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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群成員 

編號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1 李宗芹 國立政治大學 副教授 

2 姜忠信 國立政治大學 教授 

3 王麗斐 國立師範大學 教授 

4 張瑜倩 國立政治大學 副教授 

5 鍾明德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教授 

6 蔡佩珊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心理師 

7 朱慶琳 國立屏東大學 助理教授 

8 黃啟泰 國立政治大學 教授 

9 彭榮邦 慈濟大學 助理教授 

二、研究群講員 

編號 姓名 任職單位 職稱 

1 陳冠宇 振芝心身醫學診所 醫師 

三、執行方式 

本研究社群由李宗芹教授擔任召集人，希望此社群之運作能為編製動勢理

論基礎之身體心理評估量表帶來更多思想上的交流與創新，因此除了邀請各界

專家交流討論外，也開放給校內對身體意象感興趣之研究生一同參與，符合開

放、多元的理念。本研究社群的聚會以「主題講座交流對談」和「動勢身體意

象研討」兩大主題交替進行，前者主要邀請非諮商輔導專業之學者進行專題論

述，為身體意象理論碰撞出新的火花；後者以動勢理論為基礎的實務經驗作出

發，交織第一大主題產生的創新想法，將理論與實務經驗整合。 

本研究社群原定計畫為一個月聚會一次，然而碰到肺炎疫情期間，在 109

年四月份的聚會連續舉行了兩周，以免去各地學者交通來回的時間。每次聚會

都會訂定主題，使交流討論得以聚焦，有時會以文本的閱讀為主，有時會以主

講人的分享為主，期待豐富多元的聚會形式能刺激參與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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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題順序 

編號 日期 主講人 講題 

1 108/08/30 李宗芹 英國倫敦身體意象移地交流 

2 108/09/20 蔡佩珊 BODI 的啟示-Embodiment 和身體評量 

3 108/09/20 姜忠信 身體意象研究概述 

4 108/10/05 陳冠宇 身體：潛意識的家？ 

5 108/10/05 朱慶琳 身體不是敵人，飲食疾患與身體意象 

6 108/10/29 姜忠信 動勢身體心理評量探索與討論 

7 108/11/19 黃啟泰 模仿與心智 

8 108/12/31 李宗芹及其研

究生 

動勢身體意象量表建構 

9 109/02/20 鍾明德 轉化：被遺忘的身體技術 

10 109/03/04 張瑜倩 公民策展與身體意象 

11 109/04/11 朱慶琳 舞蹈治療的真確度編碼 

12 109/04/18 朱慶琳 舞蹈治療的擷取介入方法 

13 109/05/01 姜忠信 身體心理評估量表之翻譯與反譯 

14 109/05/15 姜忠信 動勢心理觀察量表建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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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群會議紀錄 

「身體意象之跨領域對話 2」學術研究群 

第一次聚會 會議記錄 

日期：108/08/30(六) 11:00~13:00 

地點：政治大學學思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李宗芹老師、姜忠信老師、朱慶琳老師、蔡珮珊老師、黃啟泰老師 

朱妤璇助理、張心怡研究生、鄭文軒研究生、廖之寧研究生 

紀錄者：朱妤璇 

壹、會議內容： 

一、講題一：英國倫敦身體意象移地交流（主講人：李宗芹老師） 

摘要： 

    李宗芹教授帶著近幾年於台灣進行之女性身體意象研究成果與英國舞

蹈治療師暨精神分析師 Susie Orbach 交流，無論是於台灣或是於英國，文

化與媒體對身體意象影響皆不容小覷。 

    李教授提及 Susie 寫了一本如詩一樣的小書《On Eating》，點出身體意

象離不開健康飲食，而在台灣文化中，吃是一種問候（你吃飽了嗎？），也

是人際交往的場合，使得一些女性對食物又愛又恨，身體渴求食物，卻又

害怕對身材造成的負面影響，或許我們無須等到女性身體意象扭曲或是造

成飲食疾患時才來進行治療，食物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也有聚會

成員分享自己於情緒低落時曾利用飲食來緩解低落或糟糕的心情，Susie 提

到精神分析關注於飲食失調中，一個人食物的攝取或吐出來時的身心理因

子，此觀點也相當獨特且值得我們思考。未來或許可以探討飲食與身體意

象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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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意象之跨領域對話 2」學術研究群 

第二次聚會 會議記錄 

日期：108/09/20(五) 11:00~15:00 

地點：政治大學學思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李宗芹老師、姜忠信老師、朱慶琳老師、蔡佩珊老師 

