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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箱庭疗法对乡村儿童改善亲子关系质量的过程及效果。方法：对两名亲子亲密度低的乡村儿

童进行亲子箱庭疗法，使用问卷法和访谈法评估干预前后亲子关系质量的变化。结果：亲子箱庭疗法改

善了个案的亲子关系质量。结论：在箱庭疗法中，互动和观察可以帮助家长和儿童之间建立更好的沟通

渠道，进而改善彼此之间的亲子关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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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sandplay therapy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ar-
ent-child relationships in rural children. Methods: Parent-child sandplay therapy was adminis-
tered to two rural children with low parent-child intimacy, and changes in the quality of par-
ent-child relationship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assessed using questionnaires an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2117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2117
https://www.hanspub.org/


高乐乐 等 
 

 

DOI: 10.12677/ap.2024.142117 941 心理学进展 
 

interviews. Results: Parent-child sandplay therap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
ships in the cases. Conclusion: Interaction and observation in sandplay therapy can help parents 
and children to establish better communication channels between them, which in turn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Keywords 
Sandplay Therap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Rural Childre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亲子关系是以血缘关系和一起生活为基础，父母和孩子之间互相影响并积极作用的过程，是自然关

系与社会人际关系的统一，它包括父母和孩子双方在情感与行为上的亲合和冲突(刘晓梅、李康，1995)。
作为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因素之一，亲子关系在儿童成长中有很重要的作用。Masten 与 Garmezy 提出：

亲子关系是造成儿童发展问题和心理病理问题的最有影响力的因素(Masten & Garmezy, 1985)。国内学者

也同样认同此观点，例如钱印霞的研究发现：亲子关系会显著正向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钱印霞，2015)。
由此我们可知，亲子关系的和谐、稳定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乡村儿童作为一

大群体，其家庭很有可能因父母长时间、远距离的外出务工以及教育方式不当，造成亲子关系出现了疏

离现象。王鑫、姚兆余对乡村留守儿童的研究也可证明这一点，研究发现留守儿童跟父母在社会交际方

面的沟通逐渐淡化(王鑫，姚兆余，2010)。由此，采取手段干预乡村儿童亲子关系的现状是有必要的。 
对于亲子关系的干预，国外学者提出了不少的干预方法。主要包括父母效能训练、 做合格父母的系

统训练、亲子关系提高训练、父母——青少年关系发展训练、行为训练和生活训练等。国内对于亲子关

系的干预则更多的停留在实证阶段，主要的干预手段有：观察法、测验法、访谈法、个案访谈法等。有

部分学者通过改善亲子沟通来干预亲子关系，如魏然用行动研究的方式改善亲子沟通，结果显示亲子双

方转变了沟通态度，改善了沟通技巧，从而融洽了亲子关系(魏然，2005)。 
箱庭疗法是指来访者在治疗者的陪伴下，从玩具架上自由挑选玩具，在沙盘里进行自我表现的一种

心理疗法(张日昇，2006)。箱庭疗法又被叫做沙盘游戏或者沙盘疗法，在下文中，统一称为箱庭疗法。箱

庭疗法起源于欧洲，瑞士分析心理学家多拉·卡尔夫在洛温菲尔德世界技法的基础上，融合了荣格的分

析心理学思想及东方传统哲学思想，从而形成了一种通过探索深层内心以促进人格整合的治疗方法。而

关于箱庭疗法的理论渊源，一般认为有三个，即东方文化、劳恩菲尔德的世界技法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

但当提及到箱庭疗法的时候，一般认为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对箱庭疗法的影响最大(张日昇，2006)。 
箱庭疗法中的治疗思想结合了许多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核心，比如原型、集体无意识等概念。荣格用

原型一词来表示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他认为，集体无意识中包含着人类进化过程中整个精神性的遗传，

注入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我们并没有办法直接了解原型，因此，荣格又提出了“原型意象”的概

念，他认为这是原型将其自身呈现给意识的主要形式，且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一旦被觉察，它便以意象的

