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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ase report is about th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ith stay-at-home 
experience to show the problem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daptation. The consultant com-
prehensively uses psychoanalysis, cognitive therapy and human centered therapy for the visitors 
to provide psychological help and promote their growth. After eight times’ consultation, the con-
sultation effect is obvious.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of the visitor was improved, the score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the scores of self-esteem scale in-
creased, all of them belonged to the normal range. The success of this case study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work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face of sim-
ilar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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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关于有留守经历的女大学生表现出人际关系适应不良的心理咨询案例报告。咨询师综合运用精神

分析、以人为中心和合理情绪疗法，为来访者提供心理帮助，促进其成长。经过八次的咨询，咨询效果

明显。来访者人际关系得到改善，焦虑和抑郁量表分值明显降低，自尊量表分值提高，皆属于正常范围。

本案例的成功咨询，可以为高校心理咨询工作者面对类似情况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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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资料 

李某，汉族，女，22 岁，姊妹三人，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家住某农村，某校大四学生，家庭

条件不太好。日常活动一般，近期生活方式无重大变化。家中现在只有奶奶一人在家，父母在其小的时

候就在外打工，平常工作忙碌，很少回家，家庭成员之间聚少离多。现在和同学交往总体一般。经详细

询问、调查，父母无人格障碍和其它神经症性障碍，家族无精神疾病历史。 

2. 主诉和个人陈述 

主诉：心情低落，内心冲突，睡眠不好，不能与他人目光和身体接触，有身体右腹发凉的反应，有

焦虑和抑郁情绪，持续时间一周。 
个人陈述：近期，因为要准备教师资格证和研究生入学考试，担心二者复习时间冲突，怕教师资格

证考不过，感觉压力很大。此外，假期有一个月的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在宿舍复习考研，比较孤单。开学

后，有一个舍友回校，刚开始挺好，后来突然有一天产生了触碰难受，不能与其目光接触的情况，持续

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此一个星期，心情低落，身体发凉，觉得周围世界很孤寂，有抑郁情绪。李某还

表达，在高二时期也发生过此类情况。李某想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故前来求助。 

3. 观察和他人反映 

3.1. 一般印象 

李某衣着整齐，神志清楚，面部表情紧张，看起来十分着急，心情较低落。 

3.2. 精神状态 

1) 感知觉、注意品质、记忆、思维状态：感知觉未见异常，记忆力、思维状态正常，易分神。 
2) 情绪、情感表现：面部表情紧张，焦虑，着急。 
3) 意志行为：自控能力基本完好，言行基本能保持一致。 
4) 人格完整性：性格内向，但是保持相对稳定，自知力完整，能主动求医。 

3.3. 社会工作与社会交往 

能坚持学习，社会支持系统不理想，与同学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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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估与诊断 

4.1. 评估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和李某的表述，早期的成长经历和家庭环境对其人格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李

某在其不是很健全的人格伴随下，对生活中遇到的压力事件，不能够应对自如，继而产生内心冲突和一

些不良反应，此时李某就会通过不同的症状表现出来。本咨询中，李某的主要问题表现为与他人目光注

视和触碰困难，存在人际关系适应不良。 

4.2. 诊断 

诊断为：一般心理问题，人际关系适应不良。 
1) 心理测验结果 
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自评，标准分为 53 分，轻度焦虑。 
用抑郁自评量表(SDS)自评，标准分 54 为，轻度抑郁。 
用自尊量表(SES)自评，标准分 27 分，属于正常值。 
2) 对照症状学标准，该求助者表现出焦虑和抑郁症状。从严重程度标准来看，该求助者的反应不甚

强烈，反应只局限在人际交往，没有影响逻辑思维等，无回避和泛化，没有对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从病程标准来看，病程不到 1 个月。因此，诊断为一般心理问题，有轻度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4.3. 鉴别诊断 

