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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s essential for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clients and giving standards to the work of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The paper is designed to 
borrow experiences from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des of ethics in dif-
ferent countries, in order to update our codes of counseling ethics and make it more suitable to 
China’s situation and culture. This paper has translated and laid out the codes of ethics for psy-
chological counseling in China,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means of network survey, studies 
on ethical codes of Societies, and bibliographic search, so as to carry out a comparison between 
those ethical codes in the three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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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咨询专业伦理是为了保护来访者利益和规范心理咨询工作的重要内容。本研究目的在于通过不同国

家之间的心理咨询师伦理守则的对比，使得我国可以在心理咨询伦理守则上借鉴与学习他国的经验和方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12181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12181
http://www.hanspub.org


赵龙飞 
 

 

DOI: 10.12677/ap.2017.712181 1474 心理学进展 
 

法，制定和更新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的心理咨询伦理守则。本文通过网络资料考察、各学会的心

理咨询伦理守则调查以及文献资料查找等方法对中、韩、美三国的心理咨询伦理守则内容翻译后进行分

析和整理，并且对三国心理咨询伦理守则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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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对于心理咨询的需求逐渐增加，每年有关心理咨询的案例和研究也在逐渐增

多。随着大量的心理咨询师涌入这一行业，针对心理咨询师的资历成长需求也越发迫切。特别是，心理

咨询师不仅需要在心理咨询技巧和经验方面具有很高的资历，而且需要在心理咨询相关的伦理道德知识

层面上有所掌握。所以随着心理咨询中的伦理问题被高度关注，相应的研究需求也随之而来。伦理约束

对于从事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士而言非常重要，心理咨询伦理守则不仅能统一规范心理咨询师的行为标准，

而且能够防止来访者在咨询过程中受到伤害，起到保护来访者的作用。心理咨询师的伦理道德规范既能

提高治疗师实际的专业行为，又能起到一个引导作用。此外伦理道德规范还被称为“共通的信念”。通

过专家协商制定的心理咨询伦理守则将咨询师的期待和具体信息公布出来，进而可以起到保护来访者权

利的重要作用(Remley & Herlihy, 2005)。心理咨询师在提供专业咨询时应采取合理的行为措施，因而心理

治疗从业者需要遵循必要的伦理方针(ethical guidelines) (Jackson, Puddy, & Lazicki-Puddy, 2001)。 
伦理是指人与人相处时的各种道德准则。专业的伦理标准可以保护寻求服务者免受伤害，规范从业

者的行为，并且促进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的健康发展。即使心理咨询伦理守则如此重要，中国很多心理

咨询机构和教育机关对该守则的教育和重视程度依然不足。各国在制定心理咨询伦理守则时都考虑到了

本国的发展情况和文化特点。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第一部专业伦理规范《中国心理学会临床

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直到 2007 年才首次正式发布。我国在心理咨询伦理守则上还是处于发展阶

段。而且，中国心理学的临床与咨询工作伦理守则第一版的发行时间距今已经有十年之久；韩国伦理守

则的第一版发布于 2003 年，并于 2009 年实施新版准则；而美国的最新一版在 2014 年改版并实施，并在

更新速度上比中韩两国更为快速。因此，中国应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修改和制定新一版的伦理守则，

这项任务已越发重要。另外，心理咨询伦理守则的宣传和实施也面临着各种困难，心理咨询师遵循心理

咨询伦理守则的意识和能力也有待提高。虽然目前已有心理咨询伦理守则的规定，但是一部分咨询师对

该守则的规定不够重视或者不按照守则内容去行动，导致非伦理道德的现象时有发生。例如，有些心理

咨询专家在没有征得来访者同意的情况下无端泄露来访者的信息，或者滥用一些心理测验或者治疗方法。

这些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明知道心理咨询伦理守则的重要性，但又对伦理守则无视并且采取不妥当的方

式来处理事件。严格来讲，这不仅违反了心理咨询伦理守则的规定，有时甚至会触及到法律的边界。此

外在文化的方面，中、美、韩三国的不同文化背景有时会导致违反伦理的现象发生。比如，中国人“送

礼”有着特殊的意义，再加上中国人比较注重“面子”，这让很多心理咨询师身处现实和伦理的两难境

地(Qian, Gao, Yao et al. 2009)。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17.71218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赵龙飞 
 

 

