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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设计团体辅导方案，探究其对失依儿童自我认同的干预效果。方法：选取公益学校中的失依儿童

20名，实验组和对照组各10人，实验组进行6次团体辅导，对照组不做干预。采用自我同一性地位量表

对干预效果进行测量。结果：经过6次团体辅导，实验组失依儿童的现在自我投入水平及将来自我投入

的意愿均有显著提升，而对照组前后测无明显变化。结论：团体辅导能够有效提升失依儿童的现在自我

投入水平以及将来自我投入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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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Design a group counseling program and explore its intervention effect on the self-identity 
of abandoned children. Methods: 20 abandoned children in public welfare schools were selected, 
with 10 in each experimental group and 1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group counseling for 6 time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no intervention.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was measured using the Self-Identity Status Scale. Results: After 6 sessions of group coun-
seling, the current level of self-investment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elf-invest in the future of the 
abandoned childre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control group between pre- and post-test. Conclusion: Group couns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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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urrent level of self-investment and the willingness to self-invest in the 
future of abandone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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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保护儿童、关爱儿童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责任。然而，仍然有许多儿童

无法享受家庭的亲情和照顾，成为各种类型的困境儿童，例如孤儿、留守儿童、流浪儿童等。失依儿童

属于困境儿童的一种类型，他们因故失去亲生父母和其他成年亲属的照顾，只能由社会机构或他人抚养

才能维持生活(王彦斌，2003)。在我国，无人照料的孤儿和伤残儿童会通过儿童福利院进行救助，保障被

救助儿童的生存权与受教育权，其救助模式为统一养育(徐娜，2012)。除政府主管的福利院外，社会上也

有一部分非政府性质的公益学校从事失依儿童的救助行为。这类公益学校的资金来源均为社会捐助，其

教育模式不同于政府性质的儿童福利院，表现为“养育 + 教育”，“吃、住、学”一体化救助模式，孩

子们既在这里生活又在这里学习。显然，失依儿童在成长中可能面临多方面的发展困境，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关心和爱护。 
儿童阶段的关键任务之一是探索与发展自我认同，这对其一生发展都至关重要。埃里克森(1998)认为

自我认同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对于自我身份、未来期望与过去经历的完善整合，同时也是个体内部心理

与外部环境的统一。张明皓(2017)认为，自我认同是以“我是谁”作为主要原则来探讨个体自我的意识与

社会关系的统一整合。裴诗怡等(2018)提出，自我认同包含三个维度：个体对于现在、过去与将来的连续

性；个体的价值观念与人生目标之间统一协调；个体与外界环境的适应协调性。综合以往研究，可以认

为自我认同是指个体在与外界信息的交互作用中，辩证地感知、理解和定义自我，在结构上包含三个维

度：身份认同、价值认同以及现实认同。也即自我认同会经历“认识–想象–调整”的过程。具体而言

就是，个体基于过往经历形成“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的身份认同，其次是出于个人信念以及对未来的期

待产生的“我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价值认同，最后是基于当下现实环境进行目标调整而形成的“我

可以成为怎样的人”的现实认同。 
自我认同是通过早期经验形成的基本概念，是个体引领未来生活的基石，获得自我认同的对个体的

多方面成长都影响很大(卢勤，2002)。自我认同顺利形成将带来坚定的自我认同从而对自我成长产生积极

作用。然而，未能度过这一危机将导致角色混淆(Dunkel & Harbke, 2017; Erikson, 1969)。研究表明，自我

认同与不同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进一步证实了其作为个人成长的标志的重要性(郭金山，车文博，2004)。
有研究表明，自我认同探索对农村儿童的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探索过程对他们的成长有益(Guo et 
al., 2020)。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不断吸收各种信息并调整自我概念有助于他们的心理和社交功能的发展

(Flum & Kaplan, 2006)。 
Erikson (1969)的寿命危机理论揭示了自我认同形成对年轻人健康和幸福的深刻影响。拥有高自我认

同水平的个体能够更准确感知他们所处社会环境中的挑战和困难，帮助他们做出适应性反应，并与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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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关(Sánchez-Miguel et al., 2017)。自我认同能预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自我认同水平高

的青少年相较于自我认同低的青少年更具乐观、外向，并表现出更健康的心理成熟度(Dugarova et al., 
2020)。而当面临压力和困难时，较低的自我认同水平的青少年会增加抑郁和退缩的可能性(Toti et al., 
2020)。特定环境中建立同伴关系受到个体自我认同水平的影响(Wang et al., 2019)，有研究表明，青少年

自我认同与友谊质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自我认同在青少年家庭亲密度和心理资本对同伴关系的关系

