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3, 13(10), 4789-4800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0602   

文章引用: 刘艺炜(2023). 精神分析视角下对隔代抚养青年社会化障碍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 心理学进展, 13(10), 
4789-4800. DOI: 10.12677/ap.2023.1310602 

 
 

精神分析视角下对隔代抚养青年社会化障碍 
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 

刘艺炜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3年9月12日；录用日期：2023年10月19日；发布日期：2023年10月31日 

 
 

 
摘  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家庭结构下的育儿模式受到冲击，

近年来，离婚已成为正常现象，留守儿童也逐年增加，在种种压力下，许多儿童只能与祖父母一起居住

并由其抚养长大。隔代抚养下的代际沟通障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的人格社会化进程与心理社会化

发展，还会产生子女与父母间的亲子关系障碍，隔代抚养下子女存在的心理问题以及人际交往等问题在

成年后显现出来，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目前国内关于亲子关系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最多，教育学次

之，社会工作专业在该领域还未真正发挥出优势。本文在精神分析视角下，采用社会工作方法，对一个

生长于隔代抚养家庭下存在社会化和亲子关系障碍的青年进行分析与介入，帮助其改善亲子关系，恢复

其正常的社会功能。由于小兰在找到笔者时具有积极的求助动机，因此笔者的介入较有成效。本研究以

描述小兰的经历为主，分析小兰早期童年创伤性经历对其当前的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影响，笔者协助小兰

一同认识其意识结构中的潜意识部分、帮助小兰认识、增强自我、最后鼓励小兰将个人的心理防御机制

进行从消极到积极的改变。由于本文采用个案工作方法且工作时间较短，笔者进行了反思，希望能为后

续隔代抚养家庭下的社会工作实务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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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traditional parenting model under the family structure 
has been impacted. In recent years, divorce has become a normal phenomenon, and left behind 
children have also increased year by year. Under various pressures, many children can only live 
with their grandparents and be raised by them.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barriers 
under intergenerational upbringing can to some extent affect the process of personality socializa-
tion and psychological soci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can also lead to obstacles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The psychological and interper-
sonal communication problems of children under intergenerational upbringing are becoming in-
creasingly prominent in adulthood and are being paid attention to. At present, there is the most 
research 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n psychology, followed by education. Social work 
majors have not yet fully demonstrated their advantages in this fie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this article adopts social work methods to analyze and intervene in a young per-
son who grew up in an intergenerational upbringing family with socialization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disorders, helping them improv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restore their normal 
social functions. Due to Xiaolan’s positive motivation to seek help when finding the author, the 
author’s intervention has been more effective. This study mainly describes Xiaolan’s experience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her early childhood traumatic experiences on her current psychologi-
c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The author assists Xiaolan in understanding the subconscious part of 
her consciousness structure, helping her understand and enhance herself, and finally encouraging 
Xiaolan to change her personal psychological defense mechanism from negative to positive. Due to 
the use of case study methods and the short working hour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has reflected 
and hopes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future practical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under interge-
nerational upbringing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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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隔代抚养是我国当前家庭结构的形态之一，在经历了 20 世纪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变迁发展后，李

连友等人(2021)研究发现，隔代抚养成为家庭应对育幼压力的主要途径。针对隔代抚养家庭中被抚育对象

出现的多种问题，已有多名学者进行了社会工作的介入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效。刘靖(2014)运用小组工作

方法设计亲子活动，增进了家庭成员间的感情联系；班苑纯(2023)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需求分析发

现可以用个案工作等社会工作介入方法来解决留守儿童的隔代教育问题；曾建平，罗红平(2018)则发现对

农村儿童隔代教育的介入有利于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提升局部教育水平。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隔代

教育家庭的路径，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青少年隔代教育中所产生的问题，也能促进青少年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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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王莎莎，严云鹤，2021)。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隔代教育都普遍存在并逐渐成为家庭教育中的

一种主要方式。隔代教育背景下，儿童的行为、心理方面都容易出现问题并对其之后的人生产生影响，

而社会工作的介入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隔代教育问题(艾媛，2020)。在隔代抚养模式下，祖辈承担起抚养

责任，为孙辈提供生活保障和情感支持，孙辈祖辈之间的隔代抚养冲突，不仅对祖辈与孙辈之间的正常

生活、家庭关系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杨康，2022)。张海东(2020)提出隔代抚养对代际

交换产生了实质性的挑战和影响，他采用结构式家庭疗法对隔代教育双方的互动关系实施干预，改善并

重构了不良的家庭结构；由于多数隔代抚养家庭的儿童从小便由祖辈参与抚养，被抚育对象的依恋关系

和亲子关系也会受到消极影响，从而影响核心家庭结构的稳定性(郑佳然，2019)。研究发现，我国有 48.36%
的老年人隔代照料孙辈，只有临时性的低强度照料才有利于代际关系和谐(纪竞垚，2022)。陈传锋等人