DOI: 10.12677/ap.2017.712181 1475 心理学进展 
 

综上所述，通过本研究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心理对比，使得我国可以在心理咨询伦理守则上借鉴与学

习他国的经验和方法，制定和更新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和文化的心理咨询伦理守则，在保护来访者利益

和规范心理咨询工作上提供参考与借鉴。 

2. 中、韩、美三国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的比较 

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在心理咨询和心理伦理规范领域中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他国家在本国伦理

道德的制定上也都以美国为参考。所以美国在心理学领域具有全球性的深远影响。同为发达国家的韩国

虽然在心理学的发展上相对于美国起步较晚，但是相比于中国的心理咨询伦理发展则更为先进和细化，

而且韩国和中国地理位置相近，并且文化方面也有很多相通之处，因此在文化层面的心理咨询伦理比较

上与中国更为接近。所以本研究以中国心理学会(Chinese Psychological Society: CPS)的心理咨询伦理守则

为基准进行分析研究与比较，并选取了与中国心理学会处于同等地位的两个心理协会，即：美国咨询学

会(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ACA)和韩国心理咨询学会(Korean Counseling Psychological Associa-
tion: KCPA)规定的心理咨询伦理守则进行了比较研究。旨在通过和其他国家在心理咨询伦理守则上进行

比较研究，更好地认识我国心理咨询伦理守则的现状，并对今后该守则的发展提供参考，做出贡献。 
中国伦理守则涵盖 7 个大项，即专业关系和专业态度、隐私权与保密性、职业责任、心理测量与评

估、教学、培训和督导、研究和发表、伦理问题处理；韩国伦理守则涵盖 9 个大项，即专业人员的态度、

社会责任、对人权和尊严的尊重、咨询关系、信息保护、咨询研究、心理测量、伦理问题处理、会员的

义务；美国针对 9 大项伦理问题做出了阐述，即咨访关系、保密和隐私、专业责任、与其他专业人员的

关系、评价、测量和解释、督导、培训和教学、研究和发表、远程咨询、技术和社交媒体。具体内容如

下表 1 所示。 
 
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des of ethics fo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rom different associations 
表 1. 各机构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比较 

机构伦理守则名称 内容构成 构成数量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

与咨询心理学工作

伦理守则 

1.专业关系 2.隐私权与保密性 3.职业责任 4.心理测量与评估 5.教学、培训和督导 6.研究

和发表 7.伦理问题处理 
7 个大项 
58 项条例 

韩国心理咨询学会

心理咨询师伦理守

则 
(한국상담심리학
회상담전문가윤리

강령) 

1.专业人员的态度(전문가로서의태도) 
1.1 专业能力(전문적능력) 1.2 诚实诚信(성실성)1.3 心理咨询师的教育和研修

(상담심리사교육과연수)1.4 资质证明书(자격증명서) 
2.社会责任(사회적책임) 
2.1 与社会关系(사회와의관계) 2.2与雇佣机构的关系(고용기관과의관계) 2.3咨询机构的运

营者(상담기관운영자) 2.4 和其他领域专业人士的关系(다른전문직과의관계) 2.5 顾问

(자문) 2.6 宣传(홍보) 
3.对人权和尊严的尊重(인간권리와존엄성에대한존중) 
3.1 来访者的福祉(내담자복지) 3.2 多元性的尊重(다양성존중) 3.3 来访者的权利

(내담자의권리) 
4.咨询关系(상담관계) 
4.1 双重关系(이중관계) 4.2 性关系(성적관계) 4.3 和多名来访者的关系

(여러명의내담자와의관계) 
5.信息保护(정보의보호) 
5.1 隐私和保密(사생활과비밀보호) 5.2 记录(기록) 5.3 保密例外原则(비밀보호의한계) 5.4
团体咨询和家庭咨询(집단상담과가족상담)5.5 其他目的下来访者信息的使用

(기타목적을위한내담자정보의사용) 5.6 电子信息的保护(전자정보의비밀보호) 
6.咨询研究(상담연구) 
6.1 研究计划(연구계획) 6.2 责任(책임) 6.3 被研究者的参与与同意

(연구대상자의참여및동의) 6.4 研究结果与报告(연구결과및보고) 

