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踏入二零一二年，新一屆的董事局成立，我們邀請到新舊董事局成員分享他們的經驗和歷程，希望會員對他們有

更多的認識。另外，台灣薩提爾人文發展中心在二零一一年十月舉辦了『真誠‧與生命擁抱 – 薩提爾模式的台

灣經驗』研討會，香港沙維雅中心也贊助了會員參與，而在當中我們很高興有 Rose Tam分享她是次台灣之行的收

獲，希望你會享受這期「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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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esar Chan 

這是我在任主席的第三年，回顧過去，令我窩心的是大

家的支持與鼓勵。在此謹向大家說一聲「謝謝！」 
 

會務發展不離人才與錢財。當務之急是培訓導師及督導

員。没有導師，各類課程不能展開。没有督導，輔導不

能繼續。所以今年的大方向是確定這兩方面的發展途徑。 
 

本會財政尚屬穩健，但仍須尋找額外收入來支持上列發

展，而留下原來的收入支持日常會務。 
 

另外一小願望是將中心變成為亞洲最豐富的沙維雅資料

庫。董事局已撥款購買各類與沙維雅模式相關的印刷品

和影音資料。 
 

你們有什麼願望呢？告訴我，董事局定當研究可行性，

看看大家的夢想能否成真。 

程粵 

要落莊了，從 2012 年 1 月開始，我便不

是沙維雅中心的董事。對我來說，是萬二

分的不捨得。畢竟我由 2004 年開始，一

口氣做了 7 年的董事。做過不同的職位，

也當過一屆主席。現時是時候讓新的志仁

義士去繼續為沙維雅中心努力，去創出一

片新的天地。我自己也樂得多些時間陪伴

自己的小朋友。寄望新一屆的董事，在

Caesar 的領導下，可以繼續發揮「傳揚

愛，傳揚 Satir Model」的精神，讓中國人

的社會，更和諧，有更多的愛。 

Raymond Chow 

新的年度帶來新的董事局和新的董事。歡迎 Paul Chan 和 

Jennifer Chow 的加入，亦歡送資深董事 Christopher Ng 和 

Clarence Ching 的離任。多年來，Christopher 和 Clarence 

在董事局的無私奉獻是大家所公認的，他們的經驗和智慧

令到中心的服務精益求精，裨益良多。我亦祈願 Paul Chan

和 Jennifer Chow 的加入，能為我們的服務提供嶄新的方

向和局面，深信我們全體董事和中心職員都是秉承沙維雅

精神中「愛人愛己」、「平等尊重」、「表裏一致」的態度攜

手合作，不斷發展出「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香港沙維

雅人文發展中心，令到會員和社區大眾都可以藉著認識沙

維雅模式而獲得心靈的豐盛富足。 

 

Marie Lam 

我很高興再一次成為董事局成員，有機會自

中心成立至今，繼續為中心服務。特別歡迎

兩位新董事 Jennifer Chow 及 Paul Chan 的

加入，為董事局帶來一些「新意」。另外，

也懷念退出的 Christopher Ng 及 Clarence 

Ching，與他們共事多年，很感激他們的貢

獻。 

 

作為活動及培訓總監，我想為中心再發展多

一些課程，讓大家在 Satir Model 上的學習

可以更深入。也邀請大家同行，希望收到大

家的建議，以作參考。 



 

 

 

 

 

 

 

 

 

 

 

 

 
 
 

 

 

 

 

 

 

 

 
 

 

隨想------ 一個出人意表的偶然           周麗花 

 

   大清早，站在陽台上，向外遠看，一片白濛濛，什麼也看不見，陣陣清風送來，雖稍有點寒意，卻

有感天地之間，生意盎然，萬物互相聯繫，連成一線。此情此境，像訴說著我成為 Satir Center 的董事

局成員的心路歷程。 

 

 每當別人恭賀我成為董事局成員，或問是甚麼驅使我成為董事局成員?我內心或腦海總是一片茫

然，口裡又答不出話，我只知道「遞交申請表」這個動作是「對」的，或是合乎天意的。 

 

 若是你問我：「你最想要(WANT)甚麼? 你最想向甚麼方向發展呢? 」我會毫不猶疑的回答你，我最

想在專業上學多些 Satir Model 的應用藝術。我想在「一致」(Congruence)的層面上多下功夫，以致更

接近內心深處的和諧，或是「生命力」(life force)。我最想成為一個 Satir Model 的治療師或導師 

(trainer)。現在所選擇的路，好像與我所想要的大相逕庭。 

 

