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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世界心理治疗大会简讯

第四届世界心理治疗大会(The 4th World Congress for Psychotherapy)于 2005 年 8 月 26- 30 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

行。来自世界五大洲的 3500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 , 其中拉丁美洲的代表占一半以上。中国的代表共有 8 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

大会的主题是“ 心理治疗 : 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

会议之前 , 世界心理治疗学会(The World Council for Psychotherapy, WCP)召开了执委会和会员代表大会。在执委会上 , 世界心理

治疗学会主席 Pritz A 首先介绍 WCP 三年来的情况 , 然后澳大利亚代表介绍悉尼和南非代表介绍班德申请举办 2011 年会议的情况。

会议经表决同意悉尼举办 2011 年会议。此后 , 中国代表钱铭怡介绍 2008 年将在北京举办第五届世界心理治疗大会的筹备情况。对于

中国的筹备工作 , 与会的执委表示满意 , 他们对中国专门设计的具有文化特色的会标非常感兴趣。在随后举行的会员代表会议上 ,

Pritz A 博士再次当选为世界心理治疗学会主席 , 我国的钱铭怡教授、日本的 Sasaki Y 教授和印度的 Shankar G 博士再次当选世界心理

治疗学会亚洲副主席。

在为期 4 天的会议中 , 每天上午在几个分会场同时进行主题报告 , 下午进行专题研讨会、工作坊、专题报告等。共有专题会议 178
个 , 分组会议 114 个 , 工作坊 261 个 , 圆桌讨论会 121 个 , 其他发言 509 个 , 墙报 114 个。会议内容涉及各国心理治疗发展状况、不同心

理治疗学派的发展、不同心理治疗对各种心理问题或障碍的治疗、心理治疗如何面对全球化、积极发展带来的问题和变化、西方的心

理治疗、心理分析的运用、心理治疗培训、灾难的心理干预、拉丁美洲的国情与治疗等等。

我国 6 名代表在会议上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分组会议 , 专门介绍中国的心理治疗及发展情况。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梁永亮教授

和北京大学钱铭怡教授主持 , 内容涉及 : 中国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发展( 韩布新) 、中国循环督导模式的理论与应用( 钱铭怡) 、心理剧

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桑志芹) 、强迫症病人认知功能的实验研究( 钟杰) 。代表们的发言整体水平较高 , 受到与会代表欢迎。许多会议

代表第一次了解了中国的心理治疗相关情况 , 并且提出了不少问题。他们的提问反映了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会议期间 , 具有中国

血统的阿根廷的 Teresa Yuan 博士还介绍了在中国开展心理分析培训的经验。

从与会代表的发言看 , 仍然是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 英国、奥地利等) 的发展较快 , 其次为阿根廷 , 亚洲整体上还不能与之相比。

中国和日本可能处于第三方阵。另外 , 从此次会议上了解到 , 阿根廷的心理治疗非常普及 , 专业人员多 , 而且水平较高。拉丁美洲心理

分析治疗的发展更为突出。

此外 , 本次参会的中国代表肩负着宣传 2008 年在北京举行第五届世界心理治疗大会的任务。我国代表与世界心理治疗学会主

席 Pritz A 探讨了与 2008 会议组织有关的事宜 , 了解了本届阿根廷会议的运作经验 , 与在北京之后办会的悉尼同行建立了良好关系。

我国代表在会议期间办了 WCP2008 会议展台 , 发放小礼物和会议通知两千多份 , 宴请了 WCP 执委会委员和本次会议拉丁美洲的组

织者 , 增进了相互的关系和了解。会议期间 , 多国代表与中国代表进行了交流 , 并对到北京参加 2008 年的会议表示了极大的兴趣。

闭幕式上 , 钱铭怡代表中国 2008 年会议组委会向代表们介绍了 2008 年会议的筹备的情况 , 欢迎与会者到中国参会。中国心理

卫生协会、中国心理学会和北京大学心理系将于 2008 年 10 月 12- 15 日在北京共同主办第 5 届世界心理治疗大会 , 会议主题是“ 东

方和西方: 全球化面临的挑战”。 钱铭怡 韩布新 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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