          朱妤璇助理、張心怡研究生、鄭文軒研究生、廖之寧研究生 

紀錄者：朱妤璇 

 

壹、會議內容： 

二、講題一：BODI 的啟示-Embodiment 和身體評量（主講人：蔡佩珊老師） 

摘要： 

    蔡佩珊老師延續前一次聚會主題，開頭介紹舞蹈治療師暨精神分析師

Susie Orbach 的一份研究，其為關於身體意象、食慾、與慾望在跨世代傳

遞的臨床和文化意義的創新研究，並採用 Body Observational Diagnostic 

Interview 來對參與者進行訪問。 

    身體之中留存著我們與上一代之間的記憶，而這些互動是如何被傳遞

至下一代，且如何影響我們觀看自己的身體或評估他人的身體是相當重要

的一個觀點，個人身體的感知覺、身體的活動方式、甚至身體的解剖學結

構等，都決定了個體是怎麼看待和認識世界的，我們的經驗會如何反應及

回應環境是個有趣的關鍵，且於每個個體的身上將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

因此回到身體評量來看，評估者具象性的經驗將可能會影響受測者的身體

結果，因此我們必須瞭解我們的身體運作、身體意象及曾有過的身體經驗

（幼時與照顧者的互動等等），來幫助我們更深入在於身體工作上。 

三、講題二：身體意象研究概述（主講人：姜忠信老師） 

摘要： 

    姜忠信教授分享近幾年與李宗芹教授合作的計畫，從大學生到高中生

和國中生，沿著生理發展的脈絡對青少女進行身體意象的團體預防方案，

也在這些青少女的經驗中發現，幫助了個體身體意象以外，能夠更自在的

表達自己、克服對身體的害羞陌生、從拘謹到逐漸自如的表現自己，還促

進了同儕之間的互動。這樣的成果使研究團隊相當感動，不僅是具有實證

性的有效團體介入，也對個體帶來許多額外的助益，未來也期望有更多相

關的研究能發表於國內外重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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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意象之跨領域對話 2」學術研究群 

第三次聚會 會議記錄 

日期：108/10/05(六) 11:00~15:00 

地點：政治大學藝文中心創意實驗室 

 

出席人員：李宗芹老師、姜忠信老師、朱慶琳老師、黃啟泰老師、陳冠宇醫師 

          曾麗芳老師、廖璟瑜老師、陳順華老師、韓明愷老師、朱妤璇助理 

          張心怡研究生、薛喬研究生、丁雅真研究生、賴佳琳研究生 

          廖紫伶研究生、黃郁涵研究生 

紀錄者：朱妤璇 

 

壹、會議內容： 

四、講題一：身體：潛意識的家？（主講人：陳冠宇醫師） 

摘要： 

    陳冠宇醫師從飲食疾患的診斷演變開始介紹，認為飲食疾患是一種動

態的（dynamic）疾病，在個案的身上會改變，原本是厭食症可能到會變暴

食症，也有暴食症變回厭食症的例子，因此統稱為飲食疾患。飲食疾患並

不需特別分身與心，身心是一起的，而身體是一輩子都要持續認識的事。 

    陳醫師分別介紹對於三大類的飲食疾患（AN、BN、BED），Anorexia 

Nervosa 多數皆翻譯為厭食症，陳醫師以德文的譯法來看，認為應是瘦癮

症，對瘦的渴望，這類病人仍有食慾，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呈現，例如會強

迫他人吃滿足自己食慾的需求，而變得強勢具有控制欲；BED 算是新分類

出來的飲食疾患，也佔了飲食疾患族群的一部分。接著陳醫師以精神分析

「生的本能與死的本能」觀點來看「食物」對飲食疾患個案的影響，環境

給了個案太多的餵養，個案開始反抗（父母）的一種行為，飲食疾患的個

案並不信任自己的身體、也不能控制環境，因此想要去控制自己的身體，

控制吃或是排出等等的行為。且飲食疾患也是一種順從文化的疾病，現今

文化強調瘦才是美，因此飲食疾患也應運而生，且過於極端是會造成個案

死亡的一種疾病。 

二、講題二：身體不是敵人，飲食疾患與身體意象（主講人：朱慶琳老師） 

摘要： 

以回應陳醫師的觀點進行跨領域的對話，從飲食疾患中拉出女性與身

體意象之間的關聯，女性的身體意象受到個人家庭、重要他人及社會環境

的價值觀所影響，亦會因這些因素影響到個體的自尊，近幾年國外的研究

除了預防負向身體意象外，更提到正向身體意象的重要性，幫助個體尊重

自己的身體需求、喜愛自己的身體，也能幫助個體整體身體意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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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意象之跨領域對話 2」學術研究群 

