療模式對受戒治人自我概念與情緒之矯治效果研究。收錄

於中央警察大學第二屆博碩士優秀論文競賽發表會論文集，頁 49~94。桃園：中

央警察大學。 

張雲傑（2015）。藥癮心理治療之新思惟。管制藥品簡訊，62：4-5。臺北：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 

張雲傑（2014）。分類催眠治療模式對受戒治人自我概念與情緒之矯治效果研究。中央

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雲傑（2012a）。以催眠 CD治療「無視覺心象」毒品受戒治人成癮心理之成效分析。

警學叢刊，42（5）：49-93。 

張雲傑（2012b）。催眠戒毒療法之成效分析---以受戒治人個案為例。警學叢刊，43（2）：

135-168。 

張雲傑（2012c）。藥癮心理戒治模式之發展與評估。矯政期刊，1（1）：98-124。 

張雲傑、林宜隆（2010）。整合型心理戒毒療法（IPDA）之成效分析──以男性受戒

治人團體為例。警學叢刊，41（1）：107-146。 

張伯宏、張雲傑、黃家慶（2008）。催眠對藥物濫用者的戒治成效。收錄於 2008 年玄

奘大學暴力與毒品犯罪心理與矯治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手冊暨論文摘要集，頁

88。新竹：玄奘大學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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