   去年年初，自 APCCC 課程公佈後，我很興奮，立即張羅一切，作好安排，鼓動友好一起報讀。可

是突然間卻生病起來，連續幾星期發高燒，進了醫院，結果找不出原因，卻不藥而癒。家人都很擔心，

希望我可暫停一下，休養調理身體。我看見他們憂心的眼神，只好「討好」一下，決定放棄報讀 APCCC，

也暫停 PCCC 小組導師的職份，以安他們的心。但內心卻有很大掙扎，總渴望為 Satir Model 做一點事

情，又擔心在百無了賴中，自己對 Satir Model 的熱情會退卻，變得淡然。 

 

 就在此刻，驟然發現郵差叔叔送來的信–Satir Center 董事局成員的申請表，忽發奇想，輕描淡寫的

跟老公商量一下，他卻出乎意料的表示支持。隨後，撥了一、兩個電話，搜集資料。Christopher 又問

了我幾句。接著發生了一連串簡單有趣的事情，那就成事了。整個過程，看似那麼平淡簡單，卻異常

的順利有趣。 

 

 Satir 女士常說世事那有這麼多「偶然」呢？可能天地之間，冥冥中互相牽引，彼此帶動，事情看似

「偶然」，卻箇中有序。有時，想起要暫時擱置成為治療師的夢想，走上一條「出人意表」的路，通往

未明的方向，總有點歎息和茫然。同時，又深信創物主把我安排到這個崗位上總有祂的美意。我唯有

拭目以待，終有一日「撥開雲霧見青天」，看得個清清楚楚，反正「恩典」不是向前找，而是向後「看」。

驀然發現自己一直在恩典中。 

 

Rose Tam 

自從 2008 年開始加入沙維雅中心董事局以

來，我很高興見證了中心幾樁盛事及有幸參

與其中。例如：香港沙維雅中心 20 周年慶

典、2010 年沙維雅世界會議、第一屆專業輔

導證書(夫婦治療)進階課程(APCCC)。參與

其中，我感受到沙維雅模式所匯聚的力量：

當我們面對困難和挑戰時，都能以正向導向

的心情，朝向共同的目標，就算過程中有不

同的看法和期望，大家都能平和地去共同發

現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選擇。因此，大家

都一同以欣賞感謝的態度，求同存異地共

事，合作十分愉快。 

 

新一屆董事會又組成了，並加入了新的董事

局成員，我很期待大家都繼續互勵互勉，互

相學習，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和沙維雅盛事！ 

Paul Chan 

學習 Satir Model 已經 4 年多，非常認同 Satir 

的信念，而且這個模式對自己的個人成長很有

幫助，越來越對它著迷。起初只是參加一些短

期課程例如 LV1，FCC，繼而修讀 PCCC 的長

期課程，最近一年更經常參與中心的義務工作。 

 

過去幾年留意到董事會和職員為中心作出很多

新嘗試，例如 2010 沙維雅世界會議、Advanced 

PCCC 等。我非常欣賞他們的努力和貢獻，也

想為中心多出一分力，所以爭取成為董事會成

員。 

 

董事會成員的工作和我現在的職業是很大的分

別，對我是一份新的挑戰。希望未來兩年可以

多些和會員溝通，收集他們的意見，令香港沙

維雅中心和大家一同進步。 



 

Andrew Liu  

This is the third year I served as a board member for Hong Kong Satir Center (HKSC). When I look back to the 

past two years, HKSC feels like a second home to me, with the board members and the staff as my family 

members. I have learned a lot from my fellow board members and I am still amazed that HKSC, a 

well-functioning counselling and training centre can be led just by a group of energetic volunteers and a small 

team of dedicated supporting staff.   

  

As the voluntary counselling director for HKSC, my hopes and wishes have been: (1) to broaden our voluntary 

counsellors' knowledge on the various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2) to help connecting our voluntary counsellors 

to HKSC as well as one another.  To reach these two goals, training workshops as well as sharing sessions for 

counsellors had been hosted regularly in the past year: topics in our training workshops since 2011 include 

Marital Counselling, Mindfulness based practices, Somatic Experiencing, NLP, Focusing, Spirituality in Satir 

model and Accelerated Experiential Dynamic Psychotherapy. It's my belief that through these training workshops, 

our counsellors can be exposed to different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and they can choose what to add on to their 

current Satir counselling practices (via additional training), and ultimately, to flourish as a counsellor with his/her 

unique style. I would like to thank Peter Cheung, Lucy Chung, Kam Wong, Anita Fok, Man Ka-On, Vivien Chan, 

Cammy Cheung and Helen Ma for being the trainers in the forementioned workshops. 

