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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main performance of imperfect anxiety of counselors during 
their beginning period. The imperfect anxiety questionnaire was compli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
view results that conducted in 8 junior counselor and 8 senior counselors. 192 counselors were 
tested online by this questionnaire. The Cronbach’s α showed a satisfactory result. (Cronbach’s α = 
0.851). Exploring factor analysis extracted two factors “fear of failure” and “pursuit of perfection” 
from 2 consultants that have imperfection anxiety, the cumulative variance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2 factors was 39.36%. The counselor’s imperfect anxiety questionnaire has satisfactory 
psyc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It is suitable for practical 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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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8名新手咨询师和8名资深咨询师进行访谈，初步了解咨询师在新手阶段所面临的不完美焦虑的主要

表现，并根据访谈结果编写心理咨询师不完美焦虑问卷。用自编问卷对192名咨询师进行线上施测。问卷内

部一致性系数较好(Cronbach’s α = 0.851)，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两个心理咨询师不完美焦虑的两个因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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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失败”和“追求完美”，两个因素累计解释总方差39.36%。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构维度划分合理具有较好

的结构效度。本研究所编制的咨询师不完美焦虑问卷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有临床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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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手咨询师是指从业余助人者向专业助人者转化过程中，刚开始接受专业心理咨询培训的受训人员

(Savickas, Nota, Rossier et al., 2009)。在心理咨询师职业生涯发展道路，大致可以被分为六个阶段(Skovholt & 
Ronnestad 2003)：热心助人者、初学者咨询师、实习期咨询师、初级咨询师、成熟咨询师、资深咨询师。新

手咨询师阶段大致对应上述阶段中第二阶段的时期，是成为咨询师极为重要又极为困难的一步(罗耀平，2007)。 
新手咨询师阶段是咨询师成长的必经之路。倪竞&侯志瑾(2014)的研究指出，新手咨询师在初期阶段，

会用咨询师的框架来反思自己的行为，而这会使新手咨询师对咨询理解的深度降低，对行为的评价更为敏

感。新手咨询师对于咨询的焦虑体现在迫切的需要肯定和认同，尤其是咨询过程中来自来访者或权威的反

馈给自己确定感。Skovholt 和 Ronnesta (2009)的六阶段模型中发现，新手咨询师面临的所有压力背后的催

化剂和核心是专业工作的模糊性。Hill et al. (2007)等发现，新手咨询师在咨询中最常见的体验主要包括“不

知道应该做什么”，“怎样做才是对的”，“来访者并不是理想的来访者”，反映出新手咨询师对于确定

性的渴望和模糊性的焦虑。Skovholt 和 Ronnestad 进一步总结新手咨询师面临的压力来源：强烈的焦虑和恐

惧、需要应对外部评价、情绪界限把握的失度、自我概念的脆弱不完整、咨询认知图示的缺失、过高的期

望以及迫切需要积极的指导(2009)。新手咨询师在认知上的开放性不高，对来访者的情绪关注不足，在咨

访关系上，很难灵活的处理，使咨访关系要么僵硬、要么过于紧密(安芹，贾晓明，戴彦清，&曹娟，2015)。 
新手咨询师的完美主义是咨询师的自我效能感的潜在破坏因素，并且在咨询中破坏咨询师来访者的

关系以及咨询师和督导之间的关系(Arkowitz, 1990)。有研究表明，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与新手咨询师和

来访者之间的治疗联盟有显著的负相关，新手咨询师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与实习咨询师和督导之间的治

疗联盟有显著的负相关(Ganske, 2008)。咨访关系是在咨询过程中非常重要因素，是咨询取得良好效果的

前提条件。新手咨询师的消极完美主义与咨访关系的负相关可能导致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过分关注于咨

