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碩士學程 

助理教授郭文正著作一覽表 

 

一、期刊 

郭文正（2013）：正向快樂行~談運用敘事治療來實踐正向心理學。諮

商與輔導月刊，328。P5-15。臺北：天馬出版社。 

張伯宏、郭文正（2010）：藥癮者復歸社區前之需求調查暨出所轉介

服務之省思(下)。矯正月刊，211，10-12頁。桃園：法務部矯

正人員訓練所。 

張伯宏、郭文正（2009）：藥癮者復歸社區前之需求調查暨出所轉介

服務之省思(上)。矯正月刊，210，1-4頁。桃園：法務部矯正

人員訓練所。 

郭文正（2009）：藥癮歷程中的失落與其影響。矯正月刊，205，6-11

頁。桃園：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 

張伯宏、郭文正、鄭安凱（2008）：藥癮者復發風險預測之實證研究。

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11，133-168頁。臺北：國立臺北大學犯

罪學研究所出版。(雙審制期刊)。 

郭文正（2008）：焦點解決諮商法於藥物成癮者之運用。矯正月刊，

190期，5-9頁。桃園：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 

張伯宏、鄭安凱、郭文正、陳妙平、曾怡茹（2008）：HIV收容人身

心適應及社會需求之相關研究。矯正月刊，190，9-15頁。桃園：

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 

郭文正（2006）：安非他命及海洛因使用者之藥物使用行為與信念分

析。諮商輔導學報，15，35-68頁。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雙審制期刊)。 



張伯宏、洪嘉璣、郭文正（2006）：本土化戒治處遇整合模式之詮釋

與展望—以台灣新店戒治所為例。矯正月刊，172，8-15頁。

桃園：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 

郭文正、彭瑋寧（2005）：動機式晤談法於非自願個案之運用。諮商

與輔導月刊，240。P37-41。臺北：天馬出版社。 

郭文正（2004）：家族治療取向之藥物成癮治療法。諮商與輔導月刊，

225。P19-23。臺北：天馬出版社。 

郭文正（2004）：藥物濫用者家屬衛生教育方案評估--以台北戒治所

受戒治人家屬衛教座談為例。臺灣社會工作學刊，2。P41-87。

臺北：臺灣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中華民國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工會全國聯合會。(雙審制期刊)。 

郭文正、黃健（2004）：探討性犯罪加害者團體治療中的利他性與人

際互動。中華團體心理治療，10(2)，P11-18。桃園：中華團體

心理治療學會。 

黃健、郭文正（2004）：從失控、衝動到自我調整—如何觀察團體心

理治療成員對於自我控制的轉變。中華團體心理治療，10(2)，

P03-06。桃園：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 

李靜宜、洪嘉璣、郭文正、陳家雯、陳妙平、黃健、蔡慧民1（2004）：

臺灣臺北戒治所「藥癮工作研討會」實錄。矯正月刊，150。P4-7。

桃園：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2。 

陳家雯、郭文正（2004）：探索藥癮理論與實務之結合。矯正月刊，

144。P1-2。桃園：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3。 

李靜宜、洪嘉璣、郭文正、陳家雯、陳妙平、黃健、蔡慧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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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戒治所～來自實務工作者的建議。矯正月刊，138，5-8。

桃園：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4。 

郭文正（2002）：由生存權保障談國民年金制度重要性。長青研究發

展通訊，15，p5-6。高雄。 

郭文正、陳妙平（2001）：社會工作員工作現況調查報告。矯正月刊，

114，3-7。桃園：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5。  

郭文正、陳妙平（2000）：台北戒治所社會工作員專業訓練心得。矯

正月刊，98，2-6。桃園：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6。 

 

二、會議論文集 

郭文正(2016)：生命教育推展-以老福機構安寧關懷志願服務課程為

例。法鼓文理學院人文社會學群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學程主辦

『2016「生命教育與社會關懷」（論壇、研討會、工作坊）（新

北市）』。 

郭文正(2014)：臺灣濫用藥物量表的發展與因素分析。新北市社工

師公會與輔仁大學社工系主辦『專業提升與發展的脈動-社會工

作者實務研究與特色服務』研討會。宣讀之論文（新北市）。 

郭文正、張嫚純(2013)：我國司法藥癮政策之轉變與成效探討：以法

務再犯統計為例。社區諮商研究與實務的趨勢與創意—未來十年

(2013-2023)的展望學術研討會(南投縣)。 

CHANG, M.C. &Kuo, W.C., ( 2013, June). Relapse Rate among Drug 

Users after Discharge: An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Drug Abuse Treatment Programs in Taiwan.Poster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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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d at the 2013 NIDA International Forum :Build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Drug 