  

As for the sharing sessions for voluntary counsellors, the sessions were warm and casual. The participants can 

share about the experiences of applying Satir therapy in the work and daily living while eating and connecting 

with one another. Many participants were surprised that mini buffets were served in the sharing sessions- yes! It's 

my belief that eating is a way to take care of ourselves such that we'll have the energy to serve others! I would 

like to thank Marie Lam for joining each sharing session and showing her unfailing support! 

  

Starting from last year, three interest groups were also established and each has a different focus (one on 

parenting, another on working with youth and the third one on working with people with addiction). These 

interest groups were opened to the members of HKSC and it was my wish that through gathering the HKSC 

members with similar interests, our wisdom and knowledge in the respective topics can be deepened. 

Furthermore, participants from each of the interest group can also develop mutual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Here, I would like to thank Ellen Wong, Marie Lam and Christopher Ng for taking up the roles as coordinators 

for the interest groups. 

  

In the next two years, all of these training workshops, sharing sessions and interested groups will continue. As a 

preliminary announcement, trainers in narrative therapy, body-mind-spirit intervention, Hakomi method, 

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as well as experts in bereavement counseling and eating disorder etc. had already been 

approached and related workshops will be hosted in the next 12 months.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n any of these training workshops, sharing sessions and the interest groups! 

Let's grow together in Sat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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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Taiwan Satir Center 20
th

 Anniversary 

台灣薩提爾人文發展中心自 1992 年 4 月成立以來，秉持著 Satir 女士強

調的人本主義，透過教學與實務工作去協助專業人員以及一般社會大眾

於個人成長或家庭治療當中。她們的工作就好像在人們的心田播下種子

一樣。去年(2011 年)，薩提爾模式(Satir model)在台灣已經耕耘了二十

年了！她們為了慶祝這個感動的時刻，於 2011 年 4 月至 10 月推出了一

系列 20 週年慶祝活動、工作坊及研討會。 

 研討會於淡江大學台北校園舉行 



為了分享這份喜悅，香港沙維雅中心贊助有興趣參與之會員，一同前往台灣，參加為期兩天的『真誠‧

與生命擁抱 ï- 薩提爾模式的台灣經驗』研討會：一方面向台灣薩提爾人文發展中心道賀，另一方面分

享她們的實務經驗。 

 

同行者：香港沙維雅人文發展中心會員 

我們一群 Satir model 愛好者，一行 14 人，興奮地安排好忙碌的工作後，一起到台灣學習、觀摩及交流。 

 

研討會得著：Satir model 的台灣經驗 

是次台灣的研討會，主辦單位除了台灣薩提爾人文發展中心及財團法人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外，還有

實踐大學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暨家庭諮商與輔導碩士班及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主辦方

邀請台灣各個領域中，以 Satir model 為工作基礎的工作者，就其豐富的實務經驗和研究成果，聚焦在

Satir model 在台灣的經驗上進行交流討論，藉此為大家帶來新的視野和啟發。 

 

研討會的節目十分豐富：第一天的主要活動是 Dr. John Banmen 的專題演講：薩提爾模式發展的四個階

段。Satir model 在 Virginia Satir 過世後，得以持續地不斷發展。事實上，John 整合了 Satir 所做的工作，

並以他多年的經驗和心得，把這模式專業地發展及稱為薩提爾轉化系統治療模式(Satir Transformational 

Systemic Therapy Model)。我還記得 John 說過 Satir model 是 deceptively simple (看似容易)，意思即是我

們要常常身體力行地去實踐，才可以達致得心應手。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跟自己的存在和音(being in-tune 

with our life energy)。下午的主要活動為 Sandy Novak 的薩提爾模式夫妻關係增潤工作坊。Sandy 分享了

她在中國大陸的三至四天工作坊的經驗。當中，Sandy 分享她的心得之餘，還示範了她如何教導夫妻解

決他們之間的差異性，並介紹了一些體驗性的活動，讓我們也一起體驗和參與。例如：她以繩圈分別圍

繞夫妻二人，以代表個人的界線(boundary)；或以背包代表個人背負的原生家庭歷史和未滿足的期待。

我很欣賞這兩位資深的 Satir 導師：我感到 John 很有系統地闡述 Satir model 的發展及精粹和轉化的基本

要素；Sandy 則很熟稔地分享她的心得和 Satir model 幸福婚姻的秘密。 

 