询过程的完美或自己在咨询中的完美表现，而忽视来访者的感受和咨访关系，从而导致上文所说的新手

咨询师通常的表现。 
在《完美主义研究》一书中，完美主义被定义为，以完美和不完美作为主要价值判断依据，受追求

“完美感”，回避“不完美感”的冲动驱使，以牺牲做事效率和主观幸福感为代价的一种心理模式(訾非

&马敏，2010)。研究者们逐渐将完美主义分离成两个亚型：健康的完美主义者即积极完美主义和功能障

碍型完美主义即消极完美主义(Paker, 1997)，健康的完美主义者对事物的要求虽然高标准但是适度，做事

有条理性和组织性；功能障碍型完美主义者对事物的个人标准非常高，十分害怕犯错误、在需要做出决

定是优柔寡断。功能障碍型完美主义与上文所说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是同一概念。不完美焦虑是指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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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的工作、人际关系和所有物持有完美要求，期望在这些方面没有任何缺陷，一旦出现即使不重

大的缺陷也会体验到明显的焦虑情绪(訾非，2012)。不完美焦虑是完美主义的核心概念，也是与强迫性人

格障碍诊断标准中的“完美主义”症状最接近的概念。 
因此，新手咨询师的不完美焦虑水平会对咨询过程中的咨访关系产生关联和作用。现有的关于完美主义的

问卷，大多是测量完美主义这一种人格特质，并没有针对咨询师不完美焦虑的测量问卷。现有对于心理咨询师

群体的现有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心理咨询师的普遍胜任特质上，针对于某一项心理特质的深入研究并不多。 
本研究通过咨询师的不完美焦虑的角度切入，探讨新手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的完美主义。通过访谈

了解咨询师尤其是新手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的不完美焦虑，进而根据访谈内容编写《心理咨询师不完美

焦虑问卷》。用以衡量新手咨询师的不完美焦虑水平，帮助新手咨询师了解自己在咨询过程中的状态。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选取 16 名心理咨询师(8 名新手咨询师、8 名资深咨询师)进行深入访谈，探究其在咨询从业过程中的

不完美焦虑。选取的 8 名新手咨询师从业 3 年以下且咨询经验在 200 小时以下，8 名资深咨询师是从业 5
年以上且咨询经验在 1000 小时以上的咨询师。16 名咨询师中，男性咨询师 2 名，女性咨询师 14 名。 

在访谈开始前，邀请访谈对象回答由 11 道题组成的《不完美焦虑问卷》(訾非，2012)。该问卷是由

訾非在临床个案分析的基础上编制的，采用 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不完美焦虑倾向越严重。该问卷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为 0.84，分半信度为 0.82，重测信度 0.84。不完美焦虑问卷与消极完美主

义问卷有较强的的正相关(r = 0.68, p < 0.001)，可以很好地了解到访谈对象本身的消极完美主义水平。 
访谈者的基本情况以及相应的不完美焦虑问卷得分情况如表 1。 

 
Table 1. The subjects’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and the questionnaire scores 
表 1. 被访谈者的专业背景及问卷得分 

访谈对象 从业年限 个案小时数 问卷得分 

新手咨询师    

蔡 1 年半 80 小时 23 

侯 2 年 180 小时 15 

黄 2 年 150 小时 25 

霍 3 年 180 小时 33 

杨 2 年半 150 小时 28 

珊 2 年 130 小时 43 

武 半年 20 小时 19 

尹 半年 20 小时 24 

资深咨询师    

代 8 年 3000 小时 28 

敏 6 年 1000 小时 21 

刘 6 年 3000 小时 26 

陶 4 年 1000 小时 17 

仕 6 年 1100 小时 27 

筱 15 年 8000 小时 21 

志 8 年 3000 小时 21 

张 5 年 1000 小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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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初步问卷填写的是 192 名心理咨询师，其中，男性咨询师 64 名，女性咨询师 128 名；平均年龄

36.2，最大年龄 63 岁，最小年龄 22 岁。问卷同时收集咨询师的从业年限、咨询小时数、接受个人体验

和督导小时数作为后期数据分析的自变量。 

2.2. 过程 

访谈中的内容主要涉及：对心理咨询的看法、从业的基本动机、咨询过程中的不完美焦虑的表现、

不完美焦虑的影响因素、从业过程中对心理咨询的感受变化、对心理咨询的期待、困难个案的处理以及

咨询师自身的完美主义等方面。访谈主要通过面谈、电话访谈的形式进行，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 
根据对 16 名咨询师的访谈结果，新手咨询师和资深咨询师在咨询中不完美焦虑的感受不同，得到