AbuseImproving Evidence-Based Treatment,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郭文正、林家興(2012)：影響藥癮者戒癮改變動機之因素探討。臺灣

心理諮商學會主辦「2012臺灣諮商心理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宣讀之論文（臺北市）。 

郭文正（2012）：藥癮者成癮程度、壓力與戒癮動機之關連性研究。

新北市社會工作師公會主辦「社會工作的實踐-實務工作者的工

作論述研討會」宣讀之論文（新北市）。 

郭文正（2012）：藥癮者成癮程度、社會支持與戒癮動機之關連性研

究。臺灣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學會主辦之「精神醫療社會工作實務

研討會」宣讀之論文（臺北市）。 

高瑜菁、廖定烈、廖淑珍、陳美玲、郭文正、黃正誼、吳坤鴻、鄭若

瑟、陳快樂 (2009)：北台灣某戒治所藥癮戒治個案出所後的個

案管理服務需求分析。社團法人台灣成癮科學學會主辦之「2009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壁報展示論文(新竹縣)。 

郭文正（2007）：藥物濫用者家庭情感支持初探—以臺灣臺北戒治所

為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婚姻與家庭治療研究所主辦「2007

年家族治療學術研討會」宣讀之論文（彰化）。 

莊明鴻、郭文正7（2006）：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團體輔導方案：獄中治

療模式-亂倫、戀童性侵害加害人團體心理治療。內政部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主辦：95 年度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犯

罪加害人處遇模式觀摩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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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正（2004）：安非他命與海洛因使用者之使用藥物行為特性與信

念分析。台南：明德戒治分監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手冊。P139-160。 

郭文正、陳妙平、蔡慧民（2004）：團體工作在台北戒治所的推展。

台南：明德戒治分監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手冊。P186-195。 

郭文正（2004）：藥物濫用者家屬衛生教育方案評估—以臺北戒治所

受戒治人家屬衛教座談為例。桃園：藥癮工作研討會（臺灣臺北

戒治所主辦）。 

郭文正、陳妙平、陳家雯、黃健（2004）：點一盞燈照亮康復之路～

「專業處遇後之再犯率調查」暨「復發因素探討研究」。桃園：

藥癮工作研討會（臺灣臺北戒治所主辦）8。 

郭文正、吳志怡（2002）：媒體建構毒品新聞報導之類型研究。台北：

第四屆媒介與環境學術研討會（輔仁大學主辦）。 

李靜宜、洪嘉璣、郭文正、陳家雯、陳妙平、黃健（2001）；『我！

我？我。團體』成果發表暨戒治工作檢討會。桃園：台北戒治

所主辦9 。 

 

三、專書論文與其他著作 

郭文正(2019)：資源篇-成癮藥癮者家庭社會資源網絡介紹。藥癮者家

庭支持服務方案操作手冊，第 6 章。台北：衛生福利部。 

郭文正(2016)：物質濫用處遇理論。物質濫用社會工作實務手冊，第

3 章。台北：巨流。 

郭文正(2016)：面對物質濫用者的工作技巧。物質濫用社會工作實務

手冊，第 4 章。台北：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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澧、郭文正(2013)：受戒治人社會、心理特性處遇評估工具有效

性之研究。法務部 101 年度科技計畫研究報告，研究計畫編號：

101-1301-MOJ02(2)-02。 

郭文正（2012）：藥癮者社會支持、壓力知覺與戒癮改變階段之模式

建構。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論文。 

郭文正（2004）：藥物濫用與共依附現象之相關性研究。桃園：93 年

度法務部委託台灣台北戒治所自行研究計畫。 

郭文正、陳妙平、陳家雯、黃健（2003）：點一盞燈照亮康復之路～

「專業處遇後之再犯率調查」暨「復發因素探討研究」。桃園：

九十二年度法務部委託台灣台北戒治所自行研究計畫10。 

郭文正（2000）：由生存權保障論我國年金保障制度之建構。臺北：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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