第四次聚會 會議記錄 

日期：108/10/29(二) 12:30~14:30 

地點：政治大學大智樓 202教室 

出席人員：李宗芹老師、姜忠信老師、朱慶琳老師、黃啟泰老師、蔡佩珊老師 

朱妤璇助理 

薛喬研究生、鄭文軒研究生、戴芳儀研究生、陳浩輝研究生、 

楊璦維研究生 

紀錄者：朱妤璇 

壹、會議內容： 

五、講題一：動勢身體心理評量探索與討論（主講人：姜忠信教授） 

摘要： 

    過往國內外對身體意象的測量構念與量表題項，多著重靜態身體自我

的態度描述，缺少放回日常生活中的場域去看身體表達。以此為出發點進

行討論，我們如何對身體的節奏、動中的身體變化與披覆在我們文化中的

身體表達等議題進行理解，以及呈現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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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意象之跨領域對話 2」學術研究群 

第五次聚會 會議記錄 

日期：108/11/19(二) 12:00~14:00 

地點：政治大學學思樓四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李宗芹老師、姜忠信老師、朱慶琳老師、黃啟泰老師、蔡佩珊老師 

          朱妤璇助理 

          薛喬研究生、鄭文軒研究生、戴芳儀研究生、陳浩輝研究生、 

          楊璦維研究生 

紀錄者：朱妤璇 

 

壹、會議內容： 

六、講題一：模仿與心智（主講人：黃啟泰教授） 

摘要： 

    思考一天的動作與日常生活的關聯性，在意識與行為之間有因果關

係，多數的身體動作都是「目標導向」，因為有想要達到的事因此產生動

作，黃教授提出「喝苦艾酒的女人」及「沉思者」兩樣藝術作品來引導思

考，討論這樣的身體樣態在傳達什麼樣的訊息，在這些情感狀態特別突顯

的動作中我們能如何理解。因而提出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以及動作

理解的理論，包含「目的推理論」及「概念運動原則」的介紹。 

 在動作與知覺此議題上有兩派的爭論，一為強調「身體本體覺」去整

合我們視覺接收的動作是 AIM（active intermodal mapping），另一則為將知

覺看到的動作直接與自身動作產生垂直連結的 ASL（associative sequence 

learning），兩者皆有其支持的研究，李宗芹教授連結到自身舞蹈治療的實

務經驗中，一位舞蹈家貝嘉在訓練舞者時認為要身體自己去感覺動作，不

應藉由觀看鏡子來調整自身動作，是屬於 AIM 的支持者，然而李教授也提

到過去帶領高中生進行動勢團體時，成員能夠將領導者的手部動作轉化為

聲音的展現，在動作的身體部位能夠自由的轉換，是屬於 ASL 的經驗，而

無論是何種派別的解讀，身體動作的模仿是一種與生俱來且在成長中不斷

學習的能力，強調的是自身的經驗與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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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意象之跨領域對話 2」學術研究群 

第六次聚會 會議記錄 

日期：108/12/31(二) 12:00~14:00 

地點：政治大學學思樓四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李宗芹老師、姜忠信老師、朱慶琳老師、黃啟泰老師、蔡佩珊老師 

          朱妤璇助理 

          薛喬研究生、黃珮瑜研究生、鄭文軒研究生、戴芳儀研究生、 

          陳浩輝研究生 

紀錄者：朱妤璇 

 

壹、會議內容： 

七、講題一：動勢身體意象量表建構（主講人：李宗芹教授及其研究生） 

摘要： 

    以李宗芹教授為首的研究團隊目前已編擬出一份符合國情的動勢身體

意象自陳式量表，以動勢三面向進行發想，也舉辦焦點團體及個別訪談來

收集女大學生的身體經驗，本次聚會透過與研究群成員及研究生的討論對

各個題項的語意、內容的分析理解，希望能夠使此份量表有更好的定位與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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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意象之跨領域對話 2」學術研究群 

第七次聚會 會議記錄 

日期：109/02/20(四) 11:00~13:00 

地點：政治大學學思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李宗芹老師、鍾明德老師、姜忠信老師、朱慶琳老師、張瑜倩老師 