第二天的主要活動是由 Dr. Marie Lam 和楊蓓博士主講的圓桌論壇：薩提爾模式哲學觀的本土化對談。

楊蓓以華人文化中的家庭特色，帶出了 Satir 哲學觀在華人社會涵融和差異，以及在台灣本土文化過程

中的影響和變化。Marie 並以她多年的培訓經驗和應 Satir 哲學觀在華人社會的影響與應用。我看到楊蓓

和 Marie，就好像看到兩位修練深厚的尊者一樣，是那麼祥和，從容和自在。她們的分享由淺入深，並

邀請參與者加入討論和提問，令我們獲益良多。 

 

除此之外，其他同時進行的節目，也是相當吸引和令人鼓舞的。講者們在實務研討的活動中，分享了她

們應用 Satir model 於大學生及青少年的自我探索、親職教育、家庭治療、提升復原力及戒癮動機、女性

家暴犯罪人的出獄準備、生命能量的展現與愛情的交會、具自殺風險的過度哀傷人士，以及在領導技能

發展上之應用等等。最令人感動是她們邀請到一位過來人，分享 Satir model 如何幫助到她提升自我價

值，並從毒癮中走出來。研討會還有兩個工作坊：分別為成蒂的家庭重塑和李開敏的 Parts Party。其實，

要選擇到那一個工作坊或實務研討，都是一個內在的歷程：為自己做抉擇和負責任。尤其是同時進行的

節目，我們都有難於取捨的感覺。因為名額有限，並且每位主持或講者的心得，都是很值得聽，的確是

要面對魚與熊掌的抉擇啊！ 

 

額外之感動時刻：Marie 獲頒發 Living Treasure Award 

Dr. John Banmen 說，傳統上，Living Treasure Award 這個奬是在 The Virginia Satir Global Network 的週

年大會上頒發的。這次適逢台灣薩提爾人文發展中心 20 週年，頒發這個奬就別具意義了。因為，Marie



說她是在台灣長大，每次到台灣也有回娘家的感覺。而且 Marie 曾參與成立台灣薩提爾人文發展中心！

剛巧 Marie 和 John 也在台灣參加這盛會，就這樣，天時、地利、人和，便促使了這感動時刻的發生。 
 

 

                        

 

 

 

 

 

 

 

 

 

 

順道遊覽：西門町、淡水、北投掠影 

其實，自從上次旅遊至今，我已闊別台灣廿八年。這次到台灣參加研討會，對我來說是既熟悉又新

鮮。在研討會的前後各一天，我更可順道遊覽一下久別的台北呢！ 

 

 

 

 

 

                       

總結：歡欣和滿足 

某程度上，四天的旅程似乎是很短的時間。無論研討會或旅遊， 

都有意猶未盡的感覺。雖然如此，我感到很充實和滿足，因為可 

以學習和交流之餘，更認識很多台灣的 Satir 朋友，並順道旅遊， 

增廣見聞，獲益良多。 

 

                                                                 

(參考資料：財團法人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真誠‧與生命擁抱 – 薩提爾模式的台灣經驗研討會』，台灣薩提爾人文發

展中心 20 週年慶系列活動) 

感

動

的

一

刻 

西門町攤販的特色小吃，熱鬧非常。 

北投文物館 欣喜地在機場遇上美麗的蘭花 

適逢雙十節日子，空軍正進行表演

預習 街道上有趣的木頭人臉雕塑 

美化了的電壓箱 

除了學習和交流，我還帶回不少台灣

手信，收穫相當豐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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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書籍和影帶如下： 

1. 維吉尼亞．薩提爾家庭系列影帶~家庭會談 DVD #2 

2. 國際薩提爾大師訪談 DVD 

3. 日漸親近….增潤與己與人的關係 

4. 精神病可以不藥而癒？！ 

 

 

維吉尼亞．薩提爾家庭系列影帶~家庭會談 DVD #2 

這 DVD 介紹 Jane, Gary 和 Kent 這個家庭，正值青少年時期的 Kent 近日常抗拒

上學，這令他的父母很担心。開始時討論的焦點在已存在的親子衝突，之後從親子

關係轉移到夫妻關係。薩提爾幫助這個家庭討論他們對彼此的感覺和想法，並鼓勵

他們尋找在家庭衝突時他們所擁有的選擇。(附中文字幕) 