1) 与精神病相鉴别：精神病的特点是患者的知情意不统一，没有自知力，一般也不主动就医，常常

表现出幻觉、妄想、逻辑思维紊乱及行为异常等。而该求助者的知情意协调、一致，有自知力，主动求

医，无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的症状，因此可以排除精神病(郭念锋，2012)。 
2) 与严重心理问题相鉴别：严重心理问题的反应强烈，反应已经泛化，对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病程大于 2 个月。该求助者的心理问题持续时间不长且程度并不严重，没有对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可以排除严重心理问题。 
3) 与焦虑性神经症相鉴别：焦虑性神经症在症状表现上主要是焦虑，有持久的痛苦不能解决，对社

会功能造成严重的影响，出现泛化和回避，反应也与初始事件本身不相关，持续时间长，大于 3 个月或

半年。而该求助者虽然以焦虑为主要症状，但未严重到影响社会功能和逻辑思维，没有泛化和回避，因

此可以排除焦虑性神经症。 
4) 与抑郁症相鉴别：该求助者虽然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焦虑等，但与抑郁症兴趣丧失、绝

望感、自罪、自杀行为等典型症状相比，存在明显差别，且病程持续时间短，因此可排除抑郁症。 

5. 病因分析 

5.1. 社会原因 

1) 该求助者的社会支持系统不理想，缺乏社会支持系统的帮助。 
2) 家庭环境影响。自幼与父母分离，与父母之间缺乏亲密感。此外，家中有了弟弟以后，父母把更

多的爱给了弟弟，爱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又因为是家中的老大，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故内心

承受的压力较大。 
3) 遇到了考试的压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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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心理原因 

1) 性格原因：李某性格较内向，比较自卑。其次，对自己要求严格，经常压抑自己的本性。 
2) 存在明显认知错误：总是认为自己有错，认为自己有病。认为自己的过去是悲催的，糟糕至极的。 
3) 缺乏解决心理问题的有效的行为模式。 

6. 咨询目标与咨询方案 

6.1. 咨询目标 

共同确定咨询目标： 
近期目标 
改善与他人目光接触困难的问题，增强人际关系的适应能力，与同学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解决抑

郁和焦虑情绪的问题，调整心态，能够顺利通过考研。 
长期目标 
完善求助者的个性，形成正确的自我观念，悦纳自己，完善人格；提高有效处理各种生活问题的能

力；增强其自信和社会适应能力。 

6.2. 咨询的原理和方法 

咨询过程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心理评估和诊断阶段，建立咨询关系，收集资料，进行心理诊断，

确定咨询目标；第二阶段是咨询阶段，首先帮助求助者分析和解决问题，改变其不合理的认知及不适应

的情绪与行为。第三阶段是巩固与结束阶段，使求助者把在咨询中学到的东西运用于今后的生活中，不

断完善人格，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咨询的主要方法：采用个人中心疗法、合理情绪疗法、精神分析 
1) 精神分析 
首先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求助者个人成长史进行分析，发现其目前问题的心理根源和问题本质。

通过对求助者成长史的梳理，探讨求助者是如何经历既往的人生而发展变化的，帮助求助者更好地应对

当前的生活(李雪飞，2014)。 
2) 以人为中心疗法 
以人为中心疗法的基本假设是人在本质上是可信赖的。人有不需要治疗者直接干预就能了解自己以

及解决自己困扰的极大潜能，只要提供适宜的环境气氛，建立有治疗功能的良好关系，使当事人体验到

那些以前被自己否定和扭曲的感觉，学习接纳自己，增进自我觉察，她们就能朝着自我导引的方向成长。 
因此，在整个咨询过程中，咨询师对求助者始终无条件的积极关注，给予求助者情感上的陪伴、支

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促进求助者发挥他的潜力，改善其不良情绪和行为。 
3) 合理情绪疗法 
合理情绪疗法认为，人们的情绪障碍是由人们的不合理信念所造成。咨询师帮助求治者以合理的思

维方式代替不合理的思维方式，以合理的信念代替不合理的信念，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合理的信念给