9 个大项 
36 个小项 

162 项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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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7.心理测量(심리검사) 
7.1 基本事项(기본사항) 7.2 使用和分析心理测量的能力(검사를사용하고해석하는능력) 7.3
知情同意(사전동의) 7.4 向专家公开来访者的情报(유능한전문가에게정보공개하기) 7.5 心

理测量的选择(검사의선택)7.6 心理测量的实施条件(검사시행의조건) 7.7 心理测量的量

化·分析和诊断(검사점수화와해석,진단) 7.8 心理测量的安全性(검사의안전성) 
8.伦理问题的解决(윤리문제해결) 
8.1 与伦理委员会协商(윤리위원회와협력)8.2 违反(위반) 
9.会员的义务(회원의의무) 

 

美国咨询协会伦理

守则 
(ACA Code of 
Ethics) 

A.咨访关系(The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A.1. 咨询师服务对象的福祉(Client Welfare) A.2.咨询关系中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 
in the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A.3. 与他人有咨询关系的来访者(Clients Served by Others) 
A.4.避免伤害，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Avoiding Harm and Imposing Values) A.5. 
角色和与来访者的关系(Prohibited Nocounseling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A.6.管理并维持咨

询界限与专业关系(Managing and Maintaining Boundaries and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A.7.
个体、团体、机构和社会层面的角色和关系(Roles and Relationships at Individual, Group, 
Institutional, and Societal Levels) A.8.多个来访者(Multiple Clients) A.9.团体工作(Group 
Work) A.10. 收费和商业惯例(Fees and Business Practices) A.11.咨询结束和转介

(Termination and Referral) A.12.放弃和忽视来访者(Abandonment and Client Neglect) 
B.保密和隐私(Confidentiality and Privacy) 
B.1.尊重来访者的权利(Respecting Client Rights) B.2.例外情况(Exceptions) B.3.与他人分享

信息(Information Shared With Others) B.4.团体和家庭治疗(Groups and Families) B.5.没有知

情同意能力的来访者(Clients Lacking Capacity to Give Informed Consent) B.6.录音和记录

(Records and Documentation) B.7.个体咨询(Case Consultation) 
C.专业责任(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C.1.相关标准的知识(Knowledge of and Compliance With Standards) C.2.专业胜任力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C.3.做广告吸引来访者(Advertising and Soliciting Clients) C.4.专业

资质(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C.5.平等(Nondiscrimination) C.6.对公众的责任(Public 
Responsibility) C.7.治疗模式(Treatment Modalities) C.8.对其他专业人士的负责
(Responsibility to other Professionals) 
D.与其他专业人员的关系(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Professionals) 
D.1.与同事、雇主和雇员的关系(Relationships With Colleagues,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D.2.提供咨询服务(Provision of Consultation Services) 
E.评价、测量和解释(Evaluation, Assessment, and Interpretation) 
E.1.总论(General) E.2.使用和解释测量工具的能力(Competence to Use and Interpret 
Assessment Instruments) E.3.测量中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ing Assessment) E.4.向有资

格的专业人员透露数据(Release of Data to Qualified Personnel) E.5.精神障碍的诊断

(Diagnosis of Mental Disorders) E.6.工具的选择(Instrument Selection) E.7.测验实施的条件

(Conditions of Assessment Administration) E.8.测验中的多元文化/文化多样性问题

(Multicultural Issues/Diversity in Assessment) E.9.测验的评分和解释(Scor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Assessments) E.10.测验的安全性(Assessment Security) E.11.不恰当的测量工

具和过期结果(Obsolete Assessment and Outdated Results) E.12.测验结构(Assessment 
Construction) E.13.法律评估：用于法律程序的评估(Forensic Evaluation: Evaluation for Legal 
Proceedings) 
F.督导、培训和教学( Supervision, Training, and Teaching) 
F.1.咨询师的督导和来访者的福祉(Counselor Supervision and Client Welfare) F.2.咨询师的督

导能力(Counselor Supervision Competence) F.3.督导关系(Supervisory Relationship) F.4.督导

师的职责( Supervisor Responsibilities) F.5.学生和被督导者的责任( Student and Supervisee 
Responsibilities) F.6.咨询督导评估、纠正和支持(Counseling Supervision Evaluation, 
Remediation, and Endorsement) F.7.咨询培训师的责任( Responsibilities of Counselor 
Educators) F.8.学生的福祉(Student Welfare) F.9.对学生的评估和辅导(Evaluation and 
Remediation) F.10.培训师和学生的角色与关系(Role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unselor 
Educators and Students) F.11.咨询教学与培训项目中的多元文化/多样性考量
(Multicultural/Diversity Competence in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G.研究和发表(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G.1.研究责任( Research Responsibilities) G.2.研究参与者的权利(Rights of Research 
Participants) G.3.与研究参与者的关系(Managing and Maintaining Boundaries) G.4.报告结果