(2022)的研究结果更是显示隔代教养家庭对幼儿的依赖人格有消极影响。由此可见，隔代抚养家庭对祖辈

和孙辈都有一定的消极影响，本文旨在用精神分析理论对隔代抚养家庭的被抚育对象进行社会工作的个

案工作介入，以解决其存在的社会化障碍问题。 

2. 理论内容 

精神分析理论在社会工作理论中属于社会行为范式，是弗洛伊德于在研究精神病学的基础上于 20 世

纪初创立，它对西方的心理学及人文科学均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历史上，曾

经历过一段精神分析的“洪水期”，在那一时期，社会工作者与心理咨询师在职业上发生重叠，足以可

见精神分析理论在西方的盛行，随后，功能主义的出现分走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界的“半壁江山”，最后

逐渐发展成今天社会工作介入的综融理论视角。 

2.1. 核心概念 

精神分析理论的假设是社会行为受制于人的本能，其内容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发展完善，核心理论的

概念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2.1.1. 本能和心理能量 
弗洛伊德认为本能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本能可以分为生本能和死本能，生本能是与自我保

护有关的及性的驱力，其中性驱力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处于重要地位，是性心理发展阶段论的核心；死

本能分为外向的和内向的，外向的死本能表现为对他人的暴力行为等，内向的死本能表现为自虐、自毁

等行为。 

2.1.2. 意识层次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意识结构可以分为意识、前意识、无意识(潜意识)三个层次，潜意识最不易察

觉，与本能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对人行为的影响无处不在，处于决定地位；社会工作者若要解决服务对

象的问题就必须挖掘其意识下潜意识部分的内容。 

2.1.3. 人格结构理论 
弗洛伊德将人格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若三者失去平衡，则会导致人格发展障碍。本我遵循快乐

原则，是基于个人的本能而产生的欲望，本我是无意识的，不易被个体所觉察。自我是自己可意识到的

执行思考、感觉、判断或记忆的部分，自我遵循现实原则，需要平衡本我与超我之间的关系。超我遵循

道德原则，是由个人成长过程中对于道德规范的不断内化和个人理想、价值观一同组成，超我可以监督、

批判及管束个人出于本能但与社会规范不相符的行为。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0602


刘艺炜 
 

 

DOI: 10.12677/ap.2023.1310602 4792 心理学进展 
 

2.1.4. 性心理发展阶段论 
性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主要分为口欲期、肛门期、生殖器期、潜伏期、生殖期五个阶段，口腔期为婴

儿期，大约在出生后的 0 到 18 个月，此时婴儿的生本能要求吮吸乳汁，婴儿即通过口腔获得性满足，若

得不到满足，婴儿成年后可能出现暴饮暴食或抽烟等行为；肛门期为 2~3 岁，这一阶段排泄成为婴儿性

快感的主要目标，此阶段养育者应通过排便训练来培养幼儿的自主能力，这一时期会形成“肛门排泄型”

或“肛门滞留型”人格。性蕾欲期是最重要的心理性欲阶段。发生于 3~6 岁，此阶段儿童可能产生俄狄

普斯情结；潜伏期处于 6~13 岁左右，在这期间没有明显的性发展表现，这阶段的特色是儿童失去对与性

相联系的活动兴趣，而把能量集中在其他事情上；生殖期为成年期，随着生理发育的成熟，个人的兴趣

逐渐地从自己的身体刺激的满足转变为异性关系的建立与满足。 
该理论认为服务对象早期的童年经历和养育方式对服务对象的人格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服务对象

的心理或行为问题都可以归因于其童年经验尤其是创伤性经历中。 

2.1.5. 焦虑与防御机制 
焦虑与防御机制部分是指当个人的人格结构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个体会产生焦虑的情绪体验，此时

个体会采用心理防御机制来缓解焦虑并消除不适的情绪。主要方法有：否认、替代、认同、投射、合理

化、反作用、退化、压抑、升华、防御等，这些机制运用得当，可以减轻痛苦，但运用过度就会表现出

焦虑抑郁等病态心理症状。最后，转变中的精神分析治疗方法强调“此时此地”的重要性。 

2.2. 精神分析视角下的分析要点与实际应用 

2.2.1. 无意识 
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思维和情感对个体行为和决策的影响。无意识包含我们不容易察觉的欲望、冲