22 个项目的初步问卷。所有的项目以自评和自陈的方式表述。项目采用 5 点量表方式(1~5，分别为“不

符合”、“有点不符合”、“不能确定”、“有点符合”和“符合”5 个选项)，得分越高，表明咨询师

不完美焦虑倾向越强烈。用以测量咨询师咨询过程中不完美焦虑的感受程度，对新手咨询师与资深咨询

师的差别给以量化的衡量。 
问卷采用线上施测。共回收 192 份有效问卷。对 192 份回收的问卷数据使用 spss19.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 192 名被试填写的初步问卷(22 道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 Promax 方差最大斜

交旋转(由于咨询师的不完美焦虑各维度之间是相关的，采用斜交旋转比正交旋转更适合)。对相关矩阵进行

巴特利球体检验，结果显著(χ2 = 1190.58, df = 231, p= 0.000)，KMO 值为 0.838，说明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得到特征值大于 1 的初始因子共有 6 个，解释总方差的 57.28%。根据碎石图，从第二个因

素以后曲线趋于平坦。抽取两个因素，根据两个因素项目的内容，将因素命名为“害怕失败”和“追求

完美”。以载荷大于 0.35，以及在其他因素上载荷小于.30 的标准删除题目，最后保留 17 道题目。对 17
道题目重新进行因素分析，两个因素累计解释总方差 39.36%，“害怕失败”因素包含 8 个题目，“追求

完美“因素分别包含 9 个题目。两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α)分别为 0.805 和 0.746。心理咨

询师不完美焦虑问卷的 2 个因素及项目的载荷见表 2。 
 
Table 2. The factors and loading of counselor imperfect anxiety questionnaire  
表 2. 心理咨询师不完美焦虑问卷因素与载荷 

项目编号 因素 1 因素 2 问卷项目 

10 0.855  我经常担心自己在咨询过程中做得不够好 

1 0.812  作为咨询师，我在咨询过程中经常会担心咨询是否能顺利地进行下去 

8 0.716  在咨询结束之后，因为感觉咨询不够完美，我会拖延不去写咨询反馈 

7 0.612  在咨询开始前，经常会因为心理压力，期待来访者取消咨询 

13 0.595  当我在咨询过程中卡住的时候，我经常会想退缩 

12 0.535  当遇到咨询很难有效果的时候，我总会感觉是我做的不够好 

19 0.483  我在咨询过程中会尽力模仿我的督导或是有经验咨询师 

2 0.477  我总是在意来访者对我是否完全认可 

3  0.788 我希望来访者对我完全满意 

11  0.678 我不希望来访者对我有所质疑 

14  0.663 我总是希望自己跟来访者的咨询过程是完美的 

17  0.597 只有听到来访者对我的认可，我才会有成就感和价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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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6  0.586 我会在每次咨询开始前查阅相关资料、做很多准备 

9  0.548 我期望自己能够很快地抓到来访者的问题核心，尽快治愈他 

5  0.440 我希望咨询能够按照一个标准的框架进行下去 

22  0.368 如果咨询没有做到十全十美，我就会觉得自己做的很差 

16  0.349 在咨询过程中我总是很谨慎，害怕给来访者造成二次伤害。 

3.2. 验证性因素分析 

采用 amos22.0 对回收的问卷结果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结果如下图 1 所示。模型卡方值 CMIN = 
228.92，自由度 df = 118，CMIN/df = 1.94，NFI = 0.760，CFI = 0.864，PMSEA = 0.07 认为模型基本适合。

绝大部分项目在其所属维度上的负荷大于 0.4 说明每个项目对所属因子的解释率较好因此认为该自编问

卷结构维度划分合理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Figure 1. Result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图 1.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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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问卷信效度 

17 个项目的问卷进行问卷信度检验，内部一致性系数较好(Cronbach’s α = 0.851)。 
检验问卷与《不完美焦虑问卷》的相关性，作为本问卷的校标关联效度。被试在填写本研究编制的

问卷的同时也填写了不完美焦虑问卷和工作满意度问卷，对两个量表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咨询师不完美