(Reporting Results) G.5.出版(Publications and Presentations) 
H.远程咨询、技术和社交媒体(Distance Counseling,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 

9 个大项 
67 个小项 

247 项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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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H.1.知识和法律注意事项(Knowledge and Legal Considerations) H.2.知情同意和安全

(Informed Consent and Security) H.3.来访者端验证(Client Verification) H.4.远程咨询关系

(Distance Counseling Relationship) H.5.录音和网络维护(Records and Web Maintenance) H.6.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 
I.解决伦理问题(Resolving Ethical Issues) 
I.1.标准和法律(Standards and the Law) I.2.涉嫌违规(Suspected Violations) I.3.与伦理委员会

合作(Cooperation With Ethics Committees) 

 

2.1. 专业关系和专业态度 

在心理咨询过程中，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的专业关系应在伦理规范的前提下尊重来访者。这种良好

的专业关系的建立对促进来访者的成长和发展起到良好的积极推进效应，从而增进来访者的自身利益和

福祉。中韩美三国伦理守则均在在专业关系和专业态度相关的伦理内容中强调心理师不得因身份背景因

素歧视对方并且应尊重来访者的知情同意权。心理咨询师要收取恰当的费用，并且在咨询关系中要明确

自己对来访者的影响力。心理咨询师要尊重来访者的价值观以及不得利用咨询关系谋取非正当利益等基

本因素。但韩国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来访者的伤害而规定了用人机关在雇佣心理咨询师时

也要严把心理咨询师的资质。心理咨询师不应当在上下级关系，比如上司和下属，学生和导师之间建立

咨询关系，不能有咨询以外的物质往来。而美国考虑到多元文化的国情，心理咨询师要考虑到接受来访

者礼物的后果，并且知道在有些文化中礼物是一种表达尊敬和感激的方式。在决定是否接受来访者的礼

物时，咨询师要考虑到治疗关系、礼物价值、来访者的送礼动机，以及来访者是希望心理咨询师接受还

是拒绝礼物。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礼物可能代表的含义也不同。 
心理咨询师要了解并且妥当处理双重关系，并且不能和来访者发生包括性行为在内的亲密关系，包

括在结束咨询关系后，至少三年内不得与来访者发生性关系。而韩国则是在心理咨询结束的两年内不能

与来访者发生性关系，两年后如果和来访者发生性关系要充分考虑这个关系里是否有利用的成分存在。

美国心理咨询师在心理咨询结束的五年内不能与来访者发生性关系，无论是现实恋爱还是网恋。并且如

果心理咨询师和当前来访者从前有过性和恋爱关系，那么咨询师不能够为其提供服务。由此可见，三国

在咨询结束后规定不能与来访者发生性关系的年限均不相同。 
除上述内容外，中国还规定心理咨询师在因自身因素而不能继续进行咨询时，要妥善处理好来访者

关系并转介给其他的心理咨询师或医师。心理咨询师要尊重同行和其他专业人员，以提高对来访者的服

务水平。韩国在专业关系和专业态度相关的伦理内容上指出，心理咨询师要具备相应的职业能力，以及

终生学习能力。美国在涉及团体咨询的内容中指出，团体咨询开始前，心理咨询师有义务对组员进行筛

选，对于损害团体利益或者与团体目标不一致的情况，心理咨询师要及时进行阻止其参加到团体中。 

2.2. 隐私权、信息保密、私生活保护 

在心理咨询中，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是心理咨询的基础。来访者和心理咨询师通过见面

使双方的关系逐渐加深，特别是心理咨询师在保护来访者的隐私时来访者对心理咨询师产生的信任感会

对心理咨询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帮助。与此同时，心理咨询师在来访者的信息公开上也有着多个方面值得

探讨。心理咨询师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来访者的隐私，又在什么时候对来访者的信息给予保护？隐

私与保护的例外又是什么？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心理咨询师有责任保护寻求专业服务者的