突、情感和记忆。 

2.2.2. 冲突 
精神分析认为人类内部存在冲突，这些冲突可能来自于欲望、道德、内疚感等。解决这些冲突可以

有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 

2.2.3. 童年经验 
精神分析强调童年经验对成年人的行为和性格有着深远的影响。童年的早期经验、父母关系等会在

成年后继续发挥作用。 

2.2.4. 转移和反转移 
精神分析治疗中，患者可能会将他们的情感和情感关系转移到治疗师身上，这被称为转移。反过来，

治疗师也可能对患者产生情感反应，这被称为反转移。这些过程可以揭示出患者的内心冲突和问题。 

2.2.5. 梦境分析 
弗洛伊德认为梦境是无意识思维和欲望的表现。因此，精神分析师经常分析患者的梦境以深入了解

他们的内心世界。 
以上要点在实务操作中被应用到的有“无意识”、“冲突”与“童年经验”，笔者通过对案主基本

情况的分析，寻找到其意识中的矛盾之处，然后对其童年经历进行挖掘，找到根植于潜意识中对案主产

生影响的童年重要经验，与案主一起，分析当前其内心冲突与现实矛盾的来源。在将案主的现实冲突问

题归因于童年经验后，找到这重要的经验对其无意识及人格发展的影响，通过积极的心理暗示鼓励案主

克服内心的矛盾与怯懦，正视自己的不足并寻求成长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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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社会化障碍研究的社会重要性 

社会化障碍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它关注了社会中一部分人群在社交互动、沟通、适应和

融入社会的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具体来说，有以下六个方面： 

2.3.1. 改善个体生活质量 
社会化障碍研究帮助了解了这些障碍的性质和原因，有助于为受影响的个体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治疗。

通过有效的干预和治疗，个体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减轻焦虑、抑郁和社交障碍等心理问题。 

2.3.2. 促进心理健康 
社会化障碍可能导致心理健康问题，如社交焦虑症和抑郁症。通过研究这些障碍，可以开发更有效

的心理治疗方法，有助于改善受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 

2.3.3. 减少社会排斥和歧视 
对社会化障碍的研究可以帮助社会更好地理解这些障碍，减少对受影响人群的歧视和排斥。提高公

众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助于创造更包容和理解的社会环境。 

2.3.4. 提高教育质量 
社会化障碍研究也与教育领域相关，因为在学校和大学中，一些学生可能面临社交和情感障碍，这

可能影响他们的学习和教育经历。了解这些障碍有助于开发更好的教育策略和支持体系，以满足所有学

生的需求。 

2.3.5. 帮助个体职业发展 
社会化障碍可能对个体的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通过研究和治疗，可以帮助受影响的人更好地适

应工作环境，提高他们的职业机会和成功的可能性。 

2.3.6. 节约社会成本 
社会化障碍可能导致医疗和社会资源的浪费。通过早期干预和治疗，可以减少社会成本，包括医疗

费用和社会支持。 
总之，社会化障碍研究对于改善个体生活、促进社会包容、提高心理健康、改进教育和减少社会成

本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它有助于创造更具同情心和理解的社会环境，使受影响的个体能够更好地融入

社会，实现更高的生活质量。 

3. 案主简介与需求评估 

3.1. 案例选择背景与基本情况介绍 

小兰，女，22 岁，笔者朋友，主动求助于笔者；小兰大学毕业已有一年，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目前

工作压力大，生活作息不正常，有辞职念头；恋爱不顺，多次在凌晨独自出门或醉酒后独自回家，自述

工作不顺心时会去江边待到半夜以寻求平静，常望着江面发呆，有想跳下去的冲动，但总会以江面灯塔

比作希望以告诉自己要继续坚持；小兰情绪不稳定，常常感到沮丧和无力。小兰父亲在她幼儿时有酗酒

和家暴行为，后父母在她七岁时离婚，小兰即与祖父母一起生活，小兰祖父母文化水平较低，育儿方式

较为溺爱且不科学。小兰起初很想念母亲，但小兰的祖母对其父母存在强烈的不满情绪，常跟小兰说她

父母的坏话，小兰父亲一家也常阻挠小兰与其母亲见面，小兰自述无法忍受这种痛苦所以选择忘记母亲，

后小兰父母各自再婚且育有子女，目前小兰跟父母的关系愈发疏离；小兰目前工资较低，房租较高，个

人生活也不够节俭，大部分支出都在餐饮美食和服饰消费上，有时小兰还要靠家里接济；小兰无法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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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支出又急于抚养回报祖父母，两者的矛盾让小兰痛恨自己的无能，精神上备受折磨。 
案主社会关系网络较为单薄，小兰出身县城，家庭普通，父母收入不稳定，祖父母有退休工资；小

兰父母因年纪较大而子女尚幼，无暇顾及小兰的生活，双方沟通较少。小兰与祖父母关系亲切，节假日

也都与祖父母一起度过，很少与父亲或母亲见面，大学后，小兰父亲收入不佳，小兰的学费和生活费都

由祖父母负担，对此，小兰一直心怀不满且认为是自己给祖父母徒增负担。小兰的朋友多为其高中同窗，

但目前都分别在不同城市，小兰在自己所在城市没有好朋友，常常感到孤单。 

3.2. 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进行需求评估 

精神分析理论关注潜意识和案主的早期经历，对于童年经历较为复杂的小兰，其成年后的偏差行为

常受童年创伤的影响，小兰父母离异多年，各自组建新的家庭，被祖父母抚养长大，与父母较少沟通与

见面，自我认知不清晰，超我较强但自我很弱，小兰目前存在的沮丧情绪与亚危险行为都与其童年经历

有关，可以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进行评估、分析和治疗。根据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小兰存在以下三点需