薛喬助理 

朱妤璇研究生、黃郁涵研究生、丘惠媚研究生、劉育伶研究生 

紀錄者：薛喬 

壹、會議內容： 

八、講題一：「轉化：被遺忘的身體技術」（主講人：鍾明德老師） 

摘要： 

    鍾明德教授投身研究身體行動方法(methods of physical action)已逾二十

年，本次演講鐘教授即透過和大家一同閱讀讀本＜《我倆經》注：葛羅托

斯基的「藝乘」法門心要＞來帶領大家認識 MPA。MPA 是一種由身體和

情緒出發的研究方法，與當今盛行的標準化的科學方法大相逕庭。MPA 所

追求的是一種「身、心、靈合一」的狀態，鍾教授亦提及一種稱為「！

Kia(出神)狀態」的社區療癒方法，並認為這是一種在部落之中，透過長時

間、反覆出現的集體舞蹈動作，來得當豐沛的能量以療癒自己及其他族

人。鍾教授便以參與賽夏族矮靈祭的經驗來分享進入「！Kia(出神)」狀態

的感受和體悟。 

隨後在《我倆經》的閱讀中，經文提到人的自我分為兩部分：啄食的

鳥與旁觀的鳥。啄食的鳥(I1)代表的是意識層面的我，與外在世界、認知功

能、語言等等有關，旁觀的鳥(I2)則是一種接近神性的內在本質，I2 是不生

不滅、不垢不淨的。從 I1 到 I2 的過程稱作「我－我」，「我－我」是一種

熱情的、狂喜的生命經驗，是透過不斷重複經歷痛苦的身體經驗（例如矮

靈祭的舞蹈）所達成，可以逐漸去除有形的障礙(I1)，進入 I2。 

最後鍾教授提到，幾乎所有被列為經典的書籍，都是在提供一個進入

I2 方法，而進入 I2 則是生而為人所應前往的歸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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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意象之跨領域對話 2」學術研究群 

第 8 次聚會 會議記錄 

日期：109/03/04(三) 11:00~13:00 

地點：政治大學學思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李宗芹老師、鍾明德老師、姜忠信老師、朱慶琳老師、王麗斐老    

     師、張瑜倩老師 

  薛喬助理 

  朱妤璇研究生、呂翊彰研究生、丘惠媚研究生、劉育伶研究生 

紀錄者：薛喬 

 

壹、會議內容： 

九、講題一：「公民策展與身體意象」（主講人：張瑜倩） 

摘要： 

    本次的主講人張瑜倩教授有非常多年的策展經驗，本次的演講張教授

以分享個人策展經驗為開場，進而帶領我們認識何謂策展、何謂策展人、

策展與身體意象之關係，以及策展之當代意義的轉變。 

首先張教授簡單像我們介紹展覽的歷史發展脈絡。博物館最初是屬於

皇家貴族的，直到大英博物館 20 世紀始對平民開放，展覽才漸漸地走入民

間，演變到如今的「後現代展覽」，甚至可能以公民行動的方式展出。展覽

包含 exhibit 與 exhibition 兩部分，前者指稱的是物件(展覽品)，作為與觀眾

溝通的媒材；後者則代表者物件與物件間的串連，並構成所欲傳達的意

義，也才使得「策展」得以成立。策展人(curator)則是一個兼顧作品或創作

者(artworks/artist)、展場(space)、觀眾(audience)三者的重要腳色，策展人可

說是一個展覽得以成立的重要關鍵。 

展覽的歷史一直推展至今，不難看出國家級的展覽場域其實也顯示了

政治勢力的角力，這也導致了許多當代創作對此現象的反動。張教授以

「OPTOGO 米蘭外帶館」為例，介紹了當年台灣因遭到中國打壓而無法參

與世界博覽會，一群年輕人另闢蹊徑，自發到米蘭當地以「餐車」的形式

將台灣推到世界的舞台。這即是一種「由我到我們」的公民參與行動，也

是當代興起的策展趨勢。這種公民參與模式透過身體來傳達理想、表達訴

求，在當代台灣的各種社會運動中（例如太陽花學運、同志大遊行），即常

常可見有許多人透過這種「由我到我們」的另類策展方式作為行動。這種

公民策展與身體意象之相關，留給我們許多反思和可發想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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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意象之跨領域對話 2」學術研究群 

第 9 次聚會 會議記錄 

日期：109/04/11(六) 11:00~13:00 

地點：政治大學學思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李宗芹老師、姜忠信老師、王麗斐老師、鍾明德老師、朱慶琳老師 

        薛喬助理 

  許珮綺研究生、朱妤璇研究生、呂翊彰研究生、劉育伶研究生 

紀錄者：薛喬 

 