之间发挥调节作用(Zhou et al., 2023)。 
家庭对于自我认同的发展十分重要，父母教养对儿童自我认同的发展有显著预测作用(王树青，2004)；

家庭功能的缺失也会影响儿童自我认同的形成(金河岩，朴华英，2009)；个体的自我认同与人格特质、人

际关系(彭瑞然，2017)、他人评价(李娜，2017)领悟到的社会支持(唐莉，2016)都有关系。失依儿童特殊

的原生家庭以及成长环境很大程度地影响着其自我认同的构建，鄢勇兵(2020)认为，经过社会福利院救助

的失依儿童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我认同危机，具体表现在以几个方面：(1) 家庭关系缺失、复杂或者不稳定；

(2) 角色认同困难；(3) 无法与社会福利院护工建立亲密关系；(4) 人际交往难以持续；(5) 在学校感受到

不接纳和异样感；(6) 归属感不强；(7) 社会标签化。 
团体辅导是一种心理健康治疗方法，通过将一组个体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和解决心理问题、挑战

和情感难题。这种治疗方法的核心特征包括集体互动和支持。团体成员可以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情感，

倾听他人的故事，并提供相互支持和反馈。这种互动有助于减轻孤独感、促进情感表达，以及加强社交

技能等。樊富珉(2005)对团体辅导的定义在国内比较有代表性，她认为团体辅导是指，在团体领导者的带

领下，多个成员围绕着一个或者多个大家共同关心的主题，经由团体内的人际互动，成员之间通过观察、

体验、分享、反馈来了解自己、了解他人、改善人际关系、学习新的态度、新的方式，来发展出更好的

生活适应的专业的助人过程。团体辅导有助于团体成员学习和发展某些心理特质(陈婧，陆春红，2009)。
已有研究表示，在儿童心理问题矫正与心理发展领域，团体辅导都有着重要作用。在问题矫正上，团体

辅导可以帮助矫正儿童注意力缺陷等问题(刘娟，李晓伟，2019)。在儿童心理发展性领域上，团体辅导可

以增强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环境适应能力、情绪控制能力以及自我认识水平。团体辅导的方式也常见

于各类困境儿童的帮扶，并且效果良好。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团体干预对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以及自

我认同的发展有显著提升作用。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王登芹等(2016)发现团体辅导对其心理韧性与自我效

能有显著提升作用；团体辅导有利于留守儿童完善人格发展(兰燕灵等，2009)；对流动儿童来说，团体辅

导能够有效减轻流动儿童的孤独感和焦虑情绪(李峥等，2015)，提升其自我接纳以及自我评价的水平(唐
峥华等，2013)。也有学者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自我认同会受到自我特质与现实环境的影响，同时团体干

预可以帮助其构建积极的自我认同(张倩倩，2018)；其他一些研究证实，团体心理辅导对寄宿生的自我效

能感与心理韧性有显著提升作用(李丽英，2017)，对于孤儿、残障儿童的自我提升与自我保护也有着积极

的作用(汪集锋，2018)；城市散居孤儿的自我认同多存在角色混乱等问题，团体干预对其自我认同提升有

一定的适用性(李洁菲，2019)。 
国外学者 Marcia (1966)在埃里克森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提出

了自我认同模型。后来日本学者加藤厚于 1983 年在马西亚的自我认同的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加入了第三

个维度——现在自我投入的愿望，编制了自我认同地位量表，包含三个变量，每个变量都包含危机和自

我投入两个指标。国内学者张日昇(2000)修订了加藤厚的自我同一性问卷，并被广泛引用，量表包含现在

的投入、过去的危机以及将来自我投入的期望三个变量。因此，本研究认为采取适当的团体辅导手段，

可以调动失依儿童积极的心理资源，帮助失依儿童更好的进行自我探索与发展。本研究以非政府公益学

校里的失依儿童为研究对象，从自我认同的概念出发，从现在的投入、过去的危机以及将来自我投入的

期望三个变量为依据，围绕自我认同的身份认同、现实认同、价值认同三个维度进行团体辅导干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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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失依儿童的自身发展以及自我认同，并通过自我同一性地位量表对干预效果进行评估。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北京市某非政府公益学校里的失依儿童。研究者在综合评估儿童基本情况和主观意愿的

基础上，在符合标准的儿童中随机选择了 20 名失依儿童(男生 11 名，女生 9 名)参与本研究，再将这 20
名儿童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 