象征形式呈现给意识。各种各样的原型将我们的无意识和意识连接起来，而箱庭是一座沟通意识和无意

识的桥梁。在箱庭疗法治疗过程中，来访者通过各式各样的沙具和场景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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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个体与心灵的对话，将无意识原型意识化，从而解决无意识冲突，使心理问题得以解决(凌笑笑，2015)。 
随着箱庭疗法的广泛运用，个体箱庭逐渐发展为团体箱庭，并因其特有的优点被运用于儿童的治疗

中。团体箱庭是指两人以上的来访者在陪伴者静默陪伴下，一同在沙箱中完成箱庭作品制作(申荷永，2004)。
而亲子箱庭是团体箱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融入了家庭疗法、游戏疗法和箱庭疗法三种治疗方法的优势

(魏明丽，2012)。对于亲子箱庭的实施，主要有两种方法，可以是父母双方与儿童同时参加，也可以是父

母一方与儿童共同参加。箱庭疗法可以为儿童提供“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相比于其他干预，更容易

被儿童所接受。而亲子箱庭同样有此特质，如李洁，赵雨菡以一例活跃退缩幼儿为例，采用亲子箱庭疗

法进行干预获得了较好的干预效果。在亲子箱庭过程中，幼儿和母亲运用象征方式参与到自我疗愈中，

将难以用语言或者是无意识层面的创伤表达出来，促进了母子之间的沟通和理解(李洁等，2021)。因此本

研究推论亲子箱庭对亲子关系的干预有良好的效果，虽然使用箱庭疗法对亲子关系的干预研究基本为零，

但目前国内运用箱庭疗法对于儿童的心理问题干预却有很多成功的实践。因此，本研究使用箱庭疗法中

亲子协同制作的模式来改善乡村儿童的亲子关系质量，帮助乡村儿童走出这一困境。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筛选 

对陕西省某乡村小学的儿童发放由 Buchnan, Maccoby & Dornbush 编制，张锦涛修订的亲子亲密度量

表(张锦涛等，2011)，筛选出亲子亲密度低的被试，与家长沟通联系后对其进行箱庭治疗。 

2.2. 研究工具 

2.2.1. 问卷 
采用 Buchnan, Maccoby & Dornbush 编制，张锦涛修订的亲子亲密度量表(张锦涛等，2011)。采用该

量表评述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共 9 个项目，采用 5 点评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

采用先前研究的方法，取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的平均值作为量表的得分，得分越高，表示亲子关系质量

越好(张锦涛等，2011)。该量表在以往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1 (与父亲分量表)和 0.910 (与母

亲分量表)。全国常模为 3.32 ± 0.91，其中父子关系为 3.23 ± 0.98，母子关系为 3.40 ± 0.96。 

2.2.2. 访谈提纲 
事先拟订关于亲子关系的访谈提纲，通过和家长和学生的访谈和交流，进一步了解该家庭的亲子关

系状况。 

2.2.3. 箱庭工具 
使用独立的箱庭室，并配备 72 × 57 × 7 cm 的沙箱和玩具。其沙箱内壁为蓝色，内部装有细沙。玩具

包括人物类、动物类、植物类、交通工具类、建筑类、生活用品类、自然元素类、宗教类、武器类及其

他。此外，还配备数码相机 1 部，三脚架 1 个，录音设备 1 个，计时器 1 个、箱庭制作记录表若干。 

2.3. 研究程序 

在陕西省某一学校发放亲子亲密度量表，筛选出乡村儿童。对筛选出的量表进行 SPSS 数据分析，

筛选亲子关系可能出现问题的乡村儿童，并联系儿童的父母一同作为被试进行箱庭治疗。在箱庭治疗之

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做亲子关系访谈，深入了解该家庭的亲子关系状况。然后对该家庭做箱庭治疗，

每周 1 次，每次 50 分钟左右。记录箱庭的制作过程并对其过程和最后的作品进行拍照。部分制作过程进

行片段摄像。箱庭治疗结束后一周内，再次发放亲子亲密度量表作为后测，并对儿童和家长进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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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量和质两方面进行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讨论。研究采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个案一箱庭疗法过程及分析 