情绪带来的不良影响，通过以改变认知为主的治疗方式，来帮助求治者减少或消除他们已有的情绪障碍。 
求助者的认知中存在自我否定、怀疑自己有病和认为自己童年是糟糕的等不合理的信念，在咨询中

就需要帮助来访者用合理的信念代替不合理的，解决其情绪问题。 

6.3. 咨询的时间 

每周 1 次，每次 50 分钟，共 8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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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咨询过程 

第一次咨询 
1) 任务：通过摄入性谈话收集求助者的相关资料，与求助者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确立主要问题，

并协商咨询目标。 
2) 方法：会谈法、倾听技术、情感反应、共情等技术。 
3) 内容摘要： 
李某刚来到咨询室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给我的感觉是拘谨的，神情略显暗淡抑郁，焦虑明显，着急

的想知道自己怎么了。李某表述“半个多月前，存在对舍友目光注视和触摸困难的问题，时间为一周，

经过自己的调节，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接着我对此问题的发生、发展、症状表现、个人情绪感

受等进行了询问，对李某的具体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面谈中，我运用了倾听、情感反应、共情等技术

对求助者的焦虑表示理解，使求助者感到温暖，让求助者的焦虑情绪得到一定的合理宣泄。 
第二次咨询 
1) 任务：加深咨询关系，进一步收集资料。 
2) 方法：主要运用以人为中心和房树人的方法。 
3) 内容摘要： 
咨询中，一方面我感觉李某在极力想知道自己问题的原因，一方面对自己过去还有所防御。故我以

房树人测验来作为突破口，投射出李某潜意识的内容，更好的进行家庭方面的探讨。 
在运用房树人的方法时，我先是向李某简单介绍了什么是房树人测验，然后告诉她一些作画的规则，

用引导词引导李某作画，之后最为重要的是李某对画中内容的描述。整个过程当中对李某表达的内容真

诚倾听，并且对李某全程积极关注。 
李某表述家庭成员共五个人，即爸爸，妈妈，奶奶，妹妹和弟弟。从她的表达中有两个人物是很关

键的，那就是奶奶和弟弟。她谈到从小是奶奶带大，奶奶胆小的性格对其具有一定的影响。弟弟和父母

住在一起，怕父母吵架会影响到他。用精神分析的反向形成来看，她是非常嫉妒弟弟的，羡慕弟弟能够

和父母一起长大和拥有更多的父母之爱。 
第三次咨询 
1) 任务：加深咨访关系，进一步收集资料，对早期经历进行探索。 
2) 方法：会谈、共情、精神分析。 
3) 内容摘要： 
通过与李某的谈话我了解到了李某的一些症状，除了近期发生的目光和触碰困难以外，还具有强迫

行为，高二时曾经有过抑郁状态，抑郁时身体发凉，感觉世界孤寂冷清。说明李某潜在一些人格问题没

有解决，遇到压力事件李某还会受到困扰。可见，留守的经历，对其人格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有研究表

明：留守儿童有明显人格偏离倾向，表现为有多种慢性躯体不适主诉、依赖，冲动，过分敏感，多疑，

紧张，焦虑，退缩，胆小，急躁易怒等人格特征。李某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些问题(徐保锋等，2009)。 
躯体症状也提醒了我在下面的咨询中关注李某的早期经历，对其成长经历做深入的探讨。 
第四次咨询 
1) 任务：加深咨访关系，进一步收集资料，对早期经历进行探索。 
2) 方法：会谈、共情，以人为中心疗法。 
3) 内容摘要： 
李某表述从小与奶奶和妹妹一同生活在农村，后来四年级下的时候转学到县城里，在姑姑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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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刚开始成绩不理想，后通过努力六年级成绩逐渐变好。 
初中和高中都是住校。初中的学校不好，班里同学也都不爱学习。当时宿舍附近有坟地，经常有办

丧事的，李某在这种环境下极度害怕。其将头藏在被子里来抵御害怕，在被窝里用手电筒坚持学习。高

中的时候考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在高二的时候发生了 1 个来月的抑郁。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腹部