2.2. 研究工具 

自我同一性地位量表由日本学者加藤厚于 1983年编制，国内学者张日昇教授于 2000年进行了修订。

量表共 12 个项目，分为三个分量表：“现在的自我投入”、“过去的危机”、“未来自我投入的愿望”。

该量表的分半信度为 0.88~0.91，重测信度为：0.78~0.85，研究证实该量表的同时效度和建构效度均良好。

此量表中三个维度的含义如下：现在自我投入指的是个体为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自我实现及达到某一

目标而全力付出；过去的危机指的是个体在探索自身问题时如探讨自我角色、自我信念、人生理想等等

感到迷茫并努力寻找方向，经历的危机越多，说明个体主动探索的越多，越有利于个体自我同一性的确

定；未来自我投入的愿望指在未来的时空中，个体对自己、对理想信念的实现所持有的承诺。现在自我

投入越高，意味着个体现在的探索和努力越多，反之越少；过去的危机越高，意味着个体经历的越多，

已进行的探索越多，反之越少；未来自我投入的愿望越高，意味着个体对于未来的期待越高，努力奋斗

的意愿越强。 

2.3. 研究程序 

根据本研究的问题和目的，本研究的过程如下所述： 
(1) 设计提升自我认同的团体干预方案； 
(2) 邀请两位有丰富经验的团体带领者校审方案，两位带领者开放式的从各自角度提出方案中的不足

之处，三人充分讨论后对方案进行修改调整； 
(3) 选取符合标准且自愿的 20 位团体成员，考虑年龄和性别的情况下随机分配组成实验组和对照组； 
(4) 发放自我同一性地位量表进行前测； 
(5) 对实验组 10 位团体成员进行团体辅导干预，对照组不做干预。团体活动共 6 次，每周两次，每

次 90 分钟； 
(6) 收集实验组、对照组自我同一性地位量表的后测数据； 
(7) 效果评估，对自我认同的团体辅导干预效果进行定量分析。 

2.4. 团体辅导干预方案的设计 

团体辅导干预方案主要围绕自我认同的三个维度展开设计。 
围绕身份认同维度，在“我眼中的自己”这一单元中，通过“我的自画像”活动让团体成员对于“我”

的形象更加清晰，同时写下关于“我”的五个形容词进一步引导团体成员对自我特质进行思考。在“独

一无二的我”这一单元中，通过观察“独特的核桃”引发团体成员对于自身独特性的思考，引导成员发

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与闪光点。为了帮助团体成员形成更全面立体的自我认识，了解他人眼中的自己，研

究者设计了“回旋会谈”活动。 
基于价值认同维度层面，在“我眼中的未来”单元中设计了“价值拍卖”主题活动，通过对拍卖物

品的纠结与抉择，帮助团体成员梳理自己内心的价值观念。紧接着，让成员写下自己在生活中认为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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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事情，然后邀请成员逐一删除，以此来澄清个人价值观，同时也在丧失中学会珍惜拥有。研究者

设计了“生涯幻游”活动，意在通过想象练习澄清团体成员对未来生活以及理想职业的期待。 
在现实认同维度，干预方案中设计了“我的法宝”主题活动，邀请大家分享最近困扰自己的一件事

情，自己又是通过什么方法解决的，并邀请成员将想到的“法宝”的形象画到自画像的身旁。在“生涯

幻游”主题活动中，也引导成员思考未来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应对的方法。帮助团体成员认识现实中存

在的问题与优势，同时鼓励其积极发展内在资源力量。 
基于以上思路，研究者制定了“失依儿童自我认同的团体辅导干预方案”，方案大纲如表 1 所示： 
 

Table 1. Outline of a group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program for self-identity of abandoned children 
表 1. 失依儿童自我认同的团体辅导干预方案大纲 

单元 主题活动 
一、我想认识你 大风吹、守护天使、共定团体契约 
二、我眼中的自己 马莲开花、我的自画像、我的“法宝” 
三、我眼中的未来 梦想蹲、生涯幻游、价值拍卖 
四、团体与我 你演我猜、故事接龙、合作雕塑 

五、独一无二的自己 极限挑战、独一无二的核桃、回旋会谈 
六、再见团体，你好生活 小鸡变凤凰、心有千千结、守护天使、分享与祝福 

2.5. 效果评估 

在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前后收集自我同一性地位量表的数据。数据回收后，主要采用 SPSS24.0 对数据

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实验组与对照组自我认同的组间比较 

本研究选取被试共 20 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对两组被试同时进行前测与后测，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实验组与对照组在自我认同三个维度的前测及后测的分数差异，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the control group 
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前测比较 

 实验组前测 对照组前测 t p 
现在自我投入 16.90 ± 3.107 16.50 ± 3.136 0.287 0.778 
过去的危机 17.50 ± 2.953 17.60 ± 3.062 0.074 0.942 