Kalff 在 Neumann 关于自我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箱庭治疗一般要经历动植物阶段、战争和对

立阶段、回归集体三个阶段；Eva Pattis 则将箱庭治疗的过程分为：表达冲突阶段，发展遇到阻碍阶段，

回归阶段，能量的释放阶段以及随着能量的释放而出现的前进阶段。根据这些理论，将本研究的自发性

箱庭治疗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3.1.1. 问题呈现阶段(第 1 次) 
这个阶段的箱庭作品通常表现为混乱，对立等。来访儿童和其爸爸使用的玩具数量较少，但却形成

了一个对峙的局面。一条沟壑将沙盘一分两半，一面是来访家长放的士兵，一面是来访儿童放的大象，

可以看出来访儿童与其父亲之间的关系目前属于对立的状态。当来访儿童放完坦克之后，父亲紧跟其上，

并创建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体现出父亲的威严以及不容反对的态度。在与父亲的聊天之中，父亲认

为他与孩子是对手，反映出该来访儿童与来访父亲的亲子关系状态并不是很好。个案一第一次箱庭作品

见图 1。 
 

 
Figure 1. Case 1, 1st sandtray 
图 1. 个案一第 1 次箱庭作品 

3.1.2. 阻碍对立阶段(第 2 次) 
这一阶段的箱庭作品以战争的场面为主，更能体现出来访儿童与其父亲之间的矛盾。来访儿童与其

父亲使用的玩具数量相比于第一阶段开始明显增多，场面给人的感觉却是混乱且分散的。虽然没有明显

的分界线，但还是不难看出箱庭作品依然是对立的状态。玩具数量少的一方依然是儿童，说明来访儿童

在这阶段内处于下风。脚踏木板的黄色玩具，一只手指向远方，说明来访儿童渴望着自由。但父亲的威

严依然牢牢压制着来访儿童，使得来访儿童不得使用坦克进行斗争。这场战争正在进行，说明来访儿童

与来访父亲之间不同的观念正在进行交锋。个案一第 2 次箱庭作品照片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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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ase 1, 2nd sandtray 
图 2. 个案一第 2 次箱庭作品 

3.1.3. 回归转化阶段(第 3~4 次) 
这一阶段在暴露问题的同时，箱庭作品中开始出现灵性或带有蜕变意义的沙具，同时矛盾冲突开始

转化为能量，治愈主题开始增多，创伤主题开始减少。虽然该作品当中仍然有攻击类的玩具，但相比于

前两次来说，攻击性明显降低。这说明来访儿童与来访父亲间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他们愿意因为一

些原因做出改变。第四次箱庭作品的中心为相拥的一家三口，来访儿童将其放在沙盘的中心，表现出来

访儿童对一家三口可以相拥的场景的向往。而父亲在看到孩子放了该玩具之后，也开始放了象征着蜕变

意义的蝴蝶。表示父亲也愿意为了一家三口相拥的玩具做出改变，说明父亲正在进行转化的过程。而在

父亲愿意做出改变后，箱庭作品中的树木开始多了起来。树象征着生命力，而亲子关系的改善需要能量

进行转化，说明来访儿童和来访家长之间的能量开始流动起来，他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正在改变。个案一

第 3、4 次箱庭作品见图 3、图 4。 
 

 
Figure 3. Case 1, 3rd sandtray 
图 3. 个案一第 3 次箱庭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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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ase 1, 4th sandtray 
图 4. 个案一第 4 次箱庭作品 

3.1.4. 整合前进阶段(第 5~7 次) 
这一阶段来访儿童与来访父亲之间基本能够处理好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拥有了调整亲子关系之间矛