求： 

3.2.1. 建立亲密关系的需求 
小兰早年与父母的亲密关系未能建立，现在与男友的亲密关系也出了问题，朋友也都不在其身边，

大学四年小兰未能交到朋友，说明小兰的人际交往能力需要提升，而小兰现在急需修复与父母的亲密关

系。 

3.2.2. 增强并巩固自我的需求 
小兰目前处于自我纠结和矛盾中，是由于其刚毕业工作不顺而又急于回报祖父母，可以看出小兰道

德规范较强，超我较强大；而小兰在凌晨出门和在江边独坐的行为说明其有自毁倾向，是本我中的死本

能在向内作用；超我和本我出现矛盾而自我未能平衡，人格出现失衡；由于小兰在成长过程中未能得到

家长的科学引导，自我同一性较弱，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帮助小兰增强自我，巩固自我，同时应协调环

境资源帮助小兰适应目前工作和生活的环境。 

3.2.3. 合理运用防御机制的需求 
当案主的人格结构失衡并出现冲突时，就会产生焦虑并触发防御机制，合理运用机制可以减轻案主

内心的痛苦，但运用不当或运用过度就会伤害案主，小兰在出现矛盾和焦虑时运用了压抑的消极的防御

机制，社会工作者需要引导小兰运用升华等积极的心理防御机制，同时帮助其宣泄内心压抑的从未消失

的消极潜意识。 

4. 实务介入过程及分析 

4.1. 与案主进行首次会谈并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基础 

首先，社会工作者在了解案主的基本情况并确定自己有能力去帮助其成长后，就可以与案主进行实

质性接触并应运用同理、尊重等专业态度，客观中立地分析案主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同时，社会工作

者要警惕自我价值的涉入，要尊重案主的自主性和个别性，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案主，价值中立是

难以完全实现的，但是可以通过提升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的敏感度来尽量实现价值无涉。 
由于是首次正式会谈，案主会有一定的戒备心理，会谈属于无结构式访谈，一方面社会工作者要做

到真诚且有效的倾听，真正听到案主的言外之意，以初步了解小兰的内心矛盾与挣扎；另一方面，社会

工作者要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谈话方式，拉进彼此的距离，适当对其进行肯定或鼓励，对小兰进行积

极的暗示，以增强其表达欲望，提升双方的沟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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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会谈中社会工作者应敏感地捕捉到案主的肢体语言和姿态的变化，做好会谈记录(注意获得案主

的知情同意)，由于服务对象小兰目前情绪和精神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社会工作者应避免频繁的眼神交

流，只在适当和需要的时候给予其眼神的肯定和鼓励，避免动作的暗示和引导性的会话权力关系；首次

会谈应让案主充分表达自己，社会工作者作为协助者只能起辅助作用；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写会谈记录

来表达对案主的尊重，表明自己认真倾听的态度，同时缓解案主的紧张情绪；社会工作者可以在会谈开

始与会谈结束设置关注案主感受的简易常规性问题，如“若用 1~5 来表达，你感觉现在放松度有多少

呢？”，此类答案明确且易测量的问题有利于社会工作者进行基本的前后测对比，可以帮助我们初步测

量会谈效果，反思自己在服务中的不足。 
会谈结束后，应对会谈记录进行复盘，关注小兰表达中的矛盾之处，透过小兰的肢体语言去寻求小

兰内心真实的求助动机和难以言明的内容。将小兰基本情况、需求评估与本次会谈记录结合后，可以建

立第二次会谈的大致提纲。 

4.2. 与案主进行二次会谈并建立专业关系 

二次会谈为半结构式访谈，首要目的是在取得案主信任的基础上与其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会谈提

纲以小兰首次会谈中语言的矛盾之处为关键点展开，具体谈话过程中，应在鼓励小兰充分表达的同时，

以提纲为基础，适时对小兰进行引导。挖掘小兰在语言矛盾之下被压抑的潜意识，在不伤害案主的前提

下鼓励小兰讲述童年早期经历和那些“被迫遗忘”的创伤，让案主透过个人意识去看到自己从未消逝的

潜意识及其所引发的焦虑情绪和防御机制，帮助小兰一起面对伤痕累累的自己。 
当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一同直面其脆弱和矛盾后，就可以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与案主一