隐私权，同时认识到隐私权在一定范围内受到国家法律和专业伦理规范的保护和约束。 
中韩美三国在隐私权、信息保密、私生活保护相关的伦理内容中均提到，心理咨询师有责任向来访

者说明保密原则应用限度，以及保密原则的例外情况。在触犯保密原则例外时，心理咨询师要懂得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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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适当地进行处理。心理咨询师要事先寻求服务者的同意才能进行录音等信息记录工作，并且要妥善

保管材料且严格保密。韩国在此内容的基础上，更细致的指出心理咨询师不仅自己要保护来访者的隐私

和信息，同时其他的相关人员也需要遵守此项规定。并且心理咨询师在与来访者签订保密协议时也要充

分考虑一些意外情况，如自身死亡、自身能力丧失、资格证被取消等特殊情况，并有针对性地予以提前

应对和计划。美国则在考虑来访者的多样性和文化差异性，尊重来访者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合理地实施隐

私和信息的保密工作。 
除个人咨询之外，韩国在隐私权、信息保密、私生活保护相关的伦理内容里面还提到，心理咨询师

要尊重来访者的隐私权，在团体心理咨询中心理咨询师需要向各成员说明保密性的重要性，并且说明在

一些例外的情况下可以打破保密性原则。在家庭咨询中，心理咨询师不能在未经过同意的情况下将家庭

成员的秘密私下相互公开。当给未成年人提供咨询时，在保证来访者权益的情况下可以允许父母参与进

来。 

2.3. 职业责任 

职业责任指心理咨询师在遵守国家法律和伦理规范的同时，努力以诚实、开放和准确的沟通方式进

行工作。心理咨询师在很好地尊重个体差异之上努力在科学的研究基础上以负责人的态度更好的为来访

者服务，并且为所在地域和学会发展做出贡献。心理咨询师通过不断地更新发展自身的专业知识使个体

在社会、生理和心理上更好地满足社会发展上起到相应的责任。 
中国伦理守则在职业责任相关的伦理内容中提到，心理咨询师应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合理地为来访

者提供服务，并且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能力和督导的帮助。心理咨询师在意识到自己缺乏为来访者提供

咨询能力时应及时终止专业服务。在介绍自己背景时要实事求是，不得利用专业身份和咨询内的各种关

系获取私利。当向第三方报告或做公众媒体活动时要秉承诚实、客观和尊重事实的态度去遵循专业伦理

规范。韩国是一个具有奉献文化的国家，一般人们在周末都会通过免费义务奉献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人生

价值。所以心理咨询也被视为一种奉献，并且职业责任相关的伦理内容中阐述到心理咨询师在从事没有

利益回报的社会活动中也要秉着对社会做贡献的精神去活动。并要充分考虑来访者的地域性和经济性的

特点对经济困难的来访者采取适当减免费用的方式。在我国也应可以通过福利机关使得心理咨询与义务

活动奉献相结合，使更多的人获得帮助。 
此外，与中国比较来看，韩美两国在机关和个人资质上都有很严格与细致的规定。比如，韩国运营

心理咨询机构的人员不能仅以利益为目的，要充分培训机构内的心理咨询师，保证其资质，避免来访者

受到损害。机关在招聘心理咨询师时要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不能依靠关系或歧视应聘者的生理缺陷。

而在美国，心理咨询师在之前没有涉及的领域进行咨询时，要在充分接受此领域的训练，具备资格后才

能胜任，并且要接受督导。他们要时刻检讨自身的资质并且及时咨询督导或同事，而且应该在相关领域

的经验、证书和学历都符合标准后方可为来访者提供服务。心理咨询师在取得与咨询非相关的专业博士

后对来访者说自己是“心理咨询博士”是不恰当的，应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博士的专业是什么。心理咨询

师在公共发表过程中阐述某个自身观点时，应说明这是个人观点，而不是所有咨询师和组织都这样认为。

在言辞上应该注意自己的表达。 

2.4. 心理测量与评估 

心理测验可以在个体的智力、性格等层面上进行测量，并且对深入了解个体的情况起到辅助作用。

通过各种心理测验可以了解个体的差异，排除疾病隐患。心理测验必须在受过良好训练的专家指示下进

行测量。不合适的测验和盲目的评估不仅不会帮助被试者，反而会对被试者造成损害。心理咨询师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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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正确地理解心理测量与评估手段在临床服务工作中的作用与意义，并且恰当的使用心理测量也很重