发凉，感觉冷清。其表达“当时很少和家人打电话，也害怕奶奶担心，身边没有要好的朋友”。后来因

为换了同桌，使其好转。她说“同桌的积极乐观感染了她，她想到同桌的笑就会身体没有那么冷。她非

常感谢那个同桌，觉得是她当时黑暗人生的阳光”。经过她自己的心理调节，症状好转，考取了大学。 
不难看出，儿童早期经验在其心理发展和人格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代文叶，李晶，2011)，并且李某

的这种留守经历对其影响也是一种长期效应。这几次对李某成长的梳理，发现李某一边经受着生活的考

验，一边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克服困难。虽然过去的经历，让其内心会产生恐惧、强迫和抑郁，但李某还

是具有对抗挫折的潜能。本次咨询中，咨询师引导李某发现自己的力量和潜能。如：在如此艰难的情况

下她一直坚持学习，依然考取了大学，内在的坚强和勤奋都是她的积极资源，并对李某表现好的给予肯

定。 
第五次咨询 
1) 任务：帮助李某分析情绪上的困扰，增强人际适应能力。 
2) 方法：会谈、共情、合理情绪疗法。 
3) 内容摘要： 
咨询中，我还发现李某存在一些不合理信念，这与李某症状的产生有极大的关系。尤其是在与同学

的相处中，她总是在讨好同学，害怕拒绝别人。在她心理有个信念是拒绝了朋友就会失去朋友，总是令

自己陷入两难境地。就此问题，我们对是否能拒绝别人的请求做了讨论。答应和拒接他人的请求是同样

合理的，只不过需要学习一些表达和沟通技巧，使他人能够更好的接受。经过一番交流，李某对此问题

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也更愿意身心一直的表达了，情绪上也不那么纠结了。 
从李某不敢拒绝别人的请求，一方面，折射出李某内心的不安和害怕，她害怕失去朋友，害怕别人

受到伤害，影响的彼此的关系。另一方面，她不够认同自己，不能勇于表达自己，缺乏自信。 
第六次咨询 
1) 任务：解决情绪和强迫观念的问题，进一步改善认知，形成看待事物的合理信念。 
2) 方法：会谈法、合理情绪疗法。 
3) 内容摘要： 
李某说她“总会产生一些强迫观念，有些事情会反复想”。我问到“是什么事情呢”？李某说“一

般是别人比自己好的，羡慕的事情”。我想到李某心理对自己应该是存在否定的，我让李某谈谈她所拥

有的，她说“很少，比没有拥有的少很多”。她说“她渴望妈妈陪伴她成长，渴望拥有更多的爱，希望

成长不要那么痛苦，希望自己更优秀”。我尝试让李某去思考自己成长的美好，去面对和接纳自己的过

去。并作为作业，下次讨论。 
从交流中，我发现李某反复思考，具有强迫观念的事情，都是自己内心觉得匮乏的。在她的认知里

认为自己过去是糟糕的，觉得自己也不够好，否定自己和一些经历。因此，会产生负面情绪。在这个问

题上她的看法是不够全面的，只看到了事物不好的一面，忽略了好的一面。在咨询中我引导李某更辩证

的来看待自己的人生。 
第七次咨询 
1) 任务：认识自我，悦纳自我，完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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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会谈法、以人为中心疗法。 
3) 内容摘要： 
咨询师：觉得自己童年有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啊？ 
李某：有。可以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一起玩耍，可以一起玩家家酒，可以一起去河边边洗衣服边玩水，

可以漫山遍野的跑，奶奶叫我回去才回去。可能因为我比较乖，老师对我也都很好，很照顾我。 
咨询师：还是挺多的呀？ 
李某：多吗？ 
咨询师：你的童年有小伙伴的陪伴，自由的田野，奶奶的关心，老师的照顾。这些都是的呀，现在

