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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 

 

中文版<认知加工治疗—治疗师手册>（退伍军人 /军用版）（Cognitive Processing Therapy, 

Veteran/Military Version, Therapist’s Manual）由美国国立 PTSD 中心和波士顿大学的 Patricia A. 

Resick, Candice M. Monson 与辛辛那提军人医疗中心和辛辛那提大学的 Kathleen M. Chard 授权美

中心理治疗研究院翻译。 

 

本手册翻译自美国国立 PTSD 中心、波士顿大学的 Patricia A. Resick, Candice M. Monson 与辛辛那

提军人医疗中心、辛辛那提大学的 Kathleen M. Chard 在 2007 年编写的<认知加工治疗—治疗师手

册>(退伍军人/军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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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手册  

第 I、II、III 部分 

本退伍军人/军用版的认知加工治疗(CPT)治疗师手册采用的编排方式为治疗师准备和

进行认知加工治疗提供了最大的方便。 

 

第 I 部分包括认知加工治疗(CPT)的背景资料和治疗中可能出现的其它跟创伤后应激

障碍（PTSD）有关的常见问题。我们建议治疗师在见病人之前，通读本手册。 

 

第 II 部分包括对十二节治疗每节的指南。每节治疗都以概要开始，简单地描述每节治

疗的形式并提供治疗每一部分的建议所需时间。接着每一部分都有详尽的回顾，包括

目标、理论基础和对话例子。每节治疗介绍的页面右侧都附上标题，让治疗师很快就

能找到相应的题目。在每节的结尾都载有每节治疗进度记录样本以协助跟进治疗师/

病人的进度。每次治疗还有相对的病人手册资料单张；请参照附录 A 和 B 中有关病人

手册的更多资料。 

 

第 III 部分提供了进行认知加工治疗(CPT)的其它方法，包括认知加工治疗的不同形式

及进行小组认知加工治疗时所需的改动。 

 

附录 

附录 A：治疗师数据包括了所有跟每节发给病人手册单张或练习作业并不直接相关的

数据。这些包括：认知加工治疗合约、治疗练习作业回顾，创伤后应激障碍清单评分，

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PCL-S)每月测试版，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PCL-S)每周测试版，

创伤后应激障碍评分表(PCL)。另外，我们还包括了结业证书，治疗师可以根据需要

使用。 

附录 B：病人手册包括了让治疗师复制给所有病人的空白和单面的数据单张。工作纸

总共有六份。还有练习作业指南和一系列给病人的参考数据每节治疗的数据单张分

开。另外，这部分亦包括了工作纸范例，而最后三份数据单张则是特别针对军中性创

伤的工作纸范例。 

附录 C：有关认知加工治疗(CPT)的文献提供了有关认知加工治疗的出版物的参考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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