道协商，制定具体的服务计划，签订服务协议，其中涉及到澄清服务的方法、服务的性质、服务的目标，

明确案主、工作者、机构各自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等方面。 
在整个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要使案主感受到被支持与安全，这样，她才可能将痛苦经验充分讲

述出来，“同理”是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最主要特征，这也是建立良好专业关系的重要技巧。社会工作

者要时刻注意小兰的感受与情绪变化，根据其变化作出相应的反应。 

4.3. 与案主进行治疗性对话 

针对小兰的三点需求评估，治疗性对话需要了解小兰亲密关系的缺失、自我同一性未能建立的混乱

过程及自我焦虑的表现形式和程度。由于在精神分析理论中，个人的潜意识与本能、欲望联系密切，所

以社会工作者应向案主讲述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阶段理论，进行“性驱力”的脱敏训练，鼓励其讲出

童年时与性驱力有关的经历，以帮助社会工作者深入了解小兰潜意识中的冲突之处和现在的矛盾成因。 

4.3.1. 自由联想 
自由联想是精神分析理论实务介入的基本方法之一，社会工作者应帮助小兰调整一个舒适的姿态，

对其进行放松训练，鼓励小兰完整地说出心中最原始的想法或感受。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这些未经理性思

维过滤的闪念是潜意识的反映，社会工作者通过“广泛注意”地分析这些闪念中潜存的无意识可以梳理

小兰目前问题的成因，再制定对策帮助小兰解决问题。 
具体对话时，小兰说出了“酒瓶”、“巴掌”、“椅子”、“痛恨”、“菜刀”、“自私”等词语，

这些词语大部分负面指向明显，消极情绪较多，可以看出小兰的童年经历给其带来不可磨灭的创伤，父

亲的暴力行为和父母婚姻的破裂使得小兰在消极基础上认识并定义了亲密关系，而这带有灰色的童年经

历从未在小兰的潜意识中消失，而是被其压抑在内心深处，如今小兰外界环境的不适应与内心压抑的潜

意识一起导致了小兰的消极情绪和偏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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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治疗性倾听 
良好的专业关系是进行治疗性倾听的基础，精神分析理论是对案主深层的潜意识进行分析，要想让

潜意识“浮出水面”转化为意识，不仅需要社会工作者具备专业的素质和能力，还需要案主的配合与倾

诉。社会工作者正是通过“冰山一角”的意识即语言部分和“将浮水面”的前意识即肢体语言和口误等

来看到案主内心深处的潜意识，在不伤害小兰的前提下，要帮助小兰认识到自己的心理矛盾并与其一道

进行当前问题的归因，通过了解和治愈小兰的童年创伤经历来解决其当前的情绪和行为问题。 
在具体服务的治疗情境中，社会工作者以之前的自由联想为基础，鼓励小兰说出她认为最难以言说

但对其影响最深的童年经历后，社会工作者帮助小兰看到童年时期那些积极的回忆和充满爱的正向情绪，

让小兰说出自己的感受。小兰说道父母的婚姻失败她幼时就早已理解，对于多个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弟弟

妹妹，小兰也能接受。自己能得到祖父母的照顾已经很幸运，但小兰总无法自处，其祖父母由于观念陈

旧，从小便跟小兰讲她的父亲如何不争气，她的母亲自私且抛弃了她，小兰对自己“被抛弃”深信不疑，

小兰其实很渴望父母的关爱和陪伴，但小兰的祖母对于小兰与父母亲近会有“吃醋”的行为，如言语上

的不满、流泪甚至讲白白养育了小兰，等其身后小兰还是要去孝敬父母，祖父母付出了所有到最后也什

么都得不到这种话来影响小兰。小兰自述初中时曾去母亲的家中小住，其祖母知道后生气地奚落小兰不

争气，喜欢住楼房，“背叛”了自己的家等，当小兰讲述其继父专程去饭店为她买了爱吃的菜时，小兰

祖母说了一段话，其中一句让小兰记忆犹新，“你没志气，是不是人家给你几百块钱扔在地上，你就要

捡起来叫爹？”，小兰自述这种带有侮辱性质的话自己当时并不能理解祖母背后的情绪动机，但这种“狠

话”对当时懵懂的自己很有用。 
由于小兰主要由祖父母抚养，在家庭的语言环境中，小兰受到母语言的强烈暗示，在自我同一性未

建立的情况下，小兰为“自证清白”，开始频繁地与母亲吵架、对立，对其父亲冷眼、无视，以证明自

己与父母关系疏远而对祖母亲近，而这些行为在青春期更甚，那些叛逆行为也惹恼了小兰的父母，其父

母虽一再纵容但也有忍不了的时候，而双方发生争执时，小兰更加确定了父母“不爱自己”“不管自己”