未来自我投入的愿望 19.00 ± 1.826 18.40 ± 2.757 0.574 0.537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下同。 
 

Table 3. Post-test comparison between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表 3.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后测比较 

 实验组后测 对照组后测 t p 
现在自我投入 21.60 ± 2.221 16.80 ± 3.360 3.769*** 0.001 
过去的危机 17.50 ± 2.014 17.00 ± 3.127 0.425 0.676 

未来自我投入的愿望 22.00 ± 1.886 18.80 ± 3.327 2.646** 0.010 
 
由表 2 可知，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前测在各个维度上均没有显著差异，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是同质的

群体，具有可比性。同时，也可以从表 3 得知经过六次的团体辅导干预，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现在自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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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未来自我投入的愿望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过去危机这一维度上差异不显著。 

3.2. 实验组与对照组自我认同的组内比较 

将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前测后测得分分别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考察成员在各维度分上的前后测得分

的差异。结果如表 4、表 5 所示： 
 

Table 4. Comparison of pre- and post-test in experimental groups 
表 4. 实验组的前测后测比较 

 实验组前测 实验组后测 t p 
现在自我投入 16.90 ± 3.107 21.60 ± 2.221 5.752*** 0.000 
过去的危机 17.50 ± 2.953 17.50 ± 2.014 0.000 1.000 

未来自我投入的愿望 19.00 ± 1.826 22.00 ± 1.886 5.809*** 0.000 
 

Table 5. Comparison of pre- and post-test in the control group 
表 5. 对照组的前测后测比较 

 对照组前测 对照组后测 t p 
现在自我投入 16.50 ± 3.136 16.80 ± 3.360 0.419 0.685 
过去的危机 17.60 ± 3.062 17.00 ± 3.127 1.500 0.168 

未来自我投入的愿望 18.40 ± 2.757 18.80 ± 3.327 0.569 0.583 
 

结果表明，对照组成员各维度的前后测没有显著差异。实验组成员在现在的自我投入以及对于未来

自我投入的愿望这两个维度上有显著提升，而在过去的危机的这一维度没有显著性差异。 

4. 讨论 

4.1. 实验组与控制组自我认同的前后测比较 

研究结果表明，在团体辅导干预实验后，实验组相比于对照组而言，在自我认同的“现在的自我投

入”、“未来自我投入的愿望”两个维度上的变化显著，证明团体辅导的效果良好。 
两个维度的提升可能是因为经过团体辅导，成员们重视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思考自我实现等问题

并且对未来产生期待，计划在未来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这说明经过六次团体辅导的实验组成员的

自我认同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因此可以证实本研究设计的团体辅导方案是有效的。 

4.2. 团体干预的疗效因子分析 

龚惠香(2011)在有关团体干预的疗效因子调查中发现，团体干预的疗效因子主要包含以下几类：(1)
团体的良好体验，这种良好体验会给团体成员带来希望感，这种希望感又可以被迁移到现实中让他们更

好的面对未来生活；(2) 成员之间的同质性，团体成员大多具有某些类似经历和感受，这种感同身受会

让成员体验到“与你同在”的支持感；(3) 信息的传递与行为模仿，不同成员间的经验分享可能会给其

他成员带来启发；(4) 原生家庭的矫正新体验，团体成员可能存在家庭的负面记忆与体验，在团体中成

员所感受到真诚温暖的情感支持，有利于其更正固有的团体情感体验；(5) 通过成员之间真诚友好的互

动，成员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习得人际交往的技巧；(6) 团体凝聚力，一种可以与其他因子共同作用的疗

效因子，温馨安全的团体氛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团体成员的归属感，更有助于其探索和发展更高层

次的心理需求；(7) 外显表达，相比于压抑负面感受，团体中情绪与想法的表达有助于团体成员直面感

受，接纳经历事件缓解负面情绪；(8) 利他主义，当团体成员在团体互动中感觉到被需要，对团体中的

他人可以带来某些正向影响的时候，其自主感与自尊感会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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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自我认同团体辅导方案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点，可能还有以下几个

原因：首先是团体辅导方案的设计紧密结合失依儿童心理特征，比较具有针对性。其次，团体带领者秉

持积极心理学的态度，在团体开展过程中时刻铭记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成员，积极关注可以鼓励成员积

极地参与到活动中来，充分尊重成员，相信他们自身的潜力。最后，失依儿童有着较强的自我反省能力，

同时在感受到趣味性和安全性后，愿意敞开心扉进行分享与自我探索。 

5. 结论 

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对失依儿童的自我认同有显著的干预作用，可以有效提升失依儿童的现在自我投

入水平，也可以有效提升将来自我投入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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