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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志 博士 
現職：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教授/執業諮商心理師 
學歷：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諮商與教育心理學系博士 
學術與實務專長：阿德勒諮商與心理治療、正向心理學與幸福、創傷與復原、引導式書寫

療癒、認真玩與敘事、心理師與諮商專業培訓 
近五年大學授課課程：諮商與心理治療理論、諮商理論與技術、諮商與心理治療專題研

究、個別諮商實務、諮商專業實習、阿德勒心理學與阿德勒心理治療、敘說心理與研
究、心理專業倫理與法律、正向心理學研究、正向心理與健康、危機處理與自我傷害 

聯絡郵件：wenchih@gapp.nthu.edu.tw  
聯絡電話：(03)571-5131分機 73821 

實驗室：  
《阿德勒．橡樹子心理空間》實驗室是同好者一個心理諮商服務實踐與研究基地，主要進
行阿德勒心理學及整合正向心理學、復原力與敘說的阿德勒多元心理治療的建構，也關注
心理師訓練的研究與諮商實務應用。我們以阿德勒的座右銘「每個人都能完成每樣事情
Everybody can accomplish everything.」和「凡事都可以有所不同 Everything can also 
be different.」來回應社會對心理健康服務的期許。 

個人信念： 
相信生命是一代傳一代，成長是作為一個人獨特經歷的故事，幸福就是合和過日子。對於諮商
與心理治療，相信療癒是一段重新發現自己、認識自己，和是找出和探究自我的本質之旅。 

以下的已是 
有很好，沒有也沒關係；無解時候，不了了之是終解 

猶如李宗盛的《山丘》…望著大河彎彎 終於敢放膽 嘻皮笑臉面對 人生的難 

也似向蘇軾的學習 蘇軾的《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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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 

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莊子〈秋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