“不要自己”“不养自己”等想法，由于小兰祖母的节俭和偶尔抱怨小兰父母不给养育费，小兰经常向

父母要钱以解除内心“父母生而不养”的怀疑，但其父母重新组建家庭后，确实对小兰顾及不够，从而

双方关系更加疏远。 
社会工作者首先感谢了小兰对自己的信任，同时肯定并赞扬了小兰的成长，从最开始的迷茫和矛盾

到现在面对童年创伤期的自己，是一个很痛苦的蜕变过程，在此过程中，笔者一直与案主站在一起，帮

助其缓解悲伤的情绪，协助其看到那些创伤性语言背后的“他人”。 

4.4. 诠释过程 

诠释过程是社会工作者在真诚地倾听的基础上，引导服务对象认识到自己的意识、前意识、潜意识

三层次，并协助其重新定义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包含四个步骤，即面质、澄清、诠释和整合。诠释过

程是本文基于精神分析理论下个案工作的核心部分，是帮助案主成长和提升其适应能力的关键一步，诠

释过程的顺利完成取决于双方是否具有良好的相互信任的专业关系、社会工作者的理论素养及灵活运用

和社会工作者对整个谈话过程的把控程度。 
诠释过程通常需要多次会谈才能完成，社会工作者此时要努力进入服务对象的内心世界，与服务对

象一道面对其内心的创伤与矛盾，做其暂时的灵魂伴侣，为服务对象提供支持与帮助。一旦诠释过程完

成，服务对象将获得对自己心灵世界的完整认识，其早期童年创伤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治愈，而导致其

现在问题的潜意识成因也会被识别，并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将这些潜意识进行合理的宣泄，最终实

现服务对象的成长和增能，即助人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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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面质 
社会工作者在双方已建立良好专业关系的基础上通过面质指出小兰不自觉并且重复的特定行为或话

语，引发她思考其背后的含义；小兰自述中出现最多的词语是“抛弃”、“家”和“痛苦”，说明小兰

童年的痛苦是由家庭环境和认为自己被抛弃而产生，通过面质，小兰可以进一步思考这种创伤对自己现

在的影响。 

4.4.2. 澄清 
社会工作者要通过澄清挖掘出小兰的过去对现在的心理现象的影响；通过小兰的自述，对其影响最

深的是她的祖母和父亲，那些“暴力行为”和“狠话”的背后，是小兰父亲和祖母内心的伤痛。由于此

次社会工作服务的对象是小兰，而其父亲和祖母都在县城生活，地理上的差距使得笔者无法深入了解其

生活环境，而年纪上，其父亲和祖母也不适用精神分析这一服务时间较长、沟通较为深入的理论，因此

其具体伤痛的成因，笔者无法分析，在对专业负责的态度上笔者也不能草率推测。可以肯定的是，小兰

作为此次的服务对象，要帮助她认识到目前自己的内心矛盾与行为问题的成因正是早期不愉快的童年经

历，而这童年经历不是小兰的错，也不是其家人的错，只是一些无法解决的伤痛换了一种形式转移到了

小兰身上，而小兰无需对此自责，小兰应用积极、客观的态度，在成年后看到亲人对自己的照顾和疼爱；

社会工作者在此时是一个协助者和引导者的角色，社会工作者作为旁观者，要用价值中立的态度协助小

兰认识到亲情的给予必将带来一些消极的附加，疼爱不能抹去伤痛，但伤痛也不能抵消疼爱，社会工作

者只需要与服务对象站在一起面对这些爱与痛，理解其爱的喜悦，分担其痛的忧愁。 

4.4.3. 诠释 
社会工作者通过诠释帮助小兰将潜意识转化为意识；当服务对象在童年时心灵出现创伤的时候，由

于自愈能力不强，通常会被转移或压抑，小兰采取了这两种防御机制来保护自己，但那道伤口从未愈合，

社会工作者要帮助成年的小兰愈合伤口，做“给予创可贴的人”。小兰童年被压抑的潜意识是父母恶劣

的关系、亲人对自己的侮辱和否定、长期消极的环境暗示，这些都导致小兰目前死本能的向内作用。笔

者首先采用放松训练缓解小兰的不适情绪，再促使小兰将压抑的防御机制改为升华，升华就是以符合社

会规范的不伤害自己的建设性方式释放被压抑的潜意识，了解到小兰有跳舞、绘画和写作的爱好后，笔

者鼓励其运用艺术的形式来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并在宣泄的基础上有所建设和改变，给自己带来正面