盾的心理能量。这一阶段基本看不出来沙盘的分割，来访父亲和来访儿童所完成的作品开始趋向整体、

和谐。虽然有在第一次箱庭作品中出现的大象和火箭筒，但这一次这两个玩具的位置却不再是对立面，

而是面对着同一方向，象征着共同抵御外敌。这一阶段作品的生活场景类玩具开始逐渐增多，呈现出和

谐、融洽的场景，象征着来访父亲正在回归家庭，表达出关爱、支持和理解等积极的情感。在整合前进

阶段，父亲开始关注儿童的需求和情感，开始合作和共享，共同探索和解决问题，而来访儿童也更加愿

意与家长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个案一第 5、6、7 次箱庭作品见图 5~7。 
 

 
Figure 5. Case 1, 5th sandtray 
图 5. 个案一第 5 次箱庭作品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2117


高乐乐 等 
 

 

DOI: 10.12677/ap.2024.142117 946 心理学进展 
 

 
Figure 6. Case 1, 6th sandtray 
图 6. 个案一第 6 次箱庭作品 

 

 
Figure 7. Case 1, 7th sandtray 
图 7. 个案一第 7 次箱庭作品 

3.2. 个案二箱庭疗法过程及分析 

3.2.1. 问题呈现阶段(第 1 次) 
这个阶段的箱庭作品表现为对立。来访儿童使用玩具少，且与来访母亲的玩具间隔较远，并使用围

栏将草坪围起来，说明了来访儿童可能与母亲之间存在着隔阂。在与来访儿童的聊天中，我们得知来访

儿童更喜欢外面的世界。这条石子路通往围栏外面，说明来访者内心渴望离开家去寻找更广泛的世界。

在第二次的箱庭作品中，来访儿童在上一次摆放家的位置同样摆放了家，但却看到其母亲摆放的玩具之

后选择了拆除，并选择了与母亲一样的玩具摆放在了母亲的对立面，说明该儿童目前和母亲的关系是对

立，有矛盾的。个案二第 1 次箱庭作品见图 8。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2117


高乐乐 等 
 

 

DOI: 10.12677/ap.2024.142117 947 心理学进展 
 

 
Figure 8. Case 2, 1st sandtray 
图 8. 个案二第 1 次箱庭作品 

3.2.2. 阻碍对立阶段(第 2 次) 
这一阶段的箱庭作品以战争场面为主，更直接地体现了来访儿童与其母亲冲突和矛盾。战士往往用

来代表攻击性，愤怒等。虽然战争的场面很混乱，但我们可以看出是两支队伍在进行交锋，说明来访儿

童与来访家长正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争斗。而蝙蝠侠代表着来访儿童，坐着的姿势说明蝙蝠侠处于受伤

的状态，说明来访儿童在这场斗争中处在下风。粉色小床是该作品中最亮眼，最温暖的颜色，可以理解

为来访儿童内心有自己的坚守，而因为这份坚守，来访儿童对自己的母亲发起战争，说明儿童在愤怒的

表达自己的不满。个案二第 2 次箱庭作品见图 9。 
 

 
Figure 9. Case 2, 2nd sandtray 
图 9. 个案二第 2 次箱庭作品 

3.2.3. 回归转化阶段(第 3~4 次) 
由于之前经历了战争，来访儿童与其母亲开始在这一阶段开始尝试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次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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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为生活场景为主，来访母亲主动放了一个儿童，说明她对来访儿童的重视。而来访儿童旁边放着可乐，

薯条等，说明经过斗争之后，儿童获得了一些东西。这些食物代表着成就感，说明尽管上一次的斗争是

来访儿童处于下风，但这一次中来访儿童得到了硕果累累。而这次的整个作品围绕着家庭展开，蔬菜，

沙发，椅子，体现了来访儿童和来访家长对家的重视，而这些家具的摆放，也说明来访儿童和来访家长

正在构建一个新的家。个案二第 3、4 次箱庭作品见图 10、图 11。 
 

 
Figure 10. Case 2, 3rd sandtray 
图 10. 个案二第 3 次箱庭作品 

 

 
Figure 11. Case 2, 4th sandtray 
图 11. 个案二第 4 次箱庭作品 

3.2.4. 整合前进阶段(第 5 次) 
相比于前几次的箱庭作品，第 5 次的箱庭作品开始整合和聚集，玩具之间的距离也不再相隔甚远了，

更像是一个人完成的作品。与第一次来访儿童的石子路相比，这一次是汽车载着儿童驶向外面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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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围栏也同第一次的箱庭作品中的围栏相对应，同第一次相比像是坚强的后盾。说明困扰来访儿童与其