(會員價：$144 非會員價：$180) 

 

 

國際薩提爾大師訪談 DVD 

相信大家對瑪莉亞．葛茉莉博士和約翰．貝曼博士兩位大師都不會陌生，

但他們認識沙維雅女士及沙維雅模式的經過大家又知道多少呢？國際薩

提爾大師訪談 DVD 就訪問了兩位大師，記錄了影響他們一生的奇遇。

(訪問以英語及普通話進行) 

(會員價：$88  非會員價：$110) 

 

 

 

日漸親近é.增潤與己與人的關係 

原著為：Enriching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self and Others by Sharon Loeschen 

這是一本以沙維雅的教導為基礎，藉此讓讀者可以從中學到如何培養自己的資源，  

以及如何解除轄制。 

(會員價：$64  非會員價：$80) 

 

 

精神病可以不藥而癒？！ 

作著威廉．嘉撒希望藉著本書，讓讀著認識有那些症狀是因為精神「亞健康」

或者不快樂，但其實不是精神病。如果你學習在生活中應用「選擇理論」，便可

以改善精神健康，生活得更快樂。 

(會員價：$108 非會員價：$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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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維雅模式在親職上的應用：研討會及現場示範 

約翰．貝曼博士在 2 月份舉辦了沙維雅模式在親職上的應用：研討會及現場示範。是次報名非常踴躍，研討會那

天更是座無虛席。大部份參加者都認同這次研討會有助啟發引用沙維雅模式去理解親職，也有助在專業工作當中

運用沙維雅模式。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Family Reconstruction 

在剛過去的 3 月，瑪莉亞．葛茉莉博士為中心舉行了家庭重塑專業培訓，讓中心的輔導員進一步學習如何運用家

庭重塑於輔導工作中。 

 

輔導員內部培訓：創傷與身體的訊息 

由鍾淑子小姐及黃金鳳小姐帶領的輔導員內部培訓：「創傷與身體的訊息」，已經於 1 月順利完成。是次活動讓參

加者增加他們對身體訊息的認識及興趣，也學會與自己身體作更多的連繫。最受歡迎的是當中的練習以及應用在

輔導上的技巧部份。 

 

輔導員內部培訓：感動治療  

在 2 月份舉行的輔導員內部培訓，邀請到張淑英小姐為大家介紹「感動治療」，一個著重情感介入、流露、認同

及轉化的心理治療模式。參加者在當中認識到「感動治療」的理論、介入手法及技巧，豐富了他們的知識。 

 

第九屆專業輔導證書課程 PCCC IX 

「第九屆專業輔導證書課程」已於去年 12 月開課。同學們即將會參與第二次工作坊，很快就會開始實習啦！ 

 

227 影帶觀賞 

吳延基先生帶領的每月影帶觀賞，深受會員支持，每次活動宣傳一出，即告額滿。大部份參加者都很欣賞吳延基

先生詳細及清晰的講解，並表示有助他們理解片中重點。下一次的 227 影帶觀賞將會於 5 月 8 日晚上七時在中心

舉行，是次觀看的影帶為「岩石與花兒」。 

 
「專題興趣小組」 

上期介紹的「專題興趣小組」，分別為「學做父母興趣小組」、「青少年工作興趣小組」及「上癮問題興趣小組」，

已經舉行了數次聚會。另外，中心將會有一個新的專題興趣小組，名為「家庭治療興趣小組」。中心希望透過這

個興趣小組匯聚對家庭治療有興趣的同行者，一起交流心得，互相支持，勉勵和學習；並透過分享及討論，深化

應用沙維雅模式於家庭治療工作；增強從事家庭治療的個人及團隊力量，更有效協助受困擾之家庭。 

 

父母學堂之「改變模式，促進成長」 

吳延基先生將於本年 6月 30日至 7月 1日帶領為期兩天的沙維雅模式親職工作坊。導師將分享自己做父親的經驗，

並會運用沙維雅模式的理念，展示如何應用於父母和子女的親子關係上，以提升做父母的信心、效能及一致性。

課程讓父母在親職的過程中，能有效地面對子女在成長階段中給我們的挑戰，與子女共同成長。 

 