的影响。小兰因童年对亲密关系的认知不良且与父母关系较差、与祖父母关系存在隔代抚养等问题导致

其亲密关系存在缺失，所以她潜意识中存在根深蒂固的“被抛弃感”，这种潜意识使其产生焦虑、烦躁、

消极、抑郁等不良情绪，无法消解，于是成年后，小兰在亲密关系中出现对伴侣极度依赖、渴望寻求伴

侣对自己的宠爱、常常害怕被抛弃等行为，这些行为令小兰感到苦恼，却又无法改变；笔者认为这是小

兰避免自己再度“被抛弃”的一种保护机制，要寻求行为上的改变就要先消除潜意识中业已形成的观念。

社会工作者通过适度的自我袒露，引导小兰回忆父母对自己的关爱和帮助，通过实质性的行为瓦解“被

抛弃”的观点，小兰从未被父母抛弃，小兰的父母一直都爱着小兰，社会工作者只需协助小兰与其父母

修复关系。 

4.4.4. 整合 
帮助小兰获得对经验的整体认识。小兰认为自己的童年的不幸源于家庭的不和谐，而自己多年来都

给父母和祖父母带来了负担，社会工作者应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消极认知，家庭中出现矛盾和伤害并不是

小兰的错，小兰不需要为此负责并伤害自己，由于小兰的自我较弱，超我和本我争执之下，小兰呈现出

极度的本我化即出现纵容生本能和死本能的行为和极度的超我化即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痛苦等，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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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帮助小兰看到她偏差行为的成因后，应协助其将那些被压抑的潜意识运用升华等积极的心理防御机

制来消减其负面影响。这个过程可以形象地理解为社会工作者先协助服务对象看到伤口，将其受伤的原

因外化，促使其用客观理智的态度面对陈年旧伤，先用“创可贴”止血，再看到自己的“治愈能力”并

最终使伤口愈合。 

4.5. 帮助案主成长并适应环境 

通过以上的社会工作介入服务，小兰的消极情绪已有所缓解，此时社会工作者关注的重点应从小兰

的过去转移到“此时此地”，降低小兰“人在情景中”的系统功能失调，综合考虑到小兰的心理需求及

其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社工应将个案工作与社区工作结合起来，寻求小兰所在社

区的帮助，了解国家对毕业大学生的帮助政策等内容，整合各方资源，改善小兰当前所处的社会环境；

鼓励小兰与父母沟通并以成熟理智的视角看待自己的家庭矛盾，理解亲人的不易；帮助小兰提升人际交

往的能力，巩固小兰的旧友、邻里、同事等人际关系，缓解其内心的焦虑和孤独。小兰状况有所好转后，

再强化小兰的正向认知，增强小兰的自我认同感和自我实现感，通过改善环境和提升小兰适应力来解决

问题，实现服务目标。 

5. 实务介入成效 

在介入结束后，小兰的负面情绪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泄，据案主自述，她在最后一次面谈结束

时感觉到很轻松，感觉自己内心的矛盾与冲突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几天后，笔者对小兰进行了回访调

查，小兰表示，消极情绪会在其面对暂时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时卷土重来，而内心的矛盾也会在此时浮

现，继而影响个人的精神状态。有时候她还是会感到害怕和无力，但经过治疗性的对话和分析，工作者

对小兰内心的剖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与工作者一道分析自我矛盾与现实问题归因的过程中，

找到了自信与成长的动力。小兰说：“我知道我的纠结已经得到了解决，但不是一劳永逸，现在我依然

会受其困扰，但已经学会怎么去应付它们了。”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本次实务的介入成效较好，心理冲突不会通过几次介入而彻底解决，重点是让

案主了解到冲突的成因，找到自信，增强自我认同并鼓励其成长。而案主通过本次治疗，也学会了如何

缓解负面情绪和应付内心的冲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本次介入虽然稍显稚嫩，但因案主积极

成长的动力较强且配合度较高，已实现了助人自助的目标。 

6. 对效果的双重评估 

个案服务过程结束后，社会工作者应进行评估，这既有助于检验服务效果，也有助于社会工作者进

行自我总结、反思和提高服务质量。本文的个案工作评估从过程评估和效果评估两个方面展开。过程评

估是对社会工作介入过程中案主和工作者的表现情况进行评估，效果评估是对社会工作介入效果的评量，

通过对比案主介入前后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判断服务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6.1. 过程评估 

6.1.1. 介入前阶段 
社会工作者通过首次会谈运用接纳、尊重、平等、个别化等社会工作技巧，缩短了与小兰的距离，

加之小兰本身有较强的求助动机，建立了小兰与笔者的信任关系，为后续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打下了基础。 

6.1.2. 直接介入阶段 
在直接介入阶段，笔者在首次会谈的基础上运用粗略的提纲与小兰展开二次会谈，这次半结构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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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让小兰关注到其意识中的矛盾之处并透过此看到压抑其中的潜意识。其后社会工作者运用治疗性对话

如自由联想、治疗性倾听、诠释过程等技巧协助案主明白自己当前心理和行为问题的成因正是因童年创

伤经历而压抑的潜意识。在诠释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按照面质、澄清、诠释、整合四步骤促使小兰认识

到真实完整的自我，帮助其建立自我同一性并替换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从而有效缓解小兰的焦虑及不