要。心理咨询师在使用心理测量与评估过程中要考虑被测者的个人和文化背景，并选择适合的心理工具

进行测量。心理咨询师应通过发展和使用恰当的教育、心理和职业测量工具来促进寻求专业服务者的福

祉。 
中韩美三国在心理测量与评估相关的伦理内容中均强调，心理咨询师不能滥用测量和评估手段牟利，

并且需要在接受专业的培训教育后方可进行心理测量与评估。心理咨询师不仅要保证测量的信效度而且

要对被测者进行准确客观的结果分析。心理咨询师有责任维护测验资料的完整性与安全性，并运用专业

知识进行测验的编制，使测验得到完善。韩美两国均在文化多样性和版权内容上有所涉及。在版权内容

上指出，心理咨询师要使用正版授权的心理测验，并且没有发行人的同意不能篡改、乱用、复制心理测

验。在文化多样性上指出，心理咨询师在选择测验时还要尊重来访者文化的多样性选择不同的心理测试。

并用来访者听得懂的话语进行说明。在进行精神疾病诊断时，心理咨询师要特别留意来访者的治疗情况，

并且根据来访者的社会经济地位综合考虑之后做出合理的决定。 
此外随着时代的发展，心理测验也会经历更新换代的过程。为此韩国的伦理内容中指出禁止使用已

经淘汰和跟不上现代社会的心理测量与评估。美国则在心理测量与评估相关的伦理内容部分里还强调了

当代社会的信息化技术层面上，在使用电子版的心理测评技术或者心理测试与评估软件之前，要先了解

此测试的原始内容并接受相关训练。 

2.5. 教学、培训、督导 

教学是教授者和学习者组成的一种人类特有的人才培养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教授者可以有目的、

有组织、有计划地引导学习者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技能和进行学习，促进学习者素质提高并使他们成为

社会所需要的人。心理督导是协助从事心理相关职业人员提升心理素质，提高工作能力的一种工作模式，

是指学习者在有经验督导者的帮助和指导下完成心理工作以及提高自身专业水平的过程；心理督导也是

心理行业的同行们相互分享临床知识到达澄清思路并提升技巧的学习过程。而培训则是一种有组织的技

能、知识、标准、信念、信息之间的传递、管理训诫行为。心理咨询师应努力发展有意义的和值得尊重

的专业关系，对教学、培训和督导持认真、负责、真诚的态度。 
中国在教学、培训和督导相关的伦理内容中强调心理咨询师要了解其目的，了解本专业伦理规范并

且提醒学生和被督导者承担起应负的责任。负责教学和培训的心理咨询师要合理地安排课程，督导师要

对情报信息和督导关系做出说明，并防止被督导者出现伤害来访者的情况。督导师和培训师要向接受培

训和督导的人员提供合理的评估意见，并且不得建立心理咨询关系以及发生亲密或性关系。担任培训师

或督导师的心理咨询师不得以工作之便利用对方为自己或第三方谋取私利。韩国没有针对教学、培训和

督导相关的伦理内容单独列项，而是在专业人员的态度一栏里对心理咨询师的教育和研修中有所涉及。

并在内容上更偏重人性化。例如，担任培训师的心理咨询师在对受训者进行培训时，和谋取金钱利益比

起来要从热爱自身职业和对人性负责的角度出发去培训学生。培训师要客观地为学生提供各种理论知识

和技术，最后让学生自行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尊重学生的选择权利。在督导和培训的过程中，如果发

现被督导者在身体、情绪、思维上出现异常，督导师和培训师有权利和义务停止督导或教育，避免在咨

询中对来访者造成伤害，并采取方法改善被督导者的状况。由于韩美在督导上均有建立专门的督导师资

格证，因此担任督导师的心理咨询师在实施督导之前要具备相应的资格并且持有督导资格证书。此外，

美国还考虑到督导师要为被督导的人提供时刻能找到自己或其他督导师的信息，以便在危机情况下能及

时向督导师反映并且咨询处理方法。被督导者有权利中断与督导师的督导关系，被督导者在提供中断理

由后充分给予解决或引荐给其他督导师。被督导者在请求和督导师建立心理咨询关系时督导师要对此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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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并且将他引荐给其他咨询师。 

2.6. 研究、出版和发表 

心理咨询师依靠自己的专业能力使社会更加公平化，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做贡献的心理咨询师通过