沙維雅模式基礎輔導課程 

新一期的沙維雅模式基礎輔導課程將於今年 7 月及 8 月舉行，由陳少玲小姐，陳熾良先生，鍾麗萍小姐及王栢軒

先生帶領，歡迎有興趣學習及了解沙維雅模式的朋友報名參加。詳情可瀏覽中心網頁。 



完成 FR workshop  感到非常

滿足，我找到我自己擁有新的資

源(寶藏)，並承諾會繼續學習愛

我自己，及學習用一致性與丈夫

相處。 

FRE-11 參加者 - SO (社工) 

 

今 晚 能 夠 在 分 享 會

中，再次確實 Satir 在

我們生命中不斷的幫

助 內 在 的 轉 化 和 成

長，認識多些別人眼

中的 Satir，十分感動。 

Voluntary CounselorsΩ 
Gathering 參 加 者 - 

Connie Miu  
 

對改變自己的討好模式，建

立自己的界限有幫助。意識

到與自己在一起是自己的

道路。        

  DT2-11參加者 -張莉(行政) 

 

感謝中心的安排，讓我認識另一個華人社會，台灣應用 Satir 

Model 的經驗，彼此互相分享人生旅程上的學習。 

Voluntary CounselorsΩ Gathering參加者 - Raymond  

 

要勇敢的面對改變，只有改變以

前痛苦的模式，才有機會重生，

享受當下美好的一切！努力是靠

自己，有了健康的身心，才能輕

鬆，快樂，滿足的走完自己的人

生。加油！ 
DT2-11 參加者 ς孫詩惠(商人) 

 

First time for me to experience DT in the 
workshop by Dr. Nitza Broide-Miller.  
Awesome & enjoyful expeience.  I hope DT 
should be used & promoted more in the social 
service of Hong Kong. 

DT2-11 參加者 - Helen Fok  

(Service Manager-Social Worker) 
            

 

Ha Ha 
.ƻŘȅΧ¦ ŀǊŜ ǎƻ 
real, so lovely 
ŀƴŘ ¦ΩǾŜ ǎǘƻǊŜŘ 
ǎƻ ƳǳŎƘΧ 
DT1-11 參加者 - 

Alice  

 

在工作坊我聽到最多是「接納」，也見

證當一個人接納自己的資源，自己的歷

史，就會帶動「尊重」，「重視」以及「愛」

出現，令自己與冰山，自己與家人關係

也正向重整。建立「博物館」工程是非

常浩大，過程可能不安及痛苦，但我相

信如(能夠)建立自己博物館，是值得為

自己驕傲。我希望自己會繼續成長，享

受改變歷程。  

FRE-11 參加者 - Tam Wing Yin Ray 

(Social Worker) 
 

縱使我自信是一個人性的社工，作輔導

的工作，但原來我只會把案主看為人而

接納，卻忘卻了父母丈夫也是人，而對

他們有角色上的要求，看不到他們有時

候做出令我不滿之事的動機或背境，今

次的工作坊讓我認識更多，是我達出成

長的一大步。 
FRE-11 參加者 -何雅嫺(社工) 

 

將對自己的苛刻和嚴厲轉變成深觀，自我檢

查、核對。 

LV2-11 參加者 -黃春妙 

 

- This is the first course in my life to attend 
 without preparation, I prefer to experience in 
 ǘƘŜ ŎƻǳǊǎŜ ƛƴǎǘŜŀŘ ƻŦ ΨƭŜŀrƴƛƴƎΩ ŀǎ ŀ ƭŜŎǘǳǊŜΦ 
- Feeling comfortable in such a natural way. 
- Do appreciate the materials I go through and 
 hope to apply later in my life. 

4LV1-11 參加者 - David Ing (Development) 

幫助我在用這薩提爾模式時，更加系統，更加清晰，

拓寬了我的思維，同時也幫助我更多的觀察，更多

的接納自己，欣賞自己。謝謝！ 
TIFR-12 參加者 -葛君明(培訓師) 

感謝 Marie，眾導師及同學們，在這三天半的工

作坊的教導、指引、分享，讓自己更明白自己的

冰山，個人的原生家庭圖，對自己的影響，對自

的過去多一份認識，多一份接納，多一份欣賞，

肯定自己是 excellent, well done, 對僵化的觀點：

「勤力才不會被別人看低」。我會更愛惜自己及

別人，不用令自己太苦！ 

LV1-12 參加者 -吳子樑 Johnny (社工) 

我很感恩，生命中不同的經歷，令我成

長，學習欣賞尋找自己！我帶著對父母的

愛，寄望把握與他們相處的機會，而不是

恐懼失去他們！！ 

LV2-12 參加者 -單慧芝 (學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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