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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實話，對於考試結果我相當意外，因為，對於多數報考臨床心

理師的應考人而言，只不過是論文口試後一個月的事情，扣除修改論

文的時間，只剩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可以準備考試。因此，我相信多數

的考生都是在此倉促的情況下在準備考試，我也是其中一員，既然倉

促，對於準備考試的時間自然是不足的，故在此心得感想中，我比較

想談的是如何在不充裕的時間下，準備心理師國家考試。

首先，要了解心理師專技考試各科目平均分數必需及格，這意味

著我們準備的方向是全面性的，而非專精於特定的領域。因此，對於

臨床心理學的範疇如何能有完整的認識，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在

此，並建議將變態心理學的教科書認真地讀過，特別是心理病理描述

的部分，盡可能的背起來，包括相關的理論與研究，尤其是神經機制

與病理特徵相對應的關係，不要抱著僥倖的心態；另一方面，對於

DSM-IV 的基本診斷邏輯要加以掌握，所謂掌握不見得是鉅細靡遺的

了解每個診斷，而是要了解在進行診斷時，需考量的因素有哪些？如

持續時間，排除條款等因素。另外一點要提醒各位的，或許有些人會

因為準備時間不夠，於考試前選取中文翻譯本閱讀，然就個人經驗而

言，翻譯的書籍需特別注意是否有誤，以避免獲得錯誤的知識。

再來，若行有餘力，對於健康心理學與自殺防治之相關議題，需

特別補強。就我個人而言，對此兩領域幾乎完全不了解，也是到考試

前才開始閱讀相關書籍，試圖了解其中的重要理論模式。我覺得在準

備心理師考試的同時，也同樣在考驗我們收集資訊的能力，考試範圍



很廣，我們只能從過往的考題中猜想哪些議題是相對重要的？而這些

相對重要的議題，又有哪些理論模式是當中較為經典的？我們永遠都

會面對很多不易了解的現象，但是研究所的訓練提供了許多方法，讓

我們試圖去了解、分析這些現象，並且改善。

最後，我覺得各位在考試前一週左右，可試圖作一份屬於自己的

筆記，這份筆記不是詳細的書籍內容摘要，而是能協助自己記憶的大

綱，幫助自己在考試前一兩天可以迅速的複習。

最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其實準備考試的過程中常常會有個感

覺：我怎麼都不會寫這些題目而感到挫折。我想，這是很普遍的現象，

但我們要相信自己在研究所所學的，以及實習時所經歷與承受的，因

為那些都是讓我們成為一名「合格」心理師的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