学习、研究等途径努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在研究中充分地尊重客观性和多样性，提倡心理咨询师进行专

业研究，以便对专业学科领域有所贡献，并促进专业领域中相关现象的了解和改善。心理咨询师在实施

研究时充分尊重参与者的尊严，同时也保障来访者的福祉。在遵守以人类为研究科学对象的科学研究规

范和伦理准则下进行合理研究。 
在研究开始前，中国在相关的伦理内容中规定，心理咨询师在从事研究工作时要尊重人的基本权益

和规范要求，并征求来访者的知情同意。心理咨询师要保证参与者是自愿参加，不得用隐瞒和欺骗的手

段对待研究对象，并且保证实验不会对参与者造成伤害，与此相应的，美国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师生

或者督导与被督导的关系时，研究者不能利用职务之便来威胁被参与者强迫参与实验。在选择来访者为

被研究者时，来访者有权自由选择是否参与实验，并且其参与与否都不能对心理咨询产生影响。并且，

心理咨询师撰写研究报告时要保证各个方面的真实性，并且对研究对象的身份进行保密，还要保证材料

的安全性。此外，韩国在研究开始进行前，都要通过相关的伦理委员会(IRB)审查后，方可开始进行研究。

所以，韩国在研究、出版和发表相关的伦理内容中主要强调在研究开始前要做好正确无误的研究计划，

并且遵守国家和法律的相应条款。心理咨询师要采用被研究者能懂的语言对研究目的和内容进行说明，

不能为了获得好的研究成果强迫被研究者做出某些行为。在研究开始之前要对被研究者进行充分说明，

如需录音或录像则需要获得被研究者同意后方可进行。 
在研究进行的时候，韩国提出心理咨询师在进行研究时要承担责任，保证被研究对象不受到损害。

并且在接受相关训练后再进行研究，如果在研究过程中有疑问，要及时向专业机关询问。美国在研究、

出版和发表相关的伦理内容里面还考虑到多文化背景下需要注意的地方，心理咨询师要充分考虑到文化

因素，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及时向专业机关咨询。 
在研究结束后,美国的伦理内容指出在规定时间里要对有关被实验者的资料，包括录音、录影、印刷

物等给予销毁。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不能发生如性关系等非研究以外的非专业关系。心理咨询师发现已出

版的刊物存在重大错误时有义务像有关部门申报。 
此外，在发表论文著作上，中国的伦理内容中提到不能剽窃他人的成果，要准确注明参考文献的来

源，并准确标出共同参与论文撰写的作者情况。韩国则指出，在研究进行发表的时候，被研究者有知情

权并且研究人员不能伪造发表内容。心理咨询师在保护被研究者的隐私前提下可以将研究资料提供给其

他的研究者，心理咨询师在投稿时要避免重发表和一稿多投。 

2.7. 伦理问题的处理 

心理咨询师在专业工作中面临伦理问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心理咨询师在面临伦理问题时会参考有

关法律和伦理，自己努力解决面临的困境，并且向专业部门和同事探讨和请教。 
中韩美三国在伦理问题的处理中均阐述，要充分了解伦理规章制度严格要求自身行为，在遇到伦理

问题时候要寻求专业机关的帮助，并且在看到同事触犯伦理问题时要视情况向相关机关举报，心理咨询

师有配合相关部门调查的义务和申诉的权利。但韩国除了在此方面外，还提出了心理咨询师在不知道自

己的行为是否违反心理咨询的伦理问题时要咨询有关部门或同事。在咨询师所属机关发生与伦理问题相

违背的情况时，要求咨询师了解事情的根本原因并且协商出解决方案。而美国在伦理问题的处理中如果

在法律和伦理规定冲突的情况下，心理咨询师首先要按照伦理规定来处理问题，在伦理规定无法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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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再去寻求法律援助。 

3. 讨论 

通过对三国的心理咨询工作伦理守则内容的比较，可以发现与我国相比，韩国和美国在心理咨询伦

理守则内容上更加多元化、专业化、法制化和精细化，并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心理咨询伦理守则内容体系，

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因此本文试图从韩国和美国的心理咨询伦理守则内容中寻找积极经验，适