家长的问题已经不再存在，整合的作品象征着他们的关系开始亲密起来。树木象征着生命，水是生命的

源泉。在这次的箱庭作品中，不但有郁郁葱葱的树林，还有一洼清澈的泉水，象征着来访儿童与来访家

长之间的关系重焕新生。花是美好的象征，象征着来访儿童与其母亲正在处于美好的一个阶段。个案二

第 5 次箱庭作品见图 12。 
 

 
Figure 12. Case 2, 5th sandtray 
图 12. 个案二第 5 次箱庭作品 

3.3. 效果与分析 

3.3.1. 个案一箱庭疗法效果分析 
在进行箱庭前分别对个案一和个案二进行了访谈，进一步了解家庭的亲子关系状况。在与个案一进

行访谈中，询问到是否可以讲一个跟爸爸妈妈之间特别让自己感到难忘或者开心的一件事情时，个案一

思考了很久说没有。在询问与爸爸妈妈之间也没有不开心或者有压力的事情，个案一表示爸爸在他犯错

时会打他，他会不开心。此外，个案一表示爸爸妈妈对他的在校的表现不是很了解，只关心自己的成绩。

有时候该儿童会跟爸爸妈妈讲在学校的事情，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很忙，没时间听你说这些。如果成

绩没有考好，爸爸妈妈会很生气。寒暑假因为家长工作原因，个案一会回老家居住。在与家长的访谈中，

家长表示孩子大多数是由在自己抚养，但有时候会去老家让外婆帮忙照顾，家长工作都很忙，没有足够

的时间陪伴孩子，也表示孩子不太表达自己的想法。由此得知，父母和孩子的沟通交流中可能存在着一

些问题。由此可知，该家庭的家长不能够理解孩子的需求。在干预前，父母和孩子在处理冲突时可能存

在一定的问题。父母过于强硬，未能有效地化解冲突，导致家庭关系紧张。孩子也因为害怕冲突或不知

道如何处理而选择逃避。在干预过程中，战争类玩具逐渐减少，多了很多生活类场景玩具，儿童也更的

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而父母也会顺着孩子的心意，耐心引导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个案一干预前亲

子亲密度量表的得分的均值为 3.22，干预后亲子亲密度量表的得分的均值为 4.11，由此可知个案一亲子

亲密度量表的前后测的均值得到了提高，说明个案一的亲子关系质量在箱庭疗法的干预下得到了提升。 

3.3.2. 个案二箱庭疗法效果分析 
个案二是来自陕西省某乡村小学的六年级学生，其父亲在外地上班，母亲没有工作，在家中抚养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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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个案二还有一个在读幼儿园的妹妹，据母亲所述，该儿童与妹妹关系并不和谐。分别与个案二和个