壹、會議內容： 

十、講題一：「舞蹈治療的真確度編碼」（主講人：朱慶琳） 

摘要： 

真確度意旨心理介入是否能夠達到預期之效果。李宗芹教授帶領的研

究團隊所編製的身體動作評估動態量表已逐漸成形，為了確保未來評分員

執行動態評估時，其評分標準與研究者的概念有達成共識，也就是說為了

確保此動態評估是具有真確度的，故本次聚會及邀請各個成員一同討論量

表之題項的評分判准。由於李宗芹老師發展的身體動作評估動態量表是舞

蹈治療領域中相當創新的發想，故評分標準也需要從零開始發想，本次聚

會則透過各個成員的專業意見交流，期許身體動作評估動態量表能夠發展

成一個更嚴謹、更具有效力的心理評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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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意象之跨領域對話 2」學術研究群 

第 10 次聚會 會議記錄 

日期：109/04/18(六) 11:00~13:00 

地點：政治大學學思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李宗芹老師、姜忠信老師、王麗斐老師、鍾明德老師、朱慶琳老師 

  薛喬助理 

  許珮綺研究生、朱妤璇研究生、呂翊彰研究生、劉育伶研究生 

紀錄者：薛喬 

壹、會議內容： 

十一、 講題一：「舞蹈治療的擷取介入方法」（主講人：朱慶琳） 

摘要： 

在舞蹈治療現場，治療師需要有敏銳的覺察力，捕捉個案瞬間的動

作，再以此做治療介入。這種敏銳的覺察力絕非短時間可以訓練出來的，

因此本次聚會，就由具有豐富相關經驗的朱慶琳老師來向大家介紹，在舞

蹈治療中擷取介入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朱慶琳老師提到擷取介入有一個基

本的原則，那就是「個案表達(c)－治療師捕捉到並予以回應(T)－個案之

行為顯示為感受到治療師之回應(C)」，其中治療師捕捉到個案的表達是為

擷取，予以回應則是為介入。在一次的療程中，雙方的互動中個案會不斷

出現能夠讓治療師擷取介入的瞬間，如何捕捉到這些瞬間則是需要長時間

的練習培養。其中有幾項判准能檢核在治療中，治療師和個案是否有良好

的 c-T-C互動，比如是否能夠觀察個案的表情變化、與環境的關係、與他

人的互動，並且是否在捕捉到之後有做出回應，以及最後，個案是否有接

受到治療師的回應，再接續更多治療中 c-T-C 的發生。 



13 

 

「身體意象之跨領域對話 2」學術研究群 

第 11 次聚會 會議記錄 

日期：109/05/01(五) 11:00~13:00 

地點：政治大學學思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李宗芹老師、姜忠信老師、鍾明德老師、朱慶琳老師、張瑜倩老 

  師、蔡珮珊老師 

  薛喬助理 

  黃郁涵研究生、朱妤璇研究生、邱惠媚研究生、劉育伶研究生 

紀錄者：薛喬 

 

壹、會議內容： 

十二、 講題一：「身體心理評估量表之翻譯與反譯」（主講人：姜忠信） 

摘要： 

    由於李宗芹老師帶領的研究團隊所編製的身體動作評估動態量表已逐

漸成形，為了協助此動態評估表發展得更完善，預計在招募受試者階段，

也邀請受試者協助填寫其他發展完善的身體心理評估量表，再將這些測驗

結果作分析比較。因此，姜忠信老師挑選了一些西方現有的身體心理評估

量表，帶領大家一同討論應該如何翻譯與反譯，才能保留量表原意，又能

傳遞適當的訊息給受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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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意象之跨領域對話 2」學術研究群 

第 12 次聚會 會議記錄 

日期：109/05/15(五) 11:00~13:00 

地點：政治大學學思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李宗芹老師、姜忠信老師、鍾明德老師、朱慶琳老師、蔡珮珊老師 

  薛喬助理 

  黃郁涵研究生、朱妤璇研究生、許珮綺研究生、呂翊彰研究生 

紀錄者：薛喬 

壹、會議內容： 

十三、 講題一：「動勢心理觀察量表建構探討」（主講人：姜忠信） 

摘要： 

以李宗芹老師為首的研究團隊已於今年編擬制定出一套符合國情的動

態身體心理評估量表。由李宗芹教授的發想十分創新，動態評估方式也屬

新穎，故此量表的評量與計分方法也需要研究團隊的來回討論、研擬，才

能準確地將受試者的反應呈現在分數上。故本次會議，邀請到姜忠信老師

來參與評分方式的制定研討，姜忠信老師提供了許多統計意義上的建議和

指教，以期此動態心理評估量表能得到更完善的發展，也希望此量表未來

能在國內諮商輔導學界廣泛使用，對國人的心理健康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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