适情绪，提升小兰的适应能力，加快解决问题的进程。 

6.1.3. 间接介入阶段 
间接治疗阶段主要是向小兰所在的社区寻求帮助与支持，通过协调国家政策和社区资源改善小兰的

生存环境；同时，鼓励小兰多与父母、爷爷奶奶及昔日好友沟通并增强其人际交往能力，缓解小兰孤独

的情绪。 

6.2. 效果评估 

6.2.1. 社会工作者的观察  
小兰作为主动求助的服务对象，本身有较强的改变动机，在认可并接受了精神分析理论后，成功与

自己的潜意识对话并不再压抑童年所经受的痛苦，而是在社会工作者的帮助下一道与其对话并寻求改变，

这减缓了小兰的焦虑情绪，促使小兰重新认识并思考自我。现在小兰开始理解父母并主动与其进行日常

交流，她对父母亲情缺位的固有印象已有所改善。 

6.2.2. 服务对象的主观感受与改变  
由于此次社会工作介入时间较短，工作者仍在继续跟进评估中。让小兰回顾与工作者接触以来的感

受与改变，小兰表示虽然直面童年痛苦的经历不太愉快，但是觉得现在自己更加完整，对自我的认识也

发生了较为深入的改变，小兰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规划并更加在意自己的情绪。对于工作，小兰表示打

算辞职并回家看看爷爷奶奶。对于家庭，小兰不再充满怨恨和悲伤，用成熟理智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家庭，

小兰可以理解一些亲人当时的处境和困难，童年的经历不是阴影，只是一种经历和体验，更重要的是自

己在“此时此地”的适应能力和身心健康。 

7. 理论反思 

精神分析理论由弗洛伊德在研究精神病学的基础上创立，具有自然主义的微观取向，将人的问题归

因于其内在的童年经历，认为服务对象的人格存在问题，社会工作者的目标就是帮助其恢复本我、自我

与超我之间的平衡，这实质是一种因果线性的思维，认为任何现实问题都有其特定原因。虽然弗洛伊德

的理论中对于性驱力和本能的重视及案主的被动地位存在不足，但转变中的精神分析治疗方法强调“此

时此地”的重要性，要求运用人在情境中的分析框架，且案主逐渐在服务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 

7.1. 社会工作介入方法与技巧的反思 

本次介入以个案工作为主，社区工作为辅，协调运用多种资源，但是对于小兰公司和小兰的朋友及

家庭，社会工作者鞭长莫及，无法有效建立链接。在个案工作中，运用了精神分析理论的治疗性对话，

由于此工作技巧要求深入服务对象的意识并协助服务对象与其潜意识对话，需时刻保持敏感和警惕，避

免对服务对象造成伤害，同时应注意服务对象的移情与社会工作者的反移情。 
精神分析理论是因果性的思维，社会工作者在服务时要看到背后的权力关系，避免对案主的剥削和

伤害，要真正做到与案主在平等地位下共同成长，尽量将自己置身于小兰的情境中，通过“同理倾听”

了解其想法与感受，协助案主认识自己的潜意识并与其内心的矛盾对话，做到与小兰“同频共振”，从

而帮助其缓解焦虑，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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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次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案主的自我消极认知并提升了案主的适应力，但由于服务时间较

短且工作者能力有限，服务仍在跟进评估中，且这种成效也可能是“临在的改变”，精神分析理论要求

介入的时间长而程度深，需要后续跟进才能进行结案。对于案主的家庭和工作环境，笔者只是给了案主

一些重新思考的视角，并未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此外，笔者对理论的学习运用还不够完整和深入，在

进行具体的个案操作时缺少从容和对整体进程的把控。  

7.2. 理论实践的反思 

在实际社会工作实践和研究中，发现隔代抚养家庭中，祖辈与儿孙之间的互动可能导致代际叛逆和

家庭抗争。面对这种情况，老年人通常倾向于默默承受和自我牺牲，以维持家庭的和谐。然而，这种妥

协往往会加剧家庭内部的紧张局势。当老年人取代了“父母”的角色时，年轻父母的“孩子”角色也会

被加强，这对于父母辈的个人成长和家庭互动模式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被抚养的孩子也可能因为角色

认知的混淆而感到困惑。 
此外，隔代抚育家庭中，祖辈和父母辈之间的育儿观念通常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被抚

养对象在生活技能和价值观方面出现代际断层，这对他们的社会化过程带来了负面影响。已有研究表明，

隔代教育对祖孙两辈人的身心健康均存在“双刃剑”效应(卢富荣等，2020)。在如今三孩政策出台的背景

下，要尽可能减少隔代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需要国家和社会给予隔代照顾家庭社会支持，这对改进老

人和儿童的健康有重要意义(李向梅等，2021)，对于维护家庭和谐和促进代际交流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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