的孩子可不一定有那种自由和天真烂漫呢。 
李某：各有各的好吧！ 
本次咨询主要是通过与李某对过去的探讨，引导李某意识到自己的童年有很多的美好，要学会爱自

己，爱自己所经历的。这样，想起来不总是痛苦的，还有甜的。鼓励李某去悦纳自己的一切，无论是好

的还是坏的，都是自己成长中不可缺少的。 
经过此次咨询，在咨询师的引导下，李某越来越多去接纳自己的过去，悦纳自己。 
第八次咨询 
1) 任务：巩固咨询效果，对咨询效果的评估，展望未来。 
2) 方法：会谈法、情感反应。 
3) 咨询会谈摘要： 
李某表达经过对接纳的讨论，她回去思考了一下，觉得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自己就是不能够接

纳自己和过去，才会产生那么多的问题。李某说“她想起了小时候的很多美好，做梦还梦到和小时候关

系很好的朋友一起考研，梦里很开心，很幸福。发现自己的过去也不是那么的糟，还是有很多的美好，

只是被自己忽略了”。 
李某还表达，“我感觉自己不再那么害怕抑郁了，觉得就算抑郁了我也有能力去面对”。李某认识

到挫折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最后，李某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觉得这段时间的交流收获颇多，获得了成长。 
此时的我看到了李某的成长和变化，内心是充满欣慰和欢喜的，也祝愿她考研顺利，我相信即使考

研失败，她也能够勇敢的面对了。 

8. 咨询效果评估 

1) 求助者的自我评价： 
求助者自我感觉精神状态有了改善，和同学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不再那么害怕抑郁和挫

折了，觉得自己成长了。 
2) 心理测验评估： 
SAS 标准分 36 分，SDS 标准分 25 分，SES 标准分 33 分，属于正常范围。说明求助者的焦虑和抑郁

情绪已经明显缓解，自尊也得到了显著提升。 
3) 心理咨询师评价： 
通过八次的咨询，李某症状得到缓解，整个人的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以前开朗，明媚了很多，

身心更加和谐统一了。 
通过回访和跟踪，发现咨询已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李某改善了人际关系，增强了自信心和适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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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咨询过程较完整、有条理。 

9. 总结 

回顾整个咨询，李某的变化，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 
1) 陪伴。李某的成长经历是略显孤独、寂寞和缺少他人的关爱的。咨询师在整个过程中能够尊重李

某，耐心倾听李某的表达，适当时给予支持和鼓励，增强李某的自信心。岳晓东说过，任何一个心理咨

询过程，本质上都是要帮助来询者从自卑和迷茫的泥潭中自己挣脱出来，来询者耷拉着脑袋进来，挺着

腰杆出去(岳晓东，2008)。 
2) 接纳。既有咨询师对李某的接纳，又有李某对自己的接纳。咨询师对李某所的表达的一切症状和

问题，都应该像容器一样将其包容，将不正常正常化。同时，引导李某能够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

不足，正确的看待自己，面对和接纳真实的自己及所经历的一切。 
3) 激发李某内在潜能。人本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潜能，李某能够在痛苦的环境中坚持学

习，不放弃追求，证明其内在具有一定的心理能量。咨询师需要让李某看到其内在潜能，心理咨询就是

力图使个人将不愉快的经历当作自我成长的良机，它竭力使人们积极地看待个人所经受的挫折与磨难，

从危机中看到生机，从困难中看到希望。 
在这个李某身上我看到了千千万万个留守儿童的经历，看到了与我截然不同的生活，但是，这当中

是不存在幸与不幸的。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礼物。这些经历中充满了苦涩与甜蜜，

也是痛并快乐的成长吧！ 
此外，有研究也表明留守儿童的这种经历对大学生人格形成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黄艳苹，李玲，

2007)，有研究也表明,留守经历的大学生比非留守经历的更孤独、内向、情感更冷漠，并且人际敏感度高

于非留守大学生(温义媛，曾建国，2010)。对于这部分有特殊成长经历的大学生，需要引起心理工作者们

的重视，提供有效的心理帮助，帮助他们完善其个性特征，从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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