案二的家长进行访谈，得知个案二平时在家里都不怎么说话，缺乏沟通。个案二儿童表示，和爸爸妈妈

不经常交流，但与爸爸交流的时间要比与妈妈交流的时间要多。最开心的事情是爸爸带她出去玩，但妈

妈的管束让自己觉得很有压力。由此得知该儿童渴望在这段关系中得到自由。与该儿童的妈妈进行交流

后得知，该儿童一直由妈妈抚养长大，爸爸一直在外地工作，只是偶尔回来。妈妈表示平时与孩子交流

较少，自己的孩子也比较沉默。孩子平时很听话，只是最近开始了“无声的抗议”。由此可知，妈妈在

家全职抚养孩子，可能对孩子的管教比较严厉。而爸爸经常不回家，在此情况下，该儿童与爸爸妈妈的

亲子关系并不是很好。与个案二进行 8 次箱庭疗法，因妈妈和孩子共同提出提前结束，因此共进行 5 次

箱庭疗法。干预结束一周后，再次向妈妈和儿童分别进行访谈。个案二儿童表示妈妈在做决定前开始询

问自己的意见了。而妈妈则表示，以前只是觉得孩子话少，但没想到在做箱庭的时候孩子有那么多的话，

这才发现是自己与孩子的沟通出现了问题。在箱庭疗法的帮助下，她与孩子之间的交流变多了。亲子亲

密度量表显示，个案二的亲子亲密度量表的均值由 2.78 变为 4.3。由此得知，个案二在箱庭疗法的干预

下，其亲子关系质量也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4. 讨论 

本研究以两例乡村儿童为例，采用箱庭治疗进行干预获得较好的干预效果。个案一和个案二户口所

在地均为乡村，其中个案一从小随父母进城务工，而个案二是父亲进城务工，儿童随母亲在老家附近的

县城租房上学。个案一代表着进城务工子女，他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同样也是其他进城务工子女所面临的

问题。父母进城务工工作繁忙，因此经常忽略儿童的内心需求，导致家长和儿童的沟通较少，从而导致

双方亲子关系出现了裂痕。而个案二虽然母亲在身边陪伴，但却因其母亲严厉的管教和父亲经常性的缺

席，导致其亲子关系同样出现了问题。虽然导致个案一和个案二的亲子关系出现问题的原因有所区别，

但两者之间的亲子沟通都是处于较少的状态。 
箱庭疗法可以帮助儿童和家长进行无意识的沟通，从而解决个案一和个案二缺少沟通的困境。而箱

庭疗法提供的安全、自由和受保护的环境，能让父母和孩子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感受和需求。儿童

通过观察家长在箱庭作品中的回应，感受到家长对他们的积极关注；家长观察儿童摆放的作品，能够理

解儿童需求。这种观察可以帮助家长和儿童之间建立无意识的沟通渠道，进而改善彼此之间的亲子关系。

“母子一体性”即重视来访者和治疗者的关系是箱庭疗法的治疗假设，这种关系对来访儿童和来访家长

进行自我应对、自我探索提供了安全的空间，而良好的关系本身对于改善亲子关系质量具有很好的治疗

作用。综上所述，在箱庭疗法的过程中，来访儿童和家长共同参与，共同关注，共同回应和无意识表达，

建立起了信任和亲密度。同时，在制作箱庭作品的过程中，儿童能够感受到家长的尊重和支持，而家长

也能更好地了解到儿童的心理需求和感受。这种通过共同参与的体验，能使亲子关系得到加强，建立更

健康，亲密的联系。另外，本研究中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在本研究中，个案一和个案二均是由个案与父

母中的一方参加，父母并未同时参加，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尝试以家庭系统为核心，邀请父母双方与儿

童一起进行亲子箱庭，探究父母双方同时参加的亲子箱庭与父母只有一方参加的干预效果是否存在差异。

此外，由于乡村儿童的父母工作繁忙、不重视亲子关系等原因导致个案人数较少、次数较少，在未来的

研究中应该寻找更多的个案，进而证明箱庭疗法干预亲子关系质量的有效性，同时可以帮助更多的乡村

儿童改善亲子关系质量。 

5. 结果 

本文以低亲子亲密度的乡村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箱庭疗法对 2 名乡村儿童进行干预，最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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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亲密度量表的前后测，箱庭作品的变化及与乡村儿童和家长的前后访谈内容三个方面评估干预的效

果。亲子亲密度的前后测显示，个案一和个案二的均值均有所提升，说明箱庭疗法对两人的干预效果显

著。对个案一和个案二的箱庭作品进行分析，发现个案一和个案二的箱庭作品阶段均由混乱、对立转变

为和谐、整合，也说明了箱庭疗法的有效性。在与儿童和家长的访谈中得知，个案一因随父母来外地工

作原因与其沟通较少，而长期缺少父母陪伴。个案二母亲虽在身旁，但母亲对其管束较为严厉。同时父

亲常常缺席个案二的成长，这使得个案不善于表达。个案一和个案二的家长和儿童均在访谈后测中表示

亲子沟通困难的情况确实有所好转，因此，箱庭疗法对改善亲子关系质量的干预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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