焦虑问卷与不完美焦虑问卷有很强的相关(Pearson r = 0.68, p < 0.01)。 

3.4. 咨询师不完美焦虑的方差分析 

对 192 名被试在量表上的得分进行方差分析。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 = 9.89, p < 0.01)，不同性别的咨询师不

完美焦虑存在显著差异。男性咨询师(M = 54.62, SD = 1.31)的不完美焦虑水平显著低于女性咨询师(M = 59.68, 
SD = 0.93)。咨询师的年龄的主效应显著(F = 5.17, p < 0.01)，随年龄的增加咨询师不完美焦虑呈下降趋势。 

根据被试咨询小时数的不同将被试分成 5 个组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 5 组被试的分数进行方差齐

性检验，方差齐性(F = 0.69, p > 0.05)，可以进行方差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咨询小时数的主效应

显著(F = 16.16, p < 0.01)，咨询时长对于咨询师的不完美焦虑存在显著影响。不同咨询小时数的咨询师不

完美焦虑得分见表 3。 
 
Table 3. Imperfect anxiety scores for different counseling hours 
表 3. 不同咨询小时数的咨询师不完美焦虑得分 

咨询小时数 100 以下 100~300 300~1000 1000~2000 2000 以上 

M 66.55 58.02 55.17 54.05 54.59 

SD 9.285 9.978 9.388 0.641 9.189 

n 42 44 36 38 32 

 

随着咨询小时数的增加，咨询师的不完美焦虑水平逐渐降低。对不同咨询小时数进行LSD多重比较，

咨询小时数为 100 小时以下和 100~300 小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100~300 小时咨询师的不完美焦虑水平

显著低于 100 小时以下的咨询师。100~300 小时与 300~1000 小时、1000~2000 小时和 2000 小时以上之间

的不完美焦虑得分差异不显著。 
在上文探索性因素分析中，提取出咨询师不完美焦虑的两个维度“害怕失败”和“追求完美”两个因素

上，咨询小时数的主效应都显著(害怕失败 F = 16.03，p < 0.01；追求完美 F = 12.48，p < 0.01)。同样，对两个

因素的不同咨询小时数进行 LSD 多重比较。在“害怕失败”的因素上，100 小时以下与 100~300 小时、300~1000
小时与 1000~2000 小时差异显著。在“追求完美”的因素上，100 小时以下与 100~300 小时差异显著。 

除咨询小时数外，咨询师的个人体验和督导小时数也会对其不完美焦虑产生作用。 
同样根据被试个人体验小时数的不同将被试分成 5 组，5 组被试的方差齐性(F = 0.82，p > 0.05)，可

以进行方差分析。对 5 组被试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个人体验的主效应不显著(F = 2.35，p > 0.05)。不同

个人体验小时数不完美焦虑得分见表 4。 
 
Table 4. Imperfect anxiety scores for different personal therapy hours 
表 4. 不同个人体验小时数不完美焦虑得分 

个人体验小时数 15 以下 15~50 50~100 100~300 300 以上 

M 60.36 60.35 57.55 54.93 55.45 

SD 12.336 9.694 9.616 10.513 10.932 

n 39 49 38 4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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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5 组数据进行事后检验，15~50 小时与 100~300 小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他自变量的水平之间

差异不显著。不同个人体验小时数不完美焦虑得分之间的比较见图 2。 
 

 
Figure 2. Imperfect anxiety scores for different personal therapy hours 
图 2. 不同个人体验小时数不完美焦虑得分 

 

根据被试接受督导小时数的不同也将被试分成 5 组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5 组被试的方差齐性(F = 1.37, p > 
0.05)。督导小时数的主效应显著(F = 7.93, p < 0.01)。不同督导小时数不完美焦虑得分见表 5。 
 
Table 5. Imperfect anxiety scores for different supervision hours 
表 5. 不同督导小时数不完美焦虑得分 

督导小时数 15 以下 15~50 50~100 100~300 300 以上 

M 63.12 61.1 55.97 52.26 56.15 

SD 10.498 10.924 10.212 9.52 6.991 

n 41 49 39 43 20 

 