当完善和增加伦理守则内容，以期为推动我国心理咨询工作伦理守则的发展和水平提升提出一些对策建

议。 
第一，在机构制度设置上，要更加精细化。如国内很多高校的心理咨询师存在不能完全脱离学校管

理而进行单纯的心理咨询，因此心理咨询师往往被赋予了很多角色，比如，既是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又

被赋予了学校行政和管理人员的角色。如果学生考试作弊，心理咨询师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既要遵循

学校的管理规定，又要担当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往往使心理咨询师遭遇多重关系的境遇。另外，高校心

理咨询师在很多情况下也是学校的教师，所以在面对来访者时，他们又会多了一层师生关系。综合这些

情况，政策往往与心理咨询伦理相互矛盾。使得心理咨询师面临许多无法抉择的困难。在此问题上中国

可以借鉴国外的高校心理咨询系统，教师和心理咨询师各为一体。即，心理学教师只负责学生的教学和

研究工作，而心理咨询师则负责学生的心理辅导工作。这样的话心理咨询师就无权利给学生进行学业成

绩评价，心理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只存在单纯的心理咨询关系，避免了多重关系困境的发生。 
第二，在文化的多样性上，由于美国是一个在文化和种族多样性上很有代表性的国家，所以在制定

心理咨询伦理守则时也充分考虑到了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并且力求做到客观、公平。韩国一直是单一

民族的国家，在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上与美国尚有差距。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的

劳动力涌入韩国市场，另外随着跨国婚姻、留学生的增多，韩国的经济发展和与世界文化的接轨，使韩

国的人口结构更为多元，多文化家庭迅速增多。以来韩外国务工人员的子女入学问题为例，近些年韩国

政府越发重视多文化研究并积极制定相关政策(Lee, 2012)。而中国国内的多民族情况、贫富差距等问题使

中国在多文化问题上面临很多挑战(刘慧，2014)，再加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外开放逐渐增强，未来国

外的人口与文化的大量涌入，这些都会使中国在内因和外因上面临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所以可以考虑到

我国的民族多样性与随着时代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些特点上制定与更新心理咨询伦理，建立符合我国

本土文化的心理咨询伦理守则。 
第三，在监督制度上，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我国在心理咨询的伦理问题处理上，要建立长效的

监督机制与机构，即在心理咨询伦理的规范下还应将其加以实施并且通过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弱化个人

权利和关系，避免因为阶层权利而产生的不公正，保障每一个人的公平性。在触犯伦理问题或接受伦理

事件举报后应有相应的机关进行受理与处理。比如韩国在心理咨询的伦理问题的处理上采取专门建立伦

理委员会制度，一旦发生伦理问题，第一时间向伦理委员会申告，伦理委员会也会在接到申告之后及时

进行处理。由于韩国的民营心理学会和国家成立的心理学会影响力不相上下。因此，各个学会之间也形

成了相互学习、监督的体系。我国也可以参照国外的现状，除国家设立心理咨询协会之外，鼓励民间成

立一定规模的心理学会和多样的心理咨询分会，如大学生心理咨询协会、青少年心理咨询协会、少数民

族心理咨询协会等，根据不同的团体建立和完善不同的心理咨询伦理章程，并建立系统的督导体系，各

个学会之间起到相互监督，互相学习促进的作用。除此之外，我国还应加强有关心理咨询的法律修订与

完善工作，从而使心理咨询过程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有法可依，依据法律来公正公平地处理矛盾和问题。 
第四，在心理咨询伦理学习与培训上，只是单纯的列出心理咨询伦理守则而不去加强和深化它的实

际意义与作用，会让很多心理咨询师不去重视守则的规定。所以要让心理咨询师意识到心理咨询伦理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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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的重要性。比如在美国和韩国，对高校心理咨询专业的学生来说，心理咨询伦理守则课程是必修课，

学生只有顺利通过课程的学习后才能顺利毕业。并且在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考试中，不管是理论还是实操

都会有包含心理咨询伦理内容的测试，只有通过测试才具备获得资格证书的资格。 
综上所述，在建立和完善心理咨询伦理守则上，我国和其他国家有着很多的差异性，所以在制定新

的伦理守则的时候，参考借鉴他国心理咨询伦理守则的同时可以通过调查和收集我国在心理咨询中遇到

的独特的问题，并且在这些问题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特有的心理咨询伦理守则。正是由于和其他国

家存在差异性并加以比较，所以通过弥补自身的不足，我国未来的心理咨询伦理发展道路将会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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