对 5 组数据进行事后比较，15~50 小时与 50~100 小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余自变量之间的差异不

显著。 

4. 讨论 

本研究经过对新手咨询师和资深咨询师的访谈，初步了解咨询师在新手阶段所面临的不完美焦虑的

主要表现。心理咨询师的成长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一个心理学的爱好者逐步蜕变为一个成熟的

咨询师，六个阶段一般需要几年的时间。心理咨询师在新手阶段，会对咨询抱有着完美的期待，对咨询

有着很多理想化的期许。因此在咨询过程中往往会表现的过于追求完美同时害怕失败，对于自己在咨询

中的表现有很多的不完美焦虑。这些咨询师自身的情绪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咨访关系的建立，引起咨询师

在咨询过程中的反移情，比如会经常性的在咨询中体验到被否定、挫败、被挑战等情绪，而这些反移情

的情绪对于新手咨询师来说常常师难以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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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访谈结果编写心理咨询师不完美焦虑问卷。对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咨询师的不完美焦虑

包含两个主要的因素“害怕失败”和“追求完美”。这和完美主义的定义中，追求“完美感”，回避“不

完美感”的驱动(訾非&马敏，2010)相吻合。在回避动机的驱使下，完美主义者很容易产生对于不完美的

焦虑。因此，完美主义者相对于其他人会比较容易体验到焦虑、恐惧等消极负面情绪。而强烈的趋近完

美的动机也往往会因为追求完美受挫，而体验到挫败感、失望感和愤怒情绪。咨询师在刚刚开始从业的

新手阶段有与完美主义相似的完美主义的心理动机。 
用该问卷进行实测，并对被试问卷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新手咨询师和资深咨询师在不完美焦虑上确

实存在差异。随着咨询小时数的增加，咨询师的不完美焦虑水平逐渐降低，100 小时以下与 100~300 小

时的咨询师不完美焦虑水平下降最为显著。咨询师从事心理咨询在 100~300 小时，不完美焦虑水平会出

现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也许是由于咨询师掌握已经接触了一定数量的个案，受到了来访者一定程度的

认可，掌握了咨询的基本框架，对于咨询的不确定性已经有所缓解；同时，对于咨询的理想化逐渐破除。 
咨询师的个人体验和督导也对其不完美焦虑的减轻产生一定的作用。尽管在方差分析中个人体验的

主效应没有达到显著的水平，但从图 2 中依然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15~50 小时与 100~300 小时之间存

在显著差异。随着咨询师个人小时数的提升，咨询师对于自身不完美焦虑会有更敏锐的觉察，有利于其

降低。督导对于不完美焦虑的主效应显著，督导可以帮助咨询师同时区分自己在咨询中的不合理期待，

同时与督导师的交流也为新手咨询师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咨询模式，降低了不完美焦虑和不确定性。

有研究表明，督导师为新手咨询师督导的重要工作内容及处理对策包括：缓解焦虑，规范咨询框架，保

持价值中立，鉴别精神症状，恰当处理转介，提升个人议题觉察能力，培养伦理敏感(安芹&贾晓明，2018)。
督导提供的咨询框架和对于鉴别诊断的部分，给予了新手咨询师对于咨询的确定感。同时，很大程度上

提升了新手咨询师的对自身焦虑状态的自我觉察。另外，对于自身个人议题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

完美主义倾向的消极影响。 
另外，女性咨询师的对咨询的不完美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男性咨询师。不完美焦虑问卷中，并没有显

著的性别差异，猜测可能的原因是问卷被试男女比例并不均衡导致。 
由于问卷的样本量有限，人为将被试划分为 5 个区组进行方差分析，可能会由于区组效应对最终的

结果造成影响。另外由于心理咨询师群体性别差异较大(女性咨询师居多)，因此被试样本中女性咨询师的

数量明显对于男性咨询师，被试性别数量差异较大，这可能是造成性别间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 
本研究只是对于心理咨询师不完美焦虑的一个初步的研究，对于影响不完美焦虑降低的因素，督导、

个人体验等如何对不完美焦虑进行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心理咨询师不完美焦虑问卷的完善